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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共用性經費結報系統邁向  
e 化新階段

　李佳蓉（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分析師）

配合數位政府計畫，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依行政院「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

擬訂「經費結報系統建置推廣計畫」，並以使用者為中心設計共用性經費結報系統（以下簡稱經費

結報系統）、介接其他共用性系統，再逐步推廣導入至各政府機關，期透過數位化能加速政府運作

效率，持續促使各機關經費結報流程改善與優化。

壹、前言

因應科技與時俱進，智

慧政府持續規劃及推進驅使政

府各機關部門不斷轉型，為落

實政府推動電子化及無紙化政

策，主計總處考量目前多數機

關在前端行政事務申請及後端

記帳憑證開立等已採資訊化方

式處理，但中間經費結報作業

階段尚未採線上傳簽，仍印出

紙本文件辦理陳核，並依據行

政院訂定之政府支出會計憑證

電子化處理要點，規劃建置經

費結報系統，期各機關齊同參

與，完備經費結報電子化作業，

以落實政府節能減碳無紙化政

策。

經費結報系統建置與推

廣對象並非單一機關，然而新

型態資訊系統的引進，往往迫

使機關面臨行政流程改變與組

織文化衝擊，必須從不同機關

角度去設想共用性需求，更需

要跨機關與跨部門的合作與溝

通，本文爰就經費結報系統建

置與推廣之作法及現況予以說

明。

貳、系統建置背景

一、服務型智慧政府行動

方案

經費結報是政府機關重要

的行政流程，支持所有公務流

程的運作，如各種人事費用及

業務費等，現行多數機關於申

請作業均已數位化，但仍以紙

本或支出憑證黏存表單進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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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作業，故如何改善結報作業

程序、加速機關運作效率，成

為智慧政府推動的重要環結之

一。

配合數位政府計畫，主

計總處依行政院「服務型智慧

政府推動計畫」擬訂「經費結

報系統建置推廣計畫」，經行

政院核定於 106 至 109 年建

置經費結報系統，供各機關使

用。

二、共用性政府歲計會計

系統已資訊化及作業

標準化

為推動政府歲計會計事務

資訊化及作業標準化、減少機

關主計人員負擔以及撙節系統

開發經費，主計總處依相關規

範開發共用性系統，提供中央

及地方各級政府辦理歲計會計

相關作業，以提升主計作業效

能，其中包含中央政府歲計會

計 資 訊 管 理 系 統（GBA）、

特種基金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

統（SBA）、地方政府歲計會

計資訊管理系統（CBA）以及

CBA 鄉鎮市版系統，分別已有

600 餘個中央政府公務機關、

200 餘個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及

270 餘個縣市特種基金、全國

22 個縣市以及 204 鄉鎮市使用

前述共用性系統辦理歲計會計

業務。

三、經費結報電子化是最

後一哩路

行政院為使各機關之經費

結報支出會計憑證得以電子化

處理及讓政府支出會計憑證之

電子化處理有所依循，於 105

年函頒「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

子化處理要點」，惟各機關推

動電子化報支作業，除須自行

開發經費結報及資料封存等系

統功能外，亦須要與前端申請

系統以及後端會計系統之整

合，加上憑證之電子化處理過

程有電子簽章之規定，增加系

統開發難度。

惟經費結報作業若無法全

程在系統上執行，節省用紙、

減少憑證存放空間及提升簽核

效率的用意仍會功虧一簣，即

使機關導入前端申請系統，但

電子化申請至簽核資料封存之

間仍有斷點存在，如以紙本黏

存單進行簽核作業、後續仍需

用採用紙本封存方式歸檔（圖

1），故結報電子化是邁向經

費核銷全程電子化的最後一哩

圖 1　經費結報系統與其他資訊系統比較

結報電子化是最後一哩路 

申請 薪資系統、差勤系統、請購系統 

經費結報 經費結報系統 

開立 
記帳憑證 GBA/CBA 

付款 公庫支付系統 

資料封存 經費結報系統 

如果沒有全程都在網路上簽核，提升效率的用意仍會功虧一簣 

1 

2 

3 

4 

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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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依「經費結報系統建置推

