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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管理‧資訊

如何運用證據基礎決策機制

評估計畫

　陳雅玫、王守玉、曹棟鈞、許玉媛、鄭勝元、蘇茂勝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專門委員、經濟部統計處專門委員、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主計室主任、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主計室主任、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主計室專門委員、臺南市政府主計處專門委員）

主計人員專責蒐集與管理全國性與地方性的數據資料，具備調查和統計分析的專業技能，在一條鞭

的體制下，各級政府皆設有主計幕僚，本文思忖運用主計體制與人員特質優勢，由主動了解所在機

關數據資源與目標政策做起，協助機關決策單位務實將證據納入政策制定過程與結果評估，協心提

升政府決策品質，賦與主計幕僚角色新價值。

壹、邁向證據基礎決

策之關鍵

傳統的政策制定模式，

常依循過往的經驗、或遵照

理論原則、或倚賴民意取向，

甚至是個人的直覺或判斷，

以致政策時常未能達成預期

的目標。

隨著政策問題環境複雜

化，決策者經由在政策形成前

取得證據的支持，進而制定政

策，且在政策執行和完成階段

蒐集證據，建立監測評估機制，

除有助降低決策的不確定性

外，依循證據為決策制定與執

行走向提供標準指引，亦有助

提升政府決策的透明度，讓民

眾理解政府運作與責信，邁向

良善治理的目標。

長期以來，政府部門的主

計人員兢兢業業深耕於公務統

計與調查統計，致力穩定提供

高品質數據，統整結果亦平實

公開於書刊、網頁、資料庫等，

供各界自行參用。在政府治理

與決策思維轉以仰賴證據基礎

的大勢下，主計人員憑藉對數

據的專業與瞭解，更應就機關

業務推展與計畫執行，思忖如

100



如何運用證據基礎決策機制評估計畫

表 1　實務案例中導入數據之時機與形式

案例 1 2 3 4

名稱 加強農保資格清查及杜絕假

農民

推行 2-5 歲幼兒接種幼兒

結核型肺炎鏈球菌疫苗之

評估

金門縣常住人口統計 智慧電表發揮降低電力尖

峰負載並精簡發電成本之

功效

主管機關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金門縣政府 台灣電力公司

計畫背景 農保由於保費偏低，且擁有

生育給付、身心障礙給付、

喪葬津貼之保障，年滿 65

歲且年資 15 年以上可有條

件領取老農津貼，致有非從

事農業者購買農地參加農保

之情事。

肺炎鏈球菌常引發幼兒

嚴重疾病，尤以侵襲性

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IPD)

，即便痊癒，仍可能留

下癲癇、智障、聽障等

不可逆之後遺症，亟須

評 估 肺 炎 鏈 球 菌 疫 苗

(PCV) 之接種效益，以

決定是否納入公費疫苗

。

● 人口為政府施政的標的

，掌握人口數量與特徵

才能務實規劃政策。

● 金門縣因福利優渥，由

人口普查結果得知現住

人口與戶籍登記大幅偏

離，由於普查 10 年辦

理 1 次，擬建立插補非

普查年人口資訊之合理

推計方法。

● 全球氣候變遷，夏季氣

溫屢創新高，導致電力

需求逐年成長，電力備

轉容量不足漸成常態。

● 電力需求的管理極為關

鍵，藉由智慧電表的布

建將有助於電力使用達

到最適效率。

計畫目標 ● 全面清查已投保者之農保

資格。

● 落實照顧真正農民之需求。

● 評估幼兒接種 PCV 之

效果。

　幼兒接種 1 劑

PCV13 之效果

　幼兒同時接種 PCV

及流感疫苗是否較

接種單一疫苗有加

成效益

● 建立非普查年常川推估

常住人口統計。

● 據以檢視資源分配與政

策方向。

● 節能減碳及解決用電高

峰時缺電情形。

● 降低發電負擔，並減緩

電廠投資花費。

論述 》管理‧資訊 

何協助建立與運用證據，扮演

驅動證據基礎決策的角色，發

揮數據更大加值效益。

貳、由證據基礎之實

務案例談起

欲定位主計人員在證據基

礎決策中的可能角色，有必要

就計畫 / 政策的全階段，做系

統性的推演與了解。透過系統

性剖析四實務案例（表 1），

由計畫制定前期的確立目標，

中期的現況分析及採取策略，

與後期執行成果等，觀察在不

同計畫階段，證據的導入軌跡

與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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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2 3 4

