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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依據 
一、緣起 

為妥善處理台灣地區營建工程施工產出剩餘土石方，加速規

劃設置土石方資源堆置、暫屯、回收、分類、加工之多元化收容

處理場所及執行土石方流向管理，以維公共安全及自然環境保育

。 

 

二、依據 
依本部頒布「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對地方政府執行

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及規劃設置土資場與土石方流向管理續

辦督導查核。 

 

貳、督導考核計畫內容 
一、目的 

對於地方政府辦理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主管及工程主辦機關

97年執行情形做考核評鑑，協助政府機關落實執行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方案。 

 

二、督導查核重點 
（一）限期完成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之地方自治法規，並落實執行。 

（二）整體規劃轄內餘土供需及收容處理場所。 

（三）轄內所管（辦）工程申報率及查核勾稽率。 

（四）轄內所管收容處理場所申報查核勾稽率。 

（五）收容處理場所現地抽查按季回報及「遠端監控資訊及紀錄設備」系

統建置情形。 

（六）建立土方交換機制，提升土方交換率及土石資源再利用情形。 

（七）收容處理場所及工地實地現況運作抽查情形。 

（八）工程土方流向抽查及加強違規棄土取締處分。 

（九）確實檢討改進97年度督導考核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缺失項目

。 

（十）該縣市餘土管理創新特色與推動餘土再利用之努力事項。 

 

三、督導查核範圍 
臺灣地區之臺北市、高雄市政府、臺灣省各縣（市）政府及

福建省金門、連江縣政府執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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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督導期程 
自98年4月14日至98年5月26日（日程如【附表1】） 。 

 

五、督導查核小組 
（一）小組成員 

1.中央機關指派委員組成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交通部及本署指派人員組成，並

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協助派員辦理相關督導工作小組

事宜。 

 

2.受查政府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捷運局、環保局、建設局等）。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捷運局、環保局、建設局等）。 

各縣市政府（工務局或建設局、環保局、農業局等）。 

 

（二）召集人由本署許副署長文龍擔任。（小組委員名單如【附

表2】）  

 

六、督導考核項目 
依據方案內容及以往督導考核重點，訂定本次考核項目（如

【附表3】）。 

 

七、查核考評方式 
（一）本次查考採交流互動方式進行，考量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

理具有地域性交流特性，故考評會議以2至3個鄰近地方政

府共同參與，除可進行考評並促進鄰近地方政府業務、觀

念、作法上之交流，提升彼此管理效能。考評會議由受督

導政府機關向督導考核專案小組委員簡報，依據【附表3】

考核表準備督導考核報告，及準備相關原始資料以供督導

考核委員查閱。 

 

（二）原始資料包含項目有：訂（修）定之自治法規或草案、啟

用營運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統計資料、各工程報備之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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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計畫書範例、公共工程餘土相關契約與招標公告資料

範例、土方交換會議紀錄、公共工程餘土處理紀錄備查函

一覽表、運送憑證及處理紀錄表範例、餘土處理營建工地

及處理場所抽查紀錄、餘土違規取締紀錄及「遠端監控資

訊及紀錄設備」系統建置過程與進度等。 

 

（三）督導工作小組、資訊中心與地方政府共同完成之平時考核

基本資料統計成果（【附表3】之第1項至第5項）評分佔百

分之五十權重。 

 

（四）督導考核委員依據【附表3】之第6項至第10項及簡報及查

閱相關資料予以加值評分，佔百分之五十之權重。 

 

（五）依據考核委員與督導工作小組之評分總評，並視地方政府

實際執行情形，作為本部相關補助經費審核之參據。 

 

參、督導考核成果 
本次督考97年度執行情形，評核項目1至5項平時考核﹙50分

﹚建立達成指標等級，客觀逕予計算考評分數，另6-10項﹙50分

﹚則由跨部會委員評核之，以期評核成績更加公平，故就去年（

97）度及今年（98）度兩次督考評核成績，顯示地方政府針對平

時成績考核項目，已逐漸建立相關機制，成績已有顯著變化提升

。 

一、受督導政府機關考核成績。 

（一）業整理本（98）年度執行情形督導考核評等結果於【附表4

】，分數達優等以上之地方政府有桃園縣、苗栗縣、臺中

市、臺南市、高雄縣等5處，其中桃園縣、苗栗縣、臺中市

97年度評比為優等，本年度在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亦有積

極作為及成果，臺南市、高雄縣去年考列甲等，因建立相

關制度，平時考核成績接近滿分，且積極輔導設置收容處

理場所，並對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業務有積極創新之作法

，其成長幅度顯著，今年考列優等。 

（二）本年度列為甲等之地方政府有臺北市等12處，其中彰化縣

97年度評比為乙等，經本次督導考核其因平時成績提升，

有顯著成果，今年考列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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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為乙等者有新竹縣等7處，其中新竹縣去年考列甲等因公

共工程及建築工程申報率、查核率及土方交換率尚有努力

空間，今年評列乙等；另嘉義縣、雲林縣、南投縣、澎湖

縣及屏東縣97年度評等皆落於乙等，其營建剩餘土石方管

理業務，就長期觀察尚有努力提升空間，今年仍考列乙等

；連江縣雖經97年度督導評列丙等後執行略有改善，惟仍

有不足，本次評列乙等。 

（四）本年度列為丙等者有嘉義市1處，嘉義市自90年度至今皆評

列乙等或丙等，於94年度、96年度、97年度督導時曾針對

其轄內無收容處理場所全仰賴外運處理情形，應有更積極

的跨縣市流向管理制度及加強土方交換資源利用減少餘土

處理壓力等建議，因平時分數1至5項受限該市無設置收容

場所，分數無法提升，今年仍考列丙等。 

二、督導考核委員之審查意見。 
本計畫經由督導工作小組彙整考核委員意見，並檢視被

查核單位之平時配合前揭處理方案辦理情形，獲致督導考核

委員綜合審查意見及督導地方政府執行查核重點項目考評

結果如【附表5】、【附表6】。各委員綜合性意見如【附表

7】及縣市政府應改善建議意見綜整如【附表8】 

 

肆、督導考核結論與建議 
一、督導考核結論： 

(一) 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8條及第19

條規定為地方自治事項，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訂

（修）定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及收容處理場所設置管理

自治法規，本年度督導有基隆市、桃園縣、新竹市、宜蘭縣

、苗栗縣、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嘉義市、嘉義縣、臺

南市、臺南縣、高雄市、高雄縣、澎湖縣、花蓮縣、金門縣

及連江縣等18處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法制作業，其餘

7直轄市、縣（市）政府則正研議或已完成上開自治條例草

案並送請該管議會審議中，仍請積極與議會溝通、加速完成

法制作業，俾利執行。 

(二) 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整體規劃轄內餘土供需及收容處

理場所，至97年底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審查設置含

尚未啟用營運中收容處理場所（含土資場及目的事業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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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140處，共計剩餘可收容處理量10,717萬立方公尺。

依區域分析北部地區收容處理場所核准容量比例約佔全國

47.7％（5,110萬立方公尺），中部地區及南部地區核准容

量比例約佔全國20％(2,150萬立方公尺)及24.7％（2,650萬

立方公尺），東部地區佔全國比例約7.1％(760萬立方公尺)

離島比例佔全國0.5％（48萬立方公尺），依剩餘土石方產

生區域分析北部地區餘土產出佔全國61％（2232萬立方公尺

），中部佔17％（615萬立方公尺），南部佔18％（645萬立

方公尺），東部地區約佔3％（102萬立方公尺），離島約佔

1％（27萬立方公尺），依數據顯示，目前各區域已有如夠

之能力處理區域內餘土之問題。依縣市分析，嘉義市近3年

督導時並無核准之收容處理場，本（98）年度督導時亦未設

置收容處理場所，已建議該府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研議

市府公辦土資場之可行性。另臺北市因轄內設置收容處理場

所土地取得不易，已建議加強外送餘土之流向追蹤及抽查，

彰化縣則因實際營運中之土資場僅有1處，已請該府加強輔

導及縮短相關行政作業流程，俾早日收容處理餘土。本次督

導亦請縣（市）政府注意整體規劃，並對於所核准之收容處

理場所應善盡管理權責。 

(三) 有關轄內所管（辦）工程申報率及查核勾稽率乙項，現有辦

理成果優良者有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縣、苗栗縣

、南投縣、彰化縣、臺中市、嘉義市、臺東縣、花蓮縣、臺

南縣、臺南市、高雄市及金門縣等15縣市，比97年度督導有

大幅提升。惟澎湖縣、連江縣自辦公共工程申報率不佳，新

竹縣、嘉義縣、澎湖縣、連江縣建築工程查核率不佳，臺北

縣、新竹縣、屏東縣自辦公共工程查核率不佳皆有待提升，

已督促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確實要求上網申報及落實

查核勾稽作業，俾利營建剩餘土石方流向。另關於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轄下所管公共工程主辦機關之執行成果如勾

