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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審計部函報：派員調查法務部辦理「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擴建辦公廳舍計畫」等相

關計畫執行情形，據報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

過低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法務部為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前身為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擴建辦

公廳舍及興建大型贓證物庫等需要，於民國(下同)81 年

6 月 11 日陳報「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擴(遷)建辦公廳

舍六年計畫」，嗣經行政院於 81 年 10 月 14 日核定計畫

總經費新台幣(下同)4 億 7,993 萬餘元，預定於 83 年底

完成興建。行政院並於 81 年 11 月 30 日以院台財產二字

第 81025784 號函復法務部略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士

林分院檢察署為擴建辦公廳舍及興建大型贓證物庫需要，

申請撥用臺北市士林區福順段一小段 425地號等 5筆國、

省、市、縣共有土地（下稱重慶北路基地），合計面積

0.4416 公頃乙案，准予撥用。」。惟法務部嗣後對於重

慶北路基地之用途目標，決策過程反覆不定，徒耗作業

時程，行政院嗣於 104 年 6 月 23 日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400173660 號函法務部略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

察署經管臺北市士林區福順段一小段 425 地號等 5 筆土

地國有持分，未依撥用計畫使用，應予廢止撥用……」。

總計重慶北路基地從 81 年 11 月核准撥用迄 104 年 6 月

廢止撥用，閒置期間逾 22 年。本案係審計部函報，法務

部辦理「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擴建辦公廳舍計畫」

等相關計畫執行情形，據報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等

情。案經向法務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

審計部調閱相關卷證及現場履勘重慶北路基地及士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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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所舊址(該基地位於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緊鄰士林地

檢署旁，下稱士林看守所舊址基地)，並約詢法務部吳陳

鐶政務次長、士林地檢署林朝松檢察長、財政部張璠政

務次長、國產署李政宗副署長及相關人員，爰經調查竣

事。茲將調查意見列述如后： 

一、法務部暨所屬士林地檢署於重慶北路基地撥用後，自

87 年至 98 年間，對於該基地之用途目標，決策過程

反覆不定，其後，明知 99 年 6 月 7 日所函報「法務

部所屬機關 100-105 年度擴、遷、整建辦公廳舍報院

備查計畫之優先順序與經費預估」案有關使用重慶北

路基地興建北區職務宿舍計畫，遭行政院於同年月 30

日核復暫從緩議時，未切實依照國有財產法規定，將

該基地交由財政部國產署接管，容任位處臺北市區建

築用地繼續長期閒置，前後逾 22 年仍未獲有效利用，

影響國家整體土地資源之分配運用，顯有違失： 

(一)依國有財產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公用財產之主

管機關，依預算法之規定。」、同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本法第 10 條所稱公用財產主管機關，係

指預算法第 3 條第 2 項
1
所稱之本機關。」、同法第

11 條規定：「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

關，直接管理之。」、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

公用財產應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

……」、同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非公用財產類

之不動產，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得申

請撥用。」、同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

依本法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奉准撥用之土地，撥用機

關因事實需要不能在 1 年內使用者，得向財政部申

                                      
1
 預算法第 3 條第 1、2 項規定：「稱各機關者，謂中央政府各級機關；稱機關單位者，謂本
機關及所屬機關，無所屬機關者，本機關自為一機關單位。前項本機關為該機關單位之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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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展期。但以半年為限。」、同法第 39 條規定：「

非公用財產經撥為公用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應由財政部查明隨時收回，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現改制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管。但撥用土地之收

回，應由財政部呈請行政院廢止撥用後為之：一、

用途廢止時。二、變更原定用途時。三、於原定用

途外，擅供收益使用時。四、擅自讓由他人使用時。

五、建地空置逾 1 年，尚未開始建築時。」、同法

第 61 條規定：「國有財產之檢查，除審計機關依審

計法令規定隨時稽察外，主管機關對於各管理機關

或國外代管機構有關公用財產保管、使用、收益及

處分情形，應為定期與不定期之檢查。」。本案重

慶北路基地公用財產之主管機關法務部及管理機關

士林地檢署，應切實依照上開法令規定積極辦理興

建計畫報核及基地開發使用，殆無疑義。 

(二)惟查，本案重慶北路基地於 81 年 11 月獲行政院核

准撥用予士林地檢署辦理擴建辦公廳舍及興建大型

贓證物庫，嗣因該基地部分土地於撥用前即遭民眾

占用，且拆遷補償預算至 87 年度始獲准編列影響，

計畫無法如期完成，法務部爰陸續提報修正計畫，

案經行政院於 87 年 2 月 25 日、4 月 27 日分別核定

「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興建檢察官職務宿舍中程

計畫(分項計畫包括「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興建檢察官職務宿

舍中程計畫」)」、「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擴(遷)建

辦公廳舍六年計畫修正計畫(分項計畫包括「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檢察署擴建辦公廳舍(興建大型贓證物庫)中程計畫」)」，

