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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

與僑資企業研究* 

李 道 緝** 

摘 要 

本文是以「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為切入點，考察 20

世紀 50-70年代臺灣經濟活動中，非常特殊的一個群體――僑資企業在當

時官（黨官僚）商（資本家）結合的時代所扮演的角色。50 年代以後的

臺灣僑資企業，實屬政策特權下的產物，政府以政策上的優惠待遇，吸

引僑資來臺投資，而更重要的是藉由這樣的優惠政策，建構臺灣與海外

華人新的聯結關係，即以經濟紐帶取代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故僑資

企業在政治上，實具有彰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正統中國的代表，

是海外華人的祖國的意涵。因此，相對的，僑資企業在享受優惠待遇下，

回報的是扮演著忠誠的「樣板」企業角色，提供政府反共政策宣傳之用，

此次經建展中的僑資館，在 10月國家慶典中，對內對外都是正統宣示的

樣板，國家與僑資企業的互動互利，是本論文所要處理的論點之一。此

外，本論文也希望藉由僑資企業參展廠商的股本性質及展示話語，考察

                                                 
* 本文曾於 2010年 8月第四屆現代中國與東亞格局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但並未正式刊

出，後經數次修正，始成本稿。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副教授（tclee@mail.ndhu.edu.tw） 

 投稿日期：101.05.17；接受刊登日期：101.09.14；最後修訂日期：101.09.30 



「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與僑資企業研究 

 

其融入臺灣社會的程度，尤其實質是外資的僑資，如何利用「國貨」的

話語，呈現其「本土化」的脈絡。 

關鍵詞：經濟、僑資企業、經建展、展覽會、李國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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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osition” and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Tao-chi Lee* 

Abstract 

This research will be based on “1964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osition” to study the overseas business which played a special roles during 

the Taiwan economic activity of 1950s-1970s which is a period of Bureaucrats 

(partisan/bureaucracy) combined with Commerce (capitalists). The Taiwan 

overseas business after the 1950s was p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s policy 

delineating privilege. Taiwan government declared the superior measures for 

attracting the overseas businessmen to invest which prompted the foreign 

capitals to come to Taiwan, instead of constructing between Taiwan and 

overseas Chinese through the superior arrangements. In other words, 

economic relationship replaces the traditional blood, and geography contact, 

which proves that the political body of the R.O.C. in Taiwan is the legitimate 

Chinese sovereignty that will be the mother-stat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On 

the contrary, on receiving the superior treatments, the overseas businessmen 

take the royal merchant model to supply the anti-communist propagation for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return.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center exhibition 

during the Double Tenth Festival was the model which represen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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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te rule of Taiwan. The advantages between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overseas businessmen’s collaboration are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research. 

Beside, the overseas business underwent a series of localization, this research 

will deal expect dealing with the overseas business capital character and the 

exposed dialogues to investigate how they enter into Taiwan society, 

especially how the foreign investment manipulated the national products 

dialogues to represent their localization. 

Keywords: economy, overseas enterprise, E. D. E., exposition, K. T.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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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19世紀末，海外華人的經濟力量漸為中國政府所重視，引進僑資

成為清末以來歷屆政權政府所重視的一項經濟政策，尤其是當政府財政

困窘之際，僑資挹注則更顯見其重要性。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臺灣正

值戰後疲敝之餘，財政經濟一片暗淡蕭條，如何引進資金，振衰起敝，

政府目光遂朝向海外華人的經濟力量，於是有民國 41年 9月的〈鼓勵華

僑及旅居港澳人士來臺舉辦生產事業辦法〉及〈自備外匯輸入物資來臺

舉辦生產事業辦法〉兩項法規的頒布，開啟戰後臺灣引進僑資之先聲。1華

僑回國投資，除經濟上的資金、設備、技術的引進、經濟利益的創造外，

它的政治價值可能較經濟利益更為重要。首先，在國際外交上，藉由僑

資的引進，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利於在海外華人世界中形塑它「自

由中國」的正統地位，尤其是政府遷臺後，「新祖國」臺灣與海外華僑並

無歷史、血緣及地緣上的淵源，如何重建彼此間的新關係，鼓勵華僑回

國投資遂成為僑務的重要施政之一。2其次，在國內，僑資企業則成為政

府政治經濟上的樣板企業，以維繫、振奮當時的民心士氣。 

民國 40年代僑資來臺投資後，除舉國上下雖然都重視它的重要性，

但僑資企業始終沒有機會全面性的「展示」它在臺灣的貢獻。民國 53年

10年由政府、民間工商團體及僑資企業聯合籌辦的「中華民國 53年經濟

建設成果展覽會」（以下簡稱經建展）是它第一次將其在臺灣的發展成果

                                                 
1 許馨燕，《華僑在臺投資之檢討（1952-1989）》（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 10。 

2 參見李道緝，〈建構新祖國――鄭彥棻時期的僑務工作〉，《中央大學人文學報》期31（2007

年 7月），頁 19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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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展現在海內外國人面前，從華僑與臺灣的角度，此次的展覽會在

臺灣的歷史上是具有探討的意義。 

展覽會的舉辦，可以表徵一國的國力與文化，經濟展覽會更是提昇

國家經濟建設、強化經濟組合的一種手段。對內是國家經濟建設成果的

最佳宣傳，以促成人民對國家的認同，進而穩固其政權。對外方面，它

更被賦予提升整體國際競爭力的任務。因此，此次的經建展所展示的建

物、空間分布、實物、乃至於圖表文字等等，不僅僅是對歷史發展演變

具體而微的「展示」，它也包含了對未來企圖的「宣示」。 

關於民國 53年經建展的學術性研究，目前尚付之闕如。本文主要依

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的《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

建設成果展覽會〉卷，及經建展中僑資館的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僑資事業

協進會會刊《僑資會訊》為主要文獻。而在相關的參考資料中，關於博

覽會的論述方面，主要參考呂紹理的《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

治的形象表述》3，但論著主題中，展示的對象與目的皆與本論文有差距；

另一篇為王文隆的〈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海外經貿的推展與宣傳――以

1956年泰國國際商品博覽會為中心的討論〉4，該論文與本文年代、主題

相近，但其主軸為海外的經貿推廣，與本文以臺灣經建發展與僑資主題

不同。而對華僑投資臺灣方面的研究，多為經濟部委託經濟學家針對僑

外資對臺灣經濟發展影響及貢獻所做的研究，5但這些調查報告多偏重於

                                                 
3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2011年） 

4 王文隆，〈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海外經貿的推展與宣傳――以 1956年泰國國際商品博覽會

為中心的討論〉，《政大史萃》期 3（2001年 12月），頁 77-121。 

5 以民國 58年林振國〈歷年僑外資到達與匯出情況之分析〉（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專題

研究，民國 58年）為早期的代表著作。60年代後期，則以薛琦《外人投資對我國經濟

的影響及檢討》（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題計劃，1978年）、〈我國外資廠

商出口傾向的研究――兼論我國吸引外資的因素〉（《臺北巿銀月刊》，卷 9 期 11[民國

67年 11月]，頁 11-20）等一系列針對僑外資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為代表。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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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數據的調查與分析，較缺乏具體個案研究及政府、民間工商團體及

僑資企業的互動關係。除此之外，本文亦借助報刊《聯合報》的資料，

以呈現當時輿論對經建展的反應。 

本論文希望處理的問題，除了針對民國 53年經建展史實的勾勒外，

並希望藉由這次官、商（包括僑商）合作的展覽會過程中呈現 50年代臺

灣經濟活動中，政府、民間工商團體及僑資企業三者相互滲透、影響的

情形。 

貳、背景：經建計劃的檢閱 

民國 53年的經建成果展，誠如在開幕時經濟部長楊繼曾所指出：「此

時此地舉辦經建展覽，目的是要把過去 12年間的經歷，作一檢閱。」6對

於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分期論述，可謂眾說紛紜，但如綜合分析各項經

濟指標和經濟發展有關因素，經濟學家劉進慶及張宗鼎等都支持民國 41

年及民國 53年為臺灣經濟發展的兩個轉折點，7主要是自民國 42年起，

臺灣開始實施四年經濟建設計劃。第一、二期四年經建計劃（民國 42-49

年）時值政府遷臺初期，百廢待舉，尤其面臨大戰之後的惡性通貨膨脹，

民生凋敝，財政赤字尤其嚴重，故一、二期計劃可謂是經濟重建計劃，

主要是有效利用美援為重點。8連續二期的經建計劃，逐漸穩定了通貨膨

脹，財政赤字亦獲得控制，加以實施土地改革，農業迅速發展，民眾生

                                                                                                                     

