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績效報告表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實現數占

預算數％

應付數占

預算數％

賸餘數占

預算數％
合計

實現數

占預算

數 ％

應付數

占預算

數％

賸餘數

占預算

數 ％

合計 總累計％ 年累計％ 總累計％ 年累計％

執行數占預算數

百分比％

本期執行數占

可支用預算數

百分比%

累計執行數占截

至本年度已編列

預算數百分比%
執行未達90%之原因及其改

進措施

第五總隊

總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實際 總計畫執行進度未達

預期之原因及其改善

措施

計畫執行進度

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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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涉及政府未來年度負擔經費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名稱 
 契        約        事        項 

備   註 
項    目 主辦機關 契約內容 期間 金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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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調整年度預算支應災害防救經費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動支 
原因 

勻支經費來源 截至本年度止支用情形 
使用 
說明 

備
註 年

度 
預算科目 

金額 
(5)=(1)+(2) 

+(3)+(4) 

實支
數 

(1) 

應付
數 
(2) 

保留
數 
(3) 

賸餘數(含減
免或註銷數) 

(4) 

  無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國有財產目錄總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 數量 價值 備註

筆 26

公頃 13.944600

個 2 4,151,799

棟 24

平方公尺 42,761.31

棟 0

平方公尺 0.00

其　　他 個 13

件 625 9,752,495

船 艘 0

飛　　機 架 0

汽(機)車 輛 91

其　　他 件 603

圖　　書 冊(套) 0

其　　他 件 1,371

股 0 0

0 0

767,882,697

土　地　改　良　物

327,692,521

分類項目

土地

房屋建築及

設備

辦公房屋

宿　　舍

345,868,025

69,211,904

11,205,953

有　 價　 證 　券

總　　　　　　　　　　　　　值

權　　　　　　　利

機　械　及　設　備

交通及運輸

設備

雜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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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珍貴動產、不動產目錄總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 數量 價值 備註

筆 0

公頃 0.000000

個 0 0

棟 0

平方公尺 0.00

棟 0

平方公尺 0.00

其　　他 個 0

件 0 0

船 艘 0

飛　　機 架 0

汽(機)車 輛 0

其　　他 件 0

圖　　書 冊(套) 0

博　　物 件 0

其　　他 件 0

股 0 0

0 0

0

土　地　改　良　物

0

分類項目

土地

房屋建築及

設備

辦公房屋

宿　　舍

0

0

0

有　 價　 證 　券

總　　　　　　　　　　　　　值

權　　　　　　　利

機　械　及　設　備

交通及運輸

設備

雜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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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計 1,529,246 0 0 1,087 1,530,333

01一般公共事務 0 0 0 0 0

02防衛 0 0 0 0 0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1,346,133 0 0 1,069 1,347,202

04教育 0 0 0 0 0

05保健 0 0 0 0 0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162,769 0 0 18 162,787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 0 0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 0 0

09燃料與能源 0 0 0 0 0

10農、林、漁、牧業 0 0 0 0 0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 0 0

12運輸及通信 0 0 0 0 0

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 0 0

14環境保護 0 0 0 0 0

15其他支出 20,344 0 0 0 20,344

歲出按職能及

小計

中華民國

保安警察

　　　　　　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移轉民間消費支出 債務利息

經              常              支              出

補助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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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5 0 0 0 0 17,405 1,547,73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7,405 0 0 0 0 17,405 1,364,6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62,78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344

總計

經濟性綜合分類表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本形成 土地購入 增資

資                本                支                出

補助地方 移轉民間 小計

第五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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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機關或

公 私 企 業

擔保、保證

或契約事項
發生條件 起迄時間

擔保、保證或

契約金額

實 際 支 出

金 額
備 註

無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98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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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二、 

 

(一) 

修正決議-內政委員會 

警政署及所屬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第(一)項、第

(二)項關於第 2目部分合併凍結，修正為： 

警政署及所屬 108 年度單位預算第 2 目

「警政業務」凍結 1,000萬元，俟向立法

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後，始得動

支。 

 

 

本案相關專案報告，業於 108年 2月 14日以內

授警字第 1080870395號函送立法院在案，並於

108年 4月 10日立法院第 9屆第 7會期內政委

員會第 12次全體委員會議提出報告，經立法院

108年 5月 8日台立院議字第 1080701733號函

准予動支在案。 

(二) 

 

刪除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第(四)

項、第(五)項。 

遵照辦理。 

(三) 

 

 

 

 

原審查會報告所列通過決議第(二十)項

修正為： 

經查近八年來國道員警因公而致死傷者

高達 37 人之多；國道上來往車輛時速破

百，員警於此場域值勤時，便較一般道路

更為危險。爰此，警政署應積極爭取自 108

年 1月 1日起發放國道警察危險加給，並

應針對如何有效提升國道警察之權益、執

勤標準作業流程及防撞車事項，向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08年 7月 29日以內

授警字第1080872353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三、 

 

(一) 

新增決議-內政委員會 

警政署及所屬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警察人員退休人

數由 104年 3,238人，到 106年降為 1,384

人，統計至 107年 10月 31日止，退休人

數為 1,162人，退休人數明顯趨緩。另查，

考選部統計，以警察人員外軌考試四等考

試需用名額提列來看，105 年 3,143 人、

106年 3,239人、107年 2,392人，108年

則驟降至 214人。考選部表示，受年金改

革衝擊，警察退休人數減少，導致考試提

列名額驟減，衝擊多名考生，而錄取名額

係屬內政部警政署的權責，應由警政署提

出因應對策。要求警政署針對退休人數趨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3月4日以台內

警字第1080870548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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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緩，通盤檢討未來警力派補等人事制度的

