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政府績效管理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為政

府發展策略運籌總部，負責整體政策發展之規

劃、設計、協調、審議及管考等任務。隨著國內

外環境改變，公共議題越發複雜，為因應時勢，

政府行政型態逐漸從過去的專業分工轉型為多

元跨域整合治理。無論是「中央－地方」、「地

方－地方」、「政府－民間企業（或非營利組

織）」的府際、跨域合作，已成為國家施政發展

的新方針。國發會則在此趨勢下扮演著關鍵角

色，如協調府際、單位間溝通與整合，使各方資

訊對等，資源、效益共享，同時推動跨機關績效

管理制度，掌握計畫執行進度，以強化政府施政

目標效能。並以國發會為平臺，公開計畫資訊，

擴大社會公共參與，促進各方意見交流，檢視

政府施政成果，進而提升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

壹、對國發會的期許

一、國發會的定位角色與實際運作

國發會為行政院政策推動機關，設有委員

會議，由各政務委員、行政院秘書長及部會首長

組成，作為政策規劃、審議及統合協調的平臺。

自成立以來實際運作經驗顯示，各部會首長親自

參與國發會委員會議的出席率可以再提升，以真

正發揮政策審議協調的角色。我期待國發會能扮

演行政院推動重大政策的火車頭，以成為最重要

林全　行政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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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幕僚機關及溝通整合平臺，發揮更大的職能。

二、周延政策規劃，創新解決問題

民眾期待新政府能儘速推動各項政策，面

對各項經濟社會及環境的挑戰，我們必須要跳脫

舊思維，要以新模式來解決現階段的問題。政府

將依總統的施政藍圖，以 3 個五大計畫為綱領，

提出施政策略及重點方向，制訂方案及計畫來推

動執行。國發會將發揮更重要的角色，從周延

的政策規劃、完整的政策評估、多元的社會參與

及溝通、合理分配財政資源，以創新方式來解

決舊有問題，這就是我對國發會的第一個期待。

例如每年國家公共建設支出近千億預算，

雖然層層審議把關，各地卻常出現「蚊子館」的

詬病，在未來有限經費資源的條件下，國發會

應檢視並要求各政策規劃是否有科學論據，進

行計畫形成前的預評估、計畫執行中的期中效

益評估與營運階段成果效益，不要落入「先射

箭再畫靶」的困境，如此才能為行政院的行政、

建設政策把關。

三、強化溝通執行，提升政府效能

政府效能是國家競爭力能否提升的重要關

鍵，為改革政府效能，必須強化政策鋪陳、溝通

及執行能力，並將資訊公開透明，使政府決策

更貼近人民。國發會在跨部會各項溝通整合上，

應扮演主要的關鍵角色，這也是我對國發會第二

個期待。許多重大政策如綠能科技、食品安全、

人才培育、水資源等議題均涉及跨部會事項，

如能由相關部會首長列席委員會議進行跨部會

協調並建立共識，將成為政策推動最佳助力。

另外，國發會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落實

對總統政見定期追蹤管考，有效掌控執行進度，

讓民眾感受到政府的執行力與決心。

新政府將賦予國發會更多任務，更大的權

責，本人期待國發會充分發揮組織功能，落實

國家政策運籌總部的目標。

貳、對政府績效管理制度想法與
期許 

一、新政府優先施政重點

新政府目前最重要的事，第一是落實蔡總

統政見，透過政策規劃、制訂、執行，轉化為

民眾有感的政績，有效回應民意；第二是政府

資源有限，應建立財政紀律，重新合理運用資

源；第三是改變管考思維，不要為管考而管考，

大幅簡化績效考核作業，期許提升政府效能，

並擴大社會多元參與，加強政策溝通，善用社

會創新量能，讓人民覺得政府願推動改革，有

效讓社會資源動起來。

二、 政見落實有賴全生命週期績效管理

制度

要達到落實總統政見，以及有限資源合理

運用，有賴於一個好的績效管理制度，就是從政

策規劃、執行與評估各階段的緊密串連，讓民

眾對政府施政真正有感。理想的績效管理制度

應是目標管理，惟目前偏重在行政管考，著重

於計畫的進度與經費等數字管控，而計畫規劃階

段是否周全，包括政策規劃的預評估，如成本效

益分析，訂定妥適的績效指標，計畫優先順序的

評估；計畫執行階段期中效益評估及政策評估，

如是否有遭遇困難以及能否適時協調解決問題

等；計畫屆期及營運階段的效益評估，是否能回

饋到後續計畫研議及審議，讓政府資源更有效

運用等等，則是政府績效管理工作今後的重點，

也是政策能有效回應民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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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政府以後每一會計年度將不再依慣例

