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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核列情形 

一、行政院於 94 年 8 月 17 日上午由謝院長主持行政院第 2953 次

會議，會中通過 9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其編定內容如次： 

(一)9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公務預算部分： 

１、歲入 1 兆 4,039 億元，歲出 1 兆 5,996 億元，歲入、歲出相

抵差短為 1,957億元，較 94年度之 2,747億元顯著下降。連

同債務還本 650 億元，共需融資財源 2,607 億元，除移用以

前年度歲計賸餘 217 億元外，尚需發行公債 2,390 億元（占

歲出總額 14.8%）。 

２、歲出共編列 1兆 5,996億元，較 94年度法定預算數 1兆 6,083

億元，減少 87億元或 0.5%，但對於當前重點施政所需，均

已優先編列，其中較具特色者分述如次： 

(１)積極推動科技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95 年度核列 843

億元，較上年度增加 139 億元，成長 19.7%，為歷年來

最高。 

(２)打造六星社區，將健康台灣落實到基層，95 年度台灣

健康六星社區預算核列 115 億元，較上年度增加 14 億

元，成長 14.2%。 

(３)加強治安，讓人民安心生活，95 年度增加治安相關人

力 827 人，增購直昇機並充實科學偵查檢驗設備，建

置巡防通信系統，治安相關經費共核列 795 億元，較

上年度增加 48 億元，成長 6.5%。 

(４)提倡體育，凝聚國民向心力，並透過體育交流拓展我

國的國際知名度，95 年度體委會預算計列 49 億元，較

上年度增加 22 億元，成長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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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多元族群的照顧，95 年度原民會及客委會預算計列 76

億元，連同特別預算 6 億元，合計 82 億元，較上年度

增加 8 億元，成長 10.8%。 

(６)培育青年就業能力，增加職場體驗，95 年度青輔會預

算計列 5.2 億元，較上年度增加 0.8 億元，成長 19.2%。 

３、歲出按主要政事別科目分析如下： 

(１)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3,238 億元，較 94 年度增加 161 億

元，或 5.2%，占歲出比重由 94 年度之 19.1%提高為

20.2%，居各政事別之首。 

(２)社會福利支出 2,966 億元，較 94 年度增加 84 億元或

2.9%，占歲出比重 18.5%，主要係各類保險保費補助

及福利津貼增加所致。 

(３)經濟發展支出 2,044 億元，較 94 年度減少 460 億元或

18.4%，占歲出比重 12.8%，主要係減列已辦理完畢之

增撥農產品受進口損害基金 235 億元及投資全國農業

金庫 98 億元所致。但若加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

別預算、水患治理特別預算經濟發展支出編列數 765

億元，以及營業與非營業特種基金固定資產投資編列

數 2,637 億元，則 95 年度經濟發展相關經費合共 5,446

億元，與 94 年度相同基礎 5,451 億元相當（扣除已辦

理完畢之增撥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及投資全國

農業金庫數額），較 93 年度大幅增加 701 億元。 

(４)國防支出 2,538 億元，較 94 年度增加 41 億元或 1.6%，

占歲出比重 15.9%，主要係重大軍事武器採購經費增加

所致。 

(二)9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１、國營事業：共編列營業總收入 2 兆 6,116 億元，營業總支出

2兆 4,691億元，純益 1,425億元，經依法分配後，可解繳中

央政府股息紅利共計 1,869億元。 

２、非營業特種基金：共編列業務總收入（含基金來源）1兆 0,873

億元，業務總支出（含基金用途）1 兆 0,875 億元，收支互

抵後，短絀 2 億元，與 94 年度比較，轉賸餘為短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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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行政院開發基金釋股收入及農業特別收入基金國庫撥款

收入等減少所致，賸餘單位解繳國庫淨額 175億元。 

二、謝院長於會中作成下列指示： 

(一)95 年度歲出預算雖然沒有成長，但是預算的結構已做了必

要的政策性調整，著重提升國家競爭力與產業技術的科技發

展大幅成長，以及增進人民生活品質與公共安全的經費，包

括體育、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治安及多元族群的照顧等項

目，也都優先編列預算，已經能兼顧經濟發展、社會公義及

環境人文三大面向的均衡發展。 

(二)過去政府已宣示將於五至十年達成財政平衡目標，因此，我

們必須朝這個目標努力，歲出規模持續控制在 1 兆 6,000 億

元左右不再擴大，可能無法完全滿足各機關提出的經費需

求，請各機關一定要善用預算有限資源，杜絕浪費，提升效

益，改善收支差短，讓人民可以感受到行政團隊的施政作為。 

(三)95 年度總預算案將於 8 月底前送請立法院審議，各部會首

長應深入瞭解本機關的預算，對於立法院各黨團及立法委員

在不同場合所提出的相關問題，亦應適時加強溝通，妥為對

外界說明，期使預算案能獲得立法院的支持，儘早順利通

過，俾利政府重大施政的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