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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作業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隸屬教育部，規劃辦理各

種主題性科學展示，設計開發各項科學教育活動，為落實蒐藏業務之執

行，並蒐集研究國內重要科技文物，充實科技史研究資源，充分發揮本

館蒐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功能。 

本館擁有科技文物藏品及數位典藏，為彰顯典藏品特色及符合綠

博館永續的概念，藉由發展文創商機，以藏品、建築空間、機器人、科

學動手做教具材料包、創客工場等主題持續開發文創商品，增益本館的

文創價值，並挹注館務收入以永續經營。 

在科工綠地上，結合未來鐵道綠廊、輕軌捷運的「度量衡廣場」、

知性休憩功能的「科普咖啡站」，呼應且傳達綠能的休閒及永續概念，

提供全民寓教於樂的學習環境，創造更高附加價值，為博物館營運績效

注入活水。 

本館自 96 年度納入「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實施範圍，於該基

金下設立「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作業基金」，迨「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

基金設置條例」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公布施行後，「國立社教機構作業

基金」更名為「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未來本館將更注重成本效

益觀念，加強開源節流措施，提高經費使用效能，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提升營運績效與服務品質，增加對社會的服務功能。 

二、組織概況 

本館置館長 1人，綜理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館長 1人，

襄理館務。下設有 4組 3室 2小組，各組室之職掌如下： 

(一)蒐藏研究組：掌理科技文物之蒐集、典藏、保存、研究、鑑定與

學術交流及出版品之編纂、印製、發行等事項。 

(二)展示組：掌理科技文物展示與劇場節目之規劃、設計、製作、儀

器操作、維修及管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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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教育組：科技教育研究與合作交流，教材教具之研發、推廣

及活動之規劃、執行及科普圖書館營運管理等事項。 

(四)公共服務組：掌理宣傳、行銷、票務、導覽、觀眾服務、志工服

務及社區關係發展等事項。 

(五)秘書室：掌理機要、研考、資訊、法制、印信、文書、總務、

出納、保管、安全、機電、營繕及其他不屬於各組室之事項。本

室下設資訊作業小組。 

資訊作業小組：負責規劃及推動館務電子化、全球資訊網設計及

維運、網路設備管理營運、資安及個資制度運行及認證、推動政

府開放資料業務及開放文檔軟體等。 

(六)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七)主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

而非用於營業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

度預算截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  

一、前（111）年度決算結果： 

(一)業務收入：決算數 3 億 6,057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2 億 9,654

萬 8千元，增加 6,402 萬 8千元，約 21.59％，主要係建教合作

收入、教育部等專案補助計畫收入及雜項業務收入較預計增加所

致。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4 億 9,116 萬 5 千元，較預算數 4 億

6,574 萬 1千元，增加 2,542 萬 4 千元，約 5.46％，主要係建教

合作成本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3,405 萬 6千元，較預算數 3,195 萬 8千元，

增加 209 萬 8 千元，約 6.56％，主要係受贈收入及雜項收入等

較預計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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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1 萬 1 千元，較預算數 0 元，增加 1 萬 1

千元，主要係繳回以前年度違規罰款收入所致。 

(五)本期短絀：決算短絀數9,654萬 4千元，較預算短絀數1億 3,723

萬 5千元，減少 4,069 萬 1千元，約 29.65％，主要係建教合作

收入及其他補助收入等較預計增加以及服務成本、推廣教育成本

與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較預計減少所致。 

(六)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決算數 7,202 萬 8千元，占可用預

算數 7,409 萬 9千元，執行率約 97.20％。 

二、上（112）年度截至 6月 30 日止預算執行情形：  

(一)業務收入：實際業務收入 1 億 8,253 萬 5 千元，較預算分配數 1

億 7,698 萬 1千元，增加 555 萬 4千元，約 3.14％，主要係建教

合作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實際業務成本與費用 2億 2,492 萬 9 千元，較

預算分配數 2億 5,772 萬 1 千元，減少 3,279 萬 2 千元，約 12.72

％，主要係部分補助計畫尚未結報及撙節支出所致。 

(三)業務外收入：實際業務外收入 2,174 萬元，較預算分配數 1,625

萬 8 千元，增加 548 萬 2 千元，約 33.72％，主要係利息收入、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違規罰款收入、受贈收入、賠(補)償收

入及雜項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四)業務外費用：無列數。 

(五)本期賸餘：實際短絀數 2,065 萬 4 千元，較預算分配短絀數 6,448

萬 2 千元，減少 4,382 萬 8 千元，約 67.97％，主要係部分補助

計畫尚未結報及撙節支出所致。 

(六)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實際執行數 1,205 萬元，占預算分

配數 1,046 萬元，執行率約 115.2％，主要係執行圓形館增設造

型亮點電梯動線改善暨空間再造統包案所致。 

 

