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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13年9月 

電話：(05)2717192-3(一組)  電話：(05)2717196-7(二組)     傳真：(05)2717195  

網址：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 

 

 

1. 教育部113年8月16日臺教高(四)字第1130083806號函轉知，「銓敘部檢送政務人

員退職撫卹條例」第2條，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14日以部退二字第

11357339472號令釋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2. 教育部113年8月28日臺教人(五)字第1130085111號書函轉知，「114年度各醫院辦

理「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業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

中華民國113年8月19日總處給字第1134001642號函辦理，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

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3. 教育部113年9月4日臺教人(四)字第1130089420號書函轉知，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

費率，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重行釐定並自民國114年1月1日起，依精算結果調整

業經銓敘部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部退一字第1135730918號函辦理，相關內容

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4. 教育部113年9月6日臺教人(五)字第1130090914號書函轉知，「中央公教人員急難

貸款實施要點」部分內容，業經行政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4日以院授人給字第

1134001771號函修正發布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

閱。 

 

職場性別歧視怎麼解？企業怎麼推動 DEI 性別平等？          

             【本文摘自女人迷 Cake】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2ddf8cc6-e469-4f41-be7d-b32de99a574b?nodeId=34705&sId=205726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0736c9ea-0aef-421c-a1c4-88ea6a3c257b?nodeId=34705&sId=211332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b0439267-6a4f-4d4e-bcc0-3dcf3b828d71?nodeId=34705&sId=208338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1fe0fb51-2cfa-4825-897c-0b18f3dcca9a?nodeId=34705&sId=210897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1fe0fb51-2cfa-4825-897c-0b18f3dcca9a?nodeId=34705&sId=210897
https://womany.net/articles/33106/amp?ref=s_keyword_%E6%80%A7%E5%88%A5%E5%B9%B3%E7%A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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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是近年全球職場非常重視的議題，台灣雖然根據行政院性平委員會的

評估結果，台灣性別平等排名是亞洲第一，GEI 彭博性別平等指數表現也位居亞太區

第一，但調查發現職場中的性別歧視問題與案例依然實際存在。 

性別歧視不但在職場上十分常見，許多工作者不一定有意識到自己正在遭受性

別歧視，或不知該如何處理。本文從 3 大職場階段切入，探討性別歧視的現狀和應

對方式，並且說明雇主有機會藉由哪些措施來創造性別友善、DEI 多元共融的職場環

境。 

一、從數據調查看台灣職場性別歧視、不夠 DEI 的現狀 

把目光放到台灣職場，HRnetGroup 數據資料顯示，在台灣平均有 48% 女性員

工與 28% 男性員工認為職場中存在性別歧視，其中包含 11% 認為職場對女性有過度

保護。 

天下學習在 2023 年對台灣 50 大企業進行的 DEI 調查發現，台灣某些產業的

女性員工比例明顯較低，雖然員工性別及年齡多元化本身會受產業特性與工作性質影

響，但跟國際大型企業相比，還是能看出台灣在部分產業有男女比懸殊情況，便有可

能是性別歧視或偏見的結果。 

台灣女性主管比例僅佔三成 

平均而言，所有產業女性員工佔約 40%，但女性主管比例卻僅剩 31%。如果進

一步剖析台灣各產業，最懸殊的是傳產的女性員工比例不到兩成（19%），高科技製

造業女性員工比例則是 37%，而一般服務業和高科技服務業女性員工比例則落在四成

左右。尤以一般服務業在女性晉升的難度最大，女性主管比例不到 18%。 

性別歧視職場性別歧視牽涉面向廣泛，包含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偏見、到職場 

PUA 和職場霸凌等，但只要針對他人的性別、性向與性別認同等，進行不公平的對待

或評價就可算是性別歧視的一種，這種歧視主要由刻板印象或是對特定性別能力的成

見造成，而反映到職場環境中時，就可能體現在工作分配、薪酬、晉升機會，以及日

常工作互動中。 

職場性別歧視的表現形式多樣，但其中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薪資差異，不少研究

都顯示，在相同職位和工作表現下，女性薪資往往低於男性同事，除此之外，高階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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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升遷也同樣存在性別歧視，女性和其他性別少數在許多行業中仍存在「玻璃天花