影響，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 

(二) 推動「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約」，理應由法務部

辦理，建請內政部警政署儘速協調法務部

等相關機關研議改進事項方案，並向立法

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08年 3月 27日以台

內警字第10808781221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三) 針對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08年度預算案有

關「資安旗艦計畫―精進刑事科技能量計

畫」，應就區塊鏈技術加強分析平台及研

議具體規劃及建置目標，於下會期向立法

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08年 2月 18日以台

內警字第1080878058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四) 對現行通緝犯檢索系統，建請警政署就現

有通緝犯公告機制，協調法務部整合通緝

犯查詢系統，使其效能最大化，俾對判決

確定之通緝資料予以公告，以便進行追

緝。 

一、本案經法務部107年12月3日、21日及108

年1月29日邀集司法院、高檢署、調查局、

移民署、海巡署及警政署召開3次「研商改

善刑事司法通緝作業事宜會議」，整合各機

關查詢通緝犯系統鏈結於各機關網站首頁

顯示「通緝犯整合查詢公告」頁面，案類區

分為「矚目型案件」、「重大刑事案件」及「一

般刑事案件」3種，並說明查詢條件及相關

資訊，提供民眾自行點選查詢。 

二、法務部 108年 1月 29日第 3次「研商改善

刑事司法通緝作業事宜會議」裁示，考量相

片年代久遠、不易取得等疑義，「矚目型案

件」仍放置相片，其他案件原則不放置相片，

但可視個案必要性，由通緝機關考量是否提

供相片予以公告。 

三、目前「通緝犯整合查詢公告」已整合法務部

及警政署通緝資料庫，民眾皆得逕行至該系

統查詢相關資訊，另警政署設有「重要緊急

查緝專案」，針對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

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經司

（軍）法機關通緝，其犯行對社會治安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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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融秩序影響重大等逃犯，進行公告追緝，以

落實通緝犯之查緝。 

(五) 我國基層警察人員之裝備常配給不足或

不堪使用，其中有關犯罪蒐證與自身保障

所配發之密錄器常不符勤務需求，例如夜

間錄影畫面模糊、日間拍攝解析度不佳、

收音不良等，使許多警務人員尚須自行添

購。公務人員執行國家公權力，若有實際

需要，政府理應給足相關裝備。警政署應

檢討並盤點當前員警使用之密錄器等裝

備是否足夠，以及是否符合勤務要求，藉

以維護我國員警應有之權益。爰此，要求

警政署於下會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

出精進計畫。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4月2日以台內

警字第1080870975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六) 近年來警察過勞事件頻傳，從新店警分局

石嘈派出所所長中風、苗栗維安警員突然

休克到新北市三重分局交通隊警員猝死，

顯現出台灣警察長期面臨嚴重的過勞與

心血管疾病問題十分嚴重，究其原因，與

警察工作環境中工時過長、睡眠時間不足

有關。過勞的值勤環境，除了使優秀的警

員提早耗損，亦讓治安維護付出許多成本

與代價。爰要求警政署提出：一、補足基

層警察人力短缺之具體時程；二、降低警

察加班工時之具體措施；三、檢討並改善

各種專案計畫警察勤務支援不合理處。

四、優化並明定警察業務及勤務範圍，讓

警察勤務正常化及合理化。五、提出對於

警察因戮力從公致過勞死亡者，認定屬

「因公死亡」而非「在職病故」之基準，

並讓基層警員參與相關勤務改革會議表

達看法與需求，俾改善、提升警察勞動條

件及值勤環境。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08年 2月 13日以台

內警字第1080870370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七) 內政部警政署於 107年底拍板定案 108年 一、警察考試增訂優惠規定，鼓勵原住民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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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度之警察人員四等考試需用名額將縮減。

惟近年來原住民族警察人員佔全國之比

率逐年下降，在縮減四等警察人員考試進

用之員額時，是否同時導致原鄉所需，具

有原住民族語、文化背景的警力無法補

齊，實有疑義。 

爰此，建請警政署於 108年警察專科學校

招生工作中，應保留一定比例予原住民族

學生，並向原鄉地區高中職學校提供招生

宣傳，以利原住民族基層警察人才增補及

適才適用。 

(一)警政署對於照護原住民受教權益與原住

民投入警察工作向來關心，對原住民參

加中央警察大學（下稱警大）、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下稱警專）二校入學考試訂有

相關優惠規定；另 100 年警察特考雙軌

分流後，亦鼓勵原住民參加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以多元管道

進用原住民員警。 

(二)目前原住民參加警大、警專二校入學考

試享有筆試成績加分、優待錄取名額、放

寬部分體格檢查項目等優惠規定，另參

加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亦放寬部分體格檢查項目，108年相關優

惠措施維持不變，仍持續辦理。 

(三)警大108年原住民優待錄取名額為6名，

占招生人數比例為2.3％；另警專原住民

優待錄取名額已由 105 年 2％提升至

2.35％，若筆試成績原始總分已達錄取

標準者，則不計入優待錄取名額，兩項合

計人數占招生人數比例已達3％以上。 

二、廣宣招生訊息，提升原住民報考意願 

為利原住民基層警察人才增補及適才適用，

警政署業責成警專向原鄉地區高中（職）學

校加強招生宣導工作。108年警專計薦派24

名原住民學生至 10間原鄉地區高中（職）

學校進行招生宣導；若無畢業生就讀警專或

學生無意願返校宣導之原鄉學校，警專將寄

送招生宣傳海報至各校、於全國大學學測考

場發放專刊，並於網路聯播廣告，以廣宣招

生訊息，提升原住民報考意願。 

四、 

 

(一) 

 

