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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104年度水資源經營管理跨域合作與行政

透明廉政研究」成果報告 

一、辦理依據 

本署南區水資源局(下稱南水局)政風室於 103 年 11 月 17 日

簽奉首長核可，委託廠商辦理 104 年度「水資源經營管理跨

域合作與行政透明研究」(如附件 1)，案經公開招標並於 104

年 2月 25日由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得標；履約項目

包含「量化研究」、「質化研究」、｢編製水資源經營管理公務

倫理彙編｣、｢強化外部監督力量志工培訓研習｣、｢水廉政行

政透明宣導活動｣、｢更新維護行政透明資訊專區｣等，履約期

限自 104年 2月 26日起至 104年 12月 15日止，目前「量化

研究」與「質化研究」2項業已完成(如附件 2)。 

二、執行概況 

(一)調查主題 

南水局 104年度廉政研究之調查主題為「水資源經營管理

跨域合作與行政透明研究」，主要分為「量化研究」與「質

化研究」兩大部分，茲分述如下： 

1、量化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近 5年(99至 103年)內

曾參與南水局招標案之投標廠商，對於水資源經營管理、

監督及行政透明程度之看法，並藉由調查結果，分析瞭解

業務上應興革之處，以研擬相關因應對策。 

2、質化研究：以南水局執行「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

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下稱曾南烏水庫治理條例)

相關業務之承辦同仁為深度訪談對象，瞭解同仁於執行上

開條例與相關水資源經營管理業務時，是否遭受不法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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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干擾及所面臨之困境;另行政透明程度之影響亦為研究

範圍。 

(二)樣本分析 

1、量化研究： 

(1)調查對象： 

本案量化研究期程於 104年 4月 20日至 22日止，調查對

象為 99 年至 103 年期間曾參與南水局招標案之投標廠商

總計 843家，成功受訪 184家。本案主要利用電腦輔助電

話調查系統(CAMIS)進行調查，結果分析以 SPSS 專業統

計軟體進行 

  (2)結果分析： 

○1受訪採購廠商基本資料、採購案件參與狀況:184 家受

訪廠商中，以公開招標方式計 135 家（占 73.4%），案

件採購金額以 100-1000萬元為最高，計 99家（占 53.8%）;

其中工程類及勞務類所占比例較高，分別為 95 家（占

51.6%）及 60家（占 43.5%）。 

調查工項 家數 百分比(%) 

公開招標 135 73.4 

100-1000萬元 99 53.8 

工程類 95 51.6 

勞務類 80 43.5 

      

○2受訪採購廠商招標文件準備階段時之看法:準備「招標

文件階段」不曾遭遇任何情況，占所有受訪者之 89.1%;

招標時不曾遭遇任何情況及不曾遇有底價洩漏的各占

97.8%;認為訂定廠商資格及履約條款合理占 92.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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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招標規範上不曾遭遇到任何特殊情況的占 90.2%。 

調查工項 家數 百分比(%) 

招標文件階段未遇過任何狀況 164 89.1 

未曾逾底價洩漏 180 97.8 

招標時未遇過資格限定或過當要求 180 97.8 

規格限制未遇過任何狀況 166 90.2 

廠商資格及履約條款為合理 170 92.4 

     

○3 受訪採購廠商對南水局或對機關業務行政透明之相關

意見:184 位受訪廠商中，認為南水局所訂定的招標資

訊充分、公開、透明且符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者

占 94%;受訪廠商或公司中，認為與其他廠商相較下，

獲得同樣充分且透明資訊者占 85.9%。惟於訪詢目前南

水局有哪些規範將可能阻礙投標意願，其中以招標方式

為最高，占 36.4%；資格限制為第二，占 27.2%；另分

別是規格限制及履約保證金金額，各占 25.5%及

24.5%。同時相關廠商(公司)於得標後，認為南水局責

成該廠商透明化相關事務，占 63.0%；認為沒有占

23.4%。 

          ＊南水局是否充分、公開、透明且符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調查工項 家數 百分比(%) 

