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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101)年度，本院獲衛生署部分經費補助執行「臺日國際醫療交流合作計

畫」，其中赴日參訪部分，由本院院長率團隊赴日進行交流，並達成與日本最高

學府東京大學之醫學部及附屬病院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之目標，這是本院首

次以醫院名義赴日與日本醫院簽屬交流合約，預期能以此為基礎，逐漸拓展臺灣

醫療界與日本醫療界交流的層面，厚植臺日醫療交流關係及醫界友誼。 

2012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臺大醫院參訪團隊共 5 人，包括陳明豐院長、

臺大醫學院何弘能副院長、本院林明燦副院長、國際醫療中心譚慶鼎執行長及國

際醫療中心古家瑜管理師等，赴日本東京進行交流參訪及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書，並參訪 2010 年即與本院建立學術交流關係的日本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

院，另外也參訪位於銀座之 SunCity 老人之家。 

今年「臺日國際醫療交流合作計畫」在本院積極推動下，順利與東大病院建

立學術交流合作關係。而藉由實地互訪，也實質地增進本院與日方合作醫院雙方

的瞭解，增加更多合作發展的可能性。本院未來也將在學術交流合作協議的基礎

上，以多元的方式增進彼此的合作互惠關係，除了互相學習外，也希望讓日本醫

界成為我國在國際上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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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台大醫院身為國家級醫學中心，引領著台灣醫界的發展，對於國際醫療之發

展政策及方向，係以展現台灣的高醫療水準及帶領台灣醫療邁向國際為目標及己

任。本院近年來國際醫療發展的主要國家為越南及蒙古，而在與先進國家的交流

也不落人後，2010 年年底先與日本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簽署學術交流，2011

年及 2012 年也分別與法國兩家醫院簽署交流合約。 

臺灣與日本向來淵源深厚，除地理上非常接近外，社會文化相似，飲食生活

習慣也常受彼此影響，長久以來是重要的交流國家。臺灣與日本的關係之密切自

不待言，然因日本人嚴謹的個性與態度使然，以往臺灣醫界與日本醫界的交流主

要侷限於個人的來往，以醫院為對象的正式臨床、醫學教育及研究等交流較少，

以臺大醫院而言，正式簽署交流合約的日本醫院僅有一家。當本院於過去幾年積

極拓展與醫療資源較不足國家，例如越南與蒙古國等之交流關係時，卻與鄰近的

日本缺乏正式的交流關係與管道，此將影響兩國醫界更深入的交流及深厚友誼的

建立，而這對於我國醫療衛生及醫療外交的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的醫療具亞洲之首，醫療保險制度亦稱完善。近年來日本面臨經濟泡沫

化、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來臨的情況也是現今臺灣即將面臨或是已經遭遇的狀

況，因此日本在醫學發展及醫療制度方面的進展與改革，都是臺灣最可以借鏡與

學習的對象。而臺灣之醫療技術及醫學研究等方面近年來也突飛猛進，臺大醫院

的重大醫療發展有些不但是亞洲首例，更是世界首例；在醫院管理經營的成效也

獲國際所稱許，值得展現給日本醫界了解。因此，建立臺日醫療正式與穩固的交

流關係，增進雙方的了解，對於未來兩國醫療衛生方面的合作，都將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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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2012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臺大醫院參訪團隊共 5 人，包括陳明豐院長、

臺大醫學院何弘能副院長、醫院林明燦副院長、國際醫療中心譚慶鼎執行長及國

際醫療中心古家瑜管理師赴日本東京進行交流參訪及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書。行程主要除與東大病院簽署交流合約外，亦參訪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及

2010 年即與本院建立學術交流關係的日本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另外也參

訪位於銀座之 SunCity 老人之家。這是本院首次以醫院名義赴日進行交流並簽屬

交流合約。 

 

(一) 、參訪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後簡稱「東大病院」)及簽約 

東大病院隸屬於東京大學醫學部，東京大學為世界知名院校，更是亞洲數一

數二的名校。東大醫學部包含醫學部及醫學系研究科，醫學部長及醫學系研究科

科長皆為宮園浩平教授。醫學部下有醫學科和科學與健康科(2010 年由健康科學

和護理學系改制合併)，及東大病院。東大病院的前身為「神田お玉ヶ池種痘所」

(神田玉池種痘所)，於西元 1858 年成立，至今已超過 150 年，歷史悠久。其組

織歷經更迭，1877 年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學校合併為東京大學，名稱也改為

「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後又由於東京大學的改名，該院名稱又陸續改為

「帝國大學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東京帝國

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直至 1947 年才正式定名為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臺

