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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一級主管專訪】精準健康學院籌備處及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籌備

處主任鄧有光

新任一級主管專訪

【記者姚順富專訪】本校人工智慧學系副教授鄧有光於9月8日起兼任蘭陽校園精準健

康學院及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鄧有光到本校任教後，即被賦予重要任

務，籌備精準健康學院，設立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已報請教育部核准，112學年

度正式開辦，將分為「智慧經營組」與「精準健康組」，招生2組各15名碩士生。鄧

有光表示，已積極準備招生宣傳，期望為國家培育精準醫療人才。 

鄧有光為本校資訊工程學系學、碩、博士，曾任聖約翰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系（現

樂齡福祉與健康促進系）的創系功臣，自身專業即是人工智慧，認為資訊工程與人工

智慧是進步的科技工具，能快速且大量地處理資料並提升工作效率。鄧有光強調，精

準健康學院的設立是淡江踏足健康領域的重要里程碑，代表學校發展更為多元，透過

精準健康學院的平臺，將整合更多的產學資源，有助於本校與地方的連結與發展。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第三項為「健康與福祉」，看準高齡健康市場未來人

力需求，設立於蘭陽的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結合「智慧分析」、「健康管理」及

「產業管理」等三大領域專業課程，重點發展「經營管理智慧化」及「健康管理精準

化」。鄧有光表示，因應社會高齡化趨勢，需培養具有高齡健康、高齡福祉科技、高

齡福祉產業等高階管理人才。 

除核心課程外，另有三項專業領域課程，分別是產業管理、智慧分析及健康管理領域

，希望透過健康經濟、人力資源、機器學習、雲端應用、高齡生活品質測量評估、老

人用藥等課程訓練，讓學生具有多項專長，將安排學生到健康管理產業實習。 

臺灣將在2025年正式成為「超高齡社會」，每5人就有1人為65歲以上，如何面對少子

化及人口老化，為亟需討論及面對的議題。鄧有光說明，高齡人士將面對許多健康照

護問題，現今社會顯得人力資源匱乏，一位醫護人員必須長期面對、需要照顧多位長

者的情況，若能藉由AI科技介入，將可消化許多問題。 

目前精準健康學院籌備處已設立，相關儀器設備也進入請購程序，預計將設置一間智

慧照護長者服務模擬教室，及研究展示區。鄧有光強調，除了校內的籌備工作，目前

最重要的是對外招生，加強在地連結。 

今年3月，本校已與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簽署結盟意向書，並進

行「研究」、「建教」、「產學」等多方面合作，強化師資、提供實習場域，提升研

究量能都是很好的資源。除此之外，也已和長照科技相關公司，宜蘭當地多家長照機



構進行洽談，拓展建教合作資源，推廣招生訊息。 

鄧有光預估，人工智慧是未來醫護產業升級的關鍵，目前大部分的高齡服務產業屬於

人力密集產業，其中包括很多重複性高或低技術水準的工作內容，在少子化及高齡化

的嚴重衝擊下，勢必需要科技介入，以提升高齡健康服務的品質及量能，這也是目前

專注的研究與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