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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獎券是戰後臺灣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臺灣戒嚴時期的歷史見證。在

臺灣戒嚴時期，可說是愛國至上的年代，而為籌措國家建設經費而發行的獎券，

也同樣有個賦有使命的名字──愛國獎券。

雖然，愛國獎券不是臺灣最早的彩券，但它對臺灣社會的影響深遠，它發

行的由來值得去探源，它後來的發展值得去瞭解；最重要的是，它留下豐富的圖

象，而這些圖象記錄著當時社會的生活，具有教育、審美、收藏等價值。

愛國獎券直到1987年年底停止發售，才從臺灣的歷史舞臺謝幕，它伴隨著臺

灣人長達三十七年之久，一直影響著當時的社會各個層面。現在這些圖象，更保

存著臺灣人曾經走過的共同記憶。

話說從頭
發行彩券是一種集眾人之資，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開源方式。長久以來，

各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年代便以發行彩票作為募集地方或國家稅收的方法之一，

人們在購買彩票達成協助國家發展之偉大理念的同時，更滿足一夜致富的期盼。

在臺灣的歷史上，購買彩券是臺灣娛樂文化中行之有年，又佔有重要影響力

的消費行為。臺灣的獎券發行史最早可追溯到日治時代。先有日治時期的彩票，

後有國民政府的愛國獎券，而且因為愛國公債勸募不佳，才有發行愛國獎券的想

法。所以，在認識愛國獎券之前，先來認識臺灣彩票，以及愛國公債。

臺灣最早的公營彩票－臺灣彩票

日本領臺之時，臺灣賭博風氣盛行，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而流傳在大陸

華南地區由馬尼拉發行的彩票，也在臺灣大受歡迎，每年都有大量的資金因購買

彩票而流出。

當時的臺灣社會卻有瘟疫流行、貧民流離失所、寺廟荒廢等問題亟待解決，

總督府雖然想推動慈善事業、建立衛生設施、維修寺廟，但卻又苦於財政捉襟見

肘，因此決定也發行彩票來解決問題。

在1906年6月13日，總督府公告了〈臺灣彩票發行律令〉，成立彩票局，並且

任命曾到海外考察外國彩票制度的專賣局長宮尾舜治兼任彩票局長（圖1-1）；規定

為推動慈善事業、衛生及寺廟維護等目的之事業得發行彩票。

總督府原想利用臺灣人的投機心理，以高中獎率吸引投機者購買臺灣彩票，

使之不再參與賭博，以杜絕賭風，並將彩票收入用於慈善衛生事業，不料投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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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哄抬彩票價格或偽造彩票號碼來詐騙彩金，引起很大的爭議和混亂。使得日本政府相當審

慎評估，認為彩票會敗壞國家風紀，而停止發行彩票便能防止。於是，在1907年3月20日停

止彩票發行，總共發行五期（圖1-2）；短命的臺灣彩票有如曇花一現，匆匆地退出臺灣的舞

台，這是臺灣最早的公營彩券。

愛國獎券的前身－愛國公債

由於愛國公債的發行效果不理想，才會有發行愛國獎券的構想。愛國公債開始籌募於

1949年，當時因為全國（包含大陸與臺灣）的財政狀況出現嚴重短缺，尤其通貨膨脹嚴重，再加

上需要龐大的軍事費用，在此情況下遂有愛國公債的發行。

在蔣中正總統檔案中對愛國公債發行有一段文字記載：

圖1─1：紀念臺灣彩票發行的明信片
中有首任彩票局局長－宮尾舜治，以及德製旋轉式的彩票搖獎機
資料來源：楊福蓮，《圖說臺灣ㄟ代誌》，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提供

卅八年愛國公債額定三億銀元。公債條例早經院會通過。公債籌費委員會人選，

亦經政院聘之。其臨時收據、正式債票，均已印妥。並已交央行運往重慶保管。……

為此次發行公債……，在意義上實行發行愛國公債平衡預算，此次則不僅平衡預算，

實為輸財救國、破產保產。在方法上言以往為勸募為自由認購。此次則為派募、為強

迫攤購。……只許超募，不得短募，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蔣中正總統檔案〉，103號，財政－金融，民國39年，國史館。

