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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結盟成世界趨勢 前教長籲教部重視大

學系統

2020-11-17 21:05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政治大學申請加入由陽明、交通、清華、中央大學

四校組成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聯大系統已

核准，將送教育部核定，明年2月1日正式結盟。此

政治 大學。  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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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是 國內最早成立的 大學系統，另有 成 大 、 中

興、中山、中正大學四校組成的「台灣綜合大學系

統」，以及台北大學、北醫大、北科大、海洋大學

組成的「台北聯合大學系統」等六個系統。

政大加入後，台聯大將是逾3000名專任教師、6萬

名學生的大學系統。台聯大系統校長、前教育部長

曾志朗表示，各國大學都在整合，大學系統已成趨

勢，呼籲教育部看見並重視大學系統的發展。大學

系統也是打國際戰的利基，像是孕育多名諾貝爾獎

得主的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曾考慮到亞洲設研

究中心，最後選擇台灣，就是看上台聯大系統是規

模相當大的大學，且研究領域多元，涵括工程、生

醫等。

政大校長郭明政表示，政大人文社會領域表現尤其

突出，加入系統盼與其他四校的理工、生醫領域互

補。系統內各校可申請轉學，也可申請跨校雙主

修、輔系。

郭明政表示，申請加入系統台聯大系統的考量包括

地緣性、互補性，校內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和系

統各校理、工、醫及生命科學有互補成效，在人文

社會科學方面也將有加乘效果。此外，修習兩種以

上專長是當前趨勢，系統內開放跨校選課、雙主

修、轉學等「國內留學」措施，將提供學生更寬廣

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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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實務方面，郭明政表示，未來五校間的交通車

將增加並調整班次和路線，讓五校間往返更便利，

考上一校等於錄取五校。借書也更便利，今天登記

他校圖書，明天就有交通車送達。

成功大學是另一大學系統「台灣綜合大學系統」成

員之一，校長蘇慧貞表示，系統目前最顯著的成效

是舉辦聯合轉學考試，開放四校學生轉入他校，考

後可選填多 個志願。 相 關制度讓報考人數持續提

升，也吸引系統以外學校學生報名。

政治 大學申請加入由陽明 、交通、清華、 中央大學四校組成

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台聯大系統已核准，將送教育部

核定， 明 年 2 月 1 日 正式結盟。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中

央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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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加入台聯大 明年2月結盟

2020-11-18 01:01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報導

與他校理工、生醫互補

政治大學申請加入由陽明、交通、清華、中央大學

四校組成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昨經台聯大核

由陽明 、清華、交通、 中央大學組成 的 台聯大 ， 在政大加入後將是 有逾三千

名專任教師、六萬名學生 的 大學系統。圖／本報資料照片、 中央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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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將送教育部核定，明年二月一日正式結盟。

政大校長郭明政表示，加入系統盼與其他四校的理

工、生醫領域互補。系統內各校可申請轉學，也可

申請跨校雙主修、輔系，考上一校等於錄取五校。

大學系統已成趨勢，目前全國有七個大學系統，台

聯大 最早成立，政大加入後將是逾三千名專任教

師、六萬名學生的大學系統。

另有成大、中興、中山、中正大學組成「台灣綜合

大學系統」，台北大學、北醫大、北科大、海洋大

學組成「台北聯合大學系統」等，台大、台師大及

台科大二○一五年也成立台灣大學系統。

各國大學都在整合

台聯大系統校長曾志朗表示，各國大學都在整合，

呼籲教育部看見並重視大學系統的發展。大學系統

也是打國際戰的利基，如孕育多名諾貝爾獎得主的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曾考慮到亞洲設研究中

心，最後選擇台灣，就是看上台聯大系統是規模相

當大 的 大學，且研究領域多元，涵括工程、 生醫

等。

成 大 是 台灣綜合大學系統成員之一 ，校長蘇慧貞

說，目前最顯著成效是舉辦聯合轉學考試，開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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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生轉入他校，考後可選填多個志願，報考人數

