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自從擔任主計人員後，了

解到會計相關專業知識與人際

溝通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

傳統的會計業務辦理方式與核

銷流程，似乎已跟不上時代潮

流與科技的進步，如何利用創

新的思維加強主計人員專業知

能並精進主計業務以提升行政

效能，是現今值得探討的議題。

主計人員應思考利用科技與管

理使主計機構所有成員全心投

入，持續不斷創新與學習，以

維持競爭優勢，讓新進人員能

快速學習以提升專業知能，避

免因人員異動或退休，造成經

驗無法傳承，產生人才斷層之

現象。

貳、地方基層主計機

構所遭遇之問題

與困境  

一、主計人力不足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

例第 29 條：「各級主辦人員

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人員負

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

指揮。各級佐理人員受主辦人

員之指揮監督。」在主計一條

鞭制度下，主要的目的是本著

超然獨立精神執行內部審核，

但要同時協助主管機關及服務

機關，一方面要依法執行內部

審核，另一方面要配合服務機

關業務的推動。主計人員監督

服務機關經費支出的合法性，

常被業務單位認為墨守成規、

刁難、不易溝通，其實主計人

員是基於職責所在。   

主計人員所面臨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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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創新思維精進主計

業務以提升行政效能
本文主要以作者本人擔任主計人員的經驗，分享基層主計同仁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並就工作上遭

遇到難題時應如何面對與解決提出看法，另以花蓮縣政府主計處為例，說明其如何運用創新思維加

強主計同仁專業知能並增強組織團隊的向心力，同時提出創新精進主計業務的方式與願景。最後說

明如何利用現有資源與良好的學習環境，提升自我專業知能與溝通技巧以獲得機關首長的支持。

　彭君文（花蓮縣政府主計處科長）



壓力除了扮演角色多元外，尚

來自人員編制不足致使工作量

負荷過重。以國民中小學為例，

自從國小之會計、人事不能由

教師及校護兼任後，所有的重

責大任及雜事都落在幹事身

上，由幹事所兼任之會計常出

缺，致使偏遠地區之主辦會計

常需兼任數個學校，疲於奔命，

相對工作時間過短，又需在限

期內完成各項會計業務，而有

時間上的壓力。

二、主計人員經驗、專業

知能不足

主計人員對法令規章研究

不夠透澈，或對法令解讀不同

而造成認知落差，致使審核標

準不一，或因不諳法令，不知

具體內部審核執行標準程序為

何，若依主觀之意思來執行內

部審核，必將造成內部審核上

偏頗，使得內部人員對會計人

員產生不良之印象，進而對各

項主計工作之推動造成負面影

響。

三、機關內部人員法治觀

念待加強

部分機關內部單位同仁

對於法令之規定欠缺了解，或

曲解其意義，尤其是基層公務

人員更替頻繁，許多新進人員

法治觀念不足，在預算執行及

業務處理過程中，未能依法令

規定之控制程序及注意事項辦

理，常有不合法或無效率支出

的情形，使公帑損失或財務

（物）管理嚴重失當。

四、審核著重防弊，未以

興利著眼    

主計人員在執行內部審核

時，大多強調防弊，鮮少以興

利著眼，機關首長通常把主計

人員視為上級政府派駐地方專

職監視其施政有無違法的監督

人員，而對主計人員產生不信

任感，被誤解為阻礙機關業務

發展的絆腳石，機關人員與主

計人員間產生對抗與排斥的心

理，除了影響同仁工作態度及

情緒外，也容易對機關業務的

推動造成負面影響。

五、政治因素介入

地方政府常受到地方派

系、選舉文化、利益團體、政

客、黑道及政黨等政治因素介

入，致常有不經濟支出或浪費

公帑情形。依會計法第 99 條規

定：「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

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

文書，應使之更正……。不為

前二項之異議及報告時，關於

不合法行為之責任，主辦會計

人員應連帶負之。」如該不合

法之支出為機關首長授意者，

將導致主計人員在機關內面臨

與機關首長對立之局面，而被

視為施政的絆腳石，並遭機關

首長要求撤換，打擊主計人員

士氣。主計人員為善盡事前審

核把關之責，使資源使用適當

適法，本於超然獨立的立場進

行內部審核，為堅持立場時常

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綜上，主計人員推動會計

業務，在制度面及環境面的因

素影響下，常造成審核執行的

困難。究其原因為雙方立場不

同，各持己見，未能達成有效

溝通所致，主計人員如能加強

溝通能力，並於適法範圍內靈

活運用法令，協助機關推動業

務，當可有效化解衝突，達到

雙贏的局面。

參、以創新思維提升

主計人員服務知

能

本人前服務於花蓮縣壽豐

國民中學會計室，花蓮縣政府

主計處為加強主計人員向心力

並提升主計人員服務知能，進

而促進主計人員與機關業務單

位人員有效溝通，避免衝突以

提升行政效能，有許多值得參

考的作法，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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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知能研習