廣計畫」，主計總處已於 106

年完成核心系統建置及國內出

差旅費、短程車資、水電費等

結報項目功能，107 年完成薪

給、年終獎金、考績獎金、子

女教育補助等項目功能建置，

108 年規劃建置小額採購、油

料、婚喪生育補助、保險費、

退休撫卹、109 年則規劃退休

離職儲金、出席費、兼職費、

講座鐘點費、稿費、員工健康

檢查及通訊費等項目，透過逐

年擴增報支項目，逐步達成整

體報支作業電子化目標（圖

2）。

參、共用性經費結報

系統之建置與推

廣

主計總處訂定「支出標準

及審核作業手冊」，係依現行

主計、採購及相關法規與制度

暨累積之實際工作經驗整理而

成，為主計人員執行實務工作

時，宜注意之重要規定；雖已

有相關手冊作為主計人員日常

工作之參考，各機關在內部審

核或申辦程序仍因機關屬性與

組織結構不同而有所差異，且

組織行為特徵會影響到系統服

務的設計模式，為讓系統更貼

近實際操作模式並符合相關法

規與制度，經費結報系統在建

置初期邀集不同型態之機關加

入訪談及使用性測試。

一、以使用者為中心設

計、與其他共用性系

統資源共享

向業務單位訪談後即確認

需求，再由資訊人員則依前項

需求建置系統，是政府機關系

統建置之常見過程；惟為讓共

用性系統能以使用者為中心規

劃設計、建構系統資訊架構及

介面設計策略，系統設計初期

將使用者分成兩個目標用戶，

分別為主計總處業務單位以及

試辦機關（下頁圖 3）。

（一）使用者訪談：透過雛型

討論、理解流程可能痛

點後再完成細部設計

主計總處業務單位之

目標為將相關制度及規定納

入需求規劃，資訊人員則依

前項需求初步設計雛型畫

面，待系統雛型畫面設計完

成後，試辦機關則開始加入

訪談以及討論，參與雛型討

論之試辦機關型態不一，如

107 年建置項目之試辦機關

圖 2　經費結報系統建置計畫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結報項目 

106年 
107年 108年 

◎ 國內差旅費 
◎ 短程車資 
◎ 水電費 

◎ 薪給 
◎ 加班費 
◎ 休假補助費 
◎ 年終獎金 
◎ 考績獎金 
◎ 子女教育補助 

◎ 小額採購 
◎ 油料-油卡 
◎ 退休撫卹經費 
◎ 保險費 
◎ 婚喪生育補助 

109年 

◎ 退休離職儲金 
◎ 出席費 
◎ 兼職費 
◎ 講座鐘點費 
◎ 稿費 
◎ 員工健康檢查 
◎ 通訊費（含數據通訊、

郵資、電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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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審計部、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及行政

