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院第 11 屆第 96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99 年 7 月 29 日

壹、考選行政

本部與 9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

應考人簽訂「暫准報考緩發及格證書」行政契約之背景說明

暨及格人員實習情形訪視報告

一、本部與應考人簽訂行政契約「暫准報考緩發及格證書」之

背景說明

邇來持外國學歷回臺參加醫師考試之醫學系畢業生人數

逐年攀升，尤以赴東歐國家如波蘭、捷克及其他國家就讀醫

學系學生大幅增加。考量不同地區、國家之醫學教育、實習

制度及醫療水準與我國有所差異，對國外大學醫學系畢業之

學歷資格依法採認後，其實習制度與國內是否相當仍有疑

義，為保障國人生命健康及避免破壞國內各類醫事人力培育

及供需規劃之完整性及公平性，本部對於持國外學歷報考醫

師考試者，其「實習期滿」之認定，近年來採取較為嚴謹明

確之標準。

（一）98 年 6 月 19 日本部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5

次會議，對持有國外大學畢業證書初次報考或應屆報

考者，決議應繳驗自畢業後 1年之實習證明

9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

考試於 98 年 8月 1 日至 2日舉行，國外醫學大學醫

學系畢業生擬報考前揭醫師考試，案經初審應考資

格認定仍有疑義，經提本部 98 年 6 月 19 日召開之

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5 次會議審議結果，

對持有國外大學畢業證書初次報考或應屆報考者

（不限波蘭地區畢業生），應繳驗畢業證書、成績單



外，並要求補繳自畢業後 1 年之實習證明，憑以覆

審。本部據以函請應考人補件，致同年 6 月 29 日有

大批學生家長及應考人到本部陳情，咸認係增加法

律所無之限制，對實習證明如何取得，國內欠缺明

確規範，對本部要求渠等畢業後要有一年之實習證

明，恐有窒礙難行或於法無據之嫌。

（二）98 年 7 月 3 日本部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6

次會議，再次對持有國外學歷初次報考本國醫師考試

者，決議仍應提出一年實習證明俾供審查

應考人收到本部通知補繳自畢業後 1 年之實習

證明後，陸續向本部提出申覆，因本案事涉應考人權

益至鉅，為求審慎，本部即於 98 年 7 月 3 日召開醫

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6次會議，並作成 3 點決

議：

１、醫師從事醫療行為，不僅涉及其執業能力且對國民

健康有關公共利益之影響甚鉅，基於保障國民生命

健康之最優先考量，對持有國外學歷初次報考本國

醫師考試者，仍應要求提出一年實習證明俾供審查。

２、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對該會歷次審查通過之案件，

無須再提會審議。

３、醫學院校醫學系學生之實習，係醫學教育養成過程

中非常重要之一環，目前，國外醫學教育程度、醫

療環境與國內醫學教育程度、醫療環境仍存有一定

程度之落差，為杜爭議，請行政院衛生署儘速研訂

實習採認標準，方便該會配合執行。

（三）98 年 7 月 8 日本部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7

次會議，請相關國家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應考人代



表到會說明，俾利決策周延

為確實瞭解國外醫學教育學制及實習情形，是

否與我國學制有所差異，98 年 7 月 8 日醫師牙醫師

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7 次會議，請相關國家醫學、牙

醫學系畢業應考人代表到會說明，並陳述意見俾供

該會作為審查之參考。該委員會就渠等就讀國家醫

學院校之學制及見（實）習情形，初步瞭解波蘭之

見習與實習係包含於各年級課程中，未作明顯區

別，恐屬國內見習性質，與國內醫學系、牙醫學系

須有 1 年完整實習仍有差異，且上課係以英語教學

之國際班，非與當地國學生一起上課，其見（實）

習時僅能與當地病患以簡單波蘭語交談，多數需靠

翻譯與患者溝通，鑒於波蘭醫學生之見（實）習與

國內醫學生之實習情形顯有不同，最後基於渠等在

學期間之見習與實習未作明確區別，依國內學制其

大多屬見習性質並非「實習」，與國內學制 1年完整

實習有別，核與醫師法第 2 條「…實習期滿成績及

格…」之規定不符，決議渠等仍不准報考 98 年第二

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

（四）98 年 7 月 15 日本部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8

次會議決議，同意本部與應考人簽訂行政契約，並以

「暫准報考緩發及格證書」方式，准予渠等報考醫師

考試

為考量應考人報考國家考試之權利，並兼顧醫

師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獨立學院醫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