71 年以後，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每年定期發表《僑外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及對我

國經濟發展貢獻分析報告》。 

6 〈經展昨日揭幕  嚴家淦院長祝大會成功  楊繼曾部長勉不要自滿〉，《聯合報》1964

年 10月 7日，01版。 

7 段承璞主編，《臺灣戰後經濟》（臺北：人間，2003年），頁 107-108。 

8 李國鼎、陳木在，《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上冊（臺北：聯經，1994年），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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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獲得初步的改善，但與經濟自立仍有相當的距離。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自民國 41 年至 48 年，國民所得增加 194.6%，平均每人所得卻僅增加

132.8%，而國民淨儲蓄率卻不及 5%。9民國 49年第二期四年計劃結束，

平均每人所得僅 154美元，10這顯示，雖然經濟有成長，但僅能維持財政

收支平衡和國際收支差額減少，一般國民所得仍非常的低。 

第三期四年經建計劃（民國 50-53年）和前兩期在設計上有很大的改

進，一方面因統計資料較為完整、充實，乃一改拼湊式的個別計劃彙總

法，而採用全面性的設計方法，經建計劃開始有總體計劃與部門計劃的

整合性規劃。11另一方面，在規劃第三期四年經建計劃時，美援開始逐漸

減少，政府主事者及美國方面，都希望臺灣加速自立更生。故民國 48年

下半年，美國駐華安全分署署長赫樂遜（Wesley Haraldson）非正式的對

我國的財經改革提出八點建議，12這八點建議，成為李國鼎於民國 49 年

初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進措施〉的重要推動力，而此一〈十九點財經改

進措施〉即成為民國 50年至 53年第三期經濟建設四年計劃的基礎。13 

〈十九點財經改進措施〉目的有二，一為賡續前兩期經建計劃目標

――穩定經濟；二為加速經濟發展。李氏在一次會議上明白指出，十九

                                                 
9 李國鼎、陳木在，《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上冊，頁 136。 

10 李國鼎，〈附錄〉，「附表 1：臺灣的經濟指標」，《國鼎文集之八――臺灣的經濟計劃及

其實施》（臺北：資訊與電腦雜誌社，1999年），頁 346。 

11 李國鼎、陳木在，《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上冊，頁 127-128。 

12 重點包括：（1）軍費應有限額，俾生產增加之所得可供投資之用；（2）防止通貨膨脹

的金融及放款政策；（3）改革稅制，擴大稅基，阻礙企業發展的法令應予修訂或廢止；

（4）實施單一及切合實際的匯率；（5）放寬外匯管制；（6）設立公用事業費率委員會；

（7）證券的登記與交易所的設立；（8）公營事業移轉民營等。該建議全文見李國鼎、

陳木在，〈加速經濟發展計畫綱要〉，《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上冊，頁 128-129。 

13 李國鼎、陳木在，《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上冊，頁 138。有關〈十九點財經改進措

施〉內容，請參考李國鼎、陳木在，《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上冊，頁 13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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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財經改進措施主要為加速經濟發展。在加速經濟發展上，主要是獎勵

投資提高生產力，在十九點中有八點與此有關，即（1）鼓勵儲蓄；（2）

建立資本市場；（3）改善民間投資環境，解除各種管制措施；（4）扶持

民營工業可由民間經營之公營事業予以移轉，政府對於商業性生產事業

不再投資；（5）在稅收、外匯貿易管理、資金融通方面予民間投資者便

利及優待；（6）檢討改進投資設廠工業用地出入境手續及經營企業有關

法令；（7）充分利用公營事業現有設備；（10）改進賦稅制度。14而其最

終目標，就是扶持民營事業的發展。而配合此一政策的法令措施，是同

年（民國 49 年）9 月立法院通過的〈獎勵投資條例〉。30 年後，李國鼎

在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記者特別提出此一問題，其問答內容如下： 

問：許多研究臺灣經濟發展的人，都想知道在民國四十年代，政

府為什麼會想到要找私人企業發展工業，而不是由政府自己

辦工業？ 

答：第一，政府沒有錢。……當時財經首長商量結果：與其將美

援用作彌補一般性的預算赤字，不如拿來支援經建發展計

劃。那時候缺少長期資金（development capital），這樣一來，

資金就可以生生不息。……第二，公營事業佔的比重相對高，

而美國的基本政策是幫助民營事業。15 

由此可知，40 年代臺灣加速經濟發展的模式，是以扶持民營事業為

主要的方向，尤其是第三期四年經建計劃（其主要內涵即〈獎勵投資條

例〉）的推動，使臺灣經濟結構產生根本性的轉變，以工業產值中的公營

                                                 
14 李國鼎，〈加速經濟發展計畫方案的要義〉，《國鼎文集之八――臺灣的經濟計劃及其實

施》（這是作者民國 49年 8月在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大綱），頁 84。 

15 狄英，〈政務委員李國鼎談：經建會應扮演的角色  秋風掃落葉的改革〉，《天下》期 42

（1984年 11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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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與民營事業的結構比重來看，民國 40年公營事業產值佔臺灣經

濟結構比重中的 65.5%，而民營企業僅 34.5%，兩者為 2：1，公營事業佔

絕對優勢；至民國 53年，公、民營產值結構比重扭轉為 39.1%：60.9%，16

民營企業在 15 年間毫無疑問的大步向前發展，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主

體。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由民間工商團體發起並籌辦，從這一

角度看，亦可說是對 12年（三期經建計劃）扶持民營企業的成果展示，

尤其是要對「第三次四年經建計劃達到最後一年的成績展覽」。17 

第三期四年經建計劃自民國 50 年開始執行，至 53 年執行完成。在

檢討其執行成果時，我們可從以下數據中得到此時期臺灣經濟大幅度發

展的結論： 

1.國民所得 

以民國 53年固定幣值為準，臺灣國民生產毛額已由 49年之新臺

幣 698.8億元，增加至 53年之 968.95億元，4年內增加 38.7%，

較原訂 4年增加 36%的目標，已有超過。如果再就每年的增加情

形看，平均每年增加率為 8.6%，其中民國 53年增加率最為突出，

高達 13.2%，創近 10年來的最高紀錄。 

平均每人所得方面，這 4 年中增加率為 5.6%，其中 53 年增加率

高達 11.2%，也是最近 10年來的最高紀錄。 

2.投資 

第三期四年計劃原計劃投資額，按民國 48年幣值共計新臺幣 500

億元，每年平均約需 125 億元；實際投資情形，根據行政院主計

                                                 
16 劉進慶著，雷慧英譯，「第 62表  工業產值中的公營與民營企業的結構比重變化」，《戰

後臺灣經濟分析》（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 248-249。 

17 〈經展巡禮  重工業與化學工業〉，《聯合報》1964年 10月 10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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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資料，估計 50至 53年共投資 632億元，每年平均 158億元，

超過原訂目標達 26.5%。在此項總投資內，農業投資佔 88.7億元，

工業投資佔 256.5億元，交通運輸 85.2億元，其他服務如金融、

保險、商業等方面 202.4億餘元。 

3.國際收支 

在第一、二兩期四年計劃期內，如何改善國際收支情況以達到平

衡國際收支目的，一直是臺灣經濟發展上最感難以解決的嚴重問

題，而歷年國際收支方面均出現大量的逆差，主要靠美援彌補。

但在第三期四年計劃期內則有顯著的改善，雖然自民國 51年起，

美援已開始逐年減少，但由於工業製品及農業加工品大量外銷，

我們已能因應美援減少或停止的情勢。自民國 52年起，臺灣國際

收支即開始轉變，52 年進出口貿易差額，已由以往每年約美金 1

億元左右的逆差降為 700 萬元，與國外移轉收入及資本移動抵消

後，外匯準備增加達美金 1.05億元，這是臺灣國際收支方面從未

有的現象。民國 53年對外貿易方面有順差 3,800餘萬美元，雖然

美援在該年內已有顯著減少，但外匯仍順差 6,500餘萬美元。 

4.工業 

從工業總生產值指數來看，在計劃期內平均每年增加約 15.0%，

較原計劃每年增加 12%的目標超出甚多，其中民國 53年增加率高

達 25.8%，創近 10年來的最高紀錄。臺灣工業發展方面的突飛猛

進，主要是由於期間努力發展出口的工業與進口替代品工業所累

積的結果。18 

                                                 
18 為符合本文主旨，原文字略有增減修改，完整內容見李國鼎，〈第三期四年經建計劃實

施的成果與第四期四年經建計劃的重點〉（民國 54年 12月 24日在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國鼎文集之八――臺灣的經濟計劃及其實施》，頁 102-104。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五十二期 

