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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公
立
普
渡
大
學
是
維
基
百
科
和
全
球
第
一
台
電
子
電

視
的
發
源
地
，
向
來
以
工
學
研
究
富
盛
名
。
二
○
一
七

年
，
它
併
下
私
立
卡
普
蘭
教
育
集
團
，
讓
招
生
來
源
跨
出
所
在

的
印
第
安
那
州
，
並
得
力
於
卡
普
蘭
經
營
和
行
銷
學
校
的
強
項
，

收
入
逐
漸
提
升
，
校
務
更
加
穩
健
。

這
種
公
私
聯
姻
的
想
法
從
普
渡
大
學
飄
到
亞
洲
。
以
我
國
來

說
，
目
前
大
專
校
院
高
達
一
百
五
十
二
所
，
生
源
受
少
子
化
衝

擊
，
教
育
部
預
估
，
到
了
二
○
二
八
年
，
大
一
新
生
會
比
現
在

少
七
‧
七
萬
人
，
只
剩
十
六
‧
二
萬
人
。
高
等
教
育
除
面
臨
這

項
內
憂
，
還
得
迎
戰
全
球
化
競
爭
，
如
何
有
效
提
升
經
營
效
益
，

已
成
各
大
專
校
院
燃
眉
之
急
。

國
內
大
專
校
院
目
前
尚
無
公
私
併
案
例
，
若
要
促
成
，
需
要

法
律
、
雙
方
意
願
等
多
重
面
向
支
持
。
為
此
，
教
育
部
去
年
委

託
財
團
法
人
高
等
教
育
評
鑑
中
心
基
金
會
品
質
保
證
及
專
案
處

處
長
、
中
正
大
學
教
育
系
教
授
詹
盛
如
研
究
公
私
併
議
題
，
詹

盛
如
完
整
探
討
國
外
案
例
，
並
建
議
國
內
可
行
方
向
。

兩
種
合
併
方
向
與
形
式
，
皆
有
案
例

詹
盛
如
二
○
二
○
年
九
月
底
發
表
︿
大
學
公
私
立
整
併
之
分

析
成
果
報
告
﹀
，
其
中
指
出
大
學
合
併
包
括
兩
種
方
向
，
一
種

是
垂
直
整
併
，
如
清
華
大
學
二
○
一
六
年
正
式
併
下
新
竹
教
育

先合作再合併
建構自我創新模式

公私立大學合併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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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大
學
；
另
一
種
是
水
平
整
併
，
如
同
在
新
竹
市
的
交
通
大
學
與

臺
北
市
陽
明
大
學
今
年
合
併
為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

合
併
的
形
式
也
有
兩
種
，
第
一
種
是
同
質
性
合
併
，
如
高
雄

第
一
科
技
大
學
、
高
雄
海
洋
科
技
大
學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三
所
以
理
工
科
見
長
的
國
立
大
學
，
二
○
一
八
年
起
合
併
為
高

