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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20日 聯合報 A14 民意論壇



「百川計畫」、「未來學院」響應教育部創新教學 2020-10-19 06:00 

民視新聞網 民視新聞 綜合報導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0A19L01M1 

教育部推行創新教學，希望顛覆傳統「教孩子自己照顧自己」，藉此點亮教育之光。而國立交通

大學則以「特殊選才招生-百川學士學位學程」響應政策，首屆錄取來自各地的資安怪傑、機器

人達人，和音樂高手、設計、教育、數學、建築、法律、體育、外交、新聞等特殊專長的學生，

學生們不僅需自主安排課程，更可以進行跨領域學習。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的「未來學院」，更

是為每位技職生量身打造適性適才的個別化學習計劃，強調產業式的專才培養。 

 

正在進行實驗操作的高湘琪，是國立交通大學自 107 年（2018 年）開始，響應教育部推動實驗

教育，以大一到大四不分系，創設「百川學士學位學程」的第 2 屆學生。 

 

國立交通大學百川學士學位學程學生高湘琪：「因為我唸的是高職，所以我除了考統測，就是以

升學的管道，直接進入科大之外，因為高中做了很多其他不同的活動，所以選擇以這些活動經歷，

去推交大百川特殊選材。」 

 

國立交通大學代理校長陳信宏表示，「百川的特性只有兩個，一個就是入學的時候不看成績，以

你的能力來判定，第二個就是進來以後，只有局部性的限制修課，那基本上讓你選自己的未來方

向。」 

 

百川計畫除輔以課程資源支持，也提供共同工作空間實作場域，而教育部積極推動高教創新教學

的成果，也同樣在南臺灣綻放。正以咖啡濾紙結合木材，製作「啡花筆」的柯佳良，是配管與暖

氣技能競賽的國手。柯佳良以技優保送生的身分，進入雲林科技大學電機系就讀，早已有創業想

法的他轉系進入未來學院，為理想尋求更多能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未來學院學生柯佳良說明，「我們是利用學生的自主學習計畫，讓學生自己去

找廠商，然後把你有興趣的東西，去做精進做結合。」 

 

為了能彈性調整課程，讓同學在校即擁有創業能力，未來學院採用小班教學，4 人即可開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未來學院計畫主持人李育憶表示，「他必須很清楚他知道自己要什麼，這是第

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抗壓性要夠大，他可能自己去找實習單位，然後自己寫履歷，然後自己被

打臉，回來之後我們教他，如何把你的專長特質展現出來，這是非常重要的。」 

 

不論是雲科大的未來學院，還是交大的百川計畫，無邊界的創新教學，為台灣社會培養出更多，

具有創新創意的優秀人才。 



《科技》台灣國際雷射展 21 日揭幕 2020-10-19 16:47 

中國時報 記者 莊丙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019003962-260410?chdtv 

台灣國際雷射展 Laser & Photonics Taiwan 將於 10 月 21 日在南港展覽館開展，本次展出由國

內外 80 家業者使用近 200 個攤位，聯手呈現雷射加工設備、雷射源、精密光學、雷射鈑金、雷

射零組件、雷射應用等展出項目。 

 

本次展出中，工研院雷射中心將展出國產雷射源關鍵組件、高功率加工及精微加工技術，並將聯

合科專計畫輔導廠商展示計畫成果；另外，高端雷射領導品牌創浦，以超短脈衝雷射源為亮點，

能在冷加工的狀態下進行精微切割、鑽孔及蝕刻加工；首次參展的慶鴻機電將帶來高精密懸浮雷

射加工機，適用於精密零組件加工，應用領域涵蓋航太、醫療及電子產業。 

 

此外，雷射雕刻上色勇鼎科技不僅握有專利，還將於現場展示綠光雷射內雕技術，可於透明材料

內直接雕出 2D或 3D 立體圖形；擁有雄厚學術及實務背景的京碼，專注於次微米級雷射超精密

加工技術，以自動化整合微蝕刻、微切割、及微鑽孔三項工法提升雷射加工精細度。 

 

