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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的跨域

管理服務機制之展望 
 

第一節 問卷調查之民意需求意向 
 
壹、調查目的 
 

本研究為實際瞭解外界（包括民眾與社會菁英人士）對於行
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成立二年以來運作情況與認知之建立，並
透過問卷調查方式取得第一手經驗與直接的感受，進而藉由統計
方法分析歸納出調查結果，以提供權責單位（機關）施政參考或
未來改進之依據，以提昇該中心之功能並強化業務之推動。 
 

本調查之預期目標為通盤瞭解以下主題： 
（一）瞭解民眾對於該中心的功能與業務的認知與熟悉程度。 

（二）瞭解民眾對於該中心各任務編組與合署辦公單位的服務項
目之滿意程度。 

（三）瞭解民眾對於該中心扮演功能之期待與建議。 

（四）瞭解民眾對於該中心未來法制化之看法。 

（五）瞭解民眾對於該中心兩年來的服務滿意度。 

（六）瞭解民眾對該中心未來建議/努力方向。 

（七）以受訪者背景變項與各問題作進一步的交叉統計分析。 
 
貳、調查對象 

 
本調查以曾與該中心有過接觸之一般民眾、以及社會菁英為

調查母體，其中包括：專業顧問、榮譽顧問、中部地區立法委員、
媒體工作者、中部地區村里區長、中部地區縣市長、鄉鎮長、中
部地區縣市議員、大專院校學者專家、其他人等，如表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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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調查對象及樣本數統計 
編號 調查對象 樣本數 備註 

1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專業

顧問 
18  

2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榮譽

顧問 
126  

3 中部地區立法委員 58  
4 媒體工作者 40 包括：平面、

電 子 及 廣 播

電台等 
5 中部地區村里區長 120  
6 中部地區縣市長、鄉鎮長 60  
7 中部地區縣市議員 62  
8 大專院校學者專家 60  
9 其他：（1.曾與中心有業務往來

之民眾，2.親自來洽公之民眾，

3.參加過中心辦理之相關活動

之民眾或機關團體。） 

656  

總計 12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參、問卷設計與實施 
 
（一）調查方式 

本研究調查方式採 1.自填式郵寄問卷調查，2.現場發放問卷
調查方式等兩種，以取得民眾與社會菁英對於對於該中心之經
驗、認知、與滿意情形。實施時間為 95 年 4 月份，並針對親自來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辦理事項或參與活動之民眾現場調查，
則為同年的 4、5 月間。 

 
（二）調查工具 

本調查所使用之問卷題目（如附錄一），係經由本人與東海大
學項靖共同會商、研擬草稿，並負責提供調查對象之名冊，再經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審查核定，並於調查實施前進行預試、
修改後定稿，以確保問卷及調查品質。由於調查期間，正逢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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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成立二週年慶活動（5 月 14 日），該中心亦
負責於活動期間發放問卷，提供民眾填寫。 

 
本調查母體清冊之一是由本人暨中心提供其所保存之相關人

員名冊，名冊中之人員即為調查母體（總人數為 1,000 人），內含
姓名、職銜、地址等資料。此外，為能加入一般民眾之意見，亦
於四、五月間針對前來中心辦理事項或參與活動之民眾或人員進
行隨機抽樣發放調查問卷，約 100 份。總計發出問卷 1200 份。 

 
（三）問卷設計 

問卷內容依據調查目的所研擬，其問卷格式為便於回收與填
寫採選擇題為主要設計方向，由受測者就問項內容加以勾選適合
之答案，以方便資料分類及量化處理；其所擬定之問卷內容就難
易程度，亦於調查前期，先行測試等。 

 
（四）有效樣本數 

本調查定義有效樣本（或有效問卷）為回答問卷中二分之一
或以上（12 題）題目者。本研究共發出問卷一千二百份，實際回
收 340 份，其中無效問卷有 12 份、有效問卷 328 份，共計有效回
收率為 27.33%。依統計抽樣公式估計，若隨機取樣、母體數 N
為二千之前提得以滿足，此抽樣調查結果之精確度將達 95%信心
水準以及正負 5%抽樣誤差之調查結果。 

 
（五）分析方式 

本文以回收資料針對問卷中每一題目進行次數分析與圖表之
製作，並以受訪者之基本背景進行各題之交叉分析，以對現況有
更進一步的理解。本文之交叉分析係以 SPSS（for Windows）軟
體所計算之 Pearson 係數之顯著值作為判定依據，再合理的結合
部分回答選項 25、排除未回答的答案後，測試受訪者背景變項中
各級之間的差異程度，顯著水準定為 p < 0.05。 