96 

從執行成效而言，尤其是民國 53年，國民所得、工業產值的成長率

都創 10年來的最高記錄，國際收支也轉為順差，故李國鼎當時便說該年

是「臺灣經濟發展中最為繁榮最進步的一年」。19故在經建展的《經展指

南》卷首語中，李氏認為此時此刻舉辦經濟建設成果展，是「臺灣經濟

結構目前面臨一個轉捩點，正由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轉入以工業為主的經

濟，我們從各產業值的比重上可以看出這一趨勢來」。20可以說，第三期

四年經建計劃所創造的高經濟成長率，是 53年經建展政府當局大力支持

舉辦的主要時代背景。 

其次，遷臺初期，百廢待舉，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大量資金，主要依

賴政府財政、民間儲蓄及外資（包括美援、國外私人投資及華僑資本）

等方面，但當時政府財政及民間儲蓄皆十分匱乏，民國 41年 4月行政院

長陳誠在接見華僑團體時，即坦承 1950年政府財政赤字達 80%以上，勉

華僑為復國盡最大努力。21而在外資方面，除美援外，誠如王作榮所言：

「華僑投資發展的希望遠較外人投資為大」。22因為根據行政院經合會投

資業務處的統計資料，自民國 41 年至 52 年底，海外華僑來臺投資及國

外私人投資到達金額為 2,945.2萬美元，其中華僑投資為 1,834.2萬美元，

所佔比例為 62%。23因此，「10餘年來政府對於鼓勵華僑歸國投資發展工

                                                 
19 李國鼎，〈第三期四年經建計劃實施的成果與第四期四年經建計劃的重點〉（民國 54年

12月 24日在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國鼎文集之八――臺灣的經濟計劃及其實施》，頁

102。 

20 「為請賜撰宏文，俾刊「經展指南」卷首由」，附件李國鼎，「寫在經濟建設成果展覽

會之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

民國 53年（1964）8月 26日。按《經合會檔案》尚未整理，故依原移交卷號，同時亦

未編頁碼。 

21 〈陳院長接見華僑團  闡述臺灣進步情形〉，《聯合報》1952年 4月 2日，01版。 

22 王作榮、唐賢仁，〈12 年來華僑投資的檢討〉，《僑資會訊》卷 10 期 9、10（本會十週

年紀念特輯  僑資事業簡介）（1964年 10月），頁 22。 

23 王作榮、唐賢仁，〈12年來華僑投資的檢討〉，《僑資會訊》卷 10期 9、10，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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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幾已成為朝野一致的主張」。24因此，在政策上先後有民國 41年臺灣

省建設廳制訂的〈獎勵海外僑胞工廠遷臺辦法〉、行政院的〈鼓勵華僑及

旅港澳人士來臺舉辦生產事業辦法〉及〈自備外匯輸入物資來臺舉辦生

產事業辦法〉，民國 43年行政院另行頒訂〈華僑回國投資辦法〉，及民國

44年〈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等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措施。25 

而且，在反共抗俄的最高國策下，爭取海外華僑的經濟力量，被認

為是民主與共產在華僑世界中的戰爭，華僑回國投資的政治價值，是廣

大海外華人支持「自由中國」臺灣的最佳宣傳。40 年代主持政府遷臺後

僑務工作的僑務委員長鄭彥棻即認為現階段（民國 39年～46年）的僑務

政策，即反共抗俄時期僑務政策，26在民國 41年 10 月 21 日所召開全球

性僑務會議所訂定的「當前僑務綱領」第 4 條，即明定「僑胞回國興辦

生產事業，對物資輸入，資金週轉，盈餘結匯，動力供應，技術輔導等，

均予以協助與便利，並鼓勵僑胞回國服務，擔任公職。」27民國 45年 10

月，為輔導海外華僑經濟事業之發展及促進華僑回國投資貿易以配合國

內經濟建設，政府特別邀請海外僑領，暨國內外與華僑經濟有關人士，

召開為期 3 天的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出席代表共 283 人，就下列四大重

要議題：（1）關於輔導華僑改進其經濟事業並加強與僑居地政府之經濟

合作問題；（2）關於國內經濟建設與僑資運用之配合問題；（3）關於展

開臺灣對東南亞及其他地區貿易擴大僑商貿易機會問題；（4）關於揭發

共匪經濟陰謀加強華僑對匪經濟作戰問題等作詳盡之討論。28在該會議中

                                                 
24 王作榮、唐賢仁，〈12年來華僑投資的檢討〉，《僑資會訊》卷 10期 9、10，頁 23。 

25 許馨燕，《華僑在臺投資之檢討（1952-1989）》，頁 10-16。 

26 僑務二十五年編輯委員會編，《僑務二十五年》（臺北：海外出版社，1957年），頁 58。 

27 僑務二十五年編輯委員會編，《僑務二十五年》，頁 60-61。 

28 華僑經濟檢討會議秘書處編，《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實錄》（臺北：華僑經濟檢討會議秘

書處，1957年），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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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致詞時特別表示：「今後政府固望繼續獲得僑胞經濟上的支持，而

政府亦必在經濟和物資等方面，給予各地華僑以迫切而必需的扶持。只

要於僑胞有益之事，即使對政府增加若干負擔，亦在所不惜」。29由此可

知，政府不僅僅重視華僑資本對臺灣經濟建設的促進，僑資同時也是反

共抗俄最高國策下對中共經濟作戰的一環。在政府重視華僑對臺灣政治

及經濟上的重要性下，民國 41年特訂定每年 10月 21日為「華僑節」，30

自此之後，配合雙十國慶，總統華誕、臺灣光復節、工業節、華僑節等

一系列節慶成為每年華僑回國參加「光輝 10月」重要節慶活動。 

在政府大力支持僑資回國投資的同時，在臺灣的僑資企業亦肩負著

對外與對內宣傳的任務。民國 43年 9月，在臺僑資企業遵照僑委會指示，

成立「中華民國僑資生產事業促進會」，31在其主要會務中，即配合國家

政策的各種宣傳工作，包括對內方面，在成立之初（43年 10月 21日），

即舉辦會員工廠產品展覽會，為期 9 天，觀眾共達 9 萬餘人，在展覽的

同時，也印製展覽特刊 2 萬份，分送觀眾。32民國 47 年，僑委會特別編

印《僑資工廠在自由中國》，選擇有代表性的僑資工廠 57家，將其廠房、

機器設備及產品等，實地拍攝圖片 3百餘幀，彩印成帙，以資廣為宣傳。

33至民國 53 年前，該會共舉辦會員事業產品展覽會 5 次，並設置有會員

                                                 
29 蔣中正，〈總統訓詞――10月 28日對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全體出席人員致詞〉，華僑經濟

檢討會議秘書處編，《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實錄》，未註頁碼。 

30 蘇錫文主編，《鄭彥棻先生年譜初稿》（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頁 110。 

31 中華民國僑資生產事業促進會編，《中華民國僑資生產事業促進會週年紀念特刊》（臺

北：中華民國僑資生產事業促進會，1955年），頁 53。該會於民國 49年更名為「中華

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見《僑資會訊》卷 10期 9、10，頁 1。 

32 中華民國僑資生產事業促進會編，《中華民國僑資生產事業促進會週年紀念特刊》，頁

54-55。 

33 海外出版社編，《僑資工廠在自由中國》（臺北：海外出版社，1958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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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陳列室。34而在對外方面，該會自民國 44年 12月參加香港中華廠商

會所舉辦的中華工業產品展覽會開始，先後組團參加美國西雅圖、洛杉

磯、日本東京、泰國曼谷、北婆羅洲斗湖、山打根、菲律賓馬尼拉等地

國際展覽會，以就近向海外僑胞宣傳政府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政策，及臺

灣所具備的各項優越條件。35此外，該會亦經常接待回國參觀、考察的僑

團或工商團體，36而具有指標性的僑資工廠，更成為政府官員向海內外介

紹祖國進步的重要宣傳舞台。37經建展中「僑資事業館」的興建，正是賡

續 40年代以來僑資企業在臺灣所扮演的政治宣傳與吸引華僑回國投資的

角色。 

最後，民國 53年 10月又逢世界運動會（第 18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

會）在日本東京舉辦，這也是第一次在亞洲舉辦的世運會，輿論估計大

概會有 20 萬來自全球各地的外賓和僑胞會轉來我國參觀。38因此，在第

一次輔導、籌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外貿會副主任委員兼手工業推廣中心

董事長錢昌祚即認為，在政府經濟困難，對外參加展覽、對內舉辦展覽

都力不從心，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況下，利用 10月份慶典特別多，再加

                                                 
34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十年來會務概況〉，《僑資會訊》

卷 10期 9、10，頁 2。 

35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十年來會務概況〉，《僑資會訊》

卷 10期 9、10，頁 2。 

36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事業概況――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成立 15 週

