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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官員會議報告
OECD 亞洲資深官員會議提供亞洲區會員國與非會員國論壇平台，交換預算制度推行或改進時遭

遇的困境或成功經驗，本文就 2017 年 12 月 14 至 15 日在曼谷召開之第 13 屆會議，提出簡要

報告。

　曾煥棟、陸瀛謙（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專員）

壹、前言

本次在泰國曼谷舉辦的第

13 屆亞洲資深預算官員會議，

邀請澳洲、不丹、汶萊、中國

大陸與我國等國之財政部長、

預算部門首長、資深預算官員

及學者，針對符合新經濟的預

算、推行績效預算之作法、政

府導入巨量資料分析影響公共

支出等議題進行討論並交換意

見，以作為未來預算制度改革

之參考。

貳、會議過程

一、會議時間：106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二、會議地點：泰國曼谷

三、與會國家：澳洲、紐西蘭、

不丹、汶萊、東帝汶、越

南、寮國、中國大陸、印

度、日本、韓國、馬來西

亞、菲律賓、泰國、我國，

與世界銀行及 OECD 秘書

處邀請之學者等。

四、會議議題

（一）符合新經濟的預算－日

本邁向社會投資型國家

的 挑 戰（Budgeting for 

the  New Economy － 

Japan's  Challenge for 

Social Investment）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12 月就任後，為擺

脫長達 15 年的通貨緊縮困

境，並重振日本經濟，提出

安倍經濟學的三箭計畫，即

推動寬鬆貨幣政策、擴大財

政支出、以及結構性經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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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與成長策略三大政策，並

於 2015 年 9 月再度提出「安

倍經濟學 2.0」新一波振興

經濟計畫，其內容包括強化

經濟、提供更多育兒協助及

強化社會福利制度的「新 3

箭」，目標係將日本 GDP 提

高到 600 兆日圓、提升出生

率至 1.8％及看護離職率降至

0％。

為達成上述目標，日

本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 8 日

舉行的內閣會議中通過 2 兆

日圓的「育人革命」方案，

其中 1 兆 7,000 億日圓將由

2019 年 10 月起增收的消費

稅負擔，其餘 3,000 億日圓，

將由企業的社會保險雇主繳

費額度負擔，其政策內容包

含提供免費幼兒教育、降低

高等教育費用、減少待機兒

童（因保育設施不足，無法

進入保育園，但家長卻必須

要工作，只能在家等待，無

人照顧的兒童）數量、改善

照護人力薪資等。

在提供免費幼兒教育部

分，預計將投入 8,000 億日

圓，針對年收入未達納稅標

準之家庭者，家中 0 到 2 歲

的幼兒托育將完全免費，至

於家中有 3 到 5 歲幼兒者，

不論家庭收入為何，只要是

經過政府認定的保育設施與

幼稚園，亦將完全免費，而

非政府認定的保育設施及學

費較高的私立幼稚園，則將

給予定額補助。另降低高等

教育費用部分，將撥給大學

等免費高等教育 8,000 億日

圓，對於年收入未達納稅標

準之家庭子女，將免除其公

立大學學費，私立大學則是

免除部分學費。

有關減少待機兒童數量

部分，由於目前全日本共有

近 5 萬名待機兒童，為了解

決這個問題，日本政府將撥

款 3,000億日圓興建托育所，

並提供 32 萬人次的兒童保育

名額，期藉此提高日本女性

就業率。另改善照護人力薪

資部分，因薪資過低的問題，

導致資深照護人才不斷地流

失，日本政府將撥款 1,000

億日圓提升具有一定工作經

驗護理人員待遇，希望藉由

提升薪資，確保照護人力的

留任。

近年來日本面臨少子

化的衝擊，而其最大問題就

是公立幼兒保育設施的不

足，導致年輕夫婦無法雙薪

工作，所得停滯不前的狀況

下，再加上幼兒保育費用太

高，最後造成的影響，就是

年輕夫婦選擇不生小孩。又

由於人口迅速高齡化，導致

用於醫療和養老的社會保險

成本增加，倘無法針對其進

行改革，就無法大幅增加托

育及教育的經費，將會進一

步導致低出生率與人口老化

的問題惡性循環。考量日本

負債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已

達 227％，高居已開發國家

之冠，故在推行新政策時，

也將面臨更多挑戰。

（二）推行績效預算之作法

（OECD Best Practices for

Performance Budgeting）

論述 》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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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績效預算係指將績