在政府推動「5+2 產業創新計畫」、打造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為主軸下，今年特別規劃「半導體產

業雷射製造技術研討會」，由工研院、交通大學、中研院等學研機構，以及創浦、科希倫、IPG、

迪伸電子等產業領頭羊，共同發表雷射產業發展與未來趨勢，並特別鎖定半導體產業，涵蓋新型

半導體奈米雷射、超短脈衝雷射、μ-LED製程、超快與短波長光纖雷射等高端技術應用。 



蘆筍鹿茸保養品 內服外敷受歡迎 2020-10-20 04:10 

中國時報 記者 莊曜聰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1020000552-260107?chdtv 

台灣化妝、保養品內外銷年產值破千億元，大餅吸引業者投入，連農特產品都能用來製作保養品，

台南將軍區農會發展綠蘆筍產業，除生鮮蘆筍外，也和成功大學團隊合作，以 2 年時間研發，從

綠蘆筍中萃取多醣體，製作護膚凝露及沐浴露，搶攻市場；在地鹿農林昆鋒也從畜試所技轉，開

發鹿茸周邊產品，面膜、護手乳頗受歡迎。 

 

將軍區農會總幹事吳明成指出，將軍區露天、設施栽培綠蘆筍種植面積約 45 公頃，年產量 1200

公噸，產值約新台幣 1億 4000 萬元，其中以溫網室等設施栽培面積居全台之冠，且全年都可供

應市場。 

 

除了供應生鮮市場外，農會也開發出蘆筍香鬆、茶包等產品，將蘆筍纖維較粗的部分充分利用，

為了提升產業競爭力及附加價值，2 年前開始與成大生命科學系共同研發蘆筍次料的循環利用，

提煉出具有抗氧化、保溼作用的多醣體，並運用在保養、清潔用品上，開發出護膚凝露（精華液）、

沐浴露，目前已商品化正式開賣，還和生技公司合作導入美容護膚課程，希望協助婦女二度就業。 

 

另外，南市在生鮮鹿茸產量上居全台第二，有養鹿業者就用新鮮鹿茸開發出周邊製品，台灣鹿茸

生技公司負責人林昆鋒接下家族養鹿事業，開拓新市場，他向畜試所取得多項技術轉移，用鹿茸

製作雞湯、保健食品，還有面膜、乳液、護手霜等保養品，頗受消費者青睞，業績也超過生鮮鹿

茸，前景可期。 



將軍綠金蘆萃 邁向六級產業 2020-10-20 

台灣新生報 記者 李嘉祥 

https://www.tssdnews.com.tw/?FID=14&CID=531341 

將軍區是臺南市蘆筍重要產區，為提升農業附加價值，讓農民賺更多錢，將軍區農會結合成大團

隊，以蘆筍開發「綠金蘆萃」產品，朝六級產業邁進，昨天並舉行新品上市會，市長黃偉哲、農

糧署南區分署長姚志旺、南市農業局長謝耀清現場體驗新產品效果，肯定將軍農會總幹事吳明成

大魄力及研發團隊技術，讓農產品附加價值大幅提升，未來台灣農業發展遠景可期。 

 

黃偉哲表示，將軍農會積極強化綠蘆筍產業競爭力，除建立「紅將軍」品牌，也開發蘆筍茶包及

蘆筍香鬆，今年更透過產官學界合作生技研發，將蘆筍從生鮮農產提升為高弣加價值產品，造福

愛美民眾，能提高農民收入，更能將優良農產品介紹出去，幫助地方經濟，「綠金蘆萃」成為臺

南之光指日可待。 

 

謝耀清說，將軍綠蘆筍面積約四十五公頃，年產量一千二百公噸，產值一點四億元，其設施栽培

約十八公頃全國之冠，產量達五百五十公噸，可全年供應市場，露天栽培的綠蘆筍每年三月至六

月為盛產期，目前將軍契作農戶由一戶面積零點二公頃增加至卅戶六點五公頃。 

 