1949年，愛國公債籌募委員會遷到重慶辦公，各省區也都積極成立勸募分會並設立宣

導委員。發行「愛國公債」（圖1-3）也成為國民政府遷臺初期，籌募建設國家的資金的方法

之一。並於1949年7月23日行政院發佈《民國三十八年愛國公債條例》，而發行的目的在於

「政府為激發人民愛國情緒，集中財力，平衡預算，穩定幣制，以達成戡建大業」。

圖1─2：臺灣彩券（共五期）
資料來源：楊福蓮，《圖說臺灣ㄟ代誌》，博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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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政府為了宣導這項政策軟硬兼施，

一方面用半強迫的方式要求民眾認購（圖1-4），

特別是對公務員與學校教師；另一方面，政府

則是在報章媒體上對於認購單位或個人予以大

肆褒揚與鼓勵，對於拒購愛國公者採取公布姓

名，並以增加認購標準的方式來恫嚇拒購者。

為了便於宣傳愛國公債，報上還刊載了一

首《勸募公債歌》：

喂喂喂大家拿出良心來拿出良心買公債

沒錢就勸募有錢就購買

勸人為愛國愛國本應該快快快

勸募工作要競賽至親好友不例外

──趙友培作詞，寄梅作曲，〈勸募公債歌〉，《中央日報》，

1950年4月10日，第四版。

足見「勸募」之用心，甚至連提供兒童閱讀的「兒童週

刊」上，都要對愛國公債的勸募提出呼籲，並將拒絕購買愛國

公債的人視為沒良心，甚至認為是不愛國家的人。

由宣傳上的熱絡，看得出政府對愛國公債的寄望甚大，不

過，人民對當時的政府信心不足，發行的結果並不理想，最後

還動用警察予以協助勸募，甚至定下購買期限，若屆時尚未購

足指定的數額，將由警局逐日傳訊，直到購買為止。由此可見

民眾購買的意願確實不高，甚至有的人在購買不久之後，便在

報紙上刊登出售愛國公債的廣告。

按照《民國三十八年愛國公債條例》，到了愛國公債原先預定的發行截止期限（1950年3月

31日）時，全省只籌募新台幣三千多萬元，距離預定的九千萬元，實在相差甚遠。面對如此的

窘境，於是有發行愛國獎券的想法。

圖1─4：民國39年臺灣省籌募愛國公
債配募通知單

圖1─3：民國38年面值五十元的愛國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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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國而發行的彩券—愛國獎券

雖然愛國公債籌募的工作繼續進行，但政府為顧慮

人民的負擔，為了抵補籌募不足的數字，臺灣省政府決定

發行愛國獎券，以補配募愛國公債定額不足，並由省府財

政廳負責，委託臺灣銀行發行。於是第1期的愛國獎券（圖

1-5）在1950年4月11日開始發售，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院於

當月的22日才批准愛國獎券發行，可見當時政府想要發行

之急切。

為了取信於民，讓民眾相信此舉絕非空頭支票，政府

一連數日在各大報紙上刊登愛國獎券的廣告，表示鐵定會

如期開獎，同時保證不會對得獎人募任何捐款，以期大家

對愛國獎券的支持。

在發行的過程當中，政府為了增加愛國獎券的發行

量，於許多報紙上常看到鼓勵購買愛國獎券的宣傳口號，

無論是「只花五元錢，可立成鉅富」、「發財不忘愛國，愛國可以發財」，甚至將中愛國獎

券視為「本省同胞光輝鄉里，外省人士衣錦還鄉」的途徑之ㄧ。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政府

