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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現值，及其與市價差距之幅度，除供政府與全國大眾得以瞭解最即時之房地交易價格資訊外，

並得以在既有居住正義法制及奢侈稅等相關稅制基礎上，澈底落實全國各縣市房價資訊透明化，

並建立租稅公平之精神，確實保障民眾居住權益與降低增課資本利得稅之衝擊。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第十九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潘維剛等 25 人，鑒於現行政府定期公布土地公告現值與房屋評定現值，藉以縮

短其與時價之差距，俾利租稅公平之實踐。政府為兼顧健全房地產市場發展與落實居住正義，業

於去（100）年正式開徵奢侈稅，惟土地公告現值與房屋評定現值仍與市價有相當落差，再加上

現行甫因實價課稅之推動而爭論不已，此等現象皆致阻礙房價資訊透明化與租稅公平之貫徹。有

鑒於此，爰提案要求內政部暨相關單位研擬實施全國房地價格監測系統，並自今（101）年 6 月

起按月公布各縣市之各區段土地公告現值與房屋評定現值，及其與市價差距之幅度，除供政府與

全國大眾得以瞭解最即時之房地交易價格資訊，以在既有居住正義法制及奢侈稅等相關稅制基礎

上，澈底落實全國各縣市房價資訊透明化，並建立租稅公平之精神，保障民眾居住權益與降低增

課資本利得稅之衝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如案由。 

提案人：賴士葆  潘維剛 

連署人：費鴻泰  詹凱臣  曾巨威  李桐豪  江惠貞  

楊瓊瓔  陳學聖  楊玉欣  林德福  翁重鈞  

蔡錦隆  陳淑慧  孫大千  徐少萍  陳鎮湘  

孔文吉  呂玉玲  廖國棟  盧秀燕  吳育昇  

楊應雄  廖正井  鄭天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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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二十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4 時 1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6 人，鑑於目前政府對於原住民族母語教

學多項補助措施仍有不足，以致原住民族多種語言及文字漸趨沒落。建請政府重行規劃原住民語

言保障政策，並提高編列補助部落「師徒教學制」預算，使原住民族得以落實生活中「長期使用

母語政策」，以保存部族優良文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6 人，鑑於目前政府對於原住民族母語教學多項補助措施仍有不足，以致原住

民族多種語言及文字漸趨沒落。建請政府重行規劃原住民語言保障政策，並提高編列補助部落「

師徒教學制」預算，使原住民族得以落實生活中「長期使用母語政策」，以保存部族優良文化。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9 年報告，在台灣 14 個原住民族（共 42 個語系）中，已有 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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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系被列為「瀕危語言」（包含「極度危險」及「嚴重危險」）。而政府「族語認證」舉行迄今

九年以來，雖然族語通過率今年仍能達到 69.7%，但有 4 個語系，合格人數為個位數。其中以「

沙阿魯阿語」最低，甚至缺人報考：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組織標準 語言名 

撒奇萊雅語 

噶瑪蘭語 

邵語 

沙阿魯阿語 

「極度危險」 

（使用人族群已低於 7%以下） 

卡那卡那富語 

賽夏語 「嚴重危險」 

（使用人族群已低於 20%以下） 魯凱語下三社方言（茂林魯凱、萬山魯凱、多納魯凱語） 

二、不僅如此，各地方政府也因財政能力不同，有不同補助。以台北市為例，2 月份開始設立

「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系統」，將在台北市永建、民權、東新、東湖、成德等五所國小試辦，並

且提供「初鹿卑南語」、「賽夏族語」、「賽考利克泰雅語」3 種語系課程—遠距教學。但台灣

其他偏鄉地區，則因財源不足，而付之闕如。 

三、在原民會目前所規劃之「母語搶救計畫」中，擬補助族語學習採「師徒制」，並每月補

助師傅 3,000 元、徒弟 1,000 元，以獎勵「鄰里」、「教會」、「部落會議」中說母語為原則。

但相較之下，「原住民族語搶救計畫」對發展原住民族母語，其補助及規劃似有不足之處。 

四、綜上，建請政府重行規劃原住民語言保障政策，並提高編列補助部落「師徒教學制」預

算，從而重行規劃原住民「長期使用母語政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簡東明 

連署人：蘇清泉  吳育仁  羅明才  蔡錦隆  張嘉郡  

翁重鈞  廖正井  陳鎮湘  江惠貞  盧嘉辰  

陳學聖  楊應雄  徐少萍  盧秀燕  鄭天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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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二十一案，請提案人吳委員育昇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育昇：（14 時 1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江委員啟臣、陳委員根德、江委員惠貞及李

委員貴敏等 18 人，有鑑於電子、網路科技進步，計程車日趨新穎乾淨舒適，且多數計程車車隊

採用網路叫車服務、衛星定位管理方式，已成為國外觀光客肯定的指標，但因機具老舊，乘車收

據之開具仍十分落後，司機必須將車停下手動填寫，以致鬧出不少笑話。為避免計程車以議價方

式違法收費，降低消費者產生跳表標準不一的疑慮，讓觀光客對於台灣的交通服務留下好印象。

建請交通部與經濟部跨部會研擬方案，兩年內完成計程車全面開具電子收據，以全面提昇計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