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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函報：稽察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辦理「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執行情形

，發現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究該

局辦理本案之執行成效如何？主管機關及相

關人員有無違失？認有調查瞭解之必要乙案

。 

貳、調查意見：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下稱鐵工局) 為改善員林

火車站附近地區因縱貫鐵路阻隔，造成沿線兩側區域發展阻

礙等問題，規劃辦理「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經行政

院於民國(下同)95 年 2 月 13 日核定總經費新台幣(下同

)40.72 億元，計畫期程自 95 年 2 月至 101 年 2 月高架通車

、102 年 2 月整體完工。嗣因本計畫都市計畫作業期程延宕

，及完成細部設計後工程經費大幅增加等因素，鐵工局自

99 年 4 月起層轉交通部提報修正計畫，迄至 101 年 10 月 24

日始獲行政院核定，計畫總經費修正為 58.86 億元(較原核

定經費增加 18.14 億元，增加比率約 45％)，計畫期程展延

至 103 年 12 月高架通車、105 年 1 月整體完工。本案係審

計部函報：稽察鐵工局辦理「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

」執行情形，發現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案經

向有關機關調閱相關卷證，並約詢交通部常務次長范植

谷、鐵工局局長周永暉、彰化縣副縣長林田富等相關人

員，業經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列述如后： 

一、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辦理「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工

程規劃技術服務案」綜合規劃報告未臻周延，審查作

業流於形式，迨至辦理細部設計始檢討發現所需工程

經費及辦理期程大幅增加，嗣後續報院核定修正計畫

經費增加 45％，整體完工必須延後 3 年，顯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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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擬訂，應參酌本

機關資源能力，事前蒐集充分資料，進行內外環境分

析及預測，設定具體目標，進行計畫分析，評估財源

籌措方式及民間參與之可行性，訂定實施策略、方法

及分期（年）實施計畫。」。 

(二)查鐵工局於 93 年 11 月 12 日辦理「員林市區鐵路高架

化工程規劃技術服務」招標作業，由聯合大地工程顧

問公司以 1,226 萬 6,117 元得標，嗣該公司於 94 年 4

月提出綜合規劃報告初稿，並由鐵工局於 94 年 4 月 20

日召開審查會議後，該局於 94 年 5 月 26 日檢送本計

畫綜合規劃、可行性研究、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

益分析等報告陳報交通部。交通部爰於 94 年 6 月 23

日、10 月 14 日二度召開本計畫可行性研究、選擇與替

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及綜合規劃報告之審查會議，

並經該公司修正後，於 94 年 10 月間完成綜合規劃等

報告，嗣經鐵工局陳報交通部核轉行政院於 95年 2月

13日核定計畫總經費為 40.72億元，計畫期程自 95年

2月至 102年 2月。 

(三)惟查，本計畫於 99年 1月完成永久軌工程細部設計後

，經檢討發現所需工程經費及辦理期程均較原核定內

容增加，鐵工局爰提報修正計畫，迄 101 年 10 月 24

日獲行政院核定總經費調增為 58.86 億元，較原核定

經費增加 18.14億元，計畫期程展延至 103年 12月高

架通車、105年 1月整體計畫完工。揆其修正計畫增加

經費項目，除因物價基準調整、員林車站配合都市計

畫整體設計之檢討等屬不可抗力因素外，其餘則係可

歸責鐵工局綜合規劃作業未臻周延所致，茲分述如下

： 

１、有關「關聯工程需求檢討(原規劃未考量路權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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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光橋拆除工程相關費用，致經費增加 0.63 億元；

