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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是無法倒帶的影集，

流淌著悠悠的生命悅音

信守珍惜每一次的許諾， 
成就歷史最動人的即興

作者前言：

101年 4 月的某日午后，在行政機關有

二十餘年文字工作經驗的本人 (葉函 )正與人

生下半場最敬愛的學者暨好友楊荊生教授分

享近日工作心得，沒想到聊著聊著就接下了

這次陪同專訪「現代經濟史名人暨福州才子」

王昭明先生的任務，而正因此一「許諾」，讓

本人不僅能有幸聽聞名人親述其人生歷練與

智慧精華，更對積極保留福州人文、歷史的現

任福州同鄉會蔣理事長充滿好奇與深深敬佩。

同時，也要向促成與協助本次專訪的嚴以勤先

生致敬，因為 63年前 (民國 38年 )若非嚴以

勤先生當年答應王昭明先生的三哥去規勸其

離開時局十分吃緊的上海，就不會有這位創造

後來臺灣經濟奇蹟的幕後英雄－王昭明先生，

嚴大哥可稱英雄推手。想必無人能知曉，只因

嚴大哥完成了一個“許諾”，讓臺灣經濟史在

王昭明先生近半世紀的無私、戮力付出之下而

有重大改變，嚴先生與王昭明先生兩人對臺灣

都有著無可取代的貢獻，在此，本人要向蔣理

事長、楊教授、嚴先生及王先生致上萬分的敬

意與感激，感謝您們給葉函這麼寶貴的學習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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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王昭明先生（前職為資訊策進會董事長，以下簡稱王董事長）

楊荊生教授（以下簡稱楊教授）

嚴以勤先生（以下簡稱嚴先生）

葉函（作者）　　

訪問日期：101年 5月 11日

訪談地點：王昭明先生自宅書房

楊 教 授：王董事長您好，謝謝您今天撥空
接受我們的專訪。您是我們台北

福州同鄉會的榮譽理事長，長期

以來，我們都聽聞您做事十分踏

實，從不誇張，尤其您過去對國

家經濟建設十分有貢獻，是福州

人的榮耀與表率，今天奉福州同

鄉會蔣理事長的指示來做專訪，

希望能藉著您的親口分享，作成

紀錄傳承下去，能給後輩晚生很

好的指引與榜樣。今天陪同專訪

的主筆是這位葉函小姐，她是位

文筆流暢的業餘作家。

嚴先生向現齡 92歲的王董事長重述了楊
教授的開場簡介，並招呼大家入坐。（由於

王董事長的聽力有點重聽，並有些鄉音，故

與王董事長情同手足、家人的嚴先生便於此

次專訪中擔任受訪者與提問者雙方的橋樑，

除協助王董事長明白提問者的問題外，有時

也會適時的補充，讓此次專訪內容更完整、

深入。）

楊 教 授：大家公認您是一位做事很踏實、
不誇張，非常值得學習的長輩，

您怎麼做到的呢？

王董事長：我自大陸來臺工作，湊巧遇到不

少非常優秀及能幹的長官，如最

早的尹仲容先生和李國鼎先生等

人，其實一開始我根本都不認識

他們，都是他們來找我才有機會

一起工作，跟著他們學習之後，

不僅讓我受益匪淺，也培養了我

對工作的認真、堅持、不斷進修

與凡事全力以赴的態度。

嚴 先 生：沒錯，王董事長在工作上非常敬
業、認真，我們在工作態度與際

遇很相似，都是因為工作表現而

受到長官重視與提攜，完全沒有

任何背景，這點我可證明，因為

我和王董事長認識快 70年了，現
在他也是福州同鄉會的名譽理事

長。我和王董事長認識是起源於

其三哥，民國 35 年，我和王董
事長的三哥本來是同事，但民

國 37 年時我調至上海警備司令
部工作，那時局勢非常緊張，中

共快渡江了，王董事長的哥哥打

電報給我，請我勸說並協助當時

正在財政部上海貨物稅局當稅務

員的王董事長離開到臺灣來，不

論是坐飛機、搭船都沒關係，我

一直記著這個付託，民國 38 年
4 月，我去拜訪王董事長並積極
勸說，終於完成我對其三哥的許

諾，王董事長於我來臺灣沒多久

也跟著過來，那時是民國 38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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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王董事長來臺後不到二星期，

