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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正與黨產研究 學術研討會

主題演講 黨產研究之父：傅正

時 間  2018 年 6 月 12 日（ 星 期 二 ）

10:15-10:50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

議室

主辦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雷震紀念館

暨雷震研究中心

講者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

會議紀錄

主委、各位先進、各位朋友，大家早。黨

產會跟我提到舉辦這個會議的時候，問說能不

能針對傅正做一個主題演講，我就問說，為什

麼題目叫「黨產研究之父」？主辦人告知主要

是因為傅正撰寫的非常著名的那篇社論〈國庫

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

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１，是黨產研究

的先驅。還記得政大雷震研究中心 ‧ 紀念館開

１ 社論 ( 傅正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

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自由中國》22 卷

11 期 (1960 年 6月1日 )，頁 3-4。

薛  化  元

國立政治大學

文學院院長

當 時 傅 正 認 為 最 重

要的一件事情，基本

上 民 主 國 家 是 不 會

同 意 一 個 政 黨 經 費

是由國庫來支付，可

是 中 華 民 國 體 制 就

是 沒 有 建 立 起 優 良

的制度，開宗明義，

他 認 為 這 個 問 題 的

原 因 就 是 這 個 地 方

沒有釐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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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的時候，包括顧立雄主委等諮詢委員都在２。當時最左邊的立牌，就是

將《自由中國》雜誌原版放大的「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這篇文章

的發表，對《自由中國》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雜誌對國民

黨黨國體制的批判。今天為什麼我有能力來做傅正有關中國國民黨黨產

的論述，要感謝的是傅正先生他自己。傅正在 1990 前後選立委的時候，

把他自己《自由中國》所寫的文章，包括本來我不知道是他寫的文章，

通通編進他的文集裡３。所以後來根據傅正的文集，可以找到底傅正寫哪

些黨產的東西。

將蒐集到傅正撰寫黨產相關的文章，依篇目挑選、整理出來後，發

現若干有趣的問題。舉例而言，有些題目名稱看起來跟黨產沒有關係的

文章，譬如〈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４、〈撤銷軍人之友社！〉５、〈請

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６，這些名稱直接看起來怎麼會跟黨

產有關係？不過作進一步的內容分析，就可以瞭解彼此的關連。做研究

的歷程中，我過去作的兩個工作，和這個有關：第一個是我自己在 1993

年、1994 年的時候從《自由中國》所有文章進行篩選，我和助理兩個合

作全部做了摘要，其中包括國民黨和黨產的相關文章，這是一個；第二

個是要拜大數據之賜，因為政大雷震研究中心把雷震相關史料已經取得

權利的部份全部做了全文資料庫，所以可以把想到「黨產」相關的哪些

字，或是「國庫」等關鍵字，通通進去搜尋。因為今天不是要做大數據

２ 沈育如，「逝世 33 周年 雷震紀念館揭幕」，《聯合報》(2012 年 3月 8 日 )，A8 版。黃國樑，「政

大成立雷震紀念館」，《聯合晚報》(2012 年 3月 7日 )，A8 版。

３ 包括傅正，《傅正文選 (1)：對一黨專政開火：軍事統治下臺灣言論界急先鋒的「證言」》( 臺北縣

新店市：傅正發行，1989 年 )。傅正，《傅正文選 (2)：為中國民主黨民主進步黨戰鬥：臺灣唯一跨

越兩次組黨活動的民主鬥士「紀錄」》(臺北縣新店市：傅正發行，1989 年 )。傅正，《傅正文選 (3)： 
向蔣家父子挑戰 : 連續兩次感化關不死的政治犯「罪行」》（臺北縣新店市：傅正發行，1989 年）。

４ 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自由中國》19 卷 6 期（1958 年 9月16 日），頁 6。
５ 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自由中國》21 卷 7 期（1959 年 10 月1日），頁 4-6。
６ 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自由中國》22卷8期（1960年4月16日），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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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變，下一次如果有興趣，我們可以展示呈現「黨產」都跟哪些字在

