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110年度廉政防貪指引弊端態樣 

壹、類型 1︰農業設施申請未依法審查。 

一、 說明 

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3條規

定，所稱農業設施明定為農作產銷、林業、自然保育、水產

養殖、畜牧、休閒農業、綠能設施等，對於違反土地使用管

制相關法令規定，應不予同意申請。另該辦法第33 條亦規

定，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者，應依原核定之計

畫內容使用，並不得作為住宅、工廠或其他非農業使用。負

責審查之公務員明知所申請之農地將來要蓋工廠，仍基於圖

利、行使公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指導申請人以申請興建

農業資材室之方式規避上開法規，以達藉由領得使用執照之

建築物申請供水、電，再改建為工廠，以較低廉價格使用水

電，藉此提高建築物經濟價值之目的。 

二、 問題與風險評估 

（一） 由於農地價格、稅賦均遠低於建築用地、工業區土

地，且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雖對於違反土地使用

管制定有罰則，但其罰鍰仍遠低於廠商營業利潤，承

辦之公務員基於圖利廠商之犯意，協助廠商利用農地

建造廠房，以降低其成本。 



（二）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 條

規定，經營計畫內容顯不合理，或設施與農業經營之

必要性顯不相當者，不予同意其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

申請。機關承辦人就此有准駁與否之權限，可能造成

少數公務員受請託關說或收受紅包後，指導工廠提出

農業設施之申請，取得建築執照並接水、電後，再行

二次施工，改（增）建為工廠廠房。 

（三）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將

太陽能設施納為在「不影響農業經營」之前提下，可

於農業設施屋頂或農地上設置的綠能設施。但近年

來，媒體不斷報導有假耕作、真種電的問題惡化，承

辦人員未確實審查把關，致農地政策被扭曲，做為不

法之利用。 

三、 現行作法及因應作為 

（一）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完成後，公所於三至六個月定

期追蹤一次，加強新申請案件之查報作業，發現設施之施作

有違反規定時，即要求申請人改善，未能改善者撤消其使用

許可，避免違規事實成立後無法改善，造成民怨。 

（三）加強審查人員之專業知識，對於審查經營計畫內容之

合理性及農業設施與農業經營之必要性本專業詳實審核。



（四）由公所提供取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及其坐落之農地資

料，於農地管理資訊系統造冊列管，每年度配合市府辦理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抽查會勘作業。 

（五）地政、都發與工務等機關交叉監督，公所配合確實依

規定辦理： 

1、農地違規使用確實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處理，除

確實按次處以罰鍰，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而不改善者，確依

區域計畫法第22 條及都市計畫法第80 條所定「得處六個月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規定移送法辦。 

2、經濟部所屬臺灣自來水公司及臺灣電力公司，應確依區

域計畫法第21 條及都市計畫法第79 條規定，對於農地上經

通報違規使用之違章建築物，停止供水、供電。 

3、農地上經通報違規使用之違章建築物，建築主管機關應

依區域計畫法第21 條及都市計畫法第79 條規定，強制拆除

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 

（六）設置綠能設施之農地，依公布架設綠能設施農地上的

農作物年產量標準，查核耕作的作物年產量不能低於年報統

計過去3 年產量均值的7 成，畜禽產業也依規定一定面積的

飼養數量(漁業亦然)；未達生產標準，不僅申設不予准許，



已取得申設容許亦可撤銷資格。 

 

 

 

 

 

 

 

 

 

 

 

 

 

 

 

 

 

 

 

 

 

 

 

 

 

 

 

 



貳、類型 2：天然災害現金救助之發放未確實。 

  一、案例說明 

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理」第十二條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

助之作業程序及辦理期限之規定，農民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救助地區日翌日起十日內，向受災地提出申請後，鄉（鎮、

市、區）公所應於公告救助地區日翌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勘

查。某機關承辦人員於辦理勘查作業時，僅搭乘公務車至現

地形式上勘查，過程中並未下車查看災情，亦未通知農戶到

場陳述意見，且為使農損之判定有合理依據，自行設計復耕

損失成本之「莫拉克颱風農業災害現金救助切結書」，將依

公式算定之損失成本填入各該農民之切結書內，再經各該農

民蓋印切結為真，以取代實地勘查，影響後續現金救助勘查

表等，產生公文書內容登載不實之情形。 

  二、問題及風險評估 

（一）受災農戶、面積及作物種類繁多，現有農業人員編制

不足，業務承辦人可能取巧或便宜行事，未實際到現地勘

查，虛列偽造勘查表內容，即核定救助。 

（二）申報受災地點未實際做農業生產使用或實際受災項目

與申報項目不符，勘查人員仍予核定。 

（三）未依「農業天然災害 救助辦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三

項，申報項目損失率未達百分之二十不予救助之規定，對於

未達標準之農民仍予以核定。 

（四）承辦人員於登打農產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系統，將撥

入受災農民救助金之帳戶作假，使救助金核撥入自已或親友



帳戶內。 

  三、現行作法及因應作為 

（一）建立重覆審查機制，除第一線實地勘查人員外，進一

步增加第二層複審機制，適度分散審核權力，透過程序上的

完備，使公務員心生警惕，以降低弊端(或風險)發生機率。 

（二）透過外部稽核的方式，指派業務承辦人以外之第三者

(或如政風室等幕僚單位)，規劃辦理業務稽核，透過資料之

勾稽比對，發揮嚇阻犯罪效果。 

（三）適時組成抽查小組，依規定以隨機抽選方式辦理，必

要時，得增加抽查農地筆數，對於抽查不合格者，重行勘查。

未合格者，配合各權責機關啟動跨區小組處理機制辦理鑑

定，並依鑑定結果匡列救助金額度辦理救助。 

（四）加強勘查人員專業知能，辦理農損認定之專業講習教

育訓練，使非農業承辦人員，亦具有勘查認定之能力，於公

告為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時，相關人員可全部投入勘查作

業，於法定期間內迅速正確完成現地實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