上海就淪陷了。

葉　　函：王董事長您好，您知道好多人都

用「福州才子」來稱呼您，您對

這樣的稱呼有何看法？

王董事長：沒有啦！我不是什麼才子，那是

人家亂叫的啦！

楊 教 授：王董事長您太謙虛了。

王董事長：我想大概是因為年輕時我在人力

處工作十幾年，經常寫文章，再

加上我的工作因尚符自己專長，

故不論是公文撰寫或是研擬計畫，

經常信筆拈來，或許是因為如此，

就有人給了我這個封號。

王董事長：到臺灣之後，因為失業就去找工

作，有一次經過中山堂看到立法

院招考職員公告，我去報考沒多

久就錄取了，那時，有位朋友想

介紹我去當尹仲容先生的秘書，

原本因為已有正職工作想予以回

絕，但朋友說尹仲容先生的學問

相當好，雖然我當時根本沒想要

換工作，但是我因想增加見聞，

故決定去參加考試。考試當天，

我寫的文章獲得尹先生的賞識，

雖然當下我仍拒絕秘書職位的邀

請就回去了，但是沒多久，尹仲

容先生又派人來找我，再次轉達

他希望我能在立法院下班後，去

幫他工作一、二個小時，在尹先

生誠意邀約下，我接下這個任務，

於是每天立法院下班後就去幫忙

尹先生處理機要文書。

楊 教 授：哇！真的不簡單耶！每天都做二
份工作，很辛苦喔！

王董事長：我利用下班時間幫忙尹仲容先生

整理文案一年多，尹仲容先生是

一位非常有學問的長官，其畢業

於上海南洋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前身）電氣機械系，不管是英文

或是古文，他都非常在行，不僅

學問淵博而且做事相當細心。在

工作上，他要求一定要會看英文，

我就去學英文，因此這段期間我

學到很多，同時也在學習中更認

識了尹仲容先生，對於他的學問、

專業與處事態度，我十分敬佩，

因此當他提出要我辭去立法院工

作，跟隨他去行政院新成立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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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經安會任職，正式成為他的工

作伙伴時，基於欣賞尹仲容先生

的為人處世，以及崇敬他的學問

就答應了，沒想到這一念間的承

諾影響了我的大半生，也因這個

轉變，竟讓我有機會參與日後臺

灣經濟改革。

楊 教 授：是啊！能跟隨到好長官真的是好
福氣，也很不容易呢！請問王董

事長，經安會是什麼性質的組織？

王董事長：經安會就是經濟安定委員會，也

就是現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前身。當時經安會下有個工業委

員會，專門負責發展工業，當時

臺灣仍以農業為主，由於當時生

產力不足、物資也缺乏，整個社

會呈現的是國民所得極低且就業

困難的經濟落後局面，因此政府

便開始籌設專職單位，而核心業

務就是策劃如何積極發展工業、

以突破當時內需及外援皆短絀之

困境。我於民國 42年開始，跟隨
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先生至

經安會擔任秘書職務，那時的工

業委員會中有三位十分重要的幹

部分任三組組長，一位是李國鼎

先生，一位是費驊，另一位則是

嚴演存先生，他們和尹仲容先生

都是臺灣經濟發展史上的關鍵性

人物。而在這三位專任委員兼組

長當中，我又對嚴演存先生的印

象最為深刻，嚴先生是學化學出

身的，平時話最少但是最能幹，

他總是埋頭做事，臺灣早期的工

業發展成績，就是由他帶頭開發

的，只是很可惜，後來他離開工

業委員會去美國了。至於費驊先

生則職掌交通組。民國 47年，工

業委員會裁撤，與原來稱為美援

運用委員會合併，成立新的美援

會。新改組的美援會係由尹仲容

先生擔任副主任委員，我仍跟隨

他擔任其秘書，一直到民國 51年
尹先生去世為止。

楊 教 授：聽說您對官位完全不戀棧，但是
對於長官的知遇邀請卻很難婉拒，

是嗎？

王董事長：我一生只想做事，不想做官，民

國 52年，美援會改組為國際經濟
合作發展委員會，簡稱經合會，

當時因為尹仲容先生已去世，我

本想留在原單位，那兒也不想去，

但是民國 54年，出任當時經濟部
部長的李國鼎先生，他問我願不

願去經濟部當擔任主任秘書，我

當下就回絕了，但沒多久，以前

在工業委員會的老同事張繼正來

找我並且百般勸說，我不忍拂逆

其好意只好答應了，因為李國鼎

先生的堅持與重用，故李國鼎先

生轉任財政部部長時，我也跟隨

至財政部擔任主任秘書，約莫七

年；還有蔣前總統經國先生曾詢

問我要不要去台北市政府接任財

政局局長職務，我以沒有地方行

政經驗為由婉謝，惟最後還仍奉

派就職，結果當時財政部長李國

鼎先生心中很不願意我離開，還

是常找我回部裡幫忙他，終於在

三年後又把我調回財政部去接任

關務署署長職務，不過那時李國

鼎先生身體已經不大好了，我去

接任關務署署長沒幾個月，李國

鼎先生便辭去部長職務，我也想

跟隨離開，但是新任部長費驊不

准我的辭呈，他用昔日同事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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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留我，他說：「我和李國鼎與