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得報考醫師考試。其中實

習期滿成績及格之界定仍有疑義，本部醫師牙醫師

考試審議委員會經審酌歷年曾有多次准許波蘭等相

關醫學大學畢業生報考之案例，經再三權衡，基於

保障應考人應試之權益及維護國內病患就醫之安全

考量，本部先取得職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衛生署函復

同意後，建請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8 次會

議同意本部與波蘭波茲南等 4 所醫學大學及愛爾蘭

都柏林大學醫學院畢業生簽訂行政契約，並以「暫

准報考緩發及格證書」方式，准予渠等報考醫師考

試。即暫准報名之應考人，如經筆試通過，暫不發

給醫師考試及格證書；請行政院衛生署協助安排前

揭應考人於國內適當層級醫療機構，完成與國內醫

學院相當期限與內容之實習，俟實習期滿成績及

格，對醫療機構所出具實習證明加以認可後，本部

始據以報請鈞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此權宜措施僅

限報考前揭考試，並報請鈞院核定。前揭行政契約

雙方議定事項如下：

１、甲方（考選部）在乙方（應考人）應考資格中「實

習期滿成績及格」部分與國內醫學院實習期間及內

容是否相當尚具爭議情況下，考量考試舉行在即（98

年 8 月 1 日舉行考試），為保障國人生命身體健康，

並兼顧乙方應國家考試之權利，經徵得職業主管機

關行政院衛生署同意，爰暫准乙方報考 98 年第二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

２、乙方同意倘考試成績及格，願意接受甲方暫不發給

醫師考試及格證書之決定，俟自行申請或接受行政



院衛生署安排於國內適當層級之醫療機構，完成與

國內醫學院相當期間與內容之實習，於實習期滿成

績及格後，由相關醫療機構出具實習證明並由行政

院衛生署加以彙整成冊函送甲方，甲方始據以報請

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３、乙方倘於考試榜示及格後 3 年內，未依上述方式，

於國內適當層級醫療機構完成與國內醫學院相當期

間與內容之實習，且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或實習成

績不及格，甲方將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23 條規定，以自始不具備應考資格為由，報請考試

院撤銷考試及格資格，不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乙方

絕無異議。

４、乙方同意應 9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醫師考試，如未及格，應依醫師法施行細則修正

發布之有關實習規定，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後，始

得再行報考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

５、本契約業經 98 年 7 月 15 日考選部醫師牙醫師考試

審議委員會第 8次會議審議通過。

６、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應本誠信原則協議解決，

契約雙方並應確實履行契約內容。

二、與本部簽訂行政契約之及格人員，98 年 11 月 21 日分發

實習情形

9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暨

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計有 33 人於考試前與本部簽訂行政契

約，98 年 9月 30 日榜示結果，醫師考試計有 14 人及格，醫

師考試分試考試無人及格。本部並於榜示後函送及格人員名

冊至行政院衛生署，請其安排渠等至國內各醫療機構實習。



行政院衛生署於 98 年 11 月 21 日完成分發甄選作業。由於本

批及格人員係本部與行政院衛生署第一次安排國外醫學系畢

業生至國內各醫療機構實習，爾後 99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及格者，亦將依行

政院衛生署 98 年 9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規

定，繳驗經評鑑合格並辦理臨床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出具之

實習期滿成績及格證明後，始得再應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二

試。為使國內各醫療機構辦理之臨床實作訓練有一致之標

準，並作為考選部研修相關法規之參考，有關訪視前開醫師

考試及格人員 14 名實習情形一案，經提本部醫師牙醫師考試

審議委員會第 11 次會議決議，將由本部函請各實習醫療機構

擬出實習計畫相關資料，報行政院衛生署及本部，以作為日

後督導之根據；該 14 名及格人員在國內各醫療機構實習期

間，該委員會將定時或不定時派員前往分發實習醫療機構（行

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桃園醫院、新竹醫院、台中醫院、豐

原醫院）訪視渠等實習情形，以落實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9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規定，及貫徹本部醫師牙

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8 次會議決議「本考試暫准報考成績

及格人員在醫療機構實習期間，請衛生署落實督導考核。」

之要求。

三、簽訂行政契約之應考人 98年 10 月 9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出「確認行政契約之第二、三、四條約定之法律關係