吳明成指出，蘆筍是農會培養青農的重要產業，以往綠竹筍多以食用為主，今年與成功大學蔣鎮

宇教授合作，簽署蘆筍多醣體發酵技術移轉合約，由生技公司利用自然農法栽培的綠蘆筍開發精

華液及沐浴露，是純天然產品，使綠蘆筍產業更多元化，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與農民收益；姚志

旺指出，農村人力式微，將軍農會努力為農產品加值，開創產業商機，帶動青農返鄉，也希望更

多人認識蘆筍產業。 



玩轉潔能，實作創意 2020-10-19 

台灣新生報 記者 陳秋香、何弘斌 

https://www.tssdnews.com.tw/?FID=67&CID=531221 

「二○二○臺灣能-潔能科技創意實作競賽」決賽於十八日上午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辦理，來

自全國一百一十六所各級學校共一百一十隊、五百三十三名優秀師生團隊，在歷經數月的選拔，

從二千六百名參賽者脫穎而出，於競賽當天角逐金牌等各大獎項。 

 

各組別之得獎隊伍除可獲得教育部頒發獎狀外，還可獲得教育部及協辦單位甲六園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盛欣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二百萬元總獎金，各組得獎隊伍為：大專綠能建築組金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水格柵節能複式牆熱泵系統》；大專在地實踐組金牌-國立中正大學《神奇

我的波轉電》；大專微電影組金牌-國立成功大學《源‧夢》(見圖)；高中職微電影組金牌-高雄市私

立中華藝術學校《熊熊電力公司》；高中職實作組金牌-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達高級中

等學校、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中學、桃園

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新型生物纖維膜燃料電池》；國中組金牌-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記得

旋轉我！》。 

 

該競賽透過教育部「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推動有成，年年吸引全國國中、高中職

及大專院校師生組隊報名，大專院校包含「在地實踐組」、「綠能建築組」及「微電影組」三種主

題競賽，其中「在地實踐組」鼓勵學生就其居住、就學、工作等在地性發想，創作出融入在地生

態環境、區域產業、科技發展等特色作品；「綠能建築組」以「建築」與「能源」為兩大訴求，思

考如何將綠色能源導入建築體中；此外，大專及高中職「微電影組」延續前兩屆精神，有別於實

作作品的呈現方式，邀請學生發揮影音創作、腳本企劃創意，期引發國人共同關注潔淨能源議題，

在生活中確實展開珍惜能源、愛護環境的行動。 

 

臺灣天然能源缺乏，能源科技發展所面臨的挑戰相較其它國家更為嚴峻，為因應能源短缺危機及

接軌能源科技之未來發展，能源教育的扎根與推廣更顯重要；相信透過「二○二○臺灣能-潔能

科技創意實作競賽」各團隊優秀作品的啟發，將能帶動學子、民眾對於能源議題的重視，促進國

人關注潔能科技創新應用及環境永續的社會責任。 



元智攜手青年局舉辦「USR 跨校研討會」深耕地方 實踐永續教育 2020-10-19 

桃園電子報 記者 傅聖仁 

https://tyenews.com/2020/10/89051/ 

元智大學學生事務處與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共同舉辦的第二屆「深耕地方、永續實踐」USR 跨

校研討會，全國共有 24 所大專院校 USR 夥伴參加。除精彩的專題演講，7 所大學的 USR 團隊

分享計畫亮點，希望透過深度交流與觀摩，匯集各校深耕地方的服務能量，豎立社會責任典範。 

 

青年事務局局長顏蔚慈表示，桃園市各大專院校非常積極推動大學社會責任，每個 USR 計畫團

隊在執行上都很積極、認真，並主動與公部門和企業合作，肩負永續實踐精神。元智在這部分更

是積極，率先向青年局申請續辦 7 所國小的艾妲資訊營隊，讓教育從根扎起，正是社會實踐的典

範。 

 

