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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校友會發展史
文．康義勝

醫學系校友會歷史沿革與發展

歷史沿革

醫
科校友會的成立可追溯至1980年，最初是

以餐會的形式藉以聯絡校友感情，然為

使校友會的功能和角色可更明確及發揮，不應

僅只連絡感情為滿足，使得成立健全組織校友

會的構想應運而生，經過發起人邱孝震及熱心

校友的策動下，醫科校友會於1981年3月22日北

醫校慶之日正式成立，經歷理監事選舉乃至會

訊的創刊發行，無不希望能提供校友更廣泛的

服務，溝通校友情感，從而團結北醫人，共同

學術研究、共同創業、共同服務社會，以達北

醫精神的極致表現，醫友會除了團結醫科校友

外，進一步更關心母校及附設醫院的發展。

醫科校友會在首任會長邱孝震（醫二屆）

及總幹事吳坤光的積極推動下已展開多項的

實際行動，在籌募基金上先以理監事募捐起啟

拋磚引玉之效，以健全分會財務狀況，募得的

基金主要提供給在校清寒的學子以作獎勵。在

1981年8月10日發行了首屆校友會季刊，定名

為「北醫醫友會訊」，以報導校友會近況和新

的醫學知識。也在學校輔導中心成立校友會辦

公室讓服務校友有更方便的場所來進行各項 

服務。

拇山醫友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合影

邱孝震會長任內與母校舉辦校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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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邱會長一年的經營下，醫科校友會的知名

度已漸漸在各校友的口耳相傳中打開，於1982年

接棒給蔡明賢（醫二屆）校友，讓校友會走向逐

漸開花結果的階段。

第二屆會長交棒給范進（醫二屆）擔任，由

吳潤修校友擔任秘書長，將北醫友會會訊走入定

期出版的年代，也開始舉辦聯誼競賽體育活動，

校友之間以君子之爭建立起更深的情誼。而於此

時的北醫正遭逢董事會重組風波，校友會也扮演

起協調的角色，以爭取北醫能夠獲得更穩定的發

展前景。

在第三屆李金生（醫四屆）會長任內，與謝

瀛華秘書長共擬校友加入醫友會的運作機制，以

發揮整合團隊力量，使醫科校友會參加的人數增

加，讓醫科校友會更形茁壯。

李金生順利交棒給第四屆會長康義勝（醫六

屆）後，校友會的功能朝向多元化的發展。為對

母校有更多的回饋和貢獻，於任內舉辦師長座談

會，以讓學校師長有一意見交流的管道和機會，

來幫助學校提升教育品質。而在會訊發行上也因

考量到讓校友了解目前母校的動態和醫界的資

訊，因此進行了改版工作，以給予校友更有用途

的刊物。為迎接北醫三十校慶之際，因北醫人數

和科系的增加與台北市區的發展，使得北醫益形

侷促，為讓校地進行再次拓展，

以盡最大的利用，校方發起信託

經營計畫，康義勝會長代表醫科

校友參與，致力維繫母校主權、

不處分土地來建言。

第五屆由林國昭（醫二屆）

會長與許淳森秘書長帶領下，與

總會高資彬會長共同推動董事會

改組事宜。

邱孝震會長任內校慶會議，發言者為第四屆康義勝會長 1984年范進會長任內舉辦醫學系校友聯誼大會

1986年李金生會長舉辦會員大會中頒發給校友獎盃

1989年康義勝會長任內舉辦高爾夫球聯誼
賽頒獎致贈賴明志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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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許達接任第六屆會長後，著手出版會

