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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程序】



• 黨產條例第4條第4款：「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
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
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
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 聽證程序及處分書全文

https://www.cipas.gov.tw/hearings/6

https://www.cipas.gov.tw/administrative_actions/12

認定為附隨組織-黨產處字第107005號處分



• 黨產條例第 4 條第 4 款「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四、不當

取得財產：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

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

• 基於實質法治國原則，政黨或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應合於政

黨本質及民主法治原則，倘政黨使其附隨組織以違反政黨本

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取得財產，即屬不當取得

財產。

不當取得財產之定義



• 無論救國團隸屬國防部時期之性質是否屬於政府機
構、是否有別於一般行政機關，均不影響其屬附隨
組織。

• 既然依附於政府體制內而成立，形式上為政府機構，
即非獨立之權利主體，且有利用公部門資源之餘地，
對外仍為政府之一部，故於此期間取得之財物，仍
應歸屬國有，而非得以自己名義保有。

隸屬國防部時期取得之財產



○「社會運動機構」？

• 未依「非常時期人民團體法」立案

• 未具備會員（組成員）

• 團務指導委員產生方式不明

「社會運動機構」時期取得之財產



• 42-50冬令運動-青年戰鬥訓練

• 50暑假起-青年訓練活動

• 53-青年育樂活動

• 61以後-青年自強活動

青年活動之沿革與據點



42-中委會指導救國團組青年節
紀念大會籌要會

48-加強知識青年領導辦法

42-由第三組、僑委會、救國團調
訓海外青年200人入革實院受訓

59-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
委員會第二組主辦

60-65安詳專案（防制台獨叛國活動措施）

60-寧靜小組

60-春風計畫

62-中國國民黨保防工作通則
各級知識青年黨部保防工作實施
辦法（極機密）

69-全國大專院春風工作人員研
討會（對外：大專院校行政工作
人員業務研討會）

72-學校安全工作會報與成果報告

76-博仁計畫
（救國團改列席不列名）

60-63以救國團名義出席中全會

61-中全會提案救國團納入15-18
歲青少年為團員

大專院校成立團務指導委員會、中等以上學校成立團務委員會，受指揮推動團務工作

配合中國國民黨
辦理各項業務

60-加強對青年學生思想領導及改進
大專學校行政措施方案

62-當前加強青年思想教育及組訓工
作實施要點



救國團於寧靜小組工作計畫之作為

寧靜小組工作計畫

 改進自身團務組織。

 銜命擴大辦理青年育樂活動。

 透過學生社團「領導」大專學生，
甚至限制「有問題」之學生社團，
「處理」其負責人。

 利用寒暑期自強活動等營隊場合，
宣揚政府施政以增進其對政府之
「認識」，「調查」學校員生中
活動份子等。

加強對青年學生思想領導及改進
大專學校行政措施方案、

當前加強青年思想教育及組訓工
作實施要點

 宣傳有利於中國國民黨執政之政治
思想。

 救國團積極辦理活動供學生參與



救國團負責辦理以下事項：

春 風 計 畫

配合學校保防工作需要，積極防範各項問題之發生，
並協同加強疏導處理，以安定學校環境。

責成各校軍訓教官，配合負責學生在校活動之輔導
及思想言行考察，並注意各種社團活動資料之蒐集。



學校安定工作會報執行情形與成果報告

參、成效檢討
一、學校安定工作會報政策指導功能 (一) 6.掌握學生社團

• 鑑於學生社團活動易受到不良因素介入、影響，本會報就培養、安排適當幹部作

有計畫之輔導運用，並掌握社團，導正活動方向。

• 三區知青黨部並辦理學生區常委會報，動員學生同志切實輔導與協助黨提名之優

秀同志當選。

• 本會報動員教育部、青工會、救國團以不同的角色、作法，將校院長、教授、學

校行政主管、學生社團、學生幹部等各層次的思想教育、組織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且於各次會報中提出成果檢討、改進意見，構成推動校園安定工作中積極主動的

