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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的發展藍圖與

時俱進，不斷融入新的元素，建立新

的標竿，董事會的投資也從不手軟，繼完成

「10年百億」計畫之後，又提出「10年150

億」的驚人之舉，內容含蓋發展生醫產業，

包括進駐台中市水湳經貿園區，投入台南市

立安南醫院的興建與經營。此外，加強研

究、提升員工福利與服務，以及教學及培育

網羅人才。

蔡長海董事長於6月26日、27日舉辦的

「衝刺500」校院研習營，宣布以上重大訊

息。他表示，這150億元是除了校院運作固

定經費之外，另行追加的特別預算。為貫徹

「Top Down」政策實踐，並聽取「Bottom 

Up」發展建言，參加研習營的人員除了校

院一、二級主管之外，還有學校20餘位老

師，以及醫院各科部主治

醫師、護理部督導及護

理長共250多人參加，

老幹新枝齊聚一堂。

蔡長海董事長向校院同仁作
重大宣示（攝影／盧秀禎）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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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刺500  校院同心
董事會續推「10年150億」計畫  

多元發展開創輝煌新未來



衝刺500
躋身世界500大．爭取教育部5年500億

承辦的沈戊忠副院長說，「衝刺500」有兩層含意，一是中

國醫藥大學要進入世界排名前500所大學之林，蔡董事長於6年前

提出這個願景，時間已經過了一半，3年內必須達成使命；二是

爭取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第二期5年500億元預算。兩個

「500」都需要同仁凝聚共識，奮力一搏。

沈副院長以「勇於編織摘星夢，就能登月」與大家共勉。他

說，董事長常常會設定一個大家起初都認為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但不必很長的時間就能證明只要上下一心，目標真的會實現。

2001年，蔡董事長宣布「10年百億」計畫，在一片驚愕聲中，陸

續興建了復健大樓，購買五權院區土地並興建急重症大樓、癌症

大樓，購地並興建安康大樓，以及成立許多高水準的實驗室。不

到10年，果真斥資百億加強軟硬體設備，讓校院脫胎換骨。

校院務發展委員會鄭隆賓執行長說，董事長目光長遠，第一

個10年才過去，又來第二個10年。董事長是個重承諾的人，說到

一定做到，「只不過他說的目標達成時間通常要打8折，例如第一

個10年百億計畫，8年就完成了，其他目標多半也是如此，大家要

有心理準備！」

楊泮池院士

陳建仁院士

楊麗蘭講師

沈戊忠副院長鄭隆賓執行長

陳偉德副校長蔡輔仁研發長

周德陽院長

林欣榮院長

吳聰能副校長

李源德總顧問 李英雄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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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是知識與經驗交流的盛筵，蔡董

事長刻意安排了兩場重量級的演講：中央研

究院楊泮池院士談「國人肺癌個人化醫療之

展望」，陳建仁院士談「台灣公共衛生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沈副院長並邀請慈心有機

農業發展基金會楊麗蘭講師談「關心健康，

關愛大地」，希望大家在醫療救人之外，也

能注重生態保育，讓一切生命都有活下去的

機會。

校院願景

經營團隊精心剖析．詳列短中長程目標

領導團隊就不同角度介紹校院的願景，

及實現願景所需的努力，讓同仁有更充分的

了解。在中國醫藥大學方面，吳聰能副校長

指出，所謂世界500大，指的是上海交大將

於2014年發布的世界大學評比名次，要成為

國際一流大學，一定要先進入500大，而要

進入500大，必須申請到教育部頂尖大學5年

500億的計畫，這就如同攀爬大學教育與學

術發展的階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由於

在SCI期刊發表的論文篇數及被引用次數，

是在評比中能否脫穎而出的重要指標，蔡輔

仁研發長特別針對如何爭取研究經費、開發

新的論文資源、提升論文的質與量，在會中

面授機宜。

陳偉德副校長則發出警語，他說，由於

董事長的遠見，中國醫藥大學比其他學校早

幾年朝成為國際一流大學的方向努力，如今

各校都已經動起來了，如果稍有懈怠，很快

就會被別人迎頭趕上，因此原訂的中長程校

務發展必須加速推進，方能確保戰果，並再

下一城。

在醫療體系方面，周德陽院長提出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黃金10年」的發展新

藍圖。他表示，未來10年是關鍵轉型年，不

僅校院一家，也是海內外人才的大匯集，服

務、研究、教學與生醫的大結合，其中以學

術論文最能客觀呈現個人及醫院的醫療水

準，這是國際化的共同語言，也是進入世界

500大及頂尖大學最重要的門票，更是自我

實現的最高境界。

「醫療工作者有人生三不朽，做一個好

醫師是立德，發揮才能是立功，發表好的學

術論文是立言」，在腦中風領域多所建樹的

周院長說出他自身的體會：「當個人成就與

醫療體系的目標能夠互相配合，執行起來就

不會是一件苦差事。」

林欣榮院長介紹「北港附設醫院的發展

藍圖」，他說，北港附設醫院雖小，但同仁

的士氣高昂，現正齊心建構完整的急重症中

心，包括腦中風中心、心血管中心、外傷中

心和呼吸照護病房，在虎尾還要籌建99床的

院區與長期照護中心，在嘉義市籌設門診中

心的可行性也正在評估當中。

蔡董事長站在制高點，總結「學校暨

醫療體系的願景」，列舉校院及生醫產業的

短程、中程與長程目標，尤其是即將以公辦

民營方式興建經營的台南市立安南醫院，以

及未來要在水湳經貿園區全力推展的生醫產

業，校院都要成立小組妥善規劃。

在了解校院的願景及發展藍圖之後，分

成內科組、外科組、行政醫技組、護理組與

學校組，分組討論，再就組織文化、教學研

究、人才培育、提升論文質量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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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醫療環境與強化醫護溝通等提出建

