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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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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民國（下同）106 年 4 月 27 日

上午 10 時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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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第 1 次聽證；又於同年

7 月 18 日就附隨組織部分舉行第 2 次聽證。嗣於 107 年 2 月 1 日第

7 次臨時委員會議決議認定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為社

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下稱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並於同日作成本

會黨產處字第 107001 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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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聯會財產清單、向所轄國稅局調取婦聯會 100 年至 104 年稅務資

料，向銀行調取婦聯會帳戶資料，向婦聯會函調相關資料，並自 107

年 2 月 7 日至 5 月 31 日間陸續自婦聯會攜去相關財務資料，於同年

6 月至 8 月間約詢婦聯會常務委員暨前保管委員陳幸、婦聯會常務委

員秦舜英及趙徐林秀；保管委員會前會計主任巢純如、會計人員吳秀

貞與婦聯會前會計主任兼保管委員會會計主任嚴以言；婦聯會前會計

主任蘇智敏及會計人員王麗珠等相關人士。 

貳、 婦聯會及保管委員會之組織、關連及執掌 

一、 婦聯會現行組織及執掌 

（一）名稱變更與現況 

    婦聯會 39 年成立時命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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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時再更名為「中華民國婦女

聯合會」。又婦聯會於 79 年時依照人民團體法申請設立登記為政治團

體，現任主任委員為雷倩，設址於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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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9 月 21 日 

2 

（二）常務委員會結構 

    依照婦聯會現行組織章程3之規定，「經本會或分支會委員 2 人以

上之介紹，提經本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得參加為會員（章程第 4 條）；

會員代表非由會員中選舉產生，而由本會委員及分會代表組成（章程

13、14 條）；委員係「自會員中推舉經常務委員會通過聘請」（章程 12

條）；常務委員則「由委員互選之」（章程 15 條），遇缺時「由主任委

員選任，提常務委員會追認」（章程 17 條），常務委員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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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

18 條）。主任委員則「由常務委員互選之」（章程 10 條），並得聘任相

關職員，含秘書長、副秘書長。婦聯會「設秘書室主任 1 人，並依業

務需要，分設各組室辦事。」（章程 19 條）。 

    是依上開章程規定，委員之聘請須經常務委員會通過，惟常務委

員又係由常務委員會所聘請之委員互選，且遇有缺額時，得直接由主

任委員選任，再請常務委員會追認即可。又主任委員雖由常務委員會

推選產生，但常務委員需秉承主任委員之命執行會務暨決議。 

（三）各處室組織及其執掌 

    依婦聯會 107 年 5 月 7 日（107）婦聯秘字第 097 號函稱，現主

任委員為雷倩，常務委員則有秦舜英、陳幸、趙徐林秀、鍾張培士、

邱淑女、秦慧珠、李菊花、陳怜燕、蘇龍華共 10 人，秘書長原為前

任主任委員辜嚴倬雲兼任，現懸缺，副秘書長為汲宇荷。會內設有秘

書室、服務組、文宣組、總務組、會計室（含原保管會）等業務單位
4。其中秘書室負責常務委員會議、對外文書撰擬、各界聯繫工作；文

宣組辦理各類動靜態宣傳、出版刊物及媒體聯繫等；總務組負責出納

（捐款經費收支保管）、興建眷舍事務、人事及相關庶務；會計室執

掌婦聯經費預決算、會計帳冊報表製作及婦聯會開支之審核；並由秘

書長（總幹事）統籌協調上開各組室工作。又婦聯會會計室及「保管

                                                      
3 婦聯會 105 年 1 月之組織章程。 
4 婦聯會 107 年 5 月 7 日（107）婦聯秘字第 09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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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雖同屬婦聯會內之財務部門，惟彼此並無隸屬關係，各自獨

立運作，其中保管委員會扮演婦聯會「隱形金庫」之重要角色，詳如

下述。 

二、 保管委員會之組成及於婦聯會內之定位 

（一）保管委員會之由來及沿革 

    「保管委員會」前身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

會保管委員會5」或「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保管委員會6」（下稱「保

管委員會」），39 年隨蔣宋美齡來台，即歸併入婦聯會內。依婦聯

會內部資料7所載，婦聯會曾經去函台北市稅捐稽徵處，表示：「歷

年向各界等籌募之軍眷住宅捐款，原在台灣銀行開立專戶存儲，

至 50 年 4 月 12 日移交保管委員會保管，並自 4 月 1 日起更改戶

名為『會舍記』……存款代表人為本會常務委員陳紀彝，繼續存

儲台灣銀行。該款係屬本會軍眷住宅捐款，連同利息均為興建軍

眷住宅之用，並非陳常委紀彝個人之存款8」，並去函相關銀行「本

會歷年籌募軍眷住宅款奉准由『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保管委員會』

存儲銀行一律以『會舍記』名義並另送保管委員會印鑑9」，新運

婦女指導委員會保管委員會 87 年 6 月 24 日臨時會議亦記載：「保

管婦聯會軍眷生產事業經費原以『眷業』戶名存儲台灣銀行……

「婦聯會解繳本會保管之軍眷住宅捐款，歷年均以『會舍記』戶

名存儲各銀行10」。直至 87 年，前揭「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保管

會經費戶」隨婦聯會更名而改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保管委員

會保委會經費」、「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保管委員會婦聯會經費」

                                                      
5 陳幸 107 年 6 月 14 日調查筆錄。 
6 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於 25 年成立，組織沿革詳見 106 年 4 月 27 日本會初步調查報告第 10 頁

至第 11 頁。 
7 保管委員會會議紀錄—有關銀行更改戶名等案留存文件。 
8 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 52 年(52)婦中計字第 626 號函。 
9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 78 年 6 月 6 日第(78)011 號致婦聯會用牋；中華婦女反共

抗俄聯合會 78 年 6 月 9 日(78)婦遠總字第 549 號函；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 82 年 12 月 10 日(82)

婦聯總字第 627 號函。 
10 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保管委員會 83 年 10 月 26 日臨時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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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保管委員會眷舍經費」11等。 

（二）保管委員會之組成 

    保管委員會由保管委員及專職工作人員組成，來台初期，由

陳紀彝、陳譚祥、戴費馬利，錢用和、林盛關頤擔任保管委員，

並由陳紀彝擔任保管委員會代表人12；其後陸續加入陳幸（69 年）、

陸寒波（70 年）、王亞權（78 年）、79 年加入辜嚴倬雲，並由辜嚴

倬雲奉派為代表人13。於 106 年 12 月底前，保管委員為陳幸、辜

嚴倬雲14；陳幸於 107 年 3 月 5 日辭任，現任保管委員為雷倩主

委及鍾張培士15。 

    保管委員係由婦聯會主委一人所選聘。據 69 年至 107 年 3 月

間擔任保管委員之陳幸所述：「我從 69 年由蔣夫人請我擔任保管

會委員……因為蔣夫人信任我，就找了我過去……當時我從國外

回來沒有多久，她說『你只要把我的這筆錢保管好』，因為在那之

前是我母親陳譚祥擔任保管委員，但當時家母已經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請我來協助她16。」，自 69 年擔任保管委員會會計人員迄今之

吳秀貞亦表示：「以前保管委員都是蔣夫人下條子聘的，寫『聘○

○○為保管委員』，我們就去銀行加圖章。17」。 

（三）保管委員會與會計室之關係： 

    據前保管委員陳幸表示：「保管委員會沒有另外的組織章程18」、

「（保管委員會）有點像是一個非正式的任務型組織，早期的構想

有『監督』的作用，目的就是保管好婦聯會的經費、嚴謹的控管

                                                      
11 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保管委員會 87 年 6 月 24 日臨時會議紀錄。 
12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13 陳幸 107 年 6 月 14 日調查筆錄。 
14 辜嚴倬雲於 106 年 12 月 22 日經內政部撤免主任委員職務，嗣後保管委員會代表人更換為雷

倩。 
15 陳幸 107 年 6 月 14 日調查筆錄。 
16 陳幸 107 年 6 月 14 日調查筆錄。 
17 吳秀貞 107 年 7 月 12 日調查筆錄。 
18 吳秀貞 107 年 7 月 12 日調查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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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19」；故婦聯會多數財產由保管委員會於銀行存儲，且婦聯

會與保管委員會統一編號相同，僅以「支號」區分（如「婦聯會經

費」使用統一編號 21101102-0、21101102-1、21101102-5 等）、「新

運婦女指導委員會保管委員會」使用 21101102-2、「新運婦指會保

委會婦聯會專戶」使用 21101102-3、「會舍記」為 21101102-4 等
20。從而保管委員會為婦聯會內部單位之一，且婦聯會自 94 年起

申報所得稅，亦係以婦聯會單一名義辦理21。 

    又由保管委員、保管委員會專職人員、婦聯會常務委員及婦

聯會會計人員等人於本會之陳述可知，保管委員會與會計室雖同

為婦聯會內部財務部門，惟保管委員會無須向婦聯會之常務委員

會等意思決定機關報告業務，而係直接聽命於保管委員及主任委

員，其工作人員、業務及帳目亦與會計室各自獨立。 

    於人事方面，依嚴以言所述，保管委員會職員自 39 年至 101

年間「婦聯會的會計主任從來不兼任保管委員會的會計主任，我

們從來都是分開的，但當時巢純如主任因為摔倒受傷要退休，主

任委員堅持要我兼任，我原本一直不肯，但主任委員堅持……我

是不得不接的狀況下接的……22」；又依吳秀貞所述，保管委員會

職員「聽命於保管委員，只對保管委員會負責，我們從來不需要

向婦聯會報告。我們不給他們知道財務狀況，當然不會跟婦聯會

報告。23」。 

於業務部分，「（保管委員會）也算（婦聯會的單位），但我們

是保管單位，不過問婦聯會的業務24。」婦聯會會計室和保管委員

會「是獨立的，不需要分工。25」自 46 年至 96 年擔任婦聯會會計

人員及主任之蘇智敏亦稱：「不知道保管委員會在做什麼，我們沒

                                                      
19 陳幸 107 年 6 月 14 日調查筆錄。 
20 兆豐商業銀行 106 年 7 月 7 日兆銀總票據字第 1060034823 號函；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107 年 9

