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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財經技術官僚與國民黨的關係 

 

開發獨裁說學者認為台灣經濟會如此高度發展，黨國體制也是重要的因素，

國民黨在台灣建立龐大組織架構，分為中央、省縣級及區級，其中中央是組織首

腦，決定政策，指揮全局的最高層。1而在國民黨遷台後經過黨改造，黨內最高

權力單位雖是全國代表大會，但實際決策單位卻是每週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常務委

員會（以下簡稱中常會），是由數十名中央常務委員（以下簡稱中常委）所組成。

這數十名中常委因此被認定為權力核心，李功勤的博士論文《蔣介石台灣時代的

政治菁英（1950-1975）-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成員為例》2，探討國民黨中

常會組成人員，以蔣中正時代國民黨內中常會的組成，針對中常委的省籍、學歷、

經歷等來分析，是屬於較通盤性的比較，但縱深較為不足。外界大多認為黨國體

制下舉凡行政單位作的決策都要黨來同意，每週召開的中常會成為最高決策單

位。在戰後台灣經濟高速發展的的情況下，財經技術官僚是否在中常會中可佔有

一席之際，來進行決策？本章以財經技術官僚為主軸來探討這群技術官僚在黨國

體制下，在黨中常會及中央黨部的直屬單位是否有實際的決策權或擔任重要的幹

部，並對於黨幹部與黨教育以革命實踐研究院與國防研究院的參與來進行分析，

以釐清財經技術官僚與黨的關係。 

 

 

 

 

 

 

 

 

 

 

                                                 
1 龔宜君，《「外來政權」與本土社會 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頁 47。 
2 李功勤，《蔣介石台灣時代的政治菁英(1950-1975)-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成員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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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財經技術官僚出任中央委員、中常委分析 

 

（表 4-1）財經會首長與黨及黨訓練關係表 

財政部長 

閣揆 名字 擔任國民黨內職務 革實院訓練3 國防研究院訓練4 

陳誠（1） 

（2） 

嚴家淦 第 9～12 屆中央委員 

第 9～12 屆中常委 

未受訓 未受訓 

俞鴻鈞 徐柏園 財務委員會主委 

（1955.4～1970.10） 

未受訓 未受訓 

陳慶瑜 財務委員會副主委 

（1953.5～1969.3） 

未受訓 未受訓 嚴家淦 

俞國華 文化經濟事業管理委員會主委 

（1970.10～1972.5） 

財務委員會主委 

（1972.5～1979.12） 

第 10～12 屆中央委員 

第 11～12 屆中常委 

未受訓 第 8 期 

嚴家淦 

蔣經國 

李國鼎 第 10～12 屆中央委員 

第 10～12 屆中常委 

財務委員會主委 

（1970.10～1972.5） 

未受訓 第 5 期 

蔣經國 費驊 第 11～12 屆中央委員 

第 11 屆中常委 

本院班 18 期、聯戰

班 2 期、經動會 1

期 

第 4 期 

張繼正 第 12 屆中央委員 未受訓 第 8 期 孫運璿 

徐立德 第 12 屆中央委員 國建班 1 期 未受訓 
                                                 
3 由於革命實踐研究院檔案尚未對外開放，本表所列財經官員赴革實院受訓班別係參閱 
黃淑芳，《政黨的政治社會化與政治甄補功能之研究-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為個案之分

析》，（台北：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論文，2006）。 
4 國防研究院已經裁撤，其檔案目前無法得知置於何處，因此以《國防研究院十週年概況》中的

相關資料來得知第 1～9 期財經技術官僚所參與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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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潤康 無 行政班 2 期 未受訓 俞國華 

錢純 第 12 屆候補中央委員 未受訓 未受訓 

 

經濟部長 

閣揆 名字 擔任國民黨內職務 革實院訓練 國防研究院訓練 

鄭道儒 無 未受訓 未受訓 陳誠 

張茲闓 無 未受訓 未受訓 

尹仲容 無 未受訓 未受訓 俞鴻鈞 

江杓 無 未受訓 未受訓 

陳誠 

嚴家淦 

楊繼曾 無 本院班 23 期 未受訓 

李國鼎 （見財政部長欄） （見財政部長欄） （見財政部長欄）嚴家淦 

陶聲洋 第 10 屆中央委員 未受訓 第 7 期 

嚴家淦 

蔣經國 

孫運璿 第 10～12 屆中央委員 

第 10～12 屆中常委 

聯戰班 10 期 第 1 期 

張光世 第 12 屆中央委員 經動會 1 期、台建

會 1 期 

未受訓 孫運璿 

趙耀東 第 12 屆中央委員 本院班 24 期、聯戰

班 2 期 

未受訓 

徐立德 （見財政部長欄） （見財政部長欄） （見財政部長欄）俞國華 

李達海 無 未受訓 未受訓 

 

中央銀行總裁 

閣揆 名字 擔任國民黨內職務 革實院訓練 國防研究院訓練 

陳誠（1） 

俞鴻鈞 

陳誠（2） 

俞鴻鈞 財務委員會主委 

（1950.8～1955.4） 

未受訓 未受訓 

陳誠（2） 

嚴家淦 

徐柏園 （見財政部長欄） （見財政部長欄） （見財政部長欄）

嚴家淦 俞國華 （見財政部長欄） （見財政部長欄） （見財政部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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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 

孫運璿 

俞國華 張繼正 （見財政部長欄） （見財政部長欄） （見財政部長欄）

 

一、1950-1969 年黨政分離時代 

在 1949 年 12 月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在國民黨方面仍是以非常委員會代

理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直至 1950 年 6 月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協防

台灣海峽，台灣情勢轉危為安。7 月 22 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舉行臨時會議

通過《本黨改造案》，國民黨正式進入改造時代。其中在〈本黨改造的措施及其

程序〉規定改造時期第六屆中央執監委員會停止行使職權，由中常會授權蔣總裁

遴選 15 至 25 人成立中央改造委員會，代行中央執監委員職權。26 日蔣總裁宣

布陳誠等 16 人出任改造委員會委員。 

在改造時期改造委員會所轄有七組、秘書處、幹部訓練委員會、紀律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黨史史料編纂委員會、設計委員會。在改造委員會委員中並沒有財

經背景的人員，主要以軍事、宣傳及一些傳統黨內勢力人員為主。其所轄單位中

具有財經背景的官員計有：副秘書長周宏濤、第七組副主任陳漢平、財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俞鴻鈞、副主任委員徐柏園。5 

國民黨在改造完成後於 1952 年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正〈中國國民

黨黨章〉，將原來中央執行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合而為一，成立中央委員會，

其職權：1.對外代表本黨 2.執行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 3.組織各級黨部並指揮之 

