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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追加

預算案籌編及審議情形

　翁燕雪、陳台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簡任視察、視察）

108 年底出現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在全球迅速擴散，對國際經濟及財政帶來劇烈衝

擊，國內廣大勞工及家庭生計亦受牽連，行政院審度 109 年 3 月中旬甫公布施行的 600 億元特別預

算已不足因應，旋即於 4 月下旬追加預算 1,500 億元，經立法院鼎力支持業三讀通過，特撰文記錄

此重要籌編與審議過程，供各界參考。

壹、前言

為有效防治嚴重特殊傳染

性 肺 炎（COVID-19）， 維 護

國人健康，並因應其對國內經

濟社會之衝擊，行政院前編具

歲出規模 600 億元的中央政府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預算（以下簡稱本

特別預算），於 109 年 2 月 27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在朝野委

員共同支持下，全數未刪減或

凍結，於同年 3 月 13 日完成三

讀程序，總統嗣於同年 3 月 18

日公布生效。

然 而， 疫 情 在 109 年 2

月下旬由原先以大陸地區為

主進一步擴散至歐美各國，

且日益加劇，世界衛生組織

（WHO）於 3 月 11 日正式宣

布進入「全球大流行（global 

pandemic）」，傳播速度與影

響程度，及對各面向的衝擊幅

度，已遠遠超過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SARS）時期，國

內各行業受影響程度也與日俱

增，牽連廣大勞工及家庭生計。

行政院審度 600 億元已不足因

應，旋即規劃追加預算 1,500

億元，將特別預算提高到 2,100

億元，俾使防疫能量更完備，

也讓紓困、振興工作有更足夠

的資源能快速展開。追加預算

案同樣獲得朝野立委一致支

持，均未刪減或凍結，於 109

年 5 月 8 日完成三讀程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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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籌編過程與立法院審議情

形撰文供各界參考。

貳、特別條例修正第

11 條 條 文 及 附

帶決議

本特別預算追加預算案之

法源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1 條

條文，行政院於 109 年 4 月 2

日將該條例修正草案送請立法

院審議，經過立法院朝野黨團

五度協商，終於在 4 月 21 日三

讀修正，將特別預算額度提高

至 2,100 億元，又鑒於疫情蔓

延情形未明朗，國內產業及民

生恐遭受重大影響，為因應疫

情發展，即時支應紓困及振興

所需，並得視疫情狀況，以不

超過原預算額度內（2,100 億

元）再編列特別預算，送請立

法院審議。

另外，為保留因應緊急重

大支出所需之債務舉借空間，增

訂排除公共債務法與財政紀律

法所定，「每年度」及「施行

期間」總預算與特別預算舉債

額度合計數占二者歲出總額合

計數之比率不得超過 15％之限

制；又為維護立法院預算審議

權，增訂經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

減之預算項目不得流用之規定。

立法院並通過 15 項附帶

決議，涉及本特別預算者為第

10 項：為利各界瞭解特別預算

之執行，行政院應定期於依特

別條例第 18 條規定設置之專門

網站中，公布本特別預算之執

行情形。

參、追加預算案編列

情形

為儘快協助國人及產業度

過難關，主計總處除函請各部

會提報經費需求，邀集財政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等相關機關會

同審查，並秉持蘇院長提示，

各部會紓困措施務必做到「寬

一點、快一點、方便一點」三

大原則，以及「企業不能倒、

就業不能失、物流不能停、金

流不能斷」四大目標，在特別

條例通過 2 天後即編定追加預

算案，於 4 月 23 日提報行政院

會議通過，送請立法院審議，

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歲出共編列 1,500 億

元

（一）防治 165 億元，占歲出

總額之 11％，主要係發

給防疫績效獎勵金及防

疫補償金，徵用及採購

防疫物資、藥品醫療設

備器材，辦理病患隔離

治療，增設集中檢疫場

所，提升疫情監測與檢

驗量能，補助地方政府

防疫動員等所需經費。

（二）紓困振興 1,335 億元，

占歲出總額之 89％，主

要係補助受創業者員工

薪資、營運與水電費、

貸款融資保證及利息補

貼、協助農漁畜產品拓

銷、刺激消費，以及加

發弱勢生活補助、受疫

情影響之自營作業與無

一定雇主之勞工生活補

貼等所需經費。

（三）以上 1,500 億元分由 10

個部會編列，包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編列 1.6

億元、內政部編列 3.7

億元、教育部編列 23.5

億元、經濟部編列 774.4

億元、交通部編列 131.3

億元、農業委員會編列

19.8 億元、衛生福利部

編列 198.3 億元、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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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歲出機關別預算編列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列 32.2 億元、財政部

