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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否為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及其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財產案

初步調查報告

壹、 調查緣起

    本會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 8 條第 5 項

及第 6 項規定主動立案調查。

貳、 本會調查經過

    本會基於職權，調取國家檔案1、機關檔案2，以及參照相關文獻

資料。復向內政部調取婦聯會相關資料、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調取

財產清單、向所轄國稅局調取 100 年至 104 年稅務資料。本會亦發函

向婦聯會函詢資料，惟婦聯會並未就函詢事項回覆3。

參、 婦聯會之現況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自創會以來曾兩度易名。39

年成立時為「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53 年時更名為「中華婦女

反共聯合會」，85 年時更名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於 79 年時依

照人民團體法申請設立登記為政治團體。現任主任委員為辜嚴倬雲，

婦聯會設址於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9 號，該棟建物與土地現為婦

聯會所捐助之財團法人婦聯社會福利文教基金會所有。

    依照婦聯會現行組織章程4，第 3 條揭示其宗旨係「聯合中華各

界婦女，信奉三民主義，效忠中華民國， 增進國軍福利，服務國家

社會」，第 4 條第 1 項針對會員入會資格規定：「凡年滿 20 歲認同本

會宗旨，志願參加本會組織活動之中華婦女，經本會或分支會委員 2

1 國史館、臺灣省文獻館、臺灣省諮議局所藏之相關國家檔案。

2 本會向行政院、內政部、衛生福利部等相關單位調取之檔案，以及利用相關資料庫檢索之檔

案。

3 本會分別於 106 年 1 月 5 日以臺黨產調二字第 1060000066 號函詢歷屆常務委員會議記錄、1
月 12 日以台黨產調二字第 1060000166 號函詢婦聯會會員名單、歷屆常務委員名單及提供出版

品，惟婦聯會僅以（106）婦聯秘字第 032 號函提供本會現任常務委員名單以及婦聯六十年、

婦聯六十六年。

4 婦聯會 105 年 1 月之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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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之介紹，提經本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均得參加本會為會員」，

第 7 條則規定「總會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並得於各直轄市及各縣市

地區設置分會，分會下得設支會」。

    就會內之職務選任，第 10 條規定婦聯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综

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主任委員由常務委員互選之，任期 4 年」；

主任委員依第 19 條規定得聘任相關職員：「本會設秘書長 1 人，副秘

書長 1 至 2 人，由主任委員聘任之，秘書長秉承主任委員之命，負責

執行本會經常事務，副秘書長協助秘書長辦理之。本會設秘書室主任

1 人，並依業務需要，分設各組室辦事。」

    就常務委員之產生，依其章程第 12 條規定，婦聯會「設委員 71

人至 91 人，由該會自會員中推舉經常務委員會通過聘請之。委員會

議每年召集 1 次，主任委員於必要時得召集臨時委員會議。」；第 15

條規定婦聯會「置常務委員 11 人至 15 人，由委員互選之5。」；第 17

條規定「常務委員遇有缺額，必要時由主任委員選任，提常務委員會

追認之。」；第 18 條規定「本會常務委員會秉承主任委員之命，設計、

審議及考核各項重要會務暨決議案之執行，每 4 個月舉行常會 1 次，

主任委員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常會。」是依上開章程規定，委員並非

由會員或是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委員須由常務委員會通過始得聘

請，但章程卻又規定是由被常務委員會聘請的委員來互選常務委員，

且甚至遇有缺額時得直接由主任委員選任，再請常務委員會追認即可。

常務委員會雖然得推選主任委員，但卻需秉承主任委員之命執行會務

暨決議。

    另依其章程第 13 條規定：「會員代表大會，每四年舉行一次，

由主任委員主持並召集之， 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第 14 條規

定「會員代表大會由本會委員及分會代表組成。」。是會員代表實並

非由會員中選舉產生。

    現主任委員為辜嚴倬雲並兼任秘書長，常務委員則有朱俶賢、林

澄枝、錢田玲玲、秦舜英、陳幸、趙徐林秀、史美暢、蔡孔如明、閻

初、章慈育共 11 人，副秘書長為汲宇荷。

5 於 79 年登記為政治團體時之章程第 14 條規定：「常務委員 11 人至 15 人，由創辦人聘請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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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程第 7 條規定得設置分會及支會，現行分會依婦聯會網站揭

露，共有新竹縣分會、台南縣分會、台中市分會、花蓮縣分會、台南

市分會、高雄市分會、台東縣分會、基隆市分會、台中縣分會、澎湖

縣分會、嘉義縣分會、台北縣分會、屏東縣分會、彰化縣分會、桃園

縣分會、台北市分會、高雄縣分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分會、雲

林縣分會、南投縣分會、宜蘭縣分會、苗栗縣分會、新竹市分會、嘉

義市分會、青溪分會；海外分會則有舊金山分會、美東分會、葡萄牙

分會、西班牙分會、奧地利分會、英國分會、芝加哥分會、巴拉圭分

會、大華府分會6。

    依本會迄今函查結果7，臺北市分會名下尚有財產，其中臺北市延

平南路 85 號之房地為婦聯會臺北市分會於 56 年經臺灣省政府及臺

灣省議會同意，向臺灣人壽股份有限公司價購（登記日期為 57 年 5

月 10 日），土地依照 55 年 8 月之公告現值 7 折計算，實際價購總金

額為 4,045,270 元（房屋部分經鑑估價值為 106,860 元，土地部分則

為 3,938,410 元）8。

    婦聯會之資產結構係以流動資產為主，包括現金、銀行存款及有

價證券(主要係股票投資)。截至 104 年底婦聯會現金及銀行存款為

377 億 7,355 萬元，約占總資產 381 億 6,666 萬之 99.0％，有價證券

帳面金額為 2 億 9,397 萬元，約占總資產之 0.8％，應收利息為 9,880

萬元，約占總資產之 0.2％，資產負債分配情形如下表：

表 1：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資產負債表（104.12.31）

單位：新台幣元

資產 負債與餘絀

現金及銀行存款 377億 7,355萬 流動負債 45 萬

有價證券-股票 2億 9,397萬 總負債 45 萬

應收利息 9,880萬 累計餘絀 380億 2,733萬

流動資產 381 億 6,632 萬 本期餘絀 1億 3,888萬

暫付款 34萬 餘絀總額 381 億 6,621 萬

總資產 381 億 6,666 萬 負債與餘絀 381 億 6,666 萬

6 婦聯會網站組織與結構-相關分會，造訪日期：106 年 4 月 9 日，http://www.nwl.org.tw/。

7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106 年 3 月 27 日資理字第 1060000862 號 函及附件。

8 臺灣省政府 56 年府財二字第 10625 號函、臺灣省議會 56 年產一字第 60071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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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產負債表未列示固定資產項目，惟依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105.10.3)提

供之財產清冊，尚有新北市永和區及高雄市前鎮區等 2處之不動產資料。

    依婦聯會 104 年度之收支決算表資料顯示(詳下表)，當年度收支

餘絀為 1 億 2,144 萬 5,308 元，主要收入為利息收入 3 億 1,500 萬

7,043 元、股利收入 3,471 萬 2,061 元，兩者收入合計占當年度總收

入 3 億 5,000 萬 3,644 元之 99.92％；主要費用包括人事費用 5,536

萬 8,484 元、辦公費用 1,111 萬 156 元及業務費用 1 億 6,198 萬

7,296 元，分別占當年度總支出 2 億 2,855 萬 8,336 元之 24.2％、

4.9%及 70.9％；業務費用又以捐贈支出及補助國內外分會為主，其

中捐贈支出 1 億 4,149 萬餘元，補助費用 1,374 萬餘元。另就婦聯會

所提供之 95 年度至 104 年度之收支餘絀表整理如後附表一。

表 2：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收支決算表

104.12.31~104.12.31 單位：新台幣元

收入

會費收入 110,811

利息收入 315,007,043

股利收入 34,712,061

雜項收入 107,012

匯兌收入 66,717

收入合計 350,003,644

支出

    人事費用 55,368,484

員工薪給 18,416,814

  保險補助費 1,901,084

年終獎金 2,262,062

退休金 30,289,342

    其他人事費用 2,499,182

辦公費用 11,110,156

業務費用 161,987,296

捐贈支出 141,491,470

  補助費支出 13,743,810

    其他業務費用 6,752,016

其他支出 92,400

支出合計 228,55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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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餘絀 121,445,308

