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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議歷程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議歷程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議歷程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議歷程 

2004 年總統大選爭議後，朝野政黨對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不免有一番攻防，整個審議
過程詭譎多變，甚至差一點再度引發行政及立法兩院之爭議。作者親歷其事，撰文記之，娓娓
道來危機解除之原委，以供各界省思與參考。 

◎林順裕（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簡任編審）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過相當多的波折和爭議，終於在 94 年 1 月 21 日的凌晨完成

三讀的程序，距離預算法規定的時程已落後了 52 天，創下了中華民國預算史上的新紀錄，同

時這也是 2004 年總統大選爭議後首次的年度總預算審議，朝野政黨難免會有一番攻防，讓整

個審議過程充滿了詭譎多變，高潮迭起，甚至差一點引發 91 年度行政及立法兩院之爭議再起，

最後如何拆除這引爆危機衝突的「引信」，讓情況出現大逆轉，實值得吾人深入瞭解與探究，

爰撰文記之。 

貳貳貳貳、、、、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初審及協商經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初審及協商經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初審及協商經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初審及協商經過 

一、分組審議階段 

行政院依預算法第 46 條規定，於 93 年 8 月 30 日將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請立法院

審議。案經立法院提該院第 5 屆第 6 會期第 4 次會議，於 93 年 10 月 1 日及 5 日邀請行政院

院長游錫堃、主計長許璋瑤及財政部部長林全列席報告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籌編經過，

並答復委員質詢後決定：「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

業部分）交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召集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立法院預算及決算委員會隨

即於 93 年 10 月 13 日舉行第 5 屆第 6 會期全院各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依照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審查程序規定，討論通過分組審查辦法暨審查日程後，隨即函請各分組主審委員會會同聯

席審查之委員會分別進行審查，並由各分組主審委員會之召集委員擔任主席，函請各有關機關

首長列席說明答復委員質詢及提供書面資料。 

嗣經 93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3 日各分組審查結果，仍有許多項目未經審議，而採保留逕

送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審議方式辦理，例如第 6 組財政部及所屬歲出預算、稅課及釋股收入

部分，幾乎全遭保留送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而經審議部分，計歲入增列 8 億 8,787 萬

6,000 元，主要係增列規費收入 15 萬元、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8 億 8,772 萬 6,000 元，歲出減

列 11 億 9,005 萬 5,000 元，約占歲出總額 0.07﹪，為 76 年度以來之最低刪減幅度，主要係減

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3 億 3,960 萬元、文建會 1 億 2,483 萬 1,000 元及國防部 3 億 2,180 萬元。 

以上各分組審查結果，分別提出審查報告，由立法院預算及決算委員會綜合整理，並於

93 年 12 月 13 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討論後，完成審查總報告，經提 93 年 12 月 15 日、16 日及

20 日全院各委員會第 2 次聯席會議審查完竣，決議除將各分組審查結果分別提請院會討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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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其內容略以： 

（一）歲入部分：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入總額為 1 兆 4,027 億 1,832 萬元，審查結

果，增列 8 億 8,787 萬 6,000 元，茲因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其

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

另定期專案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歲入總額暫改列為 1 兆 4,036 億 0,619 萬 6,000 元（俟

院會審議通過後，再由行政院主計處依照各款、項、目分別調整計列）。 

（二）歲出部分：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1 兆 6,356 億 1,500 萬元，審查結

果，共計減列 11 億 9,005 萬 5,000 元，茲因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

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國庫增撥額等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

另定期專案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歲出總額暫改列為 1 兆 6,344 億 2,494 萬 5,000 元（俟

院會審議通過後，再由行政院主計處依照各款、項、目分別調整計列）。 

（三）融資財源調度部分：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列債務還本 600 億元，發行公債 2,550

億元，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378 億 9,668 萬元，均暫照列，俟前開歲入歲出審議定案

後，再行調整。  

（四）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結果，歲入歲出總額如有差短及經常收支如有不平衡時，

送院會處理。 

二、朝野協商階段 

上述立法院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之決議（含數字之調整、主決議之提案及附帶決議之提

案），在院會尚未進行討論前，即自 94 年 1 月 3 日起至 1 月 19 日止進行 12 天 20 場次密集的

朝野協商，其協商順序為先行討論通案決議，再依分組審查辦法所排定之第 1 組至第 12 組歲

入、歲出部分送院會處理項目之順序討論，最後再行討論機密預算部分，已協商過之單位不再

處理。協商期間，朝野各黨團新增提案累計高達 1,300 餘案，真可謂盛況空前，可想見其協商

難度也相對棘手，經過朝野各黨團代表冗長之攻防、折衝、討價還價之後，有讓步的，有加碼

的，有全數刪除的，也有經過二、三輪討論仍毫無共識而逕送院會表決的，其協商結論主要決

定事項包括： 

（一）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機密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

