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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本案係據審計部110年度臺南市總決算審核報告，有

關臺南市政府(下稱市府)推動漁港建設及活化功能，以

促進濱海地區漁業及觀光發展，惟安平漁港區倉庫存有

非供漁業使用器具，影響環境整潔與安全，且遊艇碼頭

亟待巡查有無違反船舶法之行為等，有待檢討改善等

情，經民國(下同)111年12月7日本院地方政府年度總決

算審核報告審議小組第2次會議決議辦理。 

經查，臺南市海岸線從八掌溪南至二仁溪，計7處漁

港，由北而南包含蚵寮漁港、北門漁港、將軍漁港、青

山漁港、下山漁港、四草漁港及安平漁港，由市府農業

局所屬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下稱漁管所)經管及維

護，其中安平漁港屬於第一類漁港，由主管機關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漁業署(下稱漁業署)委託漁管

所管理。 

案經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下稱臺南審計處)於112

年1月6日到院簡報說明並提供相關書面資料，復向漁業

署、交通部航港局(下稱航港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下

稱海巡署)、市府等機關調閱卷證資料，再於112年2月18

日至臺南市安平漁港、下山漁港及將軍漁港等地履勘，

聽取漁業署、航港局、海巡署南部分署、市府、漁管所

及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機關簡

報及座談；嗣請海巡署、航港局及市府補充說明及檢附

相關資料，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臺南市政府農業局所屬漁港及近海管理所未落實清

查經管土地，致使土地長期遭私人占用，放置貨櫃倉

庫、違建鐵皮屋、遮陽棚及製冰廠使用，雖追溯占用

期間並收取使用補償金，惟處理排除占用遲無具體有

效作為，除凸顯漁具倉庫建置規劃不盡妥適，亦有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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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占據及違法經營之虞，確有怠失： 

(一)臺南市政府為加強市有房地管理與使用效能，執行

經管市有房地清查及被占用處理作業，於101年訂

定「臺南市被占用市有房地處理作業要點」，明定

清查流程、列管被占用房地及其處理等規定。依該

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管理機關應列管被占用房

地，並於每年1月及7月填造『被占用房地清冊』

（略）」，同要點第4點規定略以，私人占用房地之

處理，其使用情形無法依「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38條或其他法令規定……處理者，依：

1.先派員訪問、勸導占用人自行拆除或騰空交還房

地。2.書面限期占用人自行拆除或騰空交還房地，

其期間最長以6個月為限。3.占用之私有建物屬違

章建築，移送建築主管機關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

定拆除。4.依民法及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訴請法院

排除占用，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5.依刑法第320條第2項規定，移

請地方警察機關偵辦或逕向檢察機關提出告訴等

方式辦理。另管理機關於排除占用前，應收取使用

補償金。基此，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就經管市

有房地應執行清查及被占用處理作業，並依程序處

理私人占用之房地，於排除占用前，應收取使用補

償金，容先敘明。 

(二)據市府農業局所屬漁管所目前列管9件安平區漁港

段市有土地被占用資料，被占用土地為安平區漁港

段1242、1325-1、1289-1、1265地號等部分市有土

地，面積計537m
2
。經查，漁管所於110年4月20日稽

查時，發現「金新旺」漁船(CT4-2323)船主占用漁

港段1242地號土地放置1只貨櫃，爰開始進行碼頭

占用清查，嗣經該所110年12月、111年8月至9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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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進行會勘並利用Google map街景，發現前

揭被占用土地，除1件占用期間約4年外，其餘占用

皆超過5年，放置貨櫃或違建鐵皮屋、遮陽棚及製

冰經營設施使用。可見漁管所過往並未落實清查經

管土地，致使民眾心存僥倖，長期占用土地作為私

人使用，實有怠失。 

(三)復查，漁管所處理前述私人占用房地之作法，首先

係依民法第179條、「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第38條第2項(占用期間使用補償金，按歷年租金標準追

