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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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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

4

依第33次永續會委員會議決議，各工

作分組、專案小組進行「永續發展目

標滾動性檢討」工作，並請秘書處就

2020年45項進度落後指標如因情事

變更，是否維持原訂目標或調整變更

提出因應報告。

秘書處擬訂指標檢討作業流程，供各

工作分組、專案小組據以執行指標檢

討作業。

指標修正內容業提報111年5月永續

會第53次工作會議討論，並已依委員

建議事項修正。

指標檢討

檢討如何落實推動與因應對策，
以提升指標達成率，符合管考
路徑圖之目標

受情勢變更、相關法律或防疫
因素影響

考量修正既有指標目標值或修
改既有指標，請預擬修正之指
標2030目標值、管考路徑圖，

於分組會議邀集委員討論

分組會議同意修正

工作分組提報工作圈督導機關
確認

提報工作會議

提報委員會議核定或簽報院長
同意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指標檢討作業流程



貳、整體指標修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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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整體指標修正情形

說明：1. B反向指標係由於關注面向不同，指標在某一永續發展面向執行進步，反而代表其他永續發展面向的執行弱化，故修正指標。

2. SDG18為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僅有質化目標，並無對應指標，故無列入上表。

SDG
1
衛
福
部

SDG
2
農
委
會

SDG
3
衛
福
部

SDG
4
教
育
部

SDG
5
衛
福
部

SDG
6
環
保
署

SDG
7
經
濟
部

SDG
8
經
濟
部

SDG
9
交
通
部

SDG
10
國
發
會

SDG
11
內
政
部

SDG
12
環
保
署

SDG
13
環
保
署

SDG
14
海
委
會

SDG
15
農
委
會

SDG
16
法
務
部

SDG
17
外
交
部

總計

A 2 8 6 8 3 3 0 3 0 6 7 6 1 6 5 3 3 70

B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C 6 1 3 8 0 6 0 7 0 4 5 6 0 0 0 2 0 48

D 0 0 4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8

E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總計 11 9 13 19 3 9 0 10 0 10 12 12 1 6 5 5 4 129

336項永續發展指標，經分組會議討論同意、工作圈督導機關確認，計修正129項指標。

指標修正類型可分為：A情事變更(法規變革或制度調整、執行或統計方式變更) B反向指標

C目標超前 D本質推動困難或政策仍有進步空間 E其他

2020年45項進度落後指標，計19項指標提出修正 (詳簡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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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情事變更(1/2)

(法規變革或制度調整、執行或統計方式變更) 

7

修正指標共計70項。

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6：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6.6.5 海岸清潔維護認養率

 2020年目標

海岸清潔維護認養率達60%以上

 2030年目標

海岸清潔維護認養率達70%以上

主辦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6.6.5 海岸潔淨度

 2020年目標

海岸潔淨度達0.88 ton/km

 2030年目標

海岸潔淨度達0.55ton/km以上

主辦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 本對應指標原係欲透過民間認養進行海

岸環境清潔維護工作，減少海岸髒亂情

形，惟行政院109年5月已核定「向海致

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全國1,988公

里海岸線均已分由9個中央部會及19個臨

海地方政府負責權管海岸之清潔維護工

作，建立「定期清理」、「立即清理」

及「緊急清理」之清理機制，各權管機

關刻正持續辦理清理工作，故修正指標

2. 111年3月25日分組會議討論，委員建議

如因配合法規修正刪除，應新增相關對

應指標

A 情事變更包括：A1-法規變革或制度調整 及 A2-執行或統計方式變更 等2種狀況。

A1-法規變革或制度調整



A 情事變更(2/2)

(法規變革或制度調整、執行或統計方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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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4：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4.5.4 原住民中輟學生占全國中輟生比率

 2020年目標

原住民中輟生占全國中輟生比率為14%

 2030年目標

原住民中輟生占全國中輟生比率為12%

主辦機關：教育部

4.5.4 原住民中輟學生復學率

 2020年目標

原住民中輟生占全國中輟生比率為14%

 2030年目標

原住民中輟學生復學率達87%

主辦機關：教育部

1. 修正指標為該學年度「原住民學生復學率」，

目標值依原住民復學率平均數值逐年提升：

(1) 考量中輟復學輔導工作現行實務運作，係為提

升國民中小學中輟生整體復學率，原住民生亦

同，擬修正指標4.5.4內容為該學年度原住民

學生復學率。

(2) 依近5個學年度原住民中輟學生復學率平均數

值 為 84.5% ， 爰 調 整 預 期目 標 值 自 2019 年

(108學年度)逐年提升，期使提升原住民中輟

生復學輔導工作。

(3) 計算方式：原住民中輟學生復學人數÷原住民

中輟學生人數 ×100%。

2. 修正指標內容係經111年4月7日召開之教育品質

分組會議討論同意，並經工作圈督導機關確認。

A2-執行或統計方式變更



B 反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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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1：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1.3.6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照顧人口

