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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壹、綜合意見 

一、精進財務策略，提升財務效能方面：在增裕財政財源部分，積極推動

「提升政府財務效能方案」，協同中央各機關增裕收入及減少不經濟

支出，使中央政府總預算連同特別預算赤字占 GDP之比率，從 98年度

金融海嘯之高峰 3.5％，逐年下降至 103年度預算案數之 1.4％；年度

債務淨增加數亦從 99年度之高峰 4,106億元，降至 103年度預算案數

之 2,093 億元，顯示籌措財源的同時，致力兼顧經濟發展及財政穩健

之努力。惟 102 年底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初估決算數已達 5 兆 2,148 億

元，占前 3 年度 GDP 平均數達 37.9％，已逼近債限 40.6％。若以 103

年度債務餘額預算數 5 兆 4,242 億元（38.4％）計算，未來年度舉債

空間十分有限，為利國家長遠發展，並保持財政彈性，仍宜配合財政

健全方案之推動，就收入及支出再積極設定目標檢討，以利健全財政

，亦宜持續運用各種財政措施，多元籌措財源，有效控管債務；在提

升集中支付財務效能部分，透過中央政府各機關各類所得稅代繳作業

機制，並將清算、調撥、繳庫、公債及國庫券本息等國庫支票，改以

國庫收支連線系統辦理國庫資金撥付作業，提升集中支付財務效能，

成效良好。 

二、維護租稅公平，提升稽徵效能方面：在提升查核效率，有效防止逃漏

部分，持續就會計師簽證異常案件、運用營業稅資料庫查核營利事業

所得稅等 6 項具指標性及逃漏情形較嚴重之項目進行查核，惟因應網

購等新型態租稅規避及房地產交易逃漏稅案件類型，仍宜加強查緝，

以維護租稅公平；在簡化稅政措施，提升服務品質部分，因內政部通

報之身心障礙資料缺漏致納稅義務人無法採用稅額試算完成申報、以

郵簡通知納稅義務人上網下載稅額試算資料之案件下載率偏低、軍教

人員薪資所得自 101 年起納入課稅範圍致總申報戶數增加及所得稅法

第 17條修正放寬扶養其他親屬條件等因素，使稅額試算服務適用範圍

有所限制，建議宜與相關機關研議並採取相關因應措施，以達成簡化

稅政措施目的，並請在確保資訊安全之前提下，持續積極執行並宣導

相關資訊業務計畫，俾符行政院節能減碳政策，並提升政府行政效率

及民眾滿意度。 

三、精進關務管理，提升便捷效能方面：在研提關務稅制改革法規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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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完成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辦法、關港貿單一窗口運作實