效資訊納入預算文件，設定

以成果為績效目標並與支出

作連結，衡量實際績效及報

告，再依績效資訊決定未來

資源分配，並建立良好的監

督與誘因機制，俾使各機關

在預算執行時有追求績效的

誘因。OECD 為推動績效預

算制度，建議採行下列方式：

1. 為績效預算設立明確目標

(1) 導入績效預算制度離

不開法律的保障，完

備的法律制度體系有

助於保障績效預算的

實現，如果政府透過

立法使績效預算制度

施行，並為績效預算

設立明確目標，將比

較容易獲得社會大眾

的認可、支持及配合。

(2) 為讓政府施政符合人

民需求及期望，各機

關應訂定顧客導向之

施政目標，作為施政

之依據，藉此推動結

果導向之預算與績效

測量指標，另各機關

應提供有關各計畫目

標之達成情形並作為

預算編列依據。

2. 將績效預算與政府施政目

標連結

(1) 實施績效預算的第

一階段為建立中程

支 出 框 架（Medium 

t e r m  e x p e n d i t u r e 

frameworks）， 係 指

政府依據施政目標及

優先順序，制定中程

財政策略，以確定政

府中程支出，並作為

年度預算編製的重要

工具。

(2) 導入績效預算制度主

要係為強化預算與政

府優先施政項目之間

的一致性，考量政府

的施政目標係在未考

慮資源限制情況下制

定，而預算資源亦係

在未考慮施政目標下

推估，爰為使績效預

算有效運行，政府需

要提升計畫質量，並

制定改善計畫與預算

間聯繫的流程。

(3) 績效預算應與國家發

展願景配合，包括長

期目標、方向及策略，

俾使計畫與預算能緊

密結合，以提升政府

資源使用效益，行政

機關亦應與主計單位

密切合作，將以前年

度預算執行資料與績

效預算結合，包括事

前政策影響評估，支

出審查和事後項目評

估，排列施政計畫優

先順序，以協助資源

合理配置。

3. 強調資源投入與產出之間

的關係，建構合理且正確

的績效衡量指標

(1) 績效預算把政府預算

視為投入與產出的過

程，並認為這一過程

要以結果為導向，將

預算的產出和結果區

分開來，把產出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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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投入的直接成果，

把結果界定為這些

產出所帶來的社會效

果，政府的預算報告

要清楚地說明政府使

用了多少資金及取得

什麼社會效果。

(2) 績效預算的推動須確

定機關目標，並建立

達成目標的績效衡量

指標，行政機關的組

織目標必須視其機關

業務職掌及願景加以

設定，對於無法有效

建立產出及結果測量

制度之機關及計畫，

傳統預算強調投入成

本編列預算方式，仍

有其存在之必要。

4. 績效衡量及評估

(1) 績效指標的衡量是實

施績效預算的關鍵因

素，也是預算績效管

理中最困難卻也最重

要的環節，因為傳統

的成本、效率、產出

等指標難以確切反映

出複雜的公共支出績

效狀況，績效預算制

度應跳脫以往重視工

作量與投入控制，改

為更重視產出、結果

與顧客滿意度等。

(2) 實施績效預算經驗豐

富的國家，為避免資

訊 超 載（Information 

overload） 問 題， 近

期改革側重於減少指

標 的 數 量， 舉 例 來

說，法國自 2007 年至

2015 年間，將預算中

績效指標數量從 1,173

個減少到 677 個，並

優先選擇最能反映施

政目標及便於跨國比

較的指標。

5. 建立支持績效預算的基礎

架構

(1) 定期報告和監督績效

是績效預算體系的重

要組成部分，惟將績

效指標與預算支出聯

繫起來是一項艱鉅的

任務，因計畫產出至

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

難以判定，倘績效不

佳係因經費不足，刪

減其預算亦無助解決

問題，另對績效與資

源分配作連結，易導

致機關追求短期績

效。

(2) 績效預算系統面臨的

挑戰是滿足不同利益

相關者所需的數據，

這些對象對於機關或

計畫的目標很難取得

一致的看法，如計畫

係有效管理為主或以

服務民眾為主，兩者

可能相互衝突，倘無

法達成一致的目標，

即成為績效測量的障

礙。理想情況下，績

效預算系統將為不同

類型的用戶量身定

製不同的績效資訊報

告。

6. 運用績效資訊

(1) 政府可在預算過程中

的各個階段使用不同

論述 》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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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績效資訊，預算籌