稽查核率等不理想，本（98）年度5月1日已推行先查核後啟

用機制，已請各縣市政府加強轄下公共工程主辦機關、鄉（

鎮、市）公所或業管人員，透過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業務之

宣導及教育，主動調查人員教育需求，排定相關課程及講習

，必要時得請本部派員協助。 

(四) 有關轄內所管收容處理場所申報查核勾稽率乙項，現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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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優良者有臺北市、臺北縣、基隆市、宜蘭縣、桃園縣、

新竹縣、苗栗縣、新竹市、南投縣、彰化縣、臺中市、雲林

縣、臺東縣、花蓮縣、臺南縣、臺南市、高雄市、高雄縣、

連江縣、金門縣等20縣（市）政府，比97年度督導有大幅提

升。嘉義市、澎湖縣等2縣(市)政府則有待改善，已督促其

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確實要求所管收容處理場所上網

申報及落實查核勾稽作業，並配合本（98）年度5月1日已推

行先查核後啟用機制，加強宣導及執行以提升申報查核勾稽

率，俾利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總量管制及營運管理

。 

(五) 收容處理場所現地抽查按季回報及「遠端監控資訊及紀錄設

備」系統建置情形乙項，25縣市中僅嘉義市無土資場，及屏

東縣有待改善、連江縣尚可外，其餘22縣市辦理成果優良，

且行政院工程會已將遠端監控光碟作為公共工程餘土估驗

計價之依據之一，顯示各縣市政府制度化落實遠端監控之業

務，就遠端監控設備無法設置之縣市政府，本次督導亦請直

轄市、縣（市）政府研擬相關替代方案，並注意流向管制。 

(六) 收容處理場所及工地實地現況運作抽查情形乙項，辦理成果

優良者有臺北市、桃園縣、苗栗縣、臺中市、臺南縣、臺南

市、高雄縣、金門縣等8縣（市）政府，本次督導重點直轄

市、縣（市）政府就收容處理場所現地抽查作業應落實，勿

選擇性稽查，應依規定抽查項目辦理抽查，並增加抽查頻率

。有待改善者有基隆市、新竹縣、新竹市、南投縣、彰化縣

、臺中縣、嘉義縣、花蓮縣、連江縣等9縣（市）政府，業

督促該管縣（市）政府確實依據方案規定現地抽查所管收容

處理場所，或利用其他聯合檢查機會一併檢查，落實營建剩

餘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總量管制。 

(七) 建立土方交換機制，提升土方交換率及土石資源再利用情形

乙項，97年度統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報告資料，全國

營建剩餘土石方總產量約3,620萬立方公尺，其土方交換量

約324萬立方公尺（9％），較92年及93年（平均土方交換量

450萬立方公尺，12％）、94年度（土方交換量675萬立方公

尺，17％）及95年度（土方交換量508萬立方公尺，13％）

、96年度（土方交換量470萬立方公尺，12％）減少，土方

交換成果較佳者計有金門縣（86.9％）、臺南縣(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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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32.6％）、高雄縣(27.6％)、桃園縣（22.1％）、

苗栗縣（18.7％）、澎湖縣(14％)等7處直轄市、縣（市）

政府。本年度督導會議中已督促尚未成立土方交換工作小組

或協調機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辦理土方交換撮

合會議，對促成土方交換績效具有實益，未來應更積極召開

。另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業已提供土方交

換撮合系統，結合GIS系統提供相關單位查詢及撮合，請各

縣市政府及相關公共工程主辦單位多加利用，以提升土方交

換率。公共工程餘土可再利用物料比例，可採「逕為交易」

或「折抵工程款」方式辦理，97年度依資訊服務中心資料顯

示辦理成果較佳之縣市為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縣

、金門縣、雲林縣、臺北縣、高雄市、桃園縣等，公共工程

餘土減量、交換、可再利用物料之運用，宜以規劃設計階段

檢核制度予以要求，並依規定落實申報。 

(八) 有關工程土方流向抽查及加強違規棄土取締處分乙項，現有

辦理成果優良者有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苗栗縣、臺中

市、臺南縣、臺南市、高雄縣等8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情形尚可及有待改善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業督促

儘速辦理並特別注意跨縣市、跨區域土方流向管理，並針對

違規棄土等行為需有及時處理等管制措施。對於外縣市土方

入境量高於本轄區內公共工程等自辦建築工程出土量之縣

市政府，可利用遠端監控機制加強餘土流向監控及總量管控

，並建議針對違規事件，追蹤改善情形，透過辦理講習或教

育宣導，以減少違規事件發生。 

(九) 地方政府確實檢討改進97年度督導考核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缺失項目，辦理成果優良者有桃園縣、苗栗縣、臺中

市、臺南市、高雄縣等5縣（市）政府，辦理情形尚可及有

待改善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業已督導應儘速檢討改善

現有管理方式，並確實依據方案落實管理，以杜絕違規處理

或棄置行為發生。 

(十) 有關縣市餘土管理創新特色與推動餘土再利用之努力事項

乙項，辦理成果優良者計有臺北縣、桃園縣、臺中市、臺南

市、高雄縣等5縣（市）政府，尚可者計有臺北市、宜蘭縣

、苗栗縣、臺中縣、 臺南縣、高雄市、屏東縣、金門縣等8

直轄市、縣（市）政府，餘土管理創新特色與推動餘土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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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努力事項部分仍需加強，只要能提高管理效率皆可列入創

新作法。 

 

二、督導考核建議： 
（一）本部業於96年3月15日函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以下簡稱本方案），主要為加強營建剩餘土石方流向

管理及提升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再利用效能，而有以下幾

項修正重點： 

1. 納管民辦土木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 

2. 強化公共工程先期規劃減量、平衡、整體規劃對策規則，

並對產出量達50萬立方公尺以上需評估自設、自審或特約

收容處理場所規定。 

3. 增列遠端監控系統及紀錄設備為土資場及目的事業處理

場所設置應有設施。 

4. 增列公共工程土方交換作業規定。 

5. 刪除收容處理場所場外轉運規定。。 

近二年來針對上述方案修正重點部分，於督導時已有具體之

成效，除持續透過制度化管理外，已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儘速檢討修正納入所管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自治法規

，據以落實執行。 

（二）依本方案架構，營建剩餘土石方流向管理，現分為「建築

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及「公共工程」管理及執行項目，

而直轄市、縣（市）政府負有「營建剩餘土石方主管機關

」及「公共工程主辦機關」與民間業者存在兩種權責關係

，除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自治法規及公共工程契約明

確規定約束外，應以更宏觀的角度整合所轄各單位分工，

系統性監督要求所屬公共工程主辦單位及民間工程主管單

位確實執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管制作業。 

（三）依據本方案參、二、（一）規定：「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編

擬新興公共工程計畫時，應提出剩餘土石方先期規劃構想

及經費概估，並於辦理規劃設計時，應力求挖填土石方之

平衡及減量，並對收容處理方式應有整體評估及規劃。工

程預期總出土量達五十萬立方公尺以上者，公共工程主辦

機關應評估自行設置、審查或特約收容處理場所。」就目

前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分布及收容處理場所分布，大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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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南部地區為缺土區域，大臺北地區為餘土區域，公共

