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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啟瑞院長率團訪問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醫學院

本校醫學院院長曾啟瑞教授率領11人訪問團，於2006年11月10日抵達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此行之目的除

了做重點參訪外，更希望明年落實與港大交換實習醫學生之計劃。

 
港大醫學院院長林兆鑫教授在簡報中指出香港人平均活到80歲，全球排行

第二，僅次於日本，他認為香港兩所醫學院培養的醫生所提供的醫療照顧是

成功因素之一。在研究方面更是不落人後，港大僅有200名左右全職教師，

與世界十大醫學院龍頭哈佛大學的7167名真是天壤之別。即使如此，港大教

授仍然能夠以平均每年發表7篇論文，而其中七分之一的教授的研究論文被

引用之次數，更擠身世界前1%頂尖研究論文之列，這樣重質不重量的菁英

策略，成功奠定了港大醫學院名列世界大學排名(生物醫學類)第31名之強。但林院長並未以此自滿，更訂定

未來10年香港大學醫學院晉昇世界十大之願景，呈現強烈企圖心，並以培養和羅致人才為主要策略。他進一

歩以美國賓州大學為例分析，顯示教研人才培增後便挺進世界十大。

胡錦濤提出中國五大創新發展區塊，香港即為「生物醫療科技」重點發展地區，林院長說：「First, it has to 

free up its bio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let them grow。」因此，港大肩負培育與網羅人才之責，更是資金匯流

之地，不少大企業家：如李嘉誠(世界十大首富)，董建華(前特首)、包玉剛(船王)及邵逸夫(電影王國)等人均

捐贈教學大樓、講座教授、系所等。香港稅收需少，但教育公益向來不落人後，這是港人愛港的表現，值得

台灣鍾愛本土人士參考。

最後，林院長以One World One Medicine自許，認為香港擁有中西醫藥匯流之優點，可發揚光大。

離開會場前，談笑間林院長表示歡迎我校學生交換互訪，並在港大的「明德格物」院徽前拍照留念。

任務達成，會議結束，感受良多之餘，旋即轉往「基因研究中心」參訪，由該中心經理Robert Curtain博士及

沈伯松教授接待。Curtain指出該中心於2004年3月揭幕，獲校方撥款1億2仟萬港元作營運經費，是港大致力

把香港帶到基因研究前線的一項重要計劃，在徐立之教授擔任首席研究員的領導下，與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

大學組成「香港Hap Map研究組」(HK HMG)，完成了來自四種人種的269組樣本，三萬個單核酸多態性

(SNP)標籤的基因分型實驗，提供了超過800萬個基因分型，整個Hap Map計劃於2005年10月完成，成果在

「自然」期刊發表。⋯⋯又是一場震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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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精神之餘，轉往解剖學系參訪，由系主任蘇國輝教授接待，門前的牆上是一塊1913年的基石，刻著

School of Anatomy，穿過數間實驗室後，回頭一想，都是尖端科研，如：細胞及生殖生物實驗室，感官科學

及細胞生物實驗室，癌細胞生物實驗室，神經退行性病變實驗室，生物訊息實驗室，人體解剖標本室、人體

解剖實驗室⋯可真是舊瓶裝新酒。

細想我們總是把舊有的折損，港大卻是把原有的發揚開來，就地包裝。解剖學系如此，不難看出那些有歷史

庇蘊，在存有的基礎上附加舊價值，是一種知識價值的累積。又想起林院長的power point 引用Tony Blair的

一段話：「We haven’t changed to forget our principle, but to fufill them. Not to lose our identity, but to keep 

our relevance」，真是智者之言⋯

離開港大，滿心思絮，心繫台灣，我們何時看懂這點！ 

下午來到沙田區之威爾親王醫院，該院係中文大學醫學院之教學醫院，又因2003年SARS疫情爆發及其後之

有效控制而聲名大噪。

中大醫學院院長霍泰輝教授致詞指出：「中大醫學院僅25年歷史，(有別於港大百年字號及頂著孫中山就讀

的光環)，中大已為香港培育超過3500名醫生⋯⋯」，隨即由醫學院副院長吳浩強教授說明中大醫學院自

2001年開始實施之課程改革，重點是臨床技能與基礎知識之整合，及大幅降低大堂課之時數，並以70%核心

課程及30%選修模組為新制教學之主要變革。

接著由負責交換學生事務的黃永堅教授報告中大醫學生前往世界各地實習參訪之現況，除歐美甚至非洲外，

赫然發現台灣的高雄醫學院在列，真是捷足先登，言下之意黃教授也盼望北醫學子後來居上⋯

接著參訪佔地約150坪的繼昌堂臨床技術學習中心，由該中心主任張志偉教授導覽，放眼可見軟硬體設備

俱全，確實提供醫學生一個理想的訓練平台。

下一個景點是李炳醫學圖書館，收藏均為臨床醫學圖書及期刊居多，另有多媒體及視聽資料，大部份電子資

源已經連網，最值得學習的是24小時溫書區，連SARS期間也照常開放呢！

最後一站來到學生宿舍(Student Hostel)，命名為何善衡夫人醫科生宿舍，設宿位274個，供高年級臨床期學生

住宿，另有數間單人房給外國交換學生使用，設備齊全，管理完善。

這趟香港行雖然風塵僕僕，卻任務達成滿載而歸。（圖、文／陳榮邦）

後記

醫學院為了推行國際化，由本人帶領了院內的系所主管包括醫學系謝銘勳

主任、李飛鵬副主任、醫學研究所林建煌所長、醫學資訊研究所徐建業代

所長、藥理學研究所許準榕所長、細胞及分子研究所李宏謨所長、醫學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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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學系楊沂淵主任、負責本院國際學術交流的賴文福教授，行政老師

