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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晶片荒 

因新冠肺炎的影響、晶片市場遭到壟斷、部分半導體廠遭遇天災，以及美

國限制將半導體設備出口給中國等因素，都導致全球的晶片荒問題。 

國內焦點一  

各國捐贈新冠肺炎疫苗 台灣表達由衷感謝 

台灣自 5 月爆發疫情以來，政府與民間團體積極向外爭取疫苗，而率先援助台灣的

日本捐贈 124 萬劑 AZ 疫苗，已於 6 月 4 日順利抵達台灣，美國政府捐贈的 250 萬

劑莫德納疫苗也在 6 月 20 日送達。此外，2020 年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時，台灣曾經捐

贈 10 萬片口罩予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如今台灣疫情嚴峻、疫苗短缺，立陶宛表示將在 9

月底前捐贈 2 萬劑 AZ 疫苗給台灣，該國外交部長表示，很驕傲能夠聲援台灣人民，愛好

自由的人們應該要互相關照，這項宣布受到台灣民眾熱烈的回應，令人十分感動。 

 

國內焦點二 

歐美日台攜手強化供應鏈韌性 肯定台灣影響力 

2021 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合作論壇 22 日於線上登場，邀請專家分享對建構堅韌、

智慧化及永續的科技供應鏈相關看法，論壇分別就夥伴關係、機會與挑戰、解決

方案三方面展開探討。美國國務院助理次卿莫瑞（Matt Murray）點出，美國、歐盟、日本

與台灣，針對 4 大供應鏈關鍵物品包括半導體、電動車電池、稀土礦物、藥品擁有許多共

通性，未來攜手強化合作已是必然，加強供應鏈韌性成為美方未來著重的重點。此外，莫

瑞也特別提到，台灣是全球最大半導體產業重鎮，除了感謝台灣緩解全球晶片荒，美方也

十分重視與台灣在供應鏈上的合作，在全球面臨經濟挑戰的現況下，台灣扮演著相當重要

的角色，而台美也將持續深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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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焦點一 

空中計程車成功試飛 2024 年巴黎奧運將投入載客服務 

德國廠商 Volocopter 研發了一款空中計程車， 21 日在巴黎機場首次展示並試飛成

功，計畫於 2024 年巴黎奧運提供短距載人服務。該空中計程車如同一台小型直升

機，可搭載 2 名乘客，垂直起飛與降落，座位旁有置放行李的空間，飛行高度為 30 公尺，

且時速可達 30 公里，僅需使用 ipad 就能遠端操控，機上不需要駕駛員。Volocopter 執行

長表示，在未來，空中計程車將會是由專業人士操控的車隊，不會把這項技術賣給私人公

司，也希望能仿照 Uber 的模式，打造能飛上天的叫車平台。 

 

 

 

 

 

 

國外焦點二 

杜爾沙種族屠殺滿 100 年 美國總統拜訪倖存者 

1921 年，白人暴民摧毀了有「黑人華爾街」（Black Wall Street）之稱的格林伍德

（Greenwood）社區，短短 12 小時內，35 個街區被摧毀，300 名非裔美國人喪生、

上萬人無家可歸，堪稱美國史上最嚴重的種族暴力事件。當年非裔族群在社會上飽受歧視，

與杜爾沙社區的白人居民彼此關係相當緊張。該暴力事件因一位 19 歲的非裔男孩羅蘭跌

倒碰巧抓住 17 歲白人女孩的手臂，遭到指控侵犯白人女孩而爆發，上萬名白人暴民湧入

格林伍德，對非裔民眾施暴，事後卻沒有任何白人受到法律制裁。2021 年，該起種族大屠

殺屆滿 100 周年，美國總統拜登特別拜訪格林伍德社區並會見倖存者，承諾打破沉默、正

視屠殺歷史。 

▶ Volocopter 空中計程車在巴黎試飛成功影片。 

(照片來自 Volocopter 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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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地圖 

為巴西一個網路平台，蒐集有關青年的資料，包含人口、

觀念、職業轉型等，並將不同青年的資料數據系統化。 

國外焦點三  

中國青年盛行躺平文化 反映巨大生活壓力 

「躺平主義」源自中國網友在 4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文中表示自己已失業 2 年多，

