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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徐喬涵報導】為因應

技職學校改制科技大學後，須

依「大學法」成立學生會以及

學生議會的規定。由逢甲大學

學生議會發起，全台唯一的學

生議會聯盟「中區大專校院議

事聯盟」（簡稱中議盟）於上

個月成立，吸引中區近廿多所

大專校院議會加入。

   中議盟執行長、逢甲學生議會
議長劉典倡表示，現在主要工

作是建立資訊平台。他指出，

由於近年多所技院改制成科大

後，原本的學生代表組織活動

中心，將依循「大學法」成立

學生會和學生議會等自治團體

，新成立的學校學生多半缺乏

此方面的經驗，若成立資訊平

台，則可以培養講師和由成立

　【記者楊癸齡報導】以點名制

度嚴格聞名的銘傳大學，近日校

內三百五十間教室全面e化，教
授可隨時透過電腦系統，將相關

資料傳到學生事務處建檔，學生

也可透過系統了解缺曠情形，並

在系統內完成請假。

　銘傳點名方式分為「外點制度

」與「內點制度」，內點制度是

教授在課堂進行點名，外點制度

則是校方指派人員對教室內學生

進行抽點，學生戲稱其為「點名

媽媽」。校方將教室e化後，教
授於課堂上直接將缺席學生資料

傳至網路平台，使學務處在第一

時間即能了解缺曠情形並即時管

理，但外點制度仍保留，負責監

督教授有無遲到早退、是否放任

學生打瞌睡等。

　【記者黃姿華報導】三月廿

七日中午，台灣大學濁水溪社

學生在校內發送一批美濃農會

無法售出的老北蕉，該社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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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議盟成立 促學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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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蕉農  台大濁水溪社發送滯銷香蕉

線上即時管理 方便學校了解缺曠 但實際執行下仍有少數漏洞可鑽

議會歷史較久的成員個案分享提

供以協助。

   中議盟執行委員、建國科技大
學學生議會議長許姜太佛認為，

一般大學生普遍缺乏學生自治中

行政立法分立的概念，學校資源

也較偏向學生會等行政中心，因

此學生議會常面臨知名度不足和

訊息接收過於緩慢的問題。中議

盟成立的目的是讓學生議會不單

只是審議角色，也能化被動為主

動舉辦多種活動宣導議事概念。

   目前中議盟採取執行委員制，
主要由八位執行委員專責推展事

務，參與的學校包括逢甲、東海

大學、中興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等多所大專校院，成員幾乎皆以

學生議會領袖為主。中議盟成立

目的除了建立資訊平台，協助各

校議會的成立及運行外，也希望

未來能彙整中區各校學生意見，

向相關單位提出建議。並以定期

舉辦活動，對校內其他成員宣導

加強學生自治的概念。

   彰化師範大學學生議會副議長
王詩婷表示，中議盟目前面臨的

困境主要是經費來源。因會員不

需支付任何費用，如何籌措經費

是首要考慮的問題。王詩婷說：

「畢竟大家都是不支薪的，加上

成員多半事務繁多，很難持之以

恆。」她舉出，以前學生自治史

上也有北議盟、南議盟的成立，

但多半因經費及參與度不足而淪

為曇花一現。

   劉典倡表示，中議盟方面希望
教育部採取輔導或相互合作的方

式協助。畢竟學生自治與學校官

方行政體系有其界線，而教育部

的確開始注重學生自治發展，但

具體行動不大。以三月廿九、卅

日在東海大學所舉辦的所辦理的

「中部學生自治團體發展研討會

」為例，不僅辦理日期一改再改

，過多會議也造成人力耗費，致

使學生感受不到教育部具體誠意

。而中議盟預計在本月十五日舉

辦的「中部學生領袖高峰會」中

，將正式擬出中議盟未來走向。

   而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委員傅木
龍則認為，學生自治組織應是由

學生自發成立，與教育部無涉，

教育部對中議盟的成立樂觀其成

。另外關於因應科大改制的自治

組織培養，傅木龍認為應由校方

扶植，並且目前教育部訓委會也

積極推動學生自治的相關事宜。

　

