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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為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未登記工廠，工廠管理輔導法 108 年 7 月 24 日

修法增訂第 28 條之 2 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轄區內未登記工廠

進行管理輔導，訂定管理輔導計畫。同時為確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不因經費不足而無法落實前揭管理輔導工作，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同時增

訂「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二項制度(參見第 28 條之 5 第 2 項、第

28 條之 7 第 1 項)，由申請納管之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每年繳交納管輔導

金，及特定工廠每年繳交營運管理金等收入挹注直轄市、縣(市)政府管理

輔導工作，此項收入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改

善，並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空氣污染之改善(第 28 條

之 7 第 2 項)。可知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之運用為落實納管輔導未登記

工廠政策的一環，如能妥善運用，將使納管輔導工作更加完善。 

為促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積極妥善運用納管輔導金與營運管理

金來推動管理輔導工作，發揮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挹注輔導工作功

能，排除運用時疑惑，特訂定本運用指引，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

落實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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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分別為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5 第 2

項、第 28 條之 7 第 1 項所明定，由納管業者及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業者

每年向工廠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稱「地方主管機關」)

繳納，其計收方式是按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的廠地面積大小，分別

課予新台幣 2 萬元到 10 萬元不等金額。在納管階段，稱之為「納管輔

導金」；在特定工廠階段稱之為「營運管理金」，二者雖然計算標準相

同，然其意義各有不同。 

納管輔導金自地方主管機關受理納管首日起計算(109 年 3 月 19

日)，至業者改善完成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期間內每年繳交。納管

輔導金不以業者申請納管之日為起算點，顯在督促業者儘速完成納管

改善。業者愈早完成改善，即不用再繳交納管輔導金；反之，則必須

繼續繳交至完成改善為止。次者，營運管理金為取得特定工廠之日起

繳交，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為止，期間內須每年

繳交，意在促使業者儘速辦理用地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變更編定為

適當使用地類別，避免拖延。 

有關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之運用，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條之

7 第 2 項明定，必須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

改善，並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空氣污染之改善。

從二者名稱文義觀察，前者重在改善前之輔導、後者重在改善完成後

之管理。在整體功能上，要求業者每年繳交，增加負擔，形成「拉

力」；一方面要求地方主管機關利用該筆收入投入納管輔導工作，形

成對未登記工廠業者的「推力」。使未登記工廠合法化進度向前推

進，讓業者安心拚經濟，勞工安家立業。同時早日還給在地居民一個

沒有污染、沒有公安疑慮的環境。 

惟自納管輔導工作於 109 年 3 月 19 日展開迄今，業者期望地方主

管機關的審查效率、輔導工作品質等方面能持續提升。尤其是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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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業者仍須繳交納管輔導金，地方主管機關如遲遲不審查完成，將

增加業者負擔，引起業者抱怨；加以地方主管機關未利用納管輔導金

(營運管理金)在輔導政策與工作上，與業者期待有落差。此為立法當

時所未預見的，為正本清源，引導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納管輔導金(營運

管理金)之運用達到工廠管理輔導法意旨，特訂定此運用指引。 

本運用指引係提供地方主管機關參考精進，並非限制地方主管機

關運用。倘若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之運用更有

利於加速未登記工廠完成改善、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或用地變更者，得

繼續維持，早日完成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工作。 

貳、 法令依據 

一、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2，經濟部為推動未登記工廠全面

納管及就地輔導得訂定執行方案。地方主管機關應就轄區內未登

記工廠擬訂管理輔導計畫，報請經濟部核定。 

二、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4，主管機關對低污染之既有未登

記工廠及依第 28 條之 5 第 5 項或第 28 條之 6 規定取得特定工廠

登記者，得以補助或輔導方式推動下列事項：一、環境保護、水

利、水土保持相關設施之規劃。二、廢（污）水相關處理與排放

機制之協助及規劃；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協調處理之。三、

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以銜接

國土計畫劃為城鄉發展地區。 

三、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7 第 2 項，依前項及第 28 條之 5

第 2 項規定收取之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應專用於未登記工廠

之管理、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改善，並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

理及排放機制、空氣污染之改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成立基金，其基金之管理應報請經濟部備查。 