期間都在玩樂，認為人們的壓力來源是比較心態和長輩的傳統觀念，強調不結婚

生子、不買房子車子，只要維持最低生存標準即可，與其遵照大眾的期待努力奮鬥，不

如躺平不再掙扎。這篇文章一開始發表時並沒有得到矚目，但經由中國媒體報導，痛斥

躺平文化為不利社會發展的「妖風」之後，反而讓話題暴紅，也出現許多支持躺平文化

的聲音。事實上躺平文化也反映著中國年輕人的困境，中國主流工作文化為「九九六」，

也就是早上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每週工作六天的高強度工作形態，加劇年輕人對

於未來的無力感，再加上城市房價飆漲等生活壓力，都讓年輕人飽受挫敗，而讓躺平文

化逐漸盛行。 

國外焦點四 

COVID-19 疫情令巴西青年興起出國求職念頭 

自從新冠肺炎大流行以來，巴西 15 至 29 歲年輕人中約有 70%難以找到工作，

許多年輕人認為在巴西沒有前途而想出國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但青年的工作專

業度卻是一項隱憂。從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完成的一份「青年地圖」調查指出，新

冠肺炎疫情加劇了教育程度高低與貧富懸殊之間的不平等，令巴西年輕人的就業和就學

情況惡化，巴西教育研究所研究人員也表示，年輕人每減少 1 年的學習，可能意味著他

們未來收入損失 10%至 15%。對此，巴西經濟部長葛德斯（Paulo Guedes）已經表示，

政府將制定一項計畫，在公共資金的支援下，強化新進入工作市場青年的專業化，但至

今仍未提出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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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希特勒還活著在嗎? 
選自 李家同校長國際觀專欄(185) 110 年 6 月 21 日 

最近德國的一個部隊在國外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演習，忽然被國防部

調回，原因是他們曾經舉行過一個慶祝希特勒生日的派對。 

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德國一直有新納粹主義者，不過我們總以為那是

少數。當初蘇聯進入柏林的朱可夫元帥知道德國有很多人是從內心深處崇拜希

特勒的，所以他下令將希特勒當年的辦公大樓銷毀的一乾二淨。其實俾斯麥曾

經在這座大樓辦公過，現在蕩然無存。朱可夫也毀掉了希特勒自殺的地窖，目

的是不讓擁護希特勒的人將這個地方當做聖地。 

沒有想到的是，希特勒的亡魂仍然在德國漂浮。我們不能避免有少數人仍

然崇拜希特勒，但在軍隊中有這種人，而且好像是集體的，這件事情的確是很

嚴重的。社會學家應該好好地研究為何有這種情形。 

歐洲一直有反猶太人情結，有很多猶太人的墳墓被搗毀，這也是值得社會

學家研究的。德國有很多法律會禁止反猶太人的行為，但是要消滅對希特勒的

崇拜，絕對不是法律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而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

題，必須從各種方面來探討。單純的譴責絕對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可能使

問題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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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檢測站 

                         心得分享區 
 

國內焦點一提到，台灣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爆發時曾捐贈 10 萬片口罩給立陶宛，

而如今台灣疫苗短缺，就在台灣積極對外尋求支援時，人口僅僅 280 萬的立陶

宛捐出了 2 萬劑 AZ 疫苗給台灣，解救燃眉之急；無獨有偶，日本在捐贈 124 萬劑疫苗給台

灣時，也特別說明感謝台灣在 311 地震時對日本伸出援手，種種舉動都令台灣民眾感到非

常溫暖。請你分享一個你曾經幫助過別人，別人日後也對你回報的經驗，若是沒有這樣的經

驗，也可以分享別人曾經幫助你，而你給予回報的經驗。 

寫作指引：不論是在學校或是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都會受到別人的幫助，或許對別人而言只是舉手之勞，但

是對於受到幫助的人來說可能有如久旱逢甘霖的及時雨，因此，我們也應該要找機會幫助別人，或是回報曾幫

助我們的人，讓這樣的善行善心延續下去。請同學分享一個自己曾經幫助過別人的經驗，以及被幫助的人在什

麼時候、用什麼方式回報你，你當時的心情如何；若是沒有這樣的經驗，也可以分享你被別人幫助後，給予回

報的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專欄歡迎小文豪們參閱末頁的徵稿辦法，自己投稿至徵稿信箱、掃描 QR Code 至 Google 表單填寫答案，

