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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業 務 計 畫 及 預 算 說 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為推動花東地區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景觀，發展多元文化

特色，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增進居民福祉，特制定「花東地區發展

條例」，以達成花東地區永續發展之目標。 

依據「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第 12 條規定，為落實花東地區永

續發展，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基金總額新

臺幣 400億元。爰於 101年度成立本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透過本基金之有效運用，預期可在促進區域發展同時，善用花

東地區多元文化及景觀資源，建立產業品牌特色，以及防範產業與

環境資源保育間可能衝突，形成有別於西部區域之發展模式，真正

達成花東地區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施政重點： 

本基金之施政重點係依「花東地區發展條例」規定，促進花東

地區觀光及文化、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及環境之改善、生態環境保

護、基礎建設、產業發展、交通建設、醫療建設、社會福利建設、

災害防治、治安維護、河川整治及教育設施等各項發展措施，並以

永續發展為目標。 

三、組織概況： 

本基金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管理機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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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之特定收入來源，供

特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業務計畫： 

一、基金來源： 

本（107）年度預算編列 10億 4,420萬元，係依據「花東地區

發展條例」第 12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分十年編列預算撥入之公

庫撥款收入。 

二、基金用途： 

(一)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本年度預算編列 10 億 67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5 億

4,942 萬 2 千元，減少 5 億 4,272 萬 2 千元，主要係補助經費

減少所致，包括： 

1. 補助政府機關辦理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及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0億元，補助範圍主要涵蓋「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第 5條

所列舉之相關計畫。 

2. 辦理花東地區產業扶持、發展研究及推動執行等相關事宜

500萬元。 

3. 協助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及相關業務推動等所需

經費 170萬元。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本年度預算編列 146 萬 2千元，係辦理基金行政業務所需

經費，較上年度預算數 156萬 8千元，減少 10萬 6千元，主要

係旅運費及印刷裝訂費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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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10億 4,42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1億 4,795

萬 3 千元，減少 1 億 375 萬 3 千元，約 9.04%，係公庫撥款收

入減少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10 億 816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5 億

5,099萬元，減少 5億 4,282萬 8千元，約 35.00%，主要係本

年度補助經費減少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3,603萬 8千元，與上年

度預算短絀數 4億 303萬 7千元比較，由短絀轉為賸餘，主要係補

助經費減少所致。 

三、國庫撥補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年度 

以前年度累積  

撥付基金數額 
國庫撥補款 其  他 合   計 

101  4,000,000  4,000,000 

102 4,000,000 2,500,000  6,500,000 

103 6,500,000 2,300,000  8,800,000 

104 8,800,000 276,000  9,076,000 

105 9,076,000 1,212,200  10,288,200 

106 10,288,200 1,147,953  11,436,153 

107 11,436,153 1,044,200  12,480,353 

肆、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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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蓮縣部分 

關鍵策略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 

目標值 

經濟永續 

觀光旅遊人次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

之花蓮縣主要觀光遊憩

據點遊客人數(萬人) 

1,145 

家戶可支配所得 
可支配所得÷總戶數(萬

元) 
80.5 

新增工作機會  增加之就業人數(人) +1,500 

社會永續 

人口社會增加率 

(遷入人口數－遷出人口

數)÷年中人口數 x1,000‰   

(‰ ) 
0.97 

零歲之平均餘命 
依內政部定義之「零歲之

平均餘命」(歲) 
76.97 

參與公共與學習

活動次數 

包括藝文展演活動、終身

學習課程等參與人次(次

/年) 

13.20 

災害死傷人數 
每年全縣的災害死傷人

數(人) 
0.83 

環境永續 

公共運輸使用率 
公共運輸旅次÷總旅次數

(%) 
6.56 

自然生態景觀及

棲地面積 

依國家公園法、森林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

物保育法及濕地保育法

等法令劃設之各類自然

生態景觀及棲地面積(公

頃) 

137,320.18 

有機農作物耕種

面積 

經有機認證通過之農作

物耕種面積(公頃) 
1,561.36 

註：依據花蓮縣政府提送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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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東縣部分 

關鍵策略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 

目標值 

樂活臺東 

零歲之平均餘命 
依內政部定義之「零歲

之平均餘命」(歲) 
75.8 

緊急救護急救成

功率 

急救成功人數÷到院前

心肺功能停止之傷病患

x100%（%） 

22.60 

自然海岸線長度

比例 

自然海岸線長度÷海岸

線長度 x100%（%）(自然

海岸線長度為海岸線長

度扣除人工海岸長度，

人工海岸係指於海岸地

區構築人工設施者) 

69.42 

智慧臺東 

人口社會增加率 

(遷入人口數－遷出人

口 數 ) ÷ 年 中 人 口 數

x1,000‰ (‰ ) 