言，大家並且反映了不少在工作、設備、待

遇和福利方面碰到的問題，希望能夠獲得解

決。

行家看法

李總顧問直抒胸臆．肯定同仁的配合度

台大醫院前任院長李源德總顧問在醫療

及學術界備受推崇，到台中協助校院發展已

經兩年，蔡董事長請他就平日觀察所得提供

看法給大家作為借鏡。李總顧問說：「Top 

Down是我們的方向，Bottom Up是我們的承

諾，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用務實的策略來實

現所有的希望，這就是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

體系的文化。」

他表示，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有位

偉大的董事長，放眼台灣的醫院，只有中國

附醫的蔡董事長能夠有那麼長遠的規劃，用

心、用時間的奉獻，為校院爭取到更好的未

來。「校院一定要有組織文化，文化中還要

有典範」，他認為「蔡董事長就是我們的典

範！」

李總顧問也十分肯定同仁的配合度。他

說，很多機構要推動政策，往往因為員工無

法配合而打折再打折，但是中國附醫的員工

十分認份，不但發揮了團隊力量，並且富有

彈性，勇於改變，因此能夠達到一個接一個

的目標。

至於校院同仁應該補強的地方，他直

言，第一就是時間管理，由於大家都忙，例

如醫師，既要看很多門診，又要做研究，若

要兩者兼顧，必須設法將時間做合理分配，

先評估哪一個是階段性的重點任務，再集中

力量去完成。此外，員工勞逸不均的現象必

須解決，讓有研究或教學能力者可以挪出較

多的時間來從事。

他並對如何有效推動校院發展提出不

少寶貴的建議，包括加強員工的在職訓練與

精心吸納更多人才；建立制度，但制度要隨

時間而改變；論文獎金要提高，只發表一篇

論文不必給獎金，把獎金集中給發表第二篇

或更多篇論文的人，獎勵效果才大；研究要

聚焦，加強與合作機構的互動；把中醫和罕

見疾病納入發展重點；在醫療學術界廣結善

緣，幫助別人壯大也可以強盛自己；提高執

行力，言出必行。

他說，在校院向上提升的關鍵時刻，

「成功不能缺席」，每個人都要參與，都要

拿出捨我其誰的精神。但是，他也不忘提

醒：「生孩子要懷胎十月，想修練成仙也要

時間，在拚了一段時間之後，仍然必須回過

頭來，厚植根基。」

蔡董風範

逐一回覆大家提問．支持校院發展改革

當同仁進行分組報告時，蔡董事長認真

做筆記，最後再逐一回應，並針對問題給予

明確指示。他表示，校院過去舉辦共識營都

是「Top down」，這次「Bottom up」佔了

40% ，「大家提出的問題，不是開完會就結

束，開完會才是開始」，他叮嚀相關部門要

把答覆交給提問的同仁，醫院也要追蹤後續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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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品質一直是他最重視的，學校要

加強系所整合，提高教學品質和論文品質；

醫院要提高臨床醫療服務的品質，每一科明

年都要提出各自的特色醫療，並且平日就

要注重醫病關係的經營，尤其台中附設醫院

的病人病情嚴重度較高，更要加倍用心；不

僅學校要國際化，醫院也一樣，骨科部許弘

昌主任已經50多歲，先前到美國進修1年期
間，每天早上5點就要出門，各科部主任和
其他同仁都應該有這樣的精神，進修充電，

放大格局，甚至出國拿博士；中國醫藥大學

的3位創辦人最初都是以中醫為軸心，期盼
中醫也能力求突破，走向國際化。

他表示，校院持續發展，正是需要人

才的時候，目前教學人才雖已足夠，但研究

人才仍相當欠缺，尤其日後安南醫院有1800
床，更是求才若渴。他希望主管們捐棄一己

之私，以開放的心胸舉薦優秀人才，為校院

共謀大計，無形中也可以刺激自己成長。

多年來，蔡董事長禮賢下士，引進不

少聲望卓著的能人幹才，集眾人之力，使校

院飛躍成長。除了新成立的性荷爾蒙研究中

心、L5心血管研究中心、中醫藥研究中心
之外，他最近還邀請中研院陳建仁院士成立

「基因體流行病學中心」、陳垣崇院士成立

「個人化醫療中心」、前義大醫院院長陳宏

基醫師成立「國際醫療中心」。「儘管我比

過去當院長時更辛苦，背負的責任也更大，

然而與那麼多人才共事，我怎能不進步？」

他說，學習永無止境，如今他對自我的要求

更加嚴謹，每天再忙都要看看書。

周德陽院長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同仁碰到的一些問題，極為重視，在會中表

示將設法解決。蔡董事長強調，周院長的決

定就是醫院的決定，他會全力支持，各部門

主管今後也要擔負更多的責任，醫院則應釋

放權力給主管，權責相符，工作效率才能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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