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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多元財政管理措施

推動概況
隨著我國社會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趨勢，各地方政府多面臨嚴峻財政衝擊及挑戰，如何提升資源配

置效率，健全地方財政，已成為地方政府部門重要課題，本文特借由探討新竹市財政現況及相關策

進作為，以期能提供其他縣市參考。

　蘇文樹、董秋梅（新竹市政府主計處處長、科長）

壹、前言

自苗栗縣政府爆發財政危

機以來，地方政府財政狀況頓

時成為熱門議題，中央及各地

方政府莫不致力推動各項健全

財政方案，而地方政府財政健

全與否，不僅攸關國家經濟永

續發展及地方政務能否順利推

動，更與人民福祉息息相關，

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然地方政

府財政狀況普遍不佳，如何亟

思在整體資源有限情形下，妥

善規劃配置及提升資源運用效

率，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已成

為政府部門之共識，新竹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在面臨此

一當前課題，除賡續落實開源

節流措施外，亦研擬多項財政

因應策略，以提升整體施政效

能，本文爰就新竹市（以下簡

稱本市）財政現況予以檢討分

析，及闡述為健全財政所推動

之各項策進措施並提出建議意

見，供其他縣市參考，共同邁

向財政健全之道。

貳、財政近況檢討分析

一、自籌財源有限，仍須

仰賴中央挹注

本 市 近 5 年 度（100 至

104 年度）自籌財源占歲出總

決算數比率約 5 成左右，僅足

敷支應人事費 （下頁表 1），

其餘施政計畫之推動，仍須仰

賴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

款，實須亟思拓展自主財源。

以本市土地公告現值及公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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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為例，均低於一般正常交易

價格，對照本市平均每戶家庭

可支配所得居全國第二高下，

似未符社會公平正義，且房屋

標準單價，迄今已逾 30 年未調

整，亦影響房屋稅額。再者，

如何有效引進民間資金參與公

共建設，落實促參案件之監督

查核，增闢多元財政收入，均

有待本府相關機關（單位）研

謀改善對策，以裕市庫收入及

落實租稅公平原則。

二、歲出規模過高，尚未

能量入為出

本市長期面臨財政收支失

衡，自 100 年度起始有歲計賸

餘（圖 1） ，惟如以實質歲入

與歲出預算數相比較，100 至

105 年度收支差短均超過 10 億

元，為彌平預算收支差短，除

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舉借

債務外，並長期高估補助收入，

前經監察院於 102 年 1 月提案

糾正後，雖已逐年縮減高估金

額，惟仍因違反規定，致遭中

央考核扣減一般性補助款，未

來亟須本量入為出原則，衡量

歲入負擔能力，覈實編列預算。

三、歲出結構僵化，人事

費及社會福利支出居

高不下

（一）人事費負擔偏高

本市近 5 年度（100 至

104 年度）人事費占歲出

總決算數均超過 5 成（下

頁 圖 2）， 至 104 年 度 仍

高 達 51.28 ％， 較 縣 市 平

表 1　100 至 104 年度新竹市自有（籌）財源概況

單位：億元

年度 歲出

自有財源
自籌財源
占歲出％

自有財源
占歲出％

自籌財源
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

小計

100 155 82 28 110 53 71 

101 164 87 34 121 53 74

102 162 91 31 122 56 75

103 168 89 30 119 53 71

104 175 95 36 131 55 75

註：自有財源＝歲入決算審定數－補助及協助收入；自籌財源＝自有財源－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資料來源：新竹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圖 1　90 至 104 年度新竹市歲入歲出決算及差短
（賸餘）情形

資料來源：新竹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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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之 49.30 ％ 及 直 轄 市 平

均之 47.35％為高；人事費

支出占自籌財源比率亦分

別 達 102.33 ％、100.22 ％、

96.52％、99.93％、94.09％，

自籌財源勉強可支應人事經

費，其餘政事支出，則須長

期仰賴中央挹注財源支應。

由於本市人事費支出居高不

下，致歲出結構僵化，其主

要原因為約聘僱人員進用大

幅超逾規定標準，又未能整

體控管配置所致。

（二）開辦多項非法定社會福

利支出項目

本市長年編列非法定社

會福利支出，如婦女生育津

貼、安老津貼、重陽敬老禮

金、免費營養午餐等，尤以

安老津貼為最，104 年度支

出金額已達 9.1 億元，占歲

出預算 4.86％，嚴重排擠其

他建設資源。囿於目前僅少

數縣市發放類此老年給付，

在面臨邁入高齡化及少子化

社會趨勢之際，為避免財政

惡化及兼顧社會公平正義，

如何改善安老津貼等非法定

社福支出，為本市當前亟需

解決之課題。

四、債務負擔沈重，收支

差短仍賴舉債彌平

天下雜誌於 105 年度進

行幸福城市大調查，本市居非

六都第 2 名，若以單項指標而

言，本市經濟力則居非六都之

冠，又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104 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訪