-0.79 

有機農作物耕種

面積 

經有機認證通過之農作

物耕種面積(公頃) 
1,000 

國際臺東 觀光旅遊人次 

臺東縣觀光旅遊處統計

之臺東縣觀光遊憩區遊

客人數(萬人) 

670 

創新臺東 
家戶可支配所得 

可支配所得÷總戶數(萬

元) 
65.0 

新增工作機會 增加之就業人數(人) +600 

註：依據臺東縣政府提送資料彙整。 

 

伍、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前（105）年度決算結果及績效達成情形：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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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來源：決算數 12 億 1,452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12 億

1,220 萬元，增加 232萬 6千元，約 0.19%，主要係收回補

助計畫結餘款及違約罰款收入所致。 

2. 基金用途：決算數 6億 2,673萬 6千元，較預算數 20億 2,314

萬 8千元，減少 13億 9,641萬 2千元，約 69.02%，主要係

部分補助計畫申請及執行情形未如預期所致。 

3. 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決算賸餘數 5億 8,779萬 1千元，

與預算短絀數 8億 1,094萬 8千元比較，由短絀轉為賸餘，

主要係部分補助計畫申請及執行情形未如預期所致。 

(二)前（105）年度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1.花蓮縣部分 

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經濟永續 

觀光旅遊

人 次 (萬

人) 

1,103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之

花蓮縣主要觀光遊憩據點

遊客人數，105 年度花蓮

縣觀光旅遊人次為 1,139

萬人次，已達成年度績效

目標。 

家戶可支

配 所 得

(萬元) 

74.4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

計，104 年度花蓮縣平均

每戶可支配所得為 76.86

萬元，將繼續強化產業發

展、推廣在地及特色文化

觀光，以提升家戶可支配

所得。 

新增工作

機會(人) 
+500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

計，105 年度花蓮縣就業

人口數為 15 萬 1 千人，較

104 年度 15 萬 2 千人，減

少 1 千人，較年度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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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減少 1,500 人，主要係自

105 年起，來台陸客減少，

衝擊花蓮縣觀光產業，致

使工作機會減少，將持續

努力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及

媒合，以提升新增工作機

會。 

社會永續 

人口社會

增 加 率

(‰ ) 

0.65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

計，105 年度花蓮縣人口

社會增加率為-0.91‰ ，較

年度目標值減少 1.56‰ ，

雖尚未達成年度目標值，

惟相較 104 年度增加

1.69‰ ，將持續努力營造

低碳樂活友善生活環境，

以提高人口社會增加率。 

零歲之平

均 餘 命

(歲) 

76.53 

依據內政部統計，104 年

度花蓮縣零歲之平均餘命

為 76.65 歲，將持續改善

醫療環境以提高零歲之平

均餘命。 

參與公共

與學習活

動次數人

(次/年) 

12.9 

1. 依據文化部統計，105

年度花蓮縣每人平均參

加藝文展演活動次數約

為 16.56 次/人(藝文展

演活動出席 5,488,000

人 次 / 年 中 人 口 數

331,372 人)。 

2. 依據教育部統計，105 

學年度花蓮縣每人平均

參與進修、終身教育學

課程數約為 0.0028 次/

人(國中小補校、高中/

職進修學校、實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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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學程、空中大學及大專

進修學校學生數919 人

/ 年中人口數 331,372

人)。 

3. 綜上，105 年度花蓮縣

參與公共與學習活動次

數共約 16.56 次/年，已

達成年度績效目標。 

災害死傷

人數（人) 
0.94 

依據花蓮縣消防局統計，

105 年度全縣災害死傷人

數為 5 人 ，較年度目標值

增加 4.06 人，雖尚未達成

年度目標值，惟相較 104

年度死傷人數 9 人已降

低，將持續努力強化災害

應變措施並宣導民眾災害

預防相關知能，以降低災

害死傷人數。 

環境永續 

公共運輸

使 用 率

(%) 
5.40 

依據交通部發布之民眾日

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交叉

統計，105 年度花蓮縣公

共運輸使用率為 6.1%，已

達成年度績效目標。 

自然生態

景觀及棲

地 面 積

(公頃) 

136,990.81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

界定之「自然保護區域」，

105 年度花蓮縣自然生態

景觀及棲地面積，包括：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約

11,414.58 公頃、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約 33,463.6

公頃、國家公園約 92,000 

公頃及濕地約 259 公頃，

合計約 137,137.18 公頃，

已達成年度績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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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有機農作

物耕種面

積(公頃) 

1,303.22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

計，105 年度花蓮縣有機

農 作 物 耕 種 面 積 為

1,394.50 公頃，已達成年

度績效目標。 

             註：依據花蓮縣政府提送資料彙整，年度目標值、績效衡量係經滾動檢討修

正，並均更新至最新統計數值。 

2.臺東縣部分 

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樂活臺東 

零歲之平

均 餘 命

(歲) 

