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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是，我們依照委員修正後的意見來處理。 

主席：本案修正通過。 

進行第 2 案。 

2、 

民主與法治是國家進步發展兩個不可或缺的輪子，自從台灣解嚴以後，民主漸漸深入民眾生

活，定期選舉成為家常便飯，更是舉國歡騰的時刻，政治性言論百分之百自由，毫無禁忌，顯

見民主教育的成功。然而，由於法治觀念不足，法治教育不落實，國家大政任由媒體、「名嘴

」治國，其所言所談，僅停留於大爆內幕與八卦，無人能夠就法治國家應有的作為提出有力的

論述。政府機關經常自己違法卻不以為意，例如不久前的憲兵違法侵入民宅搜索、以及 318 學

運時警察過當使用驅逐強制力，造成抗議民眾學生流血受傷。台灣在這種情況下，一隻輪子用

力往前走，另一隻輪子卻跟不上，因此匍匐了三十年。 

就此，落實法治教育，重建掌握權力者的法治觀念，讓政府機關和社會大眾了解政府施政必

須有法律依據，國內所有人和機構，不論公私，均應接受法律拘束，並享有法律賦予的權益，

應是當務之急。 

為此，提案要求教育部應將法治教育，比照衛生教育、體育教育、性別教育、特殊教育等列

入教育廣播電台 106 年度政策宣導節目，廣為宣導，以落實法治教育，讓台灣成為真正的法治

國家。 

提案人：鍾佳濱 

連署人：尤美女  張廖萬堅 蘇巧慧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 3 案。 

3、 

鑒於國立大學合併案屢見爭議，即使在之前所謂校務會議通過的案子，目前校園內仍存在異

議聲音。以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案為例，二校已將校務會議同

意合併案送教育部，惟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仍透過該校校友會表達該校師生不願合併之意，若行

政院冒然同意合併，揚言不惜展開抗議行動。爰此，建請教育部重新審視之前所執行的《國立

大學合併推動辦法》，並履行本委員會於 105 年 3 月 7 日由黃國書召委提案，張廖萬堅、鍾佳

濱、蘇巧慧、何欣純、吳思瑤等委員連署之臨時提案內容，暫緩目前正在推動之大學合併計畫

，重新檢討《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將合併案與未來教育部補助計畫區分，考慮各校特色

與技職教育發展，召開公聽會，廣納師生與各界意見，並設置合併專責委員會，勿讓大學整併

爭議形成校園師與師之間對立的元素，單純學術環境卻要苦嚐內部撕裂的惡果。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提案人：張廖萬堅 黃國書 

連署人：鍾佳濱  許智傑  李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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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關注，目前大學整併確實是有不同的個案，教育部目前所

定的基調是不強迫整併，對於由下而上的型態也樂觀其成，目前進行中的個案確實有不同的狀

態，提案中提到的南部這兩所大學目前意見還很分歧，但是其他依循由下而上模式、正在進行

中的整併案，也有比較平順的，也因為都是尊重大院之前所作的會議決議，之前也跟大院提出

報告，讓教育部完成一個書面的檢討報告，如果現在決定暫緩，可能對比較沒有爭議的學校整

併案產生限制，所以建議作若干文字修正，將「暫緩」改為「檢討」，變成「檢討目前正在推

動之大學合併計畫及《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符合教育部的基調，我們絕對不強制合併

，希望以由下而上的方式進行，讓比較成熟的個案可以進行合併，教育部以這樣的基調來跟貴

會報告，後續的個案也會以這樣的原則來處理。是不是容許用這樣的文字來進行？ 

主席：請問各位，對教育部所提修正文字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修正通過。 

進行第 4 案。 

4、 

立法院去年底通過「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後，其中第三條規定教育經

費法定下限由占前三年度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百分之廿二點五，調高至百分之廿三。預估每年

全國教育經費約增一百廿多億元。基於教育資源有限，為妥善運用新增之資源，教育部相關分

配模式應不同於過去思維，進而以配合當前政府之施政理念展開規劃。請教育部針對前述新增

教育經費之分配與對應業務計劃，於三個月內向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張廖萬堅 李麗芬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我們遵照委員的提案辦理。 

主席：本案通過。 

進行第 5 案。 

5、 

本院張廖萬堅委員等鑑於開放兩岸專業教育交流至今，陸生來台就學人數快速增長，陸生來

台修讀學位人數自 100 年之 928 人成長至 104 年達 7,813 人，佔境外學位生的 16.79%；陸生來

台研修生自 97 年之 1,321 人成長至 104 年達 34,114 人，佔境外學生研修生的 53.39%。其中陸生

來台以研修生為大宗，進行短期的交換、修課，不僅使「陸生陸客化」，更嚴重影響大專校院

的生師比，排擠我國學生之學習資源。爰此，本席要求教育部針對陸生來台對我國高教品質之

影響及評鑑情況（含各校招收境外研修生數額及比例統計資料報告），於三個月內送本委員會

。 

提案人：張廖萬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