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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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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s://reurl.cc/1QVYn9 

 

 

1. 教育部112年5月10日臺教人(二)字第1120044140號書函轉知，檢送銓敘部112年5

月1日部法三字第11255685691號令影本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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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6月1日臺教人(四)字第1120053548號書函轉知，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管理局組織法制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廢止及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業奉總統令公布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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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6月2日臺教人(二)字第1120054075號書函轉知，檢送銓敘部112年5月

29日部法三字第11255794071號令影本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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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6月5日臺教人(四)字第1120055820號書函轉知，111年度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決算業已公告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網站一案，相關內容請

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5. 教育部112年6月13日臺教人(二)字第1120058183號書函轉知，檢送考試院112年6

月6日修正發布之職系說明書部分規定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

新消息項下查閱。 

6. 教育部112年6月14日臺教人(四)字第1120059572號書函轉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局函有關民國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公教人員所適用之個人專戶制退撫儲

金收支作業相關事宜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https://reurl.cc/1QVYn9
https://ncyuweb.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5%99%E8%82%B2%E9%83%A8%E6%9B%B8%E5%87%BD%E9%8A%93%E6%95%98%E9%83%A8112%E5%B9%B45%E6%9C%881%E6%97%A5%E9%83%A8%E6%B3%95%E4%B8%89%E5%AD%97%E7%AC%AC11255685691%E8%99%9F%E4%BB%A4%E5%BD%B1%E6%9C%AC.pdf
https://ncyuweb.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85%AC%E5%91%8A-%E6%9C%89%E9%97%9C%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9%80%80%E4%BC%91%E6%92%AB%E5%8D%B9%E5%9F%BA%E9%87%91%E7%AE%A1%E7%90%86%E5%B1%80%E7%B5%84%E7%B9%94%E6%B3%95%E5%88%B6%E5%AE%9A%E3%80%81%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9%80%80%E4%BC%91%E6%92%AB%E5%8D%B9%E5%9F%BA%E9%87%91%E7%AE%A1%E7%90%86%E5%A7%94%E5%93%A1%E6%9C%83%E7%B5%84%E7%B9%94%E6%A2%9D%E4%BE%8B%E5%BB%A2%E6%AD%A2%E5%8F%8A%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9%80%80%E4%BC%91%E6%92%AB%E5%8D%B9%E5%9F%BA%E9%87%91%E7%AE%A1%E7%90%86%E6%A2%9D%E4%BE%8B%E9%83%A8%E5%88%86%E6%A2%9D%E6%96%87%E4%BF%AE%E6%AD%A3%EF%BC%8C%E6%A5%AD%E5%A5%89%E7%B8%BD%E7%B5%B1%E4%BB%A4%E5%85%AC%E5%B8%83%E4%B8%80%E6%A1%88.pdf
https://ncyuweb.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5%99%E8%82%B2%E9%83%A8%E6%9B%B8%E5%87%BD%E9%80%81%E9%8A%93%E6%95%98%E9%83%A8112%E5%B9%B45%E6%9C%8829%E6%97%A5%E9%83%A8%E6%B3%95%E4%B8%89%E5%AD%97%E7%AC%AC11255794071%E8%99%9F%E4%BB%A4.pdf
https://ncyuweb.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5%99%E8%82%B2%E9%83%A8%E6%9B%B8%E5%87%BD-%E8%AB%8B%E5%90%84%E6%A0%A1%E6%96%BC%E7%B6%B2%E7%AB%99%E5%85%AC%E5%91%8A111%E5%B9%B4%E5%BA%A6%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9%80%80%E4%BC%91%E6%92%AB%E5%8D%B9%E5%9F%BA%E9%87%91%E6%B1%BA%E7%AE%97%E8%A8%8A%E6%81%AF%E4%B8%80%E6%A1%88.pdf
https://ncyuweb.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8%87%BA%E6%95%99%E4%BA%BA%E4%BA%8C%E5%AD%97%E7%AC%AC1120058183%E8%99%9F%E6%9B%B8%E5%87%BD.pdf
https://ncyuweb.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85%AC%E5%91%8A-%E6%9C%89%E9%97%9C%E6%B0%91%E5%9C%8B112%E5%B9%B47%E6%9C%881%E6%97%A5%E4%BB%A5%E5%BE%8C%E5%88%9D%E4%BB%BB%E5%85%AC%E6%95%99%E4%BA%BA%E5%93%A1%E6%89%80%E9%81%A9%E7%94%A8%E4%B9%8B%E5%80%8B%E4%BA%BA%E5%B0%88%E6%88%B6%E5%88%B6%E9%80%80%E6%92%AB%E5%84%B2%E9%87%91%E6%94%B6%E6%94%AF%E4%BD%9C%E6%A5%AD%E7%9B%B8%E9%97%9C%E4%BA%8B%E5%AE%9C%EF%BC%8C%E8%AB%8B%E9%85%8D%E5%90%88%E4%BE%9D%E8%AA%AA%E6%98%8E%E8%BE%A6%E7%90%86%E4%B8%80%E6%A1%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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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部112年6月17日臺教人(四)字第1124201755D號函轉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撫儲金監理會設置辦法」，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17日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1755A 號令訂定發布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