占總人口比率

 2020年目標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照顧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超過2.9%

 2030年目標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照顧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超過2.9%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3.6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照顧人口

占總人口比率

 2020年目標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照顧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超過2.9%

 2030目標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照顧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小於2.9%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 本項指標與指標1.1.1提升經濟弱勢人口自立比率為反向

關係，爰建議刪除本項指標，或將各階段年度目標值調整

為降低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占總人口之比率

2. 111年4月1日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委員建議保留指標，並

同意將原目標值調整為小於2.9%

1.3.9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受益人數占

身心障礙人口比率

 2020年目標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受益人數占身

心障礙人口比率30.0%

 2030年目標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受益人數占身

心障礙人口比率30.0%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3.9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受益人數占

身心障礙人口比率

 2020年目標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受益人數占身

心障礙人口比率30.0%

 2030年目標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受益人數占身

心障礙人口比率小於等於30.0%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經查2019年至2021年身心障礙人口平均成長率為0.75%；

2019年至2021年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受益人數平均成

長率為0.22%，導致本項指標比率有逐年下降趨勢。另本

項指標倘比率上升，表示我國需扶助之身心障礙人口增加，

爰建議調整本項目標值為≤30%

2.修正指標內容係經2022年4月1日召開之消除貧窮分組會

議討論同意，並經工作圈督導機關確認。惟委員建議如該

指標皆已達標且呈現穩定，應可發展其他更能反映實際現

象與作為之新指標

由於關注面向不同，指標在某一面向執行進步，反而代表其他面向的執行弱化，故修正指標2項。



C 目標超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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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1：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1.3.11 具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文化健康

站佈建數

 2020年目標

設置380文化健康站 (達成每2個部

落至少成立1處文化健康站為目標)

 2030年目標

設置380文化健康站 (達成每2個部

落至少成立1處文化健康站為目標)

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1.3.11

一、具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文化健康站佈建數

 2020年目標

設置380文化健康站 (達成每2個部落至少成立1處文化健康站為目標)

 2030年目標

設置480 文化健康站，服務原住民族長者計 1萬 4,600 人；原住民

族地區部落村里數涵蓋率80%、65歲以上原住民族長者涵蓋率31%

二、增列國民年金保險原住民給付領取人數成長率

 2023年目標

2023年12月國民年金保險原住民給付領取人數成長率達10%(計4萬

1,898人)

 2025年目標

2025年12月國民年金保險原住民給付領取人數成長率達15%(計4萬

3,802人)

 2027年目標

2027年12月國民年金保險原住民給付領取人數成長率達20%(計4萬

5,707人)

 2030年目標

2030年12月國民年金保險原住民給付領取人數成長率達25%(計4萬

7,611人)

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1. 2021年度布建文健站達429站、服務原住民

族長者1萬3,743人，已逾自2023年度起原列

目標甚多(設置380站及服務原住民族長者1萬

1,000人)，為盡量符合實際推動文健站成果，

爰擬合理調整年度目標值

2. 經111年4月1日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之消除

貧窮分組會議討論，委員同意調整，惟全委

員國成建議可說明原住民地區設站覆蓋率，

以了解各地區之需求情形；另針對原住民長

者受惠覆蓋率，計算公式可以法定原住民長

者總人數為分母，進站接受服務之長者人數

為分子作計算

3. 依上開委員建議，原住民族委員會修正原有

指標並增加「國民年金保險原住民給付」之

指標，指標計算方式及查核路徑目標值填如

預計修正內容。

4. 修正指標內容係經111年4月1日召開之消除貧

窮分組會議討論同意，並經工作圈督導機關

確認

執行優於預期或已提前達標，故修訂為更具挑戰性之目標，共計48項。舉如：



C 目標超前(2/2)

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4：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4.2.1 未滿2歲兒童使用公共及準公共托育情形

