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第五屆胡賦強系友 
文 / 周世祐 

胡賦強老師是第五屆系友，畢業後就讀於公衛所，之後成為哈佛大學生物統計

博士。胡老師曾在流預所任教，也曾擔任臺大醫院的生物統計師，目前是國際

哈佛（統計）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據說，胡老師是公衛系的風雲人物，

但我們同學只知道胡老師一直對系上事務很熱心，所以今天就來一探究竟!  

 
求學期間誰是您的重要啟蒙老師？ 
   在大學二年級時，有兩門必修課，上學期為衛生統計課，下學期是生物統

計課，而這一整年的課都是由現在已經過世的 吳新英 教授來授課。那時我們在

舊公衛系館二樓的大教室上課，剛開始我們都是自己選位置坐，然後吳教授坐

在最前面的木製講臺後。吳教授早年在公共衛生研究所進行調查訪問的時候，

因為一次車禍造成脊椎受傷，行動不太方便，使得他的身形常隱沒在那講臺之

後，再加上吳教授本身比較瘦而且講話聲音比較小，導致這門課隨著時間進行

大家越坐越往後，最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坐在第一、二排，其他同學都坐在比

較後面了。 
為什麼要提這件事呢？因為 吳新英 教授就是我的啟蒙老師。不管別人是否覺得

他上課的聲音很小或講課不容易了解，但他那一年教的統計課讓我收穫很大，

也激發了我對統計學的興趣。縱然對大部分公衛系的同學來講，統計不是一門

很討好、能讓大家喜歡的科目，原因可能是統計本來就比較抽象，而且上課又

是用英文課本，因而在下午上這堂課的時候就很容易打瞌睡。然而對我來說，

經由這一學期統計課的薰陶，不但奠定了日後我學習統計的重要基礎，並且也

讓我從統計中學出一些心得和得到了一些所謂的學問。 
 



您對公衛系的看法？ 
  對未來而言，一個比較合理的導引思考方向就是看我們社會需要什麼，這

社會需要的人才是大學畢業就可以勝任的呢？還是需要研究所畢業才能勝任？

還是需要到博士畢業才能勝任？從這角度去思考，可以讓我們有更好的教育方

式來教學生。 
  公共衛生固然是一個可以很實際運用到社會解決公衛議題的領域，但我們

也不能把所有的學科以科學和實用作為唯一的評價或導向的目標。因為有些事

情也許要到 30 年、40 年之後才會發揮它的功效，所以也得從知識的角度來看

哪些是需要繼續研究、開發的公衛領域。雖然這些目前不見得有一個可運用的

機會，但還是得給它一個未來發揮的空間。 
 
從主修環境衛生領域轉到生物統計領域的契機是什麼？ 

在就讀環衛碩士班時期，我修了一堂衛生政策的課，就像大一剛進公衛系，

我對每個領域都很有興趣，而想把公共衛生相關的領域都學起來一樣。那時候，

我跟王榮德 老師 作一年的研究助理，研究一種除草劑巴拉刈所造成的皮膚病變。

過程中除了去工廠調查、拍攝病人皮膚照片及收集問卷資料外，回到學校還要

進行統計分析。而為了把統計分析作好，我也跑到校總區的計資中心去學怎麼

使用 BMDP 大電腦上的統計軟體，一方面是覺得在大學時我有這個興趣，想繼

續去學習並把它做好；另一方面，那時候統計軟體沒有像現在這麼方便，所以

用這個 EMP 來分析我們的資料後，就能找到一些造成病人皮膚功能病變的重要

因素。 
 
  在那次的工作經驗裡，我更深刻地體會到，如果一個分析所使用的統計方

法錯誤，或是在研究過程中有沒做好的地方，那麼整個研究的結果就會錯誤，

導致所得到的知識也不正確。所以在那時我就決定要出國去念生物統計。 
而在我碩士班畢業後第二年，剛好有機會到中央研究院的統計科學研究所擔任

助理研究員，也接觸到剛從國外回來的陳建仁教授和當時的所長趙明德老師，

他們讓我了解到所謂的統計學、真正的統計學或者說專業的統計學，及用數學

背景的統計學是怎麼樣的內容。這更讓我認知到能出國去念統計或生物統計的

博士班以增加這部分的專業訓練會是一件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事。因此，完成

那一年統計科學研究所的工作之後，我就出國去攻讀博士了。 
 
現在回想起來，是否有一些大學時期難忘的經驗？ 

我覺得在大學時參加社團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經驗，對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在大學時，我參加系上的服務隊並擔任隊長，到苗栗縣泰安鄉服務，也擔任過

