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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11年度臺中市總決算審核報告，臺

中市政府辦理臺中國際會展中心新建工程，

疑有東西側展館規劃之攤位數不敷業者需

求，及西側展館權利金分收比率尚未完成協

議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關於審計部函報，該部查核111年度臺中市總決算審

核報告，臺中市政府（下稱中市府）辦理臺中國際會展

中心（下稱會展中心）新建工程，疑有東西側展館規劃

之攤位數不敷業者需求，及西側展館權利金分收比率尚

未完成協議等情案。本案經調閱審計部、中市府、經濟

部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13年3月22日現場

履勘並於現場詢問中市府（經濟發展局及建設局）、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下稱外貿協會）、大壯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等相關人員後，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

如下： 

一、臺中地區為工具機暨機械零組件等產業聚落重鎮，中

市府多年前即積極規劃於水湳經貿園區興建會展中

心，希冀打造臺中市成為國際會展城市，發揮臺中強

大產業聚落優勢，惟檢視會展中心攤位規劃過程政策

反覆，期間亦造成部分規劃設計重複浪費，既然會展

中心新建工程將完工啟用在即，並預計於114年底能

順利營運啟用，仍請中市府持續監督施工品質進度，

並要求營運單位(外貿協會) 正式啟用後，需配合地

區產業需求脈動，適時調整營運方式 

(一)查會展中心原為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計畫項目之

一，因考量臺中地區為航太、工具機暨機械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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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面板、自行車及零組件、木工機械、手工具等

產業聚落重鎮，製造業者迫切需要國際型的會展中

心。因此，為協助臺中會展產業發展，中市府於101

年起即規劃於水湳經貿園區興建會展中心，其基地

（東側展館）坐落臺中市西屯區經貿段26地號，面

積有73,377.37平方公尺，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

種經貿專用區，欲打造臺中市成為國際會展城市，

俾發揮臺中強大產業聚落「前店後廠」優勢，提升

在地產業的國際能見度，帶動觀光、住宿、餐飲、

交通等龐大會展商機。 

 
圖1 「水湳經貿園區」、會展中心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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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部查核發現，101年間由中市府提報「臺中國際

會展中心新建工程規劃書」中，提及當時規劃第二

區擬開發「國際會展中心及國際會議中心」，除採OT

方式辦理外，其等級規模係以展場空間至少提供

3,000個攤位，並依市場發展及需求可擴增2,000個

展場攤位為規劃原則，俾使該會展中心能在亞太會

展示場提供具競爭規模之場地，並由臺中市議會核

定（應為「同意備查」）。然審視經發局於103年1月

21日完成規劃設計監造採購招標文件，其需求計畫

書規定卻僅須設置2,000個標準室內攤位，遠不符臺

灣區工具機同業公會提出展覽場設置攤位需求（亦

不符合101年間提報臺中市議會備查數量），而103年

1月23日招標後，中市府雖隨即於103年5月8日召開

協調會議，決議以規劃最大容量滿足該公會攤位數

需求，變更為3,300攤規模之基本設計，且由經發局

於103年11月11日同意備查，但經發局再於104年1月

29日以工具機業者認為攤位數仍不足應增加為

5,000個攤位為由，整體檢視會展中心定位，最後經

發局決議（定案）會展中心設置2,360個攤位，並於

104年8月16日簽准重啟基本設計作業，設計單位亦

於同年9月9日提送修正後基本設計書圖，經發局審

查後，於104年12月8日轉請中市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下稱研考會）審查、核定。因此，審計部認

為中市府就會展中心攤位數規劃過程，除對於臺灣

區工具機同業公會業者回應需求仍有不足外，更因

期間一再變更設計，亦造成規劃設計、綠建築及智

慧建築申請等費用不經濟支出之缺失。 

(三)而為釐清相關疑義，本院函請中市府說明如下： 

1、臺中市議會同意備查5,000個攤位始末 

（1）會展中心原係中市府99年辦理「水湳經貿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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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經貿專用區BOT可行性評估」規劃案之一