肆、 婦聯會之相關機構9

一、 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

    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社福基金會)是由婦聯

會於 86 年捐助 10 億元成立10。董事 9 人，監察人 3 人。名單如

下：

表 3：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名單

序 職稱 姓名

1 董事長 辜嚴倬雲

2 副董事長 陳  幸

3 董事 林澄枝

4 董事 錢田玲玲

5 董事 秦舜英

6 董事 史美暢

7 董事 蔡孔如明

8 董事 辜懷如

9 董事 陳世姿

10 監察人 趙徐林秀

11 監察人 章慈育

12 監察人 閻  初

    對照婦聯會常務委員名單11，可以發現除了婦聯會常務委員

朱俶賢未兼該基金會董事，及基金會董事辜懷如未兼婦聯會常務

委員外，餘皆相同。

    目前該基金會財產總額為 21 億 8159 萬 1,732 元，其中動產

（定存）金額為 11 億 4,667 萬 8,487 元，不動產部分，土地金額

約值 6 億 61 萬 3,281 元，建物約值 4 億 3,429 萬 9,964 元。

9 參照婦聯會網站-組織與結構-組織圖 http://www.nwl.org.tw/
10 衛生福利部部授家字第 1050117871 號函內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捐助章

程第 4 條。

11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106 年 3 月 15 日(106)婦聯秘字第 032 號函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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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基金會所在地自成立迄今皆與婦聯會同。基金會成立時設

於台北市長沙街一段 27 號，之後由於婦聯會歸還該地予國防部，

故目前與婦聯會相同，均設址於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9 號，總

面積為 1,656 平方公尺12。該地原先為陸軍總司令部的國有地，

58 年時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以 387,290 元購入

該地13，婦聯會嗣後捐贈 6 億元給婦聯社福基金會，再由婦聯社

福基金會以此 6 億元於 87 年 12 月及 88 年 2 月間分三期付款予

中國國民黨購入該地14。

二、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下稱聽障基金會）是由婦聯

會於 86 年捐助 2,000 萬元成立15。基金會設址於台北市北投區振

興街 45 號。董事長和婦聯會主委同，皆為辜嚴倬雲。目前該基金

會有董事 13 名，監察人 3 名，其中有 7 名董事和婦聯社福基金

會同，另汲宇荷現為婦聯會副秘書長。名單如下：

表 4：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董事名單

序 職稱 姓名

1 董事長 辜嚴倬雲

2 董事 彭雪芬

3 董事 錢田玲玲

4 董事 戴美玉

5 董事 趙徐林秀

6 董事 辜懷如

7 董事 林淑美

8 董事 陳世姿

9 董事 鍾張培士

10 董事 陳小娟

12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法人登記證書。台北市中正區成功段二小段 95 地號，

台北市中正區成功段二小段 839 建號之土地所有權狀。

13 台北市中正區成功段二小段 95 地號地籍謄本。

14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購買會所土地付款說明書。

1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捐助章程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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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董事 李芳惠

12 董事 陳月卿

13 董事 張仙平

15 監察人 秦舜英

16 監察人 陳幸

17 監察人 汲宇荷

目前該基金會持有資產總額為 9 億 9,660 萬元。其中動產部分

為 239 張定存單，金額為 9 億 4,340 萬 0,000 元；不動產部

分，土地有 13 筆，建物有 6 筆，金額為 5,320 萬元16。

三、 財團法人華興育幼院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華興育幼院（下稱華興育幼院）為蔣宋

美齡於 44 年創辦，並任董事長17。創立以來曾三度易名，44 年成

立時為「財團法人台灣省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華興育幼院董

事會」。依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華興育幼院組織章程，收容名

額定為 600 名。56 年因「頃奉主任委員諭：華興育幼院之經營、

財務，原係獨立不必冠以婦聯會字樣等，因即行辦理變更登記暨

重鐫印章啟用」，更名為「財團法人私立華興育幼院董事會」18；

84 年更名為「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華興育幼院」並重新辦理法人

設立登記。華興育幼院 44 年設立時設址於陽明山士林鎮嶺頭芝

山路 101 號（現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 1 段 101 號）。

另查，44 年 9 月 26 日行政院秘書處台四十四內 5720 號函予

婦聯會：「一、貴會 44 年 9 月 5 日（44）婦聯秘字第 579 號代電

為興建華興育兒院擬徵收台北縣中和鄉樟和段山腳小段土地請

准予徵收一案。二、奉內政部議復略稱：『查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

合會興建華興育兒院係數私人興辦救濟事業性質，依照土地法第

1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103 年 12 月 31 日財產總額清冊。

17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華興育幼院法院登記資料。

18 財團法人私立華興育幼院董事會 56 年 2 月 23 日法人變更登記聲請書所附中華婦女反共聯合

會 55 年 12 月 16 日華聯祕字第 1811 號函，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華興育幼院法院登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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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條規定應不得申請徵收土地。惟查轉送協議記錄載明擬使用

之土地均已商得業主同意，自可以購買方式為之。但其中實施耕

者有其田徵收放領土地在地價未繳清以前，仍不得自行移轉買

賣。』經呈奉諭：『應依議辦理』」，上開函並附有徵收土地申請書、

協議記錄、徵收土地計畫書、徵收土地清冊等資料，預計徵收土

地為台北縣中和鄉漳和段山腳小段第 124-136 地號等 23 筆，面

積 3,478 甲，惟嗣後華興育幼院並未使用此筆土地。69 年 4 月婦

聯會 69 年 4 月婦聯會（69）隆大總字第 333 號函表示：「原購置

台北縣中和鄉漳和段山腳小段 117等號土地原欲作為華興育幼院

建築用地，後因近鄰公墓恐影響院童心理，尚未使用迄今。今奉

本會主任委員蔣夫人核示處理所得價款，悉數交華興育幼院作為

教養國軍遺族之用。經提報本會第二十八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通

過『轉讓中南投資公司』。」，嗣內政部函請婦聯會依規定於會員

大會通過再報部辦理，同月婦聯會再以（69）隆大總字第 453 號

函內政部：「查本會組織非一般人民團體及同業公會性質，經費來

源非由會員籌措，照本會組織章程及辦事細則第 3 條總幹事秉承

本會主任委員之命及常務委員會議之決議事項負責執行，本會常

務委員由委員中推選產生，故即為會員大會代表。處理中和鄉土

地一案，經本會主任委員核准提經第二十八次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即視同會員大會通過。敬請准按個案處理准予辦理土地變更登

記。」內政部於 69 年 5 月 6 日以六九台內社字第 21307 號函復

婦聯會：「主旨：貴會擬將原購台北縣中和鄉漳和段山腳小段 117

等號土地九千餘坪，轉讓中南投資公司一案，准予備查。說明：

一、復貴會（69）隆大總字第 453 號函。二、有關土地所有權變

更登記事宜，請依規定手續辦理。」

華興育幼院於 84 年 8 月辦理法人設立登記，登記財產總額

為 1 億 4641 萬 9606 元，86 年變更為 11 億 3259 萬 3875 元，88

年時捐贈台北市士林區芝蘭段 3 小段 462 地號土地 （面積

8235.71 平方公尺），作為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華興國民小學（下

稱華興小學）之設立財產，嗣後華興小學及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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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高級中學依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19合併在新設之華興學校財

