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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各級學校會計人力不足

之困境與因應作為

　林淑惠、張素美（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主任、股長）

　　高雄市縣合併改制後所轄市立學校計 347 校，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面臨預算與會計資訊系統、會

計制度、教育經費等差異，必須整合齊一。教育局會計室經由密集安排教育訓練、設置會計輔導老

師責任輔導與集中作業有效管理等策略，以順利推動主計業務，支援教育事業。

　　會計人力嚴重不足之改善，雖經努力，成效仍然有限。面對兼代職業務負荷過重，時有人員出

走或遷調異動頻繁情形，教育局會計室責無旁貸承擔研謀解決。本文特就合併改制後，高雄市各級

學校主辦會計人力不足之困境與因應作為加以探討，以供各界參考。

壹、  前言

99 年 12 月 25 日 高 雄 市

縣合併改制，合併土地面積

2,947.9021 平 方 公 里， 人 口

277 萬 7,728 人，設置 38 個行

政區，為大高雄開創新局帶來

契機。相較於臺南縣市與臺中

縣市合併升格改制或新北市單

獨升格改制，高雄市縣因既存

之系統、制度與財政資源差異

（高雄市原即為直轄市），合

併改制卻也面臨諸多挑戰。

原高雄市自 92 年度起實

施教育發展基金編製附屬單位

預算，使用市府資訊中心開發

之預算與會計資訊系統，各級

學校計 144 校（含 2 所公幼）；

原高雄縣 99 年度以前實施教育

發展基金單位預算，國小使用

行政院中部辦公室開發之簡易

預算與會計資訊系統，國中以

上使用委外開發之系統，各級

學校計 203 校。合併後，高雄

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

局）立即面臨預算與會計資訊

系統、會計制度、教育經費、

會計人力不足等主計業務資源

差異之整合。經多次協商評估，

決議預算與會計資訊系統、會

計制度、教育經費均採用原高

雄市系統、規制與標準。經過

多次密集教育訓練、輔導老師

責任輔導與集中作業有效管

理，終能完成合併首（100）年

度及後續兩年度教育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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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編製與執行，並編製決算，

順利推動主計業務，支援教育

事業。

貳、各級學校主辦會

計人力不足之困

境

高雄市政府要求合併改制

無縫接軌，學校各項主計業務

均採原高雄市系統、制度與標

準推動，對原高雄縣學校而言

是一項挑戰。相對地，各校校

長要求專任會計人員提供專業

服務需求更為殷切。

然而，教育局所屬學校計

347 校，未設置專任主辦會計

者計 126 校（原高雄市 6 校；

原高雄縣 120 校），其中原高

雄縣由學校校護兼任者 19 校，

由幹事兼任者 44 校，另由會

計人員兼任者 57 校。原高雄

縣學校多屬小校（10 班以下有

72 校、20 班以下有 48 校），

203 所學校僅有 40.89％設置

專任會計，尤其旗山地區僅占

25％。學校主辦會計長期高比

率缺額，同仁已因兼職頻仍身

心俱疲，亟待有效解決改善，

適時給予喘息減壓空間。

此外，原協助兼任學校主

辦會計之校護、幹事及會計人

員，或因法規政策、或因不適

應而陸續退場、退休或申請遷

調，致學校主辦會計人力不足

情形短期間難獲改善。其相關

失衡原因分析如下：

一、兼任護士受制法規而

退場

校護兼任主辦會計遭監察

院糾正違反相關法規，為應行

政院主計總處要求限期改善，

經函報高雄市政府主計處同

意，自 100 年 2 月 1 日起校護

19 人免兼退場，改由會計人員

兼任。

二、兼任幹事無法勝任而

退場

幹事兼任主辦會計因預算

與會計資訊系統、相關作業制

度重大改變，復因會計專業背

景匱乏且仍需兼辦學校其他行

政業務，工作量及壓力倍增，

教育局雖辦理多場教育訓練，

仍無法改變退兼潮，迄今有 32

人免兼退場，改由會計人員兼

任，僅餘 12 人持續加強溝通始

勉力繼續幫忙，擬積極協助轉

任主計人員。

三、人員退離陞遷及異動

之效應

經統計 100 ～ 101 年度學

校會計人員減少 114 人（退休

40 人、轉任幹事 3 人、轉調中

央及外縣市 14 人、轉入市府機

關 57 人），增加 97 人（中央

及外縣市轉入 31 人、市府機關

轉入 66 人），主要係近年公務

人員退休制度改變增加不確定

性，引發退休潮；縣市合併五

都均增加員額編制，部分同仁

選擇請調回鄉服務；為避免輪

派兼任偏遠或山區學校，學校

主辦會計（薦 6 至 7 職等）積

極爭取陞遷至市府各局處股長

或區公所主任職務（薦任 7 至 8

或 8 職等）等原因。再者，原

高雄縣任職偏遠地區人員，紛

紛申請遷調市區學校，對原已

人力不足情形無異雪上加霜。

四、機關具擬任資格同仁

遷調意願不高

教育局所屬學校 347 校，

截至 102 年 5 月止，會計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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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 364 人、現有人員數 272

