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校友專訪 

牙醫界先驅 前衛生署副署長陳時中 

（文／陳時中口述、記者吳佳憲整理） 

 

陳時中為北醫牙醫

學系第十二屆畢業校

友，歷任台北市牙醫師公

會第十二屆理事長、中華

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

合會第六屆理事長，一向

秉持著病人優先、品質優

先、弱勢優先等三大原

則，畢生致力改善牙科醫

療環境，先後推動口腔保

健播種計畫、全民健保牙

科總額支付制度，改善社

會大眾對牙醫師的觀

感，於 2007 年獲頒傑出校友公共服務獎。本期牙橋月刊很榮幸邀請北醫的榮譽

校友，分享他的理想，以及他參與公共事務的心路歷程。（編按） 

  

  篳路藍縷 成就今日北醫 

問︰請談談您的母校。 

答︰台北醫學大學成立之初是很艱辛的，不論校地的面積，軟硬體的建設都

相對匱乏。值得慶幸的是，許多畢業校友學有所成後，都願意回到學校，貢獻一

己專長。篳路藍縷一路走來，隨著北醫附設醫院及萬芳、雙和等附設醫院的營運，

再加上師資的強化，逐漸步上軌道，現在的北醫就像是一頭剛睡醒的獅子，充滿

無限可能。 

 

公門好修行 為台灣人健康請命 

問︰請分享您任職衛生署副署長期間，印象較為深刻的事情。 

  答︰我在衛生署服務三年，卸任時，一位健保小組同仁，給我下了一個很好

的註解，他說我懷抱著任務，以及自己的理想，帶領眾人攀登二代健保的大山；

不過最後證明，我只能當救火隊的隊長，「但至少隊長做得還算稱職，沒讓大火

燒起來。」 

 



  回想我行醫的初衷，一直以社會大眾的健康為己任，自行執業，一輩子可能

只能服務幾萬人；加入公會，可以服務的層面更廣；進入衛生署，我的服務對象

則遍及全國，為全國人民的健康請命。「身入公門好修行」，這是一個機會，讓自

己微小的力量變大；但權力也是責任，因此必須付出更多的心力與時間。 

 

早在我任職牙醫師公會理事長時，便積極推動總額支付制度，但那時著重的

焦點主要在病人、醫師以及政府的需求，較無法兼顧其他團體的需要。任衛生署

副署長後，接觸到更多的社會團體，針對二代健保不斷進行磋商或討論中，我學

習到從不同的角度看健保，思考如何讓制度變得更健全、客觀。 

 

一秉初衷 落實三大原則 

我擔任副署長期間，仍秉持過去在公會服務時所揭橥的三大原則，分別為︰

病人優先、品質優先和弱勢優先。首先在「病人優先」部分，與其相對的是醫師

優先。當病人的權益與醫師相扞格時，應將病人的權益放在第一位。不管是行政

主管單位，或是醫療團體本身，都應該有這樣的認知。當這樣的觀念確立、落實

之後，很多事物都能獲得改變。 

 

第二「品質優先」，與品質優先相對的，是價格優先。不能因為民眾健保費

繳得少，就應該受到差別待遇。醫療品質是絕對的，不能因為健保費繳納數目的

多寡，影響其品質。「品質除以價格等於價值」，當分子變大、分母不動，價值就

變大了，價值一旦提高，外界自然會給醫療從業人員更好的價格。醫師應該瞭解，

當醫療品質提升以後，價格自然而然地就會跟進。 

 

第三是「弱勢優先」，與其相對的是權貴優先。現在幾乎大部分的醫院都有

針對權貴人士設立特別的門診服務，提供更優良的醫療品質。但理論上，應該先

將社會資源提供給弱勢，再滿足權貴的需要。社會有時候是很殘酷的，大部分的

人都知道照顧弱勢團體的重要性，但在行動層面上，卻又很容易忽略掉這一塊。

若能多和弱勢團體站在一起，則較容易瞭解弱勢族群的無奈。 

 

這幾年來，社會大眾對於健保的衝撞太多了。確實，社會必須經過一定程度

的撞擊才能進步，但好的社運團體，應該要能收放自如，衝的時候衝到底，收的

時候也能收得漂亮。期許人民團體以社會運動力，政府以制度及公權力彼此抗

衡，形成良性互動，對於社會進步才會有幫助。 

   