刊，並且與校友總會共同推舉校友成功進入董

事會。

第七屆醫學系校友會經由洪奇昌（醫十一

屆）會長的領導，將會務運作更為順暢，除定期

發行「拇指山」會刊，亦爭取設置辦公室和專屬

秘書，更為母校爭取萬芳醫院的經營權上出力

不少。

第八屆會長由彭瑞鵬（醫五屆）擔任，蕭光

明校友擔任秘書長，接續出版「拇指山」會刊，

並持續會務的運作。

在交接給第九屆吳志雄（醫十三屆）會長後

因考量吳會長也於北醫在校服務之關係，故於任

期間即交由石賢彥（醫七屆）校友接續第十屆

會長。

石賢彥會長上任後即建立起校友會理監

事選任制度，由第一到第三十屆校友每屆推

出三位代表，再從九十位代表中選出理監

事。之後將會務再度交棒給康義勝會長，

進入醫學系校友會普選後第一屆時代。

由於康會長曾任扶輪社總監，組織

領導能力有目共睹，加上當時亦將接任

北醫校友總會會長，以活化北醫校友

會，凝聚校友力量。

1990年林國昭醫師舉辦醫學系校友聯誼會與歷屆會長合影 1992年郭許達會長任內召開校友大會

校友會本是母校發展的後盾，過去校友會活

動可能因為不夠積極導致於近乎停擺階段，致使

校友不知道學校情況、而有所誤解，甚至於失

聯，這些都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與可惜的。有鑑

於此，康義勝在擔任會長後，推動校友三出：

「出錢」、「出力」和「出席」，首先就是安排

與各地區校友分會聯繫，希望能透過各區校友會

聯誼活化北醫校友會，各區校友會會長同時也邀

請母校派員參加，與會師長也報告母校發展近

況，使各地校友能分享母校進步的成果，凝聚校

友們的向心力。而在組織的健全上更是不遺餘力

洪奇昌會長任內協助母校爭取萬芳醫院委託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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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規劃和作業，分別成立多功能委員會，會與會

相輔相成，期間出版了醫學系校友會刊兩期。 

由於考量到醫學系是北醫的龍頭科系，應具

有指標性，醫學系校友會也應如此扮演著更積極

帶領的角色。

過去自1980年到2005年約二十五年間，醫學

系校友會歷經十位醫學系校友會長的努力耕耘及

運作，仍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表現亦不如牙

醫和藥學校友會，雖然所有醫學系前會長皆極思

勵精圖治，卻苦無良策。普選後的醫學系校友會

係由前三十屆代表所產生出來普選後的理監事與

重新擔任的第一屆理事長，使理事會較具民意基

礎，也得到醫學系校友的肯定。

但是因普選之第一屆理監事還是非正式的人

民團體，無法開立合法收據來幫助校友作抵稅，

造成校友的捐款皆需先存入學校的帳戶再由校方

來做支出使用，此一方式也使學校

增加多重繁瑣的會計工作，也對會

務運作產生了不便和困難。因此，

康義勝會長與校友會的理監事和多

位副秘書長全力奔走，央請擔任立

委的醫學系洪奇昌校友協助，將醫

學系校友會的成員加上校友眷屬成

為發起人，組成具有全國性社團法

人成立資格的「北醫大醫學系校友

會」，並以「台灣拇山醫友會」為

名向內政部申請，終獲核准設立。

拇山醫友會第一屆康義勝會長2007年舉行理監事會中與顧
問和理監事合影

康義勝會長2006年參加日本醫科校友會

康義勝會長與薛處長於2007年會員大會中頒發榮譽會員獎
牌致贈邱孝震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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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會長任內之重要發展

