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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周年的高醫，是懷有一甲子的傳

承，重新出發的一年。

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都對該國文化、科

技、經濟有著重大影響。隨著社會不斷地進

步，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大學所負有的使命

也益形重要。早期第一次大學使命的變革，是

將大學定位為以教學為基本，研究為目標的研

究型大學，就如同本校創校校長杜聰明博士所

設立的校訓「樂學至上、研究第一」。而隨著

科技、經濟與文化的轉變，第二次的大學使命

變革，則是要以教學、研究為基本，促進經濟

及社會發展的研創型大學，而這也是本校未來

的自我定位，希望成為促進人類健康福祉之國

際一流醫學大學。

十九世紀後葉，在打狗登陸的西方傳教士

及醫員建立了西式醫院並提供醫療服務， 高雄

成為近代西方醫學傳入臺灣的登陸地。當時建

造之慕德醫院所提供的醫學課程，也成為臺灣

西式醫學教育的濫觴。因此高雄醫學大學的創

立與發展，可說是承繼了臺灣醫學教育使命與

醫療服務奉獻的精神。於60周年校慶時設立的

■劉景寬 校長

高醫校史暨南臺灣醫療史料館，成為了很好的

延伸教學場所，結合大學入門及通識課，提供

學生參與社會教育之場域，讓高醫人的使命與

精神不斷地傳承延續下去。

「做醫師之前先學做人」，是高醫創辦人

杜聰明校長時常用來勉勵學生的一句話，這也

是本校的教育宗旨，不只是讓學生有豐富的知

識，還要有厚實的人文素養。為此，高醫在教

學上格外重視人文素養的培育，在兩年多前開

始進行全校型書院教育，所有大一新鮮人都是

書院生，由校長親任院長。我們讓學生透過共

學與共宿，深入博雅教育的內涵，同時有更多

與不同領域同學互動的機會。每學期皆舉辦上

百場的動靜態藝文活動，鼓勵同學多多走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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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傳承，重新啟航
■董事會  陳田植 董事長

