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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鑑於政府機關為凝聚公務員向心力提昇政府服務績效，效法企業界模式，推動績效管理制度，讓公務員從績效考評中得到

受尊重與信任感，並藉由績效獎金制度激勵公務人員士氣，但現階段政府機關所面臨之最大難題，卻是要如何建立一套客

觀有效的績效評估制度，使評估制度不至淪為空談或不切實際。 本論文以平衡計分卡觀念，探討稅務機關現有績效評估制

度，參照文獻輔以問卷及訪談方法，歸納出個案機關績效衡量指標，研究結果顯示，個案機關之現行績效評估制度未結合

願景與策略並缺乏整合性之衡量指標，亦未做好周詳的規劃、嚴密的控管，以及定期的檢討與回饋，導致未發揮績效評核

應有之效用，透過本研究導入平衡計分卡之衡量指標結果，將個案機關之願景結合16項策略主題，並且擬定47項具體行動

方案，成為機關內部各部門可行之績效衡量指標，除作為個案機關績效評核重要之指標外，更可讓其他公務機關作為績效

衡量指標仿傚之對象。 本論文在建構平衡計分卡過程中，發現要成功導入平衡計分卡，建立績效評估制度須具備三項關鍵

之因素：(1)機關首長的支持與投入；(2)考核小組完善之規劃；(3)全體員工之認知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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