溯至最近5年為止)及「臺南市市有房地租金計算基準」

第2點(市有基地每年之租金，不得低於收租當期土地公告地價總

額百分之五)規定，並考量市場行情及使用方式，使用

補償金以當期土地公告地價總額計收基準
1
收取追

溯占用期間收取使用補償金。基此，前揭9件占用

人之使用補償金核計新臺幣(下同)61萬9,314元，

其中2位占用人採分期繳納使用補償金，截至112年

5月15日止，已繳納金額計51萬8,114元。 

(四)再者，漁管所函請前揭占用人繳納使用補償金斯

時，雖告知其等占用公有土地，除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需負民事不當得利之責任，亦有違反刑法第

320條第2項竊佔不動產罪之虞等語。惟查，旨揭占

用目前皆未拆除或騰空交還房地，其中6件係占用

土地放置貨櫃倉庫及漁網具等，按漁管所103年6月

20日府農港字第1030546575A號公告，其等如有需

要應向該所申請借用漁具倉庫，是漁管所所稱：「為

體恤漁民經營漁業有放置漁網具需求，目前正向漁

業署爭取建置漁具倉庫，未來將輔導符合資格之占

                   
1
 貨櫃及漁網具10%、違建1樓(含遮陽棚等)20%、占用物除放置漁網具外器具，如冷

凍冷藏設備或休息等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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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漁民申請使用」等云，顯見安平漁港港區臨時性

倉庫數量恐早有不足現象，漁管所卻未函報漁業署

予以妥處，確有不當。  

(五)至於占用土地放置冷凍冷藏設備或製冰經營設施

者，共計3件，其中2件(漁港段1325-1地號、1289-1

地號，面積合計168m
2
)占用皆逾5年，另1件（漁港

段1265地號部分土地(100m
2
)

2
係自106年5月起遭占

用並擅建鐵皮屋放置冷凍設備設施，漁管所雖追溯

占用期間向占用人收取使用補償金，後因漁港段

1265地號土地係屬安平漁港計畫之製冰廠用地，該

所於108年1月29日簽訂「臺南市安平區漁港段1265

及1272地號市有土地租賃契約」後，即由承租人繳

納土地租金，故該所未再向占用人收取使用補償

金。嗣因承租人於110年8月31日退租，該所為重新

辦理標租作業，於110年12月6日前往鑑界時，又發

現旨揭土地仍遭占用作為冷凍設備營業使用，且建

物周邊放置桶子、棧板及保麗龍等物品，有擴大占

用土地情事。該占用人隨即向漁管所陳情，其占用

土地係放置冷凍冷藏設施等，係供漁民調節漁貨產

銷使用，有助於漁民漁貨產銷，請求暫緩拆除，將

配合政府標租等云。然查，漁管所再於111年1月1

日簽訂之「臺南市安平區漁港段1265及1272地號市

有土地租賃契約」，承租面積排除前揭漁港段1265

地號部分土地100m
2
，承租人並非前揭占用人。換言

之，自106年5月至108年1月28日、110年9月1日起

至今，旨揭占用人長期占據漁港段1265地號部分土

地(100m
2
)，違法興建製冰廠作為個人營利使用，漁

                   
2
 漁管所承辦人員於112年5月24日電話中表示：107年時面積誤計53m

2
，實際占用面積

應係1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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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所卻僅收取使用補償金，而無具體處理作為，實