四、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條之 7第 4項，直轄市、縣（市）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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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得委任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及特定工廠登記相關業務。 

參、 指引目標 

一、 排除地方主管機關運用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之疑慮及與其他

部門間的認知差異。 

二、 發揮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設置的功能，促使地方主管機關的

運用與輔導工作二者相結合，符合民眾期望。 

三、 引導地方主管機關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相

關業務應注重成效，確實補充地方主管機關之不足，發揮預算效

益。 

肆、 現況分析及檢討 

各地方主管機關業於 109年 3月 19日起收受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

金)，迄今收支概況如附件一。經拜訪地方政府、調查地方政府使用意

願及參考審計部來函意見，可以得知目前執行狀況有以下情況： 

一、各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收入金額差異大，

其運用宜因地制宜。 

未登記工廠分布情形不平均，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收入

亦不平均，例如台中市 112 年收入高達 9 億 9740 萬餘元；相對

的，臺北市每年僅有 1 百萬元左右收入，差距甚大。是對於納管

輔導金(營運管理金)之運用，宜尊重各縣市政府依其收入自行規

劃。 

二、根據統計，各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之運用

均相當謹慎，支出占收入之比例普遍不高。 

截至至 112 年 12 月統計(見表一)，除臺北市使用 128%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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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使用 35%外，各地方政府專款支出比例皆不及二成，全國總

使用比例不過百分之七。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專款執行比例

低，積而不用的現象明顯。 

表一 各地方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使用比例(單位：千元) 

直轄市、縣(市)政府 總收入 總支出 使用比例 

臺北市 4,905.16 6,280 128% 

新北市 628,000.33 65,488 10% 

桃園市 666,146.00 116,562 17% 

臺中市 2,385,835.35 114,326 5% 

臺南市 842,646.00 50,488 6% 

高雄市 1,023,416.00 75,032 7% 

彰化縣 2,020,235.00 118,138 6% 

基隆市 1,000.00 0 0% 

新竹縣 179,358.37 13,839 8% 

新竹市 44,361.07 0 0% 

苗栗縣 193,942.00 9,938 5% 

南投縣 122,509.00 7,094 6% 

雲林縣 278,158.00 40,365 15% 

嘉義縣 220,830.68 1,774 1% 

嘉義市 57,995.52 10,745 19% 

屏東縣 246,157.77 8,542 3% 

宜蘭縣 76,969.00 6,600 9% 

臺東縣 10,425.00 3,652 35% 

花蓮縣 54,131.66 7,306 13% 

金門縣 1,460.00 0 0% 

澎湖縣 3,783.00 0 0% 



6 
 

20240125/D/A1223-01A-020J/A03 

連江縣 0.00 0 - 

各年度加總 9,062,264.90 656,168 7% 

三、多數地方主管機關已建立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管理法令，其

規範運用項目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之規範。 

(一) 新北市政府成立基金並訂定基金運用管理辦法，其運用項目

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7規定用途。 

(二) 彰化縣政府則訂定「未登記工廠納管輔導金及特定工廠營運

管理金專戶收支保管及運用要點」。 

(三) 臺中市政府已訂定「臺中市未登記工廠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

理金運用作業要點」。 

(四) 其他縣市併入產業園區基金。 

四、據地方主管機關反應其對於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運用存有疑

義或與財主單位間認知歧異。 

例如據屏東縣反應，園區之設置及聯外道路設置是否符合周

邊公共設施改善項目，與財主單位間有不同意見。桃園市政府認

為其他業務單位支用基金經費是否符合專款專用，難以認定。苗

栗縣政府欲增聘人力，惟主計處以預算編籌原則不符為由拒絕等

等。 

五、目前運用項目多集中在行政輔助及宣導方面，似無積極介入個案

輔導，部分地方的輔導績效似未能顯現。 

地方主管機關主要工作集中在納管申請的審查及輔導、工廠

改善計畫的審查與輔導。部分地方主管機關有委託顧問團隊協助

辦理，以補充行政人力之不足。經觀察，委託工作內容偏重於行

政人力補充、工廠稽查、廣宣說明會等，並有部分縣市已了解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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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紀錄的重要性，例如臺中市政府針對未繳清納管輔導金、納管

