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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苗栗財政體質從數字開始

　陳榮貴、王志成、吳信慧（苗栗縣政府主計處處長、科長、科長）

財政為庶政之母，本篇探討苗栗縣於 104 年度爆發財政危機以來，如何在財政泥沼中運用統計數據

導入主計三連環，透過盤點預算配置與優先性，改善虛弱財政體質，協助重建預算編製與執行紀律，

使有限資源妥適配置運用及發揮資源最大效益。

壹、前言

近年來縣市評比指標興

起，爭相為縣市首長施政成果

打成績，範圍廣泛不論經濟與

就業、教育與文化、環保與環

境品質、治安、公共安全與消

防、醫療衛生、生活品質與現

代化、地方財政以及社會福利

等都是評比重要指標，但是政

府各項施政之推展，往往難以

立竿見影，需要長期投入才能

展現效能，當然更需要穩定財

源支持。

苗栗縣也在區域競爭的洪

流中不斷投入公共資源，竭盡

所能，勤奮努力，期能交出漂

亮施政成績單，不負民眾對政

府的期待；然而在自有財源不

足支應情形下，逐漸出現歲入

歲出短絀，超逾債限，終因現

金週轉不靈爆發地方自治史上

首例縣自治財政危機，而依行

政院「地方政府財政紀律異常

之控管機制」實施控管。

縣政府近年來積極研提各

項開源節流並緊縮預算規模，

重新檢視過去預算籌編方式與

架構，導入統計數據支援決策

概念，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與

精確度，透過預算、會計及統

計連環運作功能，期使能從財

政困境中快速立穩腳跟，達成

逐年減債及財政自主目標。

貳、地方財政與自有

財源

苗栗縣為打造幸福城市願

景，持續投入大量資源，期快

速創造繁榮工商發展，提升民

眾就業與居住現代化環境，自

98 年起連年預算歲入歲出嚴重

短絀致財政效能失衡，每年歲

入歲出短絀均高達 40 億餘元以

上。

一、歲入歲出短絀，舉債

之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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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歲入決算數 165.29

億元，歲出決算數 183.37 億

元，歲入歲出短絀 18.08 億元；

圖 1　歲入歲出與餘絀數決算數

資料來源：苗栗縣各年度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苗栗縣各年度統計年報。

圖 2　公共債務及比率

98 年度歲入決算數 187.91 億

元，歲出決算數 266.91 億元，

歲入歲出短絀 79.00 億元；96

年度與 98 年度比較歲入成長

13.69％，歲出成長 45.56％，

歲出增加幅度遠大於歲入增加

幅度，短絀數增加 336.95％（圖

1）。

97 年度 1 年以下及 1 年

以上之短期及長期債務合計

213.72 億 元，98 年 度 263.09

億元，102 年度更高達 401.59

億元，常年歲入歲出短絀情形

下，舉債成為籌措財政支出必

要之惡，為了填補財政缺口，

以解燃眉之急，舉債金額逐年

攀升，債務利息支出也逐漸增

加， 104 年因現金週轉不靈爆

發地方自治史上首例縣自治財

政危機（圖 2）。

二、自籌財源比率低，補

助款依存度高

觀察苗栗縣 97 年度至 105

年度每年補助及協助收入依

存度均逾 40％以上，97 年度

51.40％最高，102 年度 40.57％

最低，105 年則為 50.51％，顯

示對補助款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下頁圖 3）。

自籌財源主要包括稅課收

入及其他收入等，即各縣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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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主運用之財源，不需受限

