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09

X
•1945.11

中國國戌黨中央執行委W 符宣傅部「接忾枭濟文化贷傅辦業計訓綱袈」 

請撥北市明石町眾人符館等8 帧扨穴

I
1946.04 梅W 敷旅館山M f f公涔接收後移交饩傚部使川

I
1946.08

1946.12

X
1947.01

I
I947.D1

1947.04

I
1947.11

195Q 11

北市璐務指導t i辦4 〖處所耑房WO轉函北市公)丨丨房牘 分 配 符照撥 

礙餺省黨政聯席會，儀討論指撥台北縣市餹部辦公地址與社符泔業赀案 

除阈際戯院外，;K 官公涔接符馆影院應移交竹黨部接收符利!

丨I齑戲院撥歸痛锊，和樂戯院移交市政府接辦案應仍砒趟 

猜宵公路W女捆璐部同忐斑繩武等6 t l位汽 

樹政府现無餘紹可資撥借屮國W主社符黨豪灣竹黨部 

漢屮街378號木W li移歸竹黨部接符誚_巧報社與該邰治組 

以哏命过踐研究院成M作為部隊人W調 幣 K要资料

1951.02

I
1951.02

1952

I
I952.I

中_岡民璐經灼艰業符现通则 

中改宵第297次符議紀錄 

委任議M 酌W 補助中_丨吨1^露出栗縣黨部案 

中改符第3 6 7、3 6 8曾議摘迎

蔣屮iK批圈璐股代表人、蘅監、總經现候選人名叫

7

11

13

15

19

23

25

29

31

33

35

37

41

45

47

53



1953.03 甚 隆 市 議 會 仿 嘉 義 縣 、彰 化 縣 政 府 之 例 ，補 助 救 國 刚 經费

I
1953.10 救 國 圓 剛 務 活 励 經 费 ，得 在 所 收 學 屯 雜 费 项 K開支

X
1553J0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借 用 北 市 朱 厝 崙 國 有 特 種 蕺 地

I
1953.12 諮 花 蓮 縣 府 依 法 迅 撥 補 助 ，以利丨:作

I
195412 沈 以 煥 保 存 之 刚 務 指 導 委 n 何 笫 4 次 尙 ，满紀錄

I
1955.01 關 於 思 想 領 導 及 精 神 動 臟 」案 談 話 箝 紀 錄

X
1956.06 饩 民 政 廳 廳 M 迚 震 艰 汽 覆 以 眾 服 務 處 站 經 费 叫 題

I
•1956.1〇宵黨部疏遷辦公廳及房M ，建 築 費 用 擬 請 畨 府 簿 撥 ，皁丨::丨興建

X
1肥 朋 配 合 全 f■ 務 經 激 洗 謅 ，接m 打 fre埸 ；仰 u 力 , ( 犯 服 監 外 勞

X
1957.11 省 黨 部 請 撥 用 霧 峰 上 地 ，省 府 以 「借 川 或 免 粗 机 用 」函復案

I
1958.07 中 齋 局 乃 國 民 黨 土 要 宣 傅 出 版 機 構 ，理 铉 到 處 可 ML該 M)書刊

X19_
I

1959.06

I
1960.09

I
19SQ10

I
9B0.1

國 民 黨 第 8 厢 屮 央 委 i m 常 務 委 舄 曾 第 1 4 4次 會 議 财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反 對 人 士 對 玫 眾 服 務 站 之 猛 烈 抨 擊 ，可 反 證 其 有 客 觀 效 川

三 中 全 會 第 六 次 大 會 討 論 事 略

中央社工會邀集國防部、婦聯總 t 、進出 口公會 

與軍友社協商超收勞耶扪之分配



19B1.11

X
1963.11

I
1963.11

l
19B5.0B

I
1965.09

I
1966. OB

I
1966.08

X
1966.09

I
1966.10

I
1967.03

I
1967.06

I
1967.07

X
1967.08

X
19B8.02

X
1968.03

l
19B8.04

改進青卬反共救阈剛紺織與選拔礙秀青年介紹入撒 101

本撕得迎工作 ，主迎透過W吓从并救阈剛一叨活则而展開 105

黨向汉國叫十一年▲起已成立W眾服務處站 113

省默部地方向治蚶迆播款，I丨丨预箅内支應 117

中央璐部擬與赍銀M組新公4 ，璐部股本6 成 ，礙銀 4 成 119

屮央心戦旮報第123次符議紀錄 121

裨府撥款纽築以眾服務處 123

為W服務费以列於忾社符纟战彳箅，山W眾服務處H 领轉發 125

以眾服務處修建經赀，可否設法句支，希加研究 127

饩齑历M现為屮央委飆何借川 129

屮央心戦指導符報/£十 K 年 K席指尔事项執行钻報 131

屮NT出丨瓛籍、>：委游微就M共抗俄茲傅费致闲行政阶M做家淦 135

中五組調訓民眾服務社幹部，所浦經费畨府核撥 139

中财m 疑進丨丨液化鉍，敗求竹府撥少丨:地纽立娜川碼頭 141

社區發展與環境衛生問題，婦女方而亦可經山婦1:會及婦聯會勋M ; 143

博年方面則可經由知青肅部及救國刚動貨

縣市璐部改K仟抓給制，與救圆别分部配合



H H H D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L

149

1968.06

X
1968.09

I
1968.11

X
1969.03

I
1969.05

I
1969.07

I
1969.08

I
1973.05

I
1981.08

I
1981.09

I
1985.02

X
1985.05

X
1987.05

X
1988.09

I
1991.11

请 教 育 廳 召 集 知 青 黨 部 、婦 工 會 、救 國 團 總 _ 部 、婦 聯 曾 等 代 表  

討 論 國 小 教 師 訓 練 案

嶽中市育樂中心撥丨丨〗公地與相丨爾预算支援 

k 計 處 簽 為 補 助 支 出 科 i m w 眾 服 務 處 經 費 追 加 预 箅  

直 屬 第 9 區 黨 部 辦 公 廳 ，n/以 袖 助 興 建 找 眾 服 務 站 名 義 迆 加 预 箅 補 助  

中 國 國 W 黨 十 伞 人 何 「黨務丨 :作報告」

嶽 屮 市 育 樂屮心撥 ) 1i公 地 及 補 助 建 築 費

省 府 人 箏 處 長 徐 巽 辩 於 酋 長 會 議 報 告 ，黨 工 人 M 分 發 棗 灣 W  1〇〇人 

中 央 公 職 人 展 增 補 選 及 輔 選 經 贤 分 擔  

澍 湖 馬 公 中 证 觉 歷 内 附 屬 設 備 撥 贈 縣 黨 部 使 用  

復 萆 證 金 獨 攬 集 保 業 務

安 平 畆 以 眾 服 務 站 f,"m 丨區公所辦公腿與11:後 編 列 拟 兑增纽

內 政 部 函 示 中 財 愈 購 M 高 雄 林 刚 土 地 租 予 退 輔 會 工 廠 使 川 案

支 援 中 國 青 年 黨 「全 民 週 刊 」經 費 650 ，已 函 行 政 院 從 政 同 忐

撥 交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財 務 委 U 符

政 府 出 版 品 委 託 正 中 窗 W 代代

大 陸 時 期 發 行 外 幣 债 券 仍 應 俟 光 復 後 洱 行 消 似 為 泣  

北 市 府 教 育 局 承 認 救 國 剛 古 亭 1M 圓 務 委 以 會 已 邐 出 A 亭丨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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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159

161

165

167

169

171

173

177

179

181

187

189

193



1994.03

X
1996.01

X
996.0

X
996.0

I
997.0：

I
999.1

I
I007.0：

X
)007.0

I
007.0

I
2007.09

1996.01

1996.04

1997.09

1999.12

2007.03

2007. OB

2007.08

北市府承認國以璐_ 明黨部使)丨作丨來水讲業處長安泶路辦公房屋

大孝大樓山W眾服務社於 I卵5 牢以 4 億 3 千莴餘元得標

北市議以李承龍針對國民黨中央黨部十四牌大樓案提出贸詢

償 還 「外幣偾券」有違權利義務公平負擔原则

以委林郁方就國以黨黨產與黨營事業質詢

立委李慶帮就黨營辦業提出質狗

中央銀行無息貸款予_ 民黨 I 億 6 千餘萬元

僑委會補助祀中書局編印教材及海外文化寅傅經赀8,518 黹餘元

教育部代購中央I 丨報轉贈留學氓龙额表

經濟部丨()年問補助台灣贸舄丨附發株式畲社共計2,990茁7ij

195

197

199

203

207

209

21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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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1953.01

I
1953.02

l
1954.02

X

中央通訊社為本黨經營之民營企業，在該社業務收入向給尚足前， 

商請政府給予充份補助

省議員王宋瓊英提出「建議省府轉飭縣市政府設立民眾服務處站切實 

為以服務案」

中國廣播公同收支不敷以^猜撥款项」科 H 編列預箅，農教锟影公司 

虧損數以「總政治部扪片赀」科问編列预算

與國桢談中國圆民黨黨產

1955.02 救國團主辦之暑期青年戦門訓練工作，擬抖檢討報告，報誚鑒核

1955.05

I
1955.06

I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隨亞 洲 #年野營，所需經费請省K席嚴家淦核辦， 

並另電街關從政N 志協助解決

調訓各知識青年黨部學生小組長及優秀學生同志，所需經費擬照往年 
成例，仍請咨主席嚴家涂簿撥

1955.06 省議員李莴屈質詢省府補助彰化縣民眾服務處

X
1956.05

X
第五組報告屮國青年反共救阈丨别總部報請簿組中華民丨翁青年剛體聯誼 

會案

195B.06

X
1956.12

I
1957.03

X

政府補助青年黨之反共抗俄宣傅費，應照预箅數撥發

華僑中學以外其他中等學校倘生年齡在18歲 以 上 #，准各中等學校  

教職員黨部或小組考核吸收入黨，并由救國隨特別加強平日之政治教育

園史艄建置後，黨史會每年所需人事經費及丨§丨前建築保管史料房屋 

所需經費函請行政院從政主管同志籌撥

1957.07 中央黨務經費總預箅草案，提請中常符核議

X
1958.03 從滿街蘋果談到外陋管制的弊端

X
蔣經國就「改進中阈青年反共救國團隸厕關係建議」提請屮常符採擇

取消一黨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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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6

39

42

4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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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行 「黨化教育」的手段

蔣中正指示以眾服務處（站 ）工作應坷力求改進

婦聯會與敬軍花 

國炖不是國民黨的私麗!

傅正談民眾服務處、站 

你知道就好!

楊金虎談地方選舉

省議員李秋遠請國民黨剔除所有變相編列预箅

救I棚期召開青年代表會議，由第五組報誚中常會核備

中 _國 仪 黨 、婦 聯 會 、祺友社等單位組設進川丨丨外画附勸勞职網獻協 

調小組，並將該小組定位為屮國闕以黨黛内協調性質會議

進出丨丨業外雁附勸勞軍扪款協調小組組織驳點

進出n 業外瞒附勸勞軍拊款協調小組第二次會議，紂論错進出丨丨公會 

對婦聯總钶及眾友社兩堺位應撥未撥拟款之處理

勞¥扪第汽次協調锊議決議：扪款超過預足數額依然繼纊

勞眾扪第四次分配黹議：今後勞軍扪額度不限…千五衍馮，丨丨丨婦聯總 

會 、軍人之友社處理

勞軍捐第五次協調會議決議：婦聯會軍友社止式函予省進出U 公會繼 

續附勸勞艰扪他透過何 t l 人符通過

進出丨I業勞軍_ 協調小組專案會識第六次會議記錄



iq̂ ^進出口外_附勤勞軍:扪笫七次協調禽議記錄：趙過预針額度之勞 ¥扪， 

Y 依然件丨婦聯會、軍友社運用大多數款琐

進丨丨旧業外丨M 彳泐勞眾拊款協調小紺#議決迮，外瞒附勸數額仍為每 

2  1 美元附勸新蠻幣5 角

鐵費收入不足，以舉辦璐營事業或購置黨齑補充，並山政府預箅挹注

I
1965.01 蔣屮正指示饩黨部應通令并?：1嬰鄉鎖民眾服務站設眾总兒筘

I
1971.02嚴家淦於中國國民黨台北地區教授年會致詞

I P
寒假參觀省政建設活_ ，所需經費山臺灣咨政府核撥專款辦理 

中國國民黨中央社工會主持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眾捐款協調小組

1972.12

第 34次會議
197B.D1

X
1978.08 咨議M陳學益建議國中原設校预定地撥供救國H 爾社山戕使用

I 中國國民黨中央社工會主持進出丨丨業外匯附動勞軍枬款協調小組第40 
次會議，分配 5 千萬元興建鱟北國軍英雄舱

1978.0B

X
1= 8 救 總理辦長方治奉准赴美考察

X
1983.10 立委張榮顯就 ^高w 文粹」強迫學生m購質詢

I …  .
1984-2007 旗山鎖公所樓房贈與饯眾服務分社與_找黨1H丨贈

X
1988.03 立委帝紹賢就教育機構救_刚人以質詾

I
196M99D

X
國防部總政戰部、邊灣省警備總部政戦部等兩個國防部編制钳位，參 

與勞爾扪款協調小組

1992.03 省府答復部分鄉鎖市公所將财齑贈與W眾服務分社贸詾

I
1994.05 北市府承認_找黨公路黨部丨II 1976年進駐監现處大樓辦公，除繳納 

水電費外，並未收取租金

89

94

97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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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1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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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23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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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134



