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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風險評估及內部控制觀點

查核國軍油料管理情形
為提升國軍油料管理品質與作業安全，審計機關針對油料管理量油放水作業及油池監測系統操作與

運用，油料管理盤溢（損）管控機制深入查核，所提出建議意見，透過良善溝通獲得受查單位認同

並參採，協助國軍改善油料管理缺失及潛存之管理風險，提升油料管理效能，降低油料洩漏風險，

以維環境永續發展。

李玉、廖翊伶（審計部第二廳薦任審計、薦任審計）

論述 》會計‧審核

壹、前言

國軍油料係維持部隊機動

性的重要戰備物資，也是軍事

戰力的關鍵因素，且美國及澳

洲等國家之最高審計機關，亦

曾針對其國防油料管理、採購、

儲存等面向之管理機制，提出審

計意見，其中更有攸關環境保護

及污染清理等相關建議，以降低

對環境的影響。審計機關基於臺

灣永續發展核心目標 11 之具體

目標 11.6 揭示「減少都市環境

所造成的有害影響。包含空氣

品質、水、其他都市廢棄物之

管理。」考量國防部為戰備儲

油所需，其現役油池分布各作

戰區，並由陸軍司令部訂頒「國

軍油料補給作業手冊規定」（以

下簡稱油料補給手冊），以使

各級經管及受補給單位據以辦

理油料補給、訓練與督考、油

料安全及環保污染防治等作業，

暨針對油料儲槽裝設液位指示、

監測井等設備及系統（以下簡稱

油池監測系統），以防止油料不

當外洩及污染，其管理情形之良

窳，對環境與民眾生活存有潛在

影響，爰規劃查核國軍油料管理

及污染預防措施執行情形，以督

促落實油料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強化作業紀律與風險管控，並

提升油料管理品質與作業安全。

貳、問題分析

陸軍後勤指揮部（以下簡

稱陸勤部）為國軍油料補給決

策階層，於 107 及 108 年度編

列國軍航空用油及海用柴油採

購預算分別為 49 億 6,097 萬餘

元及 60 億 9,003 萬餘元，負責

年度施政計畫之核定及補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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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經費運用之督導考核等業

務，並責由陸軍地區支援指揮

部、補給油料庫等單位，負責

油料籌獲、管制與建立轄屬單

位油料存量狀況，及督導所屬

部隊油料環保與安全之執行等

任務。又國防部辦理國軍油料

籌補管理、輸油管路維護及油

料污染防治等作業，屢有因設

備老舊破損且未依規定設置防

污設施、未依規定完成管線檢

測作業或定期檢查油料設施，

致油料滲漏或油池管理風險增

加等情事，影響國軍油料品質

與用油安全，並造成環境污染

之虞。審計機關為瞭解國軍油

料管理及污染預防措施執行情

形，經擇選陸軍第三地區支援

指揮部（以下簡稱三支部）等

受查單位，並以風險及問題導

向規劃查核重點，以適時提出

監督、洞察及前瞻之審計意見，

促請國防部督促所屬落實油料

管理內部控制制度，並提升管

理與油池監測系統運用成效。

參、查核方法與發現

審計機關為瞭解國軍部隊

油料之供補、儲存管理、存量

調節、安全維護及帳務處理等

業務之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執

行情形，經蒐集國軍油料管理

作業規定、新聞媒體報導、立

法機關關注焦點等資料，且針

對與查核標的攸關之控制作業

初步辨認及評估風險，因應所

評估風險據以規劃查核重點及

程序。另查核過程中，審計人

員運用觀察、檢查、分析性程

序及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等方法，並透過查核

團隊成員間討論，持續與陸勤

部等受查單位溝通其治理事項

所存在之問題與風險等。茲就

查核方法與發現說明如下：

一、瞭解人工量油放水作業

及油池監測系統操作

與運用之內部控制設

計及執行情形，並評估

風險據以查核

審計機關考量國軍油料管

理制度已訂定標準作業程序，且

陸勤部亦已建置油料監測系統，

用以全面監控油池油料、油槽洩

漏、土壤污染、水質污染等狀

況，故針對受查單位就擇選單

位查核其各項油料管理作業執

行情形及油池監測系統運用情

形。查核結果及建議意見如次：

（一）經分析三支部所屬補給

油料庫八堵油料分庫

（以下簡稱八堵油料分

庫 ）105 年 7 月 至 108

年 10 月間之量油放水作

業書面紀錄，部分油池

內「水高」自 105 年 9

月起已存有異常數據，

迄至審計機關 108 年 9

月 16 日赴該分庫實地觀

察油池油料盤點（測量）

作業，水高更攀升至 5.7

至 58.4 公分不等，換算

水量高達 280 至 74,758

加侖不等，顯示該分庫

未能落實量油放水作業

程序，於量測發現油池

內水高超過 1 公分以上

時，即時實施放水作業，

致油池內水分長期大量

積存，均超逾規範之可

容忍上限，除無法有效

達成油池放水作業目標

外，亦使儲存油品變質

風險驟增。

（二）經分析該分庫於 108 年 1

月 28 日及 2 月 12 日針

對A油池實施測量作業，

間隔僅約兩週，水高由 5

公分增加至 36.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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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8 日量測水高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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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八堵油料分庫提供資料及分析結果。