編階段，各機關提出

預算需求時須以績效

指標說明計畫預期效

益及衡量以前年度執

行成果，並作為預算

配置之依據。

(2) 預算審議階段，則以

行政機關提供之績效

資訊作為分配預算資

源的參考，政府機關

如能在預算案中，客

觀的顯示出機關目

標、 計 畫 內 容、 經

費需求與預期成果之

間的關係，多少能使

國會議員在審議預算

案時注意到績效的問

題，且立法機關如果

明確表達出對於計畫

執行績效期望的服務

質量及數量，亦會對

行政機關執行預算時

產生引導的效果。

(3) 預算執行階段，可以

利用及時的績效資

訊，進行計畫經費調

整，使資源更能有效

運用，且績效評估結

果，可以確認資源管

理的問題，協助發掘

預算執行過程中各項

缺失，藉以監測、評

估與改善各項產出及

服務的品質。

(4) 決算審計階段，審計

機關可對重要或高風

險項目進行績效審

計，檢驗績效數據的

相關性、準確性和可

靠性，並運用績效測

量明確化管理之目

標，監測目標之達成

度，找出執行不力之

原因並提供解決方

法。

（三）政府導入巨量資料分析

影 響 公 共 支 出（Data 

A n a l y t i c s  &  P u b l i c 

Expenditure）

近年來，巨量資料（又

稱為大數據）的分析運用在

企業界蓬勃發展，政府機關

圖 1　綜合數據基礎設施（IDI）

資料來源：紐西蘭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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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漸開始運用巨量資料以

強化公共治理能力，隨著技

術推陳出新，已有愈來愈多

國家導入巨量資料分析，並

運用人工智慧發展出整合性

的資料分析方法，提煉出有

價值的資訊，藉此提升公共

支出效率及效果。

紐西蘭政府為了將有限

的資源投入於必須優先改善

的項目，於 2011 年創建了綜

合數據基礎設施（Integrated 

Data Infrastructure, IDI）（上

頁圖 1），IDI 是一個龐大的

研究數據庫，包括來自政府

各部門的相關管理數據以及

人口普查等調查資料，IDI

中的數據僅用於符合公眾利

益且經過批准之研究項目，

研究人員會利用綜合數據所

獲取的資訊，為決策者提供

對諸如犯罪和弱勢兒童等複

雜社會問題的新見解，並使

政府能夠將有限的資源投向

那些可以實現最大長期利益

的領域。

澳洲政府亦在啟動一項

名為澳洲數據集成合作（Data 

In teg ra t ion  Pa r tne r sh ip  fo r 

Australia, DIPA）（圖 2）的計

畫，DIPA 係建立一個跨領域

平台，將不同的數據匯集在一

起，希望透過推動大數據分析

以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務品質，

提升政府效率及提供更好的政

策規劃。DIPA 將創建數據分析

團隊，改善現有技術數據基礎

設施和數據集成能力，並在確

保個人隱私及數據安全的前提

下，分析衛生、教育、環境及

社會福利等重要領域的數據，

使政府能夠合理配置資源至各

領域，藉以幫助改善社會、經

濟及環境福祉。

參、心得及建議

一、日本邁向社會投資型

國家議題

為扭轉少子化危機及有效

運用社會福利資源，我國少子

女化政策針對 0 至 2 歲幼兒部

分，建議可參照日本針對托育

費用補助維持排富機制，並研

議依所得稅率不同級距提供不

同補助額度，及同時照顧 2 名

以上幼兒加發補助之可行性，

以合理排富並提高補助額度，

把資源留給有需要的家庭；至

論述 》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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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澳大利亞總理及內閣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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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 5 歲幼兒部分，則可朝向

公立幼兒園免學費，私立幼兒

園給予定額補助方式研議，並

調高幼教老師薪資，以減輕家

長育兒負擔及提升幼兒教保服

務品質。

二、績效基礎預算議題

我國預算法雖未出現「績

效預算」名詞，但預算制度規

範係由施政方針、施政計畫、

概算至總預算案彙整完成，屬

目標導向、績效導向預算編列

模式，大致符合 OECD 針對近

來各國預算制度所觀察之改革

趨勢，考量各國推動績效預算

大多採取逐步漸進方式，爰我

國未來在預算的審議上，可先

落實績效衡量工作，強化政府

施政成果和資源分配之間的連

結關係，並將績效評估結果連

同其他資訊作為改進預算決策

之參考，以提高預算資源使用

效益。

三、政府導入巨量資料分

析影響公共支出議題

為提升我國巨量資料應

用價值，似可透過與學術機關

（構）合作模式進行，如當前

毒品及藥物濫用問題，業務主

管機關擁有許多個案性資料，

運用個人資料去識別化標準，

避免資料應用衍生隱私侵害之

疑慮後，交由國內學術機關

（構）進行大數據分析，共同

來挖掘這些寶貴資料中關鍵的

價值，以解決當前毒藥品濫用

問題，並作為毒品防制政策規

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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