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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作業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3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隸屬教育部，係為辦理海洋

科學、科技與海洋生態及其相關文物之蒐集、研究、典藏、展示、應用

及推廣大眾海洋教育，提升海洋資源保育及永續發展等相關事宜。 

本館自 105年度納入「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實施範圍，於該基

金下設立「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作業基金」，迨「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

基金設置條例」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公布施行後，「國立社教機構作業

基金」更名為「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未來本館將更注重成本效

益觀念，加強開源節流措施，提高經費使用效能，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提升營運績效與服務品質，增加對社會的服務功能。 

二、組織概況： 

本館置館長 1人，綜理館務，負責館務推動及發展，對外代表

本館；副館長 1 人，襄助館長處理館務。下設 5 組 3 室，分別掌

理推動有關事項： 

(一) 研究典藏組：海洋科學、科技、生物及人文相關領域之研究、開發

及創新；海洋科學與科技相關調查設備、機儀、工具之設計及開發；

海洋科技相關物件及海洋生物、海洋人文領域標本、物件與文獻資

料之鑑定、蒐集、製作、典藏、研究及數位典藏業務之執行；館藏

圖書、期刊之採購、流通及管理；研究典藏中心與附屬研究典藏設

施之營運及管理等。 

(二) 展示教育組：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主題之擬訂、企劃及特別展示之

規劃、執行；常設展示、特別展示及劇場節目規劃之審核；數位博

物館與數位學習業務之規劃及執行；中小學、終身學習教育之海洋、

科學及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與教材教案之研究、企劃及推廣；教育中

心與附屬教育設施之營運及管理；志工招募、導覽培訓、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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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之規劃及執行;海洋、科學及環境教育推廣圖書、折頁、視聽

教材等出版品之規劃及發行等。 

(三) 經營管理組：館務規劃、館務長期發展方向及營運管理計畫之擬

訂；民間參與相關業務之規劃、管理及督導；宣傳、行銷、服務資

訊之彙整及傳輸；資訊作業之管理及維護。 

(四) 產學交流組：與國內、外博物館、研究機構、學校、團體產學合作、

學術合作、館際合作之規劃及執行；海洋生物之蓄養技術開發、活

體蒐集、館際交換與水生生物之救護及收容；望海巷海灣環境監測

與生物資源保育、復育之規劃及執行；海洋生物活體展示之規劃及

執行；潮境海洋中心與附屬設施之營運及管理等。 

(五) 工務機電組：館區建物、戶外公共設施、研究設施之水電、電機、

機械及管路設備之維護；館區營繕工程與建築物公共安全之維護及

設施修繕；館區環保、勞工安全、消防安檢及保全之督導；景觀之

規劃及管理；公務車輛之管理、維護、保養及油料之採購。 

(六) 秘書室：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出納、財務、營繕、採購

及其他事務之管理；車輛管理之督導考核；媒體公關事務之政策規

劃、研擬、執行及管考及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七) 主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八) 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及兼辦政風業務等事項。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

非用於營業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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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

度預算截至 112年 6月 30日止執行情形） 

    一、前(111)年度決算結果： 

     (一)業務收入：決算數 2億 9,978萬元，較預算數 2億 8,417萬 8千

元，增加 1,560萬 2千元，約 5.49％，主要係其他補助收入較預

計增加所致。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3億 8,429萬 7千元，較預算數 4億 3,855

萬 2 千元，減少 5,425 萬 5 千元，約 12.37％，主要係服務成本

較預計減少所致。 

     (三)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3,224萬 2千元，較預算數 3,409萬 5千元，

減少 185萬 3千元，約 5.43％，主要係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較

預計減少所致。 

     (四)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209萬 7千元，較預算數 22萬元，增加 187

萬 7千元，約 853.23％，主要係雜項費用較預計增加所致。 

     (五)本期短絀：決算短絀數 5,437萬 2千元，較預算短絀數 1億 2,049

萬 9 千元，減少 6,612 萬 7 千元，約 54.88％，主要係其他補助

收入等較預計增加所致。 

     (六)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決算數 4,870 萬 2 千元，占可用預

算數 5,150萬 1千元，執行率約 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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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112)年度截至 6月 30日止預算執行情形： 

(一)業務收入：實際業務收入1億4,556萬元，較預算分配數1億4,954

萬 8千元，減少 398萬 8千元，約 2.67％，主要係服務收入較預

計減少所致。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實際業務成本與費用 2億 324萬 7千元，較預

