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總統重要談話新聞稿 

1.民國 89 年 6 月 1 日總統參加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舉行揭牌儀式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前往南投中興新村，參加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

員會舉行揭牌儀式，並期許行政院對災區重建能在四年內完成整個工作，讓我們的災

民能儘速的走出悲情，讓我們災區能迅速恢復舊觀。 

總統致詞時首先指出，今天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舉行揭牌儀式

，這是個嶄新的開始，也是我們攜手昂然面對挑戰的契機。 

總統也回顧去年的九二一震災，造成台灣中部地區人民生命與財產莫大的損失，

在過去的救災工作中，我們充分感受到民間團體豐沛的資源與宗教家悲天憫人的胸懷

，一路走來，更感受到台灣人民高昂的鬥志與旺盛的生命力。 

總統指出，為了讓所有的災區民眾能夠得到政府的照顧，行政院特別設立了九二

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由唐飛院長親自召集，並指派黃政務委員榮村擔任執行

長，另外也請陳政務委員錦煌及蔡政務委員清彥全力參與協助；委員會網羅政府部門

優秀的公務人力來推展重建工作，所有的工作人員將常駐中興新村，而設置這一個專

責的機關就是政府實現承諾與展現誠意的具體行動。中興新村本身也是災區，希望重

建委員會能協助中興新村成為公私部門與中小學校進入災區瞭解災區的第一站。 

總統並且鄭重宣示，他將定期到災區來了解重建的進度，至少每個月一次，希望

能看到新的進度、新的成果。並希望行政院對災區重建能在四年內完成整個工作，讓

我們的災民能儘速的走出悲情，讓我們災區能迅速恢復舊觀。因此，重建委員會必須

劍及履及，做到百分之百的管考，並確切落實，不能讓災區民眾失望。所以，從現在

開始，重建委員會這個機關責無旁貸的使命，應該做到： 

－成為大家親切的好鄰居，要讓所有的災民體會到溫馨的人情味； 

－像便利商店，以單一窗口的服務流程，讓大家刷卡買單一次ＯＫ； 

－更要像媽祖婆一樣聞聲救難，庇佑所有災區的台灣子民。 

總統表示，委員會的設置，將使災區重建工作能建立正常溝通的機制，溝通是增

進彼此互信的最好方式，一個民主的政府要聆聽人民的聲音，包括不同意見的聲音，

因此，在未來的重建決策過程中，我們將廣納各方建言，積極塑造無溝通障礙的情境

，並在維護全體災民利益，發揮公義精神的原則下，與所有機關、團體及民眾進行建

設性的對話。這樣多元參與與共同協商的決策模式，對災區的重建，將帶來更多的利

益。 

總統也指出，這一次的震災，讓我們也深刻體會到合作是增進彼此利益的不二法

門，一個活力的政府絕對離不開強而有力的伙伴支持。近年來，政府深刻察覺到「政

府有限，民力無窮」的現實，而企業界對於資源的靈活運用，社區居民與組織的自發

性與強韌的草根性，絕對是政府尋求合作與師法的對象。因此，災區的重建工作將是



政府與民間建立合作關係的最佳典範。 

總統強調，政府只有一個，那就是服務人民的團隊；未來重建工作的主軸，無論

在中央與地方政府間，或政府與人民之間將採取更為密切的協調以及共同承擔的決心

，攜手合作來提供災區民眾盡善盡美的服務。 

總統同時表示，九二一震災期間，我們接受來自國際友邦及民間團體的援助，獲

得深刻的情誼與學習到寶貴的借鏡，我們彼此更深刻的體認到唯有從歷史中汲取經驗

，才能面對更嚴峻的挑戰，台灣身為全球的一份子，未來，只要世界各地有任何需要

我們幫忙的地方，我們的政府與全體人民也將義不容辭、勇敢地站出來幫助我們的朋

友。 

總統說，過去他常提到「有夢最美、希望相隨」，今天就是我們開始實現重建家園

的歡欣時刻，更是我們擁抱希望的喜悅時刻，未來的日子裡，期待大家以開闊的心胸

揮別舊傷口，以信心的微笑來開創璀璨未來，因為我們堅信，我們必將再起，我們必

將展開雙手迎向希望與陽光。 

最後，總統再次感謝過去這段期間，所有在救災及重建階段積極參與的各個政府

機關、企業界以及志工伙伴們無私無我的大愛奉獻。特別是很多參與救災或重建工作

的人員，本身仍是災民，卻能毅然決然固守崗位，這種精神更應該獲得全體國人的敬

仰與掌聲。總統也期盼所有同胞能本著過去的精神，全力來協助政府，鞭策政府，讓

我們的重建工作能順利推展。 

（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總統府新聞稿 http://www.president.gov.tw/1_news/） 



