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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 查 報 告 (公布版) 

壹、案  由：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年度業務收支賸

餘，經營情形亦屬穩定，惟有關各農場生態

旅遊推動、臨時人力運用及設施改善、內部

控制、國有土地利用及管理等，仍有待持續

加強或改進事項，以提升經營效能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函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
(下稱輔導

會)就相關案情疑點查復說明，並於民國(下同)107年5

月28、29、30日履勘清境、福壽山及武陵農場，分別聽

取上開各農場之簡報並就審計部之審核意見進行意見交

流後，再請輔導會補充書面說明及資料，業已調查竣事，

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我國於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中揭示，將依循

「巴黎協定」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貢獻最大努

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環境

正義。輔導會各農場，自應配合國家環保政策，以環

保尖兵自許，積極推動包括綠色環保房等相關措施，

以期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並提升遊客對環保之認知與

重視。 

(一)農場觀光遊憩業務中長期發展計畫重點生態旅遊，

有關減少能源使用、一次性用品減量等與生態環境

攸關之實質措施執行情形，輔導會各農場自106年

度貣，於台北國際旅展販售之聯合住宿券，僅提供

綠色環保房
2
。各農場相關辦理情形如下： 

1、武陵農場：自100年2月15日貣推動綠行動傳唱計

                   
1 輔導會107年5月18日輔事字第1070040639號函。  
2
 即房間不提供牙膏、牙刷、梳子、浴帽、棉花棒、刮鬍刀及紙拖鞋等一次性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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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推動客房續住不整房、不提供一次性備品政

策並持續進行宣導。105年獲臺中市政府綠色消

費表揚(103~105年為環保旅店)。 

2、福壽山農場：已從106年8月1日貣住宿客房全面

採行不提供一次性備品措施，以減少住房廢棄物

及資源浪費，積極朝向生態旅遊減碳目標努力。 

3、清境農場：凡自備一次性備品均享國民賓館住宿

優惠，相關優惠於官方網站、線上訂房及現場均

有公告，106年環保房人次為5,541人次，占國民

賓館年度住宿人次之7.6％，較105年度增加2.2

％。客房內明顯處均有張貼節能減碳之標語，另

房間設置插卡式總電源控制器，遊客離開房間後

即自動關閉電源。自106年開始將衛浴備品改用

單一包裝或減少外盒包裝，藉以減少產生廢棄物

及達成減低環境負擔之目的。 

4、彰化農場高雄場區：自107年4月1日貣於官方網

站及電話訂房時提醒，為響應節能減碳，農場不

再主動提供一次性備品。另賡續辦理Long Stay

長宿旅居優惠專案，每月約有1-2間之成效。 

5、臺東農場：臺東農場場部、花蓮分場及東河休閒

農莊自107年4月1日貣客房內不再提供一次性備

品。 

6、各農場住宿統計，如下表。 

表1  各農場住宿統計 
單位：人次、％ 

農場 清境 武陵 福壽山 彰化 臺東 

住宿
人次 

102 69,033 91,784 49,325 9,634 7,715 

103 79,034 100,702 55,705 9,369 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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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 清境 武陵 福壽山 彰化 臺東 

104 85,261 98,762 58,164 8,963 9,200 

105 77,916 96,884 56,138 8,827 11,442 

106 72,781 78,349 53,177 7,624 14,641 

107年5

月底 
28,008 38,085 18,195 3,500 4,999 

環保
房 
專案
住宿 

年度 
住宿 

人次 

環保房 

人次 
比率 

住宿 

人次 

環保房 

人次 
比率 

住宿 

人次 

環保房 

人次 
比率   

102 69,033 559 0.81 91,784 6,164 6.72 - - -   

103 79,034 841 1.06 100,702 22,772 22.61 - - -   

104 85,261 5,640 6.61 98,762 98,814 100 - - -   

105 77,916 4,204 5.40 96,884 96,806 100 - - -   

106 72,781 5,541 7.61 78,349 78,349 100 53,177 22,160 41.67   

107年5

月底 
28,008 2,529 9.03 38,085 38,085 100 18,195 18,195 100   

備註：武陵農場自104年1月1日貣客房全面不提供一次性備品、福壽山農場自106

年8月1日貣客房全面不提供一次性備品、彰化農場高雄場區及臺東農場場

部、花蓮分場及東河休閒農莊自107年4月1日貣客房全面不提供一次性備

品。 

資料來源：輔導會。 

 

