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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 

102年度施政績效報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部分） 

日期：103年 01月 17日 

壹、目標達成情形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強化行政執行效能。 

１.關鍵績效指標：提升投資報酬率 

項目 99年度 100年度 101年度 102年度 

原訂目標值 19 20 21 22 

實際值 -- -- 36.94 41.18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衡量標準： 

當年度累計執行徵起（繳庫）金額/當年度預算累計支用數（倍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99至 101年度目標值分別為 19倍、20倍、21倍，達成度均為 100％，102

年度之目標值為 22倍，實際達成值為 41.18倍。謹說明以最少成本，獲致最

高執行效益之辦理情形如下： 

（１）為貫徹「企業化經營」理念，講求以最少之成本，達成最高績效之投資報

酬率概念，本署從提高徵起金額及降低成本方面著手，除積極督導各分署

執行人員善用執行方法與技巧，有效運用輔助人力，加強與移送及相關機

關協調聯繫，提高徵起金額；並督促各分署持續辦理執行人員在職訓練，

精進執行知能，更促令各分署配合節能減碳政策，樽節開支，減少浪費，

俾提升投資報酬率及達成目標值。 

（２）據統計，本署暨所屬 13個分署 102年度預算累計支用數為新臺幣（下同）

12億 5,812萬 5,420元，徵起金額為 518億 1,240萬 3,895元，創下本署

所屬各分署成立 13年以來之績效新高紀錄！投資報酬率為 41.18倍，已

達成年度目標。 

二、共同性目標 

貳、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無未達目標項目 

參、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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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起金額創歷史新高，未結件數持續減少 

（一）徵起金額部分，102年度共計徵起 518億 1,240萬 3,895元，為歷年以來

之最佳成績，並較前（101）年之 485億 8,742萬 1,309元，增加 32億 2,498

萬 2,586元（成長 6.64％），對於增益國庫收入，樹立政府威信，杜絕人

民僥倖心態，導正法治觀念及守法精神，具有正面貢獻與意義。 

（二）結案件數部分，102年度共計新收 490萬 2,687件，終結 508萬 0,371件，

新收及終結件數分別較 101年度減少 106萬 1,728件（-17.80％）、93萬

7,930元（-15.58％）；102年底之未結件數為 326萬 1,366件，則較 101

年底之 343萬 8,311件減少 17萬 6,945件，顯示本年度新收案件雖略為減

少，執行機關仍持續提升績效，並兼顧案件之終結，降低未結件數。 

二、加強辦理滯欠大戶案件，展現執法決心 

（一）針對個人滯欠金額累計達 1 千萬元以上或法人、營利事業滯欠金額累計

達 1 億元以上之滯欠大戶，為落實社會公義，增益國庫收入，避免該等

案件久懸未結，致待執行金額持續增加，本署持續督促各分署積極加強辦

理，妥善運用拍賣動產、不動產、限制出境、核發禁止命令禁止奢華生活

等各種強制措施，俾實現公法債權。本署並定期召開滯欠大戶督導小組會

議，由署及分署同仁共同研商解決對策。另為強化行政執行法第 17條之

1「禁奢條款」之實施成效，鼓勵全民共同監督，本署依「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獎勵檢舉作業要點」規定，按月公告獎勵民眾檢舉義務人有無生活逾

越一般人通常程度或違反禁止命令之情事，促使其儘早繳納欠款。據統計，

各分署於 102年度，新增核發 11件禁止命令，合計徵起 2億 7,466萬 0,488

元，較 99年 6月 3日禁奢條款施行迄 101年底止 2年半期間之 1億 1,456

萬 4,183元，增加 1億 6,009萬 6,305元（成長 139.74％），禁奢條款之

運用已發揮顯著功能。 

（二）102年度執行滯欠大戶之徵起金額為 380億 3,987萬 0,429元，占該年度

全部徵起金額之 73.42％，並較 101年度之 337億 7,808萬 7,713元增加

42億 6,178萬 2,716元，成長 12.62％，讓拒繳鉅額稅款、罰鍰或費用之

滯欠大戶無法脫免繳納義務，不僅有效彰顯公權力，並充裕國庫收入，成

效顯著。 

三、配合稅捐稽徵法第 23條修正，加強追討欠稅舊案 

為確保國家租稅債權之實現，立法院已於 100年 11月 8日三讀通過修正稅

捐稽徵法第 23條，增列第 5項但書規定，針對 96年 3月 5日前已移送執行

尚未終結，而其欠稅金額達 50萬元以上、曾經法院裁定拘提、管收，或曾

經執行機關核發禁止命令之財稅舊案，再延長 5年之執行期間至 106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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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日。本署為積極督考，避免各分署集中於執行期間屆至前始大量結案，

