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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龐大，非任何企業、研究單位或國家所能企及，若能善用相關資料，將可成為打造我國成為

未來世界醫療技術、器材或藥物開發重鎮之一大助力。爰建請行政院立即責成相關單位，儘速

在確保個人資料依法保障且不外洩之前提下，研擬健保資料庫之加值應用方案，以協助我國生

醫產業之發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李貴敏、陳鎮湘、陳碧涵等 13 人，鑑於生醫科技乃我國未來發展之重點產業，且因資訊

時代，大數據（Big Data）之應用為各領域廠商相繼競逐的新藍海。而我國自民國 84 年推動全

民健康保險、民國 92 年更推動健保 IC 卡，將全國民眾之就診資料全面電子化，相關資料累積

迄今已十餘年，形成龐大之醫療方法、用藥進程之資料庫。此一資料庫內容完整、規模龐大，

非任何企業、研究單位或國家所能企及，若能善用相關資料，將可成為打造我國成為未來世界

醫療技術、器材或藥物開發重鎮之一大助力。爰建請行政院立即責成相關單位，儘速在確保個

人資料依法保障且不外洩之前提下，研擬健保資料庫之加值應用方案，以協助我國生醫產業之

發展。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生醫產業乃近年我國積極推動的下世代重點產業，政府必須提出足夠利多，以協助相關

產業之發展。又在資訊時代，大數據（Big Data）之應用乃各領域廠商競相追逐之新藍海。若可

掌握龐大之生醫資料庫，對於我國日後相關產業之技術、產品開發，必有龐大助益。 

二、我國於民國 84 年即推動全民健康保險，將全國兩千三百萬民眾均納入保險範圍；民國 92

年更進一步推動健保 IC 卡，在民眾每次看診後，相關就診資料將電子化，相關資料累積迄今已

十餘年，可形成龐大之醫療方法、用藥進程之資料庫，且相關內容完整、規模龐大，非任何企

業、研究單位或國家所能企及。如可妥善運用，將可成為打造我國成為未來世界醫療技術、器

材或藥物開發重鎮之一大助力。 

三、為協助我國生醫產業之發展，爰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單位，儘速在確保個人資料依法保

障且不外洩之前提下，研擬健保資料庫之加值應用方案，以協助我國生醫產業之發展。 

提案人：李貴敏  陳鎮湘  陳碧涵 

連署人：孔文吉  王育敏  陳淑慧  潘維剛  楊瓊瓔  

吳育昇  張嘉郡  林郁方  蔡正元  曾巨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陳委員碧涵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碧涵：（13 時 5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本院委員李貴敏、陳學聖、王育敏等 14 人

，有鑑於行政院「黃金十年」國家願景政策提到，要將台灣打造為優質文化大國，並將強化藝

文軟硬體環境，健全環境之發展整備等列為發展目標。然至今仍缺乏中小型規模之專業表演場

館，無法滿足表演藝術團體之需求，也缺乏排練空間，無法進行延續性的創作與排練，更缺乏

表演藝術園區，無法進行串聯、創作、排練、跨域合作與研究，以及合作行銷製作等項目，不

利於作品最大價值之創造及表演藝術產業之形成。爰此，建請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邀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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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教育部、內政部及國有財產署等，針對上述問題進行研議協商，讓台灣的表演藝術可以蓬

勃發展，成為下一波經濟動力。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案： 

本院委員陳碧涵、李貴敏、陳學聖、王育敏等 14 人，有鑑於政院的「黃金十年國家願景」政策中

提到要將臺灣打造為「優質文化大國」，並將「鼓勵多元藝術創作，強化藝文軟硬體環境，厚

植藝文環境的養分」、「健全文化創意產業環境之發展整備，加強文創人才之訓練與育成」等

五大項目訂定為發展目標。然而硬體設備及空間上的缺乏，對文創產業中重要的「表演藝術」

產業的形成十分不利。目前所亟需改善的是：一、中小型規模專業展演場館不足，讓表演藝術

團體只能在有限的專業場館（2011 年文化統計：全國 104 場館）爭取演出機會；二、排練空間

的缺乏，導致表演團體四處流浪無法進行延續性的創作與排練；三、缺乏表演藝術園區的設置

，無法將創作、排練、演出空間、跨域合作與研究、行銷製作等項目串聯，對於創造作品最大

價值及表演藝術產業之形成實屬不利。爰此，建請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邀請內政部、教育部

、文化部、國有財產署等相關部會針對中小型專業展演場館的建置、排練場的設置以及結合跨

領域及製作行銷思維的表演藝術園區的設立進行積極的研議與規劃，讓臺灣的表演藝術蓬勃發

展，成為文化大國的美麗亮點。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中小型展演空間對於表演藝術商業機制的形成具有關鍵地位，「場館」的存在所帶來的