逐年延續，均應以零基預算精神的績效管理理

念歸零思考，按照施政優先順序分配資源，預

算制度配合績效管理制度才能發揮加乘效果。

總統政見的落實，還有一個創新作法，就

是我們將借重行政院政務委員來落實政策管考。

各主責的政務委員負責督導部會將總統政見落

實為政策、方案及計畫，規劃、協調並執行追

蹤管考，國發會可擔任行政院幕僚工作，提供

政策評估建議，有助排除執行障礙，同時更有

效分配資源。

三、簡化績效考核行政作業

此外，外界常詬病的，各級政府透過表報

要求基層人員填報等過度考核的問題，被批評為

評鑑而評鑑，過度的考核妨礙正常運作等問題，

也是政府要改革的重點，其實皆可透過資訊化

與績效管理制度創新來改變。

例如，目前政府管考採行政院、部會及主

辦機關三級管考，部會績效指標常列入許多非行

政院施政重點的例行性事務；管考層級多及指

標多，衍生報表填報重複及耗時等問題，皆可

以透過放寬管制週期，強化機關自主管理以及

採行多元化管考作業方式來解決。行政院只專注

於國家發展等重大及跨部會政策的管考，其餘

由部會自行列管，這樣自然減少許多管考作業，

公務人員也可以減輕表報填寫的負擔，將精力專

注於政策的推動與執行，有助於提高行政效率。

參、跨部會合作及落實溝通協調
機制 

一、建立跨部會計畫執行管考機制

新政府施政將秉持「以民為本」的核心理

念，以及「創新、就業、分配」的核心價值，

追求國家的永續發展目標。總統政見將化為政

策及計畫，分由相關部會規劃並執行，例如綠

色能源、青年就業、食品安全等，均為跨部會

計畫，我已指定政務委員督導各項總統政見，

各部會亦應做好內部橫向及縱向聯繫，落實跨

部會的溝通協調機制，才能充分展現團隊力量，

齊心達成施政目標。

國發會在跨部會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

作上，扮演重要角色，如推動跨機關績效管理，

強化資源整合，引導機關追求共同績效目標，

已有成熟運作機制。未來行政院施政目標將由

各主責政務委員督導，並以國發會委員會議做

為跨域合作平臺，進行計畫審議、執行過程之

溝通協調，期能作出更好的整合。

二、重整財政紀律，促進府際合作

目前我們將在現有預算規模上，全面檢討

財政資源有效運用，以具體管控國家財政狀況。

在這個前提下，來思考如何強化中央與地方合作

關係。首先，中央政府的公共建設，將以跨縣市

的區域為優先投資目標，有效促進地方政府的資

源分享與效益共享。其次，我們將會把法律義務

支出的財政資源直接下放，強化地方治理能量，

並鼓勵地方政府間建立協調機制，整合資源共同

解決跨域事務。另外，在補助地方的運作機制，

將增加開源節流的誘因，以合理縮小地方政府

間財政分配的落差，並平衡不同區域間之公共

資源。

中央與地方在許多領域及計畫上有共同施

政目標，必須強化合作，例如日前行政院社會住

宅計畫與臺北市安心住宅計畫正洽商建立合作

架構。中央與地方應先合作建立制度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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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例如計畫、法規、經費等均須檢討，也

要暢通溝通協調管道，同時也要改善中央行政效

率，協助地方推動政策。目前國發會已有相關協

調平臺，如該會定期舉辦「公共治理協調會報」

與「地方治理策勵營」作為跨域協調平臺，邀請

中央與地方代表參與，協調公共治理相關議題，

求取各項施政議題的解決共識，即是一個很好

的典範。

肆、提升民眾對政府施政的信任
感

一、政府施政必須貼近民眾需求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服務人民，在瞭解人

民的需求與問題後，政府才能對症下藥，提出務

實解決問題的政策方案。政策需經過專業評估，

計畫需建立事前、事中及事後績效管理機制，

即全生命週期管理機制，才能規劃最佳的方案

計畫，強化執行並落實政策目標。同時，這些

資料也是政策論述之立論基礎，可與內部及外

部顧客做充分的溝通。蔡總統期許我們成為最

會溝通的政府，我們要以同理心體察民意及掌

握社會脈動，才能順利推動各項政策。

二、資料開放，有感施政

以往政府常為民眾詬病的問題，就是對施

政無感。我上任之初即請各部會就蔡總統所提政

見及主管的重要政策，化為具體行動計畫或方

案，加速落實執行，讓民眾感受政府的誠信與執

行力。三個五大創新研發、社會安定及政治改革

計畫，就是要帶領大家走出這幾年社會失落及

經濟停滯的困境，全面恢復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但是還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要秉持透明

監督的精神開放政府施政績效資訊，提供人民

參與、監督，藉此提出建言，強化政策溝通，

成為政府前進的最佳動力。國發會每年都會將

部會施政計畫及績效公開供各界檢視，例如透

過該會建置的「行政院政府計畫資訊檢視平臺」

以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使民眾能瞭

解並監督政府施政成果。各界越來越常透過資

料檢視來監督政府施政，例如商業周刊已連續

兩年對政府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發表評論，認為各部會關鍵績

效指標訂定應予以改革，才能正確衡量政府施

政績效。外界的重視加上國發會的努力，近年

來各部會的績效指標已有明顯的調整。

外界的評論是政府改革的助力，新政府會

努力，希望社會看到我們的改變，找回對臺灣

這塊土地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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