問調查」結果，本市平均每戶

所得收入總計為 142.76 萬元，

僅次於臺北市，居全國第二高，

使本市自有財源雖優於多數縣

市，然因長期負擔鉅額人事費

及社會福利支出，在歲入無法

相應配合下，仍須仰賴舉債因

應，致累積高額債務，99 年度

長期債務高達 104.5 億元，占

歲出總額 52.27％，逾公共債

務法原 45％及現行 50％債限比

率。為減輕財政負擔壓力，近

年在本府採取多項開源節流措

施下，長期債務已逐年下降至

104 年度之 82.1 億元，占歲出

42.10％，惟債務負擔仍舊相當

沉重，尚須長期努力改善。

參、財改措施持續推

動

為使本市財政更為健全，

進而增加市庫財源挹注各項建

圖 2　100 至 104 年度新竹市人事費與自籌財源
及歲出比較圖

資料來源：新竹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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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以達成幸福兒童城市願景，

如何蓄積及妥善分配財源之重

要性不容小覷，本府爰持續推

動下列各項財改措施：

一、落實零基預算精神籌

編總預算

近年來受房地產景氣影

響，歲入不如預期，為提升資

源使用效益，本府籌編總預算

案時，除積極督請各機關切實

開源節流及本零基預算精神檢

討各項施政計畫之效益，在本

府核定之歲出概算額度內，妥

適安排各項需求外，歲出規模

亦將秉持量入為出原則，覈實

擬定，以期符合規範。 

二、積極開拓財源

（一）成立開源專責單位

本府於 99 年 3 月成立

「新竹市政府財務增能小

組」，定期召開會議，賡續

推動各項開源政策，包括加

強公有財產效益、爭取中央

補助、增加基金專戶收入及

檢討規費收入標準等項目。

又為積極開源，財務增能小

組並決議，自本年度開始，

本府各處及所屬一級機關，

每年至少提出一項適切可行

的開源節流計畫提案，以期

開闢財源增裕庫收，提高財

務效能，改善財政狀況。

（二）訂定建物清理計畫，活

化資產價值

本府於 104 年 10 月 22

日依市務會議裁示事項訂定

「新竹市市有閒置及低度利

用建物清理活化計畫」，並

跨局處成立「新竹市市有建

物清查小組」，列管會勘閒

置及低度利用市有建物後續

處理及活化辦理情形，希冀

透過積極清查、案件列管、

定期追蹤、實地訪查及廣納

各方意見，以有效活化市有

建物，增裕庫收。

（三）推動公有房地出租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為落實陽光綠能政策，

促進本市市管公有房地有效

利用並增加收益，本府於本

年 3 月 3 日成立太陽光電推

動小組，並訂定「新竹市市

管公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標租管理辦法」，推

動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以公

開招標方式將本市市管公有

房地出租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此舉不僅活化公有房

地閒置空間，更臻推展全民

發電行動，加速帶動本市綠

能建設量，打造綠色低碳城

市。 

（四）調增公告地價及公告現

值，以廣闢合法財源

近 5 次公告地價調幅已

逐年增加，本年度公告地價

調幅更遠高於以往，另調整

公告現值占市價之比例，又

為因應房屋稅條例第 5 條之

修正，業於 104 年 4 月 21 日

訂頒「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率

自治條例」，規範依房屋用

途之徵收稅率。

（五）其他

諸如透過公辦市地重

劃、區段徵收及都市更新等

政策，開創財源，挹注市庫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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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擬定節流措施