一起，大家就會看到黨產多是跟什麼名詞或是跟哪些人有密切的連結。

我上禮拜還在跟助理討論，電腦現在可以跑出什麼樣的東西出來？因此，

我能夠找到這樣的資訊接著跟大家報告。希望未來可以針對這部分再撰

寫專文。

第二個要感謝上次永社辦的論壇，前台北大學退休的黃世鑫教授，

針對附隨組織和黨產提出了很重要的觀點，強調應該重視組織或是團體

如何透過國民黨怎麼取得這些資源？公資源如何被轉移給了私部門，如

何轉移７？這是一個在討論黨產課題上必須面對的問題，和此呼應的是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這篇文章的副標題就是「從民社黨拒受宣傳

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

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正點出了當時國民黨當局以國庫資源「挹注」

其他政黨的問題。

就時序而言，傅正提到黨產問題的第一篇文章是和救國團相關，他

在裡面討論國家財政，因為當時「在國家財政萬分困難的關頭，任何大

小單位，都該盡力節省開銷，早成為公認的真理；但青年救國團卻運用

特殊的方式與關係，在各方面要津貼找財源，而置國家財政於不顧。例

如去年 ( 四十五年 ) 一年的開銷，據傳便高達臺幣三億元左右」８。

接 著 傅 正 在 同 一 年 又 寫 了〈政 府 不 應 用 經 濟 方 法 打 擊 民 營 報

紙！〉９。如果大家對 1950 年代、1960 年代初期報業歷史有點印象的

７ 這個概念之年黃教授就有相關的論述，參見黃世鑫，〈正義重建抑或政黨公平競爭？-- 評中國

國民黨黨產之處理兼論政黨財源問題〉，《月旦法學》92 期（2003 年 1月），頁 85-86、90-91。
８ 社論（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自由中國》18 卷 1 期（1958

年 1月1日），頁 6。
９ 社論（傅正），〈政府不應用經濟方法打擊民營報紙！〉，《自由中國》19卷11期（1958年12月1日），

頁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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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就會發現當時最主要的在野報紙是《公論報》，是李萬居負責的。

李萬居的《公論報》為什麼後來辦不下去？第一個就是資金調度有問題，

資金調度出了什麼問題？實際上這和報紙必須購買印刷用紙有關。當時

要買印刷用紙，取得與價格是由官方控制，民營報紙必須要有足夠的資

金才能購買，相對的國民黨的黨報則可以輕易的從臺灣銀行或者從其他

的金融機構取得現金的融通。在 1990 年代開放成立新的商業銀行之前，

臺灣所有的商業銀行基本上都是國家經營１０，只有一、兩間例外，例如：

華僑銀行是僑資。因此，在 1950 年代，透過黨政關係，國民黨經營的

報紙可以取得低利貸款，也就成本比較便宜的資金。當時《中央日報》

要貸款，臺灣銀行就同意單獨融資 1 百萬。《中華日報》，臺灣銀行也

借它 65 萬。黨報銷路不好，所以要繼續借，就找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

跟臺灣銀行另外再借 1 百萬１１。當時國民黨不是法人，所屬的中央財務

委員會如何可以協助取得貸款，這和黨政關係及其運作，關係密切。而

民營的報社不僅資金取得不易，與國民黨當局關係不佳的，更不容易。

第二個，如果要買機器設備，需要申請外匯，民營報紙可能就申請

不到。縱使可以結匯，當時臺灣是採取二元匯率，關係良好買美金，可

以用優惠匯率 15 元新臺幣兌換 1 美金。沒有關係的，可能必須 40 元兌

換 1 美金。這一來一去差很多，國家資源的挹注在這部分是很清楚。 

另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廣告收入，在省營機構作為主要廣告主的年代，

廣告實際上牽涉到國家的資源如何做分配？或有沒有不當的分配。當時

１０ 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頁 6。
１１ 原文如次：「國民黨機關報的『中央日報』貸款案，早在九月一日由臺灣銀行董事會通過，准許

獨借一百萬元之數。又如國民黨另一份黨報『中華日報』，原已直接向臺灣銀行借過六十五萬元

之多，雖由於該報之沒有銷路而無力還債，但最近卻又借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名義，再向臺灣

