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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1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公告日期：102 年 5 月 9 日 

壹、前言 

一、為厚實社會發展政策研究，推動政府組織改造，整合政府施政計畫管理作業，落實三級

管考制度，推動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建構資訊共享環境，提供跨域優質電子化服務，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提升政府知識管理效能與便捷應用檔案資訊，本會 101 年度施政主軸含

括「精進結果導向的績效管理，落實政府對民眾的承諾」、「強化政策統合協調機制，進行

政府一體的組織改造 」、「促進政府資訊流通，協助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及「簡化行政流

程，提升服務效能 」、「促進資源共享，提升既有資源效益」及「活化公共資訊與知識，提

升政府策略思維能力」六項關鍵策略目標組成，並在前述施政主軸下，推動各項創新服務及

措施，一年來成果豐碩。為評估 101 年度施政績效，本會各局處室之自評作業於 102 年 1 月

25 日完成，初核作業係由本會成立初核評估作業小組，由兩位副主任委員共同擔任召集人，

小組成員則由本會主任秘書、研究委員、人事室主任及主計室主任擔任。 

二、本會評核作業分 2 階段進行，第 1 階段由本會初核作業幕僚單位彙總各局處室所提報自

評作業資料，送請前開小組成員研擬意見。第 2 階段則於 102 年 2 月 25 日召開初核會議共同

研商討論自評作業資料及小組成員所研提意見，確立本會施政績效報告內容，並由幕僚單位

依會議結論修正後簽奉核定。 

貳、機關 98 至 101 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 4 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預決算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決算 98 99 100 101 

合計 預算 2,547 2,072 1,897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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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 2,435 1,986 1,849 1,488 

執行率

(%) 
95.60% 95.85% 97.47% 98.41% 

普通基金(總預算) 

預算 2,547 2,072 1,897 1,512 

決算 2,435 1,986 1,849 1,488 

執行率

(%) 
95.60% 95.85% 97.47% 98.41% 

普通基金(特別預算) 

預算 0 0 0 0 

決算 0 0 0 0 

執行率

(%) 
0% 0% 0% 0% 

特種基金 

預算 0 0 0 0 

決算 0 0 0 0 

執行率

(%) 
0% 0% 0% 0% 

＊本施政績效係就普通基金部分評估，特種基金不納入評估。 

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一）預算增減原因分析： 

１、99 年度預算較 98 年度預算減列 474,923 千元，主要係減列公共建設計畫「政府資通建

設」、「國家檔案數位服務計畫」等經費約 205,729 千元，科技發展計畫「社會發展政策研

究」、「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計畫」經費 19,194 千元，及所屬檔案管理局 98 年度配

合行政院短期促進就業政策，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辦理「機關檔案管理作業計畫」250,000 千

元。 

２、100 年度預算較 99 年度預算減列 175,326 千元，主要係減列公共建設計畫「政府資通建

設」、「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國家檔案數位服務計畫」等經費約 161,023 千元，科技

發展計畫「社會發展政策研究」、「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計畫」經費 14,303 千元。 

３、101 年度預算較 100 年度預算減列 384,635 千元，主要係減列公共建設計畫「政府資通訊

應用建設」、「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國家檔案數位服務計畫」等經費約 379,170 千

元，科技發展計畫「社會發展政策研究」、「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計畫」經費 5,465

千元。 

（二）預、決算落差原因分析： 各年度決算賸餘，主要係節約用人未足額進用人事費節餘、

撙節 各項經常支出，及採購案節餘等。 

三、機關實際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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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98 99 100 101 

人事費占決算比例(%) 14.74% 18.26% 19.77% 25.38% 

人事費(單位：千元) 359,035 362,621 365,600 377,618 

合計 317 314 322 312 

職員 249 246 256 246 

約聘僱人員 34 33 32 32 

警員 3 3 3 3 

技工工友 31 32 31 31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參、目標達成情形（「★」表示綠燈；「▲」表示黃燈；「●」表示紅燈；「□」表示白

燈）。「初核」表示部會自行評估結果；「複核」表示行政院評估結果。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精進結果導向的績效管理，落實政府對民眾的承諾。 

１.關鍵績效指標：院長於院會及巡視指示事項之辦理完成比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80 90 90 

實際值 -- -- 91.8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院長於院會及巡視指示事項解除追蹤或改列自行追蹤項數÷院長於院會及巡視指示事項列

管追蹤應於年度內完成項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1 年度院長於行政院會議指示及巡視指示事項列管案件共計 2,493 案，解除追蹤及改為

自行追蹤計 2,289 案，繼續追蹤 204 案，完成比率 91.8％，超過原訂目標。 

２、有關院長於院會及巡視等指示事項，每週均針對相關紀錄，篩選應予追蹤事項，分案請

相關機關積極辦理，並定期回報辦理情形。每月整理相關機關辦理情形，並擇其重大成果者

摘述列管成效，簽陳院長核閱。各項列管案件辦理情形亦公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供民眾瞭

解。另為瞭解自行追蹤項目執行情形，必要時函請主辦機關限期更新說明辦理進度，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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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掌握最新資訊。此外，為確立「依限完成，明確賞罰」原則，「院長交辦或指示事項

追蹤作業要點」於 99 年 4 月 19 日奉院核定，並於 99 年 4 月 22 日函頒實施，各機關除遵循

規定辦理外，對其所提問題，並建立意見反應服務窗口即時回應；另為精進追蹤案件之達成

率，並於追蹤作業系統配合增修相關需求，以完善系統功能、便利追蹤作業執行。 

２.關鍵績效指標：社會發展類院列管計畫評估建議參採比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45 47 85 

實際值 -- -- 98.11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前 1 年度委託評估建議項數參採數÷前 1 年度委託評估建議項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本會 100 年度辦理「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計畫」、「客家傳播發展計畫」、

「一般廢棄物資源循環推動計畫」及「加速辦理智慧醫療照護計畫」等 4 案中長程個案計畫

效益評估，101 年度追蹤前一年度 53 項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其中已採行者 38 項，具參考價

值者 14 項，合計 52 項，參採率為 98.11％，達成度 115.42％。 

２、中長程個案計畫效益評估案雖委託外部進行，惟作業方式係採合作模式，參與評估之本

會同仁，皆係長久以來參與受評估計畫之計畫編審、作業擬定、執行列管、年度評核等工

作，對於計畫實務操作均能適時掌握，且全程參與委託評估案之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焦點

座談及實地訪查，因此本項效益評估報告所提建議事項，能夠實質參與提供撰擬意見，讓相

關建議更能貼近實務、切合需要，而能以務實作法，改進政府施政作為，相關部會也能依建

議事項研擬未來計畫方向。故相關建議事項參採情形較一般政策研究案為高。 

３.關鍵績效指標：推動地方計畫 e 化管理機制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20 40 68 

實際值 -- -- 82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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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縣市政府使用數量÷全部縣市政府）×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建置 12 個子系統供縣市政府選用：為協助地方計畫 e 化管理，本會業已開發建置地方政

府計畫管理資訊網（以下簡稱 LGPMnet），包含中程施政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年度施政

計畫、先期作業、選項列管、作業計畫、執行情形、計畫查證、計畫評核、績效評核、追蹤

作業、專案管理等 12 個子系統，提供縣市政府選用。 

２、為提高 LGPMnet 系統使用率，於 101 年 3 月行文 22 縣市政府，介紹本系統功能及推動

現況，於 6 月~7 月邀集 22 縣市政府舉辦 2 場次「地方治理與計畫效能提升標竿學習營」，

計有計畫管考、主計 120 名人員參與，課程介紹推動地方計畫 e 化管理機制，並推廣地方政

府使用，101 年計有臺北市、臺中市、宜蘭縣、雲林縣、嘉義市等 5 縣市政府導入 LGPMnet

系統使用。 

３、LGPMnet 系統導入專案管理功能，將管理知識、工具及技術應用於專案活動，以「2012

年臺灣燈會」活動為例，彰化縣政府運用該系統進 行管理，締造 1,100 萬人次參觀人潮；又

應縣市需要，於 101 年 8 月至 12 月辦理臺北市等 13 縣市 32 場次教育訓練，計 1,200 人參

加，強化使 用同仁知能技術，有效提升地方政府治理量能。  

（二）關鍵策略目標：強化政策統合協調機制，進行政府一體的組織改造。 

１.關鍵績效指標：配合組改進度，必要之新機關組織法規審議完成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95 95 

