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12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執行成果報告 

成果類型 
□課程計畫綱要  ●課堂案例分析/討論  □專題演講/諮詢  □作業/報告   

□其他： 

課程學類 

□公民類  □歷史類  ●延伸人學類  □一般倫理類   

□基礎物學類(自然科學與人工智慧導論、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延伸物學類   

□天學類  □我學類 

課程名稱 永續發展與能源經濟 

授課教師 兼任助理教授胡敏遠 

主題 大直民宅陷落，銀行對住戶貨款賠償的合理性 

時間 112 年 9 月 18 日 13:10-17:00 地點 815 教室 

成效報告 

討論議題： 

(一) 住戶王小明購屋時屋價 3000 萬，向華南銀行貸款 70%合計 2100 萬，他同時購買火

險及地震險，保險公司依約辦理賠款,依約賠款屋價的 60%(約 1800 萬)，但銀行可優先

給付。因而賠款額直接進入華南銀行集保帳戶,試問此種保險賠款是否合理? 

(二) 基泰建設認為此次造成民宅陷落，是因大雨造成土石流,土石流淘空了地基所致。土石

流又是因為極端氣候造成的,基泰建設可否以此向國家提出國賠? 

(三) 是否有合理又合情的方法,讓王小明及基泰建設都能獲得雙贏的辦法? 

師生意見： 

陳 OO：這個活動讓我了解我們身處的地球是一個能讓大家永久生存的地方，唯有大家共同

愛護,才能永續經營地球的生命。 

林 OO：大直的土地已不適合再建設房子,風險承擔是買預售屋時消費者就該知道的事,若依

責任歸屬計算損失金額是否會更好些。 

黃 OO：我認為基泰建設的作法不合理,畢竟主要的受害者是住戶,所以保險公司的賠款應部

分給住戶,如果建設公司與住戶達成協議,就應該優先將賠款的錢用來

建設房子。 

老師(總結)：永續發展的意涵是要地球、公司、人類都能獲得共贏。在今天的例子中若能讓

住戶、大直的重建地區、台北市政府都獲得共贏,唯有三方不斷溝通與協商,並找

出一個讓所有住戶(人類)都能獲得永久生存的居家環境。 

成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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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12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執行成果報告 

成果類型 
□課程計畫綱要  ●課堂案例分析/討論  □專題演講/諮詢  □作業/報告   

□其他： 

課程學類 

□公民類  □歷史類  ●延伸人學類  □一般倫理類   

□基礎物學類(自然科學與人工智慧導論、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延伸物學類   

□天學類  □我學類 

課程名稱 能源經濟與永續發展 

授課教師 兼任助理教授胡敏遠 

主題 日本能源政策探討 

時間 112 年 11 月 27 日 13:10-17:00 地點 815 教室 

成效報告 

議題：日本在「俄烏戰爭」中強烈譴責俄羅斯的戰爭罪行，致使俄羅斯對日本極度不滿並取

消日本在哈薩林能源區的開採權，同時免除日本可以特惠價格購買俄國的天然氣。 

1.日本因「俄烏戰爭」立場得罪俄羅斯,使得無法獲得優惠的能源價格，此種作法是否恰當? 

2.日本為工業能持續發展，決定從新運作核電廠，日本重啟核電的作法是否過於冒險? 

3.日本為達成 2030 年末「碳達峰」目標，決定採取多增加天然氣的使用，此種策略與得罪俄

羅斯的作法是否相互矛盾?正確的作法為何? 