月 7 日 1072222640073 號函。 
21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22 嚴以言 107 年 8 月 3 日調查筆錄。 
23 吳秀貞 107 年 7 月 12 日調查筆錄。 
24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25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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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工。26」。嚴以言並表示：「（保管委員會與會計室）沒有分工

這件事，是各做各的，而且相互之間不能透露。27」。於財務方面，

據巢純如、吳秀貞、蘇智敏、王麗珠所述，「帳都分開，我們保管

委員會的帳是吳秀貞記，由我（巢純如）管；婦聯會的帳是王麗

珠記，蘇（智敏）主任管。但後來就合在一起報稅，因為保管委員

會不對外，所以報稅是由婦聯會出面，我們彼此不會看到對方的

帳，報稅時才交給會計師報。28」，吳秀貞並稱：「蔣夫人有交代，

我們保管委員會不能去查婦聯會的帳，我們只能跟根據婦聯會預

算書和領款書決定撥出款項。29」，依陳幸所述，保管委員會只管

收入，然後根據主任委員的批示，把錢轉到銀行，婦聯會的開支

完全沒有管30 。 

（四）保管委員會之功能與運作方式 

依自 40 年至 101 年間擔任保管委員會前會計主任之巢純如

所述：「保管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就是要管婦聯會的經費，還有一開

始保管委員會從大陸過來有一點點錢，用保管委員會經費付薪水，

對外銀行也是用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保管委員會的名義，保管委

員會下面有『保管婦聯會經費』，這是我們在做的事……工作具體

項目大約是依每年將主任委員批過婦聯會的預算書出帳予婦聯會，

以及提高存款利息。31」；101 年至 105 年兼任保管委員會會計主

任之嚴以言亦稱：「早期尤其在蔣夫人時代，保管委員會是比較祕

密的，她認為要很有可信度的人參與，因此盡量不要透過太多人，

比較單純。32」。 

依陳幸、巢純如、吳秀貞、嚴以言於本會之證述，保管委員

會內部並無議事規則或決議程序等規定，一切以婦聯會主任委員

                                                      
26 蘇智敏 107 年 7 月 18 日調查筆錄。 
27 嚴以言 107 年 8 月 3 日調查筆錄。 
28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29 吳秀貞 107 年 7 月 12 日調查筆錄。 
30 陳幸 107 年 6 月 14 日調查筆錄。 
31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32 嚴以言 107 年 8 月 3 日調查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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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為準，如吳秀貞稱：「都是由主任委員指示辦理，我沒有聽過

什麼監督機制。33」；又依巢純如、吳秀貞及陳幸稱：「蔣夫人是指

導長，都是她決定。她去美國之後，還是她在決定，開完會之後

會紀錄會呈給蔣夫人，她再交下來。34」、「後來換了辜嚴倬雲當主

任委員後，就由辜嚴倬雲來批示。35」 

    據巢純如及吳秀貞表示，「婦聯會的錢都要交給保管委員會，

婦聯會每年編列預算書依預算書向保管委員會領款；如果是預算

外的款項，則由常會通過再由主任委員批領取書，才能向保管會

領款。保管委員會直接出款的話，領款書是由主委批，保管委員

不會批，但在保管委員會這邊，我都會寫簽呈先給保管委員會再

層轉到主任委員。如果是婦聯會來領款，除了領款書還要有預算

書或公文。36」、「婦聯會要用錢時再向保管委員會領款，早期拿的

叫『領款書』，近期叫『領款核可書』，早期婦聯會每年都會有一

本預算……領款書上的項目如果有列在預算內，因為預算書主任

委員已經批過了，我們保管委員會的會計主任巢純如主任那就會

蓋章放行，預算外的項目就要有主任委員的批示核准的簽呈或公

文，才會核給。核准下來之後的出款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將保管

會定存到期，一部分轉到婦聯會，其餘由保管會繼續續存；另一

種是定存到期後，將需用的款項填寫匯款單匯到支付對象的帳戶

內，剩下的錢我們續存。如果是給婦聯會的款項，如果婦聯會和

保管委員會在同一個銀行都有戶頭，我們就直接將錢存到同一個

銀行內的婦聯會戶頭。因為我們保管會和婦聯會的統一編號一樣。
37」 

    綜上所述，保管委員會業務為保管婦聯會資產，並不過問婦

聯會之會務及開支。其具體工作項目即負責收受會計室解繳之經

費（支票存款或定期存款），將存款集中以提高利息，於存單到期

                                                      
33 吳秀貞 107 年 7 月 12 日調查筆錄。 
34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35 陳幸 107 年 6 月 14 日調查筆錄。 
36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37 吳秀貞 107 年 7 月 12 日調查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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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存，每年依婦聯會預算及主任委員批示出款給會計室辦理會

務等。 

三、 保管委員會所掌管帳目及決策 

（一）保管委員會管理帳目種類與資金來源 

    保管委員會管理之帳目可大略分為保管委員會本身歷史資產

及婦聯會兩大部分，其下再依用途及來源，各自建立帳簿。據陳

幸所述，「我們保管會依使用目的跟經費來源不同而分了不同的帳

戶，所以帳戶的大章是不一樣的。38」。復依婦聯會內部留存資料
39，自 39 年 5 月起，保管委員會管理之帳目有「婦指會保委會」、

「保管婦聯會經費」兩項、46 年新增「保管婦聯會軍眷住宅經費」

（-86 年 6 月）、52 年新增「婦聯會救難及獎券捐款」（-83 年 6 月）、

59 年新增「婦聯會軍眷生產事業經費」（-84 年 6 月）、87 年新增

「眷舍經費」及「救難專款」等，各自擁有美金戶及台幣戶40。嗣

經帳目整併，現存「保委會經費」、「婦聯會經費」及「救難專款」

等 3 種帳冊。由於帳冊種類繁多，就各該帳冊種類及其資金來源

如何區別，因婦聯會會計室及保管委員會各自為政，互不干涉，

本會所詢問之保管委員會及婦聯會人員均無從得知全貌。 

 依巢純如所述，「（問：這些帳目怎麼分別？經費各自從何而

來？）這個分類是陳紀彝陳校長叫我這樣分的，她很喜歡分類。

她為什麼這樣分我不知道。除了『保委會經費』以外，其他都是

婦聯會交來的錢41」、「像『保管婦聯會軍眷住宅經費』就是軍眷住

宅捐款。『婦聯會軍眷生產事業經費』就是『眷業』，這也是婦聯

會交來的，當時婦聯會交來就是這樣寫，他們事業單位怎麼分我

不曉得，『眷舍經費』就是軍眷住宅捐款。42」、「錢怎麼收來我不

                                                      
38 陳幸 107 年 6 月 14 日調查筆錄。 
39 保管委員會帳冊簿表清單、「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保管委員會保壹號至保拾號箱來台後、39 年

至 69 年 6 月共拾箱存放婦聯會六樓檔案室」清單。 
40 保管委員會帳冊簿表清單。 
41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42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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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但有些比較特別的款項像『軍眷住宅捐款』，婦聯會交給我

們時就會寫『軍眷住宅捐款』，我們就會放到軍眷住宅捐款的帳戶

裡面。其他的款項交來時有沒有註明我就不知道了43」、「台灣省、

台北市、高雄市 3 個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交來的錢都是軍眷住宅

專用，所以這一個帳目結餘的錢就是收來的錢的利息，領回來之

後用途就是蓋軍眷住宅。44」而婦聯會會計人員王麗珠及前會計主

任蘇智敏則稱：「在我印象中，我們婦聯會收到的錢只有軍眷住宅

捐款是交給保管委員會，後來有生產事業勞軍捐款就沒有交保管

會，是留在婦聯會。45」、「不是所有婦聯會收到的錢都要交保管會，

像軍眷住宅捐款一定都要解繳給保管會，偏遠地區勞軍專款就不

用解繳到保管會，但判斷標準我不清楚。46」 

綜上所述，保管會保管之各類帳目中，除「保管委員會經費」

為蔣宋美齡自中國大陸帶來之資產、其餘款項均為婦聯會解繳予

保管委員會之款項，而「軍眷住宅捐款」為台灣省、台北市、高雄

市進出口公會解繳婦聯會之貿易商結匯附徵勞軍款之部分款項外，

其餘帳冊種類之資金來源、是否為特定種類之附徵勞軍款，已不

可考。     

（二）保管委員會歷史資產：中國大陸時期「保委會經費」 

依婦聯會內部資料、96 年至 105 年保管委員會會計報表及巢

純如、吳秀貞稱，保管委員會保管之「保委會經費」即為保管會

自中國大陸帶來的經費，原始數額已無可考，「（問：帳簿清冊中

『保管委員會經費』是否就是從大陸帶來的錢？）答：對，就是

『保管委員會經費』或叫『保委會經費』。數額我不記得了，……

大概不多吧。保管委員會是從大陸來的，比婦聯會還早47。」依婦

聯會內部資料48所載，該款項原存放於廣東銀行，於 91 年 10 月至

                                                      
43 吳秀貞 107 年 7 月 12 日調查筆錄。 
44 蘇智敏 107 年 7 月 18 日調查筆錄。 
45 蘇智敏 107 年 7 月 18 日調查筆錄。 
46 王麗珠 107 年 7 月 18 日調查筆錄。 
47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48 91 年 10 月 3 日辜嚴倬雲、陳幸致廣東銀行信件、存單 A/C#01-31XXX-01（本金 58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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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間自廣東銀行轉存中國信託紐約分行，吳秀貞稱：「聽他們

講，大陸時期帶來的美金全部都放在廣東銀行，因為最早期就是

跟廣東銀行往來，後來辜嚴前主委來了之後，才決定將廣東銀行

的錢轉到中信銀行紐約分行。49」、巢純如稱：「廣東銀行是人家捐

給蔣夫人的錢，因為她擔任兒童保育會的副總幹事，那筆錢算是

『保委會經費』，後來存入中信是因為上面說廣東銀行要倒了。因

為我始終覺得存在國外鞭長莫及、不保險，存在國內至少還管的

到，後來我退休之前就把存在國外的錢通通移回國內，當然有經

過當時的主任委員辜嚴倬雲批准。50」，保管委員會遂將該款項共

計 605 萬 5,536.07 美元51轉存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紐約分行。至 106

