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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績效評核意見  

評核意見  

( 一 ) 業務面向  

1. 提供弱勢地區與一般地區經濟弱勢之五足歲幼兒充分的就學機會方面：離島

及原住民地區 5 歲弱勢幼兒入園率達 82% ，達成原訂目標值，惟一般地區經

濟弱勢幼兒入園率並未納入評量範疇，宜加速辦理，以符原訂策略績效目標；五

歲幼兒納入國民教育正規體制是既定政策，宜儘早規劃全面實施國教向下延伸一

年之配套機制，以建構優質幼教環境。  

2. 全面改善國民教育品質，深化土地認同及適性教育方面：國民教育在軟硬體

設施、九年一貫課程及提升中輟學生復學率方面逐步顯現成效，惟應加強防止校

園幫派或毒品氾濫等相關措施；在建立健康體位方面，全國有超過四成小學生體

重過輕、過重或肥胖，宜加強學生飲食觀念及體能訓練；偏遠地區小校廢校問題，

宜督導地方政府擬定各項配套措施，並儘可能取得家長共識。  

3. 落實高中職社區化，均衡高中職教育資源，並建全公民意識方面：依國中生

就近升學率、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滿意度數據，顯示家長已漸接受高中職社

區化政策。廣設國立高中職後，各校經費逐年縮減，如何達到均衡高中職教育資

源目標，以健全學校永續發展，宜儘速規劃各項措施。  

4. 保障弱勢國民教育權，縮小城鄉資源落差，傳承並發揚族群文化方面： 94 年

度因結合退休教師、大專學生等建立輔導體系，使弱勢族群學習落後問題，逐步

獲致解決；在降低各大專院校因經濟因素休學率方面，宜結合民間企業或基金會

力量照顧弱勢學生，以減少因經濟因素休學人數。  

5. 推動高等教育卓越化、國際化，促進產學合作方面：學生及家長對大學多元

入學方案滿意度高達 82% ，與輿情反應有所落差，宜針對問卷調查題目、抽

樣方式詳加檢視，俾使調查結果更具代表性、客觀性與合理性，依據瑞士洛桑國

際管理學院＜ IMD ＞ 2005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我國高等教育成長情形已列

入該年報基礎建設類中表現較佳的細項指標，評比名次為第 5 名，在量的方面

已顯現成效，惟學生素質卻逐漸下降，宜儘速檢討研擬改善對策。自 94 年開

始執行「頂尖大學及研究中心」及「鼓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推動過程遭受輿論

或民意之質疑，宜加強政策宣導說明並建立考核機制，確保計畫效益；加強大學

生英文能力方面，宜鼓勵各校將通過英語能力檢定納入畢業門檻或列入考核指

標，作為計畫補助原則； 94 年度來台攻讀正式學位外國學生雖創歷年新高，

惟相較於全球學習華語風潮，以及相應產生至華語國家就讀效應，來台就讀外籍

生仍只佔其中少數，應繼續加強推動。  



6. 推動終身學習與培育優質師資方面：在創造社區教育文化方面已有成效，惟

在核減培育之招生名額方面，由於小學新生入學人數正遞減，對於國中教師超額

問題，宜事先規劃因應。  

( 二 ) 人力面向  

各類預算員額控管部分，呈現正成長，其中公立大學校院、國立高中職及社教館

所已採總量管理，其人力應由該部依各館所業務消長情形統籌調配，通盤檢討充

分運用現有人力 。另組織學習部分亦進入擴散階段，頗具成效。  

( 三 ) 經費面向  

於經常門預算賸餘率及資本門預算執行率，均達到原訂目標值，但所訂經常門預

算賸餘率目標值偏低，建議以後年度宜適度提高，訂定合理目標值，俾達成績效

管理之目的；為合理分配資源，未來宜於中程概算額度內編報中程施政計畫所需

經費，並選定施政重點計畫填具概算優先順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