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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政府為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及釋股，成立行

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100 年度基金短

絀 70 億餘元，不但未能挹注國庫收入，且有

藉該基金以短支長舉借債務，規避相關法律

舉債限額規定，及潛藏負債問題嚴重，成為

政府財政重大負擔與隱憂，其功能與退場機

制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案經本院函請財政部國庫署（下稱國庫署）、行政

院主計總處（下稱主計總處）、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下稱經建會）及審計部說明，並於民國（下同）101

年 11 月 15 日約詢財政部國庫署凌署長○○暨相關業管

人員、101 年 12 月 22 日約詢主計總處陳副主計長○○

、經建會吳副主任委員○○暨相關業管人員，茲將調查

意見臚陳如下： 

一、行政院自民國 90 年設立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多年

來財源不足，支出未減，基金虧損嚴重，101 年底累

積短絀高達 547 億餘元，該基金支出均仰賴舉債支應

，財務困窘，舉借已近上限，即將無以為繼，政府財

政之隱憂已成為政府重大負擔，允應速謀該基金之退

場機制：  

(一)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下稱民營化基

金）之設立目的，係為運用公營事業移轉民營

政府所得之部分資金，支應財務艱困事業不足

支付移轉民營之給與支出、移轉民營前辦理專

案裁減人員或結束營業時之給與支出、公營事

業移轉民營條例規定之加發 6個月薪給與補償

各項損失之費用，及政府應負擔之民營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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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以促進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政策之推動，

而其主要收入為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及出售政

府資本未超過 50％之事業公股股份所得資金

。該基金自 90 年設立迄 101 年 9 月底止，已

支應交通部、經濟部、財政部、文化部等所屬

事業辦理移轉民營所需相關經費，共計支付

902 億餘元，惟因釋股政策遭挫，釋股收入預

算 643 億餘元尚未執行，雖中央政府曾於 100

年及 101 年由總預算各撥入 21 億元，惟基金

年年短絀之窘況並未稍解，僅能仰賴舉債因應

，其舉債上限即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 6 條

規定，在當年度釋股收入預算及以前年度釋股

收入預算保留合計數額內，向金融機構或其他

基金專戶舉借資金配合運用。101 年度舉債上

限為 643 億元。以 98 年至 101 年底觀之，財

政部、交通部等所屬事業機構，雖編列民營化

基金之釋股預算 239 億餘元，惟絕大多數均無

法釋股，實際釋股收入僅有 4 億餘元（台船、

台鹽及合庫等公司辦理員工優惠認股之釋股

收入），惟同期間該基金仍持續支應相關法定

支出達 338 億餘元，每年短絀數自 42 億餘元

至 77 億餘元不等，使期末累積賸餘（短絀）

數由 97 年底之 272 億餘元遽升至 101 年底之

547 億餘元，已逼近該基金可舉借之上限，如

未有其他挹注，該基金在 1 年內即將面臨無法

編列預算，國庫又無法繼續撥補之窘境。  

(二)經查： 

１、現行公共債務法對中央政府發債額度設有存

量管制，即：中央政府所舉借 1 年以上公共債

務「未償餘額預算數」，合計不得超過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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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預估之前 3 年度名目國民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帄均數 40％。惟

所稱「未償餘額預算數」，不包括各級政府所

舉借之自償性公共債務。另為調節庫款收支，

中央政府舉借未滿 1 年公共債務未償還之餘

額，不得超過其當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

總額 15％。民營化基金所舉借之債務因具有自

償性財源，故非屬公共債務法所定應列入未償

債務餘額計算之範疇；至該基金所舉借之短期

債務，已納入財政部未滿一年債務餘額內並予

揭露之。 

２、立法院於 9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時，以

公營事業釋股多有賤賣國產之疑慮，決議要求

行政院訂定「公股管理與處分辦法」送立法院

審核後，始得繼續釋出公股。此後又多次決議

要求財政部在立法院未做成新決議前，不得再

編列相關釋股預算進行釋股股權移轉工作，並

暫時停止釋股政策。如台灣電力、台灣中油、

漢翔航空、台灣菸酒等公司釋股進度，或因立

法院決議需俟電業法修正通過，或需與工會協

商完成後提出民營化計畫書，再經立法院審議

後始能執行。 

３、行政院吳前院長於 98 年 10 月 8 日行政院第

3165 次院會提示：「反對賣臺灣金控、臺灣土

地銀行及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營事業

股票籌措財源」，行政院乃遵循上開政策指示

而停止釋股作業。顯見民營化基金歷年編列之

釋股收入，不僅在執行時面臨立法院反對之問

題，甚至因政策方向改變，實際上已停擺多年。 

４、財政部於 96 年提出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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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運作情形評估報告略以：「長期方面…建議