74.84 

依據內政部統計，104 年

度臺東縣零歲之平均餘命

為 75.22 歲，將持續改善

醫療環境以提高零歲之平

均餘命。 

緊急救護

急救成功

率(%) 

19.5 

依據臺東縣消防局統計，

105 年度臺東縣緊急救護

急救成功率為 22.61%，已

達成年度績效目標。 

魅力臺東 
自然海岸

線長度比

例(%) 

69.5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

105 年度臺東縣自然海岸

線長度比例為 69.42%，較

年度目標值減少 0.08%，主

要係溫室效應、氣候變遷

海平面上升、水庫攔砂及

抽砂、沿海抽取地下水造

成地層下陷、防風林被砍

伐，導致沙源吹向內陸流

失等因素交互影響所致，

將持續努力維持現況海岸

線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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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觀光旅遊

人 次 (萬

人) 

642 

依據臺東縣觀光旅遊處統

計，105 年度臺東縣觀光

旅遊人次為 676 萬人次，

已達成年度績效目標。 

希望臺東 

人口社會

增 加 率

(‰ ) 

1.84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

計，105 年度臺東縣人口

社會增加率為-2.81 ‰ ，較

年度目標值減少 4.65‰ ，

雖尚未達成年度目標值，

惟相較 104 年度增加

2.57‰ ，未來將持續改善

公共設施及交通運輸服務

水準等，以提高人口社會

增加率。 

家戶可支

配 所 得

(萬元) 

68.9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

計，104 年度臺東縣家戶

可支配所得為 63.6 萬元，

將繼續強化產業發展、推

廣觀光，以提升家戶可支

配所得。 

新增工作

機會(人) 
+1,200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

計，105 年度臺東縣就業

人口數為 10萬 5千人， 較

104 年度 10 萬 4 千人，增

加 1 千人，較年度目標值

減少 200 人，將持續改善

就業環境並創造新增工作

機會。 

有機農作

物耕種面

積(公頃) 

575.73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

計，105 年度臺東縣有機

農作物耕種面積為 602.7

公頃，已達成年度績效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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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依據臺東縣政府提送資料彙整，績效衡量業更新至最新統計數值。 

 

二、上（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績效達成情形： 

(一)上年度預算截至 106年 6月 30日止執行情形：  

1. 基金來源：106年截至 6月 30日止實際執行數 11億 4,855

萬 7千元，較年度預算分配數 11億 4,795萬 3千元，增加

60萬 4千元，約 0.05%，主要係收回補助計畫結餘款及違約

罰款收入所致。 

2. 基金用途：106 年截至 6 月 30 日止實際執行數 2 億 4,013

萬 7千元，較年度預算分配數 3億 5,391萬 3千元，減少 1

億 1,377 萬 6 千元，約 32.15%，主要係部分補助計畫尚待

請款及刻正辦理撥款程序作業所致。 

3. 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106 年截至 6 月 30 日止實際執行

賸餘數 9億 842萬元，較年度預算分配數 7億 9,404萬元，

增加 1 億 1,438 萬元，約 14.40%，主要係部分補助計畫請

款作業未如預期所致。 

(二)上（106）年度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1.花蓮縣部分 

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經濟永續 
觀光旅遊人次

(萬人) 

依據花蓮縣政府觀光處統

計，106 年度上半年花蓮縣觀

光旅遊人次約為 499 萬人

次，將持續積極推動觀光產

業以提高旅遊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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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家戶可支配所

得(萬元)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

104 年度花蓮縣平均每戶可

支配所得為 76.86 萬元，將繼

續強化產業發展、推廣在地

及特色文化觀光，以提升家

戶可支配所得。 

新增工作機會

(人)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

105 年度花蓮縣就業人口數

為 15 萬 1 千人，將持續努力

透過多元媒合管道及策略，

以增加就業人數。 

社會永續 

人口社會增加

率(‰ ) 

依據內政部統計，106 年度上

半年花蓮縣人口社會增加率

為-1.21‰ ，將持續努力營造

低碳樂活友善生活環境，以

提高人口社會增加率。 

零歲之平均餘

命(歲) 

依據內政部統計，104 年度花

蓮縣零歲之平均餘命為76.65

歲，將持續改善醫療環境以

提高零歲之平均餘命。 

參與公共與學

習 活 動 次 數

(次/年) 

依據花蓮縣文化局統計，106

年度上半年花蓮縣每人平均

參加藝文展演活動次數約為

3.39 次/人（藝文展演活動出

席 1,118,219 人次/年中人口

數 329,976 人），將持續推廣

在地文化展演活動及教育進

修課程，以提升參與公共與

學習活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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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災害死傷人數

(人) 

依據花蓮縣消防局統計，106

年度上半年全縣災害死傷人

數為 2 人，將持續努力強化

災害應變措施並宣導民眾災

害預防相關知能，以降低災

害死傷人數。 

環境永續 

公共運輸使用

率(%) 

