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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 17 屆 OECD 亞洲資深

預算官員會議報告

張家瑜、張馨勻（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視察）

OECD 亞洲資深預算官員會議提供亞洲區會員國與非會員國論壇平臺，交換預算制度推行或改進時

遭遇的困境或成功經驗，本文就 2023 年 12 月 14 至 15 日在泰國曼谷召開之第 17 屆會議，提出簡

要報告。

壹、前言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泰國曼谷舉辦第 17

屆亞洲資深預算官員會議，邀

請澳洲、日本、菲律賓與我國

等國之財政部長、預算部門首

長、資深預算官員及學者，針

對強化預算溝通能力、綠色轉

型及永續發展、調整支出優先

順序以加強財政永續性等議題

進行討論並交換意見，供未來

預算制度改革之參考。

貳、會議過程

一、會議時間：2023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二、會議地點：泰國曼谷

三、與會國家：澳洲、不

丹、汶萊、柬埔寨、印

尼、日本、韓國、寮國、

澳 門、 蒙 古、 馬 來 西

亞、紐西蘭、菲律賓、泰

國、越南及我國，與歐

盟（European Union）、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及 OECD 秘 書 處

等。

四、會議議題

（一）強化預算溝通能力

近年各國面對綠色轉

型、高齡化社會、醫療保健、

國防及通膨等支出壓力，在

民眾普遍不熟悉政府預算的

情況下，單憑預算機構能力

尚不足以確保財政永續發展

及資源分配效率。因此，政

府有必要透過有效的預算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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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公民對話，增進民眾對

政府預算及各項財政資料的

了解，促使其支持政府重大

政策。

1. 菲律賓分享其強化預算溝

通之具體作為：

(1) 設置專責單位強化預

算溝通：菲律賓成立

跨部會的發展預算協

調委員會，主要係設

定總體經濟目標、收

入預測、舉債額度、

政府預算規模、審認

支 出 優 先 事 項 等，

並向總統及內閣提出

國家整體財政計畫建

議。另設置掌理預算

資訊宣傳及培訓的專

責單位，以提升預算

透明度，促進公民對

話。

(2) 依不同受眾族群提供

符合其需求的預算資

訊，建立多元溝通管

道：菲律賓政府按知

能及關注焦點，將其

預算受眾區分為議

會、海外投資者及國

內民眾等，編製符合

各受眾所需的預算書

表分別成冊發行，另

錄製影音影片介紹國

家經濟發展及財政狀

況、 透 過 社 群 媒 體

發布政府重大財政資 

訊等。

2. 其他 OECD 與會代表提出

之做法：除向社會各界提

供合宜適切的財政資訊，

並透過多媒體進行政策宣

導與意見交流等方式外，

另建議財政部門及公共溝

通部門應思考如何妥適地

將財政資訊完整且正確的

傳達給不同族群。

（二）綠色轉型及永續發展

綠色預算並非另編一

套獨立的預算，而是透過調

整及運用現有的預算機制，

讓決策者了解預算對環境與

氣候的整體影響，以達所定

綠色目標。OECD 所提出的

綠色預算架構（圖 1）包括

制度規劃、方法與工具、課

責與透明，以及有利的預算 

環境：

1. 據 OECD 統 計， 目 前 已

有 2/3 成員國實施綠色預

算，並逐步發展上開四大

架構，推動情形如下（下

頁圖 2）

圖 1　OECD 綠色預算架構

資料來源：OECD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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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規劃」方面：

