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環視當前主要先進國家，

為求國家安全，強化國防體

制，均在軍事事務革新上進

行變革，在國防轉型過程中，

組織精進、人員素質提升、兵

役制度改革等議題，為各國

推動軍事革新重點。近年來，

國軍亦順應時代變動趨勢，推

動各項革新，陸續執行「精實

案」、「精進案」等組織精簡

計畫，員額由 45 萬餘員，裁

減至目前約 27 萬餘員，儘管

兵力員額已有明顯下降，然人

員維持費仍佔國防預算之大

宗。

基此，本部國防成本資料

庫建置爰以「軍事事務革新」

為主軸，並結合國防施政等相

關因素及需求，期藉由國軍「人

員維持成本資料庫建置」之推

動，以滿足建軍備戰財力規劃、

指導所需軍事成本分析需求，

有效支援國防資源管理決策參

考。

論述 》預算•決算

國軍推動人員維持成本資料庫

建置概況
國防預算成長不易，但建軍備戰需求無窮，故成本效益與分析更顯重要，而國防成本制度建置，可

使單位主官（管）利用成本資訊，避免不經濟與無效益之預算支出。目前，本部在人力與資訊能量

不足情況下，採漸進方式先行完成人員維持成本資料庫建置，期發揮預測、回饋財務管理效益功能，

以達國防資源配置效益極大化之目標。

　汪綱維（國防部主計局中校財務官）

● 國防部主計局邀請陳處長春榮以「政府會計之變革與發展」專題講座情形● 國防部主計局邀請陳處長春榮以「政府會計之變革與發展」專題講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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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員維持成本資

料庫建置歷程

一、國防成本制度建置

簡介

本部辦理成本建置推動，

係以「軍事耗用成本」觀念架

構，建立回饋「兵力整建計

畫」、「五年施政計畫」與

「年度預算」作業連結之構

想，律定「國軍單位作業及維

持成本計算制度」成本資料蒐

整範圍，區分「人員維持成

本」、「作業維持成本」、

「庫儲實物補給耗用成本」及

「修護成本」等 4 類，並運

用 Rober S. Kaplan 及 David 

P.Norton 1992 年所提出平衡計

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架

構及 2004 年發表之策略地圖

（Strategy Map），將無形智

能轉化為有形策略之觀念，結

合現有資訊人力與能量，勾勒

「國防成本發展策略地圖」（圖

1）；另為落實各階段工作項

目推動，經依「國軍單位作業

及維持成本計算試行作業」專

案權責分工暨作業期程實施計

畫，採短、中、長期三階段逐

步推動與驗證，其工作項目分

述如下：

（一）短期：完成「人員維持

成本」成本結構、成本

動因蒐整及發展線上分

析程式，結合預算科目

與用途別等驗證資料正

確性。

（二）中期：完成「修護成本

」及「作業維持成本」

成本結構、成本動因蒐

整，並發展修護成本資

料庫及研究「庫儲管理

系統」與「財產管理系

統」成本資料庫鏈結之

論述 》預算•決算

圖 1　國防成本發展策略地圖

1
2

1.
2.

1.
2.
3.

1.
2.

1.
2.
3.

1.
2.
3.
4.