2.民國 92 年 7 月 13 日總統參加南投「重建起飛．繁榮再現」活動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下午前往南投中興新村參加由行政院九二一重建委員會所主

辦的「重建起飛．繁榮再現」活動，總統在活動中首先接受各相關單位呈現重建成果

及題字「活力台灣」，並贈梨給重建有功人員，以感謝大家辛苦的貢獻。之後，總統在

藝人邰智源模仿的「扁媽」幽默對話引介下，義賣民間鄉鳳梨十二箱，義賣所得十二

萬元，則捐給照顧獨居老人的社會福利單位，也接受民間鄉農會代表致贈鳳梨酵素。 

總統在活動致詞中內容為： 

阿扁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到這裏主持這場九二一重建業務首次移交的典禮。一九九

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台灣中部地區最嚴重的災損，經歷三年多的重建以及大家

的辛苦與努力，重建區已經呈現出嶄新的活力與盎然的生機，足以讓國人自豪的大聲

說出：九二一大地震的陰霾已經遠離我們，台灣不但已經「重建起飛」，更要「繁榮再

現」！所以，阿扁首先要感謝中央各部會、地方政府、民間團體及九二一重建會的共

同努力，積極投入重建工作，打造出今天重建區的新風貌，期望未來重建區能夠更進

一步提昇為全國的模範區，在此阿扁要特別要向大家表達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目前重建工作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未來，涉及單一部會、且有正常運作機

制的業務，將陸續交由各部會銜接，循政府既有行政體系繼續推動。例如重建的二百

九十三所學校中，已經完成二百八十九所學校，其中政府興建一百八十五所，民間援

建一百零八所，值得一提的是，光是慈濟就支援建造了五十所學校。整體學校的重建

完成率已達百分之九十八點六，剩下的四所也已經發包興建中，預計在年底前都可以

完成。因此，尚未完成的學校將移交給教育部繼續來推動。 

重建會郭執行長告訴阿扁，今天首先完成部份重建業務回歸的單位包括：內政部

、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環保署、衛生署、農委會等單位，阿扁在此感謝各單位

對重建工作的努力，並希望移交後的重建業務能夠順利銜接。「重建四年完成」的政策

目標沒變，阿扁希望重建會在明年五月三十一日掛牌運作四週年時，能有更輝煌的成

果向國人交待。 

當然，阿扁要強調的是，重建的工作不是到此為止，它將是永續發展的長期工程

，只要重建區有任何一項工作未完成，政府就有責任與義務繼續做下去。希望重建會

以及各單位能夠把握後重建時期的所有優勢條件與契機，積極解決與民眾相關的任何

問題，同時也為重建區帶來全新的風貌。 

在此，阿扁也要特別宣布一項重大消息，那就是九二一重建會將在近期內提出規

劃完整的「重建感恩紀念工程」，要在現在我們所站的地方，建造一個感恩紀念公園，

表達出我們對所有參與九二一大地震重建工程的政府與民間人士的感謝，另一方面，

我們也要藉著這個機會，重新打造中興新村，成為活力新生的好地方。 

重建區的農特產品十分豐富，不但有總統梨、葡萄、水蜜桃，還有遠近馳名的凍

頂烏龍茶與紅酒，所以，阿扁非常歡迎全國同胞利用暑假或週末到重建區來走走，享



受這裏的好山、好水、好空氣。最後，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總統府新聞稿 http://www.president.gov.tw/1_news/） 

 

 

 

 

 

 

 

 

 

 

 

 

 



3.民國 92 年 9 月 21 日總統參加「感恩九二一‧溫馨滿人間」活動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下午前往南投縣中興新村參加「感恩九二一‧溫馨滿人間」活

