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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主計網全國主計網全國主計網全國主計網(eBAS)的回顧及展望的回顧及展望的回顧及展望的回顧及展望 

創意乃是 eBAS 成長的動力，eBAS 的應用功能，都是靠著主計同仁的創意得來的，適逢
主計節，本文回顧過去三年，從夢想到稍有成果，並期許在這瞬息萬變的網路世界，eBAS
未來能否不被網路泡沫化，仍有長遠的路要走。 

◎黃采紅(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組長) 

    

全國主計網自 90 年 4 月 1 日正式啓用三年以來，會員人數已達一萬一千餘人，許多的業

務資料均在 eBAS 上填報、傳送，許多資訊的公布亦即時且公開在網站上佈達，改變全國主計

機構過去的作業方式，主計人員的資訊應用能力素質更是高於一般水準之上，每日上網人次達

二千五百餘人次，eBAS 確實已獲得了全國主計人員的認同與支持。 

今逢主計節前夕，回顧三年來，eBAS 家園已稍有成就，實在是主計家人的共同努力， 茲

將心得列記於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每一個人的努力貢獻終究在世事運轉中，對國家社會的

進步留下小小的貢獻。 

壹壹壹壹、、、、上下一心夢想成真上下一心夢想成真上下一心夢想成真上下一心夢想成真 

eBAS 能由無到有，成就了咱們美麗的網路家園，其成功的要件之一即是獲得了高階主管

的重視與支持。回顧 89 年 2 月，韋前主計長提出主計網路社群的構想，旋即於 4 月 19 日召開

了「全國主計網暨主計機構數位化研討會」，對全國一級主計主管宣達全國主計網的理念，並

於當年 5 月 17 日核定了 eBAS 所需相關軟硬體設備，奠定了 eBAS 基礎建設的根基。 

89 年 5 月 25 日，林前主計長上任後，對於整體計畫的推動大力支持，除核定「全國主計

網推動小組」及工作小組之成立，積極展開各項系統的建置及開發，俟 eBAS 雛型大致完成後，

並指示於 90 年 4 月 1 日主計節當日，正式全面開放啟用。 

劉主計長對於 eBAS 的瞭解及應用上之期許，花費最多的關注及心力，除不斷支持各項工

作之推行外，並提出「在地化」之構想，使 eBAS 在架構及應用上，更符合實際主計機構層級

的需求，這些創意如果不是對業務的掌控及電腦的應用有深刻的瞭解，eBAS 可能仍停留在以

院處觀點為考慮的層次。 

三年來，除了最高主管的重視及支持，院處各單位在 eBAS 的各項應用系統的開發及其功

能的合適性，不斷提出建言，使其各項應用更趨完善，是 eBAS 團隊的最佳伙伴。  

eBAS 技術團隊係由主計處電子中心一群熱心而專業的年輕人所組成，勇於創新，並不斷

尋求更多與業務相關之應用功能開發，他們對於全體會員有關 eBAS 使用上之問題，均能馬上

利用 eBAS 組織之連絡管道，在最短時間解決問題。 

在這上下一心，齊力護持下，咱們的 eBAS 網路家園已成就了多人的夢想。 

貳貳貳貳、、、、風塵僕僕辦理推廣講習風塵僕僕辦理推廣講習風塵僕僕辦理推廣講習風塵僕僕辦理推廣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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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BAS 元年裏最重要的一件工作便是推廣講習，如何讓全國主計同仁認識 eBAS 且能接

受並應用，是一件龐大的工程。eBAS 的推廣工作，自 90 年 5 月中旬開始，從中央到地方包

括離島的澎湖、金門、馬祖等都有 eBAS 團隊風塵僕僕的足跡，至同年 12 月份為止，共計辦

理了 120 場推廣講習會，約有 5000 餘位的主計人員參加。eBAS 的推廣是從主計人員帳號申

請開始，然後才介紹 eBAS 的理念及各項應用功能，希望經由第一次的接觸，使其成為日後工

作上的好幫手。  

 推廣講習對 eBAS 的收穫是雙向的，來自基層主計同仁的回饋、建言及鼓勵，讓我們提

升了 eBAS 各項功能的親和性，改善了 eBAS 早期網路壅塞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鼓舞了 eBAS

