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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是否為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案初步調查報告

壹、 調查緣起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下稱救國團）成立於民國（下同）

41 年 10 月 31 日，本會爰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條例

第 8 條第 6 項主動立案調查。

貳、 本會調查經過

    本會基於職權，參照監察院相關之調查報告
1
，同時調取機關

檔案
2
、國家檔案

3
以及參照相關文獻資料。復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調取救國團之法人登記卷、並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調取財產清

單；向所轄國稅局調取 102 年至 104 年稅務資料，以下說明救國

團現況及其成立。

參、 救國團之現況

一、 組織架構

    依救國團現行組織章程
4
第 19 條規定，其除設總團部外，並

分設有 17 處縣市團委會、15 處青年活動中心（含山莊及學苑）、

8 處輔導中心、學習中心據點共 65 個
5
。救國團持有「中國青年

1 監察院糾正案文 100 年 9 月 9 日，100 內正 0030 號及相關調查報告。
2 本會向行政院、國防部、內政部等相關單位調取之檔案。
3 國史館所藏之相關國家檔案。
4 救國團法人登記卷。現行章程為內政部 97 年 4 月 17 日台內社字第 0970065184 號函同意備查

之章程。
5 中國青年救國團組織章程第 19 條：「本團為推展團務得設立分支機構，於各直轄市、縣市設

團務指導委員會，「張老師」輔導中心（簡稱（「張老師」中心）及青年服務事業單位（含青年

活動中心、山莊、學苑及中國青年服務社等）。各分支機構組織簡則另定之。依補習與進修法登

記立案之短期補習班全臺灣共 54 家，係依據教育部委託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建置之直轄市及各縣

市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查詢統計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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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及「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7 名董事均由法人股東救國團指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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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嚕啦

啦旅行社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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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財團法人中國青

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分別持有「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並指派法人代表或監察人。「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再轉投資「團隊鏈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幼獅運動休

閒管理有限公司」，組織架構圖如附表一。救國團總團部現設址於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19 號。

    依照章程第 11 條規定，團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會中選舉

團務指導委員暨評議委員，分別組成團務指導委員會暨評議委員

會，於團員大會閉會期間，代行職權。團員大會的成員即為團員，

第 5 條規定，經團員 5 人推薦，並經團務指導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得成為團員。第 6 條規定，團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

罷免權。依第 14 條規定設團務指導委員 11 至 21 人，評議委員 3

至 5 人，由團員選舉產生，並分別成立團務指導委員會、評議委

員會，負責團務工作之策定、指導與監督。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則

規定，設主任一人負責執行團員大會集團務指導委員會之決議，

執行團務其間，對外代表本團，其人選由團務指導委員會召集人

提名，經團務指導委員會通過後產生之。現任第 16 屆（自 103 年

3 月 7 日至 106 年 3 月 6 日止）團務指導委員為孫震、鍾任琴、

林澄枝、曾濟群、鄭松年、黃敏惠、林新欽、楊頭雄、林高德、

王玲惠、李念祖、羅國雄、吳澄清、朱鳳芝、張文雄、李棟樑、

陳飛鵬、䇛如肯、莊隆昌、黃正鵠、李總集等 21 人，其中黃正鵠

為召集人，李棟樑為副召集人；評議委員會召集人為高銘輝，其

餘評議委員為張植珊、梁尚勇、柴松林、黃大洲。另第 22 條以下

規定有團體贊助團員，並在第 25 條規定，團體贊助會員無表決

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章程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其經

費來源為入團費、長年團費、團員捐款、事業及活動收費、委託

代辦工作之費用、基金及孳息、其他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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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產

   105 年 10 月，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現名下擁有多筆土地

建物坐落於台灣各地區，詳見附表二
6
。104 年度救國團現金及銀

行存款帳面金額新台幣 8 億 3,455 萬元，基金存款帳面金額新台

幣 9 億 2,434 萬元，固定資產帳面金額新台幣 24 億 5,950 萬元，

資產負債分配情形如表：

救國團 104年度資產負債比較表科目揭露（單位：新台幣/元）

    102 年度救國團以台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761-2 號交換

嘉義縣嘉義市檜段三小段 8-8 號、9-2 號、9-12 號與 9-36 號，並

認列交換利益新台幣 2,156 萬元
7
。104年度救國團出售名下四維

路眷舍土地與建物，認列出售資產利益新台幣 2 億 3,3540 萬元。
8。自 102 年至 104 年共償還金融機構短期借款新台幣 2 億 7,000

萬元
9
。

    救國團自 78 年底為法人登記後，其財產登記變更10如下表：

6 依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105 年 10 月 3 日財產清冊整理之。
7 翰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2 年度查核報告；台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761-2 號交換嘉義縣

嘉義市檜段三小段 8-8 號、9-2 號、9-12 號與 9-36 號土地謄本。
8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段 525 地號土地謄本及 1860 建號建物謄本異動。
9 翰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2 年度至 104 年度查核報告。
10 救國團法人登記卷。

資產 負債與權益

現金及銀行存款 8 億 3,455 萬 流動負債  5 億 6,480 萬

流動資產 15 億 2,144 萬 非流動負債  4 億 7,078 萬

基金存款 9 億 2,434 萬 總負債 10 億 3,558 萬

固定資產  24 億 5,950 萬 登記基金 25 億 4,540 萬

（餘略） 基金 16 億 9,094 萬

總權益 42 億 7,912 萬

總資產  53 億 1,47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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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總額變更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元

