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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整合研編新制　
優化政策執行效益
國家發展計畫編擬調整新方向

國發會綜合規劃處

壹、前言

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已於民國 103 年 1 月 22 日由前行政院經建會

與研考會合併成立。前經建會自民國 42 年迄國發會成立，賡續研擬及推動 16 期

中期國家發展計畫；前研考會自民國 90 年起，推動中程施政計畫制度，每年據以

編擬行政院施政計畫。國發會成立，委員會組織擴大，整體定位及功能均有所提

升，從而能扮演「國家發展策略運籌總部」的角色。為協助政府整體施政，發揮

「從規劃、設計、協調、審議到管考」一條鞭的功能，國家發展計畫（簡稱國發計

畫）有重新檢討調整編擬方式之必要，以期與行政院施政密切結合，並促使國家整

體資源有效配置。（圖 1）

基此，國發會研擬「國家發展計畫編擬調整方案」，並於去（103）年 12 月

27 日奉行政院核定，作為未來編擬國發計畫之依據。為順利推動編擬調整機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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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今（104）年第一季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就計畫研編、預算協調及管考機

制等三個層面，研商完成國發計畫編擬新制的各層面制度設計。

貳、現行計畫編擬檢討

現行國發計畫受到編擬時程及作業方式的限制，難以發揮引領政策及預算分配

的功能，主要問題如下：

一、國發計畫以彙整部會政策為主，難以發揮政策指引功能；國家發展目標以總體

經濟指標為核心，對社會、環境等層面的涵蓋較為不足，且目標以單一數值

設定，較難因應內外環境變化。

二、國發計畫編擬時程落後於行政院施政計畫及總預算編擬時程，無法發揮上位引

領功能。

三、國發計畫之目標尚無法透過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之管考機制具體落實。

圖1 國發會發揮「國家發展策略運籌總部」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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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未來計畫調整規劃

國發計畫之調整原則如下：

一、調整重點

（一） 擴大計畫內容與目標，由彙整式轉變為具主導性之上位政策計畫。

（二） 調整編擬時程及方式，由形式計畫轉變為協助預算分配之計畫。

（三） 調整管考機制，建立計畫之事前、事中及事後全生命週期績效管理機制，強

化管考效能。

二、計畫內涵之調整

（一） 具前瞻性之綱領式政策規劃

國發計畫定位為中程計畫，期程為 4 年，適時檢討，不另訂年度計畫。

（二） 強化總體發展指標之代表性

（1）從經濟、財政、社會、文教及環境等面向，篩選具代表性及人民有感的

總體發展指標，並設定目標值。

（2）設定中程目標，以區間方式呈現，適時檢討，不訂年度目標。

三、建立國發計畫與施政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之關連性

（一） 以國發計畫為核心，連結中程與年度施政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及預算編

擬。（圖 2）

（二） 強化施政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之管考機制，落實計畫執行，並回饋計畫

編擬。

四、國發計畫編擬時程與方式

以「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之編擬時程為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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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前辦理前置作業

自 104 年起，即辦理社會各界與產業界訴求整合、重大發展課題徵集與研

析 ...... 等工作，作為國家發展規劃之基礎資料。

（二） 計畫編擬

（1） 105 年年初，公布計畫構想，接著公開徵詢民意，並納入總統當選人政

見，凝聚社會共識，據以提出計畫初稿。

（2） 依據新（續）任總統治國理念調整計畫初稿，提出計畫草案於 105 年 6

月陳報行政院核定。計畫經核定後，呈報總統。

五、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確認落實國發計畫

（一） 各機關依循國發計畫編擬施政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並由計畫審議機關

（國發會、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及科技部）確認落實。

（二） 國發計畫構想、初稿應提供中央政府機關，作為中程預算收支推估、中程資

源分配方針、施政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及預算編製之重要參據，以落實計

畫執行與達成計畫目標。

圖2　未來國家發展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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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之檢討與管考

國發計畫將適時檢討，施政計畫強化管考與回饋機制。另中長程個案計畫強

化屆期成效評核，並建立事後評核機制。

肆、預期效益

國發會進行國發計畫編擬之調整，預期可發揮下列效益：

一、 擘劃國家發展藍圖引導政府施政

（一） 強化計畫引導施政方向前瞻功能，落實總統治國理念，確立施政優先順序。

（二） 推動常態性作業規劃，配合計畫編製時程，結合重大發展課題研究及民意訴

求，以引導部會施政相關計畫。

（三） 總體發展指標除經濟面外，納入財政、社會、文教及環境等面向指標，並調

整總體經濟目標之設定方式，以更貼近民生福祉，掌握內外環境變化脈動。

二、加強各項計畫、預算及管考連結，有效提升政府效能

（一） 推動計畫作業方式及時程變革，加強計畫編擬和預算分配之連結，促使國家

資源有效運用。

（二） 強化計畫評核及建立相關回饋機制，提升管考效能，以落實計畫執行。

伍、 結語

面對日益激烈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我國的國家發展規劃必須更全面與前

瞻，且同時兼顧經濟成長、社會發展與環境永續。國發會將透過更為完善的計畫

編擬新制，展開下一期「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之編擬工作，達成以上

位政策核心計畫引導及整合各機關相關政策、計畫之功能，且同時達成提升政府

施政效能、計畫管考績效等目標，促使國家整體資源有效配置，推動國家永續繁

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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