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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謹誌  2014/6

盛夏溽暑，驪歌輕唱，歡送 1,352 位畢業生《蛻變啟程》離開母校，成為社會新鮮人。

滿懷離情，謹代表全體師生致上最誠摯的祝福，期盼學弟妹們展翅高飛，實現夢想，成為優

秀的北醫人，北醫將永遠以您為榮。

母校 54 歲生日，為賀藥學系第一屆學長畢業 50 年，藥學院出刊《藥學系第一屆系友畢

業 50 週年特輯》，北藥文教基金會與藥學系校友會聯合舉辦《生技論壇》與《北藥文物展》，

公共事務處則邀學長返校參加校慶與畢典。多位學長直呼《差點認不出學校與同學》、《回

家的感覺真好》。鐵皮屋與黃泥田間路已不復見，校園內聳立 14 棟建物，醫學綜合大樓前廣

場可遠眺台北 101，大家都驚訝北醫的成長不可同日而語！

今年，母校喜訊頻傳：萬芳醫院再度取得台北市政府第三期 9 年的委託經營權；附設醫

院通過了美國「人體研究受試保護計畫」（AAHRPP）；雙和醫院7月1日啟用第二醫療大樓 (總

床數 1,600 床 )，成為新北市最具規模的醫院，而本校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北部地區最大醫療體

系之一。

世界大學排名機構 QS，今年公布世界大學排名，北醫大居亞洲第 46 名，世界大學第

363 名，醫學領域前百名，藥學與藥理領域前兩百名。同時，我們以「癌症轉譯研究中心」

計畫，榮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1 億元經費補助。感謝同仁的通力付出與校友們的

從旁鼎力扶持。

這期《北醫人》介紹的典範人物，包括 102 學年度遴選出爐的三位傑出校友：公共服務

類李伯璋院長 ( 醫 14)、學術成就類張定宗教授 ( 醫 17)、企業經營類林智暉董事長 ( 藥 11)；

宜蘭校友聯誼會成立的由來，阮仲洲董事長 ( 醫 1) 如何義助母校。另類的社會服務陳錦松醫

師 ( 牙 15)。六位重量級的藥學系學長如何以堅韌的毅力，打造出市值 1,200 億的生技製藥王

國，我們都作了深入的報導。

一校三院的團隊合作與攜手共同努力下，母校正逐步朝向卓越頂尖的世界級一流醫學大

學邁進，懷抱興奮之情與昂揚鬥志，北醫人更要惕厲《如何持續擦亮我們的金字招牌》與《為

母校百年榮景而努力》，共勉之。

TMU Alumni 發行人語 封面小故事：

秀逸圓潤的「北醫人」

三字為閻雲校長所題

54週年校慶暨藥學系

 第一屆系友畢業50年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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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瑩 / 採訪報導

北醫的榮「藥」˙五十年來的傳承

曾經在一片廣蟊的草地上，只見三間鐵皮屋

這竟是我的學校，我差點調頭離去

50 後再回來，心海無盡處有一份深邃的情意

雖然湧現出來只是一抹淺笑，沒錯這是我家

磁極的方向永遠不會改變，因為我們有情牽思縈的共同恩師

淬鍊出北藥人勇敢跨領域，不屈不撓的 hungry spirit 

半世紀風華 年淬鍊

18 位藥學系第一屆校友，重披學士袍，參與了畢業 50 年後一場難忘的畢業典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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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北醫畢業典禮當天上午，18 位藥學系第一屆

畢業校友回北醫，共同參與「北藥 NO.1 榮耀傳承文

物特展」揭幕典禮。見面時大夥笑逐顏開，「『鍋巴』

年輕時瀟灑愛漂亮，每 15 天就理一次頭髮！」、「你

當年『傻呼呼』的，每天抱書本逛校園……」一群年過

7 旬的歐吉桑相互「爆料」，在感慨、笑聲中，重回

50 年前的時光隧道。

文物展覽揭幕現場，藥學院院長吳介信表示，北醫藥學

系培養出來的學生有相當傑出的表現，今年是藥學系第

一屆校友畢業五十周年，希能趁此機會，分享服務社會

五十年來的成果。同時，凝聚校友的向心力，激發在學

的學弟妹，有更好的發展契機與未來動力。隨後，由吳

介信院長與許秀蘊副院長領著 18 位校友進行校園巡禮。

當天下午，18 位藥學系第一屆校友，重披學士袍，參

與了畢業 50 年後一場難忘的畢業典禮，再次走上台，

接受應屆畢業生喝采。

鐵皮屋傳奇  慈師傳播愛
1960 年，北醫在荒蕪的稻田中誕生，成立醫學系、藥

學系及牙醫學系。100 位藥學系新生不乏來自全省各地

今年，正是北醫藥學系第一屆系友畢業 50 週年的日

子，藥學院與公共事務處特別規劃「北醫 No.1 榮耀傳

承」系列活動，邀請第一屆藥學系校友返回母校，重

溫畢業典禮，見證學校從草創期的篳路藍縷，因著老

師認真教學及人格教育，蘊育出北藥人獨特的精神與

特質，影響深遠，傳承 50 載。

藥學院特別為藥學系第一屆校友製作「藥學系第一屆

系友畢業五十週年特輯」，從藥學系的歷史沿革及邁

入 21世紀後，在學制、學程及啟動宏觀計畫上的蛻變，

「今日北醫已非當年北醫」。專輯中專訪多位優秀的

校友，回憶北醫求學時期與畢業後發展，在今昔照片

交錯下，盡展北藥 No.1 的半世紀風華。

5月 24日北醫 54週年校慶，當天特地舉辦「生技論壇：

北藥 No.1 －半世紀之奉獻與展望」，介紹及剖析生技

產業未來趨勢。邀請 6 位藥學系的董事長級校友，分

享創造台灣生技奇蹟的成功經驗。這 6 位重量級校友

分別為健喬信元林智暉董事長、寶齡富錦江宗明總經

理、醣聯生技公司張東玄董事長、臺灣東洋林榮錦董

事長、南光製藥王玉杯總經理、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

公司章修績總經理。精彩的對話中，傳遞出讓學弟妹

們引以為榮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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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0 年，北醫在荒蕪的稻田中誕生，成立醫學系、藥學系及

牙醫學系

2.  北醫藥學系第一屆師長合影歷史照片，徐型堅（前排左 1）、

那琦（後排左 3）

3.  北醫藥學系第一屆師長合影歷史照片，徐型堅（左 1）、徐千

田（左 4）、顏焜熒（右 2）

4.   第一屆藥學系學長回到母校參加北藥文物展揭幕後，由學弟

妹吹奏校歌進行校園巡禮

5.   張金輝和潘美悅半世紀未謀面，兩人開心的手牽手，興奮之

情溢於言表

6.   18 位藥學系第一屆畢業校友回北醫共同參與「北藥 NO.1 榮

耀傳承文物特展」揭幕典禮

一中、一女中的精英高材生，他們的目標其實鎖定醫學

系，結果翻轉藥學領域，寫下另頁精采人生篇章。很

多抱著醫生夢的學生初進北醫，望著簡陋的三棟鐵皮

屋當場傻眼，可是，藥學系的傳奇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系主任徐型堅，是藥學系學生難忘的恩師。「他都叫我

們小名，『阿霖』、『阿文』、『阿儒』」北醫首位撰

寫生藥論文，教過藥學系六千多位學生的郭璨文、任職

北醫助教到教授；首次把電腦語言帶進校園的洪清霖、

從國內第一位胃藥品牌創辦人到建立「無毒的家」綠色

帝國的王康裕和創業有成的林正智董事長異，異口同聲

地說：「徐型堅主任對自己慳吝省儉，但對學生非常大

方，有時會帶大家到外面小聚，上課時學生精神不濟，

還會適時陪大家到外面運動」。指導學生以高分考上台

大應屆生化、藥理研究所，陳增福教授即為台灣第一位

藥理學博士。

洪清霖教授記得有一次考試，部分同學作弊，徐型堅

主任淡定的在黑板上寫著：「You make me proud！」（讓

我為你感到驕傲！）隨即走到外面，讓學生「自決」，

「這一幕我深受感動，後來影響我帶學生方式，北醫校

友願意無私奉獻學校，應該是來自老師的人格教育！」

專程從日本大阪返台參加畢典的張金輝則說：「他就

像我的父親。」當年徐型堅主任安排張金輝到衛生試

驗所實習，結束實習後徐主任自掏腰包買進口螺肉罐

頭送給對方，以示感謝；甚至不惜從自己微薄的薪水

袋拿出鈔票支付逐一打長途電話連絡機關、廠商，為

同學找工作的費用。小康家庭出身，徐主任理解窮學

生的辛苦，有人面臨兩科重修窘境，他商請科任老師

給予補考機會，「主任認為，這些孩子經過聯招，形

同用篩子篩選過，只是用不用功而已，出社會自然就

會拼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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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語」育才  譜出人生交響樂

有些老師也讓人印象深刻。教「藥用植物」的顏焜熒

上起課來一板一眼，態度認真，讓同學既敬又畏，雖

然全班經常不及格，但對早期的藥學系學生來說，

他的生日是每年大事，一定前去祝賀；「分析化學」

助教葉昭渠要求嚴格，實驗做不出來不放人走，有

人曾被留到晚上 10 點，同學私下都叫他：Unknown 

Miss。

此外，讓同學至今回味再三的是，老師的「多語」教

學。當時很多北醫老師赴日求學，但國語不輪轉，於

是課堂上就穿插著中、日、台、英語，彷彿難懂的交

響曲。

留日的徐主任與顏焜熒老師就是一口台灣國語，當時

流行一句廣告詞「講是這樣講」，徐主任就說成：貢

（講）是這樣貢（講）！「廣播電台」說成廣「報」

電台；病理課老師陳定堯不懂台語，把「母乳」說成

「喝媽媽的牛奶」；教「生藥學」的那琦是滿州人，

帶著特殊腔音。說也奇怪，同學聽久就懂了，溝通無

障礙。

第「四」教室 + 筆記苦讀 
有輕狂有學習

身處荒蕪稻田，簡陋鐵皮屋， 50 年前的北醫在一道鐵

拱門及雙石柱為襯下，在那純樸年代，隱然保有她的

體面門面。黃土連接著田間小路，學生有從各路騎鐵

馬上課，有在車站苦等公車，師生雖然為數不多，上

課期間人車穿梭校園內外，好不熱鬧。張金輝提到「我

最怕錯過班車，一旦遇到大雨，田間泥濘，必須改走

小路，冷不防有蛇出沒，還得和流浪狗兩眼對峙。」

鐵皮屋下的 3 間矮房兼學生活動中心、福利社，沒有

圍牆、沒有運動場，下課就聽到桌球聲霹啪作響，然

而對某些學生來說，3 間教室「不夠用」，所以會跑

到大家口中的「第四間教室」─附近的撞球間娛樂、

紓壓，漸漸帶動消費，形成知名的吳興街商圈。  

洪清霖記得創校初期，有時還得自己拿板凳上課，當

時老師們身懷絕技，不看課本，腦中自有完整筆記，

非常厲害，可是有的老師講得很快，來不及記下重點，

尤其是藥理學，同學們因此研究出「接龍筆記」，大

家各分配一句，下課後再拼湊成文，沒想到湊愈多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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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慶當天特地舉辦「生技論壇：北藥 No.1 －半世紀之奉獻與

展望」，介紹及剖析生技產業未來趨勢。邀請 6 位藥學系的

重量級校友，分享創造台灣生技奇蹟的成功經驗

8.  中央研究院院士張文昌（左 1）、林智暉董事長（左 2）、張

東玄董事長（左 3），藥學院院長吳介信（右 1）合影

9.   由左至右：潘美悅、鄭美鳳、張金輝、蔡郁惠穿上畢業服合影

10. 北醫校長閻雲向重披學士袍的蔡郁惠握手寒暄

11. 今年畢業典禮會場上，藥學系第一屆畢業 18 位校友重披學士

袍，重溫往日情懷

不得要領，只好請幾位「三字一秒」的「筆記王」支

援借大家抄寫，張金輝說，「其中有一位同學就很聰

明，只記幾個重點，考試時複習重點，運氣好剛好出

題都是他摘記的部份，所以都 all pass ！」

勇敢跨領域  飢餓精神為伴（hungry 
spirit 體驗飢餓精神，克難精神）

50 年後的北醫，正在啟動 6 年制藥學系，林正智、郭

璨文與洪清霖認為，在醫藥分業時代下，臨床藥學將

是未來趨勢，可望提升藥師地位，「當大家憂心就業

問題時，藥師早已擺脫 22K 魔咒，只要在藥界深耕，

50K 不是問題！」

王康裕則認為從研發新藥到推崇自然療法，不是「與

藥為敵」，而是要徹底了解藥學，找出另一種處方再

融合運用。身兼演講、廣播數職，他提醒學弟妹：不

要在自己的領域空轉，勇敢跨出去，才會擁有各種可

能性。張金輝當年畢業後兩手空空赴日發展，為了求

學打工、拼獎學金，期許後輩要有 hungry spirit（飢

餓精神），面對艱困環境，勇敢克服問題。

50 年後重返校園，第一屆藥學系學長回到母校參加

北藥文物展揭幕後，由學弟妹吹奏校歌進行校園巡

禮，望著教研大樓、醫綜大樓、藥學大樓，遠眺台北

101，較之當年鐵皮屋，今日北醫已不可同日而語，

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張金輝和潘美悅半世紀未謀面，

兩人開心的手牽手。畢業典禮會場上，學長們重披學

士袍，重溫往日情懷。這是北醫的榮「藥」，50 年來

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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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藥學系畢業 50 週年校友 ˙ 人物演出 

王津崎

個性古意，同學眼中的「標準好

人」，畢業後任職大藥廠，如今

換跑道從事旅遊業，回母校發現，

哇，和以前差好多，同學再次見

面，忍不住想起當年青春歲月，

覺得今天是好特別的一天！

林正智

當年因為熱心服務，辦活動非他

不可而成為「永遠的班長」，50
年後聚會，當大家穿制服時，依

然關心同學是否合身，「永遠的

班長」名不虛傳。與同學分開多

年，藉此機會團聚覺得好開心。

邱政夫

母校傑出校友。典型的愛念書，

一路念到生化博士，首次發現雞

母珠毒蛋白特殊成份，連指導老

師都難望其項背，50 年後的今天

與同學再見面，打開當年的記憶，

覺得很有意思。

王康裕

從研讀藥劑到鼓勵大家不要依賴

藥物，推崇「自然療法」，戲稱

自己「不務正業」，看到母校為

第一屆校友特製「北醫 No.1」制

服，深覺太有 FU 了，當場灑脫換

裝，應證永保年輕的心。

林春雄

同學眼中始終不變的「型男」，

努力熬到擁有自己的藥廠，雖然

年過 70 歲，還是天天駐廠坐鎮，

對於難得的 50 年後一次相聚，很

興奮。

洪清霖

人稱「阿霖」，可愛豪爽的個性，

畢業後留校當助教到取得博士學

位，未曾離開過北醫，堪稱「最

了解母校」的校友，看到北醫邁

向 No.1 的企圖，他說：太棒了！

母親的懷抱最溫暖。

李文男

同學眼中「超級古意」代表，自

承不懂得玩，畢業後成為「藥廠

能人」。此次相見歡，他「古意

如當年」，認為母校進步好多，

重溫學生情懷，回家的感覺真好！

林政文

熱心「阿文」在同學當兵時，幫

忙申請考試院及內政部的藥師證

書，讓同學感念在心。回母校與

同學相聚，使阿文想起當年在鐵

皮屋下讀書、遊藝的點滴。

柯輝雄

學生時代就為人客氣、有禮，50
年後還是一樣謙沖為懷，發現學

校硬體變化好大，20 年沒「回家」

了，差點認不出學校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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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藥學系畢業 50 週年校友 ˙ 人物演出 

張金輝

特別從日本與夫婿沈政男醫師 ( 醫
1) 返台參與這場盛會，是班上永

遠的大美女，在學時就被同屆醫

學系同學「盯走」，與同是北一

女的李芳慧、李方珠人稱「三劍

客」，她說看到學校榮景，對照

當年的刻苦，激動得說不話來。

陳朝洋

人稱「陳老大」，當年中原大學

化工學系畢業後又念北醫，日文

流利，是同學們的小老師，大仁

科技大學校長，在學界擁有高知

名度，今天的活動感受母校的親

切，和同學再次相見，非常興奮。

潘美悅

美麗、用功、認真寫筆記是同學

對潘美悅的印象，她說，這次聚

會彷彿回到當年，感覺真好。

游明郎

身高 183 公分，當年在北醫鶴立

雞群，同學稱他「大鳥」，脾氣好，

喜歡與人開玩笑，看到北醫多年

努力成為亞洲各大學前段排名，

對母校引以為榮。

陳增福

人稱「阿福」，是班上幾位「忠

厚老實」的代表之一，也是服務

型的同學，熱心助人，名譽教授，

任母校副校長與董事多年，貢獻

卓著。他說 50 年再次和同學見面

很不容易，十分開心。

蔡郁惠

母校名譽教授。在同學眼中實驗

精神強、很會抄筆記，「照顧」

不少同學 pass 的「筆記王」。任

職北醫，雖然天天在學校，卻覺

得今天的場景很不一樣，老同學

相見幾乎快不認得了。

郭璨文

同學眼中的藥界 No.1，人氣超旺，

找人聚會隨興一邀就有 50 人報

到，今天的相聚讓他想起 50 年前

的畢典，一樣的地方，已往雖相

對簡陋，但同學們感情融洽，讓

人懷念。

陳學而

同學眼中「愛玩一族」，從藥廠

跨界到導遊，自嘲也是「不務正

業」型。每次回母校，看到師生

變多，想起當年 3 間教室、一百

多位學生，他說：北醫真的不一

樣了！

鄭美鳳

校友總會長李宏信夫人。上課時

永遠坐前排，認真筆記，也「照

顧」不少同學 pass，50 年後仍讓

部分同學「感激不已」。對於這

次喜相逢非常開心，認為同學變

得更帥、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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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校友服務社會五十載

談起創業的歷程，林智暉只能用「慘烈」兩字來形容。跟

所有的人一樣，北醫藥學系畢業後，不是選擇出國進修，

就是進入藥廠、醫院工作；退伍後，一直想從事製藥產業

的他，選擇留在國內藥商做業務，了解整個藥品市場。

工作第三年，正逢台灣開放西藥自由進口，林智暉抓

準了這個機會，與一個有貿易執照同事合作，進口西

藥販售。「我當時並沒有辭掉工作，西藥進口利用閒

暇時間做。」林智暉說。這個兼差性質的業務，讓他

們賺了一些錢，就邀北醫幾位同窗好友一起參與。

沒多久，剛好公司同事取得芬蘭第一大藥廠 Orion 產品

代理權，找大家一起創業、組公司。林智暉說，當年，

大家剛退伍不久，根本沒有錢創業，所以找了一家公司

─健喬企業一起合作，所謂的合作並不是他們投資我

們，我們只是他們公司裡的 Paper Company(境外公司 )。

剛開始，大家做得很起勁，生意也不錯，後來因為

相信一位學長，把資金借給他，以致公司還沒上軌

道就負債上千萬；經營不到一年，健喬企業就要求

退出，要求自己獨立。健喬企業的財務經理推薦林

智暉擔任董事長，健喬企業正式命名為「健喬藥品

股份有限公司」。

有了自己的公司後，事業並沒有如想像中的一帆風順，

過程宛如一齣精采的連續劇。正當林智暉覺得可以大

展身手時，當時找他一起成立公

司的同事結合外部資金買下

公司股權，公司股權有了變

化，他們拿走公司 80% 的

業務，20% 業務在我手上。

說到這裡，林智暉輕描淡寫

說 :「我等於被掃地出門。」

當年，他只帶走一個會計、倉

庫管理及一塊健喬藥品的招牌及

上千萬的債務，他說，幸好手上還有

Orion 產品的代理權，不然可能撐不下去。

第七年公司才開始有賺錢，但還是每天跑三點半，因為

身上仍有上千萬的債務要還，林智暉說，我只能背著重

重的殼慢慢的爬，等到有一天把身上的殼卸下。辛苦

了十年，公司營運開始有起色，債務也還清了。剛好

國外藥廠購併風興盛，林智暉心想 :「努力這麼久，好

不容易公司才穩定下來，萬一那天被購併該怎麼辦 ?」

此時，他想起當初自己踏入藥業的初衷，就是想要經

營藥廠，於是興起買藥廠的念頭，1998 年買下信元藥

廠投入製藥產業，公司正式改名為「健喬信元藥品股

份有限公司」。

發展製藥期間，健喬信元仍繼續代理藥品進口，用代

理藥品賺的錢培植製藥業。沒想到，不到五年的時間，

整個市場翻轉，代理業務走下坡，製藥產業掘起，林

智暉說，幸好當時公司有轉型，不然不會有現在的健

喬信元。這次經驗讓他體悟到，產業必須不斷求新、

求變，才能永續經營。

近十年來，健喬信元不斷併購，購併至少十家以上的

公司及藥廠，設有「發泡劑型、鼻噴劑型、定量噴霧

劑型、性荷爾蒙」4 大技術平台，今年五月又併購健

康化學製藥公司，擴增「皮膚科、小兒科、老人用藥」

等領域藥品。

 歷經幾次危機、轉型，林智暉說 :「經營事業就像下

圍棋，沒有退路，只有用心往前看每一步，預先想好

未來的格局，才能創造價值，分享員工。」

邱玉珍 / 採訪報導

9

TMU Alumni

封面專題



  

