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部及所屬機關 107年度部會管制計畫評核結果 

序

次 

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總評意見 等第 

1 社會

救助

及社

工司 

兒童與少年

未來教育及

發展帳戶推

動方案 

1. 參加說明會人次並未呈現輔導人數，

很難了解確實的人數。 

2. 開戶率 44%雖然達成目標，但仍可檢

討未開戶的原因，以提高計畫成效。 

3. 社會影響應以符合資格的民眾為分

母，固定存款者為分子計算。 

4. 所呈現的資料，多為過程，很難呈現

特殊績效之處。 

5. 未來可以再加強理財教育之統計呈

現。 

甲 

2 護理

及健

康照

護司 

原住民族及

離島地區醫

事人員養成

計畫 

1. 出席率較不宜視為年度目標，若以履

約認知及留任意願取代是否更佳? 

2. 衛生所公費醫師比率達成率 68.8%未

達標，應檢討指標內容適當性。 

3. 原住民及離島人力，需因地制宜，性

向測驗以確定其動機。 

4. 隨時監測其滿意度及解決之道。 

5. 強化輔導、溝通機制，提高留任動

機，了解問題。 

6. 可運用視訊方式讓無法出席者參與。 

甲 

3 護理

及健

康照

護司 

偏鄉護理菁

英計畫 

1. 努力有見成效，主要也是要醫院首長

重視。 

2. 分析需求面規劃供給面。 

3. 應該更了解放棄簽約的原因。 

甲 

4 護理

及健

康照

護司 

護理改革計

畫 

1.居護工作坊場次不適合當指標。 

2.問卷回收率不適合社會影響指標。 

3.肯定友善住院醫院輔導計畫。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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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醫事

司 

第八期醫療

網計畫 

1. 基層醫師全人照護訓練場次較不適合

當年度指標。 

2. 醫療垂直整合照護模式立意良好，但

個管師如何定位與整合家醫及醫院? 

3. 持續推動立法，精進醫療業務值得肯

定。 

4. 檢討 hospitalist之推動模式及績

效。 

5. 鼓勵年輕醫生到偏鄉開業，並連結在

宅醫療。 

6. 人力供需及市場機制，地區分配不

均，而非人力不足。 

甲 

6 醫事

司 

辦理重點科

別培育公費

醫師制度計

畫 

1. 追蹤這些人力結果是否達成訓練目

的。 

2. 因地制宜，每年檢討供需。 

3. 保障薪資，升遷管道，繼續教育等可

納入考量。 

甲 

7 保護

服務

司 

兒少保護體

系互聯網計

畫 

1. 未達成目標值，應再檢討原因。且

107年實際值比 106年目標值高，應

與 106年實際值相比才了解是否進

步。 

2. 訓練人員的到訓率，不宜作為普及度

的指標，應是全年新進人員人數為分

母，而不是報名人數為分母。 

3. 資訊交換平台使用率，分子不應為人

次，而是有使用的人數。 

4. 多為活動，程序產出的量化數據，難

以認定有特殊績效之處。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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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護

服務

司 

性別暴力三

級預防計畫 

1. 指標不具挑戰性，且未達成，應詳加

檢討未達成之原因。 

2. 指標很難呈現普及度。 

3. 113保護專線滿意已經很高了，不宜

再列為指定指標。 

4. 社區初級預防只說明逐年增加，但不

知計畫是否有減少家暴的案件。防治

網絡介入占 4成，應該與 106年比

較，以呈現績效。 

5. 列管中再遭暴力比率 2%，比 106年

度低，但相較 104-105年度為何? 

6. 特殊績效指標分子與分母定義，建議

列清楚。 

甲 

9 心理

及口

腔健

康司 

國民口腔健

康促進計畫 

1. 特殊績效項目可再重新檢討有意義

(社會影響)的項目。 

2. 老人口腔照護計畫建議與縣市協調加

強，以強化老人健康。 

優 

10 心理

及口

腔健

康司 

國民心理健

康第二期計

畫 

1. 目標多為過程指標，很難看出計畫具

體成效。 

2. 精神疾病自殺死亡率 107年只計算到

8月，如何與 106年做比較。 

3. 資料的呈現，很難認定有提高完善程

度，縣市考評應呈現考評之後的改善

程度。 

4. 進用巴拉刈的成果不宜列為特殊績

效。 

優 

11 國際

合作

組 

新南向醫衛

合作與產業

鏈發展中長

程計畫 

1. 可強化經濟效益與產業化之研究計

畫。 

2. 可提高每年之 KPI。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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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疾病

管制

署 

我國加入

WHO 2035消

除結核第一

期計畫 

1. 潛伏結核感染接觸者治療比率恰好達

標。 

2. 可加強在長照機構的著墨。 

3. 特殊績效之作法可再強化。 

優 

13 疾病

管制

署 

愛滋防治第

六期五年計

畫 

年度目標均達成，可持續提高年度目

標。 

優 

14 國民

健康

署 

第三期國家

癌症防治計

畫 

1. 建議將初級預防納入年度目標。 

2. 癌症發生率平緩值得肯定，但是死亡

率呢?仍在上升。 

3. 乳癌、大腸癌、肺癌、肝癌仍居高不

下，胰臟癌、攝護腺癌、口腔食道癌

仍在上升。 

甲 

15 國民

健康

署 

病毒性肝炎

防治計畫

(第二期計

畫 106-109

年) 

績效已達標，未來的目標是如何找出無

症狀的 C肝帶原者。 

甲 

16 國民

健康

署 

國家心血管

疾病防治第

一期計畫 

1. 戒菸率應納入年度目標，並考慮辦理

住院戒菸。 

2. 規律運動雖達標，但仍可精進。 

3. 建議針對如何改變 CVD病人之行為研

發更有效方案，例如如何促使戒菸，

運動控制飲食。 

4. 可將自費健檢者亦列入達成值。 

甲 

17 食品

藥物

管理

署 

藥健康-精

進藥物全生

命週期管理

計畫 

目標明確，年度目標均達成。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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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社會

及家

庭署 

強化社會安

全網計畫 

1. 弱勢家庭訪視涵蓋率應核計至 107年

12月為準。 

2. 學校輔導系統之實際達成值如何核算

未說明。 

3. 建議針對未達成指標，具體分析原

因。 

甲 

19 附屬

醫療

及社

會福

利機

構管

理會 

樂生園區整

體發展計畫 

1. 公共設施目標達成值偏低，若因工程

原因，未來設定目標時可納入考量，

並簽請修改計畫。 

2. 聘助理不適合當指標。社會影響建議

修改指標，民眾參與應有指標。 

3. 強化跨部會溝通，重新調整期程。 

乙 

20 食品

藥物

管理

署 

食品安全建

設計畫 

達成目標，主動預見設備老化，值得肯

定。 

優 

21 長照

司 

整建長照衛

福據點計畫 

1. 工程查核品質評分較低，可持續檢

討。 

2. 分工合作、彈性布建，中央與地方合

作與適當宣導重要。 

乙 

22 社會

及家

庭署 

建構 0-2歲

兒童社區公

共托育計畫 

1. 建設工程補助案，以核定補助為績

效，不具挑戰，應以發包為績效指標

較為合適。 

2. 補助核定應於年度前或年度一開始即

核定，始能達成完善度。 

3. 協助地方妥善辦理採購及啟動工程施

工查核小組皆為例行工作事項，如何

能認定特殊績效。 

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