登記日期 財產總額 變更摘要 備註

78年 11 月 21日 500萬元 團員繳入團費、常年團

費。

合庫甲存

78年 11 月 21日 500萬元 入團費、常年團費、團員

及熱心人士捐款、事業及

活動收費、委託代辦工作

之費用、基金及其孳息、

其他收入。

增資方式、章程

修改變更。

89年 4 月 26日 16億 2,025

萬 9,425元

財產總額變更。

89年 11 月 14日 16億 2,025

萬 9,425元

法人名稱原登記中國青年

反共救國團變更為中國青

年救國團。

100年 6 月 8日 24億 2,792

萬 8,164元

法人代表由高銘輝變更為

黃正鵠；財產總額變更。

肆、 救國團之沿革

一、 中國國民黨改造與青年組訓

    38 年 12 月，政府播遷臺灣，同月 11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

部亦開始在台北辦公。39 年 7 月 22 日，第六屆中央常務委員會

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改造案」，包含「關於實施中國

國民黨改造之說明」、「中國國民黨改造綱要」及「中國國民黨改

造之措施及其程序」3 項文件，展開黨的改造。依據「中國國民

黨改革之措施及其程序」，為實施中國國民黨改造案，以促進中國

國民黨之徹底改造，關於中央黨部方面應立即採取下列各項措施：

（一）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暨中央監察委員會，均停止行使職

權。（二）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

委員會之職權，中央改造委員會名額為 15 人至 25 人，由總裁遴

選之。（三）中央改造委員會下設各種工作部門或委員會，其人員

由總裁遴派之。（四）本黨設中央評議委員若干人，對黨的改造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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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與監察之責，由總裁聘任之。39 年 7 月 26 日，蔣總裁遴派

吳敬恆、居正等 25 人為中央評議委員；陳誠、張其昀、張道藩、

谷正綱、鄭彥棻、陳雪屏、胡建中、袁守謙、崔書琴、谷鳳翔、

曾虛白、蔣經國、蕭自誠、沈昌煥、郭澄、連震東等 16 人為中央

改造委員，8 月 5 日，中央改造委員會正式成立，隨即召開第 1

次會議，由蔣總裁主持，通過「中央改造委員會組織大綱草案」、

「中央改造委員會組織系統表草案」及相關人事案。中央改造委

員會設秘書長 1 人、副秘書長 1 人至 2 人，秘書長承總裁之命，

與改造委員會之決議，掌理會務並對各組會工作負綜合與督導之

責，其中第二組掌理產業職業等團體、知識青年及其他特種黨部

之組織、黨員之訓練，及指導其活動，並負有關民眾運動指導之

責，第二組主任為谷正綱11。同年 8 月 31 日通過「現階段政治主

張」，說明反攻收復時期之一切措施；9 月 1 日，宣布「中國國民

黨改造綱要」，並且開始為期 2 年的改造工作。9 月 9 日，通過

「中國國民黨暨所屬黨部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9 月 29 日，通

過「黨員歸隊實施辦法」。於是台灣省各縣市改造委員會相繼成立，

開始辦理黨員重新登記及編隊工作，至 41 年 9 月舉行第 420 次

會議後正式結束，改造工作告一段落。
12
黨組織的整頓，分爲中央

及直屬區黨部、地方黨部、知識青年黨部、職業黨部、海外黨部、

特種黨部及敵後(中國大陸)黨部，進行順序是⑴現有黨員之重新

登記和整肅，⑵吸收新黨員⑶黨員編入組織⑷召開黨大會改訂黨

綱、黨章，形成新中央
13
。

11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263-264
頁，264 頁以下為分組執掌及任職名單。
12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
13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播種者，98 年 8 月，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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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知識青年黨部是因曾有內戰期間對學生運動束手無策

的經驗而新規劃成立的，所有大學、專科院校都設立，並置於中

央直接指導之下14，早在國民黨規劃籌組救國團之前，39 年 9 月

29 日中改會第 29 次會議已修正通過了「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知

識青年黨部設置原則及組織規程草案」。設置原則有二：「一、專

科以上學校一概建置知識青年黨部改造委員會，由中央直接領導。

14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播種者，98 年 8 月，92-93 頁；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

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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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中等學校視其人數之多寡，分別設置區黨部、直屬區分部

或小組，除省會地區者得由省改造委員會領導外，均隸歸各縣市

改造委員會領導。」15知識青年黨部被賦予 11 項主要任務，各個

黨部的名稱由中改會按照番號順序編定。
16
檢視其組織規程第 11

條表示：「本黨部採秘密方式，對外絕不公開。」要言之，國民黨

在校園内組織是被隱藏起來的。39 年 12 月起，陸續在台灣大學、

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省立工學院組織改造委員會等設立

黨部。43 年 6 月 3 日第 7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6 次會議

紀錄17中記載：「依照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29 次會議通過之『本黨領

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各級組織簡則』第一條規定，本黨於救國

團總團部設置中央直屬知識青年黨部，由總團部全體黨員組織之。

茲為積極籌備該團總部黨部之成立，特確定該黨部番號為中央直

屬第九知識青年黨部，並就該團總部全體黨員中指定胡軌、李煥、

洪同三同志為籌備員，以胡軌同志為召集人。……，經報告第 34

次工作會議決定：『報請中央常務委員會鑒核』記錄在卷，……報

請鑒核。」該次會議決定：准予備案。顯見救國團成立不久後，

即在內部成立直屬黨中央之知識青年黨部。

二、 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階段

    當時尚有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下稱青聯會），該組織咸

認於 39 年 4 月 27 日正式成立，究其緣起可回溯至同年 4 月 9 日

的台北各界青年春季晚會。當晚蔣經國發表了演說，提出了中國

15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27-28
頁，中改會 39 年 9 月 29 日第 29 次會議。