工程於編擬新興公共工程計畫時，應對當地鄰近地區（預

算編列距離範圍內）之營建剩餘土石方供需情形作一整體

了解，並納入工程規劃考量中，尤其大規模出土工程更應

有妥善之因應方案，減少工程行為造成鄰近地區之衝擊，

其中針對預期總出土量達五十萬立方公尺以上者，該工程

主辦機關應評估自行設置、審查或特約收容處理場所之規

定，要求工程主辦機關於規劃設計階段即應負起營建剩餘

土石方處理整體規劃責任；另工程主管機關更應負起監督

角色，對於未依上開原則辦理之公共工程，應於預算及工

程計畫審查程序時要求主辦機關確實辦理。有關餘土處理

計畫與環評差異之處理，營建署98年4月23日研商「營建剩

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審查作業與環境影響評估結論整合識相

研商會議」針對公共工程部分工程主辦機關應以「公共工

程餘土處理處理計畫涉環評內容檢核統計表」格式，定期

陳報上級主管機關及行政院環保署控管督導，至建築工程

部分由地方政府審核，並以「建築工程餘土處理計畫涉環

評內容檢核統計表」格式，函送行政院環保署及本部納入

營建剩餘土石方督導考核內容辦理，。 

（四）依據本方案參、二、（二）規定：「公共工程於規劃設計

時，如有剩餘或不足土石方，應依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

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規定申報工程資訊辦

理撮合交換。」依據本部95年3月29日函頒「公共工程及公

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規定，總

工程預算達1億元以上或單一標案預算達2千萬元以上且出

土達5千立方公尺以上或需土2萬立方公尺以上之行政院所

屬機關辦理工程需上網申報供需資料，惟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辦理之工程亦得視需要參照辦理，因

目前直轄市、縣（市）政府部分未有設置土方交換協調機

制或雖設置機制卻缺乏供需資訊以協調，本署已於96年、

97年及本年度督導時宣導公共工程土方交換系統亦開放供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使用，請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其所屬機關所辦工程至該系統申報供需資訊，以提供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土方交換協調事宜。 

（五）依據本方案參、二、（三）規定：「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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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可再利用物料，工程主辦機關得估算其處理成本及價值

，列入競標之工程項目，並明定於預算及納入工程契約書

。前項可再利用物料之處理，不受本方案規定之限制，惟

工程主辦機關須於發包後上網記載土質種類及數量。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為調度或回收再利

用營建剩餘土石方，得將原編列土石方處理費用或購買土

石方費用變更為土石方相關作業（含挖填及運輸等）費用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得依此規定將工程產出之良質土方

透過市場機制直接供應工程或砂石市場，以減緩大量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理壓力，惟其可再利用物料流向管理應與工

程內非屬再利用物料之營建剩餘土石方或營建事業廢棄物

等管理有所切割，避免公共工程主辦機關與承包廠商就管

理物狀及管理方式等介面問題認知不一，造成違失行為衍

生，另工程主辦機關須於發包後上網記載土質種類及數量

之規定，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亦已提供相關功能

，務請各公共工程主辦機關落實執行。 

（六）依據本方案肆、三、（五）規定「遠端監控資訊及紀錄設

備」列入「土資場及目的事業處理場所設置應有設施」，

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已推動遠端監控資訊及紀錄設

備多年，且行政院工程會已將遠端監控光碟作為公共工程

餘土估驗計價之依據，本年度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

裝設遠端監控系統除因環境因素，例如無網路環境無法設

置外，其餘皆已裝設完竣，本項成果有具體成效，有關流

向查核及場所總量管制，除工地場所現地查核外，宜加強

運用遠端監控系統資訊與現地查核之整合。 

（八）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創新作法彙整如下，提供

參考交流： 

1. 臺北市政府為有效管理泥漿處理，除單獨並合理編列公共

工程泥漿處理單價，並要求營造廠商將泥漿處理計畫，與

營建剩餘資源處理計畫分開申報，並要求土方公會及本府

各工程主辦機關計畫審查時落實審查。建構『臺北市營建

工程剩餘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善用民間資源以契約方式

委託公會協助管理營建剩餘土石方流向協助處理餘土業

務。此資訊系統基本架構主要包含資料庫與使用者介面，

資料庫內包括屬性資料如工程的基本管理資料、剩餘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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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計畫資料、土方交換資料，將營建工程從申報營建剩

餘資源計畫、計畫核備情形、領取運送憑證、工地查訪與

稽查情形及完工等數位資訊化，並結合高解析衛星影像與

地理資訊地理資訊系統(GIS)連結，建立空間資料庫搜尋

系統，如基本地圖、行政區、道路、水系與重要地標，用

以提供資料的空間分布展示與查詢營建工程分布情形。透

過資訊系統以網際網路連線方式提供各工程主辦（管）機

關即時查詢使用，流向管理即時化，大幅提高營建剩餘資

源管理成效，並研擬結合GPS載運車料路徑管控及土資場

遠端監控系統之進場車輛影像對照，以點、線、面方式全

面性追蹤管控剩餘資源流向之可行性。 

2. 臺北縣政府推動建立營建工程餘土資訊管理系統透過網

路電腦化，縮短行政作業時間及加強流程管控，建立公開

化、透明化及即時化管理機制，並結合刷卡資訊系統及遠

端監視系統落實流向管理及收容處理事宜，另運用GPS系

統進行公共工程土方流向管制，及結合刷卡系統推動建築

工程泥漿類管制措施，並訂定土資場違規處分標準表據以

管理土資場。 

3. 宜蘭縣政府輔導所屬收容處理場所增設B6、B7餘土處理設

備，（由日本引進土質改良機）。 

4. 桃園縣政府推動收容處理場所遠端監控系統及網路即時

監控平台，土資場監控系統整合感應線圈、地磅、即時遠

端監控系統、車牌辨識系統技術並且建置餘土資場內，透

過寬頻網路將資料即時傳輸，並開徵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

稅挹注作為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環境維護及公共安全維

護之用。 

5. 苗栗縣政府訂定營建餘土特別稅開徵之自治條例，運用稅

收聘用人員辦理業務，以達財源、人力充裕之目標。營建

餘土收容場所，採「特許制」之核准制度，避免過度開放

造成環境破壞等負面影響。 

6. 臺中市政府請臺中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

公會協助提供相關法令諮詢、以及申辦案件進度查詢等作

業、並以遠端監控系統透過監控資訊平台即時監控，提升

所轄收容處理場所管理效能，另於自治條例訂有合法處理

場所公益回饋方案。推廣土資場綠圍籬，降低對周圍環境



第12頁 

之影響，將土資場朝向公園化、生態化、環保化為目標。 

7. 臺南市政府為避免公有收容場所成為場址周圍居民之鄰

避設施，特以將收容之餘土作為協助居民、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及本府相關單位辦理低窪地之整地及綠美化工作，公

有收容場所配合「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將部

分餘土提供該基金會進行「再生綠建材開發與推廣應用計

畫」，作為再生綠建材試驗研究利用。成立該府公共工程

土方交換申報撮合平台系統，促進資源有效利用，利用GPS

系統導入公共工程餘土流向管制，追蹤拆除後之工程餘土

流向。 

8. 高雄縣政府研擬土方交換撮合與管制措施，規定縣府發包

之公共工程、其他公共工程、建築工程撮合及上網申報標

準，並推動全面裝設砂石車監控設備，取得砂石車動態軌

跡，配合土石方管理網頁，管控土方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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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督導查核實施日程表 

順 序 
受督導

縣 市 
督導地點 日期 時間 備註 

1 臺北市 臺北縣政府 

（第一場） 

98年 4月 14日 

（星期二） 
上午 9時 30分 

請臺北縣政府 

準備場地 2 臺北縣 

3 基隆市 宜蘭縣政府 

（第二場） 

98年 4月 17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 30分 

請宜蘭縣政府 

準備場地 4 宜蘭縣 

5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 

（第三場） 

98年 4月 21日 

（星期二） 
上午 9時 30分 

請桃園縣政府 

準備場地 6 苗栗縣 

7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 

（第四場） 

98年 4月 24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 30分 

請新竹縣政府 

準備場地 8 新竹市 

9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 

（第五場） 

98年 5月 1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 30分 

請臺中市政府 

準備場地 10 臺中縣 

11 雲林縣 

嘉義縣政府 

（第六場） 

98年 5月 5日 

（星期二） 
上午 9時 30分 

請嘉義縣政府 

準備場地 
12 嘉義縣 

13 嘉義市 

14 臺東縣 臺東縣政府 

（第七場） 

98年 5月 8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 30分 

請臺東縣政府 

準備場地 15 花蓮縣 

16 臺南縣 臺南市政府 

（第八場） 

98年 5月 15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 30分 

請臺南市政府 

準備場地 17 臺南市 

18 高雄市 

高雄縣政府 

（第九場） 

98年 5月 19日 

（星期二） 
上午 9時 30分 

請高雄縣政府 

準備場地 
19 高雄縣 

20 屏東縣 

21 南投縣 彰化縣政府 

（第十場） 

98年 5月 22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 30分 

請彰化縣政府 

準備場地 22 彰化縣 

23 澎湖縣 
內政部營建署 

（第十一場） 
98年 5月 26日 

（星期二） 
上午 9時 30分 

請營建署 

準備場地 

 

