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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員額評鑑 

結論報告 

壹、 評鑑緣起與目的 

  一、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8 條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

理辦法第 15 條至第 20 條規定，一、二級機關應每兩年

評鑑所屬機關人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以確
保機關整體策略、未來業務發展狀況及員額合理配置目

的之達成，並作為預算員額調整依據。 

  二、為瞭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業務運作狀
況、單位組設、員額配置及人力運用情形，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前會同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組

成評鑑小組辦理本次員額評鑑作業，俾利後續預算員額

之核議。 

貳、 評鑑日期、機關及成員 

一、 評鑑日期：107年 2月 1日至同年月 21日進行書面訪查。 

二、 受評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以下

簡稱化學局）。 

三、 評鑑小組成員： 

（一）學者專家：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王鴻濬、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教授朱文

儀、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李弘暉、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呂育誠（依姓氏筆畫順序排

列）。 

（二）機關代表：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處長陳盈蓉。 

（三）本署：常務副署長張子敬（召集人）、綜合計畫處副處

長吳珮瑜、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副處長張柏森、秘

書室簡任視察陳靜瑜、會計室簡任視察黃文琦。 

參、評鑑發現 

一、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一）組織法規所訂各組職掌事項與實際分工存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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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化學局處務規程規定，危害控制組掌理毒物及化學

物質勾稽、查核及流向管理等事項；評估管理組掌理
環境用藥管理政策與法規之研擬與執行。惟現行實際

分工環境用藥管理業務由危害控制組辦理，另毒物及

化學物質勾稽、查核、流向管理等事項則移由評估管

理組承辦。業務執行現況與組織之契合度尚有待調整。 

（二）各單位核心與低度核心業務項目盤點 

1、化學局業務屬「機關法定職掌，同時亦列入機關中程
施政計畫等高優先性業務者」（A 級業務）占 28.69％，

「雖為機關法定職掌，但為單位內次優先性業務者」

（B 級業務）占 47.54％，「非屬單位法定職掌，亦屬
單位內低核心業務者」（C 級業務）占 9.84％，「非屬

單位法定職掌、單位內亦屬低核心業務、未涉及人民

權益事項、單位自我評估可無須再做之業務」（D 級業
務）占 13.93％。A級及 B 級業務為核心業務項目， C

級及 D級業務為低度核心業務項目。 

2、核心業務項目占整體業務之 76.23％，其中危害控制組
占比最高（23.66％），主秘室占比最低（2.15％）。低

度核心業務項目占整體業務之 23.77％，其中占比最高

者為危害控制組（24.14％），占比最低者為政風室（3.45

％）。至業務經費方面，核心業務項目經費合計新臺幣

（下同）504,065 仟元，占該所整體經費 95.36%。低

度核心業務項目經費合計 24,550 仟元，占該所整體經
費 4.64%，如表 1。 

3、前開低度核心業務項目經評估可完全委外者占

3.45%，可部分委外者占 44.83％，無委外空間者占

51.72％。代表有近五成低核心業務尚有檢討改採委外

辦理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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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化學局核心與低度核心業務項目情形 

