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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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走私漁船檢丈作業欠積極，逾航行有

效期限及逾期未申請檢查船舶或已申請停航

船舶航行管控機制欠完善，亟待檢討改善等

情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據審計部民國（下同）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

決算審核報告，執行走私漁船檢丈作業欠積極，逾航行

有效期限及逾期未申請檢查船舶或已申請停航船舶航行

管控機制欠完善，亟待檢討改善等情，經本院交通及採

購委員會會議決議推派調查。本案經調閱本院前卷
1
，並

請審計部
2
及交通部

3
暨所屬航港局（下稱航港局）、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
4
（下稱海巡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
5
（下稱漁業署）等機關函復相關卷證資料，嗣於 111

年 11 月 17 日請審計部及交通部暨所屬航港局到院簡報

相關案情，並於 112 年 4 月 6 日履勘（東港漁港、前鎮

漁港）及約詢上開機關相關主管人員。已調查竣事，茲

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航港局就 111 年 2 月 8 日漁業署轉報涉有走私或密艙

紀錄之 65 艘漁船，未就其轄管積極查察，直至次年 4

月 6 日本院實地履勘時，始完成全面清查有無擅自改

裝(變造)船體情形，嗣發現 25 艘未經規定程序逕行

修改船身，2 艘刻正辦理裁處中、12 艘未能於限期改

善完成，顯見對違法改建船舶管理消極，允應檢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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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依船舶法第 25 條第 1 項及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船

舶(小船)有船身經修改等情形之一者，其所有人應

向船舶所在地航政機關申請施行特別檢查。第 92條

第 1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規定，違反前揭規定者，

由航政機關處船舶所有人新臺幣（下同）6 千元以

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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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部分，則係處小船所

有人 3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第 28 條第 1 項

規定：「船舶申請定期檢查或特別檢查後，應於 3

個月內整修完善並完成檢查。未於期限內完成檢查

之船舶視為檢查不合格，航政機關得命其停航。」

第 28 條之 2 規定：「船舶除責令停航外，停航時，

船舶所有人應申請航政機關許可；復航前船舶所有

人應申請航政機關施行檢查合格後，始得航行。船

舶停航期間不適用船舶檢查規定，船舶所有人應於

申請停航時，將船舶檢查證書繳回航政機關。」故

由上開規定可知，船舶有船身經修改，應向航政機

關申請施行特別檢查，違反者應禁止航行及限期改

善，且應於 3 個月內整修完善並完成檢查，另船舶

停航時，船舶所有人應申請航政機關許可，復航前

船舶所有人應申請航政機關施行檢查合格後，始得

航行，船舶停航期間則不適用船舶檢查規定。 

(二)查漁業署於 111 年 2 月 8 日函送航港局有關海巡署

提供之「近 3 年有走私或密艙紀錄之漁船筏名單」

(計有 65 艘漁船及 1 艘漁筏)，指出該等漁船筏涉

有走私或改艙等不法情事，請航港局於定期檢查或

特別檢查時加強檢查，期能先期發現漁船不法改裝

艙間，以遏止走私及非法改造船艙等行為。就前述

海巡署提供涉有走私或改艙等不法情事之漁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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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中，經審計部抽選 22 艘洽請航港局各航務中心