24 連江縣 

25 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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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督導查核專案小組名冊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督 導 考 核 

職 掌 
代理者 

召集人 許文龍 
內政部營建署 

副署長 

綜理指揮全

盤督導事宜 
陳副主任憲欽 

副召集人 陳憲欽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營建業務） 

副主任 

協 助 綜 理 

督 導 事 宜 
李專門委員演宗 

執行秘書 莊錫全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營建業務） 

城鄉計畫科 科長 

協調督導行

政業務工作 
 

委員 吳建興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簡任技正 
督 導 考 評 
執 行 業 務 

黃科長志元 
黃技正春田 

委員  陳志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監測管理組副組長 

督 導 考 評 
執 行 業 務 

 馮正工程司美禎 

委員 彭成熹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廢棄物管理處科長 

督 導 考 評 
執 行 業 務 

 劉技正怡焜 

委員  何震宇 
經濟部 
專門委員 

督 導 考 評 
執 行 業 務 

 施技士信宏 

委員  黃照陽 
交通部 
簡任技正 

督 導 考 評 
執 行 業 務 

  

委員 李演宗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營建業務） 

專門委員 

督 導 考 評 

執 行 業 務 
 

委員 張德偉 
內政部營建署 

綜合計畫組 科長 

督 導 考 評 

執 行 業 務 
 

幹事 李守仁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 

城鄉計畫科 技正 

協 助 督 導 

行 政 業 務 
 

幹事 簡滄茂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 

城鄉計畫科 技士 

協 助 督 導 

行 政 業 務 
 

幹事 郭烈銘 
工業技術研究院 能環所 

研究員 

協 助 督 導 

行 政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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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督導考核評等評核項目及評分方式 

評核 

基準 

項

次 
督導考核項目 權重分數 

97年 1-12月

平時配合「營

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方案」

辦理情形 

1 
地方自治法規或管理規定辦理

情形 
10 

2 
整體規劃轄內餘土供需及收容

處理場所 
10 

3 工程申報率及查核勾稽率 10 

4 收容處理場所申報查核勾稽率 10 

5 

收容處理場所現地抽查回報及

「遠端監控資訊及紀錄設備」

系統建置情形 

10 

督導考核委

員依據簡報

及查閱相關

資料評分 

6 
建立土方交換機制，提升土方

交換率及土石資源再利用情形 
10 

7 
收容處理場所及工地實地現況

運作抽查情形 
10 

8 
工程土方流向抽查及加強違規

棄土取締處分 
10 

9 

確實檢討改進 97年度督導考核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缺

失項目 

10 

10 
本縣市餘土管理創新特色與推

動餘土再利用之努力事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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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督導考核整體評等結果 

地方政府 本（98）年度評等 說明 

桃園縣 優 各評等內排

序係依本次

督考計畫日

程順序。 

 

苗栗縣 優 

臺中市 優 

臺南市 優 

高雄縣 優 

臺北市 甲 

臺北縣 甲 

基隆市 甲 

宜蘭縣 甲 

新竹市 甲 

臺中縣 甲 

臺東縣 甲 

花蓮縣 甲 

臺南縣 甲 

高雄市 甲 

彰化縣 甲 

金門縣 甲 

新竹縣 乙 

雲林縣 乙 

嘉義縣 乙 

屏東縣 乙 

南投縣 乙 

澎湖縣 乙 

連江縣 乙 

嘉義市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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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督導考核依分類型評等結果 

 

都會型 

評核結果 地方政府 本（96）年度評等 

第 1名 臺中市 優 

最後 1名 嘉義市 丙 

都會型縣市： 

臺北市、臺北縣、基隆市、桃園縣、新竹市、臺中市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 

 

城鄉型 

評核結果 地方政府 本（96）年度評等 

第 1名 苗栗縣 優 

最後 1名 屏東縣 乙 

城鄉型： 

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臺中縣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偏遠及離島型 

評核結果 地方政府 本（96）年度評等 

第 1名 金門縣 甲 

最後 1名 澎湖縣 乙 

偏遠及離島型： 

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連江縣、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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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地方政府執行查核重點項目考核結果 

地方 

政府 

限期完成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

理之地方自治

法規，並落實

執行。 

整體規劃轄

內餘土供需

及收容處理

場所 

轄內所管（辦

）工程申報率

及查核勾稽

率 

轄內所管收

容處理場所

申報查核勾

稽率 

收容處理場所

現地抽查按季

回報及「遠端監

控資訊及紀錄

設備」系統建置

情形 

收容處理場

所現地抽查

情形 

建立土方交換

機制，提升土方

交換率 

工程土方流

向抽查及加

強違規棄土

取締處分 

確實檢討改

進 96年度督

導考核各直

轄市、縣（市

）政府之缺失

項目 

該縣市餘土

管理創新特

色與推動餘

土再利用之

努力事項 

臺北市 有待改善 尚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尚可 優良 尚可 尚可 

臺北縣 有待改善 優良 尚可 優良 優良 尚可 尚可 優良 尚可 優良 

基隆市 尚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有待改善 尚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宜蘭縣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尚可 尚可 尚可 尚可 尚可 

桃園縣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新竹縣 有待改善 優良 尚可 優良 優良 有待改善 尚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苗栗縣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尚可 

新竹市 優良 優良 尚可 優良 優良 有待改善 尚可 尚可 尚可 有待改善 

南投縣 有待改善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彰化縣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臺中縣 優良 優良 尚可 尚可 優良 有待改善 尚可 尚可 尚可 尚可 

臺中市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雲林縣 有待改善 優良 尚可 優良 優良 尚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嘉義縣 優良 優良 尚可 尚可 優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尚可 有待改善 

嘉義市 尚可 有待改善 優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尚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臺東縣 有待改善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尚可 尚可 尚可 尚可 有待改善 

花蓮縣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尚可 有待改善 

臺南縣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尚可 尚可 

臺南市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高雄市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尚可 尚可 尚可 尚可 尚可 

高雄縣 優良 優良 尚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屏東縣 有待改善 優良 尚可 尚可 有待改善 尚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尚可 

澎湖縣 優良 優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優良 尚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連江縣 優良 優良 有待改善 優良 尚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金門縣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尚可 尚可 



第19頁 

【附表 7】 督導考核委員綜合性審查意見 

 
類別 督導考核委員綜合性審查意見 

綜 

合 

意 

見 

1. 對於外縣市土方入境量高於本轄區內公共工程等自辦建築工
程出土量之縣市政府，可利用遠端監控機制加強餘土流向監控
及總量管控。 

2. 本年度 5月 1日啟用先查核後啟用機制，請多加宣導所屬單位
先行查核，以利後續作業。 

3. 請各縣市政府加強提昇公共工程餘土可再利用物料比例，可採
「逕為交易」或「折抵工程款」方式辦理。 

4. 目前收容處理場所每季抽查係以抽查場數來評分，下年度督導
將研議採抽查次數為評分標準，請縣市政府預為調整現行抽查
模式。 

5. 本島偏遠無法設置遠端監控之收容處理場所，有採錄影方式辦
理，請離島三縣市參考設置。 

6. 公共工程餘土減量、交換、可再利用物料之運用，宜於規劃設
計階段建立檢核機制。 

7. 餘土收容場所現地抽查宜請普及所有項目，以提高效果。 

8. 收容處理場所抽查項目部分，因該場所亦屬砂石車安全管理方
案之源頭管制一環，且因應重量法之實施，應要求其設備地磅
，因此建議於檢查項目中增列 (1)地磅設置情形 (2)進出車輛
裝載數量紀錄之查核(於聯合稽查時)。 

9. 流向查核及場所總量管制，除工地場所現地查核外，宜加強運
用遠端監控系統資訊與現地查核之整合。 

10. 本署 98年 4月 25日研商餘土處理計畫審查與環評結論檢核作
業流程，請配合修正餘土處理計畫格式及檢核作業。 

11. 未來應使用遠端監控記錄作為土方驗收佐證，尤以公共工程之
驗收。 

12. 有關流向合法砂石場、預拌場等收容場所之土石方，亦屬可再
利用資源，建議可納入再利用情形之統計，以彰顯其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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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督導考核委員按縣市審查意見 

