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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憑證管理大躍進　提升

財政及行政效能
司法院鑒於所屬機關持有債權憑證件數及金額持續增加，形成管理人員業務沉重負擔，且管理效率

低落，產生不經濟支出等缺失，為謀改善，爰就債權憑證管理系統、管理法規及稽核方面，逐一檢

討精進，以完善管理環境，增加國家稅收並提升行政效能。

　司法院會計處（林副處長正隆、陳科長芳如、李專員貞儀、鄭科員弘達）

壹、前言

司法院會計處（以下簡稱

本處）於 103 年 12 月間訂定

「司法院及所屬各機關持有債

權憑證管理要點」（以下簡稱

管理要點），作為司法院（以

下簡稱本院）及所屬機關債權

憑證管理依據。管理要點實施

近兩年來，受償金額已由 102

年 842 千餘元至 105 年 4,235

千餘元，增幅幅度達 5 倍之多

（下頁圖 1），可見管理要點

施行後，債權憑證之管理確有

大幅度的進展。惟在受償金額

大幅上升，政府債權獲得相當

程度實現時，但債權憑證之管

理實務仍有許多值得持續改善

之處，本文特就實務執行所面

臨問題及所採行精進作法簡要

介紹。

貳、實務執行問題探

討

一、清理作業

原規範債權憑證應每年清

理，實務處理面臨清理作業的

兩難，係在於執行成本與受償

債權間，效率與公平之衝突，

部分小額債權收回之金額可能

遠不及需耗費之行政及執行成

本，此時債權是否有必要持續

每年清理？債權註銷是否造成

對其他債務人之差別待遇？又

管理要點過於粗略廣泛，不符

合實務作業需求，造成執行上

困難及負擔，導致部分管理人

員抱持「不做不錯」的心態，

司法院鑒於所

低落，產

討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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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已無執行實益之債權憑證怠

於申請註銷，每年持續列管清

理，使機關發生無效益之執行

支出，將排擠機關資源之運用。

二、人工控管

因未有配套資訊管理系統

可資使用，所屬機關所取得債

權憑證皆以商業套裝軟體自行

處理，甚有以紙本書寫等控管

方式，此類控管方式之造冊邏

輯、內容填載及建檔定義因人

而異，常使所登錄債證資料發

生前後不一情形，缺乏資訊之

一致性、可比較性及即時更新，

進而導致會計單位與管理單位

帳載件數產生差異卻難以追查；

另因債權憑證有 5 年換證展延

時效期限，若僅由所屬機關自

行以人工造冊，時限亦由人工

管控，易發生疏漏導致債權憑

證時效滅失，造成國家債權損

失。

參、精進作法

為導正上開債權憑證之管

理缺失 - 高成本與低效率情形，

並減輕管理人員業務負擔，本

處就創建「總務管理系統－債

證管理子系統」（以下簡稱債

證系統）、研修管理要點及強

化檢討監督制度等方面，精進

債權憑證之管理作為。

一、規制面   

本處於 105 年初著手研修

管理要點，並於同年 9 月將檢

修後規定函頒所屬機關遵循辦

理，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調整清理頻率、強度

受限原管理要點規定須

每年全面清理一次，部分債

權憑證件數龐大機關，除造

成業務負擔過重外，於調查

債務人所得等資料時，因須

支付查詢費用，將耗費機關

資源，故修正規定，若持有

超過 500 件以上者，管理人

員可擬訂清理計畫，經機關

首長同意後，於三年內全面

清理一次。

另藉由區分債權大小，

以加強清理強度不同，修

正債權憑證本金逾 20 萬以

上者，應每年清理兩次；逾

100 萬以上者，應每年清理

三次。將清理之頻率與強度

之選擇權歸還機關，由各機

關依所管理之債權憑證規模

自行處理，使清理效益 大

化。

圖 1　債權憑證受償及註銷金額統計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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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額債權註銷