施辦法及海關進口稅則等 12則法規修訂，有效落實法規鬆綁。未來配

合自由經濟示範區之運作，宜在兼顧貿易便捷化與邊境管制目標，持

續精進關務作為、鬆綁關務法規，增加自由貿易港貿易值；在推動 C2

、C3 無紙化通關部分，除有效節能減碳外，同時節省業者人力、物力

及申辦費用成本，未來仍請精進相關作為，俾提升廠商競爭力。 

四、健全國有財產管理，加強永續運用效能方面：在提供公務或公共需用

地部分，配合「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及「活化資產永續財政方案」之

推動，積極督促各主管機關持續檢討及辦理國有土地活化作業，除協

助各級政府機關取得公共建設需用國有土地外，亦無償提供國有土地

供各級政府機關使用，大幅節省需地機關用地經費支出，加速公共建

設之興建；在積極處理被占用土地部分，未達年度目標，宜加速處理

收回事宜，以利政府整體國有土地活化作業。 

五、精進促參輔導機制，提升招商有利條件方面：在推動促參啟案與諮詢

輔導部分，持續辦理走動式啟案輔導及諮詢服務，總計協助主辦機關

辦理啟案及提供促參案件諮詢件數 119 案，其中已簽約案件 103 件、

簽約金額 775 億元，高於 91 年至 101 年平均每年促參案件 90 件、簽

約金額 563 億元，成效良好，惟案件數及簽約金額皆以地方政府為主

，占八成以上，鑒於當前中央政府財政困窘，引進民間資金已成為本

院重要政策，爰請檢討提高中央各機關引進民間資源參與公共建設，

此外，未來並將輔導及諮詢服務成功案件建立個案教材供機關參考，

以擴大輔導成效。 

六、強化資訊流通，提升 e 化效能方面：在推動統一發票電子化部分，開

立企業對消費者（B2C）消費通路電子發票或企業對企業（B2B）電子

發票張數均高於 101 年度開立張數，除可節省用紙量，亦可節省營業

人倉儲成本。另 102 年度起積極推廣載具索取電子發票，索取率占總

電子發票之 5.37％，宜再加強研議相關宣導及誘因機制，提升全民採

用載具索取電子發票之意願；在稅務服務主動通知部分，透過創新 e

化之訊息傳遞連結 e 管家多元通知平臺，傳遞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五地區國稅局與各縣市地方稅稽徵機關之稅務資訊給一般民眾，建議

持續依民眾需求增加通知項目，並推廣民眾加入 e 管家及 e 幫手會員

，以擴大主動通知之綜效。另訊息發布僅係單向通知，建議宜建立雙

向溝通管道；在關港貿單一窗口經貿資訊分享部分，關港貿單一窗口

已於 102年 8月 19日正式上線運作，並於 10月完成全數 26個參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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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系統介接，落實整合財政部「海關通關網路」、經濟部「便捷

貿 e 網」及交通部「航港資訊網」三大資訊系統，提供便捷整合之進

出口服務及跨機關與跨境資訊交換服務，有助我國整體經貿電子化之

推展，實現「一次輸入，全程服務」計畫目標，值得肯定，請持續加

強並擴大實施範圍。 

七、活化國家資產價值，提升財務運作效能方面：在多元利用國有土地，

提高效益部分，運用出租、招標地上權、改良利用等方式活化利用國

有土地，增裕國庫收入，建議配合被占用土地之收回工作，持續檢討

及辦理國有土地活化作業，加強國家資產運用效能；在節省國庫利息

支出部分，雖已定期適量發行債券，並操作提前買回積極節省各項利

息支出，惟因財政健全方案已請各基金主管機關全面檢討所舉借利率

是否高於目前市場水準，鑒於中央政府債務餘額龐大，每年付息高達

1,200億元以上，請併同全面檢討，以落實財政健全。 

八、提升人員素質，建構優質團隊方面：辦理主管人員管理及領導統御能

力、專業智能相關研習課程及組織學習標竿活動等，強化同仁宏觀之

策略思維，執行成效符合績效要求。建議未來宜依「以財政支援建設

，以建設培養財政」之機關願景與行政院核定之新職掌及組織架構，

按事權整合、組織整合及人力整合原則，從整合進而融合觀點，強化

各司政策規劃功能，同時發揮核心業務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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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估結果 

一、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結果 

(一)精進財務策略，提升財務

效能(業務成果)  

1.增裕財政財源 ▲ 

2.提升集中支付財務效能 ★ 

(二)維護租稅公平，提升稽徵

效能(業務成果)  

1.提升查核效率，有效防止逃漏 ▲ 

2.簡化稅政措施，提升服務品質 ★ 

(三)精進關務管理，提升便捷

效能(業務成果)  

1.研提關務稅制改革法規修正案 ★ 

2.推動 C2、C3無紙化通關 ★ 

(四)健全國有財產管理，加強

永續運用效能(業務成果)  

1.提供公務或公共需用地 ★ 

2.積極處理被占用土地 ▲ 

(五)精進促參輔導機制，提升

招商有利條件(業務成果)  
1.推動促參啟案與諮詢輔導 ★ 

(六)強化資訊流通，提升 e化

效能(行政效率)  

1.推動統一發票電子化 ★ 

2.稅務服務主動通知 ★ 

3.關港貿單一窗口經貿資訊分享 ★ 

(七)活化國家資產價值，提升

財務運作效能(財務管理)  

1.多元利用國有土地，提高效益 ▲ 

2.節省國庫利息支出 ★ 

(八)提升人員素質，建構優質

團隊(組織學習)  

1.強化人才培訓及同仁組織學習能

力，型塑優質組織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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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 

結果 

(一)提升研發量能(行政效

率)  
1.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率 ★ 

(二)落實政府內部控制機制

(行政效率)  

1.強化內部控制件數 ★ 

2.增（修）訂完成內部控制制度項數 ★ 

(三)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

政府資源(財務管理)  

1.機關年度資本門預算執行率 ★ 

2.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度內編報概算

數 
★ 

(四)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

理效能(組織學習)  

1.機關年度預算員額增減率 ★ 

2.推動終身學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