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美國 PIC 運作實務淺談對我國
政府績效管理制度之啟示

施乃元　國家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科長
　　　戴廷宇　國家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科員

壹、前言

我國於 2002年基於營造高績效政府之

目標，即參考美國「政府績效與成果法」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GPRA）規劃設計，推動機關施政績效

評估制度，實施方式以目標管理及結果導向為

原則，據以評估機關組織整體績效（國家發展

委員會，2018）。現行我國績效管理制度，

概分為事前規劃及事後評估階段。事前規劃著

重於機關願景及策略目標之規劃；事後評估著

重於目標及績效指標之達成結果分析與政策

建議，整體作法與美國制度相近。惟美國於

2011年頒布「政府績效與成果法現代化法」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Modernization Act, GPRAMA）後，更

明訂設置「績效促進委員會」（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ouncil, PIC），及確認其績

效管理體制，有效協助機關於施政過程中提升

整體執行績效。

近年「行政機關管考作業簡化」為國家

發展委員會推動之重大政策（國家發展委員

會，2016），旨在使公務員之工作能聚焦於

核心業務，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同時規劃專業

訓練等措施，協助各部會績效管理人員強化

自主管理能力（沈建中、吳美雲、施乃元，

2017）；本於「以協調解決問題，以服務代

替考核」之原則，期能及早於績效規劃階段妥

善訂定計畫與設定績效衡量指標，或於執行中

及時預警、發現問題並協調解決之。此變革作

為相較於執行終了後方辦理事後評估與提出改

進建議，對政務順利推展更具實益，惟我國在

整體制度上仍有精進空間。因此，本文以美國

PIC之組織及運作為例，簡介其如何協助機關

提升績效管理職能及解決績效管理之議題，並

提供其運作方式及具體工作項目之實例，進一

步反思我國現行績效管理制度朝向自主管理、

作業簡化等轉型及變革過程中，美國 PIC對

我國制度之借鑑與啟示，進而提出未來政府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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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制度調整方向及實務運作革新之建議

（註 1）。

貳、績效促進委員會（PIC）之組
織及運作

一、PIC之職掌
GPRAMA將營運長（Chief Operating 

Officer, COO）、績效促進官（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ficer, PIO）   及 PIC法制

化，確立機關績效管理體制。依據 GPRAMA

第 8節及第 9節規定，COO由各機關副首

長或相當職位者擔任，負責促進該機關之管

理及績效；而 PIC之主要成員為須設置財務

長（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FO） 之 24

個機關（註 2）之 PIO，並由管理及預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之 管 理 副 局 長（Deputy Director 

for Management, DMM） 擔 任 主 席。 其

主要功能係與 OMB合作，協助機關解決跨

機關之績效議題（例如促進「聯邦政府優先

目 標 」（Federal Government Priority 

Goals, FGPGs，亦可稱為「跨機關優先目

標」（Cross-Agency Priority Goals, CAP 

Goals）之達成）、促進機關間之交流、給予

機關諮詢與分享實務經驗、辦理績效管理人員

培力、精簡績效管理流程，並向企業、非營利

組織及外國 /州 /地方政府等學習改進績效之

經驗，乃至提出績效管理政策之簡化或調整建

議。

圖 1　PIC組織定位 
資料來源：整理自 GSA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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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IC之組織定位
GPRAMA第9節規定，總務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    署 長

於 PIC 執行該法所賦予之任務時，應給予

PIC行政及其他協助。如圖 1所示，PIC屬

於 GSA「跨機關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Government-wide Policy）下「決策委員會

