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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

推動情形
鑑於強化政府內部控制各項機制有賴機關首長支持及所有同仁共同參與，行政院於 100 年積極推動

各項內部控制宣導及訓練課程，期能使各機關瞭解政府內部控制的重要性及實務作法，進而強化內

部控制機制。

　陳志良（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科長）

壹、前言

行政院以往曾訂頒「健

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實

施方案」、「加強財務控制及

落實會計審核方案」、「提升

政府財務效能方案」及「國家

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等內部控

制相關規定，惟似未獲得全面

性成效。是以，審計部連續於

97、98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審核報告，針對部分機關因內

部控制機制未臻健全，致有重

大弊案陸續發生，提出審核意

見。究其原因，恐係因欠缺整

體性之政府內部控制架構，致

各機關對內部控制觀念認知不

清，或認為內部控制僅及於財

務面向，或僅限於政風、研考

或會計人員之責任。故行政院

採納審計部建議意見，參考國

內外公私部門普遍公認之 1992

年全美反舞弊性財務報告委員

會（以下簡稱 COSO）報告，

明確規範政府部門內部控制架

構，以利各機關遵循有效實施。

為全面推動強化內部控制

機制，行政院自 99 年底由行政

院秘書長組成跨部會之「行政

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

（以下簡稱行政院內控小組），

從行政院、主管機關到各機關，

期透過縱向協助與督導及橫向

聯繫與統合，積極完備內部控

制相關規範，強化政府內部控

制機制，落實政府良善治理體

制。

貳、作法

政府組織規模龐大，全面

性推動內部控制需要明確的策

略及整體的規劃，才能收事半

功倍之效，而此次推動並引進

COSO 內部控制整體架構，如

何全面宣導正確觀念及辦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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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內部控制概念及實務等教育

訓練課程，實為首要之務。以

下茲就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

練部分，說明行政院內控小組

作法：

一、逐級分工原則

行政院 100 年 2 月 1 日訂

頒「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明訂實施之目標、策略及方法

等原則。「辦理宣導及教育訓

練」即為重要實施項目之一，

並以逐級分工原則，由行政院

內控小組負責對主管機關首長

及副首長宣導，主管機關對所

屬機關首長及副首長宣導，而

各機關則需對全體同仁辦理內

部控制教育訓練；並將內部控

制宣導及教育訓練納入「各機

關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100 年度重點工作」，按月通

報辦理情形。此外，為促使各

機關落實辦理相關工作，又於

同年 5 月 27 日訂頒「辦理內部

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應行注意

事項」，要求各機關依照逐級

分工原則積極辦理，並提醒講

座遴選及教材製作等應行注意

事項。

為強化教育訓練之成效，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

稱人事總處）亦配合內部控制

之推動，建立學習考核機制。

各機關對全體人員辦理教育訓

練時，除依「行政院及所屬機

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實施要點」認定學習時數外；

為使各機關全體人員均能體認

內部控制之重要性，以落實執

行內部控制各項工作，人事總

處已將各機關內部控制教育訓

練辦理情形納入「101 年度人

事業務績效考核項目及評分標

準表」，以考評各機關辦理成

效。

二、充實宣講人力

為宣導政府內部控制正確

觀念及推動作法，宣講人力亦

是不可或缺之要素。因此，行

政院內控小組分別於 100 年 3

月、6 月及 12 月辦理 3 梯次為

期 2 天的「政府內部控制種子

教師研習班」，邀請學者專家

及政府機關資深同仁講授內部

控制理論、實務暨違失案例、

風險管理、內部控制觀念架構、

設計實務與講授技法等課程，

100 年度共計培訓約 200 名政

府內部控制種子教師。

考量推動內部控制是持續

精進之工作，相關觀念及實務

作法亦應與時俱進，宜建立常

態性之訓練課程。人事總處已

將上開研習班納入所屬公務人

力發展中心 101 年度訓練實施

計畫，預計開設 5 個班次，可

培訓 150 名內部控制種子教師；

另增闢「主管機關內部控制專

案小組幕僚單位主管研習班」，

101 年度規劃開設 2 班，可容

納 60 人。

三、提供教材範例

為利各機關配合辦理宣導

及教育訓練時編撰課程教材所

需，並加強內部控制正確觀念，

行政院內控小組特別規劃「強

化政府內部控制教材範例」，

並針對不同講授對象，製作「宣

導篇」、「設計篇」及「實作

篇」等版本教材。首版教材範

例已於 100 年 5 月 30 日分行各

主管機關轉知所屬參用，後續

並配合推動進程酌修內容，提

供最新最正確資料，相關教材

範例亦刊載於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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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政府內部控制專區，供各

