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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貳、案   由： 台電公司快卸獎金給獎標準已逾 20 年未

曾檢討，95 至 99 年間，各船次實際卸煤

率高於給獎標準者，超過 8 成，且雖每年

核發獎金，效率並未見明顯增進，難謂已

達獎金核發目的；且台電公司逕將台中、

大林、興達等發電廠之廠長、副廠長列為

直接參與外煤作業之 B 類人員，並核發快

卸獎金，核與該要點規定未合，皆核有違

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壹、事實與理由： 

本案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函復說

明；並於民國（下同）101 年 9 月 6 日約詢經濟部國營

事業委員會(下稱國營會)主管官員及台電公司主管人

員。茲就本案調查發現之違失臚列如下： 

一、台電公司快卸獎金給獎標準已逾 20 年未曾檢討，95

至 99 年間，各船次實際卸煤率高於給獎標準者，超

過 8 成，且雖每年核發獎金，效率並未見明顯增進，

難謂已達獎金核發目的，核有違失。 

(一)依台電公司進口燃煤快裝快卸獎金處理要點(下稱

處理要點)第一點：「本公司為減低進口燃煤購運

成本，對卸煤作業直接有關工作人員給予適當獎

勵，以增進工作效率，特訂定本要點。」準此，設

置該項獎金之目的，係為增進卸煤作業工作效率。

該處理要點於民國(下同)75年 12月 19日經經濟部

同意。 

(二)該獎金發放所依據之標準卸煤率及給獎標準，係分

別規定於處理要點第二點及第五點，該要點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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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標準卸煤率……視實際作業能量得每年檢

討修訂……專用碼頭船隻提單載量 40,001~80,000

公噸及 80,001 公噸以上，標準卸貨率分別為每日

26,000 公噸及 30,000 公噸。」同要點第五、(一)、

2 點規定：「獎罰積點計算方式，船隻噸級

40,001~80,000 公噸及 80,001 公噸以上者，獎罰起

點分別為每日卸貨率 26,501 公噸、25,499 公噸，及

31,001 公噸、28,999 公噸。」上開給獎標準自 75

年 12 月訂定後，迄今已歷 20 餘年未檢討修訂，依

台電公司 101 年 6 月 26 日電燃字第 10106066151

號函復：「有關台電公司歷年檢討修訂標準卸煤率情

形，該公司認為原訂之標準卸煤率已屬高標準，且卸

煤設備均未進行重大更新或改善工程，卸煤設備原設

計之能力亦無重大改變，原訂標準卸煤率仍屬合理，

故無調整必要。」惟查該公司 95 至 99 年五年中，

實際卸煤率高於標準卸煤率之船次每年均超過 8

成，甚有三年超過 9 成，五年中高於給獎標準之船

次，每年亦超過 8 成，且二年超過 9 成。如表一。 

表一、台電公司實際卸煤率：95-99 年 

單位：公噸/日 

年度 95 96 97 98 99 

全年船次 407 386 393 329 337 

高於標準卸

煤率 

船次 343 368 361 307 300 

比率% 84.3 95.3 91.9 93.3 89.0 

達到給獎標

準 

船次 341 366 353 303 299 

比率% 83.8 94.8 89.8 92.1 88.7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 
(三)有關快裝快卸獎金辦法是否確實達到增進效率、降

低燃煤購運成本，依台電公司約詢說明：「依 97

至 99 年之統計結果，快慢裝卸金收支互抵後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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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每年約有新台幣 1.85 億元歸入公司，顯示

經由快裝快卸獎金制度之激勵，台電公司不但可避

免滯延費用之支出，且可為公司增加收入，達成降

低公司總成本之實質效益。」惟查，該公司快慢裝

卸金收支互抵後之結餘，在 96 年為 4.26 億元，100

年為 3.74 億元，該結餘並未因發放該獎金而提升，

詳如表二。 

表二、快裝卸獎金之結算：96-100 年 
單位：億元 

項目 96 97 98 99 100 

收入 
礦商 12.6536  10.1366  4.1154  6.0329  6.2082  

船商 0.3464  3.3634  1.2672  1.1435  0.8253  

支出 
礦商 0.8118  0.7888  0.7504  0.5165  0.4168  

船商 7.9185  9.3534  3.0057  4.3658  2.8750  

總損益 4.2697  3.3579  1.6265  2.2941  3.7418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 

(四)有關合理卸煤效率及業界標準如何，依該公司約詢

說明：「卸煤效率 30%左右是合理的，本公司各廠

經全體同仁多年努力，卸煤效率均維持在 35%以

上，甚至達 40%，皆因快裝快卸獎金之激勵。」惟

再依該公司約詢說明：「業界卸煤設備及作業環境

與本公司不盡相同，其所訂之卸煤效率標準亦不

同，難有一致標準。」爰未能提供。又該公司近 10

年卸煤效率，均在 40%左右，並無顯著提升，詳如

表三。 

表三、台電公司卸煤效率：91-100 年 

單位：% 

年度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年 

卸煤效率 40.05 39.92 37.77 37.18 36.83 40.34 37.98 39.66 39.44 42.04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 

(五)綜上，台電公司核發快卸獎金，給獎標準自 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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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訂定後未檢討修訂，迄今已超過 20 年，95 至