實際值 -- -- 100 

達成度(%)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新機關組織法規（組織規程、處務規程、辦事細則）訂修實際完成案件數÷應完成之新機

關組織法規（組織規程、處務規程、辦事細則）訂修案件數〕×100％ 

（備註：訂修實際完成案件數係指本院組改小組（工作分組協調會）完成審議並簽陳行政院

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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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行政院組織改造法案在「分批完成立法、採分階段施行」的原則下，截至 101 年 12 月底，行

政院所屬 29 個部會組織法案中，已有過半數之 16 個部會及所屬以新的組織架構順利啟動。

配合組改進度，於 101 年度審查完竣之新機關組織法規計有國防部、財政部、衛生福利部、

海洋委員會等機關及其所屬計 104 項，均已於既定時程內審查完竣，達成目標值為 100％

（104 項/104 項＝100％），已超過原訂目標值（95％）。另已完成外交部等 11 個部會及所

屬之施行日期規劃與組織法規核定作業。同時，透過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運作機制，召

開研商會議釐清新機關細項職掌分工與調整方向，有效提升政府施政效能。 

２.關鍵績效指標：除新機關組織法草案外，各機關組織案件於時限內審查完成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92 95 

實際值 -- -- 100 

達成度(%)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於 45 日內完成審議幕僚作業之組織案件數÷各機關提報組織案件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截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各機關透過「組織案件管理資訊系統」提報之組織編制案應完成

件數計有 29 件，均於 45 日內完成審議幕僚作業，達成目標值為 100％（29 件/29 件＝100

％），已超過原訂目標值（95％）。 

（三）關鍵策略目標：促進政府資訊流通，協助民眾參與公共事務。 

１.關鍵績效指標：行政院公報網頁點閱人次成長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12 

實際值 -- -- 13.2 

達成度(%) -- --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7 

[（當年度行政院公報網頁累計點閱人次－前一年度行政院公報網頁累計點閱人次）÷（前一

年度行政院公報網頁累計點閱人次）]×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截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累計點閱人次為 3,925,609 人次，較 100 年 12 月

31 日 3,467,442 人次，成長率為 13.2％，已達到原訂年度目標值。 

２.關鍵績效指標：國家檔案資訊網查詢次數成長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9 9.5 25 

實際值 -- -- 27.7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本年度國家檔案資訊網使用人次統計－前一年度之國家檔案資訊網使用人次統計）÷前一

年度之國家檔案資訊網使用人次統計]×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截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國家檔案資訊網年度使用人次達 2,474,476 人次，至於 100 年

國家檔案資訊網年度使用人次則為 1,937,914 人次，故 101 年度國家檔案資訊網查詢次數成長

率實際達成目標值為 27.7％ [（2,474,476-1,937,914 / 1,937,914） X 100％]，目標達成度為 100

％。 

２、由於 101 年度賡續出版檔案樂活情報、檔案彙編及進行多項國家檔案加值，使國家檔案

資訊網查詢次數因行銷成果之延續效應而穩定成長。 

３、利用國家檔案資訊網查詢資料如無符合之目錄者，擬於網頁主動提示相關說明，以引導

使用者，可至本會檔案管理局所建置之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及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再進行

檢索。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提供民眾查詢全國各機關之檔案目錄，係由各機關合作，以促進

政府資訊流通。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為整合國內檔案館、圖書館及博物館之檔案資源學術

資料庫所建置之單一查詢平台，目前包含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文化部、故宮博物院、縣史

館、多所圖書館、博物館及大學院校建置之學術資料庫，至 101 年底共計整合 23 個機關、75

個資料庫，已透過與學術單位合作交流，提供民眾更便捷快速之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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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本會檔案管理局針對國家檔案申請人均進行滿意度調查，自 97 年即納入國家檔案資訊

網目錄檢索系統介面容易操作一項，各年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滿意度逐年增加：97 年（73.33

％）、98 年（87.29％）、99 年（83.14％）、100 年（ 84.45％）、101 年（ 87.99％）。 

３.關鍵績效指標：最後一鄰推廣示範性基層機關數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4 

實際值 -- -- 4 

達成度(%) -- --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推廣機關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完成推動新北市新店區公所、彰化縣彰化市公所、花蓮縣玉里鎮公所及臺東縣東河鄉公

所等 4 個機關試辦行動服務。 

２、本案以先導試辦為主，協調試辦機關配合中央或縣市政府選定適當的服務項目，使基層

公務人員於面訪民眾執行公務時，能以行動方式服務民眾。101 年試辦機關已開始執行路燈

報修、路平舉報、環境查報 （EcoLife）、高風險家庭通報（關懷 e 起來）、特殊境遇家庭各

項扶助、急難救助申請、馬上關懷、低收入戶生活補助、中低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

活補助、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補助、原住民急難救助申請、國民年金申請、傷病醫療看護費

補助、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證、中低收入戶證明、圖書證宅配服務、農業機械使用證申請、

農機用油免營業稅憑單申請等多項行動服務試辦。後續並將試辦成果提供給中央相關主管機

關（如內政部等）或地方政府推廣擴散參考。 

４.關鍵績效指標：提供政府機關雲端監控分析服務機關數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10 

實際值 -- -- 10 

達成度(%) -- --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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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累計機關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提供政府機關雲端監控分析服務機關數，係協助政府機關客製化監控規則設計與服務，

依據資安監控資料分析結果、資安規則觸發比例與政府機關資安政策需求，結合政府機關內

部網路架構及防護措施，調整政府機關監控規則優先權重，有效達到 100％阻擋連結駭客中

繼站次數。 

２、運用政府機關多重縱深防禦資安防護網，提供重點機關 7x24 全年無休之網路即時監控

服務，針對重大威脅惡意程式或駭客工具，發展網路行為偵測規則，並部署於資安監控系

統，透過 G-ISAC 分享之資訊與警訊範圍 IP 涵蓋率已達 99.39％，每月提供資安監控報表、資

安異常事故分析、警訊發布追蹤及技術諮詢等服務，有效降低資安事故之發生。 

３、完成現行之資安監控系統與服務移轉至雲端架構，並提供 10 個機關雲端監控分析服

務。移轉項目如下： 

（１）網站個資檢測系統。 

（２）社交工程演練系統。  

（３）G-ISAC 憑證發佈系統。 

（４）政府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平台。 

（５）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網站。 

（６）ICST 網站。 

（７）ICST 資安論壇網站。 

（８）警訊發布系統。 

（９）資安威脅整合分析系統。 

（１０）國際資安事件處理系統。 

４、規劃雲端資安監控服務架構，完成 4 份監控系統說明文件、2 份監控作業教育訓練文

件、2 份整合監控分析作業流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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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調整現行之資安監控系統與服務移轉至雲端架構，計完成 3 個機關系統架構安裝、7 個

機關監控設備設定調整修正。 

６、101 年 3 月 19 日辦理「政府機關資安監控與防護研討會」，針對資安監控系統情形，與

受監控機關進行交流與經驗分享，以加強政府機關資安偵測與防護能力。 

（四）關鍵策略目標：簡化行政流程，提升服務效能。 

１.關鍵績效指標：行政流程改革個案數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10 3 9 

實際值 -- -- 9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101 年第二代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系統完成建置子系統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系統建置情形： 

（１）GPMnet 2.0 建置委外案為期 2 年（100 至 101 年），分 8 階段完成建置 16 個子系統及

5 項功能。100 年已建置「先期作業計畫」、「選項列管」、「中長程個案計畫」、「作業

計畫」、「計畫調整撤銷」、「執行情形」、「計畫生命網絡」等 7 項子系統及「GPMnet 

1.0 與 GPMnet 2.0 入口網單一登入」、「GPMnet 2.0 與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介接」2 項功能。 