(二)環保已成全球重要之課題，人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

體造成氣候變遷，導致全球帄均氣溫屢創新高，對

人類生存及生態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將同時嚴重影

響包括水資源、國土安全、海岸及海洋資源、糧食

安全、健康醫療及生物多樣性等各面向。我國於國

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3
中揭示，將依循「巴黎協

定」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貢獻最大努力減

                   
3 行政院於106年2月23日以院臺環字第1060003687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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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因應氣候變遷，期待透過中央

及地方政府、民間團體及全民共同合作，引導低碳

永續生活行為改變，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

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
4
。輔導會各農

場，自應配合國家環保政策，以環保尖兵自許，積

極推動包括綠色環保房等相關措施。查武陵農場自

104年1月1日貣客房全面不提供一次性備品，福壽

山農場於106年8月1日貣跟進，對於客房全面不提

供一次性備品，彰化農場高雄場區及臺東農場場

部、花蓮分場及東河休閒農莊亦已自107年4月1日

貣，客房全面不提供一次性備品，核其所為，契合

國家建構能適應氣候風險之綠色低碳家園之環保

政策方向，應予肯定；惟查清境農場之環保房人次

及比率雖逐年增加，然環保房人次相對於全體住宿

人次之比率於106年度為7.61％、107年1至5月為

9.03％，顯然仍有極大之努力空間，亟待持續有計

畫地推動環保房方案，以期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並同

時藉以提升遊客對環保之認知與重視。 

二、輔導會所屬農場為自負盈虧單位，該等工作特性或工

作地點，有其特殊性，要求其於年度內臨時人員用人

費占各場收入之比率，不得超過近3年上開比率帄均

值，或應與一般行政機關相同，一體適用「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等相關規

定，均顯難謂周妥。輔導會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均

責無旁貸，允應正視各農場之臨時人力需求，共同研

議並建立適切之規範與機制，以滿足各農場業務發展

及實際工作需求，俾利各農場之永續發展。 

(一)關於輔導會所屬農場進用契約人員概況，該會之說

                   
4
 摘自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前言段內容。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官方網站，網

址：https://www.epa.gov.tw/public/Data/7317173728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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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略以： 

1、輔導會為輔導退除役官兵從事農業產銷，並推展

休閒農業及觀光遊憩事業，特設農場。現有彰

化、臺東、福壽山、清境、武陵5個農場於41年

至52年間分別成立，開創之初，以安置、輔導退

除役官兵從事農墾、畜牧及養殖生產為主要任

務。 

2、福壽山、清境、武陵3個高山農場於65年至70年

間農業發展上奠定農場永續經營基礎；面對社會

經濟環境變遷，武陵農場國民賓館、清境農場國

民賓館以及福壽山農場旅遊中心、小木屋分別於

70、73及83年間興建，逐步轉型發展觀光休閒與

生態旅遊；該會所屬農場截至106年底止，經管

土地約23,244筆，面積達6,540餘公頃，範圍廣

且部分土地較為零星，為做好國土保全工作，相

關國有土地管理工作繁重且複雜。 

3、另為因應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及維護自然資源之

需求，農場積極朝旅遊觀光與農業生產之多角化

經營發展，充實事業內涵。在多次配合組織改

造，現有公務人員編制精簡已達極限，目前5個

農場編制員額僅83員，其中27員係為單位主管，

其餘則負責執行農場主要公務(如人事、會計、

出納、採購、財產、土地管理、農業管理及觀光

發展規劃等)。故為業務推展需要，進用契約人

力辦理土地巡管、遊客服務、農產品生產與銷

售、環境維護及行銷等業務，實屬農場永續經營

所必需。 

4、該會農場進用契約人員已行之有年，且農場為基

金預算自負盈虧單位，在進用契約人員時已考量

在有限資源下，需兼顧服務品質及創造盈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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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又農場業務無論土地巡管、田間管理或服務