現況分析 ● 由法規面確定資格條件：

依農審辦法、農暇之餘從

事非農業勞務工作認定標

準等相關條文。
● 盤點各機關可運用之被保

險人資料檔。

● 盤點可運用資料檔。

疾
管
署

健
保
署

法
定
傳
染
病

通

報

資

料

健

保

申

報

資

料

● 確定欲應用之統計方法

（傾向分數配對法）。

● 金門四面環海的地理特

性，基於交通成本，部

分福利侷限現住居民，

跨海申請者微乎其微。
● 盤點現有深具地域施政

特性之數據。

● 行政院核定「智慧型電

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

，台電據此積極推展智

慧電表的安裝。
● 透過智慧電表取得電力

需求端數據，配合住商

多元時間電價方案，並

整合台電供給端資料，

有效配置與管理電力供

需、調度。

採取策略 ● 透過相關檔案的勾稽比對

剔除資格不符者。

戶
籍
檔

勞
保
檔

農
保
檔

勞保局

戶籍地已不在原農會組織區域
之被保險人，認定資格不符

勞、農保重複加保超過180天
之被保險人，認定資格不符

農委會

健
保
檔

農
保
檔

有健保投保一類、二類職
業別，認定資格不符

內
政
部

健
保
署

● 選 取 100-101 年 歲 接

受 1 劑與完全未接種

的個案，應用傾向分數

配對法驗證接種效果。
● 將 98-102 年 4 個流感

季個案，群分已施打當

季流感疫苗、4 劑 PCV
、兩者均接種或均未接

種共 4 組個案，分析組

間死亡及肺炎鏈球菌感

染相關醫療利用之差異

與成本效果分析。

● 將推計目標族群分為

施打五合一疫
苗前三年合計

國中小及幼
兒園就學數

常住人口

3歲以下 3~15歲 15歲以上

人力資源15
歲以上人口

● 智慧電表規畫推展進程

契約容量達100瓩
以上高壓2.4萬戶

低壓的小工
廠或商家

民生住
宅用戶

● 採用智慧電表記錄的用

電度數、時間、電壓、

電流等資料，結合台電

發輸配電量。

用電

度數

用電

時間

電壓

電流

發電量

輸電量

配電量

執行成果 ● 經積極清查，至 103 年

12 月底因清查遭退保者

逾 7 萬人，估計節省 186
億元；清查進行至 104 年

11 月底資格不符者再增 3
萬餘人，續省 51 億元。

● 加強新投保者資格審查，

平均每月加保人數由 101
年 4,117 人 降 至 104 年

910 人。

● 101 年起幼兒 IPD 病例

數 顯 著 下 降，101 及

102 年幼兒相關健保費

用分別較前 8 年平均減

少 17.5 ％ 及 30.3 ％。
● 接種 1 劑 PCV 者，因

IPD 而門診的機率為

未接種者之 67％，因

IPD 而住院的機率為未

接種者之 30％。
● 各施打疫苗組均能減少

肺炎及流感等疾病之住

院風險。
● PCV 單價雖高，確具

成本效果，值得列入公

費疫苗。

● 106 年 推 計 常 住 人 口

約 5.1 萬人，與戶籍數

13.7 萬人差異很大，其

中常住老幼人口占 35％
，亦與戶籍占 2 成頗有

差距。
● 由近 5 年（102 年至 106

年）來看，常住人口約增

0.2萬人（或為增 3％）， 
與 戶 籍 增 1.7 人（ 增

13.9％）差異明顯。
● 推計所應用皆為現有且

定期辦理之統計數據，

與 99 年人口普查結果

銜接亦尚稱合理，後續

可沿用以滾動推計。

● 智慧電表建置：於 107
年 9 月底完成 2.4 萬具

高壓 AMI 及 20 萬具低

壓 AMI，涵蓋整體用電

量六成以上。
● 對電力公司：精確掌握

需求端負載特性與總用

電量，降低電力公司尖

峰時段的發電負擔。
● 對用戶：即時查詢家中

用電情形，搭配時間電

價進行自主電能管理。
● 對政府：分析用電資訊

掌握產業生產能量，據

以判斷景氣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1　實務案例中導入數據之時機與形式（續）

論述 》管理‧資訊

102



如何運用證據基礎決策機制評估計畫

計畫階段 證據議題

確立目標 ● 計畫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

● 想要達到甚麼目標

● 協助量化目標以確定所需證據 / 數據

現況分析 ● 盤點機關現有數據及其質量

● 是否需要跨機關串接數據

● 是否需要導入其他分析工具或模型

● 投入成本評估