分組審查決議-內政委員會 

警政署及所屬 

警政署及所屬 108年度單位預算第 2目「警

政業務」經費凍結 700 萬元，並就以下各

 

 

一、本項依修正決議第(一)項就原審查會報告所

列通過決議第(一)項、第(二)項關於第2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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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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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提案理由，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

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為保障民眾隱私權、落實數位人權，各級

警政單位向業者調取網路使用者個人資

料，應在提出前審視其合法性、合目的性、

必要性、適當性以及比例原則，並且建立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標準化流程；案件終

結後，也應建立相關資訊的統計、程序揭

露與告知當事人。 

然目前警政單位向業者調取網路使用者個

人資料後，未做相關統計，資訊揭露之作

為消極，中央及各地警政單位欠缺定期揭

露相關資訊之機制，為數位隱私人權保障

缺口。爰凍結部分預算，俟警政署建立相

關機制，協助各級警政單位相關人員受訓，

建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標準化流程，並

就改善及落實情形，依以下各點進行說明，

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

得動支： 

(1)各級警政單位定期統計揭露項目。 

(2)網路使用者資料調取前，各級警政單位

審視合法性、合目的性、必要性、適當

性以及比例原則之判斷標準。 

(3)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標準化流程之進

行方式。 

目前警政署通譯人員薪酬請領機制過於繁

雜，每筆薪酬申請約需耗時一至兩月，此

情況嚴重損害通譯人員之勞動保障。爰此，

凍結部分預算，俟警政署針對如何改善通

譯人員薪酬請領機制擬具計畫，向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警政署及所屬 108年度單位預算第 2目「警

政業務」項下「強化警備應變措施、社會

治安維護及國際警察合作」編列業務費

部分合併凍結，修正為：警政署及所屬108

年度單位預算第2目「警政業務」凍結1,000

萬元，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後，始得動支。 

二、本案相關專案報告，業於 108年 2月 14日

以內授警字第 1080870395號函送立法院在

案，並於108年 4月10日立法院第 9屆第

7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12 次全體委員會議提

出報告，經立法院108年5月8日台立院議

字第1080701733號函准予動支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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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萬元，係為維護社會治安，強化警備

應變措施等業務，惟近期重大刑案頻生，

截至 10月為止，已發生近 22起重大刑案，

甚至於 5、6 月內連續發生近 15 起重大命

案，造成民眾對於社會治安信心顯著下降，

且根據國立中正大學之「107 年上半年度

台灣民眾對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度之調查

研究」顯示，民眾對於治安不滿意的比例

甚至高達 75.7%，為近 10年來最高，然警

政署對於此等現象均未有相關積極、有效

之作為。爰此，凍結部分預算，俟警政署

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有效提升社會治

安滿意度之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警政署及所屬 108年度單位預算第 2目「警

政業務」項下「端正警察風紀與激勵員警

士氣及強化各警察單位內部管理」編列 1

億 3,099 萬 4 千元，係辦理勤務督察、維

護警察風紀等業務。惟 107 年度業已發生

超過 10件員警重大違紀事件，如吸毒、收

賄包庇等等，顯見員警內部風紀、管理出

現重大瑕疵。爰此，凍結部分預算，俟警

政署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如何提升員

警紀律辦法之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有鑑於警察人員勤務與一般公務人員勤務

有別，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2條，警察人

員之任用，另以法律定之。再按警察人員

人事條例第六章即規範警察人員相關退休

撫卹之事項，更可知警察人員之俸給與退

休撫卹，皆與一般公務人員不同；然現行

警察人員之退休撫卹相關規定皆規定於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相對於勤務也屬

相對危險的軍人，其退休撫卹則另以陸海

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規範。故就危險程

度與軍人相當之警察人員，警政署應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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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警察人員權益，將所有警察人員退休

撫卹之規定，研擬修正增訂於警察人員人

事條例第六章，提高警察人員退休撫卹，

不再適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爰凍

結部分預算，俟警政署研議修正警察人員

人事條例提高警察人員之退休撫卹，向立

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

支。 

促進文化多元發展並尊重不同文化，向來

為我國政府多年來所努力之方向；基此，

代表政府形象之一線公部門人員，更應有

此認知，方能維護政府形象並落實多元文

化政策。 

據媒體報導指出，部分員警對外籍人士態

度不佳且言詞輕藐，足見警政署對轄下員

警督導不周，除嚴重減損國家與全體員警

形象外，亦顯現出對尊重多元觀念之匱乏。 

爰此，凍結部分預算，俟警政署針對如何

改善員警對外籍人士之態度，並加強多元

文化教育，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後，始得動支。 

查警政署補助中華民國退休警察人員協會

總會，105 年編列 400 萬元、106 年編列

400萬元，107年編列 388萬元。但根據中

華民國退休警察人員協會總會 107 年收支

預算表，經費收入為 739 萬 7 千元，其中

警政署補助收入為 400 萬元，占比 54%。

而其中之「聯誼活動費」即編列 192 萬 3

千元，除辦理春節聯誼會、分區座談會外，

尚有自強活動。而座談會每人茶水郵電補

助 480元，需 86萬 4千元，自強活動編列

36萬元。 

106年之自強活動，根據其會訊，於 106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分兩梯次前往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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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宜蘭市臺灣菸酒公司宜蘭酒廠、冬山鄉

