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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據訴，石門水庫上游巴陵防砂壩毀損，致桃

園縣復興鄉哈凱部落地基下滑，乃被遷置臨

時組合屋迄今已達 7 年，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及桃園縣政府疑未積極處理，涉有

違失等情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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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民國（下同）85 年賀伯颱風來襲，造成桃園縣復興

鄉高義村 1 鄰哈凱部落有危險之虞，90 年納莉颱風侵襲

過後，桃園縣政府撥款新臺幣（下同）270 萬元由復興

鄉公所於下蘇樂地區興建組合屋，居民於 91 年陸續進住

，直至 93 年 8 月艾利颱風過後，哈凱部落原居住地經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邀請專家學

者現地勘查後認定不能居住，哈凱部落居民全數遷居至

下蘇樂組合屋，桃園縣政府遂開始辦理災民安置住宅重

建計畫，該府於桃園縣復興鄉三光村三光段○○○、○

○○、○○○及○○○-○地號之原住民保留地，面積

6,910 平方公尺，耗時近 4 年並花費 6,390 萬元完成建

築基地各項道路排水、水土保持計畫、聯外道路改善、

簡易自來水系統建置及土地變更編定，作為哈凱部落永

久屋之據點。本案係哈凱部落陳訴，石門水庫上游巴陵

防砂壩毀損，致該部落地基下滑，乃被遷置臨時組合屋

迄今已達 7 年，相關主管機關疑未積極處理，涉有違失

等情，案經本院調閱經濟部水利署（下稱水利署）、農

委會林務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行政院原民

會）及桃園縣政府等相關卷證資料，並於 101 年 2 月 13

日約詢水利署署長及相關人員、同年月 24 日約詢桃園縣

政府原住民行政局局長及相關人員到院說明，茲將調查

意見臚述於后： 

一、所訴「石門水庫上游巴陵防砂壩毀損，致哈凱部落地

基遭淘刷」部分，經查巴陵防砂壩與哈凱部落距離約

550 公尺，其關聯性較低，惟該部落旁之大溪事業區

第 153 林班，自 80 年起即陸續有崩塌情事發生，經

濟部水利署於 95 年前為石門水庫集水區主管機關，

未依法辦理水庫集水區崩塌地之治理，核有怠失 

(一)查臺灣省政府 65 年 4 月 25 日公布「臺灣省水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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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區治理辦法
1
」第 2 條規定：「水庫集水區之治理

，由水庫管理機關辦理。」另查經濟部與農委會於

84 年 6 月 13 日「經濟部、農委會第二次座談會」

結論略以，有關水庫集水區之管理與治理分工問題

，已有相關法令規定可資遵循，應依法辦理；91 年

6 月 10 日經濟部與農委會協商會議結論略以，在行

政院組織再造定案前，先採水庫集水區治理工作項

目劃分：１、經濟部：水庫保護帶、防砂工程（崩

塌地處理、野溪蝕溝治理）。２、農委會：種樹造

林、土地利用水土保持、道路水土保持；行政院後

於 95 年 3 月 20 日以院臺經字第 0950010423 號函

核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有關水庫集水區水

土保持工作權責劃分：１、水庫蓄水範圍（含保護

帶）：由水利署監督並由各水庫管理機關（構）治

理。２、國有林班地治理（不含蓄水範圍）：由林

務局負責。３、上開 2 款以外之山坡地治理：由水

保局負責。４、有關道路水土保持部分：由道路主

管機關依權責辦理。 

(二)據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表示，巴陵防砂壩於 66 年

完工，哈凱部落位於該壩下游左岸約 550 公尺上方

，另樂三道路（桃 113 線）約於 86 年闢建，位於

哈凱部落及臺 7 線上方，其相關位置如下圖所示。 

                                      
1「臺灣省水庫集水區治理辦法」於 95 年 12 月 12 日經臺灣省政府以府法二字第 0951800098A

號令發布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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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據上圖顯示，哈凱部落鄰近大溪事業區第 153 林班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調閱 74 年、80 年、89 年及