與有榮焉-高醫人團結合作
贏得JCI挑戰

猶記得兩年前的董事會，賴文德董事（當

時擔任附設醫院院長）提出要參加JCI評

鑑的議題時，在場出列席的所有人均以一個疑

惑不確定的眼光盯著賴文德董事簡報的畫面，

在他堅定的語氣解釋後，高醫正式啟動了參加

JCI評鑑的號角。

不到兩年的時間，前後經歷賴文德院長與

鍾飲文院長的領導，加上附設醫院同仁大家並

肩團結的合作，經歷無數次的艱難與挑戰，最

終在4月16日下午2時30分，於JCI評鑑的總結會

議中，召集委員Mr. Fallat肯定我們的努力並

宣布我們以極高的標準達到JCI的要求。在場的

同仁歡欣鼓舞，那一刻許多同仁感動的情緒在

啟川六樓第二講堂沸騰，所有在場的人都能感

受到這樣的氣氛。三天後的4月20日凌晨，高醫

得到了美國JCI評鑑通過的正式函文通知。

回首附設醫院能順利通過JCI評鑑的過程，

是由許勝雄院長任內就開始規劃醞釀、吳俊仁

院長的持續評估、賴文德院長的正式啟動及鍾

飲文院長的接續完成。再次印證高醫60年來的

持續發展就是管理階層一棒接一棒的傳承及高

醫所有員工一個接一個、一個團隊接一個團隊

的共同團結努力以期達到共同的願景——那就

是使我們高醫附設醫院成為國際一流的大學醫

院。這種傳承、團結、努力一切為高醫的奮鬥

精神，正是我們高醫最可貴的「以高醫為榮」

的核心價值。

這是高醫一甲子以來又寫下榮耀歷史新頁

的一刻，回首高醫過去一甲子，從一片水田慢

慢地一幢幢醫療、教學、研究大樓之興建，進

而經營了小港、大同、旗津等醫院，在在獲得

南台灣民眾的掌聲。過程中，我們屢創佳績並

建立各階段的里程碑，在這次的JCI評鑑中，我

又充分地看到驅使大家前進的動力就是全體員

工對高醫的一片赤誠與團結，讓我們在原有的

基礎上更上層樓，再次創造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使我們進入國際級JCI的時代。

當我們初登上這JCI的浪頭，我們必須看得

更高、望得更遠，取得JCI認證後，不是結束而

是自我要求與高醫持續追求卓越的開始。高醫

人齊奮起!讓我們秉持團結與赤誠站在這次的巨

浪頂峰，繼續邁向下一個一甲子，並持續站穩

我們永遠處於浪頭的領導地位。

據我了解，JCI評鑑的驗證大多以Tracer 

Methodology的手法在進行，這也是它可畏可敬

的地方，它可以追蹤到細節，追蹤到基層，所

以院內每個單位、每位員工都應秉持戰戰兢兢

的心情謹慎以對。同時，要以跨部門的方式去

追蹤每一個醫療行為的流程，所以，每個流程

都能讓委員了解醫院是否進行跨部門的相互合

作，若部門間有不協調的縫隙就很容易被放大

發現。這讓我理解到醫院要通過JCI的認證確實

需要各單位間消除本位主義，以團隊合作並全

面動員才能通過JCI的洗禮。

我深深地佩服高醫所有的同仁，尤其是基

層員工，如果沒有你們這一年多來的熱血參與

並肩合作，我們無法共同寫下這歷史的新頁。

同時，更要感謝在這段積極準備JCI評鑑的每個

日子裡，持續幫我們領航的兩位舵手——賴文

德董事與鍾飲文院長。最後，也要感謝劉景寬

校長的全力支持。

能有幸與各位參與共創榮耀高醫的歷史新

頁，身為高醫的一份子，我與有榮焉，且謝謝

大家！



03 04

校長專文
經管會
近期報導

本，讓各式各樣的美進入到心中。然而，現代

的博雅教育，並非古典主義或保守主義，而是

以豐富多元的情境形塑自由思考的心靈，這並

不容易，而我們師長與同學們教學相長，一起

修正前行。

本校研究方向一直從事身心健康相關之創

新研究，目前運作中的研究中心，有八個學術

研究導向的校級中心，另有智慧醫療、旗津世

代研究、登革熱防治以及長期照護這四個實務

技術型研究中心。論文發表篇數逐年增加，由

2010年的1005篇到2014年的1462篇，成長了

45%。為鼓勵進行具有高度學術貢獻度之前瞻研

究，由104年開始「校院共同重點研究計畫」的

申請，讓研究優異的學校老師與臨床醫師合

作，共同開創出創新、前瞻和國際競爭力的特

色研究。

研究不單只是學術上的發表而已，相關所

衍伸的專利件數逐年增加，由2012年的20件到

2014年的57件，成長了185%！除此之外，去年

前任產學長鄭添祿教授的數億技轉金，是台灣

近年生醫領域最高的產學成果；現任產學長領

導的骨研中心，也延續王國照前校長的基礎，

已有多項技轉，近期也有上億的技轉今在強制

中及籌劃成立新創公司。在本校及附設醫院所

建立的「遠距健康照護中心」特殊且堅實的基

礎上，2014年由校友與投資，並技轉校長領導

的遠距健康照護系統成立衍生新創事業：克魯

斯南十字星之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希望

將來在研究創新與產學成效上，能夠有更多的

進展。

近幾年來本校在建立國際關係網路上也有

了很好的成果。締結姊妹校的國際知名學校數

由100年的43所，到104年的81所，近乎倍數的

成長，其中有日本京都大學、德國科隆大學、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等多所世界名校，也