  投書牙橋 參與公共事務的初發心 

  問︰您過去曾藉由牙橋月刊，發表一系列有關「牙醫醫療環境合理化」的文

章，請分享您對牙橋月刊的看法。 



答︰牙橋月刊是當年畢業校友們一起創辦的，我對他有很深的感情，希望牙

橋能持續茁壯。創辦人曾語重心長地表示，牙橋不一定需要永遠存在，但這不代

表我們希望牙橋消失，而是感性地認為未來若有更好的刊物，能夠延續牙橋月

刊，甚至超越它的話，不必然要以這個名字存在。 

 

取名「牙橋」的初衷，是希望它能成為北醫校友之間的一個溝通橋樑，並延

伸到校際，乃至於整個醫學界的溝通管道。牙醫界過去二十年能產生如此大的變

革，與牙橋的創立有密切的關係。雜誌現在變得不容易經營，是因為競爭者變多

了，每個媒體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要向商業靠攏，或是秉持初衷朝既定方向

邁進的問題。媒體總是要維持一定的經濟基礎才能生存，如果商業化與媒體核心

價值能夠雙向並行，當然是最好的結果。 

 

我自承文筆不是很好，當初藉由牙橋月刊，發表了十篇文章，現在回想起來

仍然覺得非常自豪。那十篇文章是小小牙醫師的理想，我希望能讓牙醫環境變得

更加合理，創造對醫師有尊嚴、對病人有品質的醫療環境。要達成這個目標，有

十個問題是必然要解決的。讓我感到很得意的是，這二十年來，我都能照著當初

所構思的計畫去做，在不同的時期，推動不同的事情，一步一步達成當初的理想。 

 

當初發表的十篇文章，就像我的「初發心」，是當年一個小小牙醫師對社會

的承諾。每當我在推動公共事務上遇到挫折、垂頭喪氣時，我都會翻閱過去在牙

橋月刊所發表的文章，讓自己認知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進而激發新的動力繼續

前進。我很自豪，這二十年來我真的是一步一步去執行；我也很幸運，大部份的

事情，都能照著原來的規劃來進行。早年，我做了許多與潔牙運動有關的事務，

包括擬定一個為期六年的「口腔保健播種計畫」，從第一年到第六年，一步一步

去推動，改善社會大眾對牙醫師的觀感。 

 

反躬自省 提升牙醫社會地位 

我習慣事先規劃，按照既定的內容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何其幸運，所推動的

事務最後都能開花結果，從早期在公會所做的宣導，後來推行口腔保健播種計

畫、推動氟化物漱口水、改變健保總額制度等。多數人在從事公共事務時，很容

易因為個人的興趣、專長，最後會走偏，但我並不會，因此有人批評我做起事來

冷酷無情，但我之所以能有今日的表現，是因為得到太多朋友的幫助，回想起來

真的非常感恩。 

 

古人說，生於憂患死於安樂。二十年前的牙醫與現在比起來，社會地位有很

大的不同，當年牙醫師地位真的並不高，生存環境面臨很大的困境，整個牙醫界

都有憂患意識，凝聚力也比較強；現在牙醫界已逐漸步入安樂的局面，如何去開



創新局，提升自己的價值，讓牙醫的尊嚴與地位維持不墜，是現今牙醫界必須去

面對的新的課題。 

 

  齊心努力 再創北醫新價值 

  問︰請談談北醫的大家長，邱文達校長與李祖德董事長。 

  答︰邱文達校長是一位腳踏實地，苦幹實幹的人。過去十年，萬芳醫院在邱

校長的領導下，升級成為醫學中心，不但自給自足，還能回過頭來協助北醫及附

設醫院，那是很困難，也是非常了不起的事情！邱校長本身是腦神經外科的醫

生，他當年積極推動騎機車佩戴安全帽的立法，大幅降低機車騎士因車禍意外所

產生的頭頸部外傷比例，彰顯了他在醫學領域上的專業價值，因此得到醫療奉獻

獎。期許母校在邱文達校長的領導下，能夠進一步創造全新的價值。 

 

  李祖德董事長，是我們牙醫界所崇仰的前輩。北醫董事會最大的成就，第一

是透明化，第二是管理的效率化，李董事長將企業經營的方法落實在北醫上，這

在私立醫學院是非常難得的。李董事長具有財務管理的專業與經驗，也惟有健全

財務結構，才能讓學校的人事穩定，進一步帶動學術的研發。 

 

  未來，相信在董事長、校長的領導下，能為北醫創造更大的價值，做為北醫

的校友，我將傾全力協助他們。在此也呼籲校友們，讓我們一起動起來，為母校

創造更高的價值！（口述／陳時中醫師；整理／吳佳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