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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震后，有没有对公共建筑质量的质疑？是否涉及诉讼？对台湾年当局财政拨付和民间捐款的使

用，如何监督？ 

发生在 1999 年的台湾九二一大地震，里氏规模 7.3 级，波及五县市，造成 2347 人死亡，其灾后重

建工作延续至今。近十年来，九二一大地震是台湾公共记忆中的噩梦，也是台湾备受瞩目的重大社

会议题之一。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了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金会基金会的执行长，台湾大学生物产业机

电工程系教授谢志诚。 

 

南方周末：9·21 地震发生当时，台湾作出哪些应对措施？ 

谢志诚：9 月 21 日当天“行政院＂宣布了 15 项救灾援助及善后措施，包括死亡者每位发放救助及

慰问金 50 万元、以及受灾户原有房屋担保借款部分本金延展 5 年等。第二天（9 月 22 日），“央

行＂宣布提拨邮政储金转存款 1,000 亿元，供银行办理灾区民众购屋、住宅重建或修缮贷款。9 月

23 日，第一批慰问金及救灾款项 50 亿元拨付至地方。“行政院＂征调学校、体育馆、军营，供灾

民临时安置，并紧急采购帐篷。 

9 月 25 日，当局发布紧急命令，宣布了救灾应急措施，包括在 800 亿限额内发行公债或借款等。  

南方周末：9·21 地震发生后，台湾当局开展救灾重建工作的依据是什么？法律层面怎样应对？ 

谢志诚：与台湾最接近、法令制度相仿、又有震灾重建经验者，就是日本。台湾在 9·21 后所拟定

的因应措施与重建政策，有相当高的比例是参考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依据

“阪神．淡路大地震复建振兴基本方针及组织法的立法精神，制定任务性与限时性的特别法“9·21

震灾重建暂行条例＂。 

在地震之后第五天，李登辉“总统＂经行政院会议决议发布“紧急命令＂，施行期限至 2000 年 3

月 24 日止。安置工作告一段落后，进一步提出“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 

鉴于灾后重建工作所牵涉层面甚广，决定于三个月内，完成制定 9·21 特别法。特别法的制定除了

带给灾区民众安全感与信赖感，使灾民可以理解当局的责任与承诺外，还有许多具体规定，确实有

助于灾后重建工作的推动。 

南方周末：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金会（以下简称九二一基金会），是在怎样的具体背景下出