部分。前開規劃案，係將第二種經貿專用區內

會展中心、購物商城、旅館及巨蛋等分期開發。

其中，會展中心依開發面積設定將提供5,000個

攤位，惟考量若一次將會展中心全部攤位興建

完成，但相關配套措施如轉運中心等仍未建設

恐整體效益不佳，故規劃會展中心分別在第一、

二期各以2,500攤位進行開發。 

（2）可行性評估結束後，該府接續於99年至101年

辦理之「水湳經貿園區第二種經貿專用區BOT先

期規劃報告書」，該開發案將第二種經貿專用區

整體規劃分為兩區，第一區為轉運中心、購物

商城、觀光旅館；第二區為國際會展中心及國

際會議中心，面積共計16.56公頃，規劃全區以

BOT方式辦理。其中展場空間至少提供3,000攤，

並依市場發展及需求擴增2,000攤；其中一樓部

分規劃為提供中部地區優勢產業包括工具機、

精密機械等專業展覽會展場地設置3,000攤，另

外2,000攤設置於二樓提供消費性展覽攤位，並

視未來市場發展需求再行建設，此即為該市首

次提報議會之會展中心攤位規劃雛型。 

（3）除BOT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報告外，中市府

亦於99年至100年舉辦座談會傾聽產業界意見

（期間經各公會代表建議由中市府興建會展中

心並OT方式委由民間營運），同時亦積極向經濟

部爭取補助會展中心興建經費新台幣（下同）

50億元。為爭取開發時效，遂於100年6月9日奉

胡志強前市長核准，在獲經濟部補助確認前，

仍以先期規劃報告方式將第一、二區合併BOT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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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辦理，另為回應產業界需要，併行研議市府

自行興建會展中心後再行OT方式，並辦理經費

編列作業。101年2月15日再簽奉胡志強前市長

核准，「先以BOT開發方式探詢潛在投資人意願，

進行市場評估，倘101年6月無最優申請人，則

改採OT方式辦理第二區開發計畫」，並將以市府

自建並OT方式提送「臺中市國際會展中心新建

工程規劃書」予議會審議。臺中市議會於101年

4月2日議事字第1010001458號函同意備查「臺

中市國際會展中心新建工程規劃書」，內容以展

場空間至少提供3,000攤，並依市場發展及需求

擴增2,000攤；另於空間規劃將展覽廳區分展覽

廳A(3,000攤)、展覽廳B(2,000攤)，至於攤位

規模大小則未註明。 

2、未以5,000攤位數規劃緣由 

（1）本案原基地（臺中市西屯區經貿段26地號）為

第二種經貿專用區建蔽率80%及容積率500%，基

地面積73,377.37平方公尺，原基地容許使用樓

地板面積倘全數作為展覽使用，雖能滿足5,000

個攤位規劃，惟會展中心尚需具備會議廳、商

業空間等其他功能以資完善；另亦有考量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視覺穿透規定）、預

算、興建成本及實際需求（如展覽屬性、攤位

尺寸、高度載重、地下室開挖）等因素，故規

劃設計並非以前述最大數量規劃。 

（2）再因第二種經貿專用區BOT開發案公告招標期

間無人投標，經蒐集投資人意見及不動產市場

需求訊息均認為本案開發量體過大，投資門檻

較高，因此該府於101年簽奉前市長核准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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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中心開發計畫改採OT方式興建經營，並規

劃展覽廳分二期開發：一期展覽空間為2,000

攤，並設置1,000個臨時攤位；二期展覽空間

2,000攤則在第一階段營運具有一定規模後，再

行興建。而期間亦因BOT開發案無人投標緣故，

中市府亦依臺中市議會101年11月16日交通地

政委員會102年度預算會議決議，向市議會提報

分期開發方案之專案報告，並於102年1月29日

及3月21日向臺中市議會進行(專案報告)說明

BOT後續規劃原則。 

（3）中市府旋即於102年3月間委託顧問公司辦理

「會展中心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協

助OT方案規劃，再於102年9月16日辦理「會展

中心新建工程委託規畫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案」以展場空間2,000標準攤、室外1,000臨時

攤，另外以會議廳可彈性調整2,000攤公告招標

設計監造（圖2）。 

 
圖2 會展中心基地委託規畫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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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年5月間為因應臺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

業同業公會建議，中市府於103年6月5日簽奉核

准調整攤位數為3,300攤（含展覽空間2,500標

準攤 、會議廳彈性350標準攤及室外450臨時

攤），並取消二期土地保留面積，併入展覽棟規

劃，以增加攤位數(圖3)，並據此請建築師設計

團隊調整設計，依此規劃於103年12月18日與外

貿協會簽訂「臺中國際會展中心營運移轉(OT)

案委託營運管理契約」。 

 

 

圖3 會展中心第1次核定基本設計設置3,300攤 

（5）嗣林佳龍前市長上任後推動水湳再定位政策，

遂於104年4月16日暫緩設計監造履約，並前副

市長召開「台中水湳會展中心設計確認會議」

針對「烏日先行，水湳精做」之發展政策，重

新研擬本案未來發展定位，改以創研為核心產

業，並輔以會展產業活化，強化會議中心功能、

並儘量保留二期土地最大面積，調整攤位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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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心席位規劃。而前述水湳再定位政策，