16 這 11 項主要任務，分別為：「一、執行中央改造委員會命令。二、辦理原有黨員調查登記及

限期納入組織工作。三、發動黨内反省檢討運動，厲行新作風。四、切實整肅原有黨員。

五、徵 求新黨員。六、調整所屬小組，並積極加強小組及黨員活動。七、訓練幹部及黨員。

八、嚴密防制匪諜活動。九、推動校内各種學術、文化、康樂、服務活動、發展外圍組織。

十、發動外 圍青年團體，參加中國青年反共抗俄運動。十一、籌開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成

立各級正式黨部。」同上註。
17 國史館檔案，檔案號：008-011002-00007-009，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三六次會議紀錄，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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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已進入第四次團結之時代，從當時中央日報
18
及蔣經國手札

19

顯示，在 4 月 10 日，蔣經國要求李煥及王昇兩人，就「昨晚在中

山堂所通過的『青年反共後援會』在一兩天以內應即召開籌備會

議（是否可在 12 日下午）。」由此可見蔣經國非常有興趣籌組這

個組織，並立刻著手進行，也顯示晚會當晚已通過組織該會的決

議。在該會的成立之初即邀請張其昀、蔣經國、鄧文儀、倪文亞、

傅斯年、程天放、浦薛鳳、上官業佑、劉真、朱虛白等人擔任指

導委員
20
。40 年 7 月 2 日中改會第 164 次會議

21
中稱：「查中國青

年反共抗俄聯合會為當前號召青年從事反共抗俄之唯一全國性

青年團體，一年餘來對反共抗俄宣傳及社會服務工作之推行頗為

努力，茲為加強領導計，特根據知識青年黨團組織通則之規定，

組織黨團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黨團』，經將該

會所有本黨同志分編為十三個聯絡小組，選舉張樞等十三同志為

組長，並已依照規定指定該十三同志為幹事並指派張樞為書記。」

由此可見，國民黨以黨團方式領導該會運作。該會主要活動為暑

期軍中服務，其與國防部總政治部關係亦相當緊密。另據 42 年 5

月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中，第五組報告表示：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乃隸屬政府的全國性之青年組織，於去年

10 月 31 日正式成立，本組為遵守統一青年領導之原則，並輔導

其發展起見，一方面策動前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於 10 月 28

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透過黨團組織，發表宣言，結束會務，號召

會員一致踴躍參加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22
並稱青聯會「現

18 中央日報 39 年 4 月 10 日第四版，轉引自李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 1953-
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03 年 1 月，15 頁。
19 國史館檔案，蔣經國總統文物：民國三十九年蔣經國手札，39 年 4 月 10 日，檔案號：005-
010502-00759-001，轉引自李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 1953-1960-以寒暑假青

年訓練活動為中心，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03 年 1 月，16 頁。
20 中央日報，39 年 4 月 15 日第 2 版，轉引自李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

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03 年 1 月，17
頁。
21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197
頁，中改會 40 年 7 月 2 日第 164 次會議。
22「第五組工作概況」，收錄於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

全體會議黨務報告》，1953 年 5 月，頁 69。轉引自李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

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03 年 1 月，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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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本黨決策，自動結束統一於青年救國團的組織之下。貫徹組

織命令，毫無逡巡卻顧，亦足見本會對於青年團體之工作指導及

組織 運用，發生顯著效果。」23由此顯示，青聯會之所以結束會

務，乃是國民黨工作指導及組織運用的結果。

三、 蔣經國與總政治部

    蔣經國在被蔣介石遴選為中改會委員之前，於 39 年 3 月 22

日被任命為國防部政治部主任24。因爲中華民國憲法明文禁止黨

派介入陸海空軍(第 138 條至第 140 條)，在軍中不得不非公開地

組織黨組織（特種黨部），是公開的是政治工作系統，非公開設置

的「特種黨部」是在「政工系統」的煙幕下進行，中改會會議中

亦多次討論關於特種黨部之人事、組織
25
。最後形成的體系如下圖

26
。形式上，形成三個系統之組織相關連的黨軍關係。一是(由總

統發令)參謀總長—各級司令官/指揮官的統帥系統。二是，中央

黨部管理的特種黨部系統。三是總政治部(總政治作戰部)之下的

政治將校系統(政工系統)。總政治部是國防部的一部分，但實際

上獨立行動，在蔣經國的管理之下。由圖上的箭頭可知，各級部

隊的黨組織(特種黨部爲代表)與指揮官負責管理政治將校。
27
蔣

經國自 39 年 4 月 1 日正式就任擔任總政治部主任，至 45 年 7 月

2 日，總政治部主任由蔣堅忍28接任。

23 「第五組工作檢討」，收錄於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

全體會議黨務報告》，1953 年 5 月， 84 頁。轉引自李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