元智大學學校長吳志揚說，感謝 USR計畫團隊共襄盛舉，執行過程導入多元思維，從中也發覺

創新元素，優化與地方鏈結的緊密度，除肯定團隊的豐碩成果，也期望未來元智能成為各校社會

責任的交流平台，持續努力服務國家和貢獻社會，將深耕地方的精神，發揚光大和永續實踐。 

 

中央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主任孫煒擔任專題演講，主講「大學社會責任的創新格局-中大的實踐

與治理」。孫主任說中央大學 USR計畫結合校務治理和發展策略，和完善的激勵措施。除了制訂

專業、實踐、在地、利他等四項核心價值，今年將改採「目標與關鍵結果」OKR方式，以聚焦目

標滾動式管理工具，取代傳統 KPI管考模式，結合策略績效管理與策略地圖的企業精神要義，提

升執行彈性，量少聚焦，同時達到公開透明。 

 

桃園市各大專院校非常積極推動大學社會責任，每個 USR 計畫團隊在執行上都很積極、認真，

並主動與公部門和企業合作，肩負永續實踐精神。圖：元智大學提供 

東海大學環工系教授陳鶴文，也是校務發展規劃組組長，他強調，主講「如何與地方共享高教資

源」。陳鶴文教授提到，教育部近年來鼓勵各校積極爭取 USR計畫，促進地方鏈結與創生，改善

環境品質。但陳教授認為未來 USR應邁向獨立運作，加入公務部門資源，結合企業 CSR回饋需

求，更能永續經營場域，建立長期社會與經濟社群的共善夥伴關係。 

 

元智大學學務長王佳煌另外表示，推動大學社會責任，每個 USR 計畫團隊在執行上都很積極，

特別量身打造了「寰宇文化領航」計畫，計畫包含領航人才培育、文化巡航、菁英師培、世紀領

袖等四項子計畫。 

 

元智課外活動組組長、也是「寰宇文化領航」計畫主持人黃郁蘭也分享成果，為因應國家發展目

標之一的雙語國家，已提前為各夥伴學校規劃「語言與學科內容整合式教學」CLIL 課程。她說，

目前元智也正積極與各國駐台大使館合作，將簽署第一份合作備忘錄，促進國際鏈結與匯流資源，

將在地全球化理念導入服務場域，發揮國際理解與多元包容精神。 

 



分享計畫成果的團隊還有遠東科大副教授吳俊毅的「創新能資源化多元剩餘資材 加值平台與高

價值循環經濟」；中原大學副教授李明彥的「團結經濟、文化夥伴-桃園大海社區文化創生計畫 II

台日軍式文化創生連結」；吳鳳科技大學趙偉勛主任的「諸羅桃城好厝邊、安全享壽呷百二」；朝

陽科技大學助理教授陳博舜的「智慧商務與行銷塑造南投中寮石虎與農業優化創生社會實踐模

式」；臺中教育大學教授魏炎順的「世代攜手‧城市共榮─中教「大學城」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臺灣師範大學助理教授李育齊分享「高齡者長健全方位系統升級計畫營造永續高齡友善社

區」。 



「桃園新創日」為新創找到投資人 2020-10-19 12:15 

工商時報 記者 郭及天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a07634002020101912114238?area= 

桃園新創日展現桃園創業能量，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與桃園市政府社會企業中心及國立中央大

學將 10 月 27 日聯合舉辦 2020 桃園新創日，串聯中央部會，經濟部、國發會、科技部、中部科

學園區等單位，集結 50 組新創、社會企業團隊策展，並邀請全台企業、加速器及創投參加創業

日，打造桃園創業生態圈，讓新創日成為青創家們發揮的絕佳舞台。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推出多項創業政策，打造良好的創業環境，協助桃園創業青年發展，青年

事務局建置青創指揮部、安東青創基地及新明青創基地等 3 處青創基地，提供平價實惠的辦公

室、共同工作空間、會議室等空間，亦提供免費水電、網路支持，讓青年創業家大幅度節省創業

初期的管銷成本，也讓青年在創業路上能趨吉避凶，迄今已輔導超過 130 組新創團隊，並協助創

業家取得超過 1.4 億元的早期資金。 

 