年 12月 31日止，保委會經費餘額折合台幣為 2億 3,395萬 4,445.45

元52，至 107 年 5 月 31 日為止折合台幣共計 2 億 3,764 萬 6,849.45

元53，存儲於台灣銀行及土地銀行。 

四、 小結： 

保管委員會為蔣宋美齡建立作為監督婦聯會之財務部門，其

成立宗旨為保管婦聯會經費，由婦聯會主委蔣宋美齡指派最信任

的人擔任保管委員，並聘任專責工作人員執行其業務，與婦聯會

會計室不相重疊。保管委員會因無獨立之章程，且與婦聯會統一

編號相同，故為婦聯會內部單位；然長期以來，保管委員會並不

過問婦聯會之會務，僅聽命於主任委員，亦不向婦聯會常務委員

會報告。嗣於辜嚴倬雲任主任委員期間，始因外在環境改變及舊

有員工更迭而漸為非保管委員會人員所知悉。 

                                                      
2,292.39 美元）、 A/C#01-31XXX-01（本金 13 萬 5,428.48 美元）、A/C#01-31XXX-02（本金 12 萬

4,814.64 美元）及中國信託紐約分行存單 A/C #2XX4XX82（本金 605 萬 5,536.07 美元）。 
49 吳秀貞 107 年 7 月 12 日調查筆錄。 
50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51 中國信託紐約分行存單 A/C #2XX4XX82（本金 605 萬 5,536.07 美元）。 
52 含新台幣 4 萬 5,5261.45 元及美金 787 萬 3,079.22 元；婦聯會 107 年 6 月 21 日(107)婦聯計字

第 129 號函及其附件光碟中「保管會 94-105 年利息收入活頁簿 2」，銀行存款工作表。 
53 含新台幣 4 萬 5,5261.45 元及美金 800 萬 3,646.11 元；婦聯會 107 年 6 月 21 日(107)婦聯計字

第 129 號函及其附件光碟中「銀行往來明細表及預估應收利息」活頁簿，工作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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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婦聯會之經費來源 

就婦聯會之經費來源，曾任婦聯會委員之鄭玉麗訪談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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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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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婦聯會雖登記為人民團體，然依其 96年至 105年財務資料、

婦聯會會計人員蘇智敏、王麗珠與保管委員會會計人員巢純如、

吳秀貞之證述，婦聯會來自會員會費、其他個人或單位捐款之收

入很少，所佔比例甚低，其主要收入來源為銀行利息55。 

一、 影劇票及棉紗附捐、防衛捐及其他補助款 

    本會前於 106 年 4 月 24 日第一次聽證時說明婦聯會早期

部分收入來源為影劇票及棉紗附捐、國民黨代領轉發款項、接

受政府機關補捐助數額及防衛捐等，詳細說明請參見本會 106

年 4月 24日初步調查報告。 

    婦聯會曾以 107 年 5月 14 日(107)婦聯秘字第 104 號函表

示婦聯會自 46年 5月起至 49年 6月止收受影劇票及棉紗附捐

共計 4,188萬 4,505.84元。同函亦表示，婦聯會自 47年至 83

年接受中國國民黨補助共計 3億 5,751萬 6,250元，並自 83年

至 90年接受民生建設基金會補助共 1,985萬元5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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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王麗珠調查筆錄；巢純如調查筆錄；吳秀貞調查筆錄。 
56 婦聯會 107 年 5 月 14 日(107)婦聯秘字第 104 號函。 



107 年 9 月 21 日 

12 

二、 主要經費來源：進口結匯附徵勞軍款 

（一） 「勞軍捐」之由來與沿革 

「進口結匯附徵勞軍款」（或稱進出口業外匯結匯附徵捐

款、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捐獻、進出口業

外匯結匯附勸等，下通稱「勞軍捐」）乃以每結匯美金 1元附

徵特定比例之方式，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61年

間改組為中央委員會社會工作會）及省市黨部協助策動各工

商業，要求捐獻予國家之制度。實施方式係由各工商業公會

於每年各界公會會員大會通過捐獻案，決議由銀行逕於進口

結匯時收取；依附徵對象分為「貿易商進口結匯」及「生產事

業（含工漁業）進口結匯」（工漁業一般結匯）兩大類。此制

度自 44年、45年起由婦聯會及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下稱軍

友社）號召興建軍眷住宅及勞軍活動，原附徵比例為每結匯 1

美金附徵新台幣 5角，至 70年間調降為 3角，76年調降為 2

角，77 年間再降為 1 角，嗣後改為自由樂捐，至 78 年 6 月

30日正式停止徵收，期間長達 30餘年。附徵所得款項再依一

定比例或經中國國民黨協調分配由婦聯會及軍友社等特定團

體分得。以下將說明勞軍捐之種類、收款流程、分配方式及婦

聯會收款後解繳保管委員會過程，並於本調查報告第肆部分

計算婦聯會歷年收取勞軍捐之數額。 

（二） 勞軍捐之種類、收款流程及分配原則概述 

勞軍捐之種類，依收款對象可分為「貿易商進口結匯」及

「生產事業（含工漁業）進口結匯」（原稱工漁業一般結匯）

兩類57，雖均由各銀行逕於進口結匯時收取，但辦理方式及分

                                                      
57 63 年 11 月 30 日「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獻實施準則」及 72 年 11 月 1 日婦聯會暨軍友社

編印之「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暨其附件 1「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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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例略有不同： 

1. 貿易商勞軍捐之收款流程及分配 

    依進出口外匯附勸勞軍捐獻協調小組第 1 次至第

74 次會議紀錄之記載、63 年 11 月 30 日「進口外匯結

匯附勸勞軍捐獻實施準則」及 72年 11月 1日婦聯會暨

軍友社編印之「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

暨其附件 1「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之規定，

貿易商勞軍捐係由台灣省進出口公會聯合會（下稱台灣

省進出口公會）、台北市及（升格為院轄市後之）高雄

市進出口公會於辦理外匯之銀行開設勞軍捐專戶58，於

辦理結匯時逕依結匯 1 美元附徵新台幣 5 角之比例收

取，台灣省屬各縣市之進出口公會則於各地銀行開設帳

戶，將每期所得款項先撥至台灣省進出口公會聯合會勞

軍捐專戶59，結算後省、市公會再定期將勞軍捐專戶中

款項轉撥予婦聯會及軍友社。 

就款項分配比例，初期以 1,500萬元為捐款目標60，

依婦聯會三分之二、軍友社三分之一之比例分配，惟 48

年起連年超收，遂由中國國民黨中央第五組召集相關單

位組成「進出口外匯附勸勞軍捐獻協調小組」（詳後述），

就每年收款金額召開會議分配使用，嗣後省、市公會再

                                                      
58 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內政部 105 年台內民字第 1051101290 號函檢附之書面報告。 
59 本會依婦聯會現存之 75 年至 77 年各地勞軍捐獻清單所載，向銀行函查若干進出口公會之帳

號，因時間久遠，多數帳戶業已銷戶，其交易明細因逾保存年限而無法調取銀行明細相互勾稽比

對，然依函覆資料（臺灣銀行 107 年 7 月 10 日銀營運乙字第 10700040151 號函、上海商業儲蓄

銀行東台北分行 107 年 7 月 24 日上東台北字第 1070000035 號函、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07 年 7

月 4 日兆銀總集中字第 1070026016 號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東嘉義分行 107 年 7 月 20 日合金

東嘉義字第 1070002862 號函、107 年 7 月 20 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國世存匯作業

字第 1070053268 號函、107 年 7 月 12 日第一商業銀行嘉義分行一嘉義字第 00203 號函、華南商

業銀行 107 年 6 月 25 日總行營清字第 1070054305 號函暨其附件）可知，勞軍捐獻清單上所載

為各縣市進出口公會之銀行帳戶（含嘉義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勞軍戶、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

公會勞軍捐專戶、嘉義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勞軍專戶）。 
60 75 年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審計小組簡報；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3 次至第 5 次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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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會議決議將款項撥予婦聯會及軍友社。至 70 年間，

收款總額內使用數改按下列原則分配：婦聯會興建軍眷

住宅捐款 20％、軍友社辦理勞軍經費 10％、各該公會

辦理捐獻事務費 5％，其餘款項再按婦聯會、公會、軍

友社各三分之一分配使用，剩餘尾款撥存婦聯會暨軍友

社捐獻事務費專戶61。然至 78年停徵前，分配數額仍以

進出口外匯附勸勞軍捐獻協調小組決議之實際分配數

為依歸。貿易商進口結匯勞軍款作業程序流程62如附圖

1。 

2. 生產事業勞軍捐之收款流程及分配 

    「生產事業（含工漁業）進口結匯」原稱「工漁業

一般外匯」，依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獻實施準則、

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規定及軍友社社

史之記載，生產事業（含工漁業）勞軍捐係由軍友社及

婦聯會於各地銀行設立專戶，銀行於結匯時代收後直接

撥入婦聯會、軍友社專戶63，按協議比例分配使用。其

中，台北市各銀行代收之款項逕存入婦聯會暨軍友社共

同專戶，再依收款總額按婦聯會三分之二、軍友社三分

之一分配；高雄市及其他省屬縣市之款項，則先存入各

該縣市軍人服務站所設之勞軍捐專戶，再由各該縣市軍

人服務站匯繳予婦聯會及軍友社，按比例分配、使用64。

生產事業（含工漁業）勞軍款作業程序65如附圖 2。 

                                                      
61 72 年 11 月 1 日婦聯會暨軍友社編印之「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暨其附件 1

「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 
62 台灣省各縣市貿易商進口結匯勞軍捐款作業程序簡明表，附於 72 年 11 月 1 日婦聯會暨軍友

