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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電信工會出版的刊物上﹐常可見到醒目的兩行字﹕ 

「開放的時代﹐不變的選擇—中華電信 
劇變的年代﹐不變的選擇—尊嚴工作」 

 



 工會為公司﹑勞工﹑股東權益而爭 
可見中華電信工會所揭櫫的目標﹐一邊是為公司本身﹐另一邊才是為勞工自己﹔而如果

是為公司﹐其實也就是為維護股東的權益 這是從「人」的角度出發﹐要先令公司好﹐公司

才有能力照顧這些人——包括勞工與股東 中華電信工會理事長張緒中比喻﹐就像許多人口

口聲聲說﹕「愛台灣」﹐就要愛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否則愛這塊土地是愛真的﹐還是愛假的﹖ 
 
一般人一聽到工會運動﹐勞工走上街

頭﹐會認為是破壞社會安定﹐擾亂交通秩

序的一群人﹐為自私自利﹑保護既得利益

的一些活動 但張緒中自民國八十五年當

選第一屆中華電信工會理事長後﹐即致力

於改造以往缺乏職業道德﹑吃喝玩樂的工

會文化 一方面保障會員靜態的工作權

利﹔另一方面改革國營事業受制於行政﹑

立法的監督﹐讓它的瓶頸儘量能夠突破﹐

和讓它的經營束縛能夠鬆綁 譬如他在第

一屆理事長任內﹐就曾發起「尋找中華電

信大哥大通訊死角活動」﹐關心消費者的權

益﹐他的用心﹐讓中華電信管理階層由衷

折服。 
 

中華電信工會可能是唯一在台灣把「反對民營化」明文列入工會章程的組織 中華電信工會

員工之所以反對民營化﹐主要是擔心未來薪水﹑工作權不保﹐勞動條件變差之外﹐其實張緒

中表示﹐「你看﹐許多已民營化的公司﹐除了或許可以提高些許效率之外﹐但民營化之後﹐公

司當局可以不受政府行政和立法的監管﹐所以大都只看到董監事和總經理等公司高層的人先

加薪酬﹐一般員工則沒份﹐亦即尚未見其利﹐反而先見其弊。」 
 

再如許多官股「表面」民營化後﹐官股股權仍集中﹐民股則不能像過去早期一樣可以收

購委託書﹐同時﹐小股東們可因而獲得一筆額外小收入也沒了。所以在股東會時﹐不論是董

監事的選舉或議案的通過﹐那些官股仍可一手遮天﹐民股散戶則是渺小得像螞蟻一樣﹐根本

無法與一隻凶猛的惡犬相拼鬥 所以﹐工會反對民營化的立場﹐不也是為防止公司從公營脫

勾後﹐被一小撮人掌控下胡作非為﹐為保護股東權益而努力﹖ 
 

有時工會理事長張緒中所扮演的角色﹐不僅不像勞方﹐反而更像是資方的代言人﹐譬如

中華信自行研發出一套MOD（Multimedia On Demand）﹐也就是寬頻互動式「多媒體隨選視
訊系統」MOD本身所代表的數位化科技革命及中華電信 ADSL寬頻用戶的高普及率優勢﹐

使得國內有線電視業者基於本身利益而故意阻擋中華電信 MOD 加入市場自由競爭 張緒中

認為﹐「一個公司的資源﹐如不能充分利用的話﹐就是浪費 」「中華電信是國營事業公司﹐

技術成本可以提供消費者更低的價格﹑更好的選擇﹐請問有什麼道理不讓中華電信參加﹖馬

 

