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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草創期榮家空間特色 

    榮家空間特色之分析，從 1950 年代的台灣省社會處的設計簡圖來看新竹、台南、

屏東等三處榮家家區配置（詳圖 3-2、圖 3-3、圖 3-4），分析得出空間三要素具有其共

通特性，包含：功能分區分棟、榮民宿舍方位統一坐北朝南、入口呈現中庭空間的中軸

對稱式建築配置等手法。分析內容說明，如下： 

    １.功能分區分棟：家區主要由行政區（辦公樓、診療所或診療間）、榮民生活區（包

含另行設置在外的廁所、浴室等附屬建築）構成，尚有零星區域設置專用病房、

習藝室或是習藝工廠、員工宿舍等建築物，按照用途區及功能興建成單棟建築、

棟與棟保留一定間距、平行排列。 

    ２.榮民宿舍方位統一：榮民宿舍統一採坐南朝北的方位，是以考量台灣的季節風

向，此種朝向通風效果較好，缺點是台灣冬天盛行東北季風，大面積採光或開

窗成迎風面，體感溫度較冷。 

    ３.入口呈現中庭空間的中軸對稱式建築配置：行政區方位採東西面向，運用建築

體東西向排列圍塑出大面積中庭空間，視覺終點設置禮堂建築，此種入口視覺

的中軸設計手法，與校園、軍營此種大型群體場域規劃手法相似；呼應榮家在

設計時的另一考量，1952 年 9 月份公文檔案紀載，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執行榮家

設計階段提出意見，……政府考量仍有反攻大陸的可能性，提出設計須顧及將

來反攻大陸後「榮家」無需使用時可改作學校或其他用途起見22，顯示用途變更

亦納入榮家建築設計中。 

 

                                                 
22「榮譽國民之家籌建」，國家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004017101717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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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榮家擴張期 

    榮家增設時期，自 1952 年輔導會成立，轉由輔導會統籌督導，同時期在美援經費

的支持下，陸續增設多處榮家，包含：太平、雲林、岡山、馬蘭、白河、彰化等多處榮

家的設置。此時期因政府經費拮据，已無多餘經費增設榮家，由國防部與美國接洽美援

經費支持下持續推動安置政策26。 

    擴張期的榮家除優先對傷殘榮民為收容標準外，其次是以衰老為另一主要考量，此

時期為因應大量在外工作的榮民逐漸年邁申請進入榮家終老，陸續在台各地增設家區。

除太平、雲林兩所榮家是以美援經費直接興建，其餘是以經費樽節使用，採接收營房、

輔導會管轄之土地為做為優先選址對象為榮家設立原則，建築物興建原則採以直接使用

軍房宿舍標準圖圖樣進行建造。 

 （一）土地取得之原則 

    美援顧問團 George Fry 公司初期核准榮家籌建計劃中，直接運用經費興建的榮家

有太平、雲林兩家，其餘多以技術指導、建築材料供應等方式協助政府推動榮家設立。

輔導會面臨財源吃緊、成立榮家又是必行政策，故而，在 1955 年 3 月 1 日第四十九次

業務會報決定事項中，對於新設二所（太平、雲林）榮家建築基地，以不宜購置土地，

利用輔導會以接收之部隊公田為原則27。其中，以第一條：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

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安置計劃需用土地時，以儘量向地政機關申請利用公

地為原則，及第二條：各安置計劃之建築用地，必要時可報請本會撥用，……。以此，

太平榮家28在 1956 年 11 月奉准撥用土地，運用美援經費新建宿舍共四十八棟；在 1957 

                                                 
26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輔導工作既紀要 第一輯》。在舉行第二次委員會議中決議事項第

三項提及，對美援會呈送之計劃（擬定增設榮譽國民之家安置退除役士兵案）須說明過去數年曾設置榮

譽國民之家四處，動用國家預算若干；現以國庫支絀，增設新機構由美援供給。 
27《輔導工作紀要，第一輯》。一書記載有關輔導會執行安置政策的各項工作之會議紀錄。 
28太平榮家全盛時期，榮民人數達到五千多人到 2013 年僅剩一百多位，同年 11 月行政院組織再造計畫，

