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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計整合型研究計畫之規劃
周玲臺、吳安妮 ／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劉順仁 ／台灣大學會計學系

一、前言

我
國政府會計研究與實務之進展明顯落後於

商業會計，因此行政院主計處於民國八十

五年七月成立會計作業小組，以推動政府

會計之改革。至目前為止，該小組已補助一些小規模

之研究計畫，但因欠缺整合之架構，故成效有限。另

國科會管理 (一) 學門近兩年度亦曾陸續補助二項有關

政府及非營利機構會計之整合型研究計畫，但這兩項

整合型研究計畫，並未將政府主計部門之不同需求全

盤納入考量，因此對解決實務問題之貢獻仍有限。

本研究計畫規劃之目標，係以行政院主計處已先

行規劃之需求項目為基礎，並以理論性之學術研究為

骨幹，希望能促進國內政府會計方面研究之生根。近

年來行政院主計處積極推動政府會計研究，因此每一

研究子題在執行時，預期皆有政府部門的人力配合，

惟仍需借重學術界的協助，有系統地持續推動，方可

使政府會計之研究成果成為政府會計相關制度之基

礎。國科會鑒於國內政府會計之研究仍在萌芽階段，

亟需推動，且學者間之交流及資料共享亦不充分，乃

主動規劃本整合型研究，結合相關領域之學者，形成

研究團隊，做為持續研究的開端，此整合型計畫為一

長期研究，目的除希望能奠定國內政府會計研究之根

基外，並希望提昇政府會計政策與實務之專業性及理

論性。

二、待研究之議題

我國政府會計數十年來在相關制度、法令、作業

辦法均已漸趨完備，但因政經、科技及管理等環境之

劇烈變動，下列各項問題仍亟待研究改進：

灱我國政府會計實務受到預算法、決算法、會計

法等法條之規範與牽制，且政府機關體制設計偏重預

算審編與執行的影響，長期以來始終無法充分發揮提

供決策資訊及評估單位績效之會計功能，甚至使民意

代表、學者、民眾及其他監督者缺乏重要財務資訊以

行使其監督之功能，間接導致政府施政績效無法客觀

衡量，而不利國家整體競爭力之提昇。如何改善目前

我國「重預算、輕會計」之主計系統結構，強化政府

會計之決策功用，以及提昇行政營運績效實為當前重

要的課題（楊德川，民88；韋端，民89）。

牞國內政府會計之學術研究尚未能吸引足夠之人

力，尤其是理論性與高品質之研究成果更缺乏。我們

很希望訓練有素的學者能積極投入公共部門之會計研

究，以建立更完整之理論架構，提昇公共部門會計資

訊品質及財務報表有用性，並對各項實務及會計準則

的爭議提出解決之道 (主計月報，民89)。

犴管理會計是企業重要之管理工具，近年更朝向

與企業策略結合，有助成本管理及達成單位績效。馬

君梅 (民89) 認為如能在政府部門適當融入管理會計之

設計與功能，將可提高各級行政部門之工作效率，使

社會資源做更有效之運用。因此政府部門運用管理會

計的新觀念有其深遠之意義。

犵近年資訊科技突飛猛進，如何結合政府會計資

訊提供者，更便捷地編制政府機關之財務報表，或更

有效地傳遞各級政府機構之財務資訊，是一項值得投

注心力之研究議題。建構內部管理資訊網及財政資訊

公開化，均與科技之發展有密切關連，政府各部門實

需具有資訊科技訓練或專長之會計研究學者共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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玎政府機關之內控環境與實務經常受限於許多不

