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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循證支援附屬單位預算

編審作業
預算是實現政府施政目標之基石，一旦佐證預算合理且可靠之證據越多，國家重大政策將可透過

預算執行而順利達成。中央政府 109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編審作業導入循證精神，蒐集相關資料，

分析彙整成證據，進而推估合理預算，並對預算提出具體建議，以提升施政決策品質及資源配置

效率。

　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林專門委員秀燕）

壹、前言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國營

事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

規模高達 5 兆元，編列附屬單

位預算，主要係辦理經濟、金

融、交通建設、教育、社會福

利、環境保護、能源、農業及

科技發展等施政，重要性不可

言喻。為使中央政府特種基金

減少不經濟支出，發揮資源協

助施政功能，並配置於當前重

要施政主軸，主計總處於審編

109 年度預算時，加強循證之

運用，以精進特種基金預算籌

編作業。

貳、改革做法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預算之

審編，除持續落實有計畫始有

預算、目標管理外，另強化以

可靠證據佐證預算合理性，具

體做法如下：

一、預算籌編階段

於附屬單位預算編製應行

注意事項明定，各基金應依據

相關證據（例如：統計資料、

重大支出之成本效益分析、績

效指標達成情形、歷年計畫執

行狀況、國內外同業經營實績、

未來市場預估及政經趨勢等量

化數據）編列預算，由各基金

從預算籌編源頭做起，以佐證

預算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預算審查階段

（一）組成工作小組

於特種基金預算審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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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工作小組，研究實施

做法、步驟等，並擬具實

施計畫，明定實施依據、

目的、範圍、期間及方式

等，再利用蒐集案例方式

確定議題，運用數位資料

平台資料（政府資料平台、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中

華民國統計資料網、社會

經濟資料服務平台等之各

部會統計網站等）分析問

題，提出各案例相關政策

建議，以達示範效果。

（二）落實預算審查

於邀集行政院先期審查

機關（單位）召開預算審查

會議前，進行 7 次內部會議

討論，掌握基金業務狀況、

政府當前政策、輿論、審計

部及預算中心報告，發現問

題，找出原因，利用相關數

位資料平台查詢資訊，分析

彙整成證據，進而推估合理

預算，據以審編 109 年度附

屬單位預算，並提出基金營

運改進之建議，提報預算審

查會議通過，由各基金據以

落實執行。

參、具體成效

透過以上預算編製及審查

過程，使特種基金在有限資源

下，能發揮極大效益，具體成

效說明如下：

一、效益性

（一）降低特種基金對國庫的

依賴

預算審查時，蒐集並分

析各基金營運狀況之關鍵利

弊因素。其中營業基金必須

本企業化經營原則，設法提

升經營績效，審查結果盈餘

目標核列數較主管機關編列

數增加 46 億元。非營業特

種基金則以資源配置於當前

政府施政重點為原則，包括

持續發展再生能源、加速布

建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推動

科技發展等。另分析基金財

務狀況，依據證據推估未來

資金需求，並優先以自有資

金支應各項施政計畫所需，

同時減列不必要之國庫補助

149 億元，避免資金閒置。

（二）提升特種基金對國庫的

貢獻

蒐集分析國內、外經濟

環境及趨勢，合理推估基金

財務狀況，在不影響基金運

作下，兼顧政府財政需求，

繳庫數核列 2,443 億元，較

主管機關核列數增加 1,460

億元。

（三）聚焦當前施政重點

配合當前政府政策，並

注意總統及行政院院長對外

承諾事項，妥適配置預算資

源。

（四）強化特種基金財務效益

透過分析資料產生證據

之過程，具體提出基金未來

營運改進意見，包括制度改

革、強化政策規劃與執行、

提升基金效能等面向，以強

化基金財務效益。

二、應用性

（一）強化主計三連環連結應

用

透過主計業務的歲計、

會計與統計聯綜運用，以會

計、統計量化資料作為證

據，核實審查預算，核列預

算目標，提升資源配置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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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資料整合及數據分

析，掌握各基金營運關

鍵項目

因應數位時代，善用鉅

量資料，交叉比對，蒐整影

響各基金營運關鍵項目，並

進而掌握關鍵項目可能面臨

的財務風險，協助各基金提

前因應，以達預警效果。

（三）具示範及推廣性

各部會可從源頭籌編

預算作業，即導入證據基

礎 決 策（Evidence － Based 

Policy Making） 機 制， 檢

討每個計畫的必要性及合理

性。

（四）建立標準化作業流程

藉由工作小組對住宅政

策、長照服務及高等教育案

例之研討，深入分析國際狀

況、國內人口結構、空屋率、

自有住宅比率、中低收入戶、

長照資源、教育經費配置及

當前政策等對基金財務影響

之經驗，建立未來個案之研

究步驟及方法，並建構各因

子變動對基金財務影響狀

況，隨時掌握基金營運趨勢，

以評估施政績效，作為預算

編列之參據。

三、革新性

（一）首度加強宣導並推動由

下而上以證據審編年度

預算

以往重視預算審查時找

證據，109 年度預算首次於

預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中明

定，要求各基金從源頭做起，

應有合理證據佐證預算編列

之必要性，並避免採以前年

度預算執行率作為單一衡量

指標。

（二）因應大數據時代，強化

運用數據資料審查預算

面臨資訊爆炸時代，

如何處理有用資訊及沒用雜

訊，十分重要。透過資料分

析，增加量化可靠證據，有

利預算審查作業。

（三）創新採用視覺化之預算

審查資料，增加瞭解性

利用各部會視覺化統計

平台及 Tableau 軟體，產製

相關圖表，強化預算佐證資

料之可讀性。

肆、結語

在數位化的推波助瀾之

下，預算編審作業應有創新思

維，應強化鉅量資料整合分析

及運用，即運用各種方法有系

統地蒐集資料，利用多元分析

技術取得攸關、可靠、客觀、

嚴謹的資訊，作為預算審編之

重要證據，再透過預算執行，

檢視相關施政績效達成情形，

回饋作為下一年度預算編列之

依據，以提升特種基金資源使

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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