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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個人人生而言，三十年的時間並不算長，三十歲正是一個人獨立自主開始要在人生道路上衝刺的

年紀；但就一機構而言，三十年的確是不算短的日子，不少公司行號不到三十年就消失了。歷經三十年

仍能屹立不搖的機構並不多。 

 

高醫醫學研究所今年已經三十歲了，在這麼長的日子裡，能夠持續茁狀成長的確不容易。在全國的

醫學研究所中，本所是較早設立的。這讓人不得不佩服師長們(尤其是謝獻臣院長)的高瞻遠囑，設立此

一研究所，培育醫學研究人才。早期的醫學研究所是一柔性的組織，並無特定的場所，研究人員與實驗

地點均分散在全校各地。也因是全校唯一的研究所，故研究的範圍很廣，涵蓋各種醫學和相關領域。醫

學研究所的成立，除了提供本校師生一升學進修管道外，亦帶動本校的研究風氣，奠定了本校醫學相關

研究的基礎。 

近年來隨著其它學校醫學或相關研究所的設立，本所面臨諸多的挑戰，如學生來源被瓜分、研究資

源成長有限等，均限縮了本所的發展。另外，有一隱憂是師資同質性過高。本校甚多教師(包括本人在

內)均是本所或本校畢業。所學相似，互補性較低，不易有突破性發展。雖然大部份教師均曾到國外進

修數年，但時間仍不夠長，不易吸取國外全部的精華。另外，沒有外來文化的刺激，容易使我們墨守成

規，失去改革與成長的動力。因此，有其必要積極引進外校優秀人才。 

 

在組織架構上，現在這種柔性組織雖有包容力，但相對上組織較鬆散，不易發揮整體戰力。本所若

具有較剛性的組織，較易凝聚向心力，並發揮團體作戰的能力。欲達此點，適當的組織再造與教師的評

核就變得很重要。醫學研究所是以培育研究人才為主，相對上研究工作負擔亦較重；醫學系和後醫學系

則以培育醫師為主，相對上教學工作負擔較重。但研究與教學比重並非一成不變，應可依教師個人狀況

作適當的調整。如一位教師正值研究創造力顛峰時，投入研究工作較易獲得良好的研究成果。當有一天

學養俱佳足以作為學生典範時，投入較多的時間於教學亦未嘗不可。目前本所雖已由醫學系獨立出來，

但和醫學系間仍有相當大的依存關係，保留二者間人員的流通管道有其必要性。雖然校方答應本所教師

三年內均可依個人意願選擇留在醫學研究所或醫學系。但個人認為長期保持人員流通管道的暢通可使二

者間人力資源的利用更具彈性。 

 

另外，醫學研究所是一綜合性的研究所，和本校其它研究所間的分工與合作亦頗重要。如和臨床醫

學研究所間的關係如何定位，仍有賴校方的睿智決定。而醫學研究所中各組別和其它基礎研究所間的關

係亦有待釐清。雖然有些學校把醫學研究所分成臨床與基礎二個研究所，但組織之設立應依個別學校的

目標與自身情況作調整，二者間的分合並無絕對的對錯。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唯一不變的是追求組織

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三十年了！本所已成立三十年了！三十年來師長前輩們已為我們奠定良好的基礎。如何在此基礎

上，繼續努力，發揚光大，是我們的責任。也許我看不到三十年後醫學研究所的成果，但我相信一定是

豐碩的，璀燦的！讓我們為醫學研究所的發展一起努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