社編印之「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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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年 11 月 1 日婦聯會暨軍

友社編印之「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暨其附件 1「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 

63 年 11 月 30 日「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獻實施準則」。 
64 72 年 11 月 1 日婦聯會暨軍友社編印之「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暨其附件 1

「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 
65 生產事業進口結匯勞軍捐款作業程序簡明表，附於 72 年 11 月 1 日婦聯會暨軍友社編印之「進

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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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徵對象及金額 

依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及進口結匯附勸

勞軍款作業之規定，勞軍捐由「各銀行逕於進口結匯時收取
66」，凡有進口結匯需求，如進口貿易、進口工業原物料、農產

品、漁業用具等，於銀行辦理結匯時均需解繳，僅少數例外於

免徵進口稅案件或經財政部核准免稅進口（如使用紅邊輸入

許可證之加工外銷、政府與軍事單位、非營利事業機構、教育

教學器材、公共交通器材、符合獎勵條例經核准之僑外投資、

新聞印報紙、或其他經核定免進口稅之特案等）者，始可免附

徵勞軍捐，例如財政部即曾以財政部國庫署 63 年 1 月 30 日

（63）臺財庫字第 10771 號函知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交通銀

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及台灣銀行，依 63 年 1 月 20

日婦聯會及軍友社制訂之「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
67，黃豆為「免附勞軍捐款」項目，故勞軍捐暫停收繳。 

    又免徵勞軍捐之進口結匯案件，作業流程上仍須於結匯

時收繳勞軍捐，並於結匯後特定期間持免稅相關證明文件向

銀行或各進出口公會申請退還勞軍捐68，即先捐後退。以漁民

或漁業公司進口免徵關稅之漁用器材為例，依「進口結匯附

勸勞軍款作業規定」，結匯時需先捐勞軍款，再持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核發之「進口漁用器材免稅證明函」向軍友社申請退

款，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曾以(76)農漁字第 10748 號函向軍友

社及婦聯會建議「為便民起見，請同意……憑本會核發之『進

口漁用器材免稅證明函』於結匯時免繳交勞軍款。」嗣經婦聯

會及軍友社同意，並以 76 年 6 月 24 日(76)中光計字第 901

號函及(76)永捐字第 46201 號函轉知辦理代收勞軍捐之外匯

                                                      
66 72 年 11 月 1 日婦聯會暨軍友社編印之「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暨其附件 1

「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 
67 72 年 11 月 1 日婦聯會及軍友社編印之「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暨其附件 1「進

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及 63 年 11 月 30 日「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獻實施準則」。 
68 63 年 11 月 30 日「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獻實施準則」及 72 年 11 月 1 日婦聯會暨軍友社

編印之「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暨其附件 1「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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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漁民或漁業公司為進口免徵關稅之漁用器材結匯時，

始得免除此「先捐後退」之手續69。 

    本會依婦聯會現存之 75 年至 77 年各地勞軍捐獻清單所

載，向銀行函查若干進出口公會之帳號，因時間久遠，多數帳

戶業已銷戶，其交易明細因逾保存年限而無法調取銀行明細

相互勾稽比對，然依函覆資料70可知，各地進出口公會部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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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勞軍戶」、「高

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勞軍捐專戶」、「嘉義縣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勞軍專戶」等。 

（四） 勞軍捐協調小組與獲得勞軍捐分配之單位或組織： 

1. 勞軍捐附徵數額與「進出口外匯附勸勞軍捐獻協調小組」： 

勞軍捐附徵數額原定 1,500萬元71，惟因 48年、49

年每年捐款皆超過 1,500萬元，故於 50年 6月 17日由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召集婦聯會、軍友社、進

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國防部總政戰部、台灣警備總部政

戰部、台灣省社會處、台灣省委員會，假中央委員會第

五組會議室舉行「商討進出口業外匯附勸軍眷住宅及勞

軍捐獻劃撥事宜座談會」，會中決議：「一、各單位一致

同意組設專案性質小組，其內容為：（一）名稱：進出

口外匯附勸勞軍捐獻協調（或專案）小組。（二）性質：

                                                      
69 華南商業銀行 107 年 5 月 30 日國企字第 1070046155 號函附附件 6-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及中

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會銜 76 年 6 月 24 日(76)中光計字第 901 號函及(76)永捐字第 46201 號函 
70 臺灣銀行 107 年 7 月 10 日銀營運乙字第 10700040151 號函、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東台北分行

107 年 7 月 24 日上東台北字第 1070000035 號函、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07 年 7 月 4 日兆銀總集中

字第 1070026016 號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東嘉義分行 107 年 7 月 20 日合金東嘉義字第

1070002862 號函、107 年 7 月 20 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國世存匯作業字第

1070053268 號函、107 年 7 月 12 日第一商業銀行嘉義分行一嘉義字第 00203 號函、華南商業銀

行 107 年 6 月 25 日總行營清字第 1070054305 號函暨其附件；餘見本會 106 年 4 月 27 日初步調

查報告註 63。 
71 75 年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審計小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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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協調性質會議，對外不公開。」，以決定當捐款已

達 1,500 萬元後是否繼續附勸捐款及超收款項之分配

方式。 

進出口外匯附勸勞軍捐獻協調小組（下稱協調小組）

遂於 50年 7月 12日第 2次會議通過「進出口業外匯附

勸勞軍捐款協調小組組織要點」，明定「二、本小組組

成份子以下列各單位負責人組織之並以中央五組為召

集單位：中央委員會第五組、國防部總政治部、警備總

部政治部、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台灣省黨部、台灣省進

出口公會聯合會、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婦聯總會、軍人

之友社。72」同日並決議「3.本年捐款滿 1500萬元後，

仍請進出口公會本過去勞軍熱忱，勸導會員繼續捐獻73」。

復於 50年 8月 14日第 3次會議決議：「（一）推請總政

治部劉仲榮同志（召集人）省黨部葉自成同志省社會處

黃宇元同志成立小組洽請各進出口公會支持附勸辦法

繼續辦理並於一個月內提出報告，必要時加邀有關同志

協助……。（二）先由婦聯總會軍友社會函請省進出口

公會於 1500 萬元滿額後繼續附勸。」，並決議「（二）

邇來本部迭接各方反應，咸對進出口公會結匯附勸勞軍

款之收支管理，頗多誤會，今後為加強對社會各界及會

員徵信起見，似宜在政府銀行開設『結匯附勸勞軍捐款』

專戶，由婦聯總會、軍友社會章共同負責，並依既定之

原則用於勞軍，並由協調小組織支持省聯合會發動該業

踴躍捐獻。」，此一決議核與婦聯會內部資料及前會計

主任蘇智敏之證述「原在台灣銀行開立專戶存儲，50

年……移交保管委員會保管」相符。     

 協調小組嗣於 50年 9月 29日第 4次會議決議：

「二、今後捐款收支應設立專戶由捐獻單位及接收捐獻

                                                      
72 50 年 7 月 12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73 50 年 7 月 12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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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會章處理以杜流言。……五、自明（51）年 1月份

起附勸額不限於每年為 1500 萬應照美金 1 元附勸新台

幣 5 角之規定經常勸募無論是否超過 1500 萬元均撥為

勞軍專款之用」、「請本小組各單位即行運用影響力量分

洽請有關人士支持繼續勸募。」，並於 51年 1月 8日第

5次會議決議：「二、51年起附勸捐款不限於 1500萬元

應照美金 1 元附勸新台幣 5 角之數額自元月份起經常

勸募仍由婦聯總會軍友社二單位即行正式函請省進出

口公會繼續附勸並透過會員大會通過。三、歷年來進出

口業勞軍捐獻數額至鉅軍友社及婦聯會應研商獎勵辦

法予以鼓勵其出力特多者並請國防部核獎。」自此，勞

軍捐數額不再限於 1500萬元。 

2. 由協調小組會議記錄，可知貿易商勞軍捐分配比例之變

更： 

    於貿易商進口結匯勞軍捐一類，其款項分配比例，

均由前揭協調小組分配，初期維持婦聯會三分之二、軍

友社三分之一之比例，53年間，因發生 52年勞軍捐中

有錯收工業漁業美援等外匯捐款 113 萬 898.10 元之情

事，協調小組遂於 54年間決議：「為求基本捐款（撥付

婦聯會 2000萬及軍友社 1000萬元）外餘款之處理簡化

起見，推請中央第五組、總政治作戰部、省黨部、省社

會處五單位研商處理辦法，並請第五組召集。74」經 55

年 5 月 26 日集會研商後，協調小組於 55 年 8 月 22 日

通過「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款餘額處理要點」，依

該要點之規定，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款除每年分撥

婦聯會 2000萬元及軍友社 1000萬元基本捐款以外，其

餘餘額以婦聯會、軍友社及進出口公會各佔三分之一之

比例分配，並由婦聯會、軍友社及進出口公會就所得分

                                                      
74 54 年 1 月 5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13 次會議紀錄；54 年 8 月 4 日進出口業

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14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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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餘額提出用途，經協調小組通過後方得動支。且婦聯

會計畫使用所得餘額時，需會同中央第五組及總政治作

戰部辦理；軍友社及進出口公會計畫使用所得餘額時，

應會同有關單位協調辦理。該要點並自 55 年起開始適

用。至 70 年間，收款總額內使用數改為按下列原則分

配：婦聯會興建軍眷住宅捐款 20％、軍友社辦理勞軍經

費 10％、各該公會辦理捐獻事務費 5％，其餘款項再按

婦聯會、公會、軍友社各三分之一分配使用，剩餘尾款

撥存婦聯會暨軍友社捐獻事務費專戶75。 

3. 就貿易商勞軍捐，除常態性給予婦聯會及軍友社基本分

配數，尚有其他專案分配，並有其他組織及單位獲得貿易

商勞軍捐分配，其中包括中國國民黨： 

由於歷年貿易商進口結匯勞軍款收款金額遠大於

55 年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款餘額處理要點規定之

「基本捐款」，又為因應當時情勢，歷年貿易商進口結

匯勞軍款除婦聯會 2000 萬及軍友社 1000 萬元之基本

分配數外，尚有加撥興建軍眷住宅經費、建國軍職務官

舍經費、婦聯會手工藝品費、婦聯會救護幹部訓練班經

費、婦聯會設備專款、婦聯會專案勞軍費、婦聯會婦女

界勞軍費、高山海濱偏僻艱苦地區慰勞費、環島慰勞國

軍傷患官兵經費、軍眷特殊災害救濟費、慰問一般殘疾

軍眷經費、前線勞軍經費、軍眷職業訓練費、春節勞軍

經費、國慶勞軍經費、慰問烈士遺屬及無依貧苦軍警費、

勞軍裝配義肢、特別（專案）勞軍經費、軍中文康設施

等，其中亦有多項「由婦聯會會同總政戰部及中央五組

（中央社會工作會）辦理76」。 

又就貿易商勞軍捐，亦見協調小組作成補助其他單

                                                      
75 72 年 11 月 1 日婦聯會暨軍友社編印之「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暨其附件 1