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通過。至

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除交付表決外，

依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未有決議者，依分組審查會

議決議通過；分組審查會議未有決議者，依行政院原列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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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另定期專案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 

（三）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政事別部分，隨同歲出機關別審議結果予以調整。 

（四）審查總報告所列及院會所收附帶決議均交由預算及決算委員會處理。 

（五）各分組審查結果（含機密部分）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機關協

商結果敘明。而各機關分組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分組審查刪減數為

準；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六）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歲出總額，經審議結果收支差短較原編列數增加及經常

收支不平衡時，除債務還本、發行公債及賒借照列外，行政院應依法調整平衡。 

（七）另決定各機關統刪項目如下： 

1.人事費：行政院及所屬除國防部主管及退輔會「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及業務」不刪、

法務部及所屬（含調查局）統刪 5,000 萬元、教育部統刪 1％外，其餘統刪 1.5％；

司法院主管統刪 3,000 萬元；考試院及所屬統刪 1.5％；其餘不刪。行政院及所屬

由行政院自行調整（人事費不得流用或挪為他用）。 

2.按日按件計資酬金：除中央研究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蒙

藏委員會、海巡署、僑務委員會、外交部主管、經濟部礦業局、法務部主管、國防

部主管、退輔會、監察院、國家安全會議、國史館、林務局、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各風景區管理處、立法院不刪；總統府、行政院、經建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文建會、青輔會、體委會、研考會及所屬統刪 10％；新聞局統刪 20％外；其餘統

刪 5％。 

3.文康活動費：統刪 20％。 

4.國外考察費：除行政院及所屬、考試院及所屬統刪 20％外，其餘統刪 10％。 

5.美金匯率：由 1 美元兌新臺幣 34 元修正為 1 美元兌新臺幣 33 元。 

6.特別費：統刪 25％。 

7.房屋建築養護費：除學校、營房、法務部所屬監獄、看守所、少年觀護所、少年輔

育院、少年矯正學校、技能訓練所、戒治所等矯正機關外，統刪 10％，但立法院

除院區老舊房舍維護費統刪 10％外，其餘不刪。 

8.租金費用（包括土地、房舍）：除已簽約者、陸委會港澳地區之租金外，其餘統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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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獎補助費：除法律有規定者、地方補助款、外交部、教育部、高檢署補助收容人給

養計畫經費、立法院、退輔會、國科會補助國家實驗研究院及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心、補助中央通訊社、公共電視、中央廣播電台、消防發展基金會及義消楷模外，

（1）政府機關間補助：刪減 5％。（2）對國內團體及個人之捐助：刪減 5％。（3）

對外國之捐助：刪減 5％。（4）獎勵金除法律有規定者、檢舉及破案獎金外，統刪

15％。 

10.資訊設備費：除立法院、消防署防救災資訊系統外，其餘統刪 10％。 

11.電腦汰購經費：個人桌上型電腦每部 3 萬 5,000 元，手提電腦每部 5 萬元。 

綜上，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朝野協商結果概述如下： 

（一）歲出再刪減 195 億元，主要包括： 

1.指定科目 131 億元，其中經濟部委辦費 28 億元、國債付息 26 億元、交通部公路養

護等 20 億元、第二預備金 5 億元。 

2.通案刪減 64 億元，其中人事費 21 億元、獎補助費 14 億元、匯差 13 億元、資訊設

備 9 億元、業務費 7 億元。 

（二）歲入再淨減 26 億元，主要係減列財政部財產售價 27 億元及增列交通部電信總局規費收

入 1 億元。 

參參參參、、、、行政與立法兩院之爭議蓄勢行政與立法兩院之爭議蓄勢行政與立法兩院之爭議蓄勢行政與立法兩院之爭議蓄勢再起及其逆轉過程再起及其逆轉過程再起及其逆轉過程再起及其逆轉過程 

一、重大待表決項目 

前述朝野協商無共識而留待院會表決項目高達 36 項，扣除原刪減國科會補助國家科技發

展基金 37 億元的表決案，表決前決定改為刪減 10 億元後撤案，餘 35 項待表決項目（表 1），

舉其要者包括： 

（一）針對協商結論決定事項六：「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總額，經審議結果收支差

短較原編列數增加及經常收支不平衡時，除債務還本、發行公債及賒借照列外，行政院

應依法調整平衡」，建請刪除此一決議。 

（二）財政部所屬單位預算「稅課收入」，建議刪減 300 億元。 

（三）財政部歲入部分「財產收入」之「國營事業資本收回」編列 260 億 8,228 萬 1,000 元及

「股票買賣差價」編列 278 億 1,771 萬 9,000 元，計 539 億元，建議全數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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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部歲入預算「財產收入」之「國營事業資本收回」170 億元及「股票買賣差價」85

