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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兩岸地區之學術交流日趨頻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擁有優良

的護理教育成果，吸引許多大陸高等教育機構來校訪問，並尋求兩岸

護理學術交流與合作的可行性。其中天津醫科大學與天津中醫藥大學，

多次表達希望能與本校進行實質拜訪，並洽談兩校建立學術合作關係，

並落實護理師生共同培訓、合作開課與研究合作等學術合作計畫。因

此，本校於 102年 5月 15日至 19日期間，在本校黃秀梨校長的率領

下，偕同護理學院院長郭素珍、護理系老師陳美麗與國際暨兩岸組組

長林莉如拜訪天津醫科大學，天津衛生局與天津中醫藥大學，除考察

兩校師資與設備，並透過實際拜會學校代表並確認學術合作協議書細

節，並進一步討論交換學生(學生可隨班附讀，交換老師是附帶條件)、

教學與研究合作，推動兩岸專業短期培訓課程之具體方案。 

     

    本參訪行程中，本校與天津 2所醫學大學與衛生局建立共同合作

推動兩岸間各項學術與專業實質交流意向與交流模式，透過多元化的

交流活動辦理，以深化海峽兩岸學術、實務合作與交流，提升合作學

校間健康照護學術品質與拓展師生學習環境。在本參訪行程中，發現

大陸醫科大學對於推動與提升兩岸醫療合作與專業培訓有高度興趣，

並期待臺灣能提供專業人力培訓課程，以提升大陸當地醫療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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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與照護品質。因此，期盼透過選送學生與專業人原來臺進修護理

學位為主要合作目標，因此期待臺灣教育單位能解除大陸醫事技術人

員不得來的就學的禁令，也期待兩岸教育政策鬆綁，讓更多醫護專業

人員有機會來台學習台灣經驗，以改善兩岸醫療品質差距，造福兩岸

人民生活品質與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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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 

    近幾年來兩岸地區之學術交流日趨頻繁，本校藉著優良的護理教

育成果，吸引許多大陸高等教育機構來校訪問，並商討兩岸間護理學

術交流與合作的可行性。其中天津醫科大學與天津中醫藥大學，皆多

次表達希望能與本校進行實暨拜訪，並洽談兩校建立學術合作關係，

並落實護理師生共同培訓、合作開課與研究合作等學術合作計畫。因

此擬本計劃擬實地訪拜訪天津醫科大學，天津衛生局與天津中醫藥大

學，除考察兩校師資與設備，並透過實際拜會學校代表並確認學術合

作協議書細節，並進一步討論交換學生(學生可隨班附讀，交換老師

是附帶條件)、教學與研究合作，推動兩岸專業短期培訓課程之具體

方案。透過本計畫辦理，來推動兩岸間各項學術性師生實質交流與建

立穩定合作關係，以擴大、深化海峽兩岸學術、實務合作與交流，提

升合作學校間健康照護學術品質與拓展師生學習環境。 

     

二、參訪人員： 

    本次考察由校長率同副校長與護理學院院長與相關主管等共 4

人參與此項參訪活動，預計在大陸北京與湖南地區進行為期 5天之參

訪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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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地點與機構： 

(一)天津醫科大學 

天津醫科大學的前身天津醫學院創建於 1951年，是新中國成立後國

家政務院批准新建的第一所高等醫學院校，著名內分泌學家、醫學教

育家朱憲彝教授為首任校長。1993年，天津市委、市政府決定天津

醫學院與天津第二醫學院合併組建天津醫科大學，同年 12月得到國

家教委批准。1994年 6月，天津醫科大學正式組建成立。學校現任

黨委書記為張連雲教授，校長為著名腫瘤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郝

希山教授。學校為國家"211工程" 重點建設院校。   

  學校發展層次類型定位為研究教學型，以醫學為核心，以生命科

學為主要依託的多科性醫科大學。   

  學校擁有一批國內外知名的教授、學者，現有教職工 8018人，

其中各類專業技術人員 7194人，包括正高級專業技術人員 534人，

副高級專業技術人員 890人，中國工程院院士 2人，"長江學者"特聘

教授等進入國家級人才資助項目人員、國家人事部、衛生部有突出貢

獻的中青年專家 30余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貼專家 164人，天津市

授銜專家 29人。   

  學校現有 16個學院、1個學系、3個教學部：基礎醫學院、公共

衛生學院、口腔醫學院、藥學院、護理學院、 眼視光學院、繼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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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院、國際醫學院、高等職業技術學院、生物醫學工程學院、醫學

