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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政策

• 營建剩餘土石方妥善處理與違法鏈結

• 違規樣態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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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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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相關法規

國土署

直轄市
政府

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9條「營建廢棄土之處理。」屬地方自治事項。

縣(市)
政府

中央部會

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督導作業規定

督導考核 督導考核

環境部
廢棄物清理法

營建廢棄土處理方案
80年5月2日 函頒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82年-96年修正8次
108年9月11日函頒修正

現況為政策指導原則，未來可能訂定專法「營建剩餘土石方管
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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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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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項

80年05月02日 配合推動六年國建計畫，函頒實施「營建廢棄土處理方案」

82年12月22日 函頒修正「營建廢棄土處理方案」，檢討修正原方案流向管理規定

84年12月12日 函頒修正「營建廢棄土處理方案」

86年01月18日
函頒修正「營建廢棄土處理方案」，兼顧各類工程棄土者與需土者之配合需
求

89年05月17日 修正並更名「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強調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再生

90年10月19日
函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廢除棄土証明，改以網路申報勾稽
管制，二階段申報

92年09月16日 函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強化流向管制、場所申設等規定

95年12月29日 函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實施年期延長至96年度

96年03月15日
函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納入民間非建築工程餘土、加強收
容處理場所應有設施

108年9月11日 函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納入收容處理場所後端去化管控措施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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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種類及收容處理場所

名詞 定義

營建剩餘土石方

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理
場所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
塊等，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類、加工、轉運、
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

收容
處理
場所

土石方資源
堆置處理場

供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資源暫屯、堆置、填埋、轉運、
回收、分類、加工、煆燒、再利用等處理功能及機具
設備之場所。

目的事業

處理場所

既有磚瓦窯場、輕質骨材場、土石採取場、砂石堆置、
儲運、土石碎解洗選場、預拌混凝土場、水泥廠及其
他回收再利用處理場所

其他經政府
機關依法核

准者
如土地重劃、垃圾場覆土、 需土工程、 土地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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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定義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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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

營建工程或收容
處理場所產出

屬剩餘土石方﹑
磚瓦﹑混凝土塊
等有用資源

妥善處理
營建剩餘

土石方

是 是 是

1.產源判斷 2.內容物判斷 3.處理方式判斷

非屬營建工程產出者，
應依其主管法規辦理。

夾雜其他物質應依其
他廢棄物法規辦理

非妥善處理應依廢棄
物法規辦理

依營建剩
餘土石方
處理方案
或地方自
治條例辦

理

否 否 否

非屬建築工程、公共
工程、其他民間工程
及收容處理場所產出
者。

例如：
河川疏濬→土石採取
磚廠NG品→事業廢棄
物

相關解釋函令：
營署綜字第0932903796號

非屬剩餘泥、土、砂、
石、磚、瓦、混凝土塊
者，則屬一般事業廢棄
物，且無比例規定。

例如：
金屬屑﹑玻璃碎片﹑ 塑
膠類﹑木屑﹑竹片﹑紙
屑﹑瀝青等廢棄物

相關解釋函令：
營署建管字第0980032420號
環署廢字第1020066045號

非屬挖填平衡、土方交
換及運送至收容處理場
所者，為一般廢棄物

例如：
違規棄置土方

相關解釋函令：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
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
要點第四點
營署綜字第1043040315號

(依據台八
十六內字
第52109
號)

經濟部 營建署與環保署 環保署



營建剩餘土石方定義與分類
本方案所指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
程、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理場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
石、磚、瓦、混凝土塊等，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類、
加工、轉運、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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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妥善處理流程

10



全流程流向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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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處理場所後端之管控機制

12



• 統計至112年7月25
日，我國目前收容處
理場所共129家，僅
嘉義市無設立土資場

• 新北市、苗栗縣土資
場最多，共13家，新
竹縣12家次之

• 以區域而言，北部地
區最多，東部最少

• 外島地區以公有填埋
型土資場為主，可作
為土方調度的場所

• 剩 餘 之 年 處 理 量 約
7,655萬方，應足夠
本年產出量需求

項次 縣市
場所
數量

核准加工
轉運量(年)

(1)

填埋量
核准處理總量
(4)=(1)+(2)

剩餘處理總量
(5)=(1)+(3)

核淮
(2)

剩餘
(3)

1 臺北市 9 640 0 0 640 640
2 新北市 13 432 1,142 221 1,574 653
3 基隆市 1 0 824 341 824 341
4 桃園市 12 531 0 0 531 531
5 新竹市 3 143 0 0 143 143
6 新竹縣 12 1,278 680 595 1,958 1,873
7 宜蘭縣 4 209 0 0 209 209
8 苗栗縣 13 488 124 53 612 541
9 臺中市 11 521 0 0 521 521

10 彰化縣 3 101 0 0 101 101
11 雲林縣 3 202 0 0 202 202
12 南投縣 2 21 12 2 33 23
13 嘉義市 0 0 0 0 0 0
14 嘉義縣 2 109 11 0 120 109
15 臺南市 8 252 17 6 269 258
16 高雄市 9 856 191 51 1,047 907
17 澎湖縣 9 29 27 9 56 38
18 屏東縣 5 273 0 0 273 273
19 花蓮縣 3 92 0 0 92 92
20 臺東縣 4 139 0 0 139 139
21 金門縣 2 39 24 2 63 41
22 連江縣馬祖 1 20 0 0 20 20