查閱。 

 

 

看見情感的秘密                

                                    【本文摘自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台】 

生活中，我們看見別人笑，會覺得這是開心，看見別人哭，會覺得這是難過，

從對方的表現了解情緒，是我們在互動中很重要的能力。 

 

我們先提一下「心智理論」是什麼？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 TOM)是一種

推論他人想法、信念、慾望和意圖的能力，並去解釋他人的想法、知覺及預測他

們的行為，而且能夠知道其他人有和自己不同的心理狀態、訊息及動機 (Korkmaz, 

2011; Sabbagh, 2004)。簡單來說，就是知道你在想什麼，感受什麼。其中，情感

性心智理論(Affective ToM)就是推論他人情緒的能力，也就是「我懂你的感受」，

甚至「你的遭遇會讓我感同身受」。 

 

而我們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訊息去知道他人的情緒，其中臉部表情是很重要的

訊息，不只是提供如年齡、性別、熟悉度和身份的特徵，也讓我們了解對方的思

考和感受，透過這些訊息去修正我們表現出來的社交方式，讓人際互動更適宜。 

 

辨識臉部情緒是兒童早期就發展出來的社交技能，Walker-Andrews (1998)發

現當表情呈現在熟悉的場景，四個月的嬰兒可以區辨不同的臉部表情，像是生氣、

害怕、難過、開心、驚訝，而隨著年齡變大，辨識表情的能力會變好。直到六歲

左右，正常發展的兒童可以區辨許多臉部情緒(Izard, 1971)，Mancini 等人(2013)

找了8~11歲的參與者，發現兒童中期階段，除了快樂的臉部表情，其他的表情辨

https://ncyuweb.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85%AC%E5%91%8A-%E3%80%8C%E5%85%AC%E7%AB%8B%E5%AD%B8%E6%A0%A1%E6%95%99%E8%81%B7%E5%93%A1%E9%80%80%E6%92%AB%E5%84%B2%E9%87%91%E7%9B%A3%E7%90%86%E6%9C%83%E8%A8%AD%E7%BD%AE%E8%BE%A6%E6%B3%95%E3%80%8D%E6%A5%AD%E7%B6%93%E6%95%99%E8%82%B2%E9%83%A8%E6%96%BC%E4%B8%AD%E8%8F%AF%E6%B0%91%E5%9C%8B112%E5%B9%B46%E6%9C%8817%E6%97%A5%E4%BB%A5%E8%87%BA%E6%95%99%E4%BA%BA(%E5%9B%9B)%E5%AD%97%E7%AC%AC1124201755A%E8%99%9F%E4%BB%A4%E8%A8%82%E5%AE%9A%E7%99%BC%E5%B8%83%E4%B8%80%E6%A1%88.pdf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pstunt/1/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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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準確度會隨著年齡上升，而 Rodger 等人(2015)發現從五歲到成年期，除了快樂

和害怕的臉部表情之外，其他表情的辨識準確度會上升。有趣的是，又有研究發

現，6~16歲的成長中，難過和生氣的表情的辨識準確度幾乎沒有太大地提升，而

厭惡和生氣的情緒，在青春期中期到晚期的階段，辨識準確度有明顯地變好。由

上述可以知道，關於情緒辨識的發展上，過去研究的結果還是有些微的不同。 

 

因此，隨著我們成長，辨識臉部情緒的能力會變好。「那我們到底是怎麼從

別人的臉中，讀出情緒呢？」臉孔中的細微訊息，都會透露是什麼情緒，我們知

道，雙眼可以反映出情感，常常可以從別人的雙眼，辨識出他的情緒。這種能力

其實跟我們大腦有很密切的關係，過去研究發現如果腹內側前額葉皮質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受損，辨識情緒的能力也會下降，有趣的是，

Wolf 等人(2014)發現這個大腦腦區受損的病患，在辨識別人情緒的時候，會比較

少注意眼睛的區域，特別是看見害怕的臉，會更少看眼睛的區域。所以，我們會

注意別人的雙眼，讀出情緒的訊息，跟腹內側前額葉皮質很有關係。 

 