說明裁罰處理情形如下：除 1 艘已予裁處、3 艘經

定期檢查或依船舶噸位丈量計算表核對船舶尺寸

結果，確實未有擅自變更船體情事，而無裁罰問題

外，其餘計有 9 艘據說明係因海巡署等單位移送函

文未敘明是否涉有修改船身等違規情形，爰未裁處

；3 艘未為明確說明、3 艘已發現疑似改造情事惟

未依規定查處、3 艘已申請停航以致未予檢查確認

。其中航港局航務中心於定期檢查時已發現部分漁

船有船身修改或變造船體之違規情事，卻未依規定

予以裁處，及要求於 3 個月內整修完善後完成檢查

，並對未於期限內完成者命其停航，而於下次定期

檢查前完成改造作業程序，或因尚有船體其他增改

建問題須一併釐清等，各航務中心並稱，將俟下年

度定期檢查再行就該等船舶改造情形及後續裁罰

事宜予以處理等情。由上可知，航港局顯未確實依

上開法令規定「命其禁止航行及限期改善，改善完

成後，始得放行」落實辦理。 

(三)另查部分漁船於次期定期檢查前已先行申請停航，

並獲航港局許可，迄未申請復航，肇致相關不法情

事自發生日起至審計部於 111 年 4 月 11 日查核日

止已 1 至 3 年餘，惟航港局仍未完成查核確認其有

無擅自修改船身或變造船體之事實，而據以依法辦

理裁處事宜，顯見被查獲走私船舶已有藉由申請停

航規避檢查，形成管理漏洞情事。是以，航港局未

能全面清查上開海巡署通報漁船有無修改或變造

之違規情事並依法裁處，及研議針對涉及走私不法

等情事船舶之停航申請施以例外管理，於核准停航

前主動檢查確認其有無非法改造行為，以防杜其假

藉停航規避檢查。且部分漁船於申請停航並獲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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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許可後，仍涉有出海航行並遭查獲涉有走私或改

艙等不法情事，凸顯現行管理機制缺漏，且現行規

定對於申請停航卻違規出港航行船舶尚無相關積

極防範機制，僅能由負責港口安檢之海巡署人員登

錄出港紀錄，亦應儘速檢討研謀具體改善措施。 

(四)據復
見頁 1 註 3

，係因考量海巡署雖通報有走私或密艙

之船舶清單卻未提供有違規改建事證，未來將由航

港局各航務中心於該清單船舶申請定期（特別）檢

查時，確認是否有違規改建情事，如發現違規改建

情形，即依船舶法規定予以裁處，並命其禁止航行

。另並已規劃將現行已停航船舶清單函知海巡署，

倘發現有違規出港情形，於接獲通報後，即依船舶

法第 94 條第 1 項違反停航命令規定予以裁處，以

杜絕該等情事再次發生。嗣航港局於本院實地履勘

時表示，海巡署提供之「近 3 年走私或密艙紀錄之

漁船筏名單」漁船共計 65 艘，已全面清查完畢，25

艘有改建情形，航港局已依法裁處 21 艘，2 艘刻正

辦理裁處程序，其中 12 艘尚未完成改建檢丈程序

之船舶均禁止其航行，11 艘已完成改建檢丈程序；

另 2 艘屬無涉船身修改之小船，依法無須裁處，惟

仍應於今（112）年申辦定期(特別)檢查時完成改建

檢丈程序，始檢查合格，另有已逾航行期限或停航

船舶計 19 艘，均已納入航港局 111 年 12 月起逐月

提送海巡署之逾檢(停航)船舶清單中，倘有違規出

港情事，海巡署將通報航港局予以裁處，迄目前尚

無接獲該署通報上開船舶有違規出港之情事。 

(五)綜上，依船舶法規定，船舶有船身經修改，應向航

政機關申請施行檢查，違反者應禁止航行及限期改

善，且應於 3 個月內整修完善並完成檢查，惟查航

港局未能全面清查漁業署 111 年 2 月 8 日轉報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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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或密艙紀錄之 65 艘漁船，直至 112 年 4 月 6

日本院實地履勘時，始完成全面清查，顯未能積極

全面清查有無擅自改裝(變造)船體情形，並依法裁

處，及研議針對涉及走私不法等情事船舶之停航申

請施以例外管理，且間有已發現 25 艘未經規定程

序逕行修改船身，至今仍有 2 艘尚未依規定裁處、

12 艘未能於限期改善完成，另有 19 艘因停航（逾

檢）涉有規避檢查，形成管理漏洞，凸顯現行管理

機制缺漏，又於定期檢查時已發現部分漁船有船身

修改或變造船體之違規情事，惟卻未依規定予以裁

處及要求限期整修完善後完成檢查，並對未於期限

內完成者命其停航，且未於核准停航前主動檢查確

認其有無非法改造行為，以防杜其假藉停航規避檢

查，且部分漁船於申請停航並獲航港局許可後，仍

涉有出海航行並有走私或改艙等不法情事，而現行

規定對於申請停航卻違規出港航行船舶尚無相關

積極防範機制，凸顯現行管理機制缺漏，允應檢討

改進。 

二、航港局至 110 年管轄有近 3 萬艘船舶，其中已逾航行

有效期限及逾期未申請檢查之船舶有 529 艘，均未依

規予以罰鍰處分，及命其停航並通報海巡機關禁止其

航行，致有 6 艘船舶違規出港航行 77 次，另據該局船

舶管理系統資料統計，逾規定期限始申請施行定期檢

查之船舶計 1,852 艘，其中於逾期後申請檢查前違規

出港航行而遭裁罰者計有 1,168 艘，占 63.07％，顯

未能檢討建立相關船舶航行管控機制，允應檢討改進

。 

(一)船舶法第 23 條第 3 項及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船舶

(小船)應依規定檢查合格，並將設備整理完妥，始

得航行。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船舶申請定期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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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檢查後，應於 3 個月內整修完善並完成檢查，未