屆次 會長 當選時間 任期 任內事蹟

醫學系校友會

1 邱孝震 1981.3.23～

1982.3

1 1. 1981年8月10日北醫醫友會訊創刊，以每三個月發一期會刊，共出版 
 五期。

2.  設立清寒獎學金提供醫科在學生完成學業。

3.  制定臺北醫學院醫科校友會章程草案。

4.  1981年9月1日設立醫友會辦公室於北醫學生輔導中心。

5.  不定期舉辦校友討論會交換行醫經驗與學術討論。

6. 編訂新的校友會通訊錄，並安排有每屆校友負責更新訊息的掌握和 
 檢查。

7. 提供學校發展，請校友回母校做各類演講，以補母校在教學師資上的 
 不足。

1 蔡明賢 1982.3～

1984.3

2 1. 接替第一屆任期，延續校友會各項會務待辦工作。

2 范　進 1984.3～

1986.3

2 1. 1985年10月出版臺北醫學院醫學系校友通訊錄，內容包括第一屆至第 
 二十屆國內外校友，共一百八十四頁。

2.  北醫友會會訊共出刊五期—

 1984年8月：十六頁；

 1985年2月：二十四頁；

 1985年5月：三十二頁；

 1985年10月：三十二頁；

 1986年3月：三十二頁。

3.  舉辦兩次醫學系校友年度聯誼大會—
 1984年11月11日與1985年10月27日假國賓飯店舉行。

4. 多次舉辦醫學系校友與董事會及院長座談會關心北醫前景及董事會 
 紛爭。

5.  舉辦年度高爾夫球、網球及桌球聯誼賽。
3 李金生 1986.3～

1988.3

2 1.  與謝瀛華秘書長共同推動校友進入校友會。

2.  積極推動會務，加強校友向心力。.
4 康義勝 1988.3～

1990.3

2 1.  致力學校改革以提升教育— 1988年5月14日與母校師長舉行座談，會中 
 師友、師長針對校政坦誠交換意見。

2. 校友會刊改版，增加對北醫現況報導及醫學專欄，讓校友可以掌握更多 
 元的醫界資訊。

3.  爭取醫科校友會完成人民團體登記。

4.  面臨母校校地拓展之需，參與母校信託經營計畫，代表醫科校友致力維 
 繫母校主權、不處分土地來建言。

5 林國昭 1990.3～

1992.3

2 1.  請許淳森校友擔任秘書長

2.  維持理監事會議正常召開運作

3.  與校友總會高資彬會長共同參與董事會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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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許達 1992.3～

1994.6

2 1.  出版北醫醫科校友會訊，凝聚醫科校友意見，傳遞學校與校友間的 
 訊息。

2.  協助搭起校友和董事會之間溝通的橋樑，與校友總會共同推舉校友成功 
 進入董事會。

7 洪奇昌 1994.6～

1996.11

2 1. 1994年將校友會會刊復刊，並定名為「拇指山」北醫醫友會會訊，任內 
 共出四期會訊。

2.  1995年群英樓興建募款專戶設立。

3.  1996年向校方成功爭取設置醫友會辦公室及一名專職秘書。

4.  推舉邱孝震醫師參選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5.  協助母校爭取萬方醫院委託經營權。

6.  協助籌辦第十一屆校友二十周年同學會活動。

8 彭瑞鵬 1996.11.10

～1999

3 1.  「拇指山」北醫醫友會會訊持續出刊。

2.  由蕭光明校友擔任秘書長強化會務。

9 吳志雄 1999～2000 1 1.  定期召開理監事會議，落實會務作業

2.  因校友遴選爭議，故再慎選代理會長，由石賢彥來擔任繼續推動校 
 友會。

10 石賢彥 2000～2005 4 1.  面臨醫藥兩系紛爭，爭取維繫學校生存，支持董事會。

2.  整合醫科校友，建立校友會理監事選任制度，由一至三十屆校友各屆互選 
 推出三位代表，再從中選舉理監事人選。

11 康義勝 2005.7～

2006.3

1 1.  組織健全化，成立行政部、活動部和學術部，組織成員均為各屆最熱心 
 及最傑出的校友。

2.  發行醫學系校友會會刊，共計兩期（2005年9月和12月）。

3.  積極拜訪各地醫科校友，以促進校友情誼，拉近校友與母校距離。

4.  推動校友「出錢、出力、出席」參與貢獻，回饋學校建設，獲得熱烈 
 迴響。

拇山醫友會

1 康義勝 2006.3.19～

2008.3.18

1 1.  為使「醫學系校友會」可以更多元性與更有力量，將原有有限的資源和 
 服務提昇到可以為社會服務及付出更多，經過長期縝密的籌備，於2006 
 年3月19日，終獲准成立「拇山醫友會」。

2.  訂定組織章程，設置各個功能委員會，以更完善的機制服務校友。

3.  合理化訂定經會費收取標準，朝向財務健全化。

4.  2006年8月參加校友總會訪美，訪問當地校友，與海外校友聯繫情感及 
 相互砥礪學術。

5.  2006年10月1日於萬芳醫院舉辦學術研討會，充分展現北醫人熱情且團 
 結力量的凝聚，議題精采獲得廣大支持和迴響。

6.  2006年11月18日訪問日本校友會，受到日本校友熱情參與招待，促進 
 日本醫科校友情誼。

︵
普
選
後
第
一
屆
︶

醫學系校友會發展史

資料來源： 北醫醫友會訊第1~5期、拇指山北醫醫友會訊、綠杏第35期、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校友會會刊、北醫校訊醫學系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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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醫科校友會會史簡述