各國均已訂定碳排放

量或環境影響目標，

並透過相關法規規範

綠色預算的實施方

式。

(2)「方法與工具」方面：

由於 OECD 目前尚未

提出一套可供各國全

面適用的綠色衡量方

法，故各國係自行制

訂符合國情的方法與

工具，包括碳定價工

具、環境影響評估、

綠色債券、綠色預算

標記、環境成本效益

分析等。

(3)「課責與透明」及「有

利預算環境」方面：

各國持續發展推動，

採行方式包括擇定綠

色指標監督預算執行

狀況、揭露綠色預算

實施情形及運用現有

預算機制推動綠色預

算等。

2. 日本推動綠色預算情形：

日本宣示將於 2025

年達到碳中和，且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規模較

2013 年規模減少 46％，

同時仍須確保能源穩定供

應，其綠色轉型策略包括：

(1) 發行 GX 經濟轉型債

券，投入綠色轉型前

期投資及創新研發：

日本規劃投入 20 兆日

圓辦理綠色轉型前期

投資，並於 2024 年發

行GX經濟轉型債券，

所募集的資金將用於

再生能源、氫氨燃料、

減碳數位投資等項目。

(2) 增加碳稅課徵項目：

日本未來將導入 2 項

碳定價項目，包括對

化石燃料進口商及發

電業者課徵碳稅。

(3) 氣候轉型財務指導方

針：為降低企業在轉

型過渡時期的財務風

險，日本制定氣候轉

型財務指導方針，供

企業作為轉型時期之

財務規劃參考，外部

監督機構或金融機

構亦可參酌該指導方

針，對企業財務狀況

進行風險評估。

（三）調整支出優先順序，加

強財政永續性

圖 2　OECD 國家推動綠色預算指數之結構

資料來源：OECD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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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各國政府面臨人口

型態改變、強化醫療照護服

務、適應氣候變遷和其他各

項支出壓力，然而，如何持

續擴大公共支出需求，同時

亦能妥善控制收支差短，維

持財政永續，涉及相當艱難

的政治權衡，以及須仰賴財

政部門對各項政策支出進行

精準的評估，據以排列其優

先順序。

1. 澳洲分享其強化財政永續

性之具體作為：

(1) 推動支出審計：澳洲

各政府部門均須提出

支出撙節措施，以重

新排列既有政策及相

關支出之優先順序，

支出審計採用「由下

而上」（即對所有計

畫支出逐項進行檢

視）及「自上而下」

（即由部會首長提出

撙節或重新調整支出

優先順序建議）併行

方 式 辦 理， 優 先 針

對不符合當前政策方

向、無法達到預期目

標、 重 複 或 無 特 定

用途之支出項目等進

行檢視。透過上開支

出審計機制，澳洲在

2022 年共撙節 220 億

澳元，約占政府額外

支出需求的 50％。

(2) 配合政府重大政策，

重新排列支出優先順

序：澳洲政府現行政

策方向包括創造就業

機會、促進投資、提

高生產力、增加人民

薪資收入等，因此，

支出審計所撙節的經

費，將優先配置於上

開重大政策，且各項

計畫的預算配置情形

及支出調整內容，均

公開揭露於政府網

站，供社會大眾知悉。

2. 其他 OECD 與會國：

　　　多係透過盤點政府可

用資源、刪減無效率支出

及重新調整預算優先順序

等方式，另並提醒如遇新

政府為兌現選舉承諾而增

加支出時，執政當局仍應

秉持財政紀律，思考如何

在既有財政資源下，妥適

安排各項政策所需預算，

避免無限制的支出擴張。

參、心得及建議

一、強化預算溝通能力

我國自 101 年起開始推動

政府資料開放措施，由各權責

機關提供高品質、便於外界利

用且符合民眾需求的資料，例

如：

（一）政府重大政策辦理內容

及成效

國家發展委員會設立的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除了公

布政府各項重大政策辦理內

容、相關法規、具體成效及

資源運用情形外，更提供具

時間序列的財政數據，供學

術界進行研究與分析。

（二）國家財政狀況及債務舉

借情形

財政部設立的國家財政

專區，提供民眾債務基本觀

念、債務法規及債務控管機

制等，其中國債鐘資料專區

每月發布中央政府債務資訊，

包括長短期未償債務餘額及

平均每人負擔債務金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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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財政指標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

