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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為誰解套？ 

 
 前些時立法院在審查公營企業私有化（在台灣稱民營化）預算經費時，中華

電信工會員工為此舉行大規模示威，終於再度引起大家對私有化問題的注意。這

個極為重要的議題，事實上至今都未得到充分的討論與應有的對待。 

 目前排上私有化日程表的三家公營企業- 中油、台電與中華電信，是台灣最
大的三家超級企業，不單營收名列榜首，資產總額更達到新台幣兩兆元，而且還

是低估的數字。既使低估，也已經佔天下一千大製造業與五百大服務業廠商資產

總額的近兩成，它們的私有化將意味著台灣生產資源的巨幅重組。進行如此重大

變革就必須問其目的何在？會有可能達到嗎？ 
 在表面上，政府進行私有化的理由是提高效率並順應世界潮流，這些理由當

然已受到很多質疑，不過張晉芬教授在研究了台灣私有化過程後，她發現臺灣政

府進行私有化的主要動機，其實是為了替自己解套，將棘手的政策難題丟給市

場，至於市場能否繼續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就也不管了。 
 其實私有化牽涉了許多重要的政策考量，尤其是與社會公平有關，不容忽

視。就分配方面而言，私有化多半會有以下影響。 
1）在資本與勞工力量對比之間，私有化會相對削弱勞工的力量。裁員幾乎
是私有化未說出的目的之一，過去中石化與中華工程在私有化後曾大幅

裁員三分之二，也難怪其他公營企業員工人心惶惶，全力爭取維護工作

權。私營企業員工的權益遠不如公營，但是卻不應該由私有化來縮減這

差距，而應由提高私營企業員工權益做起。 
2）在大小資本之間，私有化會加強大資本的力量。一般而言公營企業皆背
負政策任務，並且比較不積極賺錢，較少擴張侵略性，因此台灣公營企

業雖一向佔有相當比重，但與南韓的少數私營財閥不斷積極擴大勢力範

圍的情況相較，台灣這樣的情況其實給予中小企業比較多的空間，因此

幫助了台灣得到中小企業王國的令名，同時公營企業的壟斷利益也是歸

屬國庫，公營企業比例高也對所得分配的平均化有相當助益。 
3）就提供基本服務而言，私有化市場化會減少低收入者以及偏遠地區人民
的福利，譬如說，近年來台汽在私有化的壓力下，不斷減少或取消一些

偏遠地區的路線服務。雖然說是可以有些如公積金的方法來繼續這些服

務，但是卻未必會做，在私有化過程中弱勢者的利益常常是被忽視的。 
除了分配議題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台灣當今的政經現實條件之下，私有化的過程

是否可以完善無瑕的進行並達成目的？答案很清楚是否定的。私有化的順利完

成，除了牽涉到價格是否合理之外（多半會低價才能引人購買），更重要的是未

來的經營權誰屬的問題。 
大家都說要防止「財團化」，但是若非財團化，那誰來主導經營方向？除了

既有財團誰有能力入主？私有化本來就是財團化，若不要財團化就不要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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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這過程要能夠確保經營權會落入有專業經驗、有永續經營意願的「財團」

手中，政府若假裝公正並逃避這問題，只會使得中工現象重演，其實是一種欺騙。

若私有化過程發生問題，經營權落入非正派經營、無永續經營意願者手中，屆時

就不只是分配的問題，而會成為經濟發展上的重要問題。 
臺灣目前的政經環境，並沒有條件來合理解決這「財團化」的問題的，官僚

們為了避免「圖利他人」，必然迴避不處理「經營權誰屬」的問題，以致最後必

是擅長鑽營、經營黨政關係者，在積極利用過程漏洞之餘取得經營權；在大家對

合理性缺乏共識之下，想要有肩膀的官員很少，也未必會得到支持。 
 賣祖產是無法逆轉的過程，而現有條件卻又無法做到合理的私有化，因此我

們其實應該考慮其他的替代方案，譬如說，開放市場競爭，公有私營，並且修改

公營事業組織管理條例，以便公有企業能在競爭壓力下合理經營。只是一切其他

方案，在政府眼中都不如現行的釋股方案，能讓他們最快的「解套」，因此也得

不到應得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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