影像學院、醫學檢驗學院、醫學人文學院、第一臨床學院、第二臨床

學院、腫瘤臨床學院、康復與運動醫學系、社會科學部、體育教學部、

外語教學部。   

  學校現有全日制在校生 8837人，其中，本科生 5138人，博士生

400人，碩士生 2352人，學歷留學生 947人（留學生總數 1358人）。   

  天津醫科大學是繼協和醫學院後，國家最早批准試辦八年制的醫

學院校，也是首批試辦七年制的 15所院校之一。學校現有本科專業

15個：臨床醫學(七年 制、五年制)、口腔醫學(七年制、五年制)、麻

醉學(五年制)、醫學影像學(五年制)、醫學檢驗學(五年制)、預防醫學

(五年制)、護理學(五年制)、生物醫學工程(四年制)、藥學(四年制)、

藥物製劑(四年制)、法學(四年制)、眼視光學（四年制）、運動康復與

健康（四年制）、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四年制）、英語（四年制），其

中護理學、生物醫學工程、醫學影像學為全國首辦專業。本科專業方

向 7個：生物醫學工程(生物技術與生物資訊方向四年制)、臨床醫學

（基礎醫學方向七年制）、臨床醫學（醫學影像學方向七年制）、臨床

醫學（臨床心理學方向五年制）、醫學影像學(影像技術方向五年制)、

護理學(涉外護理方向五年制) 、護理學(社區護理方向五年制)。   

  學校現有博士後流動站 3個，博士學位授權點 44個，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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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點 61個，博士生導師 158人，碩士生導師 500余名。   

  學校現有國家級重點學科 5個：中西醫結合臨床、腫瘤學、外科

學（泌尿外科學）、外科學（神經外科學）、內科學（內分泌與代謝病）。

"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 10個：中西醫結合臨床、腫瘤學、泌尿外科

學、神經外科學與神經病學、內分泌與代謝病、影像醫學與核醫學、

病原生物學與免疫學、病理學與病理生理學、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

藥學。天津市重點學科 12個。省部級重點實驗室 9個：教育部乳腺

癌防治重點實驗室、衛生部激素與發育重點實驗室、教育部省部共建

免疫微環境與疾病重點實驗室、教育部省部共建中樞神經創傷修復與

再生重點實驗室、天津市腫瘤防治重點實驗室、天津市泌尿外科基礎

醫學重點實驗室、天津市神經損傷變異與再生重點實驗室、天津市細

胞與分子免疫學重點實驗室、天津市肺癌轉移與腫瘤微環境重點實驗

室。   

  1996年以來，學校共承擔國家和各部委及天津市科研項目 935

項，其中國家級 295項。獲省部級及其以上科技獎勵 288項，其中國

家級科技獎勵 10項，獲省部級一等獎 11項、二等獎 76項。   

  臨床教學基地有 6所大學醫院、13所非直屬臨床學院、1所非直

屬附屬醫院、8所教學醫院、33所實習基地，1.5萬餘張教學床位。

大學醫院有：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天津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天津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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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學腫瘤醫院、天津醫科大學口腔醫院、天津醫科大學代謝病醫院

和天津醫科大學眼科中心；其中四所為三級甲等醫院，總醫院是天津

市首家三甲醫院，獲得全國"百佳醫院"稱號；教學醫院中附屬第一中

心醫院、附屬第三中心醫院等均為三級甲等醫院。   

  學校先後與 16個國家的 58所大學建立了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

成立了"外國專家顧問委員會"。聘請了 108位世界知名醫學專家、教

授擔任我校各學科的名譽教授和客座教授。學校是教育部首批認定接

收外國留學生的 74所大學之一，與北京大學等四所高校一起被選為

教育部醫學（西醫）專業來華留學生教育專家 工作組成員單位，目

前在校學歷留學生規模位居我國西醫院校之首。   

  自建校以來，學校已培養了 30000余名各層次醫學人才。2000

年，博士生王桂琴的學位論文被評選為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2002

年，學校以優秀成績通過教育部本科教學和七年制高等醫學教育教學

工作水準評估。2008年，學校再次以優秀成績通過教育部本科教學

工作水準評估。   

 