將太平與馬蘭榮家整併，更名成馬蘭榮譽國民之家太平分部，人數卻仍不斷的減少，最後在 2014 年關

閉太平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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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榮家轉型期 

    1980 時期政府對榮家的管理作為開始發生改變，其原因主要有兩項，第一，國際

情勢的轉變，讓國民政府對於反攻大陸的心態轉趨保守、對於榮民作戰時後輩軍力的定

位逐漸式微；其二，榮民自 1949 年跟隨來台直至 1980 年已歷經三十年載，隨著榮民

時間年紀漸長，漸漸無法在外從事勞動力工作轉而選擇進入榮家終老，新一批安置需求

的出現，輔導會陸續在各地增設榮家，佳里、高雄榮家及在此時期成立，另外屏東榮家

因為原有家區（舊址：位於屏東市民生路上）腹地已趨飽和、位處屏東市區無法周邊土

地均已使用，無法購地的情況下，於 1979 年遷至現址（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 100 號），

遷建後的榮家。 

    此時期規劃的榮家，開始出現以醫護、居住功能為導向的設計，逐漸重視榮民的身

心健康與居住舒適性。像是佳里榮家在設計期間，負責設計的建築師陪同輔導會人員一

同前往日本、歐美、澳洲等國家，參訪其安養機構，以吸收其國外之經驗設計而成。輔

導會更將其作為作為示範榮家，在管理、環境衛生方面均特別重視。1984 年輔導會，

更將榮家發展計畫訂為「現化化」、「花園化」，以科學管理的方法管理榮家、教育並照

顧榮民，一切制度化，以節省人力、物力及財力。 

3-2  榮家對榮民的生活管理 

一、榮民在台安置過程 

    1949 年國府的遷徙以及政策下出現的榮民，是社會中較為特殊的一群，為保護國

家歷經戰火，他們隻身來台家無恆產、早年軍旅待遇微薄、部分人在領取退休金後離開

軍營，進入社會工作；另有一批榮民投入東西橫貫公路、曾文水庫、十大建設、十二項

建設等國家工作，或有輔導會篩選身心狀況良好的志願榮民，徒步進入山區開墾輔導會

所屬農場（如大同農場、清境農場等）。 

    這些榮民生活在台灣各地角落，為台灣這塊土地默默努力奉獻，處處留下他們為台

灣這塊土地奮鬥過的足跡，隨著時間推移，原來年輕力壯、隻身來台的年輕人，歷經戰

爭、國家建設與生活的種種；國府顧及這些功在社稷的榮民能在台老有所終，獲得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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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顧，持續在各地設置榮家，這批第二次功成身退的榮民們，因逐漸年邁陸續進入榮

家，開始後半生的生活。 

二、榮民的生活管理 

 （一）軍隊管理模式的榮家生活 

    1950 時期榮家成立，初期入住的榮民正逢軍隊退伍，輔導會考量榮民生活上比較

習慣軍中管理模式，必須以集體生活進行管理30，在 1955 年特公佈「榮家過渡時期榮

民生活管理辦法」31，作為榮民從軍隊生活移轉到民間自治，以此奠定榮民是為良民的

優良形象；從榮民口述中敘述每天需早點名、用餐聽哨、全體集合工作等，包含出入榮

家須請假才可外出，且限制其出入時間，超時須接受停發零用金、主副食等警戒行為；

並以連繫情感、相互照顧為考量，各榮家需劃分區隊、分隊、小隊，由 1000 位榮民組

成；每個榮家劃分四個區隊（每一區隊定額 250 人）、每一區隊劃分五個分隊（每一分

隊定額 50 人）、每一個分隊劃分為五個小隊（每一小隊定額 10 人），且設置分隊長、

小隊長32進行榮民自治管理。顯示此時期的榮民存在集體生活、行動上相對不自由，仍

必須以遵從為原則，與從軍生涯相差無幾；在伙食方面，由各堂隊榮民以大鍋飯的方式

自行開辦，簡言之伙食採榮民自治開伙。這種榮家的軍事化管理、集體生活模式，包含

設有獎懲制度、請假、公民常識教育，這些與軍隊管理制度相差無幾。 

 （二）養護照顧模式的榮家安養生活 

    1980 年代的榮家，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美國於隔年 1979 年 1 月 1 日選擇與中