（一）落實節約規範

本府為有效撙節財政支

出，乃於 104 年 2 月 17 日將

原視年度收支狀況逐年函頒

之節約措施修正為訂頒常態

性之「新竹市政府暨所屬機

關學校預算執行節約措施」，

以供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

學校遵循。另推動相關節

流措施，如對國內民間團體

之補（捐）助預算予以控管

一成、公務車輛油料費用依

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減半核

給、養護費用依原編列預算

數控減三成，以 104 年度為

例，節流措施實際執行成效

達 3,626 萬元，自 100 年度

起每年均有歲入歲出賸餘。

（二）持續控管員額，落實人

事精簡 

囿於本市人事費龐鉅，

為有效控減，遂於 103 年 7

月 16 日訂定「新竹市政府及

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

員聘僱員額管控原則」，精

實約聘僱人員員額配置，且

規範差假所遺業務，除醫事

人員外，請假期間應達 6 個

月以上，始得約聘（僱）人

員代理。復於 104 年推動人

力活化政策，精簡約聘僱人

員 30 人，節省人事費支出，

近幾年亦透過員額評鑑，作

為後續年度市府整體組織編

制調整之參據。

（三）其他

諸如降低消費性支出以

改善歲出結構；要求各單位

確實衡量各項支出是否具有

實質效益，以將有限財源用

在刀口上；加強宣導網路電

話之使用，以節省電話費支

出。

四、積極引進民間資源

鑑於財源日益籌措困難，

本 府 積 極 透 過 BOT、ROT、

OT 及設定地上權等多元方式，

持續引進民間資金參與公共建

設，提升公共服務品質，減輕

財政負擔。此外，由促參案件

相關權管單位定期召開檢討會

議，並組成訪視小組，定期

辦理訪視輔導，提供建言予受

訪視單位參酌。又如本年 5 月

27 日財政部推動促參司至本府

辦理促參案件啟案及諮詢服務

時，各促參案主辦機關（單位）

均熱烈請益，以期善盡營運督

導把關之責，提升促參案件各

階段辦理品質。

肆、未來展望與建議

一、掌握資產供給面，擘

劃維護與動態管理公

共資產

雖然本府已成立市有建物

清查小組，惟範疇侷限於市有

建物，囿於市府資產龐雜且專

業人力不足，應可結合民間豐

沛資源，全面清查以瞭解可調

度資產狀況，汲取其他公私部

門資產活化成功經驗，適時導

入企業型經營理念，將資產使

用現況加以分類、依性質予以

列管、出租或活化及採滾動式

管理與定期檢討執行績效等具

體方法，期使資產利用再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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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調整土地公告現

值、公告地價及房屋

標準單價

本市公告地價調幅雖已逐

年提高，惟不論土地公告現值

或公告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

格比率，均遠低於全國平均值，

仍有待遴聘公正專業地價評議

委員，以利合理調整公告地價。

另本市雖已訂頒「新竹市房屋

稅徵收率自治條例」，惟房屋

標準單價逾 30 年未調整，課稅

現值遠低於市價，亦急須檢討，

以期合理課徵房屋稅賦，增裕

庫收。

三、適時檢討社會福利資

源分配之政策

社會福利支出具易放難收

特性，在本市財政狀況仍屬不

佳情況下，除不宜再開辦新給

付項目外，現有項目亦應適時

檢討。以學校營養午餐為例，

本市自 95 年度起實施國中小學

午餐費補助政策，由市府補助

國中與國小每餐每人 38 元及

35 元，另配合使用非基改食材

所需每餐 4 元之費用，雖已由

家長負擔，惟每年補助金額仍

高達約 2 億餘元，於資源有限

下，實應考量受補助者需求，

增訂排富條款，照顧清寒貧困

學生，彰顯補助效益，實現社

會公平正義。

四、加強輔導查核，提升

促參案件品質

本市示範市場綜合大樓

BOT 案，已完成招商作業，進

入履約階段，卻未能落實監督

查核，肇致租金及權利金滯繳

情形，另本市自償性基金委外

經營之新竹世博臺灣館，營運

3 年多即熄燈，對財政無疑是

雪上加霜。爰此，為避免類似

情形再發生，市府宜建立有效

之事前評鑑及事後控管機制，

並可聘請外部專家學者擔任訪

視小組成員，適時提供意見，

以期增裕土地租金、權利金、

稅收等多元財政收入，創造企

業、市民及市府三方三贏的局

面。

伍、結語

依據遠見雜誌 105 年度進

行之台灣 22 縣市智慧城市大調

查，有「科技城市」美譽之稱

的本市在總排名為全國第 4名，

非六都縣市第 1 名，惟智慧基

礎建設排名為全國第 18 名。智

慧城市的軟硬體設施有賴豐沛

資金為後盾，以本市整體收支

而言，財政實屬嚴峻，亟需市

府團隊齊心積極落實開源節流

措施，挹注財政收益，妥適配

置資源，落實債務管理，提升

政府治理形象，進而踐行本市

為智慧城市及最幸福兒童城市

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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