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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左上：資源回收做的好，環境保護沒煩惱  

2009 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第 1 名，得獎者廖苑淨就讀南投

縣竹山高中，作者以「資源回收車」構圖，利用回收物資堆疊高

度呈現回收成果，「回」字設計與回收標章巧妙結合，深具巧思。 

右上：迎戰不景氣，你做了哪些改變? 

2009 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第 3 名，得獎者為就讀桃園縣育

達高中的張雅涵及陳藝文同學，運用活潑的插畫，表現出大眾迎

戰不景氣的各種方式與統計數據，使沉重的主題頓時呈現出樂觀

進取的視覺效果。 

左下：全球暖化加速北極融冰 

2009 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第 2 名，得獎者為就讀基隆市二

信高中許慧君同學，利用企鵝與冰山的大小，表達北極融冰面積

的狀況，並以經緯線代表年代，巧妙呈現統計圖之社教意義。 

右下：台灣東部國小學生飲食與口腔清潔習慣 

2009 統計圖競賽社會組第 1 名，得獎者老穎欣就讀銘傳大

學，作者以甜甜圈造型表現圓餅圖概念，結合國小學生口腔清潔

習慣之題材，使強調「口腔衛生」的主題更接近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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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航空運輸業營運概況 

林映君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科員 

壹、前言 

我國航空運輸業受全球景氣變化、油價劇烈波動，以及高速鐵路加入營運的影響，近年

來營運顯著變化，本文即探討國籍航空公司之營運概況。 

貳、國籍航空公司營運概況 

一、客運方面 

隨著國內陸路運輸便捷，近十年來國內航線之載客人數除93年因SARS陰霾遠離而呈現正

成長，並回復1千萬人次的水準，餘各年均呈衰退，尤其自96年高速鐵路加入營運後，載客人

數明顯下滑，96年及97年減幅均逾2成，98年續減7.0％，今（99）年上半年則止跌回升，較

上年同期增6.1％。在國際航線方面，92年因SARS疫情影響，載客人數減11.6％，93年起營運

情況好轉，97年則受全球金融風暴衝擊，載客人數降為1,719萬人次，減6.9％，98年下半年

起隨國際景氣復甦，載客人數逐漸增加，今年上半年達1,017萬人次，較上年同期擴增21.4

％；併計國內航線，今年上半年國籍航空公司客運人數1,251萬人次，增18.2％。 

國籍航空公司客運量 

單位：千人次；％ 

 合計 國內航線 國際航線 

  年增率  年增率  年增率 

89年 26,335 -6.6 13,118 -18.3 13,216   8.7 

90年 25,379 -3.6 12,056  -8.1 13,323   0.8 

91年 24,675 -2.8 10,748 -10.8 13,927   4.5 

92年 22,258 -9.8 9,949  -7.4 12,309 -11.6 

93年 26,174 17.6 10,436   4.9 15,738  27.9 

94年 26,653  1.8 9,571  -8.3 17,081   8.5 

95年 26,692  0.1 8,606 -10.1 18,086   5.9 

96年 24,788 -7.1 6,321 -26.6 18,467   2.1 

97年 22,101 -10.8 4,909 -22.3 17,192  -6.9 

98年 22,340  1.1 4,565  -7.0 17,775   3.4 

99年上半年 12,509 18.2 2,340   6.1 10,169  21.4 

【統計專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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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二、貨運方面 

近年來國內航空營運受到鐵公路經營調整的衝擊，以及高速鐵路開始通車，致飛行班次

逐年減少，連帶影響其貨運運量，加上93年中國大陸與美國簽署擴展航空服務協議，雙方貨

運航班大幅增加，我國業者承攬轉口貨物競爭加劇，94年至97年貨運噸數連續下降，至98年

始見小幅回升，今年上半年續增1.3％。在國際航線方面，90年因全球景氣下滑影響而呈負成

長，97、98年則受全球金融海嘯重創，貨運噸數分別減少8.5％及10.4％，今年上半年隨國際經濟

情勢好轉，貨運量達92萬公噸，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62.9％；併計國內航線，今年上半年國