除了實體的創業空間，青年事務局提供創業家多項連續性的輔導、媒合服務，對於僅有創意構想

的潛在創業家或學生團隊，青年事務局透過舉辦創業競賽，鼓勵青年提出創意構想，針對優秀可

行的創意構想，提供獎金及後續資源串連服務。 

 

若創業家正式投入產品研發，青年事務局協助創業青年申請各類研發補助(如 SBIR 經濟部小型企

業創新研發計畫)，減輕研發初期的資金壓力，媒合研究單位協助創業家測試產品效能及各項檢

驗數據，並協助對接製造工廠進行小量試產，節省創業家盲目尋找合作單位的時間。 

 

針對商品開發完成，即將投入市場的創業團隊，群眾募資是最近流行的方式，青年事務局協助募

資前後的大小事，包含媒合大專院校設計學系的師生團隊協助募資文案設計、募資影片拍攝等，

並協助團隊進行宣傳行銷，以達成募資最大效益，統計 109 年 1 月至 9 月，青年事務局已協助

新創團隊在募資平台取得超過 2300 萬的資金。對於公司營運常見的行銷、智慧財產權、財務會

計等疑難雜症，青年事務局亦聘請專業的業師提供創業家指導，迄今提供超過 1200 案次業師顧

問諮詢。 



挺青年創業 桃園新創日受理報名 2020-10-19 22:17 

自由時報 記者 李容萍 

https://news.ltn.com.tw/news/Taoyuan/breakingnews/3326184 

敢想敢創！桃園挺你！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桃園市社會企業中心及國立中央大學 27 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將在高鐵站前西路的國際金融雙星．金融大樓共同舉辦「2020 桃園新創日」，將

串聯中央部會，經濟部、國發會、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集結 50 組新創、社會企業團隊策展，

規劃借力使力、大師講座、名人指路、新創嘉年華、伯樂投起來、新創閃約、創業充電站七大主

題，邀請全台企業、加速器及創投參加，讓新創日成為青創家們發揮的絕佳舞台。 

 

青年局長顏蔚慈 19 日偕青創團隊預告新創日活動（報名網址：https://reurl.cc/VXYALN）表示，

青年局打造創業環境，建置青創指揮部、安東青創基地及新明青創基地，提供平價辦公室、共同

工作空間、會議室等，提供免費水電、網路支持，創業者大幅節省創業初期的成本，至今輔導超

過 130 組新創團隊，協助創業家取得超過 1.4 億元的早期資金。 

 

若創業家正式投入產品研發，青年局協助申請各類研發補助，針對商品開發完成即將投入市場的

創業團隊，群眾募資是最流行方式，統計今年 1 至 9 月，協助取得超過 2300 萬元資金。 

 

除了青創基地提供科技類型的創業家投入創業，市府於 2017 年率全國之先成立桃園市政府社會

企業中心，積極發展社會企業，至今輔導 66組社會企業團隊，提供租金及設備補助，以及社會

企業創業諮詢、知識課程及各方資源鏈結，讓桃園市成為全台第一座進入社會企業認證體系的都

市。 



桃園新創日 指引團隊方向及展現成果 2020-10-20 08:44 

中廣新聞網 記者 李明朝 

https://www.bcc.com.tw/newsView.4684456 

新創、青創團隊可能面臨資金、或者國際企業挑戰，創業之路相當艱辛，桃園市政府青年局、中

央大學在 10 月 27 日舉辦首屆桃園新創日，現場邀請業師、創投公司、企業到場，提供專人諮

詢，讓青創新秀在未來發展更加順利，一展抱負。 

 

桃園市青年局、桃園市政府社會企業中心及國立中央大學聯合舉辦 2020 桃園新創日，這次串聯

中央部會，經濟部、國發會、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等單位，集結 50 組新創、社會企業團隊策

