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化預算 

 

    每每在會計年度行將結束前，公務機關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 --- 消化

預算，各機關在年度結算前紛紛開始預算的清理，凡是動支不足的預算項目，

就急著採購或發包，目標就是在預算期結束時，能把預算項目執行完畢。於是

我們看到明明沒多久之前才鋪過的馬路怎麼又在重鋪、圖書館突然買進了好幾

批大部頭的百科全書、拚命花錢辦研討會、虛報出差考察、大興土木……等等

多此一舉或明顯浪費的奇怪現象，巧妙的運用各種「五鬼搬運法」耗盡多餘經

費，趕緊用光預算，以達到「收支平衡」的假象！ 

 

為什麼會有這種問題，當然就是機構的預算制度造成的。以政府部門來

說，傳統的預算編製是以「量入為出」與「收支平衡」為原則，是一種以「控

制」為導向的預算制度。這種預算制度最大的優點就是編製預算比較簡單，也

方便監督和控制。 

 

    以政府部門來說，各級行政部門需於每年度結束前，依據預算法預估次年

度可能的收入和支出來編製次年度的預算，送交民意機關(立法院或議會等)審

查，通過後才能依法執行。如果當年度預算用不完，不但要將剩餘繳回國庫，

預算執行率也攸關單位首長的考績，更不要說下次再編列預算送審時會不容易

通過或被砍，因為用不完就表示不需要那麼多。沒有錢什麼事都辦不了，因

此，單位主管不但不會責怪下屬臨時消化預算的作為，反而是主動要求所屬單

位要把預算用盡，以免影響單位來年預算和自己的仕途。 

 

    預算為什麼會用不完呢？原因不外： 

 

⚫ 執行不力：各種預定的工作進度落後，以致開銷也落後，所以花不

完，這就是影響單位主管考核績效的原因。 

 

⚫ 規劃不實：預算只是延用以往。可能因為時空早已改變，有些項目不

需這麼多，有些該增列的項目又漏編，或者根本在編預算時就灌水超

編。 

 

⚫ 單位主管領導有方：完成了相同的工作，卻節省了開銷，以致預算仍

有剩餘。這本來是好現象，可是依照現行制度，主管的節省不但無功

得不到任何獎勵，節省下來的經費也不能用到別處或者保留到次年

度，而且次年的預算送審時反而會被砍，努力節約反而成為實質上的

懲罰。所以，主管不但不會阻止年終自己單位的「消化預算」行為，



反而會要求下屬想辦法務必達成執行率。 

 

根據個人的經驗，這重現象也造就了一批了解各機關需求的業務人員，在

會計年度快終了前，大力協助各機關適時的把要花的錢花掉，愈是高價的愈好

賣(例如圖書館買百科、買套書)，生意好做得很，至於是否符合需要、是否會

浪費，沒人真正關心！ 

 

    傳統的預算編列方式，為了省事和送審時容易通過，一般都是依循往例，

把上一年度的預算以略作調整(至少加上通貨膨脹)的方式來編製。而現行預算

制度基本上又是防弊重於興利，真正執行時，若某個類目不夠用，另一個又太

多，不同支出類目間是不允許互相撥用報銷的。如此一來，用不完的不是消化

掉就是交回，不夠用的就只好各顯神通，這樣做當然是不合規定的，於是就變

成了「歷史共業」！這種預算制度支出結構上的長期扭曲，很難有自我調整的

機會，久了當然無法反映實際上的需求，可是幾乎無解，不但是公務機構有此

困擾，民營機構亦然。 

 

1968 年美國德州儀器公司發起（Taxas Instrument Co.）了所謂的零基預算

（Zero Base Budgetting Z.B.B.）制度，用來編製該公司研究部門的預算，頗著績

效。零基預算就是每年編製預算時都是從「零」的基準開始，不管上年度或以

前年度預算數字的高低，重新檢討業務活動決定優先順序，並根據成本/效益分

析，就下年度預算作最適當的安排，也就是說將有限的資源做好妥善的配置。 

零基預算由德州儀器公司開始編製，1977 年，卡特入主白宮擔任總

統，即下令聯邦政府所有部門及機關首長一律採行「零基預算」。

於是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預算的編製，均依循零基預算的原理，據以抑制

政府的膨脹支出，並給予納稅人更多、更佳的服務。當時美國聯邦及州政府的

預算逐年增加，因為每年在預算審查時，總是把往年經費項目視為當然，不但

未遭削滅，反因物價上漲等理由要求增加，結果自然逐年膨脹。零基預算的理

念就是針對此問題，認為每一機關的預算編製，每年都應該從零開始，檢討原

有的每一計畫是否仍屬需要，每一項工作所需費用能否加以節省，對於無績效

的工作則予取銷。 

 

由於美國的影響力，零基預算一時之間在世界各地大為風行。可是由於增

加一大堆的紙面作業，工作量大增，計畫定期檢討的繁重工作，也使得政府機

關日常工作陷於停滯，1981 年雷根總統上台後，即不再熱衷而逐漸淡出。 

 



或許，零基預算的觀念是可取的，只是執行的手段還需要繼續努力改進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