機關編撰教材之參考。

參、辦理成果

行政院內控小組自 100 年

度起規劃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

案之各項宣導及教育訓練配套

措施，各機關亦積極配合辦理，

有關宣導及教育訓練之辦理成

果如下：

一、行政院內控小組

鑑於強化內部控制機制推

動成功與否，機關首長之全力

支持為成功關鍵因素，因此，

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原行政院

主計處）於 100 年 4 月 21 日

將行政院推動內部控制作業辦

理情形提報行政院院會，使各

主管機關首長了解內部控制之

重要性，並獲  吳前院長特別

提示，為促進公共資源有效運

用，行政院積極推動內部控制

機制，各級機關應相互合作、

落實執行，尤其各機關首長務

必全力支持，並負起最終責任，

以提升政府整體施政效能。

此外，針對各主管機關負

責推動實務之核心成員，行政

院內控小組亦於 100 年 5 月 27

日，邀集各主管機關內部控制

專案小組召集人（皆為副首長）

及幕僚單位主管與主要三級機

關（構）首長（負責人），假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前瞻廳舉辦

「100 年健全內部控制機制宣

導」課程。此次宣導，特別邀

請政治大學會計系馬教授秀如

講授「內部控制基本觀念」，

馬教授以陳樹菊女士（入選

2010 年美國時代雜誌最具影響

力百大人物，同時也是富比士

雜誌亞洲慈善英雄、讀者文摘

亞洲英雄）的價值觀及人生經

歷，不同階段所做目標設定、

風險評估暨相關決策過程，讓

大家了解即使是個人，也都時

時在做內部控制，它是無所不

在的。馬教授將內部控制基本

觀念以深入淺出、生動活潑方

式加以闡述，內容相當精彩。

因此，特將當天辦理之宣導課

程（含政治大學會計系馬教授

秀如講授「內部控制基本觀念」

2 小時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

規劃處黃處長叔娟講授「行政

院推動內部控制作業辦理情

形」1 小時）錄製並編輯成數

位教材，於 100 年 7 月上載於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e 等公務

園」，開設內部控制系列線上● 100 年 5 月 27 日健全內控機制宣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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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利用數位學習不受時空

限制之特性，協助各機關推廣

運用。另 101 年 2 月 11 日，行

政院主計總處於行政院政務首

長研討會提報行政院推動內部

控制情形，再次請各機關首長

賡續支持，積極推動強化機關

內部控制機制。

二、各機關

各機關依據健全內部控制

實施方案及相關規定積極辦理

各項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100

年度舉行內部控制專案會議近

1,500 場、宣導及教育訓練場

次已逾 6,000 場、宣導及訓練

人次逾 40 萬人次（表 1）。

另依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提供截至 101 年 4 月底止 e 等

公務園之學習資料顯示，已有

超過 2 萬 5 千人選修內部控制

數位課程並取得學習時數認證

（表 2）。另亦有內政部、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等 20 個

機關索取內部控制系列線上課

程，於機關內部進行數位學習

之推廣。

肆、結語

依據 COSO 報告之定義，

內部控制係由控制環境、風險

評估、控制活動、資訊與溝通

及監督等五項要素組成，控制

環境是其他組成要素之基礎。

而機關首長與高階主管對推動

及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之重視及

支持，以及員工之公務職業操

守與倫理價值觀念之建立及維

持，皆是影響控制環境良窳之

重要因素。

行政院透過內部控制宣

導，影響機關首長之管理哲學，

進而塑造更良善之機關文化，

藉由內部控制教育訓練，提升

員工之自律道德情操及控制意

識，期望從「以人為本」之控

制環境著手，後續再以穩健之

理論基礎及實務架構，納入風

險評估機制，設計控制活動，

強化資訊與溝通管道及技術，

落實自我評估等監督作法；並

考量成本效益原則，兼顧興利

與防弊，逐步完備各機關內部

控制制度並落實執行，以有效

達成政府施政目標。

表 2　內部控制系列線上課程學習統計

（期間：100 年 7 月至 101 年 4 月）

課程名稱 認證時數 選課人數 取得認證人數

內部控制基本觀念 2 17,884 14,510

行政院推動內部控制作
業辦理情形

1 12,548 10,572

合計 -- 30,432 25,082

             年度

辦理項目

100 年

場次 人次

內部控制專案會議 1,439 …

宣導及教育訓練 6,189 425,468

表 1　100 年度各機關內部控制專案會議、宣導
及教育訓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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