招標資訊透明且符合相

關規定 
173 94.0 

其他廠商是否有獲得同

樣充分且透明的資訊 

158 85.9 

 



4 
 

＊南水局有哪些規範可能會阻礙前來投標的意願？ 

會阻礙前來投標的意願 家數 百分比(%) 

招標方式 67 36.4 

資格限制 50 27.2 

規格限制 47 25.5 

履約保證金金額 45 24.5 

總計 209 113.6 

＊廠商得標後，南水局是否有責成需透明化相關事務？ 

需透明化相關事務 家數 百分比(%) 

是 116 63.0 

否 43 23.4 

未曾得標過 25 13.6 

總計 184 100.0 

 

○4 受訪採購廠商對南水局投標時，不曾耳聞承辦人員於得

標後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回

扣、餽贈、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計 171 家，占

92.9%。另調查受外部影響之看法，未曾聽聞外部於投

標過程中具不法情事占 95.7%。 

＊曾耳聞承辦人員於得標後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不正利益？ 

要求不正利益 家數 百分比(%) 

是 1 0.5 

否 171 92.9 

不知道 12 6.5 

總計 18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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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於投標過程中耳聞下列情事？ 

耳聞下列情事 家數 百分比(%) 

相關承辦人員使用非法手段圖利特定廠商 4 2.2 

其他廠商透過非法手段得標獲利 3 1.6 

有民意代表、黑道或其他不法集團介入的狀況 2 1.1 

其他 2 1.1 

都沒有聽過 176 95.7 

總計 187 101.6 

  

○5 受訪採購廠商對南水局之採購印象信任與採購滿意度:

信任(含非常信任)占 82.6%，尚可者占 17.4%;採購滿意

度，滿意者占 84.8%，然其中採購至履約程序最不滿意

為驗收付款及準備投標文件，各占 4.3%與 3.8%。另整

體清廉度感到滿意情況，認為滿意(含非常滿意)有 131

家占 71.2%，認尚可者則占 28.8%，無廠商或公司覺得

不滿意(含非常不滿意)之狀況。其整體服務滿意程度，

認為滿意(含非常滿意)有 134家占 72.8%，尚可者則占

27.2%，無廠商或公司回答不滿意(含非常不滿意)。另

亦統計不曾遭受有不公平對待情事，占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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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質化研究： 

(1)訪談對象： 

本案研究規劃以外部影響、行政透明與跨域合作三個面

向為提問主軸，初步選定南水局依「曾南烏水庫治理條

例」執行重大工程或對該業務熟稔之同仁為重點訪談人員

(計 28 位)，經加入工作年資因素後，最後擇定其中 15

位為深度訪談對象。 

(2)訪談結果: 

○1外部影響部分： 

受訪者在目前「曾南烏水庫治理條例」相關業務或工程

中，均無遭遇不當外部影響；惟來自民眾或民意代表對

於周遭環境的關注仍無法避免。有關不當外力(外部影

響)無介入，推測理由：成本過高、專業門檻高及行政

透明程度高。而受訪者於工程執行過程中幾乎均曾遭遇

困境，包括投標規範放寬、行政流程耗時、外部利害關

係人制衡、最低標決標模式仍為採購主流及低價搶標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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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受訪人員雖曾耳聞或經歷外部利害關係人介入工程

或計畫狀況，然多與「曾南烏水庫治理條例」無涉。 

○2行政透明部分： 

受訪者均認為行政透明確對機關運作至為重要，亦是民

眾監督政府效能的重要機制。目前南水局行政透明機制

主要包括：網頁資訊公開、民眾及廠商說明會及解說導

覽服務等項，為機關人員所接受;然此部分受訪者亦提

出不少建議，如機關行政透明需有限度，屬機關內部

者，非均予公開;該因素係形成組織內部人員對資訊公

開較為抗拒之重要理由。 

○3跨域合作部分: 