算分配數 2億 837萬 5千元，減少 512萬 8千元，約 2.46％，主

要係服務成本與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較預計減少所致。 

(三)業務外收入：實際業務外收入 2,133 萬 6 千元，較預算分配數

1,645 萬 6 千元，增加 488 萬元，約 29.65％，主要係雜項收入

較預計增加所致。 

(四)業務外費用：實際業務外費用 106 萬 5 千元，較預算分配數 24

萬 6 千元，增加 81 萬 9 千元，約 333.05％，主要係雜項費用較

預計增加所致。 

(五)本期短絀：實際短絀數 3,741萬 6千元，較預算分配短絀數 4,261

萬 7千元，減少 520萬 1千元，約 12.2％，主要係服務成本較預

計減少及雜項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六)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實際執行數 1,292萬 4千元，占預

算分配數 3,107 萬 2 千元，執行率約 41.59％，主要係「工作暨

體驗船舶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暨船舶建置」、「海灣水下影像監測

系統」、「展廰投影設備更新」及「館區冷氣與通風設備、冰水主

機」等相關採購案執行進度較預計落後所致，將持續督促承辦單

位積極執行，以提升固定資產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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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一) 潮境智能海

洋館生物多

樣性維持計

畫 

1.辦理海洋生物飼育維持

作業暨生物多樣性教學

參觀服務活動。 

(1)生物採集與飼育：收集及維持

臺灣海域海洋生物種類(潮境

智能海洋館與海洋中心生物

約320種，數量約50,000隻)。 

(2)潮境智能海洋館生物多樣性

教學及參觀活動（包含環境

教育），預計總服務 200,000

人次/年。 

2.辦理海洋生物維生設備

及機電監控系統維護作

業。 

(1)水族維生機電監控系統維

護：定期保養與維修維持潮

境智能海洋館生物蓄養作

業。 

(2)推動國內外大專院校實習生

實習課程：提供實習生學習

營運水族館核心業務之能

力。 

3.辦理潮境海洋中心科學

研究設施暨設備維護作

業。 

定期巡檢潮境智能海洋館科學

研究設施之運作情形，更換耗材

消耗品，確保研究效率及產出品

質。 

(二) 建構望海巷

海灣成為海

洋教育示範

區 

 

 

 

 

 

 

 

 

1.辦理望海巷海灣水下訓

練基地研究調查，並開

發生態觀光遊憩活動。 

(1)辦理相關之水下調查及研習

活動 10場次。 

(2)辦理獨木舟等海洋體驗活動

10場次。 

(3)辦理潮間帶生態解說課程。 

(4)影像海灣攝影比賽暨得獎作

品巡迴展 5場次。 

(5)辦理 10場次水下生態影像解

說活動。 

(6)望海巷潮境海灣海域分區管

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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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2.針對工作站生物小丑魚

進行繁殖及海灣人工復

育之技術開發，減緩人

為大量捕撈之壓力，發

展為水族貿易的新生物

來源。 

(1)預計提供小丑魚繁殖復育 2

種 500 隻，並支援相關展示

及科學教育活動之推廣。 

(2)預計開發水族觀賞價值高的

生物。 

(3)辦理 10次放流與追蹤活動。 

3.針對望海巷海灣進行珊

瑚繁養殖暨復育技術之

開發，改善海灣基礎生

態環境，開發入門觀賞

用珊瑚培育技術。 

(1)維持 8 種水族缸觀賞用珊瑚

之人工飼育技術。 

(2)進行 4 次海灣珊瑚種植與追

蹤作業。 

(3)推廣珊瑚復育工作，辦理 200

人次之民眾參與之珊瑚移植

作業及珊瑚講座。 

(三)建構海洋特

色典藏計畫 

 