你都是在工業委員會同時認識的，

這麼多年的同事情誼大家都相處

的不錯，你不能只幫李國鼎不幫

我，這樣說不過去」，於是我才

留下來。

嚴先生：王董事長就是這樣，他沒有背景也

從不去求職位，都是人家來找他，

真的很不簡單。

王董事長：我這一生中職位的去留，幾乎都

是聽別人安排，都是被動的，沒

有任何背景的我，退休之後也是

一樣，就拿行政院秘書長職務來

說，第一次是在民國 78年，那時
行政院院長李煥先生請其大公子

李慶中先生來拜訪我並提出請求，

我婉拒了，但是李煥先生表示

請我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之名單已

被層峰同意不能更改，於是我只

能有點被迫性的要求接任，後來

李煥先生下臺，我正高興可以藉

此時機告老還鄉，過著悠閒的退

休生活時，卻又因為新接任之閣

揆郝柏村先生二次親自造訪，當

面邀請我留任秘書長職位，即便

我強烈婉謝都無法改變郝柏村先

生的心意，於是我也只好提出以

四個月為期續任（後協調為六個

月），在郝柏村先生尚未找到接

替人選前當個過渡時期的秘書長，

而這一同意接任，又因為郝柏村

先生在工作上極為尊重行政院秘

書長意見，對我所提的建議十分

重視與接納，因此工作又延續了

三年多。

楊教授：真的很敬佩王董事長，沒有任何人

事背景卻受到那麼多長官的器重，

並委以大任，真不愧是福州才子，

了不起！

王董事長：能受到長官賞識，完全是靠工作

態度與表現，不過常常是即便我

表示婉拒工作調升，最後仍然會

接受長官的職務安排，因為心想，

不管是換到任何工作都是在為國

家、為社會，為政府做事，所以，

我總是盡心盡力去做好每個不同

職位上所交付的任務與要求，並

且用心去找問題與解決問題。例

如我在擔任財政部關稅署署長時，

對我國關稅制度做了非常深入的

研究也做了很大改革，當時國家

關稅體制是「財政關稅」，所採

取的是高關稅制度，然而，由於

我國產業多屬加工業，原料和零

組件有賴進口，惟進口成本高，

不利出口競爭，於是採出口退稅

制度，可是此制度卻讓退稅手續

成為重大負擔並引起臺灣走私猖

獗，故必須改革，因為進步的國

家都是低關稅，所以我主張修改

稅制，將「財政關稅」改革成為

「經濟關稅」，推動關稅降低與

減少退稅項目，除此之外，也請

一些經濟學者對關稅保護率進行

研究，同時著手關稅法令之研修。

楊教授：聽說您曾幫忙趙耀東先生多年，

請問您對於趙耀東先生之趙鐵頭

稱呼與行事風格有什麼感想？ 

王董事長：民國 70年 12月，行政院改組，
趙耀東先生接掌經濟部，請我去

擔任政務次長，後來趙耀東先生

轉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

委員時，行政院院長俞國華就找

我去擔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首席主任委員。對於人稱趙鐵頭

的趙耀東先生，我十分敬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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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趙耀東先生為人膽大心細，當