億元，計 255 億元，建議全數刪除。 

（五）為維護國家財政法制，避免不當挪用，中央銀行之年度盈餘應依預算法規定需當年度全

數繳庫，不得規避。 

（六）另其他建議刪減歲出的項目亦高達 256 億元。 

如以上待表決之歲出、歲入刪減項目均通過，則歲入歲出差短將再增加約 800 餘億元，亦

將違反預算法第 23 條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之規定。記得在立法院審議 92 及 93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之朝野協商會議，均有部分立委提議援 91 年度例刪減歲入，再要求行政院自行刪減

歲出予以平衡，但均遭會議主席王金平院長要求大家不要再以此種方式審查預算。但在此次之

朝野協商會議中，面對上開大幅刪減歲入預算的提案與部分立委堅決的立場，明知不可為的王

院長也只能無奈的表示這次他也沒有辦法。 

此外，本次表決項目中各機關委辦費統刪比率按 30％、20％及 5％三種比率表決，如連同

其他 30 餘案之表決項目，將產生難以估算的排列組合現象，其繁複程度實難以想像，而迫於

計算三讀數字的時間有限，故本次表決項目之刪減數字只能以外加方式為原則來計算，不再考

慮重複帳問題。且行政院也做好了萬全準備，事先模擬好幾套刪減版本數字，以爭取核算三讀

數字的時間。 

二、表決過程與結果 

1 月 20 日晚間在進行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二讀程序後，響鈴 7 分鐘，朝野各黨團均

發出了甲級動員令，於 19 時 50 分開始上演表決大戰，在沒有意外的情況下，上開大幅刪減歲

入及多項刪減歲出的提案均獲表決通過，而此時執政黨立法院黨團則祭出逐一要求重付表決的

策略，並於第二輪投票時由投反對票改投贊成票，以埋下提出「復議」的伏筆。 

其中唯一一項經過三輪表決始定案的表決案是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計畫 199 億元，在朝

野協商過程中獲得免予統刪的護身符，但有一在野黨團提案刪減 50％，並堅持要表決。第一

輪表決結果，出席 186 人，贊成 87 人，反對 95 人，棄權 4 人，少數不通過，原提案黨團要求

重付表決，第二輪表決結果，出席 193 人，贊成 91 人，反對 95 人，棄權 7 人，仍為少數不通

過，惟以贊成及反對均未過半，須重行表決，並以取多數決定江山。第三輪表決結果，出席

198 人，贊成 100 人，反對 90 人，棄權 8 人，竟逆轉為多數通過，由於刪減幅度確實過重，

這樣的結果，頗令人意外。 

另外，有關「查緝黑金」相關預算 700 萬元全數刪除的表決案，經過二輪的表決後，僅以

2 票些微差距意外地遭到否決。國防部 12 億元的人事費則僅在 1 人反對的情況下順利地被恢

復。內政部本部的預算則被部分立委以政府財政困難為由，刪減 10％達 6 億 5,000 萬元，連換

發身分證的預算也不保。新聞局首長、副首長及教育部部長的特別費，司法院院長、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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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及大法官四類特任人員的「司法人員專業加給」，均遭悉數刪除。 

三、完成三讀前的大逆轉過程 

表決大戰結束後，使得歲入預算合計被刪減 1,111 億餘元，但因歲出預算合計僅刪 331 億

餘元，歲入歲出差短再擴大 780 億元，即使融資調度手段全部用盡，亦無法彌平這個缺口。由

於立法院朝野協商結論已要求行政院「依法調整平衡」，但行政部門也早已表明此舉將窒礙難

行，且可能引發行政及立法兩院之爭議再起，當時的行政院游院長已連夜趕往立法院，緊急與

立法院王院長溝通，同時行政院也做好不惜提出釋憲的最壞打算，行政立法兩院的衝突似乎一

觸即發。惟經過王院長的斡旋，最後情勢出現大逆轉，立法院決定以先復議，再透過朝野協商

方式，讓總預算儘可能平衡。朝野協商的內容，包括財政部的稅課收入從減列 300 億元，修正

為減列 150 億元；財政部釋股收入從減列 539 億元，修正為減列 295 億元；經濟部科技專案從

原刪減 50％，修正為刪減 20％。上開協商結論，經過漫長的溝通、協調與等待，甚至交換原

先排定審議法案的順序後，始經各黨團協商代表同意簽字定案，惟經核算數字並將以前年度歲

計賸餘悉數移用後，仍出現 11 億餘元的缺口無法彌平。 

1 月 21 日凌晨 2 時 15 分許，議事人員開始宣讀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三讀文字稿，

其內容為： 

（一）歲入部分：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入總額為 1 兆 4,027 億 1,832 萬元，審議結

果，增列 9 億 9,847 萬 6,000 元，減列 726 億 7,674 萬 9,000 元，增減互抵後，計淨減列

716 億 7,827 萬 3,000 元，茲因 94 年度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

