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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 44 屆 OECD 資深預算

官員委員會會議報告
OECD 資深預算官員委員會會議每年均邀請會員國與少數非會員國分享預算制度推行時遭遇的困境

或成功經驗，今（2022）年 6 月 2 日至 3 日召開第 44 屆年會，並首次邀請我國參與，本文特就會

議經過及與會心得提出簡要報告。

劉嘉偉、翁燕雪（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副處長、專門委員）

論述 》預算‧決算

壹、前言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f o r 

Economic Co-operat ion and 

Development，OECD）於 1980

年在「公共治理委員會」下設

「資深預算官員工作小組」，

每年均召開會議邀請會員國及

少數非會員國之資深預算官員

分享政策經驗及討論預算相

關議題。今年該工作小組提

升為委員會層級（Committee 

Of Senior Budget Officials，

SBO），並在挪威首都奧斯陸

舉行第 44 屆年會，主要係就

後疫情時代的公共財政改善、

綠色預算的編製與管理，及如

何優化公共支出等當前世界

各國面臨之重大課題進行廣

泛討論並交換意見，期透過討

論來增進各國與會代表對相

關議題之瞭解，作為各國未來

預算制度改革參考。我國係首

次獲邀，且係 3 個受邀非會員

國之一，備感榮幸，爰特就會

議經過及與會心得提出簡要

報告。

貳、會議過程

一、會議時間：111 年 6 月

2 日至 3 日

二、會議地點：挪威奧斯陸

三、與會國家：挪威、美國、

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英國、法國、德國、匈

牙利、瑞士、丹麥、瑞

典、智利、哥倫比亞、

日本、韓國等 33 個會員

國，以及巴西、新加坡

與我國等 3 個非會員國，

另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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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世界銀行

（World Bank）與 OECD

秘書處等專家學者與會。

四、會議議題

（一）後疫情時代的財政策略

Covid-19 大流行使得世

界各國債務占 GDP 的比率平

均增加約 15 個百分點，除了

少數幾個 OECD 會員國，多

數國家都面臨政府債務急遽

攀升問題，並對財政構成重

大的長期風險。另外，人口

結構老化加重政府醫療保健

與長照支出負擔、因應氣候

變遷須增加對企業或家戶採

用環保能源或設備的補貼支

出，以及俄烏戰爭導致各國

競相提升國防軍備支出，在

在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

為確保政府財政永續，

所有 OECD 會員國均致力

於加強對支出規模的控制，

以及提升資源重新配置的能

力，OECD 爰針對後疫情時

代的財政策略研提以下改革

方向，並請各國代表分組討

論，分享經驗及建議，供與

會各國參考：

1. 整頓政府財政：為確保政

府財政永續，大多數國家

都須進行較大規模的財

政改革，以逐步降低其債

務。低利率環境會導致政

府忽略高債務所帶來的長

期風險，雖然經濟學家普

遍認為低利率已是長期現

象，但節省的公債利息支

出應用於逐步減少政府債

務，而不是仗著利息負擔

輕微而繼續擴大債務。

2. 預算重分配：單靠每年的

通案刪減已不足以容納新

增預算需求，必須同時搭

配支出的專案檢討，尤其

是過去因配合防疫政策而

增加的支出，都應全面檢

討並重新分配預算，才能

為新增的支出創造財源。

3. 強化支出紀律：後疫情時

代政府支出的壓力甚大，

政府應強化對總支出上限

的控制，尤其在新增支出

的決策上應更為自律，例

如社會福利、淨零排放政

策的推動，以免大量資金

被浪費。

4. 確保財政永續性：政府債

務餘額一直被視為財政永

續性的關鍵衡量指標，要

追求財政永續，政府就必

須有能力履行債息及其他

義務支出，以避免被迫突

然大幅增稅或削減服務及

福利。

（二）綠色預算的前進之路

近年全球暖化及氣候變

遷議題受到國際高度重視，

所有 OECD 會員國都承諾遵

守 2015 年《巴黎氣候變化協

定》，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並於 2050 年以前實現淨零

排放的目標（下頁表 1）；

另外各會員國也做出了保育

生物多樣性的承諾，許多會

員國更已通過立法，制定因

應氣候與環境變遷的國家策

略。OECD 為幫助各會員國

將改善氣候與環境變遷目標

納入預算及政策，於 2017

年成立巴黎綠色預算合作組

織，並與政府、機構和專家

合作，為各國提供一個交流

平台，分享綠色預算制度的

設計與創新經驗。

各會員國相繼表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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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預算的支持，法國更在

2020 年發布了第一份綠色預

算，作為 2021 年總預算案

的附件，以評估所有國家預

算支出和稅收措施的綠色影

響，包括對環境的正面及負

面影響。依會員國目前實施

綠色預算的經驗顯示，沒有

單一的工具可以適用在所有

國家，仍須視各國預算制度

因地制宜，方能將氣候與環

境觀點納入預算，OECD 爰

以巴黎綠色預算合作組織及

各會員國編製經驗，綜整出

編製及管理綠色預算的 7 個

關鍵做法（下頁表 2），並

表 1　OECD 會員國對淨零排放之承諾

資料來源：OECD PUBLIC GOVERNANCE DIRECTORATE COMMITTEE OF SENIOR UDGET 
OFFICIALS。

 