年他創辦中鋼廠時為避免受到國

際間大鋼鐵廠牽制而大膽採取分

散採購策略，遍訪全球找來各國

最好的鋼鐵設備來拼湊中鋼。那

時大家認為這樣風險很高，萬一

不相容時怎麼辦？結果他的策略

成功了，因為這個創舉不但降低

建廠成本，還成功創造了亞洲最

有競爭力的鋼鐵廠。還有「他做

事很猛」，例如民國 71年中日貿
易逆差，趙耀東先生突然宣布禁

止一千五百多項日貨進口。不過，

我還是認為趙耀東先生的風骨最

令人景仰，因為趙耀東先生平時

非常清廉自持，一文不取，尤其

在當年，政府預算有限，宴請賓

客時經常自掏腰包。

楊教授：的確，趙耀東先生確實令人敬佩。

今天真的感謝您花這麼多時間，

接受我們專訪，最後一個問題是：

您對於今日少子女化現象影響我

國經濟發展有何看法與建議？

王董事長：我個人認為，臺灣是個資源不多

的地方，土地少，人口密度卻很

高，雖然過去臺灣人很努力也聰

明，模仿快但缺乏創意，尤其，

現在臺灣社會不安定，年輕人已

無鄉土觀念，家庭價值觀也愈來

愈式微，未來生活會日益困難，

所以我建議要少生，人口不宜太

多，如果要解決高齡化及經濟發

展等問題，則可用科技來補救，

例如歐洲近 50 年沒增加人口，
他們是用領養及科技化來因應這

個問題。至於如何去引導年輕人

建立正確價值觀念，要求媒體善

盡告知民眾的責任是必要的（不

能再用鎖國政策），要多去看看

國際資訊，看看人家如何面臨問

題？如何解決各種困境？結婚最

大目的是「延續人類生命」，生

育要有責任，不是享受就好，要

知道仍有許多先進國家，如歐洲

人至今保守者、守規矩者還佔多

數，所以他們才能享有真正的民

主政治。

楊教授：今天真的非常感謝王董事長接受我

們的專訪，謝謝您！同時也謝謝嚴

大哥全程陪伴補充，再一次感謝二

位福州前輩表率，也謝謝葉函小姐

的專業協助，謝謝！

後記：

專訪完的第二天，葉函上網想去購買王

昭明先生的自傳，以方便在整理訪談稿時可以

校正年代誤錄或語意不明之處，沒想到查了許

久，因已絕版均無法訂購，幸好楊教授立即打

電話請教嚴先生是否可代尋找，結果嚴先生表

示王昭明先生曾贈書予他，所以可以借給葉函

參考，真的非常感動與感恩，因為葉函在此次

專訪紀錄中，看到二位長者長達 70餘年仍堅
定如山的友情，體會到人生應不只是在過活而

已，而是要用心去完成每一階段的責任與使

命，這樣的生命故事才能動人，生命悅音才會

動聽，最重要的是這無法倒帶重來的歲月影

集，蘊藏著最珍貴的生命價值，可以成為典

範，留給世人學習、仿效。

此外，要跟楊教授致上萬分歉意，因為

工作等因素，遲至今日才交稿，真是抱歉，

且因此次專訪時間不長，有許多內容恐無法

如王昭明先生回憶錄一書中所記載的那麼詳

盡，因此，葉函在此深深致歉，對不起！總

之，感恩大家給葉函學習機會，謝謝！

福建會刊 01 »  57

Fujian  Annual

福
建
省
碩
才
俊
彥 

王
昭
明





人物簡介：

薛主席承泰（現職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福建省省主席，以下簡稱薛主席）

楊荊生教授（福建會刊主編）

王木水先生（福建同鄉會秘書長）

葉　函（作者）

訪問日期：2012年 9月 13日

訪談地點：行政院薛政務委員辦公室

楊教授：薛主席您好，非常感謝您在公務繁忙中，抽出時間接受專訪。

我們同鄉會蔣理事長希望透過您的現身說法，好讓鄉親的後生

晚輩有很好的榜樣可以學習、仿效。

薛主席：謝謝蔣理事長及您們的來訪，原本要由陳沖院長本人接受專訪，

惟陳院長自上任後，公務實在太繁忙，指示由我先受訪，並向

鄉親們致歉。

王先生：謝謝薛主席，您和陳院長都是福州菁英，都是本會會刊專訪的

目標人選。

楊教授：確是如此！您和陳院長都是我們的好典範！您原是台大教授，

學而優則仕，我們何等榮幸與福氣能夠藉由專訪，讓鄉親們一

面分享您的成就，也學習您的努力。很多人對於政府的努力常

視而不見，如果媒體又有浮誇不實報導，很容易影響一般人對

政府的信心；我們多麼期待能有更多正面的報導。

薛主席：我常把臺灣區分成兩種世界，一個是我們生活的世界，一個則

是媒體所描述的世界。許多年輕人足不出戶，鎮日流連忘返於

媒體描述的世界中或沈溺於網路，導致思想、行為都受到影響。

舉例來說，有時政府會議中根本未曾討論的議題或言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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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名嘴開講的節目竟會無中生有