及工廠改善計畫遲未補件及已通過工廠改善計畫卻未於 2 年內提

交特定工廠申請之工廠，皆派員前往輔導並製作個案輔導紀錄。

另參照工廠改善計畫核定比率，各縣市間有明顯差距。由此對

照，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等經費運用似有

待加強，尤其是個案輔導工作方面。 

六、運用項目似未著重人員培訓，審查專業不足是目前審查進度緩慢、

審查標準不一，造成民怨主因之一。 

觀摩臺東縣政府，其將有限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投入人

力培訓、觀摩其他縣市經驗及作法，在未增加任何人員下，提高

行政審查效率，足見人員專業培訓相當重要。經由民眾反應部分

地方主管機關審查速度慢、標準不一、不同審查員有不同標準、

不瞭解工廠營運生態、顧問團的輔導品質不被委託單位認可等等

現象，均顯示部分地方主管機關在人員專業培訓方面仍有待加

強。 

七、根據調查可知，各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未

來運用有想法，但應及早建構具體計畫。 

有業者陳情要求將營運管理金減半收取乙節，可以反映出業

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未能善用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乙事的不

滿。是以，地方主管機關如何善用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提高

輔導工作品質、加速審查作業效率、改善環境污染、預防公安潛

在危機等，將是地方主管機關目前面對之重大課題。 

伍、 運用時應注意事項： 

一、建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納管輔導金之運用情形宜公開

透明，並加強與業者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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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管輔導金」顧名思義，就是輔導業者納管改善。經納管

的業者必須按年繳交納管輔導金，倘若無法感受到相對的輔導或

優質的行政效率，隨著時日增加自然產生不滿。相對地，承辦人

員亦不應該有「納管輔導金」就是罰款替代的不正確觀念。其實

納管輔導金的積極功能正如其名，是做為納管輔導之用。所以為

使政府努力讓民眾理解，宜將納管輔導金運用情形對外公開、透

明。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運用納管輔導金之時機應與輔導工作相

呼應，以期發揮其應有功能。 

業者申請納管、提出工廠改善計畫始於 109 年 3月 19 日，截

至提出工廠改善計畫終止日 112 年 3 月 19 日，全國共約有 29,065

家業者提出改善計畫，其中工廠生活污水處理及排放、消防外部

水源等問題，皆為困擾納管業者重要議題。就此項目是地方主管

機關可謀思規劃的方向，環保、公安不僅是業者問題，也是當地

居民關切議題，宜主動規劃運用。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運用納管輔導金時宜注重個案輔導深度，

發揮創意，提高輔導效能及滿意度。 

觀察地方主管機關委託顧問公司協助管理輔導之工作項目，

多偏重在行政作業補充方面，例如協助審查作業、通知補正、稽

查工廠等；在輔導方面則偏重在文宣宣導、說明會等方式。似可

加強個案深入輔導工作，將主管機關角色從上對下的監督管理

者，加入些扶助支持的成分，使業者充分感受到政府輔導的熱

誠。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在運用納管輔導金時，宜著重在人員專

業培訓方面，努力提高審查作業品質及效率。 

固然納管案件數量龐大、承辦人員常常更換，或必須兼辦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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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務難以專心等因素造成審查作業緩慢，招致業者批評，此現

象為各縣市政府工業單位均遭遇的問題。各地方主管機關宜運用

納管輔導金加強承辦人員的專業能力，審查經驗傳承及交流，同

時聘請專業顧問公司協助。觀察審查作業效率較高的地方主管機

關，其承辦人員表現較有信心，足見人員專業培訓是不可忽略得

一環。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在運用納管輔導金時，應依照編列預算

程序核定辦理。 

本指引為就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條之 7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