92.09.23 凝聚近六千名中華電信員工爭尊嚴保工

作權的心聲，在立法院前陳情，傳達『搶救全民

資產』、『反對財團治國』、『捍衛勞工權益』等主

要訴求。 



上可以提高營收﹐增加獲利﹐進而讓繳稅增加﹐繳庫也增加。」 
 
中華電信增加 MOD 業務﹐已於今年六月十七日的股東會中正式決議通過列入公司章程

「像這一方面﹐工會不會貿然行動﹐考慮到公司的主管一定會承受上級的壓力﹐因他們是

官派的﹐所以我們工會的操作﹐一定先與公司取得共識﹐了解困難在那裡﹐若公司不方便出

面的﹐就由工會出面﹐將之一一化解 」張緒中說。  
 
另如在民營固網方面﹐以台灣固網為例﹐該公司集資之時﹐適逢電信網路熱潮﹐大家搶

購﹐一下子就籌資九二二億元 公司設立之後﹐不思經營電信本業﹐業外轉投資金額竟高達

六九三億元﹐占了股本七五％以上﹐目前台固及其子公司總共持有台灣大哥大三三‧三五％

股份﹐轉投資金額高達五二七‧七七億元 股市不振後﹐股東權益嚴重受損﹐本業不彰﹐令

台灣固網的前景晦暗不明 台灣固網不是唯一經營失當的民營固網﹐全部三家民營固網用戶

門號數﹐至今只有區區十五萬門﹐僅及中華電信的一‧一％ 據台灣固網營運長張孫堆坦言

指出﹕「一條固網主幹線建置成本需上千萬元﹐固網基礎網路布建要做好﹐用十年的時間來

算﹐兩個九二二億元的資本額都不夠 」同時又說﹕「中華電信的固網業務做了二十年之後

才賺錢﹐台固要超越中華電信﹐不是三﹑五年就能成功﹗」 
 

若問為何民營市話網路業務的成長何以慢如蝸牛﹖原來民營固網業者根本無意布建自己

的市話用戶迴路﹐缺乏「最後一哩」所致 因網路建設有其困難﹐因此﹐如果政府採取強制

既有業者將「最後一哩」的市話用戶迴路﹐出租給新業者 其實就是「租別人的生財設備 ﹐

搶他人的生意做」 所以中華電信工會方面表示嚴拒民營固網的「野蠻要求」﹑「巧取豪奪」﹐

請主管機關堅守商業協商機制﹐不要讓中華電信市話迴路﹐淪為財團特權施壓下的犧牲品

媒體社論也呼籲﹕「民營固網當自強﹐經營市話業務﹐應自建迴路 」工會方面更嚴詞表示﹐

誰開放市話迴路給民營固網業者﹐誰就是吳三桂﹐我們就要他下台﹐因為這是開門揖盜的作

法工會這種做法﹐其實是保護了公司﹑股東﹑員工等三方面。可見﹐工會方面不單只是為勞

工的權益在著想。 
 

92.02.26 張理事長眾望所歸，再度當選中華電信工會理

事長。 

 工會是追求社會公

平正義基石 

張緒中於今年二月二十六日

再度當選第三屆中華電信工會理事

長﹑重做馮婦﹐這是第二屆輸掉選

舉之後﹐再次捲土重來 他於十八

歲時進入中華電信服務﹐從最基層

的工作員開始﹐目前張緒中仍是中

華電信高雄營運處專員﹐亦即廿六

年來什麼官都沒升 民國七十六年

台灣解嚴﹐平日愛打抱不平的他﹐



在電信工會仍是由國民黨扶植﹑控制的年代﹐他就跳出來爭取員工權益﹐以年輕沒有包袱的

優勢﹐當選高雄地區中華電信工會代表﹐初露頭角 此後十六年來﹐從南到北﹐大大小小只

要是為勞工爭取權益的抗爭﹐後來延伸到各種社會公益活動﹐都有他的身影。 
 

 
87.05.01 五一新社會之夢 

近年來﹐張緒中所參與的大型活動﹐包括了﹕民

國八十三年五一大遊行﹑八十四年四月三十日反金權

大遊行﹑八十六年五月十八日用腳愛台灣﹑八十六年

九月二十七日搶救教科文預算﹑八十六年十月十九日

全民司法改革﹑八十七年五一新社會之夢﹑八十八年

七月二十四日反黑金﹑廢國代﹐緊接著同年八月二十

六日反對民營化﹑八十九年八四工時﹑九十年五一補

破網大遊行等 而近期最龐大的一次﹐就是去年九月

二十八日教師節參與十萬人全國教師尊嚴大遊行活

動 全國教師們經過這一次洗禮後﹐從此在課堂上會