现的？对于震后重建，起到了怎样的作用？ 



谢志诚：9·21 震灾后，台湾当局开立“九二一赈灾专户＂对外募款。救灾阶段累计收到的 339 亿元

捐款，有 140 亿捐至此处。为此，“行政院＂在 1999 年 10 月 13 日邀请社会人士与相关单位组成

九二一基金会，管理运用当局劝募捐款，投入重建。当时的决策过程已无从考据。不过，从后来的

发展结果来看，不失是一种好的选择。 

基金会执行了 32 项重建计划或专案。140 亿善款中，除指定用途捐款近 12.3 亿，一般用途捐款近

129 亿，支出超过 140 亿，除了回收现金约 49 亿，还保有不动产约 4.8 亿，举例来说，基金会至今

拥有其主持重建的一些大厦的房产，多为房型、朝向不佳、乏人问津者。另外还保有存款余额和利

息收入共计近 5.5 亿元，资金运用率达 111.85%，而且回收后可以再运用。相较之下，台湾当局在

2123 亿新台币中编列 578 亿新台币的住宅重建预算，最后却因计划难以执行而删除或缩减预算资

金至少超过 300 亿新台币。 

南方周末：迄今为止，9·21 震后重建，投入了多少资金？ 

谢志诚：经过一次追加（减）预算、一次总预算编制，及先后两期特别预算编制，“立法院＂共计

通过重建经费 2124 亿新台币。 

南方周末：九二一震后重建的资金，怎样分配使用？ 

谢志诚：住宅重建约占 65％，生活重建约占 16％，其它费用约占 19％。 

南方周末：对台湾年当局财政拨付和民间捐款的使用，如何监督？ 

谢志诚：九二一基金会成立之后就不再主动对外募款，但对于小额捐款并未拒绝，并且一直透过网

站对外公布业务内容与捐款流向。 

除了 2000 年 3 月 24 日前的紧急命令限期内当局简化经费拨款流程外，相对的稽核制度与重建阶段

的经费拨款流程及稽核制度，与其它常态性的政务是完全一样的，并没有特别的规范，导致灾后已

经快九年，台湾当局还对部分乡（镇、市）公所于紧急命令限期内所花掉的钱有意见，要求地方把

钱缴回来，让地方头痛不已，几次协调好像也没有通融的空间。 

近年来，对于台湾当局防弊的声音越来越多于兴利的鼓励，导致台湾当局的经费拨款流程与稽核制

度有越来越严苛的趋势。 

相对而言，民间团体在运用民间捐款时就比起当局部门来得有弹性，但稽核制度就无法像当局那么

严谨，而是必须靠内部约束力与外聘会计师的查核机制，以及公开而透明的责信程序来累积其社会

公信力，因为一旦被外界质疑，它就无法在社会上立足。 

因此，针对灾后拨款与善款的使用与效率，并无特别的稽核与保证制度，因为这些制度是得靠承平

时期建立起来的。若还没有这些制度，面对灾难、面对爱心，快速建立制度是一种负责任的态度。 

南方周末：9·21 震后，有没有对公共建筑质量的质疑？ 

谢志诚：9·21 震灾中，学校震损的画面透过媒体不断的传播，导致各界对于“建筑质量＂的质疑，



震灾后，当局在第一时间即邀请专家学者就“台湾地区震区划分调整＂、“提升震区水平加速度系

数＂、“研订学校建筑规划设计规范＂与“修订建筑物耐震设计规范＂等于 2000 年 12 月底前提出

应对措施，成为尔后相关法律修正、建筑设计与建筑执照审查的依据。新的规范提高建筑结构耐震

安全性，也相对地提高建筑成本。     

南方周末：是否涉及诉讼？ 

谢志诚：921 后，当灾民回头检视住宅质量时，发现住宅兴建过程有不当之处，决定对负责建筑执

照审查机关或建筑师或建设公司或营造厂商提起追究责任之诉，并申请赔偿。例如位于台中县东势

镇的“王朝一期＂与台北县新庄市的“博士的家＂即是要求建筑商赔偿，并获得赔偿，位于台北市

的“东星大楼＂就分别对负责审查建筑执照的台北市当局与该大楼一、二住户第一商业银行提起赔

偿。 

当局透过《九二一震灾重建暂习行条例》的立法，鼓励受灾户循司法程序讨回公道。 

相关内容主要包括：灾民就建物毁损，对建筑企业提出民事诉讼，可暂时免缴裁判费，若有声请假

扣押时，可免提供担保。若有申请强制执行时，亦可免缴执行费。因诉讼而必须对建筑物进行鉴定，

所需费用由当局负担。各级当局应协助灾民进行诉讼。 

南方周末：9·21 大地震后，台湾法律体系在重大灾害应对方面有何改进？ 

谢志诚：9·21 大地震后，在法律体系内源自灾后检讨而加速讨论通过的法案主要有灾害防救法和公

益劝募条例。 

南方周末：重建规划是否涉及到对产业布局的调整？ 

谢志诚：1999 年 11 月 9 日，地震后第三个月，台湾当局公布“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宣示整体

重建计划内容，其中包括“产业重建计划＂。整体来看，并无涉及整体布局的调整。 

9·21 震灾后，全球性经济景气欠佳，针对灾区的产业重建计划并不如预期中顺利，于是顺着特别预

算的编列与调整，于 2003 年起陆续办理了“重建区振兴计划＂及“重建小区产业活力再现＂等 15

项计划，增加区内就业机会，安顿灾民生活。在工商业方面，协助受灾企业申办“｀行政院＇开发

基金 500 亿元震灾优惠贷款＂，办理重建区企业优惠贷款信用保证，协助受灾企业解决担保品信用

不足问题。 

在职业训练与就业服务方面，开办小区职训教室，推介灾区民众应征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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