主計月刊︱第 677 期︱ 2012.05

44



可行性。

（三）長期：完成「庫儲實物

補給耗用成本」成本結

構、成本動因蒐整及整

合各聯參相關資訊系

統，以達成本資料庫建置

之管理功能及充分揭露

國防資源之分配與運用。

二、人員維持成本資料庫

建置架構與要素

近年來國軍持續推動組織

改革及人員精簡等專案，人員

維持費佔國防預算比例仍呈現

偏高之情形，及配合政府施政

辦理「募兵制」所需人員維持

費推估等，人員維持成本建置

更顯重要與急迫，故國軍單位

成本資料庫建置將以「人員維

持成本」為首要推動項目。

人員維持成本資料庫建

置係以管理會計為核心，薪餉

發放及預算支用管理系統為基

礎，並運用「整合性成本資訊

系統」將成本統計、管理報表

及成本效益分析等功能納入資

訊化、系統化及整體化統籌規

劃，俾符國軍前瞻性之需求。

「整合性成本資訊系統」

由「企業資源規劃（以下簡稱

ERP）」與「雲端」建構而成。

「ERP」為一個會計導向的資

訊系統，用來將企業內部包括

財務、會計、人力資源、製造、

配送及銷售等作業流程所需要

的作業資訊，藉由組織與流程

再造以及資訊技術的運用達到

有效的整合，可透過整合性的

資訊傳輸至各業務部門。「雲

端」係一種基於網際網路運算

方式，共享軟硬體資源和資訊；

另考量本部資安特性與環境，

有關資訊系統建置採「私有雲」

方式規劃，係將基礎設施與軟

硬體資源建立在防火牆內，以

供機構或企業內各部門共同分

享運用。

本部成本資料庫建置為達

「整合性系統化」目標，運用

ERP 學理規劃國防資源整合；

另 採 用「Microsoft 2010 版 軟

體及 OLAP Module of Business 

Intelligent Technology」之系統

資料庫、報表分析、成本效益

等功能，據以辦理系統化資訊

設備建置，故本成本資料庫除

符合建置需求並可與國際資訊

技術同步（圖 2）。

（一）人員維持成本資料庫建

置架構

人員維持成本資料庫建

置係以薪餉發放及預算支用

系統為核心，整合為成本資

料倉儲，並依成本屬性及資

料來源區分隨薪發放要素、

論述 》預算•決算

圖 2　整合性成本資訊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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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保險補助費政府負擔部

分及以預算簽證方式支付之

各項加給等 3 大構面逐項建

構而成（圖 3）。

（二）基本要素

1. 支薪單位

本部及所屬單位辦理

薪給發放、實際耗用費用

預算簽證、各項庫儲補給

實物受補耗用及武器裝備

送修之簽證金額，以作為單

位識別及成本歸屬之依據。

2. 預算支用單位

預算支用單位者，

係賦予預算支用代號，承

受上級單位分配預算，由

單位主辦主計軍官簽證支

用之單位，並依其性質區

分為預算主管（分配、支

用）單位等 3 類；由於各

單位實際耗用費用均需藉

由預算支用單位辦理簽證

作業，然部分人員費用因

加給性質無法歸結個人，

即以簽證金額歸戶至該預

算支用單位。

（三）隨薪發放要素

薪餉發放系統係以「個

人」為標的，個人相關薪給

及基本資料，採逐筆、逐項

方式建檔，經檢視該系統主

檔欄位資料將可逕行導入人

員維持成本資料庫之隨薪發

放要素計本俸等 10 項，其定

義說明如下：

1. 本俸：志願役現役軍人應

領取之基本給與。

2. 專業加給：對中將以下專

業人員加給。

3. 主管職務加給：以軍職機

關或軍文併用機關組織法

規或經權責機關核定之編

制表及官階配當表規定，

且為實際負領導責任之軍

職正副主官及幕僚正副主

管為限。

4. 志願役加給：指志願役現

役軍人之本俸（薪額）以

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

質及服務地區之不同，而

另加之給與。

5. 上將職務加給：上將人員

之職務加給；支領本加給

者，不得同時支領專業加

給及其他職務加給。

6. 將級主官特別費：國軍將

級人員擔任正副主官（管）

之特別費，並以核定正式

編制表所定編階及官階配

當表所定官階為支給依據。

7. 勤務性加給：對從事危險

性或技術性工作者或依其

勤務特性加給之。

8. 地域加給：對服役偏遠、

特殊地區（實際駐守艱苦

地區）或國外之官兵。

9. 學術研究費：以軍事院校

專任軍（文）職教員為對

圖 3　人員維持成本資料庫建置架構

論述 》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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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鼓勵其從事學術研究