 

                                    
25為探究不同背景者在態度與經驗上的差異，本調查之卡方分析中，係已將原有選項結合簡化

後再進行分析：將受訪者的年齡區分為「青年」（29 歲或以下）、「中年」（30 歲至 49 歲）、「壯

年」（50 歲或以上）；將受訪者之身份區分為「一般民眾」、「社會菁英」（包含中心榮譽顧問、

媒體工作者、村里區長、縣市鄉鎮長、縣市議員、鄉鎮民代表、立法委員、學者專家、社團負

責人、其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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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調查共發出 1200 份問卷、於四月下旬共回收 340 份問卷，

除去無效問卷 12 份後，共計獲得 328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
率為 27.33%；以此有效問卷數為基礎，本調查結果之精確度為抽
樣誤差在 95%之下、抽樣誤差約為正負 5%以內。其中受訪者的
背景資訊或人文變項包括性別、年齡、身份、戶籍地等。回收問
卷中男、女比例最多數者為男性，佔全體回覆問卷者的 61%，其
次則為女性的 39%。以下就本調查之各項分析結果做一整理（本
調查結果亦有參考東海大學項靖所提供之建議）。 

 
一、受訪者身份與戶籍地 

 
受訪者中，如下圖 6-1 所示，五成一的受訪者是一般民眾，

居多數，其次 14%是中心榮譽顧問，其他身份與社團負責人各約
為 8%，縣市鄉鎮長、媒體工作者、縣市議員、鄉鎮民代表、學
者專家、村里區長、立法委員各佔 5%至 2%之間。 
 

 
 
 
 
 
 
 
 
 
 
 
 
 
 

圖 6-1：受訪對象之身份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而受訪者的戶籍地分佈，如下圖 6-2 所示，以在台中市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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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佔近 41.8%；其次為台中縣者，佔 18%；再其次為南投縣
（13%）、彰化縣（9%）、苗栗縣（9%）、以及雲林縣（6%）。 

圖 6-2：受訪對象之戶籍地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二、受訪者與該中心的接觸情形與評價 
 
（一）受訪者與該中心的接觸情況 
    如下圖 6-3 所示，有 73%的受訪者表示曾經接觸過「行政院
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或其服務與活動，27%的受訪者則表示未與
中心有過直接的來往的經驗、僅聽過或知道有關該中心的存在與
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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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受訪者與中心的接觸情況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圖 6-4：受訪者與中心的接觸管道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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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問及「請問您最常透過何種方式瞭解或接觸該中心的服
務與活動？」時，如上圖 6-4 所示，37%的問卷填答者指出其最
常經由「其他政府機關人員告知」以瞭解或接觸中心的服務與活
動，約 30%的受訪者的管道為「政府文宣公告」，約 23%是透過
「服務中心網站」，一成八亦是藉由「網路搜尋」，各 12%是看「電
視廣播」或是經由「報章雜誌」得知的。12%的受訪者回覆指出
其是因「親友告知」而瞭解或接觸該中心的服務與活動的，另有
14%的受訪者指出「其他」的管道。因此，總計最多數（超過三
分之二）的受訪者是藉由「政府文宣公告」或「其他政府機關人
員告知」瞭解或接觸該中心的服務與活動，除此之外的重要管道
則是有超過 40%的民眾透過網路瞭解或接觸中心。 

 
圖 6-5：受訪者與中心各單位的接觸情況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在隸屬中心的許多單位中，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其曾與「經
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或其人員有過接觸，佔最多數。如上圖
七所示，18%的受訪者表示曾與「企劃組」有過往來，居次。15%
表示接觸過「經濟部工業局中部服務處」，表示接觸過「交通組」、
「農業組」、「新聞組」、「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以及「文
教組」者各約為 10%上下，與「客家組」、「原住民組」、和「國
防服務組」有過關係者各約 3%左右。29%的受訪者表示其曾接觸
者為「其他」單位，此應為受訪者並不十分清楚其接洽對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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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選項概括之。 
 