持續提升，也吸引系統以外學校學生報名。

可跨校雙主修、轉學

政大申請加入台聯大而非台大系統，郭明政說，包

括地緣性和互補性。政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和台聯

大各校理、工、醫及生命科學有互補成效，人文社

會科學也有加乘效果，但和台大系統互補性較弱。

此外，修習兩種以上專長是當前趨勢，系統內開放

跨校選課、雙主修、轉學等「國內留學」措施，將

提供學生更寬廣的學習環境。

海洋大學也申請加入台聯大，不過暫未獲准加入。

曾志朗說，台灣是海島國家，鄰國如馬來西亞盼向

台灣學習海洋經驗。海大研究領域特殊，台聯大極

力想爭取，但考量海大已在另一大學系統，暫未邀

該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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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3個月3起學生輕生憾事
2020-11-18  101

近來校園輕生案件頻傳，成大心輔組在網頁貼出「親愛的你，我們在這裡」關懷文。（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校園輕生案件頻傳，成功大學一名大四男大生十七日在校外租屋處燒炭，這是從成大自九月以來的第三起輕生案件，校方除了在學校網頁貼文提醒

學生可尋求協助，也請成大醫院派精神科醫師到校增加心輔人力，據了解，最近向心理輔導組尋求協助的件數有大幅增加。 

 成大三個月來發生三起學生輕生憾事，第一起是九月初一名男大生疑因課業壓力過大，在成大化工系館頂樓上吊，第二起則是一名博士生十月底在

永康區懸吊橋下上吊，昨天又發生大四生疑因感情因素而輕生。 

 成大主秘李俊璋表示，前兩起事件發生時，校方即已針對校內高關懷學生進行關懷與輔導，昨天傳出輕生的大四生也在其中，系所也做了努力，不

幸仍發生憾事。今天校方將會召集各學院、系等一、二級主管召開擴大主管開會，動員全校共同關懷教職員生。 

 其實在上週台大接連發生三起學生輕生案件後，成大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就立即在網頁上發文，表示近來接連有自我傷害的新聞出現，又適逢期

中考忙碌、壓力沉重的期間，大家的心情難免受到影響，希望學生暫時離開網路上紛雜的資訊，把時間先留給自己和重視的人，好好照顧自己的狀

態，好好關心身旁人的狀態是否安好。文末還列出校內外可以尋求協助的資源，呼籲有需要時一定要求援。 

 李俊璋說，今年初以來大家因疫情可能心情比較鬱悶，而目前正值季節交替，研究所甄試也放榜，落榜的肯定心情不好，學校心輔組最近接到的求

助電話確實有明顯增加的趨勢，校方也已與成大醫院協調，將派精神科醫師到學校協助，並針對高風險個案建立防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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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官方智庫國政會17日召開記者會，教文組召集人高永光表示，去年大專院校意圖自殺800

多人，今年至今1350人，增加6成8，死亡人數267人，平均兩天有1.5人自殺身亡。（陳怡誠

攝）

學生租處尋短 成大今研議
中國時報 本報04:10 2020/11/18

成功大學22歲劉姓男大生昨凌晨在租屋處尋短，除是成大近3個月發生的第3起學生輕生案，也是

9天內第6起大學生自殺案，共造成7人死亡，教育部表示，對於這幾起學生不幸事件，感到沉

痛，同時也發布校安通報，提醒各校加強關懷學生及強化校內輔導機制。成大校長將在今日主持

擴大主管會報，研議如何關心學生、教職人員心理健康。

繼台大、淡江等校4位學生相繼在校園內尋短後，前天傳出台北海洋科大2名學生在租屋處輕生、

成大昨再發生學生自殺身亡，引發各界關注。

為此，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昨召開「青春哀歌？！正視青少年自殺率飇升的問題」記者會，專家