之費用。

10. 不開業獎金：以具有醫師

（含牙醫師）資格實際從

事基礎醫學教學及研究工

作之人員。

（四）保險補助費政府負擔部分

1. 軍人保險補助費

依軍人保險條例第 10

條規定：「志願役軍、士

官（兵）之死亡、殘廢、

退伍及育嬰留職停薪等四

項保險費用，其費用按月

繳付，並由被保險人自

付 35%，政府補助 65%；

但義務役士官（兵）之保

險費，由政府全額負擔；

故政府補助或負擔之保險

費，由本部統籌編列預算

支應。」由於薪餉發放系

統已有本項個人負擔部分

之欄位，故政府負擔部分

將以新增欄位方式，依投

保公式試算政府負擔金額。

2. 全民健康保險補助費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 條規定：「國軍官（士）

兵屬於第 1 類別」；被保

險人及其眷屬自付 30%，

投保單位負擔 70%。由於

薪餉發放系統已有本項個

人負擔部分之欄位，故政

府負擔部分將以新增欄位

方式，依投保公式試算政

府負擔金額。

3. 退撫補助費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

服役條例第 27 條規定：

「軍官、士官退伍除役給

與，應由政府與現役人員

共同撥繳費用，設立基金

負責支付之，並由政府負

最後支付保證責任，其共

同撥繳費用之標準，依現

役人員本俸加一倍之 8%

至 12% 費 率， 由 政 府 撥

付 65%， 現 役 人 員 繳 付

35%。撥繳滿 35 年後，免

再撥繳。」由於薪餉發放

系統已有政府負擔欄位設

置，故本項逕行導入成本

資料庫。

（五）非隨薪發放要素（預算

簽證之各項加給）

1. 本項成本要素係屬非隨薪

餉發放項目，並以預算簽

證支付之各項人員費用，

計有特種勤務隊副食加

給、海勤副食加給、空勤

官兵副食加給等 13 項官兵

勤務加給。

2. 上列各項加給係各單位每

月編造請領人員名冊辦理

簽證後支付個人，因該項

成本資料尚無法逕歸戶至

個人，為使人員成本蒐整

更臻完備，故本項成本資

料將以預算支用系統之預

圖 4　非隨薪發放要素示意

論述 》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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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科目及用途別科目為資

料來源並與成本資料庫完

成聯結作業（上頁圖 4）。

參、人員維持成本

資料歸結及管

理報表

一、成本標的

依基本要素建置結合成本

資料來源別，完成以支薪單位

與預算支用單位為核心之成本

標的，並依組織層級將成本標

的延伸為師級（聯兵旅級）、

軍團級及司令部級等之成本型

態（圖 5）。

二、成本資料歸結技術與

程序

由於成本資料庫建置係

採用 Microsoft 2010 版軟體及

商業智慧模型技術，有關成本

要素、標的及管理報表呈現，

其歸結程序毋需另外下達程式

語言方式蒐整資料，而逕以拖

拉方式即可獲得相關成本資訊

（圖 6）。

三、系統管理表報

藉由系統功能輔助，成本

資料庫除可產生即時成本資訊

，亦可呈現及匯出相關表報，

並將表報內涵區分為基礎表報

（如各階級本俸、加給等）及

管理表報（如支薪單位、預算

支用單位等）等 2 類，其表報

功能概述如下：

（一） 基礎表報

1. 各階級本俸、各項加給及

保險補助費政府負擔部分

（月、季、年）成本統計

圖 5　成本標的流程

圖 6　成本資料歸結

論述 》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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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薪餉發放系統換裝

