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上   
西進之路   
人生只有一次，讓我們到最需要的
地方去。   
—台灣女宣教師孫理蓮   

      （Lillian R. Dickson）   



聯新團隊在中國大陸寫下許多「第一」的紀錄，   
而在搶灘過程中，   
也為兩岸醫療界開闢新的發展空間。 

    「杏林飛雨萬家春」，走進上海禾新健康會館會客室，淺咖啡
色的牆壁上，古樸的深黑色木框內，裱著這樣一幅書法字畫。 
 
    這幅字畫，是台大教授、中國藝術史學者、也是聯新藝術顧問
陸蓉之的先生傅申老師親筆題寫，意味著，上海禾新醫院就像一
顆種子，深耕中國大陸，經過無數次的風雨考驗，多年飛雨潤澤
大地，持續在大陸各地展開培育工作。這顆種子，終將茁壯成樹，
開展出一片森林……。 
 
    若繼續回推，誘使這顆種子萌芽的原點，卻是在台灣，位於桃
園市平鎮區的一所社區型醫院──聯新國際醫院。 

搶先西進設醫院 
 

     一路走來，聯新創院院長張煥禎的初心不變，努力把醫療送
往需要的角落，並分享成功的醫務管理經驗。 



搶先西進設醫院 
 

    一路走來，聯新創院院長張煥禎的初心不變，努力把醫療送往需
要的角落，並分享成功的醫務管理經驗。 
     
    「我的老師莊逸洲主任（前長庚醫院決策委員會副主委、前國策
顧問）認為，未來台灣醫療絕對可以在中國大陸占一席之地，鼓勵
我去大陸耕耘，並且再苦也要撐下去，過幾年退休一定會來幫我。 
 
    「最後的臨門一腳，則是我的老師張昭雄教授（聯新集團總顧
問），他認為，台灣人去大陸不要只有賺錢，而是要賺受大陸人尊
敬的錢，台灣醫療具有國際水準，應該把台灣經驗帶去大陸發展，
於是要我去上海，去救一億個人，要把醫療送到每個需要的角
落……」張煥禎說出這段話時，語氣調皮中又帶著一絲不容置疑的
堅毅。 
 
    在兩位老師「連哄帶騙」的激勵下，張煥禎下定決心，帶領聯新
團隊勇闖中國大陸。雖然，莊逸洲在退休那年不幸過世，沒辦法實
現諾言，張煥禎卻沒有後悔。 



前往上海試水溫 
 

    2000年，張煥禎和團隊密集拜會上海衛生局、上海醫療保險局、醫科大學
等單位，率先進駐中國大陸，多方探討、瞭解大陸官方投資政策與環境，並
分享有關社區醫療的重要性等概念。 
 
    當時跟著張煥禎一同前往上海試水溫的，還有聯新管理師、現任聯新國際
醫療智網健康照護有限公司總經理陳信宏。 
 
    陳信宏回憶，2001年的上海，擁有兩位數字的經濟成長，同時，中國大陸
衛生當局也在此刻大刀闊斧進行醫療改革，影響所及，上海地區的醫療院所
呈現出政策鬆綁後的多樣風貌。 
 
    於是，非營利性質的公營醫療機構銳意革新，積極更新並擴充先進硬體設
備，招募專業管理人才加入醫療經營團隊；而年輕化的領導階層，也展現出
改革的衝勁，國際交流不斷，經營方式趨於多元。 



    相對地，當時台灣醫療環境面臨發展瓶頸，前進中國大陸成了醫界的
新話題，醫療院所相繼組團前往大陸考察。 
 
    就在台灣醫界對是否前進中國大陸辦醫仍持觀望態度之際，張煥禎已
搶占灘頭堡，開啟台商登陸設立合資醫院的先鋒。其他，如：旺旺集團
的湖南長沙醫院、明碁集團的南京明碁醫院與台塑集團的廈門長庚醫院，
也隨之陸續進入大陸醫療市場。 
 

