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護台商及   
家屬的健康   
愛不能單獨存在，它的本身並無意義；   
愛必須付諸行動，行動才能使愛發揮功能。 

—德蕾莎修女 



把品質當做立院之本，   
在符合當地法規的前提下，   
不斷累積「好」的事情，提供安心的醫療保證，   
讓台商在上海打拚，沒有後顧之憂 

    在中國大陸生活的台灣人，多少有這樣的心情──天不怕地不
怕，唯獨只是怕生病。不過，有了辰新醫院之後，即使生病
也不必害怕。 
 
    跟著先生到上海工作多年的朱小姐，曾因身體不適到當地醫
院就醫，無法接受在看病時竟然有多位候診病患在旁觀看，
看診環境吵嘈惡劣。當下，她決定再也不去當地醫院看病，
寧可小病吃成藥，大病回台灣。 
 
    然而，有一天，腰痛、發燒，朱小姐本想搭機返台治療，卻
有朋友介紹她去辰新看病。 
 
    醫師診斷後，確認是腎盂腎炎，必須住院治療，但很快就出
院返家休養。從此，不論自己或家人生病，辰新成了她的首
選，更省了許多回台就醫的時間與金錢。 



             章先生因持續腹痛，經朋友介紹到辰新就診，院長親自看診、抽血、並
進行X光及各項身體理學檢查與評估後，診斷為闌尾炎，必須盡快動手術。 
 
    醫療團隊和章先生溝通並經過整體評估後，決定由醫院提供相關協助，
將章先生轉診回台灣，進行後續的手術處置及治療。 
 

台商的海外支柱 
 

     十多年前到上海打拚的台商王先生坦言，在當地，比做生意更難的，
就是健康問題！「小病自己看、大病回台灣，萬不得已才上大陸醫院，」
王先生的看病心酸史，直到有了辰新才終止。 
 
    王先生認為，上海辰新的醫療品質，跟台灣一級醫院相比，毫不遜色；
甚至，因為有了這樣的醫療保證，才把太太和小孩接到上海居住，「如
果沒有辰新，肯定不會全家移居上海！」 
 
    身為上海台商協會會長，葉惠德經常接獲有緊急醫療需求的台商跟他求
助，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位台商蔡老闆去新疆烏魯木齊玩，順
便採買冬蟲夏草，結果可能是吃過量，整個人異常興奮，眼睛很亮卻說
不出話來。 



    當地醫院束手無策，家屬打電話給葉惠德，他趕緊找辰新幫忙。
結果，院方立刻派醫師飛往烏魯木齊，並且在診療後，協助將蔡老
闆送回台灣，「後來蔡老闆來謝謝我救了他的命，我說不是我，是
辰新救的！」 
 
    還有一次，葉惠德接到住在成都的台商藍先生緊急求助，原來藍
先生的家人餵小孩吃稀飯時，沒有發現稀飯內有刺，卡住喉嚨，小
娃娃說不出話只能嚎啕大哭，緊急送到當地醫院，那裡的醫師沒能
查出原因，只說要開刀。 
 
    不滿一歲的孩子，怎麼能輕率開刀！葉惠德連忙安排藍先生一家
人飛往上海，直接送到辰新。診斷後發現，原來是喉嚨卡著一根刺，
醫師夾出後就沒事了。好險，沒有白挨一刀。 



         溫馨的健康依靠 
 

    葉惠德說，類似這樣的故事太多太多了，離開台灣到中國大陸投資或工
作，難免會生病，沒有台灣醫師時，各個只能自求多福，小病吃成藥，大
病只好搭機回台灣。 



    自從有了辰新，聘任來自台灣的醫師，看診認真又溫馨，台胞的
健康有了依靠；後來，又有了禾新醫院，服務範圍更多、更廣，台
商也更有安定感，回台還可以申請部分健保給付，醫療負擔減輕許
多。 
 
    葉惠德一家三代居住上海，他的夫人也忍不住說，兒童牙科非常
難看診，一方面這需要專科醫師，另方面醫師需要很有耐心，但有
一次，孫子去禾新看牙，那裡的牙科醫師讓她留下深刻印象。 
 
    「他非常會照顧小孩，哄得很好；看牙時，只要小孩有點不舒服，
他就馬上停止，很在意小小病人的感受，這會讓病人有信心，感覺
受到重視，」葉惠德的夫人欣慰地說。 
 
    「他們做得相當好，讓我們在這裡生活覺得有依靠，對台商的康
復改善影響滿大的，我現在不管什麼病，都去禾新看，」葉惠德心
有所感地說。 
 
    禾新的名氣日漸響亮，不僅守護起上海超過三十萬個台胞的健康，
即使住在遠離上海的其他省分，也不遠千里而來。 



             隨著口碑傳播，連台商的中國大陸朋友也甘願捨大陸醫保（類似台灣的
健保），到禾新自費就醫，享受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尤其，中國大陸多年來施行一胎化政策，每個孩子都是家中的寶貝；孩
子生病時，經濟能力不錯的家庭，總想給孩子更好的醫療照顧，禾新小兒
科自然成為熱門首選。 
 