編列 5 億元、勞動部編

列 310.2 億元（附圖）。

二、歲出所需財源 1,500

億元，全數以舉借債

務支應。

綜上追加預算結果，本特

別預算歲出增為 2,100 億元，以

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300 億

元及舉借債務 1,800 億元支應。

肆、立法院審議情形

立 法 院 於 109 年 4 月 24

日召開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邀請行政院蘇院長、

主計總處朱主計長及財政部蘇

部長列席報告追加預算案編製

經過及內容概要，並於同日交

付財政委員會會同有關委員會

審查。

財政委員會隨後於同年 4

月 29 日及 30 日會同內政、經

濟、教育及文化、交通、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共 6 個委員會

舉行第 3 次聯席會議進行審查，

復於同年 5 月 7 日完成朝野黨團

協商後，送交立法院院會於同

年 5 月 8 日完成三讀程序，經

總統於同年 5月 13日公布生效。

朝野立委均體認到國人受

疫情衝擊，須盡速救急、紓困，

故一致支持追加預算，只花了

15 天，就完成三讀程序，且均

未刪減，也未凍結任何金額，

另為督促政府將錢用在刀口

上，以及強化後續資訊揭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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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管考機制，通過了 232 項

主決議，將由衛生福利部等相

關機關參照辦理，其中與本特

別預算（含追加預算）執行相

關之通案決議摘述如下：

一、各機關應強化盤點及妥適

規劃各項紓困方案，確實

執行暨滾動檢討，並於追

加預算案三讀通過後，按

月依預算科目別於特別條

例第 18 條所規定應設置之

專門網站，並以開放資料

格式公布本特別預算之執行

情形，以利社會各界監督。

二、為全盤了解政府紓困政策

與預算編列之合宜性、落

實公開透明原則，行政院

應於 1 個月內將各機關移

緩濟急詳細執行情形（依

原計畫別）公布於網站並

定期更新。

三、請行政院彙整各相關主管

機關受理地方政府申請補

助情形，以利立法院了解

本預算之執行情形。

四、各機關執行本特別預算，

應依行政院所定「中央政

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執

行應行注意事項」，切實

執行，不得浪費公帑。

五、請交通部、文化部、財

政部及勞動部等主管機關

於預算執行後，在官方網

站列出獎補助費已補助金

額、補助人數（ 機關數），

以昭公信，並助追加預算

之有效執行。

六、請審計部於行政院提出半

年結算報告及年度會計報

告後，對本特別預算執行

情形進行查核，並向立法

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

七、相關單位預算執行應嚴

守財政紀律，並將執行情

況定期公告於各網站，及

函報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備

查。

八、未來政府追加編列特別預

算時，請各部會衡酌地方

政府緊急事項人力調配及

經費運用之需求，編列相

關補助款。

九、根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 11 條規定，為因應各項

防治及紓困振興措施之緊

急需要，各相關機關得報

經行政院同意後，於第 1

項特別預算案未完成法定

程序前，先行支付其一部

分。爰請行政院於 1 個月

內針對本特別預算執行迄

今，有關「移緩濟急」預

算之執行情形及相關資料

送交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十、相關機關應於 1 個月內將

本特別預算紓困方案執行

迄今之執行項目明細和執

行情形送交立法院財政委

員會。

伍、結語

目前 COVID-19 的國際疫

情仍然嚴峻，政府雖在防疫工

作交出好成績，但經濟狀況、

失業問題、產業發展仍面臨考

驗，因此紓困措施亦要及時推

動，才能確保產業經濟穩健發

展及適時轉型。本特別預算追

加 1,500 億元後，總數達 2,100

億元，各部會應就所定紓困

振興辦法儘速執行，並秉持

「寬」、「快」及「方便」三

原則，有節奏、有效率地讓受

困的產業、個人走出困境，讓

人民在受到疫情嚴重衝擊的此

時此刻，都能感受到「有政府、

請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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