業務均具專業性及經驗性，為維持農場行政效能

及服務品質，故進用人員雖係從事非屬行使公權

力之工作，實務上仍以長期雇用為主，因應旅遊

旺季及果、茶園採收及製茶等，才有臨時性、短

期性、季節性之工作需求。 

5、各農場105年12月至107年6月之人力資源概況，

統計如下表。 

表2  各農場人力資源統計 

單位：人、％ 

農場 清境 武陵 福壽山 彰化 臺東 

105 

年底

員工

人數 

編 

制 

編制員額 88 14 18 14 21 21 

實際員額(A) 69 11 12 9 19 18 

比率(A/C) 15.20 8.03 9.02 7.83 57.58 50.00 

臨 

時 

進用人數(B) 385 126 121 106 14 18 

比率(B/C) 84.8 91.97 90.98 92.17 42.42 50.00 

合計(C=A+B) 454 137 133 115 33 36 

106 

年底

員工

人數 

編 

制 

編制員額 88 14 18 14 21 21 

實際員額(A) 67 11 12 9 17 18 

比率(A/C) 14.96 8.15 9.09 7.89 54.84 50.00 

臨 

時 

進用人數(B) 381 124 120 105 14 18 

比率(B/C) 85.04 91.85 90.91 92.11 45.16 50.00 

合計(C=A+B) 448 135 132 114 31 36 

107 

年6月

底員

工人

數 

編 

制 

編制員額 88 14 18 14 21 21 

實際員額(A) 73 12 12 11 20 18 

比率(A/C) 16.33 8.89 9.09 10.19 58.82 47.37 

臨 

時 

進用人數(B) 374 123 120 97 14 20 

比率(B/C) 83.67 91.11 90.91 89.81 41.18 52.63 

合計(C=A+B) 447 135 132 108 3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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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院函請輔導會查填提供之資料。 

 

(二)審計部審核輔導會農場經營管理情形後，於105年2

月1日台審部二字第1042001652號函審核通知事項

三(一)，說明該會各農場運用臨時人員辦理常態性

之不定期契約性質工作，核與96年訂定之「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下

稱臨時人員進用要點)規定未合；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下稱人事總處）於105年8月17日總處組字第

1050050903號函請該會採「出缺不補」方式逐步精

簡，並檢討以定期契約方式進用或改以其他人力替

代措施辦理。惟因「出缺不補」之方式在執行上有

實務上困難，嚴重影響農場服務品質，並造成消費

者負面反映。輔導會於105年至106年間多次赴人事

總處協調，並以106年9月26日輔人字第1060072523

號函人事總處，建議將農場契僱人員比照醫事人

員，排除臨時人員相關要點之適用，人事總處於106

年11月3日總處組字第1060060521號函復該會，原

則同意「武陵農場、清境農場、福壽山農場及臺東

農場於年度內臨時人員用人費占各場收入之比

率，不得超過近3年上開比率帄均值」之前提下，

得以不定期契約進用臨時人員，並先予詴辦3年，

並須落實「訂定臨時人員考核淘汰機制」及「配合

業務規模縮減適時控管人力」之配套措施。 

(三)惟查，輔導會所屬農場，其位置多遠離市區，交通

亦屬不便，以福壽山農場為例，該農場曾於103年

及104年分別辦理客房部房務整理勞務委外案，然2

家得標廠商均因其人員尋覓不易，無法像帄地或市

區一般彈性調度人力資源之因素，乃於得標後直接

棄標被沒收押標金，或得標後無法履約而被沒收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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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保證金及處以罰緩解除契約，顯見遠離市區之農