且形容得天花亂墜，而政府也不能

反駁，以免又被藉題發揮，越描越

黑，甚至節外生枝，於是無法端正

人民視聽的媒體亂象於焉衍生。

楊教授：薛主席曾擔任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

長，當時本人有幸也擔任台北市政

府殯葬評鑑委員，於是很好奇怎麼

是由社政單位管理民政業務？

薛主席：是的，殯葬業務的中央主管單位是

內政部民政司，地方主管單位是民

政局，惟我在台北市社會局任內例

外。當時議員們咸認為社會局辦理

殯葬業務頗有績效，因此全國只有

台北市是由社政單位辦理殯葬業務

的，但我離開職務後，殯葬業務權

責仍回歸民政局。

 楊教授：原來是這樣啊！據悉主席在擔任社
會局長任內，還積極主張建置家庭

風險通報系統，並對殯葬業務提出

許多興革措施，可否和福建子弟們

分享一些您在處理社政業務時的重

要事蹟或是難忘經驗？

 薛主席：我在社會局服務期間，確實提出了
一些改革措施，比如為避免社會再

發生類似邱小妹妹遭遇的虐兒事件，

於 2005年積極推動建置「高風險家
庭資料庫」，蒐集彙整各類法定弱

勢與各類通報體系資料，並依個案

特質與家庭特性分門別類，利用市、

區、里、鄰、家戶等不同層級來套

圖，完成動態且人性化的資料庫，

並且透過社工訪視，定期和具風險

之家戶見面，了解其生活狀況與問

題，發掘潛在危機，事前予以關懷

與預防，萬一發生事故，也能立即

判斷介入時機與服務輸送內容，並

協助領取相關津貼或補助。由於台

北市率先發動且實施成效良好，後

來內政部兒童局也在 2009年 6月建
立「高風險家庭資料庫」。至於殯

葬業務改革部分，我任內研擬推動

「老舊公墓遷葬 (含景觀化 )計畫」
專案，辦理「清明節」、「中元節」

期間各項便民服務措施，並舉辦聯

合奠祭，發布施行「臺北市殯葬設

施及殯葬服務業查核評鑑及獎勵辦

法」、「臺北市骨灰拋灑植存實施

辦法」、「臺北市立殯儀館回饋地

方自治條例」等，使臺北市領先全

國，成為推動樹葬、灑葬及海葬等

環保自然葬法最具成效的城市。另

外，為提升殯葬服務品質與業者素

質，還舉辦績優葬儀業者觀摩活動

及執行殯葬禮儀服務業年度評鑑，

當時共有 118家業者受評，且於
2004年 11月 22日頒獎予評鑑績優
業者 (計 20家優等、36家甲等 )，
並將得獎名單公布於社會局暨臺北

市殯葬管理處網站，期使資訊公開

化、透明化，協助民眾選擇價格合

理、服務優良之業者。

 楊教授：哇！真是不容易耶！難怪台北市的
社會福利及殯葬服務品質總是領先

全國，但不知您在業務改革推動期

間有沒有遇到什麼阻礙或是挫折？

 薛主席：任何政策或措施推動都難免會有正
面與負面的聲音，都要大肚包容並

且虛心接納，時存改進的準備態度。

惟獨對於媒體的不實報導，很難處

理，即便要求媒體更正錯誤，也往

往不及導正民眾先入為主的是非觀

點。過去曾經發生一個實例令我記

憶猶深，也是導致我日後行事風格

更加低調的原因，那是發生於 2005
年 6月間的「腳尾飯事件」。當時
的台北市議員王育誠提出有社會局

殯葬處同仁拿腳尾飯去給鄰居作成

豆腐乳、公祭後的牲品拿去市場轉

賣之錄影帶，而媒體未經查證即公

開報導，不僅引起社會普遍關注，

也造成當時殯儀館附近的市場、自

助餐業者及攤販、甚至民眾的極大

恐慌。雖然事件發生後不久，社會

局立刻蒐集到許多資訊、並利用科

技查證錄影內容，很快就知道那是

人為的刻意演出。但我未作任何解

釋，畢竟當務之急是必須先穩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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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供需，以免店家蒙受偌

