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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醫牙科（21 屆）校友陳義聰醫師，是國內大型連鎖牙科診所德威集團的創辦人。1987 年，陳

醫師在台北景美創辦第一間德威牙醫；經過約二十年的時間，德威已經發展成全台最大的牙科醫

療集團，在牙醫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雖然牙科近年來在國內發展快速，社會地位也逐漸提升，但陳醫師觀察，目前國內牙醫界遭遇了

兩個困境，亟需改善；第一是政府對牙科的觀念落後，法規也不夠完善；第二則是較缺乏宏觀視

野，需要有更多具有遠見的中生代，來帶領牙醫界往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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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年德威的發展朝向國際化，像是中國大陸或是馬來西亞，都有德威的分支。因為與國際的接

觸頻繁，陳醫師體認到，建置與世界接軌的口腔醫療體系，是我們必須努力的目標；包括日本、

德國、美國等先進國家，都有獨立的口腔醫療體系，也有獨立的口腔醫師法或牙科醫師法。 

 

陳醫師認為，醫科與牙科的醫療模式，可說是完全不同；醫科所需要輔助人員，主要是護士、醫

檢師；但牙科在全球先進國家，主要的輔助人員是口腔衛生師、牙科助理以及齒模技術人員。除

了在大型的口腔手術需要醫檢師、護士，其實絕大部分的牙科治療工作，需要的人員並不相同。 

 

陳醫師將牙科與醫科比喻為香蕉和蘋果，一樣都是水果，但生長環境完全不同；香蕉接種在蘋果

樹上，會變成不倫不類。但目前國內規範牙醫師的法條，是一部以醫科為邏輯的醫師法；衛生署

主管機關對牙科的看法，仍舊定位為傳統內、外、婦、兒等分科的其中之一；如此的觀念邏輯下，

不但不符合先進國家的潮流，也限制了牙科的發展。  

擺脫歷史包袱 主動爭取權利 

陳醫師也提及，他在北醫求學時時，曾有國外教授來台考察；而最後的結論卻是：台灣的牙科體

系落後世界先進國家一百年！時過境遷，陳醫師畢業至今已二十多年；然而就他觀察，除了牙醫

學系脫離醫學院成立口腔醫學院外，在政府部門卻未因應做出改變，這點讓他感覺相當遺憾。 

當然陳醫師也不否認，牙科有其歷史包袱；早期牙科因為有鑲牙生、齒模技術師的緣故，所以牙

醫師被列入醫師法。但如今牙醫系的錄取分數比許多醫學系還高，牙醫系的校友、例如李祖德先

生，也成為了北醫的董事長。牙醫師的社會地位、形象已經不輸給醫科。在歷史的背景與淵源之

下，陳醫師認為牙醫界應該大聲向政府發聲：我們需要獨立的口腔醫師法！而這方面也要牙醫師

自己主動爭取，期待別人代為出頭，是不切實際的。 

栽培宏觀的領導者 帶領北醫、牙醫界邁進 

爭取牙醫師的權利，建立獨立的口腔醫療體系，這些都必須要有傑出的領導者來統籌規劃；因此

陳醫師認為，牙醫界應該多栽培更宏觀的領導者；這也是他對北醫校友會的期許。以往在公會有

一些重要職位出缺時，傑出的牙醫師都會擠破頭去爭取，希望為牙醫界貢獻心力。但陳醫師也表



示，權力與責任是對等的；擔任重要的職務，除了做事，更要做對的事；牙醫界需要宏觀的領導

者，我們需要傑出的領袖幫助牙醫界規劃更長久、與世界接軌的體制。 

此外，牙醫師也必須擔負其社會責任。對於企業、社會團體來說，社會責任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只有承擔社會責任的團體，才能得到社會大眾的尊敬。近年來，牙醫師收入漸增，尤其植牙的興

起，也讓部分民眾對牙醫師產生了疑慮，逐漸形成牙醫界的危機，這也令陳醫師憂心忡忡。他也

表示，不管是牙醫界、校友會或是德威，更應該擔負起做為社會公民的義務，多多回饋社會、學

校，做出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事。牙醫界也應該拋棄私心，不要為了個別的利益，而做出傷害牙醫

界形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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