難卸其責。 

(六)綜上所陳，臺南市政府農業局所屬漁港及近海管理

所未落實清查經管土地，致使土地長期遭私人占

用，放置貨櫃倉庫、違建鐵皮屋、遮陽棚及製冰廠

使用，雖追溯占用期間並收取使用補償金，惟處理

排除占用遲無具體有效作為，除凸顯漁具倉庫建置

規劃不盡妥適，亦有縱容占據及違法經營之虞，確

有怠失。 

二、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將軍漁港觀光漁市漁貨直銷

中心」標租作業時，未予確認前次營運移轉案廠商迄

無申報增建工程竣工及申領使用執照，復未覈實會勘

土地、建物及財產狀況，即與得標人簽訂標租案租賃

契約，肇致得標廠商非法使用冷凍庫、餐廳等增建空

間，迄仍未能完成建造及使用執照補照程序，核有缺

失： 

(一)前臺南縣政府(臺南縣市於99年12月25日合併升格

為直轄市，下稱市府)於92年9月18日發包「將軍漁

港假日漁市漁貨直銷中心新建工程」，於94年8月22

日完成驗收，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

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於94年12月29日

將該直銷中心委託「堃城不鏽鋼產業有限公司」經

營，營運許可年限至104年12月29日，惟該公司提

前於98年8月3日終止營運契約；嗣市府於101年9月

21日改與老船長有限公司(下稱老船長公司)簽訂

「臺南市將軍漁港觀光漁市直銷中心營運移轉案

委託經營契約」，因老船長公司經營不善，雙方於

105年12月31日終止契約。先予敘明。 

(二)經查，老船長公司因業務需要，於102年2月間未經

市府工務局核發建造執照，即進行內部裝修及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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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庫、餐廳等工程，嗣經市府農業局通知該公司

須取得建造執照後方能施工，該公司旋於同年3月

15日申請停工及終止契約，俟農業局協商後，老船

長公司同意由市府以專案方式協助取得建造執照

後賡續履約，嗣工務局於102年12月10日核發增建

工程建造執照；惟老船長公司以該直銷中心建築材

料腐蝕嚴重為由，函請農業局分擔修繕費用，經市

府召開協商會議決議及協調結果，農業局同意分擔

修繕費用800萬元，然因該增建案已先行動工，施

工進度約70%，工務局考量廠商需要及直銷中心發

展，核准104年1月23日建造執照申請書用印，嗣老

船長公司於104年6月5日申報開工，翌(6)日直銷中

心開幕營運，惟該公司迄無申報竣工及申領增建工

程使用執照。 

(三)嗣後農業局考量將軍漁港觀光漁市漁貨直銷中心辦

理2次OT(Operate-Transfer)案，皆因履約問題終

止契約，且促參案件法規複雜、將軍漁港位處偏

遠，廠商投資意願低落等情，另鑒於將軍漁港自102

年起多起土地標租案皆順利標出，擬以此方式辦

理，爰依據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45條
3
、

漁港法第14條及臺南市市有房地租金計算基準第2

點規定簽辦標租案；並於107年6月20日簽奉時任李

代理市長孟諺核准，於6月26日公告標租案並於8月

6日開標，僅黃立祥君(下稱黃員)1人投標，爰決標

予黃員，於簽訂旨揭標租案租賃契約前，雙方進行

會勘土地、建物及財產狀況，並製作紀錄附於契

                   
3 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45條規定：「市有不動產，管理機關得依相關法令

規定自行辦理或委託相關機關辦理下列之開發經營事項：一、改良或開發土地。二、

興建房屋。三、投資合作。四、其他適當之事業。前項開發經營事項，得以標租、……

方式辦理，其作業要點由本府另定之或比照國有財產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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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惟農業局竟未確認旨揭建物增建部分尚乏建造

