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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決策樹於行政執行案件

義務人清償率分析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機關之成立，係針對積欠國家債務（欠繳各項稅款、罰鍰或勞健保

費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進行追繳與執行。為強化行政執行案件之辦案效率，本文

採大數據分析方法，運用資料探勘技術－「決策樹」建構義務人清償率之預測模型，預測結果並可

建置於業務系統供執行人員案件執行時之參考依據。

　蔡國珍、廖家儀（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統計室主任、科員）

壹、前言

為落實公權力，增裕國庫

收入，並培養民眾守法意識，

行政執行署及各分署分別於民

國 89 年及 90 年設立，為世界

首創專責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逾期不履行者之強制執行

機關。行政執行署自成立之初

即以「目標管理、績效評比」

為管理方針，引進企業化經營

理念，顛覆民眾對公務機關之

刻板印象。行政執行案件之處

理原則係同一義務人（即公法

上之欠款債務人，包括自然人、

法人）於執行分署同時有數案

需執行時，執行人員會合併義

務人所有案件，一次發動執行

作為，例如扣押存款、扣押薪

資、查封動產不動產等；若順

利徵起（追回積欠國家的錢）

後，再將金額分配各移送機關

（債權機關）。因此本文以義

務人為主要研究對象，合併同

一義務人之所有執行案件為單

一筆資料後，在大數據（Big 

data）思維下，利用資料探勘

技術－「決策樹」預測義務人

清償率，以作為業務單位在案

件執行時之有利參考。

貳、義務人清償率模

型分析

一、名詞定義

衡量行政執行 終成果，

即是案件徵起金額，各分署執

行人員爰運用各種執行手段，

使義務人清償所有案件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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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義務人清償率可視為執行

終成效，爰作為預測變數，

定義如下：

義 務 人 清 償 率 =（（ 同

一義務人）總清償金額）／

（（同一義務人）應執行金額）

×100 ％ =（（同一義務人）

總清償金額）／（（同一義務

人）（總應納金額－總撤回金

額
1
））×100％

二、模型建置

 （一）變數選擇

模型建置的首要條件即

表 1　決策樹變數及屬性

應變數 解釋變數 屬性

義務人清償率

（屬性：連續）

性別 類別

（0：法人　1：男

　2：女）

年齡 連續

總應執行金額 連續

是否具健保投保身分別＝ 1

                     ⌇

是否具健保投保身分別＝ 6

二元（0：否　1：是）

（投保身分為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 10 條規定

第一類至第六類被保

險人）

（種類別）應執行金額比率

＝
（種類別）應執行金額

總應執行金額
×100％

連續（種類別分財稅、

健保、勞保、罰鍰及

費用案件）

財產是否有汽車 二元（0：否　1：是）

財產是否有房屋 二元（0：否　1：是）

財產是否有土地 二元（0：否　1：是）

是否為集保戶 二元（0：否　1：是）

是否具軍公教身分 二元（0：否　1：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挑選適合之解釋變數與應變

數，在此除考慮較客觀之變

項如義務人基本資料外，也

選擇可能反映執行成效的特

性變項來進行後續分析，應

變數與解釋變數及變數屬性

整理如表 1，其中包含了類

別與二元變數如性別、是否

具健保投保身分、財產是否

有汽車、房屋、土地、是否

為集保戶、是否具軍公教身

分等，至連續型變數如年齡、

總應執行金額、（種類別）

應執行金額比率及義務人清

償率。

由於投入解釋變數「年

齡」時，法人無對應資料，

又考量在義務人屬於自然人

的情形下，案件型態應會與

法人的情形有異， 故依義務

人建構兩個模型，一是義務

人同時含自然人及法人（不

考慮年齡變數），另一是義

務人屬純自然人（考慮年齡

變數）。

（二）模型建構

模型 1：義務人同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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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及法人