「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作業規定」。 
76 第 1 次至第 74 次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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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決定，如 55 年 3 月 18 日協調小組第 15 次會議中

論及「2.查 54 年 9 月 1 日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152 次

改善軍眷生活一案時，奉總裁指示：『此項調查相當重

要，所提改進辦法均應付之實施。』自當遵照總裁指示

辦理。此案交付本協調小組辦理者為：(1)在進出口業

勞軍捐款餘額項下每年提撥 100萬，交王師凱黨部會同

軍方有關業務單位辦理法令規定以外之軍眷災害及特

別事故救助用。(2)興建軍眷診療所 30 所（每所 20 萬

元）共需 600萬元，在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款餘額項

下自本年起分 3年撥付興建，並由進出口公會分別命名

藉留紀念77」，並經會議決議：「1.54年捐款餘額 2100餘

萬，以撥給軍眷災害及特別事故救助 100萬元及第 1年

興建軍眷診療所 200萬元為最優先。並即分別撥付備用。
78」、59年 12月 31日第 24次會議論及「二、（一）准王

師凱黨部(59 凱眷字第 64 號函：『遵奉鈞會 57 鑑五字

第 476 號代電核發本部(58)年度眷村黨團急難病困救

助專款 100萬元，迄已遵示執行救助用罄，……謹請鈞

會仍予核發救助專款 100萬元，俾本部繼續執行上項救

助工作，藉以強化眷村黨團功能，強化軍眷對黨之向心

力』。（二）本案係奉中常會決定在本捐款項下每年提撥

新台幣 100萬元，交王師凱黨部作為軍眷災害及特別事

故救助之用，應請按照年度繼續撥付。（三）特提請核

議。79」，並經會議決議決議：「王師凱辦理軍眷急難病

困救助專款 100萬元，准在 59年捐款餘額內優先撥付。
80」而協調小組確於 56年、59年至 68年勞軍款中每年

撥付 100 萬元（其中 67 年撥付 200 萬元）作為「王師

凱軍眷災害及特別事故救助經費」81。 

                                                      
77 55 年 3 月 18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15 次會議紀錄。 
78 55 年 3 月 18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15 次會議紀錄。 
79 59 年 12 月 31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24 次會議紀錄。 
80 59 年 12 月 31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24 次會議紀錄。 
81 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20 次、第 26 次、第 28 次、第 30 次、第 32 次、第 34

次、第 36 次、第 37 次、第 40 次、第 42 次、第 44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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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可見，歷年貿易商進口結匯勞軍款之實際分

配數額，以協調小組之決議為準，並有分配予婦聯會

及軍友社以外組織之案例，如分配予中國國民黨王師

凱黨部。（第 1次至第 74次協調小組會議紀錄詳見本

調查報告附件 1，歷次分配數整理如附件 2） 

（五） 勞軍捐之減徵與停徵 

1. 婦聯會與軍友社策動進出口業公會持續收繳勞軍捐之過

程： 

據婦聯會置於秘書室卷宗內第 1 次至第 74 次「進

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會議紀錄」內所附中華

民國軍人之友社總社「進出口業勞軍捐款」內部報告，

就策動有意停止捐款之進出口業公會繼續捐款有如下

記載：「發動經過：「1.本社（軍人之友社）自 44-46 年

每年發動進出口業勞軍捐獻一次每結匯美金 1 元捐獻

台幣 5 角所得捐款悉數撥交本社勞軍（捐獻期間以結匯

一期為限）2.自 47 年第 2 期結匯開始本社與婦聯總會

會同發動辦理勞軍。3.發動該業捐獻初期由本社邀請台

北市進出口公會及財政部經濟部外貿會財政廳建設廳

中央五組總政治部省黨部市黨部台灣銀行等單位參加

策動（有會議紀錄可查）47 年 4 月又與婦聯總會會銜

邀請省市進出口公會及中央五組省黨部財政部市政府

台灣銀行市黨部等單位開會研討繼續捐獻。……該業捐

款停止後對本社發生之影響：1.工業外匯及其他捐款勢

將隨之停止。2.明年另在發動需經各縣市公會會員大會

通過方可進行……3.捐款人目前已成習慣停止後再發

動困難頗多。…四、處理意見：1.請公會策動各縣市公

會繼續捐獻至 12 月底止。2.公會如確定停收主管機關

勢必追究未撥款下落。3. 該業公會如必須堅持成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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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起停止捐獻而無法變更該業理監事會決議案則

本社為求對有關單位交代起見勢必會同婦聯總會邀請

原策動之各單位集會研商。82」 

2. 勞軍捐硬性收取比例之調降及停徵過程： 

52年 2月 21日協調小組第 8次會議中，台灣省進

出口公會提案擬自 52 年 3 月起將附徵比例改為每結匯

美金 1 元捐獻 3 角，惟經會議決議「基於反攻之期日益

迫近，軍中需要與日俱增，各界支援自應更加努力。進

出口業仍應一本過去勞軍熱忱，繼續每 1 美元外匯附勸

新台幣 5 角83」而遭推翻，小組並於 53 年 1 月 30 日第

10 次會議決議「53 年進出口業結匯附勸捐款之分配仍

維持婦聯會得三分之二，軍友社得三分之一之比例辦理。

請陳茂榜同志（按：時任台灣省進出口公會理事長）負

責提請省進出口公會理事會支持上項決定。84」。 

56 年間，台灣省進出口公會第 6 屆第 6 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決議「發動全省業者循例繼續辦理捐獻其總額

以 3000 萬元為限屆滿時應即停止捐獻本案提請會員大

會核議85」，惟經婦聯會及軍友社「提協調小組會議商請

進出口業繼續捐獻不以 3000 萬元為限以利三軍86」，勞

軍捐協調小組於 56 年 4 月 3 日第 18 次會議決議「一、

仍請進出口業依照往年成例全年繼續捐獻不以 3000 萬

                                                      
82 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總社 50 年間「進出口業外匯結匯」報告，婦聯會置於秘書室卷宗內第 1

次至第 74 次「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會議紀錄」內所附。 
83 52 年 2 月 21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8 次會議紀錄 
84 53 年 1 月 30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10 次會議紀錄。 
85 56 年 4 月 3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18 次會議紀錄：「茲據中華婦女反共聯合

會軍人之友社聯銜代電節稱『關於 56 年進出口業附勸勞軍捐款一案經省進出口公會第 6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發動全省業者循例繼續辦理捐獻其總額以 3000 萬元為限屆滿時應即停

止捐獻本案提請會員大會核議」等語請提協調小組會議商請進出口業繼續捐獻不以 3000 萬元為

限以利三軍』等與擬請進出口業依照往年成例全年繼續捐獻不以 3000 萬元為限可否報請鑒核。

決定：一、仍請進出口業依照往年成立全年繼續捐獻不以 3000 萬元為限。二、請台灣省黨部省

社會處協助辦理。」 
86 56 年 4 月 3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18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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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為限。二、請台灣省黨部省社會處協助辦理。87」。 

63 年 5 月 27 日協調小組第 31 次會議中，台灣省

進出口公會復提案「建議為響應政府穩定當前經濟措施

方案之實施，請對一般工業原料及民生必需品之進口，

免予附勸勞軍捐獻，俾減輕成本，降低物價」，惟經小

組決議：「（一）有關單位已遵照政府之決定，自 63 年

2 月 1 日起，對進口農產品免附勞軍捐款若有必須，可

再另行研商。（二）請台灣省進出口業界，仍本愛國敬

軍之熱忱，對附勸勞軍捐款工作繼續惠予支持，勿事減

免，藉以爭取支援國軍反攻復國之更大成效。88」 

70 年間，因景氣因素，經濟部國貿局曾於 70 年 11

月配合政策主動協調將勞軍捐由 5角減為 3角，並以 70

年 11月 2日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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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0年 11月 3日起，捐獻標

準降為 3角，婦聯會及軍友社會並以 70年 11月 3日(70)

忠信計 113 號發函通知台灣省進出口公會聯合會、台北

市及高雄市進出口公會：「貴會會員進口外匯結匯每結匯

美金 1元原附捐勞軍捐款新台幣 5角請自本（70）年 11

月 3日起減為 3角。」「年來工商界受種種因素之激盪均

略感困難，茲為舒解工商之困難，並貫徹蔣總統勤儉建

軍，自動將外匯結匯每結匯美金 1 元捐獻台幣 5 角之標

準，減為每結匯美金 1元捐獻台幣 3角，並請自本（70）

年 11月 3日實施。90」。 

至 72 年間，由於「工商發達，對外貿易增長…捐獻

業務更趨頻繁，而捐款總額高達 20 億元以上，數字甚為

龐大，外界流言亦多，因此國軍 72年政治作戰會議工作

                                                      
87 56 年 4 月 3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18 次會議紀錄。 
88 63 年 5 月 27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31 次會議紀錄。 
89 經濟部 96 年 5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602317550 號函暨附件。 
90 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與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會銜 70 年 11 月 3 日(70)忠信計 11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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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要項（四），協調軍友社於 3個月內成立勞軍捐獻審