配合莒光橋拆除工程須於 30M 外環道增設臨時平交

道工程，致經費增加 0.3億元)」部分，查鐵工局於

本案規劃階段未先行就莒光陸橋拆除費用，及拆除

後交通容量等問題，與相關單位（含交通部公路總

局）及當地居民確實溝通協調並取得共識，逕以交

通部公路總局權責為由而未編列相關拆除費用，俟

交通部於 100 年 10 月 21 日召開「員林地區台一線

省道跨越鐵路之莒光陸橋拆除經費及權責事宜會

議」結論，以本案莒光陸橋係鐵工局辦理員林計畫

施作鐵路高架化工程需要拆除，該項拆除增加經費

仍宜納入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之修正計畫中辦

理等，顯示鐵工局辦理綜合規劃作業確有未盡周延

情事。 

２、有關「臨時軌先期工程改善與調整(……4.配合保留

員林穀倉歷史古蹟調整修正軌道線型，增加材料設

備)，致經費增加 1.87 億元」部分，查彰化縣政府

於 94年 8月核定保留員林穀倉為歷史建物，鐵工局

於 94年 10月 25日完成綜合規劃，並陳報交通部核

轉行政院，經行政院於 95年 2月核定，期間鐵工局

本應將穀倉位置納入線型考量，惟未確實辦理，嗣

後再以配合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局）

員林大排施作之鐵路抬高及避開穀倉等理由，修正

臨時軌軌道線型，增加軌道長度與擋土設施，核有

規劃設計考量不周情事。 

３、有關「引道段結構型式檢討(為減輕引道段結構發生

土壤液化震害風險，引道段設計採重量較輕之箱型

結構取代原規劃之 U型結構含土石方回填)，致經費

增加 0.66 億元」部分，查行政院 101 年 10 月 24

日核定修正計畫第 2.2.5 節「引道段工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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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主要係為減少引道段與橋梁段之差異沉

陷，降低軌道損壞與搶修之風險，及考量本地區

屬中度至嚴重液化區，細部設計改為箱型結構斷

面取代原規劃 U 型結構斷面，另原綜合規劃未編

列雜項工程費用，經依現場狀況增列引道工程費

用之 10％等。鐵工局於約詢後補充說明所稱，為

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等情，核與上開修正計畫

原委不符。另查員林地區於 88 年 921 大地震後

已出現土壤液化情形，本計畫未於規劃階段充分

考量地質狀況及臺鐵局營運需求，俟細部設計時

再據以辦理變更設計，其綜合規劃作業仍核欠周

延。 

４、有關「配合政府節能減碳及綠建築政策(為符綠

色軌道工程指標增加省力化無道碴軌道數量)，

致經費增加 0.43 億元」部分，據鐵工局約詢後

補充說明，因原綜合規劃無道碴軌道數量約

7,536m，引道段改為箱型結構斷面後，其頂面改

鋪設無道碴軌道，並設計鋪設防振型軌枕以降低

列車之振動及音波傳遞，爰無道碴軌道數量修正

為 8,650m，增加約 1,114m，經費增加 0.43 億元

等情，顯示本項經費增加，主要係針對引道段工

程變更設計所需。惟據行政院 101 年 10 月 24 日

核定修正計畫第 2.2.5 節「引道段工程檢討」略

以，基於本地區屬中度至嚴重液化區，為減輕引

道段結構重量，採箱型結構斷面，及第 2.2.7 節

「軌道工程檢討」略以，箱型混凝土斷面之剛性

結構體適合鋪設版式軌道等情，顯示鐵工局主要

係因綜合規劃階段未覈實考量引道段屬中度至嚴

重液化區，俟細部設計時始改採重量較輕之箱型

結構取代原規劃之 U 型結構，並配合改採版式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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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致增加工程經費，綜合規劃作業核欠周延。 

５、有關「法令及設計規範修訂(依交通部 95 年 12 月

重新修訂之『鐵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依交通部

93 年『鐵路橋梁設計規範』須考慮群樁效應折減，

因現地地質條件不良及施工空間受限致基樁需求

較原規劃增加)，致經費增加 3.12 億元」部分，

據鐵工局約詢後補充說明，原規劃採行當時之相

關規範設計，係採 93 年版「鐵路橋梁設計規範」

及 89 年版「鐵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等，惟查

本計畫綜合規劃報告第 9.2.5 節「設計考量事

項」，其中設計依據規範為 84 年 1 月「公路橋梁

耐震設計規範」，再據本案經行政院核定之修正

計畫報告書附錄，登載交通部各單位於 99 年 5

月 21 日審查意見答覆情形一覽表中，有關鐵工

局答覆交通部會計處審查意見略以：「原綜合規

劃耐震設計確實依據 84 年 1 月『公路橋梁耐震

設計規範』」，顯見綜合規劃作業未依行為時規範

辦理規劃，核欠周延。 

(四)據上，鐵工局辦理「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工程規劃

技術服務案」綜合規劃報告未臻周延，審查作業流

於形式，迨至辦理細部設計始檢討發現規劃階段未

先行就莒光陸橋拆除費用與公路總局溝通協調、穀倉

位置未納入線型考量、未充分考量地質狀況及臺鐵局

營運需求、未覈實考量引道段屬中度至嚴重液化區

、未依行為時橋梁設計規範辦理規劃等疏漏情事，

肇致工程經費大幅增加 45％，整體完工必須延後 3 年

，顯有疏失。 

二、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事先未與彰化縣政府充分溝

通協調，即率爾委外辦理「員林車站專用區細部計畫

擬定技術服務」案，嗣因彰化縣政府另委外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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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火車站區周邊都市更新計畫第二階段都市計畫