中國大陸第一家台資醫療團隊 
 

    2001年7月1日，張煥禎拍板定案，在上海浦東金茂大廈內，正式成立
聯新上海辦事處；那是一幢如同台灣101大樓般的建築，矗立在上海外
灘。而這樣一間辦公室，卻是中國大陸第一家台資醫療團隊，主要提供
醫療專業輔導與教育訓練課程，並受聘為加拿大梯古集團在大陸的醫療
事業進行診斷。 
     
    梯古集團已經在中國大陸發展多年，並且在十七個城市（包括：北京、
上海、西安、重慶、昆明等），設置眼科醫療中心。而來自台灣的聯新
團隊，與大陸同文同種，醫療環境演變過程也相似，梯古集團因此希望
藉由他們的管理經驗，為自己創造出更恢宏的事業發展藍圖。 



    在那之後，從2005年開始，聯新團隊還陸續取得上海南翔醫院託管轉制與
新院區投資，以及浙江龍港醫院託管的經驗。所謂託管轉制，是指當地的公
立、非營利醫院委託聯新團隊經營管理，然後再將醫院轉成民營化經營模式，
由聯新團隊當醫院的負責人，並且承擔盈虧。 
 
    至此，聯新團隊在醫療業西進上，已經拔得頭籌。但，他們的目的，並非
只是為了搶占先機。 
 
    做為第一個進入上海的台灣醫療事業機構，他們是真心想在中國大陸扮演
開拓者的角色，期盼在辛苦搶灘的過程中，帶給台灣醫管界新的啟發和成果
分享，為兩岸醫療界開闢新的發展空間。 
 

中國大陸第一家精品式醫療中心 
 

    張煥禎強調，協助中國大陸的醫院建置專業管理制度、經營醫院，以及提
供台灣同胞和外籍人士醫療服務，是聯新團隊在當地營運的兩大工作重點。
他個人更在2011年6月，獲邀成為大陸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家諮
詢委員會第一屆委員，也是唯一一位台籍專家。 



    在聯新團隊全力協助下，2002年，第一家中台合資醫院─辰新醫院，在
上海市長寧區開幕，張煥禎也創下大陸第一位境外人士擔任院長的紀錄。 
這間醫院的主要特色，是台灣專業醫師駐診及台籍醫療團隊提供醫療照
護，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家走精品路線的高級醫療中心，更是當地第一個
由台灣醫院管理團隊經營的醫院。 
 
    同樣也是在2002年，中國大陸首家外資台資獨資醫療管理諮詢公司──
聯新醫療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也跟進成立。 
 
    張煥禎經常強調，唯有透過不斷互動與認識，才能讓台灣醫管界發展
多年的知識和經驗在中國大陸獲得普遍認同，造就更多兩岸合作機會。
尤其，醫療有它獨特的在地性及控制性較強的市場政策，不能只是一廂
情願，以強者之姿切入當地醫療生態，必須有長期發展的策略與規劃。 



    也因此，一年之中，張煥禎有超過半年時間待在中國大陸運籌帷幄，
深入當地，與衛生相關公部門、醫界、學界等人士頻繁接觸，不斷累積
人脈與資源，就像蜘蛛織網般，一線一線密密織縫起來，終而成網。 
 
    然而，辰新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並非就此一帆風順。 
 
    異地創業，熬過的每個關卡都可寫成一篇篇心酸史；從法令規章、行
政作業程序、服務認知差距、文化習慣、遣詞用語、醫事人員證照認可、
看診流程到民眾就醫習慣等等，兩岸之間存在極大差異。 
 
    舉個例子來看，為了跟有關當局申請設立醫院准許證，申請、退件、
再遞送、再退件等等流程，工作人員奔波往返各個行政部門簽核，蓋了
八十多個章。 



初到異地，起步艱辛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醫院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前上海市第二醫科大學副校長陳
志興，早在2001年就與張煥禎結識，他語重心長地說到，民營醫院要在上海發
展很不容易，每一天都很辛苦、很艱難。 
 