林佳龍前市長正式於104年8月16日調整為展覽

棟1,600標準攤、會議棟彈性200標準攤及戶外

臨時560標準攤（即總數為2,360攤），並保留二

期土地最大面積之方案變更設計(圖4)，東側展

館整體設計大致底定。 

 

圖4 會展中心定調設計2,360攤 

（6）審計部查核時另發現設計單位辦理都市設計

審議作業期間，曾提出綠建築及智慧建築審查

申請作業，因會展中心攤位數量規模異動未定，

經發局明知本案尚未取得建造執照，不符綠建

築及智慧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

點規定，無法續辦審查事宜，卻於104年7月23

日指示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續行審查（中市府定

調2,360攤位之規劃前。最終因財團法人臺灣建

築中心函復中市府表示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係指

已取得建造執照尚未完工之新建建築物，惟因

當時研考會尚在辦理第2次基本設計審查作業，

經發局未能取得建造執照，肇致設計單位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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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後續審查申請事宜，故設計單位針對第1次

基本設計作業階段相關作業及候選智慧建築與

綠建築證書作業相請支付相關費用，造成後續

文件重複審查之履約費用糾紛（即給付重複設

計費用1,547萬餘元，作為雙方調解金額）。 

(四)由上說明，簡化整理分析中市府辦理會展中心自構

想、規劃、設計、發包過程可分以下幾個階段（圖

5），第一階段為議會同意備查以未分棟（未分展覽

棟、會議棟）5,000攤之規劃原則，至確定以OT方式

規劃，仍以未分棟5,000攤位原則，再至設計監造發

包後5,000攤之原則規劃（展覽棟2,000標準攤、會

議棟2,000彈性攤及戶外1,000臨時攤之規劃），嗣後

因尊重工具機協會建議，全部以標準攤（3米*3米）

規格更改設計為3,300個標準攤（展覽棟2,500標準

攤、會議棟350彈性標準攤及戶外450臨時標準攤之

規劃），最後再因市府政策改變啟動水湳再定位原

因，而重啟設計最終定調為2,360個標準攤（展覽棟

1,600標準攤、會議棟200彈性標準攤及戶外560臨時

標準攤之規劃），檢視會展中心攤位規劃歷程，確有

因政策反覆不定事實，而間接造成規劃設計費用重

複計算原因，亦係因辦理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續審查

過程從送件、補件時程未能明確掌握，及至未取得

建造執照，無法續審智慧建築及綠建築候選證書申

請等種種因素，導致部分規劃設計（變更）費用的

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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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東側展館攤位數規劃歷程 

資料來源：中市府 

(五)綜上可知，臺中地區為工具機暨機械零組件等產業

聚落重鎮，中市府多年前即積極規劃於水湳經貿園

區興建會展中心，希冀打造臺中市成為國際會展城

市，發揮臺中強大產業聚落優勢，惟檢視會展中心

攤位規劃過程政策反覆，期間亦造成部分規劃設計

重複浪費，既然會展中心新建工程將完工啟用在即，

並預計於114年底能順利營運啟用，仍請中市府持續

監督施工品質進度，並要求營運單位(外貿協會) 正

式啟用後，需配合地區產業需求脈動，適時調整營

運方式。 

二、西側展館之開發主要係為彌補東側展館攤位數之不

足，俾能符合未來產業展覽需求，亦發揮整合東側展

館營運連結之角色，其最重要者即開發營運時效之掌

握，中市府財主單位或因土地效益及市府財產權益之

考量，延宕近5年始與經濟部完成土地提供權利金計

算及分收比例方式，亦因協商期間冗長、全球疫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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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國際政治經濟局勢不穩定及原物料價格增漲未見

