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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積極檢討預算執

行落後情形，提升預算執行

績效
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所提花蓮縣 104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近 3 年度歲出預算賸餘呈攀升情

形，保留比率則由9.84％上升至10.46％，允宜研謀具體改善措施。本文係花蓮縣政府相關策進作為，

以減少預算賸餘及保留，供各界參考。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施簡任稽核欣蘋（現任財政部會計處）、陸主任美文）

壹、前言

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

室所提花蓮縣 104 年度總決算

審核報告略以，經統計近 3 年

度（民國 102 至 104 年度）歲

出預算執行情形，執行率呈降

低趨勢，歲出預算賸餘則呈攀

升情形，允宜核實編列預算並

加強執行，以提升預算執行績

效；另經該室統計近 3 年度歲

出應付保留款情形，由民國（下

同）102 年度 17 億 8,723 萬餘

元，增加至 104 年度 19 億 1,426

萬餘元；保留比率則由 9.84％，

上升至 10.46％，允宜研謀具

體改善措施。按「各機關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規定，為加強

預算之執行，避免發生進度嚴

重落後及經費鉅額保留，應先

進行相關籌劃作業。爰經花蓮

縣政府（以下簡稱縣政府）積

極推動各項作為，以有效減少

歲出預算賸餘及保留。

貳、增加預算執行之

彈性

縣政府各局處預算之編

製方式，原多係按其內部之科

室別設置工作計畫，以各局處

控帳之便利性作為主要考量，

惟因未能充分兼顧執行彈性，

致使有限資源難以發揮最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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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縣政府於核定各局處 106

年度基準需求額度時，予以通

刪 10％，為減輕對其業務之衝

擊，爰訂定「花蓮縣政府歲出

機關別預算科目設置原則」，

檢討整併各局處工作計畫，使

總預算工作計畫總數由 105 年

度之 397 個整併為 106 年度之

148 個，以縣政府主計處（以

下簡稱主計處）為例，由 105

年度預算之 5 個工作計畫，106

年度整併為 1 個，大幅增加預

算執行彈性。

參、修訂相關作業規

範

一、縣政府 103 及 104 年度

資本支出預算保留金額及

比率，相較其他類似預算

規模的縣市政府（如：新

竹市）偏高，經檢討主要

係因採購作業程序繁複所

致。為有效執行資本支出

計畫預算，以減少保留，

經促請各局處提前辦理採

購招標作業，並修正「花

蓮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

校申請保留案件審核作業

規定」，其中資本支出計

畫之保留修正為當年度 10

月 31 日（ 原 為 12 月 31

日）以前已發生之債務或

契約責任者，始得申請辦

理預算保留，以減少鉅額

保留，提高預算執行率，

並於 105 年及 106 年各召

開 1 場會議，加強宣導說

明。

二、對於縣政府歷次召開之

預算執行進度落後檢討會

議中，各局處所提出各種

預算編列及經費執行之窒

礙，主計處爰擬具「加強

歲出預算執行宣導資料」

Ⅰ及Ⅱ（下頁附件 1 及第

103 頁附件 2），於各次概

（預）算審查會議及預算

執行檢討會議，加強宣導

說明，並作為主計同仁協

助業務單位預算執行之參

據。

肆、檢討進度重大落

後計畫回饋預算

之編列並辦理預

算執行績效評比

一、對於縣政府總決算中屬「進

度重大落後計畫」（105

年度決算數係指保留數加

計賸餘數占計畫原預算數

超過 60％者，106 年度係

指同基礎超過 50％者），

由秘書長召開會議，逐案

檢討落後原因及提出具體

改善措施；其次一年度之

概算額度，並以上年度預

算數之 80％核列，以落實

預算執行情形回饋作為預

算編列之參據。經上開檢

討改善結果，106 及 107

年度總預算額度分別減列

計 3,537 萬 2 千 元 及 983

萬 8 千元。

二、另依縣長指示各局處之預

算執行情形，應與考績之

評核連結下，爰參考嘉義

市政府的作法，辦理「花

蓮縣 106 年度預算執行績

效評比」，將預算執行情

形列為各局處考績評比項

目，以提升各局處預算執

行率。

伍、1 0 5 及 1 0 6 年

度總決算歲出預

算賸餘及保留數

明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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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加強歲出預算執行宣導資料Ⅰ

一、各項採購案請提早辦理採購作業

（一）屬延續性、常態性或已知辦理內容之採購案，請提前於前一年度 10 月辦理採購招標作業。

（二）年度預算案函送議會時（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年度預算應於前一年度 10 月底前函送議會審議），各項採購案即

可公告上網，惟應於招標文件內列明「本案已納編本府○○年度預算案，惟尚未經議會審議通過，未來如經

議會審議刪除或刪減，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64 條規定辦理。」

（三）新興資本支出或新增科目應先保留決標，俟議會審議通過預算後始可核定決標，其餘案件可予決標，惟履約

期間、開工及付款應於年度開始後辦理。

二、計畫須經議會定期會結束後始核定經費者，每年下半年定期會後核定案件請動支次一年度預算

（一）議會每年下半年之定期會約在每年 11 月初至 12 月初間結束，定期會結束後核定之案件如動支當年度預算，

因須辦理簽核、現勘、採購等作業，往往造成案件於年底始決標並全數保留預算。

（二）故建請每年下半年定期會後核定案件請動支次一年度預算，如此，每年度預算仍為辦理議會 2 次定期會後核

定案件（前一年下半年及當年度上半年之定期會）。

（三）各計畫採購作業方式請依第一點辦理。

三、計畫屬分區域或分項逐年辦理者，請視優先性及可行性建立待辦理工程或項目名單

　　各年度核定之計畫經費原則應於年度內執行完畢，如有部分計畫執行落後，應依序遞補可執行之計畫，以提升預

算執行率，並應依實際情況改變滾動檢討所建立名單。

四、多年期（跨 2 年以上）計畫請採一次發包分年編列預算方式

（一）依「中華民國 OO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編製要點」規定，如確為應計畫或工程整體需要，先行一次