師生意見： 

1. 許 OO：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出口受到歐美國家的制裁與禁運,對全球能源市場造成影響,

個人認為日本應把握俄國向東輸出的機會，維持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才是明智之舉。 

2.  余 OO：日本外交政策似乎並未注意日本的能源購買策略,所以日本未能重視與俄國的良

好關係,最終讓哈薩林能源的開採權喪失,也未能以優惠價購買便宜的天然氣,讓日本人民保

受高電價之苦。 

3. 陳 OO：日本如果再次發生大地震,核電廠又會再次受損,所以日本再重啟核電廠時,應考慮

防震的設施,同時也需注意風險的控管才是良好的能源策略。 

老師總結：日本外交策略應注意日本整體的發展,而不能僅是從政治考,否則日本當前首相岸田

文雄不會因高電價備受人民批評，這都是因未重視民生問題而出現的政治負面效益。 

成果圖片 

  

▲分享心得 ▲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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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12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執行成果報告 

成果類型 
□課程計畫綱要  ●課堂案例分析/討論  □專題演講/諮詢  □作業/報告   

□其他： 

課程學類 

□公民類  □歷史類  ●延伸人學類  □一般倫理類   

□基礎物學類(自然科學與人工智慧導論、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延伸物學類   

□天學類  □我學類 

課程名稱 能源經濟與永續發展 

授課教師 兼任助理教授胡敏遠 

主題 美國禁伊朗石油對全球能源的影響。 

時間 112 年 11 月 20 日 13:10-17:00 地點 815 教室 

成效報告 

議題：美國對伊朗石油禁運長達四十多年，但因全球油價高居不下，華府意圖讓伊朗石油解

禁以緩油價上升,又擔心伊朗用賣油的錢發展核武。 

問題 1、美國以伊朗「擁核」之名禁止其石油輸出，而今為減緩通膨而開放，此種作法是否得

宜? 

問題 2、美國擔心伊朗應用賣油資金發展核武,或資助哈馬斯等恐怖組織，美國應如何作較適

宜? 

問題 3、中東的以哈衝突已造成油價高漲，伊朗決定與中國、俄羅斯聯手，使用三國的貨幣

進行交易，此舉對美元-石油的金融機制帶來巨大影響，美國該如何制止中、俄、伊的「聯合

抗美」行動? 

師生意見： 

1. 陳 OO：美國不得以自己的利益為考量而影響伊朗的國家發展。 

2. 曾 OO：美國應以外交手段及國際協商和制裁,確保伊朗不濫用賣油所得去支持恐怖組織。 

3. 王 OO：美國應強化與其他石油輸出國的合作,以確保美國在全球能源市場的穩定地位。 

老師總結：美國採取禁止的手段並不能制止伊朗核武的發展。美國應採取多邊機制,藉由多國

協商較能在中東地區取得較好的成果。 

成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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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12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執行成果報告 

成果類型 
□課程計畫綱要  ●課堂案例分析/討論  □專題演講/諮詢  □作業/報告   

□其他： 

課程學類 

□公民類  □歷史類  ●延伸人學類  □一般倫理類   

□基礎物學類(自然科學與人工智慧導論、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延伸物學類   

□天學類  □我學類 

課程名稱 能源經濟與永續發展 

授課教師 兼任助理教授胡敏遠 

主題 減碳節能已成為全球各國的共識，如何化解若干爭議。 

時間 112 年 11月 13日 13:10-17:00 地點 815 教室 

成效報告 

議題：減碳節能已成為全球各國的共識，下列問題如何化解： 

問題 1、大國為了爭取更多的權力、財富與能源，他們的策略會是什麼? 

問題 2、若石油、天然氣被認為是造成溫室效益的元兇，大國的未來會降低開發石油等天然能

源嗎? 

問題 3、綠能無法穩定供應，大國的工業發展依靠綠能無法獲得保障,因此只好繼續開發與使

用石化能源，各位認為如何解決? 