（二）受訪者對於中心評價 

本調查問卷詢問受訪者「請問您最近一次向該中心辦理事
項、或與該中心人員接觸時，您對辦事人員的服務態度滿意嗎？」
28%的受訪者表示很滿意、68%表示滿意，總計有 96%的受訪者
對於中心人員的服務態度表示肯定，如下圖 6-6 所示。如下圖 6-7
所示，在對辦事人員的辦事與專業能力方面，則僅 26%的受訪者
表示很滿意、70%表示滿意，總計亦有 96%的受訪者表示肯定該
中心人員的辦事與專業能力。24%的受訪者表示很滿意、69%表
示滿意辦事人員的處理業務的速度，總計有 93%的受訪者持肯定
的態度，但亦有 7%的受訪者並不滿意該中心人員的處理業務的
速度，如下圖 6-8 所示。 

 
對辦事人員的處理業務的結果方面，28%的受訪者表示很滿

意、66%表示滿意，總計有 94%的受訪者表示肯定該中心人員的
處理業務的結果，但亦有 6%的受訪者並不滿意該中心人員的處
理業務的結果，如下圖 6-9 所示。 

 
整體而言，20%的受訪者表示很滿意、74%表示滿意該中心的

行政業務品質，總計有九成四的受訪者對於該中心的行政業務品
質表示肯定。如下圖 6-10 所示；另有 6%的受訪者則表示並不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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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受訪者對於該中心辦事人員的服務態度的滿意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圖 6-7：受訪者對於該中心辦事人員的辦事與專業能力的滿意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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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受訪者對於該中心辦事人員處理業務的速度的滿意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圖 6-9：受訪者對於該中心辦事人員處理業務的結果的滿意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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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受訪者對於該中心行政業務品質的滿意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比較而言，如下表一所示，受訪者似乎較肯定該中心人員的

服務態度與辦事和專業能力，但對於受機構與其他因素影響較大
的處理業務的速度與結果，則似乎有較多的不滿意見。 

 
表 6-2：受訪者對於中心人員服務各面向的滿意度比較 

內容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小計 
服務態度 27.6% 68.0% 3.4% 1.0% 100.0% 
辦事與專業

能力 
25.9% 70.0% 3.0% 1.0% 

100.0% 

處理業務的

速度 
24.4% 69.2% 5.8% 0.7% 

100.0% 

處理業務的

結果 
28.0% 66.2% 5.1% 0.7% 

10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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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受訪者對於該中心舉辦之活動的滿意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對於該中心所曾舉辦的各式活動，如上圖 6-11 所示，20%的
受訪者表示很滿意，62%者表示滿意，總計有 92%的民眾肯定該
中心所舉辦的活動。另有 5%的民眾表示不滿；13%的受訪者或因
不曾親身參加活動、而表示無法回答此問題。 

 
本調查請受訪者比較中心與其他政府行政機關的業務品質與

服務水準。19%的受訪者表示該中心的業務品質與服務水準遠優
於一般行政機關，51%表示該中心略優於一般行政機關，總計約
有 70%的受訪者認為該中心的業務品質與服務水準是在一般行政
機關之上的。亦有 25%的受訪者表示該中心的業務品質與服務水
準與一般行政機關相當，約 6%認為該中心的業務品質與服務水
準不如一般行政機關。如下圖 6-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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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受訪者比較本中心與其他政府行政機關之結果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三、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的目的與任務之實現 
 
1.受訪者對於中心組織目的實現程度的認知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之各項組織目的包括：促進區域均
衡發展、加強服務中部地區民眾、整合行政院各相關部會在中部
地區之現有資源、以單一窗口方式提供民眾便捷之服務。本調查
因此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兩年來本中心之運作已經達成這些目
的。 

 
11%的受訪者表示中心兩年來之運作已經完全達到「促進區

域均衡發展」的目的，38%認為已大部分達成此目的，總計有近
一半的受訪者肯定中心在此方面的績效；亦有 35%的受訪者表示
中心僅少部分或甚至尚未達到「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的目的；16%
的受訪者表示並不清楚中心在此目的上的實現程度。14%的受訪
者表示該中心兩年來之運作已經完全達到「加強服務中部地區民
眾」的目的，41%認為已大部分達成此目的，總計有 55%的受訪
者肯定該中心在此方面的績效；亦有 34%的受訪者表示中心僅少
部分或甚至尚未達到「加強服務中部地區民眾」的目的；1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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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並不清楚該中心在此目的上的實現程度。如下圖 6-13
及 6-14 所示。 

 
 
 
 
 
 
 
 
 
 
 
 
 

圖 6-13：受訪者認為中心之「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目的達成程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  