 

參、業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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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以建構「科技生活化、生活科技化」之綠博物館為組織願景，

秉持綠化節能永續經營的理念，考量包含「環境永續」、「經濟永續」、

「文化永續」、「社會永續」四大面向，建立環境保護、成本控管、文

化傳承及社會責任發揮之永續發展策略，訂定「服務人次持續增加」、

「財務收入穩定成長」、「服務品質整體提升」三大目標，分由各組室

根據其所分配之目標發展及執行營運計畫。 

一、營運計畫： 

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一)強化科技文物之

蒐藏、研究與運

用。 

蒐集本土與先進科技

物件，加強館藏文物

之研究與應用。 

(1) 徵集30批個人或單位捐

贈文物。 

(2) 推出科學與生活科技展

覽 8場次。 

(3) 擇定 800 件藏品應用於

展覽與活動。 

(4) 辦理科技文物健康補給

站 25 場。 

(二)提高專業學術研

究與創作能力、

拓展學術和專業

交流管道，及出

版 學 術 性 出 版

品，提升學術能

見度。 

辦理國際交流活動、

專業社群交流；出版

學術出版品；發表學

術論文。 

(1)辦理學術交流會議(研討

會或工作坊)1場。 

(2)參與學術交流活動 3場。 

(3)參與專業社群組織與交

流 3個。 

(4)出版學術期刊 2種、中英

文年報與發表學術論

文。 

(三)增進「開放式典藏

庫」營運項目，推

廣藏品加值應用。 

創新典藏庫營運，激

發民眾思考科學意義

內涵，培養國民科學

態度。 

(1)辦理藏品推廣活動 12

場。 

(2)辦理特色文物修復展演

活動 100 場。 

(3)辦理特色工作坊 2場。 

(四)運用年度預算並

對外爭取社會資

源，以持續推動

展示更新計畫。 

規劃並執行展示之更

新，建立本館展示特

色，更累積永續經營

資本。 

完成 3個展示單元更新。 

(五)發揮展示專業及

創意，策（合）

辦多元豐富之特

自策或與外界合辦特

展，兼顧生活化、國

際觀與本土性等不同

完成自策或與外界合辦特展

26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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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展。 面向，豐富觀眾參觀

經驗。 

(六)強化外界合作，擴

增空間利用，提升

場域使用率。 

積極推廣利用特展

廳、藝文專區等公共

空間，提升使用效

益。 

空間使用率達 70％。 

(七)提供優質大銀幕

立體電影，營造

寓教於樂環境，

誘發民眾探索科

學興趣。 

成立選片專案小組，

針對顧客屬性和需

求，選定優質 3D 影

片，深入校園行銷推

廣，加強服務量能。 

完成 3 部 3D 電影選片與租

賃，提供中小學師生戶外教

學使用，及親子家庭共賞，

以提升電影院營運績效。 

(八)推動本館自策特

展於館外巡迴展

出。 

發揮本館展示設計專

業，增加館外服務人

次。 

自策特展館外巡迴，增加 6

萬館外服務人次。 

(九)展示資源物品再

利用，提升節能

環保效益。 

回收展示單元之資源

物品，於年度特展展

出或其他活動時使

用。 

充分利用展示資源物品，降

低支出成本，約可節省 60

萬元。 

(十)常態進行展品維

護，維持展示品

質。 

提高展品故障修護時

效完成率。 

有效落實自主檢查機制，維

持展示廳展示單元正常運作

90％以上。 

(十一)辦理科技生活

化、生活科技

化系列活動。 

以基礎科學、能源科

技、智慧科技、程式

設計、材料科技等主

題，以現場演示、研

習、親子活動、講座、

競賽、館外服務等不

同形式，辦理科普教

育推廣。 

全年度計辦理 1,000 場次，

服務 15 萬人次。 

(十二)進行科教活動

學員滿意度調

查。 

充分暸解活動辦理成

效，及學員活動參與

之感受與意見，以提

升學員活動服務品

質。 

進行 10 件科教活動滿意度

調查，整體滿意度平均達

90%以上。 

(十三)形塑專業與科

普功能並存的

圖書館，豐富

充實重點科普書刊、

辦理多元科學閱讀活

動、提升科普閱讀推

(1)增加科普書刊 500 冊。 

(2)辦理深度閱讀及科普推

廣活動 5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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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國 民 科 學 知