業務類別 項目數 

占整體業

務項目 

比率 

各單位占比 業務項目經費占比 

核心 

業務 

A級業務 

機關法定職

掌，同時亦列

入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等高優

先性業務者 

35 28.69% 

危害控制組（23.66%） 

綜合規劃組（17.20%） 

評估管理組（16.13%） 

人事室（16.13%） 

政風室（9.68%） 

主計室（8.60%） 

秘書室（6.45%） 

主秘室（2.15%） 

危害控制組（62.57%） 

評估管理組（27.59%） 

綜合規劃組（9.47%） 

秘書室（0.14%） 

主秘室（0.08%） 

主計室（0.08%） 

人事室（0.06%） 

政風室（0.001%） 

B 級業務 

雖為機關法定

職掌，但為單

位內次優先性

業務者 

58 47.54% 

小計 93 76.23% 100% 95.36% 

低度

核心

業務 

C級業務 

非屬單位法定

職掌，亦屬單

位內低核心業

務者 

12 9.84% 
危害控制組（24.14%） 

主秘室（17.24%） 

綜合規劃組（17.24%） 

評估管理組（17.24%） 

秘書室（6.9%） 

人事室（6.9%） 

主計室（6.9%） 

政風室（3.45%） 

秘書室（81.19%） 

綜合規劃組（14.95%） 

評估管理組（3.45%） 

主秘室（0.41%） 

危害控制組 （0%） 

人事室（0%） 

政風室（0%） 

主計室（0%） 

D級業務 

非屬單位法定

職掌、單位內

亦屬低核心業

務、未涉及人

民權益事項、

單位自我評估

可無須再做之

業務 

17 13.93% 

小計 29 23.77% 100% 4.64% 

合計 122 100% 100% 100% 

＊表列業務項目數及經費係依書面報告「表五：機關內部單位及任務編組現有業務項目盤點

表」資料整理。 

二、業務有無繼續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 

（一）化學局為新成立機關，各項業務刻正建制推動中，在

業務資訊化方面，為強化化學物質管理資訊之交流，

並促進各主管機關依職掌協力管理化學物質，建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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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雲」作為跨部會化學物質管理資訊匯集整合平台。

另於機關外部網站建置中英文資訊網頁以便利民眾使
用；內部則完成導入公文、會計、無紙化會議管理、

行政作業等系統。 

（二）在業務項目委外化方面，依評鑑書面報告「表五：機
關內部單位現有業務項目盤點表」顯示，化學局業務

辦理以「自辦」方式最高，占82.79％，其次為「委託

民間單位或大學院校辦理」，占17.21％，顯示現有業務
仍有相當空間可檢討委外化。例如該局當前重點業務

項目中，綜合規劃組辦理之「執行環保工作資料建

檔」，其工作內容填報為「確保化學局全球資訊網網站
及各業務網站資料內容之正確性與一致性，化學物質

管理資訊不中斷」；另評估管理組辦理之「化學物質源

頭管理相關宣導業務」，其工作內容為「編撰食安風險
化學物質及化工原料四要管理相關文宣資料，辦理政

策推動相關宣導說明會等業務」，類此涉及較低公權力

之工作項目，應可評估改採委外方式辦理之可行性。 

（三）化學局成立負有重要的政策任務，目前業務暫無檢討

去任務化的空間，但可針對低度核心業務項目研議簡

化書面流程、或與其他民間單位互相合作推動業務、
或設計或改善標準作業流程，以縮短工作時間並提升

整體行政效能。 

三、核心業務與人力配置之契合度 

（一）人力資源集中辦理核心業務，業務單位與輔助單位人

力配置比例尚屬妥適 

化學局106年整體實有人數93人（含職員51人、聘用6

人、事務性人力【駕駛】1人、非典型人力【特約人力

及派遣人力】35人），實際辦理業務人力（即扣除單位

內事務性人力與主管人員及督導人員）為84人，其中
投入辦理核心業務項目之人力為74人，占實際辦理業

務人力之88.1％，如表2，顯示化學局成立初期，著重

於業務推動，辦理核心業務之人力比例高。另業務單

位人力占整體人力76.19%，輔助單位人力占整體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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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化學局所各單位 106 年辦理核心業務之人力 

單位 整體實有人數 實際辦理業務人力 辦理核心業務人力 

局本部 2 - - 

主秘室 5 4 1.7 

綜合規劃組 18 17 15.4 

評估管理組 27 26 24.2 

危害控制組 23 21 19 

秘書室 11 9 7.2 

人事室 3 3 2.8 

政風室 1 1 0.9 

主計室 3 3 2.8 

合計 93 

84 

（占整體實有人數

90.32%） 

74 

（占實際辦理業務人

力 88.10%） 

＊表列整體實有人數及實際辦理業務人力係依書面報告「表二﹕機關及各業

務單位（含派出單位及任務編組）業務、經費與人力配置情形」及「表三﹕

各輔助單位人力配置情形」資料整理；另辦理核心業務人力係依「表五﹕

機關內部單位及任務編組現有業務項目盤點表」資料整理。 

23.81%，尚屬合理範圍，顯示其人力配置以業務單位

為重，有利於機關核心業務之推展。 

（二）各單位（除政風室外）均有運用非典型人力，且部分

單位呈現非典型人數高於職員數現象 

在正式編制職員總員額受進用上限控管情形下，非典

型人力已成為業務單位普遍採用的人力運用方式之

一。化學局106年運用非典型人力共 35人（包含特約
人員34人及勞動派遣人員1人），其中綜合規劃組、評

估管理組、危害控制組等業務單位運用特約人力占各

該組整體人力近5成，比例偏高，又以評估管理組為
最，其實際運用特約人力數（14人）甚至已超過編制

職員數（13人）。 

（三）積極爭取公務人員考試增設化學安全類科，強化專業

人力來源 

化學局為化學品管理專責機關，須進用具化學安全專

業背景人力，該專業人力著重於風險管理及化學專業
知識職能，現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環保行政、環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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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環境工程等類科尚無法完全滿足業務實需，爰積