團法人下，該筆土地於 104 年 4 月因合併而登記為華興學校財團

法人所有。

  華興育幼院目前登記財產總額為 16 億 2,015 萬 2,357 元。

另依其 105 年比較平衡表，迄 105 年 7 月 31 日止資產總額為 29

億 4825 萬 4715 元20，其中動產為 5,253 萬 1718 元，特種基金為

24 億 601 萬 9,786 元，固定資產為 4 億 8,970 萬 3,211 元。 目

前董事長和婦聯會同，皆為辜嚴倬雲，董事有 11 名，名單如下：

表 5：華興育幼院董事名單

序 職稱 姓名

1 董事長 辜嚴倬雲

2 董事 章慈育

3 董事 史美暢

4 董事 張小平

5 董事 趙徐林秀

6 董事 談海珠

7 董事 蔡孔如明

8 董事 陳 幸

9 董事 秦舜英

10 董事 蔣次寧

11 董事 李菊花

19 私立學校法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學校法人間進行合併者，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學校法人，

繼受因合併而消滅之學校法人之權利義務；學校間進行合併者，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私

立學校，繼受因合併而消滅私立學校之權利義務。第 6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學校法人與其他學

校法人合併，或私立學校與其他私立學校合併時，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合併者，應依法辦理法

人變更登記。

20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6 年 2 月 22 日北市社兒少字第 10632646800 號函附財團法人臺北市私

立華興育幼院比較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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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婦聯會之運作情形

一、 人事及運作情形

    23 年 2 月 19 日，蔣介石宣布發起新生活運動（以下簡稱新

運），並隨即成立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由其親任會長。23 年

7 月 1 日改組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25 年遷往南京，並在總會

下設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由宋美齡擔任指導長。新運是宋美齡

與蔣介石結婚後，投入的第一次全國性運動，她每到一個城市即

召集婦女談話，並任命各地高級官員的夫人為當地新運的領袖。

其後各地並設新運婦女工作委員會。25 年 7 月，中國國民黨中執

會第二次全體會議、26 年 2 月中執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均將推行

新運列為婦女工作的重點項目，而中國國民黨在 27 年 4 月已成

立婦女運動指導委員會，為國民黨內婦女工作的最高策劃與指導

機關21。29 年 12 月第 160 次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婦女運動指導委

員會改由組織部接管，並更名為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22。新運婦女

指導委員會與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兩者關係，依照宋美齡自己的

說法：「各省市婦⼥運動（委員）會和各省市婦⼥新運指導委員會，
應該分⼯合作，密切協助， ，將來合作久了以後，黨的婦⼥
⼯作充分開展了，很⾃然的可以歸併出來，絕對沒有問題23。」新
運婦指會的重要幹部及參與者均為女國民黨員，故兩者其實相當

接近24。

    隨著抗戰爆發， 26 年 8 月 1 日宋美齡在南京組織中國婦女

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下稱婦慰總會），工作主要為慰勞、徵募，

27 年又另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於漢口，宋美齡任理事長，李德全

任副理事長，錢用和、鄧穎超、史良等人當選為常務理事。透過

婦慰總會與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初步合作顯示，女界已傾向聯合，

並以宋美齡為領導人。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婦慰總會、戰時兒

21 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洪宜媜，國史館，頁 211-221。

22 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婦女工作，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出版，85 年 12 月，頁 195。

23 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婦女工作，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出版，85 年 12 月，頁 201-
202。第 5 屆九中全會 30 年 4 月 21 日蔣夫人訓詞。

24 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洪宜媜，國史館，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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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保育會均係由宋美齡領導，此三會有三姊妹會之稱，而三姊妹

會各分支機構的重要人員與工作，也都呈現三位一體的特性25。34

年 9月宋美齡曾任中國國民黨第 6屆中執會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

委員，惟 10 月即辭職，當時任委員者有錢用和、羅衡、錢劍秋、

呂曉道等人26。中國國民黨出版之「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婦

女工作」，就第 6 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之工作描述記載：「（二）

展開反共抗俄運動 1. 組織「中國婦女反共大聯盟」：（中略）遷

台後鑒於工作性質內容多與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相同，為統

一領導，避免疊床架屋之弊，俟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成立後

即撤銷併於該會。27」；另於該黨婦女工作事項中表示：（在台時期）

「……（六）籌組全國性反共抗俄婦女團體：為團結全國婦女同

胞在蔣夫人領導之下共同從事反共抗俄工作，特擬具中華婦女反

共抗俄聯合會組織及工作計畫大綱草案，提經本會委員會議商討

通過呈請蔣夫人核准施行，並承指派本會副主任委員呂曉道會同

該會現任總幹事皮以書等負責籌備……從此婦女反共抗俄之神

聖偉大工作即在夫人統一領導下積極展開與日邁進。28」。臺灣省

新運婦女工作委員會成立於 35 年 12 月，由於 39 年 4 月宋美齡

在台成立婦聯會，同年 7 月，該會即改組為婦聯會臺北市分會。

    39 年 1 月宋美齡自美抵台後不久即有意團結婦女團體，2 月

率同各界婦女菁英進行環島勞軍行程，並藉機召見各地婦女29。隨

後即在臺灣發起婦聯會，同年 4 月 17 日婦聯會正式成立。婦聯

會成立後人事主要由宋美齡主導，據當時任職於內政部社會司的

劉脩如回憶：「婦⼥總會全名寫中國婦⼥反共抗俄聯合會，籌備時
期⾕正⿍、⽪以書夫婦曾銜蔣夫⼈命來社會司和我商量，⾕正⿍
夫婦兩⼈轉達蔣夫⼈要成⽴『中國婦⼥反共抗俄聯合會』⼀事，
我表⽰樂觀其成，但是對於該聯合會所有委員，都由蔣夫⼈聘請

25 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洪宜媜，國史館，頁 236-244。

26 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劉維開編輯，國民黨黨史會出版，83 年，頁，206-207。

27 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婦女工作，中國國民黨出版，頁 313。

28 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婦女工作，中國國民黨出版，頁 320。

29 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在台慰勞工作之研究(1950-1958)，洪國智，92 年 1 月，國立中央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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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我說明此⼀⽅式與社團法⼈規定不符。凡是社團法⼈的理
監事或委員均必須透過選舉⽅式，否則無效，所以不能不經過選
舉程式。他們回去報告蔣夫⼈後幾天，⽪總幹事再度到社會司找
我，說蔣夫⼈⾮常堅持委員必須由她聘，不願透過選舉⽅式，⼀
定要由蔣夫⼈全權決定。基於主管機關⽴場，我不能例外違法，
但也不好不遷就蔣夫⼈意思，於是我建議『中國婦⼥反共抗俄聯
合會』名稱視為社會運動機構，但不是⼀個法定的社團法⼈，凡
是社團法⼈委員就必須經過選舉，現在⽐照呂錦花的『保護養⼥
運動委員會』先例，視為⼀種婦⼥運動的臨時社會運動組織，不
需要選委員，卻同樣具備委員會的功能。我的建議終獲蔣夫⼈同
意，所以婦聯總會才成⽴，但不是正式的社團法⼈30。」
    婦聯會最初成員有陳譚祥、吳黃卓群、呂曉道、林慎、陳紀

彝、鄭玉麗、皮以書及錢用和等人，宋美齡任婦聯會主任委員直

至 92 年去世為止，始由辜嚴倬雲接任主任委員。婦聯會另一個重

要職位為總幹事，第一任總幹事為皮以書，第二任總幹事為王亞

權。皮以書為谷正鼎之配偶，亦為國民黨員，抗戰時曾先後任兒

童保育院院長、陝西省婦女慰勞抗戰將士會會長及陝西省婦女新

生活運動促進會會長等職，宋美齡在婦聯會成立後任命皮以書為

總幹事，其擔任該職務至其 63 年因病過世為止。後王亞權於 63

年 5 月 8 日獲宋美齡聘任為婦聯會總幹事，直到 79 年 12 月 20

日才因身體不適而退休，之後王亞權的總幹事位置由常務委員辜

嚴倬雲接任，至其擔任主任委員為止。後總幹事改稱秘書長，現

秘書長由辜嚴倬雲兼任，副秘書長為汲宇荷。鄭玉麗31曾於其訪談

30 卓遵宏、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脩如先生訪談錄，國史館，85 年，頁 101-102。