1.辦理海洋生物標本之採

集、購藏及整理。 

(1)預計新增生物標本入藏 50

件。 

(2)預計整理現有標本 2,700件。 

2.辦理海洋人文類藏品之

徵集、採購及整理。並

針對既有藏品進行保

存、維護管理。 

(1)預計新增海洋人文類藏品入

藏 50件。 

(2)預計整理現有藏品 2,200件。 

3.進行海洋科學研究儀器

之徵集、保存、及維護

管理。 

(1)預計新增海洋科學類及科技

類藏品入藏 20件。 

(2)預計整理現有藏品 520件。 

4.辦理現有藏品數位化作

業，利用本館數位典藏

系統、數位內容系統推

廣加值應用。 

(1)預計新增藏品數位化 400件。 

(2)現有圖素授權加值或文創商

品製作至少 1件。 

(四)主題行銷及

宣傳活動 
1.建立對外形象、提高知

名度、拓展國人多元化

海洋新知與視野。 

策辦主題行銷活動。 

2.對外網站之規劃與管

理，延伸本館之教育功

能。 

發行海科館電子報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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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五)推動本館與

國內外博物

館及相關機

構之合作 

透過國內、外博物館相關

組織與館際的交流合作，

提升本館國際競爭力及國

際視野培養。 

(1)持續與國際博物館組織保持

聯繫與互動。 

(2)結合各社教機構、機關、社

會團體或民間企業合作辦理

聯合行銷推廣活動。增加知

名度、曝光度及領導性。 

(六)基本館務營

運 

服務人次指標 全年遊客量達到 245萬人次。 

(七)充實展示資

源，建構優質

多元教育場

域 

1. 主題特展之規劃與執

行。 

規劃執行主題特展 2場次。 

2. 發展海洋科學、工程及

科技教材。 

完成地球科學教材、海洋科學探

究式教材及船舶與海洋工程科

普教材課程合計共 3套。 

3. 辦理教師專業增能，包

含辦理教師研習營、教

材與教案工作坊、展廳

導覽認證及專題講座

等。 

(1) 辦理海洋種子教師研習營 2

梯次。 

(2) 辦理教師環境教育課程開發

暨教案規劃工作坊 2場次。 

(3) 展廳導覽認證及專題講座 7

場次。 

4. 辦理各項主題活動，包

含各種主題特展、影

展、專題講座、各式節

慶活動及研討會等特別

企劃活動。 

(1) 辦理海洋科學與科技體驗活

動共計 16場次。 

(2) 辦理科普研討會 1場次。 

5. 利用本館場域特色如海

洋科學與科技、自然與

生態、文化、風土民情

及展廳之海洋內涵，發

展具特色的課程及活

動。 

(1) 進行環境教育課程 12場次。 

(2) 淨灘活動 12場次。 

(3) 漁村文化或潮間帶生態踏查

活動 12場次。 

(4) 完成發展環境教育課程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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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 績效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預期成果 

6. 辦理志工培訓業務，並

凝聚在地居民與文史工

作者的經驗與力量，共

同加入海洋教育推廣及

傳承的行列，擴大本館

的服務對象與範圍。 

(1) 辦理志工成長課程 40 場

次，1000人次。 

(2) 達成志工服勤 6,000 人次以

上及服勤時數達 30,000 小

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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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分析： 

(一)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本年度編列 4,614萬元，其內容如下： 

            1.分年性項目：係編列「國立社教機構環境優化˙服務躍升計畫」1,443

萬 8千元，為機械及設備 1,443萬 8千元。 

            2.一次性項目： 

(1)機械及設備 2,965萬 4千元：係購置海水馬達、冰水主機、冷風

機、門禁設備、監示器螢幕、導覽設備、攝影機、播放器、建置無

障礙環境工程-電梯及電力及無線網路環境設備。  

              (2)交通及運輸設備 30萬元：係購置監示器設備。 

              (3)什項設備 174萬 8千元：係購置藏品展示櫃、模型展示品、冷氣

通風設備、水下感知器及公共服務週邊設備等。 

(二) 資金來源：係營運資金 2,740 萬 2 千元及國庫撥款 1,873 萬 8 千元，

共計 4,61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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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及設備

95.56%

交通及運輸設備

0.65%

什項設備

3.79%

建設改良擴充

(三) 113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圖表，列示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建設改良擴充 113年度預算 資  金  來  源 113年度預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6,140 營運資金                     27,402 

  機械及設備                     44,092 國庫撥款                     18,738 

  交通及運輸設備                 300   

  什項設備                       1,748   

    合      計                 46,140     合      計                 4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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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算概要 

一、 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一） 本年度業務收入 3億 447萬 7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億 8,980萬 9千

元，增加 1,466萬 8千元，約 5.06％，主要係服務收入增加所致。 

（二）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 4億 2,576萬 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億 1,619