指出，依《學生輔導法》規定，專科以上學校輔導師生比至少須1：1200，但去年大專院校有4成

6學校在人數上不符規定，青少年自殺通報人數更逾9000人，教育部須深刻檢討。

「這個社會病了！」政大校長郭明政直言，過去10年來大學一直強調期刊和論文產出，不再重視

教學及師生互動、成長；以前大學是一個大家庭，師生彼此認識，現在都變了，種下前面的因，

慢慢就出現後來的果。

對於一再發生學生輕生，成大心輔組在網站上貼出公告，「請暫時離開網路上紛雜資訊，把時間

留給自己和您重視的人」主祕表示，校方將與精神科醫師協調，增加校園心輔組人力，並針對高

風險個案建立防護網。此外，已著手建立智慧校園，於校園各棟建築物頂樓設置電子鎖，避免學

生進入，同時增加監視器、加派人力巡視，避免悲劇發生。他坦言，近期校內學生求助心輔組的

人數不斷攀升，研判可能與疫情、期中考試、研究所放榜、季節轉變有關。全國各縣市安心專線

1925

#校內 #輕生 #校園 #大學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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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以來3名學生自戕 成大貼文籲離開網路紛雜資訊、好好照顧自己
新頭殼newtalk | 謝德瑾 台南市報導

發布 2020.11.17 | 18:01

國立成功大學四年級劉生今（17）日凌晨，在台南市北區租屋處燒炭自殺，已是成大今年9月開學以來第3起。校方今日在學校網頁貼出告示，提醒學生可向校內心

協助，明天也將召開擴大主管會議討論因應。

今日發生的學生租屋處燒炭，已是成大今年9月以來第3起相關事件。前2起分別為男大生在成大化工系館頂樓自縊，及博士生在台南市永康區懸吊橋下自殺。

成大表示，明（18）日下午將擴大召開各學院、系、研究室等主管會報，由校長蘇慧貞主持，全校一、二級主管一律與會，研議並動員全校多加關心學生、研究人

員。

成大校方也已在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網頁發佈「親愛的你，我們在這裡」一文，指出「近來接連有自

我傷害的新聞出現，又適逢期中考忙碌、壓力沉重的期間，大家的心情，或許難免受到影響。」也呼籲大家，「此時此刻，先不急著批評、責備、也不做過多推論

心輔組強調：「請暫時離開網路上紛雜的資訊，把時間先留給自己和您重視的人，好好照顧自己的狀態，好好關心身旁人的狀態是否安好。」

成大校方已在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網站發佈「親愛的你，我們在這裡」一文。   圖：取自成功大學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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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成大也不忘提醒，若發現身邊的人有受影響，請嘗試關心、陪伴；讓他明白自己對你而言是很重要的存在，並適時尋找其他資源一起協助彼此。

※自殺警語

NEWTALK提醒您，自殺解決不了問題，給自己機會：

自殺防治諮詢安心專線：0800-788995；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

心輔組呼籲，請暫時離開網路上紛雜的資訊，把時間先留給自己和重視的人，好好照顧自己的狀態，好好關心身旁人的狀態是否安好。   圖：取自成功大學心理健康與諮商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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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news 今日新聞新頭殼

新頭殼newtalk

 2020-11-17 16:06:10

數位身分證引爆資安爭議 成大教授：我們拿什麼去換便利

今年10月內政部原定要換發數位身分識別證（New eID），不過今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影響政策延後上路，規劃將要在明年
6月來進行小規模的試驗換發，在實行半年的前行作業後，將於7月正式全面開始換發。今(17日)也有多名民進黨立委召開記
府必須成立個資保護機關。對此，成功大學教授李忠憲透過強調「數位化的過程當中，我們隨時都要注意到底是拿什麼去換