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另定期專案審議

確定後，再行調整，歲入總額暫改列為 1 兆 3,310 億 4,004 萬 7,000 元（俟院會審議通

過後，再由行政院主計處依照各款、項、目分別調整計列）。 

（二）歲出部分：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1 兆 6,356 億 1,500 萬元，審議結

果，共計減列 272 億 8,886 萬元，茲因 94 年度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

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國庫增撥額等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另定期專案審

議確定後，再行調整，歲出總額暫改列為 1 兆 6,083 億 2,614 萬元（俟院會審議通過後，

再由行政院主計處依照各款、項、目分別調整計列）。 

（三）融資財源調度部分：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列債務還本 600 億元，發行公債 2,550

億元，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378 億 9,668 萬元，均照列，茲以歲入歲出審議結果，差

短增加，除增列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432 億 5,100 萬元外，尚有 11 億 3,841 萬 3,000

元，行政院應減列同額歲出，科目自行調整。 

當議事人員宣讀至融資財源調度後段文字有關「尚有 11 億 3,841 萬 3,000 元，行政院應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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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同額歲出…」時，眼看著將總預算軋平的努力即將功虧一簣，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立法院

王院長突然出面制止議事人員的宣讀，同時宣布以他現在宣讀的內容為準，並將最後一段文字

改為高層事先協商的內容：「差短增加．．．元，以增加中央銀行盈餘繳庫予以彌平。」，隨即

於凌晨 2 時 20 分敲下議事槌，完成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頗富戲劇性的三讀程序。王院長

於事後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經過緊急調整後，財政缺口可說已經彌平（表 2），國會已經盡

到監督政府、為民眾把關，同時也顧及國家財政，行政立法都達到雙贏的結果。 

肆肆肆肆、、、、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的審議雖已落幕，但平心而論，固然「為老百姓看緊荷包」是

立法院審議預算不變的基本原則，如決審過程能更講求效率，相信會贏得更多人民的掌聲。綜

觀以上整個立法院的審議過程（表 3），謹提供以下幾點供各界探討： 

一、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是連續第 5 年於預算年度開始後始完成三讀的程序，且由於立

委改選在即，致分組審議階段歲出僅刪減約 12 億元，減幅 0.07％，創近 20 年來的新低，

亦僅佔最後歲出刪減總額的 4％，其餘 96％皆透過朝野協商確定，可見審議預算的重點幾

乎都在朝野協商，若刪減總數不如預期，還可以祭出統刪來補足，從分組審議之後新增的

提案高達空前的 1,300 餘案及朝野協商長達 12 天 20 場次足以證之，而最後統刪及自行調

整的決議，亦係近年來以刪減金額多寡為審查業績的習慣，實不利政府施政的合理進行。

這種「輕討論、重協商」的議事文化，似乎有再檢討的空間，期盼新國會開議後能更落實

「委員會」制度，研訂合宜的預算審議規範，透過公開的政策討論或溝通，讓預算得到更

合理的監督，並依預算法的規定在預算年度開始前完成審議程序。 

二、對明顯可收起的稅課收入經表決大幅刪減 300 億元，影響收支平衡： 

（一）94 年度歲入預算係經依相關法令規定審慎檢討，並衡酌歷年政府財政收支趨勢及國內

外經濟發展情勢，核實估算，且預算編列至執行間隔長達一年，各項歲入難免受景氣波

動影響，而有超徵或短徵現象，如依過去 4 個年度（89 至 92 年度）歲入之預、決算數

比較，僅 92 年度短收 407 億元（主要係受 SARS 影響所致），其餘 3 個年度共超收 1,429

億元。 

（二）93 年度國內景氣好轉，稅課收入實徵數 9,144 億元，超徵 113 億元，較 92 年度成長 10.4

％，故 94 年度參酌名目 GNP 成長率 5.7％及以往年度稅收彈性等編列 9,580 億元，較

93 年度實收數僅增加 4.8％，實無高估。 

三、釋股收入經表決刪減 794 億元，使得國營事業民營化更加困難： 

（一）歷年釋股預算執行不佳，立法院的相關決議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其中中油釋股應與工

會協商並將結論納入民營化計畫書送立法院審議同意後，始得進行釋股作業；台電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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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俟電業法通過後，以及台電公司應與工會協商，將結論併入民營化計畫書送立法院審

議通過後，始進行釋股作業；中華電信公司釋股需與中華電信工會達成協議及簽定團體

協約，始能辦理釋股工作。 

（二）民營化係自 83 年以來，政府一貫政策，雖然近年來因種種因素無法遂行，政府未來仍

須克服萬難持續推動，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四、中央銀行盈餘經表決應悉數於當年度繳庫，阻絕行政部門的裁量空間： 