裁撤民營化基金，回歸公務預算支應民營化相

關支出，以徹底解決民營化基金之財務問題。」

經建會 99 年 5 月召開相關會議決議略以：「增

列釋股收入顯有困難，而國庫亦因本身財源嚴

重不足而無法撥補，爰舉借因應似為最後唯一

途徑。…長期而言，基金則朝逐步退場之方向

規劃。」主計總處於 101 年 4 月 5 日邀集相關

單位召開「研商政府潛藏負債資訊揭露相關事

宜」會議決議，請財政部依審計部意見函請各

民營事業主管機關就該基金依法應負擔之國

營事業民營化等相關支出，儘速辦理精算。審

計部於 101 年 5 月 11 日函請財政部研議於民

營化基金決算書揭露未來應負擔之支出數

額。財政部乃於 101 年 8 月 16 日函交通部、

經濟部、退輔會、文化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等機關，請就民營化基金依法應負擔之國營事

業民營化相關支出，儘速辦理精算。 

５、詢據國庫署凌署長：「每年都爭取國庫撥款，

但因總預算籌編困難無法編列，…舉債額度…

再過一年可能也借到頂了…」，及主計總處陳

副主計長：「民營化基金資產僅剩 1.63 億元、

舉債 525.8 億元，淨值負 500 多億元，是非營

業基金最嚴重的，最應該擔心的基金是民營化

基金」等語，顯見該基金負債問題不容再拖、

亟待積極處理。 

６、相關民營化所需支出，如民營化前已退休員工

月退休金與三節慰問金等，均為該基金之法定

支出，為解決該基金舉借債務將逾舉債上限之

窘境，詢據主計總處、經建會之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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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提撥運用辦

法」第 4 條第 1 款規定，請政府循預算程

序撥款。中央政府雖於 100 年度及 101 年

度各撥給該基金 21 億元，惟國庫因本身財

源嚴重不足，要持續且擴大撥款額度顯有

困難。 

(２)回歸由各部會自行編列預算，由各相關機關

重新檢討政府持股 50％以下之民營化事業

最適持股比例，如能降低原核定之持股比

例，透過釋股收入（無需再經立法院同意

）以挹注該基金收入、減少該基金短絀數

。例如： 97 至 100 年度每年民營化相關支

出約 79~93 億元，其中中華電信部分約

55~57 億元，約占總支出之 60~70％。鑒於

該基金之主要支出為中華電信民營化前已

退休人員之相關給付，如由中華電信之釋

股收入挹注，較具穩定性且符公帄原則。 

(三)綜上，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設立多年以

來，因釋股作業難以順利進行，以致財務困窘

，不僅對國庫收入並無真正挹注效果，且有違

提升經營效率及市場競爭力等民營化初衷，造

成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虧損及潛藏負

債問題嚴重，實為政府財政重大負擔與隱憂，

該基金負債問題不容再拖、亟待積極處理，允

應儘速籌謀該基金之退場機制。 

二、中央政府釋股收入預算待執行數，迄 101 年底止，列

於總預算及民營化基金者，合計高達 2,839 億餘元。

民營化基金成立前，待執行數即已高達 2,196 億餘元

，十餘年來，該基金未發生任何交易，總預算經常收

入與經常支出出現差短，民營化基金成為隱藏真實債



6 

 