依據交通部發布之民眾日常

使用運具狀況調查交叉統

計，105 年度花蓮縣公共運輸

使用率為 6.1%，將持續推廣

民眾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自然生態景觀

及 棲 地 面 積

(公頃)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界

定之「自然保護區域」，105 

年度花蓮縣自然生態景觀及

棲地面積，包括：野生動物

保護區約 11,414.58 公頃、野

生 動 物 重要 棲息 環 境 約

33,463.6 公頃、國家公園約

92,000 公頃及濕地約 259 公

頃，合計約 137,137.18 公頃，

將持續努力達成年度績效目

標。 

有機農作物耕

種面積(公頃) 

依據花蓮縣農業處統計，106

年度上半年花蓮縣有機農作

物耕種面積為 1,418.99 公

頃，將持續努力達成年度績

效目標。 

 註：依據花蓮縣政府提送資料彙整，績效衡量業更新至最新統計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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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東縣部分 

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樂活臺東 

零歲之平均餘

命(歲) 

依據內政部統計，104 年度臺

東縣零歲之平均餘命為 75.22

歲，將持續推動醫療環境改善

及資源挹注，以提高零歲之平

均餘命。 

緊急救護急救

成功率(%) 

依據臺東縣消防局統計，106

年度上半年臺東縣緊急救護

急救成功率為 26.47%，預計

106 年度可達成年度績效目

標。 

自然海岸線長

度比例(%)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105

年度臺東縣自然海岸線長度

比例為 69.42%，將持續努力達

成年度績效目標。 

智慧臺東 

人口社會增加

率(‰ ) 

依據內政部統計，106 年度上

半年臺東縣人口社會增加率

為-1.06‰ ，預計 106 年度可達

成年度績效目標。 

有機農作物耕

種面積(公頃) 

依據臺東縣農業處統計，106

年度上半年臺東縣有機農作

物耕種面積為 589.06 公頃，

將持續推動有機農作物政

策，以提高有機農作物耕種面

積。 

國際臺東 
觀光旅遊人次

(萬人) 

依據臺東縣觀光旅遊處統

計，106 年度上半年臺東縣觀

光旅遊人次為 363.6 萬人次，

將持續積極推動觀光產業以

提高旅遊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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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創新臺東 

家戶可支配所

得(萬元)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

104 年度臺東縣家戶可支配所

得為 63.6 萬元，將繼續強化

產業發展、推廣觀光，以提升

家戶可支配所得。 

新增工作機會

（人）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

105 年度臺東縣就業人口數為

10 萬 5 千人，將持續改善就

業環境並創造新增工作機會。 

                 註：依據臺東縣政府提送資料彙整，績效衡量業更新至最新統計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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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主 要 表



前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1,214,526 基金來源 1,044,200 1,147,953 -103,753 

29    財產收入 — — —

29      利息收入 — — —

1,212,200 　 政府撥入收入 1,044,200 1,147,953 -103,753 

1,212,200 　　 公庫撥款收入 1,044,200 1,147,953 -103,753 

2,298    其他收入 — — —

2,298      雜項收入 — — —

626,736 基金用途 1,008,162 1,550,990 -542,828 

626,271 一、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006,700 1,549,422 -542,722 

464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462 1,568 -106 

587,791 本期賸餘（短絀） 36,038 -403,037 439,075 

8,479,506 期初基金餘額 8,664,260 7,668,558 995,702 

— 解繳公庫 — — —

9,067,297 期末基金餘額 8,700,298 7,265,521 1,434,777 

註：1.前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上年度預算數為法定預算數。

    2.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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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預計公庫撥款收入 10億 4,420萬元。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基金用途計 10億 816萬 2千元，包括： 

（一）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0億 670萬元。 

1. 補助政府機關辦理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及永續發展相關

計畫 10億元。 

2. 服務費用 670萬元。 

（二）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46萬 2千元。 

1. 服務費用 136萬 2千元。 

2. 材料及用品費 10萬元。 

三、本年度預計賸餘 3,603萬 8千元，期末基金餘額 87億 29萬 8千

元，將支應辦理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等經費需求。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36,038 

  調整非現金項目 2,388 流 動 資 產 淨 增 16,062 千

元、流動負債淨增18,450

千元。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8,426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

  備金

—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38,42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563,57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601,996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現 金 流 量 預 計 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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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明 細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數量(業務量)利(費)率 金額

 政府撥入收入　 1,044,200 

　 公庫撥款收入 1,044,200 依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第12條規定

，107年度公庫撥款10億4,420萬

元。

總        計 1,044,200 

行 政 院

科目及業務項目 單位 說       明

中華民國107年度

預      算      數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基 金 來 源 明 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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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9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

決算數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626,271 一、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006,700 1,549,422 

