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

教育預算各項制度之變革

及成效
隨著教育相關法令逐步鬆綁，政府除了要確保教育的公平性，還須關注教育落實社會正義所擔負的

責任，因此，如何妥善分配有限的教育資源，提升其使用效益，益顯重要。本文係概述教育部近年

來透過補助制度及預算型態的改變，進而達成活化經營管理、促進開源節流及落實教育經費專款專

用之相關作為。

　楊淑蘭（教育部會計處科長）

壹、前言

近年來政府推動多項重大

教育政策，加以法律義務性支

出劇增，致對預算籌編作業造

成衝擊，因此，如何妥善配置

資源，益顯重要。另依「教育

基本法」第 5 條及「教育經費

編列與管理法」第 13 條規定，

教育經費必須專款專用及設立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以充實、

保障教育經費，並使教育經費

能穩定成長及發揮效益。教育

部考量公務預算之統收統支方

式，缺乏鼓勵創造收入、節約

成本之誘因，近年來除檢討改

進各項補助制度外，亦積極推

動基金預算制度，以活化經營

管理、促進開源節流及落實教

育經費專款專用之目標。

貳、各項補助制度之

檢討

教育部主管預算中分配予

國立大專校院及其附設醫院與

高中職部分占半數以上，除屬

於專案性或計畫型之補助款，

係經個別計畫審核後予以補助

外，對國立大專校院與高中職

之基本需求補助，實應建立一

個更為公平合理之補助機制；

另因高教與技職校院間亦存有

失衡之情形，且各國立大專校

院營建工程之補助，也未能控

管各校計畫之提報及預算之編

列，爰檢討改進下列之補助制

度，作為編列預算時合理分配

資源之依據。

一、對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之補助

教育部年度預算所編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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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之補助，主要分

為基本需求及競爭性經費，其

中競爭性經費並包含績效型獎

助經費（原為發展性經費）及

營建工程經費。惟近年來由於

高等教育大幅擴充，學生人數

快速增加，復以政府財政困難，

新設立及改制學校，其師資、

行政人員之配置及設備遠不及

歷史悠久學校，逐漸產生資源

分配不均衡之情形。因此，重

新檢討改進成為一個更公平合

理之補助機制，實有其必要性

及迫切性，茲分述如下：

（一）基本需求補助：主要係

以維持各校基本營運所

需經費，原以各校預算

員額、以往年度之業務

費水準、奉核准之系所

數及學生數等項目作為

補助基礎。惟經考量大

學設立之基本目的為人

才之培育，爰自 97 年

度起改以學生人數作為

補助款計算基礎，並衡

酌各校自籌財源能力不

同、學校之規模及地域

之特殊差異等，調整補

助比率，以逐步縮小高

教與技職校院資源之差

距，促進均衡發展。

（二）績效型獎助：為期各國

立大專校院配合教育部

政策之推動，並引導各

校重視校務基金運作績

效，自 98 年度起，將

原發展性經費改以績效

型獎助方式辦理。亦即

分別就政策面及財務面

訂定衡量指標，如節能

措施、助學措施、大學

校務評鑑結果及產學合

作績效評量等，依各校

達成結果，作為補助額

度分配之依據。

（三）營建工程補助：教育部

訂有「教育部所屬國立

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

學校營建工程經費審議

及補助要點」，融入中

程計畫預算制度概念，

並參酌學校自籌財源能

力、以往年度工程預算

執行績效及平均每生樓

地板面積情形等，作為

是否優先補助及核定補

助比率之依據，同時建

立總量管制機制，以有

效提升計畫審議效能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園一景（照片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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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整體營建工程執行

績效。

二、對國立大學附設醫院

作業基金之補助

教育部對所屬國立大學附

設醫院之補助經費，原係參酌

函報行政院核定以人事費一定

比率匡列之補助原則、各醫院

營運狀況、業務實際需要及教

育部獲行政院分配之額度等因

素予以編列。惟考量所屬附設

醫院之成立，主要係為滿足醫

學教學之功能，以及提升醫學

研究水準之所需，而醫療服務

則為配合教學與研究所設置；

因此，自 93 年度起，改以醫院

投入與醫學教學研究具有相關

之人力成本、耗材成本等為設

算基礎，並視行政院核定教育

部整體預算額度情形及醫院實

際營運狀況，在 20％至 30％範

圍內酌予補助，以兼顧醫學教

學研究之功能及強化醫院經營

績效之責任。

三、對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校務基金之補助

教育部對國立高中職年度

預算補助原依人事費、業務費、

獎補助費與設備及投資等 4項，

分別訂有計算項目與編列標

準。95 年度起，配合中程計畫

預算制度之實施，改採額度制，

即以各校編制員額、房舍面積、

學生數及班級數等為指標，按

公式化或共同基準設算各校補

助額度，再由各校本零基預算

精神衡酌各項計畫優先緩急檢

討編列，以期逐步提升各校財

務經營管理觀念。

參、預算型態之改變

及成效

近年來政府強調以撙節施

政成本、提升服務效能、開源

重於節流、鼓勵競爭及回應顧

客需求等企業型政府之理念，

致使預算制度之發展逐步轉為

控管預算總額，並適度放寬預

算執行彈性，以強化施政成果

課責之精神。以國立大學校院

由公務預算型態改以實施校務

基金之經驗，基金制度的實施，

除可增加預算執行彈性外，尚

可有效促進開源節流及強化財

務經營管理觀念，提升經費運

用效益。因此，教育部近年來

全面推動各級學校實施校務基

金及館務基金，茲將推動情形

及已獲致之成效分述如下：

一、國立大學校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西址（照片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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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5 年度起分階段推行