務之工具；又釋股預算之價格多年來未依公司淨值或

市價變動而重新評價，進一步隱藏真實債務之嚴重性

，均有未當： 

(一)迄 101 年底，中央政府總預算有編列收入，卻

無法執行之釋股預算數高達 2,196 億餘元，主

要包括：87 年中油 528 億元、88 年中油 633

億餘元及台電 574 億餘元、88 下半年及 89 年

度漢翔公司 72 億餘元、92 年度中油 235 億餘

元、95 年台酒公司 149 億餘元等。民營化基金

自 91 年開始運作，基金帳上釋股預算待執行

數累計 643 億餘元，主要包括：以上中央政府

總預算及民營化基金釋股預算待執行數高達

2,839 億餘元。 

(二)上開中央政府釋股收入預算執行率嚴重偏低

，其中民營化基金成立前待執行數 2,196 億餘

元，十餘年來既未產生任何交易，也沒有權責

發生。在民營化基金成立後，92 年及 95 年總

預算仍分別編列 235 億餘元（中油）、149 億

餘元（台酒），顯然只是用作彌補中央政府總

預算經常收入與經常支出差短之缺口，顯有隱

藏中央政府真實債務之情事。又，99 年度民營

化基金編列台電釋股 226 億餘元，同樣無法執

行，此種明知難以執行而執意編列，僅為掩飾

民營化基金早已無以為繼、瀕臨破產之窘境。 

(三)民營化基金可舉借上限 643.03 億元是依各部

會原編要釋股的預算，例如中油 91 年度釋股

預算 292 億餘元係以每股 15 元計列，台電 99

年度釋股預算係以每股 13.72 元計列，惟中油

、台電等公司近年虧損累累，勢必減損公司淨

值及市場價值；而原已編定而未能在市場上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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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股票，如有股利分配，其歸屬及處理方式

尚不明確，目前僅仍依原編列數認定釋股收入

，多年以來，均未依淨值變動加以調整，亦未

說明股利分配歸屬等問題，令人質疑保留釋股

預算價格之合理性。據主計總處說明，目前相

關法規對此雖尚無相關法源加以規範，惟相關

保留金額是否應做調整，主計總處允應妥為評

估並於總預算中詳實表達。 

(四)綜上，中央政府總預算及民營化基金釋股預算

待執行數高達 2,839 億餘元，總預算之編列存

有為彌補經常收入與經常支出差短之缺口，而

有隱藏真實債務之情事；又釋股預算之價格多

年來未依公司淨值或市價變動而重新評價；均

有未當。 

三、已民營化之公營事業所訂政府之最適持股比例欠缺

準則，其目的多為維持實質控制力，由政府指派大部

分的董監事、訂定營運策略，僅為擺脫公營事業之名

，而有規避外部監督機關監督之實，與民營化之精神

與效益顯有悖離： 

(一)依「公股股權管理及處分要點」第 10 點及第

11 點規定：「已民營化事業剩餘公股股權之管

理及釋股，由各公股股權管理機關負責。」行

政院 97 年 4 月 2 日院臺經字第 0970011727 號

函核定修正之「公股股權管理處分要點」第 11

點第 1 項規定略以，各國營事業移轉民營後，

公股股權管理機關應規劃政府中長期最適持

股比率，報請行政院核定，該最適持股比率，

並應定期檢討。經建會為研商公營事業民營化

政策檢討與民營化基金預算編列相關事宜，於

100 年 3 月 14 日召開會議決議略以：請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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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經濟部及退輔會檢討政府持股 50%

以下之已民營化事業最適持股比率，持股是否

可再降低，俾有進一步釋股空間。民營化推委

會 101 年 6 月 26 日決議略以：現階段各相關

機關所屬公股事業皆負有政策性任務，故有繼

續持股之必要性，爰仍維持原行政院所核定之

最適持股比率 34%，惟各部會所屬已移轉民營

之事業各具不同特性，並非全以 34%為最適持

股比率。 

(二)截至 101 年底，各部會檢討所屬已移轉民營之

事業最適持股比率略以： 

１、財政部：持股 50％以下已民營化事業計有兆豐

金控、第一金控、華南金控、合庫金控、臺灣

企銀、彰化銀行、中央再保、財金公司、關貿

公司、台開公司、聯電公司、臺灣工礦（92

年 9月 3日公告下市）等 12 家；其中，聯電、

中央再保、及台開等 3家之持股已全數編列釋

股預算，將伺機執行後續釋股作業。至於其他

8 家事業之經營績效，截至 100 年 12 月底市值

達 1,042.28億元，100年度稅前盈餘約 654.71

億元，經營績效尚稱良好，每年均有穩定之股

利收入挹注國庫。各公股金融機構持有股權之

目的，除爭取最有利董監席次，遴派適任之董

事長、總經理及股權代表，致力提升公司經營

績效外，更透過掌握經營主導權，協調公股金

融機構支援政府政策，如配合辦理各項優惠專

案貸款等。財金公司之業務，具有維護金融機

構跨行交易服務之社會公益性，及維護銀行間

資金移轉安全。關貿公司擔任通關與貿易便捷

作業對外連線窗口，並承接電子報稅、電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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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國有財產申報等專案之維運工作，攸關稅