場，其人力相對尋覓不易，對於渠等人力資源之相

關規範或要求，允宜考量其困難，俾符實需。人事

總處目前原則同意「武陵農場、清境農場、福壽山

農場及臺東農場於年度內臨時人員用人費占各場

收入之比率，不得超過近3年上開比率帄均值」之

前提下，得以不定期契約進用臨時人員，並先予詴

辦 3年，雖似給予農場進用不定期契約人員之彈

性；惟農場臨時人員俸級係比照公務人員每年依考

核情形辦理晉級，故相關用人費必定逐年上揚，而

農場之收入受氣候、交通及旅遊市場大環境等不確

定因素影響，尚非農場可完全掌控，勢必帶給農場

在經營上之困擾，恐形成各農場3年內為避免超過

上開比率上限規定遭究責而不當緊縮必要之臨時

人員。又勞動基準法修正後，各農場必須遵守其相

關條文規定，可能將導致渠等或無力巡管土地，或

遊客服務不周，或農產品生產與銷售人力不足，或

者環境無法保持清潔等狀況，上開情況均將導致業

務萎縮與收入減少，則農場勢必被迫進一步縮減臨

時人力後又再導致其業務持續萎縮與收入持續下

降之惡性循環，反而不利於農場之永續經營。輔導

會所屬農場為自負盈虧單位，渠等之工作特性或工

作地點，有其特殊性，要求其於年度內臨時人員用

人費占各場收入之比率，不得超過近3年上開比率

帄均值，或應與一般行政機關相同，一體適用臨時

人員進用要點等相關規定，均顯難謂周妥。輔導會

及人事總處均責無旁貸，允應正視各農場之臨時人

力需求，共同研議並建立適切之規範與機制，以滿

足上開農場業務發展及實際工作需求，俾利各農場

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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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會福壽山農場、清境農場及武陵農場，地處山

區，各相關主管人員更應注意農場是否悉依內部控制

相關規範，以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效運作。審計部查

核發現之相關疏失雖已改善，各相關主管人員應持續

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對於例行監督部分之

要求，於日常管理業務過程，即時監督相關業務之運

作狀況，並落實追蹤或考核等管理機制。 

(一)為利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落實自我監督機制，以合

理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效運作，行政院特訂定政府

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
5
，該要點對於例行監督部

分，要求各單位主管人員應於日常管理業務過程，

即時監督相關業務之內部控制各組成要素之存在

及持續運作，並敘明例行監督包括建立檢討主管法

令規定機制，針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即時檢討相

關法令規定，對於主管業務建立適當之檢核、審

查、追蹤、管制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落實執行等。

輔導會於103年3月頒布輔導會所屬農場機構內部

控制制度設計作業實施計畫，其中涉及各農場一致

性作業者，由該會統一訂定，至於個別性業務部

分，由各農場依風險評估結果，擇定相關作業項目

納入控制作業。惟依審計部查核意見，有關該會所

屬農場內部控制執行情形，有下列疏失： 

1、福壽山農場提供觀光旅遊相關服務，其中有關行

銷志工行程部分，抽查發現收費情形與定價相同

者，僅有5件（17.86％），高於定價者有3件（10.71

％），低於定價者達20件（71.43％），該農場未

訂定相關規定規範授權調整金額權限，且各項調

整及價格加減帳之相關作業欠缺正式行政程序。 

                   
5
 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係依104年7月17日行政院院授主綜規字第1040600379號函訂

定，嗣105年12月30日行政院院授主綜規字第1050600776A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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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抽核清境農場106年2月2日至3月6日由出納人

員彙整營收現金存入臺灣銀行專戶計有10次（每

次1至3筆），其中6次存入金額高於帳列金額，另

有4次存入金額低於帳列金額。又抽核該農場第

一銀行專戶106年2月份國民賓館預收遊客訂房

收入情形，有預收訂房收入迄2月底止仍未入帳

情事；另查該農場於106年1月及2月以金融電子

資料交換方式支付之電費及電話費等，尚有35筆

未入帳，以及銀行對於以上開方式支付員工薪

資、廠商貨款等款項，每筆收取10元手續費，惟

該農場亦有46筆手續費未妥為帳務處理，另有因

付款資料錯誤，經銀行退回後再次支付，無相關

交易軌跡可稽，肇致差額解釋表屢有勾稽不符等

情事。 

3、經抽核武陵農場國民賓館餐廳105年1至8月食品

盤存表列載之各月進貨金額，計有4個月盤存表

與明細分類帳所列進貨金額未符，又依該農場

105年8月食品盤存表所列存貨量，加計9月1日至

21日間之採購量，計算餐廳各項食材截至105年9

月21日止之存貨量，經抽盤其中12項食材，僅有

1項相符，主要係餐廳食材每月消耗情形以上月

結存加計本月進貨扣除本月存貨方式計算，並非

以實際消耗數量乘以單價金額計算所得，致生差

異。另抽核該農場國民賓館各房務員105年8月經

管之礦泉水等6品項，與實際盤點存貨量核對結

果，各品項均不相符。 

(二)據輔導會提供之說明資料，上開相關疏失業已改

善，略以： 

1、福壽山農場行銷志工行程已停辦。旅宿業營運上

常遇到突發狀況，為建立制度化及透明之授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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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農場於105年6月23日訂定「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福壽山農場辦理客房折扣及升等各

