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策略篇 

由台灣醫學生發起反國外醫學院學歷(IMG)運動歷經一年，基本訴求是:  

1) 凡持外國醫學院學歷者一律須通過臺灣學歷認證考試。 

2) IMG沒有臨床實習，因此必須在國內補實習。 

 

台灣醫學生之基本訴求得到了社會與政府的充分回應，而有了具體行動: 

1). 2009年5月31日:台灣醫學生大舉走上街頭:「落日條款不能過，人民健康日

不落！」 

2). 2009年7月8日:考選部「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決議不准

35名已報考的波生參加國考。理由是與「醫師法」第二條「實習期滿成績及

格」的規定「不相當」。 

3). 2009年7月15日，「審議委員會」再決議同意35名波生考試。條件是考生需和

考選部簽訂「暫准報考緩發及格證書」行政契約。該行政契約把「--與實習

期滿成績及格的規定不相當--」，改為「---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是否相當

尚具爭議---」。波生被要求同意「倘考試成績及格」「願意接受暫不發給醫

師考試及格證書」，並「自行申請或接受---完成與國內醫學院相當期間與內

容的實習，於實習期滿成績及格後---始據以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証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波醫事件」之爭主要起源於國人對醫師執照考試的沒信心。「昔日之遠 

乃今日之近」，國人海外習醫所掀起的，不只是這少數年輕學子(IMGs)所帶

來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國內醫師人力之量與質的種種問題，及早對醫師養成

教育及醫師執業規範的規劃乃當務之急。 

    「波醫事件」牽涉教育機會、行醫權益、社會資源、能力鑑定的專業問



題、與理念價值觀的差異，明顯地，除了 IMG外，社會大眾/消費者、每一

位醫生、醫學生都是利害關係人，都可能各為自己代表了某種意義的價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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