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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醫學系  郭藍遠主任、秘書室校友暨公共事務組  李敏君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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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淑淨勇奪奧運金牌 

許
淑淨在2016里約奧運為國爭光，勇奪奧

運金牌，劉景寬校長與全校師生、校友

同感驕傲歡欣，高醫大以她為榮。

許淑淨7月甫獲本校運動醫學研究所碩士文

憑，她的指導教授、本校醫學院運動醫學系許

美智教授表示，許淑淨身為舉重國手，卻仍能

兼顧學業及嚴格的訓練課程。校內和系上老師

也都持續給予課業和生活上的輔導，配合其訓

練時間至左訓中心授課，但每學期的期中報告

許淑淨都回校參加，是非常優秀的學生和選

手，時間管理及心理素質上都很棒。而且系上

對於許淑淨的學習標準，並沒有因她是國手而

打折，許淑淨對於課業認真學習，特別是和舉

重相關的生物力學部分，更是用心去了解。她

也總是不畏挑戰，在專題討論課堂上，雖然英

文對許淑淨是很大挑戰，又要上台面對全班同

學，但還是會靦腆的回答一個個專業又具深度

的問題。許淑淨甚至自費請家教加強英文，希

望有朝一日用英文面對國際媒體，分享獲獎的

榮耀並藉機行銷台灣。許淑淨曾多次對著系上

老師說自己底子不好，但請老師一定要教她，

不要特別降低標準，令教師們都很感動。

學校為鼓勵其能持續努力練習，在國際賽

事有優秀表現，為國爭光，特別給予學雜費減

免，和每月生活費的補助；另外，在國際賽獲

獎（如上屆亞運獲得金牌），也都會給予獎學

金獎勵。許淑淨亦不負眾望，在國際賽表現，
▲許淑淨參加「2016為健康高雄而跑」路跑活動

獲獎無數，現在已是二屆奧運金牌得主。

今年里約奧運代表團共有58位選手，並有

14位運動防護員（師）在前線協助選手。其中

防護員：辜羿璇、王瑞翔、陳琬婷、王詩婷為

本校醫學系畢業生，表現非常優異，為打造奧

運金牌選手的幕後英雄。運醫系郭藍遠主任表

示，系上課程將持續借重許多優秀系友的長

才，回來指導學弟妹；未來，也會邀請許淑淨

回系上指導後進。

引領醫材產業轉型升級─

南臺灣跨領域科技創新中心

為促進南部地區產業創新升級，高雄市政府

整合學術及法人機構之資源，成立「南臺

灣跨領域科技創新中心」，以農業、金屬、醫

材及海洋四大領域進行跨領域合作發展，其中

本校被選定為醫材領域的統籌單位，並由本人

擔任領域召集人、本處創新育成中心王志光主

任擔任副召集人。

醫材領域研發目標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自2009年

起推動「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

畫」，並於高雄園區成立生技醫療專區，初期

以醫療器材為發展重點，透過與金屬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的技術合作，現已奠定了金屬類牙科

骨科植入物的產業基礎。然而，臺灣在醫材產

業上雖具有相當成熟之產品製造能力，但運用

之技術亦為國外廠商所熟習，缺乏創新性特色

產品與自有品牌知名度，於全球市場中多為代

工服務角色。因此，下一階段的發展，亟需透

過整合研究機構、大專院校與廠商之現有資

源，鼓勵跨領域合作，投入前瞻技術之研發，

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並透過產學合作、技術

移轉與新創業，形成以符合現代醫療需求之再

生醫學為主的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

為此，高雄市政府首先導入工研院的法人

技術端，以本校作為學界研究端及醫院使用

端，成立南臺灣跨領域科技創新中心的醫材領

域基地，初期的發展目標選定「牙科、骨科醫

材產品升級符合再生醫學的新治療需求」及

「長期照護相關之個人化健康醫療輔具結合

ICT與智慧軟體應用開發」兩大主軸，第一階段

將借重工研院在先進醫材及智慧輔具等創新技

術的開發能量，結合本校在臨床研究之豐富資

源與經驗，組成研發團隊；經過11場次的技術

合作討論會後，先以熱電治療、電漿滅菌、傷

口掃描系統、3D列印智慧輔具及復健系統等五

大主題共同進行產品研發。

而因應此中心的基地設立，本校也以生技

教育館規劃了百坪的研創空間，可同時作為本

校與合作之學研單位的研發團隊進駐利用，以

及法人單位的技術與設備等資源導入之空間場

■產學營運處　何美泠產學長

域，再透過鄰近的附設醫院臨床資源運用，結

合基礎與臨床研發能量，期望能在此有效整合

產、官、學、研多方資源，推動健全的醫療器

材研發、商品化與產業化機制，以達成醫材產

業的技術創新，並建立產業生態體系與協作平

臺。

產業化推動與未來展望

在醫材產品完成研發後，下一步便是進入

產業。醫材產業是屬量少、價高又種類多元，

認證有其複雜性，由於目前國內醫材法規還在

改善中，申請者對查驗登記之機制亦不熟悉，

導致查驗登記時程較長且繁瑣，與其他各國相

互認證之制度尚未健全，造成我國醫材產品進

入國際市場之困難；此外，國內醫材產業規模

較小，且缺乏國際行銷人才及駐外單位的推廣

輔導，於全球市場中較居劣勢。因此，未來透

過南臺灣跨領域科技創新中心的營運，除了提

供跨領域研發之合作平臺，針對產業的部份也

可建立創業輔導作業流程、專業法律與財務諮

詢服務、天使基金之引入或種子基金之運作…

等多面向之產業轉型及升級輔導機制，更期望

可透過政府的角色，協助推動法規修訂與實施

產業友善措施，創造醫材產業專區之投資誘

因，吸引廠商南下進駐，除了強化目前已成形

的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更建構適合新創產

業發展之環境。期望以此中心強化學研能量與

地方產業之鏈結，帶動南臺灣地區醫療器材產

業之繁榮發展，引領產業放眼國際且朝向高值

化發展。

▲劉景寬校長恭賀許淑淨獲獎不斷

▲跨領域研發之運作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