變更」案，都更範圍已包括員林車站特定區，爰終止

上開技術服務案，徒耗公帑 53 萬餘元；復未善用行

政院「推動公共建設方案」建立之協調處理困難問題

機制，或依所訂溝通平台儘速整合解決都市計畫變更

相關爭議，肇致都市計畫變更案延宕 4 年餘始完成，

顯有未當： 

(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下稱經建會)針對交通部(鐵

工局)陳報「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規劃報告一案

，於 95 年 1 月 2 日以總字第 0950000014 號函檢附審

議結論予鐵工局、彰化縣政府略以：「本計畫員林車

站高架計畫部分應併同員林車站都市更新計畫作整體

規劃及開發，請彰化縣政府於 95年 6月底前完成前述

規劃之整合及作業，並於 95 年 12 月底前完成都市計

畫變更，俾加速都市更新之推動。」；另本計畫自 96

年度起納入行政院年度推動公共建設方案列管，據行

政院訂頒 96年度「推動公共建設方案」第參、二、（

二）、2節規定：行政院成立公共建設督導小組，該督

導小組每月召開會議一次，督導本方案之執行，針對

各部會署執行遭遇之困難問題，全力協調解決。同方案

第參、三、（一）節規定：內政部成立用地及土方專

案小組…，分別負責協調解決相關困難問題，並將處

理結果提報行政院公共建設督導小組委員會議。同方

案第參、五、（三）、2節規定：各部會署院公共建設

推動會報協調處理後，如仍未能解決，其屬用地、土

方、砂石、管線、環保、補助地方執行計畫及民眾抗

爭問題，提請各相關專案小組協助解決；其他個別困

難問題則提請行政院公共建設督導小組協助處理。 

(二)惟查，鐵工局迨至 95 年 8 月 9 日始召開「員林車站

專用區細部計畫擬定之作業方式及期程研討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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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鐵局建議，由鐵工局辦理「員林車站專用區」細

部計畫擬訂作業，鐵工局並於 96年 1月 2日委託藍明

毅建築師事務所辦理「員林車站專用區細部計畫擬

定技術服務」案。復查彰化縣政府並未依照前述經建

會審議結論，如期於 95 年 12 月底完成都市計畫變更

，而鐵工局亦未協調該府有效整合與處理都市計畫變

更相關事宜，遲至 96 年 6 月 20 日彰化縣政府召開「

員林火車站區都市更新計畫（第二階段都市計畫變更

案）」第一次工作會議時，該府建議員林車站專用區

與周邊都市更新地區之都市計畫變更案整合為一，鐵

工局始以彰化縣政府業於 96 年 6 月 22 日另委外辦理

「員林火車站區周邊都市更新計畫第二階段都市

計畫變更」案，範圍已包括員林車站特定區，前述技

術服務案已無須再執行，鐵工局並於 96 年 11 月 29

日簽辦結案，97 年 5 月 9 日終止契約，結算金額 53

萬 2,350 元。 

(三)另查，彰化縣政府研擬員林火車站區都市計畫變更

草案期間，該府、鐵工局及臺鐵局對於本計畫「鐵

路用地變更商業區」與「車站專用區」之土地使用

變更範圍、容積率及變更回饋比例意見不同，渠等

爭議問題均攸關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員林車站站體

設計及站區發展，惟鐵工局並未善用行政院「推動

公共建設方案」建立之相關專案小組及時協助解決

相關爭議，期間鐵工局雖曾於 99 年 3 月 5 日召開會

議研商訂定本計畫「推動專案小組溝通平台設置及

執行要點」，每 2 至 3 個月共同召開會議，以協商

解決相關問題，惟該要點實際並未落實執行，肇致

前述爭議問題延宕至 99 年 7 月 20 日始告定案，迨

至 100 年 5 月 19 日彰化縣政府始公告實施「變更員

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員林火車站周邊都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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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第一階段)案」計畫書、圖，同年月 31 日