建構跨域合作關係是為共同參與計畫並從中獲取利益

或實現業務職責。受訪者闡明與學術單位、民眾及民意

代表等利害關係人有不同程度的合作關係建置，其透過

不同管道汲取利害關係人意見或透過跨機關的協力關

係支持機關運作等作為，均屬有效的跨域合作關係建

構。 

○4其他意見回饋: 

多數受訪者認為為確保公共工程品質，建立與廠商間的

夥伴關係具必要性。又目前採行的決標方式所衍生問

題，多半與制度規範相關，包括最低標決標方式較不適

用於異質性採購及易造成低價搶標現象。 

(三)滿意評價及訪談建議 

1、量化之滿意評價： 

受訪廠商對於採購案件招標過程、履約過程、行政透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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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是否耳聞承辦人員利用職務關係為相關不當要求及對

南水局信任與滿意度等均達高滿意評價；惟仍於整體清廉

度及服務滿意程度部分，分別有 27.2%及 28.8%之廠商表

示尚可，足見該部分南水局仍有策進空間。 

2、質化分析結果建議： 

(1)部分受訪者提及，於業務執行過程中，遇有請款流程及廉

政倫理事件等疑問，建議主計、政風等相關人員亦應接受

深度訪談。 

(2)屬機關內部運作資訊，並非一昧公開所有資訊，建議機關

應該將資料轉換為資訊，再精簡為知識並昇華為智慧，簡

化機關專業資訊。 

(3)建議機關網頁可設計網頁點閱或紀錄機制，透過後台控

管，瞭解民眾關注事項，亦可藉此調整公開資訊之深度與

廣度。 

(4)為因應數位世代需求的轉變，機關即時資訊如:水情、旱

情與水庫洩洪等，建議可增加 LINE、FACEBOOK 或行動 APP

等，建立機關與民眾資訊交流之平台。 

(5)應加強辦理政府採購法有關最有利標、異質採購最低標等

項目之教育訓練，使承辦人員熟稔相關作業程序，有利透

明採購行政業務。 

(6)公務員因行政職責等限制，對於材料與規格市場的發展狀

況瞭解有限；建議可建立平台公開相關內容、作業流程，

以彌補其限制並降低採購風險。  

(7)建議透過單一機關(公共工程委員會)對廠商進行評分，通

過評選之廠商始能參與特殊或鉅額採購工程，俾利維護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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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品質。 

(8)建議針對已有不良記錄廠商，建立公開黑名單，限制其投

標機會，壓縮投機空間；或針對素行不良及風評不佳廠

商，進行全面清查並上網公告。 

三、政策建議 

(一)法規面 

採購案件應考量廠商履約品質，使預算執行發揮最大效

益，惟機關常囿於人力、經驗不足或程序繁複等因素，致

採用最有利標之次數，遠不及於最低標。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雖已訂有最有利標作業手冊，然而為使同仁能迅速

掌握重點，機關宜另訂精簡版作業規定，協助同仁為有利

於採購之決定，以維護採購品質。 

(二)制度面 

前開研究資料顯示，南水局於外部影響、行政透明及跨域

合作等面向所遭遇問題，亟待透過-資訊簡化、資訊平台

多元建構、供應商平台建構及廠商優劣名單建立等制度解

決，以打通無效率、不便民環節並增加行政透明度，進而

使水資源經營管理效能提升。 

(三)執行面 

業務執行過程中，因案介入調查的檢調或審計人員，多未

具工程專業知識，常未深入瞭解原由，即質疑採購人員作

為，嚴重影響士氣及業務推動。故在各項業務執行上，應

拓展多元機關成為協力合作關係，並改善資訊透明度，主

動公開資訊，使資訊得以被檢視及查證，將能有效降低質

疑與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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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考執行 

南水局業於 104年 9月 17日將本廉政研究成果報告簽報首長

核可移請業管單位參處策進(如附件 3)，本室業責請該局政風

室持續追蹤列管業管單位執行情形，以有效提升水資源管理

效率及強化廉能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