銀行另借到一百萬元之多」。社論（傅正），〈政府不應用經濟方法打擊民營報紙！〉，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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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報紙則可能因為言論得罪當局，被抽掉廣告，影響現金收入。不只

《公論報》，《自立晚報》寫了文章批評政府，主要的省屬機構廣告被

台灣省政府下令全部抽掉１２。

1959 年的 10 月，傅正發表〈撤銷軍人之友社！〉１３，軍人之友社

看起來比較像民間，主要從事捐錢、做勞軍等，可是再去看當時的資料

就會發現，好像軍人之友社的預算等都是國防部核准多少、勞軍捐多少

等１４，換言之，類似的組織、機構跟在不同時代，性質以及與官方的互動

關係，跟現在看到是不同的。現在也許完全正常，在過去則可能有些問

題，這是很重要的。目前在臺北市看到的國軍英雄館，現在來看應該沒

有什麼太大問題，但實際上在當時可能就不是這樣，因為其與軍人之友

社的財務有關係。

你們可能會好奇說為什麼《自由中國》會知道這麼多奇怪的事情？

如果調閱雷震相關檔案，國民黨當局對雷震的指控，就包括利用跟他關

係良好的黨政人士，不當取得不公開的資料。《自由中國》可以寫那麼

多，就是因為雷震的黨政關係良好。我曾經在雷震資料中看到一些資料

影本，可能是透過照相，變成膠片印出來夾在文件裡面，上面蓋著「極

機密」。雷震和《自由中國》取得了不少資料，包括秘密會議的講稿，

也有蔣介石等人罵他的資料。所以國民黨當局指控雷震，透過關係拿到

很多資料，攻擊政府。昨天晚上，我剛好看到一份相關檔案，所以印象

特別深刻，對雷震的指控大概兩百多頁，而且那只是部分的檔案。

１２ 原文如次：「在廣告方面，政府機關公告集中刊載於官報黨報，民報僅得分潤其餘額，即此餘額，

亦隨時可以藉故（『自立晚報』和『商工日報』之廣告被省府於本年七月取消，便是眼前最好的

例子。）取消」。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頁 6。
１３ 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頁 4-6。
１４ 原文如次：「『不僅年度預算，應呈准國防部核定後照預算執行』，而且『國防部亦派有監察及稽核

經常駐社』，乃至於『國防部觀察組』也可以『來社檢查』」。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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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傅正撰寫的另一篇〈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１５，

這篇社論出刊在 1960 年的《自由中國》晚期，批評國庫提供黨部經費

和資源。這篇社論為什麼這樣講？這讓我想起康寧祥，作為 1970 年代

黨外重要的政治明星之一，康寧祥在 1972 年選立委之前，在他選市議

員的傳單上提到「我們的錢流到哪裡去了」？這有點像《自由中國》的

標題，裡面就在講說如何透過編列預算，讓國家的經費流到國民黨的黨

部去。當時的傳單是要蓋章才能出去，可是因為來不及印，傳單是用胡

蘿蔔切掉蓋印，後來我有機會問說是誰蓋的，許陽明告訴我他蓋了不少。

我沒有收藏競選文宣，不過，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羅搜而來的競選海報文

宣不少，未來進行數位化作業，到時候就方便看到更多史料文件。

提到黨產問題，當時傅正撰寫的社論除了提到縣市長如何提供經費

給國民黨黨部主委之外，也批評基隆海水浴場交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經

營的案例，錢當然是歸國民黨黨部，但因為基隆海水浴場需要整修，黨

部經費不足，所以另外先撥給 20 萬元１６。傅正覺得說國民黨籍的縣市長

以縣市政府公帑為國民黨地方黨部服務，所以請大家要投給在野黨與無

黨無派候選人一票，也是這樣的邏輯之下的產物１７。

回到〈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

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這篇文章，子標題名稱很長「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

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民青兩黨在國共內戰中支持國民黨

政府，來到臺灣後，國民黨以宣傳補助費，反共抗俄宣傳費補助他們黨

１５ 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頁 3-4。
１６ 原文如次：「去年四月間，便有嘉義縣長黃宗焜耗費公款約三萬元，替國民黨縣黨部主任委員修