公告實施「擬定員林都市計畫（員林火車站周邊更

新地區）（配合員林鐵路高架化工程-非劃定優先更

新單元部分）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較原核定

計畫要求於 95 年 12 月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延宕達 4 年 5 個月，影響通車時程 1 年 10 個月。 

(四)據上，鐵工局率爾委外辦理「員林車站專用區細部

計畫擬定技術服務」案，嗣因彰化縣政府另委外辦

理之都市計畫變更案，其範圍已包括員林車站特定

區，爰終止上開技術服務案，徒耗公帑 53 萬餘元

；復未善用行政院「推動公共建設方案」建立之協

調處理困難問題機制，或依所訂溝通平台儘速整合

解決都市計畫變更相關爭議，肇致都市計畫變更案

延宕，顯有未當。 

三、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未恪遵「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

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將基本設計書圖及總工程

建造經費送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致嗣後提

報 4 次經費審議均遭該會退回，且修正計畫未獲行政

院核定前，逕行辦理工程發包，發包金額復超過原核

定計畫總經費，預算控管失當，顯有違失： 

(一)依據「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92

年 4 月 14 日修正)第 8 點規定：「經依前點規定審議

，並經行政院同意辦理之新興公共工程計畫，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一）主辦機關應及早展開綜合規劃，

提出約百分之三十規劃設計之必要圖說、總工程建造

經費之概算、基本資料表，至遲於第一年度之預算籌

編先期會審會議開始三個月前，先以正本函送工程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另

行政院於 95 年 2 月 13 日核定本案綜合規劃報告等資

料，並請依照經建會審議意見辦理，據該會議結論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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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載明：「前述計畫經費係屬初估，至於確切經費，

請交通部將相關工程資料送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審查。」。 

(二)惟查，鐵工局於辦理「YCL-311 標員林站區臨時月台

、天橋及路基工程」及「YCL-111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

臨時軌道路基工程」等臨時軌主要工程，均未依上開

規定提出基本設計書圖及總工程建造經費之概算等資

料，送請工程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即分別於 96 年 8

月 22日、97年 10 月 7日辦理招標作業，決標金額分

別為 4,149 萬 9,732 元、1 億 2,988 萬元，並陸續於

97年 6月 21日及 99年 1月 28日竣工。 

(三)另查，鐵工局迨至 99 年 1 月完成永久軌工程之細部

設計後，始於 99 年 4 月 8 日提報計畫經費審議報告

書暨圖說等資料，函送工程會辦理經費審議，案經

該會以本計畫由原核定總經費 40.72 億元，大幅修

正增加經費為 69.25 億元，與行政院原核定額度不

同，涉及修正計畫事宜，於 99 年 4 月 22 日函請鐵

工局依相關規定循序提報修正計畫，並俟修正計畫

獲核定後再送該會審議。惟鐵工局未俟修正計畫函

報行政院審議通過，即於 99 年 6 月 8 日逕行辦理「

YCL-121 員林高架工程」之決標，續於 100 年 6 月 1

日辦理「員林高架車站及機電工程」之決標，前述 2

項永久軌主體工程預算金額分別為 24 億 9,916 萬餘

元、13 億 8,208 萬餘元，連同臨時軌工程及其他附

屬工程、相關規劃設計案發包預算等，合計發包金

額達 43 億 1,133 萬餘元，已超過原核定計畫總經費

40.72 億元，鐵工局在修正計畫未經行政院核定之情

形下，逕行決定超額發包，辦理程序有欠完備，預

算控管作業亦欠允當。鐵工局嗣於 101 年 2 月 20 日

懲處工務組謝立德組長、楊仁德科長各申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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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針對「本計畫經費送審及期程展延是否符合程序？」

