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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許多政策，尤其是牽涉到人民福利與地方建設者，總不免於政治考量。

但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往往需要經濟專業的分析與判斷。例如，全民健保固全

民所欲也，卻不能沒有縝密的財務規劃，否則勢將難以執行，即使執行了也難以

為繼。在考量經濟效益下，政府就不會在人跡罕至的地方建兩三條高速公路；在

衡量財政收支的限制後，政府也不可能善門大開的濫發各種津貼與補助。 

然而此一基本準則在碰到總統大選時卻全面退卻。最近這段時間，各種福利

支票層出不窮，例如總統宣佈要增加老農津貼，行政院也立刻響應，計畫調高殘

障津貼。這些福利政策中，老農津貼於 1995年（總統直選前一年）開始實施，

發放對象為超過六十五歲的老年農漁民，津貼金額為三千元。這個辦法經過兩次

修正，發放對象雖逐漸增加，但金額並未調整。 

即使目前政府財政仍然困難，作為社會福利政策的老農津貼與殘障津貼並非

不可修正，但是如何修正卻應有適當的經濟判斷作為基礎。福利津貼的目的本是

照顧發放對象的生活，所以通常會依據某些生活指數來調整，以免發放對象的福

利因物價波動而受到影響。以消費者物價指數為例，1996年迄今都相當平穩，

年變動率平均為 0.98%，近兩年甚至出現負成長，分別為-0.01%與-0.2%。因此，

原有津貼的福利水準其實並未受到太大影響。若以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率作為調

整標準，合理的調整幅度應僅約 210元，此與總統宣佈的調整金額一千元有很大

的差距。 

從選舉政治的角度來看，津貼增加區區兩百元，當然不及增加一千元來的有



號召力。但若從上述簡單的計算來看，此一政策的政治考量顯然遠遠凌駕於經濟

判斷之上，甚至脫離了合理範圍。老農津貼如此，殘障津貼亦復如此；這樣的做

法自然難免貽人「政策買票」之譏了。 

從金錢來源來看，買票其實有兩種。有些人自己斥資買票，以求當選；也有

人雖然買票，卻不願自己付帳，於是挪用其他人（如銀行）的錢為之。前者固不

足取，倒還有些豪氣。後者則慷他人之慨，以遂自己之私慾，其中沒有豪氣，只

剩流氣；南部因賄選而遭起訴的議長即屬於後者。 

在我看來，自己不掏腰包，而由全民買單的「政策買票」，和那位被起訴議

長的行徑，在精神上並無二致。只不過政策買票對社會的錯誤示範與遺禍，卻又

千百倍於那位議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