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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基金推動土地資源永續經營
自 89 年公布施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並依法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成立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專款專用保護土壤及地下水資源，在基金辦理下完成污染農地改善，還地於農

恢復耕作，透過求償及債權保全措施，推動相關求償作業，讓基金運作更為永續，並將污染土地結

合綠色循環經濟，加速污染整治，創造土地價值，達成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

劉瑞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執行秘書）

壹、前言

60、70 年代臺灣逐漸從農

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透

過「客廳即工廠」的政策推行，

以及工業發展的腳步，開啟了

臺灣經濟飛揚的序幕，連帶重

組了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然隨

著產業發展及早年對於環境保

育的概念薄弱，帶來了榮景也

帶來了榮景美麗背後的哀愁。

產業發展後，工業廢棄物

被任意棄置或掩埋，廢棄物、

廢水及毒性物質不當排放，導

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日益

嚴重且法令規範不足，加上稽

查人力有限，無法對恣意排放

工業廢水的工廠當下重罰。因

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環保署）仿效美國超級基

金（Superfund）的設立精神，

於 80 年擬具「土壤污染防治法

（草案）」，並經行政院多次

研商後送請立法院審議，終於

在 89 年完成三讀，更名為「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

下簡稱土污法），於 90 年授

權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費，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基金（以下簡稱土污基金），

並依據土污法第 30 條，於同年

11 月 13 日成立土污基金管理

會，主要任務為管理基金使用

及推動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與

預防等相關工作。土污法施行

多年後發現許多問題及需求，

例如：責任主體不足、指定公

告事業提具土壤污染檢測資料

時機與內容、污染場址列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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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歷年土污基金收支與基金餘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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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歷年土污基金收支與基金餘額。土污基金於 99 年土污法修正後為一分水嶺，修正前大多

以制度建制為主，修正後經費多用於大型專案調查及農地整治，完備掌握全臺土壤及地下

水品質。

　　2. 90 至 110 年度為審定決算數，111 年度為預算案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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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金收費來源與支出用途、

基金代支出費用追償保全不易

等問題，因此，於 96 年研擬土

污法修正草案修正污染行為人

定義，並賦予潛在污染責任人

與土地關係人責任義務，同時

增加保全程序，確保土污基金

代墊之污染整治支出儘速獲得

求償、擴大整治費費基及污染

控制場址相關溯及規定等多項

落實土污法立法意旨措施，嗣

於 99 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施

行。

貳、土污基金來源與

運用

依據土污法第 28 條規定，

對指定公告之物質依其產生量

及輸入量，向製造者及輸入

者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費，此為符合土污法及環境基

本法的實質精神，亦促使業界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其收費辦

法自 90 年發布實施，於 92 年

至 110 年期間經歷 5 次修正，

新制於 110年 11月實施；此外，

根據第 29 條規定，土污基金除

整治費徵收外，尚包含污染行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

土地關係人繳納之款項、土地

開發行為人繳交之款項、基金

孳息等收入，並專款專用於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查證、

應變必要措施、評估、管制、

控制、整治、品質監測、健康

風險評估及管理、基金涉訟與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國際環保工

作等相關事項。

由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工作須調查及規劃，過程甚

為繁雜，初期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管制工作以制度建置、管理、

應變及控制污染範圍等經費為

主，大規模進行整治工作較

少，因而每年徵收整治費尚有

結餘滾存基金，作為未來污染

場址整治財源。在逐步上軌道

並掌握污染型態後，自 100 年

度起積極擴大推動農地、加油

站、地上（下）儲槽、列管事

業等各類污染潛勢專案調查計

畫，致調查經費大幅增加，近

年土污基金投入大量農地污染

改善整治工作經費，導致基金

有短絀現象（圖 1）。截至 110

年度止基金支出 161 億餘元，

以投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

工作約 152 億餘元最多（逾 9

成）。111 年度土污基金預算，

收入編列 10.08 億元、支出編

列 12.34 億元，基金主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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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運用如圖 2 所示。