團隊的士氣。 

主計體系由上而下一條鞭的特性，院處各單位主管及同仁對 eBAS 的應用及推動，扮演著

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許多資料的收集、彙整工作最後均落在他們身上。eBAS 第二年開始，

推廣講習的重點便以院處各單位為重點，為了落實講習工作，並配合處內同仁處理公務時間，

總共辦理了 21 梯次，約 560 位主管及同仁參加，尤其是科長級以上主管，更是居於關鍵重要

地位，每位學員均必須親自上網實作，務必使其瞭解 eBAS 協助其公務推動之效益，以帶動各

單位普遍應用。講習完成後，原來對 eBAS 較為陌生的業務單位，均已能充分利用 eBAS 在主

計體系內上下收集所需資料，簡化了原有的許多文書整理工作。 

參參參參、、、、建立主計行政標準化作業流程建立主計行政標準化作業流程建立主計行政標準化作業流程建立主計行政標準化作業流程 

標準化是簡化作業流程、提升行政效率的不二法門。鑑於主計體系經常來來回回的在各層

級間收集、傳遞及彙整資料，建立電子化的標準行政作業流程，是 eBAS 當初建立的目標之一，

透過公務電子信箱及公告欄等管道作單向之公文傳達，公文附件交換作業區資料收集為雙向之

資料交換，構成了 eBAS 資料收集的標準作業程序。 

主計人員訓練中心在此方面之應用最為澈底，從課程公告、學員報名、通知、素食登記等

都在這樣的流程下進行，三年來 eBAS 的電子化作業流程節省了主計同仁無數的時間、人力及

成本，也讓主計同仁的工作更有效率，許多資料填報的工作，變得更為單純輕鬆。 

肆肆肆肆、、、、提供主計人員抒發心聲的園地提供主計人員抒發心聲的園地提供主計人員抒發心聲的園地提供主計人員抒發心聲的園地 

eBAS 創建之初除了提供公務使用外，即構思提供主計同仁相互交流溝通的園地。由於主

計業務是相當專業且煩雜的工作，非常需要經驗傳承，相互提攜，許多新進同仁或孤單的基層

同仁在實務上經常會有許多的疑惑，徬徨不知所措。eBAS 「主計論壇」提供他們向主計前輩

尋求協助的管道。 

三年來，在主計論壇發出之議題達 823 則，參予討論回應之人次達 2758 人次，從論壇上

許多署名可看出，如：疑惑的人、傷腦筋、新人、新手、新兵、菜鳥、笨鳥、煩惱人、求助者

等等，他們是多麼需要同仁的幫助。令人感動的是，透過主計論壇，有一群經驗豐富且相當熱

心的主計前輩，不吝提供個人的經驗及寶貴時間，不僅解答了彼此完全不相識的主計同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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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困惑，同時也撫慰許多孤單無助的心靈，充分體現 eBAS 所揭橥的主計一家親的精神。 