合宜的法規及慣例，一方面無法防杜財務弊端，一方

面也不利於提高達成工作目標之效率。除各單位應客

觀地檢視其使命、目標，以設計合宜之內部控制程序

外，主計人員之職掌與角色亦有研究空間 (馬秀如，

民 89；許璋瑤、黃耀生，民 89)。目前在各政府單位

中，主計人員依法同時具有監督單位財務收支、釐清

財務責任、保持財務記錄、增進行政管理效能等多項

使命 (韋端，民89)，所以應在制度上配合調整，以免

造成角色混淆或功能偏廢之情況；且如果各項功能確

實可行，其組織、流程應如何配合改造，以充分發揮

上述各項功能，更是須審慎評估及進一步探討。

甪建立績效評估制度是使用會計資訊的重大目標

之一。非營利機構或政府單位建立各項服務努力與成

就 (service efforts and accomplishments) 指標，以利財

務及非財務績效之評量，需要以嚴謹之理論架構及精

確之資料為基礎，此乃學術研究能有所貢獻之領域。

三、國外研究方向與國內現況

目前國際間政府會計實務發展之重要方向之一，

乃以紐西蘭、澳洲為主，強調將商業會計之原理、原

則應用於公共部門。加拿大、美國及英國亦有此趨

勢。至於德國、日本等國家則仍然維持以現金基礎為

主，強調預算之傳統政府會計。有鑑於此，目前國際

政府會計研究有兩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坽強調回歸政

府會計之基礎研究，夌強調跨國性政府會計之比較研

究。

美國耶魯大學的Shyam Sunder (2000) 認為政府會

計之研究相對落後，並且各國在鼓吹某種特殊的政府

會計實務時，往往缺乏理論根據。因此，他特別強調

回歸政府會計之基本研究。亦即應深入探討公有財與

私有財基本性質之不同，藉此發展出不同的管理控制

機制，而不應將商業會計之架構直接移植至公共部

門。 Sunder特別提倡將契約理論 (contract theory) 延伸

至公共部門，並預期藉此可獲得有效之研究結果。

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之 James Chan (2000) 近年

來則主張應逐漸由各個國家個案的研究，擴展至跨國

比較各政府會計之異同。由於目前「國際會計師協會」

雖然努力推動國際性政府會計準則之一致化，但學者

對各國政府會計準則仍存有如此大差異的瞭解有限。

Chan認為此一議題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此外，他也

認為新興市場某些經濟快速發展之國家 (例如中國大

陸)，面臨相當大的社會、政治變革，政府會計往往亦

有顯著的改變，值得深入研究。

至於我國政府會計多屬於規範性之研究。例如林

嬋娟、鄭添原 (民88) 以問卷方式瞭解政府會計資訊使

用者及提供者對目前財務報導的功能、會計基礎及亟

需改進課題之看法。劉順仁 (民 88) 探討在應計基礎

下，實務界人士對政府會計有用性之看法。許崇源、

陳錦烽 (民88) 則以應計基礎改編基隆市政府民國八十

六年度決算報表，結果顯示改編後本期餘絀及淨資產

均遠大於改編前之金額。鄭如孜 (民89) 則透過問卷調

查，探討政府財務報表的實際使用程度及影響實際使

用程度之主要因素。然而上述研究並未深入探討政府

會計之基本理論，且皆以台灣政府會計報表為主，並

未比較台灣與其他國家政府會計之異同，亦並未研究

政府會計資訊究竟對實際之決策有何影響，因此仍然

有待與目前國際研究之主流進一步結合。

四、規劃過程

本整合型研究計畫初步係以普通基金及特種基金

兩個構面，並以預算制度、報導制度與資訊揭露，及

績效評估等三大主題所形成之矩陣架構為基礎來進行

構思。本計畫自八十八年十一月起積極推動及協調，

共舉行一次規劃推動會議及二次規劃座談會。期間行

政院主計處並配合提供由各機關自擬之研究需求，初

步徵得二十一組研究之主題，參與之全國各大專院校

學者達三十餘人次，橫跨十二所公私立大專院校。而

提出之研究計畫大綱有十八篇。參與者對政府會計研

究有極高之興趣與意願，並配合修正研究計畫，以符

合本整合型計畫之重點方向與目標。

其次，為避免所提論文重複，或不符合本整合型

研究計畫及學術性期刊的要求，所以先行審議論文提

案。由於本整合型計畫之論文提案須具學術性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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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於計畫完成後將論文發表於學術性期刊，因此依