大醫院成立於西元 1895 年，同樣也隸屬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論醫院歷史及

成立背景皆與東大病院類似。東大病院的病院長現為門協孝教授。該院目前有超

過 1,200 床，每天平均住院約 1,100 多人，門診病人約 4,000 多人。 

此次本院由陳明豐院長代表本院及臺大醫學院赴東大病院參訪並簽署交流

合約。因適逢東大醫學部的醫學部長宮園浩平教授赴外地公出，此次本院主要拜

會對象為東大病院的病院長門協孝教授，門脇病院長本身為日本知名的新陳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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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糖尿病之專家。 

    有別於其他新崛起醫院的新穎設備及病房設計，東大病院的整體設計堪稱中

規中矩。因成立時間歷史悠久，院區內也有如同本院西址大樓般的百年舊建築物

仍存在並且營運中。雖無特殊嶄新硬體設施，空間也不達寬敞，但院內維持如同

日本人的個性，給予人乾淨且舒服的感覺。這次因參訪時間有限，本院人員僅參

訪該院胃鏡室、消化外科病房、檢驗醫學部及 ICU。東大病院的 ICU 有 60 床，

其中 20 床為急診 ICU，該院一年的開刀總數約為 11,000。在參訪 ICU 的同時，

也由 ICU 介紹醫師口中得知日前該院剛完成日本第 200 例心臟移植。 

在參訪完東大病院後，本院代表團即前往病院長室與門脇孝病院長碰面。門脇孝

病院長於 2011 年甫就任東大病院之病院長，他本身也為東大醫學部內科學部的

代謝及營養學教授，同時自 2008 年起即擔任日本糖尿病學會理事長。門脇病院

長非常高興此次能有機會與本院建立正式交流關係，身為頂尖國立大學的附屬病

院，該病院也肩負著許多來自社會不同的期待與責任，其主要目標有三：對病人

提供最好的服務、臨床醫學的精進及培育後續英才，與臺大醫院的使命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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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病院參訪及簽約剪影 

  

 本院人員於東大地標物赤門前合照  本院人員於東大病院前合照 

  

 本院陳院長簽約  東大病院門脇病院長簽約 

  

陳院長與門脇院長共同展示雙方合約  本院人員與東大病院人員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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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赴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參訪 

臺大醫院參訪團隊參訪完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後，也緊接著來到東京都

的西方，位於三鷹市的日本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臺大醫院於 2010 年年底

與日本杏林大學醫學院簽署學術交流合約以來，尚未有正式互訪機會，但院內單

位已曾前往參訪過。此次赴日藉與東大病院簽署交流合約之機會，本院參訪團也

同時回訪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並就未來本院設立健康大樓之規劃與該院管

理部門進行意見交換及討論，作為硬體及空間配置之參考。 

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前身為三鷹新川病院，於 1954 年由松田進勇醫師

創立，他同時也是杏林大學的創辦人。松田醫師因深覺教育品質對於國家的發展

和人民品格的重要，故獨資在三鷹市創立了杏林大學，建校的精神為「真善美的

探究」。1970 年由於杏林大學醫學部的開設，名稱也正式改名為杏林大學醫學部

附屬病院。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的病院長現為甲能直幸教授，本身為頭頸部

腫瘤的專家。 

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目前病床數為 1,153 床，佔床率為 83%，平均住院

天數(LOS)為 12 天。病院員工數約有 2,158 人，其中醫師為 694 人(實習醫師有

146 人)，護理師為 1,373 人，因為 ICU 床數多的關係，其護理師所佔的比例也較

高。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主要服務三鷹市附近地區及急重症患者，90%的病

患數來自於周邊區域。年平均門診病人數為 673,000 人，其中急診病人數每年約

為 35,000 人，佔門診病人數的 5.2%。年平均手術數為 11,557 件，其中 17.4%為

急診手術。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自 1979 年起即設立急救中心，1993 年進而