參、運用基金加速推動

污染整治、土壤及

地下水資源活化

隨著專案污染調查計畫陸

續完成，發現污染場址增加，

然在面對責任人不明或責任人

財務無法負擔下，多數污染行

為人優先採取爭訴方式，在被

動或不執行整治情況下，如何

加強妥善管理與提供整治貸款

加速污染場址解列，同時強化

污染源頭管理保護土壤及地下

水資源等相關制度及做法實屬

當務之急。茲就各項業務推動

之重要做法說明如下：

一、規劃運用信用保證制

度作為環境整治工具

為落實政府扶植產業發

展政策，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基金與政府機關合作辦

理相對保證專案信用保證，旨

在降低融資門檻，協助個人或

中小企業取得資金。環保署為

加速污染場址整治，規劃修正

土污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擬新增基金用途，並研議「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貸款信用

保證實施要點（草案）」，透

過基金保證並強化前置審查機

制，協助降低土地關係人取得

融資門檻，並降低金融機構授

信風險，使場址獲得資源投入，

進而達到加速場址整治目的。

二、事業場址改善動態管理

逐一釐清目前各類型污染

責任人現況，依據場址特性擬

訂分區分級管制，同時評估優

先推動整治場址順序，擬訂可

行性之整治作為，促使污染行

為人或土地關係人等責任主體

執行改善作業，加速解決污染

問題。

三、推動國有土地資源活化

基於政府一體之立場，

環保署刻正推動跨部會合作國

（公）有土地活化策略，以土

壤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與價

值再造為目標，推動與土地關

係人合作整治及土地利用方

案，引進綠色循環整治技術，

或設置環保設施等活化方式，

達成淨零減碳資源永續利用目

標。經篩選列管國有污染場址，

規劃 1 處作為示範場址，將由

環保署以無償撥用取得場址土

地管理權利，透過土污基金依

法支應土壤污染整治費用，避

免污染持續擴大；並依據地方

政府處理廢棄物之需求，規劃

興建廚餘及食品污泥處理廠，

圖 2　111 年度預算土污基金經費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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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土污基金 111 年度辦理土壤及地下水相關調查、整治、監督及應變等相關經費支出，占整體

經費預算之 9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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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系統化推動農地污染預防管理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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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過往調查經驗，約有 94％農地污染肇因於引灌含重金屬水源，因此擬訂污染源、污染途

徑、污染受體等傳輸關聯之 3 項管理目標，包含加強污染源頭管理（Source）；強化灌溉

水質污染預警管理（Pathway）；以及落實農地環境預警監測，建立農地與事業污染關聯性

（Receptor）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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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出租或後續營運收益回饋

土污基金專款專用，有助基金

財源永續運用，形成合作模式

及示範案例，未來可投入更多

污染場址改善，達成提升環境

品質、活化土地資源及跨部會

合作等多贏目的。

四、事業分級分群預防管理

為完備事業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預防管理，針對事業污

染預防管理執行架構規劃以分

群分級方式全面管理。依事業

類別、污染源列管及運作特徵

等潛勢因子進行分類，並區分

為加強管理群、自主管理群、

檢視管理群等擬訂各項管理原

則，進而達成強化事業自主污

染預防及管理能力、提升主管

機關管理效益及強度，以維護

事業土地品質與地下水資源。

五、全方位農地管理策略

110 年底系統性完成高污

染潛勢農地調查及改善，為保

護農地避免再次遭受污染，擬

訂污染源、污染途徑、污染

受體等 3 項管理目標，以強

化污染源頭管理（Source），

推動農水路自動水質監測，

強化灌溉水質污染預警管理

（Pathway），進而落實農地環

境預警監測（Receptor），建

立農地與事業污染關聯性等，

以建構長期且有效保護品質的

監測與預警機制。農地污染預

防 3 機制如圖 3 所示。

肆、結語

過去的土壤及地下水保

護工作著重調查作業，在推行

20 多年後擬訂後續業務推動重

點，期望能延續過去的成果，

在困難當中尋求突破的方法，

以預防、管理及整治，投入研

發本土化技術，啟動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調查與整治技術認證

制度，同時引進新穎調查與整

治技術，將技術積極推廣讓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成為

與國際接軌的橋樑，協助我國

土壤及地下水產業發展。此外，

在面臨全球氣候變遷時，我們

應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的思維，

以資源永續及韌性整治為目

標，擬訂土壤及地下水資源管

理方針評估可行做法，進而擘

劃新願景，實現土壤及地下水

資源的永續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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