31 鄭玉麗女士簡介：臺灣新竹人，10 年生。日治時期畢業於臺北第三高女，臺灣光復後矢志投

入婦女工作，先後參與籌設臺北市婦女會、臺灣省婦女會及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曾任臺

北市婦女會常務理事、臺灣省婦女會常務理事、第六至第八屆理事長、中華婦女聯合會委員及

婦聯會臺北市分會常務委員，對於改善婦女生活，提昇婦女地位貢獻良多。民國 37 年當選第一

屆國民大會代表，至 80 年辦理退職，任職代表期間對於保障婦女權益以及促進施政效能等事多

所獻替。47 至 59 年間擔任臺灣省黨部第四至第七屆委員；60 年至 74 年間擔任第一屆國民大

會黨部副書記長，以善於協調著稱。鄭女士退而不休，現任臺灣省婦女會常務顧問、中國國民

黨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中央評議委員主席、第三高女校友聯誼會會長、世界鄭氏宗親總會副

會長、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常務理事及慈濟功德會榮譽理事，熱心公益，關懷社會，不遺餘

力。鄭玉麗訪談錄，訪問：遲景德、林秋敏，紀錄整理：林秋敏，國史館出版，8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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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中表示：「婦聯會成⽴後，全國婦聯總會即由主任委員蔣夫⼈主
持，⾄今依然如此。官夫⼈為常務委員的當然⼈選，如副總統夫
⼈、⾏政院⻑夫⼈、各部部⻑夫⼈、三軍總司令夫⼈等32」。
    中國國民黨於 39 年 7 月 22 日通過改造案，展開黨的改造，

至 41 年 10 月 9 日告一段落33。隨後於 42 年 11 月，中國國民黨

第 7 屆中央委員會第 3 次全體會議設置婦女工作會，掌理婦女運

動工作及婦女團體之黨團活動，同時設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為

常務委員會下指導婦女工作之機構34，指導長由蔣宋美齡擔任，並

設幹事委員錢用和、呂錦花、呂曉道、李秀芬、王雋英、許素玉、

陳逸雲、皮以書、羅衡、林慎35。

    錢用和於其自傳中論及此，稱「就體制論，婦⼥⼯作機構，
應受中央常務委員管轄，其間如何接到蔣夫⼈領導關係，需有適
當組織。夫⼈囑我與⽪總幹事設計，頗費周章，最後中央請蔣夫
⼈任指導⻑，下設婦⼥⼯作指導會議，做為決策機構，……下設
中央婦⼥⼯作會，為執⾏機構36……」。
    將 41 年國民黨婦工會、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共 30 名主要幹部

名單，與婦聯會 46 年所選出之主要幹部名單（常務委員及委員）

37比較，其中僅「徐鍾珮、凌英貞、莊靜、陶太庚、傅晴曦、趙文

32 鄭玉麗訪談錄，訪問：遲景德、林秋敏，紀錄整理：林秋敏，國史館出版，89 年 3 月，頁

75。

33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播種者，98 年 8 月，91 頁以下。

34 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國民黨黨史會出版，83 年，頁 275。

35 中國國民黨第 7 屆第 64 次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

36 錢用和自傳-半世紀的追隨，自版，65 年，頁 181。

37 婦聯三十年，69 年，406-408；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國民黨黨史會出版，83 年，頁 288-289。

婦聯會主要幹部（46 年）主要成員名單如下：主任委員：蔣宋美齡（婦女工作指導會議指導

長）、總幹事：皮以書（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幹事委員）。

常務委員：沈慧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王青蓮、盛關頤、錢用和（婦女工作指導會 議

幹事委員）、郭佩雲、錢劍秋（中央婦工會主任、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陳紀彝、陶曾榖、

林慎（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幹事委員）、蕭德華、呂曉道（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幹事委員）、陸寒

波、張靜霞、陸佩玉。

委員：于汝洲（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王青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王文湘、 王雋英

（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幹事委員）、王化民（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王雪英、方良（*蔣經國夫

人）、尤祥雲、甘幗英、仝道雲、石裕清、石季玉（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向新、江學珠

（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任培道、任宗英、 伊希娜珍、呂錦花（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幹事委

員）、李籣、李秀芬（首任婦工會主任、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幹事委員）、金文華、周美玉、周秀

蘭、阿里同漢（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柯淑芳、胡佩芬、胡魁生、俞俊珠、姚谷香、梁就

光、馬育英、倫蘊珊、夏德箴、陳逸雲（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幹事委員）、陳香梅、張默君、張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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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謝緯鵬、盧孰競、朱劍華」等 9 人未兼婦聯會幹部，其餘 21

位均兼，說明婦工會及婦聯會於創始之初主要幹部重疊程度甚高，

比例高達 7 成。特別是兩會主要幹部均係長期擔任。婦工會成立

之初首任最高主管李秀芬主任，據錢用和自傳所述，是由婦聯會

總幹事皮以書女士所指派推薦38。惟嗣後李秀芬與皮以書之間發

生扞格，後李秀芬辭任，由錢劍秋繼任婦工會主任39，並同時擔任

婦聯會常務委員，據錢用和說法，「以資在夫⼈指導下的兩婦⼥組
織，得互相溝通的機會40」。
    另據「婦聯四十年」記載，78 年婦聯會開始「辦理黨工及眷

屬保險金變更，7 月份起照新規定繳費。依照中央財務委員會規

定黨工眷屬保險擴大實施至父母，保率為百分之 50……41」。由此

可見婦聯會内幹部與職員身兼黨部黨職，且比例甚高，婦聯會年

度事務才有此承辦業務需求。

    婦聯會於 79 年辦理登記為政治團體，主任委員為蔣宋美齡，

常務委員包括曾文惠、錢用和、錢劍秋、陳紀、林慎、徐陸寒波、

關張靜霞、嚴劉期純、黎哈君奇、王亞權、張邦珍、繆俞筱鈞、

朱徐鍾珮、杭陳月梅、辜嚴倬雲；會員共有 116 人42，79 年 12 月

珍、張岫嵐（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張希文（婦女工作指導會議 委員）、張維貞、許素玉

（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幹事委員）、清巴圖（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黃百器、黃岩琪、曾寶

蓀、費俠、趙篌梅（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委員）、 趙淑嘉、廖溫音、劉巨泉、劉玉英（婦女工作

指導會議委員）、劉宦、鄧惠芳、 鄭碧雲、鄭玉麗、錢章升、羅衡。

38 錢用和，半世紀的追隨，自版，65 年，頁 182-183。

39 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劉維開編，國民黨黨史會出版，83 年，頁 413。其擔任婦工會主任自 43
年 11 月 10 日至 77 年 9 月 7 日，歷時 30 餘年，自 46 年並擔任中國國民黨第 8 屆至第 12 頁中

央委員。

40 錢用和，半世紀的追隨，自版，65 年，頁 183-184。

41 婦聯四十年，婦聯會出版，79 年，頁 135。

42 婦聯會 79 年向內政部申請登記為政治團體時檢具之會員名冊，共 116 人：丁○、王○蓮、

王○英、王○英、王○權、王○芬、王○箴、王○鏡、尤○雲、毛○新、仝○雲、甘○英、包

○明、石○清、石○玉、任○英、朱○筠、伊○○珍、何○珠、余○燕、房○瑛、吳○文、李

○、李○桂、林○、林○朱、林○枝、周○蘭、周○玉、阿○○漢、哈○奇、姜○虹、柏○

雲、侯○英、俞○珠、俞○鈞、俞○萱、秦○英、徐○秀、徐○珮、徐○、徐○、柯○芳、袁

○真、郭○容、郭○華、陸○波、張○霞、張○珍、張○嵐、張○文、張○貞、張○儀、張○

鍾、陳○彝、陳○梅、陳○梅、陳○、陳○德、許○玉、清○圖、曾○惠、曾○香、馮○玉、

費○、董○真、葉○琹、葉○鳳、賈○茗、賀○芬、趙○藝、趙○梅、趙○玲、蔣○良、蔣○

煒、樊○松、劉○純、劉○、穆○珠、鄭○麗、鄭○雲、錢○和、錢○秋、錢○升、嚴○雲、

周○英、曾○忠、黃○嫻、雷○霞、吳○琴、李○、劉○莊、陳○非、鄭○憶、莊○烟、周○

雅、張○、蘇○敏、白○玉、王○珠、李○英、許○致、周○千、劉○嫦、余○珍、潘○兒、

朱○芬、胡○琳、范江○珍、陳○華、孫○忞、林○燁、高○娟、周○芳、周○倩、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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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嚴倬雲接任總幹事。89 年時主任委員仍為宋美齡，副主任委員