95 年之航照圖後表示，74 年巴陵防砂壩主壩及副

壩外觀均正常，哈凱部落及其附近區域均無明顯崩

塌災害；80 年巴陵防砂壩主壩及副壩外觀均仍正常

，惟臺 7線下邊坡鄰近哈凱部落之大溪事業區第 153

林班即開始有明顯崩塌情形產生；89 年巴陵防砂壩

主壩及副壩外觀均正常，而臺 7 線下邊坡鄰近哈凱

部落之大溪事業區第 153林班仍持續有明顯崩塌造

成邊坡裸露情況，另擴及到上方樂三道路（桃 113

線）之上方邊坡，亦產生明顯崩塌造成邊坡裸露；

95 年巴陵防砂壩之主壩外觀正常，副壩則有損壞情

形，鄰近哈凱部落之第 153 林班及上方邊坡亦持續

有崩塌情形。綜合各年度航照圖顯示跡象，該局表

示 80 年臺 7 線下邊坡鄰近哈凱部落之大溪事業區

第 153 林班即開始有明顯崩塌情形產生，歷經 85

年賀伯颱風侵襲後，於 89 年巴陵防砂壩主壩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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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均未損壞時，鄰近哈凱部落之第 153 林班仍持續

有崩塌造成邊坡裸露情況，另擴及到上方樂三道路

（桃 113 線）之上方邊坡，亦產生崩塌造成邊坡裸

露，足以證明哈凱部落地基淘刷流失之主因與大溪

事業區第 153 林班崩塌地有關。 

(四)按前揭治理辦法規定，65 年 4 月 25 日以後有關水

庫集水區之治理，由水庫管理機關辦理，且據經濟

部與農委會歷次協商亦顯示水庫集水區崩塌地處

理係為經濟部權責，直至 95 年 3 月 20 日行政院核

定權責分工後，水庫集水區國有林班地始交由農委

會林務局治理，故於 65 年 4 月 25 日至 95 年 3 月

20 日期間，水庫集水區治理權責為水庫管理機關無

疑。查 53 年 7 月 1 日石門水庫管理委員會下設「

石門水庫管理局」，該局並於 59 年 9 月改隸臺灣

省政府前建設廳，專責石門水庫維護、管理及營運

；臺灣省政府於 87 年 1 月 23 日將「石門水庫管理

局」與「臺灣省水利局第十工程處」合併改制成立

「臺灣省北區水資源局」，專責新竹以北地區水資

源開發維護管理及經營事項；88 年 7 月 1 日改隸經

濟部，更名為「經濟部水利處北區水資源局」；91

年 3 月 28 日經濟部水利署成立，機關改制為「經

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五)綜上，巴陵防砂壩與哈凱部落之距離約有 550 公尺

，所訴其副壩毀損造成該部落地基淘刷之關聯性較

低，惟該部落旁之大溪事業區第 153 林班，自 80

年起即陸續有崩塌情事發生，水利署承襲臺灣省政

府時代之石門水庫管理局，至現今之北區水資源局

，歷年來均未依法對哈凱部落旁之大溪事業區第

153 林班崩塌地有相關治理作為，核有怠失。 

二、所訴「哈凱部落永久屋規劃興建延宕」部分，經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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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縣政府依行政程序完成建築基地各項道路排水、水