一期公共衛生學系系刊的主編，以及設立公共衛生學系的資料組，也在醫學院

裡擔任醫學院學生代表。參加這些社團活動雖然花費很多時間而且會影響課業，

但對於過去到現在的我都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我也鼓勵我的小孩及大學生多



多參加社團，不管是服務性質或其他社團，因為社團這門課是書本無法教你的，

而且社團是因為你自己有興趣而參加，所以這效果遠遠超過被動地在課堂上學

習。直到現在，我在社會上的工作經驗都受到當時社團經驗的影響，所以在大

學若有機會參加社團是一件我覺得非常重要且值得鼓勵的事情。 
當我就讀碩士班時期，也因為大學的社團經驗有了特別的成長及學習機會。

民國 71 年的小兒麻痺大流行，當時就靠大學時的服務經驗在臺大設立小兒麻痺

服務團，大約有千位同學參加。每個人在經過服務團隊的訓練後，回到家鄉去

訪問感染小兒麻痺的病童，並教他們心理復健、對環境衛生的注意、以及膝上

的物理治療，也就是讓他們能在家裡進行復健。也因此在出隊前，我還製作了

一份關於小兒麻痺發生原因及關係的問卷，給大家使用。雖然在大學參加社團

及服務隊對功課會有影響，但社團是也是大學裡很重要的一門功課和經驗。從

那時的社團經驗，我不但能體認實踐服務人群的精神，也從中學習許多課外的

知識和一些人生的道理。 
 
為何當時想要成立統計諮詢公司呢？ 

想出來開統計諮詢顧問公司的最重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原因是，統計諮詢服務這項工作有三大樂趣，而這是我在臺大醫院

工作四年所體會到的。其一，它基本上是一個幫助別人的工作，做完之後別人

會跟你說謝謝。其二，它是利用你的統計專長去服務別人，任何一個會用到你

的專長去服務的工作，它的成就感會比較高。其三，這樣的工作會讓你接觸到

各式各樣的研究計畫，我本來就喜歡接觸各種領域的知識，因此，對我來講這

就是一個很大的樂趣，而現在看起來更是。每一個人的研究計畫，都會在你這

邊開花結果，而且你也會與他共同分享這一份喜悅。 
 

第二個成立這家公司的原因是，臺大有那麼多的系所，很多系所都有學過

統計相關的課程。然而，從一個以統計為專長的系所畢業後，卻沒有像會計事

務所或律師事務所那樣有一份明確的畢業出路。縱然只要有資料的產生就一定

需要統計去分析它的結果，但人人都學過統計，卻不一定人人都能有足夠的專

業去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目前臺灣市場上這類的諮詢公司很少，導致統計系

所的畢業出路並不好。不過話說幾十年前，當時會計系和法律系也沒有會計事

務所和法律事務所，因此當時也無法提供專業的服務，需要的人也不知道他們

在哪裡提供服務。也因而當有了這些事務所以後，這些系所畢業的學生可以先

去實習一段時間，等到自己的能力有足夠的培養之後，再出去投入適合自己專

業的職業。所以對統計這專業領域的發展而言，在臺灣開設統計諮詢公司是一

個能讓統計相關系所畢業的學生看到自己未來可為社會服務的方式，這是一件

有意義的事情。 
 

第三個原因是，我需要一份開創性的工作。在公衛學院和臺大醫院服務過



後，那一部分的經驗我接觸過了，所以我想在自己人生規劃的第二個十年給自

己一個挑戰。在外面成立一家統計諮詢公司恰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而我大學

時代的社團經驗也剛好能在這項事業中有所發揮。而且，自己開設統計公司，

很多事情的規劃也能有它的彈性和自由度。 
 
求學期間是否有遭遇過領域或出路選擇上的兩難？ 

當我決定出國念書時，我申請到三間學校：波士頓大學的流行病學博士班、

哈佛大學工業衛生碩士班及華盛頓大學生物統計博士班，但華盛頓大學要求我

先念數學碩士學位兩年才能進入他們的博士班。從這三間學校就可以很明顯地

看出我當時有興趣讀博士的三個領域：工業衛生、流行病學及生物統計。 
 那時我把生物統計當成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如果把它學好，我將來從事流

行病學或工業衛生的研究時，都會讓我在進行資料分析時得到比較正確的結果，

所以我想去讀生物統計博士。然而最後會選擇去哈佛大學的工業衛生碩士主要

是因為兩個想法：第一，當時臺灣學工業衛生的人很少，所以臺灣需要這方面

的人才；第二，如果把哈佛的工業衛生念完後，就有機會再進入哈佛的生物統

計博士班，那我去了哈佛就可以達成兩個目的。因此相對於另外兩間學校，哈

佛可以讓我學到兩個我有興趣的領域，再加上它的流行病學領域也很不錯，所

以我就選擇去哈佛。 
 
是否想對公衛系的學生說幾句話？   

第一句話是我過去幾十年求學及工作生涯裡面，體會到最重要的事情：「善

待別人就是大人物；把一件事好好做好就是做大事。」 
第二句話是：「能帶給多少人快樂，是評估一個人成就的大小；評估一個人

智商的高低，就看他能帶給自己多少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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