大損失。於是我一面找過

去教過的學生每天都去附

近店家吃飯與消費，一面

等待該卷錄影帶被證實作

假，王育誠被輿論譴責。

但我與同仁們的聲譽及單

位形象早已嚴重受損，幸

好當時穩住市場，否則經

媒體不斷炒作此未經證實

之負面新聞，往往會使

當事人終生蒙受傷害。現

在，「腳尾飯事件」之名

詞已成為扭造事實之代名詞，但媒

體是否就不再積極炒作負面新聞了

呢？很難，因為收視率是媒體的生

存條件，由於正面新聞不如負面新

聞來的吸引人，不僅缺乏故事張力，

很難加油添醋，也少有如連續劇般

能讓媒體追蹤與連續報導之價值。

所以，今日社會不論是政府或個人

均無法避免媒體不當報導的傷害，

影響層面真的很大，盼媒體能發揮

自制力量，多報導正面新聞。

 楊教授：想不到主席您受到如此大的委屈，
但在個人遭受傷害時還擔心民眾的

損失，完全不顧自己反而積極幫助

民眾解決問題，真是了不起。這種

情操實為後輩晚生的表率。難怪當

時出任台北市長的馬總統，會網羅

學者身分的您去為民服務，真是知

人善任。

 薛主席：雖然我是臺大教授轉任公職，仍與
一般大學教授有許多不同。畢竟我

出生於金馬，經歷過 823砲戰，特
別能體會民間疾苦；但也保留了學

者謹慎的研究態度，與不卑不亢的

應對風格。這些不僅不會影響我處

理公務，反而讓我能利用多元面向

去為民服務、教育學生及為政府政

策尋找問題和解決之道。

 楊教授：主席的確與眾不同，您在擔任社會
局長時就很關心遊民，還為他們舉

辦活動，可否談談您對遊民的看法？

 薛主席：大部分的人會對遊民產生異樣眼光
與排斥態度，多半來自觀念問題。

如果在大安公園，我們看見一個年

輕外國人，沒有穿上衣躺在草地上，

我們可能會認為他好愜意，正在公

園草地上享受大自然；但是如果換

成是一位衣衫不整的老先生拿著包

包躺在同樣的地方，有人就會說他

是遊民，不會認為他也是在享受大

自然。其實遊民的問題要放在他會

不會製造髒亂？會不會有疾病？會

不會去犯罪的觀點，如果大家對於

遊民都能採取尊重的態度，他們未

必是社會問題。

 楊教授：主席所言甚是，但是當今遊民數量
日益增多，未來會不會成為社會的

困擾問題？

 薛主席：過去我曾為遊民寫過一篇文章，我
把遊民區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無家

可歸者，他們可能是家中只剩他自

己一人，無其他家人，或者是有智

能、精神障礙，已經找不到自己家

在何處，無依無靠，也無法工作甚

至自立生活，最需要政府的協助與

安置；第二類是有家歸不得者，他

們可能是犯過罪或是有債務纏身等

原因而不敢回家，也可能是因自己

有賭博、酗酒、暴力傾向，會有打

老婆、虐兒等行為，導致家人不准

其回家；第三類是負氣離家者，大

部分是和父母或家人吵架後，一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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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就離家出走，等到身上錢花完了，