地方政府 督導考核委員依縣市別審查意見 

臺北市 

1. 請市府積極協調議會盡速完成自治條例法制作業。 

2. 餘土收容處理場所申請之審查，對於整體規劃設置之區位仍請

列為重點考量，宜以實際需要為準，務以所耗資源最小，管理

效益最大，採輔導與獎勵並重，以免流於區域性集中設置。 

3. 收容處理場所及工地實地現況抽查發現有異常之案件，應設立

追蹤機制，務儘速促使業者完成改善工作。 

4. B6、B7淤泥是否確實進入土資場處理，似缺乏整體管控機制，

請檢討辦理。針對 B6、B7類公共工程產出土方，檢討研議採

另案辦理該類土方收容處理採購之可行性。建議將各工程申報

數量知會各工程單位加強與工程驗收結算數量勾稽檢核。 

5. 臺北市 97年產出餘土有 78.75％送往外縣市處理，因轄內設置

收容處理場所土地取得不易，建議加強外送餘土之流向追蹤及

抽查，並與外送縣、市協調，建立流向管理合作機制。 

6. 土方交換委託公會建置平台辦理，仍應適時查核檢討有無切合

實際需要。土石方交換率及再利用成果可再檢討採取更積極作

為，並擴大縣市合作範圍，土方交換撮合會議應更積極召開。 

7. 轄內屬淤泥類之餘土違規棄置造成之環境問題較一般餘土較

大，建議針對大型工程及該類餘土產出比例大之公共工程專案

列管或提高查核頻率，亦或善用目前全面建置之遠端監控設備

等協助管理。 

8. 委託公會進行餘土流向管理，未來將以網路逐漸取代紙本作業

，然依方案，餘土處理計畫核備、流向證明文件核發等紙本作

業，係流向管理及後續違失之相關行政處分依據，相關行政作

業委託公會辦理同時，應考量相關監督機制及釐清權責關係。 

臺北縣 

1. 營建土石方自治條例之訂定，請縣府積極協調議會盡速完成自

治條例法制作業。 

2. 土資場現地查核發現違規部分對若干情節較重大者，為免影響

周遭環境，除即令提出改善外，亦應予以適當裁罰，以維公權

力。土資場之現地抽查應依抽查項目確實查核加強改善。 

3. 對違規案件適時辦理講習或教育宣導，以減少違規事件發生。 

4. B6、B7流向管制結合刷卡系統，可能其他縣市無法配合刷卡系

統建制，應請縣政府加強溝通協調。 

5. 建築工程餘土運至外縣市處理，該部分外運土方數量比例是否

有逐年提高情形，深入檢討及研議因應處理對策。 

6. 土方交換撮合機制運作建議成立專案小組依需要主動召開撮

合會議，建議可參考臺北市政府土方交換協調機制，將轄內土

方交換協調平台化、常態化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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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轄內餘土年產量大，惟因市場機制，造成餘土外運比例仍高，

請加強外運餘土之管理，與外送縣市協調，建立流向管理合作

機制。土資場之設置，建議輔導尚未有土資場之北區及東區，

對目前申設中之土資場加強審查速度及相關輔導工作。 

8. 建議針對大型工程及該類餘土產出比例大之公共工程專案列

管或提高查核頻率，亦或善用目前全面建置之遠端監控設備等

協助管理。 

基隆市 

1. 實際土方流向抽查除本市遠端監控外，亦可運用收土端縣市系

統。工地之查核仍偏重於公共工程部分，請依規定加強建築工

程之查核。 

2. 公共工程可再利用物料處理方式宜再加強，並檢討自治條例內

容適用性，並建立規劃設計階段審查檢核機制。 

3. 本市土資場以填埋為主，實際出土卻大多送往外縣市加工型處

理處所；故本市土資場設立宜輔導轉型。月眉土石資源堆置處

理場，請市政府督促業者儘速依限啟用。 

4. 土資場現地抽查項目應對「場所應有設備設施檢查」項目加強

抽查辦理。並就抽查結果須改善事項，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5. 餘土管理之創新除資訊監控系統之研發外，對於人力組織之整

合運用，協調平台之建立等建議予以加強辦理。 

6. 土方交換率僅 0.28%實屬偏低，土方交換情形之主動積極性尚

待加強，應主動檢討原因及提出改善措施，建議儘速建立土方

交換機制，主動召開撮合會議，對土方交換之提昇具有助益。 

7. 建議針對違規事件，辦理講習或教育宣導，以減少違規事件發

生。 

桃園縣 

1. 縣府委託建置之土資場遠監控資訊及記錄設備，對於若干異常

部分及監控平台監視情形仍應於現地收容處理場所抽查時檢

視勾稽，以確保各土資場依規定運作。 

2. 自治條例除訂定相關罰則外，亦可酌訂獎勵措施，以提高土石

方處理之執行效率。 

3. 自辦公共工程餘土流向上網申報 97年度查核率 71.4%，較 96

年度之 63%提升，惟較建築及拆除工程 92.7%明顯偏低，仍請

加強查核。 

4. 桃園縣部分沿海鄉鎮海岸侵蝕嚴重，建議加強善用營建剩餘土

石方處理機制協助因應改善，並可研議結合水利署石門水庫清

淤工程，共同研擬改善之可行性。 

5. 石門水庫淤泥去化是迫切議題，在縣轄內能經由處理場所處理

後，將有效提升需土場所意願，並減緩運送污染及車次。 

6. 桃園縣政府對於土方流向管制，已建立利用車牌辦識系統進行

監控，建議於完成測試後，推廣到縣內其他土資場進行監控。

應再考量開放外縣市進土，並利用科技化管理流向。 

7. 可再利用物料數量偏低，應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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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 建築工程及公共工程申報之查核率分別為 91.30%及 68.24%，

較 96年度進步許多，惟政府主辦之公共工程部分請檢討原因

並針對問題訂定改進措施確實改進。  

2. 收容處理場所之抽查對違規情節重大者，除依規處分外，宜重

新檢視原核定計畫，考量重予審查。 

3. 新竹市外土入境量極多，且外運土量亦偏多，請加強申報之查

核，可利用遠端監控資料，與產出之外縣市主辦機關查核流向

，加強流向管控之監督。 

4. 對於 97年度土方交換率為零部分，請檢討改進因應措施。 

5. 建議將「可再利用物料」列入自治條例，加強土石方再利用，

並節省公帑。 

新竹縣 

1. 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之訂定，請就自治條例未通

過原因，研擬因應對策，並請縣府加強與議會協調溝通，盡速

完成自治條例法制作業。 

2. 公共工程及建築工程申報之查核率分別為 55.65%及 42.07%，

雖較 96年度略有提升，請檢討改進因應措施，積極改善。 

3. 外縣入境之土方量高達自產量之 3倍，請注意加強申報之查核

合理性，另外運土量亦偏多，可利用遠端監控資料，與外縣市

主辦機關查核流向加強管控監督。 

4. 以轄內公共工程規模而言，97年度土方交換率為 0%，請檢討

改進因應措施，應建立機制，加強辦理。 

5. 本縣產出良質土 B1~B2-2高達 130萬立方公尺，約全縣產出之

一半，應積極推動該等物料之再利用。 

宜蘭縣 

1. 公共工程可再利用物料處理方式宜再加強，並檢討自治條例內

容適用性，並建立規劃設計階段審查檢核機制。 

2. 土資場抽查應就應抽查項目逐項抽查為宜。 

3. 工地現地查核情形偏低，5件/年，請加強。建築工地工程現地

抽查，集中在下半年，請有計劃辦理抽查作業。 

4. 外土運至縣內設量極大，請注意結合相關縣市，共同加強土方

流向管控工作。實際土方流向抽查除本市遠端監控外，亦可運

用收土端縣市系統。 

5. 土方交換率較以往有減少的情形，請檢討原因及提出改善措施

。請建立土方交換機制並成立專案小組，視需要召開撮合會議

，以提升土方交換績效。 

6. 前次缺失部分，工程申報率及查核勾稽率，收容場所申報查核

勾稽率，應還有加強空間。建築及公共工程之查核率，仍請再

加強人力辦理。 

7. 建議針對違規事件，辦理講習或教育宣導，以減少業者違規事

件發生。 

苗栗縣 
1. 對於收容處理場所及工地實地運作抽查部分，縣府係委託外聘

之查核委員辦理，固可節省政府人力，惟是否能徹底執行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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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能否依規定確實執行，請適時予以檢視。 

