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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訊技術提升財務管理

效能
隨著資訊化時代來臨，如何運用資訊技術提升政府財務管理效能為一重要課題，本文透過簡介國內

外公私部門運用財務資訊系統協助提升管理效能之實際案例，並檢視目前我國中央政府會計資訊系

統建置規劃方向，進而提出建議意見供各界參考。

　詹瑞華（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專員）

壹、前言

會計法第 95 條明訂各機

關內部審核由會計人員執行，

其範圍包括財務審核、財物審

核及工作審核，透過對計畫與

預算收支之執行與控制、會計

憑證與帳表之複核、現金與其

他財物處理程序之審核，以及

工作績效之查核，俾協助機關

發揮內部控制監督功能，並提

升機關財務管理效能。

近年來資訊科技快速發

展，為避免人為缺失造成組織

財務損失，並降低錯誤與舞弊

發生之可能性，各國公私部門

均亟思借重資訊技術以協助

達成管理控制之目標。本文透

過簡介新加坡政府、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及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財務資訊系統建置及運用

情形，並檢視目前我國中央政

府會計資訊系統建置規劃方

向，進而提出建議意見，期能

協助提升主計工作之效率與

效能。

貳、國內外公私部門

財務資訊系統建

置及運用情形

一、新加坡政府採購及財

務分析平台

新 加 坡 政 府 為 提 高 政

府採購資訊透明度，型塑公

開、公平、競爭之採購環境，

爰建立各機關共用之 GeBiz

（G o v e r n m e n t  E l e c t r o n i c 

Business）政府採購平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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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完整呈現採購公告、投

標、決標、履約及發票開立等

相關資訊外，並整合政府財務

及付款系統。自 2008 年起，新

加坡政府要求所有參與政府採

購之廠商均開立電子發票，並

將其連結機關電子請購單及驗

收證明，形成三方交叉比對之

控管機制。新加坡政府復透過

「銀行帳戶驗證系統」驗證供

應商之名稱及帳號等銀行帳戶

資訊之正確性，避免所支付之

款項匯入錯誤或人頭帳戶。

另新加坡政府為應管理所

需，發展 Fi@Gov 資訊分析平

台，整合 GeBiz 平台等跨機

關與跨系統之即時財務資訊，

其可設定資料篩選條件，例如

設定延遲付款、小額付款、超

額付款後之退款情形等為關鍵

指標，將各機關前項指標之數

值與政府整體之平均值進行比

較及分析（圖 2），並可篩選

出疑似重複付款予供應商之交

易，以及使用者登入異常等例

外情形，以發掘具有潛在風險

之交易、供應商或機關。此外，

可透過 Fi@Gov 平台，依支出

類別分析政府整體、各部會、

機關或單位別之支出情形，或

針對特定類別之支出（如資訊

成本）分析歷年趨勢、各月支

出金額，並篩選出採購金額較

高之前 10 個供應商等，以評估

計畫執行成效及辨識未來發展

趨勢與挑戰。

二、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營

運費用管理系統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為針

對日常營運產生之各項費用進

行 管 理， 建 立 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系統（下

頁圖 3），其中就材料請購部

分，如屬常備性材料係依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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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加坡政府採購程序簡圖

資料來源：Accountant-General's Department, Singapore(AGD)。

圖 2　運用 Fi@Gov 平台進行資料分析

資料來源： Accountant-General's Department, Singapore(A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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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管控，由系統自動開立請

購單，至非常備性材料之請購，

則於請購部門提出規格需求

經院長核准後，由採購部門自

「供應商電子市集」網路平台

圖 3　HIS 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資料來源：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圖 4　材料付款審核關聯圖

 

所建置之「優良廠商資料庫」，

篩選符合規格需求之廠商進行

詢、議價，經核決之訂購資料

（包含數量及金額）即由電腦

鎖定，無法任意進行修改。付

款時則透過系統就採購部門訂

購單價、資材部門收料數量、

檢驗部門檢驗結果及會計部門

發票金額進行勾稽，如確認無

誤，方由出納部門電匯付款（圖

4），利用系統取代人工計算審

核，以防杜人為錯誤及弊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另建置

「電子發票買方加值中心」網

路平台，彙整電子發票各項資

料以供會計部門透過系統產製

付款審核清單，並以請購案號

進行比對，如有發票金額不等

於收料金額且收料數量不等於

訂購數量者，系統將產製「電

子發票付款金額異常反應單」，

供資材部門針對不符情形產製

異常報表，通知相關部門處理

後，重新審核付款。

此外，為提升短程車資及

出差旅費審核效率，短程車資

單經主管核准後，系統即自動

轉製傳票，並支付款項至申請

人帳戶，申請人不需另送單據

至會計部門。出差旅費則配合

出差單與費用核銷規定，建立

旅費報支標準檔。申請人辦理

結報時，系統除自動帶入經核

准之出差單資料外，並就申請

人所輸入之報支資料自動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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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費與膳費、計程車及國內

