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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精進獎勵項目

開啟補（捐）助經費電子化

核銷新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補（捐）助民間團體管理系統，由受補（捐）助單位全程於線上報支補（捐）

助經費，並率先完成本署經費核銷全面電子化之目標。本文簡要說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補（捐）

助民間團體經費核銷電子化作業之做法及成效，供各界參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計室（許前主任一娟、莊簡任視察惠如、丁組長子芸、王管理師盈方、

                                                          林助理財務管理師怡菱）

壹、前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本署）每年補（捐）助民

間團體案件約 500 多件，金額

達 19 億元，該等案件自申請、

核定、撥款至核銷結案等程序

均高度仰賴人工作業，例如申

請、核定階段，需逐案審核執

行項目與經費明細，核銷結案

時，檢附佐證文件需耗費大量

人力進行相關審核，受補（捐）

助單位亦因不熟悉政府經費

核銷之相關規定，致常有遭退

件情況。本署為順利推動上開

補（捐）助業務，研擬推動補

（捐）助經費電子化核銷之具

體做法，以簡化補（捐）助案

件申請及核銷相關作業，達簡

政便民目標。

貳、推動補（捐）助

經費電子化核銷

之具體做法

本署推動補（捐）助經

費電子化核銷以簡化報支為首

要目標，透過建置補（捐）助

民間團體管理系統（以下簡稱

補捐助管理系統），並與「預

算會計暨財務管理資訊整合平

臺」（以下簡稱 BAF 系統）、

各業務管理系統介接（下頁圖

1），由受補（捐）助單位於補

捐助管理系統辦理補（捐）助

計畫之申請，本署則運用該系

統進行審核、核定、執行（含

撥款）至結案等作業，具體做

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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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源輸入 E 化作業，

建立友善報支工具

為簡化補（捐）助計畫申

請、經費核銷、結案之作業及

流程，補捐助管理系統除介接

圖 1　BAF 系統與各異質系統整合介接概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2　補捐助管理系統申請作業介接至各業務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環保署補捐助管理系統。

本署各業務管理系統已核定補

（捐）助民間團體之資料外（圖

2），並導入雲端記帳概念，提

供受補（捐）助單位經費報支

功能，由受補（捐）助單位於

補（捐）助系統登載報支經費

內容並上傳支用單據（下頁圖

3），系統並可自動產製申請撥

款、核銷結案所需相關表件（下

頁圖 4），並管控經費動支情

形，以了解尚可動用之經費額

度，減少經費核銷應備憑證、

表單等文件之整理、黏貼、列

冊與寄送等作業，使受補（捐）

助單位人力更有效投入計畫之

落實與推動。

二、善用合宜質量指標，

有效進行目標管理

為達成補（捐）助計畫之

預期效益，本署以量化標準核

定計畫經費，鼓勵業務單位運

用 SMART 原則設定補（捐）

助計畫之績效衡量指標並考核

其執行成果，俾確認與本署政

策願景更緊密連結。以本署公

開徵求補（捐）助計畫為例，

將近年補（捐）助計畫類型、

核定補（捐）金額及實際參

與人數等作為估列基準，概算

出每件計畫每人平均費用單

價，提供業務單位作為核定經

費之量化標準；另亦就各活動

預定參與人數、媒體曝光率、

執行成果等面向，運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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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原則訂定質化指標，

據以考核計畫執行成效：

（一）S 具體（Specific）

具體說明計畫要達成之

政策推動目標或量化指標，

包含人、事、時、地、物等

連結，如各計畫參與人數、

經費支用管理及滿意度問卷

等，依具體數據與成果進行

質化分析。

（二）M 衡量（Measurable）

以預期達成的計畫目

標為前提，結合過程中可產

生的評估指標設定，如參與

人數多寡與活動效益的最佳

化、經費預算控制、準確完

成時程等。

（三）A可實現性（Attainable）

設定可達成的計畫目

標，經專家審核評估透過民

間團體努力付出可以被實踐

的效益，將計畫成果報告透

過專家委員評鑑與表揚，提

高受補（捐）助單位的參與

熱忱及成就感。

（四）R 現實性（Realistic）

指標設定實際能達成

的，並與其申請計畫書中所

列團隊成員或人員職責分工

圖 3　補捐助管理系統－線上掃描上傳經費支用項目

資料來源：環保署補捐助管理系統。

圖 4　補捐助管理系統－收支報告表

資料來源：環保署補捐助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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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聯性，以創造成功且務