經由全國 13 分署義務

人（含法人）資料建構出的

決策樹（迴歸樹）如圖 1。

根節點義務人數共計 283 萬

3,399 人，由決策樹篩選出

的重要節點（變數）有「總

應執行金額」、「財稅案件
2

應執行金額比率」、「是否

曾具健保投保身分
3
別＝ 1」

及「是否曾具健保投保身分

別＝ 6」，判讀方式由根節

點開始一次分出兩個節點，

往左走為「是」，往右走為

「否」。觀察清償率 高的

情形，當義務人移送案件之

「總應執行金額」< 25,998

元且「財稅案件應執行金額

比率」≧ 0.508 時 高，為

0.801，該類義務人數占根節

點義務人數之 23.64％ ，其

餘分類結果如表 2。

模型 2：義務人屬純自

然人（加入年齡變數）

經由全國 13 分署義務

人資料建構出的決策樹（迴

歸樹） 如下頁圖 2。根節

圖 1　迴歸樹（義務人含法人）

表 2　迴歸樹（義務人含法人）分類規則

= /

         ×100% 

0.235
 23.59% 

0.801
23.64%

0.463
23.30%

0.737
10.46%

0.360
11.58% 

0.621
7.43%

=6

=1=1

 = 2,833,399
< 25,998

< 0.50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分署：全國

總應執行
金額

財稅案件
應執行金額

比率

健保投保
身分別＝ 1

健保投保
身分別＝ 6

預測
清償率

比率
（％）

< 25,998 < 0.508 是 0.737 10.46

< 25,998 < 0.508 否 0.463 23.30

< 25,998 ≧ 0.508 0.801 23.64

≧ 25,998 是 0.235 23.59

≧ 25,998 是 否 0.621  7.43

≧ 25,998 否 否 0.360 11.5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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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義務人數共 227 萬 5,475

人，挑選出的重要變數除了

與模型 1 相同的「總應執行

金額」、「財稅案件應執行

金額比率」、「是否曾具健

保投保身分別＝ 1」及「是

否曾具健保投保身分別＝

6」外，另包括「罰鍰案件

應執行金額比率」，推測是

由於罰鍰案件以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占大宗，而

且此類義務人多為自然人。

觀察清償率 高的情形，當

「健保投保身分別≠ 6」，

且「罰鍰案件應執行金額比

率」極低 (<1.06×10
-5

) 時，

清償率 高，為 0.844，該類

義務人占根節點義務人數的

23.33％，其餘分類結果如表

3。

（三）實作結果

為了達到統計支援決

策的目標，以提升統計數字

之附加價值，爰根據前文建

構之模型，於業務系統（行

政執行案件管理系統）建置

查詢平台（下頁圖 3）。執

圖 2　迴歸樹（義務人為自然人）

表 3　迴歸樹（義務人為自然人）分類規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 /

×100% 

< 0.584 

< 25,994 < 1.06×10-5

=1

< 37,499 < 15,4250.689
5.25%

0.235
29.12%

0.419
15.05%

0.844
23.33%

0.522
4.98%

0.269

5.30%

0.557
6.02%

0.767
10.95%

=2,275,475
=6

分署：全國

健保投保

身分別＝ 6
總應執行

金額　　

財稅案件

應執行金

額比率

罰鍰案件應執

行金額比率

健保投保身

分別＝ 1
預測

清償率

比率

（％）

是 < 25,994 < 0.584 0.419 15.05
是 < 25,994 ≧ 0.584 0.689 5.25
是 ≧ 25,994 0.235 29.12
否 < 1.06×10

-5
0.844 23.33

否 < 37,499 ≧ 1.06×10
-5

是 0.767 10.95
否 ≧ 37,499 ≧ 1.06×10

-5
是 0.522 4.98

否 < 15,425 ≧ 1.06×10
-5

否 0.557 6.02
否 ≧ 15,425 ≧ 1.06×10

-5
否 0.269 5.3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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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員可於查詢介面勾選預