優質醫療，中國朋友也慕名而來 
 

    禾新院長吳振龍是小兒專科醫師，去上海之前，他在台灣已行醫三十多
年；不僅資深、用藥精準，問診更是耐心周詳，就曾有上海病人在網路上
說，這個吳醫師花很多時間解釋病情，講得太詳細了，完全迥異於去其他
醫院兒科的就醫經驗。   
 
    「在上海，一說到台灣人開的私立醫院，估計很多人第一時間會想到和
睦家（和睦家其實是美國人開的，不是台灣人開的）。而禾新是一個朋友
推薦的，說性價比比和睦家高。寶寶每次生病都直接來禾新的。我們這次
是發燒伴咳嗽，然後先去了上海的三甲醫院看專家門診的，醫生沒驗血，
就聽了下、看了下喉嚨，就直接配藥了。 



    「一開始吃了是好了，但是沒過幾天又開始燒起來，而且39°C以上了，
於是就想起朋友推薦的這家醫院了。在去的路上先電話諮詢了下，順便
給我們預約了下吳振龍副院長的診，雖然比預約的時間早到了，但是沒
等多久就看上了，而且環境不錯，人少，不會引起交叉感染。 
 
    「吳醫生一聽口音就是正宗的台灣人，笑咪咪的態度不錯，然後聽了很
久，而且一看喉嚨就給了兩個可能：一是鏈球菌感染，二是什麼VE還是
什麼的一個感染，但是因為眼皮和淋巴都沒腫，所以前面那個可能性大
點，然後問我們要不要驗血來幫助判斷確定下。 
  



         周到、仔細、療效好 
 

    「很多病人說，在上海沒見過這麼和藹的兒科醫師，話很多，講得很
周到、很仔細，療效也好，」負責管轄上海民營醫療機構的上海市社會
醫療機構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祕書長的閻東方說得直接。 
 
    在中國大陸當地醫院，大廳人滿為患，父母抱著生病的小孩候診，一
等就是三個小時過去；好不容易進入診間，醫生簡單問診，或者要病人
去掛鹽水（吊點滴），甚至會給比較貴的藥物。 
 
    以扁桃腺發炎來說，青黴素的效果好、價格低，但中國大陸當地醫院
通常不使用，而是改用價格較貴的頭孢子素。然而，閻東方驚訝地發現，
「竟然可以在禾新使用到。醫生沒有從賺錢的角度給藥，完全是從疾病
治療的效果來推薦，也不會要病人去掛鹽水，而是叮囑我們回家多喝水、
多休息。 
 
    「晚上如果有什麼狀況，還可打二十四小時顧客服務中心，尋求專業
醫護協助。病人感受到很不一樣的就醫經驗，這就是禾新贏得老百姓口
碑的原因。」 



    閻東方經常幫忙中國大陸各地的醫療機構牽線搭橋，前往禾新考
察，或者請禾新協助培訓醫學生。他認為，如果更多醫療集團把禾
新辦院的醫療理念和管理制度落實，將有助於提升中國大陸民營或
私立醫院的未來發展。 
 
    辰新、禾新，以台灣聯新的經營理念為基礎，也就是堅守以病人
為中心的價值，服務親切、看診快速且不浮濫開藥，不僅成為台胞
的首選醫院，更吸引許多中國大陸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前往就醫。 
長期以來的努力與堅持，終於在數字上展現成果。 

    以小兒科來說，2013年到禾新看
病的人，台灣人占了70%，中國大
陸當地人約20%，國際人士4%；
2014年則中國大陸當地病人數明顯
增加，台灣與大陸當地人各約45%，
外國籍人士也提高到10%。若以全
院整體業務量來看，2014年中國大
陸當地的患者比2013年成長了40%。 



         超越界限，全民肯定 
 

    不只台商、在地人士，中國大陸的公部門，也對聯新團隊給予高度肯
定。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上海世界博覽會登場。這是第四十一屆世
界博覽會，但卻是上海首度舉辦綜合性的世界博覽會，更是首次由發展
中國家主辦的世博會。 
 
    即使剛經歷全球經濟危機，中國大陸政府仍投資450億美元打造本屆盛
會，成為世博會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也遠遠超過2008年北京奧林匹克
運動會的規模。 
 
    這是一場盛世大會，所有配套措施都受到極度重視，關乎人命安全的
醫療，更不容忽略。 
 
    中國大陸衛生部經過長時間觀察，甚至親自到台灣考察壢新各項醫療
服務設施，把聯新獨步全台的二十四小時顧客服務中心更加延伸，連結
到上海，做為上海世博綠色醫療就醫通道，最後拍板指定上海辰新，做
為上海世博期間所有台灣同胞的就醫諮詢中心。 



    為此，聯新將原本就設置在院內的二十四小時顧客服務中心技術
升級，整合兩岸科技管理系統，也與中國大陸衛生部國際緊急救援
中心串聯，提供一條免付費專線，讓上海世博期間前往遊玩的台灣
民眾，或旅居上海的台胞，萬一需要緊急就醫時，都可以在第一時
間得到最適當的就醫諮詢協助或緊急救治。 
 