我們能懂別人的情緒，看似很平常，但背後的發展歷程和大腦的機制是很有

趣的，值得我們好好探索與感受。 

個人資料保護法實例問答 

企業留存個人資料，可否以商業會計法第38條、我國稅務機關規定或檢警

機關調閱資料(如盜刷、刑民事案件消費者爭議之訴訟)，作為保存期間？

【本文摘錄自國家發展委員會個人資料保護專區網站】    

答: 

一、 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11條第3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

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該個人資料。但因執

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同法施行細則

第21條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於本法第11條第3項但書所定

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一、有法令規定...之保存期限。」，所稱法令係

指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 

https://pipa.ndc.gov.tw/nc_11979_3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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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業會計法第38條係規定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之保存年限，惟該

等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是否包括業者保存之消費者個人資料，宜

洽該法之主管機關釐明；另所稱稅務機關規定，亦須有具體法令規定業者應

保存消費者之個人資料，始得為之；至所稱檢警機關調閱資料，倘係指檢警

機關未來可能依法令調取該等消費者之個人資料，尚非屬上開有法令規定保

存期限之情形。 

 

 

著作權法明定「暫時性重製」為重製，對一般人使用電腦、影音光碟機來

觀賞影片、傳遞資訊等行為，會不會受到影響？ 

【本文摘錄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著作權法所稱的「重製」，就是把著作拿來重複製作而重現著作內容，不管重製

的結果是永久的，或者是暫時的，都是重製。 

儲存在 RAM 裡面的資訊，會因為關機電流中斷而消失，換句話說在開機的時候，

從電腦主機的記憶區中重製進入 RAM，而處在重製的狀態，關機的同時這些資訊就

消失了，這種情形就是一種暫時性重製的現象。當然也屬於重製的性質。暫時性

重製本來就是屬於重製的範圍，其實早就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了，在92年7月9日

修正著作權法的時候，則把它明白的寫出來。 

既然暫時性重製受著作權法的保護，那麼當我們日常生活中廣泛的使用電腦、影

音光碟機來觀賞影片、聆聽音樂、傳遞資訊的這些日常行為，會不會違法侵害別

人的著作權呢？為了釐清大家的疑慮，著作權法特別訂了除外規定，明定在網路

合法中繼性傳輸，或合法使用著作時，操作上必然產生的過渡性質或附帶性質的

暫時性重製情形，不屬於重製權的範圍。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暫時性

重製，不會發生違反著作權法侵害重製權的問題，因此，一般人使用電腦或數位

光碟機等機具的行為，雖然會發生暫時性重製的現象，但是不會產生違法的問

題，在生活上不至於發生任何不利的影響，或者造成任何不便的情形。（§3Ⅰ-

5、§22） 

日常生活中，下列各種行為所造成的「暫時性重製」，不違法也不會侵權：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70-858860-d5b0e-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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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買來的光碟，放在電腦或影音光碟機裡面，看影片、圖片、文字或聽音樂。 

2、在網路上瀏覽影片、圖片、文字或聽音樂。 

3、買來的電腦裡面已經安裝好了電腦程式而使用該程式，例如使用電腦裡面的

Word 、Excel 程式。 

4、網路服務業者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資訊。 

5、校園、企業使用代理伺服器，因提供網路使用者瀏覽，而將資料存放在代理伺

服器裡面。 

6、維修電腦程式。 

               

 
 

  

放下「我不夠好」的想法！追求成功的「義務」比失敗本身更能搞砸你的人

生                                                                          【本文摘錄自健康醫療網】 

光是認為自己迫切需要愛，就足以讓人喘不過氣，一生痛苦不已；但要想活得更悲慘

並不困難，只要再加入另一個愚蠢的念頭就好，也就是第二號非理性信念：「我必須

是能幹、足以勝任和有成就的。」或者你也可以相信另一個同樣愚蠢，但稍微有理一

點的想法：「至少在某些重要領域上，我必須展現能力或才華。」 

 

我們遇過的許多個案都深深恐懼失敗和能力不足，並因此過得很淒慘；這種困擾常見

於任何相信以上信念的人。這些典型症狀說明了人們經常因害怕在某些任務或目標上

失敗，而避免嘗試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因為他們認為失敗是最嚴重的罪。而我們之所

以遇過這麼多這樣的人，不只是因為他們來找我們求助，更是因為各行各業的人都有

這種問題。看看自己周圍就知道了，你一定很快能找到這樣的人！ 

 

