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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高醫新甲子

我們今晚的高醫體系主管歲末聯誼晚

會，是余校長時代為了促進高醫體系

內主管間的情誼而成立，原來由學校主辦，

現在改由學校與各附屬機構輪流主辦。我們

欣見這幾年來高醫內部校院的整合有很大的

進展，但相對於高醫體系的擴大，我們仍有

很多持續加強的空間。

高醫體系在過去這一年(2016)成果豐

碩，屢創佳績。本校穩健邁入上海交大世界

大學排名前500大、爭取獲准創辦高醫岡山醫

院、神經科譚俊祥醫師的論文榮登Nature期

刊、本校校友榮獲醫療奉獻獎累計31名，保

持名列全國第一的大學。許多傑出人才與校

友也在台灣各界獲得高度肯定與重視，如前

副校長陳宜民教授出任立法委員、運動醫學

系碩士班畢業生許淑淨連摘兩面奧運金牌；

附設醫院鍾飲文院長、陳順勝校友、陳武元

校友榮獲2016年醫療典範獎；附設醫院莊萬

高醫體系各位主管同仁，新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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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評比，即獲QS亞洲大學排名137名、

QS醫學學科排名世界第301-400名。高醫人務

實中追求卓越創新的特質，短期內即達到進

入世界500大的目標，反映出高醫大長期致力

學術發展的努力與實力。今年躋身世界500

大，是對於全體師生同仁的一種肯定與認

同，此外，一群關心高醫大校務的國家級專

家學者組成校務諮議委員會，提醒我們非僅

僅以追求世界排名為目標，更應發展專業領

域特色，踏實地邁向頂尖研創大學。期盼高

醫大能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強化研究重點特

色，促進創新與產學能力，延攬頂尖學者，

培育年輕研究人才，以奠定國際一流大學之

地位。

2016年里約奧運，高醫之光許淑淨勇奪

舉重金牌，校長與全校師生、校友同感驕傲

歡欣，高醫大以她為榮。許淑淨身為舉重國

手，但仍能兼顧學業及嚴格訓練，是非常優

秀的學生和選手，時間管理及心理素質上都

很棒，期許許淑淨這股正向力量給予高醫人

一個優秀的典範。此外，里約奧運比賽，國

家代表隊有多位運動防護員(師)為高雄醫學

大學醫學院運動醫學系畢業生，表現非常優

異，為打造奧運金牌選手的幕後英雄。

高醫近年來聚焦特色研究並致力提升國

際化與學術聲望。今年高醫神經內科譚俊祥

醫師的研究論文登上全球最頂尖的Nature論

文期刊。譚俊祥醫師歷經多年深入研究，以

第一作者身份發表篇名為“The TRPM2 ion 

channel is required for sensitivity to 

warmth”，該研究利用令人嘆為觀止的先進

鈣離子顯像技術，辨識出熱敏感之體感神經

元群的分佈，而這些神經元未表達任何已知

之溫度活化TRP通道。其研究結合了鈣離子影

像、電生理以及RNA定序等技術，顯示在這些

神經元中是TRPM2離子通道產生熱敏感性。探

索TRPM2在體溫調節中所扮演的角色，此一研

究對後續熱感疼痛相關研究將產生重大影

響。譚醫師的傑出表現，不只是本校之光，

對甫進入世界500大之本校而言，持續推動本

校邁向國際一流大學，更具莫大鼓舞作用。

在高醫校園內，時常會看到「I Love 

KMU」或「ILKMU」的標語，「ILKMU」的精神

內涵為「Integrity誠信正直、Liberalism 

自 由 開 放 、 Kindness關 愛 和 諧 、

Modernization現 代 進 步 、 Unity團 結 合

作」。大學是人類文明知識的殿堂，這是重

要的培育時期，這幾年台灣公民力量的覺

醒，引發了整體社會與政治劇烈變化，青年

學子很顯然是這波「挑戰陳腐權威、帶動社

會進步、深化民主價值」的主角。高醫一向

是個開放的校園，我們有很強的自由主義

Liberalism的傳統，期待高醫人以自由開創

的理想主義精神，關心公共事務、追求社會

公義，共同參與學校的發展、形塑高醫的未

來。

■劉景寬 校長

龍副院長也榮獲王民寧獎。在2016歲末之

際，前副校長賴春生教授、曾貴海校友兩位

更榮膺國策顧問之職，特為慶賀！

高醫體系附屬醫療機構榮獲各項殊榮、

拓展與新建計畫也齊頭併行，再再顯示群策

群力、力展鴻圖的氣魄。這些包括附設醫院

通過JCI國際醫院認證，獲得全國7個質子中

心之一的許可證，我國首屆國際醫療典範獎

的團體組第一名，全國6個精進臨床試驗中心

之一，並協助規劃高醫岡山醫院。小港醫院

勇獲TCSA台灣企業永續金獎，以醫療實踐社

會責任；大同醫院為全國第一個成功將國小

校舍轉為日間照護中心，建構長照新典範；

旗津醫院榮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和公

益獎，並進行社區醫療體系建置與修法增建

護理之家養護院。在各附設醫療機構盡力提

升品質、積極參與社會的同時，我們更與高

雄市政府及高捷公司共同規劃，打造智慧高

▲高醫體系主管舉杯祝福與會人員新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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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陳正生 主任秘書

