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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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週年校慶貴賓首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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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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黃國忠、蔣雲鳳  

今年是本校創校六十一週年，學校特別於

2015年10月16日校慶這一天舉辦慶祝活

動。當天舉辦的校慶系列活動包含「61週年校

慶典禮暨聯誼餐會」、「校慶園遊會」、「運

動會」，同時在10月18日舉行「校友逢時重聚

活動」。民國43年，在杜聰明博士與陳啟川先

生的努力下，創造了南台灣第一所醫學院。

61年來，高醫大在南台灣陸續培養造就近四萬

餘位醫學相關畢業生，頃年來，許多高醫校友

們持續本著「樂學至上 研究第一」的精神，為

台灣的醫學研究發展貢獻心力。

為了分享本校創校六十一週年的喜悅，校

慶典禮於10月16日上午9:30在本校國際學術研

究大樓B2 600人會議廳舉行，典禮中特別邀請

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賴其萬講座教授、印尼大

學 國 際 外 科 學 會 總 會 理 事 長 Prof.Paul 

Tahalele所率領的代表團、上海交通大學醫學

院副院長陳紅專教授所率領的代表團、以及高

雄市政府衛生局何啟功局長等多位貴賓蒞臨觀

禮、致詞。校慶典禮也同時特別表揚校內傑出

師生及資深教師員工。

劉景寬校長特別感謝高醫許多前輩努力

而奠定的基礎，才能讓高醫繼續朝「促進人

類健康福祉之國際一流醫學大學」而努力。

劉景寬校長也表示，校友是高醫重要的資

產，全球四萬多的校友源源不斷地為醫療服

務與醫學學術研究努力做出貢獻，所以，本

校也將特別於10 月18日舉行「校友逢時重聚

活動」，邀請本校校友回娘家，同時也歡迎

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賴其萬講座教授在演說

中表示，高醫校友的成就與表現，在全國可說

是首屈一指。尤其，高醫校友獲得「醫療奉獻

獎」人數是全國之冠，學生主動發起跨校持續

關懷照顧弱勢族群的服務社團也成為所有大學

社團中的相當具特色的社團，另外，學校對於

學士後醫學系的堅持和醫學人文在學校的定

位，也讓人感到欽佩。

▲校慶園遊會

及醫療語音系統提高工作效率。目標在南臺灣

建立的雲端遠距健康照護平臺，整合智慧健康

促進、管理及長期照護等人才，建構全面的智

慧健康照護網。學生透過場域訓練了解健康照

護的需求，進而培育創業人才與微型新創企

業，連結產業技術與在地聚落。

「以病人為中心」是高醫附屬醫院的經營

理念。將逐步結合行動裝置、雲端資料與大數

據，將科技應用於經營管理，實踐醫療照護與

服務品質的優化再造，往智慧醫院的發展邁

進。附屬事業經營管理委員會及附設醫院近日

邀請國內相關領域的團隊來進行經驗分享。邀

請研華智能科技，余金樹副總經理，於副總經

理分享過去在很多國內外醫院所做的建置智慧

化醫院的例子，從產業的角度，看資通科技跟

醫療結合在一起的市場，認為以資通科技來建

置下一代醫院是未來的趨勢。邀請永齡健康基

金會執行長尹彙文醫師分享在台灣建構智慧醫

院的推廣與經驗。尹執行長從實證的角度來闡

述智慧醫院的優勢，並且分享基金會所舉辦的

智慧醫院建構的工作坊。醫資管系劉德明教授

與附院資訊室李主任也在附屬事業經營管理委

員會分析附院資訊室在人力與電腦設備的情

況，與會委員了解醫院如果要轉型為智慧醫

院，必須要有充裕資訊專業的人才。會議中決

議可進行所有附屬醫院細部人力與設備預算編

列，在管理委員會資訊工作小組中討論有共識

後可以再提委員會報告，經委員會決議後便可

執行以提升效率與一致性。資訊單位在資訊需

求方面和管理系統的整合，則交由附設醫院行

政管理中心來整合此管理機制。期盼附屬醫院

的智慧化的按部就班進行。

醫策會舉辦的「智慧醫院優秀案例徵選活

動」中有「醫療照護」、「品質指標」、「成

本效益」、「教學研究」及「整合型專案合

型」等五種領域。可見智慧醫院有教學、研

究、醫療、品質與經營等多元的面向。本校

的附屬經營管理委員會將持續進行校院整

合，不僅著手現有醫院的轉型，並且在未來

高醫岡山醫院的建構直接注入智慧醫院的軟

硬體建設。以高醫優勢建構所有學校附屬醫

院成為智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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