國大陸建交後，國府對榮家的政策制度隨之轉變。首先，在榮民的管理上出現改變，以

                                                 
30《輔導工作紀要，第一輯》。在輔導會四十三年度安置計劃大綱的安置原則中提出四點，其中第一點，

應儘量集體安置中提及對其生活習慣似不甚適宜，故安置方法應以集體安置為主。因榮家籌建計畫自美

援經費支持開始，美方由提出意見之權利，美國安全分署與台灣雙方因觀點殊異，進一步對安置退除役

之作法提出澄清：……，對於退除役由組織化管理的生活，過渡到平民的生活，必須經過半組織管理畫的

生活時期，輔導會辦理集體安置實屬必要。 
311955 年 8 月 11 日輔導會（四四）輔四字第一三五七五號令公佈，「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

員會榮譽國民之家過渡時期榮民生活管理辦法」。 
32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灣各榮譽國民之家文化性資產清查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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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足年紀漸長已難負荷半軍事化管理模式而取消，對於堂房組織的自治，逐漸改由職

員兼任的堂隊長（每堂編制 1 人）、照服員（每堂編制 3-5 人）、醫護人員等負責日常

生活、個別輔導等榮民照護工作；另一大幅度的改變，是由榮民自行開辦的伙食，也因

榮民年紀漸長，改採委外辦理。在用餐方面，因老人抵抗力逐漸下降，考量團體生活容

易發生群居感染，改採自助形式，有些經醫生證明具有特殊疾病、不適合團伙的榮民，

可利用自炊廚房自行開伙料理餐食33。 

    管理層面的改善，首要重點是生活作息的管理改變，不似 1950、1960 年的榮民

日常採集體按表操課的作息模式，逐漸改以順應榮民老年生活習性及身心得以自然適應，

要求管理者避免在管理上出現軍中習慣動作；內務整潔之訴求，以整潔為主，不得要求

整齊劃一、頻繁檢查34；在榮民心靈寄託層面，在宗教信仰採多元開放的方式，像是新

竹、台南、屏東榮家家區內設有佛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尊重各類宗教信仰35，

提供祭祀、集會活動之空間予榮民使用。 

    居住調整部分，在榮民宿舍的居住空間的改善，原本集體通鋪改為八人一間、四人

一間或兩人一間，讓榮民有較多的生活空間及隱私36，推動家區環境景觀再造，讓榮民

可以有散步、聊天、下棋等休閒活動的戶外空間。 

 （三）邁向老人照護機構與對外開放的榮家 

    2000 年代的榮家，自 1999 年開始，實施將榮家轉型成為老人照護機構，逐步對

榮家進行建築物的興（改）建以及設備的改善，以達到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鼓勵榮

家取得 ISO9001 國際認證（服務品質認證），自 2005 至 2006 年為止，全台各榮家均

取得認證，可說是開創台灣長照服務的先驅者，開放讓一般養老民眾入住。 

                                                 
33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輔導會真情故事—就養養護篇》。 
34《輔導工作紀要，第六輯》。1980 年 2 月 20 日實施之「就養榮民管理改善要點」。 
35《台南榮譽國民之家文化性資產清查成果報告》。榮家內的祭祀與信仰，以提升榮民靈性生活。 
36《輔導工作紀要，第六輯》。1982 年的輔導會議中，提出改進家生活環境、設施設備、伙食及福利，

妥善照顧榮民生活。其中，大房間（五、六十人）應改為小房間（二、四或六人一房）統鋪改為單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