為辜嚴倬雲，常務委員則有曾文惠、方瑀、俞惠萱、郭菀華、朱

俶賢、田玲玲、秦舜英、黃新平、丁桐、陳幸、徐林秀共 13 人43。

現任主任委員為辜嚴倬雲並兼任秘書長，常務委員為朱俶賢、林

澄枝、錢田玲玲、秦舜英、陳幸、趙徐林秀、史美暢、孔如明、

閻初、章慈育共 11 人。

二、 經費來源

    婦聯會之經費來源，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中，有「軍人之友

社、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婦聯會等經費，可列入正式預算者仍應

編入。軍人之友社所辦活動前方將士並不歡迎，且受黨外批評。

除轉飭國防部檢討。並將軍人之友社業務及經費來源收支報告44」

之記載。陳誠 47 年 2 月 7 日日記中記載：「附：2 月 4 日財經會

議決定事項之記錄：一、（七）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軍人之友社及

婦聯會所需經費，凡可納入預算，應以納入預算為原則45。」另曾

任婦聯會委員之鄭玉麗訪談錄中就婦聯會經費曾提及：「婦聯會
的經費來源除了會員的會費之外，早期還包括國防捐與教育捐。
婦聯會的經費被⽤在照顧軍眷及勞軍活動上，所以被視為國防機
密，任何⼈都不得⼲預。我擔任委員將近 年的時間，到現在為
⽌沒有看過財務報告，也不知道婦聯會究竟有多少經費46。」依本

會迄今調查，婦聯會經費來源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項：

（一） 國民黨代領轉發款項

    依據 41 年 10 月至 60 年間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

員會會議資料47顯示，婦聯會之預算列於「大陸敵後工作項目」

43 婦聯五十年，婦聯會出版，89 年，頁 89-91。

44 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目錄，邵銘煌、薛化元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系，94 年，頁 330，台(47)央秘字第 060 號上官業佑呈，日期：47 年 02 月 10 日。

45 陳誠先生日記（二），陳誠著，國史館編著，104 年 7 月，頁 825-826。

46 鄭玉麗訪談錄，訪問：遲景德、林秋敏，紀錄整理：林秋敏，國史館出版，89 年 3 月，頁

79。

47 105 年 11 月 8 日、21 日、23 日、24 日、25 日本會派員至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孫中山

紀念圖書館抄錄中國國民黨歷屆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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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國防部情報局大陸工作」49、「政府委辦工作補助費」50等項

目，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代領轉發：

1. 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65 次會議中提出 47 年度中

央黨務經費總預算案：「情報局所列補助本會者 4 千萬元，另

附列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經費 352 萬元、青年救國團經

費 210 萬元、華興育幼院經費 158 萬元，該項目合共 4,720

萬元。」

2. 第8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205次會議紀錄中提出 50年度

中央黨務經費收入財源估計：「……國防部情報局大陸工作

5,118 萬 5,938 元，（同上年度。至婦聯會救國團及華興育幼

院三單位寄列之 720 萬元，未列計在內）。」

3. 依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457 次會議紀錄，就 53 年

度中央黨務經費與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預估：「（一）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 9,198 萬 78 元（……政府

撥付本會委辦工作費有關項目內，另有交由本會代領轉發國

防研究院救國團婦聯會華興育幼院等四單位經費 1,330 萬

110 元同上年度未包括在內）。」

4. 第 9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88次會議記錄中所附之 58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收入估計表記載：「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

作費收入，本年度預估收入數為 130,292,710 元，……本項

收入另有各項計共 3,124 萬 8,100 元經由本會代領轉發不在

上列數內。（國防研究院 665 萬 8,720 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

團總部 743 萬 9,460 元、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 400 萬元、華

興育幼院 208 萬元、國際問題研究所 85 萬 9,920 元、青華學

校 21 萬元）」

5. 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08 次會議紀錄提出之 60

48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65 次會議紀錄，47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總預算案係該次會議討論

議案之一。

49 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205 次會議紀錄。該次會議中係提出 50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

收入財源估計。

50 第 9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88 次會議紀錄、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08 次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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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央黨務經費及政府委託辦理工作費財源收入估計記載：

「……60 年度另有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國防研究院、中華

婦女反共聯合會、華興育幼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等六單位經

費，全年計 2,578 萬 8,100 元經由本會代領轉發，不在列數

以內。」

（二） 影劇票及棉紗附捐

    婦聯會曾於 45年號召興建軍眷住宅，預計興建 4,000戶，

每戶以 1 萬元造價計，預計募款 4,000 萬元，依其刊行之「婦

聯五十年」記載：「一、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募集 1,000 萬元：

中央及省各負擔 500 萬元；二、民營工商業及社團 800 萬元；

三、專案 2,000 萬元：專案甲關於影劇票附捐問題，以一年

為限，期滿撤銷，……專案乙關於棉紗附捐問題，以 4 個月

為限，期滿撤銷；四、個人 200 萬元，由婦聯會向個人勸募。」

其中，影劇附捐為電影隨票附捐，即隨電影票課捐，並由臺灣

銀行先行透支（墊付）1,500 萬元；棉紗附捐為美援棉紗進口

時，將所需之稅額附加於進口之貿易商與紡織廠（棉紡織業

400 萬元、毛紡織業 100 萬元）51。而就影劇票附捐部分，婦

聯會於 46 年度亦曾與軍友社、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52向臺

灣省臨時議會請願延續辦理至 47 年 6 月底53。47 年度54、48

年度55婦聯會仍續向臺灣省議會提出請願（副本均抄送中國國

民黨中央黨部及省黨部），臺灣省議會皆以同意續辦函覆。

（三） 防衛捐

    溯自 39 年 2 月間，台灣省政府鑒於省內軍需方面之附加

51 婦聯三十年，婦聯會出版，69 年，頁 709-712。

52 救總實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69 年 10 月 31 日，頁 386-387。

53 臺灣省議會史料，公報：財願字第 5 號：請求育樂場所隨票附勸軍眷住建築費改為勞軍救災

附勸續辦請願案，檔案號：002-02-06OA-09-5-1-00-00377，45 年月 5 日，臺灣省議會史料總

庫。

54 臺灣省議會史料，函請支持「影劇票勞軍救災附勸」專案繼續實施一年以利軍眷住宅之續建

案，檔案號：0022131347001，47 年 4 月 11 日-8 月 1 日，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55 臺灣省議會史料，函請支持「影劇票勞軍救災附勸」專案繼續實施一年以利軍眷住宅之續建

案，檔案號：0022131348002，48 年 4 月 23 日-8 月 1 日，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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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繁多，攤派辦法流弊頗大，乃遵奉前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政務委員會之指示，訂定「台海省防衛捐征收辦法」一種，同