計小組，加強審計與聯繫91」，婦聯會為處理勞軍捐帳務，

與軍友社共同「成立『勞軍捐款審計小組』專司其責，

為使該小組作業有所遵循，經將原有各規定重新整理，

並參考政府財經部門對出進口商輔導管理辦法，修訂為

『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92」。 

嗣後，工商業界以勞軍捐並無法源依據，反對聲浪

四起，如「一、立法委員反映：（一）康寧祥委員建議勞

軍捐款應即停止辦理，並應加強社團管理（72.3.23 資

料）。（二）張間華委員建請轉停辦理進口結匯附勸勞軍

捐款（74.6.20致俞院長函）（三）蕭瑞徵委員鄭重建議，

廢止硬性附收辦法，改自由樂捐或酌予降低捐獻比率

（75.9.19立法院議案）（四）張平沼委員在質詢中指出，

生產事業勞軍捐款，軍友社要直接經收，進出口公會認

不應相爭（75.1.29函及 76.1.7資料）。二、社會反映：

（一）勞軍捐應停止扣繳（72..亞洲人、4卷、4期）（二）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黎昌意處長呼籲政府解除生產事業勞

軍款（74.5.22台灣時報刊登）（三）基隆市進出口公會，

為疏解工商業困境，激勵投資意願，減輕進口成本，建

請暫停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款（74.6.11函）（四）桃園縣

政府轉桃園縣商業會，請暫停徵收進口業所附加扣繳之

勞軍捐款，以解商艱（74.8.5函）（五）台南市進出口公

會第 17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動議，請研究將進口

業者結匯勞軍捐款比率降為 1 美元捐獻台幣 1.5 角或 2

角，以減輕業者負擔。（六）76.1.23民族晚報及工商時

報，報導國貿局檢討貿易一元化，使進出口貿易公平待

遇，研擬消除貿易障礙，有撤除港工捐、簽證費、勞軍

捐等收費之議。93」「（一）關於立法委員反映部分：本社

                                                      
91 75 年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審計小組簡報。 
92 75 年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審計小組簡報。 
93 76 年 2 月 10 日軍人之友社辦理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概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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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其用意重點，就實際情況，提供確切而翔實資料，

呈報國防部轉行政院一一答復，均能通過，未再提出意

見。94」 

76年 2月 3日，為配合貿易一元化等改革方案，國

貿局副局長吳慶堂專程就「有關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捐獻

請教軍友社意見，吳總幹事就吳副局長所提問題及最近

少數報紙刊載綜合幾點意見，請吳副局長提供蕭局長參

考：（一）勞軍捐獻係廠商自動自發，提經各公會會員大

會決議通過捐獻勞軍，象徵全國工商界敬軍愛國意願…

自與政府規定之港工捐、簽證費不同，且事項捐獻依民

法當屬『贈與』，因受捐單位婦聯會及軍友社亦係社會團

體，如此社團與工商團體在無拘束力純屬民間樂捐行為，

政府機關不宜參與。…（三）建議國貿局將來有關『勞

軍捐』三字，盡量少見報端，如有必要，請採用『勞軍

捐獻』或『勞軍附勸』，避免與規費相提並論…95」，「（76

年）2 月 5 日下午 3 時半婦聯會王總幹事、軍友社吳總

幹事聯袂往訪國貿局蕭局長，表達對『勞軍捐獻』之關

注，據悉吳副局長業將婦聯會、軍友社意見轉達蕭局長，

因此蕭局長態度謙和、語氣誠懇的表示：對勞軍捐獻絕

對贊成，且無變更勞軍捐獻方式之意思。……（二）國

貿局為推行貿易一元化，檢討出進口並重、出進口公平

待遇（按進口物品有港工捐、簽證費、少部分有附勸勞

軍款，但出口不獨無捐費附收，且多有獎勵），貿易一元

化實施後（即生產事業（工廠）可辦貿易進出口、貿易

商議可經營生產事業）對附勸勞軍捐獻經收手續，似應

有所變更，至於附勸對象（廠商）、及附勸項目之取捨，

國貿局絕無意見，並囑主辦單位全力協助。96」 

76年間，婦聯會及軍友社「為因應當前經濟情勢發
                                                      
94 76 年 2 月 10 日軍人之友社辦理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概況報告。 
95 76 年 2 月 10 日軍人之友社辦理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概況報告。 
96 76 年 2 月 10 日軍人之友社辦理進口結匯附勸勞軍捐款實施概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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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關廠商進口貨品結匯附勸勞軍款由美金 1 元捐新台

幣 3 角減為 2 角」、「為響應政府經貿措施…對現行廠商

部分進口貨品每結匯美金 1元附捐新台幣3角之勞軍款，

減為 2角，並自本（76）年 5月 1日起實施。97」並以 76

年 4月 1 日(76)中光計 631 號及(76)永捐字第 44779 號

函「請貴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特知有關單位配合辦

理。98」，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復於 76年 4月 21日以貿(76)

一發字第 09934 號函通知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國外部等單

位99。 

77 年 4 月間，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第 17 屆

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於（77年）4月 27日舉行，對於

進口結匯附勸軍眷住宅及勞軍捐款乙案經全體代表一致

『決議取消捐繳』並自 4 月 28 日起停繳…100」，77 年 8

月間，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第 9 屆第 1 次會員代

表大會決議將附徵比例再降為「進口外匯結匯附勸勞軍

捐款，每進口 1美元自由樂捐勞軍款新台幣 1角101」，嗣

後改為自由樂捐，至 78年 6月 30日停止徵收102。 
 

（六） 婦聯會收取勞軍捐及解繳保管委員會之流程 

    就婦聯會收取勞軍捐之具體流程，據婦聯會前會計主任

                                                      
97 中華婦女共聯合會與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會銜 76 年 4 月 1 日(76)中光計 631 號及(76)永捐字

第 44779 號函。 
98 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與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會銜 76 年 4 月 1 日(76)中光計 631 號與(76)永捐

字第 44779 號函。 
99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76 年 4 月 21 日貿(76)一發字第 09934 號函（致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國外部

等）。 
100 華南商業銀行 107 年 5 月 30 日國企字第 1070046155 號函附件 7-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 77 年 5 月 6 日南市進出總字第 152 號函。 
101 華南商業銀行 107 年 5 月 30 日國企字第 1070046155 號函附件 8-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 77 年 8 月 11 日(77)貿程財字第 0500 號函。 
102 79 年 3 月 30 日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第 74 次會議紀錄；華南商業銀行 107 年

5 月 30 日國企字第 1070046155 號函附附件 9-台北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及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

會銜 78 年 6 月 14 日(78)婦遠計字第 551 號函及(78)永捐字第 57174 號函；第一商業銀行外匯營

運處 107 年 5 月 14 日外做字第 00049 號函附第一商業銀行總行國外管理部 78.6.28 一國畫字第

06066 號函（514 號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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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智敏稱，「每年度會開分撥會議決定金額之後，我們照會議

記錄由我們的總務組出納禹如明先生開收據給台灣省、台北

市、高雄市這 3 個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這 3 個公會再匯款

到婦聯會的銀行帳戶。我們拿到錢之後，會在一個月內匯到

保管委員會的戶頭。3 公會怎麼將錢匯到婦聯會戶頭我不太

記得了，也是總務組出納禹先生處理的，解繳保管會的錢也

是他開支票給保管會。如果是軍眷住宅捐款，我們收多少就

解繳多少，由禹先生開支票給保管會。103」、「勞軍捐由出納處

理，出納要拿著收據的存底給我們會計室的組員做傳票，因

為我負責的業務是登帳，我登帳時就會登記婦聯會有收到勞

軍捐的金額，也會登繳保管會的金額，但銀行明細我沒有登。
104」復依保管委員會前會計主任巢純如稱：「禹如明先生拿『交

款書』給保管會，交款書上面有名目和金額，他們錢交過來

保管委員會後我們就記在帳上。他們的錢怎麼來我沒有管。

我們保管委員會有一個戶頭、婦聯會有一個戶頭，都在台灣

銀行，一定都是由出納拿『交款書』過來，他們拿多少錢過

來我們就收多少。陳校長時代是用支票，後來比較多是用轉

帳。105」     

又依巢純如、吳秀貞、蘇智敏及王麗珠所述，婦聯會收

取勞軍捐後，每月需將大部分款項「解繳保管委員會」，需用

錢時再向保管委員會經領：「有了軍眷住宅捐款之後，我們收

了錢，就直接交到保管委員會。我們需要用錢時，再向保管

會經領。106」、「婦聯會的錢都要交給保管委員會，婦聯會每年

編列預算書依預算書向保管委員會領款；如果是預算外的款

項，則由常會通過再由主任委員批領取書，才能向保管會領

款。107」、「婦聯會有要求說婦聯會所有收入的款項例如軍眷住

宅捐款雖然一開始進婦聯會，但收了之後就要交給保管委員

                                                      
103 蘇智敏 107 年 7 月 18 日調查筆錄。 
104 王麗珠 107 年 7 月 18 日調查筆錄。 
105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106 蘇智敏 107 年 7 月 18 日調查筆錄。 
107 巢純如 107 年 8 月 10 日調查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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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婦聯會要用錢時再向保管委員會領款。108」、「就我所知，

婦聯會收勞軍捐款之後，上面決定要把錢交給保管委員會，

所以保管委員會就開了一個帳目專門保管婦聯會收來的軍眷

住宅捐款。」、「以前每年年初婦聯會要製作預算書給保管委

員會，到年底有剩的錢要繳回保管委員會，後來大概到 86年，

就沒有再去保管委員會領錢，也不須將結餘繳回保管委員會。
109」。 

（七） 小結 

綜上所述，進口結匯附徵勞軍款實為婦聯會最大財源。

由勞軍捐制度成立過程、徵收方式、民間歷年來爭取調降附

徵款收取比例，乃至停徵之漫長過程，實難謂勞軍捐屬「自

由樂捐」之性質。 

肆、 婦聯會歷年收取勞軍捐之數額及現存餘額之推估 

一、 推估婦聯會歷年收取勞軍捐金額之資料來源及現存餘額之推估

方式 

依婦聯會內部現存資料、婦聯會 107 年 2 月 14 日(107)