不僅僅是「以小搏大」的商機，對於年輕的表演藝術工作者而言，這類型的場館就像是累積實

戰經驗的場域，培育著他們朝著更大、更精緻的舞台邁進。除此之外，中小型展演空間也是觀

眾養成的場域，在這裡，他們有機會透過各式的表演，在鑑賞中學習、成長，在較為親民的票

價中，感受演出的魅力，讓國民的休閒生活多了另一種選擇。 

二、韓國劇場界編導張幼貞女士大學時代所創作的小型音樂劇作品《尋找金鐘旭》從 2006 年

演出至今，觀眾人數突破 60 萬人，票房金額達到 140 億韓元，在 2008 年拍攝同名電影也突破

百萬觀影人次，2013 年更首度將音樂劇版權授予中國大陸製作中文版本的《尋找初戀》，展現

了小型作品的無限潛能。 

三、文化部、國藝會以及地方政府文化局每年補助表演藝術團隊節目製作，帶動臺灣藝文活

動場次顯著成長；然而以資本結構來看，2012 年資本額在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的經營家數共

1,493 家，占整體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的 67.86%，但專業場館的數量不足、大小規模比重嚴重失

衡、分布需求，造成作品（商品）缺乏演出場地（銷售平台），無法創造經濟價值。 

四、爰此建請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邀請內政部、教育部、文化部等相關部會共同研擬規畫

積極規畫表演藝術園區的設置，開放民間建置、經營中小型展演空間，並整理閒置空間設置排

練場提供表演藝術團體使用，讓臺灣的表演藝術蓬勃發展，成為文化大國的美麗亮點，成為文

化臺灣的下一波經濟動力。 

提案人：陳碧涵  李貴敏  陳學聖  王育敏 

連署人：羅淑蕾  張嘉郡  蔣乃辛  林郁方  陳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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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升  曾巨威  孔文吉  管碧玲  李桐豪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孔委員文吉說明提案旨趣。 

孔委員文吉：（13 時 5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14 人，鑒於台灣獼猴幾無天敵

且山區環境適合繁殖生存，其數量據估計已高達 26 萬之多。活動於台東縣、屏東縣、南投縣、

彰化縣、高雄市、新竹縣及玉山國家公園等山區的台灣獼猴，長期傳出危害農民所種植的農作

物，例如水蜜桃、甜柿、柑橘、釋迦、龍眼、竹筍等作物，使農民不堪其擾，損失慘重，為協

助農民妥善處理保育類動物危害農作物問題，保障農民權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會同直轄縣

（市）政府儘速擬定猴害防制策略，並針對受猴害影響而造成損失之農民，提供專案補償。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案： 

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14 人，鑒於台灣獼猴幾無天敵且山區環境適合繁殖生存，其數量據估計已高達

26 萬之多。活動於台東縣、屏東縣、南投縣、彰化縣、高雄市、新竹縣及玉山國家公園等山區

的台灣獼猴，長期傳出危害農民所種植的農作物，例如水蜜桃、甜柿、柑橘、釋迦、龍眼、竹

筍等作物，使農民不堪其擾，損失慘重，為協助農民妥善處理保育類動物危害農作物問題，保

障農民權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會同直轄縣（市）政府儘速擬定猴害防制策略，並針對受猴

害影響而造成損失之農民，提供專案補償。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鑒於目前台灣獼猴幾無天敵，台灣的環境又極適合繁殖生存，其數量據估計已高達 26 萬

之多。在媒體、新聞中時常報導台灣獼猴採摘水果常常只是為了玩弄，侵果園時間通常是在清

晨農民上工前、中午或晚上農民休息時，還會群體行動、分工合作，並會派一隻猴子爬上最高

點「把風」，其它猴子就能從容對果園內的果子任意食用、玩弄。對於未成熟、過酸的水果常

只吃一口就丟棄，使農民不堪其擾，損失慘重。 

二、對於台灣獼猴危害農作物的防治，有農友自行採用高電流、低電壓的電流網、施放鞭炮

保護作物，且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

、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但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不在此限。」、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有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在緊急情況下，

未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殺以防治危害。」但仍

時常聽聞台灣獼猴危害農作物時常可聞。 

三、爰此，為協助農民妥善處理保育類動物危害農作物問題，保障農民權益，並兼顧保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會同直轄縣（市）政府儘速擬定猴害防制策略，並針對受猴害影響而造成

損失之農民，提供專案補償，降低農民因猴害所受之損失。 

提案人：孔文吉 

連署人：張慶忠  李貴敏  簡東明  李桐豪  鄭天財  

吳育仁  蘇清泉  盧嘉辰  林德福  陳淑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