師生意見： 

1. 周 OO：大國為了自身利益,會用外交或是軍事手段確保自身利益。 

2. 林 OO：大國不會降低石油開發,因為石化能源較為容易取得且成本低。 

3. 古 OO：政府應協助相關企業共同開發能才是長遠之計。 

老師：節能減碳已為全球各國之共識,但出於每個國家都有自私自利的心態,導致減炭的措施未

能落實。因此仍需不斷宣導這項政策的重要性，才能漸漸地達成節能減碳的目標。 

成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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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12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執行成果報告 

成果類型 
□課程計畫綱要  ●課堂案例分析/討論  □專題演講/諮詢  □作業/報告   

□其他： 

課程學類 

□公民類  □歷史類  ●延伸人學類  □一般倫理類   

□基礎物學類(自然科學與人工智慧導論、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延伸物學類   

□天學類  □我學類 

課程名稱 能源經濟與永續發展 

授課教師 兼任助理教授胡敏遠 

主題 
美國不斷加升利息以期降低通貨膨脹，華府如何因應當前經濟難題以降低通

膨。 

時間 112 年 10 月 30 日 13:10-17:00 地點 815 教室 

成效報告 

議題：美國不斷加升利息以期降低通貨膨脹，但因中東動亂油價高居不下，華府如何因應經

濟危機以降低通膨。 

1.美國自 2022 年底以來為了降低通膨，已加息 10 次之多，然而通膨仍高居不下。加息的方

法是否仍為有效措施? 

2.美國政府認為可降低與中國之間的關稅,此舉是否有利於通膨的仰制? 

3.眾人皆知，中東的以巴衝突會影響油價高漲，油價居高不下無法壓仰通膨。但是，拜登政

府又必須支持以色列，否則不利總統大選，以巴衝突恐短期無法結束，通膨也就無法解決,請

問美國是否有好的方法解決中東的難題? 

師生意見： 

1.葉 OO：加息可增加人民將錢放入銀行,減少購馝,正常來說應為有效措施,通膨仍不下可能需

考慮其他方法。 

2.古 OO：美國應讓以巴雙方有正式協商，請不同國家作見證人，較能有效化解紛爭，達成

和解。 

3.美國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中國的關稅，此舉可能會對美國消費者達成緩解之效。 

老師：美國為降低通膨正想方設法的找到各種解決途徑，降低關稅、升息都是方法。真正解

決問題之法仍在於減少開支，多增加收入才是有效之道。 

成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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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12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執行成果報告 

成果類型 
□課程計畫綱要  ●課堂案例分析/討論  □專題演講/諮詢  □作業/報告   

□其他： 

課程學類 

□公民類  □歷史類  ●延伸人學類  □一般倫理類   

□基礎物學類(自然科學與人工智慧導論、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延伸物學類   

□天學類  □我學類 

課程名稱 永續發展與能源經濟 

授課教師 胡敏遠 

主題 

南海聲索國(中國、越南、菲律賓)為爭奪在南海地區能源，採取各種手段宣稱向

己擁有該地區的主權及能源開採權，中、菲、越及我國如何達成「擱置主權，

共同開發」的永續目標 

時間  112 年 10 月 23 日 13:10-17:00 地點 815 教室 

成效報告 

討論議題： 

(一) 中共宣稱依據「九段線」的海疆界限,南海地區的能源為其所屬，其他國家無權開發海

底資源? 

(二) 菲律賓、越南認為「九段線」沒有國際法的基礎，依海洋法菲、越擁有海洋的經濟海

域因而有權開採，菲、越的主張如何能與中共協商共同開採? 

我國在南海擁有太平島，自然有權主張可以開採南海的能源，我國應如何與其他國家合作

開採該地區的海底資源? 

心得報告： 

1. 林 OO：越南、菲律賓應儘量與中國協商共同開採南海地區的資源。他們可以通過外交

渠道對話和協商,尋求共同的解決方案。 

2. 邱 OO：所有國家都能宣稱擁有南海的權利,但一定要經由國際裁量並遵守國際海洋法的

規範。 

3. 曾 OO：各國應協商如何分配與共同開採能源較為合適。 

老師：南海能源共同開採是一個假議題，因為各國不可能放棄他們對領海及經濟海域。因

此,各國的主權與海域爭端仍將持續發生。 

 

成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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