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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牙醫學院 張國威院長專訪

陽明大學牙醫校友總會 副會長 白勝方 (第8屆校友)

陽明牙醫面臨的挑戰與契機 

跨領域學習多元創新教學，成為具國際競爭力的智慧化牙醫學院

將不同領域的課程及學生共同達成計畫的課程目標：

課程創新整合、場域實習、創業育成，並且培養學生具有多元化的跨領域能力

學歷：

陽明大學牙醫學系學士

美國西北大學牙醫學院口腔病理系專科醫師訓練

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病理系博士

 
經歷：

陽明大學牙醫學系系主任

陽明大學口腔生物研究所所長

陽明大學牙醫學系副教授

陽明大學牙醫學系助教

台北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兼任研究員 

台北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住院醫師

中華民國口腔病理學會理事長及專科醫師

 
專長：

口腔病理學、腫瘤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研究方向：

口腔癌化分子診斷

口腔癌轉移之分子機制與阻斷
現職：陽明大學牙醫學院牙醫學系教授 

          兼牙醫學院院長

    本期2020年第三季會訊，我們

特別來到母校陽明大學牙醫學院，

專訪現任牙醫學院張國威院長，感

謝張院長熱情接受採訪，讓校友們

了解牙醫學院將面臨的挑戰與契機

以及在張院長領導之下，將不同領

域的課程及學生共同達成計畫的課

程目標：課程創新整合、場域實

習、創業育成，並且培養學生具有

多元化的跨領域能力！
圖：(左一)鄭俊東出版主委、(左二)白勝方副會長、(中)張國威院長

    (右二)戴溪炎顧問、(右一)黃彥欽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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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剩餘價值再使用一下，或許我真
得還有殘餘價值

張院長到陽明任教過程

    我是第2屆畢業，服兵役2年，後來在台

北榮總當住院醫師5年，同時兼任陽明牙醫系

助教，所以有5年的助教經驗，受國家栽培後

來到美國西北大學念書讀的是口腔病理還有攻

讀實驗病理學，博士花了五年時間，在美國求

學時間非常辛苦，因為一邊要做研究，中午時

間還要去看口腔病理的片子及打報告，在美國

唸書的日子體重跟現在是相反的！(訪談中大

家都忍不住笑了…)