宣傳愛國獎券用心的程度。

愛國獎券－發財夢想的啟航
各期的售價

在愛國獎券發行的三十七年又九個月中，愛國獎券的銷售金額歷經了幾次的變動（表

1-2）。第1期的愛國獎券雖然轟動，但是它與第2期之後的發行數比較起來算是少的，原因是

售價太高。

愛國獎券的售價第1期每大張售價一百五十元，分為同號十條，每條面額十五元；第1期

「條」是一單張的意思，所以十條稱為一大張（圖1-6），第2期以後如有同號則以「聯」來區

別，不再稱為「條」。以物價來說，當時一台斤蓬萊米，只賣約七、八角，一百五十元約可

買到二百台斤蓬萊米，當時一名委任職的公務人員，一個月的全部薪俸，還不夠買一整張的

愛國獎券。

為了刺激銷路，愛國獎券第2期面額則下降為每張五元。整個發行期間售價的調整，有時

是配合台幣的升值，有時是為了慶祝特殊日子的到來。例如慶祝發行第1000期時將售價提高至

一百元；在農曆春節期間，國人大都剛領到年終獎金，所以財政廳鑑於買氣有可能增加，如第

1048、1086、1121期，除了擴大發行外，此時也將愛國獎券之售價提高到一百元，待春節過

後才又恢復其原來的售價。由此可看出，愛國獎券在售價方面會隨著特殊日子而機動調整。

圖1─5：第1期的愛國獎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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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2：愛國獎券之《四季券》
資料來源：賴重義編，《臺灣愛國獎券圖鑑》

《節約救國有獎儲蓄獎券》

民國38年政府進行金融改革，但經濟與金融體系仍不穩定，又因民國39年四、五月間因

南海舟山作戰略撤退，為穩定經濟供應軍事上的需要，由省府於民國39年委託臺灣銀行發行

《節約救國有獎儲蓄獎券》（圖1-13），

總共發行三期，每張售價五元，頭獎獎

金一萬元，沒有中獎者可於二至五年後

贖回。當時一台斤蓬萊米售價僅七至八

角，五元對一般百姓可說是一筆大錢，

彩券的銷售情況並不理想，購買者以公

務員與軍人居多。

�以鑽石為獎的《鑽石救災獎券》

中國於民國三○年代末期介入韓

戰，緊接著又在民國四○年代中期推出

「三面紅旗」運動，至少有四千萬名圖1─13：《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
資料來源：賴重義編，《臺灣愛國獎券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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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餓死，臺灣也基於政治上的需

要，順勢推出具有政治任務的獎券。

民國44年，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委

託臺銀發行一紙獎品全是重量不等鑽

石的《鑽石救災獎券》（圖1-14）。

獎券封面是一架運輸機空投糧食

給中國災胞的漫畫，每張售價五元，

這次給的不是獎金，而是亮晶晶的大

鑽石。特獎為淨重十七點○二克拉的

鑽石，頭獎十四點九八克拉鑽石，二

至七獎給獎鑽石大小不一，此為救助

中國大陸災胞的救災獎券，從頭到尾

只發售一次便沒再發行了。

�《八七災區復興建設有獎儲蓄券》

民國48年臺灣中南部發生有史

以來最嚴重的八七水災，政府為了幫

助災民重建家園，於民國49年元月

開始，委託臺銀發行發行為期一年

的《八七災區復興建設有獎儲蓄券》

（圖1-15），每期發行一百萬張，每張

面值十元，特獎是四十萬元，共發行

十二期，沒有得獎者可於十年後贖

回。

該儲蓄券銷售情況頗為熱烈，不

僅讓政府如期吸收了一億兩千萬元的

民間游資，也籌得重建災區的資金，

值得提的是，該儲蓄券是所有獎券中

唯一可自由買賣、向銀行質押借款，甚至還可作為公務保證的儲蓄券。

救助大陸逃奔自由祖國難胞獎券

民國51年5月，因中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對生產造成巨大破壞，加上一連串

的天災，經濟出現嚴重困難，掀起集體逃奔香港的狂潮。

圖1─15：《八七水災復興建設有獎儲蓄券》
資料來源：賴重義編，《臺灣愛國獎券圖鑑》

圖1─14：《鑽石救災獎券》
資料來源：賴重義編，《臺灣愛國獎券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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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除將食米等救濟物資捐贈香港政府之外，對逃港難胞依其志願不計任何困難接