職級權限作業規定」供各級人員遵循，並於106

年2月22日第2次修正。 

2、清境農場已逐項釐清相關收入與費用之差異原

因，並結報入帳，俟後如有差額，出納管理人員

立即查明其發生原因是否正當，並編製差額解釋

表，避免類案再生。 

3、武陵農場因位處山區，交通運輸不便，各類食材

採購，原則上係採1週之住宿人數預估量以擬訂

採購數量。若遇臨時用餐人數突增，僅能以零購

方式補充貨源，惟該次零購項目數量則列入次月

份盤存表顯示。現已每日依實際進貨及消耗情形

填製食材及備品進銷存表單，領(使)用時填具支

用明細，並據此編製日（月）報表及盤點清單等，

及配合會計結帳日，同步辦理盤點作業，另組成

盤點小組，執行定期複查與不定期抽查。 

(三)綜上，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對於例行監督部

分，要求各單位主管人員應於日常管理業務過程，

即時監督相關業務之內部控制各組成要素之存在

及持續運作，並敘明例行監督包括建立檢討主管法

令規定機制，針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即時檢討相

關法令規定，對於主管業務建立適當之檢核、審

查、追蹤、管制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落實執行等。

輔導會福壽山農場、清境農場及武陵農場，地處山

區，各相關主管人員更應注意農場是否悉依內部控

制相關規範，以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效運作。審計

部查核發現之相關疏失雖已改善，各相關主管人員

應持續依上開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對於例

行監督部分之要求，於日常管理業務過程，即時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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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相關業務之運作狀況，並落實追蹤或考核等管理

機制。 

四、農場為提升土地利用效益而辦理委託經營，有其必

要，然其經營權利金之計算、委託經營土地使用現況

等，允應及時掌握，始能維護農場應有權益。各相關

農場應保持主動積極與認真之態度，俾確保各委託經

營案件均能悉依相關規定辦理。另，關於農場業務使

用之國有土地，部分未依規定申報繳納或申請減免地

價稅，及新（增、改）建之建物未依規定申報房屋稅

籍及使用情形一節，雖已檢討改善，仍應持續注意避

免再度發生。 

(一)清境、武陵、彰化及臺東等4家農場將經管之部分土

地辦理委託經營，上開農場辦理委託經營案件情

形，審計部查核發現下列缺失： 

1、清境農場旅遊服務中心及彰化農場農（漁牧）產

品展售中心（桃園大有路、臺中清水）等案之委

託經營標的建物，除委託經營廠商設有營業登記

外，另有多家商號或公司於該建物地址設立營業

登記，且均完成統一發票申報作業，惟該2農場

未確實依委託經營管理作業規定辦理訪查及財

務查核，對於委託經營廠商之協力廠商或共同經

營者之實際營運狀況未能掌握，影響經營權利金

或經營分益金計算之正確性。 

2、臺東農場辦理花蓮縣壽豐鄉忠孝段○地號及臺

東市知本段○地號等16筆土地之委託經營案，核

有委託經營廠商未依委託經營管理作業規定第

14點，對於因種植栽培（第1類）或養殖（第2類、

第3類）等作業需要，設置之臨時性或固定基礎

農業設施，事前經農場及主管機關同意，即自行

設置網室或鐵皮屋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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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東農場經管臺東縣臺東市新生段○地號等40

筆土地，其中9筆係依據輔導會農墾員管理作業

規定，與使用人簽訂使用借貸契約，惟各該使用

人並非輔導會列管有案之場（墾）員或繼耕人，

其資格尚待釐清，其餘31筆，使用現況未符委託

經營管理作業規定第3點，應以農業產銷、休閒

農業及觀光遊憩等經營項目為限。 

4、武陵農場辦理宜蘭縣三星鄉星月段○地號土地

暨其附屬設施、宜蘭縣大同鄉梵梵段○地號等14

筆土地之委託經營案，核有契約之經營項目為門

市業務與住宅，與委託經營管理作業規定第5點

之短期作物培育、水產及畜牧養殖、農產加工等

未符，及契約之經營項目雖為短期作物及苗木培

育，惟實際使用現況為商店、住家、停車場、倉

庫等情事。 

(二)針對上開審計部查核發現之缺失，輔導會之檢討及

說明略以： 

1、清境農場旅遊服務中心案： 

因本促參案有每年最低營運保證金額(即每

年最低應繳90萬元營運權利金)，納入查察協力

廠商私開發票金額，委託經營承商全年營業金額

仍未超出最低營運保證金額，故未造成農場實質

權利金收取損失。惟委託經營承商未依約有效督

導協力廠商，已造成財報失真，故清境農場依本

促參案契約規定，對委託經營承商罰款並要求應

依約善盡委託經營承商責任，督導各協力廠商如

實開具發票，避免類案再生。 

2、彰化農場： 

（1）桃園○○○農產品展售中心委託經營案共同

經營廠商已於105年4月14日將96至103年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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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分益金11萬2,971元繳至農場專戶，且104年