無效」之行政訴訟，99年 5月 12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

判本部獲致勝訴

與本部簽訂行政契約報考 9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者 33 人中

計有 17 人（5 人醫師考試及格，12 人未及格）於 98 年 10



月 9 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確認行政契約之第二、三、

四條約定之法律關係無效之行政訴訟。本案係本部第一次與

應考人簽訂行政契約，應考人又提起行政訴訟之首例，經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進行 3 次準備程序，1 次言詞辯論終結，99

年 5 月 12 日宣判結果本部勝訴，原告之訴駁回。

四、99年 5月 7日本部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12次會

議決議成立實習訪視小組，並於 99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1日訪視

為使國內各醫療機構辦理之臨床實作訓練有一致標準，

並作為本部研修相關法規之參考，依本部醫師牙醫師考試審

議委員會第 11 次會議決議，本部爰於 99 年 1 月 20 日以選專

字第 0993300099 號函，請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桃園醫

院、新竹醫院、台中醫院、豐原醫院擬出實習計畫相關資料，

該實習醫療機構實習計畫均先後報部。本部醫師牙醫師考試

審議委員會第 12 次會議，本部專技考試司爰將訪視行程表及

訪視代表草案，提該會討論確定後，請行政院衛生署行文通

知各實習醫療機構配合辦理。

訪視行程計分 5 梯次進行，每梯次訪視代表 7 名，其中

領隊由高考試委員明見擔任，另本委員會委員 2 名、行政院

衛生署 2 名及本部 2 名共同組成，訪視行程分別為 99 年 5

月 28 日上午訪視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5 月 28 日下午訪

視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6 月 1 日下午訪視行政院衛生署

新竹醫院、6 月 11 日上午訪視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院、6 月

11 日下午訪視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五、實習訪視小組訪視情形暨訪視代表、受訓學員之建議心得