（一）預算法第 78 條規定：「各附屬單位預算機關應行繳庫數，應依預算所列，由主管機關列

入歲入分配預算依期報解。年度決算時，應按其決算及法定程序分配結果調整之，分配

結果，應行繳庫數超過預算者，一律解庫。」所稱「應行繳庫數」既非明指該附屬單位

預算之「盈餘」，故超額盈餘是否需全數分配繳庫仍容有行政部門之裁量空間。 

（二）依行政院頒「國營事業機構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第 4 點規定：「各事業機構年度決

算盈餘，應依預算法第 85 條規定之盈餘分配項目辦理；其超收部分並依法分配解庫，

非經行政院專案核准，不得緩解。」，即配合預算法規定，進一步明訂行政院有決定分

配繳庫數額之權。 

（三）配合前述規定，在預算之編列及決算之表達上，乃先將當年度法定盈餘所估分配數列為

官息紅利，至經審定超額盈餘所導致可多分配之數額，則可經行政院依一定程序核定悉

數列為未分配盈餘，屬累積性質，不再區分所屬年度，俾供未來年度國庫調度之彈性空

間，因此目前作法並無違反法制之情形。 

五、針對特定政務官全數刪除其特別費，失之公平： 

（一）中央各機關首長、副首長的特別費係為應因公招待、饋贈、獎賞及公共關係等所需，如

由其個人自待遇中支付，或在機關年度業務費支應，均不合理，故審計部在審查中央政

府總決算報告書內及立法院在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報告書中均曾建議行政院應

統一訂定機關首長的特別費標準，以供因公開支之用。行政院依據以上建議，歷年來均

衡酌機關層級、業務狀況、員工人數及首長職等等因素，訂定中央各機關首長、副首長

特別費列支標準，並由各機關據以編列預算，送請立法院審議通過後列支。 

（二）其次中央各機關首長、副首長之特別費列支標準自 88 年度修訂施行以來，歷經立法院

審查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度、90 年度、9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分別刪減 2％、

20％及 20％後，已顯較台北市及高雄市之標準為低，以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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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分別為 21 萬 3,000 元及 5 萬 6,500 元，相較於台北市、高雄市市長及一級局處首長

之 34 萬元與 6 萬 8,000 元為低，亦有欠合理。 

（三）特別費係公共關係費，非屬個人待遇支給事項，若針對特定政務官全數刪除其特別費，

因政務官的調動在所難免，對後續接任的政務官實不公平。 

由於本次預算刪減幅度創下三年來的新高，刪減項目既細且雜，但政府施政仍須妥善規劃

執行。依預算法第 22 條第 2 項之規定，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金額，不得動支

預備金，故各機關應妥為控管預算執行以資因應。除前述歲入歲出金額增刪之審查結果外，立

法院另作成多項對預算動支設定條件之決議，大部分為提出專案報告經審查後或完成法制程序

後始得動支，經初步統計，凍結了近 2,078 億元的預算（表 4），約佔整個 94 年度歲出規模的

12.5％，對相關機關預算執行難免受到影響。當時的行政院游院長也在 94 年 1 月 24 日行政院

第 2925 次會議中責成各機關應速洽立法院安排報告時程，以利業務的推動，另資本支出計畫

關係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亦應儘量提早準備，避免大量經費支用集中在下半年，甚或發生無

法如期完成而須辦理保留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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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表決事項審議情形 

項

次 
表 決 項 目 結果 贊成 反對 棄權 

91 100 0 
1.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歲出總額，經審議結果收支差短較原編

列數增加及經常收支不平衡時，除債務還本、發行公債及賒借照列外，行

政院應依法調整平衡」建請刪除此決議。 不通過 

11 181 1 

102 91 0 2. 機關委辦費：除外交部替代役及國際合作之駐外技術服務委辦費、國家文

官培訓所外，統刪 30％。 
通過 

183 11 0 

106 91 1 3. 九十四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各機關編列「績效獎金」部分，建請全數

刪除。 通過 
183 10 1 

105 90 0 4. 任務編組機關組織除人事費外，其餘刪減 50％。 
通過 

191 7 1 

103 93 0 
5. 內政部 94 年度預算案編列 65 億 9,027 萬元，較 93 年預算 52 億餘元，成

長約 30％，值此政府財政困難之際，建議刪減 10％為 6 億 5,000 萬元。 通過 

182 11 1 

105 92 0 
6. 內政部營建署預算「公園規劃業務」分支計畫新增推動東沙國家公園，鑑

於國家財政困難，且東沙地處偏遠管理不易無法發揮國家公園實質功能，

建請將其預算全數刪除。 

通過 

183 11 1 

100 93 2 
7. 內政部營建署 94 年度預算「營建業務－創造臺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科