陳榮邦主任以及附設醫院負責教學研究組的胡朝榮副主任醫師共十一位，於

今年11月10日參訪了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兩個醫學院。並商議送醫學生

前往clinical rotation，以便擴展學生的國際視野。

香港大學醫學院由林兆鑫(Professor Shiu-Kum Lam)院長親自接待。港大列名上海交通大學評比的世界一百名

內的大學，醫學院的歷史亦超過百年， 國父孫中山先生即由港大醫學院畢業，醫學院的排名在亞洲亦在前

十名。由林院長的簡報中，發現港大醫學院的標竿是在未來十年內打造成世界前十名的醫學院，並且以美國

哈佛大學醫學院為學習標竿。最近因香港首富李嘉誠捐了十億港幣，故改名為李嘉誠醫學院。我們參觀了他

們的基因研究中心，它包括基因體、蛋白體以及生物資訊三方面的研究，感覺他們的規模不輸中央研究院，

亦提供對外的服務，國際化相當徹底，與美加日本皆有合作關係。人才的羅致是從世界各地而來，港大的校

長徐立之教授亦為中研院院士，是全世界第一個分離出纖維囊泡症(Cystic Fibrosis)基因的知名人士，從加拿

大被網羅回來。他們的目標是豪情萬丈地想將香港發展成亞洲生物醫學的首都。港大醫學院未來的發展有五

大重點：1.藥物開發；2.新興傳染病的防治；3.癌症；4.老年人的健康；5.生殖、發育與生長。醫學院下設五

個副院長執掌教育及學生事務(Education and Student Affairs)、臨床事務(Clinical Affairs)、研究(Research 

Affairs)、外部事務及募款(External Affairs & Fund Raising)、資訊科技及計劃(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lanning)，每一個副院長之下設3到9個助理副院長(Assistant Dean)有一點像我們的行政老師，每個職缺都是

無給職由各科的老師兼任。因此，五臟俱全，架構完整。港大醫學院的規模與本校醫學院的規模相當，有

200專任教師、1900個學生、17個系所；但是他們卻有500個研發支援人員，這是我們比不上的地方。1994年

北醫與港大兩個醫學院曾簽訂合作協定，可惜後來中斷，希望將來的交流能更密切。另外，在研究單位的訪

視中發覺港大的解剖學科與細胞分子研究所已合為一個系，有15位教師、50位研究生，與東京大學如出一

轍。港大亦是腦與認知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泰輝教授是小兒科醫師，曾訪台與本人有一面之緣。我們參訪他們的臨床技能學

習中心(Clinical Skill Learning Center)，二十四小時開放的李炳圖書館，以及何善衡夫人學生宿舍，和將來作

為交換學生之用的舒服寬廣的空間。香港中文大學每年都有超過100名的學生到海外參加elective course，也

歡迎TMU之學生前往。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劉遵義教授亦為中研院院士。

香港中文大學去年剛巧成立25週年，是一個年輕且具有活力的醫學院，在推動海峽兩岸的醫學教育上著力

頗深。港大的教學醫院為Queen Mary Hospital，香港中文大學的教學醫院Charles Wales Hospital，兩院服務的

聲譽及品質不相上下。香港中文大學亦列名世界百大，醫學院則是亞洲前十名，這都是我們要學習及迎頭趕

上的標竿醫院。香港於1997之後已從新再出發，仍是東方一顆耀眼之明珠。從兩個醫學院的格局及用人之

氣魄，廣徵天下英雄的決心，(兩院不乏許多諾貝爾的講座教授，及不計其數的訪問學者)，使我們恍然大

悟，原來人才在那裡，卓越就在那裡。從事醫學教育工作者不能短線操作，而是要長期營造這樣一個環境，

厚植基礎的建設，剩下的只是水到渠成罷了。(文/曾啟瑞、醫學院院長，圖/陳榮邦主任) 

http://blog.tmu.edu.tw/tmubt/pdf/003503.html 第 3 頁 / 共 4  [2009/9/30 上午 11:22:58]



臺北醫學大學今日北醫: 曾啟瑞院長率團訪問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醫學院

由 juling 發表於 December 5, 2006 02:23 PM  

« 新單位介紹--教學資源中心 | 回到電子報首頁 | 2006基礎神經科學學會年會暨國際中風研討會 圓滿落幕 » 

http://blog.tmu.edu.tw/tmubt/pdf/003503.html 第 4 頁 / 共 4  [2009/9/30 上午 11:22:58]

http://blog.tmu.edu.tw/tmubt/pdf/003502.html
http://blog.tmu.edu.tw/tmubt/
http://blog.tmu.edu.tw/tmubt/pdf/003504.html

	blog.tmu.edu.tw
	臺北醫學大學今日北醫: 曾啟瑞院長率團訪問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醫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