組訓 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03 年 1
月，25 頁。

24 蔣經國先生全集（記事年表上輯），張瑞成編撰，行政院新聞局，81 年 6 月，151 頁。政治

部後改名為總政治部，組織不變。
25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索引目

錄第 13 頁、第 37 頁，其中列有討論特種黨部之會次。
26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播種者，98 年 8 月，100 頁。
27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播種者，98 年 8 月，96 頁。
28 張瑞成編撰，蔣經國先生全集（記事年表上輯），行政院新聞局，81 年 6 月，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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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救國團之成立

    40 年 1 月 29 日中改會第 78 次會中修訂通過「中國國民黨現

階段青年運動指導方案草案」，作為國民黨對青年運動的主要架

構。將組織方式劃分為三項：一、各種學術康樂團體，為一般學

校青年的主要組織。二、扶植青年反共抗俄團體的發展，並健全

其組織，使全國各階層青年均能從事反共抗俄的工作。三、配合

軍事需要，發動青年成立戰地服務、軍中服務、防護服務等組織
29
。

 蔣介石進一步想要主導青年運動，於 40 年 2 月 8 日中改會

第 82 次會議上，主張在青年和婦女運動上，應再發動青年反共

29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103-104
頁，中改會 40 年 1 月 29 日第 78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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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隊及婦女反共愛國會等組織
30
。中改會於同年月 14 日將青

年反共先鋒隊的籌組列為該年度黨部主要工作目標。40 年 5 月

15 日中改會第 132 次會議提出「籌組青年反共先鋒隊原則草

案」。會議中決議推谷正綱、張其昀、陳雪屏、鄭彥棻、 蔣經

國、郭澄、連震東等人組成小組，根據會中之意見詳加研提具

體方案，再行核議。由谷正綱召集組成小組詳加審議，並邀有

關機關負責人參加討論，
31
經小組一再開會研討，歷時半年，而

於 11 月 5 日中改會第 235 次會議提出「籌組中國青年反共先鋒

隊原則草案」。32

 在中改會第 132 次會議至第 235 次會議這段期間，蔣經國本

人也召開了兩次「青年問題座談會」。蔣經國手札曾寫下 「擬

於下週召開一次青年組織座談會，參加人數由十人至十五人，

可先擬一名單。交李煥同志辦」的字句。
33
第一次會議於 9 月 11

日舉行，參加者有王志鵠、王昇、章群、李煥、錢野桐、蕭永

泰、范魁書、聶鍾杉、江海東、王樹權、江國棟、傅雲、黎元

譽、沈祖懋、俞諧、高偉時等人，眾人廣泛討論青年運動問

題。蔣經國在會中總結指出在國家存亡關頭上，救黨要比救國

來得更重要、更迫切，並強調今後的青年運動應該在國民黨的

主義和政治主張之號召下動員起來。
34

 10 月 4 日，蔣經國召開第二次青年問題座談會，出席者幾

與第一次相同，討論議題為青年反共先鋒隊。最後，蔣經國作

成五點結論，表示：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提出組織青年反共先鋒

隊具有遠大的政治目的及時代意義。先鋒隊必須歸根於國民

30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110-113
頁，中改會 40 年 2 月 8 日第 82 次會議。
31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174 頁，
中改會 40 年 5 月 15 日第 132 次會議。
32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292
頁，中改會 40 年 11 月 5 日第 235 次會議。
33《蔣經國總統文物：民國四十年蔣經國手札》，檔案號： 005-010502-00760-001，國史館典

藏。轉引自李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 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

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03 年 1 月，59 頁。
34〈青年問題（第一次）座談會記錄〉，40 年 9 月 11 日。收錄於《蔣經國總統文物：總政治部任内
重要文件》，檔案號：3010.82/5044.01-053，國史館典藏。轉引自李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
員與組訓 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03 年 1 月，
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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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性質應屬於政治性，其成立的目的在於培養革命的新生力

量，而讓環境來決定應採秘密或公開的組織。並批評一般人認

為青年只需在校讀書是死讀書，也是一種反動思想，認為只要

能發動青年參與，以任何方式來進行均無不可。
35

    11 月 5 日中改會第 235 次會議召開前，李煥交了幾份資料

給蔣經國過目。其中，有一份資料名為〈自籌備青年反共先鋒

隊問題提出後一般反對者所持理由〉，內容如下：

一、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恐將再蹈三民主義青年團之覆

轍，形成組織對立，影響黨的領導。

二、目前台灣環境安定，社會進步，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

後，恐將影響安定，妨礙進步。

三、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必以學生為主要對象，足以影

響學生學業。

四、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如少數學生參加，多數不參

加，增加學校管理上之困難，故以各校全體學生參加較為方

便。

五、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必須大量經費，增加政府財政

之困難。

六、目前反共無期，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無事可做，恐

將徒具組織形式。

七、青年組織教育性應重於政治性，青年反共先鋒隊如必要成

立，應偏重技能方面之訓練。

八、青年反共先鋒隊之戰鬥意味太強，一般青年之家長必然阻

止青年參加，恐難收預期效果。

    由上顯示，先鋒隊籌劃期間反對其成立的理由不少，這些

反對理由若不加以克服，勢必妨礙先鋒隊的籌組
36
。

35〈青年問題（第二次）座談會記錄〉，40 年 10 月 4 日。收錄於《蔣經國總統文物一總政治部任内
重要文件》，檔案號：3010.82/5044.01-053，國史館典藏。轉引自李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
員與組訓 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03 年 1 月，
59 頁。
36 〈自籌備青年反共先鋒隊問題提出後一般反對者所持理由〉，40 年 11 月 4 日，收錄於《蔣經