年特刊》（臺北：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1969年 9月），頁 155-156。 

37 以泰國華僑林國長的僑泰興麵粉廠為例，該廠是民國 40年代響應政府第一個「四年經

濟計劃」的指標性工廠，是當時廠房最大、設備最新穎的麵粉廠，曾接待過蔣經國、

尹仲容（經濟部長）、美國美援會代表、陳誠（副總統）、孫科（考試院院長）、于斌（樞

機主教）、于右任（監察院院長）、泰國駐華大使、南韓駐華代表及許多各地來臺的華

僑團體。見〈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朱蔭松主編，《林國長先生紀念冊》（臺北：

林國長先生紀念冊編輯組，1980年），頁 159-167照片集組。 

38 〈國際工產展覽  預定十月舉行〉，《聯合報》1964年 2月 21日，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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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今年世運會的舉辦，時間上極為適合。39而在民間，臺灣觀光協會也為

配合東京世運會在亞洲舉辦，以爭取國際旅客來臺觀光，亦向經濟部建

議舉辦工業建設展覽會，並函請省內工業團體協力籌辦。40在朝野均希望

籌辦一大型展覽會，以爭取國際旅客來臺，促進臺灣的觀光產業及產業

投資，也是擴大舉辦此次展覽會的重要背景之一。 

參、籌展過程中的政府、工商團體與僑資企業41 

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的發起和籌備，《聯合報》在開幕當

天的〈社論〉中說是「由民間工商團體發起和籌備的」，42如果從籌辦的

過程觀察，這樣的說詞是不太正確的。具體而言，此次的經建展可說是

民間工商團體基於商業利益，欲藉由上述之東京世運會及 10月慶典時，

辦舉「工業產品展覽會」（商展），以爭取國際旅客，招徠商機；而在敦

請政府單位「輔導」時，政府則欲在上述經濟發展情勢大好的主客觀背

                                                 
39 「中華民國 53年國際工業產品展覽會輔導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

《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2月 29日。 

40 〈配合觀光事業，可舉辦陳列館〉，《聯合報》1964年 3月 14日，05版。 

41 所謂的「僑資企業」，依據民國 44 年制訂的〈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第 2 條「華僑依本

條例之規定回國投資者稱為投資人」；第 4條「本條例所稱投資其方式如左：一、單獨

或聯合出資或與政府國內人民或法人或外國人或外國法人共同出資舉辦事業或增加資

本擴展原有事業；二、對於原有事業之股份或公司債之購買或為現金機器或其他物資

之借貸；三、供給專門技術或專利權與政府國內人民或法人合作經營」，及薛琦，〈僑

外投資對我國經濟影響之評估〉（臺北：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1986年 6月），頁 1，

一文中指出我國的外資統計，是不論外人股權持分的多寡，凡外人持有國內公司任何

比例或數量的股份都視為外人直接投資。可知，僑資企業除指華僑（指僑居國外之國

民）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之規定回國投資的事業，無論持有多少股權，都被歸為

僑資企業，如附件 3中知名的國內企業如味全、中纖等都屬於僑資企業。 

42 〈社論：工業起飛的奠基典禮――祝望今天揭幕的經建成果展覽會〉，《聯合報》1964

年 10月 6日，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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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展示歷年來的經濟建設「成果」，以彰顯政府對遷臺後經濟建設的

成就。在官方與民間合則兩利的情況下，於是出現此次經濟建設成果展

覽會的規模與形式。而在籌辦的過程中，則可看出在 5、60 年代臺灣經

濟體制中政府政策與民間企業（包括僑資企業）複雜關係與微妙互動的

一種縮影。 

此次經建展源起於民國 53年 2月中旬，由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聯

會、工商協進會、僑資事業協進會等 13個民間及半官方工商團體發起在

東京世運會期間舉辦「中華民國 53年國際工業產品展覽會」，從 10月 3

日起至 11 月 22 日，為期五十天。工總之所以邀集全國工商團體籌辦此

一大型「國際商展」，主要是 6 年前（民國 48 年）工總曾於臺北市新公

園籌辦過遷臺後第一次全國性國產商品展覽會，那次國產商品展覽會，

除經濟部補助 10 萬元外，又獲得向臺灣銀行透借 50 萬元，展覽會期間

民眾反應熱烈，使工總藉由攤位出租及商品販賣出人意料的盈餘 50餘萬

元，並奉准撥作工業總會國貨館基金，6年滋息下來本利已近 80萬。43故

值此東京世運會及 10月慶典大批旅客及華僑來臺時機，工總等工商團體

遂希望藉由籌辦大型展覽會以招來商機。 

為籌辦此一展覽會特別組成了一個陣容龐大的籌備委員會，網羅了

當時國內各個職業公會的負責人、政府國營事業、半官方組織（財團法

人）成員及當時的工商界領袖，計有主委 1 名，由工總理事長束雲章擔

任，副主委 2 名，分別為陳啟清（全國商聯會理事長）與辜振甫（中華

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35 個職業公會負責人組成常務委員，委員 55

名（各界工商領袖），共計 93名組成「展覽會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

委會」），如附件 1 組織編制表所示，以推動展覽會的籌辦工作。除了籌

                                                 
43 「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常務會議記錄」，《經合會檔

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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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工作外，展覽會亦敦請政府相關單位，如經濟部等組成「輔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輔委會」），指導推動。44 

然而，從此次的展覽會的籌備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 50年代臺灣經

濟活動中，官、商間具體而微的互動模式。籌展之初，原意僅為一純民

間的「商展」性質，但在敦請政府相關單位「輔導」之下，民間的「商

展」退居次要地位，政府主導的「博覽會」形式的經建成果，成為了展

覽會的主軸。 

首先，展覽會以籌備委員會為最高領導單位，35 個職業公會負責人

組成的常務委員會為決策單位，領導各處、部及其下各組為庶務執行單

位。45與籌備委員會平行的是政府相關單位組成的輔導委員會。但在實際

的運作過程中，彼此的權力關係並非如此。以行政程序而言，在歷次的

會議程序上，都是先開輔委會籌委會聯席會議，聯席會議有何決議，則

交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46故真正的決策、指導權仍

歸政府單位組成的輔導委員會，輔委會的召集單位是經濟部、行政院外

匯貿易審議委員會（簡稱外貿會）、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簡

稱經合會），47因為他們是經費補助單位。在輔委會各個相關單位中，經

合會投資業務處與籌委會關係尤為密切，該處副處長武冠雄直接兼任籌

委會徵展部組長，而有關陳列館設計、發包工程及資料收集與展出工作，

                                                 
44 〈國際工產展覽  預定十月舉行〉，《聯合報》1964年 2月 21日，02版。 

45 〈國際工產展覽  預定十月舉行〉，《聯合報》1964年 2月 21日，02版。 

46 「中華民國 53年國際工業產品展覽會計劃綱要草案」第 3條：依此修正計劃綱要草案，

交本會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見「中華民國 53年國際工業產品展

覽會輔導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

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2月 29日。 

47 「中華民國 53年國際工業產品展覽會輔導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

《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2月 29日。 



「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與僑資企業研究 

103 

經合會投資業務處直接派服務組組員周明權參與籌備工作。48另一方面，

在籌委會常務委員會開會時，輔導委員會的三個召集單位亦會派官員出

席，並經常主導議事進行，或變更籌委會的決策方向。例如該年 3 月 29

日輔委會、籌委會第一次聯席會議時，在外貿會與經濟部的主導下，以

時間緊迫為由，主張今年先辦國內展覽，明年再辦國際性展覽。故籌委

會原提出的草案被全面的修訂為： 

一、本會名稱修正為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產品博覽會。 

二、本年十月先舉行國內展覽，一面積極籌備國際性展覽，準備

明年展出。49 

而在第一次常務會議中，外貿會代表對經聯席會議決議名稱中的「產

品博覽會」有意見，建議改稱「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

經討論後會議亦將聯席會議交辦的計劃綱要草案，修正為外貿會所要求

的，即後來的正式名稱。50而在第二次常務會議中通過的計劃綱要，經合

會仍有諸多意見，其中較為重要的包括對陳列展出的方式，認為綱要所

規劃的陳列展出方式，「大致沿襲過去本省展覽構想，換言之，即一般商

店之陳列櫥櫃與售貨櫃而已」，建議改為綜合方式，李國鼎特別在上標注

「此點極為重要」，51由於陳列方式的改變使原綱要中利用體育館改裝為

展場則「似屬不智」，所以建議將「改裝經費移供在場外附近添築永久之

                                                 
48 「牋函」，《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6月 4

日。 

49 「中華民國 53年國際工業產品展覽會輔導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

《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2月 29日。 

50 「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經合

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3月 9日。 

51 「簽呈」，《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5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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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型專館或佈景」。52經合會幕僚的意見，經第二次常委會及第二次聯席