在日北醫校友會軌跡及我的心路歷程（摘

錄）                                           文．魏昭進

陳守誠教授來電邀我寫一篇北醫在日資訊刊

於校友會會報。因本人已卸任會長之職將近十

年，對校友會會務很少參與所以固辭。然而他再

三的催促，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下來。茲將腦海中

模糊的記憶加以整理一下，以野人獻曝的心情寫

下這篇拙作。

回憶過去是人生的一種安慰。大約將近四十

年前的六十年代後半，環顧世界西方國家中，法

國的學生運動、美國的反越戰學生運動、民權運

動興起。東方國家中，日本的學潮方興未艾、中

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台灣也處在極權

統治中。在這樣動盪的大時代背景下，我們北醫

莘莘學子初試啼聲離別校園，由於母校創校未久

附屬醫院還未成立，同時國內醫療機構、研究設

施也未健全，大部分校友通過了美國ECFMG資

格考試後，即告別台灣到自由富有希望的美國就

職研修。而來日本則要通過種種關卡－如教育部

的留學考試或者以聘請身份取得在留資格，同時

也要面對生活上經濟問題，所以來日者可說寥寥

無幾。我很僥倖地通過教育部這一關，同時也申

請到東大入學許可證，加上申請獎學金也有些著

落，就擱置ECFMG的資格順水推舟地來到日本，

想攻讀博士學位。1968年12月初到日本時首先映

入眼簾的是洶湧的學潮，東大正門兩側寫上顯目

的標語「反資、反帝、造反有理」觸目驚心，頓

時腦筋轉不過來有點休克。校園內每天都有成群

結隊帶著鋼盔面具，拿著木棒的示威學生，柴木

煙筒遍佈校內亂成一片。1969年1月18日、19日

東大安田講堂的攻防戰，達到學生運動的最高潮

也是轉捩點。我有幸目睹這歷史的一刻，感慨萬

千。台灣教條思想與日本自由思想的兩極端在我

的腦海裡衝擊蕩漾，與我所憧憬的日本差之太遠

了！每天都在矛盾中陷入人生的最低潮。幸好當

時在校園內有幾位高醫前輩蔡瑞熊（前高醫校

長）、陳義忠、簡德珍以及家兄的關懷，心情也

漸漸平靜下來。剛好那段時期恩師黃德修教授也

來慶應大學進修，很高興地取得聯繫，給予我精

神上極大的慰藉與支柱。71年、72年學潮平靜下

來，醫院恢復正常，醫療及研究工作也漸繁忙，

在校園內偶然也遇醫科林河宏、湯建治（故）、

牙科林興富、藥科王美代、廖忠信（故）、莊祚

敏、林俊輝、彭秀光、張文昌等校友。

1972年、1973年以後來日本校友日潮增多，

關東地區在本人以及羅銓仁（牙六）的聯絡下於

上野蓬萊閣舉行第一次校友聚會，參加校友大約

三、四十名左右。以後相繼在學士會館、新宿九

龍餐館以及原宿南國酒家舉行，大家攜眷參加，

他鄉遇故知敘舊話家常、交換大學研究成果或討

論台灣動盪的時局。時值尼克森訪中以及中日建

交等一連串的衝擊，台灣何去何從身處異鄉的遊

子都很擔心，希望能及早平安地渡過洶湧的波

濤。記得當時曾參加過聚會的醫科有劉茂榮、廖

萬惠、陳守誠、林新慶、許龍彥、萬耀琦、詹宏

泰、邱照蓉、劉培元、藍采敏，牙科有林興富、

張武彥、周振英、黃東良、葉佳一、陳明裕、林

寧峯、莊仁智、廖景常、林明杰、李宣忠、簡良

鐘、魏仲彥、葉昱夫，藥科有王美代、柯文昌、

廖忠信（故）、林俊輝、莊祚敏、彭秀光、張文

昌、葉純、李燕梅、林月容、徐玲里、蔡妍菊，

護專有陳玉枝等位。這樣一年一度聚會後，本

人及羅銓仁於1974年共同編輯了名冊分給各位校

友，方便彼此連絡。1978年本人離日赴美以後，

醫科陳守誠接辦數年，但他於1983年回母校而大

部分藥科校友也學成歸國或赴美，有些則忙於創

業、就職各奔前程，校友間的聯繫漸漸減少，這

樣一年一度的聚會就中斷而終了。

1982年牙科校友成立了「北醫牙科校友

會」。1988年名譽教授廖應隆來日，我們醫科校

友在東京大飯店舉辦歡迎會。校友們久別重逢分

外喜悅，拇指山下北醫情是永遠不能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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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相聚後，大家覺得在異鄉每次重聚都能增