萬元，增加 957萬 5千元，約 2.3％，主要係服務成本增加所致。 

（三）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 3,649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236 萬 5 千元，

增加 413萬 4千元，約 12.77％，主要係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 本年度業務外費用 160 萬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0 萬元，增加 110

萬 5千元，約 221％，主要係雜項費用增加所致。 

（五） 本年度業務總收支相抵後，發生本期短絀 8,639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

算短絀數 9,451萬 6千元，減少 812萬 2千元，約 8.59％，主要係服務

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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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3年度及最近 5年收入與短絀、成本與費用圖表，列示如下： 

113年度收入與短絀、成本與費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與短絀 113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 113年度預算 

業務收入                       304,477 業務成本與費用                 425,765 

 勞務收入                     109,624  勞務成本                     388,830 

 教學收入                     6,492  教學成本                     6,492 

 其他業務收入                 188,361  管理及總務費用               30,443 

業務外收入                     36,499 業務外費用                               1,605 

本期短絀                       86,394    

收入與短絀總額                 427,370 成本與費用總額                 427,370 

20.22% 

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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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年收入與費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09年度決算 110年度決算 111年度決算 112年度預算 113年度預算 

收入                             
 

  

 業務收入                     289,398 247,323 299,780 289,809 304,477 

 業務外收入                   32,671 24,188 32,242 32,365 36,499 

收入合計                       322,069 271,511 332,022 322,174 340,976 

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373,267 367,214 384,297 416,190 425,765 

  業務外費用 2,465 1,235 2,097 500 1,605 

費用合計                 375,732 368,449 386,394 416,690 427,370 

本期賸餘(短絀-) -53,663 -96,938 -54,372 -94,516 -86,394 

註：109至 111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112年度為法定預算數。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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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餘絀撥補之預計：    

 (一)短絀之部：本年度預計短絀 8,639 萬 4 千元，連同以前年度待填補短

絀 5 億 688 萬 2 千元，共有待填補短絀 5 億 9,327 萬 6 千元，除撥用

公積 5,866 萬元填補外，尚有短絀 5 億 3,461 萬 6 千元，留待以後年

度填補。 

 (二)最近 5年度無賸餘分配。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5,880 萬元，其中： 

1.本期短絀 8,639 萬 4 千元，調整利息股利 196 萬 4 千元，未計

利息股利之本期短絀 8,835 萬 8 千元。 

2.調整項目 1 億 4,519 萬 4 千元，包括固定資產折舊 8,520 萬 5

千元、無形資產及遞延費用等攤銷 5,998 萬 9 千元。 

3.收取利息 196 萬 4 千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 億 5,497 萬 9 千元，包括增加流動金融資產

5,000萬元、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614萬元、增加無形資產 855

萬 8千元及其他資產 5,028萬 1千元。 

 (三)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594萬 3千元，係國庫增撥基金之數。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6,023 萬 6 千元，係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 億

7,685萬 7千元，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億 3,709萬 3千元減少之數。 

  四、補辦預算事項： 

為辦理本館潮境智能海洋館增改建、水族系統定製及主題館與區域探索館

連接道路鋪面改善等相關工程與設備購置，經行政院111年12月14日院授

教字第1114401812M號函同意於111年度先行辦理，並補辦113年度預算

2,123萬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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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作業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2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壹、通案： 

1. 中華民國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

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

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

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

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

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

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

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

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

一一敘明。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2.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

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

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

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

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

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3. 112年度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共

編列21億9,063萬7千元，其中營業及非營業

特種基金預算部分即高達10億0,592萬元，除

透過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及電視

媒體辦理外，尚不包含如舉辦活動、說明

會、園遊會，或發放各式宣傳品等，宣導樣

態眾多，實際上用於政策大內宣的經費，遠

比預算書上呈現的還要多。爰要求媒體政策

及業務宣導費預算部分，1,000萬元以下基金

及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就業安定基

金、觀光發展基金、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毒

品防制基金、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運動發

展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及新住民發展基金不

減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基金減列20%，其

餘營業基金通刪10%、非營業基金通刪5%。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4. 為利政府經費花在刀口上，發揮更大財