199G

X
1998.10

I
1998.12

I
2000.01

I
2002.04

X
r?002.09

X
2GG3.12

I
2G04.G9

X
2006.08

I
2014.10

2015.05

、>:委:K建煊 就 「政满發展粘金條例」質詢 

固仪黨史料：中國_ 拔 黨 中 央 委 簿 組 婦 聯 密  

1998年監院調査報告

省議滅游錫堃就蘭陽宵印、救_隨活励等岡題提出質詢

2000年監察院「轉帳撥用」調赍報街

美金公债舰法辦■核對沾偾

2002年行政院璐齑條例草案暨相關文件

内政部黨產靜案報告

財政部黨產小組迎作情形與處理結艰

行政院第3003次院愈決議

財政部黨齑專案報ft

立法院經濟委錢會要求農委會於丨侗丨丨内完成對救_随租金檢討，收 

研識收取經營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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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08

19!r)2.G9

1959.11

1950.12

195D.07
1951 .02

1959.09

1961 .12

1970.00

I
1984/ 
1909.04

1947.04  07

1951.D3

刷防部出款，婦丨:會特權H 地 ，蔣經國批4  : 「餘款不必索问 J

國W璐中改符通過琐強化外削組織辦法规範婦聯窗組織規定各級婦 

女疴應迚立黨關吸收優秀婦女入鉞培錄其愛潴愛阈觀念明訂救園闽為 

，该黨外_組織以鏘_ 方式透過該丨明丨«務指導委M芮領導

屮阈阈鉍鏽中央般計芩核委H 符妝仟委筒埏從躞 4酣栩機密《财務改 

進分組報 5 潜》 f 蔣 屮 圯 總 哉 力 財 務 應 山 「寄列 j 政府预篇改為 ^以 

撕费潴」附件揭辦該攤寄列政府預算高達八千./【t f餘 馆 元 蔣 總 裁 批 4  

「存赉」

中 刚 黨 屮 臾 改 造 委 W符決議請從政 NI志行政院畏陳誠讅措 1 9 5 1 

¥度幹部訓練费川

國民黨黨營齊魯公司在台北市住宅區特准設立建台橡膠廠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手諭指示中央常務委員會議通過中山獎學金選 

拔優秀青年同志出國深造辦法

中國國民黨臺灣區產業黨部委員會為「借調」人員代電臺灣機械公司

臺灣電力公司董事長請示經濟部可否違反「國營事業土地買賣交換辦 

法 j 議價出售房地予中國國民黨產業黨部

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舊址借地不還、先佔後租、租後申購

訓政時期尾聲國民黨要求行政院轉帳撥用包含之前未獲政府許可之曰 

產房舍共八十五筆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卩符第 1 0 5 次會議述議放寬滯m港澳边 i*丨黨w 來台 

將中:iK總裁 j 斥 钳 餿 、洪蘭友逮讁廢丨丨:爭校三民k 義教肖與祺中特種 

黨部等缒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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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5

31

37

39

43

47

57

lg5T 1 0 國民黨召集包括救總在内單位研商救濟該黨失業黨員國防部安置軍官軍佐 

19Ŝ 4 原從事司法、警 政 、經濟、財政、會計、教育等工作者甶從政黨員安插職位



1951 .05

19G7.08

1948.05

19 7 3 .1 1

1903.1 2

1987.11

1 95Z U 4

1f：)()7.UB

19B7.U4  G5

19B4.04  Q5

19G5.G3

1959 .0 /

國民黨中改會辦大專青年與知青黨部千人夏令營由學校推薦學生與知 

青黨部小組長之學生參加教員來自革命實踐研究院國防部出具被服省 

政府負責辦理

國民黨申請整修擴建舊中央黨部財政部國產局回應將來不需使用當歸 

還國家

國民黨營正中書局轉帳撥用曰產辦公大樓數間辦公室得矓望蜀要求政府 

將全楝大樓撥交使用行政院長請國民政府主席撤銷正中書局之轉帳撥用

舂風會報：中國國民黨各級知識青年黨部保防工作實施辦法

《學校安定工作會報執行情形與成果報告》

博仁計畫

國民黨審查講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方案

中國國民黨第八屆第二九六次中常會：副總裁陳誠指示中山獎學金派遣 

留學生要符合政府與黨的實際需求辦理留學生出國手續服務機關由教 

育部主辦救國團協辦救國團報備舉辦青年代表會議

救國画參與國民黨中央心戰指導會報第九心戰小組活動•除對「大陸 

青年進行心戰工作外」 •亦輔導國内青年及學生社團舉行支援大陸青 

年反共革命運動

心戰會報：蔣經國作出指示•救國圃協助改進心戰音樂•「天馬計畫 j 
除空飄傳單外還應附上槍枝、刺 刀 、彈 藥 *救國團呈上心戰歌曲六首

救總參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心理作戰指導會報之「天馬計畫」霣施空飄 

救國團亦受命於該會報搜集資料定期匯報「教授同志」並邀集各校教 

授五百人分別舉行座談會發表對文化大革命之意見

中國國民黨中央心理作戰指導會報空飄計畫代號「復興計畫」 由中國 

國民黨中央六組負責召集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等單位共同執行

中國國民黨蔣中正總裁指示為救濟大陸水旱蟲災難民甶該黨中央第二、 

四 、五 、六組與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等單位共同研擬辦法中國青年反共 

救國團奉令實施軍訓教育六年呈上「學校軍訓實施概況報告書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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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指示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歷年帳目開支與工作及存款動用計畫應 

向中央黨部提出報告為韓戰中國戰俘勸募寒衣募款不足部分由政府負擔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核議「策動海内外黨的力量支援大陸工作 

檢討案」 分組檢討邀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等單位共同研討

中國國民黨陳誠副總裁於中央常務委員會指示救濟中國大陸飢民宣傳 

工作應甶人民團體如亞盟、救總出面為宜同時應避免予人實施心戰與 

宣傳工作之印象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令第二組、國 防 部 、救總等組成黨政小組 

研議將港澳少壯難民重新組織投入游擊戰等方案之可行性大陸地區游 

擊部隊成員入黨案准予備案

國民黨命令中改會工作組與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政府相關單位檢討放 

寬港澳難民入境辦法

國民黨修正通過《對港澳政治活動之指示》且對於調景嶺難民由中央 

召集有關機關擬具辦法妥善處理

國民黨處理港澳難民青壯難胞編入游擊隊經費、物資由政府統籌兒童  

由救總、內政部安置經費洽商聯合國支援

行政院新聞局與中國廣播公司簽訂合約委託後者製作播放宣導政令節 

目按月補助後者新臺幣捌十萬元後者竝得呈准前者撥款資助創建或擴 

建廣播電臺及設備

黨營事業台灣電影公司一般員工暨技術人員入黨情形統計表

中影公司函經濟部 |說明黨股董事為黨中央指派並為無給職

為加強「遮篕匪播」 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令國防部開放三軍用頻道新聞局 

撥 FM96.6頻道供中廣使用經費原擬由政府編列預算改為播送廣告

中國國民黨文工會調整黨屬文化相關產業人事

國民黨要求政府將包括台北市仁愛路帝寶基地在內之國有財產違法登 

記為中廣所有同時以這批財產屬「黨產國用」為由免除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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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3

215

219

225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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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237

241

243

中央曰報社電請臺灣省參議會協助將省府各機關之公告啟事予該社刊登

中央日報租鐵路局土地合建樓房共同使用工程中要求鐵路局中止興建 

並改變用途另覓他處設置宿舍

中國國民黨蔣中正總裁指示創設革命實踐研究院

國民黨通過《革命實踐研究院後期訓練計畫綱要》 依據國民黨黨改造 

案及政治主張訓練黨政軍人員全數經費由行政院以儲訓建國幹部經費 

項目列入國家4 0 年度總預算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於中央改造委員會指示革命實踐研究院訓練 

三千名中級幹部以空投傳單實施心理作戰黨應發動青年與婦女組織

民國四十七年九月起國防部補給革命實踐研究院改為部分實物部分折 

算代金年度補給含主副食代金共約一百七十餘萬元

台灣省政府電飭各該縣市政府應將地方稅收之1 % 迅速如數撥清中國 

國民黨作為「社會事業費 j

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雲林縣黨部代電雲林縣政府轉達該黨台灣省黨部要 

求鄉鎮公所編列區級黨部補助費應改用民眾服務站經費等名義編列勿 

用社會事業費名義

桃圜鎮鎮民代表會應桃圜縣民眾服務社之請捐獻房地產權予民眾服務 

社籌建介壽堂以示全縣民眾效忠擁戴國家元首

改進民眾服務處站之組織運用與工作方法案

臺北縣政府請示臺灣省政府可否議價讓售徵收後由民眾服務社使用之 

土地

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借台灣省台南縣西港鄉民眾服務分社名義申 

購早已佔用之土地登記為黨營啟聖投資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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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丨丨業外丨辦附勸勞艰扪款協調小組第十次符纖：19(M $ 度 「扪款 J 

人  兩千 #捣 元 以 下 之 部 分 由 婦 聯愈得 2 / 3祇友社得 1/3 19(53年度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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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W攤中央心戦指導锊報 fr:救國画總丨《部H 開密議救阈豳向心戰會報  

里報芥项業務執行狀況並接受#報屯席蔣經國指$

第 I 2 6 次心戦符報：指挪救總參與池 K辦安置反共義丨:協助饨就學就 

業然 救 總 「丨行出版之《救濟卬報》姐寧米提國以黨在裕後之指挪角色

& 法 院 密 汽 1 9 8 9币 度 预 捋 、>：法委H 許榮淑質詢既 Li规災胞"丨供救濟 

為M編列山救總科丨丨移入之兩億-:T 萬 餘 ( 1988.05.02)

立法委M兕淑珍密A 内政部预箅削 fli贤狗編列兩億三千多萬) lj作 「中阔 

大陸災胞救濟」占社何救助業務總预符叫分之‘何不救濟台腾m病w 
:锻、補助台灣低收入P  ?

樹m 鑛公 切 旗 F 松山汕漆廠山國以黛宵黨部接辦後為充过黨涔擴充 

設備之_ 產品銷拘奴求比照政府協助公營企業議似銷忾以維煺锊少業

花迎縣光復鄉W眾服務社敁期卩丨I丨丨公淹後屮站巡规n 地 縣 政 府 M依規 

定辦现

總統蔣中正指d 參謀總M周M菜 關 防 部 各 廳 署 、二诅W令邰芥級人n  
朽應進修丨〖!丨山艰J 丨别、革过院相關科丨丨課程成績作為巧紹项丨丨他指示 

不 窗 院 K任萬耀煌分列B 務 、狱 的 建 設 、4 法 、教育等项|丨作為上迎 

研究如丨丨

取命货踐研究院委請國符:丨:祝公^]興建禮常煺次變M設計卻米M價付 

款m加興缒升旗台不欲付款婴辫造公4 扪贈

行政院委託帘命苡踐研究院辦现行政符现研究班由外級政府支出經赞  

為箏貨院興迚研究大樓 ^楝院敁嚴家淦副院畏蔣經國 mi意m加經赀列 

行政院第二预備金项 f 以研考符人琪行政業務科丨丨支出

中央丨丨報婴求政府洱度將該報副總編鲥列入[ 9 5 8年度美援技術協助 

保送赴龙名额

屮 央 日 報 尚 鐵 路 W 合 迚 樓 诏 後 以 該 建 物 作 為 印 刷 廠 庹 不 適 佔 住 為 It丨請 

台 湾 咨 交 通 處 取 消 興 建 I:勝 鐵 路 M)衍 贪 鐵 路 ) m)提 供 兩 //案 謂 中 央丨丨報 

選 擇 以 解 決 a i 在 外 冏 題 闸 苹 後 岡 題 依 薇 旭 解

小央n 報纊巾請讓憐鐡路颶喵站附近:丨:地建物經協調後降續登記艰站 

附近地段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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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中

心

、
中
華
婦
女
反
共
聯
合
會
及
中
華
民
國
射
擊
協
會
等
民
間
團
體
使
用
，
嚴
重
違
反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第

-
十

二

條

規

定

。
 

.