人，未派補 92 人（主任 80 人、

佐理員 12 人），需兼職或代理

校數計 138 校（其中兼職 103

校，代理 35 校），人員兼代職

率為 50.74％（附表），兼代職

率高，可運用人力確實嚴重不

足。高雄市政府雖同意增置主

辦會計員額，惟職缺多屬偏遠

或山地學校，為避免輪派兼職，

機關具擬任資格之科員進入學

校服務意願不高，短期間人力

短缺情形不易改善。

參、教育局因應作為

學校在校務經營及管理活

動中，常需要會計部門提供會

計資訊以做出正確決策。教育

局會計室為回應校長專任會計

人員提供專業會計服務要求及

改善會計人力不足困境，研議

採取以下各項作為，期冀經由

增置員額及人員補實，建立完

善的管理規制，進而協助提升

教育品質，促進教育事業發展。

一、增加員額編制及支援

投入人力

（一）增加員額編制

原高雄縣偏遠及山地學

校多屬小校又受限於財政能

力，多未設專任員額而採兼

任。為解決兼辦會計辛勞，

經極力爭取並獲高雄市政府

員額評審小組審議通過，增

置主辦會計員額 63 名，分 3

年晉用（101 ～ 103 年分別

配置 30、20、13 名），期有

效改善大部分兼職問題。

（二）教育局投入兼職人力

考量原高雄縣同仁已兼

職多年，應給予喘息機會，

爰在人員未補實前，分批邀

集原高雄市 70 班以下國中小

學校會計室主任及佐理員暨

高中職現職人員 3 人以上之

學校，協商投入人力兼職，

以志願為優先，再輔以抽籤

方式依順序派兼。

（三）高雄市政府主計處協調

投入兼職人力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於

100 ～ 101 年召開 3 次跨局處

會議，研商派員協助兼職。訂

定「本府警察局各分局、大隊

及區公所主計機構支援兼任

學校主辦會計實施規定」，協

調部分警察分局（配置有佐理

人員者）及區公所（配置佐理

人員 2 人者）分次依人員晉用

情形，投入支援人力 14人（目

前已支援 6 人），就近兼辦學

校會計業務。嗣後又陸續協調

交通、消防局及主計處派員支

援計 6 人。

二、建立業務管理措施及

兼職制度

合併改制初期，除增置員

附表　102 年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學校兼職代
理校數表

項目 編制員額 現有人數 兼職校數 代理校數
兼代職率

（％）

合計 364 272 103 35 50.74

高中職 69 60 11 6 28.33

國中 110 94 35 12 50.00

國小 185 118 57 17 62.71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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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補實人力外，有效運用現有