加心靈的結合與精神上的慰藉，並促進工作的原

動力。有鑑於此，在許龍彥、余公智、簡志明等

校友的熱心催促下，1989年11月12日於東京灣希

爾頓飯店成立「北醫醫科校友會」。當天校友攜

眷參加非常踴躍，遠道來參加有京都的曾士家校

友、盛岡的林重仁校友總共五十多位。校友推舉

本人當會長，張忠雄（故）、劉志忠、余公智、

簡志明等人當幹事，並推舉三位醫科校友劉茂

榮、廖萬惠、賴憲章當顧問，同時也決定起草校

友會的規約，大會成立得成功順利。

校友會成立後，起初幾年大家由於子女還

小、就職、創業、研究各自忙碌，加上交通上的

問題種種較難出席參加，校友會的運作乃費盡心

思。還好幹事余公智滿腔熱誠，任勞任怨一路扶

持相助，在短絀的經費下，從如何編輯會報以推

進校友會的功能、公費的繳收、會員名冊的作

成、發開會通知及出席者集計等等都大力的幫

忙，深為感謝。

校友會一路走來並非平坦，從早期的蓽路藍

縷到現在的茁壯成長，都是全體校友及歷任會

長、幹事、顧問們點點滴滴努力的成果。這個會

就是我們海外的家、精神的寄託，也是與母校聯

絡的橋樑，希望永遠永遠地持續下去。

歷任醫科會長如下：

姓名 畢業屆次 當選時間
魏昭進 2 1989∼1998
洪伯良 5 1999∼2000
徐啟源 6 2001∼2002
王主榮 7 2003∼2004
黃文欽 7 2005∼2006
阮福祥 8 2006∼2007
李寶彩 9 2007∼2008

而母校前任胡俊弘校長以他的親和力，平穩

的治校理念，將北醫引至康莊大道。現任許重義

校長奉獻全力，使北醫在學術、醫療、建設各方

面都突飛猛進。他們卓越的成就功不可沒，也更

增加了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以母校為榮。相信

在各位校友們的努力下，不久的將來，母校也能

以校友為榮。預祝校運日益昌隆，讓我們共同 

努力。

（作者為醫學系第二屆校友）

醫科校友會組織型態變遷

台灣拇山醫友會（原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校友會）成立宗旨與緣由

由於過去醫學系校友會屬於非正式的人民團

體，使得校友在做捐款或是會費繳納時，無法提

供出合法收據來幫助校友作抵稅，加上校友的捐

款皆需先存入學校的帳戶再由校方來做支出使

用，此一方式也使學校增加多重繁瑣的會計工

作，更對會務運作產生了極大的不便和困難。

因此，普選後第一屆會長康義勝決定召集更多

醫界菁英及愛心人士來推展，集合更有效力的

力量肩負起服務人群的使命，在康義勝會長與校

友會的理監事和多位副秘書長以熱忱的服務精神

全力奔走，央請擔任立委的醫學系洪奇昌校友協

助，並將醫學系校友會的成員包含校友的眷屬

皆列為發起人，以組成具有全國性社團法人成

立資格的「北醫大醫學系校友會」，採用「台

灣拇山醫友會」為名向內政部申請，終獲核准 

設立。

拇山醫友會成立宗旨即：為使台灣醫療專業

人士與熱心公益的社會賢達，能更將他們的愛心

與服務熱誠普及於社會各個層面，並協助政府推

行醫療政策，照顧弱勢族群。以讓北醫能傲立醫

界，發光發熱。

北醫董事長吳成文於拇山醫友會成立之初表

示，一直以來北醫醫學系畢業校友在醫界的成

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如何建立一個強

而有力的組織，凝聚所有北醫人的向心力，則是

共同的企盼；而這份所有北醫人的共同夢想，將

在「拇山醫友會」成立之後，成為北醫人的里 

程碑。

拇山醫友會主要由醫學系各屆班代表所發

起、經內政部核准立案成立之社團法人，這個團

校
友
會

北

醫

人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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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醫 學 大 學