理金運用範圍之列舉而已(包括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周邊公

共設施改善，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空氣污染之改善)。

在實際規劃支用時仍應視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收入金額及實

際需求，分配支用項目，依預算法定程序編列預算。 

陸、 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運用建議 

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長期工作。而納管

輔導金(營運管理金)運用為地方主管機關職權，建議地方主管機關積

極規劃利用，其運用應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政策相互配合的。 

謹將後續管理輔導工作要項按照工業單位、配合單位及對工廠補

助等三類，分別列舉工作項目及費用。提醒各地方主管機關事前妥善

安排需要預算，提高輔導品質及行政效率。 

單位 工業單位 

工作別 1、 未登記工廠之調查及輔導。 

2、 未登記工廠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之處理。 

3、 新增未登記工廠之調查，停止供電、供水執行。 

4、 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輔導、管理及依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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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供水執行。 

5、 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申請納管。 

6、 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提出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輔導及稽查。 

7、 工廠改善計畫改善期間展延，改善完成之審查及特定

工廠登記。 

8、 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如未申請納管或提出工廠改

善計畫者，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執行。 

9、 曾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4 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10、 特定工廠不依改善計畫執行或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9 的處理。 

11、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10 對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者，辦理土地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變更編定為適當

使用地類別。 

(1) 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

劃處理； 

(2) 非屬群聚地區： 

位於都市計畫之土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 

位於都市計畫以外之土地，由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者提出用地計畫，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

書。 

12、 工廠登記及違規稽查(附加限於低污染產業類別及主

要產品之負擔)。 

13、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12 民眾檢舉獎勵。 

14、 其他工廠管理輔導法及其子法中有關未登記工廠之管

理輔導工作。 

上揭工作包括文件受理、通知、審查、補正、稽查、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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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 

費用項

目 

凡辦理與上揭作業有關之費用，舉例如下： 

1、 人事(薪資、加班、差旅)費用。 

2、 人力發展費用(人員訓練、研習、研究、觀摩參訪

等)。 

3、 事務費/業務費用。 

4、 辦公室/場地租金、水電及冷暖氣費用。 

5、 車輛費用/租金(維修保養、檢驗、油料、材料等)、停

車費。。 

6、 機器設備費用/租金(圖書、電腦(含軟體)、影印機、

傳真機、儀器、攝像/影、空拍等設備費用/租金)。 

7、 郵電費、廣告費、圖表報告之複製印刷費。 

8、 研究費用或專業聯繫費用。 

9、 外聘顧問之報酬。 

10、 各類監測、檢驗、化驗、測量、丈量、鑑定及鑑價。 

11、 各類行政規費。 

12、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12 民眾檢舉獎勵費用。 

13、 單位執行績效評比，成績優良之獎勵金。 

14、 委任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未登記

工廠管理、輔導及特定工廠登記相關業務。 

15、 其他與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特定工廠登記相

關之費用。 

 

單位 環境保護、水利、水土保持、消防、建築管理、地政、都

市計畫、農業及其他有關機關 

工作別 1、 新增未登記工廠之拆除執行。 

2、 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之拆除執行。 

3、 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提出工廠改善計畫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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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稽查。 

4、 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如未申請納管或提出工廠改

善計畫者之拆除執行。 

5、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列各機關依其主管

之目的事業法令的許可文件、報告書。 

6、 改善完成會勘。 

7、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10 對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者，辦理土地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變更編定為適當

使用地類別 

(1) 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

處理；  

(2) 非屬群聚地區： 

位於都市計畫之土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 

位於都市計畫以外之土地，由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提出用地計畫，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 

8、 按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

府對轄內無自來水供應或消防栓設置不足地區，應籌

建或整修蓄水池及其他消防水源，並由當地消防機關

列管檢查。」為利資源有效運用，地方消防局審查工

廠改善計畫時，倘發現有上開消防資源不足之案例，

可彙整提報工業單位納入年度收取之納管輔導金與營

運管理金規劃使用。 

9、 其他與管理輔導未登記工廠之工作。 

上揭工作包括文件受理、通知、審查、補正、稽查、現勘

等工作。 

費用項

目 

凡辦理與上揭作業有關之費用，舉例如下： 

1、 人事(薪資、加班、差旅)費用。 

2、 人力發展費用(人員訓練、研習、研究、觀摩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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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事務費/業務費用。 