    1995年回到陽明擔任副教授，2001年晉

升為教授，在教授這段日子裡於2002年擔任

口腔病理學會的理事長，2006年卸任口腔生

物研究所所長後，中間休息了7-8年沒做行政

職，想要把研究做好，結果發覺研究沒有做多

好，還是來幫忙牙醫學系做點行政，想想自已

也快要退休了，本應輕鬆些，但學院人力短

缺，把剩餘價值稍微再使用一下，或許我真得

還有殘餘價值，因此就擔任牙醫學系系主任，

當了系主任之後，發現行政瑣事繁多，沒有續

任行政職務之打算，但是卡著學校年齡層60

歲左右的老師都從院長職位下來 (張院長太自

謙了，其實是眾望所歸)，在這個過渡時期就

接任院長希望能夠把事情盡量做好，在此也非

常感謝大家支持！

過去十年與現今牙醫學院發展現況

高齡建築存在風險，牙醫館轉移思考

    校友與校友會幫忙學校很多，大家都看到

了！醫學系有一次來學術參觀，醫學系主任看

見牙醫館教材設備上面都貼了我們校友捐獻刻

字金牌，有感而發牙醫系校友為牙醫學系做那

麼多貢獻回饋母校，醫學系沒有這樣風景！

    特別感謝學校近期給我們補助2500多

萬，這個也是校長有感而發的，他說自助人

助，牙醫校友會一直都在支持牙醫學院，校長

則是更加支持，希望我們能夠用更新設備，所

以近期把我們牙醫館的室內室外稍微整頓一

下，但先跟各位校友打個預防針，因為2500

多萬要整修屋頂、地板、牆面還有舊水管都換

掉及實驗室等項目繁多，不一而足，因此改變

會有一些，但是沒有非常大幅度的改善，只能

在原來的架構上弄的比較新一點！預計整修工

程進度是109年9月以前完成室內，109年11

月以前要完成室外；趕在校友會舉辦11/15會

員大會校友回娘家時，安排校友上來巡禮重新

整修過的牙醫館。

    牙醫館已經40年了，這次大概是我們這

十幾年來向學校爭取到最大的一筆款項補助，

校友會每年都有給牙醫館很多工程設施補助

專款，因此，過去10年的暑假不斷在施工更

新，這次學校補助到位以後，再做這次整修，

系館還可以堪用十幾年！

    學校絕大部分的建築物，

十年後都是屬於50年高齡的

建築，山坡地高齡建築其實風

險挺大的！所以整個陽明這些

高齡建築，恐怕以後都要往山

下遷移甚至轉移至別的校區，

我們牙醫館也要有這樣的前瞻

想法，要與校方溝通爭取一個

地方新設牙醫館，永續經營，

這就是牙醫學院目前在做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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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院目前面臨的挑戰，不僅是
教學資源與經費考量，而是新進教
師來源斷流

    我們牙醫學院明年成立20年，牙醫系是

45週年，預計明年2021年2月1日母校將要合

校成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也是陽明交通大學

牙醫學院的元年，明年慶祝以外還要立下一

個心願，這個心願如果把它目標設立為百分之

百，若能夠達到七八十%的話，這樣我們牙醫

學院還是有在往前進一步！
    我在陽明牙醫已經待了30幾年，在國外

也看過一些學校，雖然我們牙醫學院也叫做學

院，規模還是有點小，比方說香港大學牙醫學

院幾年前曾經排名為世界第一，香港大學一個

年級大概80個學生，他們是菁英中的菁英，

香港七八百萬人口，只有一所學校，他們牙醫

師執照自己管控，香港大學師資也是非常的國

際化，有一百多位專任老師，與我們相比，

牙醫學院只有20多個專任老師，在這種制度

下，我們牙醫學院要做起來是有點辛苦的。
    美國的牙醫學院，除了一些州立大學以外

大部分的都是私立，私立學校學費一年平均

都是6萬美金到15萬美金之間，即使是這樣他

們也是面臨到很多經營上的困難，也是一樣師

資難覓。比如說紐約大學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

牙醫學院，每年需收約400位學生才經營的下

去，這段話是紐約大學招生老師來台訪問告

訴我的，因為紐約大學那邊地段昂貴，成本高

昂；而我的母校西北大學與紐約大學是一模一

樣，西北大學在ADA美國牙醫學會旁邊，隔

兩條街而已，在芝加哥市中心，每年只收70

多名學生，結果西北大學牙醫學院後來赤字嚴

重被裁撤掉了，經營上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在

市中心的大學他們要做的病患許多都是免費的

學生門診，因為學生需帶著這病患去考執照，

那些免費的病患都是比較窮的，變成市中心的

大學附近病患都是比較窮的人而有錢人都不

來，出現這種隔離效果，赤字嚴重，即使百年

老店也會熄燈，所以牙醫學院的經營發展並不

太容易，在美國也有這樣的問題。

在台灣頂尖大學裡陽明學生得到國家
資源是最多的，但學生無法體會其中
真理

    另外舉例幾個案例，第一個香港與新加坡

是高度國際化之城市國家，只有一所牙醫學

院而且都是菁英，他們的經費與資源是比預期

補助的更多。第二個我們這邊牙醫學生在過

去10年來，可以說是素質非常的優秀，過去

10年經過學測進來的學生都是滿級分，過去

我們在75級分的時代，我們招考12位學生，

有60-70人來考試，也曾有高達100人，100

位收12位75級分的學生，所以我們的學生其

實都是最優秀的，但是我們的規模一直無法膨

脹起來，所以學校每次都問我們要不要調漲學

費，我們都說不用，因為形式上之學費增加也

無法補足缺口，在美國的所有學校，還有歐

洲，他們的學費是每年調漲5%，如果願意規

定說每年調整3%我們同意，因為這樣30年我

們可以增加一倍，學費增加有可能補足我們的

缺口，彌補通貨膨脹，但是這件事情都沒有發

生。前幾年某大學學費調漲3%學雜費，那天

剛好我去教育部開會，看到他們學生及團體到

教育部抗議，教育部正門的牆面貼滿了雞蛋…

所以在台灣你只要漲一點學費都已經是件非常

不容易的事情，何況我們缺的是很多，無法根

本改善，所以就不用談了。即使是這樣我們的

學費這麼低，跟國外不能比，以台幣跟美金換

算他們的學費可以高過我們30倍，其實算起

來所有頂尖大學裡面我們陽明得到國家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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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還是最多的，我們一個學生平均一年繳不