辦公室」（Office of Executive Councils）

中之委員會之一，其他委員會包括：採購長委

員會、財務長委員會、資訊長委員會、總統管

理委員會及總統管理諮詢委員會。由此可知，

各機關之採購長、財務長及資訊長依法分別組

成各自之委員會，而 PIO及其組成之 PIC經

GPRAMA法制化後，績效管理已與採購、財

務及資訊業務具有同等重要之法定地位。

三、PIC之使命及目標
PIC將其法定職責視為其使命，簡言之

即為透過各種措施以改進績效管理實務。其

目 標 包 括（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ouncil 2018, 9）：

（一）優化跨機關協調及服務傳遞，以更

全觀之視角辨識績效管理新議題及對策。

（二）瞭解利害關係人（通常是機關中辦

理績效管理業務人員）之需求，並提供其有

用、容易取得、互動式之資源。

（三）團結績效管理社群，鼓勵社群進行

協力、分享知識及建立人際關係網絡。

（四）持續精進 Performance.gov所呈

現之資訊。

（五）協助機關加強績效及使命之達成。

四、PIC之運作及具體工作項目
鑑於各機關面臨複雜之挑戰，需協力或借

重他人經驗，PIC即為促進對話及知識交流

之平臺。PIC每 2個月邀集各機關 PIO召開

會議，討論主題由各機關提案；平時則由職員

與其對口機關持續聯繫，並不定期召開跨機關

工作小組以促進對話及分享實務經驗。具體而

言，PIC為達成自身使命及目標，並協助機關

進行績效管理，採取以下措施：

（一）製作績效管理教學文件

1. 「績效實務與原則 (P3)教戰手冊」

（Performance Practices and Principles 

(P3) Playbook）（如圖 2）：將政府機關績

效管理之面向分為認知、決策、成果及績效文

化，並說明各面向之注意事項。

2. 「 目 標 教 戰 手 冊 」（Goal 

Playbook）（如圖 3）：列舉檢核清單，協

助機關設定、規劃與達成目標。

3. 績效管理相關議題之速覽（如圖 4）：

議題包括績效管理簡介、聯邦機關績效管理

法規與架構、績效衡量入門、PIO之角色、

PIC簡介、機關進行績效管理時之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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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績效實務與原則 (P3)教戰手冊
資料來源：PIC網站

圖 3　目標教戰手冊

資料來源：PIC網站

P3教戰手冊簡介、機關優先目標（Agency 

Priority Goals, APGs）與 CAP目標簡介、

規劃與執行等。

4. 資料品質成熟度模型與實務指南

（The Data Quality Maturity Model and 

Practice Guidebook）（如圖 5）：政府資

料可近性、可靠度及精確性常遭質疑，此指南

讓機關瞭解應採取哪些措施以加強資料品質。

（二）辦理活動（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ouncil 2018, 5-8）

1. 工作坊：如績效指標、利害關係人地

圖等工作坊。

2. 高峰論壇：召開 APGs展望高峰會，

讓機關績效領導人瞭解最佳實務及績效管理重

要工具。

3. 培訓：當代政府管理特質、白宮領導

發展計畫、指標制定等培訓課程。

（三）維護相關網站

1. 持續更新 PIC.gov，讓公眾易於取得

績效管理相關資訊、工具與資源。

2. 改 版 Performance.gov 此 一 向 公

眾傳達政府施政成果之網站，讓公眾更易於

使用、搜尋與瞭解績效資訊（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ouncil 2018, 5）。

要言之，PIC所辦上述工作，旨在增進各

層級相關人員之績效管理技能、建立或鞏固人

際關係網絡，並促進相關資訊或知識之流通；

且在 PIC主動提供協助之項目外，機關若有

需求而提請 PIC協助，PIC亦均全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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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績效管理相關議題之速覽（以「何謂績效管理？」為例）

資料來源：PIC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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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資料品質成熟度模型與實務指南

資料來源：PIC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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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標竿學習之構面與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PIC提供之資料

五、PIC經營績效管理社群及標竿學習

       之方法
在跨機關層次，截至 2017 年，PIC 之

績效管理社群中有 553 人（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ouncil 2018, 3），其中包

括負責產出機關策略計畫、優先目標及策略目

標之績效管理人員，亦包括其他執行聯邦計畫

管理或服務遞送之政府及民間人士；在此社群

中，既可接獲活動通知，亦可參與績效衡量、

改進、管理實務及相關議題之討論，並分享問

題、面臨挑戰及因應對策。

PIC法定職責中，既要促進機關間經驗分

享，亦需向企業、非營利組織及外國 /州 /地

方政府等單位學習績效改進之經驗。就公部門

內部之標竿學習而言，PIC會依據 5個構面

（契約、財務管理、人力資源、資訊科技及不

動產）去衡量機關之成本效率及服務品質（含

營運品質及顧客滿意度）（如表 1），各機關

可在政府內部網路中看到其他機關之表現；藉

此，可比較與自身規模及業務相似之機關，作

為學習之標竿。

六、績效管理人員應具之職能

為增進政府效率及效能，績效管理人

員於辦理績效管理業務時，必須具備關鍵

職能，始可妥善訂定目標、評估方案及分

析運用績效資訊。經美國人事管理局（U. 

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OMB 績 效 與 人 力 管 理 辦 公 室

（Office of Performance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OPPM）及 PIC之研究，發

現共 34項重要職能。由表 2可知，「可受課

責」、「說服／磋商」、「口語溝通」、「對

組織使命、功能與所處環境之覺察」、「組織

網絡與結盟」、「問題解決」及「書面溝通」

等 7項目為各層級績效管理人員之必備職能。

參、PIC績效管理制度之借鑑與
啟示

一、因應日益複雜施政議題，指標採多

       元管制作法
美國 GPRAMA將績效目標分為聯邦優先

目標（FGPGs）、機關優先目標（APGs）

及一般性目標等 3層，其中 FGPGs係跨機關

之重大 KPI，指導機關訂定對應之 APGs及

一般性目標，並以「季」為列管週期。PIC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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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居中協助機關制定達成目標之策略及務實之