設立急救中心大樓，1994 年經日本厚生省認定為高度急救中心。杏林大學醫學

部附屬病院長期致力於急重症的服務也反應在其護理師人數和特殊 ICU 的床

數，在最近的資料也顯示該院每月受治急重症病人的數量(Number of Critical & 

Emergency Patients)為東京都第一。 

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非屬於公立體系，在營運上雖無獲得政府機關的任

何補助，但在硬體設施發展的投資上也相對能有較多發展空間。三鷹市對於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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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樓有高度的限制，不能超過 32 公尺，因此樓層的限制約在 10 樓。目前該院

第三醫療大樓已於 2012 年 10 月完工開幕，主要作為內科病房，連同原有的門診

大樓、第一醫療大樓、第二醫療大樓、中央醫療大樓及外科醫療大樓已形成東京

都西方頗富規模的醫療院所。該院之醫療大樓皆配有防震設施，可承受震度達 7

級的地震，其作法是在建築物的地基處裝置 93 個由鉛核包覆的橡膠，可有效減

少 60%的震度形成隔震醫院(Seismically Isolated Hospital)，其建構理念及作法非

常值得同位於地震帶的臺灣醫院參考。2011 年 3 月的日本東北大地震，東京都

也感受到強烈的震度，但由於隔震大樓的設計，地震並無對該院產生顯著影響，

因此也無任何人員受傷。 

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近期較為特殊的一項設施就是投下巨資全新打造

的醫院廚房。全新的廚房占地有 1,600 平方公尺，設在外科醫療大樓的 B1，已

通過 HACCP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系統認證，吸引許多同業

前來此處參觀。會促使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願意花費高額成本提高廚房的設

備及餐點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本的保險公司大多有負擔病人住院期間的餐食費

用，所以病人在院內用餐的比例很高，目前院內約有 80%病人的用餐由杏林大學

醫學部附屬病院的廚房提供。而新廚房的一大特色就是購置新的 Cook Chill 

System 及可再加熱的餐車(Re-heating Cart)。Cook Chill System 的簡單原理就是將

烹調過的食物迅速降溫，將食物保持新鮮狀態。而餐車就是用於食物要食用時的

加熱及保溫保冷。餐車的主要特點是備有中央溫度監控系統 (Central Temperature 

Monitoring System)，餐車內會將餐盤隔為兩個區域，一處保溫，一處保冷。工作

人員先將餐盤與餐點放入餐車，關上後按下中控按鈕即可進行加熱，加熱時間約

為 1 小時。加熱時只會針對熱食部分進行加熱，完成後系統會進行保溫，而日本

人習慣的冷食及水果、飲料等則能在另一處加熱保溫時仍保有冷度，即在一臺餐

車內就可同時進行加熱保溫和保冷。配餐人員在供餐時只需將餐盤取出，病人就

能即刻享用到熱騰騰的主餐而非已退溫的餐點。從這個新系統採用之後，杏林大

學醫學部附屬病院在餐點的滿意度從舊有的 44.4%提升到 82.9%，可謂相當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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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Cook Chill System 及餐車(Re-heating Cart)之造價高昂，雖然初期難以達到收

支平衡，但該院預估 5 年後即可回收投資的費用，是非常創新且有遠見的投資。 

    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在病院硬體、病人需求及醫療服務等種種積極的努

力下，據專門雜誌統計，在 2010 年，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為「東京都最值

得信賴醫院」第 5 名，東大病院的排名則居首，但齋藤副院長也表示，隔年的

2011 年，該院已晉升為五名之內，而東大病院已滑落至五名以外。 

 
※杏林大學非常重視本院的參訪，在本院參訪過後，也在該病院首頁最新消息放

上此次臺大醫院參訪的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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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參訪 

  
 本院人員與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人員

於交流討論後合照 
 陳院長致贈甲能院長本院西址模型 

  

 齋藤副院長為本院人員詳細解說 ICU 設備 
 齋藤副院長親自示範病房換氣系統並講解

如何運作 

  

廚房的餐車，具保冷及保溫功能 
 餐車內將熱食與冷食一分為二，可同時加熱

和保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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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銀座 SunCity 老人之家參訪 