總計 129 6,375 3,052 1,280 9,427 7,655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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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類型1A

• 填埋型土資場（窪地、凹地填埋）

14



核准啟用前 土資場營運中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類型1B

• 填埋型土資場（窪地、凹地填埋）

15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類型2

• 轉運型土資場

宜蘭縣公共造產土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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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類型3

• 加工型土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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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土石方種類：混凝土塊是土方?
答案：倘係營建工程產生，並經妥善處

理，則屬之；否則應屬一般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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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雜夾其他物質，如何判
定參雜比例：
-皆歸屬營建之廢棄物範疇
-無混雜比例之界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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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農地遭棄置營建土石方或混合物
答案：1.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2.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依區域計畫法
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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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載運營建剩土石方之卡車，是否需取
得本署之許可證

答案：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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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妥善處理
與違法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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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妥善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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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違法鏈結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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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說明

• 犯罪事實：承攬土方B6、B7類（泥漿類），
未依規定處理，違法棄置

• 犯罪型態：未進場直接棄置、進場繞場後
再棄置

• 犯罪模式：黑幫經銷公司以商業行為包裝，
與北部數家土資場業者簽訂經銷契約，壟
斷以固定價格招攬土方處理業務，但未實
際處理土方，違法棄置

• 關係業者：黑幫經銷公司、清運業者、土
資場業者、棄置土地仲介、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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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拆解

• 黑幫與土資場聯合違法

– 黑幫社團先聯合土資場壟斷市場價格

– 黑幫社團再推薦土資場名單給開挖、清運業者

– 犯罪土資場配合偽造不實聯單，配合空車繞場或手機
GPS軌跡作業

– 清運業者配合回填業者非法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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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資場提供不實偽簽聯單或偽
造電子聯單，從出土端直接違
法棄置

• 若砂石車被攔檢，先進入原核
准之土資場繞場不落地，偽造
收容假象後，出場棄置

• 利用其他車輛隨車攜帶規定手
機，偽造進、出土資場之軌跡
假象

非法棄置與不實聯單 偽造手機GPS 軌跡資訊



加強宣導違法手段與對策討論

• 112.04 召開會議，邀集各地方政府分享經
驗與方法

• 因應對策之討論

–加強稽查強度

–違法裁罰，對有犯罪事實之土資場業者，
不待判決即由權管地方政府調查與處分

–建立不良場所退場機制

–盤點合適之填埋地點

–導入合適技術，建立進、出場全流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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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樣態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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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樣態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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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衛星影像查稽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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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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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 執行方案

1.前端管理

1-1
建管程序強化
管理

1-1.1
將餘土完成證明及廢棄物妥善處理文件列入
工程完竣文件

1-2 加強地方宣導 1-2.1

請地方政府加強地方教育訓練，並納入營建
署2年1次「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與規劃
設置土資場及流向管制督導考核計畫」內評
分項目，督促地方政府積極辦理

1-3 國土監測 1-3.1 每月將衛星變異點監測結果通報主管機關



因應對策2

32

因應對策 執行方案

2.場所管理

2-1
建立專業
人員證照
制度

2-1.1
建立專業人員訓練制度，編訂訓練課程及教
材

2-1.2 進行教育訓練

2-2
收容場所
評鑑

2-2.1 建立收容場所評鑑制度及訪視機制

2-2.2 進行收容場所評鑑

2-3
土資場擇
優汰劣

2-3.1

請地方政府研議刪減收容量並修訂自治法規，
並納入營建署2年1次「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
處理與規劃設置土資場及流向管制督導考核
計畫」內評分項目，督促地方政府積極辦理

2-4 廉政平台 2-4.1
建立執行機關與檢調廉政機關聯繫溝通交流
平台



因應對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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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 執行方案

3.流向管理

3-1
建置電子聯
單

3-1.1
系統建置，將餘土計畫納入電子聯單申報
項目

3-1.2 試辦電子聯單

3-2
GPS全流向追
蹤

3-2.1 全流向追蹤系統建置

3-2.2 訂定GPS車機規範

3-2.3

請地方政府將清運車輛裝設車機納入自治
法規，並納入營建署2年1次「營建工程剩
餘土石方處理與規劃設置土資場及流向管
制督導考核計畫」內評分項目，督促地方
政府積極辦理

3-2.4 試辦全流向追蹤



因應對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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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 執行方案

4.後端管理

4-1
修訂地方自治
條例

4-1.1

請地方政府將末端去化納入自治法規，並
納入營建署2年1次「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
處理與規劃設置土資場及流向管制督導考
核計畫」內評分項目，督促地方政府積極
辦理

4-2
最終去化地點
盤點

4-2.1
統計盤查各縣市近3年餘土收容量及收容情
形，分析各類土質去化現況及去化難度

4-2.2
評估縣市政府或國有財產之公有地，研析
各類廠址建置規格與效益分析

4-2.3
研析地層下陷區、鹽化土壤區及其他需要
活化之土地，使用營建剩餘土石方之可能
性

4-3
再利用技術推
廣

4-3.1 土方取樣、檢測，研析回填及再利用機制

4-3.2 選定試辦場域施行現地試驗

4-3.3 再利用技術成果發表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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