政之施行與國家財產之確保。綜上，該部認為

目前持股比率應屬適當。 

２、經濟部：中鋼公司目前持股 20％，因立法院決

議限制政府對中鋼公司持股不得低於 20％，建

議維持目前 20％之持股比率。台鹽公司目前持

股 38.88％，考量現階段尚有早期離業鹽民 7

億元補償金核發尚未辦理完成，建議中長期仍

維持現有持股比率。唐榮公司目前僅持股

11.56％，惟加上餘泛公股（中鋼集團、台銀、

華銀、一銀等），合計達 51.06％，考量另一大

股東義聯集團（持股約 34.67％）持續於市場

買進唐榮股票，為維持唐榮公司董事會之穩定

運作，建議中長期仍維持現有持股比率。台船

公司目前持股 33.57％，考量為兼顧國防安全

及國家戰備準備能量之需求，建議中長期仍維

持現有持股比例。 

３、交通部：該部主管已民營化事業之陽明海運

（ 35.51%）、台航（ 26.46%）及中華電信

（35.29%）等，因持股比率已接近或低於行政

院 96 年 6 月 25 日院臺經字第 0960026777 號

函及民營化推委會於 101 年 6 月 26 日決議之

政府中長期最適持股比率 34%，並經考量上開

公司尚有配合政府民生、經貿、國防、外交等

政策性任務之需要，且政府維持現有持股比率

可持續享有每年各該公司較高盈餘繳庫金

額，可增裕國庫營收，基上，為維持主導經營

權之穩定，爰自 101 年至 105 年尚無釋股計

畫，並建議政府最適持股比率仍維持在 34%為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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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惟查： 

１、自 1980 年代以來，隨著「減少政府干預、尊

重市場機能」理念的發展，世界各國紛紛採行

自由化與民營化的措施，先進國家多採行「循

序漸進、由點及面」的全盤式民營化之方式，

在推行民營化之過程，既以提升企業自主性為

目標，亦兼顧公共性維持等問題，雖開放民間

經營，但對於若干產業仍設立相關管制機構，

在監督「服務的提供」與「品質確保」的兩大

目標之間，獲得相當程度之衡帄。我國為順應

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構建企業公帄競爭環境及

促進社會資源使用效率，公營事業民營化乃成

為政府既定政策，惟我國民營化歷經二十餘

年，迄今仍在「自由化」與「統制經濟」之間

徘徊不定，各部會所屬之公股事業，即令早已

完成民營化，惟最適持股比率未見行政院有具

體之準則規範，所著重目的仍在於由政府指派

大部分的董監事、訂定營運策略，此與民營化

之精神與效果顯有悖離。 

２、觀諸各部會所屬事業已移轉民營者，其未繼續

釋股之理由略為：賦予特定政策任務與支援政

府政策之功能，維持實際經營控制權：如財政

部所屬各金控公司、中華電信、台肥、台船等。

市場股價低於預算價格：如台鹽 101 年底股價

約 20 元，遠低於預算價格 25.1 元，短期內暫

無法釋股，又如唐榮公司亦因土地增值利益尚

未反映於公司股價，而暫未釋股。其理由既不

一致，又欠缺說服力，似乎政府推動民營化，

所關心之核心工作，僅在為民營化而釋出股

權，以擺脫公營事業之名，並規避立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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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實質監督，而依然維持實質控制力及安