識。  

廣效益。 

(十四)開發主題特色

活動教具。 

開發具有獨特性的教

學教具，提升本館科

技教學的層次及能

力，服務更廣泛民

眾。 

配合主題研發計畫，開發教

具、教材包、學習單共 10

件。 

(十五)強化同仁科教

專業知能，活

化提升人力素

質。 

1.派員參與各類教育

訓練，提升專業知

能。

預計參與課程 1場次。  

2.針對科學教育主題

領域，進行學術研

究。

發表科教主題類論文 15篇。 

(十六)加強志工人力

運用。 

善用志願性人力資

源、協助館務推行。 

年度運用志工人力時數累積

176,000 小時，1 天以 8小時

計算，估計等同增加 88位館

員人力。 

(十七)與社區里民建

立良好關係。 

年度辦理睦鄰里電影

欣賞、自策收費特展

等優惠參觀活動及里

長籌備會議。 

提供 2 場電影欣賞優惠、1

場自策收費特展優惠參觀活

動及里長籌備會議。 

(十八)加強社群行銷

及專案行銷計

畫。 

善用社群媒體進行顧

客開發，廣拓多元行

銷管道。 

(1) 預計本館社群專頁追蹤

人數達 123,300 人。 

(2) 全年度推出 6 場專案行

銷計畫。 

(十九)辦理教育訓練

提 升 導 覽 服

務。 

配合臨時特別展示主

題，辦理解說人員教

育訓練活動。 

預計全年度共辦理 15 場常

設展示廳及特展專業教育訓

練，計 300 名館員及志工參

與，達到更新展示單元及特

展均辦理解說人員教育訓練

之目標。 
(二十) 拓展具特色或

貼近參觀者需

求 之 文 創 商

品。 

透過文創商品的設計

與開發，賦予產品文

化、科學及工藝美學

等意涵，延伸博物館

的教育功能，並提升

基金自籌財源。 

自行或與外界合作開發設計

本館特色文創商品，及代售

外界文創商品，年度營業額

達 18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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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二十一)辦理秘書、庶

務、機電、營

繕等一般行

政業務，配合

支援業務單

位完成工作

目標。 

1.維護館區景觀，提

高休閒品質。

(1)每日巡檢，每月定期評鑑

1次，確保環境品質。 

(2)館區每日進行環境清

掃、草坪及灌木修剪養

護，每年進行 100 棵喬木

修剪。 

2.改善消防設備，保

障公共安全。

(1)消防設備每月檢測。 

(2)每年完成 2 次館內消防

演練，確保館員及外包廠

商人員對消防設施使用

熟悉度，維護房舍安全。 

3.推廣節能措施，提

升節能效益。

(1)加強節水防漏，每日巡

檢，每月定期評鑑 1次。 

(2)定期維護保養空調設

備，維持設備運轉效率；

配合台電時間電價費

率，調配儲冰、冰水機設

備運轉，取得最大節電與

節費效益。 

4.檢視監視設備，維

護公共安全。

(1)每日檢視各區域安全監

視器，加強設備正常運

作。 

(2)更新監視系統部分設備。 

(二十二)維持本館資

訊設備軟硬

體 正 常 運

作。 

1.本館 113 年度資訊

硬體設備委外維護

案。

完成本館個人電腦、網路設

備、伺服主機及不斷電主機

委外維護作業，並透過定期

資訊設備巡檢作業，強化資

訊設備完善度。 

2.本館全球資訊網、

公文線上簽核系

統、電子表單系

統、出納管理系

統、財物管理系

統、WebITR 差勤系

統維護案。

完成本館資訊系統維護共計

6 項，其餘資訊系統由資訊

小組自行維護。 

(二十三)網路服務計

畫。 

完成對外網路連線正

常運作。 

全年度對外網路正常連線運

作，包含內部對外網路連

7



 

 

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線、民眾 iTaiwan 無線網路

提供、場地租借 ADSL 專線網

路服務等。 

(二十四)落實資訊安

全及個人資

料 管 理 制

度。 

1.落實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 

(1)持續運行資訊安全管理

制度(ISMS)並通過 ISO 

27001：2013 複評。 

(2)維護個人電腦與伺服主

機全年運作安全更新防

毒軟體授權，達到即時監

控掃描及病毒防護功能。 

(3)辦理員工資訊安全教育

訓練課程 3小時，包含電

子郵件與社交工程防範

宣導等。 

2.落實個人資料管理

系統。 

(1)持續運行個人資料保護

制 度 (PIMS) 並 通 過

BS10012:2017 複評。 

(2)辦理員工教育訓練課程

3小時，包含個人資料管

理制度宣導教育訓練等。 

(二十五)資訊服務維

運計畫。 

購買原廠環保碳粉匣

及感光鼓耗材，減少

設備故障支付維修費

用。 

購買原廠環保碳粉匣及感光

鼓耗材，減少設備故障支付

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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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