2. 苗栗縣政府收受外縣市土石方量甚多，建議可研議建立跨縣市

流向追蹤管理合作機制。97年度外縣市進入土方量 198萬方，

請與產出之縣市利用現在推動實施之遠端監控進行監控。對土

方流向抽查結果，除予以違規者處分外，亦應同步查察各檢查

端予以密切管控。 

3. 土方交換機制及交換率可再加強。 

4. 可再利用物料高達 120萬立方（126%），未上網申報，應加強

宣導。 

5. 苗栗縣政府收受外縣市土方（尤其是臺北縣、市及桃園縣石門

水庫之 B6、B7），對於細質粒料之土方應防止其填埋後之土地

利用困難之後果。 

臺中市 

1. 土方交換率雖已從 96年 0.033%提升至 0.9%，惟執行績效仍有

待提昇。鑑於土石交換率有其配合條件，建議除目前推動中之

「逕為交易」制度外，亦請考量設立類似土方銀行之暫置場，

以利媒合、交換。請市府應用所定機制積極溝通處理。 

2. 簡報中提及承商自主檢查機制部分，建議於車輛造冊資料中增

列ㄧ欄「車輛總重」，以方便出土時，立即瞭解該車輛之裝載

限制。 

3. 簡報中所示「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備註 7表示若採容積法

請填立方公尺及比重，惟該文件中並未看到「比重」，因涉及

車輛超載之管控，請改善。 

4. 依市府 SWOT分析，因都市化程度高，土資場設置困難，因而

場外直接轉運量高達 8900000立方公尺，故土方流向之查核管

控相對非常重要，土方之再利用亦為重要課題，請務必加強辦

理。 

5. 市府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中訂有民間建築工程可再

利用物料管理事宜，恐與其他地方政府有管理介面銜接問題，

請市府實際執行時確實與其他地方政府橫向聯繫並確認權責

關係。。 

6. 臺中市在自治條例中，已刪除場外直接轉運業務，應請市府協

調增設收容處理場，以提高剩餘土石方之處理容量。 

臺中縣 

1. 臺中縣土石方交換機制尚稱完善，可是無法提升土石方之交換

率，土石方交換率僅 0.39%，較 96年 7.08%為低，為求資源再

利用，建議加強媒合機制之建置，並檢討建立如土方銀行之暫

置場地，提高交換率。轄內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品質較佳，應

考量如何再利用物料及土方交換等方式強調資源再利用。 

2. 建議加強相關管制作為之查核率及流向管制(如不告知跟車、

抽驗)。 

3. 建議適時將執行上之檢討結果反應至制度法制面及創新作法

上，並與相關業者溝通、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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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容處理場所稽查作業依據規定，主管機關為執行稽查業務得

邀請工務、環保等參與。而由稽查紀錄顯示，多集中某承辦人

，其他機關是否會同未顯示，建議可擴大稽查成員。 

5. 建築工程查核率 75.76%，雖較 96年 66.2%提升，成績仍應再

加強提高，另公共工程查核率 74.71%反較 96年 87.8%落後，

應請檢討原因改進。 

6. 土資場設置雖鼓勵廣徵廣設，惟仍應整體評估，切合地方實際

需要，產生最大效益為主，勿淪為區域性集中設置。 

彰化縣 

1. 彰化縣實際營運中之土資場僅有 1處，收容處理量 39.8萬立

方公尺，較 97年該縣餘土產量 41.3萬立方公尺為低；建請彰

化縣政府對已核發營運許可尚未營運之土資場，加強輔導及縮

短相關行政作業流程，俾早日收容處理餘土。 

2. 97年度土方交換率僅 3.87%，建請加強縣府營建剩餘土石方及

混合物管理推動小組協調管理功能，俾提升土方交換率。土方

交換及可再利用物料宜落實於申報體系。 

3. 建築工程流向抽查宜再加強，抽查處數尚嫌不足，請積極運用

本縣及外縣市遠端監控系統輔助抽查。請縣政府加強辦理，並

對建築工程部分增加抽查，以利餘土流向控管。 

4. 產出餘土送至外縣市處理約佔 40%，請縣政府加強對工地餘土

產出之流向管制。 

5. 土資場場外轉運數量及流向管理未說明，應加強管理。申設中

之收容處理場所不應再核准場外轉運功能，B6B7亦應分開審查

處理設備及處理能量。 

6. 彰化縣土質良好(B1～B2-2約 30萬方，佔約 75%)，公共工程

產出量約佔 60%，應加強公共工程可再利用物料，建立招標文

件及機制。 

雲林縣 

1. 本縣尚未訂頒自治條例、無營運中土資場，請加強行政作業程

序並與議會協調溝通盡速完成立法，俾利土石方處理業務推動

。 

2. 縣府目前無土資場，目前剩餘土石方流向為何？土方收容處理

場所的設置，請加速進行，以減少外運處理之現象。對目前申

辦中之 7處土資場，請加強輔導及審查作業並訂定時程管控。 

3. 針對目前施工中之「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相關工程餘土

，應建立妥善處理機制。 

4. 97年度土方交換率 17.8％，繼去年土方交換及再利用情形績

效良好，惟為達到更佳效果，請建立協調機制成立土方交換工

作小組，視需要定期召開撮合會議，主動積極辦理，提升方交

換率。 

5. 收容處理場所現地抽查一季僅一次尚嫌不足，應予加強，查核

項目獨漏遠端監控系統設備，應予改善。 

6. 建築及公共工程查核率分別為 71.43％及 75.82％，尚有改善



第25頁 

空間，請再加強處理。公共工程之查核率列有 8件，惟均集中

於水利工程方面，請再查明有無他類工程待查核。 

7. 本縣餘土產出主要為公共工程（約 90％），應加強公共工程規

劃階段之可再利用物料、土方交換、土方平衡及土方流向查核

及督導作業。違規取締仍應加強土方流向之管控。 

南投縣 

1. 營建剩餘土石方自治條例，協調專案小組設置要點，交換利用

作業要點等自治法規及行政命令，僅完成草案訂定，尚未通過

立法或核定，請加速相關行政作業，儘早頒布實施，俾利土方

處理業務推動。 

2. 南投縣惟一之集集公有棄土場雖剩餘容量為 97年餘土產量之

682.2%，但該縣餘土有 86%外送其他縣市處理，突顯南投縣土

資廠及實際收容處理量不足問題，建議南投縣政府深入檢討，

並對目前申設中之 2處土資廠加強輔導及審查工作。 

3. 土方交換及可再利用物料之處理方式，宜建立公共工程規劃設

計時對策機制運用之。可再利用物料之處理成果為 0％，請縣

政府加強宣導各公共工程單位積極辦理。土石方交換率僅

1.77%，請縣政府儘速完成機制建立之法制程序，並積極推動

辦理。 

4. 請加強網路申報查核作業，營建工程餘土流向查核勾稽建築工

程部分僅 42.11%，請縣政府加強改善。公共工程無抽查紀錄，

應加強。工地流向抽查仍以環保為主，應加強流向之抽查，可

運用外縣市遠端監控系統輔助本縣外送土方之抽查。 

5. 運至外縣市土方量佔 86%，應加強流向管理機制。 

6. 本縣公共工程出土佔 85%，良質土（B1~B2-2）佔約 80%，應加

強公共工程可再利用物料，建立招標文件及機制。 

嘉義市 

1. 嘉義市轄區內目前並無土資場實際運作收土，為減少土方外送

其他縣市處理數量，建議對所屬公共工程加強設計減量之節能

減碳之工法，並持續提升土方撮合交換率。 

2. 建議市政府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研議市府公辦土資場之可

行性。 

3. 「嘉義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無罰責，

應加強辦理。針對土方之處理有回饋作法，惟因現因無土資場

，故回饋公共設施之地點請妥善研議處理。 

4. 嘉義市土方資源大部分均外運其他縣市，由違規取締成果統計

來看，市府尚欠土方流向管制研訂相關管控機制，宜儘速加強

改善。 

5. 97年有 75.99％產出餘土送往外縣市處理，比例甚大，請加強

外送土方之流向管理；另 97年自辦公共工程上網勾稽查核率

45.45％，亦請加強辦理。工地抽查大部分集中在建築工程方

面，請加強公共工程之查核。 

6. 本市無營運中及申辦中土資場，應加強可再利用物料及土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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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跨縣市交換），及流向管理（落實遠端監控資料之查核），

