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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函報:派員調查交通部及所屬高速鐵

路工程局督導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財

務比率改善情形，核有未積極督促該公司依

所提之改善措施辦理增資及高鐵站區土地開

發等缺失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院前調查交通部辦理高速鐵路民間投資興建、營

運、移轉(下稱BOT)涉有授權「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

展基金會」(下稱航發會)於民國(下同)94年9月違法決議

轉投資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高鐵公司)

新臺幣(下同)45億元；財團法人中技社(下稱中技社)、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公司)及財政部所屬各

行庫投資台灣高鐵公司；台灣高鐵公司長期積欠臺灣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銀行)及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鉅額特別股股息等情三案，已分

別經本院交通及採購、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4屆第3次聯

席會議(98年7月13日)、本院交通及採購、財政及經濟委

員會第4屆第12次聯席會議(98年7月13日)及財政及經

濟、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4屆第77次聯席會議(103年7月2

日)決議，糾正及函請相關主管機關檢討改善在案，前開

案件之調查重點著重於台灣高鐵公司籌資不順，政府未

能督促原始股東履行「政府零出資」承諾，反而以避免

高鐵興建失敗，一再挹注該公司鉅額資金，致政府、公

營事業機構、公私合營公司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投資

該公司等情。本案係審計部交通建設審計處派員調查交

通部及所屬高速鐵路工程局（原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

備處，86年1月31日改制，下稱高鐵局)發現台灣高鐵公

司財務比率長年均低於合約規定，該等機關除未於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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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辦理融資時做出增資承諾外，亦未積極督促該公

司依所提之改善措施辦理增資及開發高鐵站區土地等情

事，尚非無據。惟案經本院調查高速鐵路規劃、興建及

營運後，發現高速鐵路係屬國家重大建設，為當時世界

上最大之BOT案，且以台灣高鐵公司104年前7個月營運資

料分析，每天發車數約有140班次，近14萬人次搭乘，高

速鐵路已成為國人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該公司財

務狀況不佳，已影響公司營運，其主因係運量不足，財

務負擔沉重，致持續虧損等，惟財務比率未符合約規定

並無法構成「嚴重影響高速鐵路興建營運」之違約要件，

且財務不佳投資人無意願投資，交通部雖多次要求該公

司提出財務改善方案並辦理增資，該公司雖提出改善計

畫，然成效不佳，至103年始提出有效財務改善方案；另

站區事業發展用地土地位置偏僻，且土地之地上權亦因

融資設定抵押權予銀行等複雜因素，致開發情況複雜，

難吸引投資人投資，雖該部多次請該公司加速開發，然

僅能做為短期租賃使用。嗣後於本院調查期間，該公司

提出財務改善方案，經多次修正後，業經立法院通過財

務解決方案，該公司將因減資792.69億元、增資300億

元、延長特許期間35年、事業發展用地地上權返還交通

部等，有效改善該公司財務結構，合先敘明。 

案經本院蒐集相關檔卷資料及輿情報導，研析爭議

所在，嗣於103年12月23日邀集審計部交通建設審計處簡

報後，函交通部檢附卷證資料說明相關疑義，經該部於

104年3月2日、及同年月25日以交路(ㄧ)字第104870004 

8、1048700062號函復到院，復於104年5月20日詢問該部

相關主管人員。茲參酌該部復函、詢問書面說明、會後

補充資料及同年月21日立法院通過之財務解決方案等相

關卷證資料，已調查完竣，綜整調查意見如下： 

一、台灣高鐵公司為改善財務困境，業經立法院通過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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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交通部允應督促該公司確實依該方案進度

落實執行，並詳實規劃營運合約後續內容之增訂。 

(一)台灣高鐵公司依第8屆高速鐵路協調委員會第2次會

議結論「本公司與交通部雙方宜先共同尋求可行之

財務改善方案，再就改善方案所涉合約爭議進行協

調，以期根本解決高鐵目前面臨之財務困境」，於

103年10月23日第6屆第27次董事會決議通過「財務

改善方案」，內容摘述如下： 

1、收回已發行特別股股本:減資392.21億元，消除

40.19億特別股，該公司股本由1,053.22億元降

為651.32億元。 

2、減資及增資: 

