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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交通部。 

貳、案   由：交通部督導民用航空局設置屏東及恆春機

場，未能適確評估服務運量，因旅運人次

預估過於樂觀，致政府投資效能不彰；又

卻坐視上開機場經營持續低迷不振，旅運

人次逐年下滑，未能有效提升機場營運績

效及設施使用效能，皆核有違失，爰依法

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經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函復說明

；另於民國（下同）100 年 4 月 14 及 15 日履勘屏東及

恆春機場，並與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代表進行座談及約

詢上開機關主管人員。茲就本案調查發現之違失臚列如

下： 

一、交通部督導民航局設置屏東及恆春機場，未能適確評

估服務運量，因旅運人次預估過於樂觀，致政府投資

效能不彰，浪費公帑，顯有疏失。 

(一)查民航局因原有屏東機場南場設置之簡易航空站

（下稱屏南機場）空間侷限，且尚需以接駁方式登

機造成旅客不便，爰規劃於原屏南機場北側設立屏

東航空站（下稱屏北機場），該局嗣以用地取得作

業延遲與土地費用增加及重辦環境影響評估等為

由，辦理兩次修正計畫，包含修訂經費及期程等報

交通部核陳行政院，案經行政院及交通部於 90 年 1

月函復民航局原則同意辦理。經層報行政院同意調

整總經費為新台幣（下同）14 億 9,600 萬元及展延

計畫期程至 94 年完工啟用。據民航局公布「臺閩

地區民航機場設施與能量」資料顯示，屏東航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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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站設施客運年容量，係以 90 萬人次/年為興建標

準。然據民航局稱，屏東機場依奉核定之「運量評

估」據以辦理細部設計，其間亦因時空環境背景因

素及政策變更等，歷經多次會議及重新評估投資效

益。惟據該局「臺閩地區民航運輸各機場營運量－

按機場分」統計資料顯示，屏東航空站(原屏南機

場)自 85 年迄至 89 年之旅客人次，整體呈現下滑

趨勢，旅運人次由 245,579 人次衰退至 136,605 人

次，然該局於 89 年 4 月完成之「屏東航空站設立

計畫整體規劃期末報告書」，並未考量該機場營運

衰退之事實，仍於規劃時採高推估值旅客年運量，

將設計目標 100 年之旅客年運量，由原說明書所採

之中推估值 509,300 人次，改採高推估值 592,100

人次，相關工程硬體設施需配合較高運量推估值予

以規劃，致相關之建築面積亦隨之擴增；復查，該

機場完工啟航後，95 年度旅客運量僅為 61,607 人

次，設施使用率僅 6.85%，96 年 3 月 2 日高速鐵路

全線通車後，對台灣西部國內航線造成重大衝擊，

該機場 96 年度旅客運量更陡降為 37,449 人次，設

施使用率僅 4.16%，分別僅達原計畫預測旅客年運

量之 15.22％及 8.47％，又在其長期營運衰退之趨

勢下，實際在 99 年服務旅客人次僅 3,552 人次，

設施使用率更僅 0.39%，距設計目標 100 年之

592,100 人次旅客年運量之預測值，運量評估顯屬

浮誇、過於樂觀。 

(二)詢據民航局，屏東航空站遷移屏北機場之後，由於

南二高的便利，服務範圍預估將擴及高雄縣北部區

域，且日後屏東地區因發展生技科學園區，其航空

站地處於六塊厝，因臨近新航站位置及大鵬灣之興

建，將帶動區域內需擴大、住宅及遊憩等重要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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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的投入及國內長途運輸市場結構調整的契機