eBAS 為促進全體主計人員之間的交流，除上述之主計論壇、職缺通報、交流園地等，九

十二年九月並配合院處人事處建立了「主計人員人事交流通報」系統，提供主計人員想更換工

作環境時，一個上網尋求互相對調的機會，雖說互換不易（限於職等、工作性質及個人因素）

但有了提出的機會就有希望。 

伍伍伍伍、、、、提供主計體系最快速資料傳遞及聯繫管道提供主計體系最快速資料傳遞及聯繫管道提供主計體系最快速資料傳遞及聯繫管道提供主計體系最快速資料傳遞及聯繫管道 

eBAS 的完整組織平台，提供主計體系最快速的資料傳遞管道，在實例上之應用，以 92

年 SARS 特別預算之填報系統應用最為顯著。92 年 5 月，SARS 疫情趨緊，中央編列了 500

億之 SARS 防治及紓困特別預算特別預算，院長並要求主計處對此預算作每日之控制及回報。

使用到該筆預算（含受補助）由中央到地方之單位共約有 150 餘個，院處第一局必須每日迅速

彙集各層級單位支用狀況以呈報主計長。 

一開始，一局同仁利用 email、電話或傳真收集資料數日，彙總各主管機關費用支用情形，

由於資料無法驗正，彙總後有時竟然發現第二天剩餘經費還高於前一日，此項工作可真把各主

管機關及第一局承辦同仁累壞了。經與電子中心 eBAS 團隊聯絡，同仁發覺此項作業最能在

eBAS 平台發揮效果，乃在二週極為緊迫的時限內，利用 eBAS 組織上各機關層級的架構，開

發了「SARS 特別預算經費支用填報系統」，並於 6 月 1 日正式上線運作。每日經此系統由下

而上逐層累計，彙整收集並產生各項經費支用速報表，承辦同仁只要從系統上管控是否填報及

檢核報表即可，系統於每日下午 2：00 截止上傳，到了下午 4：00 即可將總表呈報在主計長桌

上，5：00 前送達院長，一局負責同仁也終於可以休假數日。 

此項系統更也同時於月底最後一日產生「「「「特別預算執行月報表」，」，」，」，協助會計管理中心提報

立法院。局處同仁公務繁忙，團隊能利用 eBAS 組織及會員帳號管控之特色發揮至極致，適時

解決了同仁的困擾，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另一實例，為院處九十二年主計業務座談會之應用；主計處祕書室承辦該項業務，透過

eBAS 團隊，建立應用系統，利用 eBAS 公告議程及會議資料，諸如座號、桌次、素食登記、

請假申請等，並設立會前提出意見功能，使各業務主管單位可預先準備並回答，所有雙向溝通

均在 eBAS 上運作，原已排定各分區座談會自 5 月 5 日起分區舉行，但因 4 月底 SARS 疫情日

趨嚴重，院處祕書室乃於 4 月 22 日公告各座談會暫停舉辦，使所有參加人員能於最短時間內

掌握最新訊息，該項座談會並於 92 年 7 月 22 日如期分區辦理，順利完成該項工作。 

另一有趣的實例， 92 年 9 月 2 日杜鵑颱風來襲，馬祖連江縣主計室劉主任，不確定「主

計人員領導研究班」是否照常舉辦，當日清晨登機前，查閱 eBAS 最新消息通告，確定照常舉

行，乃搭機前來參加。 

相信有更多的小故事，在 eBAS 的園地上發生，幫助同仁迅速溝通及連繫，這也是當年建

立 eBAS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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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結合主計人事系統結合主計人事系統結合主計人事系統結合主計人事系統，，，，解決會員資料異動頻繁問題解決會員資料異動頻繁問題解決會員資料異動頻繁問題解決會員資料異動頻繁問題 