 2020年目標

未滿2歲幼兒送托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服務之

比率88%

 2030年目標

未滿2歲幼兒送托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服務之

比率92%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4.2.1 未滿2歲兒童使用公共及準公共托育情形

 2020年目標

未滿2歲幼兒送托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服務

之比率88%

 2030年目標

未滿2歲幼兒送托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服務

之比率93%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指標4.2.1：

送 托 公 共 及 準 公 共 托 育 兒 童 數 計

49,603 人 ， 未 滿 2 歲 兒 童 送 托 數 計

53,382人，爰未滿2歲幼兒送托公共化

及準公共托育服務之比率達92.92％，

明顯超前2030年度原訂目標值92％，

顯見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服務具有實質

減輕家長送托負擔；爰擬調升2030年

之目標值

2. 惟整體檢視本項指標近兩年提升幅度有

限(2020年為92.99%)，委員建議宜再

保守評估指標管考路徑提升數值，爰調

整2030年目標值為93%

3. 修正指標內容係經111年4月7日召開之

教育品質分組會議討論同意，並經工作

圈督導機關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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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質推動困難或政策仍有進步空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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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3.4.3 30~70歲人口心血管疾病死亡機率

 2020年目標

30~70歲人口心血管疾病的死亡機率

降至3.03%

 2030年目標

30-70歲人口心血管疾病的死亡機率

降至2.73%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3.4.3 30~70歲人口心血管疾病死亡機率

 2020年目標

30~70歲人口心血管疾病的死亡機率

降3.03%

 2030年目標

30-70歲人口心血管疾病的死亡機率

降至3.09%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蒐集英國、美國、新加坡均未遵照WHO NCD 2025及

SDG目標訂定指標，僅日本、中國依其該國狀況設定指

標，爰依據近年來實際達成值進行滾動調整（以2017年

及2018年達成值趨勢調整，自2019年目標值3.53%每年

約遞減0.04%），以符合我國目標合適性

2.修正指標內容係經111年4月25日召開之健康福祉分組會

議討論同意

3.4.6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

 2020年目標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每十萬人口12.0

人

 2030年目標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下降至每十萬人口

11.4人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3.4.6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

 2020年目標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每十萬人口12.0

人

 2030年目標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下降至每十萬人口

11.6人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 本項指標2020年之目標值為每10萬人口12人，2023年

之目標值為每10萬人口11.8人。我國雖於2020年，自殺

標準化死亡率已降至每10萬人口11.8人(已達2023目

標)，惟2020年前皆大於每10萬人口12人

2. 查世界各國自殺死亡率近年均為震盪起伏，未有明顯下

降之趨勢。我國自殺標準化死亡率近30年低點為1991年

之11.7人，目前已下降至近30年低點，經衛福部評估，

將2030年目標值訂於11.4人以下，較不具可行性

3. 修正指標內容係經111年4月25日召開之健康福祉分組會

議討論同意

考量執行實績或限制，務實調整對應指標，共計8項。



D 本質推動困難或政策仍有進步空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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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3.5.1 設有精神科的醫院可提供藥、酒癮治

療服務的涵蓋率

 2020年目標

80%以上設有精神科的醫院可提供藥、

酒癮治療服務。

 2030年目標

設有精神科之醫院均可提供藥、酒癮治

療服務。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3.5.1 設有精神科的醫院可提供藥、酒癮治療

服務的涵蓋率

 2020年目標

80%以上設有精神科的醫院可提供藥、酒

癮治療服務。

 2030年目標

80%設有精神科之醫院可提供藥、酒癮治

療服務。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 藥、酒癮雖為精神疾病之一，惟復發性高、病識

感低，且個案多併有他疾病及社會、家庭與職業

等功能破壞，加上國內過去長期視藥癮為犯罪行

為，而酒精具有社交及飲食文化價值，以及藥、

酒癮治療非屬健保支付之醫療項目，治療方式須

仰賴高人事成本之心理治療等因素，除影響個案

求助意識及治療意願外，亦難反應個案成癮醫療

需求，終影響醫療機構發展成癮醫療之誘因。

2. 近年來政府及民眾雖逐漸重視成癮者之治療需

求，並透過行政或刑事處分要求個案接受治療，

惟提供是類個案成癮醫療服務，需增加醫療機構

額外網絡合作及溝通之行政成本，影響醫療機構

參與意願。

3. 此外，109年起受COVID-19疫情影響，醫療機

構配合防疫需要量能降載，更加影響醫療院所之

成癮醫療量能。

4. 修正指標內容係經111年4月25日召開之健康福

祉分組會議討論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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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3.a.2 高中職學生吸菸率

