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新任首長與新政策 

編輯部彙整 

 

 

 

行政院江宜樺院長 

民國 49 年 11 月 18 日生 

 

學歷 

民國 72 年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民國 76 年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碩士 

民國 82 年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 

民國 82 年-84 年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民國 84 年-88 年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民國 88 年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民國 89 年 英國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訪問學人 

民國 90 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客座教授 

民國 92 年-94 年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民國 93 年 教育部顧問室顧問 

民國 95 年-97 年 國立臺灣大學副教務長 

民國 97 年-98 年 9 月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民國 98 年 9 月-101 年 2 月 5 日 內政部部長 

民國 101 年 2 月 6 日-102 年 2 月 17 日 行政院副院長 

民國 102 年 2 月 18 日-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毛治國副院長 

民國 37 年 10 月生 

 

學歷 

民國 60 年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士 

民國 64 年 泰國亞洲理工學院系統工程碩士 



民國 71 年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運輸管理博士 

 

經歷 

民國 65 年-67 年 交通部運輸計畫委員會工程師、組長 

民國 71 年-76 年 國立交通大學副教授、教授、系主任 

民國 76 年-78 年 交通部主任秘書 

民國 78 年-80 年 交通部觀光局局長 

民國 80 年-82 年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處長 

民國 82 年-89 年 交通部常務次長（民國 83 年兼民用航空局局長） 

民國 89 年-92 年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民國 92 年 行政院顧問 

民國 92 年-95 年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民國 95 年-97 年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兼院長 

民國 97 年-102 年 2 月 17 日 交通部部長 

民國 102 年 2 月 18 日- 行政院副院長 

 

內  閣  閣  員 

政務委員 

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 

行政院羅瑩雪政務委員 

行政院黃光男政務委員 

行政院張善政政務委員 

行政院楊秋興政務委員 

行政院管中閔政務委員 

行政院陳振川政務委員 

行政院陳士魁政務委員 

行政院薛 琦政務委員 

 

秘書長、副秘書長 

行政院陳威仁秘書長 

行政院簡太郎副秘書長 

行政院陳慶財副秘書長 

 

發言人 

行政院鄭麗文發言人 



 

部會首長 

內政部李鴻源部長 

外交部林永樂部長 

國防部高華柱部長 

財政部張盛和部長 

教育部蔣偉寧部長 

法務部曾勇夫部長 

經濟部張家祝部長 

交通部葉匡時部長 

文化部龍應台部長 

蒙藏委員會羅瑩雪委員長 

僑務委員會吳英毅委員長 

中央銀行彭淮南總裁 

行政院主計總處石素梅主計長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黃富源人事長 

行政院衛生署邱文達署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沈世宏署長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王進旺署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馮明珠院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王郁琦主任委員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管中閔主任委員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陳裕璋主任委員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曾金陵主任委員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蔡春鴻主任委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朱敬一主任委員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宋餘俠主任委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保基主任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潘世偉主任委員 

公平交易委員會吳秀明主任委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陳振川主任委員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孫大川主任委員 

客家委員會黃玉振主任委員 

中央選舉委員會張博雅主任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石世豪主任委員 



 

 

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行政團隊的表現，行政團隊絕對全力以

赴，有效把握景氣復甦時機，全力振興經濟，並在各個施政領域勇於創新、變革，

展現優質的政策規劃力、執行力與溝通力，期打造台灣在經濟繁榮、民生富足的

基礎上，進一步成為人民富而好禮、政治上尊重多元意見、力行理性溝通的優質

民主國家，讓民眾耳目一新。 

 

行政團隊五大施政重點  

江院長表示，目前國內整體經濟情勢已看到復甦曙光，行政團隊已擬定五大施政

重點。第一，「調整經濟體質，加速經貿參與」，也就是產業轉型升級，加速對於

區域貿易自由化整合工作。第二，「完善基礎建設，均衡區域發展」，繼續加速基

礎建設，同時縮短台灣城鄉差距。第三，「擴大照顧弱勢，落實社會公義」，在既

有基礎上，擴大照顧弱勢的工作，以落實民主社會應該追求的社會公義目標。第

四，「健全年金制度，保障退休生活」，要健全不同的年金制度，保障退休國民都

能夠有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第五，「培育優質人才，提升人文素養」，在文教方面

著力，透過正式及非正式教育制度及體系，培育優質人才，一方面讓產業界得到

適足人力；另一方面，讓個體可以充分發揮潛能，且於過程中特別強調人文素養

養成，不讓人感覺台灣只是經濟發展高度繁榮的國度，但卻欠缺精神面向。 

 