循下列標準進行論文的審議：

1.論文本身屬政策性與實務性的，建議調整內容

以利發表於學術期刊。

2.論文所欲發表的期刊，與國科會預期相差太

大，可能須重提研究計畫，以符合一定的學術水準。

審議結果，將所審論文歸納為三類：

第一類：本類論文計畫主題與政府機構實務政

策，例如制度或法規較有密切關係，建議由行政院主

計處直接遴選支援此類研究。

第二類：本類研究係屬理論與實務結合，且大部

分以實證資料進行測試，符合本研究及國科會預期方

向及目標，故建議修正後納入本整合型研究計畫。

第三類：本類研究係屬理論與實務結合，且大部

分以實證資料進行測試，符合本研究及國科會預期方

向及目標，故納入本整合型研究計畫。

最後，本整合型研究計畫實際納入十一篇子計

畫。研究主題之分工架構如圖一。

五、預期效益

本整合型研究計畫之預期效益可

分為以下幾個層面。

在預算制度方面，有關核能電廠

的研究成果，可提供政府未來編製及

訂定核能後端營運基金預算之參考、

及如何使用後端預算(基金)之編製，以

促進核能電廠預算執行之效果及效

率，並了解影響核能後端營運基金預

算編製之因素及其合理性評估。此

外，藉由牙醫門診實施總額支付制度

之成效研究，了解實施總額預算制度

後，關於牙醫門診量、就醫次數及醫

療費用申報金額之變化與差異，可做

為政府未來推動全面實施總額支付制

度之參考，亦有助學術界了解實施牙

醫總額支付制度之行為後果。

在報導制度與資訊揭露之研究方面，

其可能效益則在於提供高等教育主管機關規範財務報

表查核簽證及派任會計師或自選會計師之參考，並了

解在實務運作上，會計師之查核簽證對私立大專營運

效率之影響，以及了解私立大專選任會計師之影響因

素，並藉由實證方法驗證會計師之選任乃基於審計公

費及營運無效率二者之極小化。

此外，報導制度與資訊揭露之研究成果亦可做為

設立公務機關及非營業基金之成本制度及評估績效之

參考，同時了解成本及績效影響因素做為未來改進之

參考。而其中對於政府採購法之研究，從分析各政府

機關之採購行為著手，了解政府採購法實施前後，影

響我國各級政府機構公告、招標及決標行為變化之因

素，做為未來修改政府採購制度之參考。

有關績效評估的研究成果方面，其可能效益是瞭

解大學法實施之後，是否達到原先預期之效果，及分

析造成實際與預期效果差異之重要因素，做為政策制

訂之參考，同時提供各類型政府組織績效評估 (如戶

政事務所、中華電信、公營事業、非營業特種基金、

一般公務機關及政府科技研究機構) 之觀念架構、實

際評估指標、及採用績效評估指標後可能之影響。此

外，由於政府組織無法大量利用財務誘因來激勵成

核
能
後
端
營
運
基
金
編
列
合
理
性
評
估

總
額
預
算
制
度
之
影
響—

以
牙
醫
門
診
為
例

會
計
師
簽
證
私
立
大
專
財
務
報
表
之
效
益

普
通
公
務
機
關
及
非
營
業
基
金
成
本
、
績
效
與
其
影
響
因
素

政
府
採
購
法
對
政
府
採
購
行
為
之
影
響

大
學
法
修
正
通
過
對
大
學
院
校
生
產
力
之
影
響

政
府
歲
出
預
算
執
行
之
績
效
評
估
與
衡
量
指
標
之
研
究

戶
政
兵
役
管
理
業
務
之
平
衡
績
效
衡
量

政
府
科
技
研
究
機
構
績
效
衡
量
之
研
究

公
營
事
業
及
非
營
業
特
種
基
金
之
財
務
預
警
制
度

公
營
事
業
績
效
評
估
研
究—

以
中
華
電
信
為
例

預算制度 績效評估報導制度與資訊揭露

政府會計整合型研究計畫

圖一　本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分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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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因此如何利用非財務性指標來影響公務人員之行

為，乃是十分重要且有挑戰性的學術問題。本整合型

計畫將提供各類型政府組織績效評估之實證分析且預

期能在國內外相關知名學術刊物發表。

六、結語

近年來，政府會計研究在世界各國方興未艾，而

我國隨著社會民主化及公共預算緊縮等趨勢，對理論

性之政府會計研究需求亦日益增加。因此希望中央及

地方各級政府在研究資料之提供上，能夠破除本位及

保守之心態，將公共資訊不預設立場地提供給學者進

行公正的研究，如此才能讓政府會計之研究生根成

長，也才能達到改善行政效能、有助政府決策及善用

公共資源之最終目標。

本整合型計畫在國科會主動規劃下，自八十八年

十月起歷經三個月，先邀請多位國內會計學者提出構

想，最後由橫跨十二所公私立大專院校的學者參與，

整合為十一篇子計畫。本研究團隊，如順利獲得各相

關單位配合，提供必要之實證資料，即可進行紮實的

「政府會計」方面之研究，為台灣政府會計之改革再

生貢獻一股力量。在未來一年中本整合型計畫並將規

劃一場學術性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參加，以

提昇研究水準。日後希望國科會持續支持政府會計領

域之研究，使此方面之研究得以延續，以促進我國政

府部門之會計資訊品質與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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