2,893 　　服務費用 6,700 6,580 

—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500 500 宣傳花東地區之自然生態保

育，特殊景觀環境及原住民

族文化，並建立產業品牌特

色，以落實花東永續發展目

標所需之業務宣導費。

793     　一般服務費 1,200 1,080 協助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

動小組及相關業務推動所需

勞務承攬人力2人，計1,200

千元。

2,100     　專業服務費 5,000 5,000 辦理花東地區產業扶持、發

展研究及推動執行等相關事

宜。

623,378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000,000 1,542,842 

623,378     　捐助、補助與獎助 1,000,000 1,542,842 補助政府機關辦理綜合發展

實施方案及相關計畫，落實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目標。

464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462 1,568 

441   　服務費用 1,362 1,468 

349     　旅運費 1,182 1,268 

76       　國內旅費 432 432 為協助推動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業務，赴花東地區會商協

調及計畫現勘所需旅費，以

瞭解計畫之實施成效，確保

符合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目

標。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基 金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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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9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

決算數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基 金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260       　國外旅費 750 836 為落實花東地區永續發展，

預定辦理生物多樣性保育與

文化地景保存永續利用考察

，藉由拜會相關機關，實地

考察如何推動社會與自然和

諧共生環境，兼顧產業永續

經營，希能汲取其政策規

劃、推動機制及發展經驗，

作為政策推動之參考。
13         其他旅運費 — —

42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80 100 花東永續發展相關法規、會

議資料及基金預（決）算書

等印刷裝訂費。

50     　專業服務費 100 100 邀請學者專家參與會議出席

費。

23   　材料及用品費 100 100 

23     　用品消耗 100 100 各項辦公用品、開會茶水及

誤餐便當等。

626,736 總         計 1,008,162 1,55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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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附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別
單

位

單位成本

(元)或平均

利(費)率

數   量 預 算 數

一、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相關計畫

 1,006,700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

    畫

1,462 

合　　　　計 1,008,162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補助政府機關辦理綜合發展

實施方案及相關計畫，促進

落實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目標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等。

為一般性業務管理費用。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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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參 考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9,086,422 資　　　產 8,719,423 8,664,935 54,488 

9,086,422 流動資產 8,719,423 8,664,935 54,488 

8,966,576 現金 8,601,996 8,563,570 38,426 

2,419 應收款項 — — —

117,427 預付款項 117,427 101,365 16,062 

9,086,422 資產總額 8,719,423 8,664,935 54,488 

19,125 負　　　債 19,125 675 18,450 

19,125 流動負債 19,125 675 18,450 

19,125 應付款項 19,125 675 18,450 

9,067,297 基　金　餘　額 8,700,298 8,664,260 36,038 

9,067,297 基金餘額 8,700,298 8,664,260 36,038 

9,067,297 　基金餘額 8,700,298 8,664,260 36,038 

9,086,422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8,719,423 8,664,935 54,488 

科　　目
107年12月31日

預計數

106年12月31

日預計數
比較增減(－)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預 計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107年12月31日

105年12月31日

實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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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及 項 目
單

位
數量

單位成本

(元)或平均

利(費)率

預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一、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006,700 

上年度預算數

一、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549,422 

前年度決算數

一、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626,271 

（104）年度決算數

一、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385,151 

（103）年度決算數

一、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88,223 

二、花東地區永續發展投資計畫 —

三、花東地區永續發展貸款計畫 —

說　　　明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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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兼任人員 26 — 26 

  推動小組委員 26 — 26 依據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

小組設置要點第3點規定，花東

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置委員21人

至26人。

總         計 26 — 26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員 工 人 數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註：1.協助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及相關業務推動所需勞務承攬人力2人，所需經費

      計1,200千元，於「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服務費用」預算科目項下支應。

    2.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業奉行政院105年11月9日院授主基法字

      第1050200973A號令修正部分條文，修正後該基金不再設置管理會。

說    明科　　目
上年度最高可

進用員額數

本 年 度

增減(－)數

本年度最高可

進用員額數

29



合     計 - - - - - - - - - - - - - - - - - -

註：協助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及相關業務推動所需勞務承攬人力2人，所需經費計1,200

    千元，於「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服務費用」預算科目項下支應。

合 計
其

他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中華民國107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正

式

員

額

薪

資

聘僱

人員

薪資

超時

工作

報酬

提

撥

福

利

金

獎　　金
退休及

卹償金

資

遣

費

福　利　費

傷

病

醫

藥

費

津

貼

提

繳

費

用 人 費 用 彙 計 表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總  計年

終

獎

金

考

績

獎

金

其

他

退

休

金

卹

償

金

分

擔

保

險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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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花東地區

永續發展

相關計畫

一般行政

管理計畫

3,334 8,048   服務費用    8,062 6,700 1,362 

349 1,268       旅運費   1,182 — 1,182 

42 60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580 500 80 

793 1,080       一般服務費 1,200 1,200 —

2,150 5,100       專業服務費 5,100 5,000 100 

23 100   材料及用品費    100 — 100 

23 100       用品消耗 100 — 100 

623,378 1,542,842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1,000,000 1,000,000 —