政效益，並避免政府機關、事業機構圖利特

定媒體。因此要求營業、非營業基金所編列

之政策宣導費用，由單一媒體含相關企業，

該年度得標金額合計不得超過該部會該項預

算金額的30%，惟各基金媒體政策及業務宣

導費預算在1,000萬元以下者，不在此限。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5. 依立法院預算中心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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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決算審核報告評估報告指出，預算法第4條

規定特別收入基金係政府運用特定收入來

源，以專款專用方式推動特定政策或業務，

然預算執行上卻有下列缺失：1、連年基金財

源不敷支應年度所需經費，規模逐年遞減：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25個特別收入基金

中，基金財源不敷支應年度所需經費者多達

11個，其中離島建設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移

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大專校院

轉型及退場基金、環境保護基金、通訊傳播

監督管理基金及反托拉斯基金等6個基金甚

至連續3年發生收支短絀，不利持續運作。

2、特別收入基金超支併決算辦理，部分計畫

甚至年年超支，規避立法院監督：預算法第

89條雖賦予基金年度預算執行期間有彈性規

定，但農業特別收入基金、經濟特別收入基

金等多個基金，竟有同一計畫連續3年超

支，濫用收支得併決算辦理之規定，無法控

管經費且規避事前監督。3、基金有部分計畫

執行率連年低於3成：離島建設基金、大專

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近三（108至110）年

度預算執行率亦分別僅6.64%、12.13%及

24.02%，均有同一基金用途項目預算執行率

偏低甚或未執行之狀況。特別收入基金係政

府藉特定收入來源，推動特定政策或業務，

爰此，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就上開基金重新審

視財務資源可能流入情形，並量入為出原則

規劃與執行年度預算，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提出有效改善書面報告。 

6. 衛生福利部所屬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112 年度預算金額高達8,000億元，基金支出

金額快速增長，致基金財務逐步惡化，為避

免浪費健保資源，並確保錢用在刀口上，發

揮更大財務效益。因此要求審計部就全民健

康保險基金110、111、112年度經費支用情

形，進行深度專案查核，並於行政院提出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

計表（非營業部分）後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

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7. 勞動部主管之就業安定基金，其設立之

政策目的，在於促進國民就業及勞工福祉，

惟近年來補助各縣市相關經費，完全基於政

黨考量。為釐清預算經費使用，是否符合相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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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關法令規定？及該基金設立意旨？因此要求

審計部進行專案查核，並於行政院提出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後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8. 為避免政府於選舉前以大筆國家資源遂

行各項人事酬庸甚至移轉國家財產之虞，爰

要求行政院通令各機關及其所屬與所主管的

附屬單位營業及非營業基金、財團法人、行

政法人暨泛公股持股逾20%之轉投資事業及

其再轉投資事業，於3個月內就投資效益評

估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9. 近年來中央政府各機關或基金基於引進

新技術、政策推動或扶持產業發展目的等原

因，持續轉投資各領域事業，或將原有國營

事業經過幾次釋股，使公股股權比率降至

50%以下而轉為民營企業；然因監督密度不

若國營事業，亦衍生相關監理問題。查國營

事業管理法第3條第3項規定：「政府資本未

超過50%，但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

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該公司董事長

或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之預算

及營運狀況，並備詢。」是以，政府對於公

私合營事業可透過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

或總經理等方式，參與公司相關營運與監督

管理。惟部分公私合營事業之公股比率已為

最大股東，相關主管機關未充分利用股權優

勢，積極派任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據109

年之統計顯示，公股比率逾4成之加工出口

區作業分基金轉投資之台灣絲織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公股45.24%）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

公司轉投資之越台糖業有限責任公司（公股

40.0%）；另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與台灣糖業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轉投資之台灣花卉生物技

術股份有限公司（公股24.31%，若加計耀華

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投資之泛公股

比率34.16%），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主管轉投資之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公股34.08%）與大台南區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公股28.80%）等事業，公股均為最大

股東，卻未派任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形成

政府高額投資卻未實際參與公司經營之妥適

性爭議；且非官股派任之董事長或總經理，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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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則無法依據前揭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定，要求