圖 6-14：受訪者認為中心之「整合行政院各相關部會在中部地區
之現有資源」目的達成程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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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受訪者對於中心各項組織目的達成程度認知比較 

行政院中部聯

合服務中心組

織目的 

已完全

達到目

的 

已大部

分達到

目的 

已少部

分達到

目的 

尚未達

到目的

不清楚 小計 

促進區域均衡

發展 11.1% 37.5% 21.0% 14.3% 16.2% 100.0% 

加強服務中部

地區民眾 13.9% 40.8% 23.0% 11.3% 11.0% 100.0% 

整合行政院各

相關部會在中

部地區之現有

資源 

10.0% 38.9% 24.4% 12.2% 14.5% 100.0% 

以單一窗口方

式提供民眾便

捷之服務 
16.4% 41.5% 19.3% 9.0% 13.8% 10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提供。  
 

比較而言，如上表二所示，受訪者對於中心組織目的中的「以
單一窗口方式提供民眾便捷之服務」以及「加強服務中部地區民
眾」的達成程度較為肯定。中心於「促進區域均衡發展」與「整
合行政院各相關部會在中部地區之現有資源」兩項目的實現上仍
有努力的空間。 

 
2.受訪者對於中心組織任務實現程度的認知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之各項組織任務包括：1.受理民眾
各項證照申請及處理事項；2.提供民眾所需資訊、諮詢、服務及
輔導事項；3.接受民眾對各部會主管事務之陳情及建議事項；4.
協調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推動有關中部地區各項重大建設事項；5.
協調各部會相關政策及計畫須地方政府配合辦理之事項；6.督
導、協調及整合派駐中部地區之各部會所屬機關，提升為民服務
品質事項；7.推動中部地區資源整合，建立區域整合協調機制；
8.提供兩岸交流事務及文書驗證等事項；9.其他涉及各部會主管
權責須協調整合事項。本調查因此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兩年來本
中心之運作已經發揮這些任務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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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之各項組織任務如下（附錄四）：您

覺得兩年來本中心是否已經發揮這些組織任務和功能？其中有
43%的民意表示非常同意，有 52%的民眾表示同意，而有 5%的民
眾回答普通，從資料顯示，上述民眾對於該中心成立迄今的認知
與態度上是給予認同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民眾對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的運作情形
與認知及觀感等，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分析與討
論，進而達到研究目的。 

 
一、受訪者身分與戶籍地 

受訪者中，其所在戶籍地的分部，以台中市最多，佔 41.8%
其次為台中縣 18%，而其餘 4 個縣市是分部較少的，可看出，行
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成立較晚，未來在行銷、宣傳上應可以加
強在台中縣市以外的縣市進行宣傳。 

 
二、受訪者與中心的接觸情況 

受訪者被問及「最常透過何種方式了解或接觸該中心服務與
活動」時，有 37%的回答者指出是透過由其他政府機關人員告知，
而政府文宣公告佔 30%，服務中心的網站 23.2%，而透過電視、
廣播、報章雜誌的管道獲知的人並不多，顯示，未來行政院中部
聯合服務中心在舉辦各項政策宣導或活動時應多加強媒體宣導與
行銷管道之建立。 
 
三、受訪者對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的評價 

受訪者當中 68%的民眾回答與該中心人員接觸時或辦事人員
的服務上是表示滿意的，而有 28%的民眾回答很滿意，但則有
3.4%不滿意等。以上顯示，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成立二年看
來，民眾是給予肯定的，但是新單位或許接觸民眾較不多，因此，
初期應可將各單位內部人員素質之提升或辦公環境之美化等，給
予洽公民眾有普遍的好印象。 
 
四、對於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曾辦理過的各式活動滿意度 

該中心成立之際，為加強宣導於是舉辦過數場宣導活動、座
談會等，而其中參加過中心舉辦活動之受訪者，有 62.3%的民眾
是表示滿意，19.8%表示很滿意、4.8%回答不滿意，有 12.8%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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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回答。針對受訪者所接觸過的行政機關，該中心的業務品質
與服務水準上，有 50.8%回答略優於一般行政機關，18.6%遠優於
一般行政機關，24.6%回答沒有差別，以上顯示：該中心所舉辦
的活動內容是受到民眾正面的評價居多，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
心未來可以透過活動舉行與民眾作更多的接觸、互動，未來在問
卷上亦可進一步問及活動類型等，以作為日後之參考。 
 