觀光系學生洪于婷表示，校方十

分重視點名制度，出缺席對於操

行成績的影響也較他校嚴格。學

務長楊建貴認為，所謂的點名制

度應該正名為「請假制度」，學

生須對自己負起責任，自行透過

線上系統管理請假事宜，網路只

是方便作業的工具。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長蔣麃表示

，缺曠除列入操行評量，課程缺

席達三分之一該科亦以零分計算

。蔣麃說，e化教室讓制度更能
全面落實，標準一致對學生、教

授而言十分公平，規定嚴格也相

信使出席狀況良好，學生專心向

學。

　然而提到制度的缺失，傳播系

學生林昱庭認為制度造成學生被

動，堂堂即時點名雖可使蹺課學

生三思，但有些教授以簽到方式

登記後再上傳資料，蹺課學生仍

能請他人代為點名。華語文教學

系學生陳思妤說，教授若三堂課

中只點一次名，點完名後學生仍

能輕鬆蹺課。

　蔣麃認為，請假制度出發點為

掌握出席狀況、關心學生，無法

滴水不漏，學生取巧蹺課是個人

行為，校方也只能提醒教授確實

點名。他說：「學生若認為教授

標準不公可隨時至生輔組反映，

校方一定會處理。」

　而除了事假允許線上申請，欲

請病、公、喪假則須上網登記並

牢記序號，至生輔組繳交證明文

件及上網請假登記表。林昱庭認

為程序過於繁複，造成學生不便

。陳思妤也表示，校方對於病假

必須繳交醫生證明規定，使學生

大多以事假代替病假。對此蔣麃

則回應，病假與事假扣分標準不

同，必須慎重處理、嚴格把關。

」後，就持續關懷美濃農業，這

次試圖藉由此行動，將市場競爭

之下的臺灣農業困境，傳達給校

內師生。

   當日凌晨，台大濁水溪社應美

濃農會之邀，前往台北第一果菜

市場觀摩中盤批發交易，並幫忙

叫賣美濃特產「老北蕉」。由於

近午仍滯銷，又因水果易腐的性

質無法再運往他處販賣，蕉農遂

將一百多斤香蕉棄置果菜市場，

台大濁水溪社員即自行將香蕉運

回台大，附帶簡介發送師生。

   台大濁水溪社於民國九十五年
暑假參與「青年勞動學習營」，

該營隊由高雄縣橋仔頭文史協會

發起，引領青年深入橋頭糖廠、

美濃菸業以及澎湖眷村等農村現

況和社區議題。台大濁水溪社此

後就持續投入了解美濃農業和社

區營造工作。社長李冠和指出，

該社核心價值是「意識本土，觀

照社會」，關懷農業即是以此為

出發點的一部分。

   除了多次在美濃農會北上時提
供協助外，台大濁水溪社也深入

產地體驗農務，並透過社刊《濁

流》持續發聲。在菸酒專賣制度

廢止屆第五年，即將停止保證收

購菸草政策時，也前往當地拍攝

菸業紀錄片，目前政策雖暫緩，

影片仍預計在期末後製完成。

   橋仔頭文史協會執行秘書李安
慈表示，由於農業運動和社區營

造必須實地參與，大學社團難以

長期投入，在人口外流的鄉村，

過去多只有中壯年人參與，目前

各地方組織多透過當地大學相關

科系或教師合作，也有地方青年

外出求學後回鄉，引入外界資源

人力，達到培訓青年參與效果。

   台灣加入WTO（國際貿易組
織）後，傳統農村的稻作和美濃

菸葉面臨衝擊，在政策要求下頻

頻減產或轉作水果，但收購價格

隨量浮動，常使農民趕種後血本

無歸。此外，李冠和也表示，台

灣消費市場的外觀取向，使得蔬

果產銷過程受到扭曲，例如使用

化學藥水將水果快速催熟，就未

考慮消費者食用安全。

   三月廿六日TVBS播出黑道
嗆聲錄影帶，創下晚間新聞一

點四二收視率，卅日NCC對
TVBS處以罰金新台幣兩百萬
元，並要求撤換總經理。連串

事件引起各界討論。

  無論從TVBS身為媒體所擔負
的社會責任、新聞產製過程的

疏失或NCC事後的處置方式來
評判，整起事件其實是媒體以

商業為優先考量導致的結果。 
   媒體很亂、新聞內容對於社
會公益毫無意義，記者又被稱

為「妓」者，當我們怒不可抑

的質問媒體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時，其實應該回頭檢討，媒體

業者、制定法規政策的政府、

培養專業人才的學院、媒體收

入來源的廣告主和決定收視率

的閱聽人各自應負起的責任。

   NCC與行政院應該通力合作
，運用公權力逐步改造惡質的

媒體環境，民間團體和學者也

許能高聲疾呼提供建議，但卻

沒有公權力改變現況。政府應

該負起整體環境的責任，無論

是對有線電視的管制、把關頻

道執照發放的標準、相關法令

的補足甚至參考國外公共電視

施行辦法來改善媒體生態。

  銘傳實施嚴格的點名制度。  張芯華攝

更正啟示

  1380期本版長榮大學禁煙報

導，將陳豪程誤植為陳豪，特

此更正。  台大濁水溪社盼喚起同學關懷農業困境。 圖╱台大濁水溪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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