渠等至國會報告事業營運狀況或重大決策，

恐形成政府鉅額投資卻乏相對應有之管理責

任與監督機制。查立法院於年度總預算案及

單位預算審議過程中，各部會亦常須配合國

會問政需要而提供主管投資事業之書面報告

等資料；另倘外界欲瞭解政府投資民營事業

概況，亦須透過各機關官網逐一檢視，內容

不僅分散龐雜，且公開資訊內容不一，與所

稱可達外界考核與監督成效尚有落差，目前

中央政府機關投資公私合營事業之資訊揭露

方式容有再審酌空間。爰要求行政院研擬訂

定各部會官網應公開轉投資事業資訊之一致

標準，及建置整合資料庫之規劃，以相同密

度監督管理，俾減少資訊不對稱情形。 

10.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我國

於109年農曆春節前，就已在1月20日宣布成

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下稱疫情指揮中心）。根據當時政府

掌握的情資，為了做好因應疫情的行動，因

此透過疫情指揮中心統籌整合各部會資源與

人力。疫情指揮中心架構分為情報、作戰及

後勤三項領域，各領域下設各任務組別，均

以相關部會次長級首長為組長，分別依主管

業務範圍執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決策。以防疫

政策宣導為例，後勤領域之新聞宣導組由行

政院新聞傳播處處長任組長，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公關室主任擔任副組長，負責防疫

宣導、民眾諮詢及政府行銷策略。因疫情指

揮中心有效整合資訊及人員調度，新聞宣導

組成功於疫情期間督導各部會正確且廣泛宣

導疫情指揮中心所作之各種防疫政策。惟廣

泛宣導疫情防疫政策亦成為詐騙集團冒充中

央政府主管之各公營事業常見之手法，近五

年來詐騙案件與財損飆升，111年為我國詐

騙案與財損的最高點藉以詐取民眾個資及聯

絡方式。為強化「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

綱領」中之「識詐（教育宣導面）」面向，

為有效統籌整合各部會資訊及人員調度，爰

要求中央政府各附屬單位積極配合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打擊詐欺犯罪中心之防治詐

騙作為。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11. 參照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對本項無本基金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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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資產管理子公司督導管理作業專案檢查結果

及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進用

及業務缺失調查報告：1、公股金融控股子公

司應比照銀行公開招考，以免私人任用。2、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檢討貸放 

款業務及詐領出差費做背信、圖利追究。3、

公股金融控股辦理 AMC 都更危老代墊款相

關業務，對於尚未向主管機關申請之案件，

應建立審核管控機制。 

貳、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 

1. 112年度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預算

案短絀5億2,895萬2千元，較111年度預算減

少短絀3,699萬7千元（短絀減幅6.54%），主

要係教學收入、權利金收入及其他補助收入

增加數，高於服務成本及教學成本增加數所

致。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連年短絀，且

收入主要來自政府補助，109及110年度決算

收支短絀數呈增長，111及112年度預算亦預

計短絀且較以往年度決算短絀增加，與「預

算法」設置作業基金自給自足之精神不符，

亦未符提升營運績效之設置宗旨，爰要求教

育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說明改善方案。 

教育部業於 112年 7月 13日臺教社(三)

字第 1122402620 號函提報「教育部所屬機構

作業基金館所提升營運績效之策略」書面報

告，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 各館為提升營運績效，提出相關策略，

如科教館結合臺北科學藝術園區三館(兒

樂、天文)資源發行優惠套票、增加展場

收費型體驗教育活動及發展智慧服務、

教育與展示等創新科技化服務等；科博

館推出門票優惠、推動多元售票電商平

臺合作及活化館舍空間利用與異業合作

等；科工館開發常設展廳串聯行銷活

動、展示廳及大銀幕電影院收入強化策

略(如推動企業親子日活動)與加強文創

商品設計開發等；海科館加強場地活化

招商作業、籌辦具特色之展覽及活動、

打造特色海洋教育場域等；海生館積極

推廣特展移展、水下拍攝之海洋生物相

關影音、影像資源、館藏標本出借等；

臺圖館提高場地使用效益、積極與異業

結盟、訂定廣告出租作業要點等。 

二、 各館近年雖因疫情影響收入，惟仍落實

執行所肩負之教育任務，而在疫情趨緩

後，各館已積極開拓財源與檢討各項成

本支出，如籌劃收費特展、研習活動、

活化館區內外部空間、爭取外部合作與

財源、拓展文創商品及販售通路、網路

或電子化宣傳、汰換老舊耗能設備等，

以提升營運績效，增加基金收入。 

2. 由108至111年7月底教育部所屬機構作

業基金各館所典藏文物（品）展示率觀之，

教育部業於 112年7月 13日以臺教社

（三）字第1122402657 號函提報「提升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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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以國立臺灣圖書館陽明山中山樓之

