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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壹、案  由：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調查，許多政府捐助成立的基金會，透過累積賸餘轉基金

、交叉及假借私人名義捐助、捐贈不動產等不當方式，將官股基金會變成民

間基金會，脫離政府掌握，是否確有其事，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本院委員自動調查「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調查，許多政府捐助成立的基金會，

透過累積賸餘轉基金、交叉及假借私人名義捐助、捐贈不動產等不當方式，將官股基金

會變成民間基金會，脫離政府掌握，是否確有其事，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案經

調閱相關卷證及約詢相關人員後，業已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分述如後： 

一、財團法人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能善盡監督管理之責，致財團法人財產之項目內容標

準各異，造成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率之計算失準，影響立、監兩院對受政府捐助基金

逾 50％之財團法人之監督，核有不當： 

(一)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

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預算

書，送立法院審議。」，復按決算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

過 50％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

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決算書，送立法院審議。」是以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

％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及決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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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政院為配合前揭預算法及決算法之修正，於民國（下同）97 年 9 月 16 日以院

授主孝一字第 0970004984 號函表示，「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

之認定，以截至編送當年度 7 月底止，歷年政府捐助基金累計金額占法院登記財產

總額超過 50％者，合先敘明。 

(二)按民法第 59 條規定：「財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第 61 條第 1 項

規定：「財團設立時，應登記之事項如左：……四、財產之總額。」復按同法第 31

條規定：「法人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

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及司法院民事廳於 98 年 8 月 18 日以

廳民三字第 0980017821 號函復本院略以，法人之登記，民法並未定有期間之限制，

惟特別法另有規定者，自應從其規定；民法就未辦理變更登記者，並無罰則規定。

是以財團法人於設立登記時，應辦理財產總額登記，若財產總額變更時，應辦理變

更登記，惟其登記之時間民法未定有期間，未辦理變更登記者，民法亦無罰則規定。 

(三)復按前揭司法院民事廳 98 年 8 月 18 日函表示，依非訟事件法第 84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85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法人之設立登記應檢具財產目錄及其所有人名義為

法人籌備處之財產證明文件；法人變更登記，則應附具聲請事由之證明文件。故聲

請財團法人設立或變更登記事件，自應於財產目錄或聲請事由之證明文件內，分別

列明各該財產之種類、數量、價格及估價標準，並提出相關財產證明文件，俾法院

登記處本於非訟程序為形式上書面審核，得據以審認其捐助財產、財產總額或其他

變動情形。又依非訟事件法第 85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法人辦理變更登記，其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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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核准者，並應加具核准之證明文件。是以財團法人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

時，應檢具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法院登記處係本於非訟程序而為

形式上書面審核。至於可登記為財產總額之項目及其金額，係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權責範圍。 

(四)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其主管之財團法人設立許可或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時，多

訂有應報請主管機關許可或核備，並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記之規定，惟其申請期限

，有未明訂者，如經濟部；有訂明如 30 日者，如外交部、行政院新聞局（下稱新

聞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

管會）。惟經濟部主管之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原則上若財產有增減異動時，於每

屆董事會成立後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申請時併同辦理；另其主管之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則於 52 年成立後，經過 45 年，方於 97 年 6 月始辦理，且辦理財產總額變

更登記後，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率即由 100％降為 16.39％；又如審計部於 98 年 7

月 28 日以台審部四字第 0980002311 號函復本院表示，各財團法人創立後，因各方

仍陸續捐助、財產之孳息、營運收支之餘絀等，致財產總額有所增減，惟多未立即

辦理變更登記，致使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與實際財產總額或基金餘額未合，部分財

團法人之政府捐助金額，甚有超逾其「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情事，如金管會主管之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新聞局主管之中央廣播電臺、經濟部主管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基金、外交部主管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及臺灣民主基金會、農委會主管之中央畜

產會、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豐年社及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等。顯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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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能要求各財團法人變更其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核有不當。 

(五)次查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於 52 年成立時係以捐助基金登記財產總額，其後未曾

辦理財產變更登記，97 年申請變更財產總額係以 96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之固

定資產總額辦理，該中心認為法院財產總額變更登記得以創立基金、固定資產金額

或總資產金額等方式登記；臺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係以基金及不動產總額辦理財產

總額登記；臺灣金融研訓院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係依該院會計制度第 97 條之規