請與會代表分享經驗，盼能

協助各國透過綠色預算工具

實現氣候與環境承諾：

1. 根據擬實現的成果定義綠

色：以預期成果做為編列

綠色預算的考量焦點，

能使政府在審查預算提案

時，充分考慮其廣泛的潛

在影響，包括氣候和環境

影響，進而為預算決策提

供資訊。

2. 所有收支均應納入評估：

改善氣候和環境變遷的因

素不應侷限於新支出，還

應包括現有政策及預算，

將所有氣候和環境影響因

素納入宏觀的財政預測和

情境分析，有助於擬訂合

適的中長期策略及預算規

劃。

3. 協調氣候與環境承諾及其

預算籌劃：政府對多項承

諾負有責任，例如財政及

預算部門負責籌編預算，

氣候或環境變遷部門則負

責制定溫室氣體排放上限

（即碳預算），為能實現

承諾，預算部門應關注政

府承諾事項所需投入的預

算，並協助建立順暢的協

調機制。

4. 以一致標準審查各項提案

之優先順序：預算部門應

依政策目標及一致的標

準，來審查氣候與環境變

遷預算提案的優先順序，

且這些審查標準應該是透

明公開的，以便可以應用

在所有政府的支出。

5. 根據績效成果做為分析預

算的基礎，而非資金來源：

許多 OECD 會員國已經引

入碳稅、發行主權綠色債

券，或以一次性撥款促進

達成氣候和環境目標，但

所有預算提案，即便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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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碳稅等特定財源之挹

注，都應在可用資金總額

內進行公平一致的分析。

6. 利用現有預算架構實施綠

色預算：許多會員國都是

透過調整現有預算制度來

引入綠色預算，將綠色預

算觀點整合至現有的預算

架構、工具和流程中，而

非另行創設新的資源配置

程序，來實現氣候和環境

目標。

7.加強落實課責性與透明度：

政府部門應對預算的使用

負責，並履行規劃、監測

和報告方面的義務。這些

責任同樣適用於實現綠色

目標的計畫及預算，綠色

預算資訊應納入公共財務

數據披露，並在開放的平

台上發布。

（三）公共支出之優化

COVID-19 疫情對全球

造成了嚴重衝擊，各國政府

為減輕其對企業及家庭的影

響，紛紛投入巨額預算及減

稅措施，但也導致政府支出

猛增，收入下降，債務急遽

惡化的窘境。另外，人口老

化與勞動力供應萎縮、醫療

保健與社福支出不斷上漲、

氣候變遷和淨零碳排相關預

算的長期財政壓力、債息顯

著增加，以及當前的地緣政

治緊張局勢推升了國防及經

濟支出壓力等，均加深各國

的財政壓力。

如何優化公共支出，

確保有限資源能配置到最有

價值的地方，以舒緩當前和

新出現的財政壓力，其關鍵

在於是否具有優質的預算制

度。預算不僅僅是金錢，它

代表一個國家重要政策的聲

明，OECD 爰針對各國當前

遭遇之問題，運用其在該領

域的廣泛研究，並分析各會

員國之做法，歸納出一個優

質預算制度應具備的 10 大特

徵（下頁附圖），以供各會

表 2　OECD 建議編製及管理綠色預算的 7 個關鍵做法 

資料來源：OECD PUBLIC GOVERNANCE DIRECTORATE COMMITTEE OF SENIOR UDGET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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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作為改革參考：

