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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7N9 疫情重災區上海、江蘇 8 日再添病例，上海新增 1 死亡病例，江蘇新增 2 例感染，

截至 8 日晚，大陸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簡稱衛計委）已確定大陸 H7N9 確診 24 例病患

、死亡 7 例，其中上海 11 例（死亡 5 例）、江蘇 8 例、安徽 2 例、浙江 3 例（2 例死亡）。 

二、社區藥局藥師林怡君說，最近採買口罩的民眾多是準備到中國旅行或洽公，有名女性一

買就是六盒、三百個口罩；社區藥局藥師曾冠燁觀察，N95 口罩平常一天只賣出零星口罩，但昨

天上午就賣了四盒、兩百個口罩。台北市藥師公會常務監事易麗珍透露，原本藥局庫存仍有七百

盒、約三萬五千個口罩，光是本週就賣掉三百盒、約一萬五千個口罩，而這是平常一個半月的銷

售量。 

提案人：江惠貞  徐欣瑩  陳碧涵  王惠美 

連署人：黃文玲  蔣乃辛  盧秀燕  李貴敏  陳鎮湘  

呂玉玲  馬文君  簡東明  林正二  徐少萍  

吳育仁  呂學樟  林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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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十七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昆澤：（17 時 1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許委員智傑、林委員淑芬、鄭委員麗君等 14

人，針對日前教育部公布《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最新草案，最快今年 8 月起，國立大學

、績優私立學校可申請調漲新生學雜費達 6%；第 2 階段規定如我國經濟成長率（GDP）達 3%

以上時，最高可調漲新生學雜費 5%；然而 GDP 成長與國民所得沒有直接關係，而且目前國內

平均實質薪資不增反減，甚至倒退回 14 年前的水準，在薪資未漲的狀況下，調漲學費只是徒增

民眾負擔，逼大學生們畢業即負債，背負更沉重的學貸壓力。爰此，要求教育部在未取得社會共

識前，102 年度不得調漲大學學費，未來有關大專學雜費調整政策，需建立讓公眾參與的透明平

台，並且公開各校收支營運狀況，接受社會公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七案： 

本院委員李昆澤、許智傑、林淑芬、鄭麗君等 14 人，針對日前教育部公布《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

整方案》最新草案，最快今年 8 月起，國立大學、績優私立學校可申請調漲新生學雜費達 6%；

第 2 階段規定如我國經濟成長率（GDP）達 3%以上時，最高可調漲新生學雜費 5%；然而 GDP

成長與國民所得沒有直接關係，而且目前國內平均實質薪資不增反減，甚至倒退回 14 年前的水

準，在薪資未漲的狀況下，調漲學費只是徒增民眾負擔，逼大學生們畢業即負債，背負更沉重的

學貸壓力。爰此，要求教育部在未取得社會共識前，102 年度不得調漲大學學費，未來有關大專

學雜費調整政策，需建立讓公眾參與的透明平台，並且公開各校收支營運狀況，接受社會公評。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教育部 8 日公布《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最新草案，最快今年 8 月起，國立大學

、績優私立學校可申請調漲新生學雜費達 6%；第 2 階段則規定如我國經濟成長率（GDP）達

3%以上時，最高可調漲新生學雜費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