理座車和購買輪胎，以及臺中市長林金標一次撥款三萬餘元，給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購置新

車。至於基隆市長謝貫一，更乾跪把基隆海水浴場，交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經營；以至一次便撥

款二十萬元，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作為『市黨部緊急應變費』」。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

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頁 3。
１７ 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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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１８。如果我沒記錯，這筆錢應該發到至少 1980 年代末期或 1990 年代

初期，我記得還記得某些教授領過，是他們告訴我的。假如真的是當做

反共抗俄宣傳費也是一個名目，可能就出版雜誌等，可是為什麼當時民

社黨會拒絕接受呢？實在是因為國民黨給錢要看誰，譬如某甲擔任民社

黨的主席，配和國民黨的政策，這個經費的核撥就沒問題；某乙負責黨

務工作，國民黨不不滿意，這個錢就不發，透過經費扼住在野黨的喉嚨。

我經驗是在 1980 年代，因為朋友的關係，知道民社黨的機關刊物寫那

文章批評政府，國民黨方面就有意見，透過某位民社黨高層向負責刊物

的顧紹昌先生表達，顧先生就反問來跟他講話那個人說：「我們黨是要

辦給國民黨看的嗎？」這個對話我還放在顧先生的口述訪談記錄中。

我知道現在臺聯黨主席劉一德，是因為他辦《野火》雜誌。《野火》

雜誌創辦的背景之一就是青年黨因為內部分裂、無法擺平，就找了創黨

的大老李璜回來臺灣。顧紹昌先生和李璜關係不錯，他告訴我，李璜說

寧願當乞丐也不要拿國民黨的錢。李先生人長期在國外，不瞭解國內事

情比較複雜。這件事情不是說誰說就能夠做什麼處理的。由於當時政黨

沒有作法人登記，所以國民黨的黨產不是那麼清楚，有些登記在私人的

名下。因為當時制度這樣，你認為當時其他政黨就會登記清楚嗎？大家

有興趣在看在野雜誌在說這些東西的時候，國民黨提供資源的另一個狀

況，就會去抓住在野黨經濟的命脈。因為他們從中國大陸到臺灣來，有

的專業黨工搞政治，要靠一些經費來支援，國民黨可以透過經費控制他，

這就是原因之一。

「從民社黨拒絕接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做黨庫」文章

很長，假如這樣，傅正到底還批評國民黨幹了些什麼？當時傅正認為基

１８ 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

庫〉，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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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民主國家是不會同意一個政黨經費是由國庫來支付１９，可是當時中

華民國體制就是沒有建立起優良的制度，開宗明義，他認為這個問題的

原因就是這個地方沒有釐清楚。對他來講，國民黨如何處理這樣的事情，

就是大事。沒有制度的問題很多，陳誠擔任行政院院長的部長級人物，

後來有人寫回憶錄，提到陳誠曾經跟蔣介石報告，總統假如需要錢，請

告訴行政院，請不要跟國防部下條子。

下條子這個文化，在過去不是特例，往往沒有根據制度或是程序的

狀況下，就會發生。國庫跟黨庫這個關係的文化，不是只對國民黨，包

括其他政黨乃至個人等都有，如當時某某人反共從香港來臺，就下個條

子撥間房子給他。這個事情請大家要瞭解，瞭解不是叫你接受，但一定

要知道這類事情的背景。

最近不是說中山獎學金要求黨產會開放支付，歷史上國民黨的部分

獎學金的資金來源，在某種意義下也是從國庫取得資源的。傅正當時寫

這個文章的時候，你不要以為就是在講民社黨而已。他批評一些國民黨

黨部招牌放在行政單位，如鐵路黨部等，辦公室就在公家裡面，視同公

家開銷在處理。不只是中央，甚至地方，臺北市議會在民國 48 年度總預

算，市黨部的黨務經費分筆由市政府撥放。因此只調中央的資料是不夠，

是不足以瞭解全貌的，問題是資料太多了，怎麼去找？或許黨產會要比

照促轉會的編制，增加歷史專業人力，我個人認為比較有人力來處理。

至於黨產會已經在查的民眾服務社，傅正的文章就講了，民眾服務

社如何去取得一棟多少人的大樓。他也提到戲院、中國廣播公司，還包

１９ 原文如次：「環顧當世各先進民主國家，沒有一國的政黨經費准許由國庫開支，這是民主制度上

一個鐵定的原則。可惜，我們自行憲以來，還沒有建立起這項優良制度」。社論（傅正），〈國庫

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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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郵電、鐵路、產業等等２０。如果說傅正這篇文章，作為黨產研究重要的