梅花湖參觀旅遊活動，參加會員及眷屬共

837人，動用大型遊覽車 22輛。但該會會

員人數約為 15,000人（105年），僅八百

多人參與旅遊，疑有獨厚高階退警及其眷

屬之嫌。有鑑於該會人員達 1 萬 5 千人，

但常年會費之收入僅有 80萬元，致使該會

主要收入即為警政署之補助，且該會四分

之一預算皆用來「聯誼活動」，亦應檢討，

爰此，凍結部分預算，俟警政署提出書面

報告後，始得動支。 

查 106 年 1 月換發新式警用手槍 WALTHER 

PPQM2後，迄今已發生 17次槍枝走火事件，

且甫交槍時即發現「擊發系統生鏽」之狀

況、員警實際操作後亦曾發生彈匣釋放桿

斷裂、前槍管護套斷裂、槍枝準星照門磷

光點脫落等問題。顯見警政署辦理新槍採

購標案時，未確實控管槍枝之品質，不僅

阻礙打擊犯罪工作之進行，亦使員警隨時

暴露於危險之中。爰此，凍結部分預算，

俟警政署針對全面改善警用槍枝之品質，

以保障員警生命安全，提出書面報告後，

始得動支。 

(二) 

 

 

 

1. 

 

 

 

 

 

 

警政署及所屬 108年度單位預算第 2目「警

政業務」經費凍結 300 萬元，並就以下各

項提案理由，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

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根據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 14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迅即以其通曉之

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以及

第 14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如不通曉或

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

譯協助之。」基此，給予新住民與外籍人

士於行政調查上之語言協助，乃屬國際公

一、本項依修正決議第(一)項就原審查會報告所

列通過決議第(一)項、第(二)項關於第2目

部分合併凍結，修正為：警政署及所屬108

年度單位預算第2目「警政業務」凍結1,000

萬元，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後，始得動支。 

二、本案相關專案報告，業於 108年 2月 14日

以內授警字第 1080870395號函送立法院在

案，並於108年 4月10日立法院第 9屆第

7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12 次全體委員會議提

出報告，經立法院108年5月8日台立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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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基本人權應有之保障。 

觀我國通譯現況，因警政署目前並無建置

完善之通譯制度，致使基層單位於警詢筆

錄製作時，常就近請託當地未受通譯相關

訓練之外籍配偶或移工，用以充當行政調

查之通譯人員，此況實難確保當事人之司

法人權與翻譯之精準。若當事人之證詞無

法為完全之陳述，將影響後續司法判決，

亦嚴重妨害我國司法之公正性。爰此，凍

結部分預算，俟警政署針對新住民及外籍

人士之通譯需求，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

出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警政署及所屬 108年度單位預算第 2目「警

政業務」中，編列 1,575萬 5千元辦理「維

護社會秩序勤務業務」，此業務於 107 年

度預算僅編列 728 萬 7 千元，108 年度預

算比 107 年度預算多出兩倍多；另又編列

3,470 萬 5 千元作為辦理「第十五任總統

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治安維護

專案期前整備工作」，經查發現，警政署

辦理「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暨第 9 屆立法

委員選舉治安維護專案期前整備工作」之

預算，僅編列 1,511 萬 8 千元，108 度預

算又多出兩倍之多，顯見警政署在維安人

力布置上，皆較往年增加，恐有濫用警力

或超編預算之嫌。爰凍結部分預算，俟向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後，始可

動支。 

經查我國外籍移工性侵案通報後之成案

率，遠低於本國籍婦女平均標準；其次，

國際知名媒體曾指出台灣移工之性侵案

件，存有眾多未通報之黑數。觀上述兩點，

足顯在臺外籍婦女之治安環境甚是惡劣，

以致嚴重妨害我國之國際形象。爰此，凍

字第1080701733號函准予動支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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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部分預算，俟警政署針對如何改善女性

外籍配偶以及移工之司法權益，向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三) 查陳抗現場仍可見括刀型拒馬重重圍阻，

北一女中學生甚至創作，自嘲「第一拒馬

高中」，蔡政府儼然成了「被拒馬圍困的

政府」。爰此，警政署及所屬 108 年度單

位預算第 4 目「保安警察業務」經費凍結

500 萬元，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就刮刀

型鐵拒馬改製大型鐵馬護欄之進度提出書

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08年 2月 14日以內

授警字第 1080870381號函送立法院在案，並於

108年 4月 10日立法院第 9屆第 7會期內政委

員會第 12次全體委員會議提出報告，經立法院

108年 5月 8日台立院議字第 1080701733號函

准予動支在案。 

 

(四) 國家公權力之實際彰顯，有賴於各級公務

員依法行政，此乃實踐法律之途徑。然我

國員警於值勤時，因業務性質較為特殊，

常須動用強制力用以維護社會法益與保障

人民安全；但近年來，員警之用械時機是

否妥當，常遭社會輿論高度關注，甚至部

分員警還因此面臨司法爭訟之窘境，致使

第一線之執法人員紛擾不堪。綜上，用械

之適當與否，應由專業司法人員與具實務

經驗之相關專業人士群擬鑑定報告，供檢

察、司法體系作為裁量與判決之依據，此

舉除能免除連年訟累造成司法資源之浪費

外，尚可進一步保障基層員警之權益。爰

此，凍結「刑事警察業務」100 萬元，俟

警政署針對警械使用鑑定委員會成立，向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

動支。 

本項依修正決議第(二)項刪除原審查會報告所

列通過決議第(四)項、第(五)項。 

(五) 警政署及所屬於 108 年度單位預算第 6 

目「刑事警察業務」項下「充實刑事警察

設備」編列 235 萬元，作為推動「禁止酷

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

處罰公約」，然此業務理應由法務部辦理，

由警政署刑事警察業務編列此筆預算並不

本項依修正決議第(二)項刪除原審查會報告所

列通過決議第(四)項、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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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另警政署又於本項計畫中編列 178 