攻擊力量，使陰謀份子在校園內發展組織或從事地下活動胥受到很大的阻力。



參、成效檢討
一、學校安定工作會報政策指導功能 (一) 9.重視學生休閒生活之輔導

• 由救國團設置固定之日月潭、劍潭、溪頭、澄清湖、金山等五處大規模之

靑年育樂活動中心外，並擴大安排青年學生之休閒活動，已在台大附近設置

『青苑』、西門町漢中街設置『蓮苑』、高雄中山大學內設置『逸苑』，並

在現場舉辦學術講座、輔導座談等。

• 爲使充分運用場地，發揮功能，防止陰謀分子爭取拉攏，本會報期間經常邀請各

大專院校敎職員工學生等參觀訪間上述場所，救國團又在各縣市設置大專學生社

團服務中心以使各校師生長期利用週末假日擧辦週末營，召集學生幹部進行研習，

在活動中掌握優秀幹部俾資運用；選擧前則增加梯次，擴大名額，根據反映顯示

效果良好。

學校安定工作會報執行情形與成果報告



肆、結語

• 學校安定工作會報成立後……使我全國大專院校歷經本年國家重要慶
典及增額立委選舉中均能保持安定……救國團全力帶動學生社團，吸

引學生投入健康、服務、積極的各項活動，減少其受不正當政治活動、

言論之影響……。

• 增額立委選舉已順利結束，本黨獲票率及當選率均獲得重大勝利……

在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透過各大專院校推荐關鍵性學生社團幹部合計

368名，參加研習，由本部遴請專家學者擔任講座並研討，對選舉之
後遭受偏激分子污染之青年思想消毒工作效果甚佳。

學校安定工作會報執行情形與成果報告



參與學校安全工作會報

救國團執行事項本處均利用各次『校安會報』

或業務聯繫機會向有關人員轉達……，該團已

與青工會、青輔會、內政部、教育部等單位配

合成立『執行小組』規劃策辦，並由大專中心

負責執行，輔導組成『北區山地大專學生中心』

以服務山地知識青年，疏處違常活動。



參與學校安全工作會報

校安工作會報第4次會議：

（三）今後校際活動還是應該由救國團領導；

教育部隊活動以救國團領導帶動者，列為優

先支援經費或其他協助，不透過救國團就不

予支持，以誘導社團活動納入正途。



16

博 仁 計 畫

（春風）會報組成單位由8個單位

修訂為5個單位，刪除中央社工會、

中央青工會、救國團3個單位。

開會時以列席名義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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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台獨活動措施
59年總裁批簽 防制台獨活動措施分工表

有 關 防 制
「台獨」活
動措施分工
呈 請 察 核
「 ……
二、 ......，
擬按工作性
質劃分為四
個小組，以
中央第三組、
教育部、安
全局、救國
團分任小組
召 集 單
位……。」



18

九、調查局、僑委會、教育部、救國團對美國地區工作之人員經費及工作經費，均交由對匪鬥爭工作之
總負責人支配，並負責報銷。

中國國民黨62年4月4日
第10屆第321次中常會會議紀錄

附件(一)之附件二

六、留學生工作由救國團負責（現在中央海外工作會所派擔任留學生工作之人員，事實上均係救國團介派）

國防部情報局葉局長翔之同志『訪美工作報告』－「今後美國地區對匪鬥爭工作之改進建議」中明載：

七、調查局、僑委會、教育部、救國團應各派高級人員一人，負責美國地區之情報、僑務、學人、學生
工作，此人應接受專任對匪鬥爭工作總負責人之指揮。

其工作任務如次：
1.調查留學生之全盤情況，並掌握其動態。
2.在每一學校中佈建細胞，蒐集留學生活動情報，並分送情報單位。
3.在每一總領事館轄區中設立工作小組，統籌指導各學校工作。
4.對親匪之學生社團及其活動，通報情報單位，並研議對策。
5.根據以學生對學生之原則，指導我方學生對匪進行組織鬥爭及思想鬥爭。