板」，即使具備相同或更高的能力，也不見得能獲得與男性同事相同的晉升機會，女

性也可能會在懷孕、婚育後被刁難、要求調職或是藉機加重工作讓員工知難而退、自

請離職。 

亞洲女性和少數性別者薪資低於男性 20% 

2023 年的 Morgan Philips 報告指出，在亞洲某些領域，女性與其他少數性別

（註）的員工比例不足 20%，在職涯升遷方面，平均當有 100 位男性升職時，僅 86 

位女性取得晉升機會，女性與其他多元少數性別在管理層中的占比明顯不足，至於男

女薪資方面也存在斷層，女性和少數性別者整體薪資水準低於男性 20%，亞洲企業在

實現性別 DEI（多元、平等、包容）目標仍有很大進步空間。 

註：少數性別，除了男女二元性別之外的多元性別，因占比相對少數而可能面

臨權益被忽略或歧視的狀況，多元性別包含雙性人、跨性別、性別流動者等身分。 

這份報告也點出，雖然亞洲有 60% 的企業已制定明確多元化目標、在政策上強

調性別平等，比過去五年還增加 20%，但在實際執行和結果上卻不盡理想，因此除了

制定政策，整體多元化和公平性策略都還需要在實踐中更加努力，通過具體行動來推

動真正的性別平等和多元共融環境。 

二、員工求職、在職階段遇到性別歧視怎麼辦？ 

性別平等不僅是社會與道德議題，也是企業成功和留才的重要因素。當企業為

所有員工提供一個公平、支持和充滿機會的工作環境時，才有機會將能夠吸引和保留

最優秀的人才，激發創新，並提高整體競爭力。希望在 DEI 友善環境的推動下，台

灣企業與員工都能共同推動職場環境朝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方向發展。 

若員工在職場上遭遇性別歧視，該如何分辨，又該如何應對呢？建議依據所處

的階段（求職時、在職時、離開職場），可以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與策略。 

員工職涯遇性別歧視的 3 種處理方法 

1.求職時：求職階段遇到的性別歧視，多會出現在徵才條件（如限男性等），

面試過程中也可能會遇到性別偏見，會強調或是問與工作不相關的個人生活問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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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況、生育計畫等），若無特殊正當理由，雇主這些行為都有違性別工作平等法