(二) 天津中醫藥大學 

天津中醫藥大學始建於 1958年。1992年經國家教委批准，加掛中國

傳統醫藥國際學院校牌，是教育部高等學校中醫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和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教育指導委員會掛靠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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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建有中醫學、中藥學 2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中醫學、中藥學 2

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學科，18個博士學位授權學科和 25個碩士

學位授權學科，18個本科專業。學校現有教職工 3200余人，有中國

工程院院士 3人，現有本科以上在校生 9000人，留學生 1100人。  

學校目前擁有針灸推拿學和中醫內科學 2個國家級重點學科，7個省

部級重點學科，10個省部級重點實驗室。學校建有科技部、天津市

政府和義大利衛生部共建的中意中醫藥聯合實驗室、教育部省部共建

方劑學重點實驗室、教育部現代中藥發現與製劑技術工程研究中心、

國家科技部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基地（天津）——現代中藥研究中心、

國家實驗教學示範中心——針灸學實驗中心，天津市組分中藥工程技

術中心等重點科研和教育機構。  

學校出版有《天津中醫藥大學學報》、《天津中醫藥》、《中醫腦病雜誌》

等學術刊物。 學校以“進德修業，繼承創新”為校訓，以重點學科

建設和中醫藥對外教育為特色，以科學研究為優勢，以中醫藥學為主，

醫、理、文、管多學科協調發展。堅持“傳承與創新協同，科研與服

務並舉，以品質求內涵，全面協調發展”方針，建設高層次、外向型、

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教學研究型中醫藥大學。 

 

(三)天津衛生局 

天津市衛生局是負責全市醫療衛生工作的市政府組成部門。其主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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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包括:  

1.推動國家有關衛生、食品安全、藥品、醫療器械的法律、法規、規  

  章和方針政策；研究起草有關地方性法規、規章草案和政策，依法 

  擬訂有關标準和技術規範并組織實施。 

2.組織實施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根據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和基本藥物目

錄，擬訂並實施本市基本藥物制度和政策。 

3.擬訂衛生改革與發展目標、規劃和年度計劃，會同有關部門編制區

域衛生發展規劃，統籌協調全市衛生資源配置。 

4.擬訂社區衛生、婦幼衛生、農村衛生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規劃并

指導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負責婦幼保健的綜合管理和監督。 

5.負責疾病預防控制工作，制定實施重大疾病防治規劃與策略，制定

免疫規劃及政策措施，協調有關部門對重大疾病實施防控，發布法

定報告傳染病疫情信息。 

6.監督實施中醫醫療、保健、中西醫結合等機構管理規範和技術标準，

承擔中醫醫療、預防、保健、康複及臨床用藥等的監督管理責任；

協調醫療、研究機構的中西醫結合工作；管理重大中醫藥科研項目，

促進中醫藥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和推廣。 

7.擬訂健康照護科技發展規劃和計劃，組織實施重點醫藥衛生科研攻

關項目，參與制定醫學教育發展規劃，組織開展繼續醫學教育和畢

業後醫學教育工作。 

8.推動健康照護建與衛生人才發展規劃；會同有關部門制訂醫療 專

業技術人員資格標準並組織實施。 

9.組織指導醫療衛生方面的國際交流合作與衛生援外有關工作。 

10.負責市保健對象的醫療保健工作；負責本市重要會議與重大活動

的醫療衛生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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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天津鶴童基金會  

1995年 4月 20日，鶴童在天津誕生，是由民間發起、民間投資、

民間運作的民間組織。按照我國現行民間組織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

其體制獨立，不享受任何固定的財政劃撥或補貼，其恪守民間性、組

織性、自治性、志願性、公益性、非營利性和非宗教性的原則。13

年後的今天，鶴童老年福利協會、鶴童民辦非企業系列單位、鶴童老

年公益基金會三位一體，共同打造著中國民間組織為老社會服務的鶴

童品牌。 

鶴童是典型的非營利機構法人組織（NGO-NPO）。由老領導、老前

輩、專家學者、企業家、實務工作者和熱心公益人士組成的鶴童理事

會，有著服務老年人的公益使命，有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結構和

一套不致任何人利已營私的管理制度。13年來，社會對其認可及信

任的程度（公信力）、其所使用資源的效用及社會期待或需求滿足可

以交代的程度（責信度）是高的；其依賴社會捐輸並享有“社會公器”