年 12 月送經台灣省參議會通過，40 年 3 月由台灣省政府公

布施行。依照上項征收辦法，對所得稅、地價稅、契稅、營業

稅、房捐、娛樂稅、機動車輛使用牌照稅、戶稅、汽油費、電

費、進口結匯等按照稅額、費額以不同比率帶征防衛捐56。簡

而言之，防衛捐為附加稅。其中結匯防衛捐（42-47 年）與關

稅防衛捐（47-56 年）均為中央實施，同時也是政府外匯貿易

管制的一環，且中央所收的結匯防衛捐與關稅防衛捐，就 46

年主計處的說明，是作為統收統支的政府歲入財源，可填補

到任何需要款項的地方57。

    於行政院第 536 次會議（46 年 11 月 7 日），當時的主計

長龐松舟曾將省預算內的防衛捐開支分成「不擬增減」、「必

須增加」和「可加研究」3 項，其中「婦聯會補助」（屬於反

共抗俄活動）列為第 3 項「可加研究」之經費 352 萬，惟該

項預算並未遭刪減58。

（四） 進口結匯附徵勞軍款

    「統一捐募運動辦法」於 31 年 5 月 2 日由國民政府訂

定，42 年 5 月 20 日行政院(42)台規字第 2873 號令修正，至

96年1月 19日行政院臺內字第 00960080714號令發布廢止，

其中第 1 條規定「為提倡國防建設慰勞國軍舉辦公益慈善及

文化教育事業，發起捐募運動者，均應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3 條規定「發起各種捐募運動，應先將計畫用途及募集方

式，申報該管社會行政機關會商各該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第

9 條規定「捐募財物之收支屬於全國性者，應依『國庫法』及

56 韋端，主計故事 022，防衛捐的辛勤始末，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13&ctNode=99
57 政府遷台初期「防衛捐」之初探（1950-1967），孫鼎之，103 年 7 月，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7-100。

58 010000013638A、014000013639A，國史館典藏。轉引自政府遷台初期「防衛捐」之初探

（1950-1967），孫鼎之，103 年 7 月，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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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捐款獻金收支處理辦法』之規定辦理」。另臺灣省於 39

年 10 月 11 日以臺灣省政府（39）府組丙綸字第 5269 號令公

布「臺灣省統一捐募運動實施辦法」，條文內容與「統一捐募

運動辦法」大致相同，前揭影劇票附捐即係依照「臺灣省統一

捐募運動實施辦法」執行。

    承上，統一捐募運動辦法第 3 條規定「發起各種捐募運

動，應先將計畫用途及募集方式，申報該管社會行政機關會

商各該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依據內政部 105 年台內民字第

1051101290 號函檢附之書面報告記載：「『勞軍捐獻』（下稱勞

軍捐）係由婦聯會及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下稱軍友社)依據

統一捐募運動辦法報請主管機關同意，自 44 年發起，採『附

徵』方式收取之生產事業進口外匯勞軍捐款及貿易商進口外

匯勞軍捐款，迄 78 年 7 月 1 日全部停徵，歷時 34 年」。惟就

統一捐募運動辦法第 3 條規定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一節，前揭

報告中亦載明：「依財政部 96 年公文59所載『勞軍捐之發起係

由本部（即內政部）核准』一節，前經本部（即內政部）調閱

相關卷冊，以 96 年 3 月 26 日台内社字第 0960027281 號函復

財政部現存可稽案卷，無所述內政部 44 年核准徵收函，而勞

軍款項之運用業務監督權屬機關應為國防部」60。

    附徵勞軍捐自 44 年 6 月 1 日始，由各工商業公會於每年

會員大會通過捐獻案，決議由各銀行逕於進口結匯時收取，

生產事業勞軍捐部分由軍友社及婦聯會委託代收，貿易商勞

軍捐部分由臺北市、高雄市、臺灣省進出口公會委託代收61，

經濟部國貿局且曾於 70 年 11 月 2 日以貿（70）三發字第

30889 號函請中央銀行外匯局轉知各指定外匯銀行配合辦理

62。另本會曾函查前揭單位之銀行帳戶，惟因時間久遠，已無

59 經查為 96 年 2 月 7 日台財產改字第 0960004088 號函，該函係為清查政黨不當取得國家資產

情形，函詢內政部等相關部會有關勞軍捐課徵事項，說明二指出勞軍捐係自 44 年起經內政部核

准。

60 內政部 105 年台內民字第 1051101290 號函檢附之書面報告。

61 同上註。

62 經濟部 96 年 5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602317550 號函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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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得銀行明細相互勾稽比對，然從函覆資料63可看出，同業

公會部分確實曾開設有「臺灣省進出口業勞軍捐款專戶」、「高

雄市進出口勞軍捐款專戶」，婦聯會部分則出現有「中華民國

婦女聯合會保管委員會婦聯會經費」、「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

保管委員會婦聯會經費戶」。

    勞軍捐收取比例為進口外匯每結匯美金 1 元捐獻新臺幣

（下同）5 角，70 年 11 月 13 日起捐獻標準降為 3 角，76 年

間工商業界以勞軍捐並無法源依據，反對聲浪四起，當年 5 月

1 日降為 2 角，77 年 8 月 1 日再降為 1 角，嗣後改為自由樂

捐至停止徵收。

    至於款項分配比例按婦聯會三分之二，軍友社三分之一

比例分撥。勞軍捐之支領方式為銀行代收後直接撥入婦聯會、

軍友社專戶64。就勞軍捐款項分配一事，邱創煥於 76 年時任

中國國民黨中央社會工作會主任，其 1 月 5 日日記中記載：

「下午 時，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來共同主持勞軍捐存款
繳款改進事項，勞軍捐是由進口商每 美元捐出新台幣 元
（應為 ⾓之誤）給進出口公會，按年計⾦額依社⼯會的分
配⽐例，匯交國防部及婦聯總會運⽤。實際上社⼯會的分配
是按國防部和婦聯總會商量好的分配⾦額，簽名以⽰參與的
形式而已。隨著貿易繁榮增加，達到相當可觀⾦額，進出口公
會會存在銀⾏⽣利息，越慢繳，利息越多，就常有延繳情事，
此次會議就是明訂公會解繳國防部和婦聯總會的期限，圓滿
解決65」。
    有關勞軍捐用途，依婦聯會 105 年 3 月 22 日（105)婦聯

63 臺灣銀行 106 年 3 月 16 日銀營運乙密字第 10600198501 號函、華南商業銀行 106 年 3 月 13
日營清字第 10600023445 號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106 年 3 月 16 日合金總集字第 1060003483
號函、106 年 3 月 24 日合金北高第 106000897 號函、106 年 3 月 27 日合金南京東路字第

1060000915 號函、106 年 3 月 29 日合金營字第 1063101371 號函、土地銀行 106 年 3 月 13 日

總外規字第 1060005080 號函、106 年 3 月 22 號總業存字第 106025858 號函、兆豐銀行 106 年

3 月 24 日照銀總業管字第 10600015014 號函、第一商銀 106 年 3 月 24 日一總營管字第 30304
號函、彰化銀行（於 106 年 4 月 13 日迄未收到回函）。

6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社史，社史編纂委員會，75年，頁 66。

65 服務的人生-邱創煥八秩晉八自述，邱創煥，自版，101 年 7 月 15 日，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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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字第 038 號函覆內政部稱，「婦聯會係自 48 年開始接受（勞

軍捐），係作為勞軍及興建軍眷住宅之用」，依內政部前揭報告

所載，款項尚有部分經費撥予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

國全國工業總會或臺北市、高雄市、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回流作為事務費使用；依軍人之社之社史記載，進出口業辦

理會員進口結匯附捐勞軍款，歷三十餘年來，其經收捐款於零

收整撥期間所生利息，一向均由各進出口公會做為經費收入，

惟未有明文記載66。進口結匯附徵勞軍捐受國際經濟景氣影響，

每年度附徵範圍及實際結匯金額不一，雖行政院 77 年函復立

法院指出，國防部自 67 年至 76 年間曾接受軍友社勞軍捐款

計 60 餘億元（每年平均 6 億元）， 惟捐獻行業及支用機關（單

位）均未有確切統計，金額究竟多少，仍屬不明67。

    經本會函詢中央銀行68並查閱相關外匯資料69，以當年度

進口結匯金額估算勞軍捐金額約為 965 億 2,540 萬元70，如加

計通貨膨脹，金額約為 2,139 億 4,280 萬元；如再加計利息

71，則金額約為 1 兆 3,952 億 2,430 萬元，自 44 年至 78 年之

每年度資料及詳細金額如附表。

6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社史，社史編纂委員會，75年，頁 68。

67 105 年台內民字第 1051101290 號函檢附之書面報告。

68 中央銀行外匯局 106 年 2 月 21 日台央外捌字第 1060005405 號函暨附件。

69 金融統計月報，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74 年 2 月、75 年 2 月、76 年 4 月、76 年 7 月、77 年