五、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的目的與任務之實現 

該中心之目的包括：促進區域均衡發展、加強服務中部地區
民眾、整合行政院各相關部會在中部地區之現有資源、以單一窗
口方式提供民眾便捷之服務。因此調查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兩年
來中心之運作已經達成這些目的；其中，有 11.1%認為以完全達
到、37.5%認為大部分已達到、21%認為少部分達到、14%的人認
為尚未達到，有 16.2%則是不清楚。以上顯示：行政院中部聯合
服務中心未來應可朝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整合行政院各相關部會
在中部地區之現有資源等目的上加以努力，進一步扮演政府與政
府間、政府與民眾間的溝通、協調、整合橋樑，惟該中心目前定
位尚未明確，仍有待組織改造工作，以釐清該中心之定位與功能。 

 
最後，本研究調查其問卷回收數在比預期樣本數設定上仍偏

低，在未來調查執行上，應有許多改善空間。針對行政院中部聯
合服務中心為研究對象初步以問卷方式進行，得其結論為：該中
心初步已有相當績效，並獲得中部地區民眾普遍認同。 

 
第二節 訪談調查之菁英政策導向 

 
本訪談調查主要以選定中部地區地方菁英、代表及行政院中

部聯合服務中心所任之顧問、行政人員，合署辦公、專家、學者
及民代等共 14 人，以書面及訪談紀錄方法實施，以求進一步深入
瞭解。經由實地訪談的結果發現，不論中央單位、地方政府首長
或專家學者及高級行政幕僚等，基本上認同跨域管理的重要性，
但對於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未來定位發展有下列重要因素，
應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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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訪談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備註 

研考會 陳俊麟副主委  

研考會地方發展處 吳松霖處長  

經建會 魏宗德處長  

台中市政府 胡志強/市長  

彰化縣政府 翁金珠/縣長  

台中縣政府 張壯熙/副縣長  

立法委員 盧秀燕 委員  

任務編組同仁 

企劃組 

林錫潭/組長 

林绍康/副組長 

 

交通組 陳士文/組長 

洪育中/副組長 

 

工商組 吳坤發/組長  

專家學者 劉曜華 教授  

南部服務中心 胡以祥 研究員  

 
一、中央單位意見 
（一）目前中央機關對於跨域管理機制大抵只扮演協調、規劃及

補助的角色（如跨縣市大型公共建設），對於府際關係仍缺
乏跨部門、跨區域的對話平台，目前許多跨區治理的問題，
仍以中央派出機關的方式處理（如高屏溪和台北特定水源
區的處理問題，其所設置的機關在水利署下）。 

（二）行政院相繼成立中部及南部聯合服務中心之目的，確有發
揮具體效益，未來宜加強區域間協調、整合的功能，如朝
議題導向功能為主，設定跨域相關議題，透過說明會、協
調會、座談會等方式，除加強民眾認知，亦有助於產官學
各界的認知與共識的形成，有效整合民間各界意見，供政
府作為政策參考。 

（三）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工作，提出「去任務化」、「行政法人
化」、「委外化」和「地方化」等四化，建議中、南部兩服
務中心的設置應當朝向「第五化-強化」的功能設計，若要
澈底解決跨域問題，則應朝向調整地方行政區域才是根本
之道。 

（四）若要真正解決跨域治理問題，就是要將行政區劃調整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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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該時期的「域」的概念，兩中心未來將是府際關係間跨
域問題討論的重要平台。 

 
二、地方政府意見 
（一）中央單位應實質協助地方政府跨域問題，並扮演鼓勵與協

助的角色，若兩中心協調不成者，應可委託行政院協調。
並建議修法以明確規劃，跨域管理的各地方政府，使地方
政府放棄本位主義及不同政黨間意識型態的對立。 

（二）中、南部服務中心的成立雖以達到中央與地方或地方與政
府間的溝通橋樑，但未避免只是扮演郵差的角色，應主動
積極負責中部六縣市綜合性、跨域性之工作。 

（三）目前各縣市所面臨的相關問題，如：河川的蘓疏浚整治、
河川漂流木的撿拾與處理、空氣污染、廢棄物處理、垃圾
等問題，應主要了解並協調之。 

（四）在法令規章下，兩中心並無太多資源與空間。因此，其功
能與貢獻亦有所限制。 

（五）若要處理跨域問題，應可修正行政區劃法，重新依據生活
機能、經濟地理等因素，劃分成符合當前的客觀環境及國
際潮流與趨勢。 

 
三、民意代表意見、學者意見及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所屬單

位意見 
（一）中央機關應扮演：1.重新規劃者的角色 2.參與協調的角色

3.資源供給者的角色 4.糾紛仲裁者的角色；以充分符合時
代的需求及人民的期待。 

（二）地方制度改造一直是政府多年來的重要議題，可惜都只是
停留於討論階段，包括：區域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強
化等尚待實際推動。 