多半就想回家了；第四類是以天地

為家者，其中有很多是高學歷，有

才華者。當我們瞭解這些遊民特質

之後，如果可以給予尊重，協助他

們潔淨身體、治療疾病或是幫助他

們回家，將有助於減少社會困擾。

 楊教授：可否請主席分享您擔任福建省主席
期間的經歷與心得？

 薛主席：在歷史上金門與廈門原本是一家親，
但從 1949年開始，金門成為反共前
哨，為一水之隔的「生活共同體」，

也與台灣地區成為緊密的「生命共

同體」。馬祖與金門雖然同樣隸屬

福建省，惟因政治因素，省被「虛

級化」，但仍有「橋樑」地位。所

以我兼福建省省主席後，即便是無

給職，我往返金馬與台灣之間的次

數比歷年還多，更能體會居民感受，

例如台灣與馬祖的空中交通常受天

氣影響，飛機無法起降就會取消航

班，故海運是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交

通工具，其中，台馬輪是最為重要

交通工具，只是現在的台馬輪船齡

已有 27年，係由日本建造，原是內
河航行船，連江縣政府於 1997年向
日本購買，2004年時多次故障，曾

兩度大修，為保障鄉民及往返台馬

旅客安全，我不但支持連江縣長所

提之「新臺馬輪案」，並盡全力扮

演地方與中央之溝通協調角色，凝

聚地方與中央共識，並克服法規上

的障礙，全力協助地方向中央爭取

交通部全額補助，讓連江縣政府得

以建造新船，總經費約新台幣 14億
2000萬元，使原本未被中央支持的
這項計畫通過，讓新台馬輪最晚於

2013年 10月就能首航；另同時解
決該縣 6,800多筆尚未釐清的土地
問題。

 楊教授：哇！這太重要了，有時地方政府想
做事，卻不知如何去排除障礙，

您扮演的角色多麼的重要！您也

為政策推動作了許多貢獻，實在

令人敬佩！

 薛主席：我談不上甚麼貢獻，因為擔任公職
將近十年，不短也不長，由於時

間有限，所以我更要利用這有限

時間去推動攸關人民權益與福祉

的政策。 

楊教授：我國目前面臨少子女化和高齡化的

問題，但政府財力有限，不能光靠

補助，行政院正在推動「樂婚、願

生、能養」政策，薛主席對此問題

有何看法？

 薛主席：對，像現在的希臘、愛爾蘭、義大
利、葡萄牙及西班牙南歐 5國由於
財政赤字或公共債務問題，都爆發

了債務危機。臺灣高齡化現象有二

個主要原因，其一是生育率下降太

快，致使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其二

是老年人口壽命延長，導致老年人

口數量增加。截至目前為止，我國

高齡人口約佔總人口數百分之 11，
若與日本高齡人口逾總人口數百分

之 23相比，並不算高，而歐盟國
家的高齡人口也達百分之 17，連香
港都有百分之 12，然而，真正的問
題是未來十餘年間，我國高齡人口

會飆升很快，因為目前我國有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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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口，雖然出生率下降但人口還

在增加中，每年仍約有 20萬出生人
口，且出生數多於死亡數，只是到

了 2018年就會零成長 (不含移出與
移入人口 )，預估 5、6年後，我國
總人口數約至 2,340萬，不會超過
2,350萬，屆時人口就從零成長，接
著為負成長，到了 2022年左右，我
國又會回到 2,320萬人口，但那時我
國的高齡人口比例卻增加至百分之

20，這才是我國人口的最大問題。
由於我國人口密度向來很高，有些

人擔心政府鼓勵生育會使人口密度

更高而持反對意見，殊不知我國人

口總數量不會再增加了，鼓勵生育

只能讓人口老化的速度減緩，能改

變的也只是人口結構。人口老化與

人口負成長的情勢已經無法逆轉，

2011年，行政院吳院長已指示各部
會推動「樂婚、願生、能養」政策，

希望人口老化的速度不要那麼急促。

 楊教授：沒想到我國人口問題這麼嚴重，鼓
勵年輕人生育，竟然也只能讓老化

速度不要那麼快而已，然而，仍有

許多年輕人希望政府增加育兒福利

才願結婚生子，可是政府又不能一

直實施補助政策，怎麼辦呢？

 薛主席：目前我國的社會福利政策跟西方國
家不一樣是因為選舉關係，不斷的

在開支票。其實真正的社會福利政

策包含提供服務（in kind）與發錢
（in cash）二個部分，發錢的目的只
是在「救急」，真正要做的應該是

幫助「脫貧」，例如對於低收入戶

家庭及「高風險家庭」提供就業扶

助、就業諮商、教育訓練、以工代

賑、創業貸款等服務，而不是一味

的給予金錢補助，因為如果一直給

錢的話，很容易養成「福利依賴」，

南歐幾個國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我們政策並不是要讓更多的人成為

貧戶，而是一旦發現有人成為貧戶，

就要想辦法去協助其脫貧。我曾提

出一個「逆向抵押」的建議措施，

也就是最近這 2、3年政府正在推動

的「以房養老」政策。依照法令規

定，成為低收入戶者要同時符合「家

庭每人每月平均所得低於貧窮線」

與「家庭動產金額（存款＋投資等）

未超過當年度公告標準」及「不動

產總值（土地＋房屋）未超過當年

度公告標準」三個條件。但我發現

有一些老兵或獨居老人，他們沒有

所得也沒有存款，但卻擁有一間超

過低收入戶門檻規定的房子，因此

就無法申請成為低收入戶並得到補

助，如果要求他們賣房子不僅會造

成其居住問題，也會因為房屋出售

後有所得存款，結果一樣無法符合

低收入戶者的資格。所以，我才想

到以「不動產逆向抵押」的辦法去

協助他們解決困境。此辦法係指將

房子逆向抵押給政府到終老，由政

府按月給予固定生活費，人仍可居

住原地但因為房子的淨值下降，且

下降至一個程度之後就可到達低收

入戶門檻，就可幫助老兵或獨居老

人得以安享晚年。此制度因為政府

擁有房屋抵押權，一旦這些沒有親

人的老人過世後就可合法處置產權，

同時也可幫助政府提前規劃都市更

新，一舉數得。此觀念極為創新、

世界少見，是結合社會福利實施的

措施。「以房養老」政策預定今年

11月可進行試辦，參與試辦縣市，
有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

市，未來這個觀念會很快普及出去，

而且因應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社會，

老年人可不必再擔心房子如果繼承

給子女卻得不到妥善照顧等問題，

可提早為自己餘生做安排規劃，相

信此措施未來會受到歡迎。

 楊教授：今天因為訪問主席，才知道主席您
不僅幫助福建鄉親們爭取到許多地

方建設，還幫政府推動許多福利政

策，更為我們銀髮族做了這麼多的

事，真的非常感動，也獲益良多，

希望未來還能有機會再向主席請益，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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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昌桐於 1928年 8月 2日在福州市