「22K 從來不是藥學

系畢業生的問題」，

台灣藥學會理事長、

永信集團董事長李芳

全回憶，過去當藥師賺

不到錢，班上做藥師的不

到一半，但現在藥學系畢業生

有八至九成是執業藥師，薪水六萬起跳，

他認為，既然大家都要當藥師，藥學教育就要提供足

夠的知識、訓練，政府應加速推動六年藥學教育。

1979 年畢業於台北醫學院藥學系，李芳全形容，當時

唸了四年的藥學，吸收的知識就像網球般大小，但現

在「網球已經變籃球」，卅幾年前的病患不會多問藥

品的功能、副作用，然而，這幾年病患透過網路等管

道找到許多資料，也開始會詢問藥師，內部知識爆發

性成長加上外部需求者的問題增加，四年藥學教育已

經不夠，有必要增加兩年臨床藥學教育。

李芳全細數，台大已率先推動六年藥學教育，成大今

年起實施，北醫四年、六年的學程則各佔一半，他不

諱言，外界對延長藥學教育仍有歧見，有些學者擔心

基礎研究消失，也有家長認為，既然唸四年可當藥師，

為何要多付兩年學費，但他強調，藥師服務領域越來

越廣，六年藥學教育有其必要性。

不僅是藥學教育求新求變，九年前接下父親一手創立

的永信藥品，李芳全坦言，公司六十多年來發展順利，

容易忽略外在環境的競爭壓力，過去總是自我麻痺，

永信就是大甲庄腳公司，但如何從區域化到全球化已

成最大挑戰，「永信的對手是全台藥廠，更要挑戰全

球學名藥市場」。

李芳全接手永信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員工有全球化的

概念，但第一個困難是「雞同鴨講」，員工技術沒有

問題，管理的語言需要統一，溝通不佳，效率就不好。

李芳全立下規定，所有處級主管必須有企業管理碩士

的學位，考量部分員工無法在外進修，公司與東海大

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合作，邀請老師到公司授課，課程

一開就是三年。

面對外在變動，李芳全自身也有所因應，他擁有北

醫藥學系學士，台大藥學所碩士、美國明尼蘇達大

學藥物化學博士等藥學相關學位，返台後轉攻法商

領域，陸續拿到東海大學企管所碩士、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去年九月開始攻讀中國政法大

學知識產權法學博士班。學歷如此顯赫，李芳全卻

笑著說，自己不喜歡念書，但因需要專業知識，自

修效率不佳，因此選擇到學校進修，在繳學費、交

報告、考試的多重壓力下，強迫自己念書，「這是

念書最有效率的方法」。

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永信目前生產銷售人用藥品、

動物藥、化妝品、保健產品、原料藥及特用化學品等

約七百種產品，2012 年營業額達卅六億元，除內銷市

場，外銷市場分布美國、中美洲、日本、中國、東南

亞等國家。李芳全也預測，今年營業額可上看八十至

一百億元，台灣市場約佔一半，海外市場所佔比例也

會逐漸增加；下階段鎖定於 2022 年完成原料、藥品、

行銷、通路的全球資源整合，務求在學名藥的紅海市

場中，開闢一片藍海。

李芳全強調，學名藥仍大有可為，外商總以「便宜」

形容學名藥，事實上學名藥並不便宜，相對新藥是非

常經濟，永信生產三百多款的學名藥，就像一座百貨

公司，由美食街到精品樓層，應有盡有，很多公司不

做低利潤的藥品，但只要醫師有需求，即使有些「老

掉牙」的藥利潤不佳，永信會持續做下去，這也是社

會責任的一環。

林相美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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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刀房手術，開刀一定要用到麻醉藥品，公司也做起

麻醉藥品，成為亞洲最大的公司。

此時，公司再度面臨生存抉擇，江宗明說，這次的生

存抉擇並不是公司不賺錢，而是公司未來走向。他強

調，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藥師，單身時，大家都還過得

去，但當大家結婚生子後，那口井就不夠大家吃，所

以必須想辦法再轉型讓事業更壯大。

如何讓這口小井變成大井？一位朋友提醒江宗明，醫

療產業太過專門，而且全球生病的人只佔百分之五，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健康人。一語點醒夢中人，

1990 年寶齡富錦再次轉型，發展醫美藥妝產品及投入

保健食品產業。這還不夠，藥廠要生存還是要有獨特

的藥品，江宗明到美國請技術人員到台灣傳授製藥技

術，做出台灣第一顆長效型的止痛藥。

能做出學名藥、公司也在穩定中成長賺錢，大家也有

飯吃，多數人會覺得，這樣就可以了，但江宗明並不

因此滿足，他想要投入新藥研發。但投入新藥研發必

須花大筆的資金、時間，最後可能無疾而終。

經過一番激戰與說服，2001 年班友公司決定投入新藥

研發。江宗明到美國密西根大學交涉Nephoxil的授權，

當時研究人員只知化合物成分中有些成分可以把食物

中的磷排出體外，減少洗腎患者因為引發高磷血症而

死亡。江宗明說，以為找到化合物就很快了，沒想到

一搞就是十二年，所燒的錢更是難以計數。

歷經十二年，寶齡富錦生技終於取得日本、美國藥證，

台灣一旦取得藥證，拿百磷 (Nephoxil) 將是國內藥廠

第一個自行研發的新藥。對於下個目標，江宗明信心

滿滿地說，我們己經準備好了，無論是新藥或是醫美

藥妝、感控產品、檢測診斷，將以台灣為基地再擴展

到全世界。

寶齡富錦生技的成功絕非偶然，總舵手總經理江宗明

敏銳的觀察力，才是讓寶齡富錦生技研發出新藥、邁

向國際舞台的靈魂人物。1974 年一群台北醫學院藥學

系畢業的同窗好友，因為夢想碰在一起共同組成「班

友公司」，投入健康照護行業。

「當年，大家都在藥廠服務，非常熟悉醫院通路，但

手上沒有產品可賣。」江宗明表示，四十年前，藥品

都在藥廠跟貿易商的手裡，台灣的藥品進口幾乎被貿

易商把持，要進口藥品必須透過他們。我們跟一些貿

易商合作，請他進口一些藥品，再給他利潤。

持續一段時間，貿易進口商可以代理的產品愈來愈少，

為了生存進口商不再幫他們進口藥品；「這是班友公

司等一次面臨事業危機，」江宗明辭去藥廠工作，大

家開會決定「生存」之戰，他認為，要生存只有兩條

路可以走，一是自己取得代理權，另一個則是買藥廠。

大伙兒決定買藥廠，剛好有位同學藥廠要賣，班友公

司就買下寶齡製藥廠，1976 年再買下富錦藥廠，擴大

事業版圖，正式命名為寶齡富錦製藥。很有生意頭腦

的江宗明開始整頓藥廠產品，將產品通路由藥房轉到

醫院，他嗅到了檢驗試劑的商機。

江宗明開始做起檢驗試劑的業務，他跟英商嬌生代理

檢驗試劑，引進 B 型肝炎檢測，是台灣最早的 B 型肝

炎檢驗，幫助不少人，荷包也賺得飽飽。他又看到另

一個可以賺錢的機會，於是就把檢驗業務賣掉。

當時，他看到很多摩托車騎士意外造成骨折，表示需

要用到骨科醫材，於是進入骨科市場。骨折一定要進

邱玉珍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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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日本第一大

藥廠大塚製藥投資 2.76

億元，以一百元一股取得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

公司的 3.94% 股權，這是首次有國

外藥廠入股台灣本土藥廠，時間往前推至 2009 年，醣

聯的大腸癌抗體新藥 GNX8 獲得大塚製藥青睞，新藥

上市後，每年至少還能取得五億美元的權利金，醣聯

董事長張東玄由一名研究人員，成功為台灣生技產業

打響名號，憑藉著就是他對研究的堅持。

張東玄走上研究之路，從小就可看出端倪，他回憶，

小學五、六年級時，常為了解算術應用問題，徹夜未

眠，只愛算數，對其他科目都沒興趣，「這是我最壞

的習慣也是父母最頭痛的事」；解出答案後沒有實質

回饋，說到底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成就感，這習慣支

撐張東玄度過日後埋首實驗室的日子，他說，研究做

不出來就一直做，做到有成果為止。

1968 年畢業於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張東玄退伍後到

日本東京大學藥學部深造，當時他的研究題目是分析

正常細胞與癌細胞的細胞表面有何不同，為何正常細

胞彼此接觸後會停止生長，但癌細胞一旦接觸後還會

繼續生長，而細胞表面都有醣的成份，這也是他研究

醣的開始。

1975 年取得東京大學藥學博士後，張東玄赴美國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 IgE 及其受容體，之後轉往馬里

蘭大學從事胰島素受容體研究，兩年後，賓州大學

Wistar Institute 希望找一名助理教授，既能懂得免疫、

了解如何培養動物細胞，也要有荷爾蒙受體的研究背

景，張東玄的經歷通通派上用場，研究團隊做了兩萬

多個單株抗體，終於發現有兩個單株抗體只會和癌細

胞結合，而不與正常細胞結合。

一一細數研究歷程，張東玄形容，做研究牽涉到人生

觀的問題，「蓋大樓要從基礎開始」，錢可以跳著賺，

但研究必須一步步從基礎往上走，不能好高騖遠；

1986 年，張東玄應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之邀返

國擔任客座教授，並兼任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免疫組主

任，當時政府已將生技產業定為下個明星產業，外界

迫切看到成果，反成箝制，2001 年張東玄決定創業 ,

繼續專注自己想做的研究。

張東玄說，從事一個新藥研發，十年以上是正常的事；

雖有心理準備，但籌錢卻是最大的挫折，醣聯的研究

在全球均屬最先進，「稍微聽得懂的研究人員沒錢，

親朋好友聽不懂，就當是捐錢」，10 萬、20 萬的湊，

張東玄甚至把房子都賣了，砸下全部家當，醣聯成立

時的一億台幣經費，他的錢就佔了四分之一。

畢生積蓄壓在研究心血，研發新藥的燒錢速度卻也

飛快，煎熬中奮力一搏，2007 年張東玄把研發成果

寄給全球約五十家藥廠，五、六家藥廠有回應；張

東玄回憶，其中大塚製藥最積極，把醣聯所作的實

驗全部重做過一次，十七個月後確認實驗結果完全

正確，2009 年，醣聯將用於大腸癌治療的抗體新藥

GNX8，以總價 1.96 億美元授權大塚製藥，由大塚製

藥進行臨床試驗。

張東玄說，這是公司最重要的發展，也是第一筆「非捐

贈」的資金，以大塚在藥業的專業，這項合作案等於是

大塚為醣聯背書，目前也有藥廠洽談第二項新藥成果。

埋首研究或創業，都歷經挫折與煎熬，張東玄說，他

未曾想過放棄，因為「別的事情我也不會做」，人生

目標只有研究與教書，更重要的是，他不相信題目無

解，至少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許將來有人推翻

他的方法，但他要找到讓自己信服的結果，一如他創

業初衷，只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

林相美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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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杯總經理從民國 59 年「嫁」進南光，篳路藍縷，

從每天清晨五點親手調劑開始，一路領著南光成長至

南部的製藥王國。除了錠劑，南光可說是做軟袋、點

滴起家，從 19 年前就堅持使用非 PVC 材質，並花費

12 億投資一條無菌生產線，只因「要 100% 的品質保

證，唯有這條路。」

 回想進入南光的經歷，王玉杯感慨地說，自己真是「巧

婦熬成婆」，先苦後甘，箇中點滴更是「有很多故事

可以講」。她大學就讀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大學三

年級要去淡水試驗所實習前，被母親叫回台南相親。

原本整個禮拜都排要相親，結果在第一天與南光現任

董事長陳立賢相親時，就被當時的南光總經理相中，

相親結束後媒人直接跟在車子後面到家中，一直問我

們「好不好？就定下來了？」

 「當時作小姐也害羞，不敢有什麼表示，」王玉杯說，

媒人看她頭低低，直說「不說話就是好了！」惹得她

母親著急：「哪有這麼快的？」但最後也仍是定了下

來，「後面還有排隔天相親的，一直說至少還是給他

們看看啊，我媽媽只有說已經被人家訂走了。」

 因此，實習地點也改為南光，並在畢業後嫁給陳立賢，由

這對年輕夫妻負責整個南光的運作。王玉杯結婚後第三天

就開始「上工」調製藥劑，她回憶，當初問公公蜜月怎麼

辦？公公回：「以後再說。」結果這樣一做，就是幾十年。

 王玉杯在南光可說是「開疆闢土」，剛開始時只有 20

位員工，而且沒有人交接、沒有技術人員，她是唯一

的一位藥師。「我進去南光那天，就是我公公退休那天」

王玉杯 總經理

王玉杯說，她當時就拿到一本寫著配方的筆記本、還有

兩本資料，有些資料是婆婆當時在做的，她問婆婆該怎

麼辦，婆婆反問：「妳不是藥學系畢業的？」她只有低

下頭來自己摸索，最後也打出一片天來。

 當時南光的調劑原料放在一樓餐褲，但調劑室在三

樓，王玉杯就在前一晚獨力將隔天會用到的藥劑一桶

桶搬上樓，每天清晨五點半起床開始調劑，上午八點

整調好藥劑，交給員工裝填。

 走過前面這段最辛苦的歲月，王玉杯說，她幾乎記得

所有配方，因為藥劑都經她親手測試，放一陣子再做

安定性測驗；當時的動物藥品處方複雜，她盡量不用

添加物，這些全都靠她自己看書摸索、累積經驗。

 如今南光製藥已有 3 百多位員工，研發與品管人員達

120 人，不僅擁有 2 百多張藥證，更是醫療用軟袋及

點滴王國；資本額達 6.3 億，年收 8 億，總資產 18 億。

 「早先嫁到南光，很認命，」「但是我有信心，一步

一步走下來。」王玉杯說，她最重視的就是「誠信」，

「我講出的話，一定要做到。」同時堅持「做對的事

情」，例如從早年就堅持不做 PVC 軟袋，「後來這反

而變成社會責任。」

 王玉杯笑說，關於社會服務，南光是「了錢也在做」，

非 PVC 材質成本比一般市售的 PVC 材質高，但只因

無毒。「我們該做什麼就做」；何況「有毒遲早要被

取締。」這樣的堅持，也讓南光順利打入日本市場，

以此為立基，放眼全球發展。

現任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理事長

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法規暨 GMP
技術委員副主委

社團法人中華無菌製劑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理事

陳幸萱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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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洋藥品集團旗下的

智擎生技與美國 Merimack 製

藥合作開發胰臟癌新藥 MM-398

的合併療法，第三期臨床試驗的數據

顯示，能延長晚期胰臟癌患者的整體存活期，消息一公

布，董事長林榮錦難掩喜悅，因為離實現他的「新藥夢」

又更近了一步。

但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科班畢業的林榮錦，並不是一

開始就懷抱著「新藥夢」。自小家境清寒的林榮錦說，

母親希望他當醫師，但他沒考上醫科，退而求其次讀

藥學系，北醫是私立學校，考上時連學費都籌不出來，

是靠補助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助學貸款才念完大學。

「我本來已經打算辦休學了，有人叫我簽一份文件，

說簽了就有大學可以讀，後來才發現原來是助學貸款，

所以還蠻感激當時推行這項政策的行政院長蔣經國。」

林榮錦說。

林榮錦回憶那個時代，讀藥學系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實習

時到氰胺公司去滴試劑，「難道我就這樣過一輩子嗎？」

畢業後，林榮錦到必治妥藥廠當業務，有時為了搏感

情，藥廠業務得請醫師吃飯。林榮錦說，當時一個月薪

水只有兩萬元，應酬一次要花掉五千元，實在吃不消，

他開始對這樣的環境產生質疑，不惜放棄所學轉業。

林榮錦做過房地產，賣過清潔劑、撕不破的紙，但都

覺得不合適，繞了一圈後又回到自己擅長的藥品。

二十九歲那年，和當時還是女朋友的太太及朋友湊了

一百萬元創業。

一開始林榮錦到圖書館裡找有潛力的藥品，進口原料、

代工，幾年後發現東洋的一個治血栓的學名藥，雙方

展開合作，他光賣這個單一產品的營業額，就比整個

台灣東洋的營業額還高，於是雙方合資成立東杏藥品。

1994 年，林榮錦以東杏藥品總經理身分接手當時負

債 4.6 億元的台灣東洋製藥，8 個月就讓這個老藥廠轉

虧為盈，20 年後，台灣東洋更搖身一變成為市值超過

700 億元的製藥集團，從傳統注重製造和銷售的藥廠，

躍升成為新藥開發為主的國際生技藥廠。

台灣東洋專精於癌症、抗感染、心血管藥物研究及

開發，其中以抗癌藥物「力得 Lipo-Dox 微脂體注射

劑」為代表產品之一，可以出口至海外。而 2007 年

以來，東洋開始積極與國外藥廠合作，包括嬌生、

Merimack，採取交互授權的方式共同開發新藥。

「把有才幹的人留在台灣，創新開發新藥的模式，技

術平台商品化」，林榮錦認為，這是台灣東洋在台灣

生技製藥的貢獻，尤其是他一通電話讓美國生技醫材

專家張有德留在台灣，更是讓人津津樂道。

林榮錦說，台灣東洋非常重視人力資源的創新，投資

最多，因為人是組織裡最重要的核心。「無論是台灣

東洋，還是我投資的任何一個企業，我都希望員工有

正確的價值觀。」林榮錦說，很多員工離開了之後，

因為有競爭力，其他企業都搶著要，對製藥產業產生

一個良性的連鎖效應。

林榮錦也告訴員工，要把所學回饋給學生和教育體系，

「年輕學生就跟當年我年輕時候一樣，不知道未來該怎

麼走，人生充滿挫折。」所以我希望台灣東洋這個企業

能帶給這個產業、這個社會和下一代正面力量和希望。

至於台灣東洋的遠景，林榮錦說，不只東洋，所有旗

下的公司最大的目標就是「做新藥」。做新藥從現實

的層面來說可以增加就業率，但對林榮錦而言，發展

新藥最大的意義是幫助生命，為世界帶來希望，是個

事業，更是個志業。

楊正敏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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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味芳餐廳吃宵夜，幾杯酒下肚，嗓門大了，天南地北聊

開來，他們一致認為應該組個校友會的常態性組織，凝聚

蘭陽地區北醫人的感情，萬一遇到緊急事故時，大家也有

個照應。

只不過，四個人似乎少了點，於是又找了蘇逸臣的同班同

學、內科醫師吳光芳，以及外科醫師李明堂、內科醫師吳

慶順、牙醫師吳燦亮等四人，四加四湊成八人，那年夏天

就選在宜蘭市的可愛餐廳舉行成立大會。參加那次成立大

會的有十六人，也就是這八位發起人，以及他們的另一半。

為什麼取名「校友聯誼會」，而不是「校友會」？「大家

都怕麻煩啦。」李元武解釋，當時仍是戒嚴時期，很多事

都被賦予政治色彩，敏感性十足，在宜蘭這個有台灣民主

聖地之稱的地方成立校友會，難免會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他說，如果三天兩頭有人到這幾位發起人的醫院、診所或

家裡坐一坐，或是問話，或是調查，甚至來個身家調查，

多少會帶來不必要的困擾及恐懼。

為了不惹來無謂的麻煩，他們選擇較不張揚的模式，捨棄

「宜蘭縣臺北醫學院校友會」的招牌，而以「宜蘭縣臺北

醫學院校友聯誼會」的名義成立。三十多個年頭過了，台

灣早已解嚴，他們卻已習以為常，不想再變動，繼續守著

校友聯誼會這個名號，運作至今，只不過隨著母校升格改

制，將名銜中的臺北醫學院換成臺北醫學大學罷了。

宜蘭校友聯誼會成立的由來
在什麼樣的聚會裡，只不過喊了聲「會長」，竟有二、

三十個人熱情回應？答案是：宜蘭縣臺北醫學大學校友聯

誼會。現任宜蘭校友聯誼會總幹事李元武笑著說，一般校

友會都是三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一次，換句話說，被

選上會長的人，短則三年，長則可幹滿六年，甚至還可回

鍋再任，因此會長通常就只那區區幾人，儘是老面孔。

反觀宜蘭縣北醫校友聯誼會的會長則是一年一任，時間到

了，換人再上。從 1978 年成立至今三十幾年，會長已換了

近三十人，以目前會員人數不到四十人來說，幾乎每個人

都曾當過會長，形成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2014 年 5 月 4 日中午假礁溪長榮大飯店舉辦的例行餐敘，