籍航空公司貨運量為95萬公噸，激增6成。 

國籍航空公司貨運量 

單位：千公噸；％ 

 合計 國內航線 國際航線 

  年增率  年增率  年增率 

89年 1,159  11.5 51 -6.0 1,108  12.5 

90年 1,122  -3.3 53  4.1 1,068  -3.6 

91年 1,345  19.9 57  7.0 1,288  20.5 

92年 1,481  10.1 53 -6.9 1,428  10.9 

93年 1,754  18.5 55  4.0 1,699  19.0 

94年 1,785   1.7 55 -1.3 1,730   1.8 

95年 1,785   0.0 54 -1.7 1,731   0.1 

96年 1,732  -3.0 52 -2.3 1,680  -3.0 

97年 1,587  -8.4 50 -4.7 1,537  -8.5 

98年 1,428 -10.0 51  2.3 1,377 -10.4 

99年上半年   945  60.3 26  1.3   920  62.9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參、國籍航空公司經營績效 

觀察90年來主要國籍航空公司之營業收入，除92年因SARS疫情及97、98年受金融風暴影

響而呈衰退外，餘各年均呈成長趨勢。在營業成本方面，由於航空燃油為航空運輸業最主要

的投入成本，廠商的營業成本與油價波動息息相關，隨國際燃油價格持續上揚，中油國際航

線航空燃油牌價90年1月為每公升0.23美元，至97年8月已攀升至每公升1.10美元，此後一路

下跌至98年1月每公升0.42美元，之後又呈上漲趨勢。在油價大幅波動下，燃油成本控制不

易，毛利及毛利率亦隨之擺動，90年代初期國際油價尚處低檔，航空公司獲利穩定，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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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維持2位數，後隨油價走揚，毛利及毛利率均明顯下滑，尤其在97年油價處於最高檔時，營

業毛利僅18.3億元，毛利率僅0.8％；今年上半年則隨全球景氣升溫，營業毛利214.9億元，

毛利率達17.3％，較上年同期增12.5個百分點，營業利益亦由連續虧損4年，轉為盈餘126.7

億元。 

主要國籍航空公司經營概況① 

單位：百萬元；％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② 

 
營業費用 營業利益③ 

 毛利率 

90 年 135,315 119,251 16,064 11.9 13,532   2,532 

91 年 156,877 126,242 30,635 19.5 19,952  10,683 

92 年 152,393 127,531 24,862 16.3 19,651   5,211 

93 年 191,967 158,760 33,207 17.3 22,269  10,938 

94 年 209,828 183,762 26,066 12.4 21,864   4,202 

95 年 228,709 206,298 22,411  9.8 22,828    -417 

96 年 231,586 210,138 21,448  9.3 23,284  -1,836 

97 年 227,240 225,415 1,825  0.8 21,801 -19,976 

98 年 188,322 172,139 16,183  8.6 20,298  -4,115 

99 年上半年 124,499 103,006 21,493 17.3  8,823  12,670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附    註：①包括中華航空、長榮航空、立榮航空及復興航空 

②營業毛利＝營業收入－營業成本 

③營業利益＝營業毛利－營業費用 

中油國際航線航空燃油價格走勢 

美元/公升

0

0.2

0.4

0.6

0.8

1

1.2

90年1月 91年1月 92年1月 93年1月 94年1月 95年1月 96年1月 97年1月 98年1月 99年1月

資料來源：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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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98 年下半年以來國際景氣已逐步擺脫金融海嘯陰霾，轉趨復甦，我國今年上半年經濟成

長率更高達 13.1％，由於經濟前景看好，貿易量可望穩定成長，另隨所得增加，有助提高民

眾旅遊意願，若油價維持平穩，今年我國航空運輸業的營運表現料將優

於往年。 

 

由學測社會考科談高中生須具備之政府統計知能  

第 8回  社會安全 

                                              張鳳仁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科員 

壹、綜合說明 

本主題主要介紹社會安全之範圍、特徵及影響； 社會安全之定義主要係提供全民享有健

康、基礎教育及最低限度的生活保障，而最低生活保障包括減輕家庭或個人承受高齡、遺

族、殘廢、疾病、家庭、生育、失業、住宅及貧窮等風險或負擔，在無互惠或個別安排下之

介入措施。 

貳、社會安全範圍 

目前我國社會安全包含7種強制性社會保險(勞工保險、就業保險、軍公教保險、農民保

險及全民健保)、4種年金(軍公教退撫、勞工退休金、國民年金及私校教職退撫)及各級政府

社會救助與福利計畫。社會安全制度基本上有自社會福利轉向社會保險之發展趨勢，有法律

規範的社會安全制度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財源相對較具穩定性。以財源區分，年金、全民健