排事業之重要人事。政府既然力倡公營事業民

營化，就應該在實質上真的讓民間來經營，而

不是只在形式上將官股降到 50％以下，卻仍掌

握相對多之股權，改用「最大股東」的身分來

指導經營方向，此種換湯不換藥的「半民營

化」，與公營事業區分不大，名不副實。 

(四)綜上，已民營化之公營事業所訂政府之最適持

股比例欠缺規範準則，其目的多為維持實質控

制力，由政府指派大部分的董監事、訂定營運

策略，僅為擺脫公營事業之名，而有規避立法

院、審計部等外部監督機關監督之實，與民營

化之精神與效益顯有悖離。 

四、行政院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歷經二十餘年，目前仍

繼續推動之 8 家公營事業，多已無以為繼，原因各有

不同，其中固然有政策考量而停止釋股，惟台酒、漢

翔等公司停止推動之理由薄弱，與民營化宗旨顯有悖

離，允應全面檢討原政策之必要性及妥適性： 

(一)78 年起政府揭櫫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政策

，積極推動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其政策目

的在發揮市場機能、提升事業經營效率，

行政院於 78 年 7 月 25 日成立「行政院公營事

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該組織屢經更名及

調整成員，成為現今之「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

化推動與監督會」，負責政策執行。民營化政

策推動迄 101 年底，計 68 家公營事業納入推

動民營化，有 38 家已完成民營化、17 家結束

營業，2 家已裁撤（台灣書店）或合併（中央

信託局與臺銀合併為臺灣金控），3 家不民營

化（臺灣金控、土銀、財政部印刷廠）；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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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 8 家持續檢討推動民營化，據經建會綜整

尚未民營化理由略以： 

１、台電、中油及台水均為公用事業，其中，台電

應頇再評估對國內電力供應穩定及安全的影

響，並俟電業法修正通過後再檢討民營化事

宜；中油因工會強力反對，多次協商迄無進

展；台水因水權分配、水價無法反映成本及偏

遠地區供水等問題，94 年奉行政院同意採加強

業務委託經營，暫不以釋股方式民營化。 

２、中華郵政及臺灣鐵路管理局肩負政策性任

務，中華郵主要業務包含郵務、儲匯及壽險三

大區塊，其改制較為複雜，目前仍以國營為

宜；臺鐵目前首要課題為改善其經營體質，以

資產活化、企業化經營為重點，尚無公司化、

民營化之規劃。 

３、漢翔公司具有國防特性，又依 92 年 5 月 30 日

立法院決議：「釋股時應先與工會進行協商取

得協議，並頇送民營化計畫書至立法院審議

後，始得進行民營化」，因相關程序尚未完成

而無法釋股。 

４、台糖：95 年 5 月 9 日行政院核定該公司採「事

業部用地析離，事業部限期民營化」方式辦

理，總公司及砂糖事業部不移轉民營；目前正

進行營運改造中。 

５、臺灣菸酒：因工會反對，行政院於 100 年 3 月

31 日核復財政部，暫緩執行民營化，將俟公司

與工會獲致共識後再行辦理釋股，目前尚待行

政院政策決定。 

(二)經查： 

１、行政院吳前院長於 98 年 10 月 8 日行政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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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 次院會提示：「反對賣臺灣金控、臺灣土

地銀行及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營事業

股票籌措財源」。 

２、詢據經建會：「目前規劃民營化的有 8 家，真

正可能民營化的只有漢翔公司…，台電因牽涉

到電力政策的問題…、中油先由油品部門民營

化，其餘部門再研議…台鐵局不易民營化，台

酒在 100年 3月吳前院長指示暫緩菸酒公司釋

股，主要因員工反對；台水及中華郵政因特殊

考量，暫時不適合民營化」等語，顯見目前規

劃民營化的 8 家公司因不同原因而難以民營

化，固然有公用事業、政策考量等充分理由而

以維持現況為宜，實際執行時多因工會反對而

難以執行釋股，惟漢翔、台酒等公司，既非公

用事業，亦未見其具有何種重要之政策任務，

台酒公司則係處於產業高度競爭的自由市

場，所稱未民營化之理由實屬牽強，難以其他

如台水、台鐵等公司等量齊觀，目前 8 家事業

一起停擺、無所作為之情況，與民營化政策之

宗旨尚有不合。 

(三)綜上，行政院為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歷經二

十餘年，目前仍繼續推動之 8 家公營事業，多

已無以為繼，原因各有不同，其中固然有政策

考量而停止釋股，惟台酒等公司停止推動之理

由薄弱，與民營化宗旨顯有悖離，允應全面檢

討原政策之必要性及妥適性。 

 

調查委員：黃武次、馬秀如、楊美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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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大事記 
時間  事件  