與中國多所知名大學簽訂姊妹校，如北京大

學、上海交通大學…等，每年皆有實質的教學

研究交流。外籍生來台就學的人數也是逐年增

加，特別是研究所以上的外籍學生，由100年時

的個位數到104年有近三十位，由103年開始也

試辦招收陸生，讓校園裡能夠有更多元的國際

文化交流。

高醫一直以提供全人健康照護與公共服務

為目標，持續提升疾病治癒的技術與器材外，

提倡居家照護以降低病患住院天數、減少併發

機會，未來更將朝向早期診斷、健康管理、健

康促進的預防醫學概念，提升民眾健康照護的

觀念與行為，也符合健康照護產業發展趨勢。

2年前校長建議，附院申請接受JCI評鑑期望將

高醫附院醫療品質、病人安全、醫療教育醫療

試驗退進國際認證的層次，終於在全體高醫人

的努力下，於今年四月獲得圓滿成果，高分通

過JCI評鑑。附屬機構除現有的附設醫院、小港

醫院、大同醫院，旗津醫院外，未來預計新增

岡山醫院與屏東打鐵分院，建構完整的健康醫

療照護體系，成為南臺灣民眾健康的守護者。

高醫發展至今，培育出全台灣最多的醫療

貢獻獎得主，許多校友在海內外都有卓越的表

現，這些都是高醫最值得驕傲，也是最重要的

資產。今年首度舉辦之國際醫療貢獻獎，高醫

附院獲得團體組第一名，高醫校友M16陳肇隆醫

師獲得個人組第一名，每一位高醫的教職員

工，都認真做好自己的本分，盡心培育出優秀

的新一代高醫人，努力讓外界看見高醫的好。

高醫的每一項成就，皆屬於所有高醫人。以「我

是高醫人，我愛高醫( I Love KMU 治校理念)」

的精神，團結全校與海內外校友，為高醫美好

卓越之願景，奮發昂揚！

高醫在擁有一甲子的優良基礎下，要以

「立足高雄，擁抱台灣，放眼世界」的宏大眼

光再出發，開創下一個更美好的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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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智慧醫院
■主任秘書 陳正生

醫療照護的複雜度增加，醫院面臨愈來愈

多法規的嚴格要求，社會大眾對醫療專

業的期待也提高，現代醫院宜發展智慧型的管

理方式來克服這個挑戰。於醫院中應用資通訊

科技提升病人安全， 改善醫療品質，促進營運

效率就是所謂的智慧醫院(Smart Hospital)。

智慧醫院的目標是讓病人要能享受到妥善照

護，增加住院滿意度；醫療人員能更有效率提

升效能，降低工作負擔及減少誤失；經營者則

可利用這些資訊更有效率地經營管理醫院以提

供更好的醫療品質，是病人、醫療人員與經營

者三贏。國外有病人付月費或年費後，在手機

可以與醫師對話，美國一些大學研究如何運用

遠距的醫療模式，提醒病人按時吃藥，並將訊

息回饋給醫院，確保病人可依醫師醫囑，成功

降低30天再入院比率，病人30天內不再入院，

醫院可以獲得更多的醫療給付。智慧醫院應包

含電腦設備、可連網的醫療設備、App應用程式

與雲端等四個基本元素，具有四個要素才在能

在各種場域或專科提供服務。

高醫有具有研發能量的學校相關院系，也

有學校附屬醫院昨為研發、教學與實行的場

域。附屬事業經營管理委員會可以進行校院整

合來進行智慧醫院的建構。委員會是由校長擔

任主任委員，附設醫院院長為副主任委員，其

他附屬醫院院長及相關部門主管都是委員會中

的委員，委員會可以整合學校有附屬醫院的高

醫優勢。目前學校有四個創新課程與智慧醫療

有關：「智慧健康促進」、「智慧健康管理」

及「智慧健康長照」、「創新創業」等，整合

數位智慧健康生活，行動醫療、遠距醫療。這

些研發成果可以作為未來讓病人透過智慧系

統，結合穿戴式智慧裝置結合雲端健康App，減

少等待焦慮，醫護人員也可藉由行動醫療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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