分析： 

(一)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本年度計編列 2,723 萬元，其內容如下： 

一次性項目： 

(1)機械及設備 230 萬元：係辦理空調箱盤管段汰換及購置或汰換電腦

等資訊設備等。 

(2)交通及運輸設備 160 萬元：係辦理中央控制系統升級。 

(3)什項設備 2,333 萬元：係購置或汰換展廳設備、圖書設備及消防設

備等。 

(二) 資金來源：係營運資金 1,207 萬 5 千元及國庫撥款 1,515 萬 5千元，

共計 2,72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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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3 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圖，列示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建設改良擴充 113 年度預算 資  金  來  源 113年度預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7,230 營運資金                    12,075 

 機械及設備                  2,300 國庫撥款                    15,155 

 交通及運輸設備                    1,600   

  什項設備 23,330   

    合      計                27,230     合      計                 2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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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算概要 

一、 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一) 本年度業務收入 3 億 2,356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 億 1,064

萬 7 千元，增加 1,291 萬 9 千元，約 4.16％，主要係服務收入、建

教合作收入、社教機構發展補助收入及雜項業務收入增加所致。 

(二)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 4 億 6,971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 億

7,977 萬 5 千元，減少 1,006 萬 1 千元，約 2.10％，主要係服務成

本與推廣教育成本減少所致。 

(三)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 3,141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208 萬 8 千

元，減少 67萬 7千元，約 2.11％，主要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減少

所致。 

(四) 本年度業務總收支相抵後，發生短絀 1 億 1,473 萬 7 千元，較上年

度預算短絀數 1億 3,704 萬元，減少 2,230 萬 3 千元，約 16.27％，

主要係服務收入、建教合作收入、社教機構發展補助收入及雜項業

務收入較預計增加，以及服務成本與推廣教育成本較預計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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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3 年度及最近 5年收入與短絀、成本與費用圖表，列示如下： 

113 年度收入與短絀、成本與費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與短絀 113 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 113 年度預算 

業務收入                      323,566 業務成本與費用              469,714 

 勞務收入                    41,937  勞務成本                    253,756 

 教學收入                    43,315  教學成本                    34,197 

 其他業務收入                238,314  管理及總務費用              181,761 

業務外收入                    31,411 業務外費用                    0 

本期短絀                      114,737                                 

收入與短絀總額                469,714 成本與費用總額                46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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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５年收入與費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目 109年度決算 110 年度決算 111年度決算 112 年度預算 113 年度預算 

收入                                  

 業務收入                    356,448 333,867 360,576 310,647 323,566 

 業務外收入                  35,441 28,202 34,056 32,088 31,411 

收入合計                      391,889 362,069 394,632 342,735 354,977 

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500,577 472,312 491,165 479,775 469,714 

業務外費用   1,587 96 11 0 0 

費用合計                502,164 472,408 491,176 479,775 469,714 

本期短絀 -110,275 -110,339 -96,544 -137,040 -114,737 

註:109 至 111 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112 年度為法定預算數。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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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餘絀撥補之預計： 

(一) 短絀之部：本年度預計短絀 1 億 1,473 萬 7 千元，連同以前年度待

填補短絀 3 億 8,476 萬 9 千元，共有待填補短絀 4 億 9,950 萬 6 千

元，除撥用公積 3,713 萬元填補外，尚有短絀 4億 6,237 萬 6 千元，

留待以後年度填補。 

(二) 最近 5年度無賸餘分配。 

三、 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635 萬 7 千元，其中： 

1.本期短絀 1億 1,473 萬 7 千元，調整利息股利 140 萬元，未計利息股

利之本期短絀 1億 1,613 萬 7 千元。 

2.調整項目 1億 2,225 萬 4千元，包括折舊及攤銷 1億 2,776 萬 1千元、

提列退休及離職儲金 34萬 9千元、流動資產淨減 4萬 9千元、流動

負債淨減 590 萬 5千元。 

3.收取利息 24 萬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172 萬 3 千元，包括收取利息 116 萬元、

增加準備金 34 萬 9 千元、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723 萬元、增

加無形資產 756 萬元及增加其他資產 2,774 萬 4千元。 

(三)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389 萬 9 千元，包括增加其他負債 935 萬 9

千元及國庫增撥基金 4,454 萬元。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46 萬 7 千元，係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190