預計於重慶北路基地興建職務宿舍及大型贓證物庫

各 1棟，計畫經費各為 1億 5,203萬餘元、2億 1,494

萬餘元，預定於 93 年 6 月底及 91 年 6 月底興建完

成。惟查前開計畫執行期間，囿因法務部於 8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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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指示士林地檢署將前開 2 項計畫之興建地點，由

原定之重慶北路基地，變更至士林看守所舊址基地，

致該 2 項計畫均中途終止執行。至有關重慶北路基

地之用途，經法務部總務司於 89 年 8 月 15 日簽辦

以移作該部行政執行署或廉政署未來中程計畫使用

較宜，並經該部常務次長批示：「可」。然嗣後法

務部復以士林地檢署及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

臺北地檢署)現有檢察官職務宿舍不足為由，於 90

年 11月 5日函示將重慶北路基地改由該 2機關興建

職務宿舍之用，復又以該部行政執行署及臺北行政

執行處之業務大幅擴增，亟需解決該署、處辦公廳

舍之不足，至興建檢察官職務宿舍較無迫切性為由，

於 93年 3月同意改由行政執行署使用重慶北路基地

興建辦公大樓。嗣於申請將原已撥用予士林地檢署

之重慶北路基地，改撥用予行政執行署時，因該基

地中屬臺北市及前臺北縣(現改制為新北市)政府所

有部分，該市、縣政府不同意無償撥用，頇以價購

方式辦理(註：國有土地部分，行政院業於 94 年 7 月同意撥用在

案)，法務部鑑於籌措購地預算不易，爰指示行政執

行署另覓他地興建辦公大樓，嗣於 95 年 6 月開會決

議回歸興建職務宿舍方案，利用重慶北路基地
2
興建

臺北地區區域型聯合職務宿舍，供臺北地檢署及士

林地檢署等機關使用，其決策過程反覆不定。士林

地檢署嗣於 98 年 4 月 29 日陳報「臺北地區區域型

聯合職務宿舍籌建計畫」，預計於重慶北路基地興

建職務宿舍，嗣經行政院秘書長 98 年 8 月 31 日函

復俟法務部評估未來 4 年各項計畫之優先順序報院

核定後再議。法務部爰於 99 年 6 月 7 日函報「法務

                                      
2
 行政院於 98 年 5 月 8 日將重慶北路基地國有土地部分，准予撥用予士林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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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屬機關 100-105 年度擴、遷、整建辦公廳舍報

院備查計畫之優先順序與經費預估」一覽表（含北

區職務宿舍計畫案排序為第 14 順位），嗣經行政院

於 99 年 6 月 30 日函復「暫從緩議」。然法務部暨

所屬士林地檢署嗣後並未切實依照國有財產法第

39 條規定（建地空置逾 1 年，尚未開始建築），將

該基地交由財政部國產署接管。案經行政院於 104

年 6月 23日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400173660號函法

務部略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經管臺北市

士林區福順段一小段 425地號等 5筆土地國有持分，

未依撥用計畫使用，應予廢止撥用……」。本案重

慶北路基地自 81 年 11 月 30 日獲核准撥用迄 104

年 6月 23日遭廢止撥用，總計閒置期間超過 22年。 

(三)針對「重慶北路基地閒置超過 22 年，法務部似乎從

未考慮歸還國產署，理由為何？另有關經費問題？」

部分，詢據法務部秘書處楊合進處長說明略以：「

本基地 81 年撥用後，有地上物拆遷補償問題需解決

，嗣後士林看守所海砂屋問題搬遷騰出可用土地，

之後深坑找到大型贓證物庫土地，本基地撥用後係

持續在進行，計畫一直在走，行政流程沒有問題。

法務部每年只有 1.5 億至 3 億元（公共建設經費）

之預算，沒有經費的困境，我們是一直在尋求突破。

歷年我們一直有在進行計畫，並未拖延。」另據法

務部書面說明略以：「由於檢察官職務性質特殊，

渠等職務宿舍之興建係本部既定之政策，自始迄今

均無變更，目前雖因財政問題而暫緩推動，然而在

臺北市區合宜土地確實稀少難尋之情況下，本基地

（重慶北路基地）區位、規模適中，係本部所屬機

關既有之資源，自應優先考慮維持保有，以免未來

財政問題獲得解決後，卻遭遇無土地可利用之窘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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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益證，法務部暨士林地檢署於重慶北路基

地獲准撥用後，囿於財政困難，無力推動職務宿舍

計畫，卻始終認為該基地屬其既有資源，應維持保

有，肇致該基地長期閒置。 

(四)綜上，法務部暨所屬士林地檢署於重慶北路基地撥

用後，對於該基地之用途目標，決策過程反覆不定，

且於明知北區職務宿舍計畫，遭行政院核復暫從緩

議時，未切實依照國有財產法規定，將該基地交由

財政部國產署接管，容任位處臺北市區建築用地長

期閒置，逾 22 年仍未獲有效利用，顯有違失。  

二、財政部暨所屬國產署於重慶北路基地撥用後，未覈實

辦理後續複查作業，對於法務部 99 年 6 月 7 日所函

報「法務部所屬機關 100-105 年度擴、遷、整建辦公

廳舍報院備查計畫之優先順序與經費預估」案有關使

用重慶北路基地興建北區職務宿舍計畫，遭行政院核

復暫從緩議，卻毫無所悉，且忽視士林地檢署於 99

年 11 月 4 日所查復撥用國有土地使用情形報告表已

明確表示「政府財政困難，無法自籌經費」，未能適

時收回上開撥用土地，顯有疏失： 

(一)依財政部國產署組改前 55 年 8 月 25 日台財產(三)