的免稅地位，導致其可持續性發展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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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行程安排 

參訪期間安排於，本校一行人本校黃秀梨校長，偕同護理學院院

長郭素珍、護理系老師陳美麗與國際暨兩岸組組長林莉如包括參訪行

程安排如下: 

 

 

五、參訪過程 

 

黃秀梨校長於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率同護理學院院長、護理系教

師與負責兩岸學術交流主管等共四人至大陸天津醫科大學、天津中醫

藥大學與鶴童長期照護基金會進行為期 5天之參訪考察活動，除考察

兩所大學的師資與教學設施外，並透過實際拜會及商討建立學術合作

關係，期望能透過交換學生、教學與研究人員之合作，來推動健康照

護專業人員合作平臺與資料庫之建立，共同促進兩岸健康照護品質之

提升。並商討三校學術合作事宜。另外，本次參訪中亦拜會鶴童基金

會，以了解大陸長期照護機構照護與管理模式之發展現況，並研商兩

岸合作推動長期照護機構服務與管理提升 

1. 天津中醫藥大學 

本校一行人於 5月 16日先拜會天津中醫藥大學。在參訪行程中，拜

會該校張金鐘總黨書記、學術校長與護理學院院長等人，兩校針對臺

灣與大陸護理教育發展趨勢進行簡報與說明。在交流過程中發現，該

校目前將老人護理課程與國際護理課程列為課程發展重點，而這些重

點與本校目前的學術專長與現有課程如長期照護研究所與國際護的

教育宗旨有相當的共識。因此在訪問中兩校達到許多的合作共識，包

括: 

(1). 推動學術合作約定的簽署 

5/15(三) 臺北~天津 搭機  

5/16(四) 天津 參訪天津中醫藥大學 

5/17(五) 天津 1.參訪天津醫科大學 

2. 參訪天津衛生局 

 

5/18(六) 天津 參訪鶴童基金會  

5/19(日) 天津-臺北 搭機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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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期擬率領學術團隊至本校協商兩校課程合作細節 

(3)推動兩校學生雙向性專業護理研習課程的交換計畫 

(4)兩校將透過短期或中期的研習計畫，有效的提升兩岸學生護理專

業素養與知能。 

兩校除將簽屬學術合作約定以作為未來推動學術合作之基礎外，

另外亦將率先推動兩校學生雙向性專業護理、健康事業管理研習課程

的交換計畫，希望透過短期或中期的研習計畫，有效的提升兩岸學生

健康照護專業素養與知能。 

 

2. 天津醫科大學 

   本校在 5/17日拜訪天津中醫藥大學，同時天津衛生局官員亦陪同

出席該拜會天津醫科大學。參訪當日，天津醫科大學副校長姚智會同

護理學院院長趙岳與副院長等人接待本校一行人，會議中除針對兩校

有意簽屬學術合作的內容進行討論外，同時也安排雙方護理學院院長

進行院務發展簡報。透過簡報中發現，天津醫科大學是大陸第一所恢

復 4年制護理學士學位與 7年醫學學位制度的大學，並且期課程的規

劃與教學評鑑方式與臺灣教育制度相符，代表該學院的課程發展與國

際接軌。 

因此在訪問中兩校達到許多的合作共識，包括: 

(1) 推動兩校學生雙向性專業護理研習課程的交換計畫 

(2)兩校將透過短期或中期的研習計畫，有效的提升兩岸學生護理專

業素養與知能 

(3) 選送優良教師來臺研修碩博士學位，以提升大陸護理師資 

護理學院院長於參訪會後，即積極推動該校護理學生來校參加短

期兩岸護理研修課程，在透過學校支持與當地國臺辦的協助下，該校

共 11名師生(2名老師與 9名學生)順利於 8月 19日~8月 31日期間

來臺參加本校辦理為期 2週之兩岸護理教育研習營。透過活動參與，

解臺灣長期照護、社區照護與輔助療法臨床應用等發展現況，也透過

實地參訪相關醫療院所，瞭解臺灣在臨床照護的操作與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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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津衛生局 