原管理要點規定，為避

免機關債權憑證管理人員因

未盡善良管理人責任，將政

府債權浮濫註銷，僅允許債

務全數清償及時效消滅者，

可申請註銷債權憑證。但此

種廣泛之規範忽略權衡每件

債權憑證需耗費之清理成本

及清理所收回效益。經本處

整理，每件查調債務人所得、

財產等資料之取得與行政成

本至少一千元以上，且各機

關取得債權憑證前均已查調

過債務人財產狀況，故千元

以下債權即使獲得清償亦不

敷人力及執行成本，另檢視

本院所屬機關持有債權憑證

概況，千元以下債權佔本院

所有債權憑證不及 10％（圖

2），故考量債權憑證經管之

人力及資源配置情形後，於

管理要點新增千元以下小額

債權憑證得逕行申請註銷，

以減少機關不經濟支出，並

配合大額債權憑證加強清理

頻率，將管理重心移至收回

金額較高之債權。

管理要點新增千元以下債

權憑證得以註銷規定之預期成

效，根據本院自行統計資料，

單就目前千元以下債權憑證約

有五百餘件，此類小額債權憑

證若得以註銷後，在每件債權

憑證法定時效 5 年內，將可以

節省近 280 萬餘元，若加上

往後新增小額債權，將節省甚

多無效益支出。另因機關之債

權憑證承辦人員多身兼數種業

務，小額債權註銷規定並能減

輕管理人員之行政負擔，達成

雙贏局面。

二、資訊面

為增進管理效能及確保政

府債權完整，委由本院資訊處

著手建置債證系統，並為該系

統導入成功，具體作為如下：

（一）雛型展示會議

於系統雛型開發完畢

後，舉辦雛型展示會議，邀

集各機關債權憑證管理人及

本院債權憑證主管單位與

會，藉由實務操作者及主

管者提供各項建議，促使系

統架構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並使系統資訊表達具有完整

性、攸關性，以利管理者作

為分析工具。此舉大幅降低

圖 2　104 年司法院及所屬債權憑證未清償情形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6%

40%

20%

25%

4%
5%

1000

1001 ~5000

5001 ~10000

10001 ~50000

50001 ~100000

100001 ~

（二）小額債權註銷

原管理要點規定，為避

免機關債權憑證管理人員

未盡善良管理人責任

府債權浮濫註銷

務全數清償

可申請註

種廣

債

權憑

刊︱第 3

原

銷額額

原管管原 避

銷

清

廣

7.5701720期︱ 2期7 期37737第 7第︱第 20 5︱期︱ 2017.573773第月刊︱計月月 ︱主計計月主計月主計計月

創新變革精進獎勵項目



93

債權憑證管理大躍進　提升財政及行政效能

系統開發後，無法符合使用

者需求之風險。

（二）系統教育訓練

考量系統業務使用者及

系統維護者之職權及需求重

大差異下，將教育訓練課程

分為業務人員課程及資訊人

員課程，雖需耗費較多日程

及經費，但可使各人員精於

其職，確保訓練實效 大化，

並使各機關資訊人員日後服

務品質有效提升。

（三）舊資料轉入

為避免使用者因系統上

線，需將現有債權憑證資料

全面重新補登，遂加入將原

登錄之債權憑證資料轉入債

證系統之功能，免除重新建

置資料之時間，有效提升使

用意願，並藉此降低重新登

錄時之資訊輸入錯誤，確保

資訊正確性。

系統成效方面，目前本

系統功能建置有債權憑證報

表產製及歷史資料的搜尋，

除可有效減少使用者作業時

間，並使各機關報表具備一

致性及比較性；配合債證系

統自動警示功能更可適時提

醒機關清理債權憑證，避免

因漏未展期造成政府債權蒙

受損失。總體而言，債證系

統整合了所屬機關債權憑證

之資訊，減少人工管控的資

訊不一致，亦降低債權憑證

漏未清理之可能，使管理工

作更為簡便有效率，且開啟

了往後可藉由系統資料庫的

建立，與原有審判系統及出

納系統相連結，達到資料相

互回饋或共享之資訊紅利可

能性。

三、稽核面

管理要點於 103 年施行

後，為能充分瞭解機關實際業

務情形，並避免所屬機關未落

實管理，由主管廳處就管理面

及會計單位就帳務等兩方面，

進行所屬機關稽核，其目標係

確保各機關確實依規定積極辦

理，並避免已符合註銷之債權

憑證漏未註銷，期能充分運用

政府資源；確保債權憑證管理

單位與會計單位之帳務能相互

勾稽，增進機關帳務正確性並

作為決策依據。

藉由主管廳處實地辦理債

權憑證之業務檢查，並將稽核

結果函知所屬機關以為回饋，

提升機關管理人員管理品質，

避免錯誤發生，建立完整之管

理流程。另本處亦配合將債權

憑證之件數作為會計業務檢查

之項目，藉由勾稽會計報表上

債權憑證之件數與總務單位之

管理件數，協助機關會計人員

發揮內部稽核之功效。又參照

行政院主計總處近年積極推動

之內部控制制度，於要點中新

增債權憑證管理情形自我檢核

表，由機關人員填載，作為提醒

機關人員管理業務之注意事項。

肆、結語

債權憑證管理係透過機

關同仁共同的配合來達成，而

要點訂定及輔助系統軟體建置

不啻為長久以來司法機關在債

權憑證的管理上一座新的里程

碑。然而科技日新月異，大環

境與情況也不斷的改變，如何

隨著時間的推移適時修改要

點、與時俱進，使債權憑證之

管理能在公平與效益間取得平

衡，是司法界同仁永不停歇的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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