    這樣一來，在上海的台胞可以打電話回台灣，免費請教全天不打
烊的值班護理人員，協助判斷。 
 

從點到線連結兩岸醫療 
 

    上海世博結束後，聯新決定持續服務在中國大陸的台胞，畢竟，
上海及周邊地區已有超過五十萬的台商投資者，應該更強化醫療動
能。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聯新設法籌集資金，成立「兩岸醫療一條龍，
公益救援專線4008-119-1995」。 
 



         

    結合上海禾新、桃園國際機場醫療中心及聯新豐富的醫療經驗與資源，
只要打一通電話，就有專人協助安排在當地就醫，或幫忙轉送返回台灣，
同時也提供緊急醫療費用墊付，協助民眾在中國大陸先準備好相關文件
資料，回台申請核退，再直接把醫療費用退到病人戶頭。 
 
    諸如此類的服務，設想各種病患與家屬可能面對的問題細節，預先規
劃解決。後來，這項服務模式又輸出到中國大陸，協助當地醫院成立病
友服務中心，為大陸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何夢喬形容，上海可說是全中國大陸醫學科技的高地，醫療資源高度
集中、醫療技術先進、醫療設備相當雄厚，例如：上海擁有全世界最先
進的重粒子設備，全世界只有德國、日本與上海有這套設備；上海醫科
大學眾多、人才濟濟，公立醫院歷史相當悠久，整個大上海地區有80～
90%都是以公立醫院為主體。 
 
    然而，置身這個收費低、民眾有醫保的環境，要在如此競爭的城市開
辦私人醫院，將面臨強烈的競爭考驗。但，無論辰新或禾新，不僅辦出
特色，也辦出相當的醫療品質。 
 
    2012年，上海首度對全市社會醫療機構（非公立醫院）進行醫院評鑑
工作，在一三七九家中，確定有二十七家被評為上海市首批星級社會醫
療機構；經過激烈選評之後，有五家榮獲此次最高分的四星級示範機構，



         

通過評鑑的肯定 
 

    閻東方透露，這是上海獨步全中國大陸，第一次對民營醫院進行評審，

原本設定最高是五星級，但這次從缺；其實原本想頒給禾新，「當我們
去評鑑時，簡直沒辦法扣分！」 
 
    不過，考量到整體社會醫療機構發展空間、社會輿論等，加上禾新也
剛遷移到新址沒多久，有些地方還可以理得更順，未來還有發展空間，
好比除了全科（即家庭醫學科）專科發展不錯，將來還可再形成另一個
亮點，「到時肯定可拿五星了！」閻東方毫不掩飾他對禾新的信心。 
 
    此外，上海市社會醫療機構協會，也首度舉辦社會醫療機構十大優秀
管理者的評選，在一千七百多位候選人當中，聯新創院院長張煥禎獲選
為十大優秀管理者的殊榮，當時他是上海禾新院長。 
 
    令閻東方讚嘆不已的，還有另一件事，就是無論辰新或禾新，張煥禎
始終守法辦醫，不玩擦邊球。 





         

加法模式只為求好 
 

    這幾年來，中國大陸大刀闊斧實施醫療改革，提高民眾醫保的覆蓋率；
並且，為了加速公立醫院改革，放寬法令與市場，誘使更多民間私人資
本投入辦醫。 
 
    令人慨嘆的是，不見得每個辦醫者都具備專業醫療背景或者認知良善，
有些純粹是財團出手，以賺錢為目的，辦醫設院過程未必遵守規則。 
 
    相對地，在禾新看不到這樣的情況。他們不會為了增加收入而讓病人
使用比較貴的抗生素，或動不動就幫病人打點滴，也不會像當地某些醫
療檢驗機構，為了多賺錢而把報告結果從陰性改為陽性。反倒是，禾新
連院內感染控制等一般人看不到的細節，也一一遵照醫療法規。 
 
    譬如說，抽血使用的酒精棉球，屬於醫療廢棄物，通常病人抽完血，
按壓手臂幾分鐘，就會隨手把棉球丟棄在垃圾桶。按照評鑑標準，這是
會讓醫院扣分的。 



閻東方頻頻讚美喟嘆。十多年來，他依然清楚記得張煥禎當年對他說的一
段話：「上海當局要求的各種規範，我們要不折不扣執行；台灣原本好的
做法，只要跟上海這邊的要求沒有衝突且能夠實行，那就把台灣的成功模
式加上去。」 
 
    為了求好，張煥禎選擇了加法模式；在中國大陸，不僅遵循當地法規，
更加入了台灣的成功模式，以更嚴格的標準自我要求。 
 
    「注重醫療品質與服務流程，辦醫肯定按照政府規範，外面不太有負面
評價，這些總體榮譽，建立起禾新在中國大陸的影響度與品牌度，」何夢
喬說。 

    可是，擔任上海首度民營醫療機構評
鑑評審委員的閻東方觀察發現，禾新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