簡稱主計總處）的統計專區，

定期公布經濟成長率、消費

者物價指數、家庭收支調查、

就業與失業率、國富統計等

各項重大經社指標。

（四）政府預算資源配置及執

行情形

主計總處的政府預決算

專區，完整公布中央政府總

預算、特別預算及地方預算

之編列及執行情形。另於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總說明敘明

年度預算整體財政收支及融

資調度規劃、政府重點政策

預算安排等，並揭露退休金

及社會保險等未來或有給付

責任事項，以呈現長期財政

風險。

（五）平衡預算目標實施方案

主計總處依財政紀律法

規定所擬具的平衡預算目標

實施方案，規劃如單一年度

差短數超出前 3 年度 GDP 平

均數之 2％，則啟動預警機

制，並設定自 109 年起 10 年

內（即 119 年）達成預算平

衡之目標（111 年即已成功

達成預算平衡目標，較預期

目標提前 8 年）。

未來我國仍將持續強化

各項溝通機制，並妥善運用

大眾傳播媒體進行公正客觀

的政策宣導，向不同受眾族

群提供多元預算刊物，俾忠

實表達國家各項財政資訊，

提升民眾預算與財政知能。

二、綠色轉型及永續發展

為與世界共同邁向淨零，

我國政府已宣示將於 2050 年達

到淨零排放，同時推動淨零轉

型 12 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此

外，我國已對重大基礎建設項

目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辦理內

容包括識別、預測、評估和減

輕重大開發項目的生物物理、

社會和其他相關影響的過程；

國家發展委員會亦於 112 年修

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

案計畫編審要點，要求各機關

提報中長程計畫時即應考量強

化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納

入淨零排放及永續發展概念，

計畫內容並應敘明淨零效益評

估方式與估算值、相關績效指

標、預期效果及影響等，至各

專責機關審議計畫可行性時，

亦應加強檢視其淨零排放、永

續發展及節能等項目。上開措

施顯示我國早已在政策推動、

計畫擬定及預算編製方面，融

入環境影響因子等綠色觀點。

我 國 112 及 113 年 淨 零

轉型經費分別編列 662 億元及

964 億元，未來將持續成長；

另為順應國際潮流，台灣電力

公司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等國營事業已發行綠色公司債；

環境部規劃自 113 年起，對溫

室氣體年排放量達 2.5 萬公噸

二氧化碳之排碳大戶徵收碳

費，並將專款專用於綠色轉型

等相關領域。未來我國將持續

投入資源推動綠色轉型及環境

永續措施，期能順利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之目標。

三、調整支出優先順序，

加強財政永續性

近年我國與 OECD 各國均

面臨相似的支出壓力，例如人

口老化、淨零排放、醫療照護、

社會福利及國防支出等，我國

歲出規模（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由 108 年 2 兆 688 億元成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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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3 兆 1,936 億元，漲幅達

54％，主要係為有效防治肺炎

疫情，以及因應對國內經濟、

社會的衝擊，擴大辦理各項疫

情防治、紓困及振興措施所致。

然而，受惠於疫情期間我國強

勁之經濟成長，同期間稅收大

幅增加 47％，兼以我國債務控

管得宜，疫情期間中央政府債

務未償餘額占 GDP 比率維持在

26％，較疫情前低 2 個百分點，

使我國具備財政韌性，足敷支

應各項重大政事所需。

除了優異的經濟表現有助

於緩解我國近年面臨的支出壓

力外，政府仍持續恪守財政紀

律，維持財政穩健。經統計，

中央政府歲出規模占 GDP 比

率，於疫情爆發時期維持在

11.7％至 12.3％，遠低於金融

海嘯時期之 15.4％；歲入歲出

差短亦維持 0.7％至 1.4％的小

額赤字，於 111 年及 112 年連

續 2 年達成總預算賸餘。我國

維持財政永續的主要關鍵做法

如下：

（一）控制支出成長幅度，避

免無限制擴張

我國近年陸續推行由

上而下的歲出額度制、中程

計畫預算制度、零基預算及

計畫審查制度等，對於控制

整體支出額度、減少不經濟

支出等，已有相當成效。其

中在支出審查及績效評估方

面，各部會所提重大計畫，

經行政院偕同相關專業機關

審查並核定後，始能據以編

列預算，此外，每年定期檢

討計畫辦理績效及預算執行

效率，審查結果並將作為來

年預算資源配置優先順序之

參考，如計畫經評估確有嚴

重落後或成效不彰情形，則

予停辦或退場，俾將資源重

新分配支應其他重要計畫。

（二）恪守財政紀律，追求財

政永續

我國於 108 年間公布財

政紀律法，對於政府支出規

模、歲入歲出差短、公共債

務控制及財源籌措等項目，

定有嚴格的規範。此外，

公共債務法規定，中央政

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每年舉

債額度不得超過歲出總額之

15％，以及各級政府累積未

償債務餘額不得超過 GDP

之 50％，亦有助於限制政府

支出規模及赤字成長，近 3

年中央政府未償債務餘額占

GDP 比率均控制在 26％至

28％。

由於我國政府恪守財政

紀律，在肺炎疫情爆發前已

連續多年達成預算平衡，加

上疫情期間，我國經濟持續

成長，帶動稅收穩定增加，

加之國內疫情控制得宜，無

須大幅增加防疫支出，因我

國未如其他 OECD 國家面臨

疫後龐大支出及舉債壓力，

仍可在財政穩健的前提下，

妥適安排政府各項重大政事

支出，未來我國仍將致力於

控制支出成長幅度，持續追

求財政平衡，確保財政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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