1 月、78 年 1 月、79 年 1 月；臺灣金融統計月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50 年，第 121
期。 中華民國統計提要，行政院主計處，70 年 10 月，頁 430-431。

70 立法委員李俊俋於 105 年 3 月質詢當時行政院長張善政、內政部長陳威仁時，張善政於詢答

時表示婦聯會收到勞軍捐總金額近 1 千億元，李俊俋則重申金額約為 969 億左右 。行政院曾經

就勞軍捐的金額予以估算，從 44 年至 78 年 6 月 30 日止，共徵收超過 30 年，總計金額約 969
億 329 萬元。

71 物價指數基期為民國 100 年＝100，參照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自 102
年 1 月(資料時間)起改以 100 年為基期，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5375&CtNode=487&mp=4。年利率部分則以 5％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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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軍捐總額及現值估算表

年份

進口結匯

金額

（百萬美

元）

徵收

比例

徵收金額

（百萬新

台幣）

物價

指數

以民國

100 年之

物價計算

（百萬新

台幣）

乘數

105 年底之

價值

（百萬新

台幣）

期

數

44 91.6 0.5 45.8 8.24 555.8 19.6 10,901.5 61

45 114.4 0.5 57.2 9.08 630.0 18.7 11,767.1 60

46 138.8 0.5 69.4 9.92 699.6 17.8 12,445.6 59

47 127.6 0.5 63.8 10.76 592.9 16.9 10,045.9 58

48 150.4 0.5 75.2 11.59 648.8 16.1 10,469.5 57

49 143.2 0.5 71.6 13.74 521.1 15.4 8,008.1 56

50 192.4 0.5 96.2 14.81 649.6 14.6 9,506.7 55

51 224.6 0.5 112.3 15.17 740.3 13.9 10,318.5 54

52 226.5 0.5 113.3 15.5 730.6 13.3 9,699.3 53

53 334.0 0.5 167.0 15.47 1,079.5 12.6 13,648.0 52

54 453.4 0.5 226.7 15.46 1,466.4 12.0 17,656.2 51

55 505.6 0.5 252.8 15.77 1,603.0 11.5 18,382.7 50

56 640.0 0.5 320.0 16.3 1,963.2 10.9 21,440.7 49

57 837.0 0.5 418.5 17.58 2,380.5 10.4 24,760.7 48

58 1,096.4 0.5 548.2 18.48 2,966.5 9.9 29,385.6 47

59 1,411.3 0.5 705.7 19.14 3,686.8 9.4 34,782.0 46

60 1,854.3 0.5 927.2 19.67 4,713.5 9.0 42,351.0 45

61 2,617.5 0.5 1,308.8 20.26 6,459.8 8.6 55,277.2 44

62 5,085.7 0.5 2,542.9 21.92 11,600.6 8.1 94,541.0 43

63 5,458.9 0.5 2,729.5 32.32 8,445.1 7.8 65,547.2 42

64 5,050.5 0.5 2,525.3 34.01 7,425.0 7.4 54,885.7 41

65 6,650.8 0.5 3,325.4 34.86 9,539.3 7.0 67,156.6 40

66 7,403.0 0.5 3,701.5 37.31 9,920.9 6.7 66,517.4 39

67 10,439.6 0.5 5,219.8 39.47 13,224.7 6.4 84,446.2 38

68 14,187.6 0.5 7,093.8 43.32 16,375.3 6.1 99,585.1 37

69 18,987.9 0.5 9,494.0 51.56 18,413.4 5.8 106,647.0 36

70 18,465.9 0.47 8,679.0 59.97 14,472.2 5.5 79,828.8 35

71 16,360.6 0.3 4,908.2 61.74 7,949.8 5.3 41,762.8 34

72 18,823.6 0.3 5,647.1 62.59 9,022.3 5.0 45,140.4 33

73 21,272.0 0.3 6,381.6 62.57 10,199.1 4.8 48,598.3 32

74 19,835.6 0.3 5,950.7 62.47 9,525.7 4.5 43,227.8 31

75 24,386.2 0.3 7,315.9 62.9 11,630.9 4.3 50,268.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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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31,845.1 0.23 7,324.4 63.23 11,583.7 4.1 47,680.1 29

77 38,108.0 0.16 6,097.3 64.04 9,521.0 3.9 37,323.7 28

78(1-6

月)
20,099.0 0.1 2,009.9 66.87 3,005.7 3.7 11,221.6 27

總計 96,525.4 213,942.8 1,395,224.3

註：(1)民國 44, 45,46,47 年之物價指數係依當時物價成長速度推估之數值， 其

餘年份參照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5375&CtNode=487&mp=4

    (2)勞軍捐徵收比例：

44-70/10：每進口 1 美金的貨物，勞軍捐為新台幣 5 角。

70/11-76/4：每進口 1 美金的貨物，勞軍捐為新台幣 3 角。

76/5-77/7：每進口 1 美金的貨物，勞軍捐為新台幣 2 角。

77/8-78/6：每進口 1 美金的貨物，勞軍捐為新台幣 1 角。

       (3)物價指數基期為民國 100 年＝100。

       (4)105 年底現值，以年利率 5%複利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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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軍人之友社社史中曾表列「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歷年

勞軍經費收入支出預、決算表」72，其中有列出軍友社自 41

年至 75 年度起之勞軍捐獻收入。於 41 年至 45 年間，軍友

社創立初期無固定經費支援，舉辦敬軍義賣為早期籌募勞軍

經費的方式。嗣後社會勞軍捐獻全面展開，則以進口貿易商

及一般工漁業進口外匯捐獻為主，而停辦義賣工作73。是依

據軍友社之收支決算書及軍友社 76 年、78 年之收支決算資

料74為基準，依照前述軍人之友社社史中提及之「軍友社三

分之一、婦聯會三分之二」的分配比例計算，其中除軍友社

77 年因無詳細資料，暫以前後一年度(即 76 年度及 78 年

度)之決算數合計值之平均數估算（明細如下表），44 年至

78 年軍友社勞軍捐獻總收入合計 120 億 1,535 萬餘元，推

算婦聯會 44 年至 78 年取得之勞軍捐總額約為 240 億 3,071

萬元，如加計通貨膨脹，金額約為 526 億 5050 萬元；若再

加計利息，則金額約為 3,498 億 1,400 萬元，自 44 年至 78

年之每年度資料及詳細金額如附表。

7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社史，社史編纂委員會，75年，頁 124。

7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社史，社史編纂委員會，75年，頁 138。

74 96 年 5 月 14 日台內社字第 0960051808 號函暨檢附之軍友社 61、62、63、67、68、70、

73、74、76、78、79 之收支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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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聯會收取勞軍捐總額及現值估算表