展，並邀請全台企業、加速器及創投參加創業日，打造桃園創業生態圈，讓新創日成為青創家們

發揮的絕佳舞台。 

 

有關新創日活動，青年局局長顏蔚慈表示，當天除了對於輔導的青創團隊，做一次完整績效展現，

也透過聚會，讓不瞭解創業，或在創業之路辛苦夥伴，大家一起交流。 

 

新創團隊透過競賽只是敲門磚，中央大學產學營運中心創新育成經理林茂源表示，競賽之後，團

隊需要是培育的資源、對接單位、企業、資金，市場開拓，以及產品定位，這樣才能持續往創業

之路前進，而且能夠在國際上展現競爭力，這些都是新創團隊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所以透過新創

日大家一起討論，相互瞭解，共同把問題解決。 

 

青年事務局表示，已經建置青創指揮部、安東青創基地及新明青創基地等 3 處青創基地，提供平

價實惠的辦公室、共同工作空間、會議室等，也提供免費水電、網路支持，讓青年創業家大幅度

節省創業初期的管銷成本，同時也提供創業家多項連續性的輔導、媒合服務，若是創業家正式投

入產品研發，也協助創業青年申請各類研發補助(如 SBIR 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減輕

研發初期的資金壓力，媒合研究單位協助創業家測試產品效能及各項檢驗數據，並協助對接製造

工廠進行小量試產，節省創業家盲目尋找合作單位的時間。 



大學簽署一中承諾書 教長：44 校送審書約均符合對等規定 2020-10-19 11:44 

自由時報 記者 林曉雲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325533 

72 所大學在 3 年前因中國要求而簽署一中承諾書，教育部僅糾正未開罰。教育部長潘文忠今在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答詢時表示，教育部糾正各校之後，另有 44 所大學提出相關書約及附

件，包括承諾書等送教育部審查，因教育部三令五申不能有政治條款，經與陸委會跨部會嚴格審

查後，這些書約均符合規範。 

 

立委黃國書今天質詢時質疑，我國大學沒有再配合中國要求簽署一中承諾書，但 107 學年和 108

學年都仍有 2 萬多名中國研修生來台，為何我國大學沒有再配合對岸要求簽一中承諾書，卻有這

麼多中國學生可以來我國，他擔憂是否有可能學校做兩套書約？私下在簽一中承諾書？要求教育

部徹查了解。 

 

潘文忠表示，如果有個案檢舉，教育部當然會去徹查，大學送審的書約是校際合作，教育部會嚴

防政治介入，要求上課不能談什麼已是有失國格。 

 

黃國書抨擊部分大學為招攬中生而配合中國要求寫承諾書，已違背大學最基本的學術自由精神，

突顯出兩岸交流不對等，當時媒體報導之後，教育部清查有 72 所大學簽署一中承諾書，占比近

5 成，破壞台灣學術自由和兩岸對等原則，也有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3 之 3 條之虞，但教

育部僅糾正，並未開罰。 

 

潘文忠表示，我國對於兩岸學術交流採取開放立場，在維護學術自由自主、但不能失格的前提下

進行，2017 年確實有大學簽署一中承諾書的問題，教育部清查發現，學校不是很了解相關法規，

當時有糾正 72 所學校，且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套讓學校明白的規範，因此後來將書約及相關附件

均列為備查項目，由教育部和陸委會進行跨部會審查，大學即有所改善。 

 

蘇貞昌院長日前裁示，學術交流不該有政治條款，中國如果用政治介入影響學術交流，要求教育

部了解盤查並處理，黃國書詢問教育部的處理情況如何？ 

 

潘文忠表示，在 106 年之後，共有 44 校提出書約及附件包括承諾書等送到教育部審查，教育部

在與陸委會跨部會嚴格審查後，均符合不該有政治條款等規範，教育部在糾正 72 校之後，同時

函知各大學校院，如再有抵觸兩岸條例之事，教育部就會執法開罰。 

 

