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論述 》管理•資訊

法務部矯正署推行內部控制

制度之過程與成效
本文係介紹法務部矯正署二年多來推行內部

控制制度之過程，並針對過程中曾遭遇之困

境及因應對策，以及落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

之助益與成效等層面加以分析說明，俾作為

各機關推動強化內部控制制度工作之參考。

　鄒啟勳（法務部矯正署編審）

壹、前言

政府部門係落實國家政策

之執行機關，為合理確保各機

關依法行政，透過各種稽核機

制檢視各機關之業務推動執行

情形與績效、內部管理以及經

費運用合規性等，其規定多散

見於各個單行法規或行政命令

中，未見彙集完整之內部控制

機制或管理規範，致時常發生

施政效能不彰或人員涉及違法

失職等情事，除對政府形象造

成負面影響外，亦導致民眾對

政府之不信任。

為有效管控各機關業務

推動之成效與實現內部控制目

標，減少不法情事發生，實有

必要整合相關法令規範，從風

險評估角度檢視各業務標準作

業流程，並運用內部稽核機制，

發揮機關自我監督功能，以期

各項施政順利推展，有效達成

為民服務之施政目標。

爰此，行政院遂於 100 年

2 月 1 日訂頒「健全內部控制

實施方案」，嗣於本（102）

年 4 月修正部分內容，名稱並

修正為「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

案」，明確規範實現施政效能、

●作者於日本淺草寺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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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法令規定、保障資產安全

及提供可靠資訊四大目標，並

提供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與

各權責機關製作之範例，期使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能將各項

管理作為書面化、制度化，成

為追求現代化管理、提升組織

運作效率及效果的重要工具。

貳、矯正署推行內部

控制制度之過程

行政院訂頒之「強化內

部控制實施方案」經法務部函

轉相關規定及機關實作範例等

至所屬機關，由於本人擔任法

務部矯正署（以下簡稱本署）

之內部控制聯絡窗口人員，閱

讀隨函檢附之相關資料後，僅

了解實施方案之目的及目標，

而對於其實施策略及方法，

在大腦中浮現出無數個問號，

什麼是內部控制？後來上網

查閱後了解，原來內部控制其

實在國外先進國家已推行多

年，以美國為例，美國會計

師 協 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簡稱 AICPA）於 1949 年首先

提出「內部控制」名詞，並定

義內部控制係企業為達成保障

資產安全、確保會計資訊的正

確性及可靠性、促進營運效率

及確保員工遵循既定的管理政

策等四個目標所訂定之管理措

施。隨著企業的規模變化，其

組織運作亦隨之複雜，管理單

位必須仰賴各種管理措施與機

制，才能有效地管控企業各項

業務工作。而內部控制機制中

自行評估與內部稽核之功能，

可確保企業免於人為疏失之

害，並減少可能發生錯誤或舞

弊事件之可能性，因此，推動

內部控制在國際間已成為潮流

趨勢，透過內部控制有效運作，

有助於機關逐步達成施政目

標。

隨後，參與多次訓練研

習課程，慢慢清楚行政院目前

推動內部控制之主要動機及目

的，亦了解什麼是內部控制的

五項組成要素（包括：控制環

境、風險評估、控制作業、

資訊與溝通、監督）以及機

關內部如何透過組成要素達

成四項內部控制目標；但接

下來的難題是，如何讓本署

各組室主管、同仁及所屬機

關能充分了解？經詳閱行政

院 100 年 3 月 9 日訂頒之「各

機關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

案 100 年度重點工作」中，請

各機關應由首長或指派副首長

擔任召集人、指定各單位主管

組成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據以

推動及執行強化健全內部控制

之相關工作等規範，因此本署

隨即組設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透過各項會議場合宣導單位主

管對內部控制觀念，逐步往下

拓展至各層級同仁，經過數個

月的努力，本署同仁已慢慢了

解完整之內部控制架構，以內

部控制五項組成要素檢視機關

內部控制機制，以發揮有效之

管理功能；同時，運用全美反

舞弊性財務報告委員會所屬發

起組織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以 下

簡稱 COSO）所提「企業風險

管理－整合架構圖」，讓同仁

辨識「風險管理」與「內部控

制」之間的關係。最後，各單

位依其權責及業務屬性，從可

能潛在風險角度，檢視具高風

險性或重要性業務項目、或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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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糾正（舉）、彈劾案件、