這種認為「除非自己有所成就，否則毫無身而為人的價值」，以及「要是某些重要領

域的能力不足，那不如躲起來等死」的想法中，包含了幾項非理性信念： 

 

一、很顯然的，幾乎無人能精通大多數事情，並展現優秀才能，也幾乎沒有人能表現

得完美無缺。就算是達文西也有不少弱點，其他平凡人（包括寫作本書的我們）自然

也有！試圖在某個領域獲得傑出表現並不容易，因為有其他數百萬人也跟你在同一個

領域競爭；更別說你的目標是在大部分的事情上都做得既成功又完美，自然逃避不了

https://www.healthnews.com.tw/article/5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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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深深失望的命運。就算你只是偏好獲得這樣的結果，都不免失望；要是覺得自

己非得達成不可的話，那你可要當心了！ 

 

二、「成就能增添自己本身的價值」是毫無脈絡可言的定義。若你因為自己在某些事

情上成功，便認為自己是「更優秀」「更優越」的人，或許會有那麼一瞬間覺得自己

「更有價值」。但事實上，成功既無法提升你個人的價值一丁點，失敗也不會貶損你

身而為人的價值。你或許能因為達成這個或那個目標而過得更快樂，或發揮更大的效

益，但覺得自己因此「過得更好」，不等於你是個「更好的人」。你之所以「優秀」

「有價值」「有資格」（如果一定要用這些俗濫詞彙的話），單純就只是因為你存

在，你活著。若要透過成就來提升「自尊心」，不過只是妄自尊大，因為這背後所隱

藏的信念是：除非有所成就，否則自己毫無價值。伴隨著這項信念，你也會相信「因

為有所成就，所以自己『真的』有價值」。 

 

三、技術上來說，你並不「是」任何特定的人事物。跟隨哲學家阿爾布雷德．柯日布

斯基學習普通語意學的小德爾菲．大衛．波蘭指出，當我們使用「是」這個動詞時，

往往是很草率的。你不「是」屠夫、麵包師或蠟燭製作師，充其量只是從事這些工作

的人罷了。我，亞伯．艾里斯不「是」心理師，因為雖然我花費大量時間從事心理學

相關工作，但我每週也會花許多時間教書、周遊世界各地、舉辦工作坊、研討會和密

集課程。同樣的，羅伯特．哈珀也不「是」心理師，因為除了心理學，他也會蒔花植

草、跟狗一起在森林裡跑步、花費大量時間與妻子咪咪共度美好時光、閱讀、寫作、

旅行、公開演說等。 

 

當你根據個人從事特定活動時的表現，來決定自己的身分、幫自己打分數時，就會誤

以為你身而為人的價值，端看自己在這項活動的表現如何。這哪有道理可言？ 

 

四、雖然成就可能為你帶來好處，但瘋狂投入追求世俗成就既充滿風險，又讓人不愉

快。那些用盡一切追求成功的人，常把自己逼到超越身體所能承受的程度，讓自己承

受分外痛苦的遭遇，且鮮少給自己充足時間放鬆、享受喜歡的事，更別提擁有均衡的

生活了，甚至有可能因過勞致死。如果他們真的比大多數人更享受工作，好吧，就讓

這些人一天去工作十四小時吧。我—―亞伯．艾里斯就愛這樣，但羅伯特．哈珀才不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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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瘋狂追求成就，通常反映了一種迫切想勝過他人、證明自己比別人更優秀的需

求，但你還是你啊！如果非得引領群雄，那就沒辦法做自己（做你最喜歡做的事）

了。其他人跟你到底有什麼關係呢？就算他們有些弱點，難道這能讓你變成更好的人

嗎？就算他們在某方面表現比你優秀，難道你就因此一無是處嗎？他人比你優秀或差

勁，全憑你腦中的定義決定。如果你認為身而為人的「價值」取決於與他人比較後的

結果，那麼基本上你永遠無法擁有安全感，也會覺得自己毫無價值，並注定一輩子都

要被人牽著鼻子走，偏離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你也會服膺於自我貶抑的信念，像是：

「除非我表現得和別人一樣好或更好，我才能接納與喜歡自己。」這怎麼會讓你有安

全感呢？ 

 

六、若瘋狂追求成功，就會對失敗感到焦慮，也會害怕把握機會、在犯錯時鞭笞自

己，並捨棄你非常想嘗試的冒險計畫。堅持創造超凡成就，就是選擇在犯錯時為此憂

鬱；或是拒絕接受「危險」的任務，卻又為了逃避而看輕自己。成功的「義務」不只

注定了你的失敗，也讓你害怕失敗，這比失敗本身更能搞砸你的人生。 

※本文摘選自《理性生活【暢銷 60年！理情行為療法經典】：教你打破慣性，改寫自己的人生故

事》，究竟出版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記憶的剪裁 

                    【本文摘自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台/作者林宇駿】 

對於記憶，是否曾經有下述的好奇呢? 