萬 6千元，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337 萬 3千元減少之數。 

四、 補辦預算事項：為辦理教育部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項補助計

畫等所需，經行政院於 111 年 9 月 29 日院授教字第 1114401453C 號函

同意於 111 年度先行辦理，並補辦 113 年度預算 2,79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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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作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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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壹、通案： 
1. 中華民國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

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

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

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

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

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

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

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

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

一一敘明。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2.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

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

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

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

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

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3. 112年度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共

編列21億9,063萬7千元，其中營業及非營業

特種基金預算部分即高達10億0,592萬元，除

透過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及電視

媒體辦理外，尚不包含如舉辦活動、說明

會、園遊會，或發放各式宣傳品等，宣導樣

態眾多，實際上用於政策大內宣的經費，遠

比預算書上呈現的還要多。爰要求媒體政策

及業務宣導費預算部分，1,000萬元以下基金

及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就業安定基

金、觀光發展基金、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毒

品防制基金、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運動發

展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及新住民發展基金不

減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基金減列20%，其

餘營業基金通刪10%、非營業基金通刪5%。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4. 為利政府經費花在刀口上，發揮更大財

政效益，並避免政府機關、事業機構圖利特

定媒體。因此要求營業、非營業基金所編列

之政策宣導費用，由單一媒體含相關企業，

該年度得標金額合計不得超過該部會該項預

算金額的30%，惟各基金媒體政策及業務宣

導費預算在1,000萬元以下者，不在此限。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5. 依立法院預算中心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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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決算審核報告評估報告指出，預算法第4條
規定特別收入基金係政府運用特定收入來

源，以專款專用方式推動特定政策或業務，

然預算執行上卻有下列缺失： 、1 連年基金

財源不敷支應年度所需經費，規模逐年遞

減：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25個特別收入

基金中，基金財源不敷支應年度所需經費者

多達11個，其中離島建設基金、警察消防海

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大專

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環境保護基金、通訊

傳播監督管理基金及反托拉斯基金等6個基

金甚至連續3年發生收支短絀，不利持續運

作。 、2 特別收入基金超支併決算辦理，部

分計畫甚至年年超支，規避立法院監督：預

算法第89條雖賦予基金年度預算執行期間有

彈性規定，但農業特別收入基金、經濟特別

收入基金等多個基金，竟有同一計畫連續3
年超支，濫用收支得併決算辦理之規定，無

法控管經費且規避事前監督。 、3 基金有部

分計畫執行率連年低於3成：離島建設基

金、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近三（108
至110） 年 度 預 算 執 行 率 亦 分 別 僅

、6.64% 12.13%及24.02%，均有同一基金用

途項目預算執行率偏低甚或未執行之狀況。

特別收入基金係政府藉特定收入來源，推動

特定政策或業務，爰此，請行政院主計總處

就上開基金重新審視財務資源可能流入情

形，並量入為出原則規劃與執行年度預算，

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有效改

善書面報告。 

6. 衛生福利部所屬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112 年度預算金額高達8,000億元，基金支出

金額快速增長，致基金財務逐步惡化，為避

免浪費健保資源，並確保錢用在刀口上，發

揮更大財務效益。因此要求審計部就全民健

康保險基金 、 、110 111 112年度經費支用情

形，進行深度專案查核，並於行政院提出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

計表（非營業部分）後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

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7. 勞動部主管之就業安定基金，其設立之

政策目的，在於促進國民就業及勞工福祉，

惟近年來補助各縣市相關經費，完全基於政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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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黨考量。為釐清預算經費使用，是否符合相

關法令規定？及該基金設立意旨？因此要求

審計部進行專案查核，並於行政院提出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後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8. 為避免政府於選舉前以大筆國家資源遂

行各項人事酬庸甚至移轉國家財產之虞，爰

要求行政院通令各機關及其所屬與所主管的

附屬單位營業及非營業基金、財團法人、行

政法人暨泛公股持股逾20%之轉投資事業及

其再轉投資事業，於3個月內就投資效益評

估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9. 近年來中央政府各機關或基金基於引進

新技術、政策推動或扶持產業發展目的等原

因，持續轉投資各領域事業，或將原有國營

事業經過幾次釋股，使公股股權比率降至

50%以下而轉為民營企業；然因監督密度不

若國營事業，亦衍生相關監理問題。查國營

事業管理法第3條第3項規定：「政府資本未

超過50%，但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

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該公司董事長

或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之預算

及營運狀況，並備詢。」是以，政府對於公

私合營事業可透過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

或總經理等方式，參與公司相關營運與監督

管理。惟部分公私合營事業之公股比率已為

最大股東，相關主管機關未充分利用股權優

勢，積極派任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據109
年之統計顯示，公股比率逾4成之加工出口

區作業分基金轉投資之台灣絲織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公股45.24%）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