（三）適時修正區域計劃法及地方制度法等相關規定，賦予中心
法定業務職權，以發揮實權與效能。目前中央機關缺乏跨
域管理之機制，區域計劃法雖然有區域建設推動小組，但
都實際卻又缺乏運作，而喪失區域整合的功能。 

（四）法制化的必要條件：1.任務編組方式 2.科層組織方式。 
 
 
 



 88

第三節 建構有作為的聯合服務中心方案研擬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係以矩陣組織之任務編組型態運

作，目前雖具有組織、業務彈性的優點，但在欠缺組織定位及人
事晉用、升遷、福利等配套規定下，以致人員素質不定，在業務
推動上也沒有實質受到院本部授權實施等，實難在短期間內發揮
功效。個人認為：這一波行政院組織再造良機，應事實檢討該中
心定位與職權，適時付予區域管理、監督、協調、整合等明確任
務，朝法制化方向以爭取該中心定位，將俾使該任務編組在人員
上有完整的員額編制，延攬專業人力派駐之意願，在科層組織方
面，則直接設為行政院內之一級內部單位，以確實達到「第五化-
強化」的實施目標邁進。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菁英訪談等，期望為我國跨域管理機

制提供一良好建言，亦希望台灣在邁進全球化城市的同時，能做
好各項因應之道，個人建議：台灣在面對跨域治理的問題上，應
就下列幾點作一修正與準備： 

 
一、儘速修正地方制度法 

 
綜觀我國地方制度發展的歷程至今，地方自治團體長期以來

未能擁有充分自治權與財政權，對於推動跨域事務而言往往被動
仰賴中央政府支配資源。1987 年解嚴及至 1992 年修憲以後，也
沒有重大突破仍囿於相關法制不完備，法理不周延之爭議。例如：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一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53 號解釋所
示等，即有中央對地方自治事項跨域合作模式之剝奪之虞或欠缺
適當機制之設計。所以目前各縣市面臨跨域管理的問題，具有既
是合作夥伴亦是競爭對手的微妙關係，其跨域管理的方式仍在摸
索階段，當下須儘速修正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一條，依地方制度法
對於跨域自治事務之處理，主要於第二十一條及二十四條規定，
爲促使其合作機制，符合管轄權之恆定原則及自治化原則應儘速
修正。將權利主體兩方，處於平等地位之協商，取得一致。在協
商過程中，亦可有居中做證的第三人，對於跨域自治事務之合作，
上級機關實有不得不負擔之協調角色與責任。 

 
二、配合修正區域計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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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央機關缺乏跨域制理之機制，區域計畫法雖然有區域
建設推動小組，但都實際卻缺乏運作，而喪失區域整合之功能。
行政院中部及南部聯合服務中心之成立，係以跨縣市及部會整合
為其主要之目的。例如：該中心在推動中部國際機場國際包機案，
須協調相關部會如交通部、國防部、交通部民航局、交通部觀光
局、財政部關稅局、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
驗局、空軍總部、台中縣、市政府…等單位，來共同推動。嗣後
應即通過「國土計畫法」草案，依國土計畫調整行政區劃，以減
少跨域處理之常態性發生。 

 
三、跨域管理相關法案 

 
跨域治理在新公共管理學漸受重視，公共跨域事務本質錯綜

複雜，無法由政府獨攬，但是觀察世界各國在發展跨域治理實務
過程中，仍是由政府扮演啟動者、使能者的角色。我國在此一領
域現有行政作用法中或有跨域治理的條文，但欠缺法理一致的原
則依據，確實有法制不足之實，期待該中心及早完成法制化，以
強化功能，並在現有基礎上扮演「先行者」的角色，發揮火車頭
的作用。結合各級政府、民間之實務經驗與學界參與，積極的舉
辦系列研討會互為交流，針對我國跨域治理的方向提出具體修正
行政組織法、作用法的方案，以宏觀長遠為目標建全體制，乃基
本要務。毫無疑問的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已不再是以往上對下之
垂直監督關係，而是「相互合作」、「相輔相成」之「夥伴關係」，
基於此，跨域問題之解決更顯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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