指標。此係為因應日漸多元之為民服務業務及

對民眾承諾之重大施政，故採行訂定多元目標

之管制作法。

而我國同樣面臨民眾對於政府施政作為及

行政效能要求日益提升之情形，需跨機關處理

跨領域之複雜施政議題。未來於研擬國家重大

施政計畫時，應訂定跨機關目標與 KPI，強化

跨域協調整合，將有助於引導機關跨部門協調

合作及解決問題，提升施政效能。

二、加強重點部會諮詢及協助，聚焦民

       眾關注之重大施政
美國《美國法典》第 31篇第 901條（31 

U.S. Code §901）所列農業部等 24個支出

規模較大之機關，由 PIC強化機關內外部之

諮詢及管制，而非針對所有部會採齊頭平等之

管制作法，有助於運用 PIC有限之管考人力，

聚焦在重要部會之重點施政項目，值得學習。

為使施政聚焦並使人民有感，我國自

2018年起亦擇定內政部等 10個重點部會（註

3）納入重點 KPI，展現政府推動重大政策之

決心（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未來重點

部會及其重要施政，也應適時因應內外在環

境之變化與需求、社會輿論及民意重大關注事

項，與時俱進檢討修正，以滿足民眾對政府施

政績效日益提升之要求。

三、以服務代替管制及考核，形塑績效

       導向之組織文化
PIC之組織定位，考量政府機關之計畫案

件數眾多，因此係以協助提升機關整體績效為

主。PIC考量各機關業務屬性不一，整合不

同政策領域已累積之相關經驗與資料，提供公

私部門績效管理優良案例之標竿學習與專業諮

詢，並研訂績效管理手冊供機關參考，有利引

導機關建立績效導向之組織文化。

我國在行政院核定「行政機關管考作業簡

化」原則之後，積極推動機關落實自主管理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未來可學習美

國 PIC之制度，以管考機關（單位）推動施

政績效評估作業多年之實務經驗，提供機關多

元之績效評估方法與技術，以加強機關績效評

估人員之專業度，並持續協助機關提升專案管

理量能，逐步形塑以績效導向及自主管理為目

標之組織文化。

四、研訂績效管理專業職能需求，建構

       完備之教育訓練
美國人事管理局（OPM）發布之備忘錄

已具體載明績效管理人員所需具備職能，如此

有助於瞭解員工亟待強化之關鍵能力，從而規

劃設計相對應之培訓計畫，以養成與發展機關

與公務員績效管理相關技能；此外亦可在招募

員工時篩選出最合適之人才，達到適才適所之

目標，可為我國參考。

現行我國績效評估制度或是其他有關行政

變革之措施，都需要績效管理專業人員持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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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績效管理人員應具之職能

註：以紅色、黃色、綠色標註之職能，分別代表為包括3類、2類、1類績效管理人員之核心職能，其餘則屬補充或強化之職能。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OPM於 2012年 1月 3日發布之備忘錄  （Chief Human Capital Officers Counci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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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與精進，因此績效管理或研考人員勢必需要

具備相關專業知能。未來研訂公務員所需具備

之績效管理及專案管理關鍵職能愈顯重要，藉

由建構完備扎實之教育訓練，將有助於績效管

理制度之落實與績效目標之達成。

五、建立動態查核制度，及時預警並提

       供管考專業諮詢
美國藉由績效計畫制度，並透過設置績效

管理人員及 PIC組織運作，強化機關自內部

自我管理到外部專家諮詢建議之績效管理運作

機制，使機關能及時獲得績效管理諮詢建議，

有效協助機關達成施政目標。

目前我國施政計畫績效評估作業已實施多

年，機關已初具管理概念及評估技能，未來將

逐漸調整為以機關自評方式辦理。除需持續協

助部會強化自主管理外，未來可建立動態查核

之創新制度，由管考機關（單位）針對過去執

行績效待提升之部會或其所屬，於年度中或年

度末期（如約於第 2季至第 3季），進行機

關績效評估之抽查及協調作業，以利瞭解機關

至年度終了時可能之整體執行情形與績效達成

度，事先協助預警並提供管考專業諮詢，提升

機關年度整體施政績效。

附註
註 1：本文改寫自筆者出國考察報告「美國政府績效管理制度與實務」（施乃元、戴廷宇，2018）。

註 2：包括：(1)農業部、(2)商業部、(3)國防部、(4)教育部、(5)能源部、(6)衛生及公共服務部、(7)國土安全部、(8)  

          住宅及都市發展部、(9)內政部、(10)法務部、(11)勞動部、(12)國務院、(13)交通部、(14)財政部、(15)退伍軍人部、 

          (16)環保署、(17)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18)國際發展署、(19)總務署、(20)國家科學基金會、(21)核能管理委員會、

          (22)人事管理局、(23)小型企業管理局、(24)社會保障管理局。這些機關之支出占美國政府總支出之大部分。

註 3：包括內政部、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勞動部、科技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　　

　　   10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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