運來台，分別予以就學、就業、就醫、就養。

由蔣宋美齡所創立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簡稱婦聯會）為號召各界同胞，響

應群起援助，於同年8月1日發行救助大陸逃奔自由祖國難胞獎券，共印製七萬張，分別由婦

聯總會及臺灣銀行銷售，共計售出六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張，得款六百餘萬元悉數移為大陸逃

奔自由祖國難胞之救助費用。這張印有災胞呼天搶地、哀鴻遍野圖案的獎券，頭獎是宋美齡

山水畫乙幅，並恭請蔣中正總統題字。

鼓勵兒童節約儲蓄繳存硬幣-贈獎幸運券

民國62年，臺灣銀行為獎勵兒童養成節約儲蓄的好習慣，同時又由於市面上缺乏一元

的硬輔幣，而決定與郵政儲金聯合舉辦「鼓勵兒童節約儲蓄，並繳存一元硬幣贈獎幸運辦

法」。希望兒童們把自己撲滿裡的一元硬幣拿出來，由於撲滿以豬隻造型居多，因此有人稱

它為「殺豬運動」。

初期規劃是以臺灣地區省市縣各地的國中、小學生為限，透過郵政儲金匯業局設在各校

的儲存單位辦理儲存。各校學生凡以一百枚（元）一元硬幣繳存學校郵儲單位實時，可獲贈

幸運券一張，多繳多贈，而臺銀總行及各據點本身不發此幸運券，共發行三十萬張，自4月4

日起至4月18日止，並於28日開獎，後來擴大幸運券的發行對象為各地中等學校學生及國學

童，原辦法規定以一元硬幣一百枚繳存者贈幸運券一張，新辦法不以一元硬幣為限，也可以

五角硬輔幣配合一元硬幣繳存，每折合總數一百元即照贈幸運券一張，凡各校尚未設立郵政

儲金單位者，儲存人可就近向郵局、臺灣銀行及臺北市區儲存巡迴服務車辦理儲存，幸運券

發行有效期限延至4月30日，開獎日期則延至5月12日在臺北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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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十大建設的儲蓄券

另外，民國66年政府因應十大建設財政需要陸續發行《建國有獎儲蓄券》（圖1-16）、

《儲蓄獎券》（圖1-17）、《國民儲蓄獎券》（圖1-18）等。這些獎券著實為國家建設提供財源，

使臺灣的經濟建設更上一層樓，其貢獻可謂不小。

圖1─16：《建國有獎儲蓄券》
資料來源：賴重義編，《臺灣愛國獎券圖鑑》

圖1─17：《儲蓄獎券》
資料來源：賴重義編，《臺灣愛國獎券圖鑑》

圖1─18：《國民儲蓄獎券》
資料來源：賴重義編，《臺灣愛國獎券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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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愛國獎券的《優待獎券》

買獎券送獎券，這是獎券商人別出心裁的招徠手段，愛國獎券發行以來，銷路始終保

持暢旺，更有一部分會動腦筋的獎券商，為擴大推銷，別出心裁，利用幾週年紀念等名義，

仿愛國獎券形式印贈《優待獎券》（圖1-19），與第一特獎號碼相同者贈送一百張獎券或縫衣

機、腳踏車等招徠客人。

此種優待券的印製形式和愛國獎券相似，甚至標語也印上去了，只是發行單位與中獎內

容不同。《優待獎券》也算是愛國獎券發行時特殊的副產品。這種依附在愛國獎券上而兌獎

的方式，成為日後「大家樂」的最早雛形。最早是臺北萬華地區的獎券行為促銷愛國獎券的

手段，後來中南部的彩券行的促銷花招更是百出，為達促銷目的，讓消費者自行選號兌獎。

演變到後來以愛國獎券第八獎所開出的號碼為兌獎的依據，接受民眾的簽號，並正式名為

「大家樂」，這便是大家樂賭博遊戲的由來。

圖1─19：愛國獎券之《優待獎券》
資料來源：黃志毅編，《愛國獎券圖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