保及職業別保險係由政府、雇主或被保險者共同分擔財源，具有保險的精神；而各項社會福

利及救助措施則由稅收支應，較傾向福利特質。 

 91 年補考學測第 34 題、94 年學測第 6 題、92 年學測第 6 題為全民健保的財源分擔及意

義；94年學測第 3題、參考試卷第 48題為推動年金的目的。 

【91年補考學測】 

34.建立「社會安全」制度是民生主義的基本主張之一，我國近年來亦積極推行此類政策。請

問下列何者屬於此一範疇？（答案為框線所示） 

(A)推廣行車使用免持聽筒電話               (B)推行全民健康保險 

(C)推廣安全的性知識                        (D)推動社區警民聯防 

【94年學測】 

6.全民健保實施以來，造福不少貧困家庭，但也有人質疑，國家強制人民參加健保、繳交保

【校園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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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有侵犯憲法保障之人民財產權的嫌疑。事實上，大法官會議曾作出解釋：全民健保強

制入保的作法，符合公共利益並不構成違憲。針對此一議題，下列哪些主張可能會被用來

支持大法官會議的觀點？（答案為框線所示） 

甲、保障社會安全是國家發展的方針 

乙、尊重私人財產但不允許資本壟斷 

丙、促進民族健康為國家施政的原則 

丁、人權的保障應依國家需要而限縮 

(A)甲、乙      (B)乙、丁      (C)甲、丙       (D)丙、丁 

【92年學測】 

6.平等是民主的重要內涵之一，請問下列何者才真正體現平等的精神？（答案為框線所示） 

(A)政府以公權力限制出版商對於教科書與參考書的定價上限 

(B)政府發放老人年金，不論當事人財產收入多寡，一律等額獲配 

(C)外籍配偶欲取得本國國籍，其歸化入籍年限依國別地區長短有別 

(D)國人依收入多寡，繳交不同的醫療保費，看病時接受同等的醫療照護 

【94年學測】 

3.台灣地區已逐漸成為一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比例逐年攀升，為落實民生主義 「養民」的

目的，下列哪些措施，有助於達成「老有所終」的理想？（答案為框線所示） 

甲、恢復傳統大家庭的制度     

乙、制定妥善的老人福利政策      

丙、鼓勵三代同堂或三代同鄰      

丁、老人年金發放年齡降至五十歲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參考試卷】 

48.由於我國社會結構隨著子女數的減少和家庭觀念的改變，相互扶持功能減弱，而且尚有部

份人未享有政府辦理的公教、軍、勞保。鑑於此，我國於 97 年 10 月開辦國民年金制度，

提供部份民眾老年基本經濟安全保障，以達到政府照顧全民的理念。請問：關於國民年金

的性質，何者敘述正確？（答案為框線所示） 

(A)財源主要來自於政府的移轉性支付， 符合成本效益 

(B)利用立法方式帶動社會變遷， 具有社會人權的概念 

(C)採取強制投保手段， 培養全民因應未來的風險意識 

(D)將社會儲蓄轉換為個人儲蓄， 具有世代間所得重分配之功能 

(E)以有限被保險人為保險對象， 彌補現有社會保障制度之不足 

【97年學測】 

17.民生主義主張建立社會安全制度，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明文規定，保障特定人民的醫

療衛生和社會福利。這些受到明文規定保障的人民包括：（答案為框線所示） 

甲、懷孕婦女 乙、金馬地區居民 丙、身心障礙人士 丁、低收入老人和兒童 

(A) 甲丁     (B) 乙丙     (C) 甲丙丁     (D) 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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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安全特徵及影響 