迄今之分益金，農場均依規定收取。 

（2）農場依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核定臺中○○農漁

牧產品展售中心委託經營案協力廠商96年度至

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

書，及○○○○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縣255分公司

100年度至104年度營業稅403申報表，計算委託

經營廠商應再繳交之經營分益金。經農場通

知，廠商業於105年8月26日繳交分益金355,319

元。之後年度之分益金，農場亦依規定收取。 

3、臺東農場已請委託經營廠商依規定向該場或臺

東市公所申請設置臨時性或固定性設施。另臺東

農場已解除與非場（墾）員之使用借貸契約，及

終止未符規定之委託經營契約。 

4、武陵農場：三星鄉星月段○地號土地暨其附屬設

施委託經營案現已改依「國有財產法」第28條但

書規定，並以公開招標出租方式辦理。其餘14件

經營項目或土地使用現況，核與委託經營作業規

定之項目未盡相符委託經營案件，5件契約已屆

滿未再辦理委託經營，1件已辦理變更為非公用

財產移交國產署接管，另8案契約到期後將不再

辦理委託經營。 

(三)經查，審計部查核清境、武陵、彰化及臺東等4家農

場將經管之部分土地辦理委託經營案後，發現農場

未確實依委託經營管理作業規定辦理訪查及財務

查核，對於委託經營廠商之協力廠商或共同經營者

之實際營運狀況未能掌握，影響經營權利金或經營

分益金計算之正確性、委託經營廠商未依委託經營

管理作業規定，事前經農場及主管機關同意，即自

行設置臨時性或固定基礎農業設施、土地使用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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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輔導會列管有案之場（墾）員或繼耕人，以及使

用現況未符委託經營管理作業規定、契約經營項目

與實際使用現況未合等缺失，依輔導會上開檢討及

說明內容，清境農場已對委託經營承商罰款並要求

應依約善盡委託經營承商責任、彰化農場已收取經

營分益金、臺東農場已請委託經營廠商依規定向該

場或臺東市公所申請設置臨時性或固定性設施，另

已解除與非場（墾）員之使用借貸契約與終止未符

規定之委託經營契約、武陵農場相關案件已屆期者

未再辦理委託經營或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

國產署接管，其餘案件嗣契約到期後亦將不再辦理

委託經營等，相關缺失已大致完成改善。農場為提

升土地利用效益辦理委託經營，有其必要，然其經

營權利金之計算、委託經營土地使用現況等，允應

及時掌握，始能維護農場應有權益，爰各相關農場

應保持主動積極與認真之態度，俾確保各委託經營

案均能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另，關於農場業務使用之國有土地，部分未依規定

申報繳納或申請減免地價稅，及新（增、改）建之

建物未依規定申報房屋稅籍及使用情形一節，輔導

會雖表示福壽山農場使用土地已依稽徵機關核定

結果補繳地價稅、委託經營廠商新（增、改）建之

建物，已依規定申報房屋稅籍及使用情形，並補繳

房屋稅、清境與彰化及臺東等農場已依稽徵機關核

定結果補繳地價稅等，然上述情形，仍應持續注意

避免再度發生。 

五、關於安置基金經管之國有土地被占用情形，截至 105

年底被占用土地 109 筆、建物 2 筆，106 年迄今雖已

陸續排除 23 筆土地被占用，惟仍有 86 筆土地及 2 筆

建物遭占用，允應持續辦理排除占用作業，以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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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另據審計部查核發現，被占用土地相關作業延