    到這裡，要熟悉上海的環境與規則，最難的是要辦各種行政手續，中國大陸
的行政機構，有區級也有縣市，機關疊床架屋，每經過一個部門就要經過一番
周折。譬如說，光是開展自費疫苗接種服務，申請了兩年才成功，且數量也無
法保證。 
 
    上海辰新是聯新團隊與上海電力醫院（隸屬華東電力公司）及美國、香港投
資人合資設立，電力公司直屬國家電網總部體制上受上海市市政府管轄，辰新
等於是跟中國大陸的國營單位承租部分樓面設醫院。 
 
    葉惠德是上海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全國台胞投資企業聯合會業務
副會長、新聞發言人，當年投入相當心力，扮演居中協調的要角。 



沒有一家店鋪有冷氣 
 

    2000年左右的老上海，還不像現在這樣，散
發著濃濃的國際都會氣息；老上海的天氣，冬
天冷冽，但到了夏天，氣溫卻又上攀到近攝氏
四十度。 

    他坦言，辰新在電力公司內租樓層，雖然是一所獨立的醫院，不是
院中院，但當時還沒有像現在這麼開放，可運用的資源很少，加上沒
有自己的檢驗及放射設備，檢驗及檢查都得委託電力公司醫院處理，
看人臉色，一開始生意不太好。 
 
    眼看辰新經營得這麼辛苦，葉惠德還經常在許多場合幫忙宣傳。
「他（張煥禎）一路走來篳路藍縷，卻是個很堅持、愈挫愈勇的人，
十年來如一日，不放棄理想與抱負，」葉惠德說。 



         

    漫步街頭，除了國際連鎖速食店，整個上海沒有一家店鋪有冷氣；幽
靜的老胡同裡，偶聞三輪車載客的喀喀聲，居民穿著睡衣在路上走，也
都是稀鬆平常的事。 
 
    跟著張煥禎到上海打天下的幹部，到了這裡，首先遇到的挑戰，就是
如何解決住的問題。 
 

昏暗老舊的公寓 
 

    那時，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租屋而居。可是，待租的老舊公寓樓梯間
裡，垃圾散落一地、燈泡年久失修，如果太晚回去，就只能摸黑行進。 
 
    聯新營運長張瀞文回憶，當時準備落腳上海打拚時，住處環境的確不
盡理想，白天在外洽談事情，想找個地方暫時休息、想吹個冷氣，也只
能躲往速食店，但這就是當年的老上海樣貌。 
 
    處在那時的惡劣環境，當張瀞文叮囑那時擔任聯新上海辦事處副理的
陳信宏去簽一年房租合約時，陳信宏不安地說：「要一年嗎？不如先簽
半年就好吧。」 
 
    毫無資源、人生地不熟、未來一片未知，這群從台灣隻身前往中國大
陸開疆闢土的幹部，儘管充滿幹勁與衝勁，內心深處卻略顯不安。 



    然而，事已至此，還是必須勇往直前。安置好住處，大家就得趕緊換上
筆挺西裝或正式套裝，準備上工。 
 
    2001年12月，上海天氣反覆無常，連日陰雨綿綿，出太陽之後，居然氣
溫又再猛降，溫度到達冰點左右。於是，樹幹枝葉紛紛蒙上一層薄薄霜衣，
靜靜矗立在街道兩旁的法國梧桐，樹葉片片轉黃，無聲無息飄落在人行道
上，習慣台灣天氣的年輕幹部，只好把衣服一層一層往身上裹。 
 
    這天，聯新上海辦事處副理陳信宏，趕著前往浦東上海科技館。上海市
醫學會醫院管理學會年會，就在這裡展開。 
 
    上海市醫學會成立於1917年，已經有近百年歷史，是中國大陸全國省市
級學會二十強之首。因此，包含上海市副市長為首的官員及六百多位產官
學各界醫院管理菁英，都出席了這場盛會，張煥禎更獲邀為此次大會的特
邀貴賓，分享他積極推動兩岸醫院管理學術交流的心得。 
 