測清償率或輸入其他關鍵欄

位後進行查詢，即可產出符

合條件的義務人或案件相關

明細資料，並可依預測的清

償率，作為其後續辦案的參

考。

參、結論

以下為透過模型結果所得

之結論：

一、曾具「健保投保身分

別＝ 6」，預測清償

率低；曾具「健保投

保身分別＝ 1」，預

測清償率高

由決策樹之分類結果發

現，無論是義務人含法人或義

務人為自然人之模型，當其曾

具「健保投保身分別＝ 6」時，

預測清償率低，當義務人曾具

「健保投保身分別＝ 1」，預

測清償率高。由於健保投保身

分為第一類的被保險人，屬於

有薪資所得的族群，除了較具

還款能力外，執行分署也能採

取扣薪方式提高清償率，反之

健保投保身分別為第六類的

被保險人，屬地方區域人口，

可能為待業中人口或榮民遺眷

等，此類義務人較無固定所得，

故執行成效亦較低。

二、總應執行金額較高，

曾具「健保投保身分

別＝ 1」的義務人預

測清償率高於不曾具

「健保投保身分別＝

1」的義務人

直覺上總應執行金額越

低，預測清償率應越高，但此

類義務人若曾具「健保投保身

分別＝ 1」，即使總應執行金

額高，因其具有薪資所得，故

仍會有較高的清償率。

三、罰鍰案件應執行金額

比率越低，預測清償

率越高；財稅案件應

執行金額比率占 5 成

以上時，預測清償率

越高

直觀而言，財稅案件遭移

送執行的案由若是所得稅，表

示義務人確實有所得來源，若

是營業稅，則義務人也必定有

相當比率的營業所得；同理，

義務人因土地稅法遭稅務機關

移送執行，代表其財產中有土

圖 3　實作結果應用於業務系統

資料來源：法務部行政執行案件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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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惟罰鍰案件中，與民眾行

車習慣相關之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案件占大宗，而其

與義務人資產並無直接關聯，

故義務人有可能囊空如洗，卻

有違反交通規則的惡習，而發

生無力償還，且持續累積欠款

金額的情形，故有罰鍰案件應

執行金額比率低，預測清償率

會較高，而財稅案件應執行金

額比率大於 5 成，預測清償率

也會較高的結果。

肆、結語

行政執行機關平均每年新

收 500 餘萬件，案件量龐大，

而執行人力偏低（104 年新收

653 萬餘件，年底執行人力僅

473 人），欲於有限的資源下，

使執行效益 大化，就要採取

不同思維的創新方式辦案。本

文爰運用大數據分析方法－

「決策樹」成功讓數字說話，

其圖形化的呈現方法，能更有

效了解行政執行案件義務人與

清償率之間的關聯性，供執行

人員預判新移送義務人之清償

率，若屬高清償率義務人可優

先執行或增加執行廣度，低清

償率義務人也可調整其辦案方

向，以提高結案率，有效節省

執行人員逐筆審視的時間，兼

顧執行績效及結案率，使分析

結果達統計精進及支援決策之

綜效。

注釋

1. 移送機關將案件移送行政執行

後，或因義務人提起行政救濟，

或因其他原因重行核計欠繳金

額，致有移送機關撤回全部或部

分金額之情事。

2. 行政執行案件依種類分為：財稅

案件（欠繳稅款案件，如綜合所

得稅、營業稅等）、健保案件（欠

繳健保費案件）、罰鍰案件（罰

鍰執行案件，如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費用案件（欠

繳其他費用案件，如欠繳勞保

費）。

3. 健保投保身分指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 10 條規定之第 1 類至第 6 類

被保險人，簡要歸類如下：第 1

類－被保險人有薪資所得（如受

僱者、自營作業者）；第 2 類－

被保險人加保於職業工會；第 3

類－被保險人加保於農漁會或水

利會；第 4 類－被保險人為軍人、

替代役或受刑人；第 5 類－被保

險人為低收入戶；第 6 類－被保

險人為投保身分在地方公所之地

區人口，多為失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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