執照及使用執照，即與黃員簽訂「臺南市將軍漁港

市場二用地(含建物及財產)標租案租賃契約」，標

租作業核有欠周延。 

(四)旨揭標租案，租期至116年11月28日止，計9年，由

黃員使用租賃土地、建築物及財產，限經營漁貨販

售、餐飲、賣店、休閒等產業，不得作上述產業以

外之任何其他用途，至112年履約已進入第5年，現

有28攤進駐。經詢市府農業局表示，老船長公司於

漁市直銷中心增建後並未向該府工務局申請勘

驗，爰無法進行補照程序，須重新辦理建造執照、

使用執照申請。惟因漁港開發計畫變動，致建物基

地範圍部分坐落漁港計畫之廣場用地(廣場一)，審

查單位建議應依實際建物樓地板面積計算各分區

土地之建蔽率、容積率等，經與建管單位協調，需

辦理用地變更，目前刻由建築師依審查建議修正，

向市府都市發展局申請用地變更並續行補照程

序，經該局核備後，再提送工務局審核，俟建造執

照核發後，整棟建物通盤檢討(含消防)後編列經

費，續辦使用執照申請程序。是以，旨揭漁貨直銷

中心增建部分至今尚未完成補照程序，違法使用已

逾5年。 

(五)揆諸上情，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將軍漁港觀光

漁市漁貨直銷中心」標租作業時，未予確認前次營

運移轉案廠商迄無申報增建工程竣工及申領使用

執照，復未覈實會勘土地、建物及財產狀況，即與

得標人簽訂標租案租賃契約，肇致得標廠商非法使

用冷凍庫、餐廳等增建空間，迄仍未能完成建造及

使用執照補照程序，核有缺失。 

三、臺南市政府因應漁業發展停滯，於100年辦理變更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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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漁港計畫及區域劃定，期使轉型為休閒及觀光漁

港，惟開發進展仍顯停滯不前，港區使用遠不如預

期，鑒於計畫變更迄今已逾10年，內外部環境及港區

環境變遷已然不同，漁港未來開發利用及發展，允宜

審慎評估及檢討： 

(一)市府經管蚵寮、北門、將軍、青山、下山、四草等6

處漁港，其漁港計畫分別於102年、92年、88年、

101年、102年及101年公告實施。其中將軍漁港為

臺灣西部具規模之漁港之一，惟因整體產業環境變

遷，漁業發展停滯，漁港使用未如預期，致使港區

土地多為閒置空地，未依漁港計畫開發供漁業使

用，爰市府檢討其漁港計畫內容及使用現況，據以

辦理變更作業，並經農委會於100年6月17日同意備

查將軍漁港「區域劃定變更說明書」及「變更漁港

計畫」。 

(二)據將軍漁港變更漁港計畫，市府已將將軍漁港列入

施政重大建設，期使將軍漁港邁向多功能漁港發

展。按旨揭計畫第四章之一、土地使用計畫列載，

港區基地劃設有漁業活動及漁業支援、遊客服務、

遊艇製造及休閒活動等區域，並訂定土地使用分區

計畫，由道路用地連結港區各該設施及建物；同計

畫第四章、五、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列載，尚待興闢

之公共設施分兩期進行開發，預計開發期程自100

年 3月至106年 12月，總開發經費預計新臺幣 (下

同)6億7,400萬元。惟據臺南審計處前辦理108年度

財務收支抽查，發現設施建設經費僅投入9,011萬

餘元，遠未如預期。 

(三)據市府查復，因有民間業者表達將軍漁港整體開發

投資意願，爰暫停港區土地標租案，並配合業者規

劃進行後續土地開發，嗣因業者遲未提出修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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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規劃期程，漁管所於110年再改以自行爭取經費