到8萬的學費，是有國家補助了另外的缺口，

我們的陽明學生應該要懂得飲水思源，其實

他們付出了一點點但卻得到了很多，CP值極

高，這邊得到的都是納稅人給的錢，都是國家

栽培的錢，我一直跟學生這樣講，但是他們當

然聽不太進去，認為他們學費都是父母出的，

這裡面都有一些深奧的道理，學費低廉也影響

到了學生的衝力與上進態度。

公立學校師資在執行業務有兼差法案
制度受限，新進教師來源斷流

    牙醫學院現在有三分之一老師不是牙醫

師，感謝他們承接了很多基礎課程，也把研

究帶到很好的水準，而非牙醫師背景之師資補

充相對容易些。另外三分之二是牙醫師，10

年內學院會退休10位老師，其中有8位是牙醫

師，如果再不補充人才，我們牙醫學院就剩個

位數的老師了。開個玩笑話，若以後變成全網

路教學，然後每位學生都買一台3D列印機，

可以解決現在教學上的困難，雖然是因應新冠

肺炎，衍生出一個很權宜的想法，大家想想看

如果真的我們牙醫走到一個幾乎沒有師資的路

上，是不是這樣也是一個替代方法呢？我國其

他學校也和我們一樣要面臨教學師資短缺，目

前狀況最好的應該只有台大教師進出還可以平

衡，其他都跟我們一樣多出少進，負平衡。

    就像現在幾位研究生、博班的，有待在榮

總受完整臨床訓練，他們也熱心專注學術研

究，學院也看好他們可繼續留在學校研究與教

學，但未來他們也許會做改變！牙醫學院現在

有兩個職缺，最近在找一位，資歷是賓州大學

博士，專長是口腔外科，很多單位在搶他，之

前他也有來學校演講與面試過，能力與個性也

不錯，目前是否會就任還不明朗，如果順利

的話，明年2月份可補上來。另外一位，就是

找我們目前兼任教師校友，與他們談論學院目

前狀況和理念，校友也都很支持，他們在臨床

上很強、研究也有基礎，能不能在我們學院變

專任師資，在醫院那邊變成合聘醫師，在這個

過程中間遇到很多困難，公立學校師資一直卡

在兼差的法案制度，每位臨床師資在學校以外

的地方執行業務，受限每周四個小時，私立大

學完全沒有，私立牙醫學系的老師還在外面開

業，受限較少。

牙醫學院能否與香港或日本大學做為
借鏡，成為世界一流呢？

    香港大學薪水是我們臺灣的三倍，牙周病

科就有近20位老師，牙科公衛也有龐大班

底，香港大學就是香港的智庫，他們除了教學

研究、也綜合了衛生行政之導向的任務及政府

科技部工作之執行，是一個非常獨特性質學

校，與我們的背景不同。在台灣外籍老師也只

有多本土老師50%薪資，但和香港大學的師

資薪資與我們比較相差仍多。假設我們台灣薪

資和香港一樣，向國際選才機會就會大增，這

樣我們學院的老師也可以都補滿了，我們臺灣

對國立的牙醫學院有補助不開業獎金與其他獎

勵金加起來，老師的薪資極限就是只有開業牙

醫之一半，十幾年只有小幅調漲過薪資。師資

聘僱在國內外也是很有落差，香港他們也是有

足夠的經費能聘請國際頂尖人才。我們臺灣頂

尖大學是以單打獨鬥模式，研究並不輸香港、

新加坡，但我們可以朝日本學習，自已培養人

才，不靠外力，日本雖在超高齡少子化社會，

但留在學校之年輕牙醫不少，薪資差距小，士

氣高昂，是我們的借鏡，國內牙醫院系升遷管

道較香港、日本暢通，也是另應把握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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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面臨國際性威脅競爭，頂尖大
學跨領域教學，挑戰新危機！