萬元，作為推動「糾纏行為防制法」之設

備費，然糾纏行為防制法並未三讀通過，

警政署卻先行編列預算，實不合理。綜上

所述，爰凍結「充實刑事警察設備」經費

100 萬元，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就教育

課程規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可動支。 

(六) 警察之主要工作是為維護社會治安，是全

民保母，惟基層員警過勞、超時工作、勤

務繁重也是長年的問題，而其中主要的原

因是人力不足，從「107年度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察局編制、預算員額」來分析，

107年度警察編制員額數為 70,058人而預

算員額 58,832 人，短缺約 11,226 人。各

縣市缺額中，又以六都的員警缺額較高，

臺北市短缺約 1,801 人、新北市約 3,171

人、桃園市約 1,682人、臺中市約 737人、

臺南市約 989 人、高雄市約 967 人，為徹

底解決警察長期人力不足的問題，警政署

允宜針對警察勤務繁重程度及各縣市之人

口增加率，通盤檢討警察人力補齊之對策，

評估可補足警力之期程，並於 3 個月內向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08年 2月 19日以台

內警字第1080870428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七) 對於基層員警過勞之問題，內政部過去 2

年大規模舉辦警察特考，每年錄取 3~4,000

名警察，內政部長徐國勇也承諾將在 2 年

內補足缺額，然事實上目前考試錄取的警

員人數即將超過預估缺額，恐將面臨無缺

可分發警察考試錄取人員之問題。按「全

國警察機關總員額上限」之行政命令，有

各縣市警察局員額上限之規定，因此即便

財政狀況較好的縣市政府，也無法自行增

加警察員額。目前台灣的警察人員，除了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與中央警察大學畢業生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3月4日以台內

警字第1080870547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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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任之內軌方式，外軌則是通過警察特考

的一般生，而中央警察大學與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學生畢業後就業相對有保障，但警

察特考的新進人員就面臨分發塞車之情

況；此外在年金改革之後警察人員的法定

退休年齡提高，中高階警力延退，將造成

未來新進警察人員的升遷機會受限。警政

署面臨無缺可提供考試錄取人員分發之窘

境，2019年的外軌警察特考開缺員額勢必

會遽減，也將影響到有志準備警察特考之

應考人權益。爰此，要求警政署在基於不

超時、不違反勤務條例的前提下，考量現

在的人力資源、員額上限，並儘速規劃未

來幾年警力結構之調配，研擬改善計畫並

提出報告送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備查。 

(八) 

 

 

 

因應新興科技犯罪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

新，自民國 103 年度起全國各市縣政府警

察局皆成立「科技犯罪偵查專責隊」（下稱

科偵隊），專責偵辦資通訊及網路犯罪案

件、科技犯罪偵防、數位鑑識等工作。然據

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近年網路犯罪案件數，

已由民國 104年度之 12,458件逐年增加，

去年則增加為 15,498 件，截至今年 10 月

則為 12,545件。惟統計至今年 1月，各市

縣政府警察局科偵隊人力均有不足，恐影

響整體刑事偵查業務之遂行。 

基此，要求警政署應對網路犯罪案件日益

增加及科技犯罪偵查人力不足等問題，於

1 個月內提出相關書面研究報告與改進日

程，俾利改善人力缺額狀況，緩解整體刑

事偵查人力不足之問題。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3月4日以台內

警字第1080878082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九) 

 

 

經查，「警察勤務條例」第 15條規定「服

勤人員每日勤務以八小時為原則；必要時，

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之。」，故員警服勤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08年 3月 13日以內

授警字第1080870651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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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 8 小時為基本原則，僅於必要時方得

予以延長。惟查，警政署長期以人力不足

為理由要求員警加班，基層員警實際上固

定之排班時數多為 10 至 12 小時，依據臺

灣警察權益推動協會針對 775 名外勤員警

之調查顯示，高達 93.7%之員警每日平均工

時在 10小時以上，同時有高達 74.1%的員

警每週工時超過五十小時，員警每日的平

均睡眠時間僅剩 6.42小時，長期下來員警

身心俱疲，除了基層員警因此士氣低落，

也造成近年來員警積勞成疾，甚至猝死的

案件層出不窮。爰此，建請警政署針對目

前員警普遍超時加班之情形進行通盤檢

討，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

出改善報告及計畫。 

(十) 

 

鑑於臺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於今年 8

月間提出「績效制度與警察勞動狀況問卷」

調查（共 824人填卷，警察人員計 600人），

負責刑事工作人員部分（含所長、派出所

專案人員），「警察績效制度對你身心狀

況」一問題中，回答績效制度「對身心健康

有不良影響」者佔 99.4%、「身體狀況」一

問題中，回答「有離職甚至輕生念頭」者佔

30.6%；派出所或內勤人員部分，「需要支

援偵辦刑案時身心狀況」一問題中，回答

「心理壓力大」或「相關壓力已經影響身

體狀況」者佔 79.6%。相關數據顯示的是，

刑事工作制度與績效制度目前的設計，普

遍的對於警察人員的身心狀況有負面影

響。而「主管曾表示績效不佳不應請休假」

一問題，回答總是或經常如此者，佔總體

16.7%。為確保警察從業人員身心健康，從

源頭調整，包含工作與勤務規劃，爰要求

警政署應參酌 2017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2月22日以台

內警字第1080870478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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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績效管理政策研議或修正，納入人

權專家、社會科學研究者等外部委員，以

及參酌美國消防員罹災事故調查機制，研

議委由職業安全衛生專業等第三方單位，

評估工作環境因子的調查訪視，釐清警員

罹病死亡或罹災死亡之原因。 

(十一) 

 