國立大專校院設立校務基金，

面對政府補助無法有效成長

及學雜費收入未能自主調漲

之情形下，積極自籌財源，

包括（一）增加建教合作及推

廣教育業務；（二）以使用者

付費原則，重新檢討場地設備

收費標準及項目；（三）積極

向校友及企業界募款；（四）

資金有效調度，以增加利息收

入等。因此，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年度平均自籌比率，自

89 年度 37.3%，至 100 年度提

升為 54.9%；另截至 100 年底

止，各校所掌握之資金餘額共

達 795.23 億元。顯示校務基金

之實施，確有助於開源，並促

進各校以理性之預算決策對有

限資源作妥善之分配及運用。

二、國立社教機構

近年來政府財政面臨重大

考驗，收支差短縮減不易、預

算結構日趨僵化及債務餘額持

續攀高。除教育經費獲「教育

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保障外，

文化支出預算難有成長空間，

只能大致維持基本運作所需，

對社會文化、藝術教育及生態

環境教育之推動，形成不利情

勢。因此，教育部所屬各館所

反映經費嚴重不足，且預算執

行缺乏彈性，無法因應館務推

展及充分發揮社會教育功能。

為有效解決，教育部報奉行政

院核定自 96 年度起先選擇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海洋生物

博物館及科學工藝博物館等 3

個館成立「國立社教機構作業

基金」，97 年度增加國立歷史

博物館、臺灣科學教育館及中

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等 3 個館所

納入實施，及至 100 年度再納

入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依

● 中正紀念堂維護情景（照片來源：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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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決算，如不考慮提列

折舊因素，7 個館所已產生賸

餘 2.79 億元，所掌握之現金餘

額共達 12.31 億元。

三、國立高中職

國立高中職受政府財政影

響，預算額度亦難有成長空間，

為紓解財務困窘並活化其經營

管理，教育部陸續推動各項開

源節流及提升教育經費運用效

能等措施。另為增加收支處理

彈性，於 93 年 6 月獲立法院

審議通過修訂「高級中等學校

法」、「職業學校法」及「特

殊教育法」，放寬公立高中職

對外開放場地、運動設施、委

外辦理業務及實施推廣教育等

收支，可設置專帳以代收代付

方式執行，其賸餘款並可滾存

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

教學設備之用。95 年度起推動

實施額度制，以逐步提升各校

財務經營管理觀念。另報奉行

政院核定自 96 年度起選擇 7 所

國立高中職試辦作業基金，至

99 年度 178 所國立高級中等學

校全面實施校務基金。依 100

年度決算，如不考慮提列折舊

因素，則 178 所國立高中職已

產生賸餘約 19.6 億元，所掌握

之現金餘額共達 94.29 億元。

四、國立大學校院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

教育部主管國立大學校院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共有 9 所，

各該國立大學雖均已成立校務

基金運作，惟其附設小學之預

算編製方式於 97 年度以前並不

一致（除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預算係納入國立政

治大學校務基金編列外，其餘

均以編列於教育部單位預算之

工作計畫方式辦理）。教育部

為期附小預算編製為一致之處

理，爰報經行政院核定自 98 年

度起逐步納入各該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以增加預算執行

彈性、活化校務推展及提升開

源節流誘因。附小自實施基金

後，截至 100 年度止已累積現

金結餘達 4.88 億元。

五、各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依「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

法」第 13 條規定，各縣市對於

各項教育經費收入及支出，應

設立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依法

編列預算。但除台北市與高雄

市分別於 91 及 92 年度編製作

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外，各縣

市政府並未落實基金之運作，

致遭質疑教育經費被挪用。為

有效落實基金之運作，教育部

歷經約 3 年之規劃，研擬「各

縣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成立附

屬單位預算推動方案」，經與

中央相關機關及各地方政府協

商溝通，並協助解決各縣市之

財務調度、人力及會計資訊系

統開發等問題，同時以加強考

核及提高獎勵作為配套，終獲

行政院於 97 年核定同意開始試

辦。98 年度試辦之縣市有基隆

市、苗栗縣及金門縣等，並於

101 年度全面實施。

肆、結語

財務健全為各級學校有效

經營之利基，教育部雖已檢討

改進相關補助機制，並推動基

金預算制度，惟因應主客觀環

境的變遷（如少子化），與各

界的日益關注及期待，教育部

仍須持續不斷的檢討精進，期

為優質文教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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