1. 高水準的政治承諾和明確

的財政目標：高水準的政

治承諾和明確的目標是實

現財政目標的核心，政府

應明確公開所有關鍵財政

目標，包括預算平衡，以

及收入、支出和債務的總

水準。

2. 公正客觀的經濟假設：經

濟成長率估測應揭露包

括對 GDP 增長的預測、

GDP 增長的構成因子、就

業率、失業率、經常帳、

通貨膨脹及利率等所有關

鍵經濟假設，並說明對意

外經濟衰退或公共財政衝

擊而進行的任何風險調

整，以及提供敏感性分析

等。

3. 多年度的支出估測：3 至 5

年度的支出估測對重新分

配預算的決策有所助益，

並可作為新興支出趨勢的

預警。該估測應在內部不

斷更新，以即時反映所有

對支出有影響的決策，並

鼓勵各部會在預算編製過

程中遵守財政紀律。

4. 由上而下的支出上限：訂

定由上而下的支出上限是

預算編製過程的基石，上

限一經確定，在預算編製

過程中就不可再變動，以

確保整體預算規模的公信

力，確保支出符合政府的

財政目標。部會首長應有

靈活性和自主權，在其支

出上限內重新配置資源，

預算部門也要有能力評估

此類重新分配的合理性，

並確保首長的決定是在總

體政策和預算架構內。

5. 支出專案檢討：支出審查

應有明確的範圍及目標，

不論是新舊提案，均應接

受審查，以使預算支出與

政府施政之優先順序保持

一致，並控制總支出規

模。

6. 資訊充足的支出決策：關

鍵績效指標與實際成果、

預算影響分析及公共政策

評估能為預算決策者提供

資訊並提升支出績效，故

關鍵績效指標應與監測機

制及定期報告一併納入預

算文件。

7. 整合貸款和擔保：政府運

附圖　OECD 歸納優質預算制度之 10 大特徵

資料來源：OECD PUBLIC GOVERNANCE DIRECTORATE COMMITTEE OF SENIOR UDGET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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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貸款、擔保和其他可能

對未來預算產生影響的或

有負債推動重大政策時，

常伴隨低利率及違約風

險，故應監測與管理其貸

款和擔保組合，以及不符

或有負債認定標準的相關

財政風險，並著眼於公共

財政的永續性。

8. 與各部會財務部門建立夥

伴關係：預算改革涉及部

會責任的變動，以及預算

部門與部會合作方式的改

變，預算部門應與各部會

財務單位保持有效溝通，

並培養長期合作夥伴關

係。

9. 預算透明：政府所有的收

支、資產與負債都應以全

面、及時、常規、可靠的

方式呈現，並應考慮資訊

使用者的需求，以易於理

解、便於研究及機器可讀

格式呈現。

10. 確保有效的監督：民意

機關與社會大眾對預算過

程的監督是民主政治的展

現，立法機關必須能及時

獲得所有預算資訊，以便

能適切地審查政府收支；

政府並應積極鼓勵公民參

與預算決策過程，促進其

對重大政策優先順序與權

衡取捨的瞭解及反饋。

參、心得與建議

一、後疫情時代的公共財政

我國雖在對抗 Covid-19 疫

情方面取得亮麗成績，將疫情

期間的財政赤字控制在 GDP 的

2％以下，並未發生高債務問

題，但大流行過後，除了疫情

防治經費須持續投入，我國也

同樣面臨人口結構老化、全球

環境變遷等課題的嚴峻考驗，

且遭受強敵武力威脅，因此政

府財政仍存有極大壓力。

為穩定疫情、捍衛國家主

權、照顧國人健康、生計與福

祉，未來仍將延續行政院「繁

榮經濟、走向世界、造福國人」

三大施政主軸，且恪守財政紀

律，嚴密控管歲入歲出差短及

整體債務規模，繼續發展經濟、

培育優質多元人才，讓臺灣保

有全球產業鏈的關鍵地位；也

會積極推動 2050 淨零排放策

略，共同承擔全球目標，強化

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亦將

加速前瞻基礎建設、擴大照顧

體系、減輕家庭育兒負擔，為

國人同胞謀更多福利，並提升

自我防衛能力，堅定地捍衛主

權和國家安全，期在疫情持續

肆虐下，戮力謀求經濟發展與

財政穩健的平衡。

二、綠色預算的前進之路

臺灣的天然資源有限，能

源多仰賴進口，加上人口密集，

環境負荷沈重，對永續環境的

追求，比其他國家更為殷切，

我國雖尚未採行綠色預算標籤

等工具，但對因應氣候變遷及

環境永續議題仍相當重視，歷

年均在總預算案總說明中專節

說明為調適氣候變遷所採取的

措施，以及用於降低碳排放的

相關預算編列情形，今年政府

即預計投入逾 180 億元用於減

少碳排放。

又為呼應全球淨零趨勢，

我國已在今年 3月正式公布「臺

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

說明」，提供至 2050 年淨零的

軌跡與行動路徑，透過打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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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循環永續、韌性且安

全之各項轉型策略及治理基礎，

以促進經濟成長、帶動民間投

資、創造綠色就業、達成能源自

主並提升社會福祉。「2050 淨

零轉型」不僅攸關國家競爭力，

也關係環境永續，透過綠色預算

實現因應氣候與環境變遷的承

諾日益受到國際重視，為與國際

接軌，未來將參酌 OECD 建議

與經驗，繼續朝編製及管理綠色

預算的方向邁進。

三、公共支出的優化

我國推行由上而下的歲出

額度制、中程計畫預算制度、

計畫與預算審查等機制已有多

年，在此機制運作下，已有效

控制總支出，並提升政府資源

配置效益；至於債務管控方面，

也恪遵公共債務法及財政紀律

法限制，堅守各級政府債務餘

額不超過前三年 GDP 平均之

50％及每年舉債額度不超過歲

出 15％之規定。

財政穩健乃國家發展的重

要基石，由於近年國內經濟穩

健成長帶動稅收增加，加上政

府落實各項支出檢討，國家財

政持續改善，降低了 Covid-19

疫情的衝擊，未來仍將持續精

進上開機制，並參考 OECD 建

議做法，強化對各部會年度計

畫與預算的審查及管理，俾因

應國家發展需要，妥適安排有

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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