推動漁港相關建設，惟迄臺南審計處111年3月10日

查核時，漁管所110年度仍未編列開發預算，相關

公共設施多未闢建，其中住宅、兒童遊戲場及觀光

休閒用地之未開發比率均大於80%，主要係周邊道

路工程尚未開闢完畢，足見市府原預訂於106年12

月完成開發將軍漁港，迄今仍停滯不前。 

(四)另據市府112年2月18日簡報說明，將軍漁港可開發

用地55公頃（其中公共設施25公頃），目前已標租

12公頃，土地利用率為22%，可見漁港開發利用與

預期嚴重不符。又，市府雖於旨揭變更計畫中，將

港區北側之部分漁業發展用地(四)變更為泊地，供

遊艇活動使用，交通部航港局亦將該漁港列入19處

專屬遊艇泊區之一，惟將軍漁港至今仍未劃設遊艇

碼頭，市府固稱擬於113年規劃、114年設計及施作

等云，遊艇推動能否如實發展仍待觀察與考驗。 

(五)此外，按旨揭變更計畫之三、漁港區域範圍略以，

將軍漁港部分水域緊鄰馬沙溝濱海遊憩區，雲嘉南

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擬利用遊憩區及週邊土

地，重新營造嘉南沿海海域戲水樂園，提供水域遊

憩新體驗，為配合其發展，有效區隔將軍漁港船隻

進出航道及遊憩區水域活動空間，擬配合變更將軍

漁港部分水域云云。惟現況馬沙溝濱海遊憩區與將

軍漁港似仍未有具體連結與群聚效應，此有雲嘉南

濱海國家風景區112年2月18日簡報可參。至市府雖

稱近年於將軍漁港舉辦夏日音樂節結合觀光發

展，吸引假日人潮有聚集，漁港內觀光漁市直銷中

心亦成將軍漁港觀光地標等情。鑒於近年漁業資源

愈見枯竭，將軍漁港漁貨量亦呈逐年減少，漁港變

更計畫自100年修正至今已逾10年，內外部環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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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環境變遷已然不同，漁港未來開發利用及發

展，仍需再審慎評估及檢討。 

(六)綜上，臺南市政府經管6處漁港，臺南市政府因應漁

業發展停滯，於100年辦理變更將軍漁港計畫及區

域劃定，期使轉型為休閒及觀光漁港，惟開發進展

仍顯停滯不前，港區使用遠不如預期，鑒於計畫變

更迄今已逾10年，內外部環境及港區環境變遷已然

不同，漁港未來開發利用及發展，允宜審慎評估及

檢討。 

四、交通部航港局雖已於110年律定並啟動遊艇抽查機

制，惟因遊艇管理係按停泊區域分屬不同水域主管機

關，且相關業務系統資料尚未介接完成，致無法掌握

遊艇進出港時間，並篩選出有載客嫌疑之自用遊艇，

以適時介入導正遏止違規事宜，資料介接進度仍應加

強積極辦理，俾強化遊艇管理及維護海上安全： 

(一)依據船舶法第2條規定，船舶(含遊艇)業務係由交通

部航港局辦理。按同法第3條第6款規定，自用遊艇

係指專供船舶所有人自用或無償借予他人從事娛

樂活動之遊艇。同法第70條第1項規定，遊艇不得

經營客、貨運送、漁業，或供娛樂以外之用途。自

用遊艇違反上述規定者，依該法第91條規定由航政

機關處遊艇所有人或遊艇駕駛1萬5千元以上15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禁止航行及限期改善；改善完

成後，始得放行。 

(二)遊艇進入漁港或商港之停泊及出海管制機制，按其

停泊區域所屬水域主管機關而有不同： 

1、據交通部航港局112年2月18日之簡報，現有設置

19處專屬遊艇泊區，分別為商港4處、漁港9處、

遊艇港6處，泊位共計1,225席。遊艇之管理按停

泊區屬性，由各水域主管機關管理與主責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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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停泊於一、二類漁港，主管機關為漁業署、地