 

「我到底一次能記多少個事情?」 

「為何回到某個熟悉的地點，回憶突然都湧上了心頭?」 

「為什麼某一段記憶特別鮮明，想忘都忘不了?」 

「記憶怎麼在腦海中成形的?」 

上述的四個問題在心理學的研究河流中，都能有所解答。心理學對於記

憶的研究可謂「研精殫力」，自1950年代以降，逐漸開始分門別類的研究記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s://wellbeing.mohw.gov.tw/pro/pstunt/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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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精益求精到近代能與人下棋的超級電腦和發出人聲的「人工智能助

理」。 

 

例如有心理學的研究，找出人類短期記憶的容量大約就是7±2個1，若是

要超過9個就必須使用一些策略與技巧。也有研究找出，人在某一個環境下

產生記憶，下次再回到這個環境時，回憶起來的事情會比較多也比較好。例

如心理學家就請潛水員在深海背誦沒有意義的符號，過一段時間之後，會發

現這一批潛水員在深海中的考試，會比在陸地上考試好很多2。還有心理學

的研究發現，當人在經歷一件生命中重大的事件同時帶有強烈情緒時，會對

周遭的環境與細節留下鮮明的記憶3，例如民國88年以前出生的人，對於921

大地震有非常深刻的記憶。 

 

    而記憶的形成是與大腦的神經元有關；當學習新的事物時，會讓神

經元產生長達數天甚至數周的活動，這種長期的活動會讓神經元產生改變，

將一組常共同激發的神經元綁定(bonding)在一起。例如我們在新環境認識

新朋友時，辨識「臉部特徵」的神經元和與「文字記憶」有關的神經元會一

起活化，當我們刻意想記住眼前的新朋友時，這兩個神經元就會綁定在一

起，將臉孔與名字連在一起。假如這個地點還是在咖啡廳配合認識新朋友的

緊張，往後經過這間咖啡廳可能會常常想起這位朋友，而上述的過程就是記

憶的產生。 

 

人在生活中會不斷的產生許許多多的記憶，有些記憶超過魔術數字9個

容易忘掉、有些會因為刻意想記住而保留、還有些記憶會因為當下發生的環

境與強烈的情緒而讓記憶更加鮮明，生命中的每個歡笑與淚水因而留下記憶

的痕跡。開心的記憶讓人感覺舒服愉悅，但當發生不舒服的記憶時，若是能

夠鼓起勇氣試探索4，體會其他情緒感受，將自己的努力與正向記憶提取(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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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出來，配合進行能讓自己感受到意義和成就感的活動，將能夠加深正向

記憶和感受，並避免不舒服的記憶持續產生傷害5。一顆健康的大腦與心

靈，需要許多的技術，良好的記憶剪裁技術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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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應用化學系 組員 李東勲 新進 1120619 

研究發展處 專案組員 李文茹 留職停薪 1120707 

 

 

 

6月份壽星 

張君夷專案組員 鄭乃嘉專案組員 郭益銘副教授 王智弘教授 

吳美連教授 蘇美蓉組員 何雅婷專員 陳淑美副教授(系主

任) 

凃淵湶工友 王文德教授(主任)  張栢滄教授 劉如惠專案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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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蓉專案辦事員 李龍盛助理教授(組

長)  

徐家祥專案技佐 林瑞進副教授 

陳虹苓副教授 林玉霞副教授 黃名媛助理教授 蔡佩旻專案資訊師 

吳松峯技士 王秀鳳教授(系主任)  許芳文教授 邱季芳組長 

林楚迪教授(組長)  林正韜輔導員 林立弘副教授 陳昭君專案組員 

郭明勳駐衛隊員 宣崇慧教授(主任)  徐慶鐘助理教授 游鵬勝教授 

黃健瑞副教授 陳力豪組員 夏滄琪副教授 李嶸泰副教授(副總

務長) 

蕭茗珍組員 周玫秀組員 李駿宏技士 蘇復興教授 

董哲煌助理教授 趙文菁專案輔導員 吳柏鋒專案助理教授 賀彩清組員 

胡家宏專案辦事員 何秋瑩組員 凃函君助理教授 鄭祥太專案輔導員 

丁瑞霞工友 翁正宇技士 何育庭專案組員 呂長澤助理教授 

戴志雄工友 張瓊璽組長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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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