已訂定「102年度每股全年終結案件數及每股逾期未結案件數管考基準」，

要求各分署加強清理及管控是類案件執行進度，並竭盡所能，妥慎運用法定

強制措施，積極執行，俾落實修法目的及租稅正義。 

四、關懷弱勢義務人，保障其生存 

（一）為落實法務部「公義與關懷」之施政理念，各分署對於弱勢、低收入戶或

無業之義務人，如其有繳納意願，均在法定執行期間內儘量放寬分期繳納

之期數（最多可達 60期），以較緩和之執行方式，協助其履行法定義務。

另扣押義務人之存款時，如發現該筆存款係依法所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

社會救助或補助者，立即撤銷扣押，避免催繳過苛，以保障其生存。 

（二）本署自 101年度起，並將協助弱勢義務人解決急難及生活困境列為重要之

施政目標。已督促各分署在執行過程中，如發現義務人因失業、經濟困頓

或遭逢變故而無力繳納案款時，應積極與地方政府及公益團體合作，給予

義務人適當之協助，轉介就業媒合或社會救助。例如新北分署於 101年加

入新北市政府之「高風險家庭整合型安全網」，主動轉介經濟弱勢義務人

給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就業媒合、社會救助等服務；102年 5月更

整合與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新北市家扶中心、

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新北分會等通報合作機制，

成立多功能服務之「關懷中心」櫃臺，轉介社福單位，協助弱勢民眾度過

難關。 

（三）據統計，自 101年 4月迄 102年 12月底止，各分署辦理「轉介就業服務

中心輔導就業」計 205件、「通報縣市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救助」計

477件、「轉介社福機構諮詢」計 134件、「愛心捐款及關懷訪視」計 74

件，合計 890件。 

五、擴大實施多元繳款便民措施，並廣為宣導 

（一）為方便義務人繳款，體現「司法為民」理念，落實為民服務品質，本署陸

續推動多元化繳納行政執行案款之便民措施。自 97年 6月 1日起，凡金

額未達 2萬元之綜合所得稅、營業稅及各種地方稅等稅捐案件，義務人可

持執行機關寄發之傳繳通知書，至全國各地之統一、全家、萊爾富及來來

（OK）等便利商店門市繳費。其後，便利商店代收之案款種類陸續增加

監理機關移送之汽車使用燃料費、中央健康保險局移送之健保費、稅捐機

關移送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遺產稅及贈與稅等 7種稅目、監理機關及臺北

市、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所移送之交通違規罰鍰及勞保費執行案款；此外，

自 100年起陸續推動汽車燃料使用費、罰鍰、勞保費及健保費案款於郵局

繳款，勞保費及健保費案款得於金融機構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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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據統計，102年度經由上開多元方式繳款者 40萬 6,196件，繳納總額為

27億 4,293萬 3,699元，分別較 101年度增加 2萬 7,651件及 3億 8,080

萬 2,742元，成長幅度 7.30％及 16.12％，顯見本署及各分署擴大實施多

元繳款及加強宣導此項便民措施，對於簡化小額案件之作業流程、提高義

務人自繳率及提升執行效能，已有顯著而具體之成效，民眾對此政策之滿

意度亦相當高。 

六、推動行政執行命令公文電子交換作業，簡化作業流程 

（一）各分署每年寄達金融機構之行政執行命令公文，約有數百萬件，以每件普

通雙掛號郵資 34元（限時加計 7元）計算，係相當可觀之執行必要費用，

依法雖由移送機關先行代墊，但最終仍應由義務人負擔。而金融機構收受

執行命令後，亦需耗費相當之人力進行收文、拆信及辦理扣押（圈存）之

程序後，再回復執行機關。為簡化作業流程，本署配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之「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推動「行政執行命令電子公

文」作業，即各分署送達金融機構之行政執行命令，改為透過電子公文交

換系統發送，取代紙本送達程序。經過多年努力，並多次就法制面及技術

面問題與相關機關及金融機構協商解決後，自 101年 4月 16日起於各分

署全面上線實施，目前已有臺銀、土銀、合庫等 19家銀行及郵局加入；

101年 7月 1日起將公文交換之參與對象擴大至各移送機關；102年 4月

1日復啟動「行政執行命令電子公文交換金融機構回復作業」，相關金融

機構回復扣押結果亦採電子交換方式辦理。 

（二）據統計，自 101年至 102年 12月底「行政執行命令電子公文交換作業」

合計發送 105萬 2,116件，節省郵資、紙張、列印碳粉費用合計約 3,882

萬餘元，有效達到節省行政資源之目標。未來除將持續積極協調尚未加入

之金融機構加入本作業，並研議將其他執行文書列為交換之公文種類，未

來除將持續積極協調尚未加入之金融機構加入本作業，並研議將其他執行

文書（例如撤銷扣押命令公文）列為交換之公文種類，以擴大實施成效，

提升執行效能。 

七、加強與相關機關協調及橫向聯繫，擴展機關資源 

（一）本署為擴展機關資源，提高執行效能，依「行政執行與民事執行業務聯繫

要點」、「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與其他機關協調聯繫注意事項」，密

切與相關機關建立協調聯繫機制。除定期與司法院民事廳共同召開「行政

執行與民事執行業務聯繫會議」，期使民事執行與行政執行業務得以順利

推展；並定期與財政部就欠稅執行案件舉辦業務聯繫會議，強化欠稅案件

之執行，復要求各分署應加強與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財政部各區國稅局

及地方稅捐稽徵機關進行橫向聯繫，建立協助執行之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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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署為持續加強環保罰鍰案件之執行成效，於 102年 5月 10日以行執綜

字第 10200526060號函請各分署針對鉅額滯欠環保罰鍰案件，適時與各縣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合作，強化案件之追查，以防杜義務人隱匿或處分財產。

另對於食安問題，本署於 102年 11月 21日以行執綜字第 10230006330

號函請各分署對於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裁罰案件，應密切注意其發展，

並加強與各縣市政府協調連繫，對於義務人財產應為適當保全並儘速積極

執行。 

八、積極參與行政執行法研修工作，提升執行效能 

為解決行政執行新制自 90年 1月 1日實施以來衍生之相關法律疑義，以提

升執行效能，並兼顧義務人權益之保障，本署持續參與法務部定期召開之行

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小組會議，本年度共計參與 8次會議，經由學者、專家、

相關機關代表進行廣泛、深入而充分之討論後，截至 102年度 12月底止已

召開研修小組會議共 107次，初步通過修正條文 81條。 

肆、附錄：前年度行政院複核綜合意見辦理情形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