4.支配本黨經費 5.管理從政黨員 6.執行黨的紀律。中央委員會互選常務委員組

織常務委員會，在全體會議閉幕期間執行職務，對中央委員會負責。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確立中央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為黨日常決策單位。不

過在第七屆到第九屆的中央委員會及中常會，財經技術官僚能參與人數極為稀

少，這 17 年的期間歷經 4 任的閣揆，出現 4 位財政部長與 6 位經濟部長。在第

七屆中央委員中共選出 32 人，候補委員 16 人，在 32 位中央委員中選出 10 位擔

任中央常務委員。中央委員中具有財經背景的僅有俞鴻鈞一人，當時俞鴻鈞是擔

任中央銀行總裁，不過在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常委並沒有俞鴻鈞。這 10 位中常委

                                                 
5 劉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錄》，頁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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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改造委員為主，有 6 位擔任改造委員，6具有實際行政權的行政院長陳誠、

台灣省主席吳國楨分列第一、第四名，名單仍看得出有許多是過去黨內派系中的

要角。二中全會依舊為此一中全會的中常委名單，到三中全會時，第 90 次中常

會議以吳國楨在美發表荒謬言論，詆毀黨及政府，因此通過開除吳國楨。7在四

中全會由張其昀遞補吳國楨所留空缺成為中常委。在 1954 年五次中全會有了較

大的變動，倪文亞沒有當選中常委，袁守謙放棄中常委，因此在中常委名單上有

比較顯著的變動。 

俞鴻鈞也以行政院長身份進入中常會，成為中常會中唯一具有財經背景的人

員。在五中全會時俞鴻鈞名列中常委中第二名僅次於副總統陳誠，但在七中全會

時退輔會主委蔣經國票數超越俞鴻鈞成為中常委榜上第二名，俞鴻鈞居第三。  

在 1957 年國民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出第八屆中央委員及任命

黨幹部。第八次全國大會最重要的任命是陳誠出任國民黨副總裁，此次中央委員

增加到 50 人，在 50 人中擁有財經背景只有排名第五與第六俞鴻鈞與周宏濤。此

時俞鴻鈞是擔任行政院長，周宏濤是擔任國民黨副秘書長。第八屆一中全會中常

委增加為 15 人。不過具有財經背景仍是只有俞鴻鈞以行政院長的身份擔任。在

八屆一中、二中全會雖是行政院長但都只排名中常委的第三名，遜於 CC 派出身

的立法院長張道藩與國大代表谷正綱。8俞鴻鈞於 1960 年病逝，病逝後的三中全

會改選就沒有財經背景的官員入選中常委，四中全會與五中全會亦是如此。9 

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具有財經背景的人員增加了，且不限於只有行政院閣

員或蔣中正親信。1963 年 11 月召開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共

74 人，當中 60 人為選舉產生，14 人為總裁提名大會通過；候補委員 35 人，30

人由選舉產生，5 人為總裁提名大會通過之。在這屆中央委員中具有財經背景人

員比第七、八屆多。計有中央委員周宏濤、嚴家淦、陳勉修，候補中央委員孫運

                                                 
6 第七屆一中全會中常委：陳誠（改造委員）、張道藩（改造委員）、谷正綱（改造委員）、吳國

楨、陳雪屏（改造委員）、袁守謙（改造委員）、陶希聖、蔣經國（改造委員）、倪文亞。 
7 劉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錄》，頁 279。 
8 八屆一中全會中常委第一名張道藩（時任立法院長）、第二名谷正綱（時任國大代表）。二中全

會中常委第一名蔣經國（時任退輔會主委）、第二名周至柔（時任台灣省主席）。 
9 八屆三中全會中常委名單：張道藩、谷正綱、張其昀、周至柔、袁守謙、陶希聖、蔣經國、王

叔銘、黃季陸、彭孟緝、丘念台、黃朝琴、胡健中、谷鳳翔、沈昌煥。 
八屆四中全會中常委名單：蔣經國、谷正綱、張道藩、周至柔、張其昀、陶希聖、袁守謙、黃季

陸、彭孟緝、黃朝琴、丘念台、谷鳳翔、胡健中、王叔銘、沈昌煥。 
八屆五中全會中常委名單：蔣經國、谷正綱、張其昀、陶希聖、袁守謙、彭孟緝、周至柔、黃季

陸、黃朝琴、胡健中、張道藩、丘念台、鄭彥棻、沈昌煥、谷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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璿、李國鼎。 

周宏濤此時的身份是台灣省財政廳長。嚴家淦在八屆時原已經是中央評議委

員，不過在九屆以財政部長的身份獲蔣中正總裁提名擔任中央委員，成為改造後

第一位以內閣財經官員身份擔任中央委員。陳勉修為副總裁陳誠的胞弟，雖沒有

在中央財經部會任職，但一直都在銀行擔任要職，在大陸時期任職於中國農民銀

行，來台灣以後先後擔任土地銀行副總經理、總經理，協助推動農地改革。陳勉

修的當選多少有陳誠的因素在，這點由總裁提名方式直接當選中央委員並非由黨

代表投票選出中看得出端倪。 

候補中央委員中也有兩位財經背景的人士，一位是台電公司總經理孫運璿，

一位是美援會秘書長李國鼎。孫、李兩為與黨的關係並不密切，且都出身於資源

委員會。戰後來台灣接收公營事業，孫運璿就一直在台電公司服務從機電處長歷

練到總經理，始終都是在台電服務。李國鼎則是先到台灣造船公司擔任協理，嗣

後升任總經理，1953 年行政院成立經安會，李國鼎改任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專門

委員，在經安會裁撤後美援會改組，李國鼎改任美援會秘書長。李國鼎則從公營

事業轉到美援單位服務。雖然這兩位是候補中央委員，不過這是國民黨自改造後

第一次有公營事業主管與美援單位主管入選候補中央委員。 

九屆一中全會選出 15 名中常委，不過並沒有財經背景的人員。10在 1964 年

九屆二中全會中常委人數增為 17 人。由於 1963 年底副總裁陳誠因病請辭行政院

長，由嚴家淦出任行政院長。在九屆二中全會時具財經背景的嚴家淦也以行政院

長身份出任中常委，在二中全會中名列第二，在三～五中全會中嚴家淦皆在中常

委，名次也在前三名。11 
 

在第七、八屆財經技術官僚可說是很難進入黨核心參與決策，不過在此時我

們可以觀察到這段期間台灣的財經重大政策並沒有因此停滯，台灣工業由「進口

替代」逐漸變為「出口擴張」取向，為因應出口擴張的貿易模式，外匯管制也從

過去的複式匯率改為單一匯率。這幾項重大政策的主導人皆是尹仲容。尹仲容非

                                                 
10 九屆一中全會中常委名單：張道藩、谷正綱、周至柔、張其昀、彭孟緝、黃杰、蔣經國、袁

守謙、陶希聖、倪文亞、谷鳳翔、鄭彥棻、黃朝琴、胡健中、謝東閔。 
內閣官員：蔣經國（退輔會主委）、鄭彥棻（司法行政部長）、連震東（內政部長）。 
11 三中全會嚴家淦名列第二（第一.蔣經國）；四中全會嚴家淦名列第三名（第一.蔣經國、第二.
黃杰）；五中全會嚴家淦為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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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是中央委員、中常委，也不是國民黨員，12卻能以一般行政官員的職權進行