規定。 

- 如何應對：建議求職者在投遞前先研究潛在企業文化和價值觀，了解該公司

在性別平等相關的的紀錄和政策，避免遇到有前科的雇主。面試前也可以先預想可能

遇到的情形，來判斷該公司內部有潛在的性別歧視問題（例如：希望女生上班要穿裙

子），若在招募過程中遇到明顯的性別歧視，務必記錄下具體情況（例如：全程錄

音）並考慮向相關機構或團體通報。 

 2.在職時：在職時遭遇的性別歧視，可能包括工作評價、晉升機會、薪資差

異、婚育刁難等問題。 

- 如何應對：若發生職場性別歧視時，建議先記錄下時間、地點、參與者及事

件的具體情況，後續若有文件或影像錄音支持更佳。建議先向信任的同事或上級說

明，若有必要再透過公司內部正式渠道提出投訴，例如人資部門、性別平等委員會等

單位。若公司無法妥善處理，可尋求法律或專業諮詢，確保自己的權益和可採取的行

動方案，並交由公權力來懲罰歧視者（常見可依循法律提出「行政申訴」及「民事損

害賠償訴訟」）。 

 3.離開職場：因受到性別歧視而決定離開職場，或在離職後回想自己曾遭受到

歧視，可能已經無法再求償或是蒐集證據。 

- 如何應對：仔細反思和記錄在職期間遇到的性別歧視情況，並重視自己的感

受，若認為權益已經受到嚴重侵害，建議諮詢法律相關單位來釐清可採取的行動與進

一步調查。 

三、企業 DEI 成介入關鍵：改善性別平等環境，人人有責 

除了員工本身在職場上重視自己的權益之外，也要注意自己本身的言行舉止是

否無意間助長了性別歧視，讓職場性別平等落實到每個人身上。然而在維繫性別平等

的責任上，企業雇主更是責無旁貸！ 

天下學習針對 DEI 多元共融的調查發現，有高達八成的台灣員工會將 DEI 文

化視為工作求職與留任的重要因素，而提升「性別平等、剷除性別歧視文化」也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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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企業 DEI 的關鍵，該如何達成企業 DEI、避免職場性別歧視？提供給雇主以下幾

項具體政策方向做為參考： 

企業消弭性別歧視的 5 種 DEI 策略 

1.性別平等教育：由人資部門或相關單位舉辦性別平等與多元共融講座或工作

坊，提升員工對這些議題的認識和敏感度。 

2.建立透明、公正的晉升制度：檢視公司各層級員工、主管的性別比例，確保

性別不成為升遷的障礙。 

3.鼓勵員工達成工作與家庭平衡：提供彈性工時、遠距工作選項，無論男女都

落實育嬰假等相關福利，甚至提供優於法規的福利，幫助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 

4.建立多元包容的工作環境：鼓勵員工分享自己的背景，培養互相尊重和欣賞

的內部文化。 

5.制定反歧視政策：建立性別平等制度，明確定義性別歧視、性騷擾等行為，

建立匿名舉報系統，並嚴格執行相關規範。 

 

 

公務機關在哪些情形下，可以蒐集、處理或利用一般個人資料？ 

【本文摘錄自國家發展委員會個人資料保護專區網站】    

答: 

一、 公務機關蒐集或處理「一般個人資料」，必須有「特定目的」，並且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本法第15 條、第7 條規定；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 

1.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2. 經當事人同意。 

3.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CCCBED61289FB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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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務機關利用「一般個人資料」，應區分「特定目的內利用」或「特定目的

外利用」，其要件如下（本法第16 條、第 7 條規定；施行細則第 9 條、第 

10 條、第 15 條、第 17條規定）：  

1. 「特定目的內利用」：公務機關利用當事人之一般個人資料，原則上應在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 

2. 「特定目的外利用」：公務機關於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將一般個人資料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①法律明文規定。 

②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③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④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⑤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

事人。 

⑥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⑦經當事人同意。 

 

 

 

 

取得著作財產權的範圍是否包含著作原始檔及草稿? 

【本文摘錄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著作權與所有權係屬不同之概念，因此即使甲方享有「製作原始檔」與「所

有草稿」之「著作權」，並不代表甲方即當然取得「製作原始檔」與「所有草

稿」等物之「所有權」，如有需要取得委製作品相關原始稿件、檔案之需求，建

議應於契約中另行載明清楚。 

由於著作權係屬私權，因此當事人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大都是依雙方所訂定

的契約來決定，而契約解釋須就整體合作內容觀察，如對於契約文字有疑慮，

Jessica 在正式簽訂契約前應先與插畫家進行討論、協商。本局曾就業界常見著作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lp-953-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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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讓與或授權契約擬具契約範本，建議可考量自身利益於實際個案的具體需

要，予以調整增刪，以訂定適當的契約。 

 

 
               

 

  

 

健康秘訣可預防「代謝症候群」 正確量腰圍、血壓都是預防關鍵！                                                                        

 

【本文摘錄自健康醫療網/吳儀文整理】 

 