體的成立，代表醫學系校友，將透過一個有理

想、可大可久、永續經營的組織，持續為母校作

出貢獻。「拇山醫友會」的首屆會長就是第四屆

校友總會會長、並曾擔任醫學系校友會會長之醫

科第六屆畢業校友康義勝，由校友總會總會長的

熱心發起，號召各屆、各地傑出校友共襄盛舉來

促成此會。未來將朝向持續凝聚醫友會的力量，

以成為支持母校向上成長的動力，也將是所有北

醫人成就理想的共同標的。

許重義校長在拇山醫友會成立大會的祝賀時

亦提及，校友會的功能與存在，就像在一個村莊

裡，如果有廣場和一株有著大樹蔭的樹，就會

是一個美麗的村莊。村民在樹蔭底下下棋玩耍、

泡茶閑聊、活動筋骨、休憩乘涼，由於大樹的存

在，人們的交流與聯繫得以活絡，大樹也為情感

的交流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場所，為每一次的聯繫

創造美好的回憶。

拇山醫友會的成立，就像這個小村莊的大

樹，是校友們感情聯繫的橋樑與園地。北醫醫學

系一向是北醫畢業人數最多，影響層面也最廣的

學系，但由於畢業校友廣佈各行各業，平常各有

所司，少有機會共聚一堂。因為熱心校友們的熱

忱和奉獻，願意花費時間與精力來培植一株大

樹，將大家聚攏起來。在拇山醫友會的這個大樹

蔭下，醫學系校友間的活動會更為熱絡與頻繁，

並藉由互助與訊息交流，創造校友更大的成就。

對學校及社會扮演角色

每一位校友都是學校最珍貴的資產和最重要

的社會資源，社會大眾也會透過校友的成就來衡

量學校，校友對於母校而言，不僅只是原鄉情感

的深切，還有著另一層更深的意義，就是學校會

因其校友的傑出表現而受到推崇敬重，更因其校

友凝聚的向心力，而能不斷成長茁壯。在學校與

校友關係間，校友會扮演的角色就是凝聚並發揮

校友力量最重要的推手。藉由校友會，更讓在學

的學弟妹了解學長姐的成就以達成經驗傳承。北

醫醫學系的校友對於北醫而言，無庸置疑更是扮

演著學校名聲和社會定位之關鍵領導角色，拇山

醫友會的成立著實給予了醫學系校友會嶄新的風

貌與生生不息之原動力，在合法組織制度下，來

為母校做更具體的回饋，也為社會貢獻更專業的

醫療資源與服務，醫學系校友亦肩負著重要和神

聖的歷史使命，校友會期盼有更多的校友共同投

注心力，擦亮母校招牌，締造全新里程碑。

於此，拇山醫友會對北醫扮演的主要角色，

歸納出以下：

（1）促進醫學院的發展

（2）協助醫學系學生師資與教學

（3）強化醫學院的競爭力

（4）提升附設醫院的競爭力

（5）董事會功能正常化

而拇山醫友會對社會扮演的主要角色，歸納

為以下：

（1）服務海內外各大醫院服務之醫學系校友

（2）提供就業平台，投入醫院經營，

（3）鼓勵校友投入社會公益服務行列

（4）舉辦各項學術活動，加強專業服務品質

未來展望

台灣拇山醫友會源於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校

友會。凡北醫醫學系畢業校友以及服務於臺北醫

學大學、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臺北醫學大學

經營之萬芳醫院、雙和醫院之醫師均可申請加入

成為個人會員，對於認同拇山成立宗旨的工商企

業、社會菁英以及醫學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我

們竭誠歡迎成為本會的贊助會員和榮譽會員。

因此，台灣拇山醫友會是涵蓋所有服務於臺

北醫學大學醫療集團之醫師群組成的北醫大醫學

系校友會。未來，它更將結合醫師、醫療界與企

業界的力量，共同發揚北醫精神，就像拇子山堅

強地矗立發揚於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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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山醫友會的未來發展規劃上，將致力推動

以下工作和任務：

（一） 穩定人事健全財務，依章程運作會務，發

 揮醫學系校友會服務校友的功能

（二） 推薦優秀醫學系校友回校服務，增強北醫

 醫療團隊陣容。

（三） 設立拇山醫學獎助學金，獎助優秀清寒在

 學學生。

（四） 設立拇山傑出醫師獎－獎勵傑出服務及特

 殊成就醫師

（五） 協助醫師會員爭取醫師公會，醫學會及各

 級協會服務機會。

（六） 舉辦各項球類及聯誼活動，增加會員

 互動。

（七） 定期出版會刊，報導本會與會員動態刊登

 醫療資訊。

（八） 繼續結合工商業界力量穩定醫友會財務。

（九） 延攬更多榮譽會員培植醫友會實力，必能

 從事更多服務人群事功。

（十） 與政府相關部門共同舉辦醫療相關議題研

 討會，作為醫療相關政策決策參考。

2. 3.

4.

2. 北醫醫科校友會訊（1993年）

1. 北醫醫友會訊創刊號（1981年）

3. 拇指山北醫醫友會訊（1996年）

4. 普選後第一屆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校友會會刊（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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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會刊紀錄摘記 （作者為校友總會暨醫學系校友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