李忠憲以「數位身份證：維持現狀」為題，指出「從反服貿電信、反中資入股IC設計、一直到反數位身份證的運動，好像我
些什麼。」仔細想想其實並沒有，我們只是希望「維持現狀」，不想要讓別人來控制我們骨幹的電信網路與資料庫等相關的
讓別人來染指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灣千辛萬苦花了非常多的資源，以及奉上最好的年輕人，努力成就的半導體產業。

李忠憲表示，對於數位身分證，我們一直說，這東西很危險；他們一直說，這東西很方便。坦白講，雙方都說服不了對方
我們很難說這東西不方便，但他們也很難說這東西不危險。李忠憲還補充，有人講晶片身分證台積電做的，所以很安全，瞬
起來。 

李忠憲指出，面對中國的危險，絕大多數台灣人會寧願犧牲方便，而不願意冒險。這就是小英「維持現狀」的奧妙。台灣人
而三的做出選擇。我們不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要發大財，現在台灣人應該沒有人敢再提不在籍投票了。這都是一樣的道

李忠憲說:「在數位化的時代，便利和隱私往往會產生衝突，這些不便利其實不影響到自由，但隱私的危險卻影響到安全。
極介入美國總統大選，私人企業自行判斷是否假新聞，任意關掉別人的帳戶，在所有的貼文上面任意加上自己的言論，沒有
真的令人感到不寒而慄。」 

他分析，是因為在傳統人類生存的概念當中，自由與安全之間的拔河，是許多戰爭的原因，看現在瘟疫再度爆發，許多歐洲
些隔離的政策，他們覺得自由可以取代安全。 

文末，他呼籲：「爭取自由而冒險犯難，或許是人類歷史崇高精神之一，但是爭取便利而不顧安全，恐怕相當愚蠢，人類的
到資訊革命之後的網路上面，但在數位化的過程當中，我們隨時都要注意到底是拿什麼去換便利？」 

新聞來源為Newtalk 新頭殼 

▲ 成功大學教授李忠憲強調「數位化的過程當中，我們隨時都要注意到底是拿什麼
去換便利」。（圖／新頭殼）

https://www.nownews.com/
https://www.nownews.com/cat/new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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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成功大學李忠憲教授強調，「數位化的過程當中，我們隨時都要注意到底是拿什麼去換便利」。 圖: 翻
攝自李忠憲臉書。

成功大學李忠憲教授強調，「數位化的過程當中，我們隨時都要注意到底是拿什麼去換便利」。 圖: 翻
攝自李忠憲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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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7  健康醫療網／記者曾正豪報導

 肌肉病變成因不僅老化　延誤診斷恐肌肉萎縮

成大醫院病理部廖瑋安醫師指出，臨床上，許多人出現肌肉痠痛時，多採以服用止痛藥、民俗療法與復健等，但若因此延誤診
斷，可能因此使肌肉發生萎縮，這時也容易被誤以為是老化導致。

肌肉病變成因多，除了常見的肌肉痠痛或肌肉無力等症狀，也有可能因非感染性的原因發生發炎反應或龐

貝氏症等疾病所導致。成大醫院病理部廖瑋安醫師指出，臨床上，許多人出現肌肉痠痛時，多採以服用止

痛藥、民俗療法與復健等，但若因此延誤診斷，可能因此使肌肉發生萎縮，這時也容易被誤以為是老化導

致。

診斷肌肉病變成因　可透過高爾現象
肌肉疾病的類型與病因，需仰賴多科醫療團隊合作才能確診，其中目前可藉由高爾現象，幫助診斷肌肉病

變成因。廖瑋安醫師解釋，當病人下肢近端的肌肉群受損較遠端的肌肉嚴重，從蹲姿站起時，大腿無法單

獨撐起身體重量，這時患者得先張開雙腳、臀部上揚，再利用雙手支撐膝部，慢慢撐起。

出現茶色尿　恐是橫紋肌溶解症惹禍

https://www.healthnews.com.tw/news/article/4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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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瑋安醫師說明，若出現茶色尿時，則可能為橫紋肌溶解症等所造成，這時若肌球蛋白濃度持續升高，恐