交通費等報支基準，節省人事、

會計及出納人員重複輸入與審

核比對之時間。會計部門並於

每月底結算產製部門別經費支

用情形，並與原設定目標值及

歷年數據比較分析其差異，提

供異常警訊以利資源配置決策

運用。

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預

算會計暨財務資訊整

合平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配合

各項政策推動及業務多樣化需

求，整合公務會計與基金會計

系統，建置「預算會計暨財務

資訊整合平台」（BAF）（圖

5），並推動建構式預算編製模

式，預算編列與分配由各單位

於線上就源輸入，且編列時係

逐筆就經費之計畫說明進行登

打，說明內容毋須重複輸入該

筆經費之用途別科目及預算金

額，系統產製預算書表時自動

將用途別科目及預算金額欄之

資料帶入說明欄中，並由下而

上加總預算金額，俾使資料達

一致性，加速預算編審作業時

效。

BAF 系 統 同 時 具 備 補

（捐）助經費管理功能，提供

受補（捐）助地方政府及民間

團體計畫申請、審核核定、結

案、結報、剩餘款繳回、保留

申請及報表列印等功能，除便

於受補（捐）助單位查詢審核

進度外，並利於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有效管控補（捐）助經費

執行情形。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另將

BAF 系統與其建置之「行政作

業支援系統」（IGSS）進行整

合，加班費、差旅費等個人費

用及小額請購之申請及核銷於

IGSS 系統提出申請後，即以交

易事項介接 BAF 系統進行經費

預控及核銷審查，傳簽流程及

可支用預算餘額等資料將同步

進行更新；至採購案等專案性

報支項目則除以公文簽呈外，

亦需於 BAF 系統輸入相關經費

動支資料，俾進行經費控管。

經費執行單位復可透過系統即

時查詢完整經費支用狀況，有

助於提升經費使用效能。

圖 5　BAF 系統介接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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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中央政府會

計資訊系統建置

規劃方向與建議

意見

為因應資訊作業環境趨

勢，以及配合新普通公務單位

會計制度之實施，行政院主計

總處整合預算編製、預算執行、

出納會計、普通會計、決算編

製等功能，集中建置 Web 版之

「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

（GBA 2.0）， 並 自 105 年 1

月起正式全面啟用，供中央公

務機關可隨時隨地透過電腦連

線處理各項歲計會計業務。

另為配合行政院第五階段

電子化政府計畫，行政院主計

總處刻正針對機關經費結報作

業規劃建置共用性經費結報系

統，該系統將介接機關前端行

政資訊系統如差勤系統、電子

發票與電子票證等外部支出憑

證，以及薪資系統產製之內部

支出憑證等電子化資料，作為

經費結報之原始憑證，並介接

GBA 系統，使經費報支作業全

程電子化，減少人工作業時間，

並降低錯誤及舞弊發生風險。

茲為期能更有效提升上開

中央政府會計資訊系統之財務

管理效能，經參考國內外公私

部門作法提出建議意見如下：

一、會計系統與其他行政資訊

系統進行介接時，所取得

之資料除作為經費結報審

核依據外，亦可運用於經

費動支申請階段，透過系

統進行經費預控，提供從

動支申請至報支核銷之完

整經費執行資訊，以提升

經費使用效能及彈性。

二、研議簡化報支作業流程及

訂定報支數額標準，並將

相關標準檔建製於會計系

統中，透過系統自動進行

檢核，節省人工審核時間，

增進行政作業效率。

三、加值應用會計系統資料，

除可就經費執行情形進行

歷年趨勢分析，以作為預

算編製參考，妥適配置財

務資源外，並可建立延遲

付款、集中支付等分析指

標，以發掘潛在風險項目，

進行例外管理。

四、強化會計系統及統計系

統間資訊之整合應用，協

助機關制訂決策，並於計

畫執行後，將預算執行結

果回饋檢討計畫執行成效

或供下年度計畫擬定之參

考，有效發揮主計三連環

功能。

五、推動會計系統與其他業務

系統間資訊跨域共享，導

入自動化勾稽比對及監督

功能，確保機關各項管理

機制正常運作，以降低舞

弊風險及提升營運績效。

肆、結語

當前資訊科技快速發展

之趨勢下，我國政府機關各項

業務多已運用資訊系統輔助處

理，主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之

方式亦應與時俱進，積極思考

如何善用資訊技術，強化會計

資訊系統與其他業務系統間資

訊之自動勾稽比對功能，以提

升財務管理效能，並運用系統

資訊進行財務分析，透過大數

據資料推估未來趨勢，協助

機關妥適配置資源及發現潛在

風險，並提供預警性意見，有

效發揮主計業務興利及防弊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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