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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蔡政府 2020 選前拋利多政策的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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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為了爭取連任，其行政團隊近日不斷慷納稅人之慨，「大撒錢」

發放利多，似有以「政策換選票」之嫌，讓民眾持續享受小確幸，藉以讓民眾降

低甚至忘記過去 3 年多來對蔡政府的不滿與痛苦。然而，當絕大多數民調顯示蔡

英文總統 2020 選情加大領先差距時，近期蔡政府仍不斷釋出政策利多，恐怕更

體現出其對選情與民調領先的心虛。 

 

選戰要贏，勢必要設法爭取更多民眾的認同，大量提出利多政策當然是快速

的捷徑。蘇貞昌回鍋閣揆，為了扭轉去年底「九合一」敗選的頹勢，推出第一炮

「減稅大紅包」，讓年所得未到新台幣 40.8 萬者免稅，此份「幸福感」隨即反映

在施政滿意度的調查中，成為第一名的政績。接著，又一口氣拿出成家育兒三策，

包括：2 至 4 歲育兒津貼，每胎每月補助 2500 元新台幣；準公共幼兒園月繳不

超過 4500 元；以及針對 20 到 40 歲的單身青年、新婚家庭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

庭，每月 2600 元至 5000 元不等的「租金補貼」。這些舉措的確也鞏固不少年輕

選票。蘇內閣更加碼推陳出新，連遊客逛夜市都有 200 元的補助。 

 

隨著 2020 大選的日益迫近，由於陸客來台日益減少，使得觀光業者一片哀

嚎，交通部乃推出 36 億元新台幣的擴大秋冬補助計畫，經濟部、文化部、教育

部及農委會等接著加碼 10 億元新台幣的國民旅遊獎助，還將腦筋動到小學的校

外教學，簡直是「部會總動員救觀光」。只不過，蔡政府提出的遊覽車百億融資

或秋冬國民旅遊補助等方案，都是「見樹不見林」的短期消費，根本無濟於事，

此種補助不僅損害財政，更扭曲觀光市場的正常運作，更何況杯水車薪能撐得了

多久？ 

 

又，教育部學前教育經費暴增 300 億元新台幣，補助娃娃車舊換新每輛 30

萬元，在未來 10 年每年將耗費 1.6 億元；大學生住宿補貼、宿舍軟硬體設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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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在未來 5 年將耗費 50 億元。這些撒錢的行政措施，年限超乎蔡政府的任期，

是否符合預算法及財政紀律法之規定，實在不無疑問。 

 

再者，環保署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將耗費 20 億元，交通部對出

租車汰換，每車補助 15 至 35 萬元，兩年大約 26 億元的大量撒錢的行政作為，

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的平等原則、比例原則？頗堪質疑。 

 

尤有進者，閣揆蘇貞昌在未徵詢縣市政府意見的情況下，擅自宣布廢除屬於

地方稅的「印花稅」，侵害地方的財政自主，已被視為夾帶選舉考量的買票策略。

取消印花稅，一方面是為了討好工商企業，製造蔡政府「拼經濟」的印象，以換

取企業財團在 2020 大選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箝制目前在地方占優勢的

15 個藍軍縣市，掐緊其財源以脅迫他們聽命蔡政府。 

 

更令人驚訝的是，高鐵南延案爭議多年未決，適逢 2020 大選選情加溫，行

政院竟能先放消息，指稱蘇閣揆將到屏東視察，再由蘇現場宣布高鐵確定將延伸

至屏東。如此重大的交通建設，在各項評估都尚未取得共識的情形下，蘇竟可以

視為政績，且「分兩次」大搞文宣、自吹自擂，如此毫不避諱、遮掩的政策買票，

真令人嘆為觀止。從業界的冷淡反應及學者專家的質疑，即可知悉此為一急就章

的政策。先不論能否回收成本，光就運量及財務評估均清楚顯示，若不能延伸到

屏東縣中心或旅遊熱點墾丁，則高鐵南延到屏東的效益其實不大。無怪乎，高鐵

的股價日前一早開盤就率先趴地，足證投資人也紛紛都不看好。 

 

要言之，從蔡政府在這段期間所端出的政策即可看出，蔡政府已完全不顧財

政紀律原則，因為先確保可以勝選連任，方為重中之重。現階段蔡政府推出這麼

多很可能債留子孫的政策，雖能有效吸引選民的目光，甚至爭取到選票，但對台

灣卻將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換言之，只一味想在 2020 大選前凸顯其政績，至

於高鐵南延的運能之經濟效益不但不彰，也會債留子孫，卻完全不在其考慮範圍

內。由此可見，若政策明顯短視近利，甚至只是討好某部分選民，恐怕跟買票的

投機行為沒有兩樣。 

 