出席參加的北醫校友及家屬就將近六十人，李元武和夫人

張麗梅忙著招呼大家，左一句「會長好」，右一句「會長

你最近氣色很好喔！」 叫得親切，卻也聽得鄰桌賓客滿頭

霧水，「哪來那麼多會長呀？！」

其實，當初會採取這種大家輪流當會長的方式，有其特殊

意涵。雪山隧道通車前，地處台灣東北角的宜蘭交通並不

方便，外來人口不多，選擇到蘭陽地區執業的北醫校友也

只有少數幾人。即便如此，繁忙工作之餘，他們還是經常

相約吃飯喝酒，聯絡感情。

1978 年的某個晚上，外科醫師蘇逸臣、腸胃內科醫師詹游

昭常、外科醫師李光雄及牙醫師李光仁四人，相約到羅東

林進修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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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校友聯誼會，不管對蘭陽地區的北醫校友或是母校北

醫來說，都是大事，但剛成立的七、八年裡，校友聯誼會

幾位核心人士卻未主動和母校聯繫，也未讓母校分享那份

喜悅，總讓人覺得怪怪的。

李元武說得明白，當年北醫董事會忙著內鬨，為了校產把

整個學校搞得烏煙瘴氣，報章雜誌常大篇幅報導，讓他們

這些校友覺得相當丟臉，為了不介入學校的紛爭，乾脆不

和母校接觸，圖個清靜。

2013年接任校友聯誼會會長的第 18屆醫學系校友徐慧興說，

當年北醫董事會鬧得沸沸揚揚時，外界對北醫的觀感很差，

他們在外行醫執業時，常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北醫人。最近幾

年，北醫董事會運作穩定，學校也展現高度活力，蓬勃發展，

和當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才以身為北醫人為榮。

宜蘭縣北醫校友聯誼會首任會長是李光芳。李元武記得，當

時北醫在蘭陽地區的校友不多，加上草創階段也沒什麼大

事，就由李光芳連續當了三年會長，才把棒子交出去。為了

讓校友聯誼會能長長久久久運作下去，他們想出一個很有意

思的點子，那就是會長不是用選的，而是由大家輪流擔任。

原則上，不分醫學系、牙醫系、藥學系或其他科系，也不

分年齡大小，而是以加入聯誼會的日期先後為依據，大家

排排隊，越早加入的，就越早當會長，誰也跑 不掉。

「就是人人有機會啦！」李元武被拱為北醫校友聯誼會的

萬年總幹事，少說也和十幾位會長共事過，非常清楚這個

遊戲規則。他說，這個會長通常只是掛個名，負責對外聯

絡而已，會務大都是總幹事攬起來做，可說是輕鬆愉快。

他邊說邊站起來，環顧當天設在礁溪長榮大飯店二樓歐式

自助餐廳的聚會場地，信手一指，「這位曾當過會長」、「那

位也當過會長」，坐在一旁的張麗梅連忙補上一句：「反正，

幾乎每個都曾當過會長啦。」

李元武他自己是 1983 年詹游昭常當會長那年接下總幹事這

個職務的，沒想到一做就停不了，除了少數幾年換人做做

看，以及他輪到當會長的那一年外，他都被當年輪流當上的

會長強力慰留，有的會長甚至揚言，如果他不續接總幹事，

就不當會長，逼得他不得不留任，年復一年。

走過這些年頭，宜蘭縣北醫校友聯誼會運作得非常順暢，每

逢單月第一周的星期天中午聚餐，一年六次，其中三月那

一次，則請母校師長來共襄盛舉，分享大家的喜悅。李元

武驕傲地說，與其說聯誼會是個正式的校友團體，倒不如

說是個大家庭，每次聚餐時，大家都攜家帶眷，吃吃喝喝，

聊聊天，氣氛相當融洽。

「我們可說是比兄弟還親的大家庭。」李元武強調，宜蘭就

這麼一點大，北醫校友在這裡打拚，大家互相照顧，彼此

提攜，感情好得不得了。除了每兩個月一次的固定聚餐外，

平常大家也會相約吃飯聊天，但就是不碰政治議題，也不談

利害關係，更不會去比你賺多少、我又賺多少這些無聊事。

1973 年就在宜蘭定居的李光雄，算是較早到蘭陽拓荒的北醫

人，在羅東聖母醫院工作很長一段時間，退休後選在宜蘭市中

山路二段開診所。他認為，「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是聯誼會

能如常走到今天的主要原因，只要有人碰到醫療糾紛，其他人

就一起來幫忙解決，長期相處下來，大家感情好得不得了。

就因這種有如家庭般溫暖的氛圍太動人，且每次聚餐都辦得

有聲有色，熱鬧非凡，看得其他學校畢業的醫事人員也羡慕

得很，紛紛群起傚尤。李光雄細數，中國醫藥大學、中山醫

學大學及國防醫學院後來也成立宜蘭校友會，也定期舉辦聚

會，但活動力不強，聲勢遠遠不及宜蘭縣北醫校友聯誼會。

李元武悄悄透露，宜蘭縣醫師公會理事長潘仁修雖畢業於中

國醫大，還是忍不住加入宜蘭縣北醫校友聯誼會這個大家

庭，成為榮譽會員之一。

一年六次，連續辦了三十幾年，光是例行性聚餐就辦了將近

兩百場，宜蘭縣境內的餐廳幾乎全都吃過了，每次選聚餐地

點時，還真傷腦筋。不過，李元武強調，吃飯事小，大家聚

在一起聊天打屁，聯絡感情才是真的，至於挑選餐廳的事，

就留給以後的主事者去傷腦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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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4 月 1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11:00，北醫教研大樓

一樓大廳舉行〈生命力 阮仲洲眼中的非洲大陸〉攝影

展義賣揭幕典禮，協助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的發展。50

幅來自非洲的作品，從草原動物自然的呼喚，孩童燦爛

的笑容，大人對生命的韌性，到北醫駐史瓦濟蘭醫療團

的問診熱情，彷彿一部電影，讓在場者驚嘆、激賞。

「沒想到我的同學會攝影，還拍得這麼美！」退休的婦

產科醫師施俊雄、在美國執業的耳鼻喉科醫師洪伯宗、

婦產科醫師楊武雄、改行從商的張道正醫師與現任北醫

董事胡俊弘異口同聲的表示。同學兼好友的胡俊弘還打

趣的說：「他以前是『舞』林高手，求學時期還曾經教

我跳舞呢！」，「他啊，非常 smart，成績不錯，不是

為分數而讀書的人，個性獨立、人緣好、會照相，以前

常把我『拍照存證』，哈！」這場攝影展，彷彿是同學

會，84 歲的病理學科教授黃德修則透露 60 年來，北醫

第一屆醫學系同學可能都不知道的「秘密」─阮仲洲，

現任高雄阮綜合醫院總裁兼董事長，在醫療專業之外，

原來還是位藝術家。

用鏡頭呈現
人文關懷
第一屆醫學系校友阮仲洲

陳慧瑩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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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相機 打開新視界

「我從初中就開始攝影啦！」當年拿著父親的相機好

奇把玩，玩出興趣，甚至一手包辦相片沖洗，走到那

拍到那，從此打開阮仲洲的新「視」界。2009 年，阮

綜合醫院成為北醫駐史瓦濟蘭醫療服務計畫的夥伴醫

院，年屆 70 歲的阮仲洲在北醫邀約下，第一次踏上非

洲土地，用鏡頭捕捉力量四射的猛獸與華麗優美的禽

鳥，讓人驚見這位資深醫者，追求心靈富足的另一面。

阮仲洲回憶起在北醫的時光，「60 年前的北醫，只有

3 間簡陋教室，同學們都是在克難的環境中，點滴累

積自己的醫學能力。當年的病理學科陳定堯老師、黃

1.  北醫第一屆醫學系校友阮仲洲董事長

2.  與同學一起翻閱攝影作品集

3.  攝影展會場與同學合影

4.  攝影展會場與第一屆醫學系同學合影

5.  〈生命力 阮仲洲眼中的非洲大陸〉攝影展與來賓合照

德修老師都是親切的師長，而胸腔外科的柯賢忠老師

教學認真，但很凶！」他記得在仁愛醫院實習時隨柯

老師查房，一群實習生經常挨罵，有一天阮仲洲忍不

住在查房完之後告訴柯賢忠：「請您不要在病人面前

罵我們，否則病人會以為實習醫生很遜，最後就跑光

光！」一席建言，沒想到柯賢忠教授非但不生氣，還

對阮仲洲印象深刻，此後師生互動良好，柯老師過世

前還曾去高雄拜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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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醫建教合作  研究與人才到位

父親是內科醫師，阮仲洲卻專攻消化外科，與哥哥承

接父業，在高雄以阮綜合醫院起家，有感於科技器材

輔助的重要，阮仲洲開南部風氣之先，很早就引進 CT

（電腦斷層），並力邀血液科權威劉禎輝、心臟內科

李源德等名醫駐診、技術支援，贏得阮綜合醫院在南

部醫療院所的高評價地位。「我和哥哥原本想做一百

床就好，沒想到總病床數超過 500 床。」這是阮仲洲

沒料到的。

當年承接父業草創維艱，尚無太多能力回饋母校，隨

著阮綜合醫院規模擴大，阮仲洲有感於人才培育與研

究的重要，5 年前曾捐贈 4 千萬元提供北醫大發展醫

療學術研究，雙方簽訂人才、醫療與學術多邊交流，

開始建教合作之路。未久，發生莫拉克颱風，阮綜合

醫院與北醫大體系投入災區進行長期性的人道救援；

接著阮綜合醫院與北醫攜手前進非洲等地展開國際救

援，「身為區域醫院，如何在擁有先進設備之餘，更

充實自身的軟實力？與醫學中心交流是一個選項。」

阮仲洲在與北醫大合作過程中，有感而發。

研究，是阮仲洲辦醫院的堅持。在醫療競爭當下，有

些教學醫院為節省薪資，容許主治級以上醫師在外兼

職，「我無法認同！醫院管理者應該用高薪鼓勵醫師

持續研究，嘉惠病人，這才是醫院的生存之計。」儘

管醫療資源比不上一些大型醫院，阮仲洲仍在南部率

先引進治癌用的螺旋刀，「如果能力夠，我甚至想花

50 億元成立質子治癌中心，給癌症病友更多存活機

會。」阮仲洲在言談間展現醫界小巨人的企圖。

管理醫院之外，年屆 73 的阮仲洲仍充滿活力，吸收很

多醫療資訊，甚至推出搭高鐵南下健康檢查與海外健

診等創舉，獨到的眼光讓業者稱奇。「對阮綜合醫院

來說，南部醫學中心是『一碗公』，我們只是『一碗

飯』，如何與他們競爭，就是要拚創意，拚服務，拚

效率！」

散發人文氣質  分享行醫初衷

此次攝影展，阮仲洲將作品義賣所得捐給北醫人文暨

社會科學院，作為「人文藝術特約講座」之用，以彰

顯醫學人文教育的重要。透過純真的眼睛，用直接而

豐富的熱情將發自內心深處的感受呈現出來，阮仲洲

的攝影內涵，讓學生看到行醫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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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仲洲的攝影小密訣
60 年自學攝影，阮仲洲分享私房密訣，以〈眼中的非洲大陸〉作品為例：

• 按快門前先構圖：按快門前要先思考畫面，1、2 秒的腦力激盪很有用。

• 顏色要協調：〈非洲冠鶴〉與枯草很搭，如果是一片綠草就不協調了。

• 圖要平衡：拍〈水羚〉時，牠們集體朝向我，在橫面的綠葉為襯下，迅速捕捉這一幕。

• 擅用光影：拍〈問診〉時，運用自然光影，效果不錯。

• 這些作品從拍攝、放大圖片到裱框，我一人完成，圖片色彩畫質很好，保證百年不褪色。

6.     作品〈水羚〉

7.  喜愛攝影的阮董事董事長透過鏡頭呈現人文關懷

8.   作品〈非洲冠鶴〉

9.   作品〈問診〉

10.  非洲孩子的活力讓阮仲洲深深感受到非洲的魅力

11.  作品〈鵜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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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無數偏鄉，奉獻醫療專業的 

陳錦松醫師
汐止國泰醫院牙科主任陳錦松是臺北醫學大學牙醫系

第 15 屆校友，在大學時期與同學一起組成「口腔醫療

服務隊」，長期投入偏鄉義診。走過台灣偏鄉及福建、

北印度、帛琉、吐瓦魯、尼泊爾、泰北、柬埔寨、馬

紹爾等地，如今他為南印度奉獻心力，培育下一代志

工口腔健康照護員，將義診的精神傳遞下去。

陳錦松在牙醫系四年級時成立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療

服務隊，主因是跟著別的社團出隊服務，發現雖然有

牙科口腔宣導，但在專科學生眼中，專業稍嫌不足。

「回到牙科後我就想，為何不自組隊伍，做寒暑假醫

療服務？」於是陳錦松著手籌備第一屆口腔醫療服務

隊，民國六十七年出隊。

畢業後，陳錦松認為成為牙醫師後，應該更有能力做

口腔醫療服務，於是與幾位同學、學弟妹在民國八十

年四月十五日成立「四一五口腔醫療小組」，號召牙

醫師每個月請假一天去山地鄉服務，往後更是開疆闢

土，前進國外醫療資源缺乏地區。

陳錦松表示，當時國內醫療服務隊還不普遍，

「四一五」等於打先鋒，號召力也強，聚集了一群志

同道合的朋友。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副教授、北醫附設醫院牙科

矯正科主治醫師林利香是「四一五口腔醫療小組」的

一員，與陳錦松是夫妻，三十多年來，兩人一起義診、

走過無數偏遠地區，奉獻醫療專業。

民國八十八年起，兩人首次至福建省福鼎市從事國際

醫療援助，往後幾乎每一年，國際醫療援助都不中斷，

足跡遍及北印度、帛琉、吐瓦魯、尼泊爾、泰北、吉

里巴斯、中印度、南印度、柬埔寨、蒙古、馬紹爾等地。

陳錦松說，每次服務都是提供當地極為不足的醫療。

例如一次在柬埔寨，一對夫妻原以為先生得了癌症或

其他絕症，整個臉頰皮膚潰爛。聽說義診團到當地，

夫妻二人趕緊前來求診，檢查才發現是因為牙爛掉造

成的，「拔掉就好了」，隔天潰爛處馬上開始癒合，「小

夫妻很高興」。

不過，現在問到林錦松過去印象深刻的醫療服務經驗，

他已經很少提及這些經歷，「做了三十幾年，都已經

是平常心在做。」他表示，以前被記者問到類似的問

題，還會仔細回想、稍微提一下，現在心情早已不會

有什麼波瀾，因為「做這種事不會期待回饋或回報」，

很多事做完就像水流這樣過去了。

陳幸萱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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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實跟你說，現在真的很難特別去回想哪段經

驗，」再度被問到「印象深刻的醫療服務經驗」，陳

錦松說，因為真的經歷太多故事，要往前看、繼續做

醫療服務，「過去的就讓他過去。」

他強調，現在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精神狀態與能耐，

未來有時間、體力最重要，「（義診服務）能做幾年

是幾年」。他今年已六十二歲，每年做義診，深刻感

受到生命的流逝、人不斷衰老。

也因此，他認為「能多帶一點人投入這個工作才重

要」，近幾年他鮮少以四一五口腔醫療服務隊名義出

團，時間幾乎都花在培育北醫學生國內的口腔醫療服

務隊與南印度口療隊，「為的就是引導、培養年輕人

有這樣的志向，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延續志工精神。」

現在許多南印度口療隊、北醫口腔醫療隊的醫師，都是

當年的學生隊員，「他們當年都跟著去服務，如今開花

結果了。」陳錦松說，藉由每年培養學生義診，讓年輕

學子知道有這樣的門路、工作與需求，散播服務的種子。

對他來說，如今「每年忙一次就夠忙了」。為了順利、

有效地完成國際醫療服務，他與林利香醫師每年都得

花半年以上時間重新培育新手學生，回國後又得花幾

個月的時間整理成果報告、參加相關比賽等，接著又

是下一年的新生。

除了灑下國內志工種子，這幾年在南印度，他也積極

培育基礎口腔健康照護員。他表示，藏區不只缺乏醫

療資源，要接受醫護教育更不容易，因此他會提供校

護、護士、喇嘛口腔健康教育，讓他們能做簡單的口

腔治療、檢查與衛生教育。「我們在的時間有限，希

望他們也能有自我健康照護的基本能力，這對他們才

是好的。」

陳錦松說，還有不少喇嘛來台灣弘法時，會特別找志

工團體接洽，希望為當地帶來好的醫療服務。

醫療志工服務三十載，從燃燒個人服務偏鄉，到孕育

志工新血，這樣的轉變，是年歲淘選下的人生體悟。

「（醫療援助）做了這麼久，更體認到個人是很渺小

的」，「如果說這是偉大的事，大家一起做，才能顯

出這件事的偉大。」

1.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牙科主任陳錦松正在閱讀資助兒童信件

2.  陳錦松醫師於南印度 Karuna Home 身障中心看診 ( 陳錦松

提供 )

3.  南印度口腔醫療服務隊與當地醫院院長及助理合影 ( 林利香

提供 )

4-5. 2013 年暑假，北醫口腔醫療服務隊至苗栗偏鄉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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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
• 北醫大癌症研究中心獲得衛生福利部「第二期（103 年至 106 年）癌症研究計畫」補助金 1 億 2 仟萬元

• 北醫大潘力誠老師研究團隊榮獲「第 10 屆國家新創獎」，北醫大連續 5 年、9 個團隊獲此殊榮

• FICHET、NISA 及 ESIT 三單位實地訪視，肯定北醫大國際化成果

• 北醫大為全國唯一榮獲國際傑人會「第 21 屆傑青獎」5 項獎項之大學

• 北醫大通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O27001）年度複審

2014/2
• 北醫大體系連續 3 年，獲台北市「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標竿機構」

• 北醫大 MOOCs 課程本學期首航，將登上清大 Share Course 與交大 E Want 平台

• 北醫大 500 多位熱血同學，在寒冬中向國內 6 縣市及海外放送溫暖

• 北醫大「2014 全國青少年高國中暨國小寒假醫學營」，吸引 2 千名學子參加

2014/3
• 北醫大醫學領域排名躍世界百大，藥學與藥理領域的排名為前 200 大

• 北醫大獲衛福部「提升臨床試驗創新及競爭力計畫」，3 年將獲補助 7 仟多萬

2014/4
• 北醫大癌症轉譯研究中心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 1 億元

• 北醫大與台大聯手研發抗癌新藥，獲得美國 FDA 核可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 北醫大霏雪國樂社 4 度蟬聯「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雙料優等

• 北醫大學生社團 4 度蟬聯教育部主辦全國社團評鑑最高榮譽「特優獎」

2014/5
• 北醫大榮登 QS 亞洲大學 46 名，為國內私校排名第 1

• 北醫大於第 17 屆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再獲 2 金 3 銀殊榮

• 北醫大醫資所團隊於「芬安全吉隆坡駭客松大賽」榮獲最佳資料呈現獎

• 北醫大獲衛生福利部「103 年度健康資料加值應用雲端化服務計畫」，補助金額 1,800 餘萬元

• 北醫大醫科院李友專院長榮任 SCI 期刊《IJQHC》全球總編輯，為該期刊首任亞裔全球總編輯

• 北醫大獲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自評績優學校

我 們 的 榮 耀我 們 的 榮 耀

北醫大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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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和醫院榮譽榜

萬芳醫院榮譽榜附設醫院榮譽榜

2013/12
• 鄭甘嬇護理長榮獲財團法人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

「2013 優秀護理人員獎」

• 榮獲第 14 屆醫療品質獎系統類「機構推行獎」

• 榮獲第 14 屆醫療品質獎系統類「擬真情境模擬競賽 -

優等」

• 榮獲第 14 屆醫療品質獎系統類「實證醫學類 - 佳作、

潛力獎」

• 榮獲第 14 屆醫療品質獎系統類「主題類主題改善組 -

潛力獎」

2014/1 ~ 2014/6

• 1 月通過 SGS ISO/IEC 27001:2005 認證

• 1 月通過 SGS CNS 27001:2007 認證

• 2 月通過 SGS OHSAS 18001:2007 認證

• 2 月通過 SGS CNS 15506:2011 認證

• 2 月周寶鈺護理長、陳秀鉛護理長榮獲社團法人台北市

護理師護士公會「102 年度績優護理人員獎」

• 2 月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醫院醫療安全督導

考核特優醫院」

• 3 月榮獲台北市政府「徵兵檢查作業績優醫院－年度績

優醫院獎」

• 4 月通過醫策會「美容醫學品質認證－美容手術、光電

及針劑注射治療」

• 4月榮獲《數位時代》雜誌舉辦「綠色品牌大調查」優選

• 5 月陳麗麗護理長榮獲慈月基金會「第三屆 十大南丁

格爾獎」

• 5 月張鈺靆、陳淑玲 副護理長，周雅芳、郭慧欣、顏

佩君 護理師榮獲台北市衛生局「績優護理人員」

• 6 月榮獲 HIMSS Stage6.0 認證

2013/12
• 榮獲內政部 102 年醫院類特優級友善建築認證

• 通過 ISO 9001、14001 續評

• 通過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評定

• 榮獲「離島偏遠地區緊急重症傷病人空中緊急醫療救

護服務之成效」國家品質標章 (SNQ)

•  榮獲「二代戒菸治療服務戒菸王 - 全國區域醫院第一

名」

•  通過「102 年心臟血管疾病照護品質認證 - 急性冠心症

(ACS)」

•  通過影像醫學部、血液透析中心、特殊牙科國家品質

標章 (SNQ) 續審

2014/5
• 103 年 5 月  官網通過無障礙 A+ 標章

2013/12 
• 102 年 12 月 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 ENSH「金獎

認證醫院」

• 102 年 12 月  健康促進醫院「典範選拔組織再造獎」

（2012~2014）

• 103 年 3 月 連續 5 年蟬聯《數位時代》雜誌「綠色品

牌大調查」醫療服務類第一名及特優 (2010~2014)

2014/4 ~ 2014/5

• 103 年 4 月 獲國民健康署「國際低碳醫院團隊合作最

佳案例獎」

• 103年5月通過美國醫療資訊暨管理系統協會「EMRAM

國際認證－ HIMSS Analytics 電子病歷 6 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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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傑出校友

報上看到母校基於尊重，參加「反服貿」活動，事先報備不記曠課，我真的感動與驕傲。邱文達前校長、

現任閻雲校長、吳志雄院長、黃朝慶院長都是很有想法的師長，在「培育兼具人文關懷、社會服務熱忱及

國際觀的醫事專業人才」的宗旨下，北醫成為國際頂尖大學可期。

我是 TMC 611，在校時曾當過班代、網球代表隊、北醫人報總編輯、張老師、山服團員。北醫塑造我們懂

得尊重、包容、謙虛與團隊合作 ! 畢業後，隨恩師李俊仁教授與兄長李伯皇教授習腎臟移植，長期追蹤病

人的過程中，我更體會到視病如親，才能使醫療品質提升到最高境界。

這兩年擔任臺南醫院院長與財團法人器官登錄移植登錄中心董事長，秉持同理心、真性情追求醫療品質與

效率的提升。此次獲傑出校友榮譽，感謝委員們肯定，這是我醫學生涯中最有感覺的快樂 !