案，影響資料庫即時

功能成效

人員維持成本資料庫係以

99 年度薪餉發放及預算支用系

統實耗成本為資料來源與建置

基礎，經驗證 99 年度成本資料

將可提供各單位參用。然現階段

圖 7　各階級本俸統計表歸結

圖 8　預算科目與用途別統計表歸結

表（圖 7）：藉由不同時序

成本表報匯出，除瞭解各

階級人數與金額變動與趨

勢，並可將成本資訊回饋

作為預算籌編之參據。

2. 預算科目（月、季、年）

成本統計表（圖 8）： 運

用不同時序成本表報，瞭

解各預算科目預算支出變

動與趨勢及國防施政重

點，可作為各預算科目執

行績效、預算籌編之參考。

3. 各項用途別（月、季、年）

成本統計表（圖 8）：各

項用途別不同時序之成本

表報，除瞭解支用情形與

波動外，並可作為各用途

別調節及即時支援國軍整

備之需求。

（二） 管理表報

1. 支薪單位或預算支用單位

（月、季、年）成本統計

表：從成本要素可歸戶至

支薪單位或預算支用單位，

並由不同時序之成本表報

資料，顯示各單位人員與

金額之變動及趨勢，亦可

將同性質單位辦理成本分

析與比較，以納為預算籌

編之參據。

2. 師（聯兵旅）級、軍團級及

司令部級（月、季、年）成

本統計表：藉由不同時序成

本表報，瞭解師級、軍團級

及司令部級人員及金額變動

及趨勢，作為人員籌補、成

本分析及預算籌編之參據。

肆、建置作業檢討改

進事宜

論述 》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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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餉發放系統因百年時序及系

統功能提升與整合等因素辦理

系統換裝，新、舊系統程式語

言架構不同，致 100 年度薪餉系

統實耗成本資料無法依建構之

語法路徑逕行導入至本資料庫，

尚無法達到成本資料即時產出

與線上分析之功能，將請原建置

廠商協處相關系統銜接問題。

二、培育相關人力，厚植

成本作業

由於成本資料庫建置採

用與全球同步之資訊軟體與技

術，惟在資訊人力尚未具備該

技術能量之前提下，有關系統

功能後續擴充、操作與維護等

仍需依賴原建置廠商支援，因

此造成部分工作項目建置進度

不如預期。又專案小組辦理成

本資料庫建置至今，因人員異

動、專業人力與資訊能量不足

等因素，產生推動過程中呈現

斷續之情形，肇生專案小組作

業能量與經驗無法持續傳承之

窘境，削減成本建置效能。未

來將持續派員受訓，培育相關

人力，厚植成本作業，以達系

統自主管理之目標。

三、定期召開會議，落實

各項工作進度

（一）為使本資料庫發揮其功

能效益，將開放資源共

享平台，讓各單位主計

部門運用本系統提供即

時實耗成本資訊，並以

系統成本分析功能作為

資源配置與年度施政規

劃參考。

（二）為持續與落實成本建置

作業，將藉由人員維持

成本資料庫建置與驗證

經驗，賡續辦理「修護

成本」與「作業維持成

本」資料庫建置，並運

用歷史回顧法及專案管

理模式，召集本部業管

單位，就現行修護及作

業維持成本作業，蒐整

與歸戶現況與民國 96 年

辦理試行作業產生之執

行窒礙等實施研討，據

以訂定工作事項（如重

要武器裝備等成本要素

與標的）期程與進度。

（三）中期階段成本建置將與

國防施政（如救災成

本、重要武器裝備成本

等）相互結合，為期各

成本標的之工作事項均

能具體落實，將採定期

召開專案會議方式實

施，以如期如質達成階

段性目標。

伍、結論

近年來國防預算成長不

易，在國防財力資源有限，建

軍備戰需求無窮之情況下，成

本效益與分析更顯重要，而國

防成本制度建置，可使單位主

官（管）利用正確且及時成本

資訊，進行年度施政工作計畫

調整與修正，以避免不經濟與

無效益之預算支出。

本部在人力與資訊能量不

足之條件下，採漸進方式依規

劃期程先行完成人員維持成本

資料庫建置，並建立成本資料

蒐整路徑及資料倉儲線上分析

工具，藉由資訊平台共用、資

源共享及成本分析之功能，開

放各單位參考運用；後續除將

系統開放所遭遇之管理及技術

等面向，納為系統功能擴充及

技術提升之精進事項外，更將

持續強化成本資料庫實用價值

及快速反應特性，以發揮預測、

回饋財務管理效益功能，達成

國防資源配置效益極大化之目

標。

論述 》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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