㈡

非

法

借

予

各

機

關

使

用

：

依

國

冇

財

產

法

第

四

彳

條

規

定

：

「
非

公

用

財

產

得

供

各

機

關

、
部

隊

、
學
校
因
臨
時
性
或

緊

急

性

之

公

務

用

或

公

共

用

，
 

爲

短

期

之

借

用

；
t]:
(借

用

期

間

，
不

得

逾

三

個

月=

如

屬

土

地

，
並

不

得

供

建

築

使

用

。
前

項

借

用

手

續

，
應
由
需
用
機
關

 

徵
得
管

理

機

關
同
意
爲

之

，
並

通

知

財

政

部

」

，
國
有
土
地
屬
公

用

財

產

者

，
尙
無
得
出
借
之
規
定
.，
屬

非

公

用

財

產

者

，
 

與

借

用

僅

得

爲

短

期

之

借

用

，
借

用

期

間

最

長

三

個

月

，
並

不

得

供

建

築

使

用

。
惟
査
國
防
部
所
屬
基
隆
市
中
正
區
港
灣
段

 

四

小

段

九

丨

j

地

號

等

四

十

六

筆

國

有

土

地

，
借

予

基

隆

港

務

局

、
台

北

市

政

府

捷

運

工

程

局

、
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新
建

 

H

程

處

、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五

總

隊

、
台

南

市

立

第

三

幼

稚

園

、
高

雄

港

務

局

、
高

雄

市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

參

、
公
有
土
地
占
(借

)
用
問
題
分
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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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
_
*
-
一

V

 
-
二r-
lzl
l-
u
-
 
-
z

-
5
?;t
fl
異
1
民
-::?學

、
基
隆
市
成
功
國
&
小

學

及

教

育

茂

等

機

關

、 

S

.

_
一
-
,
三
 

|=
_'=
三
V-: 一¥

17
;*
^

一
個
戶
-
.

或

作

建

築

使

用

，
且
由
管
理
機

s

_.l
-_
l
l.
_
.
r

一

二
遭
其
ffe
機

關

期

長

期

占

用

：

画
防
部
所
屬
機
關
經
管
台
中
縣
大
雅
鄕
埔
子
墘
段
二

{::
六

地

號

等

八

筆

國

有

土

地

，
爲

台

中

縣

大

雅

鄕

公

所

、
台
北
市
政
府

 

及

成

功

大

學

占

用

，
占

用

機

關

如

確

有

長

期

公

用

之

必

要

，
應
依
土
地
法
第
二
H

六
條
及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辦
理
撥

 

用

。
中

_
青
年
反
共
救
國
圈
隸
屬
國
防
部
總
政
治
作
戰
部
期
間
所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
於
五
十
八
年

卜

二

月
廿
三
曰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該

團

解

除
與
國
防
部
隸
屬
關
係
並
辦
理
社
團

法
人
登
記
後
，
該
團
未
將
所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交
還
管
理
機
關
陸
軍
總
司
令

 

部

或

依

法

辦

理

租

用

、
承

購

等

合

法

程

序

，
至
高
雄
縣
责
年
活
動
中
心
與
基
隆
育
樂
中
心
所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
該
團
迄
未
提

 

出

租

用

或

承

購

之

申

請

，
國
防
部
處
理
該
團
所
使
用
L

地

形

成

占

用

問

題

，
顯

未

善

盡

管

理

資

任

。

㈣

遭

民

衆

及

軍

眷

村

占

用

：

國

防

部

所

屬

空

軍

、
陸
眾
總
司
令
部
管
理
屛
東
縣
東
港
鎭
南
屛
段
二
—

九

地

號

等

三

筆

土

地

，
被

民

衆

占

用

養

蚵

，
管
理
機

 

關

於

被

占

用

時

未

適

時

依

法

阻

止

於

前

，
被
占
用

後
又
未
積
極
依
法
排
除
占
用
，
致
形
成
占
用
戶
拒
不
搬
遷
或
不
當
索
賠
情

 

事

。

二
、
內
政
部
暨
所
屬
單
位
被
占
(借
)
部
分

㈠

借

■?
大

陸

災

胞

救

濟

總

會

使

用

，
部

分

遭

民

衆

占

用

：

內
政
部
經
管
台
北
市
松
山
區
五
分
埔
段
二
〇
八
地
號
及
興
雅
段
三
二
地
號
等
卅
八
筆
國
有
土
地
借
予
大
陸
災
胞
救
濟
總
會
使

 

用

並

興

建

職

業

訓

練

所

、
兒

童

福

利

中

心

等

，
分
別
辦
理
來
台
義
胞
職
業
訓
練
及
難

童
教
養
與
社
區
兒
童
福
利
等
業
務
使

 

用

。
嗣

後

，
内

政

部
報
請
行
政
院
於
六
十
四
年
函

核
准
撥
用=

按

救

總
當
初
以
民
間
團

體

組

織

型

態

成

立

，
係
爲
便
於
辦
理

 

大

陸

災

胞

救

濟

工

作

及

國

際

宣

導

之

運

用

，
執

行

政

府

交

付

之

任

務

，
與

一

般

借

用

情

形

有

別

。
本
案
係
在
內
政
部
辦
理
撥

 

用

之

前

，
行

政

院

已

經

同

意

借

用

土

地

，
救

總

使

用

上

開

公

地

，
尙

非

無

權

占

用

。
按

r

非

公

用

財

產

類

之

不

動

產

，
各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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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報

告

 

一

 
c

u
.->
l

l
_
-~
m

lf
t :
其

經

管

之

國

有

財

產

，
除

依

法

令

報

廢

者

外

，
應

注

意

保

養

及

整

修

，
不

得

毀

損

、
棄

匱

=
j

、

r

非
公

 

—

1
〒

;~
不

動

產

租

金

率

，
依

有

關
土
地
法
律
規
定
；
土

地

法

律

未

規

定

者

，
由

財

政

部

斟

酌

實

際

情

形

擬

定

，
報
請
行
政
院

 

L

._
p
.
_
.
r
 j
、
「
非

公

用

財

產

類

之

不

動

產

解

除

租

約

時

，
除

出

租

機
關
許
可
之
增
建
或
改
良
部

分
，
得
由
承
租
人
請
求
補
償
其

 

==
_
!
-
.
;
.
憲

無

償

收

回

•，
其
有

毀

損

情

事

者

，
應

責

令

承

租

人

回

復

原

狀

。
」

、
「
非

公

用

財

產

類

之

不

動

產

，
使
用
人
無
租
賃

 

.

合

第

四

卜

二

條

第
：

項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者

，
應
收
回
標
售
或
_

行

利

用

。
」
分

別

爲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
第
四

 

M
i

l

.—
:.-.
.:::
項

、
第

四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
第

五

.十

四

條

所

明

定

。

_
,
1
_
营

理

機

關

或

代

管

機

關

對

其

經

、
代

管

之

財

產

除

依

法

令

報

廢

者

外

，
應

注

意

管

理

及

有

效

使

用

，
不

得

毀

損

、
棄

 

1

 

M
i
s
i
n
p

或

涉

及

權

利

糾

紛

應

予

收

回

而

無

法

收

冋

時

，
應

即

訴

請

司

法

機

關

處

理

。
」

、
「
公
甩
財
產
應
依
預
定
計
畫
及

 

气

|
-
=
-
--
_
=
,
(
辜

業
K

的

使

用

，
非

基

於

第

實

需

要

，
報

經

本

府

核

准

，
不

得

變

更

用

途

」

、
「
非

公

用

財

產

得

供

各

機

關

、 

='
-■
; 

畢

一
J :
K
!臨

時

性

緊

急

性

之

公

務

用

或

公

共

用

，
爲

拓

期

之

借

用

，
其

借

用

期

間

，
不

得

逾

I

 

，
$[■
屬

:!:
地

，
並

不

得

供

 

I
a

、
=
_'
l
r
:
」
分
別
爲
台
灣
#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第

卜

六

、
-:.
十

二

、
三

十

二

條

所

明

定

。

一
一
_
.
*
二

地

銀

行

經

管

土

地

部

分

：

,

1

按
管
高
雄
市
三
民
區
凱
歌
段
b

六
h

地
號
等
丨
策
國
W

非

公

用

土

地

，
部
分
屬
耕
地
出
租
期
滿
未
苒
續
約
或
依
法
解
約

;

.

苒
遭
原
承
租
人
等
繼
續
占

用

。

二

=
灣

省

交

通

處

公

路

局

經

管

部

分

：

較
岢
經
管
台
北
市
中
正
區
長
安
段
一
小
段
八
卜
七
地

號

等

六

戶

省

有

房

舍

，
遭

原

眷

戶

非

法

占

用

。
未
能
適
時
注
意
管
理
並

X
時

排

除

占

用

，
前

經

提

起

訴

訟

並

已

經

判

決

確

定

，
即

應

依

法

收

回

，
其

未

適

時

收

回

，
有
違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1
第

-r
六

、
二

十

二

條

之

規

定

。

三
.1U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經

管

部

分

：

I

一
管
省
有
土
地
、
房

舍

。
除
借
予
國
防
部
及
陸
車
總
部
之
三
筆
土
地
，
正

依

規

定

辦

理

有

償

撥

用

中

外

。
另
該
局
台
北

Z

務
段
經
管
之
台
北
市
錦
州
街
九
巷
十
弄
七
號
等
二
戶
公

有
房
舍
，
未

依

預

定

計

畫

及

規

定

用

途

使

用

，
於
三
十
九
年
借
予

鐵

路

；丄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及
鐵
路
黨
部
使
用
至
今
，
屬
早
期
黨
政
不
分
時
期
之
借
用
，
惟

借

用

單

位

非

屬

公

務

機

關

，
有
違
台



t

K

z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及

鐵

路

黨

部

使

用

至

今

，
屬

早

期

黨

政

不
分
時
期
之
借
用
，
惟

借

用

單

位

非

屬

公

務

機

關

，
有
違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第

三

十

二

條

規

定

。
該
局
貨
運
服
務
總
所
經
管
之
嘉
義
市
竹
圍
子
段
二
四
四
—

一
地
號
等
八
筆
土

 

地

，
於

耕

地

租

約

期

滿

後

，
仍

由

原

承
租
人

之
繼
承
人
非
法
占
用
中
。

㈣

台
灣
省
農
工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管

部

分

：

該

公

司

係

屬

省

屬

公

司

法

人

，
其
土
地
管
理
除
該
公
司
組
織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求

其

最

有

效

之

利

用

，
該
公
司
經
管
台

 

北
市
大
同
區
文
昌
段
二
小
段
h

力
二
地
號
等
十
八
筆
i

地

被

軍

方

占

、
借

用

土

地

中

S

除

部

分
P
;完

成

議

價

讓

售

程

序

，
並

 

完

成

產

權

移

轉

登

記

。
其

餘

均

屬

借

約

期

滿

，
未

及

時

處

理

，
遭

軍

眷

或

民

間

違

建

戶

長

期

非

法

占

用

情

形

，
甚

爲

嚴

重

，
 

並

造

成

收

回

時

眷

戶

要

求

補

償

拆

遷

之

困

擾=

㈤

台

灣

航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nl
經

管

部

分

：

該

公

司

亦

屬

省

屬

公

司

法

人

，
其
土
地
之
管

理
因
早
期
以
不
定
期
限
方
式
，
無

償

借

予

軍

方

使

用

至

今

，
屬
契
約
有
效
期
限

 

內

之

借

用

關

係

。
其

無

限

期

借

予

軍

方

使

用

，
固

有

其

時

代

背

景

，
惟

長

期

以

來

該

公

司

未

善

盡

管

理

之

責

，
適
時
與
軍
方

 

協

調

收

回

，
任

由

上

開

土

地

被

軍

眷

戶

長

期

占

住

，
造
成
收

回

時

補

償

拆

遷

之

困

擾

。
而
借
用
單
位
未
經
商
得
該
公
司
之
許

 

可

擅

將

借

用

土

地

轉

給

眷

戶

使

用

，
早
已
構
成
原
借
用
契
約
內
終
止
契
約
之
要
件
，
其

管

理

不

無

疏

失

。

五

、
司
法
院
、
法
務
部
暨
所
屬
單
位
部
分
：

按

「
主
管
機
關
或
管
理
機
關
對
於

'/A
4
用
財
產
不
得
爲
任
何
處
分
或
擅
爲
收
益
」

、

r

公
用
財
產
應
依
預
定
計
畫
規
定
用
途
或

 

事

業

冃

的

使

用

」

、
「
公
用
財
產
用
途

0 '
止

時

，
應

變

更

爲

非

公

用

財

產

。
」

、
「
非

公

用

財

產

得

供

各

機

關

、
部

隊

、
學
校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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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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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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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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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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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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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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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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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其
土
隆
市
救
國
團
占
用
，
正
辦
理
非
公
用

 

財
產
移
交
國
產
局
接
管
中

〇

.
〇
〇
〇
四
〇
〇
一
同
右

伍

、
各
機
關
被
占
(借

)
土
地

尙

未
收
回
原
因
、
事
實

二
九



W

 一
逢
.l
nr
'IJ i
_l_
-5lli:i

.
s
~
l

基

隆

市

中

正

區

港

灣

段

四

小

段

'