˙	現任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院長

˙	擁有醫學和法學雙領域專長，長期致力推動「大愛器捐」觀念；另在醫療院所推動各項

管理革新，榮獲多次醫療服務相關榮譽。

˙	致力於器官捐贈與移植醫學，造福病人無數，功績卓越，並獲醫療典範獎。

˙	在器官移植制度建立、推廣、教育以及研究有重大影響。

˙	「器官捐贈、薪傳生命」，將大愛器捐編入國小教材，幫助器官衰竭的病人。器捐登錄分區

流通，讓更多病患受益，支持慢性處方箋釋出，醫藥合作嘉惠病患。

˙	榮獲 102 年度「醫療典範獎」致力於器官捐贈及移植醫學，成就優秀。帶領台南醫院積

極進取，成績有目共睹。若能強化國際合作或交流，將是最佳傑出校友。

公共服務類 : 李伯璋 （醫 14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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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1 年自母校畢業，服役後在台北榮總完成內科住院醫師的五年訓練，隨即到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擔任胃

腸肝膽科主治醫師迄今。畢業三十多年來，每次與北醫校友們談論過去在校種種趣事時，大夥也都欣喜分

享母校的現況。今日北醫已躋身為國際知名的大學，無論在醫療服務、教學及研究方面，均有令人稱羨的

成果。讓我們一直以北醫人為榮。

早期在母校求學的環境，孕育出每一個北醫人堅毅、獨立與惜福的特質。記得民國 78 年到成大醫院服務，

開始肝炎及肝癌的研究時，沒有實驗室及足夠的資源協助，自己須試著想盡方法開始臨床研究。民國 83 年

臨床試驗是國內陌生且非主流的研究領域，我則有幸參與慢性 B 型肝炎第一個口服抗病毒藥物干安能的臨

床試驗。隨後參與陸續研發出的各個新藥的臨床試驗，並積極出席試驗新藥的國際諮詢會議，讓我學習許

多，並以更廣的視野看待臨床試驗。隨著試驗證實各項藥物的療效，發表多篇重要文獻，成為了國際上治

療慢性 B 型肝炎指南的參考文獻。慢性 B 型肝炎的治療也邁向了另一個里程碑。

此刻獲得 102 學年度傑出校友的殊榮，要感謝母校的栽培及過去許許多多師長們的諄諄教誨，在校七年的

學習成為我未來醫學生涯的重要基石。期許自己能與每位北醫人，持續奉獻自己，服務社會。

˙	現任國力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	B 型肝炎之研究具有國際水準，成就豐碩。

˙	分子生物醫學研究，對於慢性肝炎研究獲世界醫學最佳期刊 ( NEJM ) 登載發表七篇。

˙	肝炎研究及肝癌研究方面，有一百多篇文章發表在知名學術刊物，曾獲得國內和國

外多項  研究獎，對推動肝病研究貢獻良多。

˙	慢性 B 肝研究、專利 2 項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學術成就類 : 張定宗

˙現任健喬信元公司董事長

˙	目前擔任四家醫療相關產業公司董事長，對產學合作與國際企業經營的推動頗具成效。

˙ 為多屆台灣區製藥工業同業公會理事、監事。

˙ 透過各項企業經營策略成功取得國際大廠 ( 德國百靈佳、美國禮來 ) 的合作，開發建

置國內  唯一定量噴霧吸入劑 (MDI HFA)國際規範實驗室及製造專區，為全球第七大，

建置符合  PIC/S 女性荷爾蒙專門廠，其該類藥品為國內市占第一

˙ 建置及穩定國內製藥開發及技術，「健喬信元」製藥技術並駕德、日大廠，成為國際

代工龍頭，產品獲首張國產藥證，年銷售量上看十萬支，將與全球二十大藥廠合作，

商機六千億，在產學合作與國際企業經營上已具十分良好之成就。

林董事長是藥學系第 11 屆校友，健喬信元公司董事長外，同時身兼『優良、因華、益得、祐僑、健康化學』

等醫療相關產業上市櫃公司董事長。健喬集團已成功建置五大產品領域及四大技術平台，發展特色製藥，

四大技術平台包括『發泡劑型、鼻噴劑型、定量噴霧劑型、性荷爾蒙』。近年來積極進行同業間整合，期

能透過結盟合作，帶領同業發揮綜效以開創國際市場。集團經營績效顯著，具有國內外代理、新藥研發、

全通路營業團隊、3 座 PIC/S GMP 符合國際規範藥廠、國內唯一建置定量噴霧吸入劑國際規範實驗室及製

造專區，具有性荷爾蒙藥品為國內市占第一、呼吸道藥品市占第二佳績。

企業經營類：林智暉

（醫 17 校友）

（醫 11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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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科技之賜，現在捐款超方便，有心想幫助學弟妹或回饋母校的學長們，使用

智慧手機，透過 QR Code，或經由https://pasys.tmu.edu.tw/mobile，進入臺北醫

學大學捐款系統，就能即時輕鬆完成捐款臺北醫學大學，展現愛心與義舉。

請使用智慧手機

捐款臺北醫學大學捐款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手機版捐款系統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只要掃瞄QRCODE → 進入系統 → 完成，即可以透過手機完成 

首先 1. 請掃瞄QRCODE 

4. 閱覽個資告知聲明 6. 信用卡線上付款5. 妥填

 《捐款金額》及《基本資料》 

2. 線上捐款說明  
  → 點選《我要捐款》 

3. 選擇捐款

 《學院別》與《捐款標的》 

請藉由分享QR CODE給好朋友，讓大家一起用智慧手機作現代的愛心捐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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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單位：臺北醫學大學公共事務處

發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84 巷 2 號 1 樓

聯絡電話：(02)27361661 分機 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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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ofloxacin) 

靜脈輸液  5毫克/毫升

膜衣錠  500毫克

Inj. 5mg/ml. 50ml ; 100mlInj. 5mg/ml. 50ml ; 100ml
F. C. Tablets 500mgF. C. Tablets 500mg

1.一天一次有效對抗主要致病菌。

2.在肺部的濃度高、對大多數的肺炎感染菌種有很好的效果。

3.IDSA、ATS Guideline 建議Levofloxacin 做為社區型肺炎經驗

  性療法的標準處方。

4.可顯著降低病患的死亡率。

5.有效治療腎盂腎炎、複雜性泌尿道感染。

6.生體可用率高、可提早接替針劑抗生素冶療、讓病人提早

  出院，縮短住院天數、減少總體醫療支出。

Levofloxacin 750mg QD使用5天對腎盂腎炎的療效優於Ciprofloxacin 
(400mg-500mg) bid. 10天. 6

100.0%

80.0%

60.0%

40.0%

20.0%

0.0%
Clinical Microbiological

86.0%
80.6%

83.0%
79.6%

Levofloxacin
Ciprofloxacin

3.住院 (非ICU病人)

      Respiratory fluoroquinolone (一級證據)

      β-lactam 加上  macrolide (一級證據)

4.ICU病人

      β-Lactam加上 Azithromycin (二級證據)

      Respiratory fluoroquinolone (一級證據)

Levofloxacin 已被IDSA、ATS Guideline 列為CAP 病人經驗性療法的標準處方 (一級證據)2

門診病人(Outpatients)

1.對於原本健康，最近三個月不曾使用抗生

  素者建議使用Macrolide (一級證據)。

2.當有下列共病時：如心、肝、肺、腎等慢

  性疾病、糖尿病、酗酒、服用免疫抑制藥

  物、最近三個月曾使用抗生素者建議使用

      Respiratory fluoroquinolone ( 如

      Levofloxacin 750mg；一級證據)

      Macrolide 加上 β-Lactam。 

住院病人(Inpatients)

靜脈輸注液：

衛署藥製字第056750號
健保代碼：AC56750248(50ml)
                  AC56750255(100ml)

膜衣錠：

衛署藥製字第050104號
藥品健保代碼 AC50104100

中市衛藥廣字第10212195號



【植樹護地球，為生態加油】

注重經濟發展及地方生態環境，認養道路植樹，投入生態保育，推

廣植樹護地球活動。至2018年將種下40萬株綠生命。

【把愛傳出去，為弱勢加油】

關懷社會，傳愛腳步深入育幼養老機構、貧困家庭等台灣各角落，

並長期響應捐血、社會公益活動。

【睦鄰好厝邊，為地方加油】

秉持企業與社會福祉共生理念，關懷廠礦區週邊社區的永續發展，

挹注地方公益建設、貧病家庭救助、社區文教活動等。

【獎助運動員，為體壇加油】

協助國家培育菁英運動員，獎助網球、桌球、跆拳道等十餘項目選

手，包括網球好手盧  勳、謝淑薇與莊佳容等人。

【愛心加油站，為大家加油】

首創雇用身心障礙朋友服務的愛心加油站，為弱勢族群提供就業機

會，以無障礙的心、不打折的服務，深獲消費者肯定。

深耕．關懷

中油用心愛台灣

www.cpc.com.tw

中油廣告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謹誌  2014/6

盛夏溽暑，驪歌輕唱，歡送 1,352 位畢業生《蛻變啟程》離開母校，成為社會新鮮人。

滿懷離情，謹代表全體師生致上最誠摯的祝福，期盼學弟妹們展翅高飛，實現夢想，成為優

秀的北醫人，北醫將永遠以您為榮。

母校 54 歲生日，為賀藥學系第一屆學長畢業 50 年，藥學院出刊《藥學系第一屆系友畢

業 50 週年特輯》，北藥文教基金會與藥學系校友會聯合舉辦《生技論壇》與《北藥文物展》，

公共事務處則邀學長返校參加校慶與畢典。多位學長直呼《差點認不出學校與同學》、《回

家的感覺真好》。鐵皮屋與黃泥田間路已不復見，校園內聳立 14 棟建物，醫學綜合大樓前廣

場可遠眺台北 101，大家都驚訝北醫的成長不可同日而語！

今年，母校喜訊頻傳：萬芳醫院再度取得台北市政府第三期 9 年的委託經營權；附設醫

院通過了美國「人體研究受試保護計畫」（AAHRPP）；雙和醫院7月1日啟用第二醫療大樓 (總

床數 1,600 床 )，成為新北市最具規模的醫院，而本校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北部地區最大醫療體

系之一。

世界大學排名機構 QS，今年公布世界大學排名，北醫大居亞洲第 46 名，世界大學第

363 名，醫學領域前百名，藥學與藥理領域前兩百名。同時，我們以「癌症轉譯研究中心」

計畫，榮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1 億元經費補助。感謝同仁的通力付出與校友們的

從旁鼎力扶持。

這期《北醫人》介紹的典範人物，包括 102 學年度遴選出爐的三位傑出校友：公共服務

類李伯璋院長 ( 醫 14)、學術成就類張定宗教授 ( 醫 17)、企業經營類林智暉董事長 ( 藥 11)；

宜蘭校友聯誼會成立的由來，阮仲洲董事長 ( 醫 1) 如何義助母校。另類的社會服務陳錦松醫

師 ( 牙 15)。六位重量級的藥學系學長如何以堅韌的毅力，打造出市值 1,200 億的生技製藥王

國，我們都作了深入的報導。

一校三院的團隊合作與攜手共同努力下，母校正逐步朝向卓越頂尖的世界級一流醫學大

學邁進，懷抱興奮之情與昂揚鬥志，北醫人更要惕厲《如何持續擦亮我們的金字招牌》與《為

母校百年榮景而努力》，共勉之。

TMU Alumni 發行人語 封面小故事：

秀逸圓潤的「北醫人」

三字為閻雲校長所題

54週年校慶暨藥學系

 第一屆系友畢業50年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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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瑩 / 採訪報導

北醫的榮「藥」˙五十年來的傳承

曾經在一片廣蟊的草地上，只見三間鐵皮屋 

這竟是我的學校，我差點調頭離去

50 後再回來，心海無盡處有一份深邃的情意 

雖然湧現出來只是一抹淺笑，沒錯這是我家

磁極的方向永遠不會改變，因為我們有情牽思縈的共同恩師 

淬鍊出北藥人勇敢跨領域，不屈不撓的 hungry spirit 

半世紀風華 年淬鍊

18 位藥學系第一屆校友，重披學士袍，參與了畢業 50 年後一場難忘的畢業典禮 2

封面專題



6 月 9 日北醫畢業典禮當天上午，18 位藥學系第一屆

畢業校友回北醫，共同參與「北藥 NO.1 榮耀傳承文

物特展」揭幕典禮。見面時大夥笑逐顏開，「『鍋巴』

年輕時瀟灑愛漂亮，每 15 天就理一次頭髮！」、「你

當年『傻呼呼』的，每天抱書本逛校園……」一群年過

7 旬的歐吉桑相互「爆料」，在感慨、笑聲中，重回

50 年前的時光隧道。

文物展覽揭幕現場，藥學院院長吳介信表示，北醫藥學

系培養出來的學生有相當傑出的表現，今年是藥學系第

一屆校友畢業五十周年，希能趁此機會，分享服務社會

五十年來的成果。同時，凝聚校友的向心力，激發在學

的學弟妹，有更好的發展契機與未來動力。隨後，由吳

介信院長與許秀蘊副院長領著 18 位校友進行校園巡禮。

當天下午，18 位藥學系第一屆校友，重披學士袍，參

與了畢業 50 年後一場難忘的畢業典禮，再次走上台，

接受應屆畢業生喝采。

鐵皮屋傳奇  慈師傳播愛
1960 年，北醫在荒蕪的稻田中誕生，成立醫學系、藥

學系及牙醫學系。100 位藥學系新生不乏來自全省各地

今年，正是北醫藥學系第一屆系友畢業 50 週年的日

子，藥學院與公共事務處特別規劃「北醫 No.1 榮耀傳

承」系列活動，邀請第一屆藥學系校友返回母校，重

溫畢業典禮，見證學校從草創期的篳路藍縷，因著老

師認真教學及人格教育，蘊育出北藥人獨特的精神與

特質，影響深遠，傳承 50 載。

藥學院特別為藥學系第一屆校友製作「藥學系第一屆

系友畢業五十週年特輯」，從藥學系的歷史沿革及邁

入 21世紀後，在學制、學程及啟動宏觀計畫上的蛻變，

「今日北醫已非當年北醫」。專輯中專訪多位優秀的

校友，回憶北醫求學時期與畢業後發展，在今昔照片

交錯下，盡展北藥 No.1 的半世紀風華。

5月 24日北醫 54週年校慶，當天特地舉辦「生技論壇：

北藥 No.1 －半世紀之奉獻與展望」，介紹及剖析生技

產業未來趨勢。邀請 6 位藥學系的董事長級校友，分

享創造台灣生技奇蹟的成功經驗。這 6 位重量級校友

分別為健喬信元林智暉董事長、寶齡富錦江宗明總經

理、醣聯生技公司張東玄董事長、臺灣東洋林榮錦董

事長、南光製藥王玉杯總經理、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

公司章修績總經理。精彩的對話中，傳遞出讓學弟妹

們引以為榮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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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0 年，北醫在荒蕪的稻田中誕生，成立醫學系、藥學系及

牙醫學系

2.  北醫藥學系第一屆師長合影歷史照片，徐型堅（前排左 1）、

那琦（後排左 3）

3.  北醫藥學系第一屆師長合影歷史照片，徐型堅（左 1）、徐千

田（左 4）、顏焜熒（右 2）

4.   第一屆藥學系學長回到母校參加北藥文物展揭幕後，由學弟

妹吹奏校歌進行校園巡禮

5.   張金輝和潘美悅半世紀未謀面，兩人開心的手牽手，興奮之

情溢於言表

6.   18 位藥學系第一屆畢業校友回北醫共同參與「北藥 NO.1 榮

耀傳承文物特展」揭幕典禮

一中、一女中的精英高材生，他們的目標其實鎖定醫學

系，結果翻轉藥學領域，寫下另頁精采人生篇章。很

多抱著醫生夢的學生初進北醫，望著簡陋的三棟鐵皮

屋當場傻眼，可是，藥學系的傳奇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系主任徐型堅，是藥學系學生難忘的恩師。「他都叫我

們小名，『阿霖』、『阿文』、『阿儒』」北醫首位撰

寫生藥論文，教過藥學系六千多位學生的郭璨文、任職

北醫助教到教授；首次把電腦語言帶進校園的洪清霖、

從國內第一位胃藥品牌創辦人到建立「無毒的家」綠色

帝國的王康裕和創業有成的林正智董事長，異口同聲地

說：「徐型堅主任對自己慳吝省儉，但對學生非常大方，

有時會帶大家到外面小聚，上課時學生精神不濟，還會

適時陪大家到外面運動」。指導學生以高分考上台大應

屆生化、藥理研究所，陳增福教授即為台灣第一位藥理

學博士。

洪清霖教授記得有一次考試，部分同學作弊，徐型堅

主任淡定的在黑板上寫著：「You make me proud！」（讓

我為你感到驕傲！）隨即走到外面，讓學生「自決」，

「這一幕我深受感動，後來影響我帶學生方式，北醫校

友願意無私奉獻學校，應該是來自老師的人格教育！」

專程從日本大阪返台參加畢典的張金輝則說：「他就

像我的父親。」當年徐型堅主任安排張金輝到衛生試

驗所實習，結束實習後徐主任自掏腰包買進口螺肉罐

頭送給對方，以示感謝；甚至不惜從自己微薄的薪水

袋拿出鈔票支付逐一打長途電話連絡機關、廠商，為

同學找工作的費用。小康家庭出身，徐主任理解窮學

生的辛苦，有人面臨兩科重修窘境，他商請科任老師

給予補考機會，「主任認為，這些孩子經過聯招，形

同用篩子篩選過，只是用不用功而已，出社會自然就

會拼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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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語」育才  譜出人生交響樂

