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學校績效表現 

■ 112 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 

一、背景資料： 

112 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分別針對畢業滿 1、3、5 年之「博士班、碩士班（在職專班）

及學士班」之本國籍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以「就業流向」、「就業條件」與「學習回饋」等三大

面向進行數據統計，提供本校進行教學課程改進，提升教學品質及畢業生就業競爭力。 

二、回收率追蹤情形： 

畢業學年度 學制 畢業生應追蹤人數 已填問卷人數 回收率 

110 學年度 

（畢業滿 1 年） 

博士班 32 31 96.88% 

碩士班 229 216 94.32% 

學士班 1249 1079 86.39% 

小計 1510 1326 87.81% 

108 學年度 

（畢業滿 3 年） 

博士班 39 39 100% 

碩士班 226 208 92.04% 

學士班 1317 1016 77.15% 

小計 1582 1263 79.84% 

106 學年度 

（畢業滿 5 年） 

博士班 37 36 97.30% 

碩士班 166 146 87.95% 

學士班 1351 970 71.80% 

小計 1554 1152 74.13% 

全校總計 4646 3741 80.52% 

1.本年度調查掌握 3741 位畢業生就業流向(圖一)，本校畢業生就業率逐年穩定成長，而非就業

主因多是積極進修中及準備考試之明確目標，顯示本校畢業生透過進修、考試後，就業率更加

穩定。且已有工作之應屆畢業生，超過八成於畢業三個月內即就業。 

圖一 112 年度畢業生就業

流向 

899, 67.8%

53, 4.0% 5, 0.4%

369, 27.8%

1048, 83.0%

39, 3.1%
4, 0.3%

172, 13.6%

978, 84.9%

40, 3.5% 9, 0.8%
125, 10.9%

0%

20%

40%

60%

80%

100%

全職工作 部分工時 家管/料理家務者 目前非就業中

110畢業滿1年 108畢業滿3年 106畢業滿5年



2 

 

2.畢業生薪資以 3-5 萬元居多(圖二)，工作地點主要在台中市、其次為台北市、新北市。 

主要職業類別為醫療保健，與本校醫學大學屬性相符，且七成以上工作內容有證照需求。 

 

3.本校九成以上畢業生認為就業之專業能力與工作要求有相符合，且認為在原就讀系所之專業

訓練對於工作是非常有助益的。在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包含：「專業知識、知能傳授」、「校內實

務課程」、「建立同學及老師人脈」及「校外業界實習」等項目，畢業生認為這些學習經驗對於

目前工作非常有幫助，顯示本校辦學優異，深受畢業生高度認同。 

 

4.畢業滿 1 年畢業生則對於在學期間參與過的職涯活動或就業服務有幫助的項目前三項：（1）

職涯發展課程（演講）及活動、（2）業界實習、參訪及（3）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這顯示本校積極規劃多元職輔活動課程，可有效幫助學生銜接職場，並配合與業界單位交流學

習及職能平台施測，能使學生在學期間對於了解產業內容及自我職能診斷成效顯著。未來持續

規劃更多元及系列的職輔活動，以提升就業即戰力。 

 

5.畢業滿 3 年及 5 年畢業生工作趨於穩定，認為職場溝通與工作升遷有關，因此認為學校最應

幫學生加強的能力為「溝通表達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持續學習能力」及「人際互動能力」，

可提供本校培養學生軟實力所需重視項目。 

  

圖二 112 年度畢業生薪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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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畢業年度分析報告： 

110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滿 1 年調查結果 

（一）就業流向 

1.畢業滿 1 年畢業生有 71.8%目前就業中(圖三)；非就業之主因多數為攻讀研究所進修中

（69.1%）及準備考試中（16.0%）(圖四)。 

 

2.就業者職業類型以「醫療保健類」占六成八，符合本校發展屬性，其次為「個人及社會服務

類」（5.5%）及「行銷與銷售類」、「教育與訓練類」（4.9%）。(圖五) 

 

3.薪資收入範圍以 3 萬到 5 萬元最多。(圖六) 

圖三 110 畢業生就業流向 圖四 110 畢業生未就業原因 

圖六 110 畢業生薪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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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110 畢業生職業類型 