或將稿件拍照傳給老師請老師代為投稿，本期心得截稿日期為 110 年 7 月 7 日星期三) 

(      ) 1. 根據國內焦點二的內文，以下哪些國家、聯盟與科技供應鏈關鍵物品有關聯？ 

  (A)歐盟、台灣、美國、日本。 

  (B)美國、日本、韓國、歐盟。 

(      ) 2. 根據國外焦點二的敘述，造成杜爾莎總族屠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A)非裔男孩抓住了白人女孩的手臂。 

  (B)非裔族群在當年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且與白人的關係緊張。 

 3. 本次新聞中出現了法國、德國、中國、巴西與立陶宛這五個國家，請你在封面的

世界地圖上標註出這五個國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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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投稿天地                            

  

優選：彰化中心-八年級-林妙欣 

      支持，我覺得設置友善廁所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希望打破傳統男女廁二分法，因

為如果再以傳統的二分法，可能會對於心理和生理不一樣的人來的不公平，就例如：

一位留著長髮、或聲音較為輕柔等外表氣質被認為較女性化的生理男性，在依其自

認為男性的性別認同下使用男廁時，也有可能會受到誤解，或被他人批判為走錯廁

所的指責。所以，當我們能不一味地固守傳統、墨守成規，勇於破除傳統廁所的二

元劃分界線，這樣才能使那些心理、生理不一樣的人來的公平，以及身心靈不再受

到不當指責與傷害。 

   優選：埔里中心-八年級-周佳儀 

我覺得設置性別友善廁所有好有壞，好處是可以減少霸凌與歧視，壞處是可能

會發生一些不該發生的事，像是被偷窺或是遇到異性就會尷尬，然後有人因為怕尷

尬就選擇憋尿這樣對自己的身體不好。所以我覺得可以設置性別友善廁所，但是為

了讓某些人不會尷尬可以多多宣導。不讓那些人得寸進尺。簡單來說，友善廁所的

存在，我認為可以，但就是必須要多宣導、尊重他人、包容他人，才不會發生不該

發生的事。 

你認為在學校設置性別友善廁所有其必要性嗎？請詳細說明原因。 第 16 期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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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稿辦法 § 
        各位小文豪們，歡迎你將自己寫的「心得分享區」答案拍照或打成 Word 檔寄到徵稿信箱，

也可以直接掃描下方的 QR Code 圖檔，連結至 Google 表單後寫下你的答案，我們將每週從投

稿稿件中選出最多三則優選、三則佳作，本期得獎者加碼獲得統一超商 100 元禮卷乙張，優選

作品還將被刊登在《每週國內外大事》上喔！ 

 徵稿對象：博幼課輔學生 

 徵稿信箱：liu633@ecp.boyo.org.tw 

 信件主旨：每週國內外大事投稿-中心-就讀學校-年級-學生姓名 

 投稿照片/WORD 檔名：每週國內外大事投稿-中心-就讀學校-年級-學生姓名 

 本期心得截稿期限：110 年 7 月 7 日 (三) 22:00 截稿 

 答案填寫連結： 

  優選：宜蘭中心-九年級-古兵 

論及校園性別友善空間，讓我想起葉永誌的故事，個性溫柔的他，因陰柔的特

質常遭受其他男同學的戲弄與霸凌，導致他不敢和大家上廁所，這件事也激起社會

對性別友善的關注，我支持設立性別友善廁所，在一定的程度上，能有效地解決男

女廁所的空間配置比例和如廁時間較有差距的問題，這樣能讓整體使用上更有效率，

也能促進各性別間互相尊重，及學習如廁禮儀，破除性別刻板印象設置這項設施希

望從需求面出發，期待各位能多加利用，一步一步共同創造性別更友善的校園環境，

「少一點異樣眼光，多一些包容善待。」人人皆平等，性別平等由你我做起！ 

佳作： 

橫山中心-五年級-徐翊禎/尖前中心-八年級-林榆馨/尖前中心-八年級-劉曉圓 

埔里中心-八年級-陳鈺穎/埔里中心-八年級-鐘絃綺/埔里中心-七年級-陳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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