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時代下的公衛人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 尤瀅淑同學 
 

 

一、 我的一天行事曆  

          時光荏苒，手機上的日期已從西元 2021年 11月來到 12月，而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從 2020年 1月成立至今，仍每日準時發布 Covid-19疫情。

身為在醫院從事研究的工作者，關心完疫情後，打開行事曆預覽明日行程，

由每日上午固定召開的「站立會議（Daily Scrum Meeting） 」揭開序幕，

與工作同仁審查工作進度與需協助事項；緊接著前往「〇〇系統討論會

議」，討論 Real-Time 自動化資料流之建立，以提供治療建議與促進病患

就醫品質；到了下午 2 時，有一場「〇〇資源整合平台討論會議」，預計

與衛生局、醫療單位、社福組織等單位研議需串聯哪些指引資料，統一整

合至平台建立一站式服務，以提供更便利全面照護指引；而在行事曆晚上

8時的那一欄，顯示著「數位轉型大平台之 AI加速」講座，在我的規劃中，

希望能藉此向多位專家學習如何加快智慧醫療應用。以上，相似的行程幾

乎快變成我工作的常態，內容不外乎是系統、平台、數據、資料…等，看

起來像是資訊背景人員的一天 —— 而我是一個公衛人。    

 

 



 

二、公共衛生與智慧醫療的關係   

        在 1920年美國公共衛生學者Winslow將公共衛生定義為：「公共衛生

是一門預防疾病、延長壽命、並促進健康的科學與藝術，透過社會、組織、

公私部門、社區與個人的組織性力量與充分訊息之下的選擇，共同來推

動。」然而隨著科技蓬勃發展，智慧化應用越來越多元，則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ociation, WHA）在 2005年對「數位健康（eHealth）」

提出倡議，同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將

eHealth 定義為：「資訊及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在醫療及健康領域之應用，包括醫療照護、疾病管理、公共

衛生監測（health surveillance）、健康識能（health literature）、健康教育

和研究。」 

 

        在 WHO 呼籲之下，顯現資訊科技可促進公共衛生推動，全球各國早

已積極投入發展智慧醫療與數位醫療。特別是在面對 COVID-19 疫情的挑

戰之下，經由智慧醫療的跨領域整合應用，將有助於疫情防堵工作。 

 

 

 

 



 

三、如何當一個公衛人？ 

        如何當一個公衛人？這是一個大哉問，公衛人其實不好當。由於「公

共衛生」幅員廣大，要成為一個有廣度的公衛人才，必然要擁有各方面的

專業知識，所以對我而言，非常感念在公衛學院求學期間提供良好的學習

場域及各種跨領域課程與講座，在在影響我走在公衛路上的每一個腳步。 

 

         若要推行完善的公共衛生，從一個的人出生至學齡時期，再到發育期，

接著進入成人階段，直到最後的老年，對這一整個人生的健康做把關，每

一個階段的健康都不能忽視，每一個階段的健康都很重要。為了讓每個人

都有能力維持其健康生活水準，必須從各個執行面去審慎思考和評估介入

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成效，讓國人擁有良好的健康而促進國家發展，這些

時常考驗著公衛人的洞悉和決策能力，並需不斷與時俱進，設法集結眾人

之力。綜合以上，是我仍需持續努力學習的心法，因此我以校友身份從職

場回到學校，希望能在校園課程的再次洗禮下，加強訓練我串連各項學科

的知識，構成一個更完整的學問，再將其推估至更深的層面，培養我具備

宏觀的精神，以及吸收更多專業知識來輔助獨立思考的能力，獲得更多創

新轉型思維，做好一個有廣度、有深度的公衛人。 

 

     



為了做好一個公衛人，這項費時多日的艱鉅任務，許多知識不只有存

在於篇幅有限的書本裡，而是在公衛殿堂之上，需不斷吸收老師們無私分

享之實務經驗，我才能感受到社會大眾如何仰賴公共衛生、如何發揮公共

衛生最大價值，而公衛又要如何深入民情…等，都是來自於老師的經驗傳

承，才能一點一滴孵化出許多優秀的公衛專業人才。 

 

        我大學從公衛本科系一路走來，積累了數年的工作歷練，再次從職場

重返公共衛生學院繼續攻讀博士班，會選擇這條道路正是因為公衛無邊無

際的範疇，很符合興趣廣泛的我，特別是跨領域的每一段從零學起的過程，

都是獨一無二的寶貴經驗。例如：(1) 大學時，如何辛勤操作細胞培養之癌

細胞藥物實驗，考驗我的耐心與細心，以避免癌細胞汙染而實驗中斷；(2)

