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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秀 紅 自 傳 

 

109 年 5 月 29 日 

一、 個人生平、進修學習、服務任職 

個人出生於彰化縣鹿港鎮，求學過程從鹿港國小、精誠中學、

彰化女中、至高雄醫學院護理學系。1975年考上高雄醫學院後，

自此定居高雄至今。在高雄醫學院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後，1981

年於高雄醫學院任教。1987-1989年赴美國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護

理學院以及辛辛那堤大學護理學院進修。1993-1995年擔任高雄醫

學院護理學系主任，並開啟與美國阿肯色大學護理學院國際合作

交流。1995年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護理學院進修，於1998

年取得博士學位回國續任教職。赴美進修期間，除了主修社區衛

生護理外，也啟蒙我對性別議題的關注與研究。赴美進修回國後，

積極從事學術研究，於1999年升等教授職。2001-2004年擔任高雄

醫學大學護理學院院長，期間成立國內第二所護理博士班，培養

高階護理領導與學術研究人才；並善用個人專長成立國內第一所

醫學大學設立的性別研究所，培育性別實務與研究相關人才。 

2004-2008年借調至行政院衛生署擔任政務副署長，服務期

間，應用個人學術行政及研究專長，協助推動相關政策，包括新

版婦女健康政策、長期照顧十年計畫、食品安全、癌症防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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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促進政策等。此外，推動台灣專科護理師國家考試制度，於 2006 

年完成首次考試，2007年頒發證照。至今，我國已有8,800多位專

科護理師與醫師協同合作，解決住院醫師不足及確保醫療照護品

質。2008年歸建回任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復接任護理學院院長；

2015-2018年接任副校長之職。2018年中卸任副校長之職後，擔任

專任教授之職，負責博士班課程及博士生論文指導。 

二、 個人學驗、專長及人格適合擔任考試委員的特點 

個人30多年來長期投入護理教育、學術研究、衛生行政等，

在學術專長領域上有機會擔任行政院、考試院考選部、銓敘部、

教育部、衛生福利部以及科技部等相關委員會委員，貢獻所長並

協助政府推動相關政策。此外，擔任大學學術主管、衛生行政主

管、護理專業團體理事長、副理事長、理監事等職務，累積了行

政管理與領導的豐富經驗以及熟悉政策制定過程。2009至2017年

獲選台灣護理學會副理事長，2018年獲選為理事長，讓我有更多

機會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擴展國際視野及落實政策實踐，成為我

處事及領導團隊創新變革的座右銘。 

在學術行政、衛生行政以及領導專業團體的經驗累積，讓我

強化了溝通協調與應變能力、領導團隊追求卓越、對賦予任務職

責的當責與承諾、關懷弱勢與維護公平正義的性格、以及具備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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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視野的個人特質，這些個人特質與經驗，應足以肩負考試委員

為國取才、培育現代政府所需人才、健全政府文官體制等任務。 

三、 擔任考試委員後，如何發揮個人專長行使職權 

個人在學術領域、衛生行政、公共事務、性別議題以及國際

事務已累積相當經驗，並有許多機會參與政府政策研擬與制定，

對於政府體制運作、政策制定過程有一定的暸解。個人認為國家

文官體系的人才培養攸關國家發展至鉅，除了選才的多元化與彈

性，可進一步活化或激勵公務人員吸取新知，並培養其自我治理、

領導管理能力與國際觀，以優化文官人才具備創新與前瞻思維。

個人在建立人才資料庫與培育國際與領導人才具備豐富的經驗，

可協助規劃與執行國家相關人力資源的建置與人才培育政策。另

外，個人長期關注我國醫事人力的發展與培育，對於專業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也有各種參與經驗。其中，醫事人員的考試選才

攸關全民健康，目前醫事人員的教育為教育部權責、國家證照考

試為考選部權責、醫療體系的用人則屬衛生福利部權責，個人可

協助建立對話平台與溝通協調機制，為國家培育適任的醫事人

員，並促使各類專業與技術人才的培育，能落實教、考、訓、用

的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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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人生涯中曾參與受到肯定或矚目的重要事蹟 

個人長期致力於護理教育、學術研究、健康政策以及變革領

導，獲得國內外重要獎項的肯定。各項獎項獲獎的事蹟與理由分

述如下： 

（一）全國性獎項 

1. 行政院衛生署貳等衛生專業獎章(2009)獲獎事蹟： 

擔任衛生署副署長期間，致力建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食品

衛生安全制度以及推動國際認證之健康社區等，極具貢獻。 

2. 全國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獻獎(2009)獲獎事蹟： 

擔任護理學院院長及衛生署副署長期間，展現傑出領導與貢

獻，長期致力婦女健康及老人長期照護的學術研究，對國內及國

際護理及健康政策的影響卓著。 

3.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第一屆年度貢獻獎(2014)獲獎事蹟： 

擔任衛生署副署長期間，積極推動台灣專科護理師制度及國

家考試標準，建立醫護協同合作模式，確保醫療照護品質。 

4. 內政部金質獎(2019)獲獎事蹟： 

擔任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對國內及國際弱勢團體與組織提

供各種援助與人力培訓，善盡社會團體的社會責任與國際關懷，

獲頒全國性社會團體公益貢獻最高榮譽之金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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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獎項與榮譽 

1. 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 (International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ursing) (2009)獲獎事蹟： 

表彰個人長期投入護理教育及政府健康政策推動，展現卓越

領導能力；並致力於婦女健康與老人長期照護，傑出研究貢獻，

足為國際表率。 

2.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護理學院傑出校友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chool of Nursing, 

USA) (2010)獲獎事蹟： 

表彰個人長期致力於婦女健康與老人長期照護，並發表許多

相關論文於國際知名期刊，為弱勢族群民眾的健康發聲，提升護

理專業影響力，傑出學術研究及卓越領導能力，深獲肯定。 

3. 國際護理榮譽學會國際護理研究者名人堂(International Nurse 

Researcher Hall of Fame, 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 Honor 

Society of Nursing, USA) (2012)獲獎事蹟： 

表彰個人長期致力於婦女健康與老人長期照護，並發表 100

多篇學術研究論文於國內及國際知名期刊，尤其在醫療性騷擾、

受暴婦女、跨國新移民婦女的健康以及女性的健康促進議題等，

研究成果影響健康照護與政策的制定，足為國際學者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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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護理榮譽學會護理教育卓越中心諮詢顧問 (The 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 and Chamberlain College of Nursing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Nursing Education Advisory Board 

Member, USA)(2014~迄今)重要事蹟： 

對於護理教育的長期投入與豐富經驗並具有創新與前瞻性思

維以及國際觀。 

5. 國際護理榮譽學會 2019 卓越領導獎(Mary Tolle Wright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Leadership, 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 

Honor Society of Nursing, USA) (2019)獲獎事蹟： 

擔任護理學院院長期間引領護理教育創新及國際化；在婦女

健康及高齡長期照護的學術研究，引領相關政府政策發展並影響

國際護理研究發展；擔任衛生署副署長期間，推動台灣專科護理

師制度及國家考試標準，提升護理專業發展，同時，積極推動「友

邦國家護理領導者之培育計畫」，培育友邦護理領導人才；擔任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期間，積極培育國際與領導人才，尤其對於

國內年輕世代以及東南亞國家與資源匱乏國家高階護理人員的

領導培訓，不遺餘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