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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 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經濟部所屬已結束事業未審慎規劃資產標

售及清理作業，主要資產處分進度落後，或

業務移交未臻確實，致債權證明遺失或債權

對象不可考，影響後續清理程序進行等情案

。 

貳、調查意見： 

關於據審計部 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列

載，經濟部所屬已結束事業未審慎規劃資產標售及清理

作業，主要資產處分進度落後，或業務移交未臻確實，

致債權證明遺失或債權對象不可考，影響後續清理程序

進行等情，經請審計部到院簡報並提供相關資料後，函

請經濟部及銓敘部提供相關卷證及書面說明，並於民國(

下同)111 年 12 月 27 日詢問經濟部相關主管人員，以及

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紙業公司）清算

人代表後，該部嗣於前開詢問會議後依調查委員指示補

充相關資料到院，業經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分述如

下： 

一、經濟部對中興紙業公司民營化方式，最終被迫以資產標

售方式辦理完成，並由得標人承租中興紙業公司宜蘭縣

四結廠區之部分土地以繼續經營紙業，此一僅標售廠房

與設備而將廠房座落之基地出租予得標人之決策，肇致

後續辦理標售時，因該土地有承租人，竟前後歷經高達

82 次之流標，而經濟部多年來遲遲未能解決此一窘境，

已嚴重斲傷政府威信，核有未當。 

(一)查中興紙業公司原為省營事業，80年 7月 23日奉行政

院核定為第一批公營事業推動移轉民營之對象，經與

員工多次協調溝通後，始於 87 年 6 月 4 日、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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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辦理第一次及第二次的股票公開標售，惟因中興紙

業公司負債沉重等因素影響，合計僅標售出 169 萬股

，占應標售股數 14,933 萬股之 1.13%，股票公開標售

方式未能成功將中興紙業公司移轉民營。嗣進行第二

階段洽特定對象讓售股權移轉民營，並於 87 年 8月 5

日公開徵求特定投資人後計有 3 家民營企業表達承接

意願，經 88 年 1 月 20 日函報奉行政院核准與其中 2

家民營企業進行協議讓售，該 2 家民營企業均提出請

求政府協助處分閒置土地及負擔年資結算金等改善財

務結構之承接條件，鑒於政府挹注中興紙業公司資金

後其仍虧損連連，成為政府之沉重負擔，且該公司負

債已高達新臺幣(下同)62 億元瀕臨關廠、破產邊緣之

事實，爰行政院核定在一次完成民營化前題下予以補

助 19億元，藉以支付該公司員工民營化時之年資結算

金(約 12億元)及改善其財務結構(約 7億元)，並同意

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購買該公司之閒置土地，俾

加速促使加速完成中興紙業公司民營化作業，惟進行

協議讓售中之 2 家民營企業或因其評估後認為政府補

助金額未達預期目標，不具合理之經營空間，或因考

量票券公司要求頇提出擔保品後始能繼續發行中興紙

業公司之票券（金額高達 20億元）等因素，致使渠等

紛紛放棄承接中興紙業公司。 

(二)因標售股權方案、洽特定對象讓售股權方案均告失敗

，為早日完成中興紙業公司民營化，並考量如不儘速

處理，最後中興紙業公司不免破產倒閉，如採關廠結

束營業，勢將嚴重影響中興紙業公司 304 位員工之生

計。故國營會於 90 年 7 月 26 日由林副主任委員文

淵擔任主席召開「經濟部所屬事業移轉民營評價委

員評定中興紙業公司資產標售底價會議」，列席會議

之中興紙業公司沈董事長明鋒說明本次採公開底價方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9%83%A8%E5%9C%8B%E7%87%9F%E4%BA%8B%E6%A5%AD%E5%A7%94%E5%93%A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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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且土地不併同出售，主要是為避免招致圖利財團