告訴學生﹕「勞工走上街頭﹐不是浪費國家成本﹐不

是製造社會動亂﹐反而認為那是他們的權利﹐並且是

憲法賦予他們的權利﹐這是在行使他們的公民權 」

「讓學生們深切了解﹐工會是好的﹐是維持一個弱勢

團體獲得公平待遇機會的機構。」 
 

 
基本上﹐他在改變國人對工會原本

狹隘的觀念和自私自利的刻板印象

譬如積極關懷弱勢團體﹐加強女性員工

對工會事務參與的意願﹐協助公民營友

會爭取員工應有權益﹔以及將觸角延

伸至海外﹐與國際工會接軌﹐擴大勞工

幹部視野。這些都令人恍然大悟﹐喔﹗

原來工會是可以這樣經營的。 

92.06.27 張理事長率本會幹部參加在克羅埃西

亞所舉行的「國際網路工會世界電信大會」，大

會主席賴瑞‧科亨並要求所有國際工會同時發

函總統府陳水扁總統以及行政院長游錫堃，抗議

政府漠視勞工聲音，執意推度民營化。 

 
近年來﹐政府常以走不出這個海島

所苦﹐但中華電信工會辦到了 譬如一

九九七年參加加拿大蒙特婁國際郵電

工會世界大會﹑一九九九年參加瑞士日

內瓦國際郵電工會臨時世界大會﹔甫

在今年六月下旬﹐剛參加在克羅埃西亞

所舉行的「國際網路工會世界電信大

會」歸來﹐除在大會發表演講外﹐並吸

取各國電信發展經驗。 
 



張緒中深知改革不是一朝一夕即可達成﹐所以推動制度化﹐譬如推動理事長直接選舉﹐

因為他認為透過直接民主﹐搭配建立專業有效率的團隊﹐才可以與資方作政策辯論﹑作抗衡﹐

庶幾保障會員的權利 今年六月六日在友會夥伴的通力合作下﹐於立法院決議通過﹐成功爭

取到公股二○％以上事業應有一席工會推派員工董事 這是頗難能可貴的事 ——不是因為大

多數勞工的支持與工會實力很強的情況下﹐去逼迫資方去落實這個政策﹐故他認為這是「跳

躍式的民主」。 
 
可見張緒中不僅將工運帶入現代化﹑專業化的層次﹐而且在全球化的挑戰下﹐將中華電

信工會轉變成為有理想﹑有目標的勁旅﹗ 
 

不過﹐鐵漢也有柔情的一面﹐例如當他得知韓國電信工會理事長金浩先因領導工會抗爭

而被捕入獄的消息時﹐張緒中二話不說﹐兩個半鐘頭就飛抵漢城﹐到獄中去探望他﹐令金浩

先感動得從此苦學中文﹐想結交這位異國知己 再有一次﹐他到新加坡訪問時﹐一位年僅十

六﹑七歲的菲傭﹐在僱主家﹐請張緒中幫他托帶一件聖誕禮物給他在宜蘭三星鄉也是替人幫

傭的哥哥﹐那時張緒中心裡就想﹐國家窮困﹐家人為了討生活才弄得分散各地﹐因此不由得

發出心願﹕絕不能讓台灣沉淪﹗ 
 

 舉債實施庫藏股實係師出無名 
中華電信前現任兩位董事長毛治

國與賀陳旦皆曾是中華電信工會所抗

爭的對象﹐但張緒中卻對他們兩位皆

有很高的評價 從毛治國於民國八十

一年由他擔任交通部政務次長起﹐工

會就跟他挑戰電信三法﹐直到他當中

華電信董事長於今年一月三十日下

台﹐整整十年，張緒中認為毛治國夠

認真﹐他的特色是運用目標管理、唯

一可惜的是﹐基於他的政治角色﹐不

敢作人事變動﹐任期的兩年間沒有動

到人事﹐全都是舊的人﹐然後把業績

壓下去﹐令下層幾乎喘不過氣來﹐主

要的是﹐毛治國公務人員的心態沒有

變 至於對賀陳旦的看法﹐認為他對

事堅持﹑是正人君子﹐不會搞小動作﹐

這是張緒中欣賞他的地方 到了今年小年夜﹐賀陳旦從毛治國手中接下董事長這個職務時﹐

張緒中就跟新任者講﹐這時剛好是臨界點﹐如果工會發生抗爭﹐除了他具民進黨的角色外﹐

這兩年累積的積怨會發洩在他的身上 賀陳旦跟毛治國一樣﹐中華電信的人事沒有變動﹐除

了換董事長之外﹐什麼都沒有換﹐在公司業績上﹐比較難有突破性發展。 

92.6.24 公司召開董事會，中華電信員工紛至董事會
現場堅決表達反對庫藏股立場。後董事會通過工會提

案修正「庫藏股決議-將執行案改為規劃評估案」 

 