623,378 1,542,842       捐助、補助與獎助 1,000,000 1,000,000 —

626,736 1,550,990 合　　計 1,008,162 1,006,700 1,462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各 項 費 用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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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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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增加數 減少數

資產 40 40 — — — —

機械及設備 40 40 — — — —

中華民國107年度

期末餘額

行 政 院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取得成本/

舉債數

以前年度累

計折舊（

耗）/長期

投資評價/

未攤銷溢（

折）價

本年度變動
本年度累

計折舊（

耗）/長期

投資評價

變動數/溢

（折）價

攤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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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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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經濟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通過決議 16項： 

(一) 「花蓮縣第 2期（105至 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
案」項下「花蓮市日出觀光香榭大道整體景觀工程」
建設方案，係由花蓮縣政府提案，並於 105年 5月
10 日，由花東推動小組審議通過。然而，該案在
地方政府提案後，其周圍之鄰近住戶隨即提出對該

案之質疑，憂心出現地區淹水、交通動線遇阻、停
車空間不足、傳統文化消逝等問題。爰此，要求主
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就本案重新進行檢討，同時
要求國家發展委員會在加速提案之審查時，亦應嚴
格檢視各項提案之要旨與本基金之核心精神「花東
地區永續發展」的連結性，並提檢討報告送交立法
院經濟委員會。 

遵照辦理。報告已於 107 年 1 月 12 日
以發國字第 1071200046號函送立法院。 

(二) 依據「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9.1.2推動原
則之規定，「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應依行政程序法辦
理聽證會，並經所籌組之專案小組審查通過後，始
得陳報行政院核定後，推動辦理。」然據地方民意

反映，「花蓮縣第 2 期（105 至 108 年）綜合發展
實施方案」下之部分地方政府之提案，其計畫案之
場址選擇與規劃並未依規定舉辦聽證會與地方進
行溝通，此舉除了已違反前述規定外，亦凸顯出花
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管理單位於相關計畫審查
時，並未嚴格要求提案單位依照規定辦理。爰此，
要求國家發展委員會應立即檢討缺失，督促提案單
位須依規定及程序辦理專案聽證會，與民眾進行溝
通、納入居民意見，檢討報告請於 1個月內送交立
法院經濟委員會。 

遵照辦理。報告已於 107 年 1 月 10 日
以發國字第 1071200048號函送立法院。 

(三) 行政院設置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以推動花東地

區永續發展、實踐花東地區發展條例之立法精神。
該小組設置委員 21至 26人，除由行政院指派政務
委員擔任召集人及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
副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派（聘）兼之，
包含部會副首長、地方首長及專家、學者代表。推
動小組自 101 年起，已召開 13 次會議，然據查，
部會副首長之會議參與率相當低，此舉已違推動小
組設置之初衷，亦是造成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低
執行率因素之一。爰此，要求基金主管機關應立即
檢討推動小組設置要點、提出改善計畫，以落實花
東地區發展條例之立法精神，促進東部地區永續發

展。檢討報告請於 1 個月內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
會。 

遵照辦理。報告已於 107 年 1 月 11 日

以發國字第 1071200053號函送立法院。 

(四) 為推動花東地區產業永續發展，我國遂制定「花東
地區發展條例」，其中第 12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遵照辦理。報告已於 107 年 1 月 16 日
以發國字第 1071200097號函送立法院。 



行 政 院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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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應設置「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計 400億元，分
10 年編列。據統計，自 101 年起，國庫累計撥補
已達 115億元，然各年度之預算使用率卻相當低，
有違基金設立之目標與精神。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
金低使用率其中因素之一為：各部會單位被動等待
地方政府提案，忽視主動提案的權利與責任。爰

此，要求基金主管機關應向各部會說明本基金之使
用規定，並協調各部會針對花東地區永續發展，提
出相關合作計畫，以充分利用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
金，促進東部地區產業永續發展，檢討報告請於 1
個月內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五) 為促進花東地區永續發展，我國制定花東地區發展
條例，並設置 400 億元基金。雖根據其實施方案，
地方縣政府、推動小組及行政主管機關皆可進行提
案，然自 100 年 6 月 29 日公布實施以降，僅多為
地方政府進行提案；又因眾多因素，遂導致花東地
區永續發展基金運用、執行率低之現狀。爰此，要

求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立即檢討花東地區發
展條例及其相關作業、實施辦法，並調整花東地區
永續發展基金之提案、流程與使用方式，以符合條
例設置之精神、活絡基金之運用，期能達到建設花
東之功效，檢討報告請於 1 個月內送交立法院經
濟委員會。 