內政部警政署之警政業務預算，為辦理警

備、警衛、警戒、擴大臨檢、加強重要節日

安全維護工作、槍砲、彈藥、刀械管制、督

導事項等工作。其中槍砲彈藥刀械管理工

作績優獎勵金之目的為給予基層單位對於

列管之槍砲彈藥刀械管理、造冊之工作績

優獎勵。 

查警政署於 2017 年曾委託中央警察大學

進行原住民得合法使用制式獵槍狩獵政策

之委託研究（總經費 89萬 3千元），其研

究結論為「建議禁止原住民自製結構粗糙

且不安全之自製獵槍」。然而過了一年，原

住民獵人因槍枝走火等問題導致傷亡之案

件仍層出不窮。獵槍管理名冊雖整理、造

冊清楚，但並無助於獵槍本身安全性提

升！該管理工作之績優獎勵金係建立於原

住民族獵人慘痛之鮮血上，對於眾多獵人

無辜傷亡，政府消極之處事態度令人痛

心！ 

爰此，要求警政署 1 個月內提出「原住民

族開放制式獵槍政策與相關法制修正」之

專案報告，以維護原住民族獵人使用獵槍

之安全！  

本案相關專案報告，業於 108年 2月 27日以台

內警字第1080870530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十二) 

 

依據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調查研究顯

示，受訪者認為 107 年上半年治安狀況有

75.7%表示不好，其中 37.6%表示不太好、

38.1%表示非常差；認為好的民眾有 24.3%，

其中 21.4%表示還算好、3.9%表示非常好。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4月2日以內授警

字第1080878173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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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 105 年同期調查顯示，認為治安狀況

好的狀況有下降的趨勢，並落至近 7 年之

最低點，顯然近半年來台灣民眾對治安狀

況不具備信心。 

為挽回民眾對於治安的信心，且有效降低

犯罪率，警政署應針對相關議題進行研議，

提出犯罪預防宣導或社會秩序維護等工作

事項，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並於 3個

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十三) 

 

警政署在今年 3 月提起國道員警的危險加

給案，據統計國道警察約 1,450 人，外勤

同仁 1,251 人，預計 1 人 1 個月加 6 成為

5,061元。惟當時行政院人事總處在徵詢行

政院主計總處等有關部會的意見後，認為

國道員警和刑警工作內涵不太一樣，因此

要求內政部針對國道員警的危險加給案重

新通盤考量。然事實上國道車況瞬息萬變，

充滿不確定性，警員長時間暴露在危險環

境下值勤，風險極大，對於身處於高危險

性之環境中執勤，未能支給危險加給除有

違現況外亦有失公允，此外國道警察「員

警執勤身亡平均年發生率」較六都警察局

高，也高於刑事警察及其他專業警察，國

道公路警察執勤風險明顯偏高係屬不爭事

實，內政部日前針對此案雖已再度提報行

政院，但迄今未有具體進展，爰要求警政

署與有關部會進行溝通積極推動，並將後

續進度提出報告送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備

查。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2月1日以台內

警字第1080870342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十四) 警政署辦理涉案車輛行車紀錄雲端創新應

用發展計畫編列經費 912 萬 5 千元，預計

於各縣轄市 145 個路口（共 327 個車道）

建置 RFID外碼讀取器，並建置雲端平臺與

各機關行車紀錄資料庫介接，擴大行車紀

一、 警政署分別於 107年 4月 19 日及 5月 10

日與臺北市及新北市交通局達成eTag系統

介接及點位資料共享協議，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預計於108年底前完成系統介接工程，

不但可避免重複建置，擴大偵查人員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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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資料來源及涵蓋範圍，以助偵查人員建

構完整涉案車輛移動軌跡，並達到政府資

源共享，全國共同使用之目標。惟經查發

現，目前我國 6都 RFID外碼讀取器已建置

完成，且其他機關及地方政府亦有建置

RFID外碼讀取器，爰要求警政署應先辦理

已建置 RFID外碼讀取器縣（市）之佈設現

況及佈設點位之評估及與該系統之介接整

合，避免重複建置，以節省公帑。 

車輛之查緝範圍，亦可達成政府機關資源

共享之目的。 

二、 未來將於 109 至 111 年間持續與桃園市、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交通局協調系統介

接事宜，預定於 111 年前可完成警政署及

六都交通局之eTag系統介接整合。 

(十五) 

 

警政署辦理精實警用車輛計畫，汰換警用

車輛 538 輛，然經查發現，當前已達汰換

標準之警用車輛為 621 輛，顯見警政署該

計畫未能滿足實際需求，惟考量警政署預

算有限，爰要求警政署辦理汰換警用車輛

作業時，應視實務作業需求，檢討各機關

（單位）配賦車輛數、現有車輛年限與里

程數、車輛規格種類之妥適性；並應依機

關任務屬性不同，如鐵路警察局、警察通

訊所、警察廣播電臺及警察專科學校等使

用警用車輛與打擊犯罪勤務或執法關連性

較低之機關，檢討車輛汰換之優先性，以

維護警察人員之人身安全。 

一、 警政署108-111年「警察執法設備及效能提

升方案」子計畫「精實警察車輛計畫」係分

4 年執行，規劃編列 8 億 1,901 萬 8,000

元，用以汰換警用汽車485輛、警用機車53

輛。 

二、 警政署本於撙節、分年原則，並衡酌所屬警

察機關勤業務特性及各類警用汽、機車任

務屬性等情，針對刑事警察局職司全國重

大刑事案件偵查工作、國道公路警察局勤

務需性能佳、安全性高之車輛、保安警察第

一總隊、第四總隊及第五總隊需迅速動員

趕赴聚眾活動現場，第七總隊強化查緝國

土環境資源、生態保育違規案件車輛性能

等情，分配較高額汰換經費，另警察機械修

理廠、民防指揮管制所、臺中港務警察總

隊、警察廣播電臺等機關，因勤務性質相對

單純，分配較低額汰換經費。 

三、 依據上開分配原則，核配警政署及所屬機

關109年度汰換車輛經費預算。 

四、 現階段汰換標準警用車輛占現有車輛比率

過高之問題，警政署及所屬機關因勤務仍

有用車之需求，達汰換標準之車輛無法提

前辦理報廢以降低比率過高之現況，爰警

政署持續努力向行政院爭取車輛汰換經

費，以加速老舊車輛汰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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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經查警政署及所屬機關現有警用汽車