68.3%, 650

5.5%, 52
4.9%, 47

4.9%, 47
3.8%, 36

2.3%, 22

2.3%, 22

2.2%, 21

1.8%, 17

0.9%, 9

0.9%, 9

0.8%, 8

0.4%, 4

0.4%, 4

0.3%, 3

0.1%, 1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醫

療

保

健

類

個

人

及

社

會

服

務

類

行

銷

與

銷

售

類

教

育

與

訓

練

類

科

學

、
技

術

、
工

程

、
數

學

類

天

然

資

源

、
食

品

與

農

業

類

製

造

類

政

府

公

共

事

務

類

資

訊

科

技

類

企

業

經

營

管

理

類

休

閒

與

觀

光

旅

遊

類

建

築

營

造

類

物

流

運

輸

類

金

融

財

務

類

藝

文

與

影

音

傳

播

類

司

法

、
法

律

與

公

共

安

全

類

人
數

註：%,n 註：%,n 

註：%, n 

8.2%, 78

52.8%, 503

19.1%, 182

14.7%, 140

0.7%, 7

1.1%, 10

3.4%, 32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約31,000元以下

約31,001元至49,000元

約49,001元至70,000元

約70,001元至100,000元

約100,001元至150,000元

約150,001元至210,000元

約210,001元以上
註：%, n 



4 

 

4.近八成三應屆畢業生畢業後 3 個月內已就業，甚至有近二成在尚未畢業時即已確認工

作，其餘約莫六成三則是在 3 個月內立即就業。(圖七) 

（二）就業條件 

1.近九成五畢業生認為目前具備之專業能力與工作要求相符合。(圖八) 

2.目前工作內容有 72.6%是需要具備證照，而本校高證照通過率，亦是讓畢業生可順利求

職之重要因素。(圖九) 

圖七 110 畢業生找第 1 份工作所花時間 

圖八 110 畢業生目前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要求的相符程度 

圖九 110 畢業生目前工作內容是否需要具備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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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回饋 

1.高達 91.2%畢業生認同目前工作內容與原就讀學系所之專業訓練課程相符合，這顯示在

校所學專長與職場領域相吻合，並能貢獻所學、服務社會。(圖十) 

2.在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對於工作有幫助的前三項： 

（1）「專業知識、知能傳授」、（2）「校內實務課程」及（3）「建立同學及老師人脈」。 

代表畢業生相當認同本校教學，且實務與實習課程對於職場實戰有其重要性。(圖十一) 

3.在學期間參與過的職涯活動或就業服務有幫助的項目前三項： 

（1）職涯發展課程(演講)及活動、（2）業界實習、參訪及（3）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顯示職涯輔導活動之推廣參與，使學生在學期間有所收穫及肯定。(圖十二) 

圖十 110 畢業生目前工作內容與原就讀學系所之專業訓練課程相符程度 

圖十一 110 畢業生在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對於現在工作有幫助的項目 

圖十二 110 畢業生在學期間參與過的職涯活動或就業服務有幫助的項目 

46.0%, 438

32.2%, 307

12.9%, 123

5.6%, 53 3.3%, 31

非常符合 符合 普通 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

37.4%, 791

18.4%, 389
15.8%, 334

14.4%, 305

4.1%, 86 3.1%, 66 2.6%, 56 2.3%, 48 1.4%, 30 0.5%, 11

專

業

知

識

、

知

能

傳

授

校

內

實

務

課

程

建

立

同

學

及

老

師

人

脈

校

外

業

界

實

習

擔

任

研

究

或

教

學

助

理

語

言

學

習

社

團

活

動

志

工

服

務

參

與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其

他

訓

練

次
數

21.1%, 119 20.0%, 113 19.5%, 110

12.2%, 69 11.2%, 63

5.5%, 31
3.7%, 21 3.7%, 21 3.0%, 17

0.2%, 1

職

涯

發

展

課

程

(

演

講)

及

活

動

業

界

實

習

、
參

訪

大

專

校

院

就

業

職

能

平

台

(

U

C

A

N)

校

內

工

讀

職

涯

諮

詢

、
就

業

諮

詢

校

園

企

業

徵

才

博

覽

會

企

業

徵

才

說

明

會

校

外

工

讀

定

期

工

作

訊

息

其

他

次
數

註：%, n 

註：%, n 

註：%, n 



6 

 

圖十六 108 畢業生薪資分布 

108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滿 3 年調查結果 

（一）就業流向 

1.畢業滿 3 年畢業生就業率為 86.1% (圖十三)；其中非就業中主因為進修中（62.2%）及

準備考試（17.4%）(圖十四)。 

 