國總統文物：總政治部任内重要文件》，檔案號：3010.82/5044.01-053，國史館典藏。轉引自李

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 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國立師範

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03 年 1 月，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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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5 日中改會第 235 次會議，由谷正綱召集的小組

提出「籌組中國青年反共先鋒隊原則草案」。會中決議該草

案交回小組，根據各委員意見並約集内政部、教育部、國防

部、大陸工作處及總政治部從政負責人再行研討，就原則實

施辦法兩方面分別提出具體意見
37
。12 月 29 日，研究小組

再約集余井塘、程天放、鄭介民等人，重新研討青年先鋒隊

之組織，並作出三點重大決定，分別為：「一、先鋒隊由政

府主辦，本黨以黨團方式領導其活動。二、青年反共先鋒隊

以全國高中以上學校學生及遴選優秀社會青年年紀在 16 歲

以上，25 歲以下者參加。三、為適宜一般青年之普遍參

加，青年反共先鋒隊擬改稱為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

並依照此原則，於 41 年 1 月 22 日約集國民黨內對青年運動

有經驗的人士，訂定出「籌組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原則

草案」，於中改會第 288 次會議提出，其要點摘列如下：

第三點指出救國團隸屬於政府，而國民黨則以黨團方式領導

其活動。救國團成立的目的為「團結全國優秀青年增進其智

能，鍛鍊其體格，訓練其工作技術，培養 其愛國精神，從

事各種戰時工作，以爭取反共抗俄勝利，擔負復國建國之任

務。」組織體系改為全國設團，省設分團，縣市設總隊，縣

市以下地區設大隊，大專學校依學生人數之多寡，設總隊或

直屬大隊；中等學校依其學生人數之多寡，設大隊或直屬中

隊，分隊為最基層之單位，由團員 15 人至 25 人組成。第六

點規定參加的團員分為兩種：高中以上學生一律參加，社會

青年以 16 歲以上 25 歲以下合於規定標準者得以參加。第九

點規定，該團幹部除專門人才外，應就原有教育行政系統中

選拔國民黨籍優秀且富有領導經驗者擔任。救國團以反共抗

俄復國建國為中心任務，工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反

攻前，參加各種訓練、從事社會服務、協助文化宣傳、社會

調查、推行政令，以及發動勞軍、從軍及總動員運動等；第

37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292
頁，中改會 40 年 11 月 5 日第 235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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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為反攻時，協助軍隊擔任運輸、救護、情報、通訊、

組訓民眾、整理戶籍、肅清匪諜、建立社會秩序，以及有關

戰時工作等；第三階段為光復後，協助政府擔任教育地方自

治、土地行政，以及各項建國復興工作等。此外，團員應注

重兩項訓練，一為政治訓練，以「實施三民主義的思想教

育，提高青年政治認識、加強其反攻抗俄之鬥志」為主。二

為軍事技術訓練：以「實施軍事訓練，培養戰鬥技能，養成

紀律生活，以提高刻苦耐勞服務犧牲之卓絕精神，並分別實

施各種實用技術訓 練，如駕駛、騎射、測量、救護、通

訊、滑翔、機械、修理等以培養其工作技能」為主。原則中

第十點提到「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成立後，現有之青年組織

應予以調整，以資統一領導。
38
」

    第 288 次會中決議：「本案修正通過。主名稱定為『中國青

年反共抗俄救國團』抑為 『青年救國先鋒隊』一併簽報總裁核

奪。
39
」，由中改會第 297 次會議紀錄可知，蔣介石於同年 2 月 5

日批示「青年反共救國團可也」，正式確定該組織之名稱。當天

會議中第二組認為組織應從速積極準備進行，決議邀請教育

部、內政部、國防部、總政治部及第五廳、台灣省教育廳等國

民黨負責同志研商籌備事宜，谷正綱、蔣經國、陳雪屏三人為

召集人
40
。

    同年 5 月 8 日中改會第 338 次會議41中，由蔣介石擔任主席，

通過「籌組青年反共救國團審查意見」，其中決議事項一：「中國

青年反共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設團務指導委員會負責

全國團務之設計，指導委員由總政治部聘請有關人士擔任之」。

    同年 9 月 1 日中改會第 392 次會議，通過「建全各種青年團

38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348-349
頁，中改會 41 年 1 月 31 日第 288 次會議。
39 同上註。
40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97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41 年 2 月 19 日。轉引自李泰翰，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 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國立師範大學歷

史學系博士論文，103 年 1 月，63 頁。
41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 406-
407 頁，中改會 41 年 5 月 8 日第 338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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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黨的基層組織配合推行總動員工作實施辦法」，內容如下
42
：