立委黃國書也表示，最近中國頂尖高校思政課增設「習思想」，我國也有學生在中國讀書，勢必

會上到「習思想」的課程，詢問我國教育部因應的立場為何？ 

 

潘文忠答詢表示，我國政府對青年交流是採取開放態度，但不鼓勵學生去中國讀書，最近也察覺

到中國有很多計畫措施在推思想課程，教育部會明確提醒學校和學生，應清楚了解所在和所學是

否為自己所要。 



禁簽一中承諾書 44 件校際合作符規定 2020-10-20 05:30 

自由時報 記者 林曉雲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407208 

七十二所大學在三年前因中國要求而簽署一中承諾書，教育部僅糾正未開罰。教育部長潘文忠昨

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答詢表示，教育部糾正大學後，通函各校須嚴守學術自由的規範，且

須將書約及各種附件事前送教育部跨部會嚴審，提醒勿踩紅線，迄今僅同意大學提出的四十四件

校際合作之書約，確認均符合沒有政治條款之規定。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質詢時質疑，我國大學沒有再配合中國要求簽署一中承諾書，但一○七學年和

一○八學年仍有兩萬多名中國研修生來台。他擔憂是否有可能學校做兩套書約？是否私下簽一中

承諾書？要求教育部徹查。 

 

潘文忠表示，如果有個案檢舉，教育部當然會徹查，嚴防政治介入。潘說，我國對於兩岸學術交

流採取開放立場，但不能失格，一中承諾書清查之後，已建立一套讓學校明白的規範，因此後來

將書約及相關附件均列為備查項目，由教育部和陸委會進行跨部會審查，大學即有所改善。 

 

黃國書也詢問最近中國頂尖高校思政課增設「習思想」一事，潘文忠答詢表示，我國政府對青年

交流採取開放態度，但不鼓勵學生去中國讀書，最近也察覺到中國有很多計畫措施在推思想課程，

教育部會明確提醒學校和學生，要有所戒心和提防。 



大學朝向「公私併」？ 潘文忠：教育部政策支持 2020-10-19 10:54 

自由時報 記者 林曉雲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325467 

少子化風暴猛烈，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長徐守德推估，到了 117

年，高職生源將再少 4 成，現有 66 所私立技專校院恐僅剩 20、30 所存活，呼籲推動「公私併」。

教育部長潘文忠今天在立法院教文會答詢時明確表示，樂見「公私併」，教育部政策支持。 

 

立委張廖萬堅質詢時表示，目前已有「公公併」，公立大學和公立大學合併，最近例如陽明大學

和交通大學合併案，但對於私立技專校院面臨倒閉危機，喊出「公私併」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合

併作解方，教育部已委託中正大學研究，他關注是否要另修專法？修法期程如何？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為使學校有更好的發展，因此大學有合併一事，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經

營結構等雖有差異，但如果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有機會整併、有更好發展，教育部態度是樂見此

發展方向，給予政策支持。 

 

潘文忠表示，目前有幾所學校在會商公私併，遇到一些問題，因日本有學院分割讓渡前例，教育

部已委託中正大學研究，預計 11 月研究會有成果出來。 

 

張廖萬堅詢問，修法配套何時會送行政院和立法院？潘文忠表示，對於公私併可能會遇到的障礙，

教育部會先了解整體實務情況，再進行是否修法或另訂特別法的研議。 

 

立委李德維則關注教育部推動「願景計畫」，讓弱勢生以外加方式進入國立大學，政府補公校生

學雜費是私校生的 3 倍，高教深耕補助經費公校也是私校的 3.8 倍，質疑教育部的高教策略是發

展公校、放棄私校？ 

 

潘文忠表示，「願景計畫」是扶助弱勢學生可進入國立大學，但對於私校學生，教育部亦有扶助

弱勢生的機制，教育部立場是會照顧每一個學生。 



大學公私校合併方案研究中 教長：若具可行性政策上會支持 2020-10-19 

蘋果日報 記者 許敏溶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201019/D74WWCZWZZFIPAXPIX4Y5RCDFE/ 