遵照辦理。報告已於 107 年 1 月 19 日
以發國字第 1071200133號函送立法院。 

(六) 據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4 年度績效達成分析
顯示，原估計花蓮縣旅遊每人每日消費額之年度目
標值為 10,646 元，實際達到消費額為 6,874 元，
衰退 3,772元，檢討結果認為是受到主要來台旅客
國家幣值貶值而影響消費所致。觀諸 104 年度之

觀光旅遊人次成長 94萬人次、新增工作機會 2,000
人得知，觀光旅遊人次成長帶動就業機會固然是好
事，國外旅客卻未創造高度消費力。允應檢討是否
低估觀光旅遊人次，以製造花東旅遊之錯誤想像？
抑或應整體檢討創造就業人口是否能支應大量外
來遊客的服務成本？爰此，要求花東地區永續發展
基金 2 個月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書面專案
報告。 

遵照辦理。報告已於 107 年 1 月 18 日
以發國字第 1071200120號函送立法院。  

(七)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6年度「年度關鍵績效指
標」由花蓮縣訂定經濟永續、社會永續及環境永續
等 3大關鍵策略目標，及觀光旅遊人次、家戶可支

配所得、新增工作機會等 10 項關鍵績效指標；台
東縣則擬定樂活台東、智慧台東及國際台東等 3大
項關鍵策略目標，及包含零歲之平均餘命、緊急救
護急救成功率、自然海岸線長度比例等 8項關鍵績

遵照辦理。報告已於 107 年 1 月 22 日
以發國字第 1071200163號函送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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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效指標；惟查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4年度多項
關鍵績效指標皆未能達成，本應妥適運用基金資
源，加強推動各項發展措施，然 106年度部分關鍵
指標所訂目標值甚至低於 104 年度實際值或同其
目標值，恐有過度消極保守之虞，不利達成基金任
務，爰請審酌基金設立目的，於 1個月內重新檢討

擬定積極合理之目標值，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 

(八)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6年度預算案編列「花東
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預算 17 億 2,158 萬元，
較 105 年度預算數減少 3 億元，減幅 14.84%；惟
查該基金主要業務「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03及 104年度決算數分別為 1億 8,822萬 3千元
及 3億 8,515萬 1千元，執行率僅 12.16%及 37.7%，
105年度實際執行率亦屬偏低，且據 104年度中央
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台東縣及花蓮縣政府擬定之
第 1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101至 104年）截至 104

年底止計有 37 項行動計畫預算執行率未達 80%，
顯見其計畫執行效能低落，國家發展委員會應優先
檢討過去年度預算執行率低落問題，並落實追蹤督
導台東縣政府及花蓮縣政府相關計畫辦理情形，以
確實發揮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應有效益。 

遵照辦理。 

(九)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6 年度編列花東地區永
續發展相關計畫預算數 17 億 2,158 萬元，該計畫
為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近年主要業務計畫，然而
103及 104年度之執行率僅 12.16%及 37.7%，據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所載，台東縣及花蓮
縣政府擬定之第 1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101至 104

年）截至 104 年底止計有 37 項行動計畫執行率未
達 80%，其中經費主要來自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者計有 26項，占比高達 70.27%，進度落後情形嚴
重。爰要求國家發展委員會針對執行率偏低之情形
積極檢討，並協助花蓮縣及台東縣政府加強辦理，
以利計畫順利推動。 

遵照辦理。 

(十)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6 年度預算案編列花東
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7 億 2,158 萬元，經查，
此計畫為該基金近年主要之業務，惟 103年度預算
編列 15億 4,794萬元，執行率僅 12.1%；104 年度
預算編列 10 億 2,158 萬元，執行率為 37.7%，皆

屬偏低，實有檢討之必要。爰要求國家發展委員會
積極檢討且協助地方政府加強辦理，並將相關辦理
情形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遵照辦理。報告已於 107 年 1 月 16 日
以發國字第 1071200102號函送立法院。 

(十一)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6年度預算案編列「花東遵照辦理。 



行 政 院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6年度 

37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預算數 17億 2,158萬元，
較 105 年度預算數 20 億 2,158 萬元減少 3 億元，
減幅 14.84%。該計畫包含補助政府機關辦理綜合
發展實施方案及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7 億元，範圍
涵蓋「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第 5條所列舉計畫，並
辦理行動學習數位列車等教育計畫及在地運動績

優人才培育暨輔導就業等體育相關計畫；辦理花東
地區產業扶持、發展研究及推動執行等事宜 2,000
萬元及協助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及相關
業務等推動經費 158萬元；然根據 103及 104 年度
決算數分別為 1億 8,822萬 3千元及 3億 8,515萬
1千元，執行率僅 12.16%及 37.7%，顯見花東地區