攻讀碩士時，朝九晚五至中研院進行核磁共振光譜（NMR）之代謝質體分

析，提升了我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使研究開花結果；(3)近期工作，

面對智慧醫療軟體開發，讓我瞭解如何運用各種工具於一身，導入公共衛

生概念，以加速實證醫學之應用。其中，特別感謝過去在流行病學與預防

醫學研究所攻讀碩士班期間，程蘊菁教授對我孜孜不倦的指導，使得我足

以在短短二年的修業期間，最後能順利以第一作者身份將研究發表至國際

頂尖期刊 Journal of Bone and Mineral Research；同時，此研究也於 2014年

獲得「流行病學學會優秀論文獎」之肯定。綜合上述，不斷學習與突破，



雖難免會遇挫而開始有「見山不是山」的情景，但這些經驗卻都是在我走

在公共衛生大道上最珍貴的知識寶典。    

 

          基本上，公衛相關學程對於我而言，其實都各具特色、不可或缺。

以「流行病學」來說，是公共衛生學和預防醫學的基礎科學；我喜歡公衛

學磨練了自己能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各種社區健康之問題，更喜好預防醫

學扮演著預防與管理社區的角色，來消滅社區疾病以維持社區的健康。流

行病學必須經由流行現象之人、時、地描述發掘線索，其次將所得資料藉

由危險因子分析後，進行與健康事件的相關性推理；各種研究設計有其目

的，必須考慮許多因素，所使用的統計方法也各代表特殊意義，然而在這

找尋“真兇＂的過程中，我們亦得謹慎外在因子造成真相扭曲，十分考驗

邏輯思維推理能力，猶如解密遊戲般有趣。 

 

         流行病學像是一把“疾病之鑰＂，是能解開所有疾病秘密不可或缺的

“工具”，值得讓人投注心血於此，以造福大眾。然而，這一連串過程牽涉

到許多的專業知識，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生物統計」。相信接觸過生物

統計的人，都曾有過一段煎熬時期，但非常慶幸自己在養成公衛專業中，

有機會可以琢磨生物統計，並學習運用統計軟體分析資料，因此透過統計

概念，以程式語法和電腦對話的過程，創造了我與資訊科技的緣分至今。   

 



四、公衛人也是專案經理人  

        畢業後我任職於中部醫學中心之癌症研究中心，參與執行大型癌症研

究計畫，投身於癌症研究領域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因長期撰寫統計分析

語法，故對於程式語言相關編程技術(programming)具有高度熱誠，又因喜

愛挑戰創新事物，從原本參與免疫細胞治療研究，轉換領域參與智慧軟體

開發工作。運用在學期間所學之研究設計，協助建置資料流 ETL (Extract-

Transform-Load)，並以統計專長處理大數據分析，參與相關智慧軟體開發

(如智慧藥囑系統、醫療數據管理平台等)；到了這時期的我，除了具備統

計分析能力(SAS、R、Python)之外，還兼具前後端資料串接基本能力、資

料庫管理 SQL語言與數據儀表板等技術。後期擔任專案經理角色，統籌部

內研究論文發表，以及執行政府大型研究計畫，亦曾擔任講師至大學部、

碩博士班分享研究學理與經驗。 

 

        為了因應職務上智慧軟體開發需求，以提升在專案管理與企劃能力，

我在 2018年開始接觸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PMI所設立之 PMI-ACP敏捷開發

(Agile & Scrum)管理，替團隊導入時下軟體業流行之敏捷實務，提升了研

究團隊成員之協作效率，以期能發揮團隊最大效益。 

 



         不限於職場，即使是大學生、碩博士生，都能做自己專題研究的專案

經理人。雖然一開始接觸專案管理的初衷是為了工作，但公衛領域廣泛，

為了加以發揮這門促預防疾病、延長壽命、並促進健康之科學與藝術，身

為一個公衛人，無論是回到學校攻讀博士班，或是貫徹落實國家公共衛生

專案工作，以及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研究，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專業管理手

法，對我而言更能專注在專案的實現。 

 

五、每一位公民都可成為公衛人 

我在公衛學院的碩士班與博士班同學，是來自醫療各產業的菁英學者，

如醫師、藥師、護理師、檢驗人員、企業管理人、生物技術人員、統計分

析師、臨床試驗專員、健康管理顧問、醫療院所主管…等，跨足產、官、

學、研各界。在資訊互動頻繁、運輸發達的趨勢下，建立完善的醫療體系，

需尋求跨部會互助協作，如此次 COVID-19 防疫戰，甚至是需要全球性的

解決方案——公衛人可以是地球村中的任何一個人。 

 

個人期盼在博士學位之養成，可以讓我未來更具備專業能力以持續投

入公衛領域，成為全方位公衛人才，期能在產學界持續參與跨領域協作與

對話，透過有組織的社會力量，運用三段五級的預防策略，建立健全的

「公共衛生安全防護網」，並優化及整合健康照護系統，來維護國人生命



財產安全與健康壽命的延長。同時，亦期許未來能有更多先進加入、成為

公衛人的行列，以集結群眾智慧嘉惠國人，能為我們醫藥界在社會議題創

新上，與政府及民間協力典範接續薪火；聚焦永續，創造生命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