會議通過後，53使此次展覽會的陳展方式呈現出不同以往的風格，即以產

品陳列部與產品銷售部分開的陳列方式，在產品陳列部的部分，又區分

為：一、分業專館（包括經濟建設成果資料館、各業產品館、僑資事業

館、外國產品館、其他專館等）；二、獨立館；三、綜合陳列館等，54之

後各個造型殊異的獨立館星羅棋布的展列於近 2 萬坪的展場中（如附件

2）。而一般廠商產品的陳展銷售，則附屬於各陳列館之外的攤位中。由

以上籌備過程可知，在官方積極「輔導」之下，經建展的規模遠遠超過

一般商展的模式，而有博覽會的規模，故輿論譽之為具有紐約世博會的

格調。所謂民間發起和籌備的經建成果展，其背後實有一隻強有力的官

方「輔導」之手，主導著展覽會的性質與方向。 

其次，從規模與經費預算的不斷擴增情況，亦可看出民間籌辦為官

方牽引的情況。就工總最初的規劃，工業產品展覽會是以商借的中華體

育館為中心，配合週邊的市府空地擺置攤位，即已規模宏大，「氣象萬千」

55了，但隨著官方輔導單位對展場陳列方式變更的要求，經費預算大幅提

高，在「將利求本」的驅策下，展覽會規模不斷的擴大，以期擴增陳列

                                                 
52 「簽呈」，《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5月 1

日。 

53 「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輔導委員會第一次、籌備常務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議程」，《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

5月 6日。及「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輔導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第二次聯

席會議紀錄」，《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 年（1964）6

月 23日。 

54 「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展出概要」，《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

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5月 1日，頁 3。 

55 〈國際工產展覽  預定十月舉行〉，《聯合報》1964年 2月 21日，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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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與銷售部的攤位數量，而增加租借費用的收入。56在展覽會開幕前夕，

其規模已達到陳列部共有各種工業獨立館 223 個，銷售部計有 641 個攤

位，是臺灣規模空前龐大的一次展覽會。57籌委會主委束雲章在開幕前接

受記者訪問時亦謂：「展覽會場的建築，等於是造了一座小城，其中有 41

條街道和 87幢有系統的建築物……。開幕之後，每日在會場上的工作人

員將達 3千人，而每日觀眾人數估計將有 4萬至 5萬人。」58規模如此龐

大，其他相關配套措施亦隨之擴增，即以宣傳一項為例，包括七彩海報 4

萬張，以分送海內外各機關團體，並張貼於外賓和僑胞會經過的交通設

施，如航空站、鐵公路車站、旅行社等；《大會指南》一種，約 200頁；

《經展新聞》週刊一種，每期約 20-24頁；中英文對照《大會簡介》手摺

一種；「經展之聲」廣播電臺的架設等等，在在所費不貲，但當初都沒有

編列預算。59其他各業務單位的情況亦然。就總經費預算來說，最初工總

與財政部議定，以 48年之例，籌備期間由臺灣銀行透借 100萬元濟用，

如不足時再函請經濟部設法借貸 30萬元備用，這一部分一待籌備就緒，

收集費用後，即行歸還。60換言之，工總最初的經費預算上限僅 130萬元。

                                                 
56 經建展的分類專館、獨立館、綜合陳列館、產品銷售部的攤位，依大小、位置都有不

同的收費標準。詳見「為聯合籌備舉辦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檢送紀錄計

劃綱要及組織規程等項」，附件「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分業專館、獨立

館設置辦法」、「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綜合陳列館展品徵集辦法」、「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產品銷售部徵集辦法」，《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

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3月 11日。 

57 〈經建成果展會  今天上午隆重揭幕〉，《聯合報》1964年 10月 6日，01版。 

58 〈經建成果展  明晨開幕〉，《聯合報》1964年 10月 6日，02版。 

59 「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工作會報紀錄」，《經合會

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1964年 9月 2日。 

60 「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輔導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常務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議程」，附件「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財務處理辦法

草案」，《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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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規模不斷擴大，經費亦隨之大幅增加，到 9 月 9 日第三次聯席會

議時，籌備會所提的經費收支追加減預算書草案時，總經費已追加到 1,100

萬元（其中政府補助半數 550萬元），61較原先預算擴增 11倍之多。在 10

月 14日籌備會秘書處業務報告中，即認為經費超溢太多，最主要是工程

追加太多，並隨著規模的擴大，各部會人事均超過編制，器材亦購置太

多而有以致之。62如此大幅度的增編經費，是民間團體工總所始料未及且

無法負荷的，除前述擴增攤位外，籌委會不得不另闢財源，呈請財政部

核准發行「經建彩券」，故在附件 1組織編制表中，設有「彩券發行委員

會」以司其事。63經財政部核准發行 50萬張，每張 5元，共為 250萬元。

64在經費亟需政府挹注的情況下，展覽會政府主導的色彩就更為濃厚了。 

最後，就人事結構而言，學者劉進慶指出，戰後臺灣的經濟結構是

屬於黨官僚（官）和資本家（商）結合的官商資本。官商資本是具有公

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二極結構為基礎，黨官僚和資本家則以各自獨立的

身份進行結合的。65同時，他特別指出一般流入的華僑資本，或多或少是

與國民黨當局及其身居要職的高級官員有人緣關係，但劉進慶的著作中

並無具體的實例指證這種情況。66而我們若從此次經建展實際負責人的背

景加以分析，則可看出若干官商資本結構的端倪。 

                                                 
61 「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輔導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第三次聯席會議紀錄」，

附件「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經費收支追加減預算書草案」，《經合會檔

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9月 9日。 

62 「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秘書處業務檢查報告第七號」，《經合

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10月 14日。 

63 「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計劃綱要」，《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

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3月 11日。 

64 「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第三次常務委員會議紀錄」，《經合會

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8月 5日。 

65 劉進慶著，雷慧英譯，《戰後臺灣經濟分析》，頁 349。 

66 劉進慶著，雷慧英譯，《戰後臺灣經濟分析》，頁 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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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此次主要負責人工總理事長束雲章，江蘇丹陽人。其出身背

景是大陸時期的中國銀行，曾任分行經理，後轉入國民黨官僚資本體系

任經濟部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後轉任中國紡織公司擔任總經

理、董事長，民國 37年獲選為第一屆立法委員，來臺後任黨營紡織事業

主管，民國 53 年時任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大秦紡織董事長67（即大陸

時期的大華紡織，可能是國民黨官僚資本）。 

籌委會秘書長汪竹一，上海人。出身上海幫辦，曾任毛紡織公會監

事，來臺後曾任經濟部國貿館總經理，民國 53年時任勤益紡織董事長（僑

資企業），兼工總秘書長。他在擔任籌委會秘書長的同時，同時也是僑資

協進會籌備僑資館的公關組組長。6860 年代增補為立法委員，並擔任第

16-17 屆僑資協進會理事長，69可說是集買辦、官僚、民意代表及僑資身

份於一身。 

籌委會委員林繼庸，廣東香山人。抗戰時著名的上海民營工廠遷移

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一直在經濟部擔任職務，民國 37年獲選國大代表，

民國 53年時任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常務董事，同時亦是僑資協進會

秘書長，擔任籌備委員是以僑資協進會秘書長身份。70 

                                                 
67 李國鼎口述，劉素芬編著，《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李國鼎談台灣財經決策的制定

與思考》（臺北：遠流，2005年），頁 603。 

68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籌備二次會議  決定組織內部分工合作〉，《僑資會

訊》卷 10期 6、7（1964年 7月），頁 23。 

69 〈第 1屆立法委員個人資料〉，立法院圖書館網頁， 

http://npl.ly.gov.tw/do/www/commissionerInfo?id=1271&expireBack=01&expire=01&act=e

xp&keyword=&orderBy=name&nameOrder=true&eleDisOrder=false，2012 年 2 月 25 日

瀏覽。 

70 李國鼎口述，劉素芬編著，《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李國鼎談台灣財經決策的制定