於期限內完成檢查之船舶視為檢查不合格，航政機

關得命其停航。又第 26 條第 1 項及第 78 條第 1 項

規定，船舶(小船)經特別檢查後，其所有人應依限

向航政機關申請施行定期檢查，其中船舶及載客動

力小船於每屆滿 1 年之前後 3 個月內；非載客動力

小船於每屆滿 2 年之前後 3 個月內申請施行。第 92

條第 1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規定，逾期檢查者由航

政機關處船舶所有人 6 千元以上 6 萬元以下(小船

為 3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之罰鍰。故由船舶法可

知，船舶應依規定檢查合格，始得航行，未於期限

內完成檢查之船舶視為檢查不合格，航政機關得命

其停航。 

(二)查航港局對於船舶檢查證書已逾航行有效期限之

船舶，目前係被動於該等船舶申請檢查時，始依規

定就無法檢附未再出港證明文件者予以裁處。倘其

未於期限內完成檢查，再依上開船舶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函請海巡署禁止其航行，惟對於已逾航行有

效期限卻未申請檢查之船舶，並無相關處分及航行

管制作為，經審計部抽查 108 至 110 年間，依船舶

法第 23 條規定，於各該年底止航港局轄管船舶總

計分別為 28,597、29,172 及29,411 艘（含所有 D

類漁船），其中已逾航行有效期限且未向航港局申

請施行定期檢查之船舶計有 529 艘，均未依照上開

規定予以罰鍰處分及命其停航並通報海巡機關禁

止其航行，致有 6 艘船舶違規出港航行 77 次。另

據航港局船舶管理系統資料統計，106 至 110 年度

逾船舶法規定期限始申請施行定期檢查之船舶計

1,852 艘，其中於逾期後申請檢查前違規出港航行

而遭裁罰者計有 1,168 艘(逾申請檢查期限達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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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者有 223 艘)，占 63.07％。由上開抽查資料，

顯見航港局對於相關逾期檢查之船舶，核有欠缺積

極有效航行管控機制。 

(三)據復
見頁 1 註 3

，航港局將規劃彙整逾航行期限船舶清

單函知海巡署部分，因數量眾多，目前已請船舶管

理資訊系統廠商建置相關功能，未來將可定期提供

清單予海巡署協處，倘發現有違規出港情形，於接

獲通報後，即依違反船舶法相關規定予以裁處。另

為加強停航或逾檢船舶違規出港情事，航港局已於

111 年 11 月 22 日邀集海巡署召開研商「逾期檢查

船舶加強管理措施」會議，並自 111 年 11 月起，於

每月 10 日前提供逾檢(含停航)船舶清單予海巡署

，並輔以該局原已建置之「逾檢船舶公開資料查詢

系統」，由海巡署協助通報違規航行船舶予該局，

以利該局辦理裁處並發布禁止其航行之處分；另該

局已規劃未來將藉由系統介接方式，提供海巡署即

時之船舶停航資料，以偕同該署杜絕該等船舶違規

出港航行之情事。另航港局表示，為督促及提醒船

舶所有人準時申辦船舶檢查，該局均主動寄發船舶

檢查通知單，另為行使前開逾檢裁罰之行政裁量權

，訂定「船舶及小船逾期檢查罰鍰裁量基準」，於

船舶申請檢查時，按其實際逾期申請檢查天數裁處

，逾期越久罰鍰越高，船舶所有人雖可檢附港口檢

查機關或管理機關核發之進港後未再出港證明，向

該局申請免罰，惟為更主動積極遏阻逾檢船舶違規

航行，提升裁罰之預防效果，該局刻正檢討修正「

船舶及小船逾期檢查罰鍰裁量基準」。 

(四)綜上，依船舶法船舶應依規定檢查合格，始得航行

，未於期限內完成檢查之船舶視為檢查不合格，航

政機關得命其停航，惟查航港局對逾航行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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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逾期未申請檢查之船舶，至 110 年已有逾航行有