由於 eBAS 建置之初，主計人事資訊系統尚未完整，eBAS 會員資料庫之更新工作，需要

由各單位人事兼辦人員負責。主計人員異動最為頻繁，此部分亦增加了人事兼辦人員不少之工

作負荷，一、兩年後即發覺 eBAS 組織內之人員所屬已不符合實際任職現況。 

電子中心於 90 年完成「主計人事資訊系統」之建立，由於資料完整，正確性較高，eBAS

團隊乃構思利用主計人事資訊系統之資料庫，更新 eBAS 會員資料。92 年 12 月完成整合更新

功能，每月以批次方式執行更新會員資料庫資料，使 eBAS 組織及人員更能符合現況。 

然因人事資訊系統上個人之資料並未細分至各科室，因此，異動後之會員資料，仍需人事

兼辦人員在 eBAS 組織中將其搬移至所屬科室，但這已減輕相當多工作量了。 

柒柒柒柒、、、、以客為尊的新網頁啟用以客為尊的新網頁啟用以客為尊的新網頁啟用以客為尊的新網頁啟用 

由於大部分主計同仁均以自己所屬的主管機構為主，eBAS 創建之初，應用功能的發展係

以院處為考慮重心，劉主計長在一次檢討會中提出「在地化」的構想，eBAS 團隊乃構思如何

加強各主計主管網頁在地化服務，所謂「在地化」，係考慮基層主計同仁的需要，讓每一位主

計同仁可以同時掌握所屬主管機構及院處之觀點。 

為了滿足上述需求，eBAS 團隊乃設計具客製化及彈性化之首頁，並於今年元月正式上線。

新首頁係主計同仁登入時，依所屬之主管機構，顯示該主管機構專屬之公告欄及公文附件交

換，連結所屬主管機構之網頁，顯現與自身最為密切之資訊。 

捌捌捌捌、、、、創意為先集眾人之智慧創意為先集眾人之智慧創意為先集眾人之智慧創意為先集眾人之智慧 

創意乃是 eBAS 成長的動力，eBAS 的應用功能，都是靠著主計同仁的創意得來的。例如：

「主計人事甄審（考績）委員會網路票選作業」乃是台北縣主計室提出之構想。由於大部分主

管機關辦理此項業務，均煩惱於所屬同仁散居各處，而選舉公文往返費時且選舉過程未能公

開。經討論後，eBAS 團隊發覺非常適合利用組織，達成每人一票的公開投選。從甄選作業公

文、推選登記到票選作業、開票結果公告等，全部在此系統上完成，使主管機構利用網路票選

人事甄審委員成為簡單的工作。 

這三年來有更多的主計主管機構加入此項網路票選作業，如：院處、內政部會計處、財政

部會計處、海巡署會計處、國科會、台北縣、台中縣、苗栗縣、屏東縣、金門縣、澎湖縣等主

計室，均能順利完成。目前此項應用功能已製成標準程序，任何主管機關均能加以應用。 

另一在 eBAS 上發揮最大功效之「公文附件交換作業」，乃院處文書科前劉科長所提出之

構想，eBAS 團隊由最初單向的公文附件公告，逐步發展為雙向的資料收集及傳遞功能，隨後

並加入下載彙整功能，使收集資料人員在資料整理方面更為便利。此項功能對主計機構頻繁的

資料收集作業，發揮極大效益。 

eBAS 上之應用需要全國主計同仁提供更多的創意，一個小小的創意，可能因相同單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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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其效果何只以倍數而論，乃是全國各主管機關均蒙其利，當創意與業務結合，eBAS 團

隊所扮演的也只是讓創意成真的角色。 

玖玖玖玖、、、、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eBAS 啓用至今，印證當今最有影響力的學習型組織管理大師 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

在「第五項修鍊」書中所提出的觀念： 

『今天我們所要建立的組織，本質上應具有應變與創新能力，而領導力來自四面八方，不

是來自金字塔頂端，變革能夠成功，其中一個關鍵即在於組織的學習能力；深遠的變革要能持

續，最基本的關鍵在於思考方式的改變。』 

eBAS 園地確實改變了原有主計人員許多固定的工作模式，而其應用創新，更應由全體主

計同仁共同領導創造。網站能否持續茁壯及永續經營，更需所有同仁在思考方式上能不斷的改

變及創新。 

今適逢主計節，回顧過去三年，從夢想到今稍有成果，eBAS 團隊不敢思毫鬆懈，在這瞬

息萬變的網路世界，eBAS 未來能否不被網路泡沫化，仍有長遠的路要走。 

但想到主計體系中，從最高主管到各地同仁，大家均能一路相隨，相互扶持，相信 eBAS

家園將永續生存，且更臻完善。 

 

eBAS 首頁首頁首頁首頁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