雄
科
技
大
學
；
第
二
種
是
異
質
性
合
併
，
上
述
的
清
大
與
竹
教

大
、
陽
明
交
大
都
屬
此
類
。

放
眼
國
際
，
公
校
、
私
校
之
間
的
合
併
已
有
多
種
排
列
組
合
。

詹
盛
如
提
到
，
芬
蘭
出
現
﹁
公
公
併
校
後
轉
私
校
﹂
案
例
，
當

地
赫
爾
辛
基
經
濟
學
院
、
赫
爾
辛
基
科
技
大
學
、
赫
爾
辛
基
藝

術
大
學
為
提
高
世
界
排
名
，
由
政
府
由
上
而
下
推
動
，
二
○
一

○
年
合
校
為
阿
爾
托
大
學
，
校
名
取
自
該
國
知
名
建
築
師
，
以

彰
顯
其
成
就
。

芬
蘭
策
略
確
實
成
功
，
阿
爾
托
大
學
世
界
排
名
從
，
二
○
一

○
的
第
二
二
二
名
，
提
升
到
二
○
二
○
年
的
第
一
三
四
名
。

美
國
則
出
現
﹁
公
併
入
私
﹂
案
例
，
紐
約
州
立
醫
院
受
該
國

政
府
刪
減
醫
療
預
算
衝
擊
，
一
九
九
八
年
與
鄰
近
的
紐
約
長
老

教
會
醫
院
合
併
，
長
老
教
會
醫
院
是
當
地
兩
所
醫
學
院
的
教
學

醫
院
，
故
算
是
醫
院
與
學
校
結
合
、
追
求
一
加
一
大
於
二
的
案

例
。日

本
政
府
近
年
還
進
一
步
推
出
﹁
讓
渡
﹂
機
制
，
鼓
勵
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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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善
的
私
校
拆
分
成
多
個
學
院
，
讓
渡
給
不
同
大
學
，
並
開
放

國
立
大
學
法
人
同
時
經
營
多
所
大
學
，
以
此
應
對
少
子
化
下
的

私
校
倒
閉
、
退
場
危
機
。

今
年
四
月
，
經
營
關
西
國
際
大
學
的
濱
名
學
院
，
就
吸
收
了

經
營
出
現
困
難
的
神
戶
山
手
大
學
，
是
日
本
第
一
個
透
過
讓
渡

關
係
達
成
的
私
私
併
案
例
。

總
的
來
說
，
詹
盛
如
觀
察
，
全
球
最
常
見
的
合
併
方
式
，
是

立
基
於
兩
校
互
補
性
、
異
質
性
而
進
行
垂
直
整
併
。
比
如
在
二

○
一
四
年
，
倫
敦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併
入
倫
敦
大
學
學
院
。
在
這