效期限及逾期未申請檢查之船舶計 529 艘，於 106

至 110年度逾船舶法規定期限始申請施行定期檢查

之船舶計 1,852 艘，其中於逾期後申請檢查前違規

出港航行而遭裁罰者計有 1,168 艘，占 63.07％，

且逾申請檢查期限達 1 年以上者有 223 艘，係被動

於該等船舶申請檢查時，始依規定就無法檢附未再

出港證明文件者予以裁處，亟待積極依規查處，且

對於已逾航行有效期限卻未申請檢查之船舶，目前

採人工名單，由海巡署查核方式，其相關處分及航

行管制作為有欠積極，顯未能檢討建立相關船舶航

行管控機制，允應檢討改進。 

三、航港局為航政業務辦理機關，對海巡署所提供漁船走

私或密艙紀錄資訊，未提及發現相關走私物品藏匿位

置、有無擅自改造船體或修改船身等資訊，因漁船走

私或密艙相關紀錄資訊未全，不利釐清船舶有無涉及

擅自修改船身或變造船體情事，以針對違反船舶法各

節裁處等情，該局應本予職權建置溝通平台，以協調

建立完備通報機制，允應檢討改進。 

(一)依船舶法第 2 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其業務由航政機關辦理。交通部航港局暫行組織規

程第 1 條規定，交通部為辦理航政及港政業務，特

設航港局。故由上開法令可知，航港局為航政業務

辦理機關，對於所權管之船舶檢查及丈量管理等職

掌，責無旁貸。 

(二)查漁業署於 111 年 2 月 8 日函送航港局有關海巡署

提供之「近 3 年有走私或密艙紀錄之漁船筏名單」

，請航港局於該等漁船定期檢查或特別檢查時，加

強檢查該等漁船不法改裝艙間之行為。惟海巡署前

揭漁船筏名單僅列有漁船船名、漁政主管機關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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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漁船統一編號及發現地點(縣市別)，缺乏發現相

關漁船走私日期、走私物品藏匿位置、有無擅自改

造船體或修改船身等資訊，不利航港局針對違反船

舶法第 25 條或第 75 條規定者依法予以裁處。據航

港局陳稱，海巡署移送資料允應依固定期間(按月

或按季)定期提供相關走私漁船完整資訊，俾利該

局即時相關查處。 

(三)據復
見頁 1 註 4

，海巡署依海洋委員會 110 年 12 月 1 日

召開「行政院查緝走私偷渡聯繫會報」第 59 次會議

決議事項，將違法注偵船舶名單(漁船船名、船舶編

號及緝獲地點等資訊)提供漁業署，並未要求提供

予航港局，漁業署亦未請該署提供其他資訊；有關

海巡署與航港局建立通報機制部分，海洋委員會於

111 年 8 月 18 日召開「行政院查緝走私偷渡聯繫會

報」第 61 次會議，訂定「強化查處船舶改造之聯合

稽查合作機制」，已建置專案通報機制(群組)；另

有關海巡署定期更新走私漁船清單部分，依相關機

制將由海巡署依該署各指揮部船筏評鑑會議結果，

訂定建議稽查清單納入前開聯檢對象，並提送航港

局配合辦理。 

(四)綜上，依法航港局為航政業務辦理機關，對海巡署

所提供漁船走私或密艙紀錄資訊，僅列有漁船船名

、漁政主管機關核給之漁船統一編號及發現地點(

縣市別)，缺乏發現相關走私物品藏匿位置、有無擅

自改造船體或修改船身等資訊，因漁船走私或密艙

相關紀錄資訊未全，不利航港局釐清船舶有無涉及

擅自修改船身或變造船體情事，及該局針對違反船

舶法第 25 條或第 75 條規定者依法予以裁處等情，

航港局應本予職權建置溝通平台，協調與海巡署建

立完備通報機制，以杜絕不法情事，允應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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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三，函請交通部督促航港局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三，函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參辦見復。 

三、調查意見一至三，函復審計部。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

。 

調查委員：施錦芳 

           浦忠成 

           蕭自佑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7  月    1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