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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坪 林 天 主 教 聖 三 堂

入 殮 禮
8:00 AM

-

家 奠 禮
-

追 思 影 片
8:45 AM

-

殯 葬 彌 撒
9:00 AM

-

家 屬 致 詞
(無聲追思影片播放)

10:10 AM
-

來賓致詞暨授勳儀式
10:15 AM

王院長建煊   賴院長英照
張部長盛和   蘇部長建榮

莊部長翠雲

公 奠 禮
10:40 AM

各行禮單位

瞻 仰 遺 容
11:00 AM

-

蓋棺
11:20 AM

-

宣讀總統褒揚令暨覆蓋國旗
11:25 AM

林全
朱澤民    徐偉初
何怡澄    陳國樑

啟靈
11:30 AM

(雙簧管演奏 - Oboe Performance by Soun-Youn Kim)

告別禮流程

P r o f .  T i n g - A n  C h e n



《生平事蹟略述》

陳聽安教授出生於江蘇無錫，小學就讀於江蘇無錫東林小學，一九四九

年隨空軍來臺，服務於臺中航空工業局，利用夜間完成高職學業後，進

入臺灣省立法商學院（今臺北大學）地政學系就讀，後轉入經濟學系。

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二年，獲中山獎學金赴德國佛萊堡大學研習經濟

學，嗣後轉至敏斯特大學直攻博士。於一九六九年，以優異成績獲得經

濟學博士學位後返國貢獻所學。

陳教授在教學與研究的貢獻，可概括為幾面向：

開啟我國財政的國際視野：陳教授選擇回臺灣進行教學與研究，開啟我

國財政學術界的國際視野。後赴劍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布魯金斯研

究所與哈佛大學等學術機構進行訪問與研究，並將國際經驗帶回臺灣，

建立起臺灣財政學界與國際的連結。

提升我國財政學術的水準：陳教授執教於國立政治大學長達三十三年，

在擔任財政研究所所長期間，進行了多項關鍵性改革，包括：加強師資

陣容、優化課程設計、改進訓練方法及提升論文品質要求等，為政大財

政研究所奠定了今日屹立不搖的財政學術領導地位。後於借調擔任國立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今臺北大學）院長期間，改進了學院的行政效率並

提升了學術水平。

深化學術研究與論著：陳教授強調研究與教學並行發展，學術研究範圍

廣泛。尤其專注於我國財稅政策、公共支出、平等問題及社會保障制度

等領域。研究成果不僅轉化為教學內容，也對我國的財政與社會福利政

策提供了理論依據與實質建議。

厚植人才的培育：陳教授除在學術與專業界培養了大量的菁英與領袖級

的學者專家，門生不乏擔任政府重要職位者，包括：行政院長、司法院

長、大法官、數任財政部長、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及其他部會首長

等。

陳教授對於國家的貢獻，可概括為幾面向：

致力經濟建設：一九八○年出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今國家發展委

員會）金融和財稅專長諮詢委員，並於一九八五年參與行政院經濟革新

委員會，協助奠定我國經濟建設發展的基礎架構，提出國家經濟結構現

代化的策略性方針。

推動賦税改革：一九八七年出任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領導

完成臺灣歷史性最大規模的稅制改革。使臺灣的稅制更加公平與現代

化，對我國財政永續產生長遠的影響。後於二○○八年擔任行政院賦稅

改革委員會最高顧問。

長期照護與醫療保險的研究：一九九三年擔任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召集

人，深入研究健康保險及長期照護財務問題，對政府健保政策及長期照

護制度設計，提供了重要參考。

全民健保制度的規劃：一九九五年擔任全民健康保險精算財務諮詢小組

召集人，提出健保財務評估與調整機制等建議，為臺灣全民健康保險制

度的成功推行，奠定根基。後於二○○一年受聘為行政院二代健保規劃

小組委員，建議整合監理與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構建權責分明、制度

完備之健保架構。

政府機構運作與公務人員退撫制度的改革：一九九七年被任命為考試委

員，研究臺灣公務人員保險、退休與撫卹制度，並提出改革建議，促進

臺灣公務人員制度的現代化。

陳教授卸任公職後創設中華財政學會，致力於推動財稅學術交流，使財

稅學術界、實務界及朝野人士，相互了解和交流，打破學術與實務的鴻

溝，促成學者為政府、民間團體做施政或因應的研究與規劃。傳播財政

思想與激勵後進，不遺餘力。

陳聽安教授，於二○二五年五月十日辭世，享壽九十二歲，陳教授以其

深厚的經濟學知識、豐富的教學經驗和對財政政策的深入研究而享有盛

譽。主導了臺灣財政與稅制的重要改革，並對臺灣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

規劃做出了理論與制度上的關鍵貢獻。他的學術著作和政策建議對臺灣

財政發展具有歷史意義。他一生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扮演著一位成功的

播種者。他所播下的種子，如今已成喬木，更孕育出新一代的播種者，

生生不息地蔚為學術之林。

陳聽安教授您可以安息了！
追思網頁 -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henting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