會引發急性腎衰竭，不可不慎，此外，若為肌肉因為非感染性的原因發生發炎反應，治療上則可使用包含

類固醇在內的免疫抑制劑，通常都有不錯的療效。

成大建立完善肌肉疾病診斷　可望解決民眾疑慮
另外，包括糖尿病、甲狀腺機能亢進或低下、腦下垂體功能異常等代謝疾病，都可能成為引發肌肉無力或

萎縮的原因，甚至過度使用類固醇也可能埋下危險因子。廖瑋安醫師強調，為解決有肌肉症狀民眾的疑

慮，目前成大醫院也建立完善的肌肉疾病診斷及治療團隊，必要時，民眾應積極接受檢查與治療，才能避

免危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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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動脈血管阻塞 嚴防4項危險因子

【健康醫療網／記者林怡亭報導】人年紀大，動脈壁會因為脂肪的堆積而逐漸淤積、

阻塞，就是所謂的動脈血管粥狀硬化，發生在心臟的冠狀動脈會產生狹心症（心絞

痛），而發生在非心臟部位的周邊血管則稱為周邊動脈阻塞疾病，其中又以下肢動脈

狹窄的發生率最高，輕者肢體末梢疼痛，嚴重時則會產生肢體缺血、冰冷、蒼白或壞

疽，甚至危及生命。

周邊動脈阻塞疾病 危險因子有4項

成大醫院心臟血管科黃睦翔醫師表示，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的高危險因子主要有4項，除

了年齡的不可控外，還有：吸菸、三高及洗腎。

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的高危險因子主要有4項：

1.  年紀越大發生率越高：根據研究，40-59歲年齡層的發生率為2.5%，而到70-79歲

的發生率則暴漲到18.8%。雖然此一因子無法控制，但應多加留意相關症狀的出現。

2.  吸菸：會大幅增加血管阻塞疾病的風險達2-6倍，而超過8成的患者有吸菸的病史。

健康醫療網 2020/11/18 15:00(52分鐘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a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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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高：即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其中的高血糖（即糖尿病）會顯著增加風險2-

4倍，高血壓及高血脂症統計顯示增加風險1.5-2倍。

4.  洗腎病患：增加風險約7-8倍。

他以66歲的長期洗腎的糖尿病患者李先生為例，指李先生數年前因左腳傷口感染做了

膝蓋下切除手術，之後接受義肢裝置並逐步復建，生活漸漸恢復正常；然而，李先生

發生過一次心肌梗塞，經成大醫院心血管團隊緊急心導管手術打通血管，後來他的右

腳也出現傷口且癒合不佳，於是再次找上成大團隊打通阻塞的右腿血管並置放支架，

傷口終於逐漸癒合，也免於再次截肢。

下肢動脈狹窄嚴重阻塞 40%會間歇性跛行

黃睦翔醫師表示，下肢動脈狹窄嚴重阻塞者有40%會出現間歇性跛行，其中有4%病患

在５年內面臨需要截肢，7%病患在５年內需要接受介入性治療。另有約10%患者會出

現肢端缺血危症，休息時下肢都會疼痛，或出現慢性無法癒合之傷口、潰爛、潰瘍、

壞疽等，病人1年內的死亡率將近25%，若已嚴重到須要截肢的程度，則1年內的死亡

率甚至高達45%。

心血管疾病共病多 當心中風、心肌梗塞

而患有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的病患也常合併有心臟或腦部血管疾病。根據統計，37-50%

的病患伴隨有腦血管疾病或心臟血管疾病，10年內發生心肌梗塞的機率為正常人的4

倍，發生腦中風的機率亦為常人的2~3倍。因此，黃睦翔醫師指出，除了要注意肢體

的症狀，也要小心有否心絞痛或暫時性腦部缺性、甚至腦中風的症狀，加強危險因子

的控制。

首控危險因子 適度運動

黃睦翔醫師表示，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的治療，首要就是控制危險因子，包括戒菸、控