目編列 12 億 2,000 萬元，建議刪減 50％。 通過 

185 11 1 

8. 警政署 94 年度預算「一般建築及設備－其他設備」編列建置治安要點監

錄系統第１年經費 6,654 萬元，建議全數刪除。 不通過 5 156 20 

108 90 0 
9. 外交部 94 年度預算國際合作之駐外技術服務委辦費（國際合作發展基金

會）14 億 5,868 萬 2,000 元，應凍結 60％，並符合二要件及經立法院外交

等委員會審查同意通過後，始得動支。 

通過 

186 11 0 

105 92 0 10. 公共工程委員會原列 7 億 6,302 萬 3,000 元，建議刪減 10％（7,630 萬 2,000

元）。 通過 
185 11 1 

87 95 4 

91 95 7 

11. 經濟部技術處 94 年度預算「科技專案計畫」科目編列捐助「財團法人車

輛研究測試中心」2 億 5,800 萬元，建議全額刪減，其餘刪減 50％。 通過 

100 90 8 

12. 國防部所屬「軍事人員」12 億 6811 萬，建請免予減列。 
通過 193 1 0 

40 147 7 13. 退輔會預算編列「榮民安養及養護」184 億 2,148 萬 6,000 元，建議刪減

「榮民生活費」170 億 1,660 萬元 。 不通過 
68 126 2 

115 79 0 
14. 經濟部歲入預算「財產收入」之「國營事業資本收回」170 億元及「股票

買賣差價」85 億元，計 255 億元，建議全數刪除。 通過 

19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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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表 決 項 目 結果 贊成 反對 棄權 

91 103 0 15. 經濟部主管委辦費過高，減列 28 億 5744 萬 5000 元，建請恢復 20 億 7800

萬元。 不通過 
11 183 0 

16. 經濟部工業局 94 年度「工業管理－無線寬頻網路示範應用計畫－委辦費」

科目預算編列 2 億 3,654 萬 5,000 元，建議全數刪除。 
不通過 10 142 10 

79 112 1 17. 農委會之「農業發展之國家花卉園區」1 億 5000 萬，建請免予減列。 

不通過 
2 184 0 

105 90 0 18. 財政部所屬單位預算「稅課收入」，建議刪減 300 億元。 
通過 

185 11 0 

110 81 0 
19. 財政部歲入部分「財產收入」之「國營事業資本收回」編列 260 億 8,228

萬 1,000 元及「股票買賣差價」編列 278 億 1,771 萬 9,000 元，計 539 億

元，建議全數減列。 

通過 

193 0 0 

104 92 0 20. 維護國家財政法制，避免不當挪用，中央銀行之年度盈餘應依預算法規定

需當年度全數繳庫，不得規避。 通過 
178 11 1 

103 91 0 
21. 行政院新聞局首長、副首長特別費編列 168 萬 6,000 元，扣除通案刪減 42

萬 2,000 元後，餘額 126 萬 4,000 元全數刪除。 通過 

180 12 1 

105 90 0 22. 行政院新聞局「新聞發布與新聞聯繫工作」編列 1,179 萬 2,000 元，建議

刪除 1,119 萬 2,000 元。 通過 
185 10 0 

107 90 0 23. 行政院新聞局「辦理法令政策溝通宣導」編列 1 億 2,936 萬 5,000 元，建

議刪除 50％為 6,468 萬 3,000 元。 通過 
184 11 0 

107 91 0 24. 行政院新聞局「廣播電視事業輔導」預算 6 億 6,996 萬 8,000 元，建議刪

除 50％為 3 億 3,498 萬 4,000 元。 通過 
180 9 0 

93 101 1 25. 體委會一般行政之特別費減列 105 萬 3000 元，建請比照特別費刪減 25﹪

之通案決議。 不通過 
13 183 1 

102 91 2 26. 教育部首長特別費編列 84 萬 6,000 元，扣除通案刪減 21 萬 1,000 元後，

餘額 63 萬 5,000 元全數刪除。 通過 
183 11 2 

28 164 1 27. 教育部「私立學校教學獎助」中「補助大陸地區臺商子弟學校學生學費」

4,750 萬元，建議全數刪除。 不通過 
43 149 2 

97 91 2 
28. 教育部為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等相關工作，編列「國際學術教育交流」

預算 8 億 1,070 萬元，建議刪減「留學獎學金」9,730 萬元。 通過 

177 11 1 

102 91 1 
29. 教育部為提昇國內教育及文化品質，編列「強化國立教育機構」預算 8 億

2,678 萬 8,000 元，建議刪減「國立地震教育園區計畫」7,000 萬元。 通過 

184 9 0 

101 91 1 
30. 司法院 94 年度預算編列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秘書長及大法官四類特任

人員之「司法人員專業加給」金額計 1,929 萬 4,000 元，建議全數刪除。 通過 

179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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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表 決 項 目 結果 贊成 反對 棄權 