圖 2　Ａ油池人工量測及系統監控誤差值及應採行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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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八堵油料分庫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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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增加 31.5 公分，水

量增加約 32,522 加侖，

惟未就上述異常情事立

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並檢查油池本體及相關

附屬設施有無滲漏等問

題，仍任由異常現象持

續，迄至 108 年 10 月 8

日測得水高已達 61 公分

（圖 1），高於該油池出

油管下緣，勢必影響輸

出油料品質及增加艦艇

油水分離器運轉負荷，

恐影響艦艇任務遂行。

（三）經觀察及檢查油池液位

監測系統操作情形，發

現系統監控人員未察覺

液位監控趨勢線所呈現

的異常變化，亦未定期

將人工量測紀錄與系統

監控數據相互勾稽比

對，肇致未發現系統誤

差值已超逾可容忍值

（圖 2）或系統可能發

生故障，仍以系統監測

結果值得信賴之錯誤情

境判斷下，維持每週僅

1 次人工量油頻率，無

法確實掌握油量量測準

確度，其控管機制明顯

失靈；且未針對監測系

統異常問題，據以檢校

儀器或調整系統參數，

亦未就設定合理的油池

液位警報值，系統形同

虛設，無法達成系統異

常警示作用及監控作業

目標，致油槽不當洩漏

及污染風險增加。另三

支部及其補給油料庫督

導人員稽核機制流於形

式，顯未能發揮外部督

考及稽核效能。

（四）綜上，審計機關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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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督促所屬就油池

量油放水作業實施與測

量結果之覆核及督導、

人工量測與系統間之監

測結果核對作業、系統

監測人員操作訓練與監

測管制、三支部及其補

給油料庫輔檢與稽核作

為等，妥為檢討具體改

進措施，以維護油池量

油放水作業紀律、確保

儲存設施妥善與安全及

降低油池管理風險，並

提升系統運用效益，及

增進油池存量控管機制

之可確信度。

二、辨識國軍油料管理盤溢

（損）或短少久懸未能

釐清之癥結問題，妥為

分析根本原因及影響

（一）有關國軍油料管理盤溢

（損）或短少未能釐

清，經執行根本原因分

析來定義造成問題的原

因， 結 合 5 個 Why 方

法，並增加接近原因與

最終原因二種概念（圖

3），使 5 個 Why 方法

更為有用，經分析說明

如次：

1. 為什麼油料盤溢（損）或

短少未能釐清？因為時間

久了查不清楚問題。

2. 為什麼不能立即查明問

題？因為辦理油槽清洗前

會將油池內的油料調儲至

其他油池。

3. 為什麼油料調儲後無法查

清楚？因為油料的調儲

產生盤溢（損）或短少。

4. 為什麼油料調儲後產生的

盤溢（損）或短少不能查

清楚？因為不知作業流程

中發生了什麼問題。

5. 為什麼無法知道作業流程

中發生了什麼問題？因為

油池內的油料調儲至其他

油池，未立即做儲位異動

後產生存量差異，及時查

明原因。

（二）經就國軍油料管理盤溢

（損）或短少未能釐清

的根本原因分析，係油

料調儲至其他油池未立

即做儲位異動後產生存

量差異，及時查明原

因。查核結果及建議意

見如次：

依油料補給手冊規定

雖已建立油料產生盈虧應注

意及考核管理，及油料損耗

數量超逾管制損耗率的處理

機制，惟對於實施油槽清洗

前後，未訂定檢討儲位異動

及容積校正存量差異之作業

圖 3　5 個 Why 方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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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油槽存量情形示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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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供所屬及時查明妥

處，肇致八堵等油料分庫於

油料儲位異動後產生巨大差

異，未能及時釐清油料數

量，歷時 6 或 9 年，已難以

驗證正確油料數量，並釐清

儲存異動、清點及校正等各

作業階段應負的管理責任。

另油料補給手冊對於油料清

點作業僅規範管制盤損之損

耗情形，對於油料清點盤溢

並未訂定作業準據，進而影

響油料盤溢（損）無法適時

釐清，引發後續作業紛擾，

處理效能不佳，且無法覈

實表達油料存量帳務處理之

正確性。審計機關爰建議國

防部宜督促所屬檢討強化儲

位調整清點、容積校正差異

及油料清點盤溢的處理及控

管作業，並研提具體改進措

施及相關作業程序供所屬依

循，以增進油料管理執行效

能。

三、以分析性程序，輔以風

險評估，評核國軍油料

管理盤溢（損）管控機

制之潛存管理風險

有關油槽儲存油料蒸發

管制損耗率，包括油槽內儲存

油料蒸發溢耗，及每次輸入時

排出油槽已蒸發成為油氣的油

料損耗，每月管制損耗率依油

槽容量大小分別訂定不同級距

的損耗率。各油料分庫定期實

施油料儲位之清點作業，經就

每月實際盤（溢）損及管制損

耗率計算出來的管制損耗值，

運用分析性程序，發現油料盤

（溢）損管控機制有潛存的管

理風險。查核結果及建議意見

如次：

（一）當油槽的實際儲油非滿

儲，甚或低於 50％的情

形下，現行作業以油槽

滿儲最大容量管制損耗

值，即以損耗之最大上

限管制，不易辨識油料

清點所產生之盤損係正

常損耗，或異常損耗，

無法及時查明異常原因

（圖 4）。

（二）油料存量在油槽內儲存

油料蒸發溢耗，或於輸

入時排出油槽內已蒸發

成為油氣之油料損耗情

形下，儲位之油料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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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8 年 1 至 8 月油料清點情形