決策、執行。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以陳誠為首的行政團隊，在財經事務上是明顯並

未有與黨密切聯繫。以非國民黨員來擔任幾項重要財經職務主管，加上此一時期

具財經背景進入中常會只有俞鴻鈞以全國最高行政首長-行政院長身份進入外，

其餘財經技術官僚皆無法進入，黨核心的中常會沒有財經背景人士。另外陳誠身

兼行政院長與國民黨副總裁，在擔任副總裁期間，蔣中正往往將中常會委由陳誠

擔任主席主持。改造後的國民黨，按照黨政關係條例舉凡行政單位要推動或修正

法案皆需提報中常會討論。不過在陳誠擔任行政院長，又不時主持中常會在這情

形下，只要在行政院通過議案，交到中常會幾乎都是通過。財經事務相關法案更

是如此，除陳誠的支持下，加上此一時期的中常委幾乎沒有財經背景出身人員擔

任，因此鮮少受到中常會太多討論與反對。例如 1958 年由行政院長陳誠函中常

會「實施單一匯率附具外匯貿易管理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在國民黨第八屆第 99

次中常會討論該案。在會議中由財政部長嚴家淦列席報告實施單一匯率的經過、

要點，席間僅有李壽雍、張厲生、羅家倫 3 人針對此案發言，隨即便同意行政院

實施。13在陳誠身兼雙重身份的情形下加上中常委成員沒有財經背景人員，此一

時期在財經事務上呈現若干程度的「黨政分離」，黨反而成為行政單位在制訂財

經事務的橡皮圖章。若說黨國體制下黨決定所有政策，但在陳誠時期的財經政策

並非如此。 
 
 

二、1969-1988 年黨政合一時代 

1969 年國民黨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時蔣中正已經 83 歲，黨內第二

號人物陳誠也已病逝。蔣經國擔任行政院副院長，接班態勢已經日趨明朗。此次

一共選出 99 位中央委員、51 位候補中央委員及 21 位中常委。在第十屆中央委

                                                 
12 國民黨改造時期通過第 30 次會議通過〈黨員歸隊實施辦法〉，規定凡為參與此次黨員歸隊登

記者，一律撤銷其黨籍。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油印件：出版項

不詳），頁 29。 
根據〈黨員歸隊實施辦法〉，自 1951 年 1 月 4 日至 23 日辦理，不過尹仲容並沒有辦理黨員歸隊，

自此就非國民黨員。尹仲容在俞鴻鈞內閣時擔任經濟部長兼中央信託局長；陳誠二度組閣時擔任

美援會副主委、行政院外匯貿易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台灣銀行董事長 
13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8.3/99，〈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99 次會議

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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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中財經技術官僚當選中央委員明顯增加，共有 6 位財經技術官僚當選中央委

員，3 人當選候補中央委員。 

這次當選中央委員的財經官僚，主要都是行政院閣員包含經濟部長李國鼎交

通部長孫運璿、財政部長俞國華。周宏濤擔任台灣省財政廳長、陶聲洋更以國家

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秘書長非閣員的身份當選中央委員。14在候補中央委員除陳

勉修外，有兩位新面孔，分別是是胡新南及孫義宣。胡新南是資委會所培養出的

工程師，到台灣後就一直在中油服務。孫義宣出身則與周宏濤相似，皆擔任過蔣

中正總統的機要秘書，其後轉任中央信託局長，可說是官邸派的財經技術官僚。 

十屆一中全會選出 21 位中常委，其中財經技術官僚就有 3 位。在這次中常

委名單，除擔任副總統兼行政院長的嚴家淦外，財經技術官僚有交通部長孫運

璿、經濟部長李國鼎獲選擔任中常委，雖然當選名次在名單中只名列第 19、20

名，不過孫氏、李氏是成為除行政院長外首次有財經背景以閣員的身份擔任中常

委。六月行政院內閣進行改組，擔任中央委員及中常委的財經技術官僚有著不少

職務的變動，其中李國鼎擔任財政部長、陶聲洋接任經濟部長、卸任財政部長的

俞國華則接替徐柏園擔任中央銀行總裁。不過陶聲洋則因胃癌在就任經濟部長三

個月後病逝，經濟部長則由原交通部長孫運璿出任，周宏濤也入閣擔任主計長。

俞國華、李國鼎、孫運璿、周宏濤成為蔣經國的財經班底。15 

總裁蔣中正於 1975 年病逝，由蔣經國出任黨主席。國民黨在 1976 年 11 月

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十一次全國大會仍推選蔣經國為黨主席。在十一

屆之前蔣經國也出任行政院長，正逢中華民國退出聯合國、邦交國斷交風潮及全

球能源危機，1973 年蔣經國院長宣布進行十大建設，在十一屆中央委員名單中

可以看得出許多相關人士都當選。在這次一共選出 130 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

員 65 人及 22 位中常委16。在這次中央委員會中出現許多財經技術官僚，7 位中

                                                 
14 陶聲洋會當選中央委員，很重要的原因是蔣經國。陶氏所任職的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其主委是由行政院長兼任，但 1969 年 1 月行政院長嚴家淦就將其主委職位讓予副院長蔣經國兼

任。 
15 蔣經國接任經合會主委時便召開財經會報，1972 年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長，在隔年發生全球能

源危機，蔣經國將財經會報改為財經五人小組，以中央銀行總裁俞國華為召集人，財政部長李國

鼎、經濟部長孫運璿、主計長周宏濤、行政院秘書長費驊，五人一起開會決定相關經濟政策。 
李國鼎口述、劉素芬編著、陳怡如整理，《李國鼎：我的台灣經驗-李國鼎談台灣財經決策制訂與

思考》，頁 217。 
16 第十一屆常務委員會在一中全會到三中全會維持 22 名中常委，在四中全會增加至 2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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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員及 6 位候補委員。17這份名單看得出在中央委員部分幾乎都是內閣財經部