以上各單位並應在駐美各總領事館各派地區負責人一人，受各單位所派高級人員之指揮，除此項人員由國內派任外，其他
工作人員，均應在美就地雇用僑胞、學人、學生擔任。

此外，並由行政院撥發專款，交總負責人負責支用，不必事前向國內請示，以應工作需要。





過去與現在的財務結構及比較

• 各界捐款占資產的7％左右

• 主要財源：青年服務事業單位收入、舉辦青年活
動之收費、政府機關之補助及政府機關或社會團
體委託辦理事項之經費

• 92年起新增各地國民運動中心收入

• 82年總資產41億 109年總資產51億



理 由

管理機關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救國團興
建房屋，並長期(20年以上)無償借用土地

○公產更名/更正登記為自有

請政府補助買地或建屋，但卻登記在救國團
名下。

後 續

• 約80年後期開始向政府機關承租土地，之後
再申購 @苗栗縣團委會

• 繼續占用 @花蓮學苑

• 部分案例政府機關透過訴訟方式取回所有
權 @志清大樓案

• 完成更名，救國團取得產權，但之後被撤銷
登記。 @宜蘭龍潭游泳池

• 證據不足未能更名，產權為公有
@大直眷舍

手 段

興建青年
活動中心、
學苑

○機關申請撥用後轉借

○無償借用公有地

○公款補助建屋

產權登記為公有，救國團稱其支付購地經費，
事後要求政府更名/更正登記財產到救國團名
下。

救國團如何取得/使用不動產─案例

救國團並非政府機關無法撥用，故透過如教育
部、國家安全局為其申請撥用後，轉交救國團
使用

• 經監察院88年調查報告檢討後始陸續撤銷撥
用，移交國有財產署始訂約付費承租基地。
@劍潭、墾丁、澎湖等活動中心



土 地

國有土地
(國產局，
含鐵路局
管理部分)

• 原由國安局使用

• 62年國安局遷址後，未經鐵路局同意，逕將
土地交由救國團使用→不合公產管理法規。

• 73年鐵路局仍與國安局訂租約，違反當時規
定，直到83年清查時才發現國安局違反借用
契約。

• 83年救國團向鐵路局承租基地。

• 93年救國團向國產局承租基地。

臺灣省有
(教育廳)
土地

• 國安局協助有償撥用台灣省教育廳經管
土地，支付地價約2千萬元。

• 救國團無權無償使用土地，與規定不合。

台北市有
土地

• 救國團82年開始承租

取得/使用不動產─案例



 本案相關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原為陸軍總司令部，土地
上原有15棟建物，土地暨建物於 47年間無償提供救國
團使用。經查無相關租賃及借用契約，因無租借事實
形成無權占用。

→臺北學苑土地及建物交救國團使用之時間點，雖在
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時，然救國團並非實質意義上
之政府機構。

→雖當時國有財產法尚未施行，將國有財產無償借予
他人，仍難謂適法，遑論救國團解除與國防部隸屬
關係之後，國防部並未收回土地（含建物），仍由
救國團使用

 其中，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761-2地號，82年救
國團向財政部國產局申租後買入。嗣於101年，救國團
申請以該地之所有權與嘉義學苑坐落之國有土地，進
行土地交換。

 救國團自 47年至 100年無償借用臺北學苑土地與建物，
難謂合於國有財產法之規定

占用國有地後承租進而購買國有地─台北學苑

取得/使用不動產─案例



•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與救國團簽訂「嘉義學苑、嘉義青年育
樂中心興建合作計畫約定書」，約定由救國團興建建物，
產權依負擔經費比例分配。救國團持有15%，餘為國有。

• 建築完成日期為75/02/14。

• 93/01/01，救國團與教育部學產基金簽訂建物租約。

• 93/01/01，救國團與教育部簽訂租約。

• 102/07/31，救國團以台北市美仁段一小段761-2地號土
地(台北學院)與財政部國產署辦理交換，取得本案土地之
12.22%持分。

• 餘土地持分為國有，救國團向管理機關承租。

建 物

土 地

貳、救國團之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財產

取得/使用不動產─案例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之財產是否為不當
取得財產？是否應命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
團體所有？已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是否
應自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之其他財產追
徵其價額？

爭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