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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 

貳、案   由：行政院對於國防部擅於南沙群島太平島興

建簡易運輸機跑道乙案，未善盡督導之責

，致規劃、核定與執行過程嚴重失序，核

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南沙群島係我國最偏遠的領土，惟因距離台灣本島

太過遙遠，難以掌握控制，除太平島外，其餘島嶼早經

周邊各國瓜分侵占，影響我國主權甚鉅。依據大自然季

刊於民國(下同)95 年 7 月 25 日出版之「南海巡弋」專

題報導，除我國占有之太平島外，其餘島礁中共占有 7

個，越南占有 29 個，馬來西亞占有 5 個，菲律賓占有 8

個，汶萊及印度尼西亞按其 200 海哩經濟海域，亦宣稱

擁有此海域之主權，復因近年來南海海域發現油源，周

邊各國競相爭取開發管理主權，局勢甚為緊張複雜。 

太平島為南沙群島最大島，且為我國唯一有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下稱海巡署)及國軍協防之島嶼。該島位於

北緯 10°23’、東經 114°22’，距離台灣本島約 1,600

公里，船舶航行需時 3 日、螺旋槳飛機亦需近 4 個小時

航程，聯繫運補耗時危險，如遇緊急情勢，恐無法即時

處置與反應。因此為維護我國南海諸島、南海水域之權

益及和平開發、管理，行政院早於 81 年 8 月 5 日核定內

政部設置跨部會之「南海小組」，復於 82 年 4 月 13 日

核定「南海政策綱領」及「南海政策綱領實施綱要分辦

表」，作為各部會辦理南海業務之指導。其中南海政策

綱領實施綱要(４)交通事項內，即有建立衛星通訊設施

、加強氣象臺設施與功能、設立導航及助航設施、興建

機場及碼頭設施與研究開放南海觀光之可行性，且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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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民用航空局)亦於 83 年 3 月 21 日南海小組第 3 次會

議中即已提報興建太平島機場之考察建議報告，足見政

府早有在太平島興建機場之構想。 

復查目前南海周邊各國，中共在永興島、越南在南

威島、菲律賓在中業島、馬來西亞在彈丸礁等均設有機

場，興建太平島簡易運輸機跑道，基於領海主權宣示、

南海戰略位置、開發保育海洋資源與維護漁權及海事服

務等方面考量，確有其必要性。且太平島興建簡易運輸

機跑道後，除大幅縮短台灣本島與太平島間之往返時間

，有效改善島上官兵生活條件外，海巡署亦可有效處理

緊急救援、運補及海(漁)事服務等工作，軍方亦能提升

空軍長程演訓機動能力，同時對於促進海洋生態之學術

或實務研究，以及提升戰略與經濟價值方面，亦裨益甚

鉅。 

由於南沙群島太平島闢建機場案(下稱太平專案)，

環保團體多方申訴，相關媒體多有報導，立法院對於國

防部預算編列方式亦迭有指責，本院第 4 屆第 1 次院會

爰決議，依社會關注重大案件輪派調查。經查太平專案

立意雖佳，但核定與執行過程嚴重失序，原應究責，惟

為堅定維護南海主權、加強南海開發管理、積極促進南

海合作、和平處理南海爭端、維護南海生態環境，爰嚴

予糾正行政院，理由如后： 

一、國防部越俎代庖，便宜行事，未尊重相關業務主管機

關權責，率爾逕自實施「太平專案」，紊亂政府體制，

致主客易位，允有未當。 

(一)查 89 年 2 月 1 日海巡署成立，原駐守之海軍陸戰

隊除海軍氣象站人員外，均已撤離該島，責由海巡

署南部地區巡防局南沙巡防指揮部接替駐防任

務。92 年 10 月 20 日南海小組召開第 7 次會議，海

巡署即曾提案：為擴大南沙太平島海域巡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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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籌建棧橋碼頭、機場及改善生活設施，以利巡