公司轉投資之越台糖業有限責任公司（公股

40.0%）；另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與台灣糖業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轉投資之台灣花卉生物技

術股份有限公司（公股24.31%，若加計耀華

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投資之泛公股

比率34.16%），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主管轉投資之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公股34.08%）與大台南區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公股28.80%）等事業，公股均為最大

股東，卻未派任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形成

政府高額投資卻未實際參與公司經營之妥適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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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爭議；且非官股派任之董事長或總經理，

則無法依據前揭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定，要求

渠等至國會報告事業營運狀況或重大決策，

恐形成政府鉅額投資卻乏相對應有之管理責

任與監督機制。查立法院於年度總預算案及

單位預算審議過程中，各部會亦常須配合國

會問政需要而提供主管投資事業之書面報告

等資料；另倘外界欲瞭解政府投資民營事業

概況，亦須透過各機關官網逐一檢視，內容

不僅分散龐雜，且公開資訊內容不一，與所

稱可達外界考核與監督成效尚有落差，目前

中央政府機關投資公私合營事業之資訊揭露

方式容有再審酌空間。爰要求行政院研擬訂

定各部會官網應公開轉投資事業資訊之一致

標準，及建置整合資料庫之規劃，以相同密

度監督管理，俾減少資訊不對稱情形。 
10.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我國

於109年農曆春節前，就已在1月20日宣布成

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下稱疫情指揮中心）。根據當時政府

掌握的情資，為了做好因應疫情的行動，因

此透過疫情指揮中心統籌整合各部會資源與

人力。疫情指揮中心架構分為情報、作戰及

後勤三項領域，各領域下設各任務組別，均

以相關部會次長級首長為組長，分別依主管

業務範圍執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決策。以防疫

政策宣導為例，後勤領域之新聞宣導組由行

政院新聞傳播處處長任組長，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公關室主任擔任副組長，負責防疫

宣導、民眾諮詢及政府行銷策略。因疫情指

揮中心有效整合資訊及人員調度，新聞宣導

組成功於疫情期間督導各部會正確且廣泛宣

導疫情指揮中心所作之各種防疫政策。惟廣

泛宣導疫情防疫政策亦成為詐騙集團冒充中

央政府主管之各公營事業常見之手法，近五

年來詐騙案件與財損飆升，111年為我國詐

騙案與財損的最高點藉以詐取民眾個資及聯

絡方式。為強化「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

綱領」中之「識詐（教育宣導面）」面向，

為有效統籌整合各部會資訊及人員調度，爰

要求中央政府各附屬單位積極配合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打擊詐欺犯罪中心之防治詐

騙作為。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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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參照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對

資產管理子公司督導管理作業專案檢查結果

及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進用

及業務缺失調查報告： 、1 公股金融控股子

公司應比照銀行公開招考，以免私人任用。

、2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檢討貸放 

款業務及詐領出差費做背信、圖利追究。

、3 公股金融控股辦理 AMC 都更危老代墊款

相關業務，對於尚未向主管機關申請之案

件，應建立審核管控機制。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貳、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 
1. 112年度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預算

案短絀5億2,895萬2千元，較111年度預算減

少短絀3,699萬7千元（短絀減幅6.54%），主

要係教學收入、權利金收入及其他補助收入

增加數，高於服務成本及教學成本增加數所

致。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連年短絀，且

收入主要來自政府補助，109及110年度決算

收支短絀數呈增長，111及112年度預算亦預

計短絀且較以往年度決算短絀增加，與「預

算法」設置作業基金自給自足之精神不符，

亦未符提升營運績效之設置宗旨，爰要求教

育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說明改善方案。 

教育部業於 112 年 7 月 13 日臺教社(三)

字第 1122402620 號函提報「教育部所屬機構

作業基金館所提升營運績效之策略」書面報

告，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 各館為提升營運績效，提出相關策略，

如科教館結合臺北科學藝術園區三館(兒

樂、天文)資源發行優惠套票、增加展場

收費型體驗教育活動及發展智慧服務、

教育與展示等創新科技化服務等；科博

館推出門票優惠、推動多元售票電商平

臺合作及活化館舍空間利用與異業合作

等；科工館開發常設展廳串聯行銷活

動、展示廳及大銀幕電影院收入強化策

略(如推動企業親子日活動)與加強文創

商品設計開發等；海科館加強場地活化

招商作業、籌辦具特色之展覽及活動、

打造特色海洋教育場域等；海生館積極

推廣特展移展、水下拍攝之海洋生物相

關影音、影像資源、館藏標本出借等；

臺圖館提高場地使用效益、積極與異業

結盟、訂定廣告出租作業要點等。 

二、 各館近年雖因疫情影響收入，惟仍落實

執行所肩負之教育任務，而在疫情趨緩

後，各館已積極開拓財源與檢討各項成

本支出，如籌劃收費特展、研習活動、

活化館區內外部空間、爭取外部合作與

財源、拓展文創商品及販售通路、網路

或電子化宣傳、汰換老舊耗能設備等，

以提升營運績效，增加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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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108至111年7月底教育部所屬機構作

