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

推動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為行政院當前重要政策，謹依本

(100)年3月30日「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

(以下簡稱行政院內控小組)第2次委員會議決定，辦理

對在座各主管機關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召集人及幕僚單位

主管之宣導工作。

另由於強化內部控制機制推動成功與否，關鍵在於機關

首長是否全力支持，本處除於本年4月21日行政院第

3243次會議對主管機關首長宣導外，為擴大宣導成

效，今天亦一併請行政院所屬主要三級機關首長參與，

讓各位瞭解內部控制的重要性，並全力支持。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1/5)

車諾比核電廠爆炸(1986.4.26)

170萬人受直接影響，事故清理、遷居及補償費用約2千億美

元。

內部控制問題：

機組設計有缺陷，但員工未被告知此風

險。

員工未經上級許可，無視安全管制規範，

違規操作。

蘇聯政府災後反應遲緩，且未即時對外發

布新聞。



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爆炸(2003.1.26)

事故調查取證及殘骸搜救等，約花費130億美元。

內部控制問題：

對太空梭安全控管存有僥倖心態。

過度依賴以往經驗，忽視可能潛在的風險。

事前即發現機翼破洞，但下情無法上達。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2/5)



閒置設施，全面活化

工程會於99年11月陳報「公共設施閒

置空間之活化及防範策略方案」，奉

吳院長裁示：

對低度使用及閒置設施，管控於1年

內完成活化。並嚴謹檢視主管計畫，

落實效益評估，避免公共建設閒置造

成浪費，絕不容許再製造出任何的閒

置設施。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3/5)



質空借實，詐取公款(1/2)

某公營當鋪出納人員夥同倉管人員，自金庫中取出客戶質借

物，冒用親友身分重複質借，以「質空借實」方式，前後詐

取公款新臺幣2千餘萬元。

內部控制問題：

濫用職權、串通舞弊。

估價員未依規定查對客戶身分證件及經客戶本人捺指印，

即予質借。

稽核人員未依規定確實稽查倉庫、抽點質物。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4/5)



質空借實，詐取公款(2/2)

改進作為：

落實休假代理，建置增修質借系統，透過線上即時控管，

減少人為疏失。

全面檢修業務手冊及作業規定，落實執行。

建置監視系統及金庫大門密碼鎖，確實定期盤點。

各單位建立自行檢查機制，並採定期及不預警方式辦理稽

核。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5/5)





政府內部控制的定義及觀念

高階主管(尤其是首長)對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設

計、執行及維持，負主要責任

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參與 人人有責

何謂內部控制：



政府內部控制的定義及觀念

透過五項互有關聯的組成要素，整合內部各種控管

及評核措施

按五項要素逐一檢視、評估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

何謂內部控制：

共同設計、執行及維持的管理過程 五項要素

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參與 人人有責



政府內部控制的定義及觀念

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

不論設計及執行如何有效，僅能「合理促使」而非

絕對保證目標的達成

何謂內部控制：

藉以合理促使達成其目標 四項目標

共同設計、執行及維持的管理過程 五項要素

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參與 人人有責



政府內部控制的目標及要素

～政府內部控制整體架構～

機關各單位及業務，經整合五項組成要素，合理促使達成四項目標



政府內部控制五大要素金字塔

控制環境係內部控制的基礎，位於金字塔底部

配合控制環境及已確認之目標，據以評估風險

針對風險有效設計及執行控制作業

充分溝通資訊，及時連貫與支援各項要素

監督評核各項要素，並追蹤改善情形



要內部控制制度有效，設計及執行等方面都須產生效果，缺一不可。

設計

核定執行

維持

各單位/

控制規範及程序

得以文字或流程

圖等方式敘明

機關首長/
三級以下機關另報上級機關備查

全體人員

全體人員/
檢討、追蹤成效
及修正

政府內部控制制度建置過程





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1/7)



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2/7)

有鑑於內部控制之重要，政府相關部門已陸續推動辦理。

中央行政機關

國營事業

地方政府

近10年推動內部

控制情形…



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3/7)

中央行政機關

行政院近年相繼頒行內部控制相關規定，責由各主管機

關積極建立相關管控作業機制。

中央行政機關按現行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業務，主管機關

並依權責督導。

各機關之行政管考、人事考核、政風查核、政府採購稽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內部審核等6項業務，分由相

關權責機關進行重點稽核或評估 。



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4/7)

國營事業

屬公開發行公司及金融業者，均已依現有法令規定辦

理，其作法與民營企業相同：

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或辦法)。

設置檢核(或稽核)單位隸屬董事會，辦理內部稽核

工作。



91年5月訂頒「為健全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財務秩序及內部控制興

利與防弊機制強化措施」

各機關由首長或副首長召集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針對業務特

性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91年10月訂頒「臺北市政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控制成效作