（２）101 年已完成國家發展計畫、年度國家發展計畫、計畫查證、績效評估、計畫評核、

追蹤作業、個人化計畫管理平台、圖形化儀表版及知識管理平臺等 9 項子系統建置及一般性

補助子系統納入 GPMnet 2.0 知識管理及個人化查詢、一般性補助子系統與 GPMnet 2.0 完成為

單一平台、地方版政府計畫管理系統（LGPMnet）專案管理系統與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完

成資料交換及介接等 3 項功能。 

２、具體績效： 

（１）已建置完成之 GPMnet 2.0 提供施政計畫填報及管理平臺，強化資訊連結共享，提升計

畫管理效率且以友善化資訊呈現方式，提高施政資訊之易讀、易懂及可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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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為配合未來「國家發展委員會」成立，以及因應組織結構功能整併及制度流程整合創

新，將現行分散於經建會及工程會之相關系統（例如：政府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先期作業系

統、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等），整合建置於 GPMnet 2.0，對於跨機關業務整合之效能將有

所助益。此外，為使原分散建置之各資訊系統能夠彼此分享資訊，亦將 GPMnet 2.0 與

GPMnet 建構單一入口，與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進行資料介接，並完成 LGPMnet 專案管理

系統與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之資料交換與介接功能，以重整計畫管理作業，解決重複填報

及管考問題，提升施政決策支援品質。 

（３）配合組織改造新機關成立，完成行政院院本部、法務部等 17 個新機關，101 年至 102

年共計 320 項計畫移轉，以確保作業系統無縫接軌。 

３、重要變革： 

（１）GPMnet 2.0 在「介面友善化」、「流程整合化」、「管理效率化」三大面向上已展現

部分成果，其中有關流程整合部分，在施政規劃面，GPMnet 2.0「國家發展計畫」、「年度

國家發展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及「先期作業」等 4 項子系統已分別整合本會、經建

會之施政規劃相關作業流程；在施政管制面，GPMnet 2.0「作業計畫」、「執行情形」等 2

項子系統已建置串連計畫與標案之三層式管理架構，並運用計畫統一編碼作為跨資訊系統間

資訊串連之關鍵值，協助中央各部會掌握對地方補助型計畫及工程標案之執行進度，並解決

重複填報問題。 

（２）建置圖形化儀表板機制，透過動態分析資料以及 GPMnet 2.0 資料庫靜態資料，提供查

詢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個案計畫執行及預算趨勢概況，使計畫進度或施政結果以圖

形呈現，協助計畫管理者隨時掌握即時訊息，並提高資訊之閱讀友善性及可親性，對外展現

施政成果，對內落實施政課責，提升決策支援品質。 

（五）關鍵策略目標：促進資源共享，提升既有資源效益。 

１.關鍵績效指標：機關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節省成本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5.3 6 6 

實際值 -- -- 8.72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每件公文郵資以 5 元計，預估年約 3,400 萬件，郵資約計 1.7 億元；收發文作業成本，以一般

工作薪資每月 3 萬元、管銷費用 1.5 倍、每月平均工作 22 天、每日工作 8 小時計算，每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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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收文及發文作業處理以 3 分鐘估算，人力成本約全年計節省 4.3 億元，合計共約 6 億

元。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每件公文郵資以 5 元計，101 年度約 4,906 萬件，節省郵資約 2.45 億元。 

２、收發文作業成本，以一般工作薪資每月 3 萬元、管銷費用 1.5 倍、每月平均工作 22 天、

每日工作 8 小時計算，每件公文之收文及發文作業處理以 3 分鐘估算，共計節省約 6.27 億

元。 

３、以上兩項作業共節省 8.72 億元，已達成目標，且較 100 年度節省約 0.72 億元。 

４、另依據 101 年 7 月 17 日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第 6 次會議決議，統一律定郵資以每件印刷物

掛號費新臺幣（以下同）25 元作為一致性之衡量標準，並修正「節能績效指標＝使用公文電

子交換節省郵資費用＋使用電子布告欄節省郵資費用」，以 101 年度公文電子交換收文量約

4,906 萬件，總計全年節省約 12.3 億元。 

（六）關鍵策略目標：活化公共資訊與知識，提升政府策略思維能力。 

１.關鍵績效指標：委託研究成果參考比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77 77 

實際值 -- -- 80.8 

達成度(%)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前 1 年度結案之各委託研究報告所提政策建議事項獲參考之得分/前 1 年度結案之研究報告

政策建議項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為更深入瞭解各政策主管機關對於委託研究報告所提各項政策建議事項之評價， 100 年

度結案之委託研究報告評價方式有所調整，就各委託研究報告所提主要政策建議事項獲參考

之得分進行調查，由各建議事項主辦機關就個別建議事項內容進行評分。 

２、比較 100 年度前後之委託研究評價計算方式，之前年度係就各委託研究報告獲機關參考

的數量進行統計，雖較易獲得印象評價，但對研究報告之政策建議產出，該項指標則缺乏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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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性。100 年度各委託研究報告則依所提主要政策建議事項來進行評價，雖較複雜，但確能

更深入瞭解政策主管機關對個別建議事項之評價，衡量標準作法更為精進，亦對委託研究成

果評價提供更具嚴謹性之調查基礎。 

３、100 年度 24 案委託研究填復參考情形調查，計提出 325 項研究建議事項，各建議事項獲

評價平均分數為 80.8 分，屬「具有參考價值」之評價等級。 

（註：評價標準為：「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為 90 分以上；「具有參考價值」為 80-89 分；

「普通」為 70-79 分；「不具有參考價值」為 60-69 分）；「非常不具有參考價值」為 59 分

以下） 

二、共同性目標 

（一）共同性目標：完備行政院組織改造規劃。 

１.共同性指標：推動組織調整作業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7 7 

實際值 -- -- 7 

達成度(%)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完成組織調整各項配套作業，並達到下列各分項標準者（各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

0 代表「7 項均未達到」、1 代表「達到 1 項」、2 代表「達到 2 項」、3 代表「達到 3

項」、4 代表「達到 4 項」、5 代表「達到 5 項」、6 代表「達到 6 項」、7 代表「達到 7

項」） 

【說明】： 

依據行政院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規定，依時程完成： 

１、「組織調整」作業。 

２、「員額配置（移撥）及員工權益保障」作業。 

３、「法制作業（含組織及作用法規）」作業。 

４、「預決算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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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財產接管及辦公廳舍調配」作業。 

６、「資訊移轉及系統整合」作業。 

７、「檔案移交」作業。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依據行政院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規定，按作業時程循序完成

「組織調整」、「員額配置（移撥）及員工權益保障」、「法制作業（含組織及作用法

規）」、「預決算處理」、「財產接管及辦公廳舍調配」、「資訊移轉及系統整合」及「檔

案移交」等 7 項作業需辦理事項，達成度為 100％。 

２、具體成果如下： 

（１）配合文檔合一作業進程，完成公文電子交換作業等業務移轉。 

（２）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1 年 2 月 6 日施行，前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業務

及 15 位同仁於同日暫移撥本會。 

（３）本會前政府出版品管理處有關政府出版品行銷推廣及國際交流、國家出版獎、政府出

版品數位化、政府出版品著作權管理及授權加值利用等業務，配合文化部於 102 年 5 月 20 日

成立順利完成移撥。 

（二）共同性目標：提升研發量能。 

１.共同性指標：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2.73 2.74 2.75 

實際值 -- -- 2.92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年度行政及政策類研究經費÷年度預算）×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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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會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為 35,869 千元，於本會年度預算占比為 2.92％，達原訂目標

值。共完成 29 案委託研究採購作業。 

２.共同性指標：推動法規鬆綁：主管法規檢討訂修完成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9.5 17.4 13 

實際值 -- -- 13.04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檢討訂修法規完成數÷主管法規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項績效指標之評估方式為統計數據，101 年預定檢討訂修法規完成數比率為 13％，實際訂