（1）減資390.79億元(約實收資本額60%)，消除股

份39.08億股，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由651.32億元

降為260.53億元。 

（2）私募普通股:私募130億元，對象擬洽臺灣銀

行、土地銀行等該公司董事或政府具有直接或

間接控制關係法人。 

（3）現金增資發行7億股，總金額70億元。 

3、變更特許期間為75年(即延長特許期間40年)。 

4、返還站區開發事業發展用地地上權折減回饋金。 

5、該公司主張之「政府遲未補貼法定優待票價短收

差額除外情事案」、「國內外經濟重大變動致嚴重

影響臺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營運事項

之履行之不可抗力及除外情事案」及「高鐵興建

期發生921大地震」等不可抗力及除外情事案，

同意不再向交通部主張。 

6、費率機制調整:調整「高速鐵路營運費率標準、

調整時機與方式」之內容，將法定優待票價差短

收納入該公司自定基本費率進行交叉補貼，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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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該公司自定運價結構調整因子需覈實反應

各項行銷優惠。 

7、建置平穩機制暨其專戶: 

（1）本機制之主要精神為在符合一定利潤標準

下，該公司將提列負債準備作為當期之費用，

如利潤低於一定標準，該負債準備將回轉成為

當期費用之減項，惟最多仍以負債準備之餘額

為限。 

（2）負債準備之提列方式，係以該公司平均年度稅

後淨利超過45億元但未滿50億元之部分，提列

50%；超過50億元之部分，提列70%。為計算便

利，機制內之稅後金額將依法定稅率折算為稅

前金額予以提列。在目前財務改善方案係對追

求長期穩定獲利投資人取得合理報酬，平均稅

後淨利未逾45億元，故依財務 詴算預估暫不發

生提列之情況。 

然上開方案於104年1月7日經立法院審議結果為

「暫予擱置」。 

(二)104年3月26日台灣高鐵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修正上

開「財務改善方案」更名為「全民認股方案」，並

修正內容: 

1、普通股減資：以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為準，減

資原則上仍維持減除普通股6成之比例，以彌補

累積虧損完畢為基礎，視實際狀況(如104年實際

損益金額)調整減資比例。 

2、普通股增資：以「全民認股、泛公股主導」為原

則。發行新股300億元並上市(櫃)，其中依法保

留30億元供員工認購，政府特定對象認購78億

元，餘192億元由全民公開申購，若員工及全民

認購不足之部分，由普通股股東按持股比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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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如仍認購不足，則洽其他(泛)公股特定人

共同認購。 

3、變更特許期為70年(即特許期延長35年)。 

4、票價：票價調整機制不變，但於整體「全民認股

方案」完成後，以臺北至左營間票價為例，初始

票價調降為1,490元， 未來依票價調整機制調整。 

5、該公司擬俟簽署營運合約增修協議相關契約或

書面文件生效後，撤回已提出之「運量重大不利

變化」、「法定優待票差額補貼」及「921大地震

之不可抗力及除外情事損害補償」等仲裁聲請。 

(三)交通部會同台灣高鐵公司向立法院溝通後，修正提

出財務解決A、B方案，除認股外，其餘財務改善措

施，包括贖回特別股、減資、延長特許期、票價調

整及站區開發地上權返還、平穩機制、聯貸授信契

約條件之調整機制等均與全民認股方案相同。 

1、方案A: 

（1）洽政府基金(高鐵相關建設基金)180億元、員

工認股12億元、全民認股108億元。 

（2）員工及全民認股不足額，由原股東依持股比例

認購；如仍不足，則洽原持有特別股之泛公股

認購。 

（3）提高(泛)公股持股比例至42.4%以上，確保政

府主導。 

2、方案B: 

（1）洽政府基金 (高鐵相關建設基金 )募資 242億

元、(泛)公股增資58億元。 

（2）(泛)公股持股比例約63.9%，未來俟高鐵財務

問題獲得改善，公司體質健全後，視市場條件

再辦理全民釋股。 

(四)104年5月21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初審通過交通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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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高鐵財務解決B方案，並於同年6月5日經該院

院會通過備查；該部及該公司就上開財務解決方案

尚頇辦理事項: 