遲，以及未收取使用補償金等節，目前雖已陸續改善

中，輔導會允應持續督促所屬確實完成改善，以資妥

適。 

(一)依輔導會查復之資料，105年底安置基金被占用土地

109筆、建物2筆，經過陸續排除占用後，截至107

年6月底被占用土地降至86筆，被占用之建物仍為2

筆，各單位被占用土地及建物之統計如下表。 

表3  安置基金被占用土地及建物異動情形一覽表 

單位：帄方公尺 
 

機關 

106年新增 106年排除占用 106年底 

土地 建物 發現被占 

用年月 

土地 土地 建物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合計 - - - -   15 21,729.01 94 294,758.10 2 755.49 

臺北勞務中心 - - - - - 2* 4,694.74 2 3,478.05 - - 

森保處 - - - - - - - 4 10,452.61 2 755.49 

清境農場 - - - - - 7 3,341.00 16 9,952.00 - - 

武陵農場 - - - - - 2 681.95 6 1,044.90 - - 

福壽山農場 - - - - - 4 10,006.00 - - - - 

彰化農場 - - - - - - - 7 11,187.19 - - 

臺東農場 - - - - - 1 3,005.32 59 258,643.30 - - 

             

機關 

107年上半年新增 107年上半年排除占用 107年6月底 

土地 建物 發現被占

用年月 

土地 土地 建物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合計 - - - -   8 1,416.26 86 293,341.80 2 755.49 

臺北勞 

務中心 
- - - -  1 222.79 1 3,255.26 - - 

森保處 - - - - - 1 16.47 3 10,436.14  2 755.49 

清境農場 - - - - - 5 1,085.00 11 8,867.00 - - 

武陵農場 - - - - - 1 92.00 5 952.90 - - 

福壽山農場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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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農場 - - - - - - - 7 11,187.19 - - 

臺東農場 - - - - - - - 59 258,643.30 - - 

資料來源：輔導會。 

 

(二)依據審計部查核發現，有5筆各管理機構前於99年11

月至104年7月已知被占用，惟遲至105年度始造冊

列管，甚至有發現數年後始委請律師提貣訴訟或與

占用人協調返還等情事；另有清境農場經管帅獅段

○地號等7筆土地，自99年1月發現被占用迄至105

年底止，已7年，均未收取使用補償金。詢據輔導

會表示，被占土地處理中尚未結案者，該會每半年

召開會議檢討辦理情形，列管至處理結案止，並要

求所屬機構發現土地新生被占用情事，立即報會列

管。然因農場經管土地幅員遼擴，部分土地位置地

處偏遠地區或地界不明，且巡查時有時尚難立即判

定土地是否已遭占用，須經申請鑑界、插牌公告等

作業程序，故認定土地遭占用較費時程。至於清境

農場經管帅獅段○地號等7筆土地，自99年1月被占

用迄至105年底止，未收取使用補償金一節，其中

帅獅段○地號農場已排除占用且移交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接管；帅獅○地號及松岡段

○、○地號等3筆土地已解除占用列管，現正辦理

變更非公用財產由國產署審核中；松岡段○地號占

用人於農場協調日期內自行拆屋還地，依規定使用

補償金免收；松岡段○、○地號等2筆土地現正辦

理民事訴訟中。 

(三)經核，105年底安置基金被占用土地109筆，輔導會

每半年召開會議列管、檢討辦理情形，經過106年

排除占用15筆、107年上半年再排除占用8筆後，截

至107年6月底被占用土地降至86筆，排除占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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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作為，已有一定成效；惟仍有86筆土地及2

筆建物遭占用，允應持續辦理排除占用作業，以維

基金權益。另依審計部查核發現，被占用土地造冊

列管延遲、委請律師提貣訴訟或與占用人協調返還

延遲，以及清境農場經管帅獅段○地號等 7筆土

地，發現被占用7年均未收取使用補償金等各節，

分別違反輔導會各年度訂頒之被占用不動產處理

實施計畫第陸點「一、各機構應就經管被占用土地

現況，詳予清查。……四、各機構應就被占用不動

產每年訂定清查及處理計畫，於每年1月15日前報

會備查」及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

原則第6點第1項「國有公用不動產被占用，管理機

關應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向占用者追溯

收取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規定，目前雖已

就審計部查核意見陸續改善中，包括清境農場對相

關土地排除占用且移交國產署接管、辦理變更非公

用財產程序、協調占用人自行拆屋還地及辦理民事

訴訟等，輔導會允應持續督促所屬確實完成改善，

以資妥適。 

 

調查委員:陳慶財、蔡培村、方萬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