定，於不動產及重要財產增減時，檢同財產變更清冊辦理變更登記；亦有以公積或

賸餘轉列基金，並據以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者，如中華顧問工程司及惠眾醫療救

濟基金會等。前揭財團法人辦理設立登記，有以基金辦理者，亦有以基金及不動產

總額辦理者；辦理變更登記，有以固定資產總額辦理者，亦有以不動產及重要財產

增減或公積或賸餘轉列基金部分辦理者。顯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財團法人

法院登記財產總額之內容標準不一。 

(六)綜上，財團法人設立時，應登記其財產總額，為民法第 61 條所規定，而其財產總

額部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雖訂有應辦理變更登記之規定，甚或訂有期限，惟仍

有財團法人在設立多年後，始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致其政府捐助基金比率大幅

下降，甚低於 50％，而無須將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致遭質疑規避監督之情事；復

有因後續財產有所增減時，遲未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而產生政府捐助基金比率

大於 100％，無法反映真實情況之繆。此外，可登記為財產總額之項目及其金額，

係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範圍，惟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財團法人法院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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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總額之內容標準不一，實影響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率之正確計算，均顯示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未能善盡其對財團法人之監督管理之責。 

二、主計處長期漠視「累計政府捐助基金」之認定所延伸出之問題，如財團法人以公積或

賸餘轉列基金、財團法人承受已解散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賸餘財產與新設財團法

人接受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公法人捐助之基金是否應納入或如何納入政府捐

助基金等，影響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率之正確計算，並導致稀釋之情事，核有違失： 

(一)立法院於 89 年間增訂預算法第 41 條第 3 項「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各

該主管機關就以前年度捐助之效益評估，併入決算辦理」之規定，主計處遂於 90

年 1 月 12 日邀集相關單位會商，於效益評估表內訂定「累計政府捐助基金占基金

餘額比率」，並自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以附錄方式列入主管機關之單位決算。 

(二)立法院復於 97 年 5 月間增訂前揭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及決算法第 22 條第 2 項之

規定，行政院則配合其修正於前揭 97 年 9 月 16 日函表示，「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

過 50％之財團法人」之認定，以歷年政府捐助基金累計金額占法院登記財產總額超

過 50％者，亦即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率係以「歷年政府捐助基金累計金額」占「法

院登記財產總額」計算之。 

(三)查審計部於 98 年 7 月 28 日以台審部四字第 0980002311 號函復本院表示，部分財

團法人創立後，以公積或賸餘轉列基金，並據以向法院辦理財產總額增加之變更登

記。惟因權責機關未明確規範公積或賸餘轉列基金時，政府捐助比率之計算方式，

任由財團法人自行認定全數來自私人團體，與政府捐助基金無關，稀釋累計政府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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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基金金額占基金餘額比率，其中經辦理公積或賸餘轉列基金後，致政府捐助基金

金額占基金餘額比率原逾 50％降低至 50％以下者，計有 14 家財團法人。固然主計

處曾於 98 年 6 月 29 日以處孝一字第 0980003984 號函復本院表示，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並非採投資或出資方式處理，故政府捐助財產後，該項財產之所有權即為財團

法人所有，又財團法人並無類似公司組織有盈餘分配規定，其運用政府捐助財產所

生之孳息、賸餘等，亦即歸財團法人所有，是以實務上，統計政府捐助基金金額，

並無依據按政府捐助比率設算政府捐助基金金額之情事，惟計算政府累計捐助基金

金額未計入公積或賸餘轉列基金者，確有逐漸稀釋政府捐助基金比率之情事，而遭

質疑規避政府監督。 

(四)次查目前財團法人承受已解散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賸餘財產，是否應納入政府

捐助金額，相關規定均無規範，致產生財團法人解散，賸餘財產歸屬於新成立之財

團法人，新設財團法人逕認該財產全數來自私人團體，而稀釋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

率之現象，如臺灣金融研訓院，截至 97 年 7 月底止，該院之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

率為 15.54％，惟倘將財政部 89 年函准財團法人金融財務研究訓練中心（原財政部

主管之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賸餘財產新台幣（下同）3 億 4,146 萬餘元全額