賀陳旦到中華電信當董事長的首

要任務﹐就是喊了多年中華電信民營化

釋股﹐要及早進行﹐希望在今年底前將

官股持股比率降至五○％以下 工會

與賀陳旦董事長的衝突﹐最近都是代表

官股的資方﹐欲強行舉債實施庫藏股而

起。 

92.07.10公司原訂晚間 18:30召開臨時董事會，欲

強行通過庫藏股，本會聞訊動員全省數百名會

員，前往總公司十一樓會場關切，會議因而延宕，

直到十一日凌晨 12時 1分。 

 
工會表示﹕一方面﹐「庫藏股制度﹐

是穩定市場的調節機制﹐為避免上市﹑

上櫃公司因非財務或業務因素﹐導致公

司股價不合理下跌﹐而影響公司信用﹑

損及股東權益﹐於必要時買回自己的股

份 而國內電信龍頭中華電信公司並

無上述危機發生﹐該公司實無必要實施

庫藏股制度﹐並註銷股份。」 
 
另一方面﹐工會指出﹕「除官股外﹐富邦﹑國泰集團為最大民間持股者﹐中華電信如採

取買回公司股票之不智之舉﹐顯有二度圖利財團之嫌﹐將使富邦﹑國泰集團短時間再獲取暴

利及提高持股比率 所以公司為減資以加速民營化進程﹐及為解決財務困窘﹐替扁政府籌募

資金而債留公司﹐此不當之舉已侵害股東權益﹐及公司未來經營。」 
 
工商時報社論則指出﹕「中華電信減資是一派荒唐﹐台灣固網減資是理所當然﹗」認為﹕

「中華電信是所有上市﹑上櫃公司中最會賺錢的金雞母﹐每年賺進三﹑四百億元滋養國庫﹐

滾滾財源﹐原來是國內長期享用的活水利潤﹐一旦貸款減資﹐輸送鈔票給交通部以後﹐財務

當然惡化 狠手殺雞取卵﹐且以債減資﹐令公司負債增而股東權益減。」  
 
張緒中指出﹕「賀陳旦董事長一方面向媒體發表言論表示﹐庫藏股計算要有一套公信機

制﹐可經由會計師﹑券商算出客觀的計算依據﹐勞資雙方才能聚焦﹐臨董會只是希望通過庫

藏股案﹐詳細該如何做無定論﹔另一方面﹐又向海外投資人宣稱﹐中華電信已通過買回庫藏

股乙案﹐不僅有誤導海外投資人之嫌﹐也傷害勞資雙方互信基礎 中華電信公司無視立法院﹑

董事會決議﹑公聽會產官學界反對及違反公營事條例規定﹐決心強行實施。」 
 
接著﹐賀陳旦強硬地表示﹐實施庫藏股是爭取 ADR成功的著力點﹐與工會的溝通若無法

增加了解空間﹐「該做的還是要做」 
 

 外國民營化釋股﹐首重員工權益 

中華電信自民國八十五年七月改制成立以來﹐歷經四任交通部長﹑兩任董事長﹐民營化

的步伐在各方勢力掣肘下始終走走停停 從一開始﹐似乎沒有一位釋股主事者明白民營化釋



股對股價言之﹐將是一股莫大的潛在殺傷力﹔也沒有給辛勤工作幾十年的中華電信員工﹐特

別訂下優厚的認股條件 在中華電信民營化釋股初期﹐交通部高級官員皆以不「賤賣國產」