與思考》，頁 61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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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資協進會僑資館籌備召集人李景潞，湖南長沙人。大陸時期一直

在經濟部或交通部（招商局）任職，民國 46-47年擔任經濟部常務次長，

民國 53 年時任財團法人工業標準推行委員會常務董事。71以半官方團體

負責人及僑資協進會身份進入籌委會，並兼負僑資館的籌展工作。 

從這四位籌委會負責人的出身背景可知，他們四人都出身於官僚系

統，甚至是官僚、民意代表、資本家三者合一。從他們的身上，可充份

佐證劉進慶所言戰後臺灣官商資本結合的經濟結構特質。尤其是在華僑

團體方面，林繼庸和李景潞兩人和華僑幾乎沒有關聯，他們都以半官方

（政府成立的財團法人機構）的身份來擔任華僑團體的要職，更突顯出

了華僑資本在進入臺灣時仰賴官僚網絡的依附性格。 

肆、從展覽看僑資企業在臺灣 

在經建展籌備之初，即規劃了包括經建資料館、僑資館、國際館（初

期稱外國產品館）等三個特別館。其中經建資料館為三層樓，係仿紐約

世界博覽會中國館型式而設計，為政府各單位，包括內政部、財政部、

交通部及轄下的臺電、臺鐵等公營事業及各個國營事業的施政成果展

覽。國際館是駐華各國使領館商務部門要求參加陳列的各國產品，以資

觀摩，從而加強友好國家間之國際貿易。72僑資館主要將陳列華僑歸國投

資生產各種工業品，旨在使 10月慶典期間歸國的各地僑團、僑領更加了

                                                 
71 李國鼎口述，劉素芬編著，《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李國鼎談台灣財經決策的制定

與思考》，頁 605-606。 

72 「為聯合籌備舉辦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檢送紀錄計劃綱要及組織規程等

項」，附件「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分業專館、獨立館設置辦法」、「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外國產品徵集辦法」，〈中華民國經濟建設成果展經建資料展

覽專館展出計劃草案〉（民國 53年 7月 3日），《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

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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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華僑在祖國投資設廠所生產的產品，以資鼓勵歸僑投資。73僑資事業獨

立設館，與此次展覽會主軸經建資料館及外國產品的國際館並列為三個

特別館，顯見當時僑資事業在政府及民間工商業界中的重要地位。而另

一方面，從展覽會場的空間佈置來看，亦可見僑資館位階的特殊性。經

建資料館是此次展覽的主軸館，故其建築最雄偉，所在位置亦位於大門

正入口處，代表它是此次展覽的主題所在。僑資館所在的位置，如附件 2

展覽場平面圖所示，它是位在大門入口處主館旁的第 2 館，位當要衝，

為觀眾進場首經之地。僑資館是由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負責籌展，

為求吸引觀眾，該會特別籌撥建館費用約 66 萬餘元，74建成上下二層圓

形建築，「內外裝修堂皇美觀，……四圍遍植花卉，鋪草地，牆壁均有通

風設備，保持展品溫濕度，裡面攤位劃一整齊」，務求「證明僑資事業之

成就」。75由空間佈置上，在在突顯僑資館具有特殊的位階，這當然與前

述僑資事業在當時政治氛圍中特別受到主政者關注有密切的關連。76 

其次，為此次的參展，僑資協進會亦特別設置籌備小組，小組內分

為佈置、產品徵集、管理、公共關係、財務等 5 組，並推各組召集人，

佈置組李景璐、王松泉，產品徵集組宣錫鈞、溫萬生，管理組張偉才、

陳植津，公共關係組汪竹一、陳慶明，財務組張敏鈺、蔡光職。77在徵求

                                                 
73 〈經建成果展覽  正積極籌備中〉，《聯合報》1964年 5月 24日，05版。 

74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館址仍在預定第 2館，經簽定合約興建下月完成〉，

《僑資會訊》卷 10期 8（1964年 8月），頁 24；「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汪竹一、李

景璐函經合會副主委李國鼎請補助經費事由」，《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

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11月 2日。 

75 〈僑資事業在國內各業中地位重要，僑資館展出，證明僑資事業之成就〉，《僑資會訊》

卷 10期 11（1964年 11月），頁 37。 

76 詳情請參考李道緝，〈建構新祖國――鄭彥棻時期的僑務工作〉，《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期 31，頁 181-208。 

77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館籌備二次會議  決定組織內部分工合作〉，《僑資

會訊》卷 10期 6、7（1964年 7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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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參展過程中，計有 36家僑資事業參展，78展出產品計分 11大類，如

附件 3，這些廠商幾乎都是該行業的領導品牌。在因應 10 月慶典對回國

華僑的宣傳，該協會特別將該期會刊增編為「僑資事業簡介」79，成為會

場的宣傳小冊。在宣傳小冊中簡介參展的 36家企業時，即側重僑資企業

在臺灣產業的重要性及貢獻。例如中華毛紡織廠，「佔全臺毛紡錠的

52%，而且機器是最新進口的」；80味全食品公司，「為本省最大最新之冰

淇淋及乳品工廠」；81僑泰興麵粉廠，「這是自由中國規模最大的麵粉工

廠……機器精良遠東第一」；82中泰賓館，「臺灣……規模空前最大的觀光

旅館，……符合國際觀光旅館水準」；83中華彩色印刷公司，「機器設備為

世界各國最新出品」；84南僑化工公司，「最先回國投資的僑資工廠，也是

自由中國最具規模的連貫系統作業的工廠」；85嘉新水泥公司，「國際聲譽

                                                 
78 據統計至民國 53年止，僑資企業實際投資件數為 141家，加入僑資協進會的有 99家。

劉進慶著，雷慧英譯，《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第 71表  外資流入的統計」，頁 317-318；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概況》（臺北：中華民國僑資

事業協進會，1967年 9月），「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會員事業資料統計表」，頁 6。 

79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會訊》卷 10期 9、10（本會十週年紀念特輯  僑資

事業簡介）（1964年 10月）。 

80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事業簡介――中華毛紡廠〉，《僑資會訊》卷 10期 9、

10，頁 33-34。 

81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事業簡介――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僑資

會訊》卷 10期 9、10，頁 57。 

82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事業簡介――僑泰興麵粉廠〉，《僑資會訊》卷 10

期 9、10，頁 62-63。 

83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事業簡介――中泰賓館〉，《僑資會訊》卷 10期 9、

10，頁 67-69。 

84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事業簡介――中華彩色印刷公司〉，《僑資會訊》卷

10期 9、10，頁 84。 

85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事業簡介――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僑資

會訊》卷 10期 9、10，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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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外銷居同業首位」。86這些企業至今仍是臺灣知名的企業，可以想

像在當時僑資館的展出，僑資企業所希望展現他們在臺灣產業發展的進

步形象。 

整體而言，此次僑資參展的紡織、食品、觀光、交通、育樂、文化、

金融、化學、建築、機械、中藥等 11 種產業，多是臺灣 60 年代前後由

進口替代轉為出口替代的經濟轉型時期的火車頭產業，誠如〈從經建展

僑資館看僑資事業〉一文所言，「去年我國對外貿易，首次由入超轉為出

超，這種輝煌的成就，是祖國近年經濟建設的成果，而僑資事業之貢獻

亦甚大。以 52 年計算，僑資產銷情形，總銷售量為內銷共值 6 億 2,560

萬元，外銷共值美金 960餘萬元。……此外，僑資事業 52年度繳納稅捐

總金額新臺幣 7,760萬餘元，容納就業員工人數 1萬餘人，也是對祖國經

濟之重大貢獻。」87 

另一方面，從 93名籌備委員名單中，目前可查出其與僑資企業有關

的計有 7名，包括陳其志（僑資事業協進會理事長，南僑化工董事長）、

汪竹一（工總秘書長，勤益紡織董事長）、林國長（臺灣區麵粉工業同業

                                                 
86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資事業簡介――嘉新水泥公司〉，《僑資會訊》卷 10

期 9、10，頁 100。 

87 黎明，〈從經建展僑資館看僑資事業〉，《僑務月報》期 147（1964年 11月），頁 27。此

外，民國 61年，主管僑外投資的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才開始對僑外投資事業營運狀

況及對我國經濟發展貢獻進行調查及研究，至 63年以電子計算機處理資料後，相關數

據才逐漸完備。今舉 60年代若干數據，以了解當時僑資對臺灣經濟發展貢獻的梗概。

民國 64年，僑資事業佔全國出口金額的 6.38%；每百萬美元僑資創造了 261個就業人

口；僑外資創造的國民生產毛額（GNP）為 988萬美元，佔國民生產毛額的 6.85%（其

中僑資約佔 1/3），參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編，《僑外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及對我