甲、健全青年團體組織

一、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之籌組原則，業經行政院轉令國防

部總政治部遵照辦理，該團應於本年十月各校開學以前從

速成立，並應於本年內次第成立，各高中以上學校學生先行

納入組織，以資統一青年運動之領導。

二、救國團成立以後，現有之社會青年團體，其工作性質與

救國團相團者（如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應歸併其組

織，以資統一……。

三、救國團在各校之組織建立後，各校社團其學術性者，應

予保留並由各校訓導處督導加強其工作外，其他康樂性、政

治性、服務性之各種社團，均一律歸併於救國團，以求工作

領導之統一。

乙、加強黨的領導與配合

四、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為本黨領導青年運動之外圍組織，

本黨應依該團籌組原則第三條規定，以黨團方式透過該團

之團務指導委員會領導其工作。

五、救國團在各級學校之組織，應受各級知識青年黨部之指

導。

六、各級知識青年黨部應根據救國團在個學校所建立之大

隊、中隊、分隊之組織體系，劃編區黨分部及小組，使黨的

基層組織密切配合今救國團之建制，使本黨黨員成為救國

團推動工作之核心。

七、救國團之各級幹部應盡量遴選本黨優秀同志充任，加強

黨的領導。

八、因工作性質不同不能歸併入救國團之青年團體，應由各

級黨部依照本黨黨團組織通則，分別建立黨團，領導其活動。

九、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及各青年團體之優秀青年，本黨應

積極吸收其入黨。

42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编，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41 年 12 月，496、

498-499 頁。中改會 41 年 9 月 1 日第 39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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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為配合總動員業務之實施，各級學校之黨部及青年團部

黨團，應負計劃、協助、督導、考核之責，推動各該校及青

年團體之工作。

十一、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應為領導青年推行總動員之主

力，尤應以推行文化改造運動及社會改造運動為中心任務。

十二、下列各項工作為目前須積極進行者:

1. 各級學校之民族精神教育及軍事技術訓練，應由救國團

配合各級學校，加強實施。

2. 發動青年成立各種服務工作隊，積極從事各種社會服務、

軍中服務及戰時服務等工作。

3. 發動青年積極參加各項敬軍、勞軍、從軍工作，以鼓舞

士氣，提高國軍戰鬥力量。

4. 發動青年到農村、工廠、礦場中去參加勞動生產等工作，

以增加生產，擴大建設。

5. 發動青年團體及各學校組織巡迴文化工作隊，普及社會

宣傳，提高民眾反共情緒。

6. 救國團各級組織應配合各級學校按期舉行動員月會，使

一切社會改造及文化改造之工作，應能透過動員月會貫

徹實施。

7. 救國團應運用各級組織配合學校，達成肅奸防諜之任務。

    該次會議修正通過，辦法中並責成救國團應於同年 10 月開

學以前儘速成立。

    行政院 41年 5月 31日以臺 41教字 2953號訓令配合前開會

議決議，頒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43，國防部依照上

開原則由總政治部（今總政戰局）負責辦理，並律定救國團隸屬

國防部總政治部，當時總政治部主任為蔣經國。同年 8 月 1 日，

救國團籌備處成立於北投復興崗政工幹校（政戰學校前身），由國

防部總政治部完成組織章程及總團部編制表
44
，行政院並於同年 9

月 18 日以臺 41 教字 5265 號令
45
核定救國團組織及編裝，國防部

43 行政院 41 年 5 月 31 日臺 41 教字 2953 號訓令及附件。
44 國防部 41 年 9 月 2 日茂菩字第 1315 號呈。
45 行政院 41 年 9 月 18 日臺 41 教字 5265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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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41 年 9 月 27 日派蔣經國兼任救國團主任
46
。41 年 10 月 31 日

