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見政策執行力
    提升臺灣競爭力

陳美伶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家的全方位發展與包容性成

長，是世界各國發展的主流趨勢。國

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於

2014年 1月成立，其功能已不僅僅
是經建會加研考會，更是 1加 1大於
2的國家發展總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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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年 9月行政院賴院長就任以來，

國發會秉持執行力至上的精神，主動出擊，積

極協調各部會，協助行政院落實推動各項重要

政策，除了希望提升執行效能外，更要讓民眾

確實感受到政策推動的成果。經過一年多的努

力，我們在建立公共建設計畫審議預警與退場

機制、推動跨部會與跨中央地方間協調整合，

以及瞭解地方需求、推動讓民眾有感政策等面

向，已獲得了相當的成效。

壹、建立公共建設計畫審議、預
警與退場機制

我國 2012年至 2016年中央機關每年執

行之公共建設計畫平均約 4,100億元，但其中

因天災、用地取得及流標等原因，無法全數執

行，年度預算達成比率介於 83%至 91%；換

言之，平均每年約有 500億元經費未如期投入

市場，不僅排擠了其他重要建設的推動，更對

經濟發展造成相當的影響。

為有效管控各項公共建設計畫執行，國發

會提出「公共建設計畫審議、預警及退場機

制」，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本機制以

公共建設計畫全生命週期概念，從強化審議開

始，並透過預警作為協助落實計畫執行，再將

預警結果同時回饋至計畫審議功能之提升、先

期作業之資源重排序、計畫退場及防範閒置公

共設施等層面，期使有限的預算資源發揮最大

效益，其執行流程如下圖。

預警機制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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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件的挑選方面，本機制以社會輿論關

注或攸關重大民生、計畫執行是否有嚴重落

差、是否潛藏無法如期達成之風險等原則進行

篩選，依據計畫預警風險程度，分為高風險 (紅

燈 )、中風險 (黃燈 )及低風險 (綠燈 )三等級。

針對高風險者將列入專案督導，協助逐項排除

困難，輔以彈性運用預算，督促加速工程估驗；

中風險者採取提升管考頻率、里程碑控管及實

地查證等作為，加速計畫執行；低風險者則採

自行管理、降低管考頻率，以減少機關行政作

業負擔。

依上開原則，2018年共選定 46項公共建

設預警計畫，經費合計 1,141億元，占整體公

建計畫經費 24.1%；截至 2018年第 2季，預

警計畫年度預算執行率為 120%，高於整體公

共建設計畫的 103%；在年度達成率方面，預

警計畫為 41%，整體公共建設計畫為 36%，

重大建設執行效能已顯著往前推進。

貳、推動跨部會與跨中央地方間
的協調整合，加速政策執行

當前許多重要計畫或方案的執行，均必須

仰賴地方政府完成，但受限於部會間或中央與

地方政府間的行政協調問題，導致執行效能受

限；另若干牽涉層面較廣的問題，也常出現因

部會權責不明造成懸而不決的情形。為提升執

行力，國發會特別強化跨部會及跨中央與地方

政府間的協調整合。

在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協調方面，以

2017年開始推動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期

為例，共編列預算 1,070.7億元，經本年第

一季檢視執行情形，發現城鄉建設計畫執行率

有待提升，其原因主要在於此類計畫多屬於競

爭性計畫，須由縣市政府提報後，再依規劃核

配預算數，復加以地方政府自籌款須經議會監

督，導致執行流程拉長。為使計畫推動更有效

率，我們督促前述競爭型計畫加速完成預算核

配，也請工程會加強監督管理補助型計畫的核

定補助率及工程發包率。截至 2018年第 2季，

前瞻計畫所屬的 873.76億元公共建設，已確

定核配 96％經費，有利後續作業的展開。同

時，我們也將執行狀況回饋至第 2期 (2019至

2020年 )的預算籌編，對已執行中的計畫並

進行滾動檢討，執行績效不佳者退場，用更好

的計畫取代。在各機關努力下，整體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執行率已由第 1季的 58.84％提升為

75.56％；由於下半年為建設的執行高峰期，

預估年底執行率應可達九成以上。

在跨部會整合方面，為排除企業投資障

礙，加速經濟成長，國發會負責辦理「加速投

資臺灣專案會議」，迄今已召開 16次會議，

分別針對政府公共建設預算及國營事業重大投

資計畫的執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強化

法規鬆綁及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以及穩定

提供土地、水、電、人力及人才等攸關企業投

資發展的重要議題，由院長親自主持會議，邀

集相關部會進行充分討論協調後，訂出具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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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案並落實執行。在各行動方案的帶領下，

各部會分進合擊、群策群力，無論在五缺及其

他問題的解決上，均已展現具體成果。

此外，為打造健全的法制環境，以利產業

發展，國發會已設置「新創法規調適平臺」，

接受新創業者線上申請，並及時邀集主管機關

及新創業者面對面溝通，加速釐清相關法規適

用問題。國發會也積極推動法規鬆綁，採取由

下而上、由外而內及時間管控等作法，三路並

進，並請各部會副首長親自督導。截至 2018

年 7月底，已有 339項成果，具體效益包含提

高行政效率、賦予企業經營彈性、促進產業發

展及完備租稅環境等，有助打造優質經商投資

環境，減輕民眾負擔。

參、瞭解地方需求，推動讓人民
有感的政策

中央政府各項重大政策，必須讓地方政府

能執行、肯執行，才能使人民有感。為了縮短

中央與地方距離，瞭解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上

面臨的問題，自 2017年 11月起，國發會透

過與縣市政府合作辦理方式，在 4個月內辦理

19場座談會，由賴院長親率各部會首長與地

方基層面對面溝通，瞭解各地方政府「前瞻基

礎建設」與「長照 2.0政策」推動情形，以及

地方政府的政策需求；而針對 19個縣市政府

所提出的 747項提案，國發會也敦促各項業務

主管部會明確回應地方需求、加速計畫核配預

算進度，並且針對有窒礙難行之處實際瞭解原

因，或協調其他部會予以協助，務求真正解決

問題。截至 2018年 7月底，已有 648案（約

86.75％）獲得解決或已有推動進度，部分評

估暫時無法推動及不宜推動的政策需求，也明

確向地方政府說明暫不推動的原因，充分展現

行政團隊的執行力。

此外，為充分瞭解業者在經營發展上的實

際需要，國發會亦賡續與經濟部合作辦理院長

與產業交流互動系列座談，由院長及相關部會

首長親赴產業溝通，以掌握政府所提出解決產

業五缺、法規鬆綁等措施的落實情形，協助業

者解決問題，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

肆、持續驅動國家進步，為人民
造福

國發會做為行政院政策幕僚，有責任扮演

好政策統合與執行的角色；本人期許國發會全

體同仁，不只是辦公室裡的專業幕僚，更要走

出辦公室，瞭解地方需求，才能真正使政策讓

人民有感。今後國發會將在既有的基礎上，持

續努力，發揮專業，做好國家重大政策的規劃、

協調、資源分配與績效管理，同時以服務取代

管制，務實解決問題，確保各項計畫發揮最大

效益，為下一代打造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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