2.就業者職業類型以「醫療保健類」（63.6%）為主，其次為「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類」（6.9%）及「個人及社會服務類」（5.5%）。(圖十五) 

 

3.薪資收入範圍以 3 萬到 5 萬元最多。(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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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108 畢業生就業流向 圖十四 108 畢業生未就業原因 

圖十五 108 畢業生職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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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108 畢業生目前工作內容是否需要具備專業證照 

4.畢業生在畢業後三年內 36.6%曾轉換過工作，換職過 1 次佔 57.5 %、換職過 2 次為

29.6%，這顯示表畢業生認為自身工作環境相對穩定。(圖十七) 

 

（二）就業條件 

1.高達九成五畢業生認為目前具備之專業能力與工作要求相符合。(圖十八) 

 

2.畢業生目前工作內容有 68.7%需要具備專業證照，而本校高考照率可有效增加畢業生求

職機會。(圖十九) 

 

圖十七 108 畢業生至今是否曾經轉換工作 

圖十八 108 畢業生目前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要求的相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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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回饋 

1. 近九成的畢業生認為目前工作內容與原就讀學系所之專業訓練課程相符合。(圖二十) 

 

2.在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對於工作有幫助的前三項： 

（1）「專業知識、知能傳授」、（2）「校內實務課程」及（3）「校外業界實習」。

(圖二十一) 

 

3.除主修科系的專業科目以外，畢業生建議學校可加強哪些能力才能做好工作的前三項： 

（1）「溝通表達能力」、（2）「問題解決能力」及（3）「持續學習能力」。(圖二十二) 

圖二十 108 畢業生目前工作內容與原就讀學系所之專業訓練課程相符程度 

圖二十一 108 畢業生在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對於現在工作有幫助的項目 

圖二十二 108 畢業生認為要做好工作應加強的能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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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滿 5 年調查結果 

（一）就業流向 

1.畢業滿 5 年畢業生有高達 88.4%之穩定就業率(圖二十三)；非就業中主因為進修中

（64.0%）及尋找工作中（15.2%）(圖二十四)。 

 

2.就業者工作行業類別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61.9%）為主，其次為「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8.7%）及「製造業」（8.4%）。(圖二十五) 

 

3.薪資收入範圍以 3 萬到 5 萬元最多。(圖二十六) 

  

圖二十三 106 畢業生就業流向 圖二十四 106 畢業生未就業原因 

圖二十五 106 畢業生行業類別 

圖二十六 106 畢業生薪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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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回饋 

1.高達九成四畢業生認為原就讀學系所之專業訓練課程對於目前工作幫助程度有所幫

助。(圖二十七) 

 

2.在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對於工作有幫助的前三項： 

（1）「專業知識、知能傳授」、（2）「建立同學及老師人脈」及（3）「校外業界實習」。

(圖二十八) 

 

3.建議學校可幫學生加強的能力前三項： 

（1）「問題解決能力」、（2）「溝通表達能力」及（3）「持續學習能力」。(圖二十九) 

 

圖二十八 106 畢業生在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對於現在工作有幫助的項目 

圖二十九 106 畢業生到現在的經驗認為學校要幫學弟妹加強的能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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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 106 畢業生原就讀系所專業訓練課程對於目前工作的幫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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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校能力的培養最有幫助的前三項： 

（1）「持續學習能力」、（2）「問題解決能力」及 （3）「溝通表達能力」。(圖三 

 

呼應學校應幫學生加強的能力與學校能力的培養最有幫助兩題項之結果，畢業生雖認為學

校已積極培育學生溝通與解決問題能力，但可再加強養成訓練，提供未來教學課程與活動安排

之參酌。 

  

圖三十 106 畢業生至今的經驗認為學校培養最有幫助的能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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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滿一年（110 學年度）畢業生就業追蹤之系所比率 

學年度 
已有畢業生系所總數

（A） 

已追蹤並公告畢業生就業

情形系所數（B） 

學校公告畢業生就業追蹤

之系所比率（B/A） 

110 24 24 100% 

■ 各系（所）畢業生就業追蹤調查連結 

學院 系所 網址 

醫學院 

醫學系 https://med.csmu.edu.tw/p/412-1045-4566.php?Lang=zh-tw 

護理學系 

（含碩士班/長期照護碩士在職專班） 
https://con.csmu.edu.tw/p/412-1043-4577.php?Lang=zh-tw 

醫學研究所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https://medicine.csmu.edu.tw/p/405-1046-