以及訪視醫院之回應

5 梯次訪視進行程序首先由領隊高考試委員明見致詞，



介紹各梯次訪視委員，接著由訪視委員致詞、各訪視醫院代

表致詞及介紹院方相關主管，並簡報受訓學員實習情形；訪

視代表與受訓學員訪談實習情形，並聽取受訓學員實習心得

及建議（院方相關主管均暫時迴避）；訪視代表查閱受訓學員

學習評量及實習相關書面資料，並參觀各訪視醫院教學及臨

床實作環境；最後，訪視代表、院方相關主管及受訓學員綜

合討論學習成效及未來應行改進之處。

茲將實習訪視小組訪視期間，各訪視代表、受訓學員之

建議心得及訪視醫院之回應，臚列如下：

（一）訪視代表之建議或心得：

１、肯定考選部與行政院衛生署的努力，將國外大學醫

學系畢業生回國之實習，納入正軌。

２、肯定各醫院提供學習環境，為國人健康把關。

３、鼓勵受訓學員把握實習機會，善用國家提供之教學

資源，提升自身醫療能力，讓國人刮目相看。

４、建議院方多安排一些台灣醫療較特殊之社區，讓學

員實地了解；並針對院方較弱之次專科，讓受訓學

員有機會到其他醫療院所學習，汲取更多臨床實作

經驗，補強院方不足之部分次專科訓練。

５、請院方提供受訓學員更多獨立作業機會，讓其多了

解台灣醫療環境。

６、請受訓學員提供本次實習規劃需要改進之建議，作

為下次安排實習醫療機構實習之參考。

７、由於受訓學員在實習醫院的優異表現，證明國外大

學醫學系畢業生在國內實習一年始可取得考試及格

證書之政策方向是對的，整個醫療環境的把關也更

緊密周全，希望院方秉持目前之訓練水準，貫徹教



考用結合之決策。

８、院方多偏向臨床實習之學習訓練，醫學倫理與醫學

法律亦應多加傳授，尤其醫病溝通之指導須加強。

９、雖放手讓受訓學員有更多獨立作業的機會，惟仍應

隨時觀察指正，讓受訓學員知道如何改進，進而導

正不正確之醫療行為。

10、希望受訓學員了解政府之良法美意，好好把握珍惜

在實習醫院一年實習之機會，加強醫療技術能力。

11、一般醫學中心的內科病房，常作為示範教學之場所，

建議院方亦能跟進。

12、建議院方審慎拿捏收放之技巧，逐漸放手讓受訓學

員有更多獨立作業的機會，讓其在無語言障礙之情

形下學習。

（二）受訓學員之建議或心得：

１、大部分學員均肯定學習成效，希望有機會到其他醫

院實習，汲取更多臨床實作的經驗。

２、肯定在國內醫療機構實習一年之措施，對本身醫療

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但法令制度變動頻繁，

朝令夕改，讓應考人不知所措。

３、臨床實作個案比較短缺，接觸病人機會比較少，希

望能有更多臨床實作的學習。

（三）訪視醫院之回應或建議：

１、院方會審慎了解受訓學員之需求及醫院本身須補強

之處，安排受訓學員到其他醫療院所多學習，汲取

更多臨床實作經驗。

２、院方會繼續秉持一定之訓練水準，貫徹政府加強醫

病關係之措施。



３、未來會逐漸放手讓受訓學員有更多獨立作業的機會。

４、有關醫學倫理與醫學法律之課程，訪視醫院大部分

均安排在中午時段，邀請專家學者到醫院演講；每

3 個月會針對一些案例資訊，隨時提供院方醫療人

員，另在病歷討論時亦會提醒受訓學員。

５、院方均有安排受訓學員與主治醫師跟診，讓其嘗試

如何與病人接觸、溝通。

６、感謝受訓學員之加入，讓醫院有機會加入這個教學

行列，醫院整體運作亦注入一股新活力，兩方均有

助益。

７、一般醫學中心示範教學病房之成立，院方會努力配

合設置，作為下次安排實習課程之目標。

六、因應行政院衛生署 98年 9月 16日修正發布醫師法施行細

則之規定，本部之配套措施

（一）修正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

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應考資格表」醫師、牙醫

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1款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

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附表一「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牙醫

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1 款

本部為因應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9 月 16 日修正

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規定，研修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

醫師、牙醫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1 款及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附表一牙

醫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1 款，增列但書規定，即國外



大學、獨立學院醫學系、牙醫學系、科畢業者，其

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之認定標準，依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9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以資配合。本二項考試規則修正案鈞院業分別於 98

年 10 月 14 日、15 日修正發布在案，99 年第一次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牙

醫師考試及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應考人應考資格之

審查標準，均依前揭修正規定辦理。

（二）研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

試考試規則第 7 條、第 13 條及附表一「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應考資

格表」醫師、牙醫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1款

查鈞院第 11 屆第 54 次、第 55 次會議討論事

項有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

考試分試考試規則修正草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修正草案等二

案，考試委員意見略以：自 99 年起，持國外學歷

參加醫師考試者，須依醫師法施行細則規定於國內

完成一定期間之實習，將降低是類人員報考國內醫

師考試之意願，為鼓勵優秀醫師回國服務，請本部

與行政院衛生署、教育部就相關制度規定進行協

調。另鈞院第 156 次業務會報裁示，為延攬國外優

秀醫事人員回國服務，請本部邀集行政院衛生署、

教育部等相關機關開會研商，並於 6 個月內研擬具

體方案。

爰此，本部擬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第 7 條、第 13 條及



附表一醫師、牙醫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1款研修案，

經提 99 年 5 月 7 日本部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

會第 12 次會議審議決議，先由本部行文建議行政

院衛生署研修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條之 6之兩大重

點，即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學、牙醫學系、科畢

業，領有外國政府相等之專科醫師證書後，曾在國

外知名醫學院擔任專任教職聲譽卓著，或享譽國際

之優秀國外專任主治醫師著有貢獻者，經中央主管

機關專案審查合格，予以抵免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

條之 2、第 1 條之 4 所定臨床實作訓練之科別及時

數並免經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曾在

國外醫學院擔任專任教職，或國外醫學院指定之醫

院擔任專任主治醫師，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審查合

格，予以抵減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 條之 2、第 1 條

之 4 所定臨床實作訓練之科別及時數，該建議本部

業於本（99）年 5月 28 日函請行政院衛生署參酌。

行政院衛生署並於同年 6 月 15 日修正發布醫師法

施行細則第 1條之 6，其第 1項即增列：「於本法第

2 條至第 4 條所定國外大學、獨立學院相關學系畢

業，領有國外專科醫師證書後，曾在國外醫學院擔

任專任教職，或國外醫學院指定之醫院擔任專任主

治醫師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專案審查，就其

領有之國外專科醫師證書科別，抵減第 1 條之 2至

第 1 條之 4 所定臨床實作訓練之科別及週數或時

數。但得抵減之週數或時數，不得逾該科別三分之

二。」之規定。本部將依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條之

6 新修正發布之條文，配合本案之修訂，並早日報



請鈞院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