根據國健署 2017－2020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顯示，20－64歲

民眾每 10人就有 2.5人有代謝症候群。國健署表示，代謝症候群是健康的

隱形殺手，長期下來將會引發慢性疾病。 

代謝症候群 5危險因子 6招健康秘訣可破解 

代謝症候群由 5項危險因子組成，國健署說明，若 3高（血壓偏高、

血糖偏高、血脂偏高）及 2害（腰圍過粗、好的膽固醇不足），符合 3項異

常者，就是所謂的「代謝症候群」，未來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將比一般人高

出 2－6倍。 

代謝症候群的危險因子其實都與飲食、生活習慣等息息相關，因此積

極管理是預防慢性疾病發生的關鍵。國健署也提供 6招健康秘訣，希望民眾

跟著做，一起破解代謝症候群的 5項危險因子： 

正確量腰圍： 

建議民眾在早晨空腹時自然站立，除去腰部覆蓋衣物後，將腰圍尺繞

過腹部中線（骨盆上緣至肋骨下緣的中線），維持正常呼吸，吐氣後測量腰

圍數值。 

722量血壓： 

建議 18歲以上的民眾每年應依 722原則居家測量血壓至少 1次，連續

7天（天天量）、每天 2回（早晚量）、每回 2次（隔一分鐘取平均值），

監測血壓數值。 

規律運動： 

建議每週至少 150分鐘中度身體運動，如：健走、太極拳、游泳、騎

腳踏車等，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戒菸撥 63： 

https://www.healthnews.com.tw/article/6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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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取 4步驟戒菸（選定戒菸日、告知親友、瞭解困難、排除誘

因），也可撥打免費戒菸專線 0800-636363尋求專業諮詢服務。 

定期檢查： 

國健署提供 40－64歲民眾每 3年 1次，65歲以上民眾每年 1次的免費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包含身體檢查（身高、體重、腰圍、血壓等）、尿液檢

查（尿蛋白等）、血液生化檢查（血糖、血脂等）、B、C型肝炎篩檢、健

康諮詢等項目，民眾可多加利用，定期檢查以早期發現及早治療。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總是無法一覺到天亮？避開3大睡眠地雷遠離心血管病、大腦老化    

           【本文摘自早安健康/新聞中心蔡經謙】 

許多人應該都有半夜睡到一半突然醒過來的經驗，不僅中斷睡眠，使得

睡眠品質不彰；有的人還會醒來後再也無法入睡，變相地形成失眠的狀況。

日本教授告訴你原因為何，並教你矯正這3個壞習慣，便可以舒緩這個現象

的發生！ 

許多人年輕時都能一覺到天亮，但隨著年紀增長，晚上睡覺中途醒來以

及半夜上廁所的狀況也隨之增加。日本大學曾進行一項刊載於《女性身心醫

學》（暫譯）期刊、以2,559人為對象的研究指出，40多歲至50多歲的人

中，有12.7％的人每周超過3次睡到一半突然醒來；60歲以上的人群中，比

例增至21.2％。 

現代人的睡眠問題，不良的睡眠品質不僅只是讓人疲憊那麼簡單，長期

睡眠不足、失眠等更會威脅人體健康。曾有研究指出，睡眠不足會增加心臟

病與中風風險；此外，中年族群如果睡眠不足，也可能導致腦功能提早老

化！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Node/Nodes?nodeId=48485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pstunt/1/1635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pstunt/1/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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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到底為什麼隨著年齡增長，容易睡到半夜突然醒來呢？ 