納入，則核算之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率為 43.71％。 

(五)再查財團法人接受政府捐助金額是否包含公設財團法人之捐助，現有法令並未規範

，致產生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公法人捐助基金成立之新設財團法人，逕認該

基金全數來自私人團體，而稀釋政府捐助基金比率之現象，如核能資訊中心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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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輻射防護協會捐助基金（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管，創立基金總額計 358

萬元，其中政府捐助金額計 305 萬元，占 85.2％）及農村發展基金會接受臺灣區雜

糧發展基金會（創立時政府捐助基金比率為 70％）捐助金額 5 億 50 萬元，占創立

基金之 77.61％，公法人捐助（臺北市政府主管之臺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及瑠公農

田水利會，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 條第 2 項規定為公法人）1 億 4,000 萬

元，占 21.71％，均自行認定除直接由政府機關捐助者外，餘來自政府捐助成立之

財團法人或公法人之捐助，悉數屬於私人團體，與政府捐助基金無關。 

(六)又主計處於本院約詢時所提供之資料表示，依民法第 32 條規定，財團法人之設立

許可及業務監督係主管機關之權責，目前主管機關業依民法規定本於權責訂定監督

要點等規定，其中均規範財團法人應制定會計制度送主管機關備查或核定，並要求

會計制度應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爰財團法人接受政府捐贈之不動產之會計處

理，應先依會計制度辦理，倘規範未完整，則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財團法人接

受政府捐贈之不動產，其分錄借方為不動產相關科目（例如土地、房屋建築及設備

等），至於貸方科目，成立當時接受之捐助列「創立基金」科目，成立後之捐助，

有列「其他基金」、「公積」及「遞延收入」等情，並無一致規範。是以政府累計

捐助比率，即可能因不動產捐助帳列科目之不同，未予計入政府捐助金額，而有較

低之比率。如國家實驗研究院及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接受政府捐助不動產，因

帳列「遞延政府補助收入」而非列入「基金」科目，致有較低之累計政府捐助比率，

其中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之政府捐助比率計入政府捐助之不動產後，甚由 1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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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為 39.77％。 

(七)另主計處於本院約詢時表示，政府捐助基金範圍，宜包括已結束機關之捐贈。惟查

農委會主管之財團法人「豐年社」，於 68 年 2 月 12 日接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

會（農委會前身之一）捐贈之不動產 260 萬 4,902 元，卻未列入政府捐助基金之計

算範圍，致累計政府捐助基金金額占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比率由 116.79％降至 34.90

％。 

(八)綜上，「累計政府捐助基金」自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之決算即須計算之，而主

計處對於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及決算法第 22 條第 2 項所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

超過 50％之財團法人」之認定，復以「歷年政府捐助基金累計金額」占「法院登記

財產總額」超過 50％者計之。是以「累計政府捐助基金」或「歷年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金額」均須有明確之規範，以為遵循。惟目前財團法人累積賸餘轉基金是否應計

入政府累計捐助基金金額仍有爭議，相關法令規定對於財團法人承受已解散政府捐

助成立財團法人之賸餘財產、新設財團法人接受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公法人

之捐助，尚無相關規範，復因財團法人接受政府捐贈不動產之會計處理之不同，確

有透過累積賸餘轉基金、財團法人相互捐贈、認定相關捐助係私人名義捐助、捐贈

不動產等方式，影響政府捐助基金比率之計算，甚有稀釋之可能。固然主計處於本

院約詢時多稱鑒於法務部刻正研訂財團法人法（草案），俟完成立法後，有關公設

財團法人法之定義、管理及監督等即有明確規範，可作為編送預算之依據，惟財團

法人法自行政院秘書長 89 年 9 月 1 日台 89 法字第 25887 號函指示法務部擬制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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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 10 年仍未完成立法，該法何時能完成立法，尚不可得知，是以主計處在財團

法人法尚未完成立法前，長期漠視「累計政府捐助基金」所延伸出之問題，未妥為

訂出規範，有所不當。 

綜上，前揭財團法人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能善盡監督管理之責，致財團法人財產

之項目內容標準各異，造成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率之計算失準，影響立、監兩院對受政

府捐助基金逾 50％之財團法人之監督；另主計處長期漠視「累計政府捐助基金」之認定

所延伸出之問題，影響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率之計算，並導致稀釋之情事，均顯示行政

院未能督促所屬善盡監督管理財團法人之責，核有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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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糾正行政院。 

二、調查意見函送審計部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