 2020年目標

高 中 職 學 生 吸 菸 率 目 標 低 於

7.4%。

 2030年目標

高 中 職 學 生 吸 菸 率 目 標 低 於

6.4%。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3.a.2 高中職學生吸菸率

 2020年目標

高 中 職 學 生 吸 菸 率 目 標 低 於

7.4%。

 2030年目標

高中職學生吸菸率目標低於7.4%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 原參照WHO NCD 2025年較2010年降低30%吸菸率之目標，

及行政院黃金十年計畫(訂於 2020 年吸菸率較2010年減半目

標)，訂定我國高中職學生吸菸率由2011年14.7%，至2020年

下降至7.4%。修正指標內容係經111年4月7日召開之教育品質

分組會議討論同意，並經工作圈督導機關確認

2. 經檢視該指標已於2016年9.3%超前達成WHO NCD降低30%

吸菸率目標(至10.3%)，惟近年出現各式新類型產品（如電子

煙），吸引青少年好奇使用；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未曾使用過

紙菸的電子煙使用者，相較於未曾使用電子煙者，未來有2倍

以上機率使用紙菸之可能，使得我國高中職學生吸菸率下降已

現瓶頸(近年實際值2018年8.0%、2019年8.4%)，考量目標達

成之可行性，爰滾動式修正2023年至2030年目標值，後續將

依實際值持續滾動式修正目標，以符合該目標值合適性。

3. 為強化保護各階段兒少健康，積極推動《菸害防制法》修法，

包含全面禁止電子煙之類菸品、禁止吸菸年齡提高至未滿20

歲、擴大禁菸之室內外公共場所等。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經行

政院審查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復經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於5

月18及5月23日逐條審查完竣，後續交由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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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4：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4.3.2 強化各類助學措施並擴大各項照顧

弱勢學生就學措施之辦理成效

(1)大專校院各項就學措施之受惠學生

數占在學總學生數之比率

 2020年目標

各項就學補助措施之受惠學生數，至

少占在學總學生數之15%

 2030年目標

各項就學補助措施之受惠學生數，至

少占在學總學生數之15%

主辦機關：教育部

4.3.2 強化各類助學措施並擴大各項照顧

弱勢學生就學措施之辦理成效

(1)大專校院各項就學措施之受惠學生

數占在學總學生數之比率

 2020年目標

各項就學補助措施之受惠學生數，至

少占在學總學生數之15%

 2030年目標

1.大專校院各項就學補助措施之受惠學

生數，占在學總學生數之13%

2.高中職各項就學補助措施之受惠學生

數，至少占在學總學生數之5%

主辦機關：教育部

1. 由於大專校院與高中職的各項就學補助措施及受惠學

生數比率之實績值有所落差，爰將大專校院與高中職

分別統計，將2030年之第一項目標拆分兩項目標，

俾利呈現不同階段實際數據，新增「高中職各項就學

補助措施之受惠學生數，至少占在學總學生數之

5%」

2. 依據近五年統計學生申請學雜費減免、大專校院弱勢

學生助學計畫及就學貸款人數統計，約佔全體學生人

數的13%至14%，爰調整2030年第一項目標，改為

「大專校院各項就學補助措施之受惠學生數，占在學

總學生數之13%」

3. 已於111年4月7日召開分組會議，並依照會議結果與

委員意見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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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4：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4.5.6 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率

 2020年目標

維持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率達

100%

 2030年目標

維持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率達

100%

主辦機關：教育部

4.5.6 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率

 2020年目標

維持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率達

100%

 2030年目標

維持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率達

96%

主辦機關：教育部

1. 因現行安置率為安置人數/報名人數，惟身心障礙學
生升學管道不只有適性輔導安置，亦有一般升學管
道，且學生因個人因素自願放棄適性輔導安置，致
未完成適性安置作業流程，將導致安置率未能維持
100%，倘學生完成適性安置流程，教育部國教署
皆有完成適性安置；近3年安置率數據皆未達成指標
100%，參考往年數據具浮動性，下修2030年目標