一篇文章，真的是實至名歸。只是請注意那篇文章的時間，已經到 1960

年 6 月，《自由中國》都已經快走到尾聲了。《自由中國》假如沒有被

停刊，以他這樣繼續寫下去的結果，我看會愈處理愈多，我剛唸只是一

篇社論內容而已，如果當時《自由中國》持續做，不只蒐集一堆資料，

連哪一年、哪個地方、通過哪個預算，可能都會討論。如果這樣的話，

今天的黨產會就輕鬆多了。不過，後面沒有《自由中國》了，沒有就要

黨產會自己查。黨產會又沒有雷震的黨政關係良好人士，取得很多資料

並不容易，黨產會實在蠻辛苦的。

就傅正研究而言，因為現在數位人文軟體愈來愈進步，提供了更多

可能。例如，最近另一個教授的研究計畫中，開發的程式可以讓電腦協

助判斷作者的身分。之前的研究成果讓電腦去學習閱讀文章，譬如知道

傅正寫了 20 篇文章，我們就去餵它讀傅正的文章，習慣傅正的文章，再

把不知道是誰寫的文章餵給它讀，它就可以判斷這是不是傅正的文章。

譬如明知道這篇文章不是傅正寫的，餵它，它讀出來就不是，目前大約

有 8 成的準確度。如果進一步這樣處理，我們可以找出更多的東西２１。

２０ 原文如次：「臺北市一個小小區黨部，便在中山北路用『中山區民眾服務站』的名義，佔有一幢

三層樓的大樓，就可想見一切了 ! 國民黨由於開支過大，所以對於黨費的搜刮，除掉上述方式之

外，還另有其他各種手法。例如臺北市的臺灣、國際、大世界、新世界等幾家大的電影院，以及全

省各地若干旅館，本來是日產，由於全國人民浴血抗戰的結果，終於從日本人手裏接收過來，當

然應該是國家的公產，現在卻成了國民黨一黨的私產來營利。至於電燈的製造，本來有若干民營

公司，但由國民黨經營的『中國電器公司』，卻利用政府權力，硬性合併了其他幾家公司，造成獨

佔市場，以便粗製濫造營利。至於中國廣播公司，本來是國民黨一黨的黨營事業，卻又在利用政

府權力造成公營地位，享受一切優越待遇後，近又企圖扼殺全省民營電臺，造成獨佔市場」。社論

（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4。
２１ 有關透過建構語言模型後再進行作者特性比對的討論，可參考梁韶中，《適用於中文史料文本

之作者語言模型分析方法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資科所碩士論文，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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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講，我覺得傅正有關國民黨黨產的論述，提供我們今天重要

的思考方向。國庫被國民黨運用，不是一定把錢花在國民黨本身，這是

第一點，一定要先理解。財產的轉移不一定是移轉給國民黨或隸屬國民

黨下面的相關機構，這也一定要理解。立法過程中，或許沒想過那麼複

雜。所以有人開玩笑說，這個某某組織看起來更像中華民國政府的附隨

組織，這並不代表不能進行它利用黨國關係取得的資產正當性討論。就

此而言，前面提到黃世鑫教授那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錢有沒有

透過黨國體制的運作去取得２２？這是應該要思考的。所以國庫的資源不是

只給國民黨，還包括相關的各種政黨、組織、社團。我相信黨產會運作，

這段日子應該很辛苦，而且已經有相當的成果。很高興今天有機會針對

傅正先生有關國民黨黨產的論述做一個簡單的報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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