國經濟發展貢獻分析報告（民國 71 年）》（臺北：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1982 年 12

月），頁 2、11。薛琦，《僑外投資對我國經濟影響之評估》（臺北：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1986 年），頁 41。相較於 60 年代，各方面資源及條件均匱乏的 50 年代，臺灣

經濟更依賴僑外資的輸入情況下，相信僑資對臺灣經濟貢獻度應較 60年代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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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常務理事，僑泰興董事長等）、陳能才（臺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中華毛紡董事長）等 4 名為常務理事，且陳其志以僑資事業團

體負責人身份在名單中排序常務委員第 1 位，也可見僑資事業在當時工

商界的份量，其他 3 位則依序是第 7、16、24 位；林繼庸（僑資事業協

進會秘書長）、袁璧趙（臺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鴻福紡織董事

長）、江永祥（臺灣區皮革加工同業公會理事長，中國皮鞋董事長）等 3

名為委員。88這 7人中，汪竹一尤為此次展覽會及促成僑資館的關鍵人物，

他不但擔任此次籌委會的秘書長，實際負責整個展覽會的籌備工作，而

且他與僑資事業團體關係密切，不但本身為僑資事業勤益紡織公司負責

人，此次僑資館列為第 2館及徵求參展廠商，均由其出面奔走促成。89此

外，在展出場地方面，最初亦由其出面商借僑商領袖林國長（僑泰興麵

粉廠、中泰賓館、中華體育館等企業負責人）新建成的中華體育館為展

場中心。90而陳其志及林繼庸是以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理事長及秘書

                                                 
88 「為聯合籌備舉辦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檢送紀錄計劃綱要及組織規程等

項」，附件「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委員名錄」，《經合會檔案》，

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3月 11日。 

89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53 年經建展覽會本會籌備僑資館〉，《僑資會訊》卷 10

期 6、7（1964年 7月），頁 23。 

90 林國長，泰國潮州華僑，16歲由潮赴泰依親謀生，16年間白手起家，擁有金行 4家，

另有匯兌、當店、批局合金行共 7家，執泰國金行業之牛耳。民國 40年，響應政府號

召，在臺灣成立僑泰興麵粉廠，是當時臺灣最大最新的麵粉廠。時臺灣民間社會瘋迷

於籃球運動，52年全國籃委爭得第 2屆亞洲盃籃球錦標賽的主辦權，將於是年 10月在

臺比賽，不意三軍球場，奉命拆除，籃委頓失比賽場地，焦急之中，主委求助於林氏，

林氏不諳體育，仍慨然允諾，將位於南京東路自有私地 1500坪另向鄰地購得 1500坪，

合計 3000餘坪，獨資興建，因時間急迫，林氏乃將正興建中的中泰賓館建材、工人全

部移用於中華體育館，5 月動工，10 月完成，建成佔地 3000 餘坪，建築面積 1000 餘

坪圓形圓頂的室內籃球場，內可容納 1 萬 2 千人，是當時亞洲最大的室內籃球場。林

氏此舉，聲譽鵲起，當選該年度好人好事代表。見林東昇，〈林國長先生逝世一週年紀

念〉、〈中華體育文化活動中心〉，朱蔭松主編，《林國長先生紀念冊》，頁 152-15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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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身份進入委員名單中，其他 4位則是以該產業的同業公會理事長（3

名）、常務理事（1名）的身份進入委員名單中，顯示了在民國 53年時，

臺灣的工商界各行各業中，僑資企業至少在 4個行業中居於領導階層。 

此外，此次展覽會籌備單位也設有產品評選委員會，如附件 1 組織

編制表，有系統、有組織的對同類產品進行評比，評選委員會特別製定

了「獎勵辦法」，其產品獎的獎勵標準如下： 

（一） 凡產品品質、設計包裝（特別注意於新設計之發展）及說

明、產銷實績（最近兩年來之產銷實績，尤其注意外銷實

績）3項，經評選委員會俱評為甲者，給予特等獎； 

（二） 以上 3項中 2項經選為甲者，給予最優等獎； 

（三） 3項中 1項經評選為甲者，給予優等獎； 

（四） 3項中 2項以上經評選為乙者，亦給予優等獎； 

（五） 3項俱被評為丙、或僅有 1項經評選為乙，其餘均為丙者，

給予紀念獎。91 

而在評選委員分組評選時，委員會特別編制了一份制式「產品評選

表」，其內容包括產品有無商標？已否辦理商標登記？原料來源？近兩年

內、外銷的量與值（US）？是否與國外技術合作？是否有品質管制及檢

驗制度？是否已申請㊣字標記？產品包裝係自行設計抑或模仿國外設

計？是否聘有專任設計人員？等等欄位，92供評選委員填寫。這一制式規

                                                 
91 「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產品評選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議

程」，附件「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獎勵辦法」，《經合會檔案》，16-26-1

〈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10月 1日。 

92 「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產品評選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議

程」，附件「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獎勵辦法」，《經合會檔案》，16-26-1

〈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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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其實質意義即在建立工業標準化流程，而在這一評選過程中，如附

件 3 所示，僑資企業分別獲得特等獎 10 家，最優等獎 14 家，優等獎 9

家，代表僑資企業產品的品質獲得此次評選的肯定。但遺憾的是，在檔

案中未見到整體評選的結果，以致未能與臺資企業產品作比較。 

最後，在僑資與臺資關係上，薛琦在討論僑外資時，認為雖按投資

人身份可分為華僑與外國人投資，但都屬於外資性質。93一般在討論外資

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論著，也都是以僑外資並列的方式呈現，94但劉進慶在

討論華僑資本時，雖認為僑資應屬外資的一種，但因特殊的政治經濟交

錯，使得僑資的屬性非常模糊，他把僑資界定為「有特殊性質的外國資

本」。95而這一模糊的邊界，使得僑資得以游移於兩者之間，一方面藉由

外資性質之便，享有臺資所沒有的各種優惠，96另一方面其企業投資及所

生產的產品，又以「國貨」之姿暢銷於國內巿場。時任職於僑委會第三

處主管華僑回國投資業務的定治中即認為：「在政府心目中，僑資是長期

的可靠資金來源，與國內民間資金居於同等重要地位。因為僑胞與國內

人民俱為中國國民，對國家經濟建設，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除了居留

地址不同外，僑胞與國內人民並無什麼不同。……目前國內有不少的民

營企業，都有僑資參加合作」。97換言之，就是把僑資視同於國內民間資

                                                 
93 薛琦，《僑外投資對我國經濟影響之評估》，頁 1。 

94 相關的著作甚多，請參考薛琦，「在台外人投資的實證研究」一節，《僑外投資對我國

經濟影響之評估》，頁 12-15。 

95 劉進慶著，雷慧英譯，《戰後臺灣經濟分析》，頁 249。 

96 華僑回國投資主要的優惠在於〈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中所規定的第 3 條出資種類可以

由國外輸入其他物資（後修訂為准許進口類出售物資）、第 11 條投資人每年所得之淨

利或孳息申請結匯，及第 13條免於徵用或收購等方面，該條例經多次修改，但優惠措

施變更不大。參見許馨燕，《華僑在臺投資之檢討（1952-1989）》，「附錄 8：〈華僑回國

投資條例〉歷次修訂條文對照表」，頁 1-9。 

97 定治中，〈鼓勵投資的新猶〉，《僑資會訊》卷 11期 1（1965年 1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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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從這一角度觀察僑資進入臺灣的過程，僑資與臺資幾無不同，僑

資可以非常容易的融入本土產業中。另一方面，當時無論是政府、產業

還是民間觀感，似乎也從不認為僑資是外資，以這次展覽為例，其〈計

劃綱要〉第一條開宗明義：「中華民國工商界為宣揚經濟建設成果，配合

觀光事業，拓展國際貿易市場，提高經建產品水準，喚起全民愛用國貨，

達成國內經濟全面繁榮之目的，特聯合舉辦『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

果展覽會』」。98陳誠副總統在揭幕致詞的標題，亦明謂：「推出優良國貨，

贏取外銷勝利」，99僑資企業的產品在一片愛用「國貨」的氛圍中，輕易

的越過「本土化」的階段，這也驗證了「商人無國界」的本質。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於 54年元月 5日圓滿閉幕，就可見的成果而