2. 修正指標內容係經111年4月7日召開之教育品質分
組會議討論同意，並經工作圈督導機關確認

4.7.7 臺灣人權歷史戒嚴時期不義遺址的參

訪人次

 2020年目標

舉辦白色恐怖歷史的主題展巡迴全臺，

串連不義遺址，促進參訪人次達45萬

 2030年目標

舉辦白色恐怖歷史的主題展巡迴全臺，

串連不義遺址，促進參訪人次達65萬

主辦機關：文化部

4.7.7 國家人權博物館所轄不義遺址參訪人

次

 2020年目標

舉辦白色恐怖歷史的主題展巡迴全臺，

串連不義遺址，促進參訪人次達45萬

 2030年目標

辦理全臺各地國家人權博物館所轄不義

遺址(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白色恐

怖綠島紀念園區)參訪人次達39萬人次

主辦機關：文化部

1. 因全臺不義遺址相關保存、重建及推動等相關工
作，除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及白色恐怖綠島紀念
園區兩處，由國家人權博物館保存維護及管理，餘
數十處皆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政，且絕大多數
未對外開放參觀或已轉為其他用途(例如民宅、住商
大樓)，導致指標名稱及目標值未能與文化部實際推
動不義遺址參訪情形相符。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已
於今(111)年5月底解散(111年5月30日後由行政院
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及「推動轉型正義會報」及6個部
會負責相關事務)，改由文化部主政全臺不義遺址相
關工作

2. 承上述，修正指標名稱為「國家人權博物館所轄不
義遺址參訪人次」。另考量國家人權博物館不義遺
址2016-2021平均參訪人次落於25萬人次，爰修正
2030年目標值

3. 修正指標內容係經111年4月7日召開之教育品質分
組會議討論同意，並經工作圈督導機關確認



D 本質推動困難或政策仍有進步空間(6/6)

17

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17.8.1 環境商品協定附件商品清單的稅率

 2020年目標

(1)運用APEC場域，促進APEC經濟體完
成 環 境 商 品 清 單 降 稅 ， 以 結 合 所 有
APEC會員體促進永續願景

(2)倘WTO環境商品協定談判復談，我國
積極參與爭取有利我環境商品出口之商
機，藉由提升環境商品貿易量協助環境
永續發展

 2030年目標

倘WTO環境商品協定談判復談，我國
積極參與爭取有利我環境商品出口之
商機，藉由提升環境商品貿易量協助
環境永續發展

主辦機關：經濟部

17.8.1 參與國際間貿易與環境議題之倡議

或討論情形

 2020年目標

2020年參與國際間貿易與環境議題之

倡議或討論情形

 2030年目標

2030年參與國際間貿易與環境議題之

倡議或討論情形

主辦機關：經濟部

1. 鑒於目前歐美各國尚無重啟談判之趨勢，本指標執行

上確有困難，爰參考委員意見，研議修正對應指標

2. 111年4月8日工作分組會議討論決議



E 其他

現行指標 修正之對應指標 說明

核心目標01：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1.3.8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受益人數占兒少

人口比率

 2020年目標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受益人數占兒少人

口3.4%

 2030年目標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受益人數占兒少人
口3.4%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3.8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受益人數占兒

少人口比率

 2020年目標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受益人數占兒

少人口3.4%

 2030年目標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受益人數占兒
少人口3%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1. 本指標補助對象有一定法定條件，符合該條

件則為本措施之補助對象，查歷年受益人口

比率穩定，皆占兒少人口比率約為3%左右。

為健全弱勢兒少生活類補助，尚有弱勢兒少

緊急生活扶助、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

等補助項目。

2. 本項指標倘比例上升，表示我國需扶助之弱

勢兒少人口增加，故調整本目標值為3%。

3. 修正指標內容係經111年4月1日召開之消除

貧窮分組會議討論同意，並經工作圈督導機

關確認。

18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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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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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之336項對應指標中，經分組會議討論同意、

工作圈督導機關確認後，計有129項指標提出修正。

本案經委員會議通過後，永續會秘書處將據以彙整修訂臺灣永

續發展目標 (前經行政院107年12月27日核定)，再簽報行政院

核定。



報告結束

恭請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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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0年進度落後指標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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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1 1 1 2 1 1 3 1 13

B 1 1

C 0

D 1 2 1 4

E 1 1

總計 2 2 1 3 0 0 0 1 0 1 2 0 1 1 3 0 2 19

指標修正類型分為：A情事變更(法規變革或制度調整、執行或統計方式變更) B反向指標

C目標超前 D本質推動困難或政策仍有進步空間 E其他

45項2020年進度落後指標，業經各工作分組會議討論，其中計19項指標提出指標修正，其餘

執行進度落後指標已由工作分組滾動檢討並提出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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