下，透過積極創造其在航運市場服務的優勢條件。

後因地方發展受政經因素影響，實際運量未如預期

，實際旅客使用量亦與規劃評估之旅次運量有所落

差。 

(三)恆春機場早期稱為五里亭機場，原為空軍管理，自

日據時代即已興建，位於屏東縣車城鄉往恆春鎮之

屏鵝公路旁，南距離恆春城約 5 公里。民航局稱，

為配合墾丁國家公園觀光事業之推展，解決連續假

日屏鵝公路之塞車情形，提供赴恆春半島觀光旅遊

者便捷之運輸服務，計畫重新布設既有之機場場面

及航站設施，使其適於國內航線中小型客機之起降

，故自 78 年 7 月起即依據地方政府要求進行恆春

機場整建規劃；復於 80 年初交通部函復民航局，

有關恆春機場整建工程計畫書，為避免投資不當，

應重新評估運量後，再檢討恆春機場之興建規模；

嗣該機場整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經行政院環保署

於 85 年審查通過，另因用地取得及地上物救濟金

提撥進度影響，「恆春機場整建計畫」計畫書（修

訂本）經行政院 86 年函復原則同意辦理，展延至

92 年 12 月完成，經費修訂為 5.39 億元。自 89 年

7 月開始興建恆春機場，於 93 年 1 月 11 日正式營

運啟航，核定由華信、復興、立榮航空公司等 3 家

國籍航空公司分別飛航台北往返恆春與台中往返

恆春航線。該計畫以預測 105 年客運量約 17 萬人

次為目標，供進場速率小於 120 海浬之中型客機以

下飛機使用之跑道、滑行道、航候機室等機場基本

設施及其他必需之附屬設施。依據民航局公布「臺

閩地區民航機場設施與能量」資料顯示，恆春航空

站場站設施客運年容量為 24 萬人次/年。經查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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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南部路段於 93 年 1 月通車，然恆春機場

93、94 及 95 年度實際航線僅台北－恆春 1 航線（

「臺中—恆春」航線於 93 年 2 月即停止飛航），

實際營運旅客人次分別占預測旅客數 20.29％、

13.10％及 8.93％，營運狀況除未能達成原預估目

標，且差距甚大外，並有逐年遞減之趨勢；復查，

該機場完工啟航後，93 年度旅客運量僅為 23,342

人次，設施使用率僅 9.73%，96 年 3 月 2 日高速鐵

路全線通車後，對台灣西部國內航線造成重大衝擊

，該機場 96 年度旅客運量更陡降為 5,588 人次，

設施使用率僅 2.33%，分別僅達原計畫預測旅客年

運量之 13.76％及 3.29％，又在其長期營運衰退之

趨勢下，實際在 99 年服務旅客人次僅 2,143 人次

，設施使用率更僅為 0.89%，距設計目標 99 年之

169,608 人次旅客年運量之預測值，運量評估亦屬

浮誇、過於樂觀。 

(四)詢據民航局，該局於 89 年 2 月 10 日邀請國防部、

屏東縣政府及各航空公司至恆春機場整建基地進

行實地會勘。於實地會勘中，屏東縣政府及與會民

意代表均強調海博館等遊憩設施陸續開放及未來

將全面施行週休二日等因素，至恆春地區觀光客數

量將倍數成長。該局續於 89 年 3 月函請航空公司

提報明確之飛航意願及擬飛航班次，因國防部已表

示將全力配合，則有立榮航空公司提出營運意願，

該局業於 89 年 5 月將該公司未來飛航航線及時段

函送請國防部同意開放該等時段。 

(五)又查，本院曾於 89 年調查「據審計部函報：關於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執行恆春機場整建計畫，執行過

程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等情」乙案，調查報告

提經 89 年 11 月 21 日本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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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第 22 次會議決議：糾正交通部。相關調查意見

略以：交通部應督促民航局適時檢討該機場之預期

使用效益，並妥擬因應對策，以免未來發生投資設

備閒置情形，浪費國家資源……機場整建計畫既需

耗費鉅資始能完成，當慎重其事。由上開本院於 89

年之調查結果即指出，交通部應督促民航局檢討該

機場之預期效益，並妥擬因應對策，以免未來發生

投資設備閒置情形，惟該局卻未能妥適研擬因應之

道，仍蹈設施使用效能不彰之失。 

(六)綜上，交通部督導民航局設置屏東及恆春機場，忽

視高速鐵路之完工營運及第 2高速公路南部路段通

車之影響，未能適確評估服務運量，致實際旅客運

量不足預估旅運量之 2 成，又因旅運人次預估過於

樂觀，場站設施使用率不及設施年容量之 1 成，且

輕忽本院前案調查決議，應檢討恆春機場預期使用

效益之結論，未能妥適研擬因應之道，仍蹈設施使

用效能不彰之失，致政府投資效能不彰，浪費公帑

，顯有疏失。 

二、交通部督導民航局管理屏東及恆春機場，卻坐視上開

機場經營持續低迷不振，旅運人次逐年下滑，未能有

效提升機場營運績效及設施使用效能，顯有怠失。 

(一)查民用航空法第 3 條規定，交通部為管理及輔導民

用航空事業，設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其組織另以法

律定之。故交通部下設民航局，並應予督導該局妥

適管理及輔導屏東及恆春機場之經營。 

(二)據民航局 90 年之「屏東航空站設立計畫書」所載

，屏東機場 95 及 96 年之預測旅客年運量分別為

404,800 人次及 442,260 人次。查該機場民航站自

94 年 5 月 17 日啟航營運，依該局「臺閩地區民航

運輸各機場營運量－按機場分」統計資料顯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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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 95 及 96 年度之營運情形，旅客人次分別僅為