言，誠如主委束雲章在閉幕式所說：「在 3個月的展出期間，中外觀眾達

220萬人，包括來自 41個國家地區的外賓及僑團 1萬 5千餘人，國際貿

易人士和僑商直接與該會洽談貿易統計，共有 18 個國家地區，3 百餘人

洽談貿易，40人已向參展廠商進行訂購產品，成交金額相當可觀，可見，

舉辦商展對拓展外銷有極大幫助。」100而在僑資館方面，據僑資事業協

進會所述，「每日湧進了參觀人潮，來自泰國、菲律賓……等 15 個國家

地區海外僑團領袖 1500餘人，由僑委會派員陪同入館參觀，他們對祖國

經濟建設進步，和工業產品精良，感到欣慰。許多僑領表示願在祖國投

資。……對僑資事業之成就，均甚表贊揚。自開幕迄 11 月 16 日止統

計，參觀人次共 96萬餘人，預計至 11月 30日止，參觀人士將有 150餘

                                                 
98 「為聯合籌備舉辦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檢送紀錄計劃綱要及組織規程等

項」，附件「中華民國 53 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計劃綱要」，《經合會檔案》，16-26-1

〈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3月 11日。 

99 〈陳副總統勉工商界  檢討自己力求進步――推出優良國貨贏取外銷勝利〉，《聯合報》

1964年 10月 7日，01版。 

100 〈經建展覽閉幕〉，《聯合報》1965年 1月 6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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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101僑委會亦為了報導僑資實況，將拍攝僑廠照片運海外展覽。102

該展覽會除了發揮政府預期中的宣示國力外，亦達到吸引僑資回國投資

的實際效果，以 53年之後申請核准的華僑投資來看，投資的件數與金額

均呈大幅度增加，民國 53年核准的件數為 28件，金額 800.7萬美元，至

民國 57年增至核准 203件，金額 1,834萬美元，民國 60年雖僅核准 86

件，但金額卻增加到 3,780.8萬美元。10350年代投資數量的增加，雖不可

獨謂此次展覽之功，但在宣傳政府經建成果、招徠商機及僑資事業的成

就三方面，此次展覽會的確營造了官、商、僑資各蒙其利的效果。 

伍、結語 

「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可以說是政府遷臺後所舉辦

的一場規模最為盛大的展覽會。它初始從一個民間主辦的「商展」，在政

府積極「輔導」下成為規模宏大的「博覽會」，無論從政府介入之深刻、

經費挹注之龐大、場址的規模、參展廠商的數量及展期之長，在在顯示

展覽會是一個政府有意識的展現其經濟實力的場合。陳誠副總統在開幕

時說：「知道自己可以做，知道自己不會比人家差，……有了這種信心的

建立，比什麼都寶貴。」104而當天的媒體亦以「工業起飛的奠基典禮」

                                                 
101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館內每日湧進人潮，對僑資事業成就甚表贊揚〉，《僑資

會訊》卷 10期 11（1964年 11月），頁 38。 

102 中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編，〈僑委會為報導僑資實況，拍攝僑廠照片運海外展覽〉，《僑

資會訊》卷 10期 11（1964年 11月），頁 38。 

103 高辛陽、黃慶堂等，《僑外投資對我國經濟成長衝擊之研究》，經濟部 79年度研究發展

專題，編號 79013 號（臺北：經濟部，1990 年），「表 31 核准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分年

統計總表」，頁 20。 

104 〈陳副總統勉工商界  檢討自己力求進步〉，《聯合報》1964年 10月 7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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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此次經建展的註腳。105從國力的展示以提振國民信心而言，這一次

的展覽會無疑是成功的，它可以說在國民的心理上打了一劑強心針，而

能自信的大步向前邁進。 

而經建展中「僑資事業館」，在此次展覽會中有其特殊之處。首先，

它與其他的展館的屬性不同，其他展館是以產業的屬性分類，106而僑資

館是以一特殊群體――華僑的企業做為展館主體，顯示這一群體在當時

臺灣經濟中的獨特角色。僑資事業除經濟的投資效益外，更具有對海外

華僑作政治的招喚意義，從經建展刻意安排在華僑回國最多的 10月慶典

時期，及僑資館的位處要衝，即可見其除展現「華僑事業的成就」外的

政治號召意圖。另一方面，在僑資館陳展的各個僑資事業，多為其產業

中佼佼者，而參與經建展的各個職業公會領導人，亦有多位是僑資企業

負責人的情況，亦展示了 50年代臺灣經濟發展中，僑資事業在許多產業

中領頭羊的角色，這一部分值得更進一步的探討。最後誠如李國鼎對此

次經建展的期許：「社會力量的發揮，才是進步的最確切保證」。107而僑

資館所展示的僑資企業產品的優良，確實是海外華僑力量對臺灣經濟發

展的發揮，亦是僑資企業參與、見證了在臺灣經濟發展中重要的轉折過

程。 

                                                 
105 〈社論：工業起飛的奠基典禮――祝望今天揭幕的經建成果展覽會〉，《聯合報》1964

年 10月 6日，02版。 

106 如前所述，經建資料館、僑資館、國際館是此次展覽會三個特別館，經建資料館是政

府部門施政成果展館，國際館是外國產品觀摩館。而其他獨立館都是以產業性質做為

分類。 

107 「為請賜撰宏文，俾刊「經展指南」卷首由」，附件李國鼎，「寫在經濟建設成果展覽

會之前」，《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民國 53年（1964）8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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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組織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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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為聯合籌備舉辦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檢送紀錄計劃綱要及組織規

程等項」，附件「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計劃綱要」，《經合會檔案》，16-26-1〈經

濟建設成果展覽會〉，1964年 3月 11日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五十二期 

120 

附件 2：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展覽場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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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為聯合籌備舉辦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檢送紀錄計劃綱要及組織規

程等項」，附件「中華民國 53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手冊，《經合會檔案》，16-26-1〈經濟

建設成果展覽會〉，1964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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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參展之僑資企業名單 

企業

類別 
企業名稱 

負責人 

姓名 
特等獎 最優等獎 優等獎 備註 

紡織

工業 

大東紡織 李宗元  ◎ ◎  

中華毛紡 陳能才 ◎ ◎ ◎ 
毛紡公會理事長 

籌委會委員 

申一紡織 王雲程 ◎ ◎ ◎  

東和紡織 鄭旺  ◎   

益新紡織 張敏鈺     

勤益紡織 汪竹一 ◎  ◎ 

工總秘書長 

籌委會常務委員兼 

秘書長 

福星製衣 王雲程     

鴻福紡織 袁壁趙    
絲織公會理事長 

籌委會委員 

食品

工業 

中印製茶廠 吳子路     

中興溶劑製油廠 李泉生     

同興食品工業 陳水旺     

全球企業 林派秀     

味全食品 黃烈火 ◎ ◎ ◎  

華僑民生農牧開發 馬駿 ◎ ◎   

華成工業 陳植津 ◎ ◎   

觀光

事業 

中國大飯店 

（三信企業） 
林淑祺     

中泰賓館 林國長    

麵粉公會常務理事 

籌委會委員 

尚未營業 

統一大飯店 

（東興實業） 
蔡章錶     

交通

事業 
德和輪船 吳仲亞     

育樂

事業 

中山兒童樂園 

（臺灣育樂事業） 
蔡君章     

文化 中華彩色印刷 侯彧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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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類別 
企業名稱 

負責人 

姓名 
特等獎 最優等獎 優等獎 備註 

事業 僑聯彩色印刷 黃金城     

金融

事業 

友聯產物保險 黃秉心     

華僑產物保險 施性水     

華僑人壽保險 洪開年     

華僑商業銀行 蔡功南     

化學

工業 

東南碱業 張子良     

南僑化工 陳其志  ◎ ◎ 
僑資事業協進會理事長 

籌委會常務委員 

啟信實業 陳啟猛     

國寶製煉油漆油墨 張偉才     

建材

工業 

亞洲水泥 應鶴山 ◎    

高雄合板 薛雄傑     

嘉新水泥 張敏鈺 ◎ ◎   

源泰利化工 鄭松初  ◎   

機械

事業 

中國農業機械 杜壽俊     

中南 王松泉     

中藥

事業 
臺灣聯華藥業 曾英帆    以上於僑資館 

       

 中國人造纖維  ◎ ◎ ◎ 於人造纖維館 

 裕順塑膠   ◎   

 聚寶玉器擺件裝飾   ◎   

 臺灣美琪化工    ◎  

 中國皮鞋 江永祥    

皮革加工公會理事長 

籌委會委員 

以上 4 家應於其他館或

銷售部 

資料來源：依《僑資會訊》，卷 10期 9、10 

（本會十週年紀念特輯  僑資事業簡介）（1964年），頁 30-126統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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