K-I*

C

 •

 〇
一
〇
九
〇
〇
一
同
右

基

隆

市

中

正

區

港

灣

段

四

小

段

八

—

h

地

號

；

〇

.
〇
一
一
〇

〇

〇

i

同
右

台

北
n

重

市
永

段

a
.丄*
地

號

台
北

M.
市

永
1心
段
九

四

地
號

台
北

市

永/̂riaPCj'
段
九

地

號

台

北
市
中

正
區

介
壽

小

段
十

七 、
地

號

台
北
市

北
投
區

振
M
iS

小

段
七
四
地

號

台

北
市
北
投
區

振
龃

小

段

A
地

號

基 

隆 
市 
中 

丄̂I 
區 
中 

山 

段 
九 
地 

號

基

隆
市

中

區

中
山
段
九
地

號

基

隆
市
中

正
區

港

灣
段
四
小

段
八

I
八
地

號

〇

m
m

o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5：
〇
〇

ra
〇
〇
〇

〇

〇
A

〇
〇
〇

七
〇
〇

〇

八
〇
〇
〇
〇

〇

A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七
〇
〇

同
右

同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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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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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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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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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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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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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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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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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產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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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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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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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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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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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
八
八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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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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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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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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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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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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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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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
結
論
及
建
議

~
、
結
論

依
本
院
P

S
國
防
尚
等
七
個
m早
位
經
转
公
^
士

地

外

法

遭

占

(
倍

)
用

之

事

實

，
4
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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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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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部

分

，
大
多
爲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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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因

當

時

的

環

境

及

法

規

欠

完

備

，
加
k

黨

、
政

、
軍

不

分

，
各
公

務

機

關

所

管

公

有

房

地

，
_
於

事

實

需

要

，
常
借
於
民
間

 

團

体

，
如
國
防
部
經
管
公
有
土
地
長
期
借
予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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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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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

國

大

同

盟

、
軍

人

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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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婦

 

女
反
共
聯
合
會
等
民
間
團
體
使
用
；
或
各
機
關
間
互
相
借
用
•，
或

遭

其

他

機

關

長

期

占

用

，
嗣

後

未

依

規

定

確

實

索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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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各
機

 

關

經

管

國

有

土

地

，
爲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
：條
所

稱

公

用

財

產

，
管
理
機
關
自
應
依
同
法
第
；
彳

二

條

規

定

，
依
預
定
計
畫
及
規
定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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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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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財

產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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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止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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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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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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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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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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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調查報告 

090 財調0029附件3

調 查 報 告

壹 、 案 由 ：據 張 清 溪 、陳 師 孟 、黃 世 鑫 、王塗發等陳訴：為

行政院及各級政府機關將其所管有之公有財產贈 

與 、轉帳撥用或撥歸予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所有 

或 經 營 ，是否涉有違失一案。

貳 、 調 查 意 見 ：

本案經函請台北市政府等二十七個省（市 ）及 縣 （市 ） 

政府查明所轄範圍内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及附屬單位所有之 

土地及建築物產權之來源，並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調閱相關 

中國國民黨接收曰產案卷，經整理發現該黨台灣省黨部申請 

將國有特種房屋及其基地轉帳登記為該黨所有，以及前台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將原屬曰產之十九家戲院撥歸該黨經營，又 

各 縣 （市 ）政 府 及 鄉 （鎮 、市 ）公所將其管有之公有土地及 

建築物贈與該黨等問題，涉有違失。茲列述如下：

一 、行政機關於訓政時期將中國國民黨以政府名義接收之國有 

特 種 房 屋 ，以轉帳撥用等帳面處理方式移轉予該黨，以及 

於行憲後將該等房屋所屬基地併列轉帳予該黨，與當時法 

令規定有悖之嫌，行政院應本維護國家財產權益立場，確 

實清查該等房屋及基地現況，依法處理。

(一)關於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申請轉帳國有特種房屋（曰

產房屋）八十八處部分：

1.查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申請轉帳國有特種房屋（曰產 

房屋）八十八處一案，係經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彙列 

三十五年度所屬各單位接收敵偽物資追加預算，提奉 

前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二二七次常務會議核定（註 ：按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三十條規定：「訓政時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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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 

權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依中國國民黨中央 

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於民國二十八年設置國防最高委 

員會），並奉行政院三十六會三字第二九三一五號代電 

飭知有案。

2. 嗣台灣省公產管理處以肆拾未哿管二字第九五四一號 

代電各縣市政府及陽明山管理局：「……二 、關於省黨 

部奉准轉帳房屋八十八處案内，原屬公產部分業經本 

處會同省改造委員會派員分赴有關縣市協商交換在 

案 ，應請就近逕洽縣市改造委員會從速填具申請轉帳 

清 冊 （交換部份應予查明），務於本年八月底以前送 

處 ，俾便彙案報請省府核定辦理。……」。

3. 旋經台灣省公產管理處於四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以肆壹

卯真管二字第三九八三號代電台灣省政府略以：「……

二 、黨部轉帳房屋前因接收伊始，權 屬 未 明 ，致冊列 

建物標示不清，又誤將一部分公產房屋（省縣市有財 

產 ）列入轉帳，頗 滋糾紛 。經本處協同省黨部商定清 

理 要 點 ，並呈奉鈞府肆拾已銑府綸丙字第五九三二 0 

號代電核定原則照辦。嗣經本處會同省黨部派員前赴 

各縣市實地清查整理其原屬公產部分，另以日產房屋 

交 換 ，復經本處肆拾未寒管二字第九三八九號簽呈核 

備 在 案 。三 、茲准各縣市政府先後轉送黨部轉帳房屋 

清冊到處，總計壹百壹拾肆楝，經 已 彙 列清冊擬請鈞  

府先予核定，再行一面呈報行政院核備，一面電知各 

縣市政府准由黨部分別辦理建物移轉登記取得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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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

4•案經台灣省政府以肆壹卯儉府綸丙字第三三一一九號 

代電復台灣省公產管理處並副知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 

部 略 謂 ：「……二 、該處彙報各縣市列送中國國民黨台 

灣省黨部轉帳日產房屋一一四楝，應先呈報行政院俟 

奉 核 定 後 ，再行電知各縣市政府准由黨部分別辦理建 

物移轉登記核發所有權狀。……」。並經該府以肆壹辰 

寒府管二字第五四〇〇號代電報行政院稱，茲據公產 

管理處案呈各縣市政府先後轉送黨部轉帳房屋清冊， 

總計轉帳房屋壹百壹拾肆楝彙列清冊請核定等情到 

府 ，經核尚無不合，理合檢同省黨部轉帳撥用國有特 

種房屋清冊一份，電 呈 鈞 院 核 備 示 遵 。嗣奉行政院 

台四十一午敬一（内）字第四〇七六號代電「准予備 

查」在 案 。

5.台灣省政府以肆壹未有府管二字第〇八二一四號令台 

灣土地銀行公產代管部略以：「本案黨部轉帳房屋壹百 

壹 拾 肆 楝 既 經 奉 准 ，應 予 分 別 交 接 清 楚 ，以資結 

案 ，……前項奉准轉帳房屋（不包括基地）其權屬應 

為 黨 有 ，並應由黨部……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三條 

規定逕洽所在地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申請辦理移轉登記 

取得所有權狀。」。

(二)關於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申請併列轉帳國有特種房

屋所屬基地部分：

1.查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奉准轉帳國有特種房屋所屬 

基 地 ，請予援案併列轉帳續撥管有一案，經台灣省政 

府四三府財四字第四一八四〇號呈行政院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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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茲准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贜台財字第一二 0 七 

號 代 電：『查本會轉帳撥用國有特種房屋，准貴府贜未 

有府管二字第 0 八二一四號函送房屋清冊，並囑分別 

向所在地縣市政府辦理交接登記，此項手續僅限於房 

屋建物部分，又查轉帳黨產，即房屋建物及基地，仍 

係本黨中央彙列三十五年度所屬各單位接收敵偽物資 

追 加 預 算 ，提奉國防最高委員會二二七次常務會議核 

定 有 案 ，其建物部分因已轉帳撥用，而基地部分迄尚 

未准繼續辦理，茲本會台灣電影公司所屬台灣等七戲 

院 ，原向日人租用之土地既已奉准辦理分割接管，同 

例本會黨產房屋基地應同時繼續辦理，以清手續，而 

維權益等由。』本案奉准轉帳撥用房屋所屬國有特種 

基 地 ，可否准予援案併列轉帳續撥管有，本府未敢擅 

專 。三 、謹呈請察核示遵。....」。

2•案經行政院四十三年六月五日四十三（内）三五一七號 

令 ：「本案經交據内政部會商財政部等有關機關議復 

稱 ：『查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撥用之國有特種房屋壹 

百壹拾肆楝及基地，業經國防最高委員會核准一併轉 

帳 有 案 ，其房屋部分經辦轉帳完竣，現請將其基地部 

分繼續辦理移轉手續一節，似可准予照辦』應依議辦 

理 」。

3.前嗣據台灣省政府肆參府財忠四字第五二九號令示：本 

案台灣省黨部奉准轉帳撥用之國有特種房屋壹百壹拾 

肆楝使用基地（日產），既經奉准併列轉帳，應由該部 

(台灣土地銀行公產代管部）、府會同省黨部分別清 

查 ，就實際使用面積辦理分割，並列冊移交省黨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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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報核 。前項奉准併列轉帳國有特種基地，其權屬應 

為 黨 有 ，並應由省黨部參照本府肆壹辰馬管四字第 0 

五六一七號代電，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三條規定， 

逕洽所在地地政機關申請辦理移轉登記，取得土地所 

有 權 狀 。

4.嗣經台灣省政府於四十五年三月十三日以（肆伍）府忠 

財四字第三六 0 號令飭土地銀行公產代管部略謂： 

「一 、准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四十五年一月七日（四 

五 ）台財字第二五二三號代電，為奉准轉帳撥用國有 

特種房屋所屬基地，併列轉帳一案，自四十三年七月 

奉 准 迄 今 ，一年有餘，尚未辦理移接手續，兹以都市 

平均地權實施在即，請轉電土地銀行公產代管部及所

屬辦事處儘速列冊移交，以資結案。……二 ..... 前

項奉准併列轉帳國有特種基地，該部仍應剋速列冊移 

交省黨部接管，以資結案。」旋台灣省政府財政廳復 

以留四十六年八月八日財產字第五九六 0 九號代電該 

土地銀行公產代管部對於台灣省黨部轉帳撥用國有特 

種基地儘速辦理移接。

查上述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奉准轉帳撥用之一一四楝國 

有特種房屋既係依據訓政時期前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 

決 議 ，並經行政院代電核定辦理，在訓政時期，或屬有據； 

然在訓政時期，由於黨國一體，中國國民黨雖因具有國家 

機 關 地 位 ，而得代表國家管理上述國有特種房屋，但該等 

一一四楝房屋之所有權仍為國家所有，僅係由中國國民黨 

以國家機關地位管理，於 行 憲 之 後 ，中國國民黨不再具有 

國家機關地位，自也失去其管理權限；至於—— 四楝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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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房屋所屬基地併列轉帳部分，係遲至實施憲政後之民 

國四十三年始經行政院四十三（内）三五一七號令准辦理 

轉 帳 ，以是時中國國民黨在性質上已屬私法人團體，並非 

政 府 機 關 ，卻以轉帳撥用之方式取得上述公有房屋所屬基 

地 所 有 權 ，顯與當時土地法（民國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國民 

政府制定公布，二十五年三月一日施行）第二十六條：「各 

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 

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用」規 定 有 悖 ，行政院應本維護國 

家財產權益立場，確實清查該等房屋及基地現況，依法處 

理 。

二 、行政院及相關政府機關對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撥歸中國 

國民黨經營之十九家戲院，未能釐清該黨僅有經營權而無  

所 有 權 ，致該等戲院現已移轉予他人或仍登記該黨所有， 

行政院應本維護國家財產及人民權益之職責，確實澈底清  

理 ，依法處理。

關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將十九家戲院撥歸中國國民黨經 

營之始末，依調查所得資料摘述如下：

(一）查中國國民黨於三十四年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十六 

次會議通過，將電影事業列為黨營事業範圍。案經中國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財務委員會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 

