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院組織改造後續規劃作業 

 

前言 

行政院組織法修正作業從民國 76 年就已經開始，前後

六度函送立法院審議，期間歷經二次政黨輪替，此一過程

顯示出組織改造乃是朝野一致的共識，也是任何一個政府

建立高效能行政體制的使命。近年來，我國與世界各國同

樣遭受國際金融風暴侵襲，面對全球化挑戰，讓我們更加

認真檢視各項政府職能與施政的優先順序，並深切反省在

危機中要如何承擔起對民眾的承諾。今（99）年 1 月 12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的行政院組織改造法案可說是我們歷經

金融風暴後，改造政府體質，提升效能的契機。我們必須

縝密思考，做好萬全的準備，以求能夠打造一個精實、彈

性兼具效能的政府。本文謹就本次行政院組織改造完成立

法之重點、後續推動方式及時程等加以說明。 

一、組改法案立法重點 

本次涉及之法案包括「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行政院功

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草案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

額法」草案等組織改造四法，業於 2 月 3 日總統令公布。

另行政法人法草案部分則已於立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完

成詢答，並將進入逐條審查作業。謹就已完成制（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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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重點說明如下： 

（一）行政院組織法：行政院部會級組織由現行 37 個精簡

為 29 個，新組織架構將自中華民國 101 年 1月 1日

開始啟動，行政院下有 14 個部（內政部、外交部、

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及能源部、

交通及建設部、勞動部、農業部、衛生福利部、環

境資源部、文化部、科技部）；8個委員會（國家發

展委員會、大陸委員會、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海

洋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委員會）；3個獨

立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易委員會及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以及中央銀行、故宮博物院、行

政院主計總處及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等。 

（二）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配合行政院組織法修正

作業連動修正有關部、會、獨立機關及內部單位數

目之上限數，另中央三級機關名稱為「署」、「局」

者上限為 70 個。此外，明定機關得依業務繁簡、組

織規模不必逐級設立，以及增訂機構類型。 

（三）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本法明定行

政院辦理組織改造期間之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財

產接管、預決算處理、員額移撥及權益保障等事項

自中華民國 101 年 1 月 1 日施行至 103 年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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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其中，有關優惠退離條文施行日期由行政院

以命令定之。 

（四）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現行五院及所屬各級機關

總員額總數最高限為 17 萬 3 千人。另各機關應定期

評鑑所屬人力之工作狀況，並依相關法令對於不適

任人力採取考核淘汰、資遣、不續約、訓練、工作

重新指派等管理措施。此外，為增進人力精簡之效

果，行政院得不定期採取具有時限性之人員優惠離

職措施 

 

二、推動機制與執行時程 

行政院組織改造法案於立法院完成三讀後，行政院研

考會除將完成立法情形及後續作業提報 99 年 1 月 14 日行

政院第 3179 次會議，於 1 月 19 日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

組（以下簡稱組改小組）第 7 次委員會議提案討論後續相

關推動作業之規劃外，亦邀集 7 項配套措施權責機關共同

研商作業細節，並於 1 月 28 日及 2 月 9 日陸續辦理各機關

副首長策勵營及各機關承辦同仁作業說明會。 

組改推動機制可以分從垂直及水平面向加以說明。在

垂直面向方面，係由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調整作業原則（以

下簡稱調整作業原則）所成立之 30 個組織調整規劃分組，

進行業務檢討及組織調整規劃，檢討的過程除了再次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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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化、去任務化、行政法人化及地方化外，同時，要確

保組織調整過程中不至於發生區塊業務沒有機關承接的情

形。這 30 個規劃分組將會隨著組改進程而轉換成新機關籌

備組織，辦理後續組織法規及配套措施的執行作業。 

在水平面向上，係由行政院副院長召集之組改小組，

下設組織調整及綜合規劃（行政院研考會）、員額及權益保

障（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法制（行政院法規會）、預決算

（行政院主計處）、財產（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資訊（行

政院研考會）及檔案（行政院研考會）等 7 個工作分組，

並由各工作分組透過上開協調機制及行政程序頒訂各行政

規則，若涉及跨分組議題則由執行長（行政院研考會主任

委員）召開協調會議處理。此外，並將由各工作分組組成

服務團，進行各項協助工作（相關資訊詳見網頁

www.rdec.gov.tw）。 

為律定並齊一組改工作步調，將分為三階段予以推動： 

（一）審定期（99 年 1 至 5月）：各組織調整規劃分組於 99

年 2 月底前，視需要依據立法院審議結果及調整作業

原則檢討修正各規劃報告；組改小組依據「中央行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及「行政院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