樣
的
合
併
形
式
中
，
雙
方
能
提
升
學
生
課
程
多
元
性
、
招
生
上

屬
合
作
而
非
競
爭
關
係
，
有
一
定
合
作
誘
因
；
治
理
權
部
分
，

則
因
一
校
規
模
明
顯
大
於
另
一
校
，
不
易
出
現
兩
強
相
爭
、
互

不
相
讓
情
景
。

﹁
公
私
併
﹂
難
度
高
，
不
易
落
實

教
育
部
高
教
司
長
朱
俊
彰
接
著
說
，
國
內
也
有
許
多
大
專

校
院
尋
求
與
另
一
校
達
成
異
質
性
垂
直
整
併
的
可
能
性
，
陸
續

有
公
立
學
校
落
實
﹁
公
公
併
﹂
。
但
﹁
公
私
併
﹂
一
途
挑
戰
更

大
，
實
力
強
的
私
校
董
事
會
擔
憂
喪
失
主
導
權
，
無
意
與
公
校

合
併
；
實
力
弱
、
瀕
臨
退
場
的
私
校
有
意
被
合
併
，
甚
至
直
接

捐
贈
、
轉
手
給
他
人
，
卻
難
吸
引
公
校
接
管
。

朱
俊
彰
指
出
，
按
目
前
情
形
，
﹁
公
私
併
﹂
不
太
可
能
讓
私

校
一
舉
轉
為
公
校
，
可
行
之
道
是
讓
公
立
大
專
校
院
全
面
法
人

化
，
將
人
事
從
政
府
體
制
獨
立
出
去
。
教
育
部
多
年
前
曾
研
議

比
照
歐
美
，
讓
公
校
法
人
化
，
但
因
茲
事
體
大
，
將
衝
擊
原
本

領
公
職
薪
資
的
教
師
權
益
，
至
今
仍
未
落
實
，
成
了
各
大
學
尋

求
公
私
併
的
一
大
阻
礙
。

另
一
種
可
能
是
讓
私
校
公
共
化
，
安
排
公
校
代
表
加
入
私
校

董
事
會
來
落
實
公
私
併
。
詹
盛
如
分
析
，
此
事
在
法
律
上
行
得

通
，
但
推
估
私
校
沒
有
拋
出
主
導
和
決
策
權
的
動
機
。

法
律
絕
非
學
校
合
併
的
唯
一
阻
力
。
﹁
校
友
的
情
感
也
是
合

校
挑
戰
，
﹂
朱
俊
彰
以
甫
合
校
的
陽
明
交
大
為
例
，
光
是
研
議

校
名
就
引
發
許
多
爭
議
，
因
為
這
涉
及
校
友
對
校
園
的
情
感
，

很
難
尋
求
共
識
。
合
校
後
，
如
何
整
合
領
域
重
疊
的
系
所
，
以

及
如
何
說
服
外
界
，
讓
大
家
相
信
合
併
必
能
帶
來
效
益
，
都
是

大
學
領
導
者
要
面
臨
的
考
驗
。

與
其
參
考
國
外
案
例
，
不
如
自
己
創
新

基
於
臺
灣
開
始
出
現
公
私
併
的
呼
聲
，
教
育
部
認
為
臺
灣
和

國
外
環
境
、
背
景
不
同
，
無
法
複
製
任
何
國
家
經
驗
，
因
此
鼓

勵
大
專
校
院
挽
起
袖
子
，
從
零
到
一
進
行
沙
盒
式
創
新
，
政
府

和
學
校
一
同
協
力
找
出
適
合
我
國
的
公
私
併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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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開
放
大
專
校
院
提
出
先
導
型
計
畫
，
並
將
評
估
計
畫

內
容
，
提
供
財
務
、
設
備
等
軟
硬
體
協
助
。
另
也
會
記
錄
計
畫

成
果
，
逐
步
累
積
公
、
私
立
學
校
合
作
的
實
際
需
求
與
經
驗
，

思
考
進
一
步
修
法
或
立
法
的
可
能
。

事
實
上
，
教
育
部
已
陸
續
調
整
既
有
法
律
。
比
如
，
為
鼓
勵

大
學
參
與
合
併
，
二○

○

五
年
修
正
大
學
法
第
七
條
，
開
放
大

專
校
院
由
下
而
上
，
擬
訂
合
併
計
畫
並
提
報
教
育
部
核
定
；
二

○
一
一
年
再
增
修
同
條
第
二
項
，
規
畫
由
上
而
下
作
業
，
由
教

育
部
擬
訂
大
學
合
併
計
畫
，
提
報
行
政
院
核
定
。

教
育
部
高
教
司
建
議
，
各
校
以
下
列
兩
種
模
式
試
辦
公
私

併
。
第
一
是
教
研
精
進
模
式
，
建
立
跨
校
合
作
機
制
，
如
推
動

跨
校
雙
主
修
、
雙
聯
學
位
，
破
除
學
校
間
現
有
組
織
分
界
，
促

進
教
師
、
學
生
、
職
員
間
的
流
動
。

第
二
種
模
式
則
是
治
理
創
新
，
建
立
共
同
治
理
與
決
策
機

制
，
讓
雙
方
辦
學
品
質
與
標
準
一
致
，
深
化
、
強
化
實
質
合
作

關
係
。

高
教
司
說
明
，
以
國
內
高
教
發
展
趨
勢
及
社
會
期
待
，
公
私

併
推
動
上
，
適
合
由
公
立
大
學
主
導
，
避
免
外
界
產
生
公
有
資

產
移
轉
至
私
人
的
疑
慮
。
相
反
地
，
私
立
大
學
將
喪
失
部
分
或

全
部
辦
學
主
導
性
。

大
學
整
併
應
以
提
升
競
爭
力
、
學
術
卓
越
、
轉
型
發
展
為
主

軸
，
教
育
部
將
以
併
校
後
的
績
效
、
競
爭
力
、
資
源
整
合
成
效
，

以
及
合
校
後
對
社
會
有
無
幫
助
等
指
標
，
據
此
審
核
合
校
申
請

案
的
合
適
性
。

高
教
司
期
許
各
校
﹁
先
以
合
作
代
替
合
併
﹂
。
朱
俊
彰
指
出
，

合
併
確
實
不
容
易
，
但
可
先
從
合
作
中
找
出
彼
此
共
通
點
、
互

補
處
，
從
中
凝
聚
併
校
共
識
，
以
追
求
卓
越
為
最
終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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