1,819輛，其中達汰換標準者即有 621輛，

占現有車輛比率為 34.14%；又警用機車現

有 1,284 輛，達汰換標準者計有 517 輛，

占現有警用機車之比率為 40.26%，顯見達

汰換標準之警用車輛占現有警用車輛之比

率仍偏高。惟警政署於 108 年編列之汰換

警用汽車數僅有 139輛；警用機車數僅 14

輛，顯不足以汰換已達汰換標準之車輛，

如此將嚴重影響員警執勤之安全，顯見警

政署在編列警用車輛汰換之預算時，未能

妥善規劃。爰此，建請警政署針對達汰換

標準警用車輛占現有車輛比率過高之問題

進行通盤檢討及改進，並於 1 個月內向立

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檢討書面報告。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8月7日以內授

警字第1080872485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十七)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

管局）於 107 年至警政署辦理第 6 次政治

檔案訪查徵集，認定 81年以前所有保防檔

案約 6萬 7,000案，然其中卻有高達 99.8%

屬機密檔案，遠高於國安單位之檔案數量，

難謂符合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5 條「國家機

密之核定應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之

規定，且有違反該法第 11條「國家機密至

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應用」規定之虞，甚

至對目前促進轉型正義真相調查工作之推

動造成阻礙。爰要求警政署儘速完成前述

政治檔案之清查、解降密及檔案移轉，會

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依檔案之年代、

優先性、重要性區分階段，研商檔案數位

化之格式與內容並進行檔案數位化，向立

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一、 警政署檔案數位化採購案業已於 108 年 5

月8日完成驗收，數位化電子檔於108年5

月 27 日警署秘字第 1080094138 號函送促

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辦理。 

二、 另警政署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以下簡稱檔管局)審選之政治檔案，總計

有7萬6,515案（7萬8,595卷，1,669箱），

警政署業分5批次(108年5月22日、6月

13日、6月 28日、7月 5日及 7月 9日）

全數移轉至檔管局，並皆已完成簡易點交

紀錄。 

三、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2月14日

以台內警字第1080870393號函送立法院在

案。 

(十八) 第 1 目「一般行政」編列 159 億 1,146 萬

3 千元，其中「人員維持費」編列 158 億

5,578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調整待遇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3月4日以台內

警字第1080878082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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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經費 6 億 1,095 萬 6 千元。經查目前全

國科技犯罪偵查隊人員現況統計，目前全

國合計人數為 221 人，已高過需求人數為

190人，但仍有五縣市不足需求人數，包括

臺北市尚缺 17 人、新北市缺 36 人、桃園

市缺 1人、新竹縣缺 3人、屏東縣缺 3人。

惟科技犯罪偵查隊是肩負第一線網路犯罪

打擊、電腦鑑識及網路通訊監察等工作，

且近年網路時代更加發達，人力不足恐影

響支援科技犯罪案件之偵查辦理作業，允

宜盡速充實人力以利打擊犯罪。請警政署

於 3 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詳述改善方法並

補足各縣市之科技犯罪偵查隊人員需求，

送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備查。 

(十九) 促進勞動相關權益乃近年政府之重點目

標，但部分員警反應其加班費並未據實核

發；此況除損害警員勞動權益外，尚有損

政府維護勞權之公信力。爰此，警政署應

針對如何據實發放員警加班費擬具改善計

畫，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08年 2月 12日以台

內警字第1080870358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二十) 經查近八年來國道員警因公而致死傷者高

達 37人之多；國道上來往車輛時速破百，

員警於此場域值勤時，便較一般道路更為

危險，但目前卻無與其風險相應之加給與

保障，足顯警政署漠視國道警察之權益。

爰此，警政署應針對如何有效提升國道警

察之權益、執勤標準作業流程及防撞車事

項，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一、本項依修正決議第(三)項就原審查會報告

所列通過決議第(二十)項修正為：經查

近八年來國道員警因公而致死傷者高

達 37 人之多；國道上來往車輛時速破

百，員警於此場域值勤時，便較一般道

路更為危險。爰此，警政署應積極爭取

自 108年 1月 1日起發放國道警察危險

加給，並應針對如何有效提升國道警察

之權益、執勤標準作業流程及防撞車事

項，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 

二、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08年7月29日

以內授警字第 1080872353號函送立法院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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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之成立宗旨為培育基層

