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節  波蘭學生事件 

A. 緣由 

波蘭醫學生事件肇因於台灣醫學生意識到有大批台灣學生至波蘭就讀醫

學院，針對習醫畢業後回國參加醫師執照考試而能成為醫師的議題，由少數

人的 BBS 站網路對罵，情緒擴大演變而成激烈行動的全國性議題，此事件由

學生發起群眾運動，進而影響教育主管/民意最高機構的政策之爭，關係到醫

師執照考試、臨床訓練、與醫師人力政策之探討，也是理念與價值觀之爭，

此爭議目前仍然持續進行中。 

B. 歷程 

2008 年─ 

台灣醫學生意識到就讀波蘭的醫學生增加，此現象逐漸在網路上引起討

論，其中尤以批踢踢 (PTT Bulletin Board System)醫學生版討論最為熱烈，

在網路以「波波」衊稱這些學生。2008 年間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招收 7 名

波蘭住院醫師，而與其一共事之台籍住院醫師認為波蘭醫師實力不足而引發

爭議。學生投稿媒體、向行政院衛生署和立法委員反應，衛生署於是考慮重

新修定《醫師法》，檢討並要求國外習醫者皆需學歷認證和實習才可回台灣

行醫。 

 

2009 年─ 

4 月初  網路公告各醫院來自波蘭、其他東歐國家及菲律賓畢業醫師名單，並

加上學生家長與其部分身家背景資料。 

4 月 5 日  一位波蘭醫學院畢業生在台大醫院外科部二次招考住院醫師時順

利入選，引發醫院高層激辯，最後沒有錄取之。 



4 月 19 日  Poznan 大學前校長及副校長來台拜會教育部和立法院，並召開

記者會表達抗議，他們表示 Poznan 是波蘭的頂尖醫學院，國際班招收來自世

界各地的學生(並非台灣專班)，學生可以在波蘭執業/考執照，其副校長口誤

「學生實習 6-8 小時(每天)」，引發波蘭醫學院沒有實習之爭。 

5 月 6 日  立法院舉辦「持國外學歷應本國醫師考試資格」公聽會，有教育部、

衛生署和立委、學界、醫界代表、波蘭醫學生家長代表和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代表等人發表意見。會議的內容請見醫聯會逐字稿。1 

5 月 31 日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於 531 遊行，遊行四大訴求為「速修法、要實

習、反落日、保健康」。遊行現場遞交了十萬人的連署書給立法院環境衛生

召委黃淑英委員。這是台灣第一次醫學生集體走上街頭的醫學生運動，成為

各方媒體焦點。 

6 月 4 日  行政院提出初步的《醫師法》修正案，並於當日院會通過。法案明

訂參加醫師執照考試需具備之條件：(1)持國外認可之學歷，需經學歷甄試通

過；(2)需於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實習期滿且成績及格。 

6 月 25 日  考選部以公文緊急通知 35 位波蘭醫學應考生，以其實習證明不

符考選部規格為由拒絕其應考。 

7 月 9 日  波蘭醫學生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假處分」，要求基於「迫切

需要」，准許他們報考。 

7 月 15 日  考選部長楊朝祥認為前 7 次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有程序不

完備之處，召開第 8 次會議，以共識決做出「暫准報名，緩發及格證書」決

                                         
1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http://fms-taiwan.blogspot.com/ 



議，在 7 月 16 日寄出准考證，同意這 35 人參加 8 月 1 日醫師考試；未來如

果考試及格，等實習期滿且成績及格後，才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7 月 20 日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率二百餘名民眾前往監察院陳情抗議考選部政

策之轉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