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109年  月      日 農曆庚子年三月十六日 星期三84

第11729號

西元2020年4月8日 

A3

7大熱點
將總量管理

無薪假近9000人慘
續創8年新高 住宿餐飲業是重災區

一周

合計

62家 823人

370家8739人
【記者陳素玲／台北報導】勞動部

公布截至4月7日止，我國實施無薪假

的企業達370家、影響勞工8739人，

一周增62家、823人，增速仍快，無

薪假人數續創八年新高。住宿餐飲業

是重災區，人數增加最多，旅行社也

是主要慘業之一。六都中除了桃園以

外，其他五都的無薪假人數均增加。

勞動部長許銘春日前在立法院答詢

表示，若疫情持續，無薪假人數不排

除上衝2萬人，顯示未來無薪假人數

仍將持續向上攀升。

無薪假數據自本月起，從每月公布

兩次，改為每周公布一次。上周公布

截至3月底數據時，無薪假實施家數

及人數均暴增，總計308家、7916人

，實施人數創2012年1月以來的新高

。

今天公布截至4月7日為止最新數據

，共有370家、8739人實施無薪假，

一周就增62家、823人。產業分布上

，製造業2965人占最多，較上次增

119人；其次是住宿及餐飲業94家、

2979人，周增286人；第三是批發零

售業78家、1072人，周增169人；以

旅行社為主的支援服務業66家、1011

人，周增132人。

各縣市無薪假狀況仍以雙北占大

宗，北市2244人，新北市1532人，

合計3776人，占總數43%左右；桃園

從881人減為670人、台南市946人、

高雄904人。三大科學園區無薪假人

數都未增加，中科159人，竹科70人

，南科12人。

勞動部表示，無薪假勞工可以申

請薪資補貼，或是參加充電再出發

計畫補助，但前提是企業必須向地

方政府通報，呼籲企業若實施無薪

假，一定要通報，以免影響勞工權

益。

▍未來恐續升

相關新聞見A4版▍雙北占大宗
▍可申請補貼

我國實施無薪假的企業達370家、影響勞工8739人，無薪假人數續創八年新高，勞動部表示，若疫情持續，無薪假人數仍將持續向上攀升。� 記者胡經周／攝影

突禁ZOOM 大學：措手不及
〝換教學軟體不是換一家餐廳吃飯這麼簡單〞各校系看法不一

【記者章凱閎／台北報導】

行政院昨天發函禁用視訊軟體

ZOOM，教育部也已轉知各

級學校停用，多所大學表示，教

師換一套教學軟體不是換一家

餐廳吃飯這麼簡單，需時間調

適，官方禁令來得措手不及。

教育部昨晚發新聞稿指出，

要求各級學校「全面禁用」

ZOOM，但今早發給各校的

函文，用詞改為「不應使用」

ZOOM等具資通安全疑慮的

產品。

台師大因有一名大四生確診

新冠肺炎，全校本周起至17日

前的課程全數採遠距授課。台

師大教務長陳昭珍表示，教師

換一套教學軟體，不是換一家

餐廳吃飯這麼簡單，需要時間

調適，「這件事讓大家措手不

及」。

陳昭珍說，大學有學術自由

，學校不能限制教師用哪本教

科書上課，也尊重教師選擇遠

距教學軟體，但仍會把教育部

指令傳達各系所。她表示，資

安有其重要性，但ZOOM的

資安問題或許可透過配套措施

解決，例如強化加密等，盼政

府有兼顧資安及師生互動學習

品質的作法。

台大本周起百人以上大型課

程改為視訊授課，台大上午表

示，已把教育部函文轉達各院

系，目前校內視訊會議都以U 

Meeting進行，但台大教授對

禁用ZOOM持不同意見。

台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在臉

書表示，過去一個多月，為了

遠距教學辦了多次研習，還要

求全部學生上網演練使用，如

今「一切的努力，就這樣一紙

公文，一切成空」。

台大電資學院院長張耀文指

出，官方考量無可厚非，資安

爭議如同防疫作戰，教學現場

「改變會帶來不便」，但教師

也要理解，好用的軟體背後，

也有無償使用的代價。

張耀文說，大學有九成九的

課程不涉及機密內容，但例如

台大與台積電合開的半導體或

資通訊課程，就不會開放所有

學生，「此種課就不宜使用

ZOOM」；至於其他課程，

若教師願意承擔洩漏及智財相

關風險，「那就用吧」。

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陳復在臉書上表示，任何軟體

都有資安問題，但他沒想過在

聲稱「自由與民主」的台灣社

會，會被迫禁止使用特定軟體

。學術是天下公器，不應有任

何機密，老師也可使用自認有

利於傳播學術的工具，教育部

禁用ZOOM令他相當無奈。

相關新聞見A2版

雲端視訊會

議軟體ZOOM爆

發資訊危機，

教育部宣布各

級學校禁用，

上個月26日，

台中市長盧秀

燕利用教育

局ZOOM雲端視

訊軟體與惠文

高中國中部學

生同步上數學

課。

記者黃仲裕

� ／攝影

教部發函改口

昨：全面禁用

今：不應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