有些老師也讓人印象深刻。教「藥用植物」的顏焜熒

上起課來一板一眼，態度認真，讓同學既敬又畏，雖

然全班經常不及格，但對早期的藥學系學生來說，

他的生日是每年大事，一定前去祝賀；「分析化學」

助教葉昭渠要求嚴格，實驗做不出來不放人走，有

人曾被留到晚上 10 點，同學私下都叫他：Unknown 

Miss。

此外，讓同學至今回味再三的是，老師的「多語」教

學。當時很多北醫老師赴日求學，但國語不輪轉，於

是課堂上就穿插著中、日、台、英語，彷彿難懂的交

響曲。

留日的徐主任與顏焜熒老師就是一口台灣國語，當時

流行一句廣告詞「講是這樣講」，徐主任就說成：貢

（講）是這樣貢（講）！「廣播電台」說成廣「報」

電台；病理課老師陳定堯不懂台語，把「母乳」說成

「喝媽媽的牛奶」；教「生藥學」的那琦是滿州人，

帶著特殊腔音。說也奇怪，同學聽久就懂了，溝通無

障礙。

第「四」教室 + 筆記苦讀 
有輕狂有學習

身處荒蕪稻田，簡陋鐵皮屋， 50 年前的北醫在一道鐵

拱門及雙石柱為襯下，在那純樸年代，隱然保有她的

體面門面。黃土連接著田間小路，學生有從各路騎鐵

馬上課，有在車站苦等公車，師生雖然為數不多，上

課期間人車穿梭校園內外，好不熱鬧。張金輝提到「我

最怕錯過班車，一旦遇到大雨，田間泥濘，必須改走

小路，冷不防有蛇出沒，還得和流浪狗兩眼對峙。」

鐵皮屋下的 3 間矮房兼學生活動中心、福利社，沒有

圍牆、沒有運動場，下課就聽到桌球聲霹啪作響，然

而對某些學生來說，3 間教室「不夠用」，所以會跑

到大家口中的「第四間教室」─附近的撞球間娛樂、

紓壓，漸漸帶動消費，形成知名的吳興街商圈。  

洪清霖記得創校初期，有時還得自己拿板凳上課，當

時老師們身懷絕技，不看課本，腦中自有完整筆記，

非常厲害，可是有的老師講得很快，來不及記下重點，

尤其是藥理學，同學們因此研究出「接龍筆記」，大

家各分配一句，下課後再拼湊成文，沒想到湊愈多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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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慶當天特地舉辦「生技論壇：北藥 No.1 －半世紀之奉獻與

展望」，介紹及剖析生技產業未來趨勢。邀請 6 位藥學系的

重量級校友，分享創造台灣生技奇蹟的成功經驗

8.  中央研究院院士張文昌（左 1）、林智暉董事長（左 2）、張

東玄董事長（左 3），藥學院院長吳介信（右 1）合影

9.   由左至右：潘美悅、鄭美鳳、張金輝、蔡郁惠穿上畢業服合影

10. 北醫校長閻雲向重披學士袍的蔡郁惠握手寒暄

11. 今年畢業典禮會場上，藥學系第一屆畢業 18 位校友重披學士

袍，重溫往日情懷

不得要領，只好請幾位「三字一秒」的「筆記王」支

援借大家抄寫，張金輝說，「其中有一位同學就很聰

明，只記幾個重點，考試時複習重點，運氣好剛好出

題都是他摘記的部份，所以都 all pass ！」

勇敢跨領域  飢餓精神為伴（hungry 
spirit 體驗飢餓精神，克難精神）

50 年後的北醫，正在啟動 6 年制藥學系，林正智、郭

璨文與洪清霖認為，在醫藥分業時代下，臨床藥學將

是未來趨勢，可望提升藥師地位，「當大家憂心就業

問題時，藥師早已擺脫 22K 魔咒，只要在藥界深耕，

50K 不是問題！」

王康裕則認為從研發新藥到推崇自然療法，不是「與

藥為敵」，而是要徹底了解藥學，找出另一種處方再

融合運用。身兼演講、廣播數職，他提醒學弟妹：不

要在自己的領域空轉，勇敢跨出去，才會擁有各種可

能性。張金輝當年畢業後兩手空空赴日發展，為了求

學打工、拼獎學金，期許後輩要有 hungry spirit（飢

餓精神），面對艱困環境，勇敢克服問題。

50 年後重返校園，第一屆藥學系學長回到母校參加

北藥文物展揭幕後，由學弟妹吹奏校歌進行校園巡

禮，望著教研大樓、醫綜大樓、藥學大樓，遠眺台北

101，較之當年鐵皮屋，今日北醫已不可同日而語，

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張金輝和潘美悅半世紀未謀面，

兩人開心的手牽手。畢業典禮會場上，學長們重披學

士袍，重溫往日情懷。這是北醫的榮「藥」，50 年來

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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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津崎

個性古意，同學眼中的「標準好

人」，畢業後任職大藥廠，如今

換跑道從事旅遊業，回母校發現，

哇，和以前差好多，同學再次見

面，忍不住想起當年青春歲月，

覺得今天是好特別的一天！

林正智

當年因為熱心服務，辦活動非他

不可而成為「永遠的班長」，50
年後聚會，當大家穿制服時，依

然關心同學是否合身，「永遠的

班長」名不虛傳。與同學分開多

年，藉此機會團聚覺得好開心。

邱政夫

母校傑出校友。典型的愛念書，

一路念到生化博士，首次發現雞

母珠毒蛋白特殊成份，連指導老

師都難望其項背，50 年後的今天

與同學再見面，打開當年的記憶，

覺得很有意思。

王康裕

從研讀藥劑到鼓勵大家不要依賴

藥物，推崇「自然療法」，戲稱

自己「不務正業」，看到母校為

第一屆校友特製「北醫 No.1」制

服，深覺太有 FU 了，當場灑脫換

裝，應證永保年輕的心。

林春雄

同學眼中始終不變的「型男」，

努力熬到擁有自己的藥廠，雖然

年過 70 歲，還是天天駐廠坐鎮，

對於難得的 50 年後一次相聚，很

興奮。

洪清霖

人稱「阿霖」，可愛豪爽的個性，

畢業後留校當助教到取得博士學

位，未曾離開過北醫，堪稱「最

了解母校」的校友，看到北醫邁

向 No.1 的企圖，他說：太棒了！

母親的懷抱最溫暖。

李文男

同學眼中「超級古意」代表，自

承不懂得玩，畢業後成為「藥廠

能人」。此次相見歡，他「古意

如當年」，認為母校進步好多，

重溫學生情懷，回家的感覺真好！

林政文

熱心「阿文」在同學當兵時，幫

忙申請考試院及內政部的藥師證

書，讓同學感念在心。回母校與

同學相聚，使阿文想起當年在鐵

皮屋下讀書、遊藝的點滴。

柯輝雄

學生時代就為人客氣、有禮，50
年後還是一樣謙沖為懷，發現學

校硬體變化好大，20 年沒「回家」

了，差點認不出學校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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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輝

特別從日本與夫婿沈政男醫師 ( 醫
1) 返台參與這場盛會，是班上永

遠的大美女，在學時就被同屆醫

學系同學「盯走」，與同是北一

女的李芳慧、李方珠人稱「三劍

客」，她說看到學校榮景，對照

當年的刻苦，激動得說不話來。

陳朝洋

人稱「陳老大」，當年中原大學

化工學系畢業後又念北醫，日文

流利，是同學們的小老師，大仁

科技大學校長，在學界擁有高知

名度，今天的活動感受母校的親

切，和同學再次相見，非常興奮。

潘美悅

美麗、用功、認真寫筆記是同學

對潘美悅的印象，她說，這次聚

會彷彿回到當年，感覺真好。

游明郎

身高 183 公分，當年在北醫鶴立

雞群，同學稱他「大鳥」，脾氣好，

喜歡與人開玩笑，看到北醫多年

努力成為亞洲各大學前段排名，

對母校引以為榮。

陳增福

人稱「阿福」，是班上幾位「忠

厚老實」的代表之一，也是服務

型的同學，熱心助人，名譽教授，

任母校副校長與董事多年，貢獻

卓著。他說 50 年再次和同學見面

很不容易，十分開心。

蔡郁惠

母校名譽教授。在同學眼中實驗

精神強、很會抄筆記，「照顧」

不少同學 pass 的「筆記王」。任

職北醫，雖然天天在學校，卻覺

得今天的場景很不一樣，老同學

相見幾乎快不認得了。

郭璨文

同學眼中的藥界 No.1，人氣超旺，

找人聚會隨興一邀就有 50 人報

到，今天的相聚讓他想起 50 年前

的畢典，一樣的地方，已往雖相

對簡陋，但同學們感情融洽，讓

人懷念。

陳學而

同學眼中「愛玩一族」，從藥廠

跨界到導遊，自嘲也是「不務正

業」型。每次回母校，看到師生

變多，想起當年 3 間教室、一百

多位學生，他說：北醫真的不一

樣了！

鄭美鳳

校友總會長李宏信夫人。上課時

永遠坐前排，認真筆記，也「照

顧」不少同學 pass，50 年後仍讓

部分同學「感激不已」。對於這

次喜相逢非常開心，認為同學變

得更帥、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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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校友服務社會五十載

談起創業的歷程，林智暉只能用「慘烈」兩字來形容。跟

所有的人一樣，北醫藥學系畢業後，不是選擇出國進修，

就是進入藥廠、醫院工作；退伍後，一直想從事製藥產業

的他，選擇留在國內藥商做業務，了解整個藥品市場。

工作第三年，正逢台灣開放西藥自由進口，林智暉抓

準了這個機會，與一個有貿易執照同事合作，進口西

藥販售。「我當時並沒有辭掉工作，西藥進口利用閒

暇時間做。」林智暉說。這個兼差性質的業務，讓他

們賺了一些錢，就邀北醫幾位同窗好友一起參與。

沒多久，剛好公司同事取得芬蘭第一大藥廠 Orion 產品

代理權，找大家一起創業、組公司。林智暉說，當年，

大家剛退伍不久，根本沒有錢創業，所以找了一家公司

─健喬企業一起合作，所謂的合作並不是他們投資我

們，我們只是他們公司裡的 Paper Company(境外公司 )。

剛開始，大家做得很起勁，生意也不錯，後來因為

相信一位學長，把資金借給他，以致公司還沒上軌

道就負債上千萬；經營不到一年，健喬企業就要求

退出，要求自己獨立。健喬企業的財務經理推薦林

智暉擔任董事長，健喬企業正式命名為「健喬藥品

股份有限公司」。

有了自己的公司後，事業並沒有如想像中的一帆風順，

過程宛如一齣精采的連續劇。正當林智暉覺得可以大

展身手時，當時找他一起成立公

司的同事結合外部資金買下

公司股權，公司股權有了變

化，他們拿走公司 80% 的

業務，20% 業務在我手上。

說到這裡，林智暉輕描淡寫

說 :「我等於被掃地出門。」

當年，他只帶走一個會計、倉

庫管理及一塊健喬藥品的招牌及

上千萬的債務，他說，幸好手上還有

Orion 產品的代理權，不然可能撐不下去。

第七年公司才開始有賺錢，但還是每天跑三點半，因為

身上仍有上千萬的債務要還，林智暉說，我只能背著重

重的殼慢慢的爬，等到有一天把身上的殼卸下。辛苦

了十年，公司營運開始有起色，債務也還清了。剛好

國外藥廠購併風興盛，林智暉心想 :「努力這麼久，好

不容易公司才穩定下來，萬一那天被購併該怎麼辦 ?」

此時，他想起當初自己踏入藥業的初衷，就是想要經

營藥廠，於是興起買藥廠的念頭，1998 年買下信元藥

廠投入製藥產業，公司正式改名為「健喬信元藥品股

份有限公司」。

發展製藥期間，健喬信元仍繼續代理藥品進口，用代

理藥品賺的錢培植製藥業。沒想到，不到五年的時間，

整個市場翻轉，代理業務走下坡，製藥產業掘起，林

智暉說，幸好當時公司有轉型，不然不會有現在的健

喬信元。這次經驗讓他體悟到，產業必須不斷求新、

求變，才能永續經營。

近十年來，健喬信元不斷併購，購併至少十家以上的

公司及藥廠，設有「發泡劑型、鼻噴劑型、定量噴霧

劑型、性荷爾蒙」4 大技術平台，今年五月又併購健

康化學製藥公司，擴增「皮膚科、小兒科、老人用藥」

等領域藥品。

 歷經幾次危機、轉型，林智暉說 :「經營事業就像下

圍棋，沒有退路，只有用心往前看每一步，預先想好

未來的格局，才能創造價值，分享員工。」

邱玉珍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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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K 從來不是藥學

系畢業生的問題」，

台灣藥學會理事長、

永信集團董事長李芳

全回憶，過去當藥師賺

不到錢，班上做藥師的不

到一半，但現在藥學系畢業生

有八至九成是執業藥師，薪水六萬起跳，

他認為，既然大家都要當藥師，藥學教育就要提供足

夠的知識、訓練，政府應加速推動六年藥學教育。

1979 年畢業於台北醫學院藥學系，李芳全形容，當時

唸了四年的藥學，吸收的知識就像網球般大小，但現

在「網球已經變籃球」，卅幾年前的病患不會多問藥

品的功能、副作用，然而，這幾年病患透過網路等管

道找到許多資料，也開始會詢問藥師，內部知識爆發

性成長加上外部需求者的問題增加，四年藥學教育已

經不夠，有必要增加兩年臨床藥學教育。

李芳全細數，台大已率先推動六年藥學教育，成大今

年起實施，北醫四年、六年的學程則各佔一半，他不

諱言，外界對延長藥學教育仍有歧見，有些學者擔心

基礎研究消失，也有家長認為，既然唸四年可當藥師，

為何要多付兩年學費，但他強調，藥師服務領域越來

越廣，六年藥學教育有其必要性。

不僅是藥學教育求新求變，九年前接下父親一手創立

的永信藥品，李芳全坦言，公司六十多年來發展順利，

容易忽略外在環境的競爭壓力，過去總是自我麻痺，

永信就是大甲庄腳公司，但如何從區域化到全球化已

成最大挑戰，「永信的對手是全台藥廠，更要挑戰全

球學名藥市場」。

李芳全接手永信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員工有全球化的

概念，但第一個困難是「雞同鴨講」，員工技術沒有

問題，管理的語言需要統一，溝通不佳，效率就不好。

李芳全立下規定，所有處級主管必須有企業管理碩士

的學位，考量部分員工無法在外進修，公司與東海大

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合作，邀請老師到公司授課，課程

一開就是三年。

面對外在變動，李芳全自身也有所因應，他擁有北

醫藥學系學士，台大藥學所碩士、美國明尼蘇達大

學藥物化學博士等藥學相關學位，返台後轉攻法商

領域，陸續拿到東海大學企管所碩士、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去年九月開始攻讀中國政法大

學知識產權法學博士班。學歷如此顯赫，李芳全卻

笑著說，自己不喜歡念書，但因需要專業知識，自

修效率不佳，因此選擇到學校進修，在繳學費、交

報告、考試的多重壓力下，強迫自己念書，「這是

念書最有效率的方法」。

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永信目前生產銷售人用藥品、

動物藥、化妝品、保健產品、原料藥及特用化學品等

約七百種產品，2012 年營業額達卅六億元，除內銷市

場，外銷市場分布美國、中美洲、日本、中國、東南

亞等國家。李芳全也預測，今年營業額可上看八十至

一百億元，台灣市場約佔一半，海外市場所佔比例也

會逐漸增加；下階段鎖定於 2022 年完成原料、藥品、

行銷、通路的全球資源整合，務求在學名藥的紅海市

場中，開闢一片藍海。

李芳全強調，學名藥仍大有可為，外商總以「便宜」

形容學名藥，事實上學名藥並不便宜，相對新藥是非

常經濟，永信生產三百多款的學名藥，就像一座百貨

公司，由美食街到精品樓層，應有盡有，很多公司不

做低利潤的藥品，但只要醫師有需求，即使有些「老

掉牙」的藥利潤不佳，永信會持續做下去，這也是社

會責任的一環。

林相美 / 採訪報導

10



開刀房手術，開刀一定要用到麻醉藥品，公司也做起

麻醉藥品，成為亞洲最大的公司。

此時，公司再度面臨生存抉擇，江宗明說，這次的生

存抉擇並不是公司不賺錢，而是公司未來走向。他強

調，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藥師，單身時，大家都還過得

去，但當大家結婚生子後，那口井就不夠大家吃，所

以必須想辦法再轉型讓事業更壯大。

如何讓這口小井變成大井？一位朋友提醒江宗明，醫

療產業太過專門，而且全球生病的人只佔百分之五，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健康人。一語點醒夢中人，

1990 年寶齡富錦再次轉型，發展醫美藥妝產品及投入

保健食品產業。這還不夠，藥廠要生存還是要有獨特

的藥品，江宗明到美國請技術人員到台灣傳授製藥技

術，做出台灣第一顆長效型的止痛藥。

能做出學名藥、公司也在穩定中成長賺錢，大家也有

飯吃，多數人會覺得，這樣就可以了，但江宗明並不

因此滿足，他想要投入新藥研發。但投入新藥研發必

須花大筆的資金、時間，最後可能無疾而終。

經過一番激戰與說服，2001 年班友公司決定投入新藥

研發。江宗明到美國密西根大學交涉Nephoxil的授權，

當時研究人員只知化合物成分中有些成分可以把食物

中的磷排出體外，減少洗腎患者因為引發高磷血症而

死亡。江宗明說，以為找到化合物就很快了，沒想到

一搞就是十二年，所燒的錢更是難以計數。

歷經十二年，寶齡富錦生技終於取得日本、美國藥證，

台灣一旦取得藥證，拿百磷 (Nephoxil) 將是國內藥廠

第一個自行研發的新藥。對於下個目標，江宗明信心

滿滿地說，我們己經準備好了，無論是新藥或是醫美

藥妝、感控產品、檢測診斷，將以台灣為基地再擴展

到全世界。

寶齡富錦生技的成功絕非偶然，總舵手總經理江宗明

敏銳的觀察力，才是讓寶齡富錦生技研發出新藥、邁

向國際舞台的靈魂人物。1974 年一群台北醫學院藥學

系畢業的同窗好友，因為夢想碰在一起共同組成「班

友公司」，投入健康照護行業。

「當年，大家都在藥廠服務，非常熟悉醫院通路，但

手上沒有產品可賣。」江宗明表示，四十年前，藥品

都在藥廠跟貿易商的手裡，台灣的藥品進口幾乎被貿

易商把持，要進口藥品必須透過他們。我們跟一些貿

易商合作，請他進口一些藥品，再給他利潤。

持續一段時間，貿易進口商可以代理的產品愈來愈少，

為了生存進口商不再幫他們進口藥品；「這是班友公

司等一次面臨事業危機，」江宗明辭去藥廠工作，大

家開會決定「生存」之戰，他認為，要生存只有兩條

路可以走，一是自己取得代理權，另一個則是買藥廠。

大伙兒決定買藥廠，剛好有位同學藥廠要賣，班友公

司就買下寶齡製藥廠，1976 年再買下富錦藥廠，擴大

事業版圖，正式命名為寶齡富錦製藥。很有生意頭腦

的江宗明開始整頓藥廠產品，將產品通路由藥房轉到

醫院，他嗅到了檢驗試劑的商機。

江宗明開始做起檢驗試劑的業務，他跟英商嬌生代理

檢驗試劑，引進 B 型肝炎檢測，是台灣最早的 B 型肝

炎檢驗，幫助不少人，荷包也賺得飽飽。他又看到另

一個可以賺錢的機會，於是就把檢驗業務賣掉。

當時，他看到很多摩托車騎士意外造成骨折，表示需

要用到骨科醫材，於是進入骨科市場。骨折一定要進

邱玉珍 / 採訪報導

11

TMU Alumni

封面專題



2013 年，日本第一大

藥廠大塚製藥投資 2.76

億元，以一百元一股取得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

公司的 3.94% 股權，這是首次有國

外藥廠入股台灣本土藥廠，時間往前推至 2009 年，醣

聯的大腸癌抗體新藥 GNX8 獲得大塚製藥青睞，新藥

上市後，每年至少還能取得五億美元的權利金，醣聯

董事長張東玄由一名研究人員，成功為台灣生技產業

打響名號，憑藉著就是他對研究的堅持。

張東玄走上研究之路，從小就可看出端倪，他回憶，

小學五、六年級時，常為了解算術應用問題，徹夜未

眠，只愛算數，對其他科目都沒興趣，「這是我最壞

的習慣也是父母最頭痛的事」；解出答案後沒有實質

回饋，說到底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成就感，這習慣支

撐張東玄度過日後埋首實驗室的日子，他說，研究做

不出來就一直做，做到有成果為止。

1968 年畢業於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張東玄退伍後到

日本東京大學藥學部深造，當時他的研究題目是分析

正常細胞與癌細胞的細胞表面有何不同，為何正常細

胞彼此接觸後會停止生長，但癌細胞一旦接觸後還會

繼續生長，而細胞表面都有醣的成份，這也是他研究

醣的開始。

1975 年取得東京大學藥學博士後，張東玄赴美國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 IgE 及其受容體，之後轉往馬里