花蓮縣幅員廣大，主計處

為避免同仁舟車之苦，將工作

區塊分為北中南三區，每一個

區選出一區長，負責籌備服務

知能研習，每個月至少需辦理

一次專業研習，講師由該區之

工作同仁擔任，課程自訂、教

材自備，每一個工作同仁，一

年至少需參加 8 次服務知能研

習，並列入考核成績，每個人

都有機會擔任講師，所以大家

都會很認真上課，學習別人如

何擔任講師與準備教材。

二、主管與你有約

將主計同仁分成十二組，

每一組成員需有科長及各機關

學校主任及佐理員，每個月需

有一組同仁參加主管與你有約

會議，由處長或科長主持，每

個人都需要發表工作心得、工

作上所遭遇的問題或個案分享，

並由處長或科長加以分析說明。

三、主計業務聯繫會議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於每月

處務會議開始前一個小時召開

主計業務聯繫會議，由主計處

科長、鄉鎮市主計主任、縣府

所屬一級機關會計主任組成，

各單位有新的想法或作法需針

對個案進行討論，經全體成員

取得共識，大家作法一致，以

避免遭業務單位質疑而造成機

關首長的不信任。

四、重大採購案件製作大

事紀

對於重大的工程採購案

件，可能需較長的時間才能完

成，往往經歷了數個承辦人或

主計人員，若不建立完整的資

料，將使新接任的主計人員無

法了解問題之所在，產生續辦

的困難。所以從採購案規劃階

段之事前內部審核，到驗收付

款後之所有公文簽呈、付款

紀錄及相關表件皆掃描列入檔

案，利用 Excel 套裝軟體，依

日期先後順序排列並標註議

題、簽案內容，同時連結相關

公文等附件檔案，有助於機關

日後查考及後手接辦人員迅速

了解完整過程與問題所在。

五、建立花蓮縣政府主計

工作圈學習網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所屬

主計人員，除了有全國主計網

（eBAS）外，尚有主計工作

圈學習網可供使用，並將同仁

分成教育發展基金、歲計（預

算）、內部審核（會計）、決

算及表報（審核）及主計行政

等五個工作圈，置圈長、總幹

事各一人，每一圈之成員都包

含主計處、鄉鎮市公所、各機

關學校同仁，各單位置小組長

一人，同仁若有議題或分享案

例，可於學習網發布訊息，總

幹事將不定期成立研議小組，

討論各項議題。

以上方式除了訓練同仁的

表達與溝通能力外，也同時增

進主計人員的專業知識並有助

於經驗的傳承，以因應主計同

仁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最重

要的是增進了同仁的感情與組

織的向心力，有助於提升整個

主計團隊的行政效能。

肆、主計業務創新精

進作為

一、建立內部審核流程簡

報供業務單位查閱，

降低資訊不對稱

行政院主計總處訂有「內

部審核作業流程手冊」及「支

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花

蓮縣政府亦訂有「主（會）計

人員執行內部審核權責分工及

法規彙集」、「主會計人員採

購監辦應行注意事項及案例分

享彙編」及「花蓮縣政府主計

處暨所屬主計機構辦理內部審

核擬具建議簽見及審計機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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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共同缺失彙編」，作為主計

人員執行內部審核重要參據。

各機關因業務性質不同，主計

單位可依機關特性將內部審核

作業常用規定予以簡化，製作

簡易講義提供機關內部同仁學

習，可有效避免因資訊不對稱

而發生認知上的落差，或溝通

不良而產生誤解情形，以利主

計業務的推動。

二、朝向電子憑證無紙化

發展

財政部正在推行電子發

票，但會計憑證仍為紙本，為

增進歲計、會計作業效能，使

紙本憑證文書減量，建議儘速

推動電子會計作業，導入電子

簽章技術，全面推行電子化憑

證，並利用雲端資訊科技儲存

電子憑證，由中央統一控管，

除可減少紙本憑證儲存空間與

成本外，也可避免憑證被湮滅

或遺失毀損之風險，同時對於

調案查閱之效能將大為提升。

如此可解決偏遠地區國小兼任

會計人力不足之情形，對於兼

任數個國中小之主辦會計人

員，可於一個固定地點上班，

避免舟車勞頓之苦，減少通車

時間，提升工作效能。

三、設計主計人員專用標

準化套裝軟體

經驗需要時間的累積，凡

走過必需留下痕跡，如何讓後

人有跡可循，建立完整的資料

檔案，關係著經驗的傳承，建

議未來的會計資訊系統結合電

子化公文與電子憑證，使能建

立重大採購案件大事紀，以明

權責並提高業務執行效率。

伍、結論

有關內部審核、預決算等

相關法令規定之認知及經驗，

需要時間的累積，應利用現有

資源與良好的學習環境，多向

資深會計同仁請益，累積自身

經驗外，亦應持續研讀法規，

充實自我專業知能，加強與機

關首長溝通，使其了解主計人

員除了扮演防弊角色外，尚

可發揮協助業務推展的興利功

能，如能獲得機關首長的支持，

是協助解決問題最好的後盾。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就像是一大

家庭，隨時有家長的支持與支

援，同仁彼此經驗分享交流，

有效取得共識與經驗傳承，遇

到困境勇於面對並提出討論，

大家集思廣益以創新的思維尋

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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