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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係以組織變革之理論基礎，以企業型政府為典範，及國外組織變革之經驗，以內政部為例來探討中央政府機關組織

再造。首先論及組織變革，就公共組織環境變遷的趨勢、官僚體制本身面臨的困境與未來趨向，及企業型政府組織設計變

革予以論述，並就政府再造的內涵、政府再造的策略及政府再造的迷失建構加以研究。 其次以國外組織變革之經驗，確切

掌握國外實務經驗的趨向，就英國、美國及日本政府之組織變革行動予以敘述。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英、美、

日三國皆企圖運用彈性、精簡、創新及競爭等誘因策略機制，尋求政府職能與角色的重新定位，並形塑顧客導向及績效導

向的效能政府，可供我國借鏡。 本論文之重點所在係以內政部為例來探討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再造。首先敘述精省前、後之

內政部組織、業務職掌及員額變動情形，並探討內政部組織現存之問題癥結，從內政部整併機關組織之變革探討歷次組織

法制與行政改革之運作過程與內容，俾從中獲取經驗及瞭解變革障礙之所在。並針對內政部精省後整併機關在組織編制、

員額、業務及機關定位之實地訪談及文件資料加以分析，瞭解組織法制變革是一項涉及全面性的政策方案，涉及變革互動

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必須摒棄偏狹的歧見，以國家整體利益為優先考量。同時，並應形塑理性對話論辯的空間

，擴大折衷協調的彈性機制，方可避免政策方案陷於意識型態之論爭。 最後論及組織再造為組織結構有計畫的變遷，包括

職位的增加、任務的重新安排、現職人員的更迭和預算的增減。將組織再造分為五種情況：一、機關的消滅。二、機關的

改隸或層級的變動。三、機關間的合併。四、機關的分化。五、機關功能的重大增減。並研擬內政部組織再造之方向並提

出建議。

關鍵詞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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