 

施政充分溝通 

江院長也鼓勵行政團隊同仁，要與公民社會每一個角落、每一團體的人接觸，希

望能透過對優質民主理想的追求，具體表現在施政上。就民主政治的角度，溝通

意味著，如何學習跟不同意見、不同主張的人交換意見，彼此說服，最後採取大

家都認為比較好的意見，讓事情能夠做成、國家能夠進步，是民主政治給予人類

最寶貴的經驗。因此溝通不只是人際互動技巧，也是民主生活的內涵之一。希望

所有行政團隊同仁能秉持這樣的精神，充分表現在具體施政中。 

 

 

年金制度改革 

江院長特別關心年金改革制度，進一步指出在擔任副院長時，就曾藉由黨團大

會，率勞委會、人事行政總處、國防部、教育部、經建會等機關向黨團報告，屬

於第一階段聽取建言，但當時並未說明行政院的年金改革方案中，有關勞工方面

如何調整費率及所得替代率。經 3 個月的規劃，已於今年 1 月 30 日正式提出年



金改革方案，包括考試院負責的公務員退輔制度變革，以及依憲法規定屬行政院

勞保及軍職、教育人員部分，皆已向外界公布。 

 

江揆說，從 2 月 1 日起就展開密集的拜訪及溝通，會期開始已責成陳士魁政務

委員負責年金制度，同時也請毛副院長在 1 個月後，正式接手年金制度改革的溝

通工作，目前江院長仍是年金制度的召集人，未來將請毛副院長一直負責到所有

年金制度改革相關法案都能獲得三讀通過為止。也希望立法委員共同討論至 3

月後意見彙整，讓送交立法院的相關年金法案修正版本，表現出最負責任、也最

有長期規劃延續性的法案。 

 

 

核四公投檢驗 

另外，針對核四議題，江院長強調，面對這樣高度爭議性的重要政策，行政院有

三點基本立場，第一，政府與全國民眾一樣，高度關切核四的施工品質與運轉安

全，仔細傾聽外界對核四的質疑，邀請國內外最有公信力的學者專家，以最高標

準徹底檢視核四廠的核安檢測工作，務必保證核四的興建與運轉沒有任何安全上

的疑慮；第二，要求原能會嚴格把關，邀請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等外國

或國際機構的專家一起來監督台電公司的核能安全工作，只要核安檢測項目有任

何一項不及格，就不准發給正式運轉許可；第三，行政院願意正面接受核四停建

公投的檢驗，尊重全體國民的政治決定，假如在政府竭盡全力確保核安的情況

下，民眾仍然心存疑慮，認為台灣寧可承受重大投資損失、高電價、限電危機，

甚至犧牲經濟成長、並放棄低碳家園的理想，而主張核四停建，行政院也會尊重

社會各界以公投決定核四是否停建的主張。 

 

 

建立富而好禮的民主社會 

打造創新、變革的團隊，追求建立富而好禮的民主社會，是江院長帶領行政團隊

的總施政理念，希望透過各部會的施政體現此方向及精神。 

 

江院長表示，談到富裕，國人殷切期盼繁榮均富的社會，包括提升國家經濟體質，

增加國民就業機會並提高薪水。不過，江院長強調，光「富」還不夠，還要「好

禮」，希望每一位國民都能彬彬有禮、文明友善，譬如許多大陸旅客來台觀光，

就強烈感受到同為中華民族、華人社會，台灣的文明友善，相較於大陸，甚至港、

澳、新加坡，令人印象深刻及感動。 

 



江院長不是只講求富而好禮，也強調民主社會。所謂富而好禮，不是封建的儒家

觀念，應與現代民主政治結合，他所學是政治學，以西方民主自由體制為基本模

型，民主政治之所以值得人類追求，因其中每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並能尊

重他人成為獨立個體的願望及行為，彼此尊重寬容，並透過和平法治解決爭端。 

江院長說，台灣邁向民主社會，還有很多工作需努力，在民主社會中，民眾追求

自己權利時，也應尊重別人追求權利，並透過理性、合理及法治的程序解決爭端，

這就是培養「公民的德行」。他重申，民主社會不是只有選舉、街頭運動，希望

內閣透過各項施政，充實民主更深層豐富的內涵。 

 

江院長強調，興利比除弊更重要，在施政過程中，應盡量從興利的角度思考，有

時為了除弊，過於保守，但閣員應積極提出興利的措施。所有閣員都有「必須回

報這個社會」的精神，秉持這樣的精神組成團隊，向前邁進，打造更美好的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