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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陳召集委員淑慧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13）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12 案：「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

併案審查委員邱志偉等 20 人、委員蔣乃辛等 23 人及委員陳淑慧等 26 人分別擬具『補習及進修

教育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交付朝野黨團協

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吳育昇 

主席：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二案，處理農業委員會主管特別收入基金─農業特別收入基

金時，國民黨黨團提案表決結果之宣告：出席委員 98 人，贊成者 56 人，反對者 42 人，棄權者

0 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特別予以補正。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下午 5 時起處理臨時提案，現在休息。 

休息（9 時 26 分） 

繼續開會（17 時）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1 分鐘。 

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許委員忠信說明提案旨趣。 

許委員忠信：（17 時 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3 人，鑑於台灣於 2003 年成為準「口蹄疫

非疫區」國家，乃因政策推行施打至少 2 劑口蹄疫疫苗以及其他防疫措施，方使得疫情緩和得

以控制。今年度國內又爆發口蹄疫疫情，然而農委會卻反其道而行，將朝「停止補助口蹄疫疫

苗，疫苗買賣自由化」方向規劃，實不足採。爰此，建請農委會應維持口蹄疫疫苗補助並宣示

以至少施打 2 劑疫苗為主要目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許忠信等 13 人，鑑於台灣於 2003 年成為準「口蹄疫非疫區」國家，乃因政策推行施打至

少 2 劑口蹄疫疫苗以及其他防疫措施，方使得疫情緩和得以控制。今年度國內又爆發口蹄疫疫

情，然而農委會卻反其道而行，將朝「停止補助口蹄疫疫苗，疫苗買賣自由化」方向規劃，實

不足採。爰此，建請農委會應維持口蹄疫疫苗補助並宣示以至少施打 2 劑疫苗為主要目標。是

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1997 年 3 月起，台灣爆發口蹄疫疫後，即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宣布為口蹄疫疫區

，直至改為至少施打 2 劑疫苗之政策才得以緩和疫情。2000 年更投入相當嚴密之規劃與執行，

終使 OIE 公布台灣為使用疫苗之非疫國，且更努力邁向口蹄疫非疫區國家。 

二、依 OIE 之規定，欲成為非疫區國家，須「停止施打疫苗，並經嚴密監測兩年未發生任何

病例」方屬之。然馬政府上任後，改採「只施打 1 劑有效防治」之政策，反造成欲撲滅爆發之

病例愈多，不僅連不必施打疫苗的澎湖非疫區變為疫區，更使金門爆發前所未有新的東南亞病

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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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農委會卻進一步欲取消口蹄疫疫苗補助，使疫苗買賣自由化，實不可採。雖我國 2003

年以前政府未實施疫苗補助措施，在農民一致決心與努力下，自主購置疫苗施打，使 OIE 認可

為「施打疫苗之口蹄疫非疫國」。然現今政府作為、社會背景皆有所不同，加以農民經濟實力

更不足以負荷昂貴之疫苗費用，難以重現當年光景。爰此，特建議農委會維持口蹄疫疫苗補助

，並宣示以至少施打 2 劑疫苗為目標。 

提案人：許忠信 

連署人：張曉風  林岱樺  黃文玲  陳歐珀  邱志偉  

李俊俋  陳其邁  高志鵬  尤美女  陳雪生  

林正二  林世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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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案人廖委員國棟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陳委員碧涵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碧涵：（17 時 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本院委員呂委員玉玲、陳委員學聖、吳委員

宜臻等 20 人，有鑑於客家人過去因為各種不可避免之因素，長期遷徙移動，為了適應異鄉的環

境，殫思竭慮以求融入主流社會，而難以對自我文化進行系統性的記錄與保存；加上現今許多

客家文化耆老逐漸凋零，為使客家珍貴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銘刻能被完整的保存下來。爰此，建

請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文化（包括文學、戲劇、音樂、舞蹈、工藝等）有貢獻之人士展開口述

歷史工作，詳細的將其歷史經驗與情感世界記錄下來，並有系統的整合收錄編冊，成為官方文

獻外另一個不同視野的珍貴文化史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案： 

本院委員陳碧涵、呂玉玲、陳學聖、吳宜臻等 20 人，有鑑於客家文化耆老逐漸凋零，為使客家最

真實的歷史與文化，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方法，使其完整地保存下來。爰此，建請客家委員會

，進行系統性客家文化耆老的口述歷史調查，俾利客家珍貴文化史料的留存，提供官方文獻之

外另一個廣闊的、真實的視野，將客家文化傳承及史料積極建立。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為實現馬總統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與研究中心之客家政見，客家委員會應盡

速將客家文化與歷史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方式，使其完善的保存下來。 

二、但客家人過去因長期遷徒的關係，又缺乏獨立文字，一般而言都是一代代的口語相傳，

致使歷史與文化都難以被系統地紀錄下來，加上許多客家文化的重要耆老逐漸凋零，顯示口述

歷史這項工作具有相當的急迫性。 

三、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在於，透過口述者的角度，與官方記載的歷史交叉對比後，能夠釐清

歷史真實的另外一面，提供我們對於當時歷史多層次與全面性的了解。 

近年來客家委員會雖然有進行客家重要人士的生平記載及訪談，可是對於客家文化耆老歷史

卻沒有一個學術性與系統化地記錄將其整合及推動，殊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