61463,c26.php?Lang=zh-tw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含碩士班） 
https://social.csmu.edu.tw/p/412-1047-4590.php?Lang=zh-tw 

心理學系 

（含臨床心理學碩士班） 

https://psychology.csmu.edu.tw/p/412-1053-4562.php?Lang=zh-

tw 

口腔 

醫學院 

牙醫系 

（含碩士班/博士班） 
https://csom.csmu.edu.tw/p/412-1038-4592.php?Lang=zh-tw 

口腔科學研究所 

（含碩士班/博士班） 
https://csom.csmu.edu.tw/p/412-1038-4592.php?Lang=zh-tw 

醫學科

技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含碩士班） 
https://medilab.csmu.edu.tw/p/412-1050-4564.php?Lang=zh-tw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https://medilab.csmu.edu.tw/p/412-1050-4564.php?Lang=zh-tw 

物理治療學系 

（含碩士班） 
https://pt.csmu.edu.tw/p/412-1054-4575.php?Lang=zh-tw 

職能治療學系 

（含碩士班） 
https://ot.csmu.edu.tw/p/412-1052-4579.php?Lang=zh-tw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含碩士班）（語言治療組/聽力組） 
https://slp.csmu.edu.tw/p/405-1055-61589,c72.php?Lang=zh-tw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含碩士班） 

https://biomedical.csmu.edu.tw/p/412-1048-4581.php?Lang=zh-

tw 

視光學系 

（含二年制在職專班/碩士班） 
https://optometry.csmu.edu.tw/p/412-1051-4584.php?Lang=zh-tw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含碩士班） 
https://imaging.csmu.edu.tw/p/412-1049-4586.php?Lang=zh-tw 

健康管

理學院 

營養學系 

（含碩士班/博士班） 
https://nutr.csmu.edu.tw/p/412-1034-4583.php?Lang=zh-tw 

公共衛生學系 

（含碩士班/博士班） 
https://phd.csmu.edu.tw/p/412-1036-4571.php?Lang=zh-tw 

醫學資訊學系 https://mi.csmu.edu.tw/p/412-1033-4536.php?Lang=zh-tw 

http://social.csmu.edu.tw/
http://psychology.csmu.edu.tw/
http://csom.csmu.edu.tw/
http://csom.csmu.edu.tw/
http://medilab.csmu.edu.tw/
http://medilab.csmu.edu.tw/
http://medilab.csmu.edu.tw/
http://slp.csmu.edu.tw/
http://medilab.csmu.edu.tw/
http://medilab.csmu.edu.tw/
http://ais.cs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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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網址 

（含碩士班）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https://occupation.csmu.edu.tw/p/412-1035-1304.php?Lang=zh-

tw 

醫學應用化學系 

（含碩士班） 
https://chemistry.csmu.edu.tw/p/412-1031-4576.php?Lang=zh-tw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https://dafl.csmu.edu.tw/p/412-1030-4574.php?Lang=zh-tw 

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含碩士班） 
https://health.csmu.edu.tw/p/403-1032-3-1.php 

健康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含碩士班） 

https://restaurant.csmu.edu.tw/p/412-1037-4551.php?Lang=zh-

tw 

國際健康產業經營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 
https://chcm.csmu.edu.tw/p/412-1029-4558.php?Lang=zh-tw 

■ 代表性傑出校友表現 （*為榮獲 112 年度傑出校友） 

（一）政府機關 

級數 畢業系所 姓名 經歷 

60 級 牙醫系 柯建銘 
1.立法委員 

2.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 

61 級 醫學系 詹啟賢 
1.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2.國光生技董事長 

63 級 醫學系 簡肇棟 

1.臺中縣大里市市長 

2.第五屆立法委員 

3.仁化診所院長 

64 級 醫學系 邱文達 
1.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2.首任衛生福利部部長 

65 級 醫學系 蘇清泉 

1.第八屆立法委員 

2.醫師全聯會理事長 

3.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 

65 級 護理科 張月芬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67 級 醫學系 施玲娜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副院長 

68 級 牙醫系 張溫鷹 
1.臺中市市長 

2.張溫鷹牙醫診所院長 

69 級 護理系 陳惠娟 衛生福利部科技發展組科長 

70 級 牙醫系 黃建文 

1.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2.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委員 