之疑慮，其會議結論略以：「本標售案之底價，以中

興紙業公司民營化財務顧問建議作價之 6.9 億元為基

礎，考量中興紙業公司目前成品已無法出售，將回爐

融為紙漿，成品價值將由 1.48億元減為 0.6億元（扣

減 0.88億元），以及要求得標人承接較多員工，且員

工薪資高於民間企業水準下，扣除得標人承接多餘人

力所需多付費用約 5億元等因素，計得底價 1.02億元

，取其整數，將底價訂定為１億元。」經濟部嗣再報

奉行政院於 90年 8月 3日以台 90經字第 047105號函

同意採標售資產完成民營化方式辦理，前開標售廠房

與設備而將廠房所座落之基地出租之規劃與決策，縱

可避免招致圖利財團批評之考量，惟此規劃與決策已

為日後標售廠房所座落基地之招標作業，大幅增添其

順利標出之困難度。中興紙業公司分別於 90年 8月 13

日與 8月 20日辦理計 2次之公開標售，惟均無人投標

。爰國營會 90 年 9 月 22 日仍由林副主任委員文淵

擔任主席召開「經濟部所屬事業移轉民營評價委員

評定中興紙業公司資產標售底價第二次會議」，中興

紙業公司沈董事長明鋒於簡報及答詢後先行離席，其

會議結論略以：「一、採納財務顧問之評價建議，將

動產與建物按上次評定價格打 85折，成品、原物料及

燃料等採計實際剩餘價額，取整數後得 1,500 萬元，

為標售底價。二、倘若投標人之標價均低於底價，則

授權國營會得採議價方式決標。此一議價之價格下限

，則以前項標售底價中，動產與建物價格再打 97折、

加計成品、原物料及燃料等實際剩餘價額後，得價

429.6萬元，取整數得 500萬元。」其後，第三次標售

中興紙業公司資產作業僅有員工集資成立之「興中紙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中公司）參與投標，其投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9%83%A8%E5%9C%8B%E7%87%9F%E4%BA%8B%E6%A5%AD%E5%A7%94%E5%93%A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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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格為 1 元，未進入底價，爰國營會依據資產標售

要點與投標人經 7 次議價後方以 510 萬元完成決標，

並由興中公司承租中興紙業公司宜蘭縣四結廠區之部

分土地以繼續經營紙業，於 90 年 10 月間簽定資產買

賣契約及土地租賃契約後，中興紙業公司自 90 年 10

月 15 日起，全面結束營業，以 90 年 10 月 16 日為移

轉民營基準日，同日即進入解散清算程序，開始進行

資產變賣、帳款收回及債務清償等工作。 

(三)惟中興紙業公司全面結束營業開始陸續標售土地時，

其位於宜蘭縣四結廠區之 101筆土地，面積達 31.64

公頃，該公司於 90 至 93 年間公開標售該廠區土地

計達 27 次，毫無意外地均因無人投標而流標，其

主要原因即係該廠區部分土地（11.83 公頃）出租

予前員工所籌組之興中公司於 90 年 10 月至 99 年

10 月經營紙業，興中公司擁有該廠區土地之地上物

（廠房、設備等）所有權與土地優先購買權，潛在

投資者存有重大疑慮，致未能順利完成標售作業。

嗣行政院於 94 年 5 月 16 日核定中興紙業公司四結

廠區土地為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之中興基地，然

該廠區土地卻因租約及地上物補償對象與金額存

有疑義，縱經濟部於 95 年 2 月至 97 年 10 月間召

開多達 10 次協調會議，仍無法達成協議，因中興

基地租約及地上物補償疑義遲未獲解決，亦無尋獲

有進駐意願之廠商，當初僅標售廠房與設備而出租廠

房所座落之基地之決策，顯有未當。後因新竹科學園

區已無用地需求，行政院爰於 102 年 2 月核定中止

開發中興基地。 

(四)嗣宜蘭縣政府報請行政院同意由該府協議價購前

揭四結廠區土地開發為文創園區，並歷經宜蘭縣政

府、中興紙業公司及興中公司三方多次協商後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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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由宜蘭縣政府於 103 年 6 月以 11 億 844 萬

