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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 
隨著二十世紀末資訊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促使世界各國社經結構與政治環境快速變遷，政府職能不斷擴充下

也面臨許多新的問題，也使得二十世紀初韋伯所提出的官僚體制已難以應付新的變化與問題，勢必與時俱進有

所調整。其中，電子化政府（E - Governmernt）的推動，正是資訊通訊科技變遷對官僚體制衝擊之最好實例。 

在資訊科技發展的衝擊之下，促使政府機關推動電子化，導致政府組織從舊有官僚體制中進行內部組織結構與

行政流程的調整與再造，此過程也對行政機關與行政人員構成全新的挑戰。因此在組織重新設計與調整時，如

何才能設計出符合實際需求的組織調整原則，自是政府組織推行電子化政府時所面對之最大課題。 

我國電子化政府之發展，主要透過網路資訊服務所引領的組織結構與服務程序之再造，以因應當今民主社會多

元需求、回應性與參與性之要求： 

電子商務：在以電子簽章技術建構的資訊安全環境下，推動政府機關間、政府與企業部門間，以電子資料交

換技術進行通訊及交易處理。  

電子採購與招標：在電子商務的安全環境下，推動政府部門以電子化方式與供應商連結，進行採購、交易及

支付處理作業。  

電子福利支付：運用電子資料交換、磁卡及智慧卡等技術、處理政府各種社會福利作業，直接將政府的社會

福利支出遞交給應得的受益人。  

電子郵遞：建立政府整體性的電子郵件系統，並提供電子目錄服務，以增進各級政府間及其與社會各部門間

的溝通效率。  

電子資料庫：建置各種資料庫，並提供民眾透過網際網路等各種管道隨時隨地取用政府資料。  

電子化公文：公文製作與管理採行電腦化作業，並透過網路進行公文交換。  

電子稅務處理：以媒體或網路報稅整合地方與稅務處理。  

公用資訊服務站：運用多媒體技術在社區設置行政自動櫃員機，提供民眾取用政府資訊級證照等其他交易服

務。  

電子學習（E-learning）：加強寬頻網絡和數位內容為主軸，並應用網際網路技術，達成無實體、零距離、無

障礙的線上學習的目標。  

資訊公布：政府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不斷即時公布法律、各機關所發布的命令、判決書、司法解釋文、

訴願決定書、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等。 

目前包括法源、植根、包青天等法令資料系統，即是典型的實例。  

線上申辦：就各機關已於該機關相關網站提供之線上申辦服務，提供分類目錄檢索，以方便民眾查詢、連結

及使用。推動各機關運用網路簡化書證謄本使用。例如，推動高雄市稅捐處等稅捐單位連線查閱戶籍及地籍

資訊，民眾可免赴戶政或地政事務所申辦戶、地籍謄本；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已發展綜合所得稅電子交

件申報系統等。  

電子民主：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是隨著網際網路興起的重要概念，強調透過資訊科技的實施，

達到直接民主的目的。行政院目前已設有「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可在既有基礎上加以充實，並擴大為民

眾與各級政府機關聯繫之整合式民意信箱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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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80 年代以降，各國政府面臨經濟衰退、資源短缺與政府效能低落的危機，加上人民對於政府服務效能改善的需

求，促使各國政府戮力研擬政府改造策略以進行行政革新，績效管理也日漸受到重視。 

根據美國國家績效評鑑的定義，所謂績效管理乃是「利用績效資訊協助設定同意的績效目標、進行資源配置與

優先順序的排列，以告知管理者維持或改變既定計畫目標，並且報告成功符合目標的管理過程」。 

總括來說，績效管理的意義在於透過績效的評估、衡量與追蹤機制，確保員工活動與產出能夠符合組織目標的

過程。因此，績效管理的目標包含下列三方面：  

策略目標：績效管理首重與組織目標相結合，並根據組織策略發展能夠評量結果、行為等成效的績效管理制

度。  

行政管理目標：組織以績效管理資訊作為許多行政管理決定的參考，包含薪資、陞遷、任用、績效獎勵等之

依據。  

發展目標：發展員工使其有效執行工作以達成組織目標，並於其績效不彰時透過績效管理尋求原因及改善的

方法。 

而為了達成績效管理，便需建構符合績效目標的績效指標。績效指標可分為經濟、效率、效能與平等四項指標，

其內涵分列如下： 

經濟（economic） 

指「政策資源（人力、預算、財產等）應用於一項公共事務活動的水準」。 

關心「投入」項目，如何使投入項目作最經濟有效的利用。該指標主要從「數量」的觀點評估投入是否符合

經濟原則，而較不重視公共服務的品質。 

效率（efficiency） 

指「投入與產出之比例或投入轉化為產出的比率」，效率主要關心「手段」的問題，經常以貨幣的方式加以

表達或比較。其可分為兩項： 

生產效率：指製造財貨與勞務的平均成本而言 

配置效率：指機關所生產的許多不同服務水準是否能夠滿足利害關係人的不同偏好。 

效能（effectiveness） 

指公共服務達成目標之程度，也就是公共服務對於標的團體狀態或行為之影響，以及公共服務符合政策目標

的程度，通常以產出與結果間的關係加以衡量。因此，效果較為關心目標和結果、而忽視過程的評估。 

公平（equity） 

指接受公共服務的標的團體及服務對象認知之公正性，通常無法在市場機制中加以界定。一般而言，公平性

指標相當難以衡量，更難以表達與展現，但在當今民主社會重視民眾（顧客）滿意度予回應性的要求下，仍

是政府組織必須加以衡量、評估並戮力達成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