修完成率為 13.04％〔101 年度本會主管法律命令案 23 案，共計修訂法律命令 3 案，依衡量

標準計算式：（3÷23）×100％＝13.04〕，達成度為 100％，有助提供優質的法規環境，提升

研發量能。101 年度修訂法規如下： 

１、訂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承受隨業務移撥之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公

務人員暫行編制表」：配合組織改造作業，原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部分業務移入

本會，本案於 101 年 2 月 6 日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會人字第 10106600951 號令完成

訂定。 

２、研議「檔案管理局組織法」草案：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擬具「檔案管理局組織

法」草案，全案於 101 年 2 月 16 日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 10122602416 號函送立法院審議。 

３、修正「國營事業工作考成辦法」：配合組織改造作業，行政院內部單位調整、行政院主

計總處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改制，修正本辦法第 3 點、第 7 點規定，本案於 101 年 3 月 20

日以行政院院授研管字第 1012360161 號令完成修正。 

（三）共同性目標：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１.共同性指標：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96 9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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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值 -- -- 100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及所屬 101 年度資本門預算 4 億 3,988 萬 8,696 元，執行結果實支數 4 億 3,127 萬 1,356

元，賸餘數 861 萬 7,340 元，執行率 100％。本會及所屬積極推動各項資本建設，績效卓著。 

２.共同性指標：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概算數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0 0 0 

實際值 -- -- 3.27 

達成度(%) 100 100 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100％ 

【說明】： 

１、本項為負向標準，亦即訂定之標準數值越低，則越具挑戰性。惟各機關訂定之目標值，

應介於 0-5％之間。 

２、目標訂定及衡量標的，皆以「概算編報年度」（亦即 102 年度）為準。 

３、衡量績效時，計算目標達成度之方式如下： 

{1－【（達成值－目標值）÷目標值】}×100％（如實際達成值小於或等於目標值，達成度即

視為 100％；如計算結果為負值，達成度即視為 0。另目標值如訂為 0 者，分母以 5％代入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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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行政院核列本會及所屬 102 年度歲出概算額度為新臺幣（以下同）1,546,123 千元（原列

1,569,988 千元，扣除移出列入文化部 23,865 千元），包含： 

（１）基本運作需求 680,535 千元。 

（２）公共建設計畫 794,476 千元。 

（３）科技發展計畫 71,112 千元。 

２、本會於 101 年 5 月 24 日函報 102 年度歲出概算 1,796,373 千元，包含： 

（１）基本運作需求 737,679 千元，係經妥慎編列，為配合提供各機關共用基礎服務之政府

網際服務網，及為進駐新莊副都心中央合署辦公大樓所需，請增額度外 57,144 千元。 

（２）公共建設計畫 994,750 千元，係依原列中程計畫經科技會報辦公室核定經費編報。 

（３）科技發展計畫 63,944 千元。 

３、綜上，本會及所屬實質提報額度外 57,144 千元，扣除經行政院考量政策需要核增經費

15,000 千元，僅超出 42,144 千元，與核定歲出預算數 1,289,628 千元比較，達成值為 3.27％，

達成度 0％，主要係因所編政府網際服務網（GSN）計畫預算為支應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

（包含總統府、五院、地方政府各級基層機關等）連網所需之網路通訊費及強化該網路基礎

服務維運所必需費用。為避免影響整體政府資通安全之防護，以及發生重大災難時面臨全國

政府機關網路中斷等風險之考量，亟需合理之預算始能維持正常業務所需，爰請增額度外預

算以資因應，致超出中程歲出概算規模，實屬必需。 

４、本會為有效達成既定政策目標，實應挹注必要資源，以因應提供全國各機關共用資訊基

礎服務所需之經費，故本會 102 年度編報經費超出核定之歲出概算額度有其必要及迫切性，

以反映政府施政之優先性。惟本會仍本撙節原則覈實辦理，將有限資源作最充分有效運用，

達成各項施政目標。 

（四）共同性目標：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１.共同性指標：機關年度預算員額增減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0 0 0 

實際值 -- -- 0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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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次年度－本年度預算員額數）÷本年度預算員額】×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暨檔案管理局 101 年預算員額為 334 人，102 年度預算員額為 328 人，員額並未增列，

依衡量標準計算式：（328-334）÷334×100％=-1.79，確已達成零成長目標。 

２.共同性指標：推動終身學習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訂目標值 3 2 2 

實際值 -- -- 2 

達成度(%)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複核結果 ★ ▲ ★ 

衡量標準： 

是否依規定推動終身學習，並達到下列各分項標準者（各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

代表「2 項均未達到」、1 代表「達到 1 項」、2 代表「達到 2 項」） 

【說明】： 

１、平均學習時數、平均數位學習時數、與業務相關平均學習時數均超過該年度最低時數規

定，並較前年度成長 3％以上；或當年度之平均學習時數達 100 小時以上。 

２、當年度各主管機關（含所屬機關）自行辦理或薦送參加其他機關辦理 1 日以上之中高階

公務人員培訓發展性質班別之中高階公務人員參訓人數達該主管機關（含所屬機關）之中高

階公務人員總人數 40﹪以上。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本會及檔案管理局 101 年度職員平均學習時數 133.4 小時，其中平均數位學習時數為 8.2

小時、業務相關學習時數為 130.3 小時。已達成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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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會及檔案管理局中高階公務人員共計 97 人（其中本會 59 人、檔案局 38 人，不含特任

人員），渠等 101 年度參加本會自辦或薦送參加他機關辦理之 1 日以上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

發展性質班別計有 82 人（本會 47 人、檔案局 35 人），佔總人數 84.54％，已達成目標值。 

三、關鍵績效指標及共同性指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 

單位：千元 

關鍵策略目標 計畫名稱 

100 年度 101 年度 

與 KPI 關聯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合計 492,862   490,757     

（一）精進結果

導向的績效管

理，落實政府對

民眾的承諾。(業

務成果)  

小計 236,632 99.87 11,016 98.72   

完備總統及院長

施政理念的追蹤

體系 

217,910 99.96 553 93.85 

院長於院會及巡

視指示事項之辦

理完成比率 

建構完善績效評

估制度 
7,586 96.94 1,398 92.35 

社會發展類院列

管計畫評估建議

參採比率 

推動地方計畫 e 化 11,136 100.00 9,065 100.00 
推動地方計畫 e 化

管理機制 

（二）強化政策

統合協調機制，

進行政府一體的

組織改造。(業務

成果)  

小計 6,685 99.97 2,998 99.50   

推動行政院組織

調整作業 
6,685 99.97 2,998 99.50 

除新機關組織法

草案外，各機關

組織案件於時限

內審查完成率 

（三）促進政府

資訊流通，協助

民眾參與公共事

務。(業務成果)  

小計 39,834 98.70 283,521 98.13   

健全統合型行政

院公報制度 
37,572 98.68 21,082 100.00 

行政院公報網頁

點閱人次成長率 

檔案應用服務 2,262 99.12 4,265 99.58 
國家檔案資訊網

查詢次數成長率 

最後一鄰服務遞

送整合規劃 
0 0.00 15,000 99.39 

最後一鄰推廣示

範性基層機關數 

雲端資安防護整

合服務  
0 0.00 243,174 97.87 

提供政府機關雲

端監控分析服務

機關數 

（四）簡化行政

流程，提升服務

效能。(行政效率)  

小計 15,000 100.00 12,000 100.00   

政府施政計畫管

理整合平台計畫  
15,000 100.00 12,000 100.00 

行政流程改革個

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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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進資源

共享，提升既有

資源效益。(財務

管理)  

小計 102,685 99.78 112,488 99.77   

文書檔案資訊網

路合一計畫 
102,685 99.78 112,488 99.77 

機關公文電子交

換服務節省成本 

（六）活化公共

資訊與知識，提

升政府策略思維

能力。(組織學習)  

小計 92,026 94.02 68,734 92.26   

推動研究發展工

作 
14,205 99.34 4,358 95.34 

委託研究成果參

考比率 社會發展政策研

究 
77,821 93.05 64,376 92.05 

  