蘭大學從事胰島素受容體研究，兩年後，賓州大學

Wistar Institute 希望找一名助理教授，既能懂得免疫、

了解如何培養動物細胞，也要有荷爾蒙受體的研究背

景，張東玄的經歷通通派上用場，研究團隊做了兩萬

多個單株抗體，終於發現有兩個單株抗體只會和癌細

胞結合，而不與正常細胞結合。

一一細數研究歷程，張東玄形容，做研究牽涉到人生

觀的問題，「蓋大樓要從基礎開始」，錢可以跳著賺，

但研究必須一步步從基礎往上走，不能好高騖遠；

1986 年，張東玄應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之邀返

國擔任客座教授，並兼任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免疫組主

任，當時政府已將生技產業定為下個明星產業，外界

迫切看到成果，反成箝制，2001 年張東玄決定創業 ,

繼續專注自己想做的研究。

張東玄說，從事一個新藥研發，十年以上是正常的事；

雖有心理準備，但籌錢卻是最大的挫折，醣聯的研究

在全球均屬最先進，「稍微聽得懂的研究人員沒錢，

親朋好友聽不懂，就當是捐錢」，10 萬、20 萬的湊，

張東玄甚至把房子都賣了，砸下全部家當，醣聯成立

時的一億台幣經費，他的錢就佔了四分之一。

畢生積蓄壓在研究心血，研發新藥的燒錢速度卻也

飛快，煎熬中奮力一搏，2007 年張東玄把研發成果

寄給全球約五十家藥廠，五、六家藥廠有回應；張

東玄回憶，其中大塚製藥最積極，把醣聯所作的實

驗全部重做過一次，十七個月後確認實驗結果完全

正確，2009 年，醣聯將用於大腸癌治療的抗體新藥

GNX8，以總價 1.96 億美元授權大塚製藥，由大塚製

藥進行臨床試驗。

張東玄說，這是公司最重要的發展，也是第一筆「非捐

贈」的資金，以大塚在藥業的專業，這項合作案等於是

大塚為醣聯背書，目前也有藥廠洽談第二項新藥成果。

埋首研究或創業，都歷經挫折與煎熬，張東玄說，他

未曾想過放棄，因為「別的事情我也不會做」，人生

目標只有研究與教書，更重要的是，他不相信題目無

解，至少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許將來有人推翻

他的方法，但他要找到讓自己信服的結果，一如他創

業初衷，只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

林相美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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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杯總經理從民國 59 年「嫁」進南光，篳路藍縷，

從每天清晨五點親手調劑開始，一路領著南光成長至

南部的製藥王國。除了錠劑，南光可說是做軟袋、點

滴起家，從 19 年前就堅持使用非 PVC 材質，並花費

12 億投資一條無菌生產線，只因「要 100% 的品質保

證，唯有這條路。」

 回想進入南光的經歷，王玉杯感慨地說，自己真是「巧

婦熬成婆」，先苦後甘，箇中點滴更是「有很多故事

可以講」。她大學就讀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大學三

年級要去淡水試驗所實習前，被母親叫回台南相親。

原本整個禮拜都排要相親，結果在第一天與南光現任

董事長陳立賢相親時，就被當時的南光總經理相中，

相親結束後媒人直接跟在車子後面到家中，一直問我

們「好不好？就定下來了？」

 「當時作小姐也害羞，不敢有什麼表示，」王玉杯說，

媒人看她頭低低，直說「不說話就是好了！」惹得她

母親著急：「哪有這麼快的？」但最後也仍是定了下

來，「後面還有排隔天相親的，一直說至少還是給他

們看看啊，我媽媽只有說已經被人家訂走了。」

 因此，實習地點也改為南光，並在畢業後嫁給陳立賢，由

這對年輕夫妻負責整個南光的運作。王玉杯結婚後第三天

就開始「上工」調製藥劑，她回憶，當初問公公蜜月怎麼

辦？公公回：「以後再說。」結果這樣一做，就是幾十年。

 王玉杯在南光可說是「開疆闢土」，剛開始時只有 20

位員工，而且沒有人交接、沒有技術人員，她是唯一

的一位藥師。「我進去南光那天，就是我公公退休那天」

王玉杯 總經理

王玉杯說，她當時就拿到一本寫著配方的筆記本、還有

兩本資料，有些資料是婆婆當時在做的，她問婆婆該怎

麼辦，婆婆反問：「妳不是藥學系畢業的？」她只有低

下頭來自己摸索，最後也打出一片天來。

 當時南光的調劑原料放在一樓倉庫，但調劑室在三

樓，王玉杯就在前一晚獨力將隔天會用到的藥劑一桶

桶搬上樓，每天清晨五點半起床開始調劑，上午八點

整調好藥劑，交給員工裝填。

 走過前面這段最辛苦的歲月，王玉杯說，她幾乎記得

所有配方，因為藥劑都經她親手測試，放一陣子再做

安定性測驗；當時的動物藥品處方複雜，她盡量不用

添加物，這些全都靠她自己看書摸索、累積經驗。

 如今南光製藥已有員工 478 人，不僅擁有 2 百多張

藥證，更是醫療用軟袋及點滴王國；實收資本額 8 億

3300 萬，營業額 10 億以上。

 「早先嫁到南光，很認命，」「但是我有信心，一步

一步走下來。」王玉杯說，她最重視的就是「誠信」，

「我講出的話，一定要做到。」同時堅持「做對的事

情」，例如從早年就堅持不做 PVC 軟袋，「後來這反

而變成社會責任。」

 王玉杯笑說，關於社會服務，南光是「了錢也在做」，

非 PVC 材質成本比一般市售的 PVC 材質高，但只因

無毒。「我們該做什麼就做」；何況「有毒遲早要被

取締。」這樣的堅持，也讓南光順利打入日本市場，

以此為立基，放眼全球發展。

現任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理事長

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法規暨 GMP
技術委員副主委

社團法人中華無菌製劑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理事

陳幸萱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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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洋藥品集團旗下的

智擎生技與美國 Merimack 製

藥合作開發胰臟癌新藥 MM-398

的合併療法，第三期臨床試驗的數據

顯示，能延長晚期胰臟癌患者的整體存活期，消息一公

布，董事長林榮錦難掩喜悅，因為離實現他的「新藥夢」

又更近了一步。

但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科班畢業的林榮錦，並不是一

開始就懷抱著「新藥夢」。自小家境清寒的林榮錦說，

母親希望他當醫師，但他沒考上醫科，退而求其次讀

藥學系，北醫是私立學校，考上時連學費都籌不出來，

是靠補助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助學貸款才念完大學。

「我本來已經打算辦休學了，有人叫我簽一份文件，

說簽了就有大學可以讀，後來才發現原來是助學貸款，

所以還蠻感激當時推行這項政策的行政院長蔣經國。」

林榮錦說。

林榮錦回憶那個時代，讀藥學系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實習

時到氰胺公司去滴試劑，「難道我就這樣過一輩子嗎？」

畢業後，林榮錦到必治妥藥廠當業務，有時為了搏感

情，藥廠業務得請醫師吃飯。林榮錦說，當時一個月薪

水只有兩萬元，應酬一次要花掉五千元，實在吃不消，

他開始對這樣的環境產生質疑，不惜放棄所學轉業。

林榮錦做過房地產，賣過清潔劑、撕不破的紙，但都

覺得不合適，繞了一圈後又回到自己擅長的藥品。

二十九歲那年，和當時還是女朋友的太太及朋友湊了

一百萬元創業。

一開始林榮錦到圖書館裡找有潛力的藥品，進口原料、

代工，幾年後發現東洋的一個治血栓的學名藥，雙方

展開合作，他光賣這個單一產品的營業額，就比整個

台灣東洋的營業額還高，於是雙方合資成立東杏藥品。

1994 年，林榮錦以東杏藥品總經理身分接手當時負

債 4.6 億元的台灣東洋製藥，8 個月就讓這個老藥廠轉

虧為盈，20 年後，台灣東洋更搖身一變成為市值超過

700 億元的製藥集團，從傳統注重製造和銷售的藥廠，

躍升成為新藥開發為主的國際生技藥廠。

台灣東洋專精於癌症、抗感染、心血管藥物研究及

開發，其中以抗癌藥物「力得 Lipo-Dox 微脂體注射

劑」為代表產品之一，可以出口至海外。而 2007 年

以來，東洋開始積極與國外藥廠合作，包括嬌生、

Merimack，採取交互授權的方式共同開發新藥。

「把有才幹的人留在台灣，創新開發新藥的模式，技

術平台商品化」，林榮錦認為，這是台灣東洋在台灣

生技製藥的貢獻，尤其是他一通電話讓美國生技醫材

專家張有德留在台灣，更是讓人津津樂道。

林榮錦說，台灣東洋非常重視人力資源的創新，投資

最多，因為人是組織裡最重要的核心。「無論是台灣

東洋，還是我投資的任何一個企業，我都希望員工有

正確的價值觀。」林榮錦說，很多員工離開了之後，

因為有競爭力，其他企業都搶著要，對製藥產業產生

一個良性的連鎖效應。

林榮錦也告訴員工，要把所學回饋給學生和教育體系，

「年輕學生就跟當年我年輕時候一樣，不知道未來該怎

麼走，人生充滿挫折。」所以我希望台灣東洋這個企業

能帶給這個產業、這個社會和下一代正面力量和希望。

至於台灣東洋的遠景，林榮錦說，不只東洋，所有旗

下的公司最大的目標就是「做新藥」。做新藥從現實

的層面來說可以增加就業率，但對林榮錦而言，發展

新藥最大的意義是幫助生命，為世界帶來希望，是個

事業，更是個志業。

楊正敏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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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味芳餐廳吃宵夜，幾杯酒下肚，嗓門大了，天南地北聊

開來，他們一致認為應該組個校友會的常態性組織，凝聚

蘭陽地區北醫人的感情，萬一遇到緊急事故時，大家也有

個照應。

只不過，四個人似乎少了點，於是又找了蘇逸臣的同班同

學、內科醫師吳光芳，以及外科醫師李明堂、內科醫師吳

慶順、牙醫師吳燦亮等四人，四加四湊成八人，那年夏天

就選在宜蘭市的可愛餐廳舉行成立大會。參加那次成立大

會的有十六人，也就是這八位發起人，以及他們的另一半。

為什麼取名「校友聯誼會」，而不是「校友會」？「大家

都怕麻煩啦。」李元武解釋，當時仍是戒嚴時期，很多事

都被賦予政治色彩，敏感性十足，在宜蘭這個有台灣民主

聖地之稱的地方成立校友會，難免會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他說，如果三天兩頭有人到這幾位發起人的醫院、診所或

家裡坐一坐，或是問話，或是調查，甚至來個身家調查，

多少會帶來不必要的困擾及恐懼。

為了不惹來無謂的麻煩，他們選擇較不張揚的模式，捨棄

「宜蘭縣臺北醫學院校友會」的招牌，而以「宜蘭縣臺北

醫學院校友聯誼會」的名義成立。三十多個年頭過了，台

灣早已解嚴，他們卻已習以為常，不想再變動，繼續守著

校友聯誼會這個名號，運作至今，只不過隨著母校升格改

制，將名銜中的臺北醫學院換成臺北醫學大學罷了。

宜蘭校友聯誼會成立的由來
在什麼樣的聚會裡，只不過喊了聲「會長」，竟有二、

三十個人熱情回應？答案是：宜蘭縣臺北醫學大學校友聯

誼會。現任宜蘭校友聯誼會總幹事李元武笑著說，一般校

友會都是三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一次，換句話說，被

選上會長的人，短則三年，長則可幹滿六年，甚至還可回

鍋再任，因此會長通常就只那區區幾人，儘是老面孔。

反觀宜蘭縣北醫校友聯誼會的會長則是一年一任，時間到

了，換人再上。從 1978 年成立至今三十幾年，會長已換了

近三十人，以目前會員人數不到四十人來說，幾乎每個人

都曾當過會長，形成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2014 年 5 月 4 日中午假礁溪長榮大飯店舉辦的例行餐敘，

出席參加的北醫校友及家屬就將近六十人，李元武和夫人

張麗梅忙著招呼大家，左一句「會長好」，右一句「會長

你最近氣色很好喔！」 叫得親切，卻也聽得鄰桌賓客滿頭

霧水，「哪來那麼多會長呀？！」

其實，當初會採取這種大家輪流當會長的方式，有其特殊

意涵。雪山隧道通車前，地處台灣東北角的宜蘭交通並不

方便，外來人口不多，選擇到蘭陽地區執業的北醫校友也

只有少數幾人。即便如此，繁忙工作之餘，他們還是經常

相約吃飯喝酒，聯絡感情。

1978 年的某個晚上，外科醫師蘇逸臣、腸胃內科醫師詹游

昭常、外科醫師李光雄及牙醫師李光仁四人，相約到羅東

林進修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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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校友聯誼會，不管對蘭陽地區的北醫校友或是母校北

醫來說，都是大事，但剛成立的七、八年裡，校友聯誼會

幾位核心人士卻未主動和母校聯繫，也未讓母校分享那份

喜悅，總讓人覺得怪怪的。

李元武說得明白，當年北醫董事會忙著內鬨，為了校產把

整個學校搞得烏煙瘴氣，報章雜誌常大篇幅報導，讓他們

這些校友覺得相當丟臉，為了不介入學校的紛爭，乾脆不

和母校接觸，圖個清靜。

2013年接任校友聯誼會會長的第 18屆醫學系校友徐慧興說，

當年北醫董事會鬧得沸沸揚揚時，外界對北醫的觀感很差，

他們在外行醫執業時，常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北醫人。最近幾

年，北醫董事會運作穩定，學校也展現高度活力，蓬勃發展，

和當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才以身為北醫人為榮。

宜蘭縣北醫校友聯誼會首任會長是李光芳。李元武記得，當

時北醫在蘭陽地區的校友不多，加上草創階段也沒什麼大

事，就由李光芳連續當了三年會長，才把棒子交出去。為了

讓校友聯誼會能長長久久久運作下去，他們想出一個很有意

思的點子，那就是會長不是用選的，而是由大家輪流擔任。

原則上，不分醫學系、牙醫系、藥學系或其他科系，也不

分年齡大小，而是以加入聯誼會的日期先後為依據，大家

排排隊，越早加入的，就越早當會長，誰也跑 不掉。

「就是人人有機會啦！」李元武被拱為北醫校友聯誼會的

萬年總幹事，少說也和十幾位會長共事過，非常清楚這個

遊戲規則。他說，這個會長通常只是掛個名，負責對外聯

絡而已，會務大都是總幹事攬起來做，可說是輕鬆愉快。

他邊說邊站起來，環顧當天設在礁溪長榮大飯店二樓歐式

自助餐廳的聚會場地，信手一指，「這位曾當過會長」、「那

位也當過會長」，坐在一旁的張麗梅連忙補上一句：「反正，

幾乎每個都曾當過會長啦。」

李元武他自己是 1983 年詹游昭常當會長那年接下總幹事這

個職務的，沒想到一做就停不了，除了少數幾年換人做做

看，以及他輪到當會長的那一年外，他都被當年輪流當上的

會長強力慰留，有的會長甚至揚言，如果他不續接總幹事，

就不當會長，逼得他不得不留任，年復一年。

走過這些年頭，宜蘭縣北醫校友聯誼會運作得非常順暢，每

逢單月第一周的星期天中午聚餐，一年六次，其中三月那

一次，則請母校師長來共襄盛舉，分享大家的喜悅。李元

武驕傲地說，與其說聯誼會是個正式的校友團體，倒不如

說是個大家庭，每次聚餐時，大家都攜家帶眷，吃吃喝喝，

聊聊天，氣氛相當融洽。

「我們可說是比兄弟還親的大家庭。」李元武強調，宜蘭就

這麼一點大，北醫校友在這裡打拚，大家互相照顧，彼此

提攜，感情好得不得了。除了每兩個月一次的固定聚餐外，

平常大家也會相約吃飯聊天，但就是不碰政治議題，也不談

利害關係，更不會去比你賺多少、我又賺多少這些無聊事。

1973 年就在宜蘭定居的李光雄，算是較早到蘭陽拓荒的北醫

人，在羅東聖母醫院工作很長一段時間，退休後選在宜蘭市中

山路二段開診所。他認為，「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是聯誼會

能如常走到今天的主要原因，只要有人碰到醫療糾紛，其他人

就一起來幫忙解決，長期相處下來，大家感情好得不得了。

就因這種有如家庭般溫暖的氛圍太動人，且每次聚餐都辦得

有聲有色，熱鬧非凡，看得其他學校畢業的醫事人員也羡慕

得很，紛紛群起傚尤。李光雄細數，中國醫藥大學、中山醫

學大學及國防醫學院後來也成立宜蘭校友會，也定期舉辦聚

會，但活動力不強，聲勢遠遠不及宜蘭縣北醫校友聯誼會。

李元武悄悄透露，宜蘭縣醫師公會理事長潘仁修雖畢業於中

國醫大，還是忍不住加入宜蘭縣北醫校友聯誼會這個大家

庭，成為榮譽會員之一。

一年六次，連續辦了三十幾年，光是例行性聚餐就辦了將近

兩百場，宜蘭縣境內的餐廳幾乎全都吃過了，每次選聚餐地

點時，還真傷腦筋。不過，李元武強調，吃飯事小，大家聚

在一起聊天打屁，聯絡感情才是真的，至於挑選餐廳的事，

就留給以後的主事者去傷腦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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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4 月 1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11:00，北醫教研大樓

一樓大廳舉行〈生命力 阮仲洲眼中的非洲大陸〉攝影

展義賣揭幕典禮，協助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的發展。50

幅來自非洲的作品，從草原動物自然的呼喚，孩童燦爛

的笑容，大人對生命的韌性，到北醫駐史瓦濟蘭醫療團

的問診熱情，彷彿一部電影，讓在場者驚嘆、激賞。

「沒想到我的同學會攝影，還拍得這麼美！」退休的婦

產科醫師施俊雄、在美國執業的耳鼻喉科醫師洪伯宗、

婦產科醫師楊武雄、改行從商的張道正醫師與現任北醫

董事胡俊弘異口同聲的表示。同學兼好友的胡俊弘還打

趣的說：「他以前是『舞』林高手，求學時期還曾經教

我跳舞呢！」，「他啊，非常 smart，成績不錯，不是

為分數而讀書的人，個性獨立、人緣好、會照相，以前

常把我『拍照存證』，哈！」這場攝影展，彷彿是同學

會，84 歲的病理學科教授黃德修則透露 60 年來，北醫

第一屆醫學系同學可能都不知道的「秘密」─阮仲洲，

現任高雄阮綜合醫院總裁兼董事長，在醫療專業之外，

原來還是位藝術家。

用鏡頭呈現
人文關懷
第一屆醫學系校友阮仲洲

陳慧瑩 / 採訪報導

17

TMU Alumni

北醫典範



父親的相機 打開新視界

「我從初中就開始攝影啦！」當年拿著父親的相機好

奇把玩，玩出興趣，甚至一手包辦相片沖洗，走到那

拍到那，從此打開阮仲洲的新「視」界。2009 年，阮

綜合醫院成為北醫駐史瓦濟蘭醫療服務計畫的夥伴醫

院，年屆 70 歲的阮仲洲在北醫邀約下，第一次踏上非

洲土地，用鏡頭捕捉力量四射的猛獸與華麗優美的禽

鳥，讓人驚見這位資深醫者，追求心靈富足的另一面。

阮仲洲回憶起在北醫的時光，「60 年前的北醫，只有

3 間簡陋教室，同學們都是在克難的環境中，點滴累

積自己的醫學能力。當年的病理學科陳定堯老師、黃

1.  北醫第一屆醫學系校友阮仲洲董事長

2.  與同學一起翻閱攝影作品集

3.  攝影展會場與同學合影

4.  攝影展會場與第一屆醫學系同學合影

5.  〈生命力 阮仲洲眼中的非洲大陸〉攝影展與來賓合照

德修老師都是親切的師長，而胸腔外科的柯賢忠老師

教學認真，但很凶！」他記得在仁愛醫院實習時隨柯

老師查房，一群實習生經常挨罵，有一天阮仲洲忍不

住在查房完之後告訴柯賢忠：「請您不要在病人面前

罵我們，否則病人會以為實習醫生很遜，最後就跑光

光！」一席建言，沒想到柯賢忠教授非但不生氣，還

對阮仲洲印象深刻，此後師生互動良好，柯老師過世

前還曾去高雄拜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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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醫建教合作  研究與人才到位

父親是內科醫師，阮仲洲卻專攻消化外科，與哥哥承

接父業，在高雄以阮綜合醫院起家，有感於科技器材

輔助的重要，阮仲洲開南部風氣之先，很早就引進 CT

（電腦斷層），並力邀血液科權威劉禎輝、心臟內科

李源德等名醫駐診、技術支援，贏得阮綜合醫院在南

部醫療院所的高評價地位。「我和哥哥原本想做一百

床就好，沒想到總病床數超過 500 床。」這是阮仲洲

沒料到的。

當年承接父業草創維艱，尚無太多能力回饋母校，隨

著阮綜合醫院規模擴大，阮仲洲有感於人才培育與研

究的重要，5 年前曾捐贈 4 千萬元提供北醫大發展醫

療學術研究，雙方簽訂人才、醫療與學術多邊交流，

開始建教合作之路。未久，發生莫拉克颱風，阮綜合

醫院與北醫大體系投入災區進行長期性的人道救援；

接著阮綜合醫院與北醫攜手前進非洲等地展開國際救

援，「身為區域醫院，如何在擁有先進設備之餘，更

充實自身的軟實力？與醫學中心交流是一個選項。」

阮仲洲在與北醫大合作過程中，有感而發。

研究，是阮仲洲辦醫院的堅持。在醫療競爭當下，有

些教學醫院為節省薪資，容許主治級以上醫師在外兼

職，「我無法認同！醫院管理者應該用高薪鼓勵醫師

持續研究，嘉惠病人，這才是醫院的生存之計。」儘

管醫療資源比不上一些大型醫院，阮仲洲仍在南部率

先引進治癌用的螺旋刀，「如果能力夠，我甚至想花

50 億元成立質子治癌中心，給癌症病友更多存活機

會。」阮仲洲在言談間展現醫界小巨人的企圖。

管理醫院之外，年屆 73 的阮仲洲仍充滿活力，吸收很

多醫療資訊，甚至推出搭高鐵南下健康檢查與海外健

診等創舉，獨到的眼光讓業者稱奇。「對阮綜合醫院

來說，南部醫學中心是『一碗公』，我們只是『一碗

飯』，如何與他們競爭，就是要拚創意，拚服務，拚

效率！」

散發人文氣質  分享行醫初衷

此次攝影展，阮仲洲將作品義賣所得捐給北醫人文暨

社會科學院，作為「人文藝術特約講座」之用，以彰

顯醫學人文教育的重要。透過純真的眼睛，用直接而

豐富的熱情將發自內心深處的感受呈現出來，阮仲洲

的攝影內涵，讓學生看到行醫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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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仲洲的攝影小密訣
60 年自學攝影，阮仲洲分享私房密訣，以〈眼中的非洲大陸〉作品為例：