永續發展基金永續發展相關計畫近年預算執行率
偏低，為有效提升基金運用，爰要求國家發展委員
會應積極檢討問題癥結，並協助花蓮縣及台東縣政
府加強辦理。 

(十二) 為落實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目標，花東地區永續發展

基金 106年度「年度關鍵績效指標」由花蓮縣訂定
經濟永續、社會永續及環境永續等 3大關鍵策略目
標，及觀光旅遊人次、家戶可支配所得、新增工作
機會等 10 項關鍵績效指標；台東縣則擬定樂活台
東、智慧台東及國際台東等 3大項關鍵策略目標，
及包含零歲之平均餘命、緊急救護急救成功率、自
然海岸線長度比例等 8項關鍵績效指標。檢視該基

金 104年度績效達成情形，花蓮縣部分，8項關鍵
績效指標中，家戶可支配所得、國內旅遊每人每日
消費額及人口社會增加率等 3 項未達成原定目標
值，其中家戶可支配所得僅 71.54萬元，與原定目

標值 80.34萬元相距頗大；台東縣部分，則包含自
然海岸線長度比例、觀光旅遊人次、新增工作機會
及有機農作物耕種面積等 4項未達目標值，占比高
達五成，績效成果欠佳。另 106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中，花蓮縣「家戶可支配所得」、「觀光旅遊人次」、
「新增工作機會」、「零歲之平均餘命」及「自然生
態景觀及棲地面積」與台東縣「自然海岸線長度比
例」、「觀光旅遊人次」、「人口社會增加率」及「新
增工作機會」等所訂目標值較 104年度目標值或實
際值為低或未增加，凸顯該基金目標值訂定欠缺積
極性，爰要求國家發展委員會審酌基金設立目的於

3個月內擬定更為積極合理目標值，並送交立法院
經濟委員會。 

遵照辦理。報告已於 107 年 1 月 23 日

以發國字第 1071200164號函送立法院。 

(十三) 針對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6年度「年度關鍵績
效指標」由花蓮縣訂定經濟永續、社會永續及環境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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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等 3大關鍵策略目標，及觀光旅遊人次、家戶
可支配所得、新增工作機會等 10 項關鍵績效指
標；台東縣則擬定樂活台東、智慧台東及國際台東
等 3大項關鍵策略目標，及包含零歲之平均餘命、
緊急救護急救成功率、自然海岸線長度比例等 8項
關鍵績效指標。檢視該基金 104 年度績效達成情

形，花蓮縣部分，8項關鍵績效指標中，家戶可支
配所得、國內旅遊每人每日消費額及人口社會增加
率等 3項未達成原定目標值，其中家戶可支配所得
僅 71.54 萬元，與原定目標值 80.34 萬元相距頗
大；台東縣部分，則包含自然海岸線長度比例、觀
光旅遊人次、新增工作機會及有機農作物耕種面積

等 4 項未達目標值，占比高達五成，績效成果欠
佳，爰要求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妥適運用基金資
源，加強推動各項發展措施。 

(十四) 針對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6 年度預算案編列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預算數 17億 2,158

萬元，該計畫 103 及 104 年度決算數分別為 1 億
8,822萬 3千元及 3億 8,515萬 1千元，執行率僅
12.16%及 37.7%，另 105年度截至 9月底止，執行
數 3億 6,843萬 3千元，若不計入以前年度計畫執
行數，實際執行數僅 1億 7,014萬 6千元，占預算
分配數 46.15%，執行率仍偏低，爰要求花東地區
永續發展基金積極檢討問題癥結，協助花蓮縣及台

東縣政府加強辦理。 

遵照辦理。 

(十五)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6年度預算案編列「花東
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預算數 17億 2,158萬元，
此為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近年主要業務計畫，

103及 104年度決算數分別為 1億 8,822萬 3千元
及 3億 8,515萬 1千元，執行率僅 12.16%及 37.7%；
另 105年度截至 9月底止，執行數 3億 6,843萬 3
千元，若不計入以前年度計畫執行數，實際執行數
僅 1 億 7,014 萬 6 千元，占預算分配數 46.15%，
執行率仍偏低。綜上，允應積極檢討問題癥結，協
助花蓮縣及台東縣政府加強辦理，請於 1個月內提
出改善檢討報告，以利花東地區永續發展。 

遵照辦理。報告已於 107 年 1 月 16 日
以發國字第 1071200101號函送立法院。 

(十六) 有鑑於為推動花東地區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景
觀，發展多元文化特色，提升生活品質環境，增進
居民福祉，依據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

規定，自 101年度起設置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並由國庫分 10 年撥充基金 400 億元，期善用東部
區域多元文化及景觀資源，建立產業品牌特色，形
成有別於西部區域之發展模式，達成花東地區域永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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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目標。特別收入基金依預算法規定應有特定
收入來源，惟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收入僅仰賴國
庫編列預算補助，基金屬性於法未盡相符，應依預
算法等相關規定，特別收入基金應有特定收入來
源，以維基金永續長久之運作，並戮力照顧花東地
區以縮短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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