    當年從聯新派去的先鋒部隊，一步一腳印，穩扎穩打，人脈觸角逐漸深
入當地，辰新的知名度與客源也日漸轉好。 



         突變，病患、醫師雙雙流失 
 

    然而，沒想到，好景不常，才剛穩住陣腳短短幾年，且合約還有五年
才到期，卻因為房東不再續租，而突然被迫搬遷。 
 
    「兩岸的制度不一樣，困難與挑戰一言難盡啊！」張煥禎笑嘆了一口
氣。 
 
    辰新的房東兼股東上海電力公司，配合主管單位政策調整，收回所有
出租業務。 
 
    過了沒多久，辰新就收到電力公司要求搬遷的通知。可是，創建一家
醫院最快也需要一年半至兩年，在非常倉促的情況下被迫遷移，「醫院
業務遇到很大的衝擊與重創，前面累積五、六年的成果全沒了，得從頭
來過，」陳信宏苦笑。 
 
    這件事對辰新而言，可以說是晴天霹靂，因為在上海，民眾看病有地
域性，例如：住在長寧區的民眾，通常選擇該區內的醫療院所看病，若
離開該區，就形同流失病人。 



    更重要的是，依據上海市規定，若在長寧區申請設立醫院，萬一搬移到
徐匯區，就必須重新申請設院許可，當然也得重新找回病人。 
 
    文化差異，讓這群來自聯新的工作者吃足了苦頭。 
 
    百廢待舉，張煥禎透過國台辦系統與上海市台辦溝通，多爭取到半年的
緩衝時間尋找新址，也去拜託上海市衛生部門幫忙，同意先開一個綜合門
診，方便持續看診、安置員工，但住院與手術部分則必須暫停，更因此流
失了約四成的病人與部分醫師。 
 

中國大陸第一家外資獨資醫院 
 

    不過，對這群來自台灣聯新的年輕幹部來說，危機就是向上成長的契機。 
 
    既然得另覓他處設立新院，團隊決定獨資成立新的醫院─第一家外資獨資
醫院，上海禾新。 
 
    張煥禎領導的管理團隊，透過上海市台辦主任李文輝的協助，在上海徐
匯區漕河涇開發區找到新址，打算投資三千萬美元興建。 



             只是，開創第一卻有一個「副作用」，就是過去沒有前例可循，實施
細則也不清楚，承辦人員往往不敢自作主張，必須層層往上通報相關政
府部門審批，聯新團隊因此再度挑戰層層關卡。 
 
    《人民日報》記者李紅梅在2014年3月28日專訪「不排隊的醫院─禾新
醫院」報導中，對當時聯新團隊面臨的困難，寫得頗為詳細：「該醫院
的審批也不容易，耗了一年多。……醫院運行起來後，醫院購置設備等
事項，也需要報政府部門審批。而政府部門往往以不能單獨審批你一家、
不能為你一家專門邀請專家開一次會等理由，對醫院的申報不予及時審
批，通常要等待半年左右的時間，才能拿到批文。……三年免稅期後，
醫院的稅費、水電、房租、物業管理等，全部按照企業標準徵收，沒能
像政策裡說的一樣，享受優惠。」 
 
    不斷溝通，適應中國大陸的服務觀念、遊戲規則，得很有耐心，忍受
許多說不出口的難受，「我從張（煥禎）院長和員工身上看到一種精神，
有一種自信心，一步步在努力、奮鬥，」陳志興感性地說。 
 
    經過這一番變化，壢新團隊更精準找到病人的需要。「病人的價值在
哪裡，我們就設法讓他們實現！」張瀞文強調。 



         