採取策略 ● 協助建立評估計畫執行效能的可操作證據

● 就數據分析與資料處理，協助機關檢視策略有效性

執行成果 ● 協助檢視證據評估機制是否完整

● 導入以評估執行成果的證據是否客觀、充分及與計畫目標關聯

● 導入之證據是否可持續操作，俾做為下一階段計畫或未來決策

的基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主計人員推動證據基礎決策機制之行動方案

論述 》管理‧資訊 

參、主計人員的角色

與挑戰

由前段案例於各階段導

入數據之形式與時機，機關主

計幕僚如能適時提供強而有力

的數據後盾，轉型扮演證據基

礎決策輔助推手角色，積極協

助機關首長將證據納入決策機

制，惟在角色轉型的過程中，

勢必面臨定位變革所帶來的挑

戰。

（一）了解機關執行業務的重

點與瓶頸，以開啟數據

決策契機

機關業務執行瓶頸，

亟欲突破或提升績效，主計

人員本於對數據之敏感與專

業，透過問題訪談與數據分

析，提出可能的癥結，藉此

建立主計與業務間數據聯

繫與鏈結，由實務深刻體認

數據分析對業務之必要與貢

獻，開啟證據基礎決策之契

機。

（二）持續提供對機關施政有

價值且高質量的數據資

料

主計人員除例行的公務

統計或調查統計數據外，還

可進一步將現有資料串接、

檢誤、清理與碰檔等後，提

煉出高質量的資料，再利用

多元的分析技術，透過問題

瞭解，主動發掘其中對解除

機關業務瓶頸有價值的資

訊，俾利有效導入政策基礎

決策機制。

（三）深化專業領域與跨領域

一、角色：最佳數據推手

歸納前述，機關主計幕僚

在計畫過程中，可適以協助有

效證據之時機與議題，歸整如

表 2。

二、挑戰：主計定位變革

主計人員過往角色多屬行

政幕僚，積極轉型協作業務績

效執行與評估，勢須面對個人

素養提升與機關文化衝擊等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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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知能

主計人員本於專業，

時常期許深化數據理解，若

對數據的定義與內涵認識不

清，可能會因為誤解而錯誤

解讀，進而誤導政策的決定。

此外，主計人員擅長資料分

析但缺乏業務單位的專業知

能，相反的，業務單位擅長

主管的專業知能但欠缺主計

人員的資料分析能力，主計

人員若能兼具業務基本溝通

能量，對雙方合作將具正面

助益。

肆、結論

政府機關的主計人員專責

蒐集並管理全國性與地方性的

資料，擁有充沛的數據資源，

在政府施政環境日益複雜下，

主計人員深具協予導入證據基

礎決策機制之背景與條件，如

能主動了解機關執行業務的重

點與瓶頸，提升業務背景知識

和跨領域知能，協助機關強化

資料應用與分析，進而驅動機

關將證據納入決策機制，期能

推升政府決策品質，形塑主計

幕僚新價值。

參考文獻

1. 莊文忠（2018），「循證的政策

制定與資料分析：挑戰與前瞻」，

文官制度季刊 10 卷 2 期，1-20

頁。

2. 梁惠綾（2018），「金門縣常住

人口推估之探討」，主計月刊，

756 期，38-44 頁。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7.11.4），

「農委會健全農保資格審查制度 

協助實際耕種者參加農保」新聞

稿，農委會網站。

4. 行政院農委會（2016.12.24），

行政院會後記者會「新世代農

業」報告投影片，行政院網站。

5. 行政院（2016.10.03），「推動

低壓智慧電表建置」新聞稿，行

政院網站。

6. 監察院（2016.2.5），「監察院

督促農委會加強農保清查 近 1 年

來 3 萬多名『假農民』遭退保為

國家節省 51 億餘元」新聞稿，

監察院網站。

7. 劉定萍（2016），「我國幼兒肺

炎鏈球菌疫苗接種政策效益評

估」，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8. 曾君儒（2014.05），「省電不難，

智慧電表教你玩」，能源報導。

9. 監察院（2014.4.2），「杜絕假

農民加入農保 監察院要求內政

部、農委會、勞保局積極研修農

保法令」。

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