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社會福利的成長速度超過了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負擔，幾乎

可以說是各國財政的夢魘。因此各國莫不企求能在不增加財政支出的

原則下，調整政府組織或是者是政策執行架構，以達到一方面節約成

本，另方面又能繼續施政的雙贏。因此這種原本是以因應社會福利政

策高支出的辦法－成立「基金」就被許多國家重新思考與引用。 

這種以「基金國家」為主體的管理與施政方式同時涉及了幾方面

治理模式的改變：（一）在財政上與政府預算脫鉤；（二）政府與基

金的地位在法律上相對平行，同時也由上下隸屬關係成為平行契約關

係；（三）政府必須在原有的政府組織之外另設管理與獨立監督機構

以進行監督與管理；（四）與政府的關係是建立在法律關係上，同時

基金也享有公法人之地位，基金一切營運管理必須依照法律規定進

行。這種維持「一個手臂」距離的治理方式的最大優點就是少了政府

官僚組織僵化的問題，同時又能適度引進市場機制的競爭，以維持效

率與效能。 

中國的醫療保障制度自八○年代後展開了一連串的改革，到了九

二年的「兩江模式」試點可以說是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改革之後的

中國醫療體制度由於法令的不夠週延，卻使各地方的醫療保障基金各

據山頭，成為各地方政府的小金庫。雖然如此，但是「基金國家」的



雛形卻是已經出現，這是否是未來中國的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值得各

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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