    為什麼要合校？以我們的思維來說是可以
提昇國際競爭度，最近林嘉澍老師才完成調
查，陽明在高品質牙科期刊台灣之表現還是第
二名，但是我們整個台灣的表現，高品質期刊
假設有10個期刊由第一名排到第10名，整個
台灣在過去5年，總共第一名10篇、第二名10
篇以及到第十名也是10篇，全國高品質期刊
大概有100篇，大陸他們從第一名到第十名期
刊都是100篇，顯示大陸的牙科實力與質量已
經非常高，總數已經超過美國，這也反應出來
我們將面臨很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因為我們做
的研究、我們發表的這些研究成果，都不是只
在國內被看見，而是要在國際上有能見度，要
擠的到在前10名的期刊上發表，才有能見度
讓專業領域認同！所以我們在頂尖大學或者是
在這牙科領域裡，我們面對最大的是國際競爭
而不是國內競爭。

跨域整合共備，創造豐富的學習體驗
提昇總體質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菁英

    把跨領域的東西帶進來，把那些工科、理
科及生技非常有專長的人也讓他們有興趣做牙
科，在合作質量才會更好，不只是質量還要有
量體，數量也要衝上去，數量如果不衝上去，
質量也無法提升的太快，所以就整個合校互補
性來講，我們需要交大，交大也需要我們，況
且雙方都有打造智慧數位新型態醫療之願景。
雖然合校會傷及很多陽明校友的情感，但是就
我個人從學術的觀點來講，目前是合校適應的
過渡時期，雖然現在才剛開始，在未來10年
如果我們沒有衝到另一個階段程度，對我們來
說往下走的機會會比較大，以高品質論文的水
準，學術類觀點來談，台灣牙醫的發展是進步
的，但是成長曲線很平緩，新加坡曲線陡得很
快但現在也停了，香港也是緩慢發展但是比
我們陡一點，日本是很平但是他們很高很高的
平，看起來周邊國家已經對我們威脅很大了。
    我們牙醫學院面臨的競爭對手，量體上跟
大陸不能相比，日本的精緻度贏我們蠻多，韓
國也贏我們，香港新加坡這種城市級的國家他
們是菁英化，質也比我們好一點，爬升速度要

超過我們太容易了！我們爬升速度很慢，東南
亞國家現在資源集中後比較富裕，他們如果衝
上去後到達一個坡度，倘若我們維持在平緩的
時候就會超過我們，屆時我們連在亞洲立足都
很困難。

改善師資高齡化及人才短缺，強化教
學資源，並極力爭取牙醫學院建築專
區

    期望陽明能夠有些創新改變，合校這個議
題其實在陽明已經談了快20年了，經過校務
會議的多數決，大家就朝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未來合校以後師資的問題可能會比較改善，尤
其是我們基礎的研究人力會比較集中，跨領域
發展仍待衝刺。
    學校山下的致和園區預計到2027年陸續
完工，有3棟主建築，第一個會完成的是動物
中心，其他建築尚在規劃架構中，極須協商，
未來我們還是要把牙醫的教育主力放在新建築
裡面，在那邊的好處是跟陽明牙醫診所很近，
學生去榮總也方便。陽明交大合校以後，如果
交大在北門有個校區，我們一個年級可以在那
邊，以後牙醫學制為6+2，第六年是見習，我
們目前全部都放在榮總，未來規劃可能有些學
生會在北門那邊進行，那邊是一個臨床的基
地，一部分的師資長駐那邊，然後再跟陽明牙
醫診所及附醫牙科做一個互動式的循環，北門
校區是我們要爭取的臨床基地，等北門院區與
致和園區壯大時，把現在牙醫館留下來專門做
基礎研究教學或規劃其他發展。這些事情決策
都會遇到變數，只能透過各方協調，再做詳細
進度報告和討論！