為什麼半夜睡到一半會突然醒來？ 

秋田大學醫學系研究科精神科學講座教授三島和夫解釋，第一個主要因

素是，年齡漸長後，睡眠的品質產生了變化，深度睡眠減少、就會變得容易

醒來。其次，睡眠中大腦的視丘會過濾掉外來的刺激，隨著年紀增長，這個

過濾機制會逐漸減弱也是原因之一。 

三島和夫表示，不論再怎麼健康的人，一旦上了年紀，睡眠就會變得容

易中途醒來。過了70歲，進入棉被後能一覺到天亮的甚至不超過10％。 

雖然這是必然的結果，但總的來說這並非是一個愉快的經驗。那麼，到

底該怎麼做，能夠盡可能地減少中途醒來的次數呢？ 

三島和夫指出3個錯誤的睡眠習慣，若改變這些習慣，將使能減輕這個

問題，使你能睡得更好！ 

睡眠的錯誤習慣1：太早睡 

太早睡指的是晚上8點或9點就上床睡覺。當年紀漸長，因為容易感到疲

勞而特別早睡的人不少；也有許多人因為晚上沒什麼想做的事，而選擇早點

就寢。 

太早睡的問題在於「在無法入睡的時間點嘗試睡覺」。因為人類的身體

會在平常入睡時間前2小時開始進行睡覺的準備，使身體深處的溫度下降。

在這之前，由於身體內部的體溫高，是個讓人難以入眠的時間帶。 

一般70多歲的民眾，約要在晚上11點左右身體才會做好睡眠的準備。即

使因為想睡滿8小時而早點躺上床，我們的身體也不會因此進入休息的狀

態。 

睡眠的錯誤習慣2：睡不著卻一直待在床上 

第二個錯誤習慣和早睡有異曲同工之妙，是指「在睡不著的狀況下，長

時間待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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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靠在床上就可以讓身體休息」已經是個被否定的古老常識。不斷

重複睡不著而長時間待在床上的經驗，會讓失眠症狀惡化。 

此外，三島和夫表示，最大的問題是，在床上待的時間與與實際上真的

睡眠時間有很大的差距。當年紀漸長，必要的睡眠時間就會變短，這是因為

和年輕時相比，能量消耗量變少，基礎代謝降低的緣故。 

根據調查，若以年齡來分平均睡眠時間、5歲小孩約需要8.91小時、25

歲需要7小時、40歲需要6小時半；而到了65歲就只需要6小時、80歲只需要5

小時半就可以獲得充分的休息。因此年紀越長，需要的睡眠越少，需注意不

要長時間待在床上，可以做些其他活動打發時間。。 

若想在睡前打發時間，受美國健康協會、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認證，在

身心健康領域深耕超過20年，暢銷書作家《7天養出一個好習慣，成就最解

壓的一年》布瑞特．布魯門薩爾建議，睡前可以藉由聽音樂、閱讀（建議讀

輕鬆書籍）、享受按摩放鬆身，或是藉由書寫日記傾瀉腦中思緒，都是讓人

放鬆紓壓，培養睡意的好辦法。 

睡眠的錯誤習慣3：午睡太久 

午後的簡短睡眠有著能讓之後工作時不易想睡、不易感到疲累的好處。

問題在於午睡睡太久。當午睡超過30分鐘以上，就會容易進入深度睡眠，如

此一來，將大幅減少夜晚睡眠時的深度睡眠，使夜晚的主要睡眠品質惡化。 

三島和夫指出，有種說法是1小時的午睡將奪走晚上3小時的睡眠。實際

上，受失眠所苦惱的民眾有很多都是午睡睡太久所導致。因此，建議將午睡

控制在20~30分鐘以內。此外，太晚睡午覺也會段晚上主睡眠造成影響，若

想小睡片刻，建議在3點以前進行。 

小撇步：睡前少喝酒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日本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學系系主任内山真也指出，

中高齡者睡到一半轉醒的原因常常是「頻尿」所致。這是因為腎臟與膀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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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器官機能降低，增加排尿次數所致。此外，若是男性，也會因為攝護腺

（前列腺）肥大而導致頻尿。 

因此，要注意不要為了快速入眠而飲酒過量，除了容易使睡眠變淺之

外，還容易因為酒精的利尿作用而容易感受到尿意，對睡眠造成負面影響。 

 

 

     

對抗壓力有管道 

衛福部安心專線 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 

生命線專線 1995 

張老師專線 1980 

本校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05-273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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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組長 張瓊璽 辭職 113.09.01 