土保持計畫、聯外道路改善、簡易自來水系統建置及

土地變更編定後，因無善款挹注致本案進度停滯 3 年

7 個月，惟於興建經費確認後，持續辦理委託設計及

監造採購作業，後續住宅興建工程，該府應儘速與哈

凱部落積極協調，達成共識後依法辦理，俾符實需 

(一)93 年 8 月艾利颱風過後，哈凱部落居民全數遷至桃

園縣復興鄉下蘇樂地區之組合屋，同年 9 月 15-16

日，復興鄉高義村 1 鄰哈凱部落原址經專家學者現

勘認定不能居住，桃園縣政府並於同年 11 月 15 日

公告危險地區後開始就遷建土地、變更編定、聯外

道路及排水基本設施逐步辦理，各時期辦理情形略

如下表： 
日期 內容 

93 年 11 月 15 日  桃園縣政府公告危險地區。  

93 年 11 月 15 日  復興鄉公所提供遷建土地。  

93 年 11 月 24 日  桃園縣政府召開土地取得協調會。  

93 年 11 月 26 日  勘查遷建地點。  

93 年 12 月 31 日  核定遷建地點。  

94 年 1 月 9 日  土地變更編定登記提案。  

94 年 4 月 12 日  召開土地變更編定專案審查會議。  

94 年 6 月 13 日  研提遷建計畫。  

94 年 6 月 21 日  召開土地變更編定登記簡化作業會議。  

94 年 9 月 6 日  核定遷建計畫。  

94 年 9 月 6 日  土地管理機關同意變更編定登記。  

94 年 9 月 30 日  遷建計畫報桃園縣防災會核定。  

95 年 8 月 10 日  雜項執照核發。  

96 年 1 月 8 日  桃園縣政府於三光國小召開地方說明會。  

96 年 1 月 10 日  完成哈凱部落基地道路及排水基本設施。  

96 年 1 月 24 日  
行政院原民會於復興鄉農會召開貸款協調會，並同

時於農會與桃園縣政府召開地方說明會。  

96 年 2 月 27 日  完成哈凱部落聯外道路。  

96 年 3 月 22 日  
行政院原民會召開推動原住民地區災後部落遷建案

會議。  

96 年 4 月 2 日  
行政院原民會時任主任委員瓦歷斯‧貝林於三光村

辦公處召開地方說明會。  

96 年 5 月 22 日  桃園縣政府於下蘇樂組合屋及三光國小召開地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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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會。  

96 年 9 月 12 日  
行政院原民會召開天然災害原住民住宅重建補助要

點草案研商會議。  

97 年 1 月 15 日  完成土地變更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  

(二)桃園縣政府表示，行政院原民會及該府自 94 年起

耗時 4 年，並耗費 6,390 萬元完成建築基地各項道

路排水、水土保持計畫、聯外道路改善、簡易自來

水系統建置及土地變更編定，至此建築基地整地及

行政作業程序已全數完成，該建築基地於 97 年 1

月 15 日完成丙種建築用地登記，惟後續房屋興建

經費概估每戶約 100 萬元，中央編列補助款 20 萬

元，該府編列 15 萬元，不足部分由受災戶自籌，

因當地受災戶受限工作收入及信用狀況無法取得

銀行較高之貸款額度，無法籌集足夠經費，以致重

建工作一再延宕，該府於 95 年、96 年間分別拜訪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臺灣世界展望會、臺灣佛教慈

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臺塑基金會、東森文教基金會

等慈善團體，惟仍無善款挹注，本案進度於 97 年 1

月後因而停滯。至 100 年 8 月 16 日，行政院核定

該院原民會所報修正「原住民族住宅改善第 2 期計

畫（98 年至 101 年）」，其中中央機關補助款之上

限由 20 萬元提高至 50 萬元，桃園縣政府補助款之

上限則由 15 萬元提高至 30 萬元；行政院原民會後

於 100 年 8 月 25 日訂定「天然災害原住民住宅重

建專案貸款作業要點」，其中由原住民綜合發展基

金以貸款方式供主辦機關辦理原住民住宅重建，以

補足興建經費，至此興建經費來源始確認。桃園縣

政府遂於同年 9 月 7 日簽准辦理建築師徵選、100

年 10 月 14 日完成「高崗、哈凱部落艾利風災受災

戶住宅興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

，決標廠商為曹大維建築師事務所、決標金額為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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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其中建築方案為三樓地基、一樓建物，正式

