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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各該年度預算。由於資源有限，上項中長期計畫須先樹立國家

遠大而明確之目標，然後依決策理論，應用系統分析、成本效益分

析等管理科學技術，從備選方案中產生最為經濟有效之長期計畫方

案為基礎，再據以編製預算，故亦稱設計計畫預算（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簡稱PPB）（預算法第三十三、三十四、

三十九、八十五條）。 
 零基預算：依新年度重新被評估選定之計畫為基礎，根據預期之政

策目標與業務水準，將所擬實施之每項計畫，分別視為一項決策案

（Decision Package），均自零點開始，以系統化分析，重新予以評

估，並依重要程度排列優先順序，作整體之規劃，編製預算，使有

限資源達到最合理之分配，發揮資源運用之最大效果。由於係自零

點開始編製預算，故稱零基預算（Zero Base Budgetion，簡稱

ZBB）（預算法第二十八、四十三條）。 
 茲就以上四種預算制度以簡表比較如次： 
 

預算種類

 
預算特質 

費用預算 
（傳統預算） 
（CTBS） 

績效預算 
（PBS） 

設計計畫預算

（PPBS）
零基預算 
（ZBBS） 

預算程序之抉

擇 
增量抉擇 決策單元抉擇 目標抉擇 目標抉擇 

資源分配程序

（決策流向）

由下向上總合 由下向上總合 由上向下分散 由上向下分散 

預算責任歸屬

以 控 制 為 中

心，控制責任

集中在中央，

管理責任分散

在執行單位，

設計責任分散

在執行單位。 

以 管 理 為 中

心，控制責任

分散在執行單

位，管理責任

集中在中央，

設計責任分散

在執行單位。

以 設 計 為 中

心，控制責任

分散在執行單

位，管理責任

分散在執行單

位，設計責任

集中在中央。

以 設 計 為 中

心，控制責任

分散在執行單

位，管理責任

分散在執行單

位，設計責任

集中，在中央。 

規劃期間長短

一年 至少一年 至少五年 規 劃 期 間 較

長，但每年評

估一次。 
偏重技術人員 會計人員 行政人員 經濟人員 經濟人員 

工作衡量單位
執行時之個別

衡量 
編製時之個別

衡量 
籌劃時之綜合

衡量 
籌劃時之綜合

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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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種類

 
預算特質 

費用預算 
（傳統預算） 
（CTBS） 

績效預算 
（PBS） 

設計計畫預算

（PPBS）
零基預算 
（ZBBS） 

預算撥款關係

預算與撥款是

一致的，直接

連繫。 

預算與撥款是

一致的，直接

連繫。 

預算與撥款需

要轉換，是間

接連繫。 

預算與撥款需

要轉換，是間

接連繫。 

任 務 
看守控制 績效評估 政策的設計與

抉擇 
不同工作程度

作法的選定 
 

 以基金性質而分（預算法第四條）： 
 普通基金預算：總預算、單位預算中，除屬於特種基金之預算外，

均為普通基金預算（預算法第十七條）。 
 特種基金預算： 

 營業基金預算。 
 債務基金預算。 
 作業基金預算。 
 特別收入基金預算。 
資本計畫基金預算。 
 信託基金預算。 
【註】 信託基金，除法令規定必須編造預算送立法機關審議者外，

大部分信託基金縱有編造預算，亦無須納入政府總預算之範

圍，特此說明。 
 綜合說明：目前我國政府預算係採「單一預算」方式與兼採「複式預

算」精神，並按「概算」、「預算案」、「法定預算」、「分配預

算」之程序編製；內容則以「績效預算」為主，以「費用預算」、

「企劃預算」及「零基預算」為輔；項目性質則按「歲入預算」、

「歲出預算」、「融資調度數預算」、「經常門預算」、「資本門預

算」表達，最後再以「普通基金預算」、「特種基金預算」作一補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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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機關、機關單位、主管機關之定義及分級（預算法第

三條） 
定義： 

 稱各機關者，謂中央政府各級機關。 
 稱機關單位者，謂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無所屬機關者，本機關自為

一機關單位。 
 稱主管機關者，機關單位中之本機關即稱為主管機關。 

分級： 
 各級機關單位之分級，由中央主計機關（行政院主計處）定之。 
 茲以中央政府機關單位為例，說明其分級情形如下： 

 
總統府 

行政院司法院 立法院 考試院監察院

一級 
機關 

內政部 財政部經濟部

警政署 消防署營建署

刑  事
警察局

警察廣
播電台

台灣警察 
專科學校 

二級 
機關 

三級 
機關 

四級 
機關 

… … …

… …

… …

 
 茲就中央政府各級機關單位組織分級表列示如下： 
 

主管機關 單位預算 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總統府 總統府 

國家安全會議 
國史館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中央研究院 

 

行政院 行政院 
主計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