典藏文物展示率100%最高，其次為國立臺灣

科學教育館之動物標本90.8%及實驗器材

2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物件類16%及標本

類1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之5.69%，而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各類典藏文物（品）除人

類學為 0.158%外 ， 其餘展示率 皆不及

0.02%，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模式標本則無

展示。按生物標本或文物之蒐集、研究、典

藏、展示及教育功能為各館所主要職掌，爰

要求教育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改善方案，加強

策展或館際合作規劃，以提升典藏文物運用

價值。 

文物運用價值之策略」書面報告，茲摘述內

容如下： 

一、 各館為提升典藏文物運用價值，提出相

關策略，如科教館規劃運用典藏品作為

互動與教育活動主題、運用典藏品設計

實用型文具或有質感之衍生性商品、加

入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等；

科博館更新「礦物廳」及「數與形」以

展示更多文物、轉化為科學教育教案和

主題活動、館際交流與開發文創商品

等；科工館強化開放式典藏庫展示、活

絡公共空間展示、館外與數位典藏資料

庫成果展示等；海科館加強策展提升典

藏品展出率、結合重要議題開發教案、

提升加值運用機會等；海生館出借展品

做為科學研究及教學與展示使用、結合

臺灣科學節，打造「城市遇見海生館」

特展快閃計畫等；臺圖館以中山樓元素

為基礎的客製化設計文創商品、線上策

展等。 

二、各館典藏文物使用多元，除辦理常設展

與特展及線上展覽，亦用於教育推廣、

研究使用、科學研究交流、館際合作、

文創商品及數位網路等，未來仍將持續

提升典藏文物之加值效益，並加強衍生

性商品與產學合作收入之開發，以提升

典藏品的利用率，增進教育效益及提升

基金之自籌財源。 

3. 查109至111年度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

金舉辦展覽經費執行情形，110年度雖整體

預算執行率達95.32%，但其中國立臺灣科學

教育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及國立海洋科技博

物館執行率均未達60%。且111年度截至7月

底，僅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圖書

館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之預算執行率超過

五成，顯示其預算執行率有待加強。 

另查，近年因疫情因素致各場館參觀人

次大幅減少，總參觀人次由108年度1,167萬

1,058人次，大幅減為110年度710萬9,204人

次。而各場館辦理特展之總次數亦自107年

度40次，減至110年度33次。教育部應加強

各場館舉辦特展與行銷推廣，以提升館藏資

源使用效率，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

教育部業於 112年7月 20日以臺教社

（三）字第1122402774號函提報「教育部所

屬機構作業基金館所加強舉辦展覽與行銷推

廣策略」書面報告，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各館為加強舉辦展覽與行銷推廣，提出

相關策略，如科教館持續進行常設展更

新與規劃自策特展、結合線上線下同步

推廣等；科博館更新「礦物廳」及「數

與形」以展示更多文物、策劃多元質優

主題特展與加強展覽行銷策劃等；科工

館活絡常設展示廳活動、提升同仁策展

能力、以科技方式(FB、IG、APP 開發、

Dcard 推播等)做為傳播工具等；海科館

辦理雙特展與微型特展及體驗基地、加

強社群媒體行銷宣傳等；海生館結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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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委員會提出改善方案書面報告。 灣科學節、積極於社群媒體行銷推廣以