為理由﹐故把釋股價訂得高高的﹐不論是競價拍賣﹑公開拍賣﹐到後來盤後拍賣﹐都是問津

者稀﹐以至再於其後的兩次公開標售﹐皆以流標收場 眼看著幾次釋股之後釋股比率加起來

一共才有一‧六二％﹐於是官員們急了﹐去年底時以巨額讓售方式一口氣釋出中華電信一三‧

五％股票﹐這次由一家外商銀行代表分屬國泰與富邦集團的八家公司得標﹐每股得標價為五

○‧三元﹐總額六五三‧九億元 由於承購門檻超高﹐全民無法參與﹐遂被外界指專為大財

團量身定做 所以釋股作業彷彿無論怎麼做都動輒得咎 賀陳旦在今年一月接下董事長職務 

後﹐一方面進行 ADR海外釋股﹐另一方面擬舉債實施庫藏股 在他的眼中﹐這是「更聰明﹑

更現代的經營方式﹐讓資金有效流動﹐不知工會為何會反對﹖」 
 
本來﹐「庫藏股制度」的用意﹐一般是用在於股價被低估﹐尤其是跌到每股淨值以下時﹐

公司當局為宣示對公司未來前景及股價有信心﹐利用一些閒置資金﹐於集中市場購進﹐於是

股價被低估的情形會獲得一些改善﹐而公司買回庫藏股之後﹐可轉讓給員工﹐予激勵作用﹐

留住人才﹐或者是為一些如認股證的需要﹐甚至可以進行減資。 
 
我國證交法對實施庫藏股有「收買股份之總金額﹐不得逾保留盈餘加發行股份溢價及已

實現資本公積之金額」的限制 嚴格說﹐以舉債方式購回庫藏股並不符合實施庫藏股的立法

旨意﹔又另從「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責任有限」觀點﹐若允許公司任意收購自己之股票﹐

將股本退回股東﹐並且是以「溢價」方式﹐勢必侵害債權人之保障 中華電信雖然負債輕微 ﹐

但也宜根據資本法定主義之基本精神﹐對維持法定資本之完整﹐要有一定的尊重。 
 
今年七月十七日中華電信同步進海內外釋股﹑國內盤後拍賣二億股﹐全部以底價四九‧

○元成交﹔海外發行九‧六五億單位美國存託憑證（ADR）﹐順利地在美掛牌上市 經此項釋

股後﹐官股比重將下降至六六％ 倫敦金融時報指數 FTSE 已經決定從七月二十八日起﹐將
中華電信可投資係數﹐由原先六％擬升至二○％﹐預估權重可提升逾三倍 受到 FTSE 調高
權值比重激勵﹐中華電信股票應可逐步獲到外資青睞。 
 
請參考看看國外是如何釋股的﹖例如新加坡電信﹐釋股價分為 A﹑一‧九元星幣一股﹐B﹑

二‧○元星幣一股和 C﹑三‧六元星幣一股等三種 A的釋股對象是新加坡二十一歲以上公
民﹐且須為中央公積金（CPF）之成員 B的釋股對象是新加坡任職的員工或國民 C的釋
股對象是新加坡的國民或外國人 看到沒﹖釋股以國內為主﹑國外為輔﹔尤重要的是﹐對外