院主計總處，期間透過至少

2 至 3 次之雛型會議討論以

了解各機關的流程差異並盡

可能標準化，以確保系統架

構能進行結報項目例外狀況

的處理後始進行系統之建置

作業。以下為訪談後使用者

所期待的系統價值：

1. 資料就源：除申請人須於

系統登打申請資料外，利

用各項系統期初設定（如

會計科目、用途別、專案

計畫等）及跨系統介接，

從結報簽核到開立傳票的

過程盡量避免人工輸入作

業，除維持正確性外亦減

少主計人員及審核人員的

負擔。

2. 資料不被竄改：保持資料

的完整性，透過電子簽章

確保內容可信任。

3. 內部控制：相關資料增減

異動情形保留軌跡，考量

後續稽核需求。

4. 符合行政簽核需求、簽核

流程可掌握：符合機關申

請流程簽陳需求，進行簽

核作業提醒、落實代理人

制度避免申請流程停擺，

簽核流程透明化讓申請者

可自行掌握。

（二）使用性測試：進行試辦

雙軌作業修正設計問題

達成系統優化

系統發佈推廣前，事

先進行使用性測試，可確保

系統有滿足使用者的行為模

式、服務需求，經費結報系

統於建置後，則定期舉辦

「建置項目試辦作業確認會

議」，試辦機關可以透過會

議反映系統操作的感覺與困

難之處（如系統操作是否過

於複雜、系統文字用語是否

淺顯易懂、系統操作模式是

否一致…等），由資訊人員

統一蒐集系統可能的設計錯

誤並修改，系統則持續優化

以盡量滿足使用者所期待之

價值。

（三）介接其他共用性系統，

以達資源共享成效

各機關行政事務系統建

置情形不一，如員工差勤、

薪資等系統資訊化程度不

同，又機關間業務屬性存有

差異，採共用性系統間之介

接可達成資訊資源共享及減

圖 3　系統關鍵使用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資訊人員 試辦機關 

主計總處 
業務單位 

共用性 
資訊系統 

相關制度規定 
納入規劃 

符合使用者 
需求與期望 

依需求建置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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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資訊化不一致之情形（圖

4），亦能達成系統資料自動

匯入、檢核（如職等、出差

資訊、薪給等），減少錯誤

發生。

二、系統推廣策略及導入

成效

（一）以標準化簽核作業流程

為優先

107 年經費結報系統經

5 機關試辦後於 9 月上線，

並於同年推廣導入至 17 個機

關。有鑑於國內出差旅費為

機關同仁最常申請最為有感

之結報項目，爰就該結報項

目於 108 年擴大推廣導入至

148 個機關，加速擴大共用

系統綜效。

系統建置期間透過使用

者訪談及各機關試辦結果，

可歸納出標準化簽核作業流

程，故系統推廣階段則事先

定義出個別結報項目之簽核

流程（圖 5），再由機關依

實際執行狀況決定是否省

略。雖系統功能以標準化方

式提供，推廣過程中仍會遇

到導入機關提出各別新增需

求之要求，為確保各項新增

需求屬共用性需求，於 108

年起主計總處固定召開「經

費結報系統推廣增修需求確

認會議」，除蒐集各機關新

增需求外，更藉由前開會議

讓導入機關分享所遇困難及

期望解決方式，提供機關間

交流之機會，再由導入機關

票選期望系統新增之需求，

圖 4　結報系統介接其他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WebITR  
人事總處  

薪資系統  
主計總處  

電子發票
平台  

財資中心  

經費結報
系統  

出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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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資訊  

申請  

GBA  
主計總處  

傳票資料  
核准 

傳票資料  

1. 理解、易操作 

2. 系統介接、自動檢核 

3. 自動匯入、減少錯誤 

審計相關
系統  

審計部  

結報資訊  

圖 5　國內出差旅費簽核流程示意圖

上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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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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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出差旅費申請 經費彙總審核單 

※可檢討後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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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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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員）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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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維持系統為各機關共用