方政府，停泊於商港，係為航港局及各港務中

心，停泊於遊艇港，則為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

營建署或地方政府。 

2、據漁業署表示，有意進入漁港停泊之遊艇主，需

持船籍證書及檢查證書向漁管所或漁港管理中

心提出申請(非本國籍遊艇需檢附航港局來臺特

許文件)，其經核准進港後時配合海巡人員執行

安檢，停泊漁港期間，每航次出海前應填具遊艇

出海報備表，向漁港海巡安檢單位報備，無需再

向漁港管理單位申請進出漁港。至遊艇進出商

港、工業港時，均須透過「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

臺」MTNet申(預)報進出港，並配合海巡人員執

行安檢。是以，目前遊艇進入漁港或商港之停泊

及出海管制機制，按其停泊區域所屬水域主管機

關而有不同。 

(三)航港局雖已於110年律定並啟動遊艇抽查機制，惟

相關業務系統資料尚未完成介接，致無法掌握遊艇

進出港時間，難以預為遏止自用遊艇違規事宜： 

1、為解決遊艇屢遭反映涉及違規載客問題，交通部

於110年3月11日邀集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漁業

署等單位，召開「娛樂漁業漁船及遊艇管理規範

差異性檢討」會議，並指示航港局透過抽查作

業，遇有違規行為查證屬實者即予開罰，逐步遏

阻非法行為；嗣航港局於同年9月1日召開「研議

遊艇稽核試辦計畫」會議
4
，律定遊艇抽查項目及

抽查方式，同年11月起啟動遊艇抽查。經統計自

                   
4 航港局112年2月18日簡報資料第13頁略以，「航港局自110.10召會律定遊艇抽查機

制……」，文字部分誤植，正確文字為：航港局自110年9月召會「研議遊艇稽核試

辦計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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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1月起實施遊艇抽查，截至112年1月共計

抽查208艘次，尚無自用遊艇違規受罰情形。 

2、查航港局已整合既有MTNet遊艇進出港(含入出

境)申請系統，新增遊艇泊位線上資訊查詢及申

請服務，完成「遊艇申辦服務平臺之建置」並自

108年4月1日正式啟用。另海洋委員會為配合行

政院「向海致敬」-開放海洋政策，亦於111年2

月23日發布完成建置「海域遊憩船舶進出港線上

申請系統」供民眾線上申請使用。惟據航港局查

復，現況該兩套系統於遊艇泊區案件之申請及審

核結果，竟存在資料不一致情形。 

3、另，目前船舶進出港係由海巡署管理，船舶出海

前需配合海巡安檢人員執行安檢後方能駛離港

口，安檢所執行安檢勤務需登載「安檢資訊系

統」，該系統係屬海巡署業務系統。對此，航港

局表示，遊艇透過MTNet申(預)報進出商港、工

業港時，該局可即時控管船舶進出港時間，而遊

艇進出漁港或遊艇港時，係透過海巡署安檢所登

記，囿於MTNet系統與海巡署「安檢資訊系統」

相關資訊尚未介接，故該局無法掌握遊艇進出港

時間，並篩選出有載客嫌疑之自用遊艇，以適時

介入導正遏止違規事宜。 

(四)遊艇相關業務系統資料尚未完成介接，允應加強積

極辦理： 

1、航港局前於 111年 10月 14日與海洋委員會召開

「研商遊艇平台整合」會議，就精進雙方系統資

料互相傳遞/接收之即時性達成共識，該局規劃

在不調整海洋委員會前開系統既有功能原則

下，建置「臺灣遊艇入口網」，經該委員會表示

予以尊重，如須使用其「海域遊憩船舶進出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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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申請系統」相關資料，亦將予以協助配合。據

該局表示，目前系統相關介接技術工項業已委外

辦理，後續將由專業資訊廠商協助完成介接API

程式之撰寫，預計於112年10月底前完成系統功

能開發及測驗。 

2、至「安檢資訊系統」係屬海巡署業務系統，航港

局前於111年11月12日召開「逾期檢查船舶加強

管理措施」會議，會中就「安檢資訊系統」及「航

港單一窗口服務平臺」（MTNet）介接事宜已達初

步共識；嗣航港局再於112年2月24日至海巡署商

討系統介接需求項目，雙方就系統欄位進行逐一

確認。航港局業於同年3月16日函請海巡署同意

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五)綜上，交通部航港局雖已於110年律定並啟動遊艇抽

查機制，惟因遊艇管理係按停泊區域分屬不同水域

主管機關，且相關業務系統資料尚未介接完成，致

無法掌握遊艇進出港時間，並篩選出有載客嫌疑之

自用遊艇，以適時介入導正遏止違規事宜，資料介

接仍應加強積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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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二，提案糾正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二、調查意見三，函請臺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四，函請交通部航港局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四、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五、調查意見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 

六、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交

通及採購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葉宜津、林國明、王麗珍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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