防船艇進駐及永續經營。會中並獲致結論：「有關

南沙太平島興建機場乙節，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先

作可行性調查評估，若評估可行再續辦相關事宜。」 

(二)經查前開跨部會組成之南海小組，國防部副部長亦

為指定委員之ㄧ，會議當日國防部亦派高階官員與

會，國防部越俎代庖逕自展開於太平島興建簡易運

輸機跑道，籌建工作，忽視行政院原核定之南海小

組會議決議及相關業務主管機關權責，於尚未完成

年度施政計畫，編列預算、辦理環評、進行土地與

房屋撥用及與相關權責機關協商程序前，即便宜行

事，率爾以協助海巡署整建道路工程，以利人道救

援為由，逕自實施「太平專案」，興建簡易運輸機

跑道，紊亂政府體制，致主客易位，允有未當。 

二、太平專案雖經環評主管機關核准免予進行環境影響

評估，惟當初南海政策綱領即已將落實環保事項，維

護南海生態環境列為主要目標之ㄧ，太平專案籌建之

初，未能延續政府施政一貫性，妥善規劃處理環保議

題，行事粗糙，致生爭端，亦難卸責。 

(一)查太平島非屬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水庫集水區、山坡地等環境敏感

區位。「太平專案」規劃將太平島中央道路拓寬加

厚，平時為人車通行道路，遇緊急救難時供 C-130

運輸機臨時起降。該工程內容及開發區位，非屬「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第 5 條第 3 款、第 9 條及第 31 條第 12 款，得不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亦經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及行

政院環保署及等單位審查認可。 

(二)惟太平島東西長約 1,360 公尺，南北寬僅 350 公

尺，惟本次工程施工長度高達 1,150 公尺(完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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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長度為 1,200 公尺)，水泥舖面道路兼跑道寬度

30 公尺，加上兩側各 21 公尺道肩及禁建區，致施

工範圍內原有樹木 289 棵均需遷移，又本工程施工

面積為 8.5 公頃，占全島面積 37 公頃的 23％，影

響甚為深遠，允應先行辦理環境基本資料調查以示

周延。惟國防部於 96 年 7 月復工計畫內始配合增

列「環境保護及復原工程」預算，前開工程國防部

卻早於 94 年 11 月 18 日即已派兵上島先行整地，

期間又因預算未經立法院通過而自 95 年 7 月 15 日

起暫停施工，迄至 96 年 7 月 23 日始重行復工，由

於工程延宕過久，失其先機，樹木移植與生態維護

保育成效已大為降低。 

(三)復查南海政策綱領早將落實環保事項，維護南海生

態環境列為主要目標之ㄧ。太平島駐守人員及物

資，大多仍仰賴海運往返與運補，惟因現有碼頭老

舊損壞無法使用，人員、物資運補極為不便且甚為

危險，海巡署於 92 年 10 月 20 日南海小組第 7 次

會議中即已提出籌建棧橋碼頭之建議，惟行政院並

未迅速核撥經費。國防部既欲協助海巡署改善人道

救援方式與增加運能，何以籌建規劃之初捨更具經

濟效益，且對島上生態破壞較少之籌建棧橋碼頭案

優先辦理，且對海巡署官兵於太平專案工程停工期

間擅用其砂石鋼材整修碼頭乙事嚴予究責，實為不

解。國防部未能延續政府施政一貫性，於太平專案

規劃之初妥善規劃處理環保議題，行事粗糙，致生

爭端，亦難卸責。 

三、行政院於 82 年初核定南海政策綱領時即有籌建太平

島機場之議，國防部若欲包攬興建重責，實有充足時

日妥善規劃、探勘及籌編預算，惟其不循正途辦理，

未依法先行擬定施政計畫、編列預算，經費支用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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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規明顯有違，不免令人非議。 

(一)按預算法第 22 條、第 64 條、第 70 條對於預備金

之動支要件及限制條件，均有明文；且中央政府各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26 點至第 29 點亦有詳盡

之規定。惟查國防報告書與國防部 94 年施政計畫

及年度預算書內，均未列入實施「太平專案」相關

工作計畫項目與預算科目。國防部雖簽奉長官核定

「申請動支第一預備金」，並請主計局轉陳行政院

函請立法院備查。惟立法院於審議 95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時，決議略以：「針對 95 年度國防部

預計於南沙太平島興建機場之『太平專案』，其預

算 94 年度 3 億 6,995 萬餘元，95 年度 3 億 4,549

萬餘元(國防部擬勻支各科目節餘)，編列方式違反

預算法之規定，規避立法院監督，爰提案要求『太

平專案』相關預算經費不得動支，並刪除 95 年度

國防部『第一預備金』3 億 5,000 萬元。但同意該

預算以補辦預算方式處理之。」國防部復於 95 年 6

月 9 日將「重大國防投資暫行條例草案」送請行政

院辦理追加預算，惟立法院第 6 屆第 6 會期程結

束，程序委員會並未將該案排入議程。為符程序合

法，因此該專案自 95 年 7 月 15 日暫停施工。足見，

國防部雖辯稱其預算編列一切合法，但立法院並不

認同。 

(二)本院審計部 94 年度及 95 年度針對本案財務收支及

決算抽查，對國防部違反其內規多所指正，審核通

知改正事項計有： 

１、太平島為海巡署負責駐守，國防部並未敘明其他

任何有關軍事方面的考量，卻於戰備支援裝備購

製、作戰設施及通電設施工程等與戰備任務有關

之預算科目列支，核與「國軍年度施政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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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規定未合。 