78.7.25 行政院核定成立「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該組

織屢經更名及調整成員，成為現今之「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

動與監督會」（下稱民營化推委會）。  

89.11.29 總統公布修正「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 1 條揭示公

營事業移轉民營旨在「發揮市場機能、提升事業經營效率

」。  

90.6 民營化基金創業預算於 90 年 6 月經立法審議通過。  

90.8.28 行政院核定民營化基金提撥運用辦法」。  

96.6.25 行政院函示：各國營事業移轉民營後，政府中長期最適持股比率

34%。  

97.4.2 行政院修正「公股股權管理處分要點」第 11 點第 1 項規定：各

國營事業移轉民營後，公股股權管理機關應規劃政府中長期最適

持股比率，報請行政院核定，該最適持股比率，並應定期檢討。 

98.10.8 行政院吳前院長於行政院第 3165 次院會提示：「反對賣臺灣金

控、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營事業股票籌措

財源」。爰公營事業股票皆暫時停止釋股。  

99.5.6 經建會召開研商「民營化基金 100 年度預算編列」事宜會議，決

議略以：…舉借因應似為最後唯一途徑。…長期而言，基金則朝

逐步退場之方向規劃  

100.3.14 經建會日召開「研商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檢討與民營化基金預算

編列相關事宜會議」，決議略以：請財政部、交通部、經濟部及

退輔會檢討政府持股 50%以下之已民營化事業最適持股比率，持

股是否可再降低，俾有進一步釋股空間，並請檢討民營化基金之

支應項目。  

100.8.3 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及監督委員會（民營化推委會）工作

小組會議討論「民營化政策檢討」議題，決議：1. 基金短絀嚴重

，爰應回歸原立法目的，在基金仍存續狀況下，適度縮小基金支

出規模，…請各部會檢討一旦回歸自行編列預算支應之相關對策

。2. 請各相關機關針對所屬公股事業之階段性政策任務及繼續持

股之必要性，再做進一步檢討；並重新檢討政府持股 50％以下之

已民營化事業最適持股比率，其均衡點是否仍維持 34%，以及原

行政院所核定的持股比率是否適當。  

101.4.5 行政院主計總處邀集相關單位召開「研商政府潛藏負債資訊揭露

相關事宜」會議，決議請財政部依審計部意見函請各民營事業主

管機關就民營化基金依法應負擔之國營事業民營化等相關支出

，儘速辦理精算。  

101.5.11 審計部函請財政部研議於民營化基金決算書揭露未來應負擔之

支出數額。  

101.6.26 民營化推委會會議研商結論：1. 民營化基金舉債已將達上限，但

考量民營化前退休人員之月退休及撫卹金由各部會自行編列預

算亦有困難，仍請行政院主計總處研議因應方案。2. 現階段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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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關所屬公股事業皆負有政策性任務，故有繼續持股之必要性

，爰仍維持原行政院所核定之最適持股比率 34%，並請各機關持

續檢討。3. 已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一旦回歸

自行編列預算支應之相關對策及因應方案。4. 各部會所屬已移轉

民營之事業各具不同特性，並非全部以 34%為最適持股比率。  

101.8.16

及

101.9.11 

財政部函交通部、經濟部、退輔會等機關，請各民營事業主管機

關就民營化基金依法應負擔之國營事業民營化相關支出，儘速辦

理精算  

 

表 1、民營化基金之收支：96-101 年度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本表數據為決算數，惟 101(全年 )為預算數   

收入：   

利息：99.7.2 民營化基金於中央銀行開立 401 民營化基金帳戶   

a.釋股：97 年尚有$51 億，98 年起不再釋股（政策），僅售股予員工 (優惠認股 )，詳釋股預算待執行數   

其他：台灣新生報完成清算，繳回剩餘財產 17 億餘元 (原列於 101 年度，提前至 100 年度）   

支出計畫 1：支應財務艱困事業之給與  (移轉民營前之不足支付 )，如專案裁減人員   

支出計畫 2：支應加發 6 個月薪給、補償各項損失之費用等 (民營化時，政府應負擔  

 

 

 

 

 

 

 

 

年度  

 

科目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度  

全年預算
數  

101.8 止
執行數  

基金來源         

利息收入 a
 0 0 0 0 0.01 0 0 

釋股收入 b
 3.67 51.42

a
 1.04 2.10 1.64 0.06 0 

國庫撥款收入  0 0 0 0 21.00 21.00 16.00 

其他收入 c
 0.67 19.57

a
 1.69 2.20

c1
 19.74

c2
 18.17

c2
 0.18

c2
 

小計  4.34 70.99 2.73 4.3 42.39 39.23 16.19 

基金用途         

支出計畫 1 0 19.24 7.15 0 0 0 0 

支出計畫 2 62.25 73.48 71.79 80.20 81.20 84.92 59.83 

一般行政管理  3.89 5.81 1.46 1.94 3.40 6.82 2.86 

小計  66.14 98.53 80.40 82.14 84.60 91.74 62.69 

本期賸餘（-短絀） -61.80 -27.54 -77.67 -77.84 -42.21 -52.51 -46.50 

期末累積賸餘(-短
絀) 