業原則」分梯次審定各機關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各調

整規劃分組就組織調整及未來各配套措施事項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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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繫清單並初步進行協商；函頒行政院組織調整作業

手冊。 

（二）籌備期（99 年 6 月至 100 年 12 月）：成立籌備組織並

依配套措施銜接各項工作，各配套措施主管機關並召

開說明會或訂頒工作手冊；各機關依審定之調整規劃

報告內容研擬中央二級及三級機關（構）組織法（含

處務規程及編制表）；各機關組織法經分梯次審查後

提報院會並於 11 月底前函送立法院審議（如附表）；

辦理優惠退離申請及核定作業；預擬新機關暫行組織

規程及編制表，並視立法院審議組織法案進度辦理核

定作業。 

（三）啟動期（101 年 1 月起）：各機關依新組織架構運作，

並依吳院長敦義於行政院第 3179 次會議提示，各部

會要注意施政的無縫接軌，千萬不可影響為民服務

及工作品質。 

 

三、組改努力方向 

環視全球，組織改造是提升國家競爭力的關鍵因素，也

是我國多年來行政團隊努力的目標。但是，組織改造只是一

個起點，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應更積極朝法規鬆綁、行政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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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及為民服務品質提升等方向努力，以確實達成「精實、

彈性、效能」之目標。因此，各機關在組織調整作業期間除

了必須藉由對話與合作讓彼此的目標及資源充分結合外，更

要朝向電子化治理及服務型導向等改革方向努力，才能有效

施政，服務人民。 

行政院組改的方向就是建立一個整合型的組織，讓政府

一體的概念能融入於實際的業務運作；同時，在「硬體」重

建的同時，相關「軟體」的部分也應同步興革，並應朝下列

方向努力： 

首先，在檢討行政流程以提升行政效能方面，組織重組

提供了一個絕佳的機會去檢視原機關（單位）所處理每項業

務是否還要依循舊例處理或是要注入新的活力。因此，搭配

行政院同時成立的「提升行政效能」小組，將繼續從政府對

民眾之服務遞送強化、民眾獲得服務後滿意度之評核等服務

流程與界面的各階段，及機關內部管理各方面建立相關機

制，以提升政府服務滿意度及行政效能。 

其次，在推動電子化政府的線上服務與治理方面，除了

推動網際網路來完成各種政府部門電子表單的申請與填

報，落實「以網路代替馬路」的服務新理念外，政府也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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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供應商及顧客連接起來，強化整合協調的力量，使得

整體運作的流程更有效率、更具效能。因此，各機關應該善

用各項資訊科技來作好業務的銜接與推展。 

其三，在建立績效導向的行政文化部分，配合考試院對

於公務人員任用、考績及退撫制度的根本變革，讓所有公務

人員體認到未來將是一個以民眾需求為導向、更重視績效管

理的政府組織型態，為民眾提供整合性的服務，扮演好領航

者的角色。至於行政首長對於所主管的重大政務，遇到問題

要能夠立刻溝通協調，展現高效率執行力，讓政務順利推動。 

 

結語 

政府組織及員額規模龐大，除了增加溝通協調及財政成

本外，也造成民眾洽公的不便，實應以服務民眾為中心理念

調整機關及單位之組設。本次組改法案律定政府組織數目上

限，將可讓政府組織型態從複雜轉向精實，提供民眾迅速且

高效率的服務，此外，隨著員額數量精簡，將可合理化人事

成本支出，讓施政資源能聚焦在重要議題上，以發揮事半功

倍之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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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各機關組織調整審查作業梯次表 

梯    次 第 1 梯次 第 2 梯次 第 3 梯次 

部 會 別 
（視調整規劃報

告擬案情形及各

新機關調整繁簡

程 度 分 梯 次 辦

理） 
 

大陸委員會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中央銀行 

國立故宮博物院 

行政院院本部 

國防部 

法務部 

勞動部 

農業部 

衛生福利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 

行政院主計總處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公平交易委員會 

內政部 

外交部 

財政部 

教育部 

經濟及能源部 

交通及建設部 

環境資源部 

文化部 

科技部 

海洋委員會 

規劃報告 
審查完成 

99.3.31 99.4.30 99.5.31 

各部會提送 
組織法案 

99.6.30 99.7.31 99.8.31 

組織法案審查完

成，函送立法院 
99.9.30 99.10.31 9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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