極協調考試院同意於高考三級增設化學安全類科，並
於107年起辦理考試。透過應試專業科目之選拔制度，

將可提昇所需職務之作業效率，促進政策決策分析之

品質。 

四、觀察近4年人力調整及預估未來3年人力需求 

（一）人力調整情形 

1、化學局甫於105年12月28日成立，成立初期除本署隨同

業務移撥及自願調任人員24人外，其餘職員及特約人員

空缺均待向外甄選遴補。106年整體實有人數計有職員

51人、聘用6人、事務性人力1人及特約人員34人、勞動

派遣1人，共計93人。 

2、現有人力中，具碩士以上學歷者占74.19％，顯示人員

素質高；另具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專長人力計74人，占
整體人力79.57％，人員專業性程度高。員工平均年齡

40.9歲，較全國公務人員平均年齡43.22歲為低（資料時

間：106年12月），顯示該機關短時間內暫無因高齡化導
致大量退休潮之壓力，惟相對在資深專業人力上，容有

不足之問題。 

3、化學局業務單位106年平均每人加班時數為250.43小
時，綜合規劃組204小時、評估管理組199小時、危害控

制組331小時，其中危害控制組加班時數約為綜合規劃

組的1.62倍、評估管理組的1.66倍，局內各單位加班時
數差異甚大，宜仔細檢視各組加班情形並檢討業務之合

理分配。 

（二）評估未來人力需求及因應措施（含人力不足補充說明） 

1、與本署環境檢驗所（以下簡稱環檢所）合作，培訓化學

物質（含環境用藥）檢測人力 

化學局管理標的已由原毒性化學物質逐步擴大至其他
化學物質，為因應未來增加列管化學物質致檢測量增長

之需求，爰與環檢所合作培訓專業檢測人力，由化學局

支援職員5人及特約人員11人，並由環檢所協助專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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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訓練與指導，以建立化學物質標準化檢測方法、提升

檢測能力與擴大檢驗量能。 

2、依業務需要補實人事及政風人力 

（1）依行政院105年12月28日總處組字第10500633615號

函規定，化學局成立初期成立之人事室、政風室業
務，由署本部之人事室及政風室現職人員兼辦，並先

依核定處務規程及編制表之架構運作，另於成立後1

年，依實際業務情形再予檢討該局單位組設及編制員

額。 

（2）目前化學局人事室、政風室業務依上開規定別分由本

署人事室、政風室指派現職人員兼辦，為應日漸繁重
之人事管理及採購監辦等政風事項，並避免影響兼辦

人員原職單位業務推動，容宜依實際需要補實人事及

政風人員。 

肆、評鑑建議 

一、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一）建議釐清實際業務與法定職掌存在落差的原因 

化學局僅成立年餘，卻已呈現業務單位實際分工與法

定職掌不相符，各組人員間亦有相互支援之情形；建

議除適時修正組織法規，以明確權責外，另應進一步
釐清造成落差的原因，以及業務內容調整後原人力配

置與人員專長是否符合實務所需，以利業務推動順遂。 

（二）建議配合組織發展階段，賡續檢討核心業務範疇 

化學局正處於組織初步發展階段，尚有彈性調整空

間，面對不斷變遷的環境，建議針對核心業務範疇、

人力資源配置及單位間業務的扣合與連結等進行較大
強度的檢討，以協助機關運作及早步入常軌，發揮應

有的組織量能。 

（三）配合組織改造期程，妥適規劃未來機關組設及業務運

作模式 

未來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化學局將與本署環檢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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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成立「環境資源部毒物及化學物質署」（層級為中央

三級機關）。為利移撥業務及人員之融合，除現有與環
檢所定期召開聯繫會議機制外，建議持續加強與同仁

溝通，協助同仁調適面對組織再次變革的不安情緒，

並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按職能類同、業
務均衡、規模適中等原則核實規劃內部組設；在業務