3.衛生署醫事懲戒委員會委員 

http://occupation.csmu.edu.tw/
http://chemistry.csmu.edu.tw/
http://dafl.csmu.edu.tw/
http://health.csmu.edu.tw/
http://restaurant.cs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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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 畢業系所 姓名 經歷 

73 級 醫學系 陳其邁 

1.立法委員 

2.中華民國總統府副秘書長 

3.行政院副院長 

4.高雄市市長 

74 級 
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組 
鄭光峰 高雄市議員 

77 級 醫學系 黃美娜 
1.台中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2.行政院衛生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處長 

77 級 
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組 
卓琍萍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緊急醫療科科長 

78 級 營養系 洪健榮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科長 

80 級 
復健醫學系 

職能治療組 
賴淑玲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科長 

81 級 醫學系 林靜儀 第九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99 級 醫研所博士班 賴仲亮*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院長 

102 級 醫研所博士班 黃伊文 
1.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醫療中區副指揮官 

2.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院長室顧問醫師、結核科主任 

103 級 
公共衛生學系

博士班 
黃元德*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院長 

（二）學術界 

級數 畢業系所 姓名 經歷 

59 級 醫學系 高大成 

1.台中高等檢察署特約法醫師  

2.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法醫科主任暨中山醫學大

學醫學系教授 

3.臺中市政府市政顧問、台灣知名法醫師  

69 級 醫技系 蔡淦仁 
1.中山醫學大學教授 

2.中山醫學大學國際交流暨校友服務處處長 

69 級 醫學系 黃翠賢 
1.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教授 

2.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髓病科 

70 級 護理系 林佑樺 義守大學護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71 級 護理系 袁素娟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系教授 

71 級 醫學系 陳郁瑛 

1.美國脊隨損傷資料統計中心主任 

2.UAB 復健科終身職副教授 

3.神經醫學、糖尿病、營養及肥胖中心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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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 畢業系所 姓名 經歷 

4.中山醫學大學-UAB 交換學生聯絡人 

71 級 營養系 張菡馨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72 級 護理系 李淑杏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74 級 醫學系 曹伯年 
1.台大醫院小兒科部副教授 

2.台灣大學發育生物學與再生醫學研究中心執行長 

74 級 復健醫學系 呂怡靜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75 級 復健醫學系 孫世恆 
1.市又望早期療育協會理事長 

2.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75 級 復健醫學系 吳昇光 

1.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院教授兼院長 

2.台灣身體活動與運動科學學會理事長 

3.國際桌球總會醫學與分級委員會副主席暨智障分

級總召 

75 級 復健醫學系 王興國 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授 

75 級 
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組 
余南瑩 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授 

77 級 復健醫學系 吳東昇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調理保健科助教兼系主任 

78 級 護理系 羅淑芬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 

80 級 醫技系 葉耀宗 
1.輔英科技大學/醫事檢驗生物技術系/教授 

2.輔英科技大學/老化及疾病預防研究中心 

82 級 
復健醫學系 

職能治療組 
王家義* 

1.成功大學醫學院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教授 

2.研究副院長 

3.嘉成高齡醫學中心主任、核心實驗室主任 

82 級 
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組 
曾國維*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院長兼教授 

83 級 醫學系 李居仁 
1.馬偕醫學院 校長 

2.馬偕紀念醫院 外科部主治醫師 

83 級 
復健醫學系 

聽語治療組 
蔡孟儒*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85 級 職治系 江心瑜 輔仁大學職治系系主任 

90 級 
生化所 

博士班 
楊順發 

1.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中山醫學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3.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轉譯醫學中心主任 

92 級 醫研所博士班 李宣信 中山醫學大學公衛系教授兼總務長 

100 級 醫研所博士班 蔡明哲* 1.中山醫學大學校長室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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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 畢業系所 姓名 經歷 

2.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急診醫學科教授 

3.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室總院長 

（三）產業界 

級數 畢業系所 姓名 經歷 

52 級 牙科 吳英昭 

1.萩野齒科診療所院長 

2.日本京都市（株）松風顧問 

3.高雄市Abc 聯盟牙醫診所牙科國際部顧問 

58 級 護理助產科 林淑惠 旅美校友會財務秘書 

59 級 牙醫系 李文正 

1.巧聖牙醫診所院長 

2.中華民國口腔雷射醫學會常務理事 

3.臺灣美容植牙醫學會常務監事；專科醫師 

59 級 醫學系 吳元煌 
美國仁愛醫院醫療集團董事會主席、總裁、首席執

行長 

59 級 醫學系 王博正 台中中美偕診所院長 

59 級 牙醫系 劉南強 

1 中山醫學大學留日校友會會長 

2.醫療法人社團 榮昂會 理事長 

3.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理事長 

4.東京崇正公會副會長. 