利了解活動與展示內容等；臺圖館持續

整合性行銷吸引不同世代客群，吸引更

多民眾參觀中山樓等。 

二、教育部為提升基金館所預算執行效率，

以發揮資源預期效能，已建立相關管控

措施，定期以書面或召開進度檢討會

議，就執行率偏低之單位進行加強督

導，並將執行成效納入年度績效及相關

補助評比參據；另達列管標準之重大工

程計畫，依規定提報教育部「公共建設

推動會報」列管。 

三、各館近年因疫情影響致參觀人次降低，

而在疫情趨緩後，透過提升同仁策展能

力、積極爭取外部資源挹注與擴展公私

部門合作對象、策劃吸引不同族群之展

覽、更新場館設備與提升軟硬體設施、

強化自策特展行銷作為及巡迴展出規劃

等策略，以提升參觀人次，增加基金收

入。 

4. 自108年疫情衝擊，教育部所屬機構作

業基金各館區之參觀人次逐年遞減，110年

之參觀人次僅60.91%，111年1至7月更低至

47.74%。且雖107年之特展場次從40次增加

至109年度之45次，惟110年減少至33次，

111年1至7月只辦理了30次。然部分館所卻

未舉辦任何特展，僅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於

110年之特展次數增至9次，且110年之特展

參觀人次甚至高達112萬1,529人次，顯示倘

若充分運用展館之特色及硬體設備，並加強

宣導，仍能增加民眾參觀之意願。爰請教育

部提升強化各館區展覽質量。 

一、各館近年仍受疫情影響致影響收入，而

在疫情逐漸趨緩後，為因應虛實整合、

互動體驗展及元空間等新媒體科技變

化，各館將持續提升同仁策展能力，並

思考如何應用相關技術辦理各類型展

覽，與強化展覽行銷及開發文創商品

等，以吸引不同族群的民眾，提升參觀

人次，增加基金收入。 

二、教育部將依據委員意見積極督請各館依

據前述相關具體作為辦理，以提升營運

績效及收入。 

5.     自從108年12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爆

發以來，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配合110

年5至7月全國第三級防疫警戒，各館全面暫

停開放，導致110年度參觀人次大幅減少。

總參觀人次從108年度的1,167萬1,058人次

減少為110年度的710萬9,204人次，111年1

至7月更僅有557萬2,055人次。以108年度為

基 期 計 算 ， 110 年 度 的 參 觀 人 次 僅 佔

60.91%，111年1至7月更低至47.74%。從各

館的情況來看，除了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的

參觀人次逆成長外，其他館所的參觀人次皆

教育部業於 112年7月 26日以臺教社

（三）字第1122402835號函提報「教育部所

屬機構作業基金館所強化各類展覽策劃與執

行策略」書面報告，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各館在疫情趨緩後，112年的服務人次及

基金現況預計可回到疫情前之狀態，多

數館所則略有增加，如科博館、科工

館、海生館及國臺圖等。 

二、各館為提升參觀人次與基金收入，提出

相關執行策略，如科教館結合臺北科學

藝術園區三館(兒童樂園、天文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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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減少，其中國立臺灣圖書館（中山樓）

的參觀人次占比最低，只有40.96%，國立臺

灣科學教育館為41.63%，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為47.39%。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各館

所除了常設展外，還會辦理特展（包含移

展）以展示館藏的特色。從107至111年度辦

理特展次數的情況來看，辦理次數由107年

度的40次增加至109年度的45次，但110年度

減少至33次，111年度1至7月只辦理了30

次。從各館所的情況來看，除了海生館的特

展次數在110年度增加至9次，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維持7次外，其他館所的特展次數皆

減少，臺灣圖書館（中山樓）甚至未舉辦任

何特展。然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110年

度特展的參觀人次卻達到112萬1,529人次，

高於其常設館的61萬9,877人次，顯示若能

充分運用展館設施和館藏特色，並加強展覽

的策劃和執行，仍然可以吸引民眾參觀。綜

上所述，爰請教育部於疫情趨緩後，應妥善

運用展館設施及館藏特色，強化展覽之策

劃，自策特展、運用館際合作辦理移展或引

進外部收費特展，以提升館藏特色資源效

用，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 

發行優惠套票與增加展場收費型體驗教

育活動等；海科館辦理雙特展與微型特

展、加強社群媒體行銷宣傳潮境智能海

洋館及潮境方舟研究船，營造特色亮點

等；科博館持續辦理主題性特展與巡迴

展、提升數位多媒體新技術與展示技法

等；科工館加強與外界合作辦理多元展

覽、展示手法融入美感結合科技持及續

辦理移展等；海生館建立 iOcean App行

動應用程式，積極於社群媒體行銷推廣

以利了解活動與展示內容等；臺灣圖書

館特色臺灣舊籍主題書展轉化為行動展

覽館與配合議題（主題）規劃講座、書

展或特展等。 

三、各館近年受疫情影響致參觀人次降低及

基金收入較少，而在疫情逐漸趨緩後，

為因應虛實整合、互動體驗展及元空間

等新媒體科技變化，各館將強化自策特

展行銷作為及巡迴展出規劃，並思考如

何應用相關技術辦理各類型展覽，與加

強開發文創商品等策略，以吸引不同族

群的民眾，提升參觀人次與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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