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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立倫：組織改造 提升國家競爭力  

●政府組織改造突破長達二十三年的推動困境，已正式上路！行政院副院長朱立

倫表示，行政院組織改造四法（行政院組織法、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行政

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今年一月十二日經立

法院三讀通過，著實踏出歷史性的一步，也更對所有相關機關及公務同仁提到以

下殷切的期望。 

●未來行政院由現有三十七個部會級機關，精簡為十四個「部」、八個「委員會」、

三個「獨立機關」、中央銀行、附屬機構故宮博物院及二個總處共二十九個機關，

這些機關的組織型態與功能一定要明確定位與重組，不能只是現況整併。 

●現行二百餘個三級機關須精簡為七十個署局，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也要控制在

十七萬三千人以下，因此，各機關必須自我要求，嚴格檢討業務職能及員額編制，

對於須精實之業務、組織及人力，更應大刀闊斧，有所作為，絕不容許本位主義

或藉機擴大組織規模，否則將使政府推動組織改造及提升國家競爭力的執行力與

效益，大打折扣。 

●依據立法院審議結果，行政院組織法將於一Ｏ一年一月一日開始施行，研考會

規劃的推動時程，預定於九九年底將各機關組織法案送立法院審議，並於一ＯＯ

年完成新機關預算編列及員額配置，於一Ｏ一年開始掛牌運作。 

●此外，亦定有落日條款，需於一Ｏ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所有機關之組織

法案（含三級機關及四級機關）立法程序及相關整備作業，各機關應全力配合於

期限內達成，避免重蹈精省作業一再遷延之覆轍。 

●為如期啟動行政院新組織架構，並展現行政部門推動組織改造的決心與魄力，

務必規劃完善的組織改造配套作業，戮力推動，並加強機關間橫向溝通協調，以

縮短組織改造的磨合期。 

●而接下來組織改造作業的實行階段，「以人民為優先」是關鍵的信念，「施政無

縫接軌」是最基本的要求，提升為民服務及工作品質作為最高原則，各幕僚機關

應積極協助部會順利進行規劃調整作業，也請透過各種管道持續傾聽社會各界意

見，並提供社會大眾及機關同仁相關組織改造資訊。 



●政府組織改造難免帶來改變，或許有些同仁未能適應，因此部會間及其內部的

溝通甚為重要，在新機關籌設過程中，涉及的原機關更要共同作業，發展合作的

文化與默契，培育嶄新的組織理念，共同型塑未來願景及目標。 

●政府組織改造四法通過後，才是組織整併艱鉅任務的開始，未來改革之路還很

遠，雖可能面臨到各種衝擊，但未來整體效果一定是正面的。各部會務必在既定

的基礎、排定的行程、規劃的作法下，發揮團隊精神、合力以成。  

 

■朱景鵬：掃除本位主義 硬仗才要開始  

●肩負政府組織改造重任，行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朱景鵬直言，今年是關鍵時

刻！因為按照研考會規劃時程，以五月為期限的第一階段「審定期」內，就得確

定未來新機關組織架構及職掌功能，工程浩大。 

●權責劃定，必然涉及資源及員額的同步調整，誰都不希望自己是被整併甚至裁

撤的那一個，如何消弭部會間的本位主義，成為第一道須克服的課題。 

●「惟有放棄本位主義，組織改造才有可能成功」！這次政府組織改造並非閉門

造車，更將國際潮流納入規劃參考，像突破最大的「經濟及能源部」，就是順應

著京都議定書及哥本哈根氣候變遷高峰會議的潮流，把原本分散的能源效率、能

源戰略、能源取得等統籌一處。 

●事實上，為掃除本位主義，行政院早早動了起來，接連召開多次會議，密集溝

通繁簡不一的各部會，研考會有信心順利統合。 

●九九年六月至一ＯＯ年十二月之「籌備期」將進一步依立法通過的新機關組織

架構成立三十個籌備組織，進行業務無縫接軌，俾於一Ｏ一年一月起「啟動期」

開始啟動行政院新部會架構。  

 

■吳泰成：借鏡經驗妥為規劃 組織改造服務不打折  

●行政院人事局局長吳泰成認為，有了先前精省作業經驗，此次行政院再大刀闊

斧精簡政府組織，過程將更加平順。 

●政府組織改造只是一個工具、一個過程，人民要的是更簡便、有效能的政府，

現在法已制定修正了，就該向前看，而非回頭爭論究竟改的對不對？ 

●當前政府的功課，先要完成所有機關的組織法案，在職掌劃分清楚後，就著手

人力合理編配及業務銜接移轉，這已展開周詳的規劃。 

●「服務不打折，效能再提升」怎麼樣讓老百姓不再找不到主管機關、不再有部

會機關職掌重疊不清，才是改造成功與否所在，改造過程不能讓人民不便，同時

還要展現政府決心與效能。  

 

■張哲琛：放寬優退優離條件 權益保障百分百  

●政府改造關鍵在於「人」，考試院銓敘部部長張哲琛指出，在組織重整人員移

撥及員額調整的過程中，考試院做為全國公務人員大家長，念茲在茲皆是如何確

保公務人員權益，公務人員可以安心！  



●考試院已經透過法規的放寬、鬆綁，予以規範落實，保障對象包括行政院及所

屬機關依法任用、派用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駐衛警察、工友、休職、停職及

留職停薪人員、退休公務人員及領卹遺族等。  

●其中自願退離之公務人員，放寬至只要符合「任職滿二十年」、「任職滿十年且

年滿五十歲」或「任本職務最高職等年功俸最高級滿三年」等條件之一者，均得

辦理自願退休。其中以「任職滿二十年」之條件退休者，如年滿五十五歲以上，

尚可支領月退休金。 

●配合行政院組織調整而移撥的人員，亦放寬轉調限制，以原官等、職等任用，

並加強專長轉訓。此外，公保已投保年資之損失，考試院也一併放寬另作補償。  

 

■許士軍：不為精簡而精簡 人民感受最重要  

●元智大學管理研究所講座教授許士軍一路參與政府組織改造，他不諱言，拍板

定案的行政院組織改造四法仍有進步空間。  

●組織改造不是成立一個新部會名稱就代表架構完備了，舉科技部為例，他認為

有了名稱架構後，業務功能更重要。政府機關設置，除非某種政策執行有具體範

圍與內容者，則應在政策與組織間有適當的區分。  

●政府組織改造攸關提升國際競爭力與提高政府效能，必須充分與社會溝通，得

到社會普遍的重視，推動起來才會順利。 

●組織精簡是國際潮流，是重大的工程，也是精緻的工作，不能為精簡而精簡，

部會機關是政府與社會間重要介面，應迎合人民需要，彈性設計，新設組織在一

整體性、前瞻性與跨部會的政策引導下，避免執行時之重複衝突，提高效能，透

過單一窗口解決問題，讓人民感受便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