於指定用途，苗栗縣自籌財源

比率位於 25％至 36％之間，臺

灣地區位於 39％至 50％之間，

新竹縣位於 29％至 40％之間，

臺中市位於 47％至 59％之間，

新北市位於 43％至 63％之間，

比較之後發現，苗栗縣自籌財

源遠低於其他縣市。其中苗栗

縣財源自主度較低，大部分的

歲入需依賴中央補助款，對未

能獲得中央補助之大型建設、

活動或自辦社會福利項目，財

源籌措能力相對較低，若未精

算得宜，亟易產生大量財政缺

口（圖 4）。

參、推動具體作法

苗栗縣依行政院訂頒「地

方政府財政紀律異常之控管機

制」實施控管後，勵精圖治積

極研謀財政改善對策，開源節

流並緊縮預算規模，重新檢視

過去預算籌編方式，利用統計

數據再次盤點預算配置架構，

提高資源配置之效率與精確

度，透過預算、會計及統計之

連環運作功能，達成逐年減債

及恢復財政自主目標。

註：1. 自籌財源比率係總歲入扣除統籌分配稅及補助及協助收入後占總歲入之比率。

　　2. 補助及協助依存度係補助及協助收入占總歲出之比率。

資料來源：苗栗縣各年度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圖 3　自籌財源與依存度

圖 4　苗栗縣與台灣臨近縣市自籌財源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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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盤點預算配置，精確

編列預算

過去預算歲入歲出短絀導

致財政嚴重失衡，法定支出逐

年成長，預算結構出現僵固性，

嚴重排擠新興重大計畫可用資

源，在重新審視自主財源可用

額度與基本財政支出後，預算

規模縮減成為首先要務；因此

重新檢視過去預算籌編方式，

利用統計數據盤點預算配置，

據以提出縮減或整併，朝精確

編列預算為目標，避免寬列需

求而導致資源僵固，105 年度

預算規模已大幅縮減近 20％，

卻可容納更多計畫，使有限財

源作最佳配置，整體效益獲得

大幅度提升。

（一）運用歷年員額統計，核

實編列用人經費

往年概算籌編階段循

例以預算員額寬列人事費，

該經費占縣府自籌財源比例

均逾 265％以上，預算結構

僵化情形嚴重；又每年人

員異動頻繁，缺額無法於短

期內補實，致決算時產生大

量人事費賸餘，排擠其他重

大政事可用預算額度。為使

人事費編列更加核實，籌編

105 年度概算時，以近 3 年

「各機關學校員工總人數」

公務統計報表分析員額補實

情形，平均人員缺額約占預

算員額之 13.5 ％，並考量

敘薪晉級以前一年度決算數

1.03％為核列額度，次為避

免部分局處年度人事費不足

需專案申請調整，設立統籌

支撥科目，以提高預算執行

彈性，調整後人事費賸餘數

從 100 年度 12.2 億餘元，降

至 106 年度 2.6 億餘元，使

有限歲入資源得以充分運用

（圖 5）。

（二）運用統計資料協助審查

競爭型計畫

苗栗縣 104 年度以前預

算編製係由各局處由下而上

提案彙整編列，惟為配合施

政需要，常要求財主單位編

列額度外經費。為落實財政

穩健改以量入為出原則，105

年度起預算採「由上而下」

總額控管，參酌歷年預算執

行率等統計數據作為匡列競

爭性需求依據，依零基預算

精神排列支出優先順序於各

局處匡列額度內優先編列，

避免過去競逐預算資源導致

圖 5　苗栗縣政府人事費預算及賸餘數統計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各年度總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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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列預算情形再次發生，各