元購買四結廠區土地 19.81 公頃，剩餘 11.83 公頃

土地（出租予興中公司）則由中興紙業公司以公開

標售方式持續處理，惟中興紙業公司自 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11 月按月自辦公開標售計 14 次，仍因

前揭潛在投資者對興中公司擁有標售土地地上物

所有權與優先購買權存有疑慮等因素，致均無人投

標而流標，且宜蘭縣政府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其

後自 106 至 109 年間自辦標售均無人投標而流標達

41 次，其間經濟部為解決中興紙業公司持續降價標

售，仍無人投標之困境，經濟部雖於 107 年 7 月清

算業務報告會議決議委託專業機構協助代辦公開

標售，以引進其他潛在投資者，強化標售效率，然

中興紙業公司出租予興中公司之土地遲至 109年 11

月始改採委外方式代辦公開標售，並終以 20.43 億

元標售予興中公司。 

表 3、109 年歷次標售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土地概況 

單位：新臺幣億元 

開標日期 標售底價 開標情形 

109 年 1 月 31 日 18.68 停止開標 

109 年 3 月 20 日 25.98 流標 

109 年 4 月 17 日 23.38 流標 

109 年 5 月 15 日 21.04 流標 

109 年 6 月 10 日 20.43 流標 

109 年 7 月 10 日 20.43 流標 

109 年 8 月 6 日 20.43 流標 

109 年 11 月 3 日 20.43 標脫予興中公司 
資料來源：本表係依據經濟部提供資料。 

(五)本院詢問經濟部歷任負責中興紙業公司廠區土地

標售之主管人員，該部表示清算期間所僱用人力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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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短期僱用之臨時人員，清算初期 90 至 91 年間，

由於需了結之現務較為繁雜，致僱用臨時人員 25

人，尚能依業務性質成立資產處理組、會計及綜合

組等組別辦理，然 92 年後已依業務現況逐年遞減

人員，屆至 100 年時，臨時人員已減為 2 人(其中

一人尚為兼職)，故清算業務之主管人員(含土地標

售)實際上僅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清算人一人而已等

語。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之土地當時有承租人興

中公司，其依土地法第 104 條規定可有依同樣條件

優先購買權之情況下，且清算人所辦理土地標售作

業不斷流標且底價金額逐漸降低，興中公司以低廉

租金可使用其土地資源之情形下，其自會採取觀望

態度而無立即取得該土地之誘因，且前後高達 82

次之流標紀錄，早已嚴重斲傷政府威信，並易讓承

租人與潛在投資人質疑此土地標售作業恐僅為虛

應故事而已，直至 109 年 11 月第 1 次改採委外方

式代辦公開標售，土地即順利標脫予承租人興中公

司。 

(六)綜上，經濟部對中興紙業公司民營化方式，最終被迫

以資產標售方式辦理並完成決標，並由得標人興中公

司承租中興紙業公司宜蘭縣四結廠區之部分土地以繼

續經營紙業，此一僅標售廠房與設備而將廠房所座落

之基地出租予得標人之決策，肇致後續因該土地有承

租人而辦理標售時竟前後歷經高達 82次之流標，而經

濟部多年來遲遲未能妥適解決，已嚴重斲傷政府威信

。 

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訂會計科目定義，「設備及投資

－投資」係指「凡對其他事業挹注一定資金作為該特

種基金及民間企業之資本者屬之」，「預收資本」則

係指「凡在未完成法定程序前預收股東繳付之資本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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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爰經濟部自 91 至 95 年間編列於「設備及投資