共享之核心理念。

（二）各機關系統導入作業說

明

導入前機關須事先成

立工作小組，包含召集人、

執行秘書並規劃工作小組成

員，且因系統涉及會計作業

以及其他資訊系統之介接，

故建議由主計人員以及資訊

人員共同機關擔任窗口，確

保系統推廣各項作業可順利

進行（附表）。

多數機關以雲端版經

費結報系統為主，少部分機

關因涉及機關內部網路架構

及資訊安全要求採領用版系

統，系統導入之前置作業建

議期間為 2 個月：

1. 行前確認：辦理教育訓練，

系統介接設定及測試（差

勤系統、薪資系統），進

行初步測試與系統流程驗

證。

2. 部分雙軌測試（約 1 個

月）：範圍為主計、資訊、

總務、人事單位，由主計

單位確認內部審核及記帳

憑證開立階段作業功能，

資訊單位確認系統介接功

能，總務單位確認付款階

段作業功能，人事單位確

認相關審核功能

3. 全面雙軌試辦（約 1 個

月）：範圍為全機關測試。

（三）共用性經費結報系統導

入成效

經費結報系統現正值

系統推廣階段，各機關持續

輔導上線，系統導入之磨合

過程，有賴各主計人員之支

持與配合，雖系統流程將改

變既有作業習慣，仍期待系

統電子化有助於工作效率提

升之外，亦期許經費結報系

統可成為主計人員之強力後

盾，達成系統預期效益：  

1. 藉由系統建置與推廣，促

成經費結報便捷化，並由

系統設計相關控制點，強

化經費結報內部控制與管

理，減輕審核工作。 

2. 經費結報全程電子化，將

優化行政效率，促成報支

流程透明化，減少文件遺

失及傳遞時間，並增進報

支文件後續檢索及調閱便

利性。 

3. 促進資訊之互通互用，主

計單位與機關內部其它業

務單位或與審計部間，更

容易進行資訊交換。 

107 年試辦機關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以及財政部財政資

訊中心曾於經費結報系統推動

專案小組第 6 次會議分享導入

經驗，並推薦各機關導入系

統，人事行政總處表示導入效

益為「手指點一點，錢就進戶

頭」、「省時、省力、省紙、

省空間」，財政資訊中心則肯

附表　各機關工作小組組成建議

編組職稱 建議單位／職等 建議人數

召集人 建議由主管機關主計主管擔任 1 人

執行秘書
建議由主管機關主計人員與資訊人員分工

協同擔任
1 － 2 人

工作小組成員
建議由主計／出納人員與資訊人員分工協

同擔任
由機關自行規劃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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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定經費結報系統可節省系統重

複建置成本及優化行政效率，

另 107 年導入機關交通部航港

局為系統使用量最高之機關，

每月可透過系統申請至少 1,000

件以上國內差旅費，系統導入

可節省人力成本，加速行政效

率之成效。

肆、共用性經費結報

系統邁向 e 化新  
階段

一、數位化加速政府運作

效率、提供便捷公務

經費結報系統係由主計總

處統一建置，節省各機關系統

重複建置成本，且介接其他共

用性系統（如電子發票平台、

薪資系統、WebITR 差勤系統

等），相關系統介接之資訊無

須人工登打，且因簽陳過程皆

於系統完成，資訊更加透明，

因此權責可以更加明確，當流

程有延遲的話，責任歸屬很快

就能釐清，達到督促的效果。

全程電子化之效益，除加

速機關行政流程，亦完成電子

化核銷最後一哩路，影響範圍

不僅只有主計人員，甚至包括

各機關申請者，提供其更便捷

的方式處理公務。

二、持續關注經費核銷速

度、促使各機關結報

流程改善與優化

考量各機關於經費結報自

有內部審核要求及簽陳層級之

規定，系統仍須保留彈性以符

合機關需求，惟系統可提供簽

陳時間，協助機關研究簽核可

能之瓶頸，並透過經費結報系

統持續推廣與導入，可不斷累

積各機關操作經驗、交互分享

各機關流程簡化之成效，未來

將持續關注各機關經費核銷速

度，透過機關間互相交流，期

能逐漸簡化重複之簽核流程，

提升整體作業效率。

伍、結語

經費結報系統之建置與推

廣相較於一般機關自建資訊系

統，面臨更多的問題及挑戰，

除要克服電子簽章之要求，還

面臨不同機關組織屬性所造成

的行政文化差異、以及面對更

多系統使用者的操作行為，系

統仍必須歸納各種需求並持續

標準化以維持系統功能共用

性，然而也透過系統流程的突

破，導入期間逐步打破跨機關

的公務流程限制的隔閡，造就

許多組織文化的革新，促進機

關公務流程優化；經費結報系

統之效益不只是節省紙本簽核

時間和存放空間，更是全面改

造政府機關經費結報的文化，

邁向 e 化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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