會的現任官員，除嚴家淦是以總統身份為中央委員第一名及徐鼐過去是陳誠的部

屬外，其他 5 人正是蔣經國在 1973 年全球能源危機時組織的五人財經小組成員。

在候補委員公營事業負責人增加，這是因為此時蔣經國所主持的行政院正推行

「十大建設」，其中中油、中鋼都是重點建設，因此中油、中鋼的負責人皆當選

候補中央委員。交通是十大建設重點建設，後來擔任經建會副主委的王章清此時

擔任交通部次長亦有當選候補中央委員。此時除了十大建設外，政府也開始推動

資訊產業，18所以在 1974 年與美國無線電公司微波研究室主任潘文淵、經濟部

長孫運璿等人，提出發展積體電路的電子工業政策的交通部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

也當選候補中央委員。 

在第十一屆一中至三中全會共選出 22 位中常委，四中全會增至 27 名，財經

技術官僚共有 4 人當選。在十一屆中由於行政院長蔣經國已擔任黨主席因此在中

央委員及中常委第一名皆是接替蔣中正剩下總統任期的嚴家淦。一中全會時孫運

璿與李國鼎的排名相較於第十屆都有明顯的向前提升，且李國鼎也因健康因素請

辭財政部長，單以政務委員身份在排名上勝於以財政部長身份入中常會的費驊，

不過在十一屆一中到三中全會是國民黨遷台之後第一次經濟部長與財政部長皆

列為中常委。 

四中全會召開於 1979 年，在 1978 年蔣經國已經當選總統，所以是以總統兼

黨主席，在四中全會裡財經官僚背景的中常委有所變動，原經濟部長孫運璿出任

行政院長，在排名上大幅躍進至第三名，僅次第一名的前總統嚴家淦及第二名的

副總統謝東閔。李國鼎的名次在四中全會也往前推進，不過在孫內閣組閣後，李

國鼎並不是任何內閣閣員，而是擔任行政院應用科技小組召集人，這是相當特殊

的，以非內閣閣員或傳統派系要角，而能在中常委排名於前十名內，可見李國鼎

在財經界有相當的地位。四中全會財經官僚有變動的是原財政部長費驊並沒有繼

續擔任中常委，而與官邸關係密切的中央銀行總裁俞國華首次進入中常會。在孫

運璿組閣後的財政部長張繼正與經濟部長張光世由於都不是中央委員，因此也並

                                                 
17 第十一屆中央委員：嚴家淦、孫運璿、李國鼎、俞國華、費驊、周宏濤、徐鼐。候補中央委

員：王章清、胡新南、方賢齊、郭婉容、孫義宣、趙耀東。 
18 行政院長蔣經國指示設置應用技術研究發展小組，由李國鼎出任召集人。 
李國鼎口述、劉素芬編著、陳怡如整理，《李國鼎：我的台灣經驗-李國鼎談台灣財經決策制訂與

思考》，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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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能有機會出任中常委。 

自全球能源危機後，政府推動十大建設陸續完工從 1976 年到十二屆召開前

的 1980 年，這五年台灣經濟成長率平均為 10.47％。19在穩定且高速的經濟發展，

1981 年國民黨所召開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財經技術官

僚的人數更是大幅增加，除了內閣財經部會首長外，部會次長、國營事業主管席

次都有顯著增加。在 150 席中央委員中，財經技術官僚就佔了 18 席超過總人數

的十分之一。（詳見附表四） 

雖然中央委員財經技術官僚人數激增，不過實際決策的中常會在一中、二中

全會20都只有 4 位財經技術官僚。扣除前總統嚴家淦的第一名係較屬禮遇的榮譽

職外，其他三人孫運璿、李國鼎、俞國華都與十一屆四中全會時一樣，裡面除孫

運璿是行政院長外，李國鼎與俞國華也不是內閣中的財、經部長。現任財政、經

濟部長張繼正、張光世雖有當選中央委員，但仍舊沒有更進一步擔任中常委。在

三中全會時，由於孫運璿在 1984 年中風辭去行政院長，由俞國華接任，在三中

全會中沒有孫運璿，但也沒補進其他財經技術官僚。由此可見孫運璿、李國鼎、

俞國華是蔣經國自擔任總統以來最重要的財經幕僚，無論他們有沒有擔任財經內

閣官員職務，都能身任中常委在黨的決策核心中。 

 

財經技術官僚隨時間越晚，擔任中央委員及中常委的人數越多，其主要的原

因是在最高領導人是否直接掌管財經事務。在蔣中正時代，蔣中正把反攻大陸作

為首要目標，自己主管軍事、外交事務，把財經決策全主要交與陳誠的行政團隊

負責。不過蔣、陳並沒有財經背景，將財經事務再委由次一級的官員嚴家淦、尹

仲容等人管理，有學者認為這是蔣中正、陳誠的強人政治下，尹仲容等人是國家

官僚體系裡的最上層領導者，是官僚體系中的強人。21既然被認為是官僚中的強

人為何無法進入黨決策核心，主要還是這批技術官僚的主要領導人是陳誠。陳誠

雖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出任黨副總裁，不過整個黨最高的領導者仍是蔣中

正，加上在改造之後，在中央委員和中常委名額並多的情形下仍要給黨內傳統派

                                                 
19 1976-1980 各年台灣經濟成長率：13.96％（1976）、10.30％（1977）、13.67％（1978）、8.44％

（1979）、7.36％（1980）。資料來源：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料。 
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852916381671.xls 
20 十二屆一中全會中常委人數為 27 人，二中、三中全會增加至 31 人。 
21 Wu, Yongping  A Political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State Survival,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Economy, 195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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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成員一些席次，加上蔣中正親近人員，陳誠底下能有的席次相當有限，因此