」項下之「投資」科目所撥付予中興紙業公司合計 57.3

億元之款項，該公司亦以「預收資本」列帳，則其係

屬經濟部挹注資金作為中興紙業公司資本，應無疑義

；然迄 110 年間已逾 20 年，竟仍在釐清中興紙業公

司帳列預收資本 57.3 億元之性質係屬資本抑或負債

，延宕清算作業，實有未妥。 

(一)中興紙業公司於 90 年進入清算程序後，負債總額計

85 億 2,377 萬餘元，其中 1 年內待清償之銀行借款

、商業本票等債務即達 66 億 824 萬餘元，遠高於流

動資產僅 9,891 萬餘元及資產總額 32 億 1,051 萬餘

元，經濟部為避免中興紙業公司因負債不足清償債務

，頇依法聲請宣告破產，於 91 至 95 年度間動支第二

預備金及分年編列預算共計 57 億 3,023 萬 1,264 元

，挹注中興紙業公司，協助該公司償還債務及推動

清理作業。上述 57.3 億元經濟部係編列於「設備及

投資」項下之「投資」科目，中興紙業公司原將經

濟部挹注款以「政府補助收入」列帳，經濟部考量

該挹注款係為協助公司償債，爰於 91 年度決算時

請該公司改以「資本」項下「預收資本」列帳，其

後歷年決算均以同科目列帳。 

(二)經濟部雖表示中興紙業公司清算進度與原四結廠

區土地標售進度息息相關，若土地標售經償還所有

債務已無賸餘財產可資分派，則可直接辦理清算完

結，無釐清該科目性質之必要，爰當時仍以專注解

決土地標售為首要任務等語，惟查上述 57.3 億元

經濟部係編列於「設備及投資」項下之「投資」科

目，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訂會計科目定義，「設備

及投資－投資」係指「凡對其他事業挹注一定資金

作為該特種基金及民間企業之資本者屬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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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資本」則係指「凡在未完成法定程序前預收股東

繳付之資本屬之」，亦從未向中興紙業公司計收利

息，爰該部上開 91 至 95 年間撥付中興紙業公司合

計 57.3 億元之款項，自始即係挹注資金作為該公

司資本，應無疑義，然迄 110 年間，竟仍在釐清中

興紙業公司帳列預收資本 57.3 億元之性質係屬資

本抑或負債，於參酌律師法律相關意見，認為中興

紙業公司帳列「預收資本」之性質，倘採「負債」

說恐與該部自始撥付款項之目的相悖，爰應非屬借

款性質之負債，性質上毋寧應認屬該公司自該部所

預收之股款後，始認定「預收資本」之性質為「資

本」並辦理增資作業，延宕清算作業。 

(三)經查，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訂會計科目定義，「設

備及投資－投資」係指「凡對其他事業挹注一定資

金作為該特種基金及民間企業之資本者屬之」，「

預收資本」則係指「凡在未完成法定程序前預收股

東繳付之資本屬之」，爰經濟部自 91 至 95 年間編

列於「設備及投資」項下之「投資」科目所撥付予

中興紙業公司合計 57.3 億元之款項，該公司亦以

「預收資本」列帳，則其係屬經濟部挹注資金作為

中興紙業公司資本，應無疑義；然迄 110 年間，竟

仍在釐清中興紙業公司帳列預收資本 57.3 億元之

性質係屬資本抑或負債，延宕清算作業，實有未妥

。 

三、中興紙業公司清算時程延宕，自 90 年 10 月 16 日起

開始進行清算作業，至 111 年 6 月 2 日清算完結日止

，已逾 20 年。經濟部雖表示後續以成立清算團隊方

式，精簡清算人力，然因清算期程長達 20 餘年，仍

衍生合計高達 0.63 億餘元之用人費用，相關作為，

顯有檢討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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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部表示中興紙業公司自 90 年 10 月 16 日起至