警察人才。然而近年來原住民族警察人員

佔全國之比率逐年下降，但招生人數是否

足以補齊原鄉所需警力，與有疑義。然高

齡化與大退潮之下，如何培育熟稔語言、

部落習俗之原住民族基層警察人才並適才

適用，優先派任原住民族員警回鄉服務，

亦為當務之急。 

爰要求警政署研議逐年提升「新住民、原

住民族學生投入警職與警察專科學校招收

新住民、原住民族學生保障」與「如何優先

保障、派任原住民族員警回鄉服務」之作

業機制，並設置原住民族與新住民學生資

源中心。 

一、 警察考試增訂優惠規定，鼓勵原住民報考 

(一)警政署對於照護原住民受教權益與原住

民投入警察工作向來關心，對原住民參

加中央警察大學（下稱警大）、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下稱警專）二校入學考試訂有

相關優惠規定；另 100 年警察特考雙軌

分流後，亦鼓勵原住民參加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以多元管道

進用原住民員警。 

(二)目前原住民參加警大、警專二校入學考

試享有筆試成績加分、優待錄取名額、放

寬部分體格檢查項目等優惠規定，另參

加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亦放寬部分體格檢查項目，108年相關優

惠措施維持不變，仍持續辦理。 

(三)警大108年原住民優待錄取名額為6名，

占招生人數比例為2.3％；另警專原住民

優待錄取名額已由 105 年 2％提升至

2.35％，若筆試成績原始總分已達錄取

標準者，則不計入優待錄取名額，兩項合

計人數占招生人數比例已達3％以上。 

二、 廣宣招生訊息，提升原住民報考意願 

為利原住民基層警察人才增補及適才適

用，警政署業責成警專向原鄉地區高中

（職）學校加強招生宣導工作。108年警專

計薦派 24名原住民學生至 10間原鄉地區

高中（職）學校進行招生宣導；若無畢業生

就讀警專或學生無意願返校宣導之原鄉學

校，警專將寄送招生宣傳海報至各校、於全

國大學學測考場發放專刊，並於網路聯播

廣告，以廣宣招生訊息，提升原住民報考意

願。 

三、 設置原住民族與新住民學生資源中心 

(一)警專為成立原住民族與新住民子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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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提供原住民族與新住民子女

學生生活、課業及就業輔導、生涯發展、

民族教育課程活動等各項協助，經參酌

各大專院校執行經驗與建議，業於 108

年3月25日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原

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設置要點」及同年

月28日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新住民

子女學生資源中心設置計畫」。 

(二)警專業於108年6月14日召開「原住民

族暨新住民子女學生資源中心揭牌暨召

開第一次諮詢委員會」，並於同年月 19

日召開「推動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暨新住民子女學生資源中心事務會

議」，由校長親自主持。 

(三)「原住民族教育法」業於108年6月19

日修正發布，警政署將責請警專參採上

開法令規定，配合修正「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設置要點」。 

四、 修正原住民員警請調規定，協助返鄉服務 

(一)警政署為協助原住民員警返原鄉部落服

務，自99年11月12日起，每年於辦理

警專畢（結）業生分配實務訓練作業時，

要求各警察機關於辦理該校畢（結）業生

分配實務訓練或內部調整時，優先派任

原住民員警至原鄉部落分局及分駐（派

出）所服務。 

(二)105年5月18日修正發布「警察人員陞

遷辦法」第22條第3項規定，增訂原住

民巡佐及警員請調原住民族地區服務，

比照特殊困難方式，從寬核准調回籍服

務。 

(二十二) 

 

 

人臉辨識系統是否能達到防範治安效果未

明，卻已有侵犯民眾隱私自由與權利之疑

慮，各級警政單位在未經民眾同意與授權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08年 3月 15日及 3

月 22 日以台內警字第 1080870685 號及內授警

字第1080870803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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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的情況下，於社區建置人臉辨識系統，對

民眾行動進行監控，對人權造成極大威脅。

然目前各級警政單位在使用人臉辨識技術

時，所受之監督為何未明，對人權可能造

成的影響也尚未有全面之影響評估。為保

障民眾人權，爰要求警政署就以下各點進

行說明，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 

現有人臉辨識系統之配合廠商、人臉辨識

方式（即時或非即時）、使用地點之說明。 

人臉辨識標案資訊，如申請計畫書、合約。 

使用中的人臉辨識系統的技術規格。 

配合此系統提供資料以供人臉辨識的公務

及非公務機關。 

計畫執行至今與人臉辨識系統有關之報告

或會議記錄。 

警政署內部使用人臉辨識系統的申請程

序、場合、及稽核等。 

 

(二十三) 警政署及所屬於108年度單位預算第8目

「其他設備―充實警政設備」編列5億

4,148萬7千元，其中「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

畫第二期―警政巨量資料分析與運用」編

列2億1,662萬3千元，並於該計畫中辦理M-

Police警用行動電腦汰舊換新作業。惟根

據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106年度部分

單位使用M-Police之查詢次數呈現下降趨

勢，最高甚至下降64.29%；且裝載於M-

Police之10項查詢應用軟體中，有8項軟體

使用次數僅佔0.62%，顯見大部分應用軟體

功能不符實際使用之需求。爰此，警政署應

釐清M-Police使用率降低及部分功能使用

率偏低之原因，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08年 2月 27日以台

內警字第1080870528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五、 分組審查決議-財政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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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省市地方政府：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之補助，區分為一般性補助款、計畫型

補助款與專案補助款等3 類。經查，中央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

之分配方式與歷年金額，已揭露於行政院

主計總處網站；然而編列於各部會單位預

算或附屬單位預算之計畫型補助，則未有

一致性之揭露格式，於政府資料公開之層

面顯有不足，更不利外界了解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之全貌。 

爰要求行政院督導所屬部會，於各部會網

站自行揭露每年度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計

畫型補助情形。編列於單位預算之補助款

應依據工作計畫、編列於附屬單位預算之

補助款應依據業務計畫詳列金額，自108年

度起於每年4月底前揭露前一年度補助情

形，並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內政部業於 108 年 4 月底前將該部及所屬之前

一年度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形於

內政部網站綜整揭露，並於 108年 4月 29日以

台內會字第 1080360756號函將書面報告送立法

院財政委員會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