陳誠勢必會以過去三青團成員為骨幹如：陳雪屏、倪文亞、谷鳳翔等人。嚴、尹

二人雖受陳誠重用不過就僅止於行政系統。 

蔣經國與蔣中正、陳誠一樣皆沒有財經背景，在接班態勢明朗後，蔣經國便

開始積極部署其最弱項的財經方面。22在十屆召開的 1969 年也是蔣經國擔任行

政院副院長的同年，蔣經國除從行政院長嚴家淦手裡接管向來由院長兼主委的經

合會，主持財經會報。在十中一全會十中於有了非行政院長職的財經技術官僚擔

任中常委進入中常會，且在第十屆中央委員與官邸關係良好的財經技術官僚俞國

華、周宏濤也都入選。在同年底的內閣改組時全都出任內閣中的財經首長。23在

1975 年蔣中正逝世後，蔣經國以行政院長身份當選黨主席，成為政與黨最高的

領導者，所以在隔年召開的十一全時將自己在行政院長內任所組的財經五人小組

成員，除主計長周宏濤外，其餘 4 人皆先後擔任中常委。這說明了蔣經國不同於

蔣中正，自己領導財經團隊，此時又逢全球經濟劇烈波動與台灣大型建設的進

行，財經技術官僚擔任中常委除幫蔣經國向黨內說明政策外，某些程度也是要用

自己班底的人與黨內大老進行抗衡。值得一提得是蔣經國當任總統後以孫運璿為

行政院長，財經技術背景的中央委員人數有大量增加，不過在中常會上除了嚴家

淦外，就是孫運璿、李國鼎、俞國華。孫運璿內閣中的財經部會首長都未能進入

中常會。在孫運璿中風請辭行政院長及中常委後，俞國華銜命組閣，但其內閣中

的財經部會首長亦沒有進入中常會。明顯看出孫運璿、李國鼎、俞國華一直都才

是蔣經國的財經核心。

                                                 
22 E.A.Winckler, S.Greenhalgh 編，張苾蕪譯，《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辯析》，（台北：人間出版社，

1997），頁 217。 
23 財政部長-李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主計長-周宏濤、中央銀行總裁-俞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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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財經技術官僚與財務委員會 

 

國民黨自改造時期，黨組織進行大規模更動，其中第七組負責掌理黨營事業

之管理及黨員經濟生活之輔導；財務委員會掌理黨財務知統籌與預算之審議，黨

費基金籌募、保管與運用相關事宜。1改造結束後進入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將原

來的第七組併入財務委員會。使財務委員會負責黨財務知統籌支配、預算之審定

與稽核，黨費基金之募集、保管與運用及黨營事業之管理。由於負責黨財務的因

素，財委會與財經技術官僚關係密切。自改造委員會起到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時

期，財務委員會的主委、副主委幾乎都由又財經背景出生的人員接任，其中不乏

政務官。在這些擔任財委會正副主委的名單中，可以看出幾項特性。 

 

 

一、政務官擔任主委 

從改造時代到蔣經國過世的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擔任財委會主委都具有政

務官身份。 

 

（表 4-11）財務委員會歷任主任委員 

屆別 姓名 現職 

改造委員會 俞鴻鈞 中央銀行總裁 

七中全會 

（1952.10~1955.4） 

俞鴻鈞 中央銀行總裁、行政院長（1954 年起） 

七中全會（1955.4 起） 徐柏園 財政部長 

八中全會 徐柏園 財政部長、中央銀行總裁（1960 年起） 

九中全會 徐柏園 中央銀行總裁 

十中全會 

（1969.4~1970.10） 

徐柏園 中央銀行總裁 

十中全會 

（1970.10 起） 

李國鼎 財政部長 

                                                 
1 劉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錄》，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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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全會（1972.5 起） 俞國華 中央銀行總裁 

十一中全會 

(1976.11~1979.12) 

俞國華 中央銀行總裁 

十一中全會 

（1979.12 起） 

鍾時益 主計長 

十二中全會 鍾時益 主計長 

資料來源：係參照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由筆者自製。 

 

37 年的時間一共歷經俞鴻鈞、徐柏園、李國鼎、俞國華、鍾時益，這 5 人

在接任時都是中央財經部會的政務官，其中俞鴻鈞、俞國華在接任時是擔任中央

銀行總裁；徐柏園、李國鼎接任時是擔任財政部長，鍾時益則為主計長。俞鴻鈞、

徐柏園政務官職務在任期中有變動，分別出任行政院長、中央銀行總裁，仍不脫

其財經相關業務。 

 

 

二、以官邸派為核心的主委 

自改造時期開始，到 11 中全會鍾時益接任前，國民黨財委會主委擁有強烈

的官邸色彩。自改造委員會到第七屆六中全會由俞鴻鈞擔任，俞氏是孔宋集團中

重要的成員，在大陸時代除擔任過財政部長、中央銀行總裁，也在 1950 年 3 月

黨尚未進行改造前擔任財委會主委。改造開始以中央銀行總裁兼黨財委會主委，

直到 1955 年擔任行政院長 1 年後才辭去主委職務。接替人選也是與過去孔宋關

係密切的徐柏園，徐氏以財政部長兼任黨財委會主委。徐柏園成為國民黨遷台後

擔任財委會主委時間最長的人，既使在 1958 年卸下財政部長轉任中央銀行總裁

仍繼續擔任主委。從 1955 年七屆六中全會時，歷經八、九屆，直到十屆二中全

會任內由於爆發「金碗案」，徐柏園先後辭去，包含中央銀行總裁、財委會等一

切本兼職，才結束他在財委會長達 15 年的主委任期。接替徐柏園擔任主委的是

財政部長李國鼎，李氏可說是純粹技術人員出身，過去與官邸並沒有太多的淵

源。但就在徐柏園辭職前的 6 個月國民黨內部組織進行調整，在財務委員會外另

設「文化經濟事業管理委員會」，負責掌理黨投資之文化及經濟事業管理與發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9

可以說把原來財委會所負責的黨營事業全部移轉至該單位負責而其主委也是出

身官邸的俞國華擔任。李國鼎在 1970 年擔任財委會主委明顯權力受到限縮，財

委會職權僅只有黨經費的預算編列、管理、審核。但在 1972 年 10 月十屆三中全

會，國民黨再度進行黨內組織調整，其理由是鑒於國家情勢的轉變而進行調整，

但以其時間看來是蔣經國接任行政院長的同時所進行的改組。原來在十屆二中全

會所成立的文化經濟事業管理委員會裁撤，將其職權回歸財務委員會。2改組後

原財委會主委李國鼎去職，由俞國華以中央銀行總裁兼任。俞國華從 1972 年接

任一直擔任到 1978 年 12 月第十一屆四中全會卸任，由主計長鍾時益接任。鍾時

益亦非官邸派出身，但他不同於李國鼎是他接任財委會主委，此時財委會未受其

他單位分權。 

從財委會主委的更動，可以明顯看出，在蔣中正時代仍是以孔宋系的俞鴻

鈞、徐柏園為主，兩人合計擔任財委會主委就長達 20 年。不過在 1960 年代末期，

蔣經國逐漸掌權，對於孔宋、夫人系的勢力進行削減、排除。徐柏園在剝蕉案爆

發後雖辭去中央銀行總裁，但仍繼續擔任財委會主委。蔣經國透過中央委員會修

正組織條例設置文化經濟事業管理委員會來主管黨產，分奪財委會權力，並以官

邸秘書出身的俞國華擔任。隨後徐柏園辭職後，接替的李國鼎其職權已不如過去

的俞、徐二人。李國鼎的具有濃厚的過渡角色，在三中全會再度修改組織條例，

將文化經濟事業管理委員會裁撤，黨產管理權力又回歸財委會，且新任財委會主

委是俞國華。由此可以看出蔣經國在掌握黨權的同時，運用黨組織的變更來削弱

過去長期掌握黨財委會的孔宋勢力，並以無官邸色彩的技術官員李國鼎接任，進

行過渡。等蔣經國完全掌握黨權後再合而為一，委派親信俞國華掌理。由此可見

國民黨內的經費管理仍是要最高領導人所信任的親信來負責。 
 
 
 