業基金各館所典藏文物（品）展示率觀之，

111年度以國立臺灣圖書館陽明山中山樓之

典藏文物展示率100%最高，其次為國立臺灣

科學教育館之動物標本90.8%及實驗器材

2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物件類16%及標本

類1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之5.69%，而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各類典藏文物（品）除人

類 學為 0.158% 外 ， 其 餘展 示率 皆不 及

0.02%，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模式標本則無

展示。按生物標本或文物之蒐集、研究、典

藏、展示及教育功能為各館所主要職掌，爰

要求教育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改善方案，加強

策展或館際合作規劃，以提升典藏文物運用

價值。 

教育部業於112年7月13日以臺教社

（三）字第1122402657 號函提報「提升典藏

文物運用價值之策略」書面報告，茲摘述內

容如下： 

一、 各館為提升典藏文物運用價值，提出相

關策略，如科教館規劃運用典藏品作為

互動與教育活動主題、運用典藏品設計

實用型文具或有質感之衍生性商品、加

入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等；

科博館更新「礦物廳」及「數與形」以

展示更多文物、轉化為科學教育教案和

主題活動、館際交流與開發文創商品

等；科工館強化開放式典藏庫展示、活

絡公共空間展示、館外與數位典藏資料

庫成果展示等；海科館加強策展提升典

藏品展出率、結合重要議題開發教案、

提升加值運用機會等；海生館出借展品

做為科學研究及教學與展示使用、結合

臺灣科學節，打造「城市遇見海生館」

特展快閃計畫等；臺圖館以中山樓元素

為基礎的客製化設計文創商品、線上策

展等。 

二、各館典藏文物使用多元，除辦理常設展

與特展及線上展覽，亦用於教育推廣、

研究使用、科學研究交流、館際合作、

文創商品及數位網路等，未來仍將持續

提升典藏文物之加值效益，並加強衍生

性商品與產學合作收入之開發，以提升

典藏品的利用率，增進教育效益及提升

基金之自籌財源。 
3. 查109至111年度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

金舉辦展覽經費執行情形，110年度雖整體

預算執行率達95.32%，但其中國立臺灣科學

教育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及國立海洋科技博

物館執行率均未達60%。且111年度截至7月

底，僅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圖書

館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之預算執行率超過

五成，顯示其預算執行率有待加強。 

另查，近年因疫情因素致各場館參觀人

次大幅減少，總參觀人次由108年度1,167萬

1,058人次，大幅減為110年度710萬9,204人

次。而各場館辦理特展之總次數亦自107年

度40次，減至110年度33次。教育部應加強

教育部業於112年7月20日以臺教社

（三）字第1122402774號函提報「教育部所

屬機構作業基金館所加強舉辦展覽與行銷推

廣策略」書面報告，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各館為加強舉辦展覽與行銷推廣，提出

相關策略，如科教館持續進行常設展更

新與規劃自策特展、結合線上線下同步

推廣等；科博館更新「礦物廳」及「數

與形」以展示更多文物、策劃多元質優

主題特展與加強展覽行銷策劃等；科工

館活絡常設展示廳活動、提升同仁策展

能力、以科技方式(FB、IG、APP 開發、

Dcard 推播等)做為傳播工具等；海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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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館舉辦特展與行銷推廣，以提升館藏資