制血壓、血糖與血脂，並做適度的運動訓練，以改善肢體的血流量，其改善程度可與

藥物相當，是安全、經濟且有效的治療方式。除了以上個人可做的「治療」之外，必

要時可依病情狀況，由醫師提供藥物治療，並視其況進行侵入性的經皮導管血管整形

術、外科血管重建或繞道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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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睦翔醫師提醒，平時應要注意下肢周邊動脈血管發生阻塞會產生的症狀，輕度阻塞

或許毫無症狀，但有的會略感下肢酸麻冰冷；中度阻塞者就可能出現漸歇性跛行，走

一段路後會有腿部痠麻疼痛，休息片刻後血液循環恢復足夠，就又能繼續往前走，整

個過程中會一再反複出現同樣症狀，甚至會有無法癒合的傷口等，一定要儘快就醫，

千萬不要等到嚴重阻塞出現肢端缺血危症，屆時將面對1年內高達25-45%的死亡率。

資料來源：健康醫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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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甲也能戴「矯正器」，疼痛難耐的「捲甲」可不動刀
2020-11-18 10:11 記者  陳苡葳

推薦 0 分享 Y 用LINE傳送

50多歲張姓男子，十多年來雙腳大拇趾指甲明顯捲曲，路走久會感到指頭脹痛難耐，若不慎踢到

硬物，甚至會痛到飆淚。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皮膚科醫師杜威廷說，張男腳指甲「 」嚴重，加上因為會自行修甲但沒修

好造成「凍甲」，導致發炎化膿，幸好張男及時就醫，經半年矯正治療後，腳指甲已恢復平坦，

也能健步如飛。

杜威廷說，指甲可保護指尖及指骨，增加觸覺敏銳度、幫助撿起微小的物體、提供搔抓功能，完

好的指甲也能讓手腳看起來更美觀。

不過患有捲甲而不自知的民眾很多，尤其有自行修甲習慣者，在修甲時常會因捲入甲肉的部分修

剪不易而剪到流血，引起嵌甲（俗稱凍甲）而發炎化膿，嚴重者會影響腳部行動。

捲甲

指甲可保護指尖及指骨，增加觸覺敏銳度、幫助撿起微小的物體、提供搔抓功能，完好的指甲也能讓手腳看起來更美觀。 圖／pixabay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orange.udn.com%2Forange%2Fstory%2F121406%2F5009273&display=popup&ref=plugin&src=like&kid_directed_site=0&app_id=3297514287026922
javascript:;
https://orange.udn.com/orange/search/tag/8887/%E6%8D%B2%E7%94%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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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廷表示，捲甲、嵌甲皆是常見的指甲病症，不僅會使指甲和指頭變形，引發手腳趾疼痛、腫

脹、發炎及感染，嚴重還會影響病人日常生活。

過去傳統治療，會透過手術將指甲基質、甲肉、指甲片切除，或將下捲、嵌入的指甲拔除，但會

造成手術傷口及治療時與恢復期的疼痛，術後得換藥1至2周，復發機率高，加上利用化學或電氣

燒灼術，雖可減低復發率，卻會造成指甲外觀永久改變。

杜威廷說，現今 技術已取代部分傳統手術，患者透過具有彈性的金屬線指甲矯正器附著

於指甲上，金屬線會對指甲施加拉力，讓甲片漸恢復正常形狀，可減輕疼痛及發炎，也能改善指

甲外觀。在置放完成後，多數病人可立即恢復正常生活，復發率也僅有1成，提醒民眾有指甲相關

疾病勿忍耐，應及早前往醫院就診。

指甲矯正器治療技術已取代部分傳統切除手術，且能恢復指甲平坦外觀。 圖／成大斗六分院提供

指甲矯正

https://orange.udn.com/orange/search/tag/8887/%E6%8C%87%E7%94%B2%E7%9F%AF%E6%A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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