 
 
 
 
 

                                                 
2 劉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錄》，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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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財經技術官僚與黨教育的參與 

一、革命實踐研究院 

革命實踐研究院（以下簡稱革實院），外界一般認為是國民黨的黨校，舉凡

國民黨的從政黨員接要到此單位受訓，黃淑芳以政治甄補理論研究革實院，對於

內閣閣員與政務人員應具備在院受訓的資歷，來印證革實院長久以來所標榜的

「選、訓、用」合一的觀念，賦予學術理論基礎。並提出革實院具有的功能是制

訂並傳達中央政策、匯納基層民意、培養同志情誼、薦拔人才、成果的擴散等。

3必須要有革實院訓練方能擔任重要部會首長，真的是如此嗎？本節將探討財經

技術官僚是否都經過該單位洗禮才有資格可以出任為財經閣員。 

在 1949 年蔣中正總統下野後，便開始思考如何建立一個完整的黨訓練單

位。他認為過去的失敗，軍政方面，當然要負責任，而最大的原因，則無可諱言

的是黨的癱瘓，也就是從政的成員、組織到領導，都發生問題。46 月蔣中正總裁

飛抵台灣決定要在台灣組一個黨員訓練機構。6 月 27 日設立「革命實踐學院」

提案，在東南區軍事會議中獲得通過。7 月 1 日，綜理黨政改造業務幕僚機構的

「總裁辦公室」成立。5蔣中正令王東原、萬耀煌、谷正綱、張其昀、孫立人、

徐培根六人為籌備委員，以王東原為主任，後又增派俞大維、陶希聖、蔣經國加

入籌備委員。67 月 15 日蔣中正正式把這個訓練機構定名為「革命實踐研究院」。

但陳誠對革實院很冷淡，他的手下消極抵制，連被任命為籌備主任的王東原也消

極。7革實院址本來在淡水後遷赴陽明山，將其院址改為陽明山莊，蔣中正自任

院長，萬耀煌為主任主持院務。其創設宗旨為： 

本院創立之目的在根據主義與國策針對當前需要檢討過去缺點，順應世界潮

流從事國防研究，以謀反共戰爭之勝利。期使革命鬥士集中本院共同學習恢復革

命精神養成堅強幹部研究各種實施方案，並領導實踐完成反共建國使命。8 

                                                 
3 黃淑芳，《政黨的政治社會化與政治甄補功能之研究-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為個案之分

析》，頁 246。 
4 呂芳上，〈蔣中正先生與人才培訓：革命實踐研究院的創辦與初期發展（1949-1969）〉，《近代

中國》第 153 期，2003.3，頁 183。 
5 呂芳上，〈蔣中正先生與人才培訓：革命實踐研究院的創辦與初期發展（1949-1969）〉，頁 184。 
6 呂芳上，〈蔣中正先生與人才培訓：革命實踐研究院的創辦與初期發展（1949-1969）〉，頁 184。 
7 沈雲龍訪問、郭廷以校閱，《萬耀煌先生訪問錄》，（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頁 474。 
8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 6.3/225.6，〈革命實踐研究院計畫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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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實院隸屬中國國民黨，在大綱中提到初期每期是以 60 人為限，受訓人員年齡

在 45 歲以下，每期受訓時間為一個月。1949 年 10 月 16 日第一期在陽明山第二

賓館開訓，蔣中正於第一期開訓典禮上說： 

革命必須革心，在大陸之所以會失敗除了軍事失利外，許多黨幹部充滿著投

降、失敗、依賴主義。
9 

12 月 8 日中央政府遷赴台北辦公。次年 3 月蔣中正總統復行視事，由於韓

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巡守台灣海峽，台灣情勢轉危為安。革實院課程如火如荼

的開辦，在 1949 年 10 月至 1953 年 4 月為第一階段，共開設 25 期。第一階段的

前 8 期著重於軍事改革與軍政課程，主要調訓高級軍官；第 9 至 11 期則配合黨

改造課程，其對象多為黨務地方人員；第 12 至 25 期之訓練，則因 1952 年黨改

造完成，局勢穩定，針對反攻大陸上做準備，故訓練幹部乃在收復大陸後政治設

施之研究，實際問題的探討，及當前中央與台灣之施政、大陸「匪情」分析、比

較，光復後之重建為主題。10 1953 年除了在木柵中興山莊設置分院外，5 月也

進入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二階段訓練。第二階段訓練自 1953 年 5 月到 1959 年 12

月，共十七期。有兩個重點：一是黨政軍幹部聯合作戰研究班的開設，一是台灣

黨政協調及省政建設為中心的議員班和台建班。 

革實院的特色是訓練班別相當多，訓練時間屬於較短期的一個月，由於班別

密集，使得受訓人數也相對眾多。因此徵調的對象從具有黨籍任職中央政府單位

的高階官員至基層黨員幹部都在調訓之列。 

 

（一）財經技術官僚後期調訓者較多 

自 1950～1988 年歷次內閣中的財經首長（財政部長、經濟部長、中央銀行

總裁）一共有 22 位人員，其中有赴革實院受訓的人數有 7 人。從表 4-1 中可以

看出早期財經技術官員並沒有受革實院訓練。在遷台後的財經部會首長要到陳誠

第二次組閣的經濟部長楊繼曾才有到革實院受訓。為什麼會出現這種狀況呢？主

要是革實院在創建初期徵調的對向是以軍官和黨工為主。在 1949 年～1953 年 4

月為革實院第一階段訓練，共開辦 25 期課程，在 1 至 8 期是以確保台灣問題為

其重點，故調訓對象以軍事人員為主。9 至 11 期以黨改造問題為教育研究重點，

                                                 
9 蔣中正，《革命、實踐、研究三個名詞的意義和我們革命失敗的原因》，（台北：中央文物供應

社，1955），頁 7~9。 
10 呂芳上，〈蔣中正先生與人才培訓：革命實踐研究院的創辦與初期發展（1949-1969）〉，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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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黨改造調訓黨政高級幹部受訓。12 至 20 期政治社會化方向以反攻大陸與收