運作方面，宜就現有業務預為規劃整合運作機制，以

利業務無縫接軌並發揮組改效益。 

二、業務有無繼續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 

（一）賡續檢討及推動工作方法與流程之變革改善 

建議持續就例行性業務檢討訂定標準化作業流程，並
可在公文書電子化之外，強化作業流程之檢討分析，

以找出精進關鍵流程之處，據以改善作業流程，及創

新工作方法，有效減輕內部人力負擔。 

（二）加強人員資訊技能訓練，並落實資訊安全性管理 

化學局建置之「化學雲」為其核心業務之一，資料庫

管理與運用易涉業務機密性，因此運用相關資訊之安
全性應予嚴格管控。為避免機密資訊於勞務承攬過程

中可能外洩之風險，建議化學局應加強人員資訊安全

維護能力，累積資訊處理動能，以確保能自行處理相
關問題或監督系統功能改良，並應定期召開專案小組

會議檢討推動辦理情形，同時確保資訊安全之配套措

施。 

（三）滾動式檢討工作項目並評估業務委外辦理之可行性 

化學局組織及業務目前處於新興創設階段，宜在開始

之初即採行潮流所趨之先進作業方式，避免在未來組
織調整時增加各種形式的龐大成本，另建議評估非屬

核心、不涉及機敏性及公權力之業務，例如資料整理

登打等屬重複性、事務性之工作，改採委外方式辦理，
並評估其合理性、適法性及經濟效益，以落實業務委

外之具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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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業務與人力配置之契合度 

（一）建議加速職員缺額遴補，並妥適運用管理特約人力 

1、編制內職員係屬機關內人力資源骨幹，為利核心業務

推動，建議加強缺額遴補機制，並定期檢討改善，如

研議縮短甄選期程、簡化流程等，另可考量同時輔以
提列考試分發等多元用人方式，以相對緩減各單位人

力工作負荷，並促進現有預算員額之充分運用。 

2、化學局除職員預算員額73人，另規劃分階段進用特約人

力70人，編制內職員與特約人力人數趨近，甚且部分單

位存在特約人員高於職員之情形，該狀況雖可能為機關

新成立之過渡現象，惟仍建議釐清特約人力辦理工作內
容是否與其屬性相配合，以及不同屬性人員間之業務分

工是否明確。另機關內特約人力人數日漸增多，對該類

人員之權利義務、工作指派及績效考核等人事管理事
項，應予明確規範並與其他類別人力有所區分，使其各

有所掌、有效分工，避免權責不明或工作內容重疊，導

致人員之間工作負荷不均之情形發生。 

表3﹕化學局各單位106年整體實有人力配置情形 

單位 職員 
聘用

人力 

非典型

人力 

事務性

人力 
小計 

業

務

單

位 

綜合規劃組 12 0 6 0 18 

評估管理組 13 0 14 0 27 

危害控制組 11 5 7 0 23 

小計 36 5 27 0 68 

輔

助

單

位 

局本部 2 0 0 0 2 

主秘室 3 1 1 0 5 

秘書室 5 0 5 1 11 

人事室 2 0 1 0 3 

政風室 1 0 0 0 1 

主計室 2 0 1 0 3 

小計 15 1 8 1 25 

合計 51 6 35 1 93 

（二）提升人員專業能力與業務之契合程度 

化學局為執行化學物質全面管理業務，須進用具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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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等相關背景之專業人員，考試院雖已同意於公務人

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之環保技術職系下新增設化學安
全類科，並於 107年起辦理考試，惟考試用人占機關

整體人力比率較低，且分發人員未具相關實務經驗，

為順遂業務推動，建議對於現職人員規劃建立專業知
能補充與提升之訓練制度，以提升人員專業與業務之

契合程度。 

四、觀察近4年人力調整及預估未來3年人力需求 

（一）人力調整情形 

依評鑑書面報告「表四：各單位人力出勤狀況」顯示，

化學局106年每人平均實際工作天數占年度應工作天
數（以249天為計算基準）比率達103.38％，加班補休

中未休畢天數比率達27.5％，顯示該局因缺額尚未完全

補實，致人員工作負荷較大，是以除宜積極辦理缺額
遴補外，就加班時數偏高之單位，建議深入了解其業

務運作及人力配置情形，作為後續業務及人力合理調

整規劃之參據。 

（二）未來人力需求 

1、化學局為因應大量新增之檢測業務，業於環檢所派駐職

員及特約人力，並協調該所協助專業技術訓練與指導，
此種人力調整運用措施可滿足現階段新興業務需求。未

來組織改造後，化學局將與環檢所整併成立毒物及化學

物質署，建議在新機關編制員額架構下，依業務需求合
理配置各單位人力，從整合進而融合觀點調配人力，俾

提升整體運作效能。 

2、另有關人事及政風人力補實部分，考量組織改造在即，
組織整併成立新機關將產生輔助單位重複配置之情

形，為避免組改後人員移撥安置困難，致影響同仁派職

權益，人事室及政風室主任職缺之補實，仍宜視組改進

程審慎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