社會安全係為減輕國民遭逢各類風險或需求而給予輔助的措施。我國社會安全支出逾八

成為高齡者及健康醫療保障，相對排擠對其他類風險之資源投入。我國未來老化速度倍速於

歐美國家，社會安全財源之穩健也將是重要課題。 

93 年學測第 71、72 題為工業國家的社會安全網特徵及衝擊，92 年學測第 48 題為社會安

全意向調查問項陳述左右調查結果的實例。 

【93年學測】 

表四是甲、乙、丙、丁、戊五個國家 1991 年至 1993 年國民年金、健康保險等支出占國內生

產毛額（GDP）的比率。請問： 

表四                       單位：％  

國 

年度別 
甲 乙 丙 丁 戊 

1991 10.8 12.0 25.0 27.1 19.6 

1992 11.5 12.7 26.3 28.2 21.4 

1993 11.7 13.6 27.6 29.6 22.3 

71.表四中的丁國，最可能位於下列哪一個地區？（答案為框線所示） 

(A) 東亞  (B) 西歐      (C) 南非      (D) 北美  

72.從表四的資料判斷，丙、丁、戊三國在 1991 年至 1993 年間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下列

敘述何者最有可能？（答案為框線所示） 

(A) 貧窮人口逐年增加 

(B) 經濟成長率穩定上升 

(C) 國內生產毛額逐年增加 

(D) 社會福利支出排擠其他支出 

【92年學測】 

48.1994 年 5 月時代雜誌與 CNN 聯合舉辦民意調查，針對同樣的樣本群體問：「政府是否花太

多錢幫助窮人？」有 23﹪的人回答「是」；當訪問員改變另一種問法：「政府是否花太多錢

在社會福利？」回答「是」的人增為 53﹪。造成受訪者改變的最適當解釋為何？（答案為

框線所示） 

(A)問卷調查民意不科學、不可信  

(B)受訪者回答時態度輕率或虛偽 

(C)問卷的設計可以影響調查結果  

(D)訪員的客觀性與專業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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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中、日、韓統計學術研討會之本社代表 

－蔡恆修老師專訪 
王翠華 

          學術委員會 

為促進國際統計學術交流，我國中國統計學社、南韓統計學會與日本統計學會預計於本

(99)年 11 月 4~5 日假南韓首爾市近郊 Kyonggi University 舉行中、日、韓(CSA-KSS-JSS)統

計 學 術 研 討 會 。 論 文 主 題 包 括 1.Biostatistics/Bioinformatics 2.Time Series 

Analysis/Inference for Stochastic Processes 3.Nonparametric Inference 等領域，經公

開甄選論文後，由本社學術及出版委員會召集委員與副召集委員共同推舉黃士峰、蔡恆修、

嚴明芳等三人為我方發表者，以下為蔡恆修代表之專訪。 

問：蔡老師，恭喜您代表本社擔任 Time series analysis/Inference for Stochastic 

Processes 的發表者，可否簡介老師的學經歷讓我們社員認識？ 

答：我從東吳大學數學系畢業以後，考上

淡江大學數學研究所數學組，之後再

轉讀數理統計組（已於 83 年 8 月改稱

為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在鄭惟厚

教授的指導下，開始對學術研究產生

興趣，並在鄭教授的鼓勵下，決定到

美國愛荷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Iowa) 統計所博士班就讀。學成回國

後，擔任趙維雄博士的研究助理 4 個

月，之後到東海大學統計系任教兩

年。90 年起服務於中央研究院統計科

學研究所迄今。在東海大學服務期

間，教學相長，帶給我許多啟發及新

的研究方向，讓我獲益良多。 

問：蔡老師是發表「雙變量長記憶聚合時間序列的統計推論：Inference of Bivariate 

Long-memory Aggregate Time Series」，可否以淺顯易懂方式談這方面的應用？以及您

在這方面的研究歷程或心得？ 

答：我的論文涉及兩個概念，長記憶時間序列 (Long-memory Time Series) 以及時間聚合 

(Temporal Aggregation)。關於長記憶時間序列，過去幾十年來，許多單變量模型及其

估計方法被提出，並被廣泛應用在許多學門，如電腦網路、環境科學、水文學、計量經

濟與財務金融等，在國內有何淮中、徐南蓉及鄭宗琳等教授都是這個領域方面的專家。

蔡恆修老師近照 

【統計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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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時間聚合，主要目的是將繁雜的時間序列資料在未分析以前先加以簡化。例如把日