-244.50 -272.04 -349.71 -427.55 -469.75 -547.24 -5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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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民營化基金之支出-項目別：90~101.9 
單位：億元、％  

項目  金額   %  事業   時機   人員   

離職給與或年資結算金  106.31  12.23  a  移轉民營時   當時在職   

退休撫卹給付   

三節慰問金   

生活困難濟助金  

531.89  61.18  

 民營化前   退休人員   

六個月薪給(與損失補償) 

〃如在五年內被資遣   
101.49  11.67  

 民營化後   留用人員   

義務役年資結算補償給付   

〃於 87.6.5 仍繼續在職   
34.36  3.95  

 民營化時   留用人員   

頇支出給與，但不足之數   
95.37  10.97  

a  移轉民營前   

結束營業時   

專案裁減人員   

總計  869.42  100.00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  

a.財務艱困事業  
 

 

表 3、未民營化理-8 家推動民營化事業：101.12.31 

資料來源：經建會      

說明：目前有 8 家國營事業繼續推動民營化 
a合公司營運改造計畫  

主管   事業   民營化進度   依據  

經濟部  

台電   
            

甲   丁   

立法院決議(審議 88 年度台電釋股預算   

經濟部決議(101.6)
b 

 

中油   
                

甲   乙   丁   

立法院決議(92.1.10)  

經濟部決議(101.6)
b 

 

漢翔   
            

丙  丁   
立法院決議(90.6.6)、(92.5.30)  

台糖   
                

甲’  丁
a 

 
行政院核定(95.5.9)  

台水   A’ B  行政院同意(94.7.14)  

交通部  
臺鐵   

A  B’亦無公
司化之規劃   

交通部(96.7.10)考量  

郵政   A   丁    

財政部  臺酒   A  行政院(98.7.27)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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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經濟部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決議  

A：尚無民營化之規劃    A’：暫不以釋股方式民營化 

B：加強業務委託經營    B’：先進行資產活化、企業化經營 

民營化計畫書  

甲：頇再檢討      甲 ’：重新提報各事業部民營化執行方案 

乙：頇與工會協商(完成)   丙：頇報經濟部審核通過    丁：頇報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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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釋股預算待執行數-機關別：中央政府總預算及民營化基金-101.11     單位:億元 

主管
機關 

機關名稱 
待執行數 

87 年 88 年 88(下半)89 91 年 92 年 93 年 95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1年 合計 

財政
部 

1.台酒       149.79     149.79  
2.中央再保               2.31     2.31  

小計       149.79  2.31   152.10  

經濟
部 

1.漢翔   72.05         72.05  
2.中油 528.00 633.60   235.60       1,397.20  
3.台電       574.86                    574.86  

小計 528.00 1,208.46 72.05  235.60       2,044.11  
總預算小計 528.00 1,208.46 72.05  235.60  149.79  2.31   2,196.21 

 1.中油    292.50  14.60      307.10  
 2.中鋼    4.50  5.10  60.46    70.06  
 3.中央再保        10.12    10.12  
 4.聯電        1.84    1.84  
 5.臺盬        14.87 12.63   27.50  
 6.台電          226.38  226.38  
 7.台開                                   0.06    0.06  
民營化基金小計                    297.00        19.70       87.29 12.63 226.38 0.06  643.03 

總計 528.00 1,208.46 72.05 297.00 235.60 19.67 149.79 87.29 14.94 226.38 0.06 2,839.2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國庫署資料，本院彙整 

中油： 

待執行數 
87 年 88 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合計 
528.00  633.60   235.60   1,397.20  

             292.50        14.60  307.10  
528.00  633.60  292.50  235.60  14.60  1,704.30  

台電： 

待執行數 
88 年 99 年 合計 
574.86  574.86 

      226.38 226.38 
574.86 226.38 801.24 

中央再保： 

97 年 98 年 合計 
 2.31 2.31 

10.12      10.12 
10.12 2.31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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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已移轉民營事業之公股持股 
股權管
理機關  