59 級 牙醫系 梁榮洲 

1.華仁牙醫診所院長 

2.台北市中山醫學會校友總會會長及顧問 

3.台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理事長 

60 級 醫學系 關龍錦 臺南郭綜合醫院醫療顧問 

61 級 牙醫系 陳憲文  

1.みずき野齒科醫院院長 

2.怡友會會長 

3.全日本台灣連合會副會長 

64 級 牙醫系 石家璧* 

1.南投縣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牙科部主任 

2.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中區分會委員 

3.中山醫學大學校友總會常務理事 

65 級 牙醫系 陳旭君 
1.台灣長照學會理事 

2.理想家牙醫診所總負責人兼主治醫師 

65 級 牙醫系 陳桔旺 

1.長青牙醫診所院長 

2.台北市中山醫學大學校友會常務理事 

3.台灣長照醫學會監事、常務監事 

66 級 醫學系 陳耀森 義大醫院醫事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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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 畢業系所 姓名 經歷 

66 級 牙醫系 吳啟成 

1.本鄉齒科副院長 

2.九州台日文化交流會企劃執行長 

3.國家僑務顧問 3.2017 年 7 月榮獲台灣政府聘為國

家級的僑務顧問。 

67 級 醫學系 魏國珍 

1.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腦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2.長庚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3.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副院長兼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67 級 醫學系 林孟志 

1.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胸腔內科教

授、主治醫師 

2.長庚呼吸醫學中心召集人 

3.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諮詢

專家 

68 級 牙醫系 黃人修 
1.臺灣中山牙醫總會總會長 

2.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69 級 醫學系 黃泓淵 
1.林口長庚醫院婦產部教授 

2.林口長庚醫院品質管理中心執行長 

69 級 醫學系 羅榮昇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神經內科系教授級主治醫師 

69 級 牙醫系 陳賢群 日本江川齒科醫院院長 

69 級 護理系 陳淑娟 

1.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2.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常務監事 

3.台灣護理學會理事 

4.台灣私立醫療機構護理業務協進會理事 

69 級 護理系 高靜芝 

設計快速穿脫衣和快速穿脫褲（Easy On/Off Shirt 

and Pants），於民國 101 年獲得中華民國專利， 

US 版權所有。 

69 級 醫學系 李達人 

1.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耳鼻喉部部

長 

2.長庚大學醫學系教授 

3.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理事 

69 級 牙醫系 張文炳 
1.弘恩牙醫診所院長(桃園市) 

2.臺灣植牙醫師學會理事長(109-111) 

70 級 營養系 黃泰霖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70 級 醫學系 蔡永隆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婦產科主任 

71 級 醫學系 林基正 安泰社團法人安泰醫院榮譽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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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級 醫學系 吳逸如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71 級 牙醫系 劉俊言 新北市土城區嘉銳牙醫診所院長 

72 級 醫技系 程冠穎 加州州長聘任加州政府針灸局副主席 

72 級 牙醫系 羅界山 愛麗兒牙醫院長 

72 級 醫學系 詹益聖 

1.基隆長庚醫院副院長 

2.長庚紀念醫院骨科教授 

3.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第21屆常務理事、甄審委員

會主任委員、評鑑委員會委員 

72 級 醫學系 洪明銳 

1.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 

2.長庚大學醫學系/中醫學系教授 

3.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爭議會審查專

家 

72 級 醫學系 馮思中* 
1.林口長庚醫院教授級主治醫師 

2.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理事長 

72 級 護理系 林秀芬 

1.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行政副院長 

2.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行政副院長 

3.台灣醫務管理學會醫務管理師 

73 級 醫學系 黃德揚 

1.馬偕紀念醫院骨科主任 

2.台灣外科醫學會常務監事及監事會召集人 

3.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4.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常務理事 