日京務字第四一一號函行政院略以：「案據台灣省執行委 

員會主任委員李翼中電稱：『本省黨費所需甚鉅，經一再 

向陳長官洽商，現已允將本省接收日人公私產業項下所 

有電影戲院撥歸本會經營，惟事關日產移轉，須經行政 

院 核 准 ，日内將由長官公署電院請示，本案倘能實現， 

台灣全省黨費已可自給，乞函行政院准予照撥，萬一格

6



於 法 令 ，價 售 亦 可 ，惟應照日人底價略為提高，此項價 

款請中央革命戰債轉帳，必要時地方可籌一部分湊還， 

謹先電呈察核，務祈力賜洽辦並希復示等情到會。』，查 

所請將所有該省接收日人公私產業項下之電影戲院准由 

該會優先價購，由財政部與本會依貴院核定價格作為中 

央抗戰損失賠款轉帳，俾該省黨部經費得以自給，不再 

仰給政府之補助一節，尚無不合相應函請貴院查照，令 

飭該省長官公署遵照辦理，仍希見復為荷。」。

(二) 嗣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日產處理委員會宣傳委員會於 

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以雨子養宣字第 0 六六 0 六號代 

電致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奉長官通知所有宣傳委員 

會接收管理之電影院，除台北國際戲院仍予保留外，其 

餘應移交貴部接收管理等因，經電准貴部派員來會洽談 

在 案 。茲將應行移交各電影院計宣傳委員會接管者十四 

家 ，高雄市政府接管者二家，應請分別接管；尚未接管 

者之共樂戲院、南方常設館、新光戲院三家，並請接收 

列 送 會 ，又美都麗戲院產權尚未確定，應俟確定後，另 

行 奉 告 ，相應彙列一表連同已經接管之原始清冊十四份 

隨 電 送 達 ，即希查照辦理見覆為荷。…… 附移交日產電 

影院一覽表一份清冊十四份。」

(三) 復經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以三十六年雨子 

謙宣字第八九三五號代電致台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 

委 員 會 ：「查本省各日產電影院奉令撥歸黨營一案，前經 

本會開列清冊並檢具各院財產目錄會同貴會電送省黨部 

去 後 ，茲准省黨部雨子有黨事字第 0 四一四號代電定於 

本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先行接收台北市各影院，其餘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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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影院仍請分別轉飭遵照準備移交等由，除由本會派 

員會同點交並分飭各院遵照外，應請貴會派員監交，並 

轉飭各縣市分會分別派員監交，仍將貴會派定監交員姓 

名先行見覆為荷。……」案經台灣省接收委員會曰產處 

理委員會於同年二月五日產（卅六）處字第 0 七八 0 號 

代電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及各縣市政府略 

以 ：「…… 關於省黨部定期接收各電影院一案，除台北市 

部分由本會派專員章懋猷監交外，其餘各縣市部分已分 

別電知各該縣市分會就近派員監交，相應復請查照為 

荷 。……」。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執行委員會嗣於三十六年 

一月二十八日以雨子儉台黨財字第二六號至第三四號函 

致台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通知定於同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月九日分別派員接收各電影院。

(四)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於三十六年一月三 

十日令將該等戲院交由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並由台 

灣省黨部成立台灣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之。並經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三十六年四月以署產（卅六）處 

字第二五一七號代電呈南京行政院院長張鈞鑒：「查本省 

接收日資電影事業前經秉承中央意旨飭由本署宣傳委員 

會會同日產處理委員會將大世界戲院等十九單位移交中 

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接管，並 經 以 署 （卅六）產字第一

六六三號電呈核備在案。....」。

按相關檔案及史料文件顯示，該十九家戲院係台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接收日資電影戲院移交予中國國民黨 

台灣省黨部接管經營，既係撥歸該黨經營，該黨對於該十 

九家戲院應僅有經營權而無所有權，惟行政院及相關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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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竟未能釐清兩者之分際，致該十九家戲院陸續已有移 

轉予他人者，有仍登記為該黨所有者。行政院身為國家最 

高行政機關，應本維護國家財產及人民權益之職責，確實 

澈底清理，依法處理。

三 、各級政府機關將其管有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陸續贈與中國 

國 民 黨 ，顯與憲法規定及法律之實質精神有悖，亦似與台 

灣省省有財產管理規則列示之公有財產管理方式不符，行 

政院應確實澈底清理，依法處理。

按台灣省省有財產管理規則第七十四條第二項「鄉鎮縣轄 

市有土地之處分，應由該管鄉鎮縣轄市公所送經鄉鎮縣轄 

市民代表會審議同意後，報經該管縣政府核准。……」之 

規 定 ，係該規則於七十四年四月二十日修正時所增訂；之 

前 ，該規則並未就鄉（鎮 、市 ）有土地處分有所規定。惟 

按七十二年九月廢止前之公有土地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 

「鄉鎮有土地由鄉鎮自治機關使用收益，其處分應經該管 

市縣政府核准」，另按民國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國民政府制定 

公 布 ，二十五年三月一日施行之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 

區内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 

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查各級政府機關將其管有 

之公有財產，自民國四十七年起至民國七十七年止，多年 

來陸續贈與中國國民黨及其所屬單位，其中土地八十六 

筆 ，面積合計'— 七、八 九 0 . 二平方公尺；建築物三十七 

筆 ，面積合計一二、二 五 一 .八 平 方 公 尺 。各該政府機關 

雖係依上開規定程序，提經各該管民意機關同意，並報經 

其上級機關核准後，將各該公有財產贈與中國國民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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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其程序，依事件當時之法律，雖 有 所 據 ，惟在當時黨 

國體制之下，多年來陸續將政府管有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 

贈 與 該 黨 ，此種獨厚特定政黨之作法，顯與法律實質精神 

有 違 ；又衡諸憲政原理，所謂國有財產，屬全國人民所有， 

政府機關不過是受人民付託，並為人民之利益而代為管 

理 。此即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中華 

民國領土内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之意旨所在，故各級政 

府在管 理 、使 用 、處分公有財產時，自應以人民之利益為 

依 歸 ，並不得損及人民之利益。過去各級政府將國家財產 

無償贈與中國國民黨之行為，已在人民及政黨之間，形成 

不公平之差別待遇，顯與憲法第七條人民不分黨派，在法 

律上一律平等的精神有悖，亦似與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十五 

曰公布之台灣省省有財產管理規則列示之公有財產管理方 

式 不 符 ，行政院應確實澈底清理，依法處理。

調查委員：黃煌雄、張德銘、趙昌平、林秋山

九十年三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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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4

dr.
壹 、案

監察院調查報告 

100 内調0092

由 ：中國青年救國團歷年來承租、價 購 、撥用或 

占 用 國 有 地 ，爭 議 不 斷 ，雖 前 經 本 院 於 88 

年 調 查 並 糾 正 在 案 ，惟 成 效 如 何 ，復國有財 

產主管機關與相關機關有無善盡職責等情乙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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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調 查 意 見 ：

案 經 函 請 内 政 部 、財 政 部 、教 育 部 、交 通 部 、經濟部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各 直 轄 市 、縣 （市）政 府 說 明 ， 

於 民 國 （下 同 ）100年 1月2 1日約詢内政部、財 政 部 、教育 

部 、交 通 部 、經 濟 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等相關主 

管 人 員 ，並分別於同年 4月 1 3日至中國青年救國團進行訪 

談 、同年5月2 日約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下稱國產局）相 

關主管人員赴本院訪談。業 經 本 院 調 查 竣 事 ，茲將調查意 

見 臚 列 於 后 ：

一 、中國青年救國團自 7 8 年轉型成為社團法人後，外界屢 

有針對其財務不透明及業務包山包海提出批評，連帶 

使該 團 公 益 性 受 到 質 疑 。惟内政部身為社會團體主管 

機 關 ，卻 對 其 管 理 採 取 低 度 規 範 ，致相關紛擾與對立 

情 事 時 有 所 聞 ，内政部允應針對易引爭議事項積極檢 

討 、妥 適 規 範 。

(一） 查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下稱救國團）自創團迄今已屆 

6 0 年 ，期間為順應國内政治、經 濟 、社會發展變遷

，於 7 8 年 轉 型 成 為 社 團 法 人 ，並 結 合 社 會 資 源 、 

調 整 業 務 重 點 ，從 事 青 年 服 務 工 作 ，賡續辦理各類 

教 育 性 、公 益 性 及 服務性活動，普遍獲得各界肯定 

。按 該 團 組 織 規 程 規 定 ，其 總 團 部 設 有 8 處 1 會 ， 

並 分 設 1 9 處 縣 市 團 務指導委員會、1 3 處青年活動 

中 心 、9 處 輔 導 中 心 、3 處學苑及青年服務社等。 

經 統 計 （至 1 0 0年 5 月底止） ，該 團 計 有 團 員 237 

人 、支 薪 之 專 職 員 工 （含臨時人員）1 , 2 4 3人 ，服 

務 志 工 3 0 , 7 8 0人 ，其 9 9 年 資 產 總 額 新 臺 幣 （下同 

) 5,320,718,839 元 、年度總收入 2,338,003,777 

元 、年 度 總 支 出 2,368,701,281元 ，相關財務收支 

均依規定函 報内政部核備。

(二） 再 查 ，救國團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6 條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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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向 各 直 轄 市 、縣 （市 ）政府申請立案之補習班 

合 計 4 6 家 ；又 分 別 持 有 「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 

司」 （團 員 擔 任 董 監 事 比 例 1 0 0 % ) 及 「張老師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理 事 、團員擔任董監事比 

例 1 0 0 % )  9 9 % 以 上 股 份 ，而 「中國青年旅行社有 

限公司」再 轉 投 資 「中國青年留遊學顧問有限公司 

」 （由團員擔任董事）及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 

」 （由團員擔任董事） ；另 該 團 捐 助 設 立 之 「財團 

法人中國青年服務事業文教基金會」 （團員擔任董 

事 比 例 8 8 . 2 % )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團 

員擔任董事比例 4 6 . 6 % ) 、「財團法人中國青年大 

陸研究文教基金會」 （團員擔任董事比例 7 6 . 2 % )  

轉 投 資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理 事 、團 

員擔任董事、監 察 人 比 例 8 7 . 5 % ) ，「幼獅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再 轉 投 資 「團隊鍵企業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由團員擔任董事）及 「幼獅運動休閒 

管理有限公司」 （由團員擔任董事） ，併 予 敘 明 。

(三）參 照 公 司 法 第 3 6 9條 之 2 : 「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 

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 

司為從屬公司。除 前 項 外 ，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 

公 司 之 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 

他 公 司 為 從 屬 公 司 。」同 法 3 6 9條 之 3: 「有左列 

情 形 之 一 者 ，推 定 為 有 控 制 與 從 屬 關 係 ： （1 ) 公  

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  

同 者 ； （2 ) 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 

份 總 數 或 資 本 總 額 有 半 數 以 上 為 相 同 之 股 東 持 有  

或 出 資 者 。」規定意旨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解釋， 

救國團對前開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已有實 

質 之 控 制 權 ；另 詢 據 經 濟 部 稱 ，公 司 之 股 東 ，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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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人 外 ，政 府 、法 人 （財 團 法 人 、社團法人等）亦 

得投資公司而為公司之股東，惟其轉投資具營利性 

質之公司組織是否符合其成立「社 會 團 體 」之宗旨 

及 人 民 團 體法相關規定，允屬人民團體法主管機關 

審 認 之 權 責 云 云 ；又 按 法 務 部 8 9 年 1 0 月 2 7 日 （ 

8 9 ) 法 律 決 字 第 0 3 3 7 3 7號 函 釋 略 以 ： 「財團法人 

固以遂行公益事業為目的，不 得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惟 

茲所謂目的係指於終局之目的而言，故苟投資於營 

利 事 業 ，但仍將所得利益用於公益事業者，尚不失

為 公 益 法 人 ，與其目的似尚無牴觸 ....。」再按内

政 部 1 0 0年 3 月 1 8 日台内社字第 1000049459號函 

復 本 院 略 以 ：「本部對立案之全國性社會團體（近 1 

萬個）會 務 管 理 與 督 導 部 分 ，均 採 相 同 原 則 以 『高 

度 自 治 、低度規範』原 則 辦 理 ，即法令無明文規定 

者 ，不 予 管 理 或 限 制 。…… 救 國 團 財 務 稽 核 乙 節 ， 

本部處理情形與其他立案之社會團體無異，相關財 

務書 表 等 由 理 事 會 編 製 、監 事 會 審 核 、提經會員大 

會決議通過後報部辦理…… 。」

(四）綜 上 ，社團法人之營 利或投資行為，在符合法令規 

定且不違背其法人之公益目的時，即 非 法 所 不 許 。 

然 而 ，救 國 團 身 為 公 益 性 社 團 ，組 織 龐 大 、資源豐 

厚 、業 務 廣 泛 ，加 上 擁 有 諸 多 轉 投 資 事 業 ，且多由 

團員擔任負責人及董事，情形迥異於一般社團法人 

，其間或有涉及内部財務流向與社會價值判斷，以 

致 外 界 屢 屢 對 其 財 務 不 透 明 （含 薪 資 、退休支給） 

、業務包山包海提出批評。惟内政部身為社會團體 

主 管 機 關 ，面對特殊情形仍採一般性低度規範，坐 

視 上 開 訾 議 持 續 發 酵 ，未能針對其運作模式與公益 

目的之關聯性訂定審酌標準，且未配合社會團體財 

務 處 理 辦 法 第 2 7 條 ： 「社 會 團 體 處 理 財 務 收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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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 有 匿 報或虛 報情事，並 應 定 期 公 告 之 。」規定 

，建立透明之財務公開機制，導致相關紛爭與對立 

情 事 時 有 所 聞 ，連 帶 造 成 該 團 無 所 遵 循 ，公益性受 

到 質 疑 ，徒 增 社 會 外 部 成 本 。内政部允應針對易引 

爭 議 事 項 積 極 檢 討 、妥 適 規 範 。

二 、按 發 展 觀 光 條 例 第 2 4條 第 3 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教師 