61,607 人次及 37,449 人次，達原計畫預測旅客年

運量之 15.22％及 8.47％，又在其長期營運衰退之

趨勢下，實際 97 至 99 年服務旅客人次實際僅

16,298、4,042 及 3,552 人次，服務旅客人次衰退

情形十分嚴重；且耗費 3,400 餘萬元興建完成之員

工宿舍，僅 3 樓供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員工使

用，其餘 1、2 樓部分幾近閒置。又該航空站於 95

年 2 月 14 日經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

列管為閒置公共設施案件，惟該局僅以舉辦「屏東

航空園遊會」等為活化措施，並未提出具體有效改

進辦法，經交通部依據該小組會議決議，於 96 年 7

月 18 日函請該局研擬提升設施使用情形之具體策

進措施，俾利後續追蹤參據，惟由前述 96 至 99 年

度營運情形，顯示其營運績效仍未有效改善。詢據

民航局，未來民航局仍將配合航空公司及旅遊業者

促銷套裝旅遊行程，並擬將屏東機場規劃作為消防

模擬機訓練場地，以持續提升該機場營運績效及設

施使用效能。 

(三)據 86 年 5 月 7 日修訂之「恆春機場整建計畫書」

，該計畫原規劃機場啟用後，3 家航空公司飛航「

臺北—恆春」、「花蓮—恆春」、「馬公—恆春」

、「高雄—恆春」、「中正—恆春」（中正係指桃

園國際機場，下同）等 5 條航線，每週雙向共計 110

架次。預估前 2 年飛航「臺北—恆春」、「花蓮—

恆春」、「馬公—恆春」、「高雄—恆春」等 4 航

線，第 3 年增闢「中正—恆春」航線，並以創造需

求方式估計運量，以作為場站規模興建之依據。93

年 1 月 10 日機場啟用時之航班規劃，僅飛航「臺

北—恆春」及「臺中—恆春」2 條定期航線。因營



 7 

運狀況未理想，航空公司自同年 2 月份起即調整航

班，陸續縮減，迄今僅餘「臺北—恆春」航線尚在

經營，目前僅每週二、四及六各有 1 班飛航往返臺

北。經查 93、94 及 95 年度實際航線僅台北－恆春

1 條航線，實際營運旅客人次分別占預估數 13.76

％、9.78％及 6.49％，營運狀況除未能達成原預估

目標，且差距甚大外，並有逐年遞減之趨勢；復查

，該機場完工啟航後，93 年度旅客運量僅為 23,342

人次，96 年 3 月 2 日高速鐵路全線通車後，對台灣

西部國內航線造成重大衝擊，該機場由 95 年的

11,000 人次，至 96 年度旅客運量更陡降為 5,588

人次，分別僅達原計畫預測旅客年運量之 6.49％及

3.29％，又在其長期營運衰退之趨勢下，實際在 97

至 99 年服務旅客人次僅 4,536、2,036 及 2,143 人

次，服務旅客人次衰退情形十分嚴重。期間恆春航

空站雖辦理租借場地配合春吶活動、自行車免費出

借、海生館票價優惠、藝文活動成果展、南國春行

鐵馬尋跡及馬拉松路跑活動等措施，惟由前述 96

至 99 年度營運情形，顯示其營運績效仍未有效改

善。詢據民航局，未來該局除將賡續請航空公司加

強套裝旅遊、結合當地民俗活動等辦理促銷活動外

，亦將配合休閒產業發展，積極與超輕航空業者洽

談於恆春機場進行組裝、維護、訓練及飛航等各項

活動，並積極開拓任何有助益於航空產業或周邊相

關產業，以活絡航空站及增進收益。 

(四)綜上，交通部督導民航局管理屏東及恆春機場，對

於上開機場經營持續低迷不振，旅運人次逐年下滑

，該局僅辦理非關航空運輸之活動，對創造旅次吸

引或產生之措施，顯欠積極且未見成效，而無法有

效提升機場營運績效及設施使用效能，顯有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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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交通部督導民航局設置屏東及恆春機場

，未能適確評估服務運量，因旅運人次預估過於樂觀，

致政府投資效能不彰；又卻坐視上開機場經營持續低迷

不振，旅運人次逐年下滑，未能有效提升機場營運績效

及設施使用效能，皆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

糾正，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