以減少源頭需堆置土方之產生，土方流向查核請加強跨縣市之

勾稽。 

嘉義縣 

1. 97年剩餘土石方產出 29.7萬 M3，較 96年之 63.2萬 M3及 95

年 68.5萬 M3降低，建議檢核數據之正確性並檢討數量驟減原

因。 

2. 土資場（轉運型）僅 3家，查核率卻未能提升，僅為 68.2％，

應請加強處理。本縣土資場有處理 B6、B7功能者，應加強審

查其處理設備及處理能量。嘉義縣 97年 B6土質產出 2.7萬 M3

，建請未來加強該管土質土方之流向管理工作。 

3. 97年嘉義縣建築及拆除工程餘土流向查核勾稽率為 0，顯現府

內相關單位之協調出現問題，應請縣府盡速協商改善。工地現

地抽查僅 1件，抽查結果為當日無出土，請增加工地抽查次數

。  

4. 本縣餘土產出主要為公共工程（約 90％），應加強公共工程階

段土方平衡、可再利用物料、土方交換及土方流向查核與督導

作業，縣府應儘速成立土方交換工作小組進行撮合交換，有效

整合各單位剩餘土石方，流向管控請結合相關縣市政府共同管

控。 

臺南市 

1. 已訂定臺南市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營建餘土石方交換工作小

組設置要點，請儘速函頒發布實施。土方交換率還有提升的空

間，應在公共工程餘土交換申報撮合平台系統建置完成後，積

極主動辦理。 

2. 自治條例尚未將土資場設置遠端監系統納入，建議補充納入自

治條例，以臻完整。 

3. 目前營運中之 3處土資場陸續將於 100年前屆營運期限，未來

土石方收容處理及已開發資訊系統之充分利用，建議加強輔導

民間廠商申設土資場，並研議利用安南區廣大幅員土地設置公

辦土資場之可行性。 

4. 97年度公共工程及建築工程餘土分別占 54%及 46%，但工地抽

查 35案中僅有 5案抽查建築工程，建議提高建築工程抽查比

例。 

5. 收容處理場所查核次數可再加強。建議加強土資場現地稽查之

總量管制項目。 

6. 可再利用物料之處理除以標售方式外，應請市政府就自辦工程

部分推動折抵工程款方式，以加強可再利用物料資源之再利用

。建議訂定公共工程可再利用物料招標作業規定。（B5類） 

臺南縣 

1. 縣府擬辦理臺南縣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規費收費標

準（草案）及臺南縣目的事業處理場所收受營建剩土方，申請

及審查標準（草案），對於縣府之財政及人力有所幫助，請儘

速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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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外縣市處理之餘土占產出量之 16%，建請持續加強該等工程

工地之抽查及稽核土方流向。 

3. 貴府於審查及核准土資場時，對於運輸車輛有所規範，於收容

場所抽查時是否有納入查核及如何查核，請補充說明。土資場

現場查核項目應加強總量管制及遠端監控設備及資料之稽查。 

4. 營建工程餘土自辦公共工程部分之查核勾稽率仍屬偏低，應請

縣政府加強改善。 

5. 南部地區土質好但缺土，請縣政府加強對可再利用物料以折抵

工程款或逕為交易方式處理。建議訂定公共工程可再利用物料

招標作業規定。（B5類）建議訂定土資場收受 B6、B7審查作業

規定。 

6. 收容處理場所之抽查仍應對「現場暫存土質數量核對」之項目

確實查核。有關工地現地抽查及土資場現地抽查，建議可部分

研議採不預先通知抽查方式辦理。 

高雄市 

1. 高雄市產出之剩餘土石方以外運至外縣市居多，流向管制不易

，建議應主動與鄰近縣市成立跨縣市協調小組，以利控管。本

縣市產出餘土送往外縣市處理數量高達 94.9％，請配合收容之

縣市，利用遠端監控設備，進行查核。高雄市產出之餘土有

94.9%送往其他縣市處理，雖有交叉稽核及跟監拍照，惟仍應

請市政府加強管控，並確實檢討執行成效。 

2. 貴市土方流向之管制查核以環保局為主，建議應成立跨局處查

核小組，結合檢調、警政、工務、環保等單位，以落實查核作

業。土石方相關管制執行情形，建議提報首長會報。 

3. 貴市所訂剩餘土石方相關規定，未見工程主辦機關執行情形，

如遠端監控之紀錄納入工程契約執行，土方減量、再利用之相

關措施規定，建議應與工程機關建立管控機制。 

4. B6、B7類土方之管理措施，請加強。 

5. 工地查核僅以土資場工區為唯一對象，請加強民間及其餘工地

之查核。工地現地抽查應加強公共工程部分，以確實掌握餘土

流向。 

6. 大林蒲南星填海造陸計畫已收納所有工程產土，種類屬可再利

用良質土或經加工後可回收之土方，應妥加利用，勿全數填埋

，以利資源有效利用。大林蒲第二工區已收容皂土與泥漿水，

建請研議皂土與泥漿水之管理措施。 

7. 高雄市政府 97年度土方交換率僅 4.4％，請積極依公佈之「高

雄市政府工務局督導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管理工作考核實施

計畫」辦理。 

高雄縣 

1. 營運中土資場以民營為主，因應未來供需問題，建議應提早規

劃設置公營土資場，甚至對於淤泥類土石之收容場所亦應考量

。 

2. B6、B7類土方之管理措施，請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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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貴縣所訂剩餘土方相關規定，如遠端監控機制如何納入工

程契約，土方減量，再利用之相關規定，未見有與工程主辦機

關，建立管制機制。 

4. 高雄縣 97年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率已提昇為 27.6％，但可再

利用物料逕為交易則僅為 2.26％，有偏低之現象，高雄縣政府

可在此部分再加強推動。 

5. 公共工程查核率雖較 96年度高仍請加強查核。自辦公共工程

部分之上網查核勾稽率僅 60.19％尚屬偏低，請縣政府再予督

促工程主辦單位積極辦理。 

6. 要求研處高高屏跨縣市土方處理方式及策略，係為達土方流向

管控能納入管理，切實掌握為目的，橫向聯繫管控機制請統合

建立。土石方相關管制機制執行情形，建議提報首長會報。 

7. 工地抽查偏重於公共工程，請縣政府加強對建築工程部分予以

抽查。 

澎湖縣 

1. 為加強土石方流向管制，建議參考工程會工程契約範本及技術

服務契約範本納入採購契約，據以執行。 

2. 由現場照片顯示，剩餘土石方可能夾雜許多廢棄建材或垃圾，

宜要求剩餘土石產出先期處理時，要做好分類，以利運至土資

場回填或日後再利用。對於盜挖產生之大深坑，顯見澎湖有大

量土石需求，故是否有足夠良質剩餘土供回填，請評估。 

3. 轄域島嶼分散產土應朝直接再利用或交換方式處理最為理想

，故建議加強建立土方交換機制，提升土方交換率，另為減低

土資場收容餘土壓力，請縣政府加強辦理可利用物料之處理（

採逕為交易或折抵工程款）。 

4. 據資料顯示，出土之處理均採掩埋方式處理，應以加工分類方

式，依據不同用途使用，以利資源有效利用。 

5. 建築工程及拆除工程之查核率37.5％，公共工程之申報率37.8

％仍偏低，均請再加強。收容處理場所及工地現地抽查，應請

縣政府確實改善並加強積極辦理。 

6. 貴縣土資場無監控及人員管理，宜加強隨車運送憑證攔檢，承

商自主管理檢附進場佐證(照片)，應配合工地勘驗查核之，相

關查核作業宜於規章中落實要求。公有土資場之營管費用挹注

，可考量依工程收費之。因地緣電力因素，無法配合設置遠端

監控設備，應請特別加強土方流向管控之管理。 

屏東縣 

1. 淤泥類土方之流向追蹤未有紀錄。 B6、B7類土方之管理措施

，請加強。 

2. 以往缺失改善情形欠佳（包括上網申報、查核、土方交換機制

之建立、工地查核…等），請積極督促配合辦理。外縣市流入

本縣市之土方量持續增加，請切實做好流向管控。 

3. 土石方自治條例歷經多年仍未完成法定程序，惟屬管理必要政

策，仍請協調訂定。自治條例之訂定再與議會溝通儘速完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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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 