教育部委託中正大學研究，擬開放大學整併可「公私併」或學院「分割讓渡」等多元性做法，教

育部長潘文忠今天(10/19)上午在立法院備詢時指出，目前委託中正大學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預

計 11 月出爐，包括目前有幾所學校在私下會商時發現的問題，也會納入國外好的公私校合併經

驗，若規劃出來具可行性，教育部樂見其成，也會在政策上支持。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邀請潘文忠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民進黨籍立委張廖萬堅在質詢

時表示，聽聞目前研議公私立大學合併，目前進度與教育部立場為何？希望教育部趕快規劃，多

聽各方意見，才能降低少子化對高教衝擊，也及早進行因應。 

 

潘文忠指出，公私立大學合併，和當前的公公合併是有差異，也發現有幾所公私立學校在私底下

會商，目前有委託中正大學，就現行幾所學校在私下會商發現的問題，另外國外公私立學校合併

過程有好的經驗也會納入研究，借助這些國外的實務經驗，預計 11 月研究成果出爐，提供給公

私校合併參考。 

 

張廖萬堅追問，是否要修改《私校法》或《大學法》等配套措施，再送立法院或行政院審查，潘

文忠回應，公私併重點在實質部分，若涉及法規部分，等中正大學研究報告出來，在實務狀況部

分，若涉及法規而有障礙，會再進行必要的調整。張廖萬堅進一步詢問是否會朝向修改特別法？

潘文忠則回應：「這部分還在蒐集相關資訊，在政策上是樂見，若規劃出來實具可行性，教育部

在政策上會支持。」 



 

少子化促公私立大學合併？ 教育部：研究中 2020-10-19 21:21 

公視新聞網 記者 曹晏郡、陳信隆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97588 

台灣高等教育面臨少子化和國際競爭等重大挑戰，近幾年來陸續有不少學校開始探討整併的可能

性。教育部也證實，正在收集國際案例來研議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整併問題，不過牽涉層面太

廣範，因此預計要等 11 月報告出爐之後，再邀集各大專校院深入研究整併方向。 

 

少子化加上國際競爭等多重壓力，正朝台灣高教席捲而來，該如何解決問題？除了公立學校彼此

的整併趨勢之外，公私併的可能性也成為討論之一。 

 

中國科大校長、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理事長唐彥博表示，「讓它(整併)去凸顯它的互補效應，1 加 1

要大於等於 2 的部分。(整併)為了提升整個教育品質的這樣的競爭能力，這應該是為主，適度去

解決學校的問題應該為輔。」 

 

學者表示，多數學校對於「公私併」樂觀其成，但要考量現行法規，比方公立學校遵循大學法，

私立學校則有私校法，整併後的人員和財產轉移，這些都不簡單。未來要修法還是另訂專法、兩

校之間要不要共設管理委員會以循序漸進方式整併，都可以再討論。 

 

唐彥博認為，「(建議)合作再合併，整併之後的定位又是怎麼定位，然後再過來資源的這個分享，

管理委員會可以兩邊共同組成，再過來私立學校可以釋放部分的董事，給公立方面派過來的，我

覺得政府可以由上而下，跟由下而上，雙管雙軌齊下。」 

 

以近十年來看，已經完成整併的有台中科技大學、臺北市立大學、清華大學和高雄科技大學等多

所學校，目前還有陽明和交大正在整併當中。至於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則是整併一年又恢復原本

的兩個學院，凸顯整併大不易。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長楊慶煜表示，「我覺得真的是大勢所趨，在合併之後，辦法、流程，甚至

於資訊系統都不一樣，的確是需要一段磨合期。」 

 

2018 年，從三所學校整併成功的高雄科技大學，目前經營 2 年多，校長也建議有意整併的學校

先以合作為主，耐心很重要。至於公私併的推動，教育部已經委託學界研究，預計 11 月底成果

出爐，到時候會先了解整體實務情況，再和各大專校院討論，看後續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