學生事務處 專案輔導員 陳冠州 離職 113.09.01 

師範學院 專案臨時辦事員 周艾俐 新進 113.09.02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副校長 洪滉祐 聘兼 113.09.05 

人事室 主任 葉姍玫 他機關調進 113.09.16 

學生事務處 專案輔導員 蔡雅惠 新進 113.09.26 

師資培育中心 組員 林育汎 他機關調進 113.10.01 

 

 

9月份壽星 

石素珍專案書記 王秋雯專案助理教授 談珮華教授 黃靖雅講師 

江斈昕專案組員 詹明勳助理教授 
王孝雯助理教授(主

任) 
蔡明倫組長 

朱柏翰技工 王梓帆助理教授 何怡慧專案辦事員 
陳俊吉專案助理教授

(場長) 

林正亮教授 石淑燕專案組員 王麗婷組員 趙永清助理教授 

蔡甲申辦事員 戴基峰副教授 江錦炫技工 邱永川教授(系主任) 

簡瑞榮教授 林智忠助理教授 莊秀玉專案辦事員 楊詩燕組長 

蕭至惠教授 林羽柔辦事員 楊琇惠組員 吳芝儀教授 

陳郁馨專案辦事員 林宏達副教授 翁永進教授 吳進益副教授 

唐進益技工 黃齡儀專案組員 黃柔嫚副教授(主任) 葉郁菁教授(研發長) 

張筱君專案辦事員 林宇凡專案辦事員 彭元隆助理教授 張銘煌教授 

翁士杰專案救生員 陳仕朋助理教授 鍾瓊瑤組員 
呂英震助理教授(系

主任) 

李彥賢教授(系主任) 柯金存講師 
蔡文錫副教授(系主

任) 
陳中元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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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菽豐專案辦事員 張光維契僱技士 李東勲組員 李美齡技工 

盧俊宇組員 黃依玲專案組員 林肇民教授(系主任) 許明峰副教授 

曾素秋副教授(組長) 鄧怡君組員 翁精鋒助理教授 蔡崇元組員 

許雅雯教授(系主任) 陸蕙萍副教授 林郡雯副教授 張耿瑞教授 

郭世榮副教授(組長) 陳昭仁技工 周西波副教授 羅至佑副教授 

盧永祥教授 李互暉副教授 
胡景妮專案諮商心理

師 
余政達副教授 

任綉欽工友 陳慶緒教授(系主任) 陳美至組員 王璧娟教授 

陳瑞傑副教授 買勁瑋專案組員 李宗隆教授 朱志樑助理教授 

鄭瑋婷專案組員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8月10日起一週內，派員向各校區負責發放業務

之同仁，領取所屬人員之生日禮券並轉致當月份壽星。 

 

 

 

(點選圖片觀看詳細特約優惠內容) 

 
 

 

Foodpanda富胖達 和牛涮 二毛旅行社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1b928924-3315-4e76-8e1f-33b9d618ef4c?nodeId=44238&sId=206352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018dfb3b-1544-4885-b83c-dc4184acf4ce?nodeId=44238&sId=206764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4e76ddfd-90e2-412b-9dce-e77e14d47297?nodeId=44238&sId=20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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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成小客車租賃行 浯島文旅 品台餐飲(醉酒香陳窖) 

    

 

梁社漢仁愛店 梁社漢友愛店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813cd3ca-6f2a-4f74-93c2-a74019441b66?nodeId=44238&sId=206765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d69cf216-9894-4975-aae8-75064a16ff2a?nodeId=44238&sId=206766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ee5caf79-f020-4cfb-b116-27726c98f2f6?nodeId=44238&sId=206767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02b29ddd-83d3-492d-bb89-e61c8e74a838?nodeId=44238&sId=206768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89a434b7-7108-4391-8388-92dd39eafe08?nodeId=44238&sId=206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