或審計機關年度審核報告重要

審核意見或其他外界關注事項

等，設計有效之控制作業及其

控制重點，經過內部各科室同

仁不斷討論及溝通，逐步凝聚

共識，並在本署署長大力支持

與重視之下，於在 100 年 9 月

完成本署第 1版內部控制制度，

於 101 年 8 月配合機關實際情

況修訂為第 2 版。

本署內部控制制度所列控

制作業項目，除參考各權責機

關所訂共通性作業範例外，亦

秉持本署之施政核心價值「提

升矯正專業效能，展現人權公

義新象」，轉化為「專業熱忱、

公義關懷、追求卓越、創新價

值」等整體層級目標，並對應

各單位作業層級目標。為確保

各項業務能有效運作，設計關

鍵之控制重點（包括：核准、

驗證、調節、覆核、定期盤點、

記錄核對、職能分工、實體控

制與計畫、預算或前期績效之

分析比較等）併入作業流程中。

本署內部控制制度所列共通性

業務項目部分，計有出納業務

9 項、財產管理業務 5 項、政

風業務 3 項、主計業務 2 項、

人事業務 4 項、行政管考業務

2 項及採購業務 3 項等；至於

個別性業務部分，計有綜合規

劃業務 1 項、教化輔導業務 2

項、安全督導業務 3 項、後勤

資源業務 2 項、矯正醫療業務

2 項及秘書室業務 1 項等，各

單位將據以落實執行，並推動

辦理自行評估與內部稽核等工

作。本署推動內部控制制度迄

今，對於具不可容忍風險之業

務項目皆列入內部控制制度加

以控管，爾後並賡續檢討內部

控制制度實施成效，確保各項

管理持續有效發揮功能。

參、推行內部控制制

度遭遇之問題與

採取之因應對策

本署推動內部控制制度之

初期，除造成同仁業務工作量

增加外，並對內部控制的功能

與成效有所質疑，因而出現排

斥心理，茲就推動內部控制制

度之過程中所遭遇之瓶頸與採

取之因應對策，分述如次：

一、遭遇之問題

（一）同仁對內部控制之誤解

人員觀念與遵守決定制

度成敗之主要關鍵，本署推

動內部控制制度過程中常發

生許多觀念上誤解，如：「認

為內部控制是財會人員的工

作」、「認為內部控制與施

政績效之間無太大關係」、

「認為內部控制只是另一種

文書作業，易增加同仁工作

業務量之困擾」等，近年來

行政院雖積極推動整合強化

內部控制機制，惟多數同仁

仍維持傳統行政業務運作模

式，內部控制觀念及認知尚

未深植於同仁心中。

● 101 年 8 月修訂之「法務部矯正署內

部控制制度 2.0 版」（圖片來源：作

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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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乏具備內部控制之專

業人才

本署在推動內部控制

之初期，多數同仁對於推動

內部控制之目的並不十分了

解，且缺乏設計內部控制制

度及其控制作業之經驗，對

於內部控制之整體架構與觀

念，僅是粗淺認知，因此實

際執行與推動上，較缺乏具

備內部控制之專業人才。

（三）對內部控制機制明顯應

變能力不足

機關在執行內部控制

機制方面，除有例行性監督

持續稽核外，各單位對於執

行業務之內部檢查上仍顯不

足，倘若發生突發狀況或意

外，常難以及時應變處理。

（四）跨單位（職能）業務之

整合管控不易

各業務單位常抱持著

本位主義心態，也是各機關

內部常有現象，本署在推行

內部控制制度時，各單位僅

關注建立本身之內部控制規

章，對於涉及不同單位或職

能之業務，缺乏整合性管控

措施。

（五）業務工作量增加產生排

斥心理

由於本署部分業務尚未

訂定相關作業流程，在訂定

內部控制制度過程中，造成

各科室在原有繁重業務上，

額外增加同仁工作量，產生

排斥心理。

（六）質疑內部控制制度成效

本署推動建立內部控制

制度之成效，無法短時間產

生立竿見影之效果，以致同

仁對於推行內部控制制度有

所質疑。

二、採取之因應對策

（一）為建立全體同仁正確之

內部控制制度觀念，

本署定期或不定期舉

辦有關內部控制宣導

研習或教育訓練（附

表），除持續強化本署

同仁對內部控制之整

體架構、相關作業規範

與流程外，同時由本署

署長及副署長帶頭參

與，加強各科室主管對

其重視程度。

附表　法務部矯正署暨所屬機關 100-101 年辦理
內部控制教育宣導統計一覽表

100 年度 101 年度

內控宣導 教育訓練 內控宣導 教育訓練

次數 人數 次數 人數 次數 人數 次數 人數

矯正署 2 207 2 103 4 302 5 550

監獄 24 2,354 24 2,967 45 2,549 24 2,789

看守所 12 1,130 12 1,364 32 1,360 12 1,437

技能訓練所 3 607 3 499 3 537 3 469

戒治所 4 421 4 412 6 432 4 392

少年觀護所 2 136 2 75 2 168 2 95

少年輔育院 2 157 2 97 2 176 2 89

矯正學校 2 132 2 96 2 129 2 97

合計 51 5,144 51 5,613 96 5,653 54 5,91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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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本署各單位同仁或

