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醫學系設立 3 挑戰！清大、中興、中山如何跨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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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可說是國內高教歷年來最受歡迎的指標科系，各大學莫不積極爭取設

立。終於，清大、中興跟中山在 2022 年迎來首屆後醫學系生。但憑空生出醫學

系，挑戰多大？又將如何影響未來念後醫的學生？ 
 
大學為什麼要設立醫學系？一方面，這是招生的活招牌：只要有醫學系，大學

能見度肯定提升，再加上，醫學系對於大學邁入完整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有決

定性因素，因許多科系的相關應用與醫學拖不了關係。 
 
諸如材料、電機、電子，乃至化學、生物科技等領域，均與醫學息息相關。再

加上，醫學系所能產出的研究能量相當驚人，對提升學校排名也有助益。 
 
但設立醫學系，並非僅有優點而無困難。《遠見》採訪教育界專家，特此整理出

大學新設立醫學系所需面臨的三大挑戰如下，且看這幾所新設立的大學如何紛

紛跨過門檻，試圖將後醫學系打造成學校的金招牌。 
 
設立醫學系挑戰 1：醫學系花費驚人，有財才有解 
 
首先第一個挑戰，就是醫學系對學校財政來講「花費驚人」。究竟有多麼驚人？

一般來說，學生繳納的學費遠遠不及學校及政府支出培養的金額。更別提，如

今新成立的三所後醫學系均為「公費生」，由國家與學校來負擔他們學習的經

費。 
 
儘管，公費生具有前往偏鄉醫療服務的要求，但訓練所花費的金額仍不少。 
 
為了支應後醫學系成立所需的經費，各大學紛紛想方設法找財源。如清大就在

前校長賀陳弘積極奔走下，募得 20 億元的醫學教育基金，避免醫學系的支出花

用到本來的校務基金，排擠到其他學院的經費。 
 
設立醫學系挑戰 2：需要自己的醫院當作教學研究場域 
 
此外，根據過往經驗，醫學系都會需要有自己的一間教學醫院。因為對大學來

說，擁有自己的一間教學醫院可以達到更緊密的研究與教學成果。 
 
儘管目前三間大學都與鄰近醫院有研究、合作的計畫，但其方便程度均不如擁

有自己的醫院來的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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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副校長呂平江強調，光是為了取得研究用的「檢體」，有自己的醫院就方便

許多。 
 
而為了有自己的醫院，除了清大日前已經宣布將在 2028 年於桃園航空城落成

外，中興大學也積極規劃中。目前預計第一期將要有一棟附屬醫院與教學大

樓，將採 BOT 形式，蓋在中興的復興校區。 
 
中山大學後醫學系，則是和 4 家醫學中心—高雄榮總、高雄長庚、臺南奇美及

高醫作為教學醫院，也和其他許多醫院結盟做合作教學。 
 
設立醫學系挑戰 3：大體中心昂貴又難成立 
 
醫學系的教學中，以大體的取得與教室最為關鍵。解剖必須是醫生理解人體的

重要關鍵，但光是要設立大體中心、又要有穩定的大體捐贈來源是兩大難關。 
 
首先是清大，花費一億多元成立大體中心，才有後醫學系的完整教學體系。中

興大學則是和台中地區的醫院合作，特別是和中榮合作，確保醫學系的學生都

有訓練機會。 
 
最後則是中山後醫學系，目前是和花蓮慈濟醫院合作。為什麼會選擇慈濟？首

先是他們有全台最完整的大體捐贈與來源，且品質最佳。 
 
再來，短時間內中山後醫學系仍未有自己的大體中心，因此後醫學系的學生目

前均是前往花蓮慈濟修習大體相關的課程。 
 
未來還會新設醫學系？端看國家政策 
縱使有上述種種困難，仍看見各大學紛紛爭相搶設醫學系，就是為了要讓自己

的競爭力更上一層樓。 
 
未來，還會不會有新的醫學系成立？就看國家發展需要跟醫界的態度。 
 
實際上，台灣醫生數量整體而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在六都的醫生數量足夠，但踏出都市地區，偏鄉地區的醫療服務量能就大幅減

少，這也是這三所大學的後醫學系均以「公費生」成立的重要關鍵。 
 
倘若未來培養的醫學人才能前往偏鄉，解決這個現象，實為國家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