字第 6714 號函示，自 55 年起，國產署即已函請所

屬查核各機關、學校奉准撥用國有土地有無按原計

畫使用或空置 1 年等情事。按國有財產法第 9 條規

定：「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國有財產事務。

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現改制為國有財產署），承

辦前項事務……」、同法第 62 條規定：「財政部對

於各主管機關及委託代管機構管理公用財產情形，

應隨時查詢。」、同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非

公用不動產經撥用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承財政部

之命，得隨時派員實地視察其使用情形。」。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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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暨各地區辦事處辦理國有不動產

撥用案件注意事項」於 92年 1月 30日增訂第 9點，

明定各地區辦事處或分處對核准撥用之國有不動產，

得隨時檢核。故本案重慶北路基地自 81 年獲准撥用

後，依當時規定，已有撥用複查機制，惟據國產署

北區分署查告，93 年以前之查核資料因逾保存年限

，業已銷毀。 

(二)惟查，財政部暨國產署對於法務部 99 年 6 月 7 日所

函報「法務部所屬機關 100-105 年度擴、遷、整建

辦公廳舍報院備查計畫之優先順序與經費預估」案

有關使用重慶北路基地興建北區職務宿舍計畫，遭

行政院於同年月 30 日核復「暫從緩議」，卻毫無所

悉。次查，財政部國產署所提供 99 年至 103 年針對

重慶北路基地使用情形之查核資料顯示，士林地檢

署於 99 年 11 月 4 日查復撥用國有土地使用情形報

告表略以：「一、本基地 5 筆土地原規劃興建北區

聯合職務宿舍，惟因政府現階段財政困難，預算有

限且本署無法自籌經費，為增加土地使用效益以避

免閒置，目前係無償委託臺北市政府管理使用中

……二、本署預計自 102 年度起規劃興建北區聯合

職務宿舍。」、100 年 10 月 31 日、101 年 10 月 11

日及 102 年 9 月 14 日士林地檢署均查復略以：「本

基地 5 筆土地規劃興建北區司法人員聯合職務宿舍，

目前辦理先期作業規劃中。」、103 年 9 月 23 日士

林地檢署查復略以：「本基地 5 筆土地原撥用目的

為規劃興建北區司法人員聯合職務宿舍，惟囿於政

府財政困難，無法及時編列預算支應，目前該 5 筆

土地已由法務部列入『資產活化標的』，將由法務

部研議成立建立資本計畫基金，以作為本件工程之

經費來源，預計於 104 年底前將該計畫完成報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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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核定之程序後，繼續執行後續工程發包事宜。」

。由上顯見，財政部國產署徒有複查機制，然相關

複查作業卻流於形式，對於撥用機關興建計畫是否

獲核定、預算經費是否困窘等問題，均未能確實掌

握，財政部亦疏於督導，肇致本案重慶北路基地長

期閒置，卻未能及時收回。 

(三)針對「重慶北路基地閒置逾 22 年，財政部有無催收

？本基地閒置太久，仍需改進？」部分，詢據財政

部國產署李政宗副署長說明略以：「55 年開始就有

查核機制，本基地 81 年左右資料尚查詢中，但行政

院專案核定者例外，目前檔案保存期限為 3 年，故

81 年期間資料尚無法提供。法務部士林地檢署 103

年間表示，本基地之工程經費無法編列，且表達財

政困難，故本署認為應予廢止撥用。爾後將查核計

畫及經費是否獲核定，適時予以保留半年或 1 年時

間。後續將研修相關規定及配套措施，以強化內控

機制。」；另針對「重慶北路基地預期何時還給國

產署？」部分，詢據財政部國產署李政宗副署長說

明略以：「本署將先與內政部會商，預計幾個月(

半年內)時間會收回。」。復據財政部於約詢後補充

說明略以：「為避免此類案件再度發生，爾後各級

政府機關為興建辦公廳舍或職務宿舍等公務需要撥

用國有土地時，將俟撥用機關興建計畫及預算奉核

定後，本部再配合辦理撥用，至各機關於陳報興建

計畫及預算期間，倘有需要，得請國產署配合辦理

用地保留。」 

(四)綜上，財政部暨所屬國產署於重慶北路基地撥用後，

未覈實辦理後續複查作業，對於撥用機關興建計畫

未獲核定且經費無力籌措等問題，未能及早察覺並

適時收回，肇致臺北市區建築用地長期閒置，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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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失。 

 

叁、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提案糾正法務部暨所屬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

察署、財政部暨所屬國有財產署。 

二、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調查委員：包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