會 館 、國 軍 英 雄 館 、警光山莊及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 

等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住宿之場所，應由各 

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安全、經營等事項訂定辦法 

管 理 之 。惟内政部身為救國團之主管機關，竟推諉塞 

責 ，未 依 規 定 訂 定 管 理 辦 法 ，枉 顧 民 眾 住 宿 安 全 ，怠 

忽 職 守 甚 明 。

(一）發 展 觀 光 條 例 於 9 0 年 1 1 月 1 4 日 修 正 公 布 ，增訂 

第 2 4 條 第 3 項 規 定 ： 「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 

對 象 住 宿 之 場 所 ，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安  

全 、經營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觀其立法說明 

略 以 ：「目前有許多非營利事業單位，基於特定目 

的 提 供 住 宿 場 所 者 ，如 教 師 會 館 、國 軍 英 雄 館 、警 

光山莊及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等，宜由其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就其安全、經營等事項另訂定辦法加以管 

理 ，以 維 護 住 宿 安 全 。」依 前 揭 規 定 ，中華民國僑 

務 委 員 會 於 9 1 年 7 月 1 日 訂 定 「僑務委員會所屬 

華僑會館經營管理及安全維護要點」、國 防 部 於 91 

年 8 月 7 日 訂 定 「國軍服務作業單位及國軍英雄館 

管理辦法」 、内政部警政署於 9 1 年 9 月 1 1 日訂定 

「警政署警察機關警光山莊及會館管理辦法」 、教 

育 部 於 9 3 年 3 月 1 5 日 訂 定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 

校住宿設施經營管理及安全維護要點」 、行政院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亦 於 9 7 年 6 月 2 7 日 訂 定 「文化建設 

委 員 會 所 屬 機 關 住 宿 設 施 經 營 管 理 及 安 全 維 護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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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 ，合 先 敘 明 。

(二） 然 而 ，内 政 部 1 0 0 年 3 月 1 8 日台内社字第  

1 0 0 0 0 4 9 4 5 9號 函 復 本 院 略 以 ，按發展觀光條例第 

2 4 條 第 3 項 規 定 ：「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 

住 宿 之 場 所 ，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安全、 

經營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上開法令定有明文

，故 所 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屬經營住宿場所 

之 「安 全 」與 「經 營 」之 主 管 機 關 而 言 （即交通部 

) 。…… 該部為人民團體法第 3 條規定所稱之中央 

主 管 機 關 ，該部社會司主要係負責社會團體之會務 

輔 導 ，至社會團體基於推動業務需要，依據團體章 

程 推 展 業 務 ，係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督導 

，故該部未訂定住宿場所相關管理辦法等語，顯有 

違 誤 。

(三） 再 查 建 築 法 第 2 條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在中央為内  

政 部 ；在 直 轄 市 為 直 轄 市 政 府 ；在 縣 （市 ）為 縣 （

市 ）政 府 。....」 、同 法 第 9 6 條 規 定 ： 「本法施

行 前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而未領有使用執照者， 

其所有權人應申請核發使用執照。…… 」 、内政部 

9 1 年 3 月 1 9 日内授營建管字第 0900018726號 函 ：

「……供 公 眾 使 用 及 公 有 建 築 物 均 應 實 施 建 築 管  

理 ，尚無需認定實施建築管理之基準日期。」規定 

甚 明 。惟 據 内 政 部 1 0 0 年 7 月 2 1 日台内社字第 

1000129610號函復本院資料顯示，救 國 團 （含分支 

、附屬單位）目前使用之建築改良物多未領有使用 

執 照 。

(四） 綜 上 ，依 據 發 展 觀 光 條 例 第 2 4 條 第 3 項 規 定 ，各 

該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如 教 育 部 、國 防 部 、警政署 

等 ）均有針對其主管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 

住 宿 之 場 所 ，訂 定 相 關 管 理 辦 法 ，以 為 其 安 全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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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等事項提供明確之遵循規範。然 而 ，内政部身為 

社 會 團 體 之 主 管 機 關 ，竟 推 諉 塞 責 ，未依規定訂定 

相 關 管 理 辦 法 ，輕 忽 其 急 迫 性 與 重 要 性 ，枉顧民眾 

住 宿 安 全 ，怠忽職守 甚 明 。另有鑒於建築管理與公 

共 安 全 密 不 可 分 ，内政部允應針對供公眾使用而未 

領 有 使 用 執 照 之 建 築 物 ，進行妥適規範並依法查處 

，以維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設備安全。

三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對於救國團使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除針對占用情形依法排除外，其餘仍依規定辦理出 

租 ，條 件 與 一 般 民 眾 無 異 ，經 核 於 法 雖 非 無 據 ，惟該 

團承租國有非公用不動產面積廣大，且不乏坐落風景 

、名 勝 及 都 會 精 華 地 區 ，加 上 法 定 租 金 低 廉 ，以及公 

益團體 身 分 之 租 金 優 惠 ，致民眾常有政府獨厚救國團 

之 誤 解 。財 政 部 允 應 本 諸 權 責 ，妥慎研議上開情形之

公 平 性 與 合 理 性 ，提 出 具 體 解 決 方 案 ，以維社會公義

。

(一）按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4 2 條 第 1 項 ： 「非公用財產類不 

動 產 之 出 租 ，得 以 標 租 方 式 辦 理 。但合於下列各款 

規 定 之 一 者 ，得 逕 予 出 租 ：…… 二 、8 2 年 7 月 21 

日 前 已 實 際 使 用 ，並 願 繳 清 歷 年 使 用 補 償 金 者 。 

…… 」 、同 法 第 4 6 條 第 2 項 ： 「邊際及海岸地可 

闢為觀光或作海水浴場等事業用者，得提供利用辦 

理 放 租 ；…… 」 、行 政 院 8 2 年 4 月 2 3 日 台 8 2 財 

字 第 1 1 1 5 3號 函 示 ： 「…… 國 有 出 租 基 地 ，自 82 

年 7 月 1 日 起 ，一律依照土地申報地價年息 5 % 計 

收 租 金 （年 租 金 ） 。非 營 利 法 人 、公益團體承租國 

有基地作事業目的使用者，依 前 述 租 金 額 6 0 % 計收 

租 金 （即 申 報 地 價 年 息 3 % ) 。…… 」 、土地法第 

9 7 條 第 1 項 ：「城 市 地 方 房 屋 之 租 金 ，以不超過土 

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 1 0 % 為 限 。」國有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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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不 動 產 租 賃 作 業 程 序 第 5 5 點 ： 「出租不動產之 

租 金 ，除 另 有 規 定 外 ，依 下 列 計 算 方 式 計 收 ： （1 

) 基 地 ：年租金為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乘以 5 %  

; ( 2 ) 房 屋 ：年 租 金 為 當 期 房屋課稅現值乘以 10

% 。....」 、海岸土地放租辦法第 6 條 ：「海岸土

地 之 租 金 ，依 下 列 規 定 定 之 ：一 、觀 光 、海水浴場 

用 地 ，依照土地公告地價乘以財政部核定之租金率 

計 收 。…… 」等 規 定 甚 明 。

(二） 查目前救國團依前揭規定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下 

稱 國 產 局 ）承租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土地總面積 

計 182,074.72平 方 公 尺 、建 物 總 面 積 計 6,908.12 

平 方 公 尺 ，年 租 金 計 8,021, 070元 ，作為宜蘭學苑 

、嘉 義 學 苑 、劍 潭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金山青年活動中 

心 、天 祥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墾 丁 青 年活動中心、澎湖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基 隆 市 團 委 會 、臺 東 縣 團 委 會 、南 

投 縣 團 委 會 、臺 南 市 團 委 會 、高雄縣團委會使用。 

再 查 ，救 國 團 占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總 面 積 計  

1,513.5平方公 尺 、建 物 總 面 積 計 9,543.0 1平方公 

尺 ，其 中 志 清 大 樓 部 分 ，業經國產局北區辦事處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 起 返 還 無 權 占 有 房 屋 等 民 事  

訴 訟 ，目前進行訴訟審理中；至於該團占用花蓮縣 

秀 林 鄉 文山段土地作為天祥青年活動中心使用部  

分 ，除有 繳 納 使 用 補 償 金 外 ，其 中 116-1、116-2、 

116-3、116-4地 號 等 4 筆 土 地 ，經國產局臺灣北區 

辦 事 處 花 蓮分處審核 符合「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綠 

美化案件處理原則」規 定 ，業通知該團訂定認養契 

約 ，至 其 餘 列 管 占 用 部 分 （1 3 1、131-1、1 3 1 - 2地 

號 ） ，該 團 亦 於 1 0 0年 5 月 4 日向該分處申租，刻 

正 進 行 審 核 中 。

(三） 依 據 財 政 部 1 0 0 年 3 月 1 1 日 台 財 產 管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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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4000 49 00號 函 復 本 院 略 以 ，救國團承租國有非 

公 用 土 （房 ）地 及 租 金 計 收 標 準 ，均係依國有財產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行 政 院 核 示 等 辦 理 ，與一般民 

眾 並 無 二 致 。…… 1.國產局係依國有財產法相關規 

定 辦 理 出 租 ，並就救國團以公益團體身分承租土地 

作 其 事 業 目的使用之情形，給 予 租 金 6 折 優 惠 ；2. 

該 部 並 未 獲 内 政 部 查 告 救 國 團 於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經營其事業不符公益性質或違反事業目的使用，故 

國產局仍據以給予租金優惠；3.為 免 外 界 有 「救國 

團低價承租國有土地」之 不 良 觀 感 ，後續國產局將 

請 相 關 機 關 會 同 清 查 救 國 團 承 租 之 土 地 有 無 違 反  

其 事 業 目 的 之 使 用 ，有 違 其 事 業目的使用者，國產 

局將取消其租金優惠云云。

(四）綜 上 ，早期為配合青年輔導政策，在 政 府 協 助 下 ， 

救 國 團 得 以 使 用 （含 撥 用 、借 用 、租 用 ）國有非公 

用 不 動 產 ，在全國各地區興建青年活動中心、山莊 

、學 苑 等 活 動 場 所 ，以提供青年良好之教育環境與 

休 閒 服 務 。7 8 年救國團轉型成為社會團體後，為使 

符 合 法 制 ，國產局對於該團使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部 分 ，除針對占用情形依法處理、提 起 訴 訟 外 ，其 

餘 仍 依 相 關 法 規 辦 理 出 租 ，經 核 於 法 尚 非 無 據 。然 

而 ，此 一 龐 大 規 模 ，除 早 期 （4 1 年 至 7 8 年 ）因國 

家 社 會 之 需 求 ，由行政院直接運用各項行政資源， 

委託該團辦理青年服務活動而佈下之基礎外，亦有 

該 團 於 7 8 年 轉 型 為 社 團 法 人 後 ，行政機關未澈底 

切 割 以 往 合 作 之 模 式 ，仍 注 以 相 對 龐 大 資 源 ，長期 

運 作 累 積 多 年 而 成 。此 外 ，由於該團承租國有非公 

用 不 動 產 面 積 廣 大 ，且 不 乏 坐 落 風 景 、名勝及都會 

精 華 地 區 ，加 上 法 定 租 金 低 廉 ，以及公益團體身分 

之 租 金 優 惠 ，致民眾常有政府獨厚救國團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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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此 特 殊 個 案 ，財 政 部 允 應 本 諸 權 責 ，妥慎研議 

上開情形承襲適用首揭法規之公平性與合理性，提 

出 具 體 解 決 方 案 ，以 維 社 會 公 義 。

四 、行 政 院 農 業 委員會林務局、行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以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將其經管 

之 國 有 公 用 不 動 產 ，出 租 予 救國團使用，核與國有財 

產法及相關組織法規或主管法律規定不符。財政部允 

應 基 於 「綜理國有財產事務」立 場 ，協調上開機關速 

予 改 善 ，依 法 處 理 。

(一）按 「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直接

管理之 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

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

目的或原定用途者，不在此限 公用財產應依

預定計晝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 」 、 「 

本 法 第 2 8 條 但書所稱不違背其事業目的，係指主 

管機關或管理機關之 組 織 法 規 或 其 主 管 法 律 規 定  

，得將經管之財產提供他人使用；所稱不違背其原 

定 用 途 ，係指管理機關依計晝及規定用途使用中，

兼由他人使用者 國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或利用

，依 本 原 則 規 定 辦 理 。但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依組 

織法規或 主 管 法 律 規 定 或 徵 得 財 政 部 同 意 訂 有 作

業 規 定 者 ，從其規定 各機關經管之公有財產

依採購法規定辦理委外經營使用者，應先查明確實 

符 合 國 產 法 、地方公產管理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 」分 別 為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1 1 條 、第 2 8 條 、第 32 

條 、同 法 施 行細則第 2 5 條 第 2 項 、國有公用不動 

產 收 益 原 則 第 2 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 3 年 6 

月 1 6 日工程技字第 09300234640號 函 釋 所 明 定 。

.)查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援 用 精 省 前 租 約 將 經  

管 之 事 業 林 班 （房 ）地 續 租 予 救 國 團 （土地面積

r
」

厂j

「j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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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56.11平 方 公 尺 ，建 物 面 積 3 4 9平 方 公 尺 ，年 