73 級 牙醫系 楊裕堂* 
1.六合牙醫診所負責人 

2.社團法人雲林縣牙醫師公會顧問 

74 級 醫學系 阮春閔 
1.阮春閔小兒科診所院長 

2.榮獲商業周刊百大良醫推薦 

74 級 復健系 蔡永裕 澄清醫院中港院區復健治療部部主任 

74 級 醫技系 呂志鋒 
美商永生生計公司 StemCyte Inc. 全球營運長暨北

美區總裁、台灣區總裁 

74 級 醫學系 游建章 
1.衛福部基隆醫院眼科主治醫師 

2.經國管理學院部定助理教授 

74 級 復健系 吳定中 

1.人一物理治療所院長 

2.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 

3.中州科技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系兼任副教授 

74 級 牙醫系 施瑞源 1.達榮牙醫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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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岳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74 級 醫學系 許家禎 
1.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副總院長 

2.臺北市立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74 級 醫學系 林誓揚* 

1.林誓揚診所院長  

2.高雄縣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3.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75 級 醫學系 胡忠玄 

1.都市佳人健康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2.拉斐爾國際養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3.台灣抗衰老再生醫學會副理事長 

75 級 醫學系 林釗尚* 

1.林釗尚小兒科診所院長 

2.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 

3.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 

76 級 營養系 陳曉鈞 

1.中華中醫學會理事長 

2.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3.中醫男科學會常務理事 

77 級 醫學系 陳穆寬 
1.彰化基督教醫院副院長 

2.臺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理事長 

77 級 醫學系 張立明 
美國 Eli Lilly 總公司全球病患安全部資深醫療顧問

及生技倫理委員會委員 

77 級 
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組 
劉維弘 

1.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專任副祕書長 

2.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監事 

78 級 醫學系 王偉傑 
1.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醫療兼副院長 

2.桃園醫院防疫會議核心成員 

78 級 醫學系 李世傑 伊美時尚診所所長  

79 級 復健系 江秀玲 

1.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復健科技術

長 

2.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第三屆理事長 

3.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六

屆常務理事 

4.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兼任講師 

79 級 牙醫系 賴德欽 

1.中山醫學大學牙醫校友總會副總會長 

2.社團法人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 

3.中華牙醫學會監事 

79 級 復健醫學系 林軒弘 上海彩虹魚康復中心-德達醫院/德西門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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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組 主任/首席專家/運營總監 

79 級 
復健醫學系 

職能治療組 
王珩生 

1.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職能治療師 

2.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七屆理事長 

3.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第三屆理事長 

79 級 醫學系 張延瑞 

1.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眼科主任 

2.中華民國愛盲協會理事 

3.中華民國台灣眼科視覺光學及屈調驗光醫學會祕

書長 

79 級 
復健醫學系 

職能治療組 
施富強* 

1.溫賀睿和醫院復健主任 

2.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創會理事長 

3.台灣早期療育暨長期照護協會理事長 

80 級 
復健醫學系 

職能治療組 
林文雄* 

1.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董事長 

2.台灣長照移工家庭健康協會理事長 

3.高雄市長期照顧機構聯合協會榮譽理事長 

82 級 醫學系 陳炯瑜* 

1.媚登峯集團長春藤全球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2.中華民國中山醫學大學校友總會監事 

3.台北市台大校友會理事 

84 級 牙醫系 簡志成 大有牙醫診所 

87 級 物理治療學系 陳暢堅* 

1.澳門物理治療師公會第十二屆會長 

2.臺灣中山醫學大學澳門校友會會長 

3.澳門體育局運動醫學中心物理治療師 

88 級 
醫研所 

博士班 
黃建寧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總院長 

88 級 

醫研所 

生理組 

碩士班 

饒瑞玉 

1.澄清醫院中港分院護理部主任 

2.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常務理事 

3.台灣護理學會個案報告審查委員 

89 級 營養系 王友光 
1.光禾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2.台灣虛擬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理事 

92 級 生醫系 莊詠鈞 偉喬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研發長 

93 級 醫影系 蔡富捷 新加坡中央醫院醫事放射師 

96 級 視光系 劉光濟 鉦新眼鏡/橘子眼鏡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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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級 
口科所 

博士班 
陳志麟 

1.培力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3.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西藥經營發展委員會主委 

97 級 
醫研所 

護理組 
李秋香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 

99 級 
醫管系 

碩士班 
陳純子 

1.倍新生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執行長 

2.合度精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銷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