救國團正式成立，蔣經國為首任主任，除負責學生、社青組訓，

並承辦普通高中以上學校軍訓教育事宜47。

五、 成立後之救國團

    就救國團的定位，47 年 5 月 19 日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

員會第 51 次會議紀錄中記載：「報告事項六：……中國青年反共

救國團總團部蔣主任經國於本年 5 月 9 日來函略稱：『關於本團

之隸屬關係，在籌備之初，為配合當時情況，曾經中央決定隸屬

於國防部總政治部，目前時事推移，不特開展工作諸多不便，抑

且易滋社會人士之誤解，為適應當前情勢需要，似有重加研究之

必要……』，並提出『改進中國青年救國團隸屬關係建議』」於會

議中討論，該次會議並決議由谷正綱、陳雪屏（以上為召集人）、

張其昀、蔣經國、馬紀壯等五同志組織專案小組加以審查，並邀

張厲生、陳慶瑜、倪文亞、上官業佑等人參加
48
。

    嗣於 49 年 7 月 1 日，學生軍訓工作移交給教育部，至 58 年

11 月 21 日國防部呈請行政院調整救國團隸屬關係
49
，行政院復於

同年 12 月 23 日以臺 58 教 10426 號令函復：「(一）原隸屬關係

准予解除。(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本為社團性質，今後有關青

年運動、 輔導、育樂活動等應仍由該團按其創立之目的逕行辦理，

其業務可由本院予以督導。
50
」，救國團始解除與國防部間之隸屬

關係。救國團遵照上開指示，向内政部申請登記為社會運動機構
51
。62 年 5 月，蔣經國辭去救國團主任職務，由李煥繼任，後續

救國團主任分別為李元簇、宋時選、潘振球、李鍾桂、林垚、周

逸衡、張德聰52。惟救國團主任一職，依照行政院 41 年 5 月 31 日

46 國防部 41 年 9 月 27 日茂菩字第 1493 號函。
47 救國團主任蔣經國 42 年 2 月 21 日呈蔣介石「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工作報告書」。
48 國史館檔案，檔案號：008-011002-00027-001，中國國民黨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51 次會議紀錄，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
49 國防部 58 年 11 月 21 日旺福字第 13342 號函。
50 行政院復於同年 12 月 23 日以臺 58 教 10426 號令。
51 救國團 59 年 2 月 27 日（59）青秘字第 0312 號函。
52 救國團網頁 http://www.cyc.org.tw/about#1，歷任救國團主任分別為第一任蔣經國（民國 41
年 10 月 31 日至 62 年 5 月 3 日）、第二任李煥（民國 62 年 6 月 1 日 至民國 66 年 12 月 31
日）、第三任李元簇（67 年 1 月 1 日 至 67 年 6 月 30 日）、第四任宋時選（67 年 7 月 1 日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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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
53
，蔣經國任職時之「主

任」係為救國團之首
54
。依現行組織章程，主任一職係由團務指導

委員會召集人提名，經團務指導委員會通過後產生之55。

    76 年 3 月，由李鍾桂接任救國團主任，在其傳記中，記載其

與蔣經國會面之經過如下：

李鍾桂記得 76 年 3 月 8 日那天去見經國先生時，本以為經

國先生想要了解基金會
56
運作的事，所以當經國先生問她近況如

何時，便簡報了基金會的概況。沒想到經國先生說：「我不問妳基

金會的事。」「您是不是要問青工會的事？」當時李鍾桂還兼任國

民黨中央青工會副主任。「我也不問妳青工會的事。」「那是否要

問在政大、臺大教學的狀況？」她緊接著問，想不到經國先生也

說不對。「那您要問些什麼？」經國先生氣定神閒地問：「妳對救

國團有何看法？」「我與救國團淵源不深，」李鍾桂誠實回答，「過

去當學生時，曾經參加過救國團的活動。回國後，救國團副主任

李煥先生、執行長宋時選先生以及主任祕書姚舜先生曾安排我到

全省巡迴演講，參加過國際事務研習營活動，後來還擔任優秀青

年選拔的評審。我跟救國團的關係僅只如此。」李鍾桂如實道出

她與救國團關係不深的經過。經國先生卻說：「我要妳到救國團來

擔任主任。」「不行呀！我在基金會還有很多計畫要推動，目前沒

有辦法去。」李鍾桂想也不想，馬上拒絕。經國先生卻不再多說

什麼，只說了一句：「再會，祝妳健康。」便起身離開，留下楞在

當場的李鍾桂。直到旁邊的侍衛長提醒她應該走了，她才如夢初

68 年 2 月 13 日）、第五任潘振球（68 年 2 月 13 日至 76 年 3 月 16 日）、第六任李鍾桂（76 年

3 月 16 日至 94 年 2 月 16 日）、第七任林垚（94 年 2 月 16 日至 97 年 8 月 1 日）、第八任周逸

衡博士（97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8 月 2 日）、第九任張德聰（99 年 8 月 2 日起迄今）。
53 行政院 41 年 5 月 31 日台 41 教字第 2953 號訓令及附件。
54 該原則第 5 點規定救國團組織及其系統，中央設團務指導委員會，委員由總政治部聘請有關

人事擔任之；團務指導委員會下設中央團部，中央團部設團長一人，副團長一人，由國防部總

政治部派任之。團長主持團務，副團長協助之。以下規定各縣市、大專學校、中等學校均設直

屬總隊部或直屬大（中）隊部，隊長由中央團部遴選派任。中隊長由大隊長報請上級派任，分

隊長則由團員互選。而第 6 點規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一律參加，社會青年則以 16 歲以上

25 歲以下合於規定標準者參加。
55 78 年救國團登記為社會團體，其組織章程第 18 條即同此規定。而依現行章程（見註 4），團

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56 當時李鍾桂擔任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之執行長。曾繁蓉、俞壽成，真善美的追尋：李鍾桂與救

國團的半世情，張老師文化，99 年 11 月，9-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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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急忙說：「不行呀」可是，只有侍衛長催促著「可以啦！可以

啦！」的聲音。事情就這麼定了。經國先生沒有給她表達意見的

機會，就拍板定案，並隨即發布人事命令。3 月 16 日旋即走馬上

任。
57

    當時（76 年 3 月）蔣經國是中國國民黨黨主席，也是中華民

國總統58。

    78 年 7 月 27 日該團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向内政

部登記立案為社會團體，並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登記為為

「教育性、服務性與公益性之社團法人」，89 年 10 月 25 日更名

為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59
。

    又依據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重上字第 38 號民事判決60理

由，救國團之組織自成立以來可分為三個階段：自 41 年 10 月 31

日成立起、迄 58 年 12 月 23 日，係隸屬國防部總政治部之政府

機構；於 58 年 12 月 23 日經行政院核示解除與國防部總政治部

之隸屬關係時起，迄 78 年 11 月 21 日登記為社團法人以前，僅

為業務受行政院督導、團務工作依行政院指示之公益社團，尚未

取得法人資格；78 年 8 月 28 日依人民團體法向內政部立案之社

會團體，同年 11 月 21 日向臺北地方法院社團法人登記後，始取

得法人資格。

    就救國團經費來源部分，依據中國國民黨於 41 年 10 月成立

後至 60 年間之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資料61顯示，救國團之

預算有列於「大陸敵後工作項目」
62
、「國防部情報局大陸工作」

63
、「政府委辦工作補助費」

64
等項目，係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57曾繁蓉、俞壽成，真善美的追尋：李鍾桂與救國團的半世情，張老師文化，99 年 11 月，12-
13 頁。
58 張瑞成編撰，蔣經國先生全集（記事年表下輯），行政院新聞局，81 年 6 月。
59救國團法人登記卷。
60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重上字第 38 號民事判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起訴請求救國團返還占用