婦聯秘字第 029號函所附「存放倉庫檔案」清冊，與巢純如、

嚴以言及王麗珠之調查筆錄可知，婦聯會內原留存 39年至 94

年婦聯會各類會計帳冊暨其傳票、出納帳冊文件、軍眷住宅

捐款收款、保管委員會及保管婦聯會 69 年至 93 年帳冊簿表

及歷年報表110，以及保管委員會來台後 39年至 69年 6月等財

                                                      
108 吳秀貞 107 年 7 月 12 日調查筆錄。 
109 嚴以言 107 年 8 月 3 日調查筆錄。 
110 婦聯會 107 年 2 月 14 日(107)婦聯秘字第 029 號函暨其附件「存放倉庫檔案」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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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料111，資料堪稱完整112，惟前揭資料於 106 年間隨婦聯會

其餘資料搬移至台北市德惠街 16之 5號 8樓台泥德惠大樓，

並由辜懷如等人銷毀113。本會依婦聯會現存之 75年至 77年勞

軍捐獻清單所載，向銀行函查若干進出口公會之勞軍款專戶

帳號，惟因時間久遠，多數帳戶業已銷戶，其交易明細因逾

保存年限而無法調取銀行明細相互勾稽比對，然從函覆資料
114可得知各縣市進出口公會當時確於各銀行開立勞軍款專戶

之事實。迄今勞軍捐歷來經費收支、累積餘絀之原始資料已

無可考，僅得以前述各項勞軍捐相關紀錄推估婦聯會歷年收

取之勞軍捐數額。 

（一） 推估資料之擇定 

本會前於 106年 4月 27日第一次聽證時，曾以中央銀行

44 年至 78 年歷年進口結匯金額推估勞軍捐金額約為 965 億

2,540 萬元115；另依軍人之友社社史中表列之 41 年至 75 年

度、76年及 78年收支決算資料，依「軍友社三分之一、婦聯

會三分之二」的分配比例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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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第一次聽證後，本會又彙整 107 年 3 月 5 日向婦聯會調

取之 58 年至 80 年工作簡報中會計室歷年收支金額，並自第

1次至第 74次「進出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會議紀錄」

                                                      
111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保管委員會保壹號至保拾號箱來台後、39 年至 69 年 6 月共拾箱存放

婦聯會六樓檔案室」清單。該清單所載資料並於 101 年保管委員會前會計主任巢純如退休時交接

予婦聯會前會計主任兼任保管委員會前會計主任嚴以言。 
112 巢純如調查筆錄、嚴以言調查筆錄、王麗珠調查筆錄。 
113 本會另案於 107 年 3 月 9 日以臺黨產調二字第 107000992 號函檢附告發狀就辜嚴倬雲等三人

涉及侵占及毀損乙案向台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發。 
114 臺灣銀行 107 年 7 月 10 日銀營運乙字第 10700040151 號函、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東台北分行

107 年 7 月 24 日上東台北字第 1070000035 號函、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07 年 7 月 4 日兆銀總集中

字第 1070026016 號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東嘉義分行 107 年 7 月 20 日合金東嘉義字第

1070002862 號函、107 年 7 月 20 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國世存匯作業字第

1070053268 號函、107 年 7 月 12 日第一商業銀行嘉義分行一嘉義字第 00203 號函、華南商業銀

行 107 年 6 月 25 日總行營清字第 1070054305 號函。 
115 見本會 106 年 4 月 27 日初步調查報告。 
116 見本會 106 年 4 月 27 日初步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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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統計該會議中歷年分配金額總額，且婦聯會亦以 107 年 5

月 14 日(107)婦聯秘字第 104 號函提出歷年軍眷住宅捐款收

支數額及歷年餘絀。茲分述如下。 

依婦聯會 58年至 80年歷年各月份工作簡報所載，58年

至 78年「軍眷住宅捐款」收款總額共計 131億 941萬 503.84

元117。然婦聯會並未提出 58 年以前工作簡報，47 年至 58 年

之勞軍捐收入付之闕如；復依前揭保管委員會及婦聯會會計

人員之陳述，工作簡報係由婦聯會會計室組員依原始資料填

寫，保管委員會之支出不明，故工作簡報之記載固得證明 58

年起至 78年勞軍捐停徵前婦聯會收取之金額，卻難以推估歷

年餘絀及存儲銀行所得孳息。 

又據第 1次至第 74次勞軍捐協調小組會議紀錄所載，48

年至 76 年度貿易商勞軍捐收入合計數總共 174 億 4,237 萬

4,990元。惟會議紀錄決議分配數之方式，係以「業務內容」

或「款項用途」為分配標的，除「基本捐款」婦聯會 2,000萬

元、軍友社 1,000 萬元外，並未區分各單位之總分配數額，

且多項工作決議「由婦聯會會同總政戰部及中央五組（按：中

央社會工作會）辦理」，尚難得知該項下婦聯會實際分配數額。

再者，協調小組僅就貿易商勞軍捐一類進行分配，未就生產

事業（含工漁業）勞軍捐進行分配，依婦聯會 58 年至 80 年

工作簡報及中央銀行結匯統計資料，生產事業（含工漁業）勞

軍捐歷年數額遠大於貿易商勞軍捐，故協調小組會議紀錄所

記載之勞軍捐金額，不到全部收繳勞軍捐金額之一半。且協

調小組會議記錄亦無婦聯會歷年支出資料，故難憑協調小組

會議紀錄，計算婦聯會歷年總收取數額、餘絀及年底餘額。 

末據婦聯會 107 年 5 月 14 日(107)婦聯秘字第 104 號函

所檢附「軍眷住宅捐款（共有 45年至 93年）」表，可見婦聯

                                                      
117 含工業外匯捐款等 101 億 5,217 萬 9,733.99 元，進出口公會捐款 29 億 5,723 萬 769.85 元，

惟歷年工作簡報歷年記載收入方式不一，或僅記載「工業外匯捐款等」所在多有，故「工業外

匯捐款等」可能包含進出口公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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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45 年至 93 年歷年之軍眷住宅捐款收入、捐款支出、本期

餘絀及累積餘絀。相較於前 4種資料，婦聯會自行提出之「軍

眷住宅捐款（自本會 45年自行募集起）」表因歷年收入、支

出完整，計算歷年餘額累積數額之基數相對可能較趨近實際

數額，故以下將以此為基礎，估算婦聯會自勞軍捐所取得金

額及現存餘額。 

又依前揭婦聯會及保管委員會會計人員之陳述118，婦聯

會所收取勞軍捐，僅部分列上述婦聯會自行提出之「軍眷住

宅捐款」帳目上，其他部分則列「婦聯會軍眷生產事業經費」

等帳目上，故以下以「軍眷住宅捐款」所為之推估，並未涵蓋

婦聯會所收取勞軍捐款項之全部，謹此敘明。 

（二） 計算方式 

以婦聯會提出之「軍眷住宅捐款（自本會 45年自行募集

起）」表為據，將第 1期餘額加計第 2期利息119及餘絀後作為

第 2 期餘額，再以第 2 期餘額作為第 3 期之上期餘額，重複

此計算過程，推估婦聯會勞軍捐所取得金額及現存餘額。 

二、 婦聯會歷年收取勞軍捐數額及現存餘額推估 

依婦聯會 107 年 5 月 14 日(107)婦聯秘字第 104 號函附之

「軍眷住宅捐款（自本會 45 年自行募集起）」表所載，捐款收

入共計 138 億 9,903 萬 2,461.26 元120，捐款支出 98 億 3,662

萬 7,852.23元，歷年結餘為 40億 6,240萬 4,609.03元（如附

表 1）。 

                                                      
118 「我們婦聯會收到的錢只有軍眷住宅捐款是交給保管委員會，後來有生產事業勞軍捐款就沒

有交保管會，是留在婦聯會。」 
119 以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 
120 其中收入部分含進出口公會捐款 47 億 2,921 萬 1,574.8 元；工業外匯捐款 81 億 5,501 萬

526.01 元；其他收入（包括友邦人士及機關團體、華僑、個人、人民團體、政府機關學校；國

營、省營、民營工商業捐款 10 億 1,481 萬 360.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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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前述計算方式予以估算121，歷年軍眷住宅捐款累計餘

額於 46 年底計 581 萬 984 元，50 年底計 4,313 萬 9,859 元，

58年底計 3億 7,957萬 3,543元，60年底計 8億 9,150萬 4,742

元，70 年底計 85 億 9,370 萬 4,842 元，至 78 年底計 171 億

4,439萬 6,569元，79年底計 190億 1,393萬 2,732元；90年

底計 356 億 3,830 萬 2,503 元，100 年底計 423 億 1,307 萬

3,618 元，106 年底計 456 億 7,281 萬 1,187 元。45 年至 106

年各年度資料及詳細估算金額如附表 2。 

    據婦聯會置於秘書室卷宗內第 1次至第 74次「進出口業

外匯附勸勞軍捐協調小組會議紀錄」所附「中華婦女反共聯合

會便條」記載：「軍眷住宅捐款截至 58 年 11 月 27 日共收 5 億

6,554 萬 1,845.78 元，（含）1、各界捐款 4,523 萬 2,144.40

元，2、影劇票附勸 5,569萬 7,536.46元，3、進出口商結匯附

捐 4億 4,451萬 2,164.92元（進出口公會 1億 8,164萬 5,580

元及工業外匯 2億 6,286萬 5,484.92元），4、青果業輸日香蕉

2,010 萬元結匯附捐。總收 5 億 6,554 萬 1,845.78 元，總付 2

億 4,645 萬 5,817.30 元，結存 3億 1,908 萬 6,028.48 元，存

保管會 3 億 1,821 萬元，台銀 87 萬 6,028.48 元，合計 3 億

1,908 萬 6,028.48 元」。此一便條記載之金額與附表 2 中所估

算 58年度之年底餘額相近。 

    再依據婦聯會提供該會現存之電磁紀錄122中，由吳秀貞製

作之「保管會 94-105年利息收入活頁簿 2」檔案顯示，保管委

員會 79 年 12 月 19 日止保管委員會各類經費項下銀行存款共

計 192 億 4,826 萬 2,774.92 元123、124（含軍眷住宅經費 183 億

                                                      
121 以當時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採計，依據臺灣金融統計月報，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民國 57 年 9