4. 收容處理場所現地抽查 97年度 1-3季均無抽查紀錄，應請縣

政府加強改善。收容處理場所請針對土質之利用價值、分級處

理及使用予以檢討分析。 

5. 建築及拆除工程上網申報率過低，流向管制未盡落實，建議研

訂相關管制措施，以杜絕非法。 

6. 督導考核報告書內容尚待加強，工程餘土流向上網查核勾稽率

自辦公共工程部分僅 41.83％，建築工程申報件數明顯偏低，

工地現地抽查次數尚嫌不足，且均偏重公共工程，請縣政府儘

速加強辦理，必要時舉辦宣導說明會。 

花蓮縣 

1. 本縣 B1、B2-1、B2-2佔產量 86%，且以公共工程出土為主，宜

加強可再利用物料方式處理。 

2. 針對違規事件，有無追蹤改善情形，並建議對業者辦理講習或

教育宣導。 

3. 土方交換之媒合作業請加強辦理，花蓮縣政府已成立餘土處理

協調專案小組，惟 97年土方交換量為 0，仍請該小組積極撮和

，並研議提升土方交換率。 

4. 違規棄土取締處分次數仍偏低，請加強辦理。 

5. 97年工地現地抽查僅辦理 4件，且抽查對象均為民間建築工程

，除建請提升抽查件數外，並將公共工程納入抽查。 

6. 建議對所屬公共工程加強提升良質餘土之再利用措施。 

臺東縣 

1. 本縣 B1、B2-1、B2-2類土質佔 90%以上，且產源以公共工程為

主，未來應以公共工程可再利用物料方式加強處理。 

2. 土方交換率 8.6%較往年減少，應主動檢討原因及提出改善措施

。 

3. 針對違規事件，有無追蹤改善情形，並建議對業者辦理講習或

教育宣導。針對違規堆置土方之處理，民間建築工程部分採罰

緩方式，政府自辦工程部分採行依契約規定扣款，宜請注意處

罰比重。 

4. 自辦公共工程之查核率雖已從 96年之 72.7%提升至 97年

87.91%，惟因公共工程之查核，政府理應作為表率，故仍請繼

續加強執行。97年度餘土工地抽查對象均為公共工程，未來請

將民間建築工程納入抽查。 

5. 餘土處理自治條例尚在縣府法規會討論，請儘速提送議會審查

，並加強與議會之溝通協調，以早日完成立法，俾利土石方處

理業務推動。 

6. 縣內 2家公辦填埋型土資場剩餘容量已不多且將陸續關場，其

餘均為轉運及加工型私有土資場，應加強追蹤該等私有土資場

之處理流向情形。 

金門縣 
1. 對於公有暫時堆置場所，仍應有相關查核管制及流向管制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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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門縣土資場已完成遠端監控系統裝設，惟為落實流向管制建

議應參考工程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及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相關

規定納入契約，據以執行。 

3. 收容處理場所之現地查核次數或頻率，可再加強。 

4. 工地抽查(樓板勘驗)可與遠端監控檢核輸出資料相互運用，提

升抽查品質。自辦公共工程之申報率（85.71％）及勾稽查核

率僅 86.2％，請縣政府加強督促各工程主辦機關改善。 

連江縣馬

祖 

1. 連江縣土資場以公有為主，部分仍未完成遠端監控系統裝設，

應請儘速完成裝設，並納入工程採購契約，藉以管控土方流向

。公有場處裡費用可考慮於工程端收費之，惟需完成法治化，

以挹注營運。 

2. 土方交換及再利用宜再加強。土石方交換率為 0％，應請縣政

府儘速建立土方交換機制，並積極執行。 

3. 可就營建剩餘土石方再利用作為再作研議。土方分類利用、設

立加工轉運型收容處理場所等，仍請積極推動。工地抽查與遠

端監控可互相運用輔助。 

5. 自辦公共工程上網申報率僅 20％實屬偏低，應請縣政府加強改

善。土資場設立、土方申報、查核、勾稽方式、土方管理辦法

（收費機制）等，均於籌備及規劃階段，應加速落實執行，才

能達到控管之效果。 

6. 前次缺失改善情形，需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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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地方政府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情形 

地
區 

縣市 

本轄內餘土總
出土量 

（立方公尺） 

轄內餘土土
方交換量 

（立方公尺） 

轄內餘土 
外運處理量 
（立方公尺） 

轄外餘土 
運進處理量 
（立方公尺） 

轄內餘土 
境內處理量 
（立方公尺） 

餘土收容處理
總量 

（立方公尺） 

境內核
准處理
場數 
（處） 

境內場所核准
處理總量 

（立方公尺） 

境內場所
核准處理
率（％） 

境內自行
處理率（
含土方交
換） 
（％） 

(1) (2) (3) (4) 
(5) 

=(1)-(2)-(3) 

(6) 

=(4)+(5) 
(7) (8) 

(9) 

=(6)/(8) 

(10)=[(1)- 

(3)] /(1) 

北
部
地
區 

臺北市 7,145,712 162,919 6,178,873 965,770 803,920 1,769,690 7 6,379,028 28% 14% 

臺北縣 8,786,000 703,000 6,646,218 782,660 1,436,782 2,219,442 13 14,319,000 15% 24% 

基隆市 516,000 1,456 514,210 188,721 334 189,055 2 7,538,000 3% 0% 

桃園縣 2,349,389 519,302 1,029,919 6,848 800,168 807,016 12 4,584,560 18% 56% 

新竹市 1,081,050 0 302,548 3,782,032 778,502 4,560,534 6 4,750,000 96% 72% 

新竹縣 2,442,877 0 382,511 7,756,348 2,060,366 9,816,714 13 13,565,360 72% 84% 

中
部
地
區 

苗栗縣 884,382 165,418 517,580 1,983,742 201,384 2,185,126 11 6,675,502 33% 41% 

臺中縣 1,453,571 5,627 683,103 1,926,623 764,841 2,691,464 8 2,695,720 100% 53% 

臺中市 3,249,373 29,515 1,914,362 83,086 1,305,496 1,388,582 4 10,680,000 13% 41% 

彰化縣 412,643 16,000 165,114 55,456 231,529 286,985 1 397,800 72% 60% 

南投縣 150,917 2665 130,490 159 17762 17921 1 1,029,557 2% 14% 

南
部
地
區 

雲林縣 262,414 46699 211,084 71,190 4,631 75,821 1 600,000 13% 20% 

嘉義縣 297,056 1,260 68,971 270,691 226,825 497,516 3 1,018,695 49% 77% 

嘉義市 348,221 83,617 264,604 0 0 0 0 0 0% 24% 

臺南縣 1,007,810 416,665 160,819 522,660 430,326 952,986 6 5,298,677 18% 84% 

臺南市 495,690 161,348 129,804 128,077 204,538 332,615 3 2,784,815 12% 74% 

高雄市 1,585,197 69,434 1,509,593 1,036 6170 7,206 1 3,555,000 0% 5% 

高雄縣 2,215,402 610,815 696,074 1,573,158 908,513 2,481,671 14 9,861,745 25% 69% 

屏東縣 234,425 9,554 61,782 612,983 163,089 776,072 5 3,375,023 23% 74% 

東
部
地
區 

宜蘭縣 434,112 17,703 4704 867,319 411,705 1,279,024 6 2,751,858 46% 99% 

花蓮縣 419,152 0 11621 4440 407,531 411,971 9 2,905,055 14% 97% 

臺東縣 170,265 14,773 0 11621 155,492 167,113 8 1,920,754 9% 100% 

離
島
地
區 

澎湖縣 26,609 3712 1372 0 21,525 21,525 4 252,000 9% 95% 

連江縣 11,943 0 0 0 11,943 11943 1 200,000 6% 100% 

金門縣 228,649 198,736 0 0 29,913 29,913 1 32687 92% 100% 

總計 36,208,859 3,240,218 21,585,356 21,594,620 11,383,285 32,977,905 140 107,170,836 31% 40% 

（數據來源：97 年度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與規劃設置土資場及流向管制督導考核計畫各地方政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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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97年度全國各地核准年收容處理能力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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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97年度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產生地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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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97年度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整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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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及處理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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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97年度營建剩餘土石方境內外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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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 97年度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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