111 年 6 月 2 日(清算完結日)止，清算支出合計

14.68 億餘元，歷年來之清算費用，其主要項目與

金額包括：利息支出 11.07 億餘元(中興紙業公司

90 年進入清算時債務高達 68 億餘元，其中積欠台

灣銀行之債務 30 億元為最大宗，迄 109 年清償止

利息約 10 億元)、各項稅捐 1.95 億餘元、員工費

用 0.63 億餘元、勞務費用 0.27 億餘元、折舊費用

0.20 億餘元、修繕費用 0.09 億餘元、其他相關費

用 0.47 億餘元。針對上開清算支出中之員工費用

高達 0.63 億餘元，審計部認為中興紙業公司自 103

年 10 月自辦四結廠區土地公開標售一再流標，致

延宕清理進度而逐年持續增加用人費用。 

 

 
圖  1 中興紙業公司清算期間累積之用人費用  

資料來源：經濟部  

(二)對於中興紙業公司清算支出中之員工費用高達

0.63 億餘元一節，經濟部於接受本院詢問時所提供

之書面資料表示中興紙業公司進入清算程序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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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債務完全清償前實無法預估何時可完結清算

，故未能預估清算費用。清算初期因未了業務較多

且繁雜，所需清算人力亦較多，當時清算人有 5 人

、監察人有 3 人，清算工作小組成員則有 25 人，

所需用人費用較高。隨業務清算情形後將清算人減

為 1 人，監察人減為 1 人，工作小組成員 2 人，97

年起同為該部所屬已結束營業之 4 家清算公司(臺

灣省農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硫酸錏股份有限公司、中興紙業公司)成

立一個清算團隊，清算人力相互支援，由前臺灣省

農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代表同時兼任中

興紙業公司等其他 3 家之清算人代表，監察人亦由

該公司之監察人兼任，大幅減少清算費用。107 年

10 月 1 日因前 3 家清算公司均已清算完結，故原兼

任之清算人代表、監察人改為專任並由中興紙業公

司負擔薪資。目前清算人力僅有清算人代表 1 人、

監察人 1 人，清算工作小組成員 2 人等語。 

(三)綜上，中興紙業公司自 90 年 10 月 16 日起開始進

行清算作業，至 111 年 6 月 2 日清算完結日止，已

逾 20 年，其歷年來之清算費用合計 14.68 億餘元

，其中員工費用累積已高達 0.63 億餘元，針對用

人費用部分，經濟部雖表示後續以成立清算團隊方

式，精簡清算人力，然因清算期程長達 20 餘年，

爰衍生合計高達 0.63 億餘元之用人費用，相關作

為，顯有精進檢討之必要。 

四、公務人員交代條例規定公務人員辦理業務交接時之

相關事宜，並對於逾期不移交或移交不清者，有移送

懲戒、移送法院等相關課責之規定，另於檔案法中亦

要求公務員於職務移交或離職時，應將其職務上掌管

之檔案連同辦理移交，並應保持完整，不得隱匿、銷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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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或藉故遺失。詎經濟部未有效督導所屬公務人員悉

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與檔案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檔案

與文件之移交與交接等工作，肇致該部第二辦公室業

務清理相關檔案或文件發生諸多闕漏情事，該部對檔

案之交接與保管等相關工作，顯有重大疏失，應予檢

討。 

(一)按「公務人員之交代，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

例行之。」、「機關首長應移交之事項如左：……

四、未辦或未了之重要案件。……」、「主管人員

應移交之事項如左：……二、未辦或未了案件。三

、所屬次一級主管人員或經管人員，主管或經管之

財物事務總目錄。但該總目錄如有錯誤時，所屬次

一級主管人員或經管人員，應負其責任。」、「經

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按其經管財物或事務分別造

冊，其種類名稱，由各機關依各經管人員職掌範圍

及其經管情形，分別規定之。」、「經管人員移交

，應於交卸 10 日內，將本條例第 6 條規定之事項

，移交完畢；如所管財物特別繁夥者，其移交期限

得經其機關首長之核准，酌量延長至一個月為限。

」、「各級人員逾期不移交或移交不清者，其上級

機關或本機關首長，應以至多不過一個月之限期，

責令交代清楚，如再逾限，應即移送懲戒，其卸任

後已任他職者，懲戒機關得通知其現職之主管長官

，先行停止其職務。」及「財物移交不清者，除依

前條規定處理外，並得移送該管法院，就其財產強

制執行。」分別為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第 1 條、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11 條、第 17 條及第 18