單位：千元 

共同性目標 計畫名稱 

100 年度 101 年度 

與 CPI 關聯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合計 0   0     

四、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一）共同性目標：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財務管理)  

共同性指標：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概算數 

衡量標準：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100％ 

【說明】： 

１、本項為負向標準，亦即訂定之標準數值越低，則越具挑戰性。惟各機關訂定之目標值，

應介於 0-5％之間。 

２、目標訂定及衡量標的，皆以「概算編報年度」（亦即 102 年度）為準。 

３、衡量績效時，計算目標達成度之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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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達成值－目標值）÷目標值】}×100％（如實際達成值小於或等於目標值，達成度即

視為 100％；如計算結果為負值，達成度即視為 0。另目標值如訂為 0 者，分母以 5％代入計

算。） 

原訂目標值：0 

實際值：3.27 

達成度差異值：100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1、本會及所屬實質提報額度外 57,144 千元，扣除經行政院考量政策需要核增經費 15,000 千

元，僅超出 42,144 千元，與核定歲出預算數 1,289,628 千元比較，實際值為 3.27％，達成度 0

％，主要係因所編政府網際服務網（GSN）計畫預算為支應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包含總統

府、五院、地方政府各級基層機關等）連網所需之網路通訊費及強化該網路基礎服務維運所

必需費用。為避免影響整體政府資通安全之防護，以及發生重大災難時面臨全國政府機關網

路中斷等風險之考量，亟需合理之預算始能維持正常業務所需，爰請增額度外預算以資因

應，致超出中程歲出概算規模，實屬必需。 2、為有效達成既定政策目標，實應挹注必要資

源，以因應提供全國各機關共用資訊基礎服務所需之經費，故本會 102 年度編報經費超出核

定之歲出概算額度有其必要及迫切性，以反映政府施政之優先性。惟本會仍本撙節原則覈實

辦理，將有限資源作最充分有效運用，達成各項施政目標。 

肆、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100 年度 24 案委託研究案（尚餘 4 案屬本會業務參考性質，未辦理分送及評價作業），

總計提出 325 項研究建議事項數送 77 個政策主管機關（單位）參考並進行評價回饋，各政策

建議事項獲評價平均分數為 80.8 分。另各研究報告整體發現或結論具體適切性，獲機關評價

平均為 80.5 分；研究報告整體參考價值，獲機關評價平均為 81 分。整體評價成果為「具有

參考價值」之等級。 

二、配合行政院組改進程，於 101 年 6 月 25 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行政院組織改

造系列研究成果研討會」，依據「政府職能與組織分工」、「組織層級與縱向指揮」、「組

織合作與橫向協調」等三大議題主軸，發表本會近年計 10 篇相關委託研究，就相關組織改

造研究成果進行交流，並促進組織改造知識擴散。另為加強落實年度研究成果於業務施政應

用，就 100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中選擇 16 篇，於 101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假政大公企中心舉

辦「100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成果發表會」，以提升本會研發成果的擴散及知識交流與累積。 

三、為擴大本會研究成果擴散，已完成各案委託研究報告均公開刊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供各

界參考下載。截至 102 年 1 月，本會 100 年度 28 案已公開之委託研究報告下載次數計

119,694 次，平均該年度各研究報告下載瀏覽次數為 4,274 次，有效推展本會政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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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有效落實本會委託研究成果為政府施政參考基礎，已完成委託研究除送相關政策主管

機關參考外，經奉 核定後，亦分送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各立法委員參考。此外，立法委

員就相關施政或政策議題之問政需求，亦向本會索取相關研究報告以為參考。101 年度計有

18 位立法委員向本會索取 31 案研究報告，供問政參考。 

五、穩健、漸進、務實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工作 

（一）行政院組織改造法案業於 99 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歷經行政、立法部門 2 年多共同的

努力，基於「分批完成立法、採分階段施行」原則，審慎規劃整體組織改造推動期程及相關

組織法案之施行日期。行政院所屬 29 個部會組織法案中，包括院本部、外交部等 16 個部會

及所屬、相當中央三級之獨立機關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以及駐外機構組織通則、主

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3 個專業組織法律已完成立法，其中

已完成立法之部會及所屬機關經籌備得宜後，均已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以新的組織架構順利

啟動運作。 

（二）配合前開新機關組織啟動，中央二級部會中，原行政院消保會、新聞局、青輔會、體

委會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功成身退，各部會所屬中央三級機關如聯勤司令部、住福會、集中支

付處等亦配合裁撤，已實質精實改造。 

（三）至於未完成立法的組織法案，仍將持續與相關機關研商，並與國會建立良好的溝通管

道，完備各項籌備工作。在「立法為準，同步作業」之原則下，未來仍將視立法結果賡續推

動辦理新機關組織法施行事宜，期以穩健、漸進、務實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 

六、配合組改進度如期完成新機關組織法規審議 

配合各新機關組改法案立法進程，101 年度審議完成國防部、財政部、衛生福利部、海洋委

員會等機關及其所屬（含中央四級機關【構】）等 104 項新機關組織法規（含組織準則或規

程、辦事細則等），並完成外交部等 11 個部會及所屬之施行日期規劃與組織法規核定作

業。 

七、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縝密規劃推動各項組織調整工作 

（一）組改期間須處理的各項議題，經由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的運作機制，已召開高達

117 次協調會議及 18 次委員會議，協助各新機關籌備小組解決調整過程中所面臨的諸多問

題，讓組織、人員與文化順利重組與融合。 

（二）透過組改小組之縱向、橫向平台統合各項作業，邀請相關機關共同研商釐清未完成立

法之新機關細項職掌分工與調整方向，包括重新檢討建設業務、林產與林農業務以及中央氣

象局之隸屬等，以確保相關業務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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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仍將持續協助各新機關籌備小組務實解決有關組織調整、員額移撥與權益保障、

預決算處理、財產接管與辦公廳舍調配、資訊改造、檔案移交等相關實務問題，周妥組織改

造工作。 

八、為強化重要專案追蹤之管考機制，已辦理「追蹤作業系統」之功能及資訊安全升級，於

「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GPMnet 2.0）」建構嚴密追蹤作業體系，俾各機關進行網路

填報進度，行政院及本會均可即時掌握進度。 

九、第二代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GPMnet2.0）已完成 16 項子系統及 5 項功能，強化

資訊連結共享，提升計畫管理效率且以友善化資訊呈現方式，提高施政資訊之易讀、易懂及

可親性。重點項目如下： 

（一）施政規劃類：應建置之先期作業、中長程個案計畫、國家發展計畫及年度國家發展計

畫 4 項子系統，均於 101 年 2 月底前陸續完成。 

（二）施政管制/追蹤類：應建置之選項列管、作業計畫、調整撤銷、執行情形、計畫查證及

追蹤作業 6 項子系統，均於 101 年 6 月底前陸續完成。 

（三）施政評核類：應建置之計畫評核、機關績效評估 2 項子系統，均於 101 年 6 月底前完

成。 

（四）綜合應用類：應建置之計畫生命網絡、知識管理平臺、個人化計畫管理平臺及圖形化

儀表板 3 項子系統均於 101 年 10 月底完成。 

（五）介接、嵌入或整合類功能：應建置之 5 項功能中，GPMnet 與 GPMnet 2.0 整合為單一

入口、GPMnet 2.0 與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介接等 4 項功能，已於 101 年 6 月底前陸續完成；一

般性補助子系統納入 GPMnet 2.0 知識管理及個人化查詢已於 101 年 10 月底完成。 

十、為提升社會發展類中長程個案計畫效益評估作業品質，本會訂定中長程個案計畫效益評

估作業手冊，藉由「強化評估團隊組成」、「採用多元評估方法」及「納入領域專家與利害

團體意見」等方式，進行個案計畫之目標、過程及結果等面向評估，從而就其規劃、執行，

以至後續之推動方向，提出具體政策建議，以作為政策調整及改進之參考。101 年計追蹤 53

項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已立即採行者 38 項，未能立即施行但具參考價值者 14 項，參採率達