1、營運合約增修協議書及站區開發合約終止協議

書之簽署；並確認銀行團同意動用計畫專戶資金

收回特別股及塗銷站區事業發展用地地上權之

抵押設定之時程，與銀行團協議聯合授信契約調

整及修約事宜，預計於104年下半年完成。 

2、處理高鐵相關建設基金及泛公股增資相關作

業，預計於104年底前完成。 

3、於104年下半年至105年初完成贖回特別股、召開

臨時股東會、辦理減資並完成減資登記作業、撤

回三件仲裁案以及增資等作業。 

(五)台灣高鐵公司之財務解決方案，既經立法院通過，

交通部允應確實控管該方案之時程，依所訂程序落

實執行，並詳實規劃營運合約後續內容之增訂，以

確實改善台灣高鐵公司之財務結構。 

二、交通部與台灣高鐵公司增訂營運合約後，該公司將返

還站區開發事業發展用地之地上權以折減回饋金，茲

因該等用地面積高達46.49公頃，該部允應確實評估

研訂相關開發計畫及時程，避免發生類似台灣高鐵公

司僅將該等土地作為短期租賃之情事。 

(一)按營運合約第2.2.2等條文規範，「站區用地」係包

括「車站用地」及「事業發展用地」，其中「車站

用地」主要係供興建高鐵路線及車站設施之用，開

發經營期間為簽訂興建營運合約日起算35年；「事

業發展用地」開發使用期間則自事業發展用地交付

日起算50年，並由台灣高鐵公司負責開發。 

(二)交通部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交付台灣高鐵公司使用站

區事業發展用地時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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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區 
設定地上權 

交付時間 特許期間 面積(公頃) 

桃園 96年8月22日 95年7月1日至145年7月1日 10.72 

新竹 96年8月22日 96年8月22日至146年8月22日 5.03 

臺中 96年8月22日 96年8月22日至146年8月22日 17.45 

嘉義 93年2月2日 93年2月2日至143年2月2日 5.42 

臺南 96年8月22日 94年6月1日至144年6月1日 7.87 

合計   46.49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提供 

各年度事業發展用地開發收益情形如下表: 
單位:千元 

年度 開發情形 收益 

96至99 尚未開發 - 

100 短期出租及臨時使用 282 

101 短期出租及臨時使用 1,869 

102 短期出租及臨時使用 39,305 

103 短期出租及臨時使用 66,058 
資料來源：交通部提供。 
交通部雖於93年2月起陸續交付「事業發展用地」

予台灣高鐵公司，然該公司自100年起始以短期出租

方式等收取租金，截至103年底累計收入僅1.07億元。 

1、環境因素:土地位置偏僻，鄰近土地多未開發，

經濟景氣復甦不如預期，難吸引投資人。 

2、契約因素: 

（1）該公司已將地上權設定抵押權與債權銀行，依

據站區開發合約約定未來興建之建物第一次所

有權頇登記予地上權人(即台灣高鐵公司)，除

導致投資人無法藉由投資興建取得建物產權並

申請建築融資外，並因興建之建物頇設定抵押

予地上權債權銀行，債權銀行不同意建物登記

或移轉予該公司以外之第三人，且債權銀行要

求如執行地上權抵押權利時，承租土地以及建

物之承租人頇拋棄租賃權利，而影響承租人權

益，造成尋求投資對象及後續開發阻礙。 

（2）台灣高鐵公司於債務清償前，僅有自行投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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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之開發模式獲債權銀行同意之可行性較高，

然該公司累積虧損達521億元，任何投資行為均

會增加該公司財務負擔，縱使籌措到資金辦理

站區開發，亦因無法於短期內獲利，實難以站

區開發之收益挹注財務而解決目前急需處理之

財務虧損問題，為免現有債務及虧損下又新增

負債，肇致該公司未能有效開發事業用地。 

（3）台灣高鐵公司事業發展用地開發範圍，由該公

司視市場狀況彈性調整開發時程，並未明定開

發期限。 

(三)台灣高鐵公司於特許期間頇繳納 1,080億元回饋

金，該公司將依據財務解決方案之約定返還站區開

發事業發展用地之地上權以折減回饋金，交通部既

同意該公司以返還站區開發事業用地之地上權折

減回饋金，該部除應確實評估相關地上權之價值

外，因該等土地面積高達46.49公頃，為避免發生

該等土地台灣高鐵公司僅作為短期租賃，開發效益

不佳之情事，該部允應確實評估研訂相關開發計畫

及時程，落實執行並加速該等土地之招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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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二，函請交通部研處見復。 

二、調查意見一至二，函送審計部參考。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 

 

調查委員：陳慶財 

          李月德 

          蔡培村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8  月    日 

附件：本院103年10月21日院台調壹字第1030800182號派查函

暨相關案卷肆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