敬賀 金雞報喜 新春如意！

高雄醫學大學 劉景寬校長

2017年1月26日

醫岡山醫院，深耕高醫體系之科技醫療與在

地服務。附設醫院即將在2017年6月迎接60週

年慶，牙醫學系與藥學系也將於10月歡慶

60週年系慶，期盼高醫體系同仁更加努力，

開創高醫新甲子！

 2016，高醫歷經了價值挑戰的一年，我

們確立了創辦人是杜聰明博士，高醫的學術

傳統與大學價值更為明確。我們永遠感懷杜

聰明博士於1954年創辦本校；自始至今高醫

體系堅持「培育醫學專業人才、照護民眾身

心健康、關懷弱勢族群」的使命，實踐教育

與醫療本是公共財、人才培育與身心照護是

社會承諾。在高醫價值爭戰的這一年，即使

各項挑戰、箝制和困難當前，我們仍然維持

高醫的全力運作與進步，盡量讓全校師生和

臨床醫療人員不受到干擾；同時也在校務透

明的時代潮流中不斷地改進，建立校務透

明、共同參與的機制與平台。

新政府重視大學的產學合作、資源共

享、區域連結與社會責任。本校長期支援我

國政府與國內外之醫療需求，這些包括衛福

部屏東醫院、旗山醫院、岡山醫院、鳳山醫

院、恆春旅遊醫院、山地醫療「拉芙蘭醫療

站」，以及海外邦交國索羅門群島的醫療協

助與國際志工服務。「南台灣跨領域科技創

新中心」於2016年10月簽約揭牌，為本校的

產學和區域連結開創新頁。

 面對高醫體系各項成就、要求、挑戰和

契機，各單位主管肩負重責大任。做為一位

主管，要能洞見科室發展方向並加以規劃；

單位內成員，要有同儕協作齊步並進的胸

懷，展現團隊精神，也能協助夥伴們進步！

任何一個職務，無論職階高低，都有其可以

實踐理想的地方，只要努力去做、去實踐理

想，就會獲得尊敬！

 2016，高醫舊有的威權象徵已經破除！

展望2017，有更多的對內挑戰和對外競爭等

著我們。各醫學大學、各醫學中心、各級醫

院，都面臨我國與全球的政經波動、環境變

遷、貧富落差等各種議題與挑戰，同樣面對

艱鉅的試煉，我們高醫人要以團隊精神更加

努力！

最後鼓勵大家，做一個高醫人，要有骨

氣！要有勇氣！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也要

有實踐公義的意志！高醫人，齊奮起！我們

要更團結、合作、永不低頭，讓高醫體系永

遠是台灣高等教育最堅定的進步力量、與醫

療衛生最溫暖的照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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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本校附屬機構
內部控制制度

內部控制制度為就組織所訂定之規章制度

研擬所應採取之各種控制措施，以保護

資產安全，提高會計資訊之可靠性及完整性，

增進經營效率，並促使遵行規章制度與組織政

策以合理保證達成預期目標，故內部控制為管

理過程(規劃與控制)之一。教育部於2009年發

布「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

度實施辦法」，並轉知各私立大專校院，須建

立內部控制制度。當時本校旋即責成秘書室負

責推動各單位建立內部控制制度，經董事會議

通過本校第一版的內部控制制度。

依據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11條，本校秘書

室為協助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

衡量學校營運之效果及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

議，確保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訂定內部稽

核實施細則，並自99學年度起開始實施本校之

內部稽核作業。本校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

師，應依規定對本校內部控制進行稽核，以衡

量本校對現行人事、財務與營運所定政策、作

業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並不得牴觸會計

職掌。衡酌內部稽核之獨立性及客觀性需求，

本校遂於2012年成立稽核室。稽核室執行全校

之年度內部稽核計畫及專案稽核計畫；提供諮

詢服務並追蹤改善措施以強化全校內部控制。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

制度實施辦法」第18條也提到學校法人所設學

校之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比照本辦法規

定，建立人事、財務及營運活動之內部控制制

度。」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法」第10條指

出，本校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比照本辦法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及實施內部稽核，並定期檢

討及修正之。教育部「102年度推動學校財團法

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訪視輔導計

畫」訪視委員也建議：「學校內部控制制度的

經驗，可逐年督促附屬機構－附設醫院、小港

醫院及大同醫院，及早規劃建置內控制度。」

從而，校長指示學校稽核室協助附屬機構

內控制度之建立，稽核室林主任列席附屬機構

健康事業經營委員會報告學校推展內控制度事

宜，並獲各附屬機構共識建制，由附屬機構先

提供各院負責推動的同仁名單，亦邀請台北醫

學大學許志瑋組長專題演講「北醫附屬機構內

控制度實施現況」，附設醫院亦成立內控制度

推動小組及設稽核室。附設醫院於2016年8月成

立稽核室，2016年8月18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增

訂「本校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內部稽核實施細

則」，並配合修訂本校「內部控制委員會設置

要點」。附設醫院目前正依據本校內部控制制

度實施辦法進行建立人事、財務及營運活動之

內部控制制度。受委託經營之各附屬機構之後

也會比照附設醫院分別訂立其內控控制制度。

1.監督(Monitoring) 

整個內部控制的過程須被監督，必要時加

以修正，如此才能隨情況之改變而做出動態反

應。隨時間經過而評估營運及控制活動品質的

過程，目的在確保營運及內部控制能持續有效

運作。持續監督的程序應融入組織日常的作業

活動中；個別評估由內部稽核人員進行，檢視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

2.控制環境(Control Environment) 

是任何組織的核心，包括人及其所處的環

    依據COSO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所提報告，內部控制過程包括五個相互有關聯的

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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