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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鑑於國內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以東南亞國籍居多，截至 100 年底統計全國外籍與大陸配偶

人數已高達 45 萬 9,390 人，並考量東南亞地區係國人出國目的地的優先選擇，本席特要求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增加東南亞國籍相關頻道或新聞，以展現政府對於新移民照顧之責，並讓國

人於出國前能了解東南亞國家之相關資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七案： 

本院委員林明溱、吳育仁、林佳龍、楊麗環等 21 人，鑑於國內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以東南亞國籍

居多，截至 100 年底統計全國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已高達 45 萬 9,390 人，並考量東南亞地區係

國人出國目的地的優先選擇，本席特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增加東南亞國籍相關頻道或新

聞，以展現政府對於新移民照顧之責，並讓國人於出國前能了解東南亞國家之相關資訊。是否

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據內政部統計指出，100 年底全國外籍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為 45 萬 9,390 人，外

籍勞工人數為 42 萬 5,660 人，總計人數為 88 萬 5,050 人，其中以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印尼

等東南亞國籍居多。相較原住民及客家族有專屬電視頻道，為落實政府照顧新移民之政策與決

心，建議新增東南亞國家相關頻道，除供新移民能紓解鄉愁並教育下一代有關原屬國文化之外

，亦提供國人認識東南亞國家文化之管道。 

二、據交通部觀光局發布的「中華民國 99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指出，國人出國旅遊目的地

以大陸港澳、東北亞與東南亞為主，其中東南亞占至少 14%的比例。但出發前都以旅行團與網

路新聞為主，未能主動了解到東南亞國家之國情與最新動態，若能新增相關頻道，將可讓國人

於出發前先了解當地文化、天氣、以及相關的旅遊資訊。 

提案人：林明溱  吳育仁  林佳龍  楊麗環 

連署人：張嘉郡  林德福  蔡錦隆  李桐豪  江惠貞  

陳學聖  段宜康  馬文君  廖正井  楊應雄  

呂學樟  吳育昇  孔文吉  陳鎮湘  楊瓊瓔  

鄭天財  紀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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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許委員添財說明提案旨趣。 

許委員添財：（13 時 5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許添財、陳歐珀、蘇震清等 13 人臨時提

案，有鑑於二代健保即將實施，「一般保費」費率將從現行費率 5.17%調降，並額外增收「補充

保險費」，規定凡賺進超過 2 千元的額外收入，就得再繳交 2%的「補充保費」。質言之，政府

以變相調漲健保費的方式填補健保漏洞，為增加財源取財於民，卻不思索如何減少醫療資源浪

費的節流措施。為此，建請行政院重新擬定健保收費規定並提出「我國健康保險制度檢討報告

」向本院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八案： 

本院委員許添財、陳歐珀、蘇震清等 13 人，有鑑於二代健保即將實施，「一般保費」費率將從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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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費率 5.17%調降，並額外增收「補充保險費」，規定凡賺進超過 2 千元的額外收入，就得再繳

交 2%的「補充保費」。質言之，政府以變相調漲健保費的方式填補健保漏洞，為增加財源取財

於民，卻不思索如何減少醫療資源浪費的節流措施。為此，建請行政院重新擬定健保收費規定

並提出「我國健康保險制度檢討報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二代健保現行費率雖然可望由現行 5.17%費率調降，但會調降多少，政府卻含糊帶過，然

而新增的「補充保險費」規定中，利息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股利所得、兼職薪資所得、租金

收入、大於 4 個月投保薪資的高額獎金等只要超過 2,000 元之額外收入就需多繳納 2%補充保費

。換言之，政府以狸貓換太子的手法先將現行費率以無關痛癢的微幅調降，再加以變相收取補

充保險費的方式，超收國人總繳納健保費金額。 

二、二代健保正式上路之前，政府提出「我國健康保險制度檢討報告」，應先行明確告知國

人，對我國現行健保資源分配不均與醫療浪費的評估與分析，指出醫療資源漏洞癥結與缺失所

在。此外，報告中應該進行二代健保費率計算合理性的綜合統整研析，避免挖東牆補西牆的收

費模式，引起國人對於健保制度的怨聲載道。 

提案人：許添財  陳歐珀  蘇震清 

連署人：吳秉叡  蕭美琴  蔡其昌  李應元  林岱樺  

尤美女  許忠信  林佳龍  許智傑  陳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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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歐珀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歐珀：（14 時）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陳歐珀、劉建國、田秋堇、趙天麟、林佳龍、

蘇清泉等 19 人，有鑑於台灣護理領證人才已超過 23 萬人，實際執業人數亦逾 13 萬 5,000 人，

確實有必要設立護理的專責單位，來持續對護理人員培育、人力資源管理與運用，以符合世界

已發展國家之潮流。且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長期照護的推動，成為我國未來衛生福利的重

點，而護理人員就長期照護業務，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建請行政院因應未來的組織再

造，在新成立的衛生福利部，恢復原本衛生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之設置，並提升成為「護

理及健康照護司」，針對護理人員培育及長期照護政策等業務，進行專責管理。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第九案： 

本院委員陳歐珀、劉建國、田秋堇、趙天麟、林佳龍、蘇清泉等 19 人，有鑑於台灣護理領證人才

已超過 23 萬人，實際執業人數亦逾 13 萬 5,000 人，確實有必要設立護理的專責單位，來持續對

護理人員培育、人力資源管理與運用，以符合世界已發展國家的潮流。且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

臨，長期照護的推動，成為我國未來衛生福利的重點，而護理人員就長期照護業務，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因此，建請行政院因應未來的組織再造，在新成立的衛生福利部，恢復原本衛生

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之設置，並提升成為「護理及健康照護司」，針對護理人員培育及長

期照護政策等業務，進行專責管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