部分，詢據交通部范植谷常務次長說明略以：「以其

他不同案例而言，如台中高架、台南地下化案比員林

高架案還要錯綜複雜。員林高架案修正計畫尚未核定

，即先行發包，確屬可議。嗣後經費送審 4 次均被退

回，主因係修正計畫尚未通過。修正計畫期程完全歸

責於不可抗力，確實說不過去。目前站區周邊聯外道

路之都更程序比較複雜，還沒有辦法完全解決。修正

計畫有關自償性問題，經跨部會來解決，花了不少時

間。本案從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細部設計等階段

，應該要更周延才對，不能為了趕工而不顧程序要求

，這點要改進；另修正計畫送經建會審議耗時 2 年，

對原計畫核定期程有很大影響，會後要再做深入檢討

。」、鐵工局周永暉局長說明略以：「本案經費審議

係三審制（局、部、院），有些程序確實應該要注意

，本局組長、科長因本案曾遭懲處申誡一次，我們會

記取教訓。」、交通部路政司劉孟翰簡任技正說明略

以：「的確應該依法行政，本計畫是 10億元以上，需

送工程會審議，因部內專業人員不足，故授權鐵工局

代為審議經費後核轉工程會，本部審議程序應該是沒

問題。工程會曾要求追究疏失責任，修正計畫 2 年時

間須協調的事情很多，本部已重申未經工程會審議，

不得先行發包，都市計畫程序曾要求鐵工局要縮短。

」。由上益證，鐵工局於本計畫執行過程，並未確依

「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工程建造經費送審事宜，並以趕工為由不顧行政程序

要求，逕行辦理工程發包，肇致嗣後經費送審屢遭工

程會質疑及退回。 

(五)據上，鐵工局未恪遵「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

議作業要點」規定，將本計畫基本設計書圖及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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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造經費等資料送請工程會審議，致嗣後提報 4

次經費審議均遭該會退回，且修正計畫未獲行政院

核定前，逕行辦理工程發包，發包金額復超過原核

定計畫總經費，預算控管失當，顯有違失。 

四、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於修正計畫辦理過程，未覈實

檢討經費需求及計畫自償性，肇致修正計畫案迭遭行

政院退回，修正計畫期程歷時長達 2 年 6 個月，顯有

疏失： 

(一)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98年 4月 17日修正）第 11點規定︰「各機關之中

長程個案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修正：（一

）因中程施政目標及策略變更，致原計畫難以執行。

（二）因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或無具體成效，致原計畫

無法如期完成。（三）因其他不可抗力，致原計畫須

調整因應。」、同要點第 14點規定︰「中長程個案計

畫之修正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一）環境變遷檢

討。（二）需求重新評估。（三）計畫及預算執行檢

討。……。」 

(二)惟查，本計畫原核定總經費 40.72 億元，計畫期程自

95 年 2 月至 102 年 2 月，鐵工局於永久軌工程細部設

計完成後，大幅增加總工程經費，爰自 99 年 4 月 8

日起開始陳報修正計畫，總經費原擬調高為 69.25 億

元，計畫期程預計展延至 103 年 12 月。嗣經經建會

審議結果，以工程經費大幅增加及未提請工程會審查

等理由，多次退請重新檢討各項經費之妥適性及合理

性，案經鐵工局檢討結果，自 99 年 4 月至 101 年 2

月間，計提報 4 次修正計畫，3 次調降金額依序為 7.48

億元、2.51 億元、0.40 億元，總經費由原擬調增至

69.25 億元，減至 58.86 億元，差異達 10.39 億元，

較原擬增加 28.53 億元下修幅度達 36.41％，揆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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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下修內容，均為檢討調降高架化工程經費、間接工

程費、預備費及物調款等，顯示鐵工局未能審慎衡酌

計畫需求，覈實編列相關工程經費，致修正計畫多次

遭退回檢討，再逐步調降工程經費，計畫財務控管未

臻周妥，並影響修正計畫期程。 

(三)另查，鐵工局於第 1 次提報修正計畫時，未納入計畫

自償性之評估，嗣經經建會審議結果，提請比照「高

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將基地範圍相關之所有

支出及收益完整列計，重新提報。惟嗣後鐵工局所提

報第 2 次至第 4 次修正計畫，僅就稅收增額收益加以

檢討，然對於鐵路立體化工程完成後，沿線二側周邊

影響受益地區，可藉由都市計畫變更所創造之增額容

積、公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及場站地區開發營運所創

造之收益均未予以估算，案經經建會審議結果，要求

將外部效益一併納入財務設算後，鐵工局提報第 5 次

及第 6 次修正計畫，始分別就彰化縣政府之增額稅收

效益及增額容積效益，與臺鐵局站區開發效益、都市

更新效益等重新檢討核算自償經費，其經檢討結果，

均認為本計畫開發效益不具自償性，亦無自償經費可

供挹注等，故計畫總經費仍維持為 58.86 億元，其中

臺鐵局負擔 2.02 億元、彰化縣政府負擔 7.78 億元，

中央負擔 49.06 億元；另計畫期程調整部分，因修正

計畫迄未獲核定，致軌道工程無法辦理招標，影響後

續執行期程，展延至 103 年 12 月高架通車、105 年 1

月整體計畫完工，案經經建會於 101 年 9 月 24 日審

查通過，並經行政院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核定，惟仍

要求未來員林都市計畫區車站周邊及鐵道二側地區

若有土地變更或增額容積收益，由中央與彰化縣政府

依本計畫經費分攤比例分回收益，修正計畫期程歷時

長達 2 年 6 個月。據鐵工局約詢後補充說明，修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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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作業延宕影響計畫期程 1 年 10 個月。 