進行住宅興建工程規劃設計工作。桃園縣政府於

100 年 12 月 20 日辦理「哈凱部落艾利風災受災戶

住宅興建工程」第 1 次公開招標公告，101 年 1 月

3 日開標，結果無廠商投標而流標；該府修正招標

內容（將每戶興建預算由 100 萬元修正為 120 萬元

，設計內容不變）後，於同年 2 月 13 日辦理修正

後第 1 次公開招標公告，惟哈凱部落住宅重建委員

會於翌（14）日函該府，要求撤回招標公告，並希

望本案採部落自力造屋方向辦理，後於 101 年 2 月

20 日將哈凱部落 21 戶簽名切結書送交桃園縣政府

，該府基於尊重部落全體居民意見，由承辦單位簽

准後辦理撤回招標公告。哈凱部落於 101 年 3 月 5

日再函桃園縣政府，重申該部落願意以協（自）力

造屋辦理重建工程，並請該府召開協調會議，該府

遂於同年月 14 日上午 10 時於桃園縣政府與興建戶

代表、設計建築師、行政院原民會召開協調會議，

該部落仍決定以協（自）力造屋方式為興建目標。 

(三)惟查「為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

，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

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乃「行政程序法

」之立法意旨，行政機關施政必須依法行政為法之

明定，94 年 5 月 24 日行政院以院臺建字第 094002

0422 號函核定「重大災害災民安置及住宅重建原則

」，其中第伍點有關經費籌措部分：本原則所需補

貼之經費來源，原則上由民眾捐款或慈善團體捐款

優先支應…。桃園縣政府辦理本案除依行政流程耗

時 4 年、支用公帑 6,390 萬元完成建築基地各項道

路排水、水土保持計畫、聯外道路改善、簡易自來

水系統建置及土地變更編定等基礎設施，後因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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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仍無善款挹注始停滯不前。按原住民鄉災民自

力造屋，須由企業界、民間團體謀為造屋經費，由

建築師與原鄉災民一同設計建屋形式，謀畫作為臨

時住所過渡到部落重建的中繼屋或永久屋。故哈凱

部落現階段要求之協（自）力造屋，其造屋經費須

以非公款為前提，且依「政府採購法」第 1 條規定

：「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

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爰制定

本法。」乃行政機關辦理採購作業，須遵守政府採

購法相關規定之宗旨，桃園縣政府依法遴選設計及

監造單位後，於 100 年 10 月 20 日、27 日及同年 1

1月 21日三度召開全體興建戶或興建戶代表說明會

，始將本案建築形式定案，進而辦理住宅興建工程

招標公告，經查其辦理過程尚無違法情事。 

(四)復按「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及其授權訂

頒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7 條規定

，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

，其取得耕作權、地上權後繼續經營或自用滿 5 年

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

外，如有移轉，其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本案哈凱

部落居民於住宅興建工程完工後，可依上開規定設

定地上權，5 年後可取得土地所有權，桃園縣政府

辦理哈凱部落住宅重建計畫顯優於行政院原民會

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訂定之「原

住民族聚落遷建計畫」內容略以：「政府協助八八

風災災民有關遷居土地之取得，係由行政院原民會

補助地方政府購地經費，並劃定為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得無償免費提供遷建戶使用，但不設定地上權

或耕作權。」 

(五)綜上，哈凱部落陳情桃園縣政府辦理永久屋規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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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延宕乙節，經查該府依行政程序完成建築基地各

項道路排水、水土保持計畫、聯外道路改善、簡易

自來水系統建置及土地變更編定後，因無善款挹注

致本案進度停滯 3 年 7 個月，惟於興建經費確認後

，持續辦理委託設計及監造採購作業，有關後續住

宅興建工程部分，該府應儘速與哈凱部落積極協調

，達成共識後依法辦理，俾符實需。 

                        

                        調查委員：吳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