趨緩等影響，導致物價急遽上漲，肇致興建總經費由

42億元上漲至60.3億元，並由中央全額出資情事，該

府允應記取經驗檢討改進 

(一)審計部查核發現，中市府考量會展中心東側展館僅

設置2,360個室內標準攤位，未來可能無法滿足產業

展覽需求，爰規劃再於會展中心西側西屯區經貿段

15地號及28地號興建西側展館（預計2,100攤），計

畫由中市府提供土地，再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下

稱國貿署）投資興建後，委託民間營運管理，其權

利金再依出資比率分配收取。經濟部於107年間將會

展中心西側展館綜合規劃報告陳報行政院審議後，

行政院當時審查意見即說明該報告財務計畫規劃

「土地以市價作價」、「土地以現值計價」及「土地

以租金收益現值計價」等3種方式，作為估列總興建

成本與分配收入之基礎，但考量土地租金收入係地

方政府提供本案用地最直接之報酬，且已隱含土地

利用後產生之收益，用以評估本案土地價值應屬可

行，故行政院主計總處即建議以土地租金收入為土

地價值計算方式，作為整體財務評估及後續營收分

配之依據。爰此，經濟部自107年起，參考桃園會展

中心模式，以「土地租金收益現值」計算該府分配

比率，與中市府協商後續營收分配，但過程中卻因

中市府財主單位堅持從本案土地市價較高、分收比

率與出資比率應相當及考量保障市府權益等面向，

導致延宕近5年始與經濟部達成協議，肇致計畫總經費

增加26億餘元，而完工期程亦由114年修正至119年。 

(二)為釐清西側展館開發權利金協商過程，經函據經濟

部表示，因行政院107年8月28日已明確指示該部及

中市府就本案土地提供方式及營運利益分配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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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共識納入財務計畫後，再陳報行政院綜合規劃

報告。經濟部與中市府旋即展開多次會議協商，惟

中市府財政、主計單位一致認為經濟部方案低估土

地價值，亦因為本案土地市價現值較桃園高出甚多，

且中市府土地取得係報請行政院核准以專案讓售予

該府經發局方式，權利金分收比率若採經濟部建議

僅46%，只略高於桃園模式所建議44%，有損市府權

益，故建議除土地租金收益外，應可加計設定地上

權收入或以市場行情估算土地租金之現值等方式，

當可大幅提高市府權利金分收之比率，肇使此類協

商會議自107年至111年召開多次卻均未能達成共

識。 

(三)本院實地履勘時，中市府亦特別說明，關於西側展

館開發提供土地價值的認定，107年至109年經濟部

及中市府跨局處即多次協商討論中，國貿署主張應

與桃園、台南會展中心奉行政院核定之計價基礎一

致，以「土地租金收益現值」計算該府分配比率，

而該府財主單位則基於保障中市府權益立場，意即

從本案土地市價較高、分收比率與出資比率應相當、

需爭取議會支持等面向考量，主張應提高中市府分

收比率，以高於46%(國貿署108年6月4日所提該府之

分收比率)為基礎爭取往上提高之可能性，但因土地

以「市價作價」、「以公告現值計價」及「以租金收

益現值計價」三種方案差距甚大，期間雙方雖召開

多次協商會議，亦均未能取得共識。 

(四)經濟部函復本院說明，協議期間因全球受疫情持續

及俄烏戰爭影響，各項原物料價格顯著增漲情形未

見趨緩，導致近年物價上漲，營建工程所需人力、

機具及物料等成本亦持續增加，本案107年規劃經費

如以原規模興建並加計物價漲幅，計畫經費已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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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因此本案受影響程度仍需進一步研商討論。

直至111年12月該部同意重啟本案財務評估，並於

112年7月3日召開會議，亦因前述國際經濟情勢，間

接造成興建經費由42.52億元增至69.01億元，亦影

響權利金分收比率需重新調整成「中市府33.25%、

經濟部66.75%」並進行協商，會後中市府隨即邀集

財政、主計、建設等單位研商經費合理性並取得共

識，且終經簽奉府層核准同意經濟部所提分收原則，

並於112年7月25日與經濟部達成合作共識。之後，

國貿署持續檢討修正計畫總經費為60.31億元，營運

利益分收比率經濟部63.68%、中市府36.32%(將來以

實際執行之經費調整比率)，並於112年10月4日函陳

行政院修正綜合規劃報告。 

(五)綜上所論，會展中心其西側展館之開發主要係為彌

補東側展館攤位數之不足，俾能符合未來產業展覽

需求，亦發揮整合東側展館營運連結之角色，其最

重要者除開發營運時效之掌握，中市府財主單位或

因土地效益及市府財產權益之考量，延宕近5年始與

經濟部完成土地提供權利金計算及分收比例方式，

亦因協商期間冗長、全球疫情持續、國際政治經濟

局勢不穩定及原物料價格增漲未見趨緩等影響，導

致物價急遽上漲，肇致興建總經費由42億元上漲至

60.3億元，並由中央全額出資情事，該府允應記取

經驗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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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轉飭臺中市政府檢討改進見

復。 

二、抄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函審計部參辦。 

三、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處理辦法及簡報資料上

網公布。 

 

調查委員：范巽綠 

張菊芳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6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