２、上開預算若均為軍事投資科目，依「國軍年度施

政工作計畫與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貳、三、(二)

凡跨越一會計年度以上之繼續性計畫，其預算編

列原則：各項計畫未具體明確前，僅得編列先期

規劃之經費；伍、三、(二)…有關軍事投資建案

應完成下列條件後始得於目標年度納編，新台幣

10 億元以上非極機密軍購案件核定之投資綱要

計畫，應於年度 11 個月前陳報行政院，其餘投

資個案，須於目標年度 10 個月前完成建案作業

程序，未完成者，得不予檢討納案。本案並未依

上開規定辦理，遲於 95 年 1 月 26 日始核定投資

綱要計畫，先執行後建案，核有欠妥。 

３、本案相關土地及房建物，管理機關為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為利國防部開闢跑道，行政院於 95 年 3

月 15 日始核准撥用，核與「中央政府各機關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7 點(三)：「所需土地如須

向有關機關辦理撥用者，應於年度開始 6 個月內

完成撥用手續…」之規定未符。 

４、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26

點規定：「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不足

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動支該機關單位預算之

第一預備金…。」本案 94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

卻申請動支第一預備金，核與上開規定未符。 

５、本案除申請動支第一預備金外，尚有以標餘款支

用情事，惟依國防部令頒一般戰備支援裝備及武

器裝備整備軍事投資預算科目項下標結餘款運

用作業要點規定，標餘款運用計畫一律不得保

留，惟本案保留比率高達 93.75％。 

６、依「國軍營繕工程教則」503201 點規定：「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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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工程投資建案時，應籌措經費或編列預算辦

理工程先期規劃作業、可行性研究報告或綜合規

劃等事宜。」503202 點規定：「工程先期規劃作

業時，使用單位應提供營區基地(基本)資料，由

建案單位辦理初步地質調查、測量、鑽探及土

地、法規、環境、交通調查等必要項目，查核金

額以上工程應完成可行性研究。」503220 點第 1

項規定：「工程規劃時應按『環境影響評估法』

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規定，檢討是否符合應辦環評事項，如

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應先完成評估後，再決定是

否符合開發需要。」國防部於 95 年 1 月 26 日始

核定本案之可行性研究報告，且未依上開規定所

訂程序循序辦理，允有未當。 

７、軍備局 95 年度執行太平專案，核有未依規定辦

理財產報廢、經撥用國有不動產迄未辦理管理機

關變更、案內購置建材及機具，因工程停辦後，

未能妥為存管，而呈閒置、未循政府預算體制及

國軍建案程序辦理，影響政府資源分配，並造成

人力及物力負擔等缺失情形。又國防部為協助海

巡署於南沙太平島興建簡易跑道，將未逾年限 39

棟房屋及已逾年限 12 棟房屋，未報經權責單位

核定，逕予拆除，核與「審計法施行細則」及「各

級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等規定未合。 

(三)國防部嗣為考量該工程基於國土永續經營、人道救

援及救難工作之實際需要，有助於國家整體利益，

仍有繼續興建之必要，爰於 96 年 7 月 24 日向行政

院申請動支 96年度第二預備金 7億 1,544萬 5,000

元，經行政院(主計處)96 年 8 月 16 日函復同意動

支。惟立法院於 97 年 6 月 9 日第 7 屆第 1 會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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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聯席會議，針對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

備金動支數額表案審查結果：「第 10 款(國防部主

管)第 2 項(國防部所屬)原列 7 億 1,544 萬 5,000

元，全數刪除。」並通過決議：「國防部辦理『太

平專案』預算 7 億 1,544 萬 5,000 元，經查本專案

未思納入年度既定計畫、未編列預算、無計畫及費

用，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為由動支

鉅額預備金，合理性薄弱、正當性不足，取巧避法

作法可議，與預算法第二預備金動支條件不符，予

以刪除。」 

(四)行政院於 82 年初核定南海政策綱領時即有籌建太

平島機場之議，國防部若欲包攬興建重責，實有充

足時日妥善規劃、探勘及籌編預算，惟其不循正途

辦理，未依法先行擬定施政計畫、編列預算，經費

支用亦與其內規明顯有違，不免令人非議。 

綜上所述，國防部越俎代庖，便宜行事，未尊重相

關業務主管機關權責，率爾逕自實施「太平專案」，紊

亂政府體制，亦未妥善規劃處理環保議題，復未依法先

行擬定施政計畫、編列預算，經費支用亦與其內規明顯

有違，行政院未善盡督導之責，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

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 

 

 

中 華 民 國 9 7 年 1 1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