建築維護經費不足，期望定期專款補
助缺口

    牙醫系目前也要爭取的致和園區，其中智
慧健康大樓之規劃可以容納教室、實驗室、辦
公室，北門校區是希望走臨床，可以落實未來
6+2學制，我們也希望北門那一塊要有一些真
正的見習場地，而6+2學制可以再加一些跨領
域的東西進來，目前數位牙醫是選修課兩學分
很趕，可以把它改成一個很密集的讓所有牙醫
師都可以學的課程，這時候更需要交大軟硬體
協助，202人頭實驗室已經15年高齡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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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備完全沒辦法數位化，完全是手動系統，
第二個壞處是它的維修費每年50萬，只會越
來越昂貴，所以在2021年的時候要拜託各
位，我們一起努力把202人頭實驗室變成數位
化的人頭教室，先前40週年系慶募款的餘額
及近期工程節餘款可以當為基金，懇請校友們
努力再捐款，也一定要請學校出另外的錢把它
弄得非常好，能夠全部搭配上數位牙醫教學，
成為智慧醫療之先驅。
    這套實驗室我們規劃要用一間有60人的
教室可以使用10年以上，山下致和園區蓋好
後可以整間搬下去，再次更新擴充，這個是整
體規劃，記錄下來照著步驟看哪個階段該做什
麼事情，這個重要任務跟陽明牙醫長期的發展
是有關係的。

與交大合校十年後將面臨學院重整，
值得我們警思！

    合校也帶來我們潛藏危機與挑戰，同名的
學院如人社院、生科院等，可能會先做整合，
也有人提到護理、牙醫、其他的小型學院併為
一個大學院，但每個學院因性質及發展方向不
同，都在極力捍衛自主權。我們牙醫學院一系
一所，目前獨立所口生所規模較小，一定要保
住，這樣我們才不會讓人併掉，希望校友會或
育群牙醫教育基金會也可以增設優秀研究生學
生獎學金專案，鼓勵研究生向學，提高學生報
考意願，強化入學，這樣才能使研究所更能延
續下去。
    如果我們口生所解構了，牙醫學院就會被
解構了。短期內不會有這問題，但未來合校
後我們就會面臨小學院重整危機，若我們牙醫
系、及口生所研究師資也沒有進來，研究生人
數也偏少，我們幾年後就可能有被重整之危
機。所以我們一定要比他系院走快一點，一
定要搶先一步往前努力走與爭取該有的機構，
解決牙醫學院合校後會被合併的危機。十幾年
來，新進老師很少，我們這裡的學校老師，錢
少事多壓力大，要耐壓性，真得不容易！每年
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也是不穩定，通過率也是
很低。在這不穩定期間將如何持續人事、材
料、儀器之維護運作也是很煩惱，只有努力再
努力。
    目前北榮實習學生不會只收陽明，也會招

收外校學生，PGY陽明畢業的學生也愈來愈
少，舉今年為例，去北榮考PGY學生也很少，
感覺他們的能力都很夠，但聽說北榮無法如期
二年期畢業比例偏高，或許有些誤解，因此有
些人有規畫想再考研究所或其他生涯規畫等考
量。所以學校能爭取就盡量為他們爭取，也當
爭取這些人才留在陽明榮總體系。當然更期待
合校後，和北榮的系統也更能進一步融合成一
體，作最大的發揮。
    所以我們在合校時，會盡力爭取致和或北
門編制為牙醫學院臨床教育中心。這樣我們或
可解決聘請臨床老師較充裕之經費之困境，讓
他們有意願留任。另校友進駐的身份與其他設
限的問題，再編列條文改善，才可以解決公家
單位專任老師兼任臨床執業相關困擾。一定要
盡快找交大校友會、牙醫學院、牙醫校友會三
方用企業經營之觀點來談，大家都有意願並簽
署備忘錄才妥當。

結語
    這次訪談瞭解合校將帶來巨大的變動，未
來牙醫學院也會受影響而改變。我們要保持彈
性和適應變化的能力。而我們學院一直以來存
在最大問題在屆齡師資人力淨流出、工作負擔
相對變的更沉重，未來這五年退休的老師將會
愈來愈多人。招募的新師資如果因為現實環境
壓力太大，熱情容易消失，也無法預期他們可
以留任多久，人員負成長即有可能被合併到其
他體系下。第二個問題就是原本牙醫館的空間
老舊亦飽和，期待併校後可以爭取到致和園區
及北門校區，希望由我們牙醫校友會一起努力
與交大校友會、長官們先協商，可以協助爭取
到這些空間做為臨床教學專區及智慧醫療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