租 金 1,051,499元 ） ，作為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 

曰月潭青年活動中心、婭 口 山 莊 、觀雲山莊及工寮 

使 用 部 分 ，依 國 產 局 1 0 0年 4 月 2 8 日 「研商行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等 機 關 經 管 國 有 公 用 房 地 提 供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使 用 之 適 法 性 及 是 否 符  

合使用目的案」會 議 結 論 略 以 ，將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確定檢討處理方式，於 契 約 期 限 屆 滿 後 ，依規 

定 改 正 云 云 ；另國立臺灣大學委託救國團經營溪頭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部 分 （土 地 面 積 4 4 , 2 4 0平 方 公 尺 ， 

權 利 金 6,868, 000元 ） ，亦經前揭國產局會議結論 

略 以 ，本案以政府採購法為法令依據，採委託經營 

辦 理 ，不符首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釋意旨， 

為 符 法 制 ，俟 契 約 期 限 屆 滿 ，改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 建 設 法 或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2 8 條 但 書 等 規 定 ，檢討 

改 正 等 語 ，先 予 敘 明 。

(三）再 查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依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開 發  

管 理 辦 法 第 2 8 條 第 1 項 ： 「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 

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 

續 承 租 。」規 定 ，將經管之原住民保留地租予救國 

團 （面 積 2 0 , 1 7 7平 方 公 尺 ，年 租 金 47 3 , 1 4 2元 ） 

，作為梅山青年活動中心、復興青年活動中心使用 

部 分 ，亦 核 與 前 揭 「自耕」或 「自用」之規定不符  

; 另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依該局經管公用不動產 

出租及利用作業要點第4 點 ：「本局辦理不動產出 

租方式以公開標租為原則。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得 

不 經 公 開 標 租 程 序 直 接 出 租 ：…… （4 ) 為配合本 

局 客 貨 運 輸 業 務 、公 益 、公 用 需 要 者 。…… 」規定 

，將 經 管 之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百 齡 段 六 小 段 6 7 3 、706 

地 號 土 地 租 予 救 國 團 （面 積 4, 0 1 2平 方 公 尺 、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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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3,627,521元 ） ，作 為 機 房 、宿 舍 、戒 於 中 心 、 

停 車 棚 使 用 部 分 ，尚 難 遽 認 合 於 該 局 「業務」 、 「 

公 益 」 、 「公 用 」需 要 ，亦 與 行 政 院 8 9 年 3 月 28 

日 台 8 9 内 字 第 0 8 8 7 0號 函 復 本 院 「該等土地積極 

辦理移交國有財產局接管處理中」之 内 容 有 違 。

(四）綜 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 員 會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以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 將 經 管 之 國有公用不動產，出租予 救國團使用， 

核 與 國 有 財 產 法 及 相 關 組 織 法 規 或 主 管 法 律 規 定  

不 符 。財 政 部 允 應 基 於 「綜理國有財產事務」立場 

，協調上開機關切實檢討救國團目前使用該等國有 

公用 不 動 產 之 適 法 性 ，以及是否符合預定計晝、規 

定用途或事業目的。倘 已 無 需 公 用 ，即依國有財產 

法 第 3 3 條 、第 3 5 條 規 定 變 更 為 非 公 用 財 產 ，或依 

同 法 第 3 9 條 規 定 申 請 撤 銷 撥 用 ，並依同法施行細 

則 第 2 7 條 規 定 ，移 交 國 產 局 接 管 ，依 法 處 理 。

五 、有關救國團無權占有使用部分直轄市有、縣 （市 ）有 

、鄉 （鎮 、市 ）有 土 地 ，地方政府除依民法不當得利  

之 規 定 ，收 取 使 用 補 償 金 外 ，仍應確實依財產管理自 

治 條 例 、自治規則以及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等規 

定 ，積 極 處 理 、排 除 占 用 ，以健全地方公地管理。

(一）按 地 方 制 度 法 規 定 ，各 直 轄 市 有 、縣 （市）有 、鄉 （ 

鎮 、市 ）有 財 產 之 經 營 及 處 分 ，係屬地方自治事項 

，直 轄 市 、縣 （市）政 府 、鄉 （鎮 、市）公所為管理 

公 有 財 產 ，應依據地方政府之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等規定，為 清 理 、保 管 、使 用 、收 益 、處 

分 、排 他 、檢 核 、稅 賦 之 工 作 ，以維護公產並開發 

利 用 之 行 為 。再按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1 點 

規 定 略 以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依下列規定實施產 

籍 管 理 並 限 期 完 成 ：…… （3 ) 積極處理被占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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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依 法 令 得 出 租 者 ，限 期 辦 理 租 用 ，逾期不承 

租 者 應 予 收 回 ；依 法 令 不 得 出 租 者 ，限 期 收 回 ；其 

非法地上物洽請業務主管機關依法排除。」另按民 

法 第 18 1條 規 定 ：「不 當 得 利 之 受 領 人 ，除返還其 

所 受 之 利 益 外 ，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 

返 還 。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 

應 償 還 其 價 額 。」

(二） 查 本 院 前 以 8 8 年 7 月 1 5 日 （8 8 ) 院台内字第 

8819 00 573號 函 ，針 對 臺 中 市 政 府 （自 7 9 年 起 ） 、 

南 投 縣 政 府 （自 7 9 年 起 ） 、屏 東 縣 政 府 （自 8 7 年 

起 ）及 彰 化 縣 彰 化 市 公 所 （自 7 3 年 起 ）等以向救  

國團收取使用補償金方式處理「被 占 用 」公 地 ，迄 

未 協 調 該 團 返 還 ，與 規 定 不 合 等 情 ，提具調查意見 

經行政院轉飭相關機關確實檢討妥處在案。惟各該 

機 關 仍 未 積 極 依 法 處 理 ，導致目前救國團仍無權占 

有 使 用 該 等 土 地 （面 積 5,6 8 9平 方 公 尺 ，年使用補 

償 金 2,00 6,792元 ） ，作 為 臺 中 市 團 委 會 、南投縣 

團 委 會 、屏 東 縣 團 委 會 、彰化社會教育研習中心使 

用 ，先 予 敘 明 。

(三） 再 查 ，救 國 團 占 用 高 雄 市 有 鳥 松 區 育 才 段 8 6 、89 

地 號 、仁 武 區 慈 惠 段 9 3 6地號土地（面 積 ：3,050.78 

平 方 公 尺 ，年 使 用 補 償 金 161,7 5 7元 ） ，作為澄清 

湖青年活動中心使用；占用花蓮縣有花蓮市北濱段 

587-29 、 587 、 587-1 、 587-2 、 641 、 641-1 、 641-2 

、6 4 2 、6 4 3 地 號 土 地 （面 積 ：1 5 0 7 . 5平 方 公 尺 ， 

年 使 用 補 償 金 133,3 1 6元 ） ，作 為 花 蓮 縣 團 委 會 、

花 蓮 學 苑 使 用 ，亦與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不符

。

(四） 綜 上 ，有關救國團無權占有使用臺中市有、高雄市 

有 、南 投 縣 有 、屏 東 縣 有 、花蓮縣有及彰化縣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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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有 土 地 ，地方政府以收取使用補償金方式，任令 

該團長期無權占用直轄市有、縣 （市 ）有 、鄉 （鎮 

、市 ）有 土 地 ，迄 今 仍 未 依 法 妥 處 ，顯 有 怠 失 。相 

關機關允應確實依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自治規則以 

及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等規定，積 極 處 理 、排 

除 占 用 ，以健全地方公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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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處 理 辦 法 ：

一 、 調 查 意 見 一 、二 ，提 案 糾 正 内 政 部 。

二 、 調 查 意 見 二 、四 ’函請財政部確貫檢討改進見復。

三 、 調 查 意 見 五 ，函 請 高 雄 市 政 府 、臺 中 市 政 府 、南投縣 

政 府 、彰 化 縣 政 府 、屏 東 縣 政 府 、花蓮縣政府確實檢 

討 改 進 見 復 。

四 、 檢 附 派 查 函 及 相 關 附 件 ，送請内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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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對照表以前，我們先區分這幾個版本中沒有意見的部分和有差異的部分，過去都是如此， 

然後從有意見的部分開始逐條討論，讓大家充分表達意見，我是認為這樣可能比較有效率，也 

比較符合過去朝野協商的樣態。

主 席 ：現在國民黨黨團有誰要代表針對今天的協商，在溝通之前先表示意見？還是要照柯委員的意 

見 ，我們就進入整個實質的協商？

林 委 員 德 福 ：今天修這個法，大家都心知肚明，是針對國民黨所提的修法，當然國民黨過去有一些 

歷史因素等等，在過去那種時代裡面有其歷史意義，今天國民黨並沒有執政，民進黨完全執政 

，而提出了這樣的法案。我先針對黨團的立場做一些闡述跟說明，今年3 月 1 0日國民黨黨團全 

體一致通過了一個決議案，就是將黨裡面這些退休人員、現職人員的退休金等等處理完以後， 

其他全部都捐為公益用途。其實國民黨中央在7 月 1 4日也一樣做了這樣的宣示，其實黨產本身 

七折八扣地也沒有賸多少，站在黨團的立場，我們老早就表述、講得很清楚，但是這一次在整 

個修法的過程裡面，因為我們都知道它是要設在行政院下面的委員會，但行政院沒有提版本、 

民進黨也沒有提版本，就是用民進黨裡面幾位委員提的版本，以這些版本來看，每一條幾乎都 

有修正，我們對於修正的內容要是有任何異議，其實都是要用強制表決的方式，等 於 1 2個版本 

都是民進黨自己主張的版本。我們今天不是護產，而是條文內容裡面有很多違法、違憲的地方 

，針對這些內容以及今日的朝野協商，身為立法委員，我認為違法、違憲的條文不應該提出去 

，那真的會讓人家笑話。等一下針對每一個條文或是我們認為有不當的地方，大家來探討，這 

是國民黨黨團表達的意見跟看法。

主 席 ：林委員德福講的意思大概跟柯委員講的意思一樣，就是逐條討論，看哪一條有什麼爭議，彼 

此再來進行協商。

黃 委 員 國 昌 ：我只有程序上面的事情想要先釐清一下，目前我們坐在這邊所進行的黨團協商之目的 

是什麼？是在處理程序性的事項，還是要對於現在突然提出來的條文進行逐條實質的討論？我 

覺得就這個問題可能要先釐清，事實上我們已經有兩次實質討論條文的機會，一次是在委員會 

，另外一次是法案送出了委員會以後，如果我印象中沒有記錯的話，也曾經召開過黨團協商， 

當然出席的狀況是怎麼樣、不出席的理由是什麼，這個可能大家可以再討論，但這次臨時會最 

重要的任務目的就是要完成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立法工作。今天早上突然召開了朝野協商，在 

所謂朝野協商的程序繼續進行下去以前，我們先把這次朝野協商的目的先定位清楚，到底是只 

處理程序事項？還是要針對現在所提出來不同的修正動議進行逐條討論？我覺得這部分先定位 

清楚，比較有助於整個程序的進行，不然無論之前委員會的審查或是協商冷凍期一個月內所舉 

行的朝野協商，到底存在什麼實質意義？今天卻變成在此進行所謂的朝野協商，重新實質討論 

整部草案條文，這是我對於今天早上的朝野協商希望在定位上能夠先釐清之處。

主 席 ：等一下再一併處理，請李委員鴻鈞發言。

李 委 員 鴻 鈞 ：親民黨的立場很單純也很簡單，國民黨的黨產有其歷史包袱及背景，從這陣子的過程 

以及剛剛國民黨的發言可知，其實他們願意去面對，這是非常好也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既然國 

民黨願意面對，我覺得朝野應該以這種角度來正視、面對這個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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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透明，所以現在一切的處理方式都是公開透明。不過我們更期待不要用這種仇恨方式，而 

是用理性的方式，好好地針對各種版本提出大家覺得可以符合社會期待及共識的條文，我認為 

這才是解決之道，否則只是以表決的方式來處理，或許會留下很多遺憾。因為這部分未來要面 

對歷史，今天處理的這個問題不是單純一個會期就結束的，而是會在中華民國歷史留下一個非 

常永久的紀錄。親民黨認為既然國民黨願意面對，我們應該針對條文的內容，誠如剛剛柯總召 

與國民黨委員所說的一樣，對於有爭議性的部分，大家提出來取得共識。因為目前在場的各黨 

團所要面對的不是只有單一的黨產問題，也要面對未來整個中華民國的歷史，這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抉擇點，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用仇恨式的，而是公開透明的方式來處理。至於剛剛黃國昌 