業原則」

各機關每年應至少自行檢查一次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各主管機關每年查核所屬內部控制運作情形。

該府成立督導會報，由權責機關個別或聯合訪查各機關實施情

形。

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5/7)

地方政府－臺北市政府部分(1) 



地方政府－臺北市政府部分(2) 

95年9月訂頒「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研訂內部控制制度一致原

則」

統一規範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格式，並分由權責機關 (含主計

處、人事處、政風處、工務局、財政局、研考會等)訂定共通

性作業規範。

辦理內部控制研習

初期邀集一級機關首長與副首長、二級機關首長、各機關主管

人員，並賡續對基層業務及幕僚人員施予訓練。

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6/7)



98年12月訂頒「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規範」

各機關應組成內部控制制度推動小組。

各機關依該府主計處提供設計規範，評估各作業風險，訂定風險管

理導向之內部控制制度，可先由財務面進行；其中學校及警察機

關，由教育局及警察局統一訂定。

檢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

該府主計處設查核小組，依該處各科室每年自行檢查紀錄，辦理實

地抽核；其餘機關則每年填寫自行檢查表，經研考人員複核後簽陳

首長核閱。

該府主計處訪視所屬各機關時，就財務面抽核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

形，並提出改善建議。

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7/7)

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部分



外界要求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

審計部97、9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部分

機關因內部控制機制未臻健全，間有施政效能不彰、投入

鉅資興建設施閒置浪費及未依法制執行預算等，致有重大

弊案陸續發生。

顯示強化內部控制機制，以防杜違失，實已刻不容緩。



縱向協助及督導

各機關並非無內部控制機制，而在如何落實及發

揮功能 ；內部控制非僅財會或研考人員需處理，

而係機關內部人人有責，並由首長負最終責任。

上級機關對其所屬不應僅是督導，更須積極提供

必要協助，從行政院、主管機關到所屬機關，上

下一體通力合作，始克全功。

中央行政機關內部控制之檢討(1/2)



中央行政機關內部控制之檢討(2/2)

橫向聯繫及統合

我國政府現有各項稽核評估職能，由各權責機關

督導辦理，業務分工明確。

目前依各權責分工辦理之情況，若能強化聯繫及

統合機制，不但無損原有功能，更可發揮整合綜

效。





強化縱向及橫向聯繫及統合功能，並採取逐級分工及6

大推動作法。

提升政府整體施政效能，達到興利及防弊功能。

基於內部審核為內部控制重要一環，行政院主計處參

考先進國家經驗及兼顧我國需求，審慎研議規劃。

奉吳院長核定，由林秘書長籌組行政院內控小組，於

本年2月1日函頒「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逐步推

動政府內部控制事宜。

目的

規劃

作法



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訂定之目的：行政院為提升政府施

政效能、依法行政及展現廉政肅貪之決心。

防弊 興利

達成
目標

、
降低
風險

提升政府
施政效能

依法行政
廉政肅貪

落實自律 增進效能

目的



實施對象：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 (簡稱各機

關)。

國營事業之準用：國營事業除已依現有法令規定訂定內部

控制制度者，應加強落實辦理外，準用健全內部控制實施

方案之規定。

(國營事業尚未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者，納入準用)

實施及準用之對象



實施策略及方法

推動作法 逐級分工

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

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

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設計有效內部控制制度

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

逐級督導落實執行方案

行政院內控小組

權責機關 (含財政部、法務

部、行政院主計處、人事行政

局、經濟建設委員會、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

會及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管機關

各機關



副召集人
行政院主計處主計長兼任

委 員
財政部

部長

委 員
法務部

部長

由行政院秘書長召集相關機關(單位)首長組成由行政院秘書長召集相關機關(單位)首長組成

委 員
人事局

局長

委 員
經建會

主委

委 員
研考會

主委

委 員
國科會

主委

委 員
工程會

主委

委 員
金管會

主委

委 員
法規會

主委

行政院內控小組之組織圖行政院內控小組之組織圖

實施策略及方法─行政院內控小組

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1/2)

召集人
行政院秘書長兼任



實施策略及方法─行政院內控小組

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2/2)

審議「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

審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

審議「內部稽核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審議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落實執行情形

備查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

審議或備查內部控制其他相關事項

行政院內控小組工作職責行政院內控小組工作職責

負責整體性統合、協調、規劃及推動內部控制相關事宜，主要職

責有：



實施策略及方法─行政院內控小組

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1/2)

完成審議「辦理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應行注意事

項」，具體規範行政院內控小組、主管機關與各機關辦理

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分工事宜。

對主管機關首長、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召集人及幕僚單位主

管，宣導內部控制重要性及實施作法；培訓政府內部控制

種子教師，以利落實執行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相關工

作。



實施策略及方法─行政院內控小組

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2/2)