計畫需提出變動成本計算方

式及過去執行情形等相關統

計佐證數據作為預算核列依

據，強化財政及預算編製紀

律。

（三）推估人口出生率降低小

校整併阻力

苗栗縣人口密度分布不

均，近年來人口出生率逐年

降低，偏鄉小校學生數下降，

實有整併之必要性，惟常因

個別因素考量，無法順利整

併；為此運用統計迴歸分析

方 法 推 估 102 至 107 學 年

度各國小新生人數，運用具

體數據佐證降低輿論反彈意

見，自 103 年起陸續合併多

所偏鄉小校，初期整併效益

達 4,200 萬餘元，有效達成

資源整合目標。

二、落實現金收支估計，

排列支付優先順序，

確保現金週轉安全

為利縣政推動順遂並確保

縣庫現金安全存量，除依行政

院控管機制辦理外，另行訂定

「苗栗縣政府庫款支付優先順

序表」，將歲出項目依支付順

序分為 3 大類、7 中類及 23 小

類編號，以確保法定社會福利、

人事費、基本行政維持作業費

均能如期支付。

復為避免財政出現寅吃卯

糧情形，分析每月庫款現金收

支統計數，推估未來 6 個月現

金收支流量，以及每年可實現

收入及所需支付現金數，再依

支付優先順序執行支付，強化

金流控管，確保現金週轉安全，

避免再發生現金週轉不靈之負

面新聞（圖 6）。

肆、具體推動效益

一、縮減歲出預算規模，

採歲出額度制貫徹量

入為出原則

為秉持量入為出原則，貫

徹零基預算精神，落實歲出額

度制， 105 年度總預算案 190

億餘元，較 104 年度法定預算

數減少 49 億餘元；106 年度、

107 年度維持 189 億餘元，改

進預算籌編方式，進行資源統

整並重新合理分配各局處預

算，使資源發揮更具效益（下

頁圖 7）。

以前為爭取預算極大化，

常以寬列需求方式競逐資源，

導致預算籌編會簽案件數量龐

大，公文流程及預算額度協商

圖 6　各月份歲入及稅課收入與歲出財政收支情形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庫款收支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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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冗長，資源配置無法達最

佳效益。105 年度開始貫徹歲

出額度制精神，依競爭性需求

之迫切性排列優先順序，並於

獲配概算額度內納編，輔以歷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各年度總預算書。

圖 7　各年度歲出總預算數編列

圖 8　歲入歲出餘絀與公共債務餘額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各年度決算書。

年統計數據佐證概算編列合理

性，有效縮短概算籌編公文簽

辦及協商時效，節省籌編作業

投入人力及時間。

二、改善現金流量，強化

財政體質從減債開始

104 年度為導正財政與現

金流量週轉差短情形，檢討各

項支出，非屬迫切性項目一律

列入專案控管，撙節 47 億餘

元，決算差短從原先預估 50 億

餘元，大幅縮減至 3 億餘元，

105 年度、106 年度決算終於產

生 18 年來首次賸餘 13.8 億及

12.4 億餘元，公共債務餘額亦

自 104 年底 398 億餘元，逐年

緩降 106 年底 385 億餘元，顯

示財政惡化情形漸獲控制（圖

8）。

三、首長支持與團隊努

力，共創雙贏

抱持著不債留子孫的信

念，苗栗縣在緊縮的財政政策

下，縣府同仁共體時艱，積極

開源節流，除了重要公共建設

外，縮減支出，推動減支差旅

費，文康活動減辦或停辦，節

能減電等措施，終於開始還出

第一筆債務。

在招商引資方面，成立招

商服務馬上辦中心，一條龍提

（不含追加減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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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設廠輔導服務，深獲國內外

大廠青睞，104 至 106 年計服

務 150 家企業廠，總投資金額

超過 1,000 億元，新增上萬個

就業機會。在觀光發展方面，

打造「舊山線魅力世遺．國際

慢城」計畫入選交通部觀光局

「跨域亮點計畫」，規劃全台

首創鐵道自行車體驗，活化閒

置舊山線鐵道，預估每年可增

加 20 萬旅遊人次，創造 4,000

萬元以上觀光收益。

施政成效方面，業務活動

費用不足者，以團隊行動力量

補實，這幾年來在招商引資方

面不落人後，大型企業持續進

駐；勞動參與率與就業率升高，

失業率下降，各項稅收維持成

長，在大家共同信念的秉持下，

已逐漸創造出雙贏的幸福苗栗

（圖 9）。

伍、結語

面對地方政府普遍財源不

足之窘境，主計人員角色為機

關財務幕僚，雖然巧婦難為無

米之炊是現實困境，但如果能

將手中三大工具「預算配置」、

「會計審核」及「統計分析」

運用得宜，有助於順利爭取首

長支持，減少不經濟支出，提

升財務效率，協助機關在有限

資源下完成各項施政目標，創

造出雙贏的幸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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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就業率與失業率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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