    臺大醫院現於全臺有六個分院，位於臺北之北護分院，因該地域性之故，就

診民眾也以年長者居多，並以建構「老年醫學暨長期照護的整合型中心」為發展

重心。北護分院除了口碑卓著的護理之家及居家護理業務外，並積極與政府部門

合作參與長期照護制度規劃，及發展各類社區機構之老人健康服務。本次本院院

長暨管理團隊至日本參訪，也以此為參訪目的之一，在臺灣時即聯絡東京當地的

SunCity 老人之家安排參訪事宜。 

    SunCity 在日本建有多處老人之家，主要分布在關東及關西，且大多位於城

市近郊。SunCity 老人之家中，有些是針對可自理的年長者提供單純住宅型服務，

有些則兼有提供照護服務，亦有專門提供 24 小時照護的高階護理之家(ロイヤル

ケア)。SunCity 在關東的老人之家有九間，護理之家有兩間；關西的老人之家有

三間，護理之家有一間，是日本少數營運大型老人之家的公司。本次本院參訪團

參訪的 SunCity 老人之家位於銀座，因位居中央區繁華地段並鄰近偶田川，有別

於位於近郊的平面式老人之家，其建築物為高樓大廈，共提供 314 間住房。建築

物內除有 39 戶是提供照護服務的護理之家，其餘皆為針對高齡者且社經地位高

者所提供的公寓式住宅，共 275 戶，其標榜如住宿在飯店般的感覺，優雅地享受

銀座的歷史和文化，安心地居住。 

    銀座 SunCity 老人之家的 2 樓設有西崎診所，主要負責住所內居住長者之基

層醫療。由於銀座 SunCity 老人之家與日本知名的聖路加國際病院分別位於偶田

川的兩側，因此銀座 SunCity 老人之家與聖路加國際病院合作看診，主要由聖路

加國際病院支援西崎診所的醫師，一年的合作費用達 7,000 多萬日幣。銀座

SunCity 老人之家針對的入住對象為日本最高階層的用戶，收費也相對高昂，除

入住時需先繳交至少約 5,000 萬日幣的入住金外，每月還需繳交管理費和餐費。

入住金是保證入住者 15 年使用住宅設施的費用，且會依居住樓層的不同而有差

異。管理費和餐費，若以 1 人入住而言，每個月需繳交的管理費為 172,200 日幣，

餐費為 94,500 日幣(含三餐)，而入住者的電話費，有線電視費用，停車場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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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則需由入住者自行負擔。需要看護照顧的長者，還可額外加付 525 萬日幣

的健康管理費。入住此處的住民除了地位很重要外，財力背景也是極為重要。因

此據工作人員表示，目前入住者的平均年齡為 75 歲以上，99%為大學畢業，在

75 年前的年代，大學普及率遠不若現今，可知入住者也都有一定的教育水準。

對於已繳交入住金及相關費用的住民，SunCity 老人之家會提供終生照顧服務到

住民老逝為止。舉凡住民突然的中風、生病、協助洗澡、或是需要由專人陪去醫

院就醫者，這邊的服務人員會提供 7 天 24 小時全部的協助，對於住民而言非常

有保障。SunCity 老人之家也是全日本對於餐點最用心的老人之家，提供早午晚

三餐，分別費用為 500 日幣、1,000 日幣和 1,500 日幣再加消費稅，供餐時間有 2

小時，住民若不希望付每個月的餐費，但偶爾想在設施內用餐的話可以自由選擇

需要的用餐時間至餐廳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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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ity 老人之家參訪 

  

 銀座 SunCity 老人之家 1 樓的挑高大廳  位於 3 樓的單人展示房 

  

 2 樓設有男女澡堂、三溫暖及游泳池  本院人員於西崎診所前合影 

  

位於 30 樓的餐廳 
 本院人員及翻譯與 SunCity 老人之家的代表

會晤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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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自動停車場 