國人的釋股價遠高於新加坡公民﹐咱們又是如何呢﹖迄今新加坡電信官股至今仍維持八八％﹐

可見新加坡電信釋股旨在經營鬆綁﹐不在釋出多少官股。 
 
可是﹐咱們政府卻毫不憐惜地將中華電信股票﹐以賤價﹑折價方式賣給老外﹐反觀現近

三萬名的中華電信員工﹐平均年齡為四七‧七七歲﹐平均服務年資為二三‧五四年﹐等於大

多數中華電員工把一生最寶貴的那一段歲月貢獻給中華電信﹐而統計至今年一月時為止﹐政

府對中華電員工的釋股量只有百分之○‧四九五而已﹗或許政府官員會說﹐當初也有給中華

電員工釋股呀﹗誰教他們不買﹖ 



請注意﹕當初員工認股價是訂為一○四元的高價﹐以現在行情來說﹐當時不買才對﹐誰買誰

套﹑誰買誰賠 檢討起來﹐當時員工對認股不熱中的原因﹐實在是把釋股價訂得太高了。  
 

 中華電信是金雞母中的金雞母 

中華電信係民國八十五年七月一日由交通部原電信總局改制成立﹐而原電信總局係於三

十二年由交通部成立﹐歷史相當悠久 改制時﹐政府透過交通部以原電信總局當時淨資產作

價投資﹐其中土地及建物合計金額達一二○九億五千七百餘萬元 以民國九十一年底為準﹐

自有資本率高達八三％﹐幾接近無負債經營狀態。 
 
中華電信在

八十九年一月第

一次國內釋股之

前﹐交通部持股

高達九九‧九九

％﹐故配息均清

一色的採現金股

息﹐最近六年來﹐

除九十年度配息

三‧五○元較低

之外﹐其餘年度

每年皆分派現金

股息四元以上﹐

或令國庫每年都

有數百億元之進

帳 以九十一年

度中華電信獲稅後純益四三二億元﹐為所者上市﹑上櫃公司總獲利金額之冠 而公司從未配

發股票股利﹐故是一原汁雞湯 據現任董事長賀陳旦表示﹐該公司在全台灣擁有四一三公頃

土地﹐且大都位在各大都市精華區﹐其中不到一半用作電信用地﹐易言之﹐有一半以上﹐即

約有二百多公頃﹐將可申請變更為商業用地使用。 
 
如果運用「本益比」的概念﹐即「股價除以每股稅後純益」或「總市值除以稅後純益總額」﹐

意思是一樣的 若以週四（七月二十四日）的收盤價和去年度各家的稅後純益為準﹐可獲得

一粗略的比較 例如﹕中華電總市值為四九六八億元﹑稅後純益四三二億元﹐本益比為一一‧

五倍﹔而台塑三寶﹕台塑總市值二二一五億﹑稅後純益九九億﹐南亞總市值二五○四億﹑稅

後純益一三八億﹐以及台化總市值一六一七億﹑稅後純益一○九億﹐三者的本益比分別是﹕

台塑二二倍﹑南亞一八倍和台化一四倍﹔如果三家加起來﹐總市值為六三三六億﹑稅後純益

為三四六億﹐平均本益比為一八倍。請注意﹐去年度台塑三寶稅後純益加起來只有中華電信

一家稅後純益的八成而已 再者﹐中鋼總市值二四○○億﹑稅後純益一六八億﹐本益比為一

四倍 台積電總市值一一八五六億﹐以總市值來說﹐堪稱台灣股市的「巨無霸」﹐但去年度獲



稅後純益二一六億﹐以獲利力來說﹐剛好僅及中華電信的一半﹐而總市值卻是中華電的二‧

三八倍﹐故台積電的本益比為五四倍。 
 
站在投資角度﹐不僅要考慮利潤﹐同時亦要考慮風險 就長期言﹐股價是繞著預估每股

獲利的主軸在走﹐所以「股神」巴菲特的投資法則﹐總是在「股價偏低」與「物超所值」時

進場﹐然後緊抱不放。 
 

92.10.07 立法院舉辦「中華電信舉債實施庫藏股誰得

利？」公聽會，針對中華電信堅持舉債實施庫藏股邀

請立法委員、專家學者、官員、中華電信公司及工會

代表等人發表意見。 

以中華電週四（七月廿四日）

收盤價五一‧五元計﹐七月三十日

將除現金股息四元﹐除息後參考價

將成四七‧五元 中華電預計九十

一年度稅額扣抵比率為二七‧二％﹐

故一般資人參予領息在稅負方面並

不吃虧 除息後﹐倘使九十二年度

每股仍配發現金股息四元﹐股息回

報率為八‧四二％﹐係目前一年期

銀行定儲年利率一‧五％的五‧六

倍﹔倘使每股只分派現金股息三‧

五元﹐股息回報率也有七‧三六％﹐

亦係一年期銀行定儲年利率一‧五

％的四‧九倍 因此﹐是當前微利

時代良好的投資標的。 
 

以目前台灣的整體資金結構（M2加債券型基金）來看﹐約有四分之三的資金是以定期性

存款（包括債券型基金）的形式握有﹐而這些資金是寧願領取每年僅有一‧五％﹐頂多只有

二‧○的回報﹔相較之下﹐投資中華電信的長期回報應比它好幾倍 又就另外四分之一的活

期性資金﹐這些一般是屬較靈活的「敏銳」資金﹐惟如果從事投資活動﹐大約只有百分之二

十左右才能成為贏家﹐而另外八成則要扮演輸家的角色 明乎此﹐更會了解中華電信的可投

資性。 
 
無可諱言﹐民營化的龐大籌碼不斷釋出﹐一直是股價的潛在殺手 到目前為止﹐中華電

的官股比率已降至六六％ 中華電董事長賀陳旦於這次釋股後表示﹐不急著中華電在今年底

前民營化 我們不僅贊成不要急著民營化﹐要再三強調的是﹐畢竟這是一隻在全國股市中獲

利最多的「金雞母」﹐不斷釋股之後﹐將來就不再為國庫提供滾滾財源的活水源頭 誠如「黃

台瓜辭」有云﹕「種瓜黃台下﹐瓜熟子離離﹐一摘使瓜好﹐二摘令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

抱蔓歸。」 
 
同樣綠色官派的中鋼董事長林文淵﹐都認為中鋼也是「金雞母」﹐為中鋼請命﹐不要賤賣

中鋼﹔但比中鋼獲利能力更佳的中華電信﹐更是「金雞母」中的「金雞母」﹐豈能不更加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