99 90 0 
31. 司法院 94 年度預算「大法官會議議事業務」之「考察外國釋憲制度」科

目編列大法官 15 人出國研究考察經費 180 萬元，建議全數刪除。 通過 

181 11 0 

103 90 0 
32. 監察院 94 年度預算「政務人員待遇」編列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

員之「調查研究費」1,276 萬元，建議全數刪除。 通過 

172 8 1 

87 92 2 
33. 目前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高等法院各分院檢察署所擔負之「查緝黑金」

業務，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4 條與法院組織法相關規定，建議刪除「查輯黑

金」之相關預算 700 萬元。 

不通過 

93 95 0 

84 109 0 34. 總統府減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小組 2687 萬元，建請免予減列。 

不通過 
11 181 0 

93 105 0 
35.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預算編列之「第一屆資深國民大會代表自願退職給

付」、「第一屆資深立法委員自願退職給付」及「第一屆資深監察委員自願

退職給付」之優惠存款利息差額補助預算 1 億 4,092 萬 2,000 元，建議全

數刪除。 

不通過 

15 179 0 

 

 

 

 

 

 

 

 

 

 

 

 

 

 

 



 13 

表２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暨融資調度審議結果表 

   單位：億元 

科   目 94 年度總預算案 立法院審議增(減)列數 改列數 

一、歲入 14,027         -705         13,322         

二、歲出 16,356         -273         16,083         

三、歲入歲出差短 2,329         433         2,761         

四、債務還本數 600           600         

五、須融資調度需求數 2,929           3,361         

六、可融資調度之財源 2,929           3,361         

（一）發行公債 2,550           2,550         

（二）移用歲計賸餘 379         433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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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審議日誌                                       

年 月 日 摘    要 

93.08.30 行政院以院授主忠一字第 0930005415 號函函送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及施政計

畫予立法院。 

93.10.01 

93.10.05 

行政院長、主計長及財政部長赴立法院報告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製經過

並備詢。立法院並決議：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交付委員會審查。 

93.10.13 立法院召開第 5 屆第 6 會期全院各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討論 94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分組審查辦法及審查日程，並決議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3 日進行 94 年

度預算案分組審查。 

93.10.14 許主計長應邀赴立法院列席報告「最近油價、水電及各項民生用品物價上漲，對

政府財政收支及國民所得變動之影響評估」及處理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序排列

總表暨各主管機關概算計畫優先順序排列表。 

93.10.18 

至 11.3 
立法院進行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分組審查結果，歲出刪減 12 億元、歲入淨

增 9 億元。 

93.11.10 

至 

93.12.10 

立法院停會 

93.12.15 

93.12.16 

93.12.20 

立法院召開第 5 屆第 6 會期全院各委員會第 2 次聯席會議，討論 94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94.01.03 至

94.01.19 

立法院朝野黨團進行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協商，期間共召開 20 場次協

商會議，計再刪減歲出 195 億元、歲入淨減 26 億元，另尚有 35 項表決案待處理 

（包括委辦費通刪比率、經濟部科專計畫、歲入稅課、釋股收入及央行繳庫盈餘

等重大事項） 。 

94.01.21 立法院三讀通過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計刪減歲出 273 億元、歲入淨減 717

億元，修正歲入為 1 兆 3,310 億元，歲出為 1 兆 6,083 億元，歲入歲出差短為 2,773

億元，連同債務還本數 600 億元，合共 3,373 億元，以發行公債 2,550 億元及移

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811 億元調節因應外，其餘尚待彌平之 12 億元，以增加中

央銀行繳庫盈餘予以彌平。 

94.01.24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議結果提行政院第 2925 次院會報告。 

94.01.31 立法院將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議結果咨請總統公布。 

94.02.05 總統公布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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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遭凍結部分 

   單位：億元 

機 關 名 稱 
凍結預

算數 
 備註 

合計 2,078.10    

一、總統府主管 4.00 中研院預算除法定支出及舊有契約支出外凍結 10%。 

二、行政院主管 47.40    

1.主計處 0.34 
包括「基本國勢調查」及「主計業務視導與訓練」等科目

經費。 

2.新聞局 2.21 
包括廣播電視事業輔導、電視事業從業人員及團體之輔導

與獎勵、交通及運輸設備。 

3.人事行政局 0.09                  人事行政電子化政府經費 0.09 億元。 

4.文化建設委員會及所屬 10.40 
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獎補助費及安平港歷史風貌

園區計畫等。 

5.青年輔導委員會及所屬 0.27 獎補助費。 

6.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5.47 
包括「研究發展」、「綜合計畫」及「網路服務平台」等科

目經費。 

7.公平交易委員會 
                 

0.68 

包括「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

理」及「綜合企劃及宣導業務」等科目經費。 

8.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 17.21 

1. 

2. 

3. 