雖經濟長期不景氣，但日本在科技上的發展仍然執世界之首，且擁有許多專

利。本院即將興建新的健康大樓以因應日漸增多的門住診病患，而考量到病患的

人數、停車的需求及空間的規劃，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能夠加以應用的即是配合

建築物的情況，將停車位設計為立體停車場的模式，以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的空

間，取代傳統的平面式停車場。希望能有效設置讓車輛可直接進入的停車空間，

提高車輛收容率。此次藉參訪日本交流醫院之際，也參訪位於東京兩處的新式自

動停車場，一處位於六本木的君悅飯店(Grand Hyatt Tokyo)，一處則位於今年度

剛落成啟用的晴空塔(Tokyo Skytree)內，參考日本最新的停車場設計概念。 

首先本院參訪團先至六本木的君悅飯店(Grand Hyatt Tokyo)參觀停車場設

施。六本木是日本知名的辦公區，高樓大廈彼鄰而建，在地狹人稠的東京都內，

停車位的設計常隱藏在高樓裡面，既能節省水平空間也可保持外部美觀。六本木

的君悅飯店旁是知名的觀光點六本木 Hills，飯店的樓上也結合有辦公區及電影

院，所以是複合式的商業大樓。配合洽商、工作、娛樂及旅宿的需求，大樓的總

停車位備有 668 個，君悅飯店的使用量約為 195 個停車位。 

接著，本院參訪團也至晴空塔(Tokyo Skytree)地下室參觀內部停車場。因應

眾多的旅客及觀光需求，此處的停車位設有 336 個。這邊的自動停車場基本概念

很簡單，就是方便且人性化，配合電腦輔助系統，讓使用者能簡單使用，輕鬆停

車。停車的方式首先是按照指示將車子停入指定位置，配合指示熄火，若車子沒

有停正，會由機械修正車輛位置再入庫。而車子的停放與使用者的出入方向不

同，會在確定使用者離開停車位後，才將車子運送至下方停車庫。本次也深入晴

空塔下方停車庫參觀，從上方停車場運送下來之車輛會由電腦操作送到三層樓高

的地下空間，妥善放置。從旁觀察發現，日方接待人員在進行口頭聯繫業務時，

均會執行「寫下」、「複誦」、「請對方確認」等步驟，此亦為本院執行電話或口頭

醫囑時應有之作業程序，日方人員嚴謹確實之態度，也值得我們效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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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停車場參訪 

  

 六本木凱悅飯店的停車場，車子由前方
駛入，車子從左方運送至停車庫 

 位於晴空塔的停車場 

 
 

 車子由下方輸送帶送至右方平台  停車注意事項會放在車庫明顯處 

  

隱身在地底的三層樓停車庫  車輛在停車庫停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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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本次本院參訪團赴日參訪兩家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病

院於臨床研發之質量均非常優秀，但在醫院經管效能、病人品質安全之執行上略

顯落後，以致雖於 2010 年以前均為「東京都最值得信賴醫院」之首，但自 2011

年起已跌至前五名之外。相較之下，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注入新的管理概

念，較重視品管安全及經營管理，致力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硬體設備與環

境建築注重人性化規劃及綠化；其設立於第 3 病棟 4 樓全樓層之腦中風中心(SCU, 

Stroke Care Unit)，環境設備新穎，整合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復健科等相關專科

資源，使病人照護連貫一致。另，該院除重視病人照護品質外，亦注重同仁關懷，

值班室環境舒適整潔，並設有咖啡廳、電視等設備，使同仁在忙碌之餘亦能適時

休息。其於「東京都最值得信賴的醫院」之排名自 2010 年起均為前五名，優於

東京女子醫科大學附屬病院、順天堂大學醫學部附屬順天堂病院等諸多歷史悠久

之醫院。 

本院早先運作型態與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相似，然，因應整體醫療環境

之快速變化，須順應時勢調整發展方向，使醫療服務、臨床研發、經營管理各面

向均能有良好成效，方可常保領先及永續經營。 

 

 

四、建議事項 

（一）此次參訪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深刻感受其經營醫院之用心與努力，對

於提升服務病人品質及醫療設備有完善規劃，且妥善運用經費予以長遠投

資，其做法與觀念值得臺灣醫院學習。不但未來本院新健康大樓之設立及

其他相關硬體設施之規畫，應請負責單位派員前往杏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

院觀摩學習外，也推薦國內其他醫療院所、醫管專家、醫藥衛生主管機關

能有機會前往觀摩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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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感於現今醫療國際化及地球村的觀念，建議未來可再多與其他國家之教

學醫院建立合作關係，擴大國際學界之網路版圖。每次交流時安排不同科

別的醫師參與，讓全院各科都有機會代表醫院參與國際交流，增加各部科

對於醫院國際交流的認同感與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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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 與東京大學醫學部暨附屬病院交流合作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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