之臥湖橋出生，乃河南省南陽府葉縣之望

族，其祖先自宋代遷徙入閩，定居福州、

堂號為「儉德堂」。繁衍生息、代有賢能，

其父葉萱是著名軍醫，不幸英年早逝，昌

桐六歲啟蒙，聰穎過人，旋隨父轉至湖北

武昌省立第七小學就讀，1940年父親過

世，舉家遷至福建南平暫居，翌年畢業於

流芳小學，再升入南平中學，1942年報考

海軍學校，經初試入選後，再赴重慶複試，

亦獲錄取，乃於 1943年正式入學，在貴

州桐梓之海軍學校第 13航海班修習。1945

年對日抗戰勝利，海校遷回重慶待命復

員，翌年入南京下關之海軍軍官團受訓，

旋奉派至青島之永順艦見習，再赴海軍青

島工廠實習，及航輪兼修班上課，至 1949

年畢業。派至太昭艦擔任准尉見習官，後

升少尉輪機員、槍砲員、代通信官，再調

中權艦少尉通信官，嗣升中尉副官，調海

軍總部屬員，赴關島美國海軍工廠見學，

期滿回國調海軍第一工廠設計課工程師並

兼任電機工場主任，

1953年調第一艦

隊中尉參謀，嗣

升第二戰隊上尉

參謀，再調任

中基軍艦副長，

1955年改調海軍

總部屬員，赴美國

聖地牙哥海軍砲儀學校受

訓，返國後調任海軍官校教官，因金門發

生「八二三戰役」，奉命前往支援，扭轉

戰局有功，獲頒「海功勳章」一座，旋調

任賀蘭軍艦副長，1960年升為維源軍艦艦

長，再調任海軍總部軍官，前往美國海軍

研究院受訓，返國後調海軍總部作戰助理

參謀長室作戰官，旋升副組長，因服務海

軍十年勛勞卓著，獲頒「忠勤勳章」一座。

1963年調任中明軍艦艦長，晉升上校後調

海軍總部作戰助理參謀長室訓練組長，翌

年調任太康軍艦艦長，嗣赴美國羅德島州

新港海軍戰院指揮班受訓，回國後調海軍

海軍上將葉昌桐
功勳彪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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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校擔任上校總教官，1969年調任南

陽軍艦艦長，並奉命代表我國參加「發

現澳洲二百週年慶典」訪問澳洲宣慰

僑胞有功，獲頒「二星海風勳章」一

座，並當選民國 59年度「國軍英雄」。

1971年調任艦隊司令部參謀長，兼任

驅逐艦隊副指揮官，並獲「一星忠勤

勳章」，1972年晉升少將，並發表為

行政院顧問兼院長室主任。1973年調

任總統府第三局副局長，並應美國國

務院邀請赴美參訪五週，1975年調任

驅逐第一艦隊艦隊長，翌年調海軍總

部副參謀長，並晉升為中將，赴美主

持龍江艦下水典禮及率團赴新加坡、

以色列及義大利等國參訪，1978年調

任國防部計劃室次長，又赴美參加中

美武器裝備討論會議，及率團赴法國

參訪，1981年又陪同參謀總長宋長志

赴美洽談軍機採購事宜，1982年調國

防部副參謀總長，再率團赴新加坡參

訪及赴美參加華美軍售會議，1983年

又赴美至喬治城大學參加「世界領導

人才」研習會，及率團參加華美軍售

會議。1984-87年曾三度陪同參謀總長

郝柏村訪問美國及中南美洲友邦，以

及多次率團參加華美軍售會議，1986

年晉升為上將，1988年調任海軍總司

令並兼任中科院院長，1988-91年曾多

次出國訪問新加坡、薩爾瓦多、南非、

美國、日本、韓國等，建立兩國友好

關係。1992年調任三軍大學校長，並

獲頒「三等寶鼎勳章」及「傑出軍事

服務勳章」。1994年調任總統府戰略

顧問，並獲頒「二等寶鼎勳章」，至

1999年辦理退除役。綜其一生經歷任

職海軍最久，建樹良多，功勳彪炳，

極受元首重視，屢次受命出訪邦國，

為國家建立友好關係，而於中科院及

三軍大學任內，又造就不少軍事人才。

為國防增添實力，雖然海軍總司令任

內曾因採購拉法葉軍艦弊案被牽連涉

訟多年。但最後業經司法判決無罪，

還其清白，瑕不掩瑜。實我閩省最傑

出之軍事將領奇才也。

作者 /俞兆年　台灣最高法院前庭長、台北市福建省同鄉會副理事長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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