條所明定，另依檔案法第 1 條第 1 項：「為健全政

府機關檔案管理，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發揮檔案

功能，特制定本法。」、第 7 條：「檔案管理作業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12 

，包括下列各款事項：……四、保管。……七、安

全維護。……」、第 13 條第 1 項：「公務員於職

務移交或離職時，應將其職務上掌管之檔案連同辦

理移交，並應保持完整，不得隱匿、銷毀或藉故遺

失。前項規定，於民營事業企業機構移轉公營，或

公營移轉民營者，均適用之。」及第 24 條：「明

知不應銷毀之檔案而銷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違

反第 13 條之規定者，亦同。」爰公務人員辦理業

務交接時，自應遵照上開規定辦理，倘若逾期不移

交或移交不清者，其上級機關或其機關首長，應以

至多不過一個月之限期，責令交代清楚，如再逾限

，應即移送懲戒；若財物移交不清者，更得移送法

院，就其財產強制執行；且公務員於職務移交或離

職時，應將其職務上掌管之檔案連同辦理移交，並

應保持完整，不得隱匿、銷毀或藉故遺失，明知不

應銷毀之檔案而銷毀者，將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 5 萬元以下罰金，合先敘明。 

(二)查臺灣省物資局於 86 年更名為臺灣省政府物資處

，該處 88 年因精省奉令裁撤，其原有業務由經濟

部第二辦公室(下稱二辦)承接，二辦嗣於 89 年 12

月間再度裁撤並成立業務清理小組。詎經濟部相關

人員經管之檔案或文件未依前開規定辦理交接作

業導致檔案或文件發生闕漏，致使經濟部已無法完

整掌握二辦裁撤前、後之具體清理作業與相關工作

交接情形，對於二辦當時之資產負債情形目前僅得

參照相關年度之資產負債備查表而無相關檔卷可

稽；該部曾於 90 年 1 月 17 日將二辦業務清理總結

報告陳報行政院，然該部竟亦已查無相關檔案內容

；二辦業務清理小組與經濟部總務司於 91 年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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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總務司謝○銘召開業務移交會議，該部目前僅

留存開會通知單，對於該次會議之議程、會議資料

及會議紀錄等，竟已無法尋得其相關資料。雖經濟

部表示多年來持續派員赴檔案大樓搜尋相關交接

資料，仍未能查得前開各相關資料，迄今亦無人因

該等檔案或交件之移交不實、不全而被追究其應負

之責任，任令上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及檔案法之規

定形同具文，相關作為，著實令人匪夷所思。經濟

部未能有效督導所屬公務人員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檔案與文件之移交與交接等工作，未落實檔案法對

檔案管理相關作業之要求，導致檔案或文件發生大

量闕漏情事，該部對檔案之交接與保管等相關工作

，核有重大疏失。 

(三)綜上，為利政府施政與相關工作之永續，以及日後

查考與釐清責任歸屬，特於公務人員交代條例規定

公務人員辦理業務交接時之相關事宜，並對於逾期

不移交或移交不清者，有移送懲戒、移送法院等相

關課責之規定，另於檔案法中亦要求公務員於職務

移交或離職時，應將其職務上掌管之檔案連同辦理

移交，並應保持完整，不得隱匿、銷毀或藉故遺失

。惟經濟部竟疏於督導所屬公務人員悉依相關規定

辦理檔案與文件之移交與交接等工作，肇致二辦業

務清理相關檔案或文件發生諸多闕漏情事，核有重

大疏失，應予檢討。 

五、經濟部第二辦公室裁撤時之相關檔案文件未確實辦

理移交，爰經濟部後續多年來雖投入大量人力瞭解相

關案情與追償債權，雖已陸續追回計 476 萬 7,229 元

、占總資產 75%，然仍有計 287 萬 8,046.65 元之債權

無法順利收回而轉銷呆帳，顯有未當。經濟部應以本

案為鑑，日後應嚴格督促所屬人員確實悉依相關法規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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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內部制度程序辦理交接相關作業，以避免類似情事