委員所提的部分，委員會審查或朝野協商當然都有其過程，可是在整個時間及背景之下，或許 

各黨之間的想法、觀念會有一個轉折，如果有這樣的轉折，再透過最後一次的朝野協商取得共 

識也不是壞事。以上是親民黨的立場，謝謝。

柯 委 員 建 銘 ：我補充說明，這是一個歷史時刻，也是大家要共同面對的時候，我希望大家在今天及 

爾後的院會時，都能很理性來面對今天所討論的黨產問題。我相信剛才一開頭我就講得很清楚 

，有關黃國昌委員所提的，這到底是程序性問題還是實質性問題？我剛才說過朝野協商一定要 

求同存異！國民黨的草案版本的差異點只有1 2條條文，大家把沒有意見的部分先擺一邊，有意 

見的部分就進入實質性朝野協商。朝野協商不是只有處理實質性，也包括程序性，程序性及實 

質性是併案處理、一個動作在處理的，假如不談條文內容，這種協商沒有任何意義。這麼多年 

來立法院多少重大法案經過朝野協商的場域，甚至有協商高達一、二+次的案子，但是持平而 

論 ，這個法案大家都已經各自有非常強烈的個別核心價值。今天我們不可能冗長地一直協商、 

整個院會都在協商，大家盡量談，談 到 1 2點也沒關係！有相同的部分，我們針對程序性，將來 

處理時就簡單。一般正常的朝野協商是有意見的部分才協商，沒有意見的部分就放一旁，到最 

後沒有辦法決定的，就那幾條來表決，當然這個要經過大家同意、簽名的程序，到最後如果國 

民黨要翻、每一條都要表決，我們也會面對。所以今天我們要大家能夠共同來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不可能因為今天是國會多數，就在這裡談一談，趕快去表決，這種表演式、沒有誠意式的 

協商，只會增加彼此越來越對立的情況，我相信協商本來就是這樣的程序，我現在清楚的回答 

黃國昌委員的說法，這就是如此，既有實質，當然也有程序。

主 席 ：請黃昭順委員發言，黃委員發言之後，再請徐永明委員發言。

黃 委 員 昭 順 ：其實剛才柯總召提到國會多數的問題，我在這裡要特別提出來，我在3 月 1 4日委員 

會審查時特別要求，因為在民進黨執政的那8 年當中，監察院黃煌雄委員已經調查了 8 年 ，那 

份報告柯總召有給我了，然後行政院也做了 8 年的調查，所以本席在質詢時要求陳美伶，陳美 

伶在當時是副秘書長，也是行政院負責這整個部分的召集委員，本席一直質疑的是，在 這 8 年 

當中應該有做過許多的調查，而理論上應該把這些調查資料都給我，所以在委員會第2 次審查 

時 ，本席就要求召委，因為我在質詢，他們還調了我當時的發言紀錄，我想內政委員會都有把 

紀錄拿出來，我請他們把我當時在委員會質詢時的資料給我，但是主席就是用多數暴力把這件 

事否決了。其實我今天要講的是，從 3 月 1 0日我們的黨團會議就說我們所有的黨產要歸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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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必須面對，並讓它更透明，我們也希望將它歸零。基本上，大方向及朝野的目標差距不大， 

國民黨願意面對，讓它更透明化，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程序上，假設要立法的話，我們也贊成，但是立法不必留下具針對性的文字，一 

定要規定為「不當黨產」 ，或是一定要採取這種定位，將處理黨產之委員會設在行政院，而且 

一定要有主導性。我相信院長或是在座的先進，都不希望立法院通過這些條文之後，經聲請釋 

憲 ，被宣告為違憲，並在中華民國的立法過程留下歷史。如果條文是合理的、未預設立場、不 

要太有針對性，老實講，我們也願意。

第三個，剛剛黃國昌委員講過，為什麼現在還要協商？我知道黃委員是法學博士，學問非常 

淵博，但是這不是法律，而是政治，政治是非常動態的，可能等一下情況又不一樣了，當然更 

需要在程序上進行協商。我也希望今天的協商能夠有結論，讓立法後的條文能夠為全民所接受 

，而不是只有符合民進黨支持者的想法。謝謝。

主 席 ：好 ，意見一樣的內容請儘量不要重複，發言內容假如大概都一樣的話，大家都知道了。我們 

開始進入需要討論的事項。

請陳委員雪生發言。

陳 委 員 雪 生 ：院長、各位總召、各位好朋友。其實我在立法院滿溫和的，我也不喜歡仇視各黨派的 

任何一位委員，我拜託各位委員，不管是談話會，或是任何委員會，在發表言論的時候，儘量 

不要進行有針對性的刺激，或是有不雅的言論，這樣傷感情。我從政二+幾年，在國民大會的 

時候，我天天打架，但是現在不打架了，所以我每天到立法院來就會問，今天要不要打架？我 

不怕跟人家打架，我越戰越勇、越打越猛。時代力量徐永明委員說這個事情應該很快就解決， 

誠如曾銘宗委員講的，這是政治，不是法律。如果是的話，以前國民黨人數多的時候，就每天 

都強行表決通過一條；因此今天能夠談的或協商的，我們就儘量坐下來談嘛！我也問過我們的 

黨團幹部同仁，到底你們去協商什麼東西，答案是一條都不能協商！舉例而言，「不當黨產」 

，由於都還沒有查，怎麼會知道「不當」而先下這樣一個名義。這在法官就是未審先判，比如 

一個人搶劫，應該先去找證據，在找出來之後才叫搶劫嘛！類似這種「不當」的議題能夠不要 

就儘量不要，同時也不要有針對性，比如只針對國民黨，因為親民黨及民進黨都有黨產，以前 

我也是親民黨的，親民黨的黨產當不當也要查，因此我認為不要只針對國民黨。

李 委 員 鴻 鈞 ：我們沒有用「不當」 ，而是用政黨及其附隨組織財產調查。

陳 委 員 雪 生 ：為什麼儘量不要呢？我向時代的朋友報告，如果要強行通過，真的會永無寧日，以前 

國民黨執政時，每天都可以通過好幾條，因為人數多呀！當時民進黨說國民黨暴力，現在是國 

民黨說民進黨暴力。由於大家都是好朋友，在議場針鋒相對，但出了門後都是好朋友。我沒有 

跟人吵過架，打架也不會輸別人，但並不是這個問題嘛！剛才李委員俊俋說這就回到前面去了 

，我拜託國民黨幹部，今天要哪一條就拿出來，比如對黨版條例有意見就拿出來，而民進黨這 

邊也讓一點，譬 如 9 3年以前在民進黨執政時已經查過的。還有黨產干我什麼事，跟我一點關係 

都沒有，昨天永明兄說國民黨不要臉，我也是國民黨的，可是哪有不要臉，因此這種刺激性的 

字眼儘量不要用。大家都是好朋友，我跟你有什麼仇恨，並沒有殺父之仇或奪妻之恨！在座的 

民進黨朋友，比如其邁兄以前可能是國民黨的，你可能也用過國民黨黨產，可見這有歷史共業 

在裡面。如果電視報導出來，這都是不良的示範，小朋友看了也會說立法院在幹什麼，我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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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該給小朋友好的教育。我希望今天的協商能夠通過，民進黨也讓一點，國民黨這邊也看看 

要怎麼做，黨產要拿來做什麼，何況跟我們也沒有關係，所以請你們不要再罵了！謝謝。

主 席 ：好 ，如果意見一樣就儘量不要發言。請賴委員士葆發言。

賴 委 員 士 葆 ：我有不一樣的意見，剛才李委員俊俋說有3 個修正案，不止這樣而已，我們這邊有 

1 2個修正案。大家都瞭解召委主持協商是一種，院長主持協商又是另一種，所以今天是符合程 

序的。我們願意面對，何況我們黨團很早以前也作過宣示，就是都不要了，或所謂的黨產歸零

目前條文中確實有很多問題及盲點，大家在討論過程中都很瞭解，雖然講546次 ，很明顯這 

是一面的言論，你們也都一直封殺。今天要感謝院長願意召集這樣的協商，使未來的院會進行 

得更為順利。我呼應李委員鴻鈞剛才所提大家來共同面對，我們願意面對，可是大家也瞭解「 

罪不及妻孥」 ，過去的事情怎麼會要現在的我們來揹，我們當然不願意揹，為什麼要揹呢？現 

在的時空是這樣，我們也願意面對，如果一條條來看的話，其中確實有不妥之處，而且打擊面 

也非常大。舉例而言，第四條附隨組織按照你們的定義，還有第+三條吹哨子條款鼓勵大家去 

檢舉，比如台積電絕對會有，當初國民黨投資多少呢？你們要從3 4年開始，其實戒嚴時期黨國 

是不分的，國家投資就是國民黨投資的，上市公司每家都會有，應該有幾+家以上。我們提出 

這個，只有對這個法案是好的啦！

主 席 ：好 ，請徐委員簡單講。

徐 委 員 永 明 ：好 。陳雪生委員對我個人我就不回應，不過我同意這個看法，就是是不是真的有誠意 

，如果真的願意，也就是今天院長主持的政黨協商真的想討論出一個結果，我希望有明確的遊 

戲規則，因為我看這個案由，一個是153頁 ，一個是143頁 ，更厚的有到180幾頁，如果要唸 

，那今天就那個了，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有個清楚的遊戲規則，哪些可以討論？哪些真的能形 

成共識？如果到一定地步後不能形成共識，是不是大家就同意交由院會表決？我的意思是，不 

要這個政黨協商討論到最後，等一下我們中午下去，又說沒有結論。

主 席 ：請林委員發言。

林 委 員 德 福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八條規定，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 

向院長請求進行黨團協商。我認為這很符合啊！由院長主持是百分之百正確的啊！第六+八條 

就有規定啊！對不對？

柯 委 員 建 銘 ：我講一下。

主 席 ：好 ，不要繼續在程序上浪費時間，先看看主席的裁示，好不好？

柯 委 員 建 銘 ：你等一下再裁示沒有關係。針對徐委員永明所講的，剛才我們拿到國民黨版本也覺得 

很驚訝，案由寫很多，上百頁，都可以出一本書了，立法院在處理這個問題時，一開始處理就 

是逐條，案由就是列入公報而已，不會拿來唸，這點你要先了解。案由請各位參考書面資料， 

列入公報，就是如此，所以，這案由不可能變成任何阻礙的要件，大家心裡要準備，不要再把 

這件事拿出來「花」 丨立法院有史以來都是這樣，你要寫一篇文章、一本書都無所謂，就是這 

樣 ，就是參考書面，列入公報。

林 委 員 德 福 ：柯總，你講這些話我們都保留，因為我認為案由本來就是要宣讀的。

柯 委 員 建 銘 ：這有議事規則，也有過去的處理程序。

232



抨擊蔡對合法政黨「抄家滅門」洪秀牲：2年内清理黨產歸零

04:10 2016/07/15

中國時報

王正寧、崔慈悌

立法院今將討論《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 案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昨宣示「黨產歸 

零」，「願將現有財產全部清理，扣除負債、人事支出與維持政黨運作所需的辦公 

廳舍後，若有餘額全數捐做公益」，她並強調，無論黨產條例通過與否，都會依 

照此原則積極處理。

籲蔡懸崖勒馬一念之間

不 過 ，洪秀柱也抨擊，蔡英文總統挾持著總統與黨主席的權力，對合法政黨進行 

「抄家滅門」的毀黨動作，「所謂的謙卑與溝通在哪裡？難道蔡總統願意看到台 

灣社會重新燃起腥風血雨的對立？重回白色恐怖年代的氣氛嗎？」她呼籲，「懸 

崖勒馬，就在一念之間。」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則回應說，黨產問題並不是家務事，而是轉型正義，更是政 

黨公平競爭的問題，也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關鍵之一。他表示，這無關藍綠，也不 

是政黨鬥爭，「希望國會儘速完成政黨法和解決不當黨產的相關立法，以回應社 

會的高度期待。」

府回應：黨產不是家務事

洪秀柱在記者會一開始即質疑，民進黨上台後，不顧更重要的民生法案，傾全力 

只想通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與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2 項法案。

她 說 ，台灣已由威權社會邁入民主法治，應建立政黨間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堅決 

反對違憲、違 法 的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倘若此惡例一開，代表民主政治嚴重 

倒 退 ，因該條例充滿爭議，包括實質只針對國民黨，違 反 「個案法律禁止原則」 

及 「平等原則」。

自證清白違反無罪推定

她舉例，要求申報國民黨及附隨組織自民國3 4年來所取得與移轉的財產，就如 

同要求一個人申報祖孫三代（包括直系、旁系）現在或曾經擁有與移轉的財產， 

非但不合理、不合法，而且強人所難。

洪秀柱並指出，該條例甚至反向要求國民黨自己舉證所有財產是清白的，完全違 

反 「無罪推定原則」；且所有財產的「當」或 「不當」，竟由在民進黨控制的行政 

院下成立委員會來認定，不但違反法治國家「法律保留原則」，亦淪為政黨鬥爭 

工 具 。

國民黨祕書長莫天虎則表示，「今天的宣示和黨團態度一致」。至於能捐出多少黨



產 ？他 說 ，去年底黨產還有166億 元 ，退休金、優惠利率與現職人員年資結算等 

等 ，加起來需8 0到 9 0億 元 ，辦公廳舍約6 0億 元 ，但讓尚未進入實質處分，還 

無法明確算出到底最後結果。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715000417-260501?chdtv 
(最後瀏覽日：2020年 8 月 1 9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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