99 年超過 8 成船次之實際卸煤率高於標準卸煤率，

亦高於給獎標準，且卸煤績效未逐步提升，合理卸

煤效率亦無業界標準可資參考，故雖每年核發快卸

獎金，但難謂已達獎金核發目的。 

二、台電公司逕以「綜理」、「指揮監督」為由，將主管

人員納入直接參與外煤作業人員，並核發快卸獎金，

核與該要點規定未合，顯有違失。 

(一)依處理要點第一點規定：「本公司為減低進口燃煤

購運成本，對卸煤作業直接有關工作人員給予適當

獎勵，以增進工作效率，特訂定本要點。」又依同

要點第三點規定：「凡直接參與外煤作業者，依貢

獻程度分為下列 3 類：A 類：(1)派在專用碼頭及船

艙從事卸煤操作或清艙機作業人員。(2) 派在專用

碼頭從事卸煤作業或清艙機作業之指揮監督人

員。B 類：(1) 派在專用碼頭參與進口煤輪卸煤前

置作業之現場連絡人員。(2)派在一般碼頭現場直

接監督指揮卸運之作業人員。(3) 派在煤場現場直

接從事指揮監督、或收儲外煤以及煤堆整理與堆煤

機維修人員(轉運作業人員除外)。(4) 專用碼頭輸

卸設備機具維修人員。C 類：(1)從事外煤船隻調度

之策劃人員。(2) 直接在煤場從事取樣、水份化驗

及地磅室工作人員(轉運作業人員除外)。」爰該項

獎金發放對象，依規定係對卸煤作業直接有關工作

人員給予獎勵。 

(二)經查，台電公司進口燃煤快裝快卸獎金處理要點實

施注意事項附表，將台中、大林、興達等發電廠之

廠長、副廠長列為 B 類人員，貢獻程度則註明「綜

理外煤卸運、收儲及輸卸煤設備運轉及維護事

宜」，並發放快卸獎金，核與上開規定未合。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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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參與外煤作業之 A、B、C 類人員係與卸煤作業及

船舶調派作業直接相關人員，其貢獻度以各船次實

際卸貨率為衡量基準，以積點方式計算，卸煤效率

愈高，所得積點愈多，年度結算後按個人所得積點

核給獎金，無積點者不予發給。99 年度，B 類人員

每人平均核發金額為 97,903 元。 

(三)依該公司約詢說明，各燃煤電廠廠長、副廠長除負

責碼頭及煤場輸卸儲煤策略之核定及督導責任部

門擬定及執行各項維修策略規劃，並須即時掌握煤

場相關之營運資訊，如卸儲煤量、設備狀態等，凡

遇影響輸卸儲煤之較重大情況，廠長、副廠長均立

即或以電話指示、或召集會議討論、或親臨現場監

督指揮，務期在最短時間內解決問題。對非電廠可

獨力應付之狀況，如煤源之調配等，亦以主管身分

指示該廠相關部門向上級單位反映，俾獲得更多奧

援，故依貢獻度列為 B 類人員。另依經濟部國營事

業委員會(下稱國營會)約詢說明，89 年台電公司之

煤場與電廠合併後，基於實務考量各燃煤電廠廠長

及副廠長既負責燃煤輸、卸、儲營運及維修策略之

核定，並督導碼頭與煤場輸、卸、儲煤作業之執行，

且渠等為即時掌握煤場相關之營運資訊，平時必須

實施現場走動管理，掌握每日碼頭卸煤進度及維修

等營運資訊，及時下達指示改善缺失、加速卸煤。

此外，渠等每月亦須召開輸卸煤運轉維護檢討會

議，協調解決煤輪調度、卸煤設備運轉及維護作業

問題，確保卸煤安全及效率以提高卸煤效率減少滯

船損失。如遇影響輸卸儲煤之較重大情況，需仰賴

各該電廠廠長、副廠長之指揮監督，以務期在最短

時間內解決問題。該公司基於台中、大林、興達等

發電廠之廠長、副廠長貢獻程度包含上述與輸卸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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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運轉、維護有關業務之指揮監督職責，乃將渠等

列為 B 類人員。該公司歷經煤場與電廠合併之組織

調整，卻未適時修訂該公司處理要點之獎金分配對

象，為臻周延，經濟部將責成該公司於修訂快卸獎

金相關規定時，一併納入檢討。 

(四)查設置該項獎金之最終目的，係為增進卸煤作業工

作效率，依該公司及國營會上開說明，增進卸煤工

作效率之主管人員，並非僅限於處理要點明定之

「派在專用碼頭從事卸煤作業或清艙機作業之指

揮監督人員」、「派在一般碼頭現場直接監督指揮

卸運之作業人員」及「派在煤場現場直接從事指揮

監督…」等 A、B 類人員；惟依處理要點第三點規

定，獎金分配對象為 A、B、C 類之直接參與外煤作

業者，則規範與獎金設置目的之間顯有不一致。台

電公司未思適時修訂處理要點之獎金分配對象，卻

逕以「綜理」、「召開檢討會議協調」、「指揮監

督」為由，將台中、大林、興達等發電廠之廠長、

副廠長列為直接參與外煤作業之 B 類人員，顯有違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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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台電公司核發快卸獎金，給獎標準自 75

年 12 月訂定後即未檢討修訂，95 至 99 年超過 8 成船次

之實際卸煤率高於標準卸煤率，亦高於給獎標準，且卸

煤績效未逐步提升，合理卸煤效率亦無業界標準可資參

考，故雖每年核發快卸獎金，但難謂已達獎金核發目的

；又設置該項獎金之最終目的，係為增進卸煤作業工作

效率，惟依處理要點第三點規定，獎金分配對象為 A、B

、C 類之直接參與外煤作業者，規範與獎金設置目的之

間顯有不一致。台電公司未思適時修訂處理要點之獎金

分配對象，逕將台中、大林、興達等發電廠之廠長、副

廠長列為直接參與外煤作業之 B 類人員，皆核有違失，

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送請經濟部轉飭所屬確實

檢討改善見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