源使用效率，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提出改善方案書面報告。 

辦理雙特展與微型特展及體驗基地、加

強社群媒體行銷宣傳等；海生館結合臺

灣科學節、積極於社群媒體行銷推廣以

利了解活動與展示內容等；臺圖館持續

整合性行銷吸引不同世代客群，吸引更

多民眾參觀中山樓等。 

二、教育部為提升基金館所預算執行效率，

以發揮資源預期效能，已建立相關管控

措施，定期以書面或召開進度檢討會

議，就執行率偏低之單位進行加強督

導，並將執行成效納入年度績效及相關

補助評比參據；另達列管標準之重大工

程計畫，依規定提報教育部「公共建設

推動會報」列管。 

三、各館近年因疫情影響致參觀人次降低，

而在疫情趨緩後，透過提升同仁策展能

力、積極爭取外部資源挹注與擴展公私

部門合作對象、策劃吸引不同族群之展

覽、更新場館設備與提升軟硬體設施、

強化自策特展行銷作為及巡迴展出規劃

等策略，以提升參觀人次，增加基金收

入。 

4. 自108年疫情衝擊，教育部所屬機構作

業基金各館區之參觀人次逐年遞減，110年

之參觀人次僅60.91%，111年1至7月更低至

47.74%。且雖107年之特展場次從40次增加

至109年度之45次，惟110年減少至33次，

111年1至7月只辦理了30次。然部分館所卻

未舉辦任何特展，僅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於

110年之特展次數增至9次，且110年之特展

參觀人次甚至高達112萬1,529人次，顯示倘

若充分運用展館之特色及硬體設備，並加強

宣導，仍能增加民眾參觀之意願。爰請教育

部提升強化各館區展覽質量。 

一、各館近年仍受疫情影響致影響收入，而

在疫情逐漸趨緩後，為因應虛實整合、

互動體驗展及元空間等新媒體科技變

化，各館將持續提升同仁策展能力，並

思考如何應用相關技術辦理各類型展

覽，與強化展覽行銷及開發文創商品

等，以吸引不同族群的民眾，提升參觀

人次，增加基金收入。 

二、教育部將依據委員意見積極督請各館依

據前述相關具體作為辦理，以提升營運

績效及收入。 

5.     自從108年12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爆

發以來，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配合110

年5至7月全國第三級防疫警戒，各館全面暫

停開放，導致110年度參觀人次大幅減少。

總參觀人次從108年度的1,167萬1,058人次

減少為110年度的710萬9,204人次，111年1

至7月更僅有557萬2,055人次。以108年度為

基 期 計 算 ， 110 年 度 的 參 觀 人 次 僅 佔

60.91%，111年1至7月更低至47.74%。從各

教育部業於112年7月26日以臺教社

（三）字第1122402835號函提報「教育部所

屬機構作業基金館所強化各類展覽策劃與執

行策略」書面報告，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各館在疫情趨緩後，112年的服務人次及

基金現況預計可回到疫情前之狀態，多

數館所則略有增加，如科博館、科工

館、海生館及國臺圖等。 

二、各館為提升參觀人次與基金收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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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情況來看，除了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的

參觀人次逆成長外，其他館所的參觀人次皆

大幅減少，其中國立臺灣圖書館（中山樓）

的參觀人次占比最低，只有40.96%，國立臺

灣科學教育館為41.63%，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為47.39%。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各館

所除了常設展外，還會辦理特展（包含移

展）以展示館藏的特色。從107至111年度辦

理特展次數的情況來看，辦理次數由107年

度的40次增加至109年度的45次，但110年度

減少至33次，111年度1至7月只辦理了30

次。從各館所的情況來看，除了海生館的特

展次數在110年度增加至9次，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維持7次外，其他館所的特展次數皆

減少，臺灣圖書館（中山樓）甚至未舉辦任

何特展。然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110年

度特展的參觀人次卻達到112萬1,529人次，

高於其常設館的61萬9,877人次，顯示若能

充分運用展館設施和館藏特色，並加強展覽

的策劃和執行，仍然可以吸引民眾參觀。綜

上所述，爰請教育部於疫情趨緩後，應妥善

運用展館設施及館藏特色，強化展覽之策

劃，自策特展、運用館際合作辦理移展或引

進外部收費特展，以提升館藏特色資源效

用，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 

相關執行策略，如科教館結合臺北科學

藝術園區三館(兒童樂園、天文館)資源

發行優惠套票與增加展場收費型體驗教

育活動等；海科館辦理雙特展與微型特

展、加強社群媒體行銷宣傳潮境智能海

洋館及潮境方舟研究船，營造特色亮點

等；科博館持續辦理主題性特展與巡迴

展、提升數位多媒體新技術與展示技法

等；科工館加強與外界合作辦理多元展

覽、展示手法融入美感結合科技持及續

辦理移展等；海生館建立 iOcean App 行

動應用程式，積極於社群媒體行銷推廣

以利了解活動與展示內容等；臺灣圖書

館特色臺灣舊籍主題書展轉化為行動展

覽館與配合議題（主題）規劃講座、書

展或特展等。 

三、各館近年受疫情影響致參觀人次降低及

基金收入較少，而在疫情逐漸趨緩後，

為因應虛實整合、互動體驗展及元空間

等新媒體科技變化，各館將強化自策特

展行銷作為及巡迴展出規劃，並思考如

何應用相關技術辦理各類型展覽，與加

強開發文創商品等策略，以吸引不同族

群的民眾，提升參觀人次與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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