再次發生。 

(一)查經濟部總務司於 94 年間開始處理二辦所遺留之

待追償債權，依照資產負債清理表內之各項「託辦

往來」、「其他應收款」、「存出保證金」、「催

收款項」及「暫付及待結轉帳項」等項目共計有 636

萬 1,009.65 元之待清理債權，經由透過大量人力

，以親赴檔案大樓搜尋檔案(逾 1 萬 9,600 餘卷)、

公文檢索(每週 1 次，長達 10 逾年)、訪談相關人

員(包括已退休人員、律師事務所，逾 75 人次)等

方式，以瞭解案情與追償債權，經派員清理後，雖

已陸續共追回 476 萬 7,229 元(占總資產 75%)，然

仍有營業稅留抵稅額 91 萬 1,930 元、統全食品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欠款 77 萬 1,974 元、債務人應清

償之 33 萬 6,746 元、所積欠訴訟案裁判費 35 萬

2,242 元、老山公司積欠租金 27 萬 4,728 元、存出

保證金 7 萬 1,041.65 元、台南市台灣首廟天壇委

託採購案結欠款 11 萬 2,170 元、應收民事裁定規

費 4 萬 7,215 元等合計 287 萬 8,046.65 元之債權

無法順利收回。 

表 4、經濟部第二辦公室註銷債權一覽表 

單位：元 

序號 案名 未能收回而註銷金額 

1 營業稅留抵稅額 911,930 

2 統全公司欠款 771,974 

3 債權憑證 336,746 

4 

訴訟案

裁判費

等 5 案 

訴訟案裁判費 352,242 

5 倉庫租金 274,728 

6 存出保證金 71,041.65 

7 應收託辦費 112,170 

8 應收民事裁定規費 4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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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2,878,046.65 

資料來源：本表係依據審計部整理自經濟部提供資料。 

(二)經濟部坦承因 89 年底二辦裁撤時之相關檔案文件

未確實辦理移交而導致清理作業遭遇瓶頸，該部為

避免再度發生制度上不健全，遂訂定「經濟部總務

司取得債權憑證處理作業要點」及「定期簽報債權

清理進度」等多項內部制度，前開未能收回之債權

，並已經審計部同意轉銷呆帳在案，惟徒法不足以

自行，仍待日後嚴格督促所屬人員於有辦理交接相

關作業需要時，確實悉依相關法規及內部制度程序

辦理，以避免再次發生類似此次因檔案文件未確實

辦理移交而必頇多年來耗用大量人力及時間，費時

進行清理卻仍有部分債權無法收回之情事。 

(三)經核，二辦裁撤時之相關檔案文件未確實辦理移交

，爰經濟部後續多年來雖投入大量人力，採取親赴

檔案大樓搜尋檔案、進行公文檢索、訪談相關人員

等方式，以瞭解相關案情與追償債權，雖已陸續追

回計 476 萬 7,229 元、占總資產 75%，然仍有計 287

萬 8,046.65 元之債權無法順利收回而轉銷呆帳，

顯有未當。經濟部雖已訂定「經濟部總務司取得債

權憑證處理作業要點」及「定期簽報債權清理進度

」等內部制度，然仍應以本案為鑑，日後應嚴格督

促所屬人員確實悉依相關法規及內部制度程序辦

理交接相關作業，以避免類似情事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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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四，糾正經濟部。 

二、調查意見二、三、五，函請經濟部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函復審計部。 

四、本案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林國明  

王麗珍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3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