將宣導教材範例，及種子教師、行政院主計處工作圈成員與專案

會議諮詢委員名單等，登載於行政院主計處網站內部控制專區，

供各機關參用。



實施策略及方法─行政院內控小組

行政院於本年3月函頒「各機關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

案100年度重點工作」，請各機關檢討監察院糾正案件、

審計機關建議改善事項、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及自行檢查

等，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分；並應優先檢討98年度監察院

糾正案件及審計機關建議改善事項。

完成審議「一百年度擇定主管機關提報內部控制作業落實

執行情形原則」，供主管機關據以就本機關及所屬本年度

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辦理情形，提委員會議報告。

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實施策略及方法─行政院內控小組

設計有效內部控制制度

審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完整規範內部控制觀

念架構及設計步驟等，以供各機關研訂內部控制制度。

完成審議「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則」，

供權責機關據以研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



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分工表

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 權責機關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 權責機關

出納、財產管理業務

政風業務

主計業務

人事業務

公共建設計畫之編審

行政管考業務

社會發展計劃之編審

科技發展計劃之編審

採購業務

財政部

法務部

行政院主計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實施策略及方法─行政院內控小組

審議或備查各主管機關所提報，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發現

之重大缺失及督導改善情形，以及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執

行進度。

督導各主管機關落實執行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相關工作，

由權責機關按照現行個別督導各項稽核評估職能之運作方式

提報訪查結果。

逐級督導落實執行方案

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



實施策略及方法─主管機關及各機關

主管機關：得衡酌所屬機關之規模大小、業務繁簡及人

員多寡等因素，連同所屬一併組設。組設情形無需報行

政院備查。

各機關：內部控制專案小組除已併入主管機關組設外，

均須分別組設，並由副首長以上人員擔任召集人，負責

督導推動及執行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相關工作。

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



實施策略及方法─主管機關及各機關

主管機關：對所屬辦理宣導，並督導所屬辦理教育訓練

工作；另得衡酌所屬之規模大小、業務繁簡及人員多寡

等因素，由本機關或指定所屬集中辦理全體人員之教育

訓練。

各機關：定期或不定期對全體人員辦理內部控制之教育

訓練。

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



實施策略及方法─主管機關及各機關

主管機關：督導所屬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自本年4

月起選定議題，提報行政院內控小組。

各機關：針對機關重大施政風險、依行政院函頒「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基準」檢討之主

要風險項目、監察院糾正案件、審計機關建議改善及外

界關注事項等，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辦理情形。

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實施策略及方法─主管機關及各機關

主管機關：督導所屬訂定內部控制制度並予備查，所屬性質

相同者，得為一致規定或指定所屬統一訂定。

各機關：

審視業務重要性、風險性及考量成本效益，就下列事項優先

選定業務項目，逐步納入內部控制制度：

設計有效內部控制制度

重大施政風險及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

基準」檢討之主要風險項目。

監察院糾正、審計機關建議改善、外界關注、上級與權責機關督

導及自行檢查事項，涉內部控制缺失部分。

參採權責機關所訂之共通性作業範例。



各推動單位逐級分工流程圖



實施策略及方法─主管機關及各機關

主管機關：督導所屬機關加強自行檢查，並統合或運用現行

稽核評估職能，落實執行。

各機關：

自行檢查：

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1/2)

設計內部控制制度時，可參採「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

例製作原則」所訂之自行檢查表，敘明檢查重點，以利辦理

自評作業。

內部各單位應至少就其控制作業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每年

自行檢查一次，遇有特殊情形，得隨時辦理，並作成紀錄建

檔。有重大缺失應敘明改善措施，並同時檢視內部控制制

度。



實施策略及方法─主管機關及各機關

各機關：

稽核評估機制：

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2/2)

短程作法：得統合或運用現行稽核評估職能，就發現缺失及

改善建議，提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檢討，並追蹤改善情形。

中長程規劃：

設獨立內部稽核單位，因涉機關與業務之調整，將列為未

來組織改造議題，由研考會及人事局審慎研議處理。

藉由自動監控系統等「持續性稽核」工具，以監督風險並

維持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因涉各機關資訊系統之建構與

整合，將由研考會併入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或配合組織改

造資訊配套相關議題，適時研議處理。



實施策略及方法─主管機關及各機關

主管機關：督導所屬落實執行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相

關工作，定期或不定期透過相關機制進行訪查，並得指

定所屬至本機關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報告辦理情形。

各機關：首長應責成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督促相關單位確

實執行。

逐級督導落實執行方案



本年4月21日吳院長於行政院院會提示：「行政院積

極推動健全內部控制機制，各級機關應相互合作、落

實執行，尤其各機關首長務必全力支持，並負起最終

責任，以提升政府整體施政效能」。

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亦有賴於：

控制風險即時修正
化繁為簡精進流程

全員參與凝聚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