98.11％。 

十一、完成總統府及五院政府公報整合查詢功能，並提供中英文雙語查詢，及主題、施政、

服務三大分類與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介接功能；此外，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臺灣省政府

公報及 24 縣市地方公報數位化作業，開放國家圖書館「地方政府公報查詢系統」，提供民

眾免費瀏覽查詢地方政府公報影像檔。 

十二、完成推動新北市新店區公所、彰化縣彰化市公所、花蓮縣玉里鎮公所及臺東縣東河鄉

公所等 4 個機關試辦行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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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規劃建立雲端資安監控服務架構 

（一）規劃調整現行之資安監控系統與服務移轉至雲端架構。 

（二）精進 G-SOC 系統功能，包括調整監控系統權限安全設定、增加監控功能表、增加工單

統計之警訊發布統計及監控機關 GIS 視覺化呈現功能等，提升資安事故分析之準確度。 

（三）精進 G-SOC 之系統程序與監控分析流程，包括資安監控警示系統程序、資安監控作業

流程及資安監控分析流程等，以強化監控分析技術人員之分析步驟一致性與資安事故連結能

力。 

（四）年度內計完成 3 個機關系統架構安裝、7 個機關監控設備設定調整修正。 

十四、現行之資安監控系統與服務移轉至雲端架構 

（一）執行政府資通安全防護管理平台（Government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G-SOC）雲端虛

擬化移轉作業，完成監控核心警示模組之虛擬化作業 

（二）評估雲端虛擬化資安監控機制，包括巨量網路流量記錄機制、巨量資料保存及分析方

法。 

（三）完成現行之資安監控系統與服務移轉至雲端架構，並提供 10 個機關雲端監控分析服

務。 

十五、提供政府機關雲端資安監控服務 

（一）提供政府機關客製化監控規則設計服務，依據資安監控規則觸發比例與政府機關資安

政策需求，結合機關內部網路架構防護措施，調整監控規則優先權重。 

（二）運用政府機關多重縱深防禦資安防護網，提供重點機關 7x24 全年無休之網路即時監

控服務，每月提供資安監控報表、資安異常事故分析、警訊發布追蹤及技術諮詢等服務。 

（三）於 101 年 3 月 19 日，辦理「政府機關資安監控與防護研討會」，針對資安監控系統情

形，與受監控機關進行交流與經驗分享。 

十六、辦理推廣宣導，提高 LGPMnet 系統使用率 

（一）行文推廣宣導：於 101 年 3 月行文 22 縣市政府，介紹本系統功能及推動現況，以提高

本系統使用率；經行文後，陸續有臺中市、高雄市、雲林縣、新竹市、嘉義市等縣市政府詢

問，其中臺中市、雲林縣、嘉義市已分別導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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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標竿學習營宣導：於 101 年 6 月~7 月邀集 22 縣市政府計畫管考業務主管、承辦

人員及主計人員，分別於臺北、高雄舉辦「地方治理與計畫效能提升標竿學習營」，透過課

程內容介紹推動地方計畫 e 化相關機制，提高 LGPMnet 系統使用率。 

十七、導入專案管理概念，提升地方治理量能 

（一）擴充追蹤作業功能：LGPMnet 追蹤作業子系統係採彈性化設計，提供可自行設定追蹤

事項及管考週期，後又擴增縣市政府一級機關管理功能，截至 101 年 12 月，22 縣市政府已

有 17 縣市採用，另各縣市政府一級機關，已有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經濟發展

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花蓮縣花蓮市公所、花蓮縣壽豐鄉公所等機關導入使用，本項

系統功能頗能符合縣市政府需要，並能有效提升行政效益。 

（二）導入專案管理功能：LGPMnet 專案管理子系統係導入專案管理功能，將管理知識、工

具及技術應用於專案活動，以「2012 年臺灣燈會」活動為例，彰化縣政府即運用該系統管

理，締造 1,100 萬人次參觀人潮，「2013 年臺灣燈會」活動由新竹縣政府主辦，新竹縣政府

於 101 年 4 月即導入本系統功能，做為燈會活動管理工具，本項業務持續推動，將有助於提

升地方治理量能。 

十八、賡續辦理教育訓練，提升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能力 

（一）辦理教育訓練：應縣市需要，於 101 年 8 月至 12 月辦理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

南市、桃園縣、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屏東縣、宜蘭縣、澎湖縣、基隆市、嘉義市等 13

縣市計 32 場次教育訓練，地方政府計 1,200 人參訓；本系統提供完整計畫管理工具，透過教

育訓練開辦，使地方政府同仁熟悉各項系統功能，並加以應用，有效提升地方政府自主管理

能力。 

（二）彙整系統使用問題：業彙整新北市、高雄市、臺南市、彰化縣、宜蘭縣、花蓮縣、金

門縣等縣市所提建議意見，俾做為系統後續調整擴充參考依據。  

十九、機關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節省成本： 

（一）依據「文書及檔案業務聯繫小組」第 19 次會議決定，於 101 年 11 月 23 日完成臺東縣

政府統合交換中心建置及上線作業，截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共完成 57 個統合交換中心建置上

線，有利縣市政府及中央部會整合所屬機關公文線上簽核、公文交換、公文流程管理及檔案

管理等資訊業務、簡化系統數量及提升管理效能。 

（二）101 年 9 月完成公文 G2B2C 前置處理器（XML-Box）汰換作業，節省相關維運成本。 

（三）辦理 101 年度統合公文電子交換中心教育訓練 12 場次 138 人次與用戶端系統

（eClient）教育訓練 84 場共 1991 人次，提升機關人員維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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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1 年 1 至 12 月公文電子交換客戶服務處理數量共 36,003 件，有效解決各機關收發人

員操作等使用之問題，有助提升公文交換及處理時效。 

（五）101 年 1 至 12 月公文電子交換收發量分別為 49,062,320、49,139,956 件，全年公文電子

交換收發文量合計為 98,202,276 件，大幅節省郵資支出及提升公文傳送效率。 

二十、101 年度國家檔案資訊網查詢次數為 247 萬餘人次，較 100 年查詢次數 193 萬餘人

次，成長 53 萬餘人次，成長率 27.7％，穩定成長，經分析主要係因採取下列作為：  

（一）更新國家檔案資訊網網站操作說明，使民眾可以瞭解其查檢方式（包含簡易搜尋及進

階搜尋），進而利用該網站之資源。  

（二）全球資訊網網站提供國家檔案專區，介紹國家檔案典藏數量、內容大要、主題檔案導

引及國家檔案選粹，使民眾可以先初步掌握國家檔案之內容，進而使用國家檔案資訊網。  

（三）每月發行「檔案樂活情報」電子報之「檔案搶先報」單元，介紹已經移轉之國家檔

案；「檔案瑰寶」單元以輕鬆活潑的方式介紹國家檔案，促使民眾對於國家檔案產生濃厚興

趣，進而使用國家檔案資訊網，申請應用相關檔案。  

（四）利用每次大專院校或機關參訪之機會，行銷國家檔案資源，使更多人可以接觸國家檔

案並利用國家檔案資訊網查詢相關資料。  

（五）為有效擴散國家檔案訊息，推廣檔案應用，續於 101 年度以國家檔案為素材，出版

「航領傳世：台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印記九」，期使

檔案資源貼近民眾，並進一步引發民眾使用國家檔案資訊網申請應用國家檔案。  

（六）國家檔案資訊網亦可透過本局所建置之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ACROSS）進行查

詢，而 101 年度 ACROSS 的瀏覽人次為 174,072 人次，亦增加了國家檔案資訊網的查詢率及

網站曝光率。 

伍、績效總評 

一、績效燈號表（「★」表示綠燈；「▲」表示黃燈；「●」表示紅燈；「□」表示白

燈）。「初核」表示部會自行評估結果；「複核」表示行政院評估結果。） 

（一）各關鍵績效指標及共同性指標燈號 

關鍵策略目標 項次 關鍵績效指標 初核 複核 

1 

精進結果導向的績效管理，

落實政府對民眾的承諾。

(業務成果)  