資料簡化成週資料的作法即是其中一種。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利用時間聚合的方法，把

一個複雜的雙變量長記憶時間序列模型，簡化為一個簡單的雙變量長記憶時間序列模

型，再將簡化後的模型應用到雙變量長記憶時間序列。目前我們的方法已經成功應用在

美國迪爾公司 (Deer & Company) 的機器人位置誤差資料，以及樹木的年輪資料。由於

在文獻上，處理多變量長記憶時間序列的方法不多，因此我們的方法將來很可能被直接

或加以改良後，應用在多變量財務時間序列分析以及其他更多的應用。 

問：對有興趣從事這方面的年輕學子，老師有什麼建議或金玉良言勉勵他（她）們？ 

答：金玉良言不敢當，關於研究方面，我也還在摸索中。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任何

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且要勇於面對挑戰」。記得 81 年要到愛荷華大學唸書時，很多人

提醒我，愛荷華大學的統計系比較理論，很多學生讀了許多年才畢業，而且就算畢了

業，回台可能也會找不到工作。在 90 年剛申請到中研院統計所的工作時，也有人勸我不

要到中研院，因為在中研院要升上副研究員是很不容易的。對於這些朋友的關心我很感

謝，但我仍堅持自我的選擇，勇敢面對挑戰。當然，這一路的過程也不是都那麼順遂，

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把握當下任何機會，最後總會柳暗花明。 

問：最後謝謝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也祝老師研究工作順利，有個豐碩的南韓之旅。 

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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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析】  

2000-2008 年社會給付功能概況 
單位：億元、％ 

 2000年 2005年 2007年 2008年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結構比 

較上年

增加率 

近 8年平

均增幅 

總計 9,039 100.0 12,246 100.0 12,438 100.0 14,322 100.0   15.2  5.9 

  高齡 4,207  46.5 6,000  49.0  6,091  49.0 7,784  54.4   27.8  8.0 

  身心障礙   267   3.0   341   2.8   369   3.0   381   2.7   3.3  4.6 

  遺族   260   2.9   267   2.2   279   2.2   282   2.0   0.9  1.0 

  疾病與健康 3,096  34.3 4,099  33.5 4,451  35.8 4,560  31.8   2.4  5.0 

  生育   157   1.7   121   1.0   131   1.1   129   0.9  -1.7 -2.4 

  職業傷害    98   1.1    60   0.5    66   0.5    72   0.5   8.6 -3.8 

  失業    70   0.8   167   1.4   169   1.4   219   1.5  29.6 15.3 

  家庭與小孩   186   2.1   323   2.6   358   2.9   405   2.8  12.9 10.2 

  住宅   233   2.6   515   4.2   216   1.7   141   1.0 -34.9 -6.1 

  其他   466   5.2   353   2.9   307   2.5   350   2.4  14.1 -3.5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處。 

說  明：  1. 社會給付係為政府減輕各類風險或需求而給予家庭或個人的支出，除可依給付型態

別區分為現金給付或實物給付外，亦可依其保障之風險區分為高齡、身心障礙、遺

族、疾病與健康、生育、職業傷害、失業、家庭與小孩、住宅及其他等 10 個功能類

別，俾瞭解政府社會安全政策所重面向。 

2. 為因應社會及經濟結構變遷，近年來政府陸續推動勞退新制（2005 年 7 月）、國民

年金（2008 年 10 月）與各種社會福利及救助等社會安全政策，我國社會給付近 8

年平均年增 5.9％，其中用以防範或降低失業風險的給付（如失業給付、提早就業

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等）平均年增 15.3％最高，保障家庭與小孩的給付

（如低收入兒少生活及就學扶助、對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等弱勢族群之教

育補助等）增 10.2％次之。 

3. 2008 年社會安全給付以對高齡者給付（如國民年金、老農津貼、勞退及軍公教退休

支出等從職場退休的所有給付，包括一次退或定期性退休給付及高齡者相關福利救

助措施）7,784 億元（占 54.4%）最高，疾病與健康（如全民健康保險、公共衛生

等）4,560 億元（占 31.8%）次之，兩者合占逾 8 成 5，與各國社會安全支出側重於

高齡及醫療風險之防患趨勢一致。 

4. 若與 2007年比較，受國民年金（2008年 10月）及勞保年金（2009 年 1月）開辦影

響，於開辦前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情形湧現，2008 年對高齡者給付大增 27.8％，