實的工作成果。

（五）T 時效（Time bound）

針對受補（捐）助單位

所辦理計畫記錄各項指標的

達成期限及現場狀況，透過

過程的查核點加以檢視，倘

有延遲辦理情形，將納入考

核。

三、建立明確管控機制，

確保憑證妥善保存

為使執行補（捐）助業

務權管單位對紙本憑證得否留

存受補（捐）助單位有一致之

准駁機制，爰訂定「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補（捐）助計畫原始

憑證就地審計及管控處理原

則」，由業務單位於當年補

（捐）助計畫核定前，對受補

（捐）助單位進行評分，並於

補（捐）助管理系統就各評分

標準進行考評，由系統就考評

結果產製符合就地審計之名單

（圖 5），簽報機關長官核定，

並函知受補（捐）助單位自行

保存其執行補（捐）助經費原

始憑證。

圖 5　補捐助系統產製合格名單及評分表

資料來源：環保署補捐助管理系統。

四、運用多元宣導工具，

強化溝通與推行

為加強受補（捐）助單位

對補（捐）助管理系統操作及

核銷相關作業之熟悉度，製作

補（捐）助核銷懶人包圖卡、

定期舉辦補（捐）助經費動支

及系統操作說明會，並應用串

流媒體自製線上教學課程，以

利受補（捐）助單位了解（下

頁圖 6）。

參、補（捐）助經費電

子化核銷之效益與

革新應用

一、首創補（捐）助一站

式作業，減省時間及

人力成本

補（捐）助計畫從申請、

核定、撥款、核銷至結案，紙

本作業方式下每件工時約 1.5

人時，調整於補捐助管理系統

辦理申請、核定、原始憑證上

傳等作業，每件工時約 0.7 人

時，每年約可省 1,280 人時，

計約節省人力成本 38 萬 4,000

元。

二、友善補（捐）助經費

核銷環境，省紙減碳

經費零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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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與受補（捐）助單

位過去每年在各申請計畫及成

果報告投、退件寄送所耗費郵

寄費用約 30 萬元，現在以補

（捐）助管理系統與本署業務

管理系統介接，使受補（捐）

助單位透過線上提出申請、上

傳經費結報資料，即可完成線

上核銷結案，不僅節省郵寄費

用，亦減少列印紙本，達成公

私部門雙贏效果。

三、發展持續性監控與稽

核，強化補（捐）助

內部控制

本署推動補（捐）助民間

團體經費電子化核銷作業，除

可持續監測是否重複申請、報

支日是否大於執行期間等異常

資訊，達到即時檢核控管外，

未來亦可針對上開資料進行數

據分析，作為支援管理決策之

參考。

四、公私部門協力合作，

實現環保政策目標

本署以量化標準核定補

（捐）助民間團體經費，並運

用 SMART 原則確認實際執行

成果是否達成計畫預訂目標，

可有效簡化補（捐）助計畫經

費審查及核銷作業，與民間團

體協力達成友善環境永續發展

的願景。

肆、結語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來襲，

本署已於去（109）年超前部署

實施居家辦公演練，亦率先推

動補（捐）助民間團體經費核

銷電子化作業，開創本署經費

核銷全面電子化之里程碑。今

（110）年 5 月全國疫情警戒提

升至第三級，為減少人員接觸

與風險，本署正式啟動居家辦

公措施，透過完善電子化核銷

環境作為後盾，確保核心業務

持續運作，並期許以上開電子

化報支推動經驗作為示範，帶

動全國公私部門齊力朝永續環

境目標努力。

圖 6　線上教學課程

資料來源：環保署補捐助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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