動，並應邀致詞。 

總統致詞內容為： 

今天九月二十一日是世界和平日，九月最後一週是國際海洋週，中華民國是民主

自由的國度，二千三百萬的同胞都愛好和平，重視人權，在九二一的今天，我們希望

台灣和平、世界和平；而台灣是海洋國家，海洋不是足跡的終點，而是視野無限的延

伸，我們以做為海洋之子為榮、為傲，更期望能以海洋立國、以人權立國。 

此外，九二一也是感恩之日，今天來參加感恩晚會之前，阿扁特別去拜訪了有「

埔里阿媽」之稱的陳綢女士，以及「埔里基督教醫院」的黃蔚前院長，他們兩位一生

只有付出，不求回報，以感恩和惜福的心，默默替大家服務。四年前的九二一，台灣

發生了百年來最大的地震，成千上萬的同胞，在瞬間痛失親人、流離失所。在面對這

樣沈重的打擊與傷痛，我們看到的是台灣社會各個角落所流露出的人性光輝。來自全

國各地，甚至是海外各國的援助，迅速投入救災的工作，不論是救難隊員、醫護人員

、志工朋友、宗教團體等，甚至其他縣市政府的工作團隊，帶著大家的資源和對同胞

的愛，源源不斷的進入災區，全面展開救災與重建的工作。現在重建區站起來了，開

始恢復過去的生機與繁榮，這不是任何一個個人、任何一個團體、任何一個政黨或政

府的功勞，而是大家的功勞、這是全國民眾共同的功勞。因為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

，所以阿扁今天特別以探望「埔里阿媽」和黃前院長做為代表，來感謝所有投入九二

一救災和重建工作的朋友。 

對於九二一的重建，除了感恩之外，還有自省。經過九二一的考驗，我們防災與

救災的準備做得夠不夠？在重建過程中，許多採購與發包的程序，是否還可以更簡化

、再鬆綁？重建區新建的學校，能不能對未來校園的規劃帶來新的啟示？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反省過度開發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平衡，學習如何與大自然和平共處。 

在整個重建的過程中，透過民眾的主動參與和社區的積極投入，使重建不只是原

貌的恢復，更要建立一個新的家園。在重建時，許多的社區或部落，經過大家共同的

承擔與努力，而建立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積極對未來的生活與環境提出願景，重建

的工作雖然非常艱鉅，但是也激發許多社區或部落原有的生命力。 

「九二一大地震」不但摧毀了許多有形的建設，同時也在許多民眾的心中，留下

無法抹滅的傷痛，需要大家用愛與關懷撫平，用鼓勵和希望帶領大家走出悲傷和絕望

的陰影。另一方面，重建區現在仍然有許多集合式住宅還未重建完成，但因為涉及私

權，如果住戶無法達成共識，政府各項補助和優惠的措施，就無法發揮功效，而延緩

重建的進度。政府有絕對的誠心與誠意，幫大家解決問題。阿扁誠摯希望大家能儘量

異中求同，先找出一個大多數人都能滿意的方案，先要能夠動起來，政府的協助才能



跟著搭配進來，早日突破災區特別是集合式住宅的重建瓶頸。 

面對天災，我們沒有悲傷的權利，重建之路讓我們體認到關懷與希望的力量。只

要我們精誠團結，同心協力，積極為成功創造有利的條件，而不是用分化與對立來蓄

積政治對抗力量，重建的工作一定能夠更早完成。我們也願將九二一這一天當作是國

人同胞防災減災的紀念日，永遠記得這是一個感恩與自省的日子，把天災可能造成的

傷害減到最低，讓所有的百姓都有安全、安康、安適的生活，這才是九二一週年最重

要的意義。 

阿扁在此也要做幾點的補充和大家互相勉勵，第一、早上在台中縣石岡水壩「飛

越 921」的活動，廖武雄先生飛越水壩斷橋處，象徵今後要走出九二一的陰影，走出九

二一的悲情，走出九二一的災難，迎向希望的未來；第二、阿扁在二○○○年五月二十

日就任後沒幾天，就在六月一日由當時行政院唐飛院長、游錫 副院長正式在中興新

村掛牌成立九二一重建委員會，以四年為目標，要完成災區的重建工作，現在四年還

未結束，卻已經有了相當的成果，但是我們不會因此而自滿，阿扁也要告訴大家，重

建委員會到明年成立滿四年時，只要有一個人、有一個家庭對重建成果不滿意，就要

繼續做，我們不放棄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家庭，一定要做到讓大家滿意為止。 

最後，阿扁要再一次謝謝各界人士、志工團體以及工作同仁在重建區長期的努力

，祝大家平安健康！ 

（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總統府新聞稿 http://www.president.gov.tw/1_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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