單位：加侖

儲位 月份 盤溢 盤損

E01

1 910 －

2 1,052 －

3 1,103 －

4 1,226 －

5 1,085 －

6 525 －

7 329 －

8 1,187 －

合計盤溢（損） 7,417 －

資料來源：整理自八堵油料分庫提供資料。

圖 5　審計機關建議意見及受查單位改善措施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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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產生盤溢高達 7,417

加侖（附表），可能存

有異常，惟各該油料分

庫均以盤溢入帳，並未

查明是否有異常。

（三）油料分庫每月辦理油料

清點作業，經清點所產

生之盤損，於核准後將

每筆之盤損資料輸入油

料資訊系統。因每座油

槽容量及管制損耗率或

有不同，各該盤損資料

是否超過管制損耗率，

無法及時查察是否有異

常。

（四）綜上，審計機關爰建議

國防部宜督促所屬針對

油料管制損耗機制、油

料儲位連續數月產生盤

溢情形，資訊系統未具

油料盤損管控機制，宜

研提具體改進措施，以

為因應。

肆、審計成果與影響

審計機關相關查核成果

經函請國防部督促所屬檢討改

善，業獲正面回應，茲將審計

成果與影響分述如次：

一、審核成果

上開查核結果，經通知國

防部督促所屬檢討改善，國防

部已依審計機關建議，辦理下

列改善措施（圖 5）：

（一）檢討油料盤溢（損）作

業之相關缺失，據以修

正油料補給手冊，並

比照中油公司油料盤

（溢）損做法，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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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管理效能，以降低潛

存管理風險。

（二）針對八堵油料分庫量油

放水作業內部控制失

靈，檢討肇因，經抽除

油槽內儲存的油料，辦

理檢測發現油槽有龜裂

破損情形，為防止油槽

內的油料有洩漏污染情

形發生，已停用該油槽

並辦理檢修；為避免其

他油槽有類似情形發

生，並重申量油放水作

業規定，及辦理示範觀

摩。

（三）檢討油料盤溢（損）久

懸未適時釐清原因，

並妥適處理油池盤溢

（損）存量差異，提升

油料管理效能。

（四）檢討現行油料盤溢（損）

機制，並預劃研改油料

管理資訊系統，加強油

料清點盤溢（損）警示

功能。

二、審核溝通

審計機關受限於國軍量油

放水作業相關資料係以人工處

理，僅就八堵油料分庫查核年

度及前 3 年各油池的量油放水

作業資料，整理各油池儲位的

油高及水高，及其放水作業，

再分析其長期趨勢。查核過程

中，發現量油放水作業存有嚴

重性管理缺失時，即與受查單

位及其上級機關溝通，希望單

位能力求改進，提升後勤效能，

獲得受查單位的認同及支持，

受查單位並於審計機關後續查

核給予充分協助，及提供相關

查核資料，發現國軍油料管理

的問題缺失，研提審計意見，

以對受查單位有正面的助益。

透過與受查單位間的良善溝

通，可作為後續其他審計、或

行政機關查核的參考，以有效

提升查核效率。

三、審核品質

為提升研提國軍油料管理

建議意見之品質，分別就量油

放水內部控制管理、油池監測

系統監控作業、油槽清洗油料

調儲作業、油料清點盤溢（損）

管控機制等執行情形，發現國

軍油料的管理性缺失、制度性

規章未盡周全及可能潛存的管

理性風險等面向，就其實務做

法執行窒礙之處，及確實應改

善的問題缺失暨油料管理同業

的做法，與受查單位溝通，

除可提升審計意見之品質外，

並可提升意見之妥適性及可行

性。

伍、結語

審計機關運用風險評估

及內部控制，根本原因分析及

分析性程序等技術方法，查核

國軍油料管理情形，有助於提

高審計意見之深度及廣度，並

透過與受查單位的良善溝通，

獲得受查單位的認同及信任，

就國軍油料管理問題缺失之結

果，提出可行之改善建議意見，

已有效提升審計意見之品質，

未來除可擴散延伸應用於查核

國防軍事儲油設施，及戰車、

艦艇、戰機等各項武器裝備需

用之油罐車及儲油槽油料管理

情形，確保作業目標達成，及

保障資產安全外，審計機關及

行政機關可擴大運用於查核地

方環保局對於全國各地加油站

油料洩漏污染管制情形，以提

升油料管理效能，降低漏油污

染，以維環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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