占總給付比重增 5.4 個百分點；另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失業率上升，失業給付亦

增 29.6％；住宅給付則因老舊眷村改建於 2005 年達到高峰後逐年減少，2008 年規

模僅為 2005 年 2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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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8 年社會安全收支 
單位：億元、％ 

 2000年 2003年 2005年 2007年 
 2008年 

 結構比 

收入 10,772 11,850 13,570 14,368 15,204 100.0 

社會負擔 5,323 5,938 6,870 7,619 7,890  51.9 

雇主 3,708 4,153 4,885 5,470 5,596  36.8 

公部門 1,383 1,577 1,689 1,562 1,496   9.8 

私部門 2,324 2,576 3,196 3,908 4,100  27.0 

被保障者 1,615 1,785 1,985 2,149 2,294  15.1 

政府負擔① 
5,076 5,743 6,499 6,460 7,011  46.1 

指定稅    86   334   406   515   828   5.4 

一般收入 4,990 5,409 6,094 5,944 6,183  40.7 

其他   372    169   201   290   303   2.0 

支出 9,275 10,765 12,516 12,718 14,613 100.0 

社會給付 9,039 10,521 12,246 12,438 14,322  98.0 

現金給付 5,158 5,730 6,827 6,970  8,734  59.8 

實物給付 3,881 4,791 5,418 5,468  5,589  38.2 

行政費用   175   191   204   215    221   1.5 

其他支出    61    53    67    65     70   0.5 

收支差額(收入-支出) 1,497 1,085 1,054 1,650    591  
 

資料來源： 

附  註： 

行政院主計處。 

①不含政府以雇主身分繳納之保險費。 

說明：1. 為減輕個人或家庭遭遇各類風險時之負擔，政府制定社會保險、年金制度、社會福

利及救助等社會安全政策，以提供全民享有健康及基本的生活保障，相關政策財源

籌措及資源配置之統計即為社會安全收支統計。 

2. 2008 年國內社會安全收入為 1 兆 5,204 億元，較 2000 年 1 兆 772 億元，增加 41.1

％，平均年增 4.4％。收入財源可分為社會負擔（主要為社會保險及年金制度被保

障者與其雇主繳納之保險費）、政府負擔及其他收入。2008 年社會負擔為 7,890 億

元，占總收入 51.9％，政府負擔為 7,011 億元，占 46.1％，其他收入 303 億元，

僅占 2.0％。 

3. 2008 年社會安全支出規模為 1 兆 4,613 億元，占 GDP 比率 11.5％，近 8 年平均每

年增加 5.8％，其中由家庭或個人直接受益的社會給付 1 兆 4,322 億元（占總支出

98.0％），行政費用（如基金營運費用、業務費等）及其他支出（如貸款利息、稅

務支出及雜項支出）291 億元（占 2.0％）；平均每人社會給付受益 6.2 萬元，較

2000年增加 2.2萬元。 

4. 我國社會安全自有財源（即社會負擔）增幅落後於社會安全支出，2008 年社會負擔

占社會安全支出比重降至 54.0％，較 2000 年 57.4％減少 3.4 個百分點，另有 4 成

6 的支出需求仰賴政府挹注。由於我國社會安全支出側重於高齡及醫療風險之照

顧，未來在少子、老化的人口趨勢下，勢必更加重政府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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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務 監 事：王 維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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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曰 仁  韋 伯 韜  許 璋 瑤  陳    宏  陳 昌 雄  陳 珍 信 

陳 婉 淑  陳 敬 宏  鹿 篤 瑾  傅 承 德  曾 勝 滄  辜 炳 珍 

黃 文 璋  黃 吉 實  黃 提 源  黃 登 源  劉 三 錡  劉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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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事：王 維 漢  吳 惠 鶯  沈 金 祥  張 惠 菁  許 玉 雪  黃 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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