顛覆大上海醫院風貌 
 

    迥異於辰新，這回禾新重新改寫當地人對醫院的想像，用商場拉近與民
眾的距離，並且首創以醫院經營健康養生會館，提供整合身心靈醫療健康
服務，讓病人獲得真正的療癒。 
 
    當時的設計，除了急／門診、住院，還設有健康會所及樂活商場，堪稱
一座綜合健康養生廣場，但設計理念仍以病人為中心出發，將一樓最好的
使用空間留給大眾，完全顛覆大上海的醫療場所風貌。 
 
    一進入迎賓大廳，館內採挑高設計，全面採光，空間寬闊明亮，沒有吵
雜人龍，撲鼻而來的是咖啡香而不是藥水味；旁邊設有禾新藝術中心，映
入眼簾的是一幅幅掛畫、一座座雕塑品，陳列在經過設計的動線內，即使
連門診候診區或住院區，不經意間，一個轉角，一抬頭，就會看到牆上掛
著相映該看診區特色的藝術畫作。 



             比方說，婦產科區的大門，那裡有一幅巨大現
代雕塑，那是一個類似母親子宮的立體作品；哺
乳專屬房間內，牆上則掛著一幅少婦托著乳房餵
寶寶喝奶的畫作；踏入門診區，右邊櫃檯上站著
三位卡通造型玩偶雕塑，還特地將高度壓低，讓
小朋可以直接碰觸把玩。 
 
    值得一提的是，這裡放置的所有藝術品都是真
蹟而非複製品，整個醫療中心儼然化身為一座美
術館，呈現一場美的視覺饗宴。 



    禾新的面積有1.5萬平方公尺，是辰新空間的三至四倍大，引進最新穎的
核磁共振與電腦斷層等醫療設備，更打造六星級的酒店式病房，聘任的專
業醫師80〜90%來自台灣，另外10%則聘請來自英美的外籍醫師，滿足上海
外籍人士的醫療需求。 
 
    整體醫護人數，從原本的一百八十位增加到四百多人，床位300床，更是
辰新的六倍。第一期先開100床，提供二十四小時門／急診和全年無休的二
十四小時醫療諮詢服務（call center），包括：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
家庭醫學科、醫學美容、放射影像科、皮膚科、中醫、口腔科、健檢中心、
預防接種科、麻醉科等多元服務，可擴大對長江三角地區台胞、境外人士
與中國大陸金字塔頂端人士的健康照顧。 
 
    和上海其他民營醫療機構最大的不同在於，禾新的服務宗旨，設定在
「高級醫療服務中心」、「全科醫療示範暨培訓中心」、「兩岸醫療緊急
轉運中心」以及「醫務管理暨健康產業展示中心」。同時，禾新也是兩岸
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中國大陸衛生部在2011年7月
審核批准的首家外資獨資醫療機構，2011年9月試營運，2012年6月26日正
式登場。 



三個月，病患回流七成 
 

    開幕當天，現場冠蓋雲集，兩岸政界、醫界、商界及媒體界等重量級
人士絡繹不絕，紛紛到場祝賀，包括：前衛生署署長葉金川、衛生署
（現改為衛生福利部）副署長林奏延、前親民黨副主席張昭雄、前民進
黨立法委員沈富雄、中國大陸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副主任葉克冬、上海市
人民代表大會副主任楊定華等賓客，德國、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也派人
到現場致意，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除了揭牌剪綵，當天禾新還與上海交通大學宣布合作，成立「非公立醫
院經營管理研究所」，日後雙方將進行相關理論與實務的交流；此外，
禾新也與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進行建教合作，
為兩岸醫療交流與教學合作打下根基。 
 
    更重要的是，開張固然熱鬧風光，禾新也頗為爭氣，很快就交出漂亮成
績單。醫院正式開張後三個月內，病患回流率高達六成〜七成。 
 
    當然，病人這麼快就回流，甚至大老遠跨區就醫，絕不是沒有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