本校在 5/17日下午接著拜訪天津衛生局護理質控中心陳衍主任。陳

主任熱情安排本校參訪天津衛生局質控中心辦公室，並表示質控中心

旨在監督與提升天津市護理專業人員的照護品質與技術。陳主任期待

能推動當地醫院能組團來臺學習臺灣護理人力品管的成功經驗，並期

待本校能協助代訓天津當地的護理主管與高階醫院主管，學習臺灣護

理與醫院管理經驗。 

 

4. 天津鶴童基金會 

本校一行人於 5 月 18 日拜會天津市的鶴童基金會，該基金會理

事長方嘉珂與執行長韓淑燕等人親自簡報基金會的發展現況。簡報中

發現，鶴童基金會為大陸第一所引進德國長期照護概念的安養機構，

旨在建立完的健康與失能老人安養社區。因此，整個基金會的經營模

式，從老人餐飲、長期照護輔具使用與安養機構人員訓練與教育，皆

由基金會獨立辦理。落實安養照護從上游到下游皆能達到一致性的目

標。也因為需達到這樣的長期照護目標，該基金會積極建立非常完善

的募款制度與拓展企業認養社會福利計劃，讓大陸企業出資出力投入

改善大陸長期照護機構的管理與照護品質。然而在提升長期照護品質

與專業人員素養部分，鶴童基金會期待能與本校合作，推動大陸長期

照護管理者能來本校長期照護研究所研修管理與實務相關課程，以學

習臺灣推動長期照護的成功經驗。基金會方嘉珂理事長，更安排於 7

月 1日至本校參訪，並拜會本校護理學院與長期照護研所，洽談兩機

構合作培訓長期照護管理階層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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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訪成效與建議 

         

    透過本參訪計畫發現大陸醫科大學在推動醫護教育發展上，皆將

臺灣經驗當作學習目標，希望透過與臺灣優秀的大學院校與醫療機構

合作，培養與提升大陸醫療照護的軟實力。而相對的，臺灣醫療院所

也在努力拓展海外醫療市場，除推動國際醫療服務外，更在大陸設置

分院與分支機構，積極拓展大陸醫療市場。在這樣積極與平凡的兩岸

醫療互動下，兩岸醫療從業人員品質確有嚴重落差，如何消彌照護品

質與技術的差距，則需依靠專業教育的促成。因此建議: 

 

a. 教育部應放寬大陸學生來校就學限制，並開放護理課程招收陸生，

以培育大陸高階護理教育人材，以帶動大陸護理教育改革與提升

當地護理專業照護品質。 

 

 b.臺灣擁有先進的健康照護技術與教育養成模組，是可以作為臺灣

推動教育輸出之專業教育產業，可透過階段性大陸政策開放技職

學生來校就學，培養大陸地區臨床照護機構護理專業人員。 

 

c. 教育部在推動與兩岸學術交流中，應比照大學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模式進行，減少學校推動兩岸產學或學術合作限制，或因繁瑣行

政流程影響學術交流成效。 

 

另外，在本校部分，因應大陸學生來臺研修需求增加，未來在推動兩

岸教師與學生交流活動上，應建立下列相關配套措施包括 

（1） 放寬學生出國獎學金辦法動學生兩岸交流活動。 

（2） 擬定系所赴大陸出國申請優先與交流重點 

（3） 大陸學生來臺的短期進修問題-因牽涉收費問題，擬請進   

       修推廣部研擬開設短期夏令營或培訓課程之收費標準。 

（4） 陸生來臺住宿部分，建議學校每年提供宿舍名額給姐妹校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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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果照片 

 

 圖 1: 黃校長與天津中醫藥大學

校長合影 

 

圖 2:本校一行人與天津中醫藥大

學代表合影 

 
圖 3: 黃校長與天津中醫藥大學

張金鐘總書記合影 

 
圖 4: 黃校長致贈禮物與天津中醫

藥大學張金鐘總書記 

 
圖 5: 本校與天津醫科大學

簽署合作備忘錄 

 

圖 5: 本校護理學院與天津醫科大

學護理學院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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