• 按快門前先構圖：按快門前要先思考畫面，1、2 秒的腦力激盪很有用。

• 顏色要協調：〈非洲冠鶴〉與枯草很搭，如果是一片綠草就不協調了。

• 圖要平衡：拍〈水羚〉時，牠們集體朝向我，在橫面的綠葉為襯下，迅速捕捉這一幕。

• 擅用光影：拍〈問診〉時，運用自然光影，效果不錯。

• 這些作品從拍攝、放大圖片到裱框，我一人完成，圖片色彩畫質很好，保證百年不褪色。

6.     作品〈水羚〉

7.  喜愛攝影的阮董事董事長透過鏡頭呈現人文關懷

8.   作品〈非洲冠鶴〉

9.   作品〈問診〉

10.  非洲孩子的活力讓阮仲洲深深感受到非洲的魅力

11.  作品〈鵜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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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無數偏鄉，奉獻醫療專業的  

陳錦松醫師
汐止國泰醫院牙科主任陳錦松是臺北醫學大學牙醫系

第 15 屆校友，在大學時期與同學一起組成「口腔醫療

服務隊」，長期投入偏鄉義診。走過台灣偏鄉及福建、

北印度、帛琉、吐瓦魯、尼泊爾、泰北、柬埔寨、馬

紹爾等地，如今他為南印度奉獻心力，培育下一代志

工口腔健康照護員，將義診的精神傳遞下去。

陳錦松在牙醫系四年級時成立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療

服務隊，主因是跟著別的社團出隊服務，發現雖然有

牙科口腔宣導，但在專科學生眼中，專業稍嫌不足。

「回到牙科後我就想，為何不自組隊伍，做寒暑假醫

療服務？」於是陳錦松著手籌備第一屆口腔醫療服務

隊，民國六十七年出隊。

畢業後，陳錦松認為成為牙醫師後，應該更有能力做

口腔醫療服務，於是與幾位同學、學弟妹在民國八十

年四月十五日成立「四一五口腔醫療小組」，號召牙

醫師每個月請假一天去山地鄉服務，往後更是開疆闢

土，前進國外醫療資源缺乏地區。

陳錦松表示，當時國內醫療服務隊還不普遍，

「四一五」等於打先鋒，號召力也強，聚集了一群志

同道合的朋友。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副教授、北醫附設醫院牙科

矯正科主治醫師林利香是「四一五口腔醫療小組」的

一員，與陳錦松是夫妻，三十多年來，兩人一起義診、

走過無數偏遠地區，奉獻醫療專業。

民國八十八年起，兩人首次至福建省福鼎市從事國際

醫療援助，往後幾乎每一年，國際醫療援助都不中斷，

足跡遍及北印度、帛琉、吐瓦魯、尼泊爾、泰北、吉

里巴斯、中印度、南印度、柬埔寨、蒙古、馬紹爾等地。

陳錦松說，每次服務都是提供當地極為不足的醫療。

例如一次在柬埔寨，一對夫妻原以為先生得了癌症或

其他絕症，整個臉頰皮膚潰爛。聽說義診團到當地，

夫妻二人趕緊前來求診，檢查才發現是因為牙爛掉造

成的，「拔掉就好了」，隔天潰爛處馬上開始癒合，「小

夫妻很高興」。

不過，現在問到林錦松過去印象深刻的醫療服務經驗，

他已經很少提及這些經歷，「做了三十幾年，都已經

是平常心在做。」他表示，以前被記者問到類似的問

題，還會仔細回想、稍微提一下，現在心情早已不會

有什麼波瀾，因為「做這種事不會期待回饋或回報」，

很多事做完就像水流這樣過去了。

陳幸萱 /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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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實跟你說，現在真的很難特別去回想哪段經

驗，」再度被問到「印象深刻的醫療服務經驗」，陳

錦松說，因為真的經歷太多故事，要往前看、繼續做

醫療服務，「過去的就讓他過去。」

他強調，現在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精神狀態與能耐，

未來有時間、體力最重要，「（義診服務）能做幾年

是幾年」。他今年已六十二歲，每年做義診，深刻感

受到生命的流逝、人不斷衰老。

也因此，他認為「能多帶一點人投入這個工作才重

要」，近幾年他鮮少以四一五口腔醫療服務隊名義出

團，時間幾乎都花在培育北醫學生國內的口腔醫療服

務隊與南印度口療隊，「為的就是引導、培養年輕人

有這樣的志向，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延續志工精神。」

現在許多南印度口療隊、北醫口腔醫療隊的醫師，都是

當年的學生隊員，「他們當年都跟著去服務，如今開花

結果了。」陳錦松說，藉由每年培養學生義診，讓年輕

學子知道有這樣的門路、工作與需求，散播服務的種子。

對他來說，如今「每年忙一次就夠忙了」。為了順利、

有效地完成國際醫療服務，他與林利香醫師每年都得

花半年以上時間重新培育新手學生，回國後又得花幾

個月的時間整理成果報告、參加相關比賽等，接著又

是下一年的新生。

除了灑下國內志工種子，這幾年在南印度，他也積極

培育基礎口腔健康照護員。他表示，藏區不只缺乏醫

療資源，要接受醫護教育更不容易，因此他會提供校

護、護士、喇嘛口腔健康教育，讓他們能做簡單的口

腔治療、檢查與衛生教育。「我們在的時間有限，希

望他們也能有自我健康照護的基本能力，這對他們才

是好的。」

陳錦松說，還有不少喇嘛來台灣弘法時，會特別找志

工團體接洽，希望為當地帶來好的醫療服務。

醫療志工服務三十載，從燃燒個人服務偏鄉，到孕育

志工新血，這樣的轉變，是年歲淘選下的人生體悟。

「（醫療援助）做了這麼久，更體認到個人是很渺小

的」，「如果說這是偉大的事，大家一起做，才能顯

出這件事的偉大。」

1.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牙科主任陳錦松正在閱讀資助兒童信件

2.  陳錦松醫師於南印度 Karuna Home 身障中心看診 ( 陳錦松

提供 )

3.  南印度口腔醫療服務隊與當地醫院院長及助理合影 ( 林利香

提供 )

4-5. 2013 年暑假，北醫口腔醫療服務隊至苗栗偏鄉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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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
• 北醫大癌症研究中心獲得衛生福利部「第二期（103 年至 106 年）癌症研究計畫」補助金 1 億 2 仟萬元

• 北醫大潘力誠老師研究團隊榮獲「第 10 屆國家新創獎」，北醫大連續 5 年、9 個團隊獲此殊榮

• FICHET、NISA 及 ESIT 三單位實地訪視，肯定北醫大國際化成果

• 北醫大為全國唯一榮獲國際傑人會「第 21 屆傑青獎」5 項獎項之大學

• 北醫大通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O27001）年度複審

2014/2
• 北醫大體系連續 3 年，獲台北市「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標竿機構」

• 北醫大 MOOCs 課程本學期首航，將登上清大 Share Course 與交大 E Want 平台

• 北醫大 500 多位熱血同學，在寒冬中向國內 6 縣市及海外放送溫暖

• 北醫大「2014 全國青少年高國中暨國小寒假醫學營」，吸引 2 千名學子參加

2014/3
• 北醫大醫學領域排名躍世界百大，藥學與藥理領域的排名為前 200 大

• 北醫大獲衛福部「提升臨床試驗創新及競爭力計畫」，3 年將獲補助 7 仟多萬

2014/4
• 北醫大癌症轉譯研究中心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 1 億元

• 北醫大與台大聯手研發抗癌新藥，獲得美國 FDA 核可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 北醫大霏雪國樂社 4 度蟬聯「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雙料優等

• 北醫大學生社團 4 度蟬聯教育部主辦全國社團評鑑最高榮譽「特優獎」

2014/5
• 北醫大榮登 QS 亞洲大學 46 名，為國內私校排名第 1

• 北醫大於第 17 屆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再獲 2 金 3 銀殊榮

• 北醫大醫資所團隊於「芬安全吉隆坡駭客松大賽」榮獲最佳資料呈現獎

• 北醫大獲衛生福利部「103 年度健康資料加值應用雲端化服務計畫」，補助金額 1,800 餘萬元

• 北醫大醫科院李友專院長榮任 SCI 期刊《IJQHC》全球總編輯，為該期刊首任亞裔全球總編輯

• 北醫大獲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自評績優學校

我 們 的 榮 耀我 們 的 榮 耀

北醫大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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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和醫院榮譽榜

萬芳醫院榮譽榜附設醫院榮譽榜

2013/12
• 鄭甘嬇護理長榮獲財團法人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

「2013 優秀護理人員獎」

• 榮獲第 14 屆醫療品質獎系統類「機構推行獎」

• 榮獲第 14 屆醫療品質獎系統類「擬真情境模擬競賽 -

優等」

• 榮獲第 14 屆醫療品質獎系統類「實證醫學類 - 佳作、

潛力獎」

• 榮獲第 14 屆醫療品質獎系統類「主題類主題改善組 -

潛力獎」

2014/1 ~ 2014/6

• 1 月通過 SGS ISO/IEC 27001:2005 認證

• 1 月通過 SGS CNS 27001:2007 認證

• 2 月通過 SGS OHSAS 18001:2007 認證

• 2 月通過 SGS CNS 15506:2011 認證

• 2 月周寶鈺護理長、陳秀鉛護理長榮獲社團法人台北市

護理師護士公會「102 年度績優護理人員獎」

• 2 月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醫院醫療安全督導

考核特優醫院」

• 3 月榮獲台北市政府「徵兵檢查作業績優醫院－年度績

優醫院獎」

• 4 月通過醫策會「美容醫學品質認證－美容手術、光電

及針劑注射治療」

• 4月榮獲《數位時代》雜誌舉辦「綠色品牌大調查」優選

• 5 月陳麗麗護理長榮獲慈月基金會「第三屆 十大南丁

格爾獎」

• 5 月張鈺靆、陳淑玲 副護理長，周雅芳、郭慧欣、顏

佩君 護理師榮獲台北市衛生局「績優護理人員」

• 6 月榮獲 HIMSS Stage6.0 認證

2013/12
• 榮獲內政部 102 年醫院類特優級友善建築認證

• 通過 ISO 9001、14001 續評

• 通過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評定

• 榮獲「離島偏遠地區緊急重症傷病人空中緊急醫療救

護服務之成效」國家品質標章 (SNQ)

•  榮獲「二代戒菸治療服務戒菸王 - 全國區域醫院第一

名」

•  通過「102 年心臟血管疾病照護品質認證 - 急性冠心症

(ACS)」

•  通過影像醫學部、血液透析中心、特殊牙科國家品質

標章 (SNQ) 續審

2014/5
• 103 年 5 月  官網通過無障礙 A+ 標章

2013/12 
• 102 年 12 月 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 ENSH「金獎

認證醫院」

• 102 年 12 月  健康促進醫院「典範選拔組織再造獎」

（2012~2014）

• 103 年 3 月 連續 5 年蟬聯《數位時代》雜誌「綠色品

牌大調查」醫療服務類第一名及特優 (2010~2014)

2014/4 ~ 2014/5

• 103 年 4 月 獲國民健康署「國際低碳醫院團隊合作最

佳案例獎」

• 103年5月通過美國醫療資訊暨管理系統協會「EMRAM

國際認證－ HIMSS Analytics 電子病歷 6 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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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傑出校友

報上看到母校基於尊重，參加「反服貿」活動，事先報備不記曠課，我真的感動與驕傲。邱文達前校長、

現任閻雲校長、吳志雄院長、黃朝慶院長都是很有想法的師長，在「培育兼具人文關懷、社會服務熱忱及

國際觀的醫事專業人才」的宗旨下，北醫成為國際頂尖大學可期。

我是 TMC 611，在校時曾當過班代、網球代表隊、北醫人報總編輯、張老師、山服團員。北醫塑造我們懂

得尊重、包容、謙虛與團隊合作 ! 畢業後，隨恩師李俊仁教授與兄長李伯皇教授習腎臟移植，長期追蹤病

人的過程中，我更體會到視病如親，才能使醫療品質提升到最高境界。

這兩年擔任臺南醫院院長與財團法人器官登錄移植登錄中心董事長，秉持同理心、真性情追求醫療品質與

效率的提升。此次獲傑出校友榮譽，感謝委員們肯定，這是我醫學生涯中最有感覺的快樂 !

˙	現任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院長

˙	擁有醫學和法學雙領域專長，長期致力推動「大愛器捐」觀念；另在醫療院所推動各項

管理革新，榮獲多次醫療服務相關榮譽。

˙	致力於器官捐贈與移植醫學，造福病人無數，功績卓越，並獲醫療典範獎。

˙	在器官移植制度建立、推廣、教育以及研究有重大影響。

˙	「器官捐贈、薪傳生命」，將大愛器捐編入國小教材，幫助器官衰竭的病人。器捐登錄分區

流通，讓更多病患受益，支持慢性處方箋釋出，醫藥合作嘉惠病患。

˙	榮獲 102 年度「醫療典範獎」致力於器官捐贈及移植醫學，成就優秀。帶領台南醫院積

極進取，成績有目共睹。若能強化國際合作或交流，將是最佳傑出校友。

公共服務類 : 李伯璋 （醫 14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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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1 年自母校畢業，服役後在台北榮總完成內科住院醫師的五年訓練，隨即到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擔任胃

腸肝膽科主治醫師迄今。畢業三十多年來，每次與北醫校友們談論過去在校種種趣事時，大夥也都欣喜分

享母校的現況。今日北醫已躋身為國際知名的大學，無論在醫療服務、教學及研究方面，均有令人稱羨的

成果。讓我們一直以北醫人為榮。

早期在母校求學的環境，孕育出每一個北醫人堅毅、獨立與惜福的特質。記得民國 78 年到成大醫院服務，

開始肝炎及肝癌的研究時，沒有實驗室及足夠的資源協助，自己須試著想盡方法開始臨床研究。民國 83 年

臨床試驗是國內陌生且非主流的研究領域，我則有幸參與慢性 B 型肝炎第一個口服抗病毒藥物干安能的臨

床試驗。隨後參與陸續研發出的各個新藥的臨床試驗，並積極出席試驗新藥的國際諮詢會議，讓我學習許

多，並以更廣的視野看待臨床試驗。隨著試驗證實各項藥物的療效，發表多篇重要文獻，成為了國際上治

療慢性 B 型肝炎指南的參考文獻。慢性 B 型肝炎的治療也邁向了另一個里程碑。

此刻獲得 102 學年度傑出校友的殊榮，要感謝母校的栽培及過去許許多多師長們的諄諄教誨，在校七年的

學習成為我未來醫學生涯的重要基石。期許自己能與每位北醫人，持續奉獻自己，服務社會。

˙	現任國力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	B 型肝炎之研究具有國際水準，成就豐碩。

˙	分子生物醫學研究，對於慢性肝炎研究獲世界醫學最佳期刊 ( NEJM ) 登載發表七篇。

˙	肝炎研究及肝癌研究方面，有一百多篇文章發表在知名學術刊物，曾獲得國內和國

外多項  研究獎，對推動肝病研究貢獻良多。

˙	慢性 B 肝研究、專利 2 項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學術成就類 : 張定宗

˙現任健喬信元公司董事長

˙	目前擔任四家醫療相關產業公司董事長，對產學合作與國際企業經營的推動頗具成效。

˙ 為多屆台灣區製藥工業同業公會理事、監事。

˙ 透過各項企業經營策略成功取得國際大廠 ( 德國百靈佳、美國禮來 ) 的合作，開發建

置國內  唯一定量噴霧吸入劑 (MDI HFA)國際規範實驗室及製造專區，為全球第七大，

建置符合  PIC/S 女性荷爾蒙專門廠，其該類藥品為國內市占第一

˙ 建置及穩定國內製藥開發及技術，「健喬信元」製藥技術並駕德、日大廠，成為國際

代工龍頭，產品獲首張國產藥證，年銷售量上看十萬支，將與全球二十大藥廠合作，

商機六千億，在產學合作與國際企業經營上已具十分良好之成就。

林董事長是藥學系第 11 屆校友，健喬信元公司董事長外，同時身兼『優良、因華、益得、祐僑、健康化學』

等醫療相關產業上市櫃公司董事長。健喬集團已成功建置五大產品領域及四大技術平台，發展特色製藥，

四大技術平台包括『發泡劑型、鼻噴劑型、定量噴霧劑型、性荷爾蒙』。近年來積極進行同業間整合，期

能透過結盟合作，帶領同業發揮綜效以開創國際市場。集團經營績效顯著，具有國內外代理、新藥研發、

全通路營業團隊、3 座 PIC/S GMP 符合國際規範藥廠、國內唯一建置定量噴霧吸入劑國際規範實驗室及製

造專區，具有性荷爾蒙藥品為國內市占第一、呼吸道藥品市占第二佳績。

企業經營類：林智暉

（醫 17 校友）

（醫 11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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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科技之賜，現在捐款超方便，有心想幫助學弟妹或回饋母校的學長們，使用

智慧手機，透過 QR Code，或經由https://pasys.tmu.edu.tw/mobile，進入臺北醫

學大學捐款系統，就能即時輕鬆完成捐款臺北醫學大學，展現愛心與義舉。

請使用智慧手機

捐款臺北醫學大學捐款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手機版捐款系統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只要掃瞄QRCODE → 進入系統 → 完成，即可以透過手機完成 

首先 1. 請掃瞄QRCODE 

4. 閱覽個資告知聲明 6. 信用卡線上付款5. 妥填

 《捐款金額》及《基本資料》 

2. 線上捐款說明  
  → 點選《我要捐款》 

3. 選擇捐款

 《學院別》與《捐款標的》 

請藉由分享QR CODE給好朋友，讓大家一起用智慧手機作現代的愛心捐款人！



校友會聯絡方式
校友會名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台灣臺北醫學大學校友總會 李宏信 (02) 2736-1661 分機 2754 tmualumni@tmu.edu.tw

台灣北醫醫學系醫友會 林志郎 (02) 2736-1661 分機 2755 tmums@tmu.edu.tw

臺北醫學大學牙科校友總會 江錫仁 (02) 2991-3661 aasodcomtmu@gmail.com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系友會 蘇游常焜 (02) 2736-1661 分機 2756 tmuspaa@gmail.com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校友會 賴甫誌 (02) 2736-1661 分機 6333 flai@tmu.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醫技學系校友會 劉柯俊 0936-821-629 kojiunn@gmail.com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校友會 廖天倫 (02) 2339-7514 分機 688 claire@welbloom.com.tw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校友會 鄭忠全 (02) 2536-1041 hvmc_cheng@hotmail.com

臺北醫學大學生藥學研究所校友會 林銅祿 (02) 2939-7774 liu2254@ms14.hinet.net

台灣北醫醫務管理協會 林志蔚 (02) 8412-3363 轉 107 tmuhcaa@gmail.com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校友會 黃柏榮 (02) 2737-2181 分機 8320 0108@h.tmu.edu.tw

全球僑生校友總會 陳保羅 (02) 2930-7930 分機 2815 chanpaul@w.tmu.edu.tw

宜蘭縣臺北醫學大學校友聯誼會 張景皓 0937-182-248 domani@ms14.hinet.net

臺北醫學大學桃竹苗地區校友聯誼會 林修二 (03) 523-9705 snow030148@yahoo.com.tw

臺北醫學大學台南地區校友會 林建榮 (06) 259-7180 chienjung18@yahooc.om.tw

臺北醫學大學高高屏地區校友會 王欽程 (07) 349-1100 chinchengwang@gmail.com

臺北醫學大學台北榮總校友會 陳敏雄 (02) 287-57882 mhchen@vghtpe.gov.tw 

臺北醫學大學台中榮總校友會 沈瑞隆 (04) 2359-2525 分機 5301 shen5300@yahoo.com.tw

臺北醫學大學馬偕校友會 楊育正 (02) 2543-3535 分機 2018 eugene@ms2.mmh.org.tw

臺北醫學大學花蓮地區校友會 李哲夫 (03) 856-5301 分機 2600 tlee@mail.tcu.edu.tw

臺北醫學大學台東地區校友會 李旺駿 (089) 310-150 分機 618 uniquewayne@yahoo.com.tw

臺北醫學大學台北市牙醫校友會 王人豪 (02) 2727-6338 royalwan@ms19.hinet.net 

臺北醫學大學新北市牙醫校友會 張香茂 (02) 2223-4034 mau997@yahoo.com.tw

臺北醫學大學牙科校友會基隆分會 林大偉 (02) 2429-1828 drdavid.lin@msa.hinet.net

臺北醫學大學牙科校友會桃園分會 蔡明仁 (03) 317-2440 best0001.tw@yahoo.com.tw

臺北醫學大學牙科校友會中區分會 呂世平 (04) 2520-6788 spinxlu@ms2.hinet.net

臺北醫學大學彰化牙科校友會 陳菁琪 (047) 260-426 ikechen60@gmail.com

臺北醫學大學台中市牙科校友會 謝志亮 (04) 2436-0159 dongsun742@hotmail.com.tw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雲嘉校友會 黃寬敏 (05) 379-6410