主管之職務異動或業務

調整可能產生內部控管

疏漏之情形，透過各項

集會場合或會議持續進

行各項內部控制觀念或

規定之宣導，逐步促使

全體同仁共同遵循，以

發揮達成機關施政成

效。

（三）從剛開始訂定內部控制

制度時，於控制作業方

面多偏重於設計消極面

之防弊控制與法令遵循

機制。隨著本署逐步落

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之

同時，未來將融入興利

面之思維，積極運用內

部控制機制協助本署達

成機關施政目標。

肆、落實執行內部控

制制度之助益與

成效

檢視本署設計及執行內部

控制制度之過程，整體而言，

推行內部控制制度對於本署有

極大效益，說明如次：

一、提高各級主管及同仁

對業務謹慎態度

實施內部控制制度後，顯

而易見增加各級主管及同仁對

業務謹慎態度，常從內部控制

觀念角度，各單位自我檢視執

行業務與流程是否有所依據，

並從業務潛在風險，掌握業務

關鍵之控制重點。

● 法務部矯正署辦理 101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教育訓練（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 法務部矯正署召開 101 年度內部控制小組會議情形（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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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助於同仁了解機關

施政目標，並努力協

助機關達成目標

本署透過訂定內部控制制

度過程中，逐步確認機關整體

層級目標與作業層級目標，同

仁可藉此了解本身業務與機關

目標間之關聯性，進而辨識無

法達成目標之風險等，機關也

可進一步檢視目前機關現行政

策目標，以符合機關與民眾需

要。

三、減少內部錯誤發生

本署訂定內部控制制度過

程中，要求所有同仁確依內部

控制制度所訂各項控制作業及

其流程，據以執行各項業務，

並運用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件

協助單位主管檢視各項業務是

否均依規定與流程辦理，並針

對各項控制重點確實把關控

管，同時檢修不合理或不合時

宜之法令規定或作業程序，有

助於提醒同仁關注本身業務，

降低錯誤發生機率。

四、研謀改善內部控制

缺失

透過本署每年度定期檢修

內部控制制度、或辦理自行評

估作業、或即將實施之內部稽

核等方式，藉此檢討機關內部

控制運作情形，發現機關內部

控制缺失，並經本署內部控制

小組會議討論中，思考如何改

正或研擬策進作為，以精進本

署內部控制機制。

五、增加機關行政效能

本署藉助內部控制制度，

除落實重要業務之關鍵控制環

節之管控外，並可促使執行業

務上更具制度化與透明化，逐

步提高行政效率與機關服務品

質。

六、強化機關內部橫向

溝通

本署訂定內部控制制度過

程中，納入跨職能整合業務之

控制作業項目，藉以加強跨職

能單位之橫向聯繫與溝通，建

立起完整橫向傳遞資訊之控制

機制，防範內部控制缺失發生。

伍、結語

行政院吳前院長曾於 100

年 4 月 21 日院會中提示：「行

政院積極推動強化內部控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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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是否有效，則有賴全員參與、

凝聚共識、化繁為簡、精進流

程、控管風險、即時修正。同

時在作為上，要經常檢視自我

業務上的弱化因子及潛在的風

險，如此方能防止或降低事故

的發生，並展現最佳的成效。」

古云：「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一套好的

制度，若無法落實執行亦是枉

然。因此，於內部控制制度規

劃、設計時，以各該業務標準

作業流程為基礎，設計各項控

制機制，並將其融入各作業流

程中，讓全體同仁能於日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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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運作中，依照各規定流程辦

理，即可符合相關控制要求，

以降低及避免引起同仁之反感

及抗拒。因此如能於業務執行

前、執行過程中及執行完畢時，

有效評估、考核各業務執行情

形，即可及早發現違失，有效

防止問題發生。

回想本署推行內部控制制

度之初，難免增加相關業務承

辦人之工作負擔，但是在行政

院主計總處提供設計內部控制

制度的參考範例、持續辦理相

關研習及訓練課程以及本署吳

署長憲璋的大力支持，各組室

長官及承辦同仁配合推動下，

本署「內部控制制度」也由建

立之初的雛型，不斷檢討精進

而更臻完善。『失敗，是成功

的墊腳石』，相信共同推動、

辦理內部控制業務的承辦同

仁，更是點滴在心頭；無論是

在就業務職掌設計擇定作業層

級目標、針對跨組室業務整合

建立檢核機制等，都讓大家費

盡心力，並在錯誤中不斷的學

習、再學習，修正再補強，以

期許能將本署內部控制制度建

立得更加齊備與完善。

本署在推行內部控制制度

時，本人常以「內部控制做得

好，業務推動少煩惱」這句話

與本署業務同仁共同勉勵。經

過這兩年耕耘，內部控制觀念

已深深刻印在每位同仁的腦海

之中，並在辦理業務過程中，

遵循相關規定與作業流程，對

機關業務推展有正向積極效

果。未來亦會隨同機關業務與

環境變遷持續檢討精進，並適

時增減調整其內容，使其符合

機關實用之內部控制制度。本

署亦將持續將內部控制制度融

入全體矯正同仁之日常業務運

作，確實履行其職責，俾以提

升行政效率與卓越施政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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