房屋之訴。
6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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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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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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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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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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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領轉發。例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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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 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205 次會議紀錄中所提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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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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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萬 110

元同上年度未包括在內）。」

（四） 第 9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88 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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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第 10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08 次會議紀錄提出之

60年度中央黨次經費及政府委託辦理工作費財源收入估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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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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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唐縱於 52 年曾就加發救

國團工作人員 1 月薪津事宜往來之公文中記載：「為比照政府

加發五十二年年終一個月薪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工作人

員所需經費，囑由本部（即國防部）在五十三年度大陸工作經

費項下辦理追加撥助，五十四年度所需該項經費並請照案伸

算編列……」65，而國防部函覆則以：「……上項所需經費新台

幣 125萬 3550元已尊囑併列本部五十三年度請撥年終加薪一

個月薪給預算內報請行政院核撥，至五十四年度所需該項經

費仍請洽妥行政院後通知本部辦理。」66，與上開中央委員會

會議記錄參照以觀，救國團之預算，係由國防部編列於「大陸

工作」項目中，該項工作再由政府委託中國國民黨辦理，並由

政府撥款給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再由中央委員會代領轉

發給救國團。

    又 59 年 6 月 5 日，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曾經就救國團

來函墊借經費一事函臺灣省議會，其 59 年 6 月 5 日府教主字

第 48818 號函
67
中記載：「……查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增建房

舍設施經費及本年度青年育樂活動經費業經本府教育廳編列

六十年度『補助青年活動』計畫項下，該團函請先行墊借一

〇、〇八二、二四〇元一節，經核尚屬需要，擬請准予照墊俟

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再行分配歸墊。」臺灣省議會於 59 年 7

月 2 日函覆臺灣省政府：「……查本案預算係列在臺灣省六十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內，業經本會第四屆第五次大會第六次會

議審議通過在案。復請查照。副本抄送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總團部。」依前述資料顯示，在 58 年 12 月之後，救國團雖

已與國防部總政治部解除隸屬關係，惟救國團之預算仍存在

於政府機關所編列預算之補助案中。

65 國軍檔案，國防部追加預算案，檔案號：41_0210.5_6015_13_36_00034991。
66 國軍檔案，國防部追加預算案，檔案號：41_0210.5_6015_13_35_00034991。
67 臺灣省議會史料，臺灣省政府函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請准先行墊借六〇年度經費案，檔案

號：0035230159023，59 年 6 月 5 日，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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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是否曾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實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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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國團自 41 年 10 月 31 日成立時起，有無受到中國國民

黨實質控制？

（二） 救國團是否曾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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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救國團組織圖（一）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總團部

各縣市團委會共 17處：臺北市、

高雄市、基隆市、臺中市、台南

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

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

縣、嘉義縣、屏東縣、台東縣、

花蓮縣、宜蘭縣

全台青年活動中心共 15

家：澎湖、金門、金山、

劍潭海外、復興、日月

潭、溪頭、阿里山、曾

文、梅山、澄清湖水漾會

館、墾丁、天祥、觀雲山

莊、花蓮學苑

國民運動中心共 11家：中山、

大安、南港、信義、文山、蘆

洲、土城、汐止、永和、朝馬

（前列 3中心為 105年第四季

營運）、桃園南區青少年中心

立案補習班共

54家，服務據

點共 6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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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鏈企業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

95.2.21設立

27998610

董事長王福生

幼獅運動休閒

管理有限公司

95.4.26設立

28178554

董事長王福生

附表一：救國團組織圖（二）

財團法人「張老

師」文教基金會

89.11.13登記

（高雄、臺中、

台北、桃園分事

務所以及新北

市、桃園、基

隆、彰化、嘉

義、台南、宜蘭

中心）

財團法人中國青

年服務事業文教

基金會

79.3.22登記

董事長李鍾桂

中國青年旅行

社有限公司

82.8.14設立

84454096

張老師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83.5.7設立

84780472

財團法人中國青

年大陸研究文教

基金會

79.3.13登記

董事長李鍾桂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7.10.7設立（由救國團出資 20萬

元）03149202

中青服基金會*6，張老師基金會*6

（董），大陸研究*3（監）

董事長李鍾桂

中國青年留遊學

顧問有限公司

90.1.11設立

12680137

董事長藍涂育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

94.11.22設立

28036654

董事長任景昱

中國青年救

國團中國青

年服務社

78364245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附表二：救國團現有土地及建物統計表

區域 土地 建物 總計（筆）

北部
25 58 83

中部
10 11 21

南部
17 20 37

東部
15 2 17

離島
5 1 6

總計（筆）
72 92 164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