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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廖委員萬堅：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因為監察院提出不得向家長收費的意見，這已經

造成每個學校在推動游泳課程時，都只有象徵性的做一下。監察院這樣的決定和教育部推動游

泳課程的美意完全相違背，原本是要求小學生畢業時必須能夠游完 15 米，現在根本就做不到，

如今教育部不編列經費，也沒有要求地方政府編列經費，而且又不准向家長收費，請問這樣要

怎麼推動游泳教育？ 

主席：請教育部何署長說明。 

何署長卓飛：主席、各位委員。這項課程現在確實受限於法令規定，因為他們認為義務教育不能額

外收取相關費用。感謝黃委員一直在協調這件事情，同時我們也擬定了新的計畫，我們希望能

夠再爭取經費，只要把原本的經費加上 5,000 萬左右，應該就可以 cover 各縣市不足之處…… 

張廖委員萬堅：（在席位上）五、六千萬有可能嗎？ 

何署長卓飛：是的，我們有核算過。 

張廖委員萬堅：（在席位上）是全國嗎？ 

何署長卓飛：對。 

張廖委員萬堅：不可能啦！ 

何署長卓飛：有可能，詳細情形我們再向委員報告好嗎？ 

主席：請何署長再向張廖萬堅委員報告，針對本案有文字修正嗎？ 

林次長騰蛟：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建議將第二段第二行改為「由地方政府逕依權責援例辦理」，

謝謝。 

主席：本案照上述文字修正通過。 

進行第 4 案。 

4、 

鑒於目前學產基金之經營中，由於學產地之區位與學產基金招商能力之限制，長期存在學產

地遭閒置的狀況，迄今全台各地仍有一百餘公頃之學產地之閒置。然而，學產基金與學產地之

運用除創造收益之外，亦肩負協助教育發展功能，此外，為提升學產地活化的效率，教育部應

積極與地方政府展開合作與討論，針對閒置學產地部分進行通盤考量，必要時亦得依相關辦法

提供將長期閒置土地做為發展教育、體育、青年發展之用，如運動設施和實驗教育興學所需，

充分發揮學產地功能，並創造學產地之再利用可能。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許智傑  何欣純  張廖萬堅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4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 5 案。 

5、 

鑒於本委員會已於 5/5 之會議中，為審慎處理大學合併相關議題，提供新政府充分決策空間，

通過要求教育部應暫緩推動新竹教育大學與清華大學之合併之提案，會中亦獲教育部同意。然

而，教育部卻仍在日前將相關合併案送呈行政院，明顯違反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決議。對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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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育部長之吳思華此番藐視國會情形，教育文化委員會特此提出譴責。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許智傑  何欣純  張廖萬堅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5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 6 案。 

6、 

由於棒協主動放棄申辦 2017WBC 世界棒球經典賽主場賽事已造成國內關心棒球運動球迷廣泛

討論，然而在棒協針對本次賽事停止申辦說明上，卻仍明顯有許多前後說詞不一，轉嫁責任之

問題。鑒於體育署作為國內單項協會之輔導機關，重大國際賽事之申辦亦須經過體育署核定，

是故，爰要求體育署應於今日（5/19）針對本次賽事之放棄申辦相關緣由與時序向全國民眾報告

，並於 2 週內針對協助國內單項協會申辦重大國際賽事之制度改善，與單項協會與民眾溝通管

道之改善，向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許智傑  何欣純  張廖萬堅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6 案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林次長說明。 

林次長騰蛟：主席、各位委員。教育部建議將倒數第三行文字修正為「相關緣由對外說明，並於兩

個月內針對協助國內單項協會申辦重大國際賽事之作業機制研議改善，並向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謝謝。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照修正文字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進行第 7 案。 

7、 

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人，鑑於各直轄市、縣（市）公告地價調漲，因此學產用地之租金亦依

照公告地價而調漲，導致部分都市計畫區內原承租人需繳納之租金提高 1 倍，甚至 3 倍之多，

承租人身分又屬中低收入戶弱勢家庭，為學產基金之濟助對象，實在諷刺！也造成政府與承租

人發生糾紛。爰此要求教育部檢討學產用地承租之相關辦法，並儘快與現有耕地承租人召開耕

地租金的協調會，並於一個月內以書面向本委員會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因應今年各直轄市、縣（市）公告地價平均調漲 30.54%，學產用地之租金亦隨之調漲，

導致原承租人需繳納之租金跟著調漲數倍。 

二、臺中市公告地價平均調幅為 38.25%，其中因土地重劃的緣故，西屯區平均調幅達

101.29%，南屯區為 86.72%，北屯區 57.20%，部分精華區周圍更調漲近 3 倍之多。 

三、本席接獲臺中市西屯區農民陳情，其向政府承租學產用地耕作，104 年 7─12 月之租金為

13,545 元，105 年 1─6 月之租金漲為 31,601 元，土地租金漲幅達 2.3 倍，造成該農民生計莫大

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