人力資源，儘量採就近兼職，

精進主計業務達規範化、制度

化，俟人員熟稔新制業務後，

建立分區管理及兼職序位制

度。先後採行之措施如下： 

（一）建立兼職配套措施

針對偏遠、山地學校兼

辦業務，實施會計檔案委託

快遞服務（宅配）業務及每

月 2 次核派公務車或租用計

程車接送至兼職學校洽公等

配套措施，以協助同仁解決

交通不便問題，目前有桃源、

六龜、美濃、杉林及內門等

5 條路線，提供 23 位兼職同

仁親自到校服務時間，增加

與學校業務同仁互動機會。

（二）設定職務異動年限降低

異動率

規定任職學校主辦會計

2 年以上人員始得申請職務

異動，異動時於原職缺未補

實前，仍需代理並以 3 個月

為限，屆時若仍無法補實，

由教育局會計室派人代理。

有效降低人員異動率，暫時

解決職務出缺短時間無法補

實致主計業務無人處理之窘

境。

（三）充實學校資訊設備

為利兼職人員業務運

作，運用高雄市因應教育部

推動地方政府推動教育發展

基金成立附屬單位預算，獲

教育部 3,500 萬元獎勵金，

陸續增購筆記型電腦、個人

電腦及印表機等，轉撥學校

使用，提升主計業務效率。  

（四）建立輔導老師機制

合併改制初期，為協助

原高雄縣會計人員儘快熟悉

相關預算編製、預算與會計

資訊系統、會計制度及教育

經費標準等，特組設 20 組輔

導老師，每組由原高雄市 1

位資深優秀人員輔導 6 ～ 8

校原高雄縣會計人員各項主

計業務，審核其預算編製、

會計月報及決算，並適時因

應狀況修正本項作業方式。

（五）建立溝通平臺

協調教育局資訊教育中

心於局網資訊服務入口設置

會計人員討論區（Q&A 平

臺），提供大家發問、討論及

學習園地，由版主協助解答，

適時解答同仁工作上疑難。 

（六）積極辦理教育訓練 

99 年辦理 31 梯次、100

年辦理 25 梯次，101 年辦理

22 梯次，102 年預計辦理 30

梯次，視需要辦理採購法、

預算編製與執行、決算與收

支估計表編製、預算與決算

系統操作等研習及兼職與代

理人員、新進同仁、主計人

事業務等座談會，加強業務

宣導，傾聽意見協助解決問

題，以提升主計同仁專業知

能。另為加強會計人員溝通

協調能力及服務態度，辦理

「全方位溝通協調」研習，

期藉以減緩行政衝突、增強

協調 EQ，使溝通無障礙，協

助學校推動校務。

（七）設置合署辦公

為降低兼職同仁在偏

遠、山地學校交通成本及減

少奔波辛勞，參酌原高雄市

實施案例，規劃設置合署辦

公並選址旗山區旗山國小，

嗣後將視辦理成效及人力補

實情形，規劃岡山區增設。

（八）建立各項業務標準作業

流程

因應增設主辦會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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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退休及遷調情形，致有

財稅人員、科員內陞及機關

協助兼職等新進及非主計同

仁之加入，為協助渠等能儘

快熟悉業務投入工作，爰

建立各項會計作業及主計人

事資訊業務之標準作業流程

（S.O.P）以供遵循，俾利於

管理規模龐大之 347 校會計

業務。

（九）建立分區管理制度

訂定「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所屬學校會計業務分區執

行原則」，自 102 年起實施

分區管理制度，逐層解決業

務疑難問題，提升服務品質：

1. 強化學校會計機構業務雙

向溝通、交流、聯繫及凝

聚向心力。推動會計月報、

半年結算、年度決算之互

審等機制。

2. 學校依行政地區及地理特性

分為南高雄、北高雄、岡

山、鳳山及旗山等 5 地區。

每區設置區長 1 人、副區

長 1 ～ 3 人，若干小組，

各置組長 1 人，各組由 5 ～

8 校組成（下頁附圖）。

 3. 指派區長綜理教育局交代

業務與協助辦理責任區學

校主辦會計人員異動監交

事宜及關懷活動、副區長

擔任原輔導老師職務、組

長審核組內幹事及機關兼

職學校之會計月報，組員

採循環互審該組月報及決

算。

4. 另職務代理機制亦藉由本

制度之建立而完成。

（十）建立兼職序位規制

依據分區管理制度，

訂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

屬學校會計機構兼任代理原

則」。其原則如下：

1. 兼職人員之選派，以自願

者為優先，再以排序班級

數（班級數除以學校現職

會計人員數）及到職日為

依據，排序 5 區兼職序位。

2. 考量學校業務量及人員特

殊原因，另訂排除條款，

如學校現職會計人員 1 人

且班級數 70 班以上者、科

員內陞未滿 6 個月、非主

●學校會計人員人際溝通研習於高雄市立美術館  （照片來源：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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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人員轉任未滿 1 年者、

懷孕或重大疾病等免兼

任。

3. 規劃支援地區，岡山地區

人員不足時，由北高雄地

區支援、旗山地區則由南

高雄及鳳山地區支援。

4. 規範兼職人員喘息機制，

兼任或代理主辦會計時間

分別以 2 年及 1 年為原則，

其免兼代時間為已兼代時

間之 1/2，但教育局得視人

力進用情形彈性調整之。

肆、結語與建議

積極有效解決高雄市各

級學校會計人力不足問題，提

供同仁快樂工作環境是首要目

標。感謝高雄市政府主計處指

導與全力支持，教育局所屬會

計同仁齊心努力，使教育局及

學校主計業務能順利推動。

迄 102 年度增置主辦會計

員額計 50 名，至目前僅遴用

附圖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會計業務分區執
行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整理。

A B

16 名（其中 3 名為兩校合併設

置），成效不如預期。究其原

因，偏遠及山地學校補實不易，

擬依「主計員額設置原則」第

6 點規定，檢討將主辦會計員

額修正改以 2 至 3 校（不限定

班級數）與目前已設置專任主

計人員之較大規模學校，合併

增置佐理人員，解決人員無法

補實之困境。

又學校主辦會計職務出

缺，因人員補實不易，致代理

情形短期難獲改善；惟受「各

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

代理 1 年之限制規定，必須另

覓人員，致學校每年更換不同

會計人員，校方、教育局及代

理人員均已疲於因應，建議修

正「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

事項」，因應特殊需要得放寬

代理 1 年之限制，俾利校務運

作。

期許未來人力之實質投

入、減輕兼職壓力，藉由分區

管理及兼職序位原則之實施，

建立支持系統，發揮團隊精神，

精進主計業務，協助機關首長

決策，提升學校組織效能，促

進教育事業進步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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