臺北醫學大學台南區牙科校友會 林建榮 (06) 259-7180 chienjung18@yahoo.com.tw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校友會高屏澎分會 郭明宗 (07) 366-1553 gmt560417@yahoo.com.tw

北美州臺北醫學大學校友會 陳麗珍 (909) 525-3507 lihjenchen@gmail.com

北加州臺北醫學大學校友會 黃芳基 (408) 531-1747 frankfchuang@yahoo.com

北美北醫校友會費城分會 蕭逸夫 (610) 446-3350 yfshiau@yahoo.com

北美北醫校友會華府分會 蕭雅文 (301) 208-6930 wshiau2001@yahoo.com

北美北醫校友會芝加哥分會 吳彩雲 (312) 864-2198 gtychen@comcast.net

北美北醫校友會匹茲堡分會 梁友吉 (412) 856-4114 dylmd@adelphia.net

北美南加州北醫校友會 陳筱芬 (626) 307-0797 jchenclinic@yahoo.com

臺北醫學大學日本醫科校友會 陳書顯 (04) 5771-7613 tomura@msj.biglobe.ne.jp

臺北醫學大學日本齒科校友會 林恩信 (04) 8023-6566 onshin88@yahoo.co.jp

臺北醫學大學日本藥科校友會 高素娟 (03) 5966-8283 gs80motoyama@yahoo.co.jp

臺北醫學大學香港北醫校友會 李偉庭 (852) 2362-5599 wtli11@hotmail.com

臺北醫學大學澳洲校友會 盧永吉 (61) 418-211988 drlouisl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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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推廣處 103 年度 7 至 12 月份招生課程
班別名稱 上課時間 費用 課程內容

專利法碩士學分班第 1 期 ( 三
學分 )

103/07/05-103/11/15 
每週六 09:00~12:00 15,200 元 從法規面介紹到經營面，以專業經驗豐富的師資，提供徹底實用取向之專利法課程。

1031 學期系所學分班 
( 隨班附讀 )

103/09/16-104/01/30 
( 上課時間以各學系所實際開
課時間為準，共計 18 週 )

碩士學分每學分5,000元 
學士學分每學分3,000元 
(以上另加報名費200元)

本校七大學院課程，除實驗、實習及見、實習等科目外，其餘開放高達 1000 門以上課程，預計 103
年 7 月中旬網路公告選修。 

中藥學分班第 7 期 
( 九學分 )

103/08/03-103/12/14 
每週日 09:00~17:00 31,000 元 欲從事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劑者，施以中藥課程之教育與訓練，並以促進中藥現代化為目的。

醫藥行銷專業人員 
學士學分班第 3 期

103/09/14-103/12/28 
每週日 09:00~17:00 15,000 元

本課程培訓非醫藥科系畢業者，在短期內落實醫藥基礎教育，並取得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 
醫藥行銷師 (Medical Representative) 認證考試，是醫藥行銷從業人員進修及能力加值的最佳認證課程。

 藥事人員 50 小時繼續 
教育課程班第 30 期

103/12/06-103/12/21 
每週日 09:00~17:00 5,500 元 提供於全民健康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服務的藥師及藥劑生之繼續教育。

寵物美容基礎課程班 
第 3 期

103/08/24-103/09/21 
每週日 13:00~17:00 4,800 元

教您如何節省送寵物去美容院之費用，更要讓您學會終身受用的寵物美容實務技能，這一刻起讓我

們輕鬆打扮寵物，讓寵物感受您親自照顧的愛吧！

各種疾病的自然療法 
課程班第 15 期

103/09/16-104/01/13 
每週日 13:00~17:00 7,000 元

讓一般民眾經由正式的課程研習，充分瞭解除正統醫療之外，如何有效應用自然療法並獲得充分的

預防及治療，使全體國民的健康獲得更進一層的保障與維護。

皮膚保健與化妝品調配 
應用班第 1 期

103/08/24-104/01/13 
每週日 13:00~17:00 11,000 元

教導正確皮膚美容的臨床應用，瞭解化妝品內各種成分的作用及毒性，並能正確選用高品質的優質

化妝品，是在職進修及第二專長學習的最佳課程。

國際芳療師 L1 菁英培訓課程
班第 7 期

國際芳療師 L1 菁英培訓課程
班第 8 期

103/07/12-103/08/30 
每週六 10:00~18:00

103/11/22-104/01/31 
每週六 10:00~18:00

45,000 元
培養學員熟悉芳療的精神及芳香文化的發展，並透過各種調劑製備，正確計量及不同濃度的精油處方，

幫助自己及個案增進健康、維護安適幸福，足以讓學員有能力進入芳療專業市場或相關領域工作。

蝶式挽面課程班第 1 期
103/08/09-103/08/31 

每週六、日 13:00~17:00 5,000 元
「蝶式挽面」因手勢開合如蝴蝶飛舞般故命名之。不同於傳統挽面的咬線，其方法更能符合現代人

對於衛生之要求。學習本次完整課程後可自行創業。老師也會提供創業指南，輔導有意創業之學員。

脊骨保健美式手法基礎課程班
第 15 期

103/07/01-103/08/19 
每週二 08:00~17:00 7,000 元

透過紮實理論基礎，詳實解剖知識，仔細的實習教學，提供西醫的思維模式、專精技術及歐美最新

的手法，提供相關從業人員正確的知識，是在職進修及第二專長學習的最佳課程。

保健食品與健康促進學士學分
班第 5 期

103/07/28-103/12/01 
(9/8 不排課，共 18 週 ) 
每週一 18:30~21:30

7,500 元
本期課程對各種疾病先進行特論性之深入探討，使學員對各種疾病充分瞭解後，再詳細研討各種疾

病之自然療法。期使受業學員對於內容徹底瞭解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之健康保健！

養生藥膳之生藥及食材的藥理
作用與配方禁忌課程班第 1 期

103/08/03-103/08/03 
週日 09:30~16:30 2,000 元

本課程目的在使學員洞悉添加於藥膳中的各種中藥及食材之藥理作用、配合禁忌、及臨床禁忌，期

能使藥膳食療在適切的應用下確實發揮保健養生之恢弘效果。

脊骨保健美式手法 
進階課程班第 14 期

103/09/02-103/10/21 
每週二 19:00~21:30 8,000 元

以生物力學及肌動學的觀點，深入脊椎及各個關節內部的構造，提供對病理現象更深層的思維及歐

美各學派手法的精髄，本課程包含紮實的操作實習，提供相關從業人員更專精的知識。

心靈成長─生命奇蹟 
課程中階班第 1 期

103/09/14-103/11/16 
隔週日 14:00~17:00 

( 上課日期：09/14、9/28、
10/19、11/02、11/16)

4,800 元
此課程為歐洲最受歡迎及最多人實踐的身心靈修習方法。輔助學員將注意力從外在世界轉向內

在，藉由正向的轉變，體驗意識提升，回歸真實的自己及內在喜悅的力量。

心靈成長─生命奇蹟 
課程班第 2 期

103/09/21-103/11/23 
隔週日 14:00~17:00 

( 上課日期 09/21、10/05、
10/26、11/09、11/23)

4,500 元
此課程為歐洲最受歡迎及最多人實踐的身心靈修習方法。輔助學員將注意力從外在世界轉向內

在，藉由正向的轉變，體驗意識提升，回歸真實的自己及內在喜悅的力量。

長青學苑第 2 期－ 
製做我的專屬 MV 班

103/09/03-103/12/17 
每週三 10:00~12:00

60 歲以上　2,300 元 
50 歲以上　2,700 元

利用網路軟體將唱歌融入電腦教學，用電腦結合相片、影片與音樂處理，做出自己的卡拉OK伴唱帶。 
※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免費 60 歲以上長者部分學分費，由臺北市公益彩卷盈餘分配基金補助。

長青學苑第 2 期－ 
身心營養與經絡保健班

103/08/07-103/10/23 
每週四 10:00~12:00

60 歲以上　1,600 元 
50 歲以上　2,200 元

針對年長者為對象，將健康保健結合傳統中醫、經絡按摩等，提升學員健康生活。 
※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免費 60 歲以上長者部分學分費，由臺北市公益彩卷盈餘分配基金補助。

長青學苑第 2 期－ 
活力養生健康綜合班

103/08/08-103/11/07 
每週五 14:00~16:00

60 歲以上　1,600 元 
50 歲以上　2,200 元

 本課程不僅提供年長者健康營養知識外，也提供社會面之健康課程，提升參與學員身心健康。 
※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免費 60 歲以上長者部分學分費，由臺北市公益彩卷盈餘分配基金補助。

長青學苑第 2 期－ 
輕鬆學國畫班

103/08/29-103/11/21 
每週五 09:00~11:00

60 歲以上　1,600 元 
50 歲以上　2,200 元

 本課程以簡易、好學方法使參與學員快速學習國畫技巧，為自己家中佈置春聯，提升生活趣味。 
※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免費 60 歲以上長者部分學分費，由臺北市公益彩卷盈餘分配基金補助。

2014 暑假海外遊學團 
預約及洽詢專線： 

(02)27361661-2416 蘇先生

　　遊學團上課資訊及優惠 
　　請參考 http://goo.gl/8jjy88

186,000 元 
( 校友及三院教職員工 

專屬優惠 方案來電洽詢 )
共有英國倫敦、牛津、美國波士頓、西雅圖等四團 詳細資訊請參考遊學團網頁：http://goo.gl/8jjy88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訓練班
第 6 期

103/07/05-103/11/01 
每週六、日 09:00~16:00 14,000 元

習得國小課業的輔導與相關能力，情緒與行為的輔導技巧，進而增進並強化專業職能，並取得合格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之資格。

台北市照顧服務員班第 7 期
103/07/21-103/08/05 
每週日 08:00~17:00 7,630 元

使失業者在課程結束後，對病患照護服務相關理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對就職後的工作內容快速進

入狀況，協助護理人員與家屬解決問題的能力，提供病患更完整的服務，也提升照護服務之品質。

四季藥膳設計及實作學士學分
班第九期

103/10/19-103/11/23 
每週日 09:00~16:00 11,000 元

學習由傳統醫學養生之新領域認識，將養生及藥膳調製之知識及技術結合於產業，充實專業之發展

技能並充分教導消費者正確應用藥膳達養生效能。

新移民生活資訊 
電腦教學入門班

103/08/16-103/11/08 
(10/11 不排課，共 12 週 ) 

每週六 09:00~12:00
500 元

本計畫緣起臺北醫學大學致力推動社會責任 (CSR)，透過 103 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女性暨

家庭支持性服務計畫，服務校園所在轄區內之臺北市區新移民女性。

銀髮全人保健營養 
學士學分班第三期

103/08/16-103/10/25 
每週六 13:00~17:00 10,000 元

本課程旨在幫助銀髮族維持健康且正確之保健營養生活知識與態度，透過此學分班可幫助有志於從

事居家照護、安養照護、保健營養產業之勞工，應用於個人工作職涯發展，強化職場競爭力。

人體解剖課程 
學士學分班第五期

103/08/23-103/11/01 
每週六 13:00~17:00 10,000 元

人體解剖學是中醫、西醫、藥學、護理輔助醫療等相關行業從業人員，皆須學習的基礎醫學課程。

本課程透過專業師資群之指導，以提升從業人員執行業務之專業能力，進而培育創新服務之構想。

新移民生活資訊 
電腦教學入門班

103/08/16-103/11/08 
每週六 09:00~12:00 500 元

本計畫緣起臺北醫學大學致力推動社會責任 (CSR)，透過 103 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女性暨

家庭支持性服務計畫，服務校園所在轄區內之臺北市區新移民女性。

托育 ( 保母 ) 人員專業 
訓練班第七期 ( 平日班 )

103/08/21-103/09/16 
09:00-17:00 8,000 元

1. 協助不具備護理背景之民眾，使其具備擔任托育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2. 協助職業父母及祖父母解決托兒問題，使之無後顧之憂，而能全力投入勞動市場，促使經濟繁榮。

法文進階語言班第 1 期
103/07 月 /24-103/10/30 
每週四 18:30~21:30 6,000 元

法國是第五大經濟強國、第三大接受外國投資國家、及熱門觀光地點；是僅次英語和德語之後最普遍

之網路語言，故學習此語言具備相當的實用性並富有競爭力。本次課程以法文檢定 Delf A2 為目標。

韓文進階語言班第 1 期
103/07/26-103/10/18 
每週六 14:00~17:00 6,000 元

本課程銜接韓文基礎語言班，內容著重會話練習，並利用臉書交流韓文，增加學習樂趣。 
不僅利於自助旅行、觀看韓劇等，也能學習到第三外語，增強在語言方面之競爭能力。

【口腔醫學院特色課程系列】 
3D 列印技術於醫療上的應用

課程班第 2 期

103/09/10-103/11/12 
每週三 19:00~21:00 10,800 元

將學習電腦輔助設計操作，運用如何將電腦繪圖技術與工程知識應用到現實的世界，是在職進修及

第二專長學習的最佳課程。

繪畫故事遊戲精品 
課程班第 1 期

103/09/16-103/12/02 
每週二 18:30~21:30 10,800 元

藉由輕鬆的題材，運用遊戲及藝術表達方法，帶領學員進入孩子的心靈及生命歷程中，以探索孩子

內心世界、動機及孩子真實的需求，並以實務操作方式進行學習。

報名請洽：臺北醫學大學進修推廣處 
■  諮詢電話：(02)27361661 ext.2419 或 (02) 2378-5855 ext. 104-105  傳真：(02) 2738-7348        ■  網址：http://ocee.tmu.edu.tw 
■  服務時間：週一至五 9:00-21:00；週六、日 9:00-17:00   
■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 臺北醫學大學教學研究大樓一樓進修推廣處） 

依 101.9.20 公共事務處與進修推廣處討論會議決議，校友優惠等同於員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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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2)27361661 分機 2653

國立故宮博物院

電話： (02)2881-2021 
地址： 臺北市至善路 2 段 221 號 
網址：www.npm.gov.tw

近代書畫名品展 
展期：即日 ~ 7/25

定州花瓷 ─ 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 
展期：即日 ~ 9/30

臺北當代藝術館

電話：(02)2552-3721 
地址：臺北市長安西路 39 號 
網址：www.mocataipei.org.tw

歡迎來我家 ─ 蓋瑞·貝斯曼個展 
展期：即日 ~ 8/24

門外家園：荒蕪的邊緣 ─ 黃步青個展 
展期：即日 ~ 8/24

歷史改「皂」：跨國聯展計劃 
展期：即日 ~ 11/30

國家兩廳院

電話： (02)3393-9888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網址：www.ntch.edu.tw

2014 兩廳院夏日爵士派對 ─ 
兩廳院夏日爵士節慶樂團 
展期：8/8 ~ 9/13

無垢舞蹈劇場《觸身·實境》 
展期：8/8 ~ 8/10

2014 歌劇工作坊《糖果屋》 
展期：8/15 ~ 8/24

國立中正紀念堂

電話：(02)2343-1100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21 號 
網址：www.cksmh.gov.tw

凝視與對話 ─  
中正紀念堂的跨時代藍圖 
展期：即日 ~ 10/27

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電話：(02)2358-1914 
地址：臺北市八德路 1 段 1 號 
網址：web.huashan1914.com

365 天視覺藝術策劃 
展期：即日 ~ 12/31

尾田栄一郎監修 ONE PIECE 展 
《原画 X 映像 X 体感 航海王 台灣》 
展期：即日 ~ 9/22

Fun 大吧！積木村 ─ 
走進積木的甜蜜世界 巨型積木展 
展期：即日 ~ 9/14

LINE 夏日限定店 
展期：即日 ~ 8/31

六福村野生動物大遷徙 ─ 
全台最大動物標本特展 
展期：即日 ~ 9/8

松山文創園區  
電話：  (02)2765-1388 
地址：臺北市光復南路 133 號 
網址： 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

百變 HELLO KITTY40 週年特展 
展期：即日 ~ 9/14

LIFE：看見生活 ─ 經典人生攝影展 
展期：即日 ~ 9/21

紅點傳達設計大獎 世界巡迴展：台北站 
展期：即日 ~ 9/21

2014 鋼彈模型博覽會 
展期：即日 ~ 7/20

臺北市立美術館

電話：(02)2595-7656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 3 段 181 號 
網址： www.tfam.museum

尋梅啟事：1976-2014 回顧 
展期 : 即日 ~ 8/17

未明的雲朵：一城七街 
展期 : 即日 ~ 8/17

國立臺灣博物館

電話：(02)2382-2566 
地址：臺北市襄陽路 2 號 
網址： www.ntm.gov.tw

「投」頭是道 ─ 
臺博館館藏岩礦標本選粹展 
展期 ：即日 ~ 9/21

惜墨如玉：新品種寶石 ─ 臺灣墨玉特展 
展期 ：即日 ~ 2015/1/25

植物的魔法特展 
展期：即日 ~ 8/31

未明的雲朵：一城七街

歡迎來我家 ─ 蓋瑞·貝斯曼個展

植物的魔法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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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ofloxacin) 

靜脈輸液  5毫克/毫升

膜衣錠  500毫克

Inj. 5mg/ml. 50ml ; 100mlInj. 5mg/ml. 50ml ; 100ml
F. C. Tablets 500mgF. C. Tablets 500mg

1.一天一次有效對抗主要致病菌。

2.在肺部的濃度高、對大多數的肺炎感染菌種有很好的效果。

3.IDSA、ATS Guideline 建議Levofloxacin 做為社區型肺炎經驗

  性療法的標準處方。

4.可顯著降低病患的死亡率。

5.有效治療腎盂腎炎、複雜性泌尿道感染。

6.生體可用率高、可提早接替針劑抗生素冶療、讓病人提早

  出院，縮短住院天數、減少總體醫療支出。

Levofloxacin 750mg QD使用5天對腎盂腎炎的療效優於Ciprofloxacin 
(400mg-500mg) bid. 10天. 6

100.0%

80.0%

60.0%

40.0%

20.0%

0.0%
Clinical Microbiological

86.0%
80.6%

83.0%
79.6%

Levofloxacin
Ciprofloxacin

3.住院 (非ICU病人)

      Respiratory fluoroquinolone (一級證據)

      β-lactam 加上  macrolide (一級證據)

4.ICU病人

      β-Lactam加上 Azithromycin (二級證據)

      Respiratory fluoroquinolone (一級證據)

Levofloxacin 已被IDSA、ATS Guideline 列為CAP 病人經驗性療法的標準處方 (一級證據)2

門診病人(Outpatients)

1.對於原本健康，最近三個月不曾使用抗生

  素者建議使用Macrolide (一級證據)。

2.當有下列共病時：如心、肝、肺、腎等慢

  性疾病、糖尿病、酗酒、服用免疫抑制藥

  物、最近三個月曾使用抗生素者建議使用

      Respiratory fluoroquinolone ( 如

      Levofloxacin 750mg；一級證據)

      Macrolide 加上 β-Lactam。 

住院病人(Inpatients)

靜脈輸注液：

衛署藥製字第056750號
健保代碼：AC56750248(50ml)
                  AC56750255(100ml)

膜衣錠：

衛署藥製字第050104號
藥品健保代碼 AC50104100

中市衛藥廣字第1021219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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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護地球，為生態加油】

注重經濟發展及地方生態環境，認養道路植樹，投入生態保育，推

廣植樹護地球活動。至2018年將種下40萬株綠生命。

【把愛傳出去，為弱勢加油】

關懷社會，傳愛腳步深入育幼養老機構、貧困家庭等台灣各角落，

並長期響應捐血、社會公益活動。

【睦鄰好厝邊，為地方加油】

秉持企業與社會福祉共生理念，關懷廠礦區週邊社區的永續發展，

挹注地方公益建設、貧病家庭救助、社區文教活動等。

【獎助運動員，為體壇加油】

協助國家培育菁英運動員，獎助網球、桌球、跆拳道等十餘項目選

手，包括網球好手盧  勳、謝淑薇與莊佳容等人。

【愛心加油站，為大家加油】

首創雇用身心障礙朋友服務的愛心加油站，為弱勢族群提供就業機

會，以無障礙的心、不打折的服務，深獲消費者肯定。

深耕．關懷

中油用心愛台灣

www.cpc.com.tw

中油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