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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至今已三年，承蒙主編楊醫師邀

稿，想想離開成大以來未能把學生時代受師

長學長姊之恩回饋，如此便興起作實用文之

想。

隨著醫療大環境之惡化，以及 PGY 綁

內招之變革，年輕醫師對五大科有熱忱者心

疑卻步，鍾情小科者卻不見得能如願，醫美

成了不管是完成專科訓練後的另一個選擇，

或甚而是有醫師牌照便可提前將息之地。成

大醫學系訓練非常良好，這是我離開成大身

為第一屆一年期 PGY 的深刻感受。然見實

習均在學術思想較為濃厚的本院完成，除非

自行用寒暑假額外增加外院見習或實習時至

多 1 〜 2 個月的外放，加上成大為高雄以

外鄰近縣市唯一的醫學系，雖成大擁有綜合

學院優勢，相較其他醫學系學生，在醫學路

的抉擇及規畫上卻少了接觸較多元思維的機

會。

在台北三年接觸了各醫學系畢業的各層

級醫師，我曾驚訝於他校畢業生普遍更提早

對個人或家庭生活、投資理財、醫學學術以

外的可能性有更多重視與了解。成大學生普

遍以進入大型 center 訓練專科為畢業後理所

當然之路，有計畫性作他想者較少，我由於

家庭因素，在尚未有專科的情況下踏入醫美

領域已逾半年，雖為時不長，因成大學長姊

在醫美界比例低且多也已有專科可為後路，

個人經驗盼能提供給學弟妹作為參考。

1. 對醫美的基本認知

醫學美容（或稱美容醫學）在醫學生時

期實際上接觸甚少，皮膚科見實習所學關於

皮膚構造、皮膚反應原理、雷射基礎認知可

作為一基本知識，但大部分醫學美容之雷射

機器的參數設定、操作技巧以及各種雷射不

良反應的成因與避免之道除了各機器均有所

差異外，還常和醫師臨床經驗有關。至於肉

毒、填充物如玻尿酸、微晶瓷、sculptra，

以及埋線等等抗衰老領域，更是在醫學生時

期幾乎完全不會有接觸機會，因此可把醫學

美容當一門全新的領域來認知，網路上和坊

間亦有不少資料可供粗淺參考。

2. 短期打工或長期規畫？

想走醫美的理由各人不同，若是僅為

銜接其他生涯規畫之短期打工，（例如退伍

後到住院醫師報到期間）要注意的是不要牽

扯法律問題，建議以只做雷射為主，一方面

是微整型需有人指導傳授，已經確定是短期

打工者多半上位者不會願意多花時間指導，

二方面是經過練習期上手後可能也已是準備

要離開的時候，且微整形較易有客訴甚至醫

糾，短期打工不需要讓自己牽涉風險。

若有心以醫美為志業，微整形則為必學

環節，在一開始找診所時便需多著墨此處是

否有學習機會，傳授者所給之指引是否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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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以及經營風格是否恰當及為自己能接

受。

3. 如何找醫美工作？

沒有專科的年輕醫師如果有認識的學長

姊能介紹當然是最好，一方面省去自己尋找

耗時耗力，亦能提早對該處有所了解，避免

遇到經營模式遊走法規邊緣的診所，以及減

少不適應或其他糾紛。不過熟人介紹也不一

定是自己所想要，或是剛好沒有管道，那麼

就靠自己上醫師公會徵才處、1111 或 104

人力銀行，扣除需有專科或有醫美經驗要求

者，仍有不少職缺機會。

4. 應避免的醫美診所

遊走法律邊緣者有可能會開出較高薪

資吸引醫師願意進來，常見的不合法之處如

以美容師或護理師代替醫師操作儀器，但

若有書面紀錄仍是登記為醫師操作（也就

是出事仍會要醫師負責 )；以大分子玻尿酸

（如 Macrolane，單位價格較便宜）打入應

以小分子填充之處，甚至稀釋分裝後打入；

沒有任何書面紀錄或有竄改不實者；櫃台訓

練不足或推銷方式半哄半騙，賣出不見得適

合的療程或填充物劑量給客人，使醫師必須

承擔更多併發症風險；直接要求掛負責人更

要避免，（在教學醫院訓練滿兩年可掛，含

PGY）不熟悉的診所絕對不要為了掛負責

多得的錢而面臨出事被吊銷執照的風險。面

談前可以先查詢該診所是否曾出事改負責人

或換個招牌，面談時直接把疑慮先行提出亦

佳，醫美工作並不那麼難找，寧缺毋濫。

5. 若畢業先走醫美，有沒有什麼缺點？

目前招考住院醫師的氛圍已有與 PGY

內招合併的風氣，未來醫學系已將改成六年

制合併兩年 PGY，提前走醫美時日一長多

半不會想再回頭做疲累又收入相對大減的住

院醫師訓練，但有些想法卻可能在年紀更大

時才會轉念。而僅僅是隔一屆想回頭申請住

院醫師，選擇權將大幅減少，且對於大多數

面試官而言，走醫美是較為負面的條件。

個人強烈建議若無特殊因素，或已經想

的非常清楚未來就是要以醫美為志業，且個

人特質擅長與人互動、能在醫美領域滿足成

就感，我仍會以較為保守的態度建議先拿專

科，雖然多拿一個專科之後以最現實的收入

而言並不見得會增加多少（甚至比持續在醫

美發展來得低），但多花 3 年以上可以讓你

未來的路較為寬廣，畢竟醫界未來的變革無

人能說得準。

醫師走醫美並無可撻伐之處，秉持以

治療為出發點，提供安全正確的改善之道，

雖然難脫商業氣息，醫美領域並非完全沒有

成就感或助人之處。要實現做醫美仍不失去

做醫師的職感，必須選擇一個良好的醫美診

所，在合法合理安全的環境下讓醫師與病人

（客人）充分溝通互動、提供接觸新技術的

機會、與上層溝通管道順暢。醫師是個被賦

予較多社會責任的職業，但醫師也須顧及自

身與家庭的多重角色，在這醫療環境不復以

往的年代，不諱言醫美在短期能提供年輕醫

師相當不錯的收入（月收短時間內即可比大

醫院內科系年輕主治還高）及生活品質，雖

個人因自我規劃仍回頭做專科訓練，若有學

弟妹詢問也仍保守建議若無特殊因素，先以

專科訓練為優先，仍誠心覺得應提早讓年輕

醫師對醫美有些許了解，衡量自身特質，在

某些人生十字路口時多一條不壞的路可以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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