月），第 770 頁至第 775 頁；中央銀行金融統計重要金融指標。 
122 107 年 6 月 21 日(107)婦聯計字第 129 號函暨其附件光碟。 
123 含保委會經費 1 億 1,564 萬 4,811.75 元、婦聯會經費 1 億 9,645 萬 1,143.60 元、軍眷生產事

業經費 4 億 4,304 萬 4,796.76 元、軍眷住宅經費 183 億 4,505 萬 1,907.01 元、救難專款 1 億 4,807

萬 115.80 元。 
124 107 年 6 月 21 日(107)婦聯計字第 129 號函及其附件光碟中「保管會 94-105 年利息收入活頁

簿 2」檔案，「銀行存款」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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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5 萬 1,907.01 元125）。此一金額亦與附表 2 中所估算 79 年

度之年底餘額相近。 

     同一檔案內「保管會 94-105年利息收入活頁簿 2—利息

收入」則顯示，自 79年 7月起至 105年止之歷年利息收入合計

共 301億 8,001萬 4,280.30元（歷年存款利息及金額合計如表

3 所示126）。準此，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保管委員會銀行存

款及利息本利合計應有 479億 2,558萬 9,291.22元。就前揭利

息收入之依據及原始資料，吳秀貞表示：「我是依據年報表來製

作，拿報表看上面數字打到檔案裡。報表的原始資料是帳冊，

當時是 101 年以後嚴以言主任請我按照以前的資料做成電子檔，

有無打錯我不敢確定，我上面 Key 15多億元就是 15多億元。

這上面的美金我都是製表時用 1 美元兌換 30 元新台幣去計算

的。127」。 此一記載及證述均與附表 2 中所估算 105 年度之年

底餘額相近。 

  綜上所述，依婦聯會自行提出之「軍眷住宅捐款（自本會 45

年自行募集起）」表如另加計利息，其 58 年度、79 年度以及

106 年度之年底餘額，與現尚留存證物上之記載相近，並有長

期任職員工之證詞可參，堪認上開推估之基礎資料及計算方式

具相當之可信性。 

  

                                                      
125 婦聯會 107 年 6 月 21 日(107)婦聯計字第 129 號函及其附件光碟中「保管會 94-105 年利息收

入活頁簿 2」檔案，「銀行存款」工作表。 
126 婦聯會 107 年 6 月 21 日(107)婦聯計字第 129 號函及其附件光碟中「保管會 94-105 年利息收

入活頁簿 2」檔案，「利息收入」工作表。 
127 吳秀貞調查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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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保管委員會 79年至 105年利息收入128 

單位：新台幣/元 

 

伍、 婦聯會之財務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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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底婦聯會現金及銀行

存款為 379 億 4,165 萬元，約占總資產 385 億 532 萬之 98.5％，

                                                      
128 78 年 7 月至 105 年利息收入係依婦聯會 107 年 6 月 21 日(107)婦聯計字第 129 號函及其附件

光碟中「保管會 94-105 年利息收入活頁簿 2」檔案，「利息收入」工作表製作。 
129 婦聯會 107 年 6 月 21 日(107)婦聯計字第 129 號函及其附件光碟中「保管會 94-105 年利息收

入活頁簿 2」檔案，「銀行存款」工作表。 
130 79 年 12 月 20 日至 80 年 6 月利息收入以「利息收入 79/7-80/6」數額 1,502,687,764 元折半

計算，另加計 80 年 7 月起至 105 年底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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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帳面金額為 5 億 1,724 萬元，約占總資產之 1.3％，應

收利息為 4,632 萬元，約占總資產之 0.1％，資產負債分配情形

如下表： 

表 4：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資產負債表（106.12.31）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產 負債與餘絀 

現金 513 應付及代收款項 2,432 

銀行存款 37,941,136 應付所得稅 14,379 

有價證券-股票 517,247 流動負債 16,811 

應收利息 46,325 總負債 16,811 

預付款項 37 累計餘絀 38,181,337 

流動資產 38,505,258 本期餘絀 83,901 

固定資產淨額 59 其他權益 223,275 

存出保證金 7 餘絀總額 38,488,513 

總資產 38,505,324 負債及餘絀 38,505,324 

註：資產負債表所列示之固定資產項目僅包括總會名下之新北市永和區不動產， 

   惟依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105.10.3)提供之財產清冊及婦聯會 106 年 5 月 31 

   日申報之現有財產，分會名下尚有 4 處之不動產資料。 

依婦聯會 106 年度之收支決算表資料顯示（詳下表），當年

度收支餘絀為 8,390 萬 1,073 元，主要收入為利息收入 1 億 9,381

萬 898 元、股利收入 2,057 萬 6,351 元，兩者收入合計占當年度

總收入 2 億 1,444 萬 1,695 元之 99.97％；主要費用包括匯兌損失

3,734 萬 8,924 元、人事費用 3,490 萬 9,665 元、業務費用 3,203

萬 4,340 元、所得稅費用 1,437 萬 9,322 元及辦公費用 1,044 萬

8,130 元，分別占當年度總支出 1 億 3,054 萬 622 元之 28.6%、

26.7％、24.5％、11％及 8%；業務費用又以捐贈支出為主。   

表 5：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收支決算表 

         106.1.1~106.12.31        單位：新台幣元 

收入 

會費收入 28,217   

利息收入 193,81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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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收入 20,576,351   

雜項收入 22,200   

匯兌收入 4,029   

收入合計  214,441,695  

支出 

人事費用  34,909,665 

員工薪給 18,150,024   

保險補助費 2,045,407   

年終獎金 2,992,576   

加班費 395,404  

退休金 4,272,225   

資遣費 5,475,759  

其他人事費用 1,578,270   

辦公費用  10,448,130  

業務費用  32,034,340  

捐贈支出 16,010,635   

勞務費 5,704,002  

其他業務費用 7,407,174   

其他支出  53,148,487 

其他支出 85,684  

匯兌損失 37,348,924  

補繳所得稅加計利息 1,334,557  

所得稅費用 14,379,322  

支出合計  130,540,622 

本期餘絀  83,901,073 

依婦聯會 107 年 5 月 31 日及 6 月 21 日申報截至 107 年 3

月 31 日止之現有財產，婦聯會之現有房地共 5 處，分別登記於

總會、台北市分會、高雄市分會及宜蘭縣分會名下其中台北市士

林區至誠路一段 62 巷 28 號房屋（登記於台北市分會名下）、高

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 21 號房地（登記於高雄市分會名下）、宜蘭

縣宜蘭市女中路 2 段 240 號房地（登記於宜蘭縣分會名下）之取

得價額及資金來源，婦聯會表示查無紀錄。各該房地之位置、取

得時間、原因或來源、取得價額等相關資料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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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已處分資產 

承上所述，「勞軍捐」及衍生利息為婦聯會最主要之經費來源，

在 78 年 7 月「勞軍捐」停收後，婦聯會主要經費來源剩「勞軍

捐」餘款之利息，以及自 91 年起，以「勞軍捐」餘款購入之台灣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泥）股票所分配之股利。經查婦聯會

自 91 年起購入台泥股票，歷年來自行購入及受分配股票，迄今共

持有 14,190,578 股132。 

又依據本會函調資料133顯示，自 96 年至 105 年底，婦聯會共

捐款 18 億 9,599 萬餘元，捐款明細詳如附表 7。其中振興醫療財

團法人振興醫院自 91 年度至 106 年度共收到婦聯會捐款 11 億

7,550 萬元134。 

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社福基金會）、婦聯聽障

文教基金會（下稱聽障基金會）均係由婦聯會出資設立之財團法

人。前者係婦聯會於 86 年 10 月捐助 10 億元設立135，後者係於

85 年 3 月捐助 2 億設立136；臺北市立華夏婦女文教基金會則為婦

聯會臺北市分會於 82 年 2 月 17 日所捐助 5,000 萬元設立137。依

據前述資料顯示，96 年至 105 年間，婦聯會亦逐年捐款予前述三

基金會，社福基金會共 350 萬元，聽障基金會共 1 億 5,750 萬元，

華夏基金會共 904 萬 6,000 元138。 

婦聯會除捐助設立社福基金會外，另於 87 年底、88 年初共

                                                      
132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107 年 5 月 31 日(107)婦聯計字第 112 號函及同年 6 月 21 日(107)婦聯計

字第 127 號函暨財產申報表；台灣集中保管結算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 2 月 13 日係結地字第

1070002076 號函。 
133 107 年 1 月 31 日自婦聯會取回資料。 
134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107 年 4 月 3 日振行字第 1070001859 號函及附件。 
135 司法院法人及夫妻財產查詢系統-86 年法登財字第 85 號。 
136 司法院法人及夫妻財產查詢系統-85 年法登財字第 17 號。 
137 司法院法人及夫妻財產查詢系統-82 年法登字第 26 號。 
138 各單位 96-105 間受捐款明細詳參附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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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6 億元139予社福基金會，由社福基金會以 6 億元向中國國民黨

購買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二小段 94-1、95、97 號土地140。嗣 91

年以社福基金會為起造人，於前揭基地起造地下 3 層、地面 9 層

之建物，工程造價約 1 億 4 千萬餘元，門牌號碼為臺北市中正區

林森南路 19 號，93 年竣工，94 年 5 月取得使用執照141。95 年婦

聯會自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 27 號遷出後即設址於此。 

柒、 爭點 

一、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之財產是否為政黨及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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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是否應命婦聯會移轉其不當取得財產為國有？ 

                                                      
139 社福基金會 87 年 11 月 17 日第 1 屆第 6 次董事、監察人會議。 
140 此有國民黨出具之收據 3 紙。 
141 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二小段 839 建號建物測量成果圖、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 91 建字

第 0019 號存根、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 94 使字第 0126 號存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