事業名稱  
公股持
股比率  

狀態  說明  

經濟部 
中鋼公司  20% 未繼續釋股  

立法院決議(第 5 屆第 5 會期第 20 次
會議)：「政府應全面停止釋出中鋼股
票，並繼續持有中鋼官股 20%以上」  

台鹽公司  38.88% 
短期內暫無
法釋股  

1.公股部分，已全數編列釋股預算，
惟立法院凍結該釋股收入  

2.釋股預算之價格(25.1 元)＞目前市
場股價(每股約 20 元左右) 

唐榮公司  11.56% 暫時未釋股  
該公司目前股價未反映，土地重劃(高
雄地區，尚未全部完成) 

台船公司  33.57% 未繼續釋股  

1.行政院核定(96 年)，公股應至少保留
34％以上  

2.目前低於 34%，係員工優惠認購所
致。  

農委會  台肥公司  24.07%  

該公司生產肥料占國內總供應量 70%

以上，以確保經營權之掌握，政府持
股比率不宜再降  

〃理由：確保國內肥料供應，需充分
掌握該公司經營策略、生產效能、
市場供需及國際肥料原物料價格波
動等情資，俾利市場之調節供需  

財政部 

兆豐金控  

中國產險  

交銀  

中國商銀  

9.98% 

目前尚無規
劃釋股  

當前我國公股金融機構，被賦予特定
政策性任務與支援政府政策，在金融
危機發生時亦扮演安定市場之角色  

〃以其優勢地位  

合庫金控  

合作金庫  

農民銀行  

30.39% 

華南金控  

華南銀行  
1.7% 

第一金控  

第一銀行  
13.35% 

彰化銀行  12.19% 

台灣企銀  2.21% 

台灣產險  0 

台灣人壽  0 

中央再保  22.68% 伺機釋股   

台灣土地開發  0.066% 伺機釋股  
財政部投資已收回，目前持有之股
票，為盈餘配股  

交通部 

陽明海運  35.51% 

無釋股計畫
(101 年 至
105 年) 

1.該公司近 3 年(99-101)盈餘繳庫共計
11.37 億元  

2.目前尚肩負建立國家海運安全備援
機制、政府重大建設及協助外交等政
策任務  

3.維持交通部主導經營權之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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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  35.29% 

無釋股計畫
(101 年 至
105 年) 

1.肩負相關電信基礎建設之政策性任
務。  

2.續享盈餘繳庫(金額較高) 

3.避免小股東反彈，及立法委員干預
(負面輿論壓力再釋引發) 

4.維持交通部主導經營權之穩定  

台航  26.46% 尚不宜釋股  

1.近 3 年(99-101)盈餘繳庫數共計 6.51

億元。  

2.配合政策需要，擔負民生建設物資
運送，並適時支援離島交通需求  

〃惟政府持股比率過低，因此曾發生
民股與公股競爭經營權而公股險喪
失主導權之情事  

〃宜維持現有持股比例  

退輔會 
遠榮氣體公司  39.82% 

維持原持股
比例  

該公司營運績效良好，經營穩健，公
民股溝通協調順暢  

榮民製藥廠  40.00% 撤資  行政院同意(101.7.12) 

歐欣環保  

(龍崎)公司  
37.74% 

釋股  行政院同意(101.10.18) 

榮工工程公司  12.38% 
公開標售全
數股份  

 

資料來源：經建會  

 

 

表 6、非營業特種基金之財務狀況：101.11.30(餘額) 
單位:元  

基金名稱  舉借債務
a

  
資產  淨值  

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 525.80  1.63  -524.89  

高速鐵路相關建設基金   586.76  311.96  -283.17  

國道公路  建設管理基金  2,132.50  8,993.74  6,703.85  

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449.00  2,628.50  8.30  

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   7.24  139.94  76.25  

國立臺灣大學校務基金   10.11  1,255.27  336.49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   716.00  1,888.74  80.77  

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   73.52  408.69  255.85  

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 79.63  209.88  123.70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  1,289.10  2,150.31  7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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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財產開發基金   1.30  202.63  201.27  

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513.79  1,781.72  1,108.67  

住宅基金  0.02  1,129.66  1,125.02  

合計  6,384.77  21,102.67  9,988.1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a.舉借債務，係各非營業特種基金所籌措之資金，其方式含向金融機構舉借長短期借款

及發行乙類公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