聯絡道路及飲用水設施改善規劃 6.60 億元‧ 

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 8.24 億元。 

原住民族傳播計畫 2.37 億元。 

9.體育委員會 10.73 
包括體育行政業務、推展全民運動、推展競技運動、推展

國際體育、整建運動設施等工作計畫。 

三、司法院主管 0.84 

凍結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及臺北、臺中、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臺灣高等法院及其 4 所分分院法官助理人事費用

二分之一。 

四、考試院主管 2.19 

1. 

 

2. 

考試院一般行政經費 1.76 億元，施政業務及督導經費

0.11 億元。 

考選部「考試業務研究改進」經費 0.32 億元。 

五、內政部主管 16.91 

1. 

 

 

 

 

2. 

 

3. 

 

4. 

內政部社會福利服務業務科目項下「推展社會福利綜合

工作」、「推展老人福利服務」、「推展社區發展工作」、「推

展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建立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制度」

之對國內團體及個人捐助預算計 25.16 億元凍結一半

(約 12.58 億元)，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內政部辦理國民年金籌備工作經費 0.51 億元俟立法院

三讀國民年金法後始得動支。 

警政署其他設備編列 e 化勤務指管系統 1.2 億元，專案

報告後始得動支。 

警政署購置警用車輛 2.61 億元，俟訂定辦法送立法院通

過後始得動支。 

六、外交部主管 9.02 
1. 

2. 
鼓勵業者赴有邦交國家投資凍結 50％(0.27 億元)。 

駐外技術服務凍結 60％(8.7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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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防部主管 398.51 

國防部陸軍、海軍及空軍總部與飛彈司令部各凍結 50％，

軍醫局及三軍總醫院各凍結 30％，國家安全局情報行政凍

結 10％。 

八、財政部主管 964.28 

包括國庫署「國債付息」等經費 962.28 億元，關稅總局建

置機動式貨櫃檢查儀設備經費 1.35 億元，台灣省北區國稅

局購置汐止市公所興建之行政大樓計畫作為汐止服務處

經費 0.18 億元及財稅資料中心「電子發票推動計畫」經費

0.47 億元。 

九、教育部主管 4.33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科目凍結業務費二分之一計 1 億

0,826 萬元、「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科目凍結業務費

二分之一計 9,327 萬 4,000 元、「師資培育」科目凍結 1 億

元、「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科目凍結 1 億元、「國立中國

醫藥研究所」除「一般行政」外，其餘經費凍結二分之一

計 3,189 萬 8,000 元。 

十、經濟部主管 50.61 

1. 

2. 

3. 

4. 

5. 

6. 

創新前瞻計畫保留 12.50 億元。 

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保留 4.80 億元。 

促進商業發展保留 1/2（4.74 億元）。 

活畫地方商業環境計畫保留 1/2（1.30 億元）。 

中部辦公室「檔案大樓興建」0.20 億元。 

中小企業發展 27.07 億元。 

十一、交通部主管 49.55 
包括道路交通安全計畫、鐵公路重要交通工程計畫、軌道

工程興建管理及民用航空局單位預算等經費。 

十二、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 3.67 籌建南科實驗動物中心設計及工程經費。 

十三、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0.37 核醫藥物研製技術之發展與應用推廣經費。 

十四、農業委員會主管 485.00 

包括農委會設備及投資、獎補助費、加強造林及森林永續

經營計畫委辦費、漁業署委辦費、對台灣省各縣市政府補

助、營造漁村社區新形象計畫與農委會及農糧署提升農產

效益計畫支出等。 

十五、勞工委員會主管 0.56 

勞工委員會 94 年度「對國內團體及個人之捐助」編列 530

億 8,120 萬元，扣除法定捐補助預算後，其餘捐補助經費

應該參照各縣市勞動人口比例，予以補助；預算凍結二分

之一，俟勞委會提出補助辦法向立法院衛生環境及社會福

利、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十六、衛生署主管 30.04 

1. 

 

2. 

 

3. 

 

 

 

 

4. 

5.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畫」獎補助費，凍結

二分之一，計 11.92 億元。 

「醫療科技計畫」項下「全民數位學習」之「業務費」，

凍結二分之一，計 0.08 億元。 

衛生署 94 年度預算中之獎補助經費，扣除捐助國家衛

生研究院、中央健保局之全民健保行政費與特定對象漁

民、水利會會員、中部辦公室執行之醫院營運業務、及

增撥非營業基金等項目外，預算凍結二分之一，計 9.62

億元。 

「國際衛生業務」凍結二分之一，計 0.82 億元。 

「科技發展工作」、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衛生教

育模式之建立與推廣、社區用藥安全健康營造計畫、提

升病人照護品質，凍結三分之二，計 7.6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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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環境保護署主管 9.84 
1. 

2. 

全國河川流域及海洋污染防治 8.87 億元。 

一般廢棄物管理 0.97 億元。 

十八、海岸巡防署主管 0.98 係海岸巡防署 94 年度採購海岸通信裝備所需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