(1) 
院長於院會及巡視指示事項之辦

理完成比率 
★ ★ 

(2) 
社會發展類院列管計畫評估建議

參採比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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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地方計畫 e 化管理機制 ★ ★ 

2 

強化政策統合協調機制，進

行政府一體的組織改造。

(業務成果)  

(1) 
配合組改進度，必要之新機關組

織法規審議完成率  
★ ★ 

(2) 
除新機關組織法草案外，各機關

組織案件於時限內審查完成率 
★ ★ 

3 

促進政府資訊流通，協助民

眾參與公共事務。(業務成

果)  

(1) 行政院公報網頁點閱人次成長率 ▲ ▲ 

(2) 國家檔案資訊網查詢次數成長率 ★ ★ 

(3) 最後一鄰推廣示範性基層機關數 ★ ★ 

(4) 
提供政府機關雲端監控分析服務

機關數 
★ ★ 

4 
簡化行政流程，提升服務效

能。(行政效率)  
(1) 行政流程改革個案數 ★ ★ 

5 
促進資源共享，提升既有資

源效益。(財務管理)  
(1) 機關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節省成本 ★ ★ 

6 

活化公共資訊與知識，提升

政府策略思維能力。(組織

學習)  

(1) 委託研究成果參考比率 ★ ▲ 

共同性目標 項次 共同性指標 初核 複核 

1 
完備行政院組織改造規劃

(行政效率)  
(1) 推動組織調整作業 ★ ★ 

2 提升研發量能(行政效率)  

(1) 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率 ★ ★ 

(2) 
推動法規鬆綁：主管法規檢討訂

修完成率 
▲ ▲ 

3 
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

府資源(財務管理)  

(1)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 ★ 

(2) 
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概

算數 
▲ ● 

4 
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

能(組織學習)  

(1) 機關年度預算員額增減率 ★ ★ 

(2) 推動終身學習 ★ ★ 

（二）績效燈號統計 

構面 年度 99 100 101 

整體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20 100.00 20 100.00 19 100.00 

複核 20 100.00 20 100.00 19 100.00 

綠燈 
初核 15 75.00 16 80.00 15 78.95 

複核 14 70.00 15 75.00 14 73.68 

黃燈 初核 5 25.00 4 20.00 4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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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 6 30.00 5 25.00 4 21.05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1 5.26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關鍵策略目標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14 100.00 13 100.00 12 100.00 

複核 14 100.00 13 100.00 12 100.00 

綠燈 
初核 11 78.57 11 84.62 10 83.33 

複核 9 64.29 10 76.92 9 75.00 

黃燈 
初核 3 21.43 2 15.38 2 16.67 

複核 5 35.71 3 23.08 3 25.00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共同性目標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6 100.00 7 100.00 7 100.00 

複核 6 100.00 7 100.00 7 100.00 

綠燈 
初核 4 66.67 5 71.43 5 71.43 

複核 5 83.33 5 71.43 5 71.43 

黃燈 
初核 2 33.33 2 28.57 2 28.57 

複核 1 16.67 2 28.57 1 14.29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1 14.29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業務成果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11 100.00 10 100.00 9 100.00 

複核 11 100.00 10 100.00 9 100.00 

綠燈 
初核 9 81.82 9 90.00 7 77.78 

複核 7 63.64 9 90.00 7 77.78 

黃燈 
初核 2 18.18 1 10.00 2 22.22 

複核 4 36.36 1 10.00 2 22.22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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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行政效率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3 100.00 4 100.00 4 100.00 

複核 3 100.00 4 100.00 4 100.00 

綠燈 
初核 2 66.67 2 50.00 3 75.00 

複核 2 66.67 2 50.00 3 75.00 

黃燈 
初核 1 33.33 2 50.00 1 25.00 

複核 1 33.33 2 50.00 1 25.00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財務管理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3 100.00 3 100.00 3 100.00 

複核 3 100.00 3 100.00 3 100.00 

綠燈 
初核 3 100.00 3 100.00 2 66.67 

複核 3 100.00 3 100.00 2 66.67 

黃燈 
初核 0 0.00 0 0.00 1 33.33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1 33.33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組織學習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3 100.00 3 100.00 3 100.00 

複核 3 100.00 3 100.00 3 100.00 

綠燈 
初核 1 33.33 2 66.67 3 100.00 

複核 2 66.67 1 33.33 2 66.67 

黃燈 
初核 2 66.67 1 33.33 0 0.00 

複核 1 33.33 2 66.67 1 33.33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二、綜合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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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1 年度初核結果：關鍵績效目標構面指標 12 項，其中綠燈 10 項（83.33％）、黃燈

2 項（16.67％）；共同性目標構面指標 7 項，其中綠燈 5 項（71.43％）、黃燈 2 項（28.57

％）；整體而言，本會 101 年度指標共 19 項，綠燈 15 項（78.95％）、黃燈 4 項（21.05

％）。 

（二）100 年度複核結果：關鍵績效目標構面指標 13 項，其中綠燈 10 項（76.92％）、黃燈

3 項（23.08％）；共同性目標構面指標 7 項，其中綠燈 5 項（71.43％）、黃燈 2 項（28.57

％）；整體而言，本會 100 年度指標共 20 項，綠燈 15（75％）、黃燈 5 項（25％）。  

陸、附錄：前年度行政院複核綜合意見辦理情形 

一、有關行政院複核意見「宜持續加強各項籌備作業，俾使組織改造作業能在『以人民優

先』及『無縫接軌』之原則下穩健上路」，迄今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已召開高達 117 次

協調會議及 18 次委員會議，未來仍將持續協助各新機關籌備小組務實解決有關組織調整、

員額移撥與權益保障、預決算處理、財產接管與辦公廳舍調配、資訊改造、檔案移交等相關

實務問題，周妥組織改造工作，同時，將加強與相關機關研商，並與國會建立良好的溝通管

道，做好新機關各項籌備工作，以利各新機關組織法案依循既定方向逐步推動施行。 

二、有關行政院複核意見「行政院公報、OPEN 網點閱成長率、國家檔案資訊網查詢成長率

及政府入口網新訪客成長率等均超越原訂目標，顯現相關政府資訊充分被民眾瞭解、使用，

值得肯定，惟對於達成情形大幅超越原訂目標者，建請檢討適度調整目標值」，其中國家檔

案資訊網 100 年度查詢成長率大幅提升達 229％，業參酌行政院複核綜合意見，適度調整 101

年度目標值，由原先所列 10％，調整為 25％。 

三、有關行政院複核意見「網頁瀏覽使用之成長有其侷限性，如行政院公報資訊網點閱成長

率較 99 年度減緩，宜檢討相關因素，研擬提升作為；另依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

點，每年就各機關公報刊登情形辦理考核，對於考核結果欠佳者，宜加強輔導，提升資訊正

確性」，辦理情形如下： 

（一）為鼓勵各機關提升公報送刊作業品質，每年均辦理行政院公報作業考核，並依「行政

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點」規定，針對送刊公報績優機關予以獎勵。100 年度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刊登行政院公報作業考核結果於 101 年 4 月 16 日奉院長核定，考核報告並於 101 年 4

月 19 日以行政院院函分行各機關據以辦理，改善公報送刊作業，績優機關並於 101 年 5 月

10 日行政院第 278 次研考業務協調會報頒給獎狀。 

（二）為加強宣導各機關刊登公報相關作業規定，每年均辦理行政院公報作業講習。101 年

11 月辦理 2 梯次行政院公報作業講習，參加對象為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暨其附屬機關公報專責

人員及業務相關人員，各機關約 6 百多人參與。講習中加強作業說明宣導，尤針對各機關容

易錯誤及需注意事項以案例方式特別提醒，以提升業務承辦人員公報送刊及法制作業能力。 

（三）為增進各機關辦理行政院公報送刊作業品質，持續檢視刊登行政院公報之法規及行政

規則補登則數情形，並針對補登則數較多或送刊錯誤率較高之機關適時提出建議。10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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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及行政規則發布日期與公報出刊日一致之比率為 96.11％，較 100 年之 94.97％已有改