復地區等問題為中心。21 至 25 期是因應國民黨七全後的有關文獻與黨的建設問

題。11在第一階段的課程主要是在遷台初期，台海情勢仍是相當危急，加上國民

黨進行改造，所以徵調至革實院人員才以軍方人員及黨工為主。至 1953 年 5 月

起革實院進行第二階段訓練，除在木柵設立革實院分院進行分院教育，本院也開

辦本院班、建黨問題研究會、黨政軍幹部聯合作戰研究班（簡稱聯戰班）、台灣

省第四屆縣市議員同志講習班（簡稱議員班）、台灣省建設問題研究會（簡稱台

建班）等。在第二教育階段的本院班及聯戰班開始有徵調一些技術人員來受訓。

為何楊繼曾是財經部會首長中受訓的第一人，主因在於楊氏之前的官員在中國大

陸期間都在政府中擔任中高階的職務，來台灣之後，除 1950 年陳誠第一次組閣

時閣員外，其他人員也持續擔任重要職位。12楊繼曾雖在 1946～1948 年擔任過

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長及 1950 年 3 月至 6 月短暫擔任過國防部常務次長，但

旋即轉任台糖公司總經理、董事長，脫離政務官系統。因此在任職台糖總經理期

間獲調受訓，這也是第一位在擔任財經閣員前就受過革實院訓練。 

到嚴家淦內閣之後財經技術官僚至革實院受訓比例依然偏低，到蔣經國內閣

起，人數才逐漸增加但也並非每一位財經閣員都有到革實院受訓。以蔣經國的財

經五人小組中也只有孫運璿、費驊、周宏濤到過革實院受訓。 

 

（二）革實院訓練並非成為財經官員的必要條件 

在財經技術官僚成為內閣財經官員，是否有到過革實院訓練並非是必備條

件。姑且不論前期財經閣員因革實院成立之初是訓練軍事人員與黨務人員，因此

在蔣中正時代的財經官員都沒有接受調訓。在蔣經國內閣、總統時代的財經閣

員，計有：孫運璿、李國鼎、費驊、俞國華、張繼正、張光世、徐立德、趙耀東、

陸潤康、錢純、李達海等人。但受過革實院訓練的只有孫運璿、費驊、周宏濤、

張光世、徐立德、趙耀東、陸潤康，在 11 人中僅有 7 人。在比例上僅六成多，

這與過去所理解國民黨的從政黨員都需要革實院訓練是有一定程度的落差。因此

若說國民黨籍官員都需經過黨的革實院受訓，這說法在財經技術官僚上顯然是不

                                                 
11黃淑芳，《政黨的政治社會化與政治甄補功能之研究-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為個案之分

析》，頁 60。 
12 嚴家淦任台灣省財政廳長；徐柏園任中央銀行副總裁；台灣省財政廳長；張茲闓任財政部政

務次長；尹仲容非黨員不具受訓資格；江杓任國防部常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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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成立。 

 

 

二、國防研究院 

國防研究院的設立緣於 1954 年中華民國政府函請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將軍

協助創建中華民國最高軍事教育機構-國防大學國防研究系。在 1957 年國民黨召

開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以建設台灣準備反攻為今後努力方針。革命實踐研

究院教育適應此一新階段之要求，爰即籌畫第三階段教育計畫以其儲備黨政軍聯

合作戰人才，並培植大陸革命之工作幹部。13在革實院中所擬定的第三階段訓

練，擬設立「國家戰略研究部」、「國家建設研究部」、「大陸革命工作幹部訓練班」。

1958 年蔣中正通過革實院所提第三階段設立三機關併正在籌設的國防大學國防

研究系，改名為「國防研究院」，以鄭彥棻等 30 人為籌備委員14，並派張其昀為

主任委員，陶希聖、徐培根、蔣經國為副主任委員。15同年 12 月派遣翁之鏞、

張慶楨、陳瑜、吳文芝、張柏亭赴美國考察高階軍事教育。赴美考察團針對考察

做成四點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 

本考察組就考察所及，認為在國軍之現行教育體制中，聯合作戰教育以上軍

種大學階層，尚付闕如，欲求體制完整，並適應需要，尤宜分別設立軍種大學，

但以政府目前財力、物力、人力，均極為艱難。或為事實所不許，為補救此項缺

陷，似可在國防大學內增設一個班次，與現在之聯戰體系區分為兩個教育階段，

第一階段研習聯合參謀業務。第二階段研習軍種大學課程及戰區以上階層聯合軍

種之指揮與運作，及國防部以下與各總部之戰爭計畫作為，以如此既簡易可行，

且經濟有效，使其性質與正籌辦之國防研究院，不特無所抵觸，且可相得益彰，

蓋國防研究院重在中央政府階層之軍事、政治與心理等各部門之配合，以研究國

家政策為主，而國防大學則仍為高階層之聯合軍事是教育而以教育戰區以上之統

帥與聯參業務為主。若嫌名稱易生混淆，則將國防研究院或國防大學更改他名，

                                                 
13 國防研究院，《國防研究院十週年概況》，（台北：國防研究院，1968），頁 35。 
14 籌備委員分別為：鄭彥棻、傅啟學、阮毅成、查良鑑、張慶楨、童致諴、李國鼎、張心洽、

翁之鏞、沈宗瀚、馬潤庠、沙學浚、李雄、吳俊升、鄭介民、陳建中、崔垂言、謝幼偉、毛瀛初、

劉仲萩、陳瑜、龔愚、謝肇齊、魏濟民、唐君鉑、趙桂森、張紹基、陳清生、黃保疇。 
15 國防研究院，《國防研究院十週年概況》，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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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為不可。16 

 

因此新設立的國防研究院與美國國家戰爭學院同一性質（兼具國防大學與工

業大學雙重性質），並隸屬總統府，以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為院址。17革實院

則與木柵的中興山莊的分院合併，合併後院址改為中興山莊。國防研究院其訓練

目標： 

為適應付國家之需要，慎選軍政優秀高級幹部及社會重要領導人才，使其研

究有關國家戰略，國家總動員以及國家建設等之事與技術，俾勝任政府各部門之

重要職務，從事國家重要政策之擬定與執行。18 

 

財經技術官僚在國防研究院上並沒有缺席，在每一期中都有若干人調訓，被

視為革命實踐研究院延伸的國防研究院，照道理說應該都要先受過革實院的訓練

才能進到國防研究院受訓。但有一些財經技術官僚並沒受過革實院訓練，直接調

派至國防研究院受訓，這可以說是非常特別的。為什麼財經技術官僚會被調訓

呢？第五期研究員的李國鼎認為蔣中正成立國防研究院是希望作決策的人能彼

此認識。在政府每個部門的負責人只知道本身相關業務，不一定瞭解其他部門的

情形，因此除同學間互相認識外，受訓課程中牽涉到政府各層面主題時，會請當

時的部門負責首長來談實際情況。19在調訓財經技術官僚中可以看得出一些特點： 

 