(四)據上，鐵工局於修正計畫辦理過程，未覈實檢討經

費需求及計畫自償性，肇致修正計畫案迭遭行政院

退回，修正計畫期程延宕，顯有疏失。 

五、彰化縣政府、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對於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要求「95 年 12 月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更

」事項，均明知不可能如期完成，然卻未曾向該會提

出申復理由，顯有未洽： 

(一)行政院於 95年 2月 13日以院臺交字第 0950000234

號函核定「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之綜合規劃

、可行性研究、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

告，並請依照經建會審議結論辦理。查經建會於 95

年 1 月 2 日以總字第 0950000014 號函(正本：行政

院秘書長；副本：交通部、工程會、臺鐵局、鐵工

局、內政部營建署、彰化縣政府等)檢附審議結論

略以：「本案(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規劃報告

一案)經本會於 94 年 12 月 13 日邀集鈞院秘書處、

主計處、工程會、交通部(鐵工局等)、財政部、內

政部營建署及彰化縣政府等相關單位代表研商後

，提 94 年 12 月 19 日本會第 1234 次委員會議討論

，獲致結論如次：…(二) 本計畫員林車站高架計

畫部分應併同員林車站都市更新計畫作整體規劃

及開發，請彰化縣政府於 95 年 6 月底前完成前述

規劃之整合及作業，並於 95 年 12 月底前完成都市

計畫變更，俾加速都市更新計畫之推動。…」。 

(二)惟查，彰化縣政府及鐵工局對於經建會上開要求事

項，均明知不可能如期完成，然卻未曾向該會提出

申復並敘明理由。查鐵工局迄 96 年 1 月 2 日委託藍

明毅建築師事務所辦理「員林車站專用區細部計畫

擬定技術服務」案，該案嗣因彰化縣政府於 96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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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日另委外辦理「員林火車站區周邊都市更新計

畫第二階段都市計畫變更」案，範圍已包括員林車

站特定區，致前述技術服務案於 96年 11月 29日簽辦

結案，97年 5月 9日終止契約。彰化縣政府迄 100 年

5 月 19 日始公告實施「變更員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配合員林火車站周邊都市更新計畫）(第一階段)

案」計畫書、圖，同年月 31 日公告實施「擬定員林

都市計畫（員林火車站周邊更新地區）（配合員林

鐵路高架化工程-非劃定優先更新單元部分）細部計

畫案」計畫書、圖，較經建會要求辦竣期限，延遲 4

年 5 個月。 

(三)針對「行政院經建會要求 95 年 12 月底前完成員林車

站都市計畫變更，是否曾提出申復？」部分，詢據彰

化縣林田富副縣長說明略以：「經建會希望彰化縣政

府在 95 年 12 月底前完成員林都市計畫變更，我想這

是在理想狀況之下，但是實際上在執行都市計畫變更

的時候，客觀事實很難達成這樣一個目標。本府對於

行政院經建會(95 年 1 月 2日)函示，對於期程的限制

，只能盡一切努力，但是客觀事實上不可能達成，並

沒有想到要去向行政院申復，實際上是不可能 95年底

完成員林都更案。」、鐵工局周永暉局長說明略以：

「行政院經建會期望 95年完成都市計畫變更，這是一

個期望，對這個期望，我們會努力去做。」由上顯見

，彰化縣政府及鐵工局均明知經建會所要求「95 年 12

月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事項，於客觀事實很難

達成目標，對於該會期望只能努力去做，卻未曾向經

建會提出任何申復理由，容任上級要求事項淪為空談

。 

(四)據上，彰化縣政府、鐵工局對於經建會所要求「95

年 12 月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事項，均明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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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如期完成，然卻未曾向該會提出申復理由，顯

有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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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四，提案糾正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二、調查意見五，函請彰化縣政府、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

局切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林鉅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