其次，分析蔡政府加碼老農津貼及國民年金，一切為勝選連任考量。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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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下鄉造勢，多次提到蔡政府正在規劃「農民退休制度」，農民除享有老農津

貼，也能領取「退休金」，預計有 110 萬名農民受惠。然而，根據農委會的統計，

台灣農業人口只有 55 萬人，為何蔡政府卻要用退休金制度照顧 110 萬名農民？

尤其，蔡政府此次為了爭取勝選連任，乾脆宣稱要研擬與國民保險整合，讓農民

的農保年資可以轉換累計國民年金年資，也就是可以同時領取老農津貼及國民年

金，讓老農月領金額一下子接近一萬元新台幣。 

 

問題是，蔡政府近期大肆發放各種旅遊、租屋、育兒津貼，頻遭各界質疑是

利用利多政策「買票」，掏空人民的口袋去施捨其個人的恩惠。蔡政府卻辯稱，

其政府今年達到了不尋常的「財政平衡」。然而，農民退休金制度的規劃，除證

實「政策買票」為真，也戳破她遵守「財政紀律」的謊言。 

 

台灣如果只有 55 萬名農民，為何蔡政府竟要發出 110 萬人的老農退休金？

說穿了，這 110 萬名農民中，至少有 55 萬人是「幽靈農民」，他們從未實際從

事農耕，卻鑽制度的漏洞，利用農保取得「偽農民」的身分，只為領取蔡政府發

放的老農津貼。 

 

尤其，如果不是農民卻偽裝成農民，如果不是弱勢者卻假裝成弱勢，那麼他

們瓜分的資源就會影響其他弱勢族群應得的照顧。台灣只有 55 萬名農民，但目

前每個月領取「老農津貼」的人數已高達 60～70 萬人，每年要花掉政府 500 多

億元新台幣的預算。現在蔡政府卻說這還不夠，還要加碼對更多人發放農民退休

金，真是不可思議。至於台灣居然仍有百萬名農民需要照顧，主要是民進黨及蔡

政府不斷加碼老農津貼，在審查農保資格時又不斷放水，導致「假農民」激增。 

 

又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日前在「全國農業會議周年」上宣布，合法承租公有河

川地農民的繼承人，也可參加農保，也被各界批評在未建立行政可操作的農民認

證標準前，就在 2020 大選前夕拋出此項政策，特別是農委會對這些繼承人數尚

無統計的情況下，根本就是選舉拉票行為。 

 

再進一步言，「老農津貼」長年被視為錢坑，但「老農津貼」是福利，國民

年金是社會保險，兩項制度設計實在迴異。而此次蔡政府規劃，「老農津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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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還可和國民年金併領，恐讓原已畸形的制度更加凌亂複雜，也會讓繳費率

低、長期財務不平衡的國民年金增添隱憂。因此，蔡政府與其選前喊話，不如跨

部會務實檢討，才能讓老年照顧体系更加完善。 

 

再補充一下先前談過的高鐵南延案，閣揆蘇貞昌拋出 2020 大選的天價支票，

宣布高鐵南延至屏東，堪稱動用 600 多億元新台幣的公帑為蔡英文打造勝選連任

的列車。即使經過多次專家評估均認為不宜，不論是「900 億元省 9 分鐘」或「600

億元省 30 分鐘」，在在均顯示經濟效益太低，且財務負擔依然無解。儘管蘇閣

揆在宣布時辯稱是為了提升台灣的整体競爭力，但各界看到的，只是一個為選舉

的近利而隨意揮霍的蔡政府，卻看不出這 600 多億元投資能提升多少競爭力？尤

其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在專家學者乃至該案審查委員一致反對之下，蔡政府仍大

剌剌地做出「非做不可」的決定，可見其「政治凌駕專業」的舉措，完全不在乎

債留子孫。 

 

總之，試觀今年以來蔡政府大手筆的「補貼」，交通部對國內、國外旅客的

補貼大放送，名為協助觀光產業，實則為掩飾其兩岸政策失敗導致觀光業的衰退，

讓蔡政府可以拿「來台觀光人數還是成長」的藉口來應付外界的指責。再者，對

返台投資的台商無設限的補貼利率，給予廠商幾近零利率的优惠；至於各種社會

福利補貼的增加，就更不在話下，明年社會福利的支出一口氣增加 325 億元新台

幣居各項政事之冠即為明證。 

 

最後，從稅改開始的減稅，到台商資金回流的租稅大赦，取消印花稅又未提

替代財源等，則如此行事有什麼財政紀律可言？事實上，蔡政府幾乎從上台以來

到明年編列的預算，幾乎都是充斥著這種補貼、減稅的「選舉預算」。尤其，當

蔡政府也意識到當前選舉民調的領先可能只是一時的虛幻，乏善可陳的施政績效

終究必須設法補救，於是大開選舉支票撒錢就成為支撐蔡英文支持度的特效藥了。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