年份

軍友社

勞 軍 捐 獻

總收入

推 估 婦 聯

會 勞 軍 捐

獻總收入

（百萬新

台幣）

物價

指數

以民國 100 年

之物價計算（百

萬新台幣）

乘數

105 年底之

價值

（ 百 萬 新

台幣）

期數

44 4.6 9.2 8.24 111.7 19.6 2,189.8 61

45 8.4 16.8 9.08 185.0 18.7 3,456.1 60

46 11.0 22.0 9.92 221.8 17.8 3,945.3 59

47 8.9 17.8 10.76 165.4 16.9 2,802.8 58

48 10.6 21.2 11.59 182.9 16.1 2,951.5 57

49 12.5 25.0 13.74 182.0 15.4 2,796.1 56

50 24.6 49.2 14.81 332.2 14.6 4,862.1 55

51 25.9 51.8 15.17 341.5 13.9 4,759.6 54

52 36.2 72.4 15.5 467.1 13.3 6,200.7 53

53 36.4 72.8 15.47 470.6 12.6 5,949.6 52

54 43.1 86.2 15.46 557.6 12.0 6,713.5 51

55 50.9 101.8 15.77 645.5 11.5 7,402.5 50

56 58.5 117.0 16.3 717.8 10.9 7,839.2 49

57 86.3 172.6 17.58 981.8 10.4 10,211.9 48

58 94.6 189.2 18.48 1,023.8 9.9 10,141.8 47

59 118.4 236.8 19.14 1,237.2 9.4 11,672.1 46

60 105.2 210.4 19.67 1,069.6 9.0 9,610.8 45

61 176.3 352.6 20.26 1,740.4 8.6 14,892.7 44

62 189.9 379.8 21.92 1,732.7 8.1 14,120.6 43

63 248.9 497.8 32.32 1,540.2 7.8 11,954.6 42

64 292.8 585.6 34.01 1,721.8 7.4 12,727.9 41

65 358.1 716.2 34.86 2,054.5 7.0 14,463.7 40

66 389.3 778.6 37.31 2,086.8 6.7 13,991.7 39

67 509.3 1,018.6 39.47 2,580.7 6.4 16,479.0 38

68 555.2 1,110.4 43.32 2,563.3 6.1 15,588.2 37

69 631.6 1,263.2 51.56 2,450.0 5.8 14,189.7 36

70 1,202.3 2,404.6 59.97 4,009.7 5.5 22,117.4 35

71 1,091.3 2,182.6 61.74 3,535.1 5.3 18,571.4 34

72 999.4 1,998.8 62.59 3,193.5 5.0 15,977.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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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631.1 1,262.2 62.57 2,017.3 4.8 9,612.1 32

74 723.7 1,447.4 62.47 2,317.0 4.5 10,514.4 31

75 780.6 1,561.2 62.9 2,482.0 4.3 10,727.2 30

76 848.4 1,696.8 63.23 2,683.5 4.1 11,045.8 29

77 833.2 1,666.4 64.04 2,602.1 3.9 10,200.7 28

78 818.0 1,636.0 66.87 2,446.5 3.7 9,134.0 27

總計 12,015.5 24,031.0 52,650.5 349,814.0

註：(1)民國 44, 45,46,47 年之物價指數係依當時物價成長速度推估之數值， 其

餘年份參照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5375&CtNode=487&mp=4

(2)物價指數基期為民國 100 年＝100。

(3)105 年底現值，以年利率 5%複利計算之。

(4)77 年因未見決算書，採以前後一年度之決算合計數之平均值估算。

（五） 婦聯會接受政府機關補捐助數額

    中央各部會歷年對婦聯會之補捐助，經行政院主計總處 95

年統計結果，39 年度至 95 年度間累計補助 6,596 萬 7,000 元

75。

三、 婦聯會使用臺北市長沙街一段 27 號房地

    婦聯會成立之初即設址臺北市長沙街一段 27 號，該會曾於 62

年函請國防部同意轉讓該處房地，國防部則以 62 年 3 月 5 日（62）

雁群字第 485 號函行政院，表示：「主旨：為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函

請轉讓該會使用本部陸軍總部管有之臺北市長沙街一段廿七號房地

產權移轉登記乙案，本部同意，恭請鑒核。說明：查婦聯會，為一

重要民運機構，使用長沙街房地已歷廿餘年，該會既有需求，本部

同意該會辦理產權移轉。」嗣經行政院交議由財政部召集行政院秘

75 清查不當黨產-向全民交代網站，

http://old.cipas.gov.tw/igpa.nat.gov.tw/ct1a51.html?xItem=1350&ctNode=68&mp=1。內政部 105 年

台內民字第 1051101290 號函檢附之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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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處、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內政部、國有財產局第一、二科開

會討論後，會議決議認：「本案國有土地辦理無償移轉產權於法無

據，未便辦理」。嗣後行政院 62 年 7 月 14 日台六十二財字第 5982

號函依上開決議復國防部，並未同意辦理前揭房地之產權移轉，當

時行政院長為蔣經國。惟婦聯會仍持續使用該房地，直到 95 年始歸

還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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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爭點

一、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是否曾為社團法人

中國國民黨（下稱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之

附隨組織？

（一） 婦聯會自 39 年 4 月 17 日成立時起，有無受到中國國民

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二） 婦聯會是否曾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

制？

二、 中國國民黨代領轉發款項、影劇票及棉紗附捐、結匯附

勸勞軍捐獻（即勞軍捐）、防衛捐及接受政府機關補、捐助

等款項性質為何？是否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

理條例第 4 條第 4 款之不當取得財產？



104年度 103年度 102年度 101年度 100年度 99年度 98年度 97年度 96年度 95年度

會費收入 110,811 90,318 89,084 88,901 93,707 125,999 96,166 86,591

利息收入 315,007,043 320,426,630 327,806,730 338,753,474 312,362,082 304,952,748 438,968,337 854,195,481 696,150,066 538,651,087

股利收入 34,712,061 30,568,350 25,119,115 24,853,115 25,761,174 20,443,003 14,793,535 16,783,229 11,774,268

雜項收入 107,012 216,410 128,340 5,909,054 55,073,763 370,427 199,165 3,330,400 213,326 2,362,124

匯兌收入 66,717 44,515 5,226 5,805 0 0 0 0 0 0

收入合計 350,003,644 351,346,223 353,148,495 369,610,349 393,290,726 325,892,177 454,057,203 857,612,472 713,146,621 552,787,479

 人事費用

員工薪給 18,416,814 17,751,655 17,734,880 17,650,038 17,400,917 17,599,559 17,755,601 17,994,382 17,495,477 16,925,054

  保險補助費 1,901,084 1,937,146 1,819,916 1,717,836 1,611,016 1,567,815 1,483,026 1,412,044 1,444,967

年終獎金 2,262,062 2,258,650 4,303,564 2,139,493 2,154,010 2,207,946 2,215,263 2,231,362 2,274,851

    退休金 30,289,342 3,303,222 1,036,470 1,021,732 984,769 992,675 996,996 971,598 2,526,534 2,467,848

    其他人事費用 2,499,182 1,861,191 2,043,076 3,580,999 4,272,922 1,850,436 1,648,760 2,343,830 1,958,706 0

 辦公費用 11,110,156 12,893,723 11,023,950 11,372,132 14,159,094 12,047,557 9,171,219 9,752,413 9,374,488 4,715,690

 業務費用

捐贈支出 141,491,470 198,736,000 229,861,562 188,372,930 277,358,074 382,945,937 52,449,430 114,990,594 135,237,418

  補助費支出 13,743,810 20,774,145 19,782,940 28,766,210 23,806,500 21,955,439 19,562,875 30,935,459 36,421,466

    其他業務費用 6,752,016 8,343,735 7,979,087 11,444,204 23,874,549 24,774,621 11,571,064 5,849,385 18,411,773 474,704,727

 其他支出 92,400 345,000 17,003 337,311 516,573,833 755,757 345,295 154,783 315,000 1,876,744

支出合計 228,558,336 268,204,467 291,298,884 268,566,956 882,181,167 466,643,806 117,192,212 186,619,751 225,417,191 502,964,914

本期餘絀 121,445,308 83,141,756 61,849,611 101,043,393 (488,890,441) (140,751,629) 336,864,991 670,992,721 487,729,430 49,822,565

註：100年度收支餘絀表中之其他支出516,573,833元，包括所得稅費用516,133,925元，惟調閱婦聯會該年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

    顯示該年度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4條規定，且無依該標準第3條規定應課徵所得稅之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所得，本期免納所得稅。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收支餘絀表

                                        95年-104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