發包或簽約辦理之延續性計畫，應於預算內列明計畫總金額、執行期間及分年度經費需求。

（二）復依公共工程委員會 103 年 10 月 17 日函，機關如有辦理履約期間跨越多年度之採購需要，得於招標文件內

列明其已完成立法程序之分年預算金額及尚未完成立法程序之分年預估需用金額，先行合併招標簽約，並載

明預估需用金額如因立法程序遭刪減須配合之處理方式，例如就不足金額之情形，得部分或全部無條件終止

契約，且訂約廠商不得因此向機關求償。

（三）多年期（跨 2 年以上）計畫之預算編列及採購作業請依上開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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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加強歲出預算執行宣導資料Ⅱ

一、開口契約請儘量於年度開始前即簽訂

（一）各災害搶險搶修開口契約，因係運用縣政府編列之災害準備金（依規定每年按歲出規模 1％編列預算），故為

利救災工作之進行，請於年度開始前簽訂各項開口契約，履約期間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經費以不

辦理保留為原則。

（二）屬年度例行辦理性質之各項開口契約，亦請於年度開始前簽訂，履約期間同上，經費請儘量不辦理保留，以

利年度例行性工作之推動。例如：建設處 107 年度全縣 13 個鄉鎮市區域排水清淤疏浚維護等工程開口契約。

二、各項工程（包括補助鄉鎮市公所案件）之規劃設計請提早作業

（一）因中央部分工程補助案係以已規劃設計之案件優先辦理審查及補助，例如：原民會補助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公

共工程案件，爰請提早作業，以利爭取補助款。

（二）縣負擔辦理之各項工程建請可提早一個年度辦理規劃設計，俾隔年工程之採購、施工及驗收等作業有一整年

較為充裕之辦理時間，並減少經費之保留。

（三）補助鄉鎮市公所之各項工程，建請參酌中央作法，優先補助已完成規劃設計之案件，或者第 1 年度先補助規

劃設計費用，第 2 年度視其規劃設計結果再補助工程經費，以提升預算執行率。

三、工程發包節餘款請視業務實際需要情形充分運用

（一）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二十六、規定，縣（市）各機關工程發包節餘款，除符合原工作計畫用途，

並經專案報奉縣（市）政府核准外，一律不得動支。

（二）故工程發包節餘款請視業務實際需要情形照上開規定程序辦理急需必要之工程。

四、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活動經費，活動結束後超過 1 年尚未結報請款者，縣政府得註銷補助

　　考量經費報支之穩定性，以及民間團體人員異動頻繁及憑證保存不易，倘有上述情形，縣政府得註銷該補助案，

經費改由申請單位自籌。

資料來源：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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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縣政府 105 年度總決算審

定數，其中歲出預算賸餘

數，較 104 年度減少 3 億

2,740 萬餘元及 1.62 個百

分點，為 5 年來之新低（表

1）。另 105 年度保留金額

及其比率，較 104 年度減

少 2 億 7,541 萬餘元及 1.23

個百分點；106 年度保留

金額，較 105 年度再減少

1 億 6,969 萬 餘 元 及 1.78

個百分點，亦為 5 年來之

新低（表 2）。

二、上述結果，主要係縣政府

提供誘因（預算執行績效

評比列為各組第 1 名及第

2 名之局處分別增加考績

甲等 2 人及 1 人）及懲罰

（屬進度重大落後計畫以

上年度預算之 80％核列次

一年度概算額度）機制，

且由主計處協助提供改進

措施（增加預算執行彈

性及加強歲出預算執行宣

導），並修訂相關作業規

範，以資明確遵行。以上

措施皆獲得各局處首長之

重視，均親自帶領同仁戮

力改善，包括提早辦理採

購招標作業，以及持續追

蹤各項計畫辦理進度等，

始達成上述成效。另部分

局處（如建設處、農業處

等）亦大幅度改善每年年

底才辦理發包再全數辦理

保留之陋習。

陸、結語

本案所提出之誘因及懲

罰機制，以及所提供之加強歲

出預算執行改進措施，均屬創

新作法；其中預算執行績效評

比雖係參考嘉義市政府作法，

惟因以往並無類似或相關案例

可循，辦理初期各局處不甚了

解或誤解情形甚多，故有賴事

先獲得縣長及秘書長支持，並

加強宣導說明。未來仍將持續

推動辦理及加強溝通，包括通

案的宣示，及個案的溝通協調

等，務使各局處了解其意旨在

於協助各局處提升其預算執行

績效，改善以往預算執行落後

之情形，進而增進其施政效能。



表 1　101 年至 105 年歲出經費賸餘分析表

項　　　目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經費賸餘（億元） 13.37 11.97 11.94 13.23 9.95

經費賸餘占預算數百分比（％） 7.55 6.60 6.53 7.23 5.6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102 年至 106 年應付保留數分析表

項　　　目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應付保留數（億元） 17.87 17.76 19.14 16.38 14.69

應付保留數占預算數百分比（％） 9.84 9.71 10.46 9.23 7.4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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