（一）嚴家淦內閣後期及蔣經國內閣時期中央財經部會首長皆受訓 

國防研究院建立在 1960 年為陳誠內閣時代，1963 年嚴家淦接替陳誠組閣，

初期仍以陳慶瑜、楊繼曾二位黨政較資深人員出任財政、經濟部長。至 1969 年

蔣經國出任行政院副院長後，財經部會有重大改組分別由李國鼎、陶聲洋出任財

政、經濟部長。但陶氏接任後三個月即因癌症病逝，遺缺由交通部長孫運璿接任。

1972 年嚴家淦請辭行政院長，改由蔣經國擔任，蔣經國仍用李國鼎、孫運璿擔

任財、經二部首長。到 1976 年李國鼎因病請辭，蔣經國改派費驊接任。從嚴家

                                                 
16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號：002-080102-048-006-001a〈五人小組赴美考察高層

教育報告書〉。 
17 國防研究院，《國防研究院十週年概況》，頁 36。 
18 國防研究院，《國防研究院籌備工作概況》，油印件，1958.12。 
19 李國鼎口述、劉素芬編著、陳怡如整理，《李國鼎：我的台灣經驗-李國鼎談台灣財經決策制訂

與思考》，頁 47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5

淦內閣後期到蔣經國時期，共有李國鼎、陶聲洋、孫運璿、費驊 4 人先後掌理財、

經二部。此 4 人皆有受過國防研究院訓練，不過在受訓之時皆非內閣人員。孫運

璿在第 1 期受訓，時任台灣電力公司總經理；費驊在第 4 期受訓，時任交通部常

務次長；李國鼎第 5 期受訓，時任美援會秘書長；陶聲洋第 7 期受訓，時任經合

會秘書長。此 4 人皆在入閣財經部會前便已經到國防研究院受過訓。 

 

（二）將中正侍從出身的財經技術官僚都受過國防研究院訓練 

蔣中正對國防研究院的支持從不斷調訓曾（現）任身邊的侍從人員進去受訓

可見一班。侍從人員獲調訓的包含：鄧文儀、唐振楚、沈錡、孫義宣（以上為第

一期）；周宏濤（第二期）；楚崧秋（第三期）；宋長志（第四期）；曹聖芬（第六

期）；夏功權、俞國華、吳文芝（以上為第八期）；錢復（第十一期）。20出身蔣

中正總統的侍從秘書轉任財經官員的三位人員俞國華、周宏濤、孫義宣皆有受過

國防研究院訓練。其中以孫義宣最早，在第一期就選調參加，當時他年僅 39 歲，

是第一期所有研究員中最年輕的，且此時他的身份是總統府簡任秘書。周宏濤擔

任財政部政務次長時本擬在第一期調訓，但考量到工作業務，而改在第二期才

調。俞國華是這 3 人中年紀最長的，不過卻是最晚調訓的，到第 8 期才受訓。當

時俞氏是擔任中央信託局局長。這 3 人在接受完國防研究院訓練後都有職位提

升。俞國華在受訓後隨即從中信局長升任財政部長；周宏濤在受訓後的隔年從財

政部次長轉任台灣省財政廳長；孫義宣則由侍從秘書轉戰財經圈，進入公營銀行

擔任主管。 

 

國防研究院相對革實院來說是更進一階的研修，多位未曾參加過革實院訓練

的財經技術官僚直獲調到國防研究院，這明顯與當初國防研究院所設定為革實院

第三階段教育有所抵觸，其中陶聲洋原來並非是黨員，卻可以獲得調訓，由此可

以看出，研究院課程不但是灌輸中高階官員反攻中心思想外，更重要也是上層選

                                                 
20 鄧文儀-1928～1935 年國民革命軍總司令部及國民政府中文秘書；唐振楚-1950～1951 年總統

府中文秘書；沈錡-1952～1956 年總統府外文秘書；孫義宣-1953～1960 年總統機要秘書；周宏

濤-1943～1956 年軍事委員會及總統府機要秘書；楚崧秋-1955～1958 年總統府中文秘書；宋長

志-1952～1954 年總統府侍從室高參；曹聖芬-1937～1950 年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秘書；夏功權-1946
～1950 年國民政府警衛室及總統府侍衛室侍從武官；俞國華-1934～1944 年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機

要秘書；吳文芝-1944～1946 年軍事委員會司組及國民政府警衛室侍從武官；錢復-1972～1975
年總統府外文秘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6

才重要的場所。 

 

由本章可看出財經技術官僚在陳誠、俞鴻鈞內閣時代幾乎沒有機會出任中常

委，連中央委員亦難當選，僅只有俞鴻鈞是以行政院長身份出任中常委。俞鴻鈞

之後一直要到嚴家淦接任行政院長才是以財經技術官僚身份出任中常委。看得出

在陳誠時代在財經事務上採取黨政分離，財經技術官僚在此一時期與黨的關係並

不密切。但到 1969 年的十全之後蔣經國掌握財經圈，也將孫運璿、李國鼎納為

中常委。在第十一屆中由於面臨能源危機，蔣經國成立五人財經小組，其成員李

國鼎、孫運璿、費驊、俞國華先後出任中常委，使內閣中的財經技術官僚與黨結

合，是部長也是中常委。但蔣經國所用的財經中常委只限於李國鼎、孫運璿、費

驊、俞國華，無論後來財政、經濟部長更換何人皆未能在進入中常會。看得出蔣

經國的財經黨政合一仍只限於其五人小組的成員。陳誠與蔣經國時期財經技術官

僚與黨關係的不同，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陳誠雖貴為黨副總裁，但黨權仍歸總裁

蔣中正所管，不同蔣經國是行政院長、總統兼黨主席，黨政權力一把抓。因此造

成在陳誠時期財經技術官僚未能進到黨核心，形成相對於蔣經國時期是某個程度

的黨政分離。黨的財委會，一直都由官邸派成員來負責，由俞鴻鈞、徐柏園到俞

國華，黨庫始終是蔣中正所信任的親信來掌理，直至蔣經國當選總統後，才由鍾

時益接任。 

在黨教育上，革實院的訓練隊員財經技術官僚而言也絕非必須要受過的訓

練，例如李國鼎、俞國華等具國民黨籍的從政財經技術官僚就未曾受過革實院的

訓練。反而是後來興辦的國防研究院，雖然只有短短的 12 期，但蔣經國時代的

財經閣員幾乎都受過國防研究院的訓練，而這些人之前也未必受過革實院的訓

練。這點是滿特別的與過去大家都認為國民黨的從政黨員都要受革實院訓練是有

很大的不同。在蔣經國時代選才，受過國防研究院訓練經歷似乎勝過革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