善。 

四、有關行政院複核意見「尚有一成多 B 級機關未通過該驗證，建議予以瞭解，協助輔導，

以進一步提升國家資訊安全」，辦理情形如下： 

（一）100 年度部分 B 級政府機關因未通過 ISMS 驗證或證照期限失效，本會於 101 年度積

極推動政府機關資安健診評量管理機制，透過提供 B 級政府機關資安健診服務，以輔導 B 級

政府機關提升資安防護能量。  

（二）本會於 101 年度因應雲端技術對於資安檢測作業之影響，規劃建立資通安全管理評鑑

服務雲端化雛型系統，包括伺服器與使用者端自動化安全組態設定蒐集檢測工具等，以瞭解

政府機關資安防護情形。 

（三）101 年度發展政府資安管理評鑑機制相關規範與配套措施，並選擇未通過 ISMS 驗證 B

級機關（勞委會、新竹市政府等）辦理試行作業，以強化政府機關資安防護能量。 

五、有關行政院複核意見針對第二代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GPMnet2.0）「後續請持續

依規劃進程開發建置，俾提供完善施政管理工具，提升施政效能」，101 年已賡續完成國家

發展計畫等 9 項子系統建置及一般性補助子系統納入 GPMnet 2.0 知識管理及個人化查詢等 3

項功能，各項進度符合。且配合組改新機關分階段上路，增加新、原機關組織架構併存之機

制，以彈性策略確保施政計畫管理作業無縫接軌。 

六、有關行政院複核意見「請持續推動後續行政院函頒之『整合服務效能躍升 101 年續階方

案』」，101 年賡續推行續階方案，截至 101 年 12 月底，「加強申辦資訊公開透明，表單簡

化及標準化」、「推動單一窗口作業，落實主動服務」、「建立服務評價機制」、「機關內

部行政流程簡化」、「重大施政依限完成率」、「鬆綁財經法規、減少管制」及「減少申辦

案件核章數」等 7 項，多已超過原訂目標，其中具體成果包括：各部會已完成 534 項各類民

眾申辦案件「申辦資訊公開透明」工作，各部會完成 174 項「表單簡化及標準化」工作，且

陳情案件及申辦案件民眾服務滿意度調查等皆超過預定目標。 

七、有關行政院複核意見「請持續推動『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其中推廣機關使用

公文線上簽核作業，預定至 101 年底推動至各機關，宜加強辦理，以賡續發揮節能減紙及提

升公文效率之目標；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推動文檔合一工作，自 101 年起有關文書管理相關

業務移撥至所屬檔案管理局，宜密切配合，達到無縫接軌」， 101 年業召開兩次「電子公文

節能減紙推動方案」推動小組會議，迄 101 年底全國已實施公文線上簽核之機關數共計 1,685

個，占該方案實施範圍機關總數 3,742 個之 45％，線上簽核比率達 57％，為持續推動各機關

公文線上簽核作業，刻正研擬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續階方案，俟奉核後頒布施行。另配合

政府組織改造，檔案管理局業於 101 年 1 月 1 日及 1 月 31 日分階段順利接管行政院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文書管理相關業務，101 年 5 月 20 日接管公文電子交換業務，並配合行政院組織

改造進程，完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國防

部、財政部、教育部公文及電子交換等資訊系統異動作業，達到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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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關行政院複核意見「99 年度結案之委託研究及政策建議書成果參考比率較 98 年度或

95 至 97 年度之平均參考比率略低，建議研議強化受委託研究團隊廣納相關機關、團體等之

意見，以提升研究報告或及政策建議書之參考價值」，辦理情形如下： 

（一）有關 99 年度結案之委託研究及政策建議書成果參考比率較 98 年度或 95 至 97 年度之

平均參考比率略低部分，主要原因係該年度調查由原「單一研究報告」評價，改採以研究報

告之「各項政策建議事項」進行評價所致。爰該年度參考比例係就所提出 451 項政策建議事

項進行個別評價後之均分結果。 

（二）另就研議強化受委託研究團隊廣納相關機關、團體等之意見，以提升研究報告及政策

建議書之參考價值部分，本會除依研究主題內容於各案招標採購過程遴聘相關政策主管機關

（單位）主管擔任採購評選委員，以周全招標內容符合政策主管機關所需外，各案研究過程

中所採焦點座談、深度訪談等研究設計，亦請研究團隊將相關政策主管機關及政策利害關係

團體之適當人選納入邀請。而各委託研究期中報告書面審查及期末審查會，亦共同邀請各政

策主管機關審查或派員與會。另為提高委託研究成果應用於實際政策需求，本會研究成果評

價機制並非僅提供完整研究報告由政策主管機關進行評分，而是依據組織權責及機關業務功

能，由本會檢視過濾研究報告所提各項政策建議事項後，彙整挑選主要政策建議內容後，分

項送政策主管機關參考。藉由該過程，適時降低學術研究與政策實務需求之落差，俾符合機

關實際需求。 

柒、行政院評估綜合意見 

一、精進結果導向的績效管理，落實政府對民眾的承諾方面：101 年度院長於院會及巡視指

示事項較 100 年度增加 1.3 倍之情形下，辦理完成之比率仍達原訂目標，值得肯定；導入使

用地方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LGPMnet）之縣市持續增長，已達 82％（13 個），有助縣市提

升治理量能，後續建請持續蒐集縣市政府使用意見，精進系統功能，以強化地方政府計畫 e

化管理，發揮中央與地方整體施政綜效。 

二、強化政策統合協調機制，進行政府一體的組織改造方面：配合組改進度必要之新機關組

織法規及各機關組織案件審議完成率均達到原訂目標。行政院組織法自 101 年 1 月 1 日開始

施行，至 102 年 1 月 1 日，29 個部會中，已有 16 個部會及所屬順利施行，未來請持續推動

未完成立法之組織法案完成立法程序，有關外界對未完成立法組織法案之不同意見，宜加強

說明，與國會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俾各新機關組織法案依循「分批完成立法，分階段施

行」策略，讓各項業務穩健施行。 

三、促進政府資訊流通，協助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方面：行政院公報網點閱成長率、國家檔案

資訊網查詢成長率均超越原訂目標，惟兩者之成長幅度均較 100 年度為低，雖網頁之點閱或

查詢成長有其限制，然該二者均屬政府機關重要資訊，建議分析使用對象，研提相關宣導措

施或豐富網頁資訊之作為，俾擴大使用對象，讓更多民眾瞭解政府提供之服務；101 年度試

辦新北市新店區公所等 4 機關行動服務，達成原訂目標，值得肯定，請積極檢討試辦情形與

成果並推廣擴散至各服務機關，以展現政府服務提供積極性；101 年完成現行資訊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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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服務移轉至雲端架構，並提供 10 個政府機關雲端監控分析服務，協助客製化監控規則與

服務。 

四、簡化行政流程，提升服務效能方面：完成第二代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 9 項子系統

及 3 項功能建置，達成原訂目標，在介面友善、流程整合及管理效率方面均有良好成果，後

續建議在各項新資訊科技基礎上，持續精進該資訊網，以提供計畫管理作業與決策運用。 

五、促進資源共享，提升既有資源效益方面：推動機關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節省成本約 8.7 億

元，達成原訂目標；「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推動至 101 年底屆期，本案之推動有助

節省政府公帑支出，及提升行政效率，建請儘速完成續階方案規劃，以賡續推動，並達成黃

金十年國家願景之效能躍升施政主軸中 3 年內擴大公文電子交換比例達 70％，5 年內建置公

文線上簽核機關數達 70％之目標。 

六、活化公共資訊與知識，提升政府策略思維能力方面：100 年度結案之委託研究成果參考

比率超越原訂目標，惟本項指標之衡量標準業經多次調整，為有效評量委託研究成果，建議

儘速建立妥適之評量標準，並長期追蹤觀察，蒐集瞭解各項委託研究之成效，俾以政策研究

引領社會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