4、 辦公室/場地租金、水電及冷暖氣費用。 

5、 車輛費用/租金(維修保養、檢驗、油料、材料等) 、

停車費。 

6、 機器設備費用/租金(圖書、電腦(含軟體)、影印機、

傳真機、儀器、攝像/影、空拍等設備費用/租金)。 

7、 郵電費、廣告費、圖表報告之複製印刷費。 

8、 研究費用或專業聯繫費用。 

9、 外聘顧問之報酬。 

10、 各類監測、檢驗、化驗、測量、丈量、鑑定及鑑價。 

11、 單位執行績效評比，成績優良之獎勵金。 

12、 委任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未登記

工廠管理、輔導及特定工廠登記相關業務。例如依內

政部消防署「特定工廠消防安全設備協助審查作業原

則」外聘協審、查驗等協助審查人員或委託消防設備

師(士)公會之費用。 

13、 其他與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特定工廠登記相

關之費用。 

 

項目 對於未登記工廠之輔導 

工作別 1、 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 

(1) 個別未登記工廠之廢(污)水相關處理與排放機制之

協助及規劃、改善、設備費用補助或輔導。 

(2) 主管機關主動規劃轄區內未登記工廠的共同廢(污)

水處理及排放機制的可行性評估、整體規劃設計、

營運管理規劃、工程建設、管理維護及其他等費

用。 



14 
 

20240125/D/A1223-01A-020J/A03 

2、 優先運用於空氣污染之改善 

(1) 補助或輔導個別未登記工廠之改善廢氣排放機制之

規劃、改善、設備費用。例如對工廠鍋爐設備改善

或拆除之補助或協助。 

(2) 主管機關主動規劃轄區內未登記工廠的廢氣排放監

測機制，建立長期追蹤、稽查及檢舉機制。包括監

測計畫實施、設備及安裝工程費用、管理維護費及

其他費用。 

3、 其他消防安全改善相關規劃及設備之補助或輔導。 

4、 其他環境保護相關設施之規劃之補助或輔導。 

5、 水利、水土保持相關設施之規劃之補助或輔導。 

6、 周邊公共設施改善： 

包括未登記工廠周邊之綠地、綠帶、防風林、隔離

（綠）帶、公園、滯洪池與地下水監測設施、廢棄物

處理、廢水處理與其他環保設施、排水系統、雨水、

污水下水道系統、中水道系統、道路、停車場及兒童

遊樂場等之規劃設計、興建、營運維護、設備費用

等。(參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6 條

規定)。 

7、 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

理之補助或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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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問答集 

項次 問題 參考意見 

1 納管輔導金及營運輔導金是

否可作為工業單位辦理縣市

政府間經驗交流費用之支

用？ 

工輔法第 28 條之 7第 2項規

定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

應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

理、輔導等事項。是以，與

其他縣市政府間就未登記工

廠管理、輔導等事項進行經

驗交流，其功能在提升工作

品質，屬人力培訓工作。所

需費用應符合上揭工輔法第

28 條之 7第 2項所定專用範

圍。 

2 其它業務單位支用納管輔導

金及營運輔導金基金經費是

否合乎周邊公共設施改善、

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及

空氣污染之改善使用，難以

認定。 

屬經費用途認定疑義。一般

在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中，通常設有管理委員會，

負責審查基金預算用途。可

供參考。 

3 為避免繁瑣冗長招標投標程

序，可否運用納管輔導金及

營運管理金為租賃設備，作

為執行工輔法相關業務之

用？ 

如為執行未登記工廠管理、

輔導業務而需租用設備者，

應在工輔法第 28 條之 7第 2

項之專用範圍內。例如為調

查現勘未登記工廠而租用車

輛。然工輔法並無排除預算

法及政府採購法等規定，請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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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欲增聘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

業務人力,是否屬於納管輔

導金及營運管理金運用範

圍？ 

增聘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業

務人力，符合工輔法第 28 條

之 7第 2項規定之「未登記

工廠管理、輔導等專用事

項」，並無疑義，已有縣市政

府增加業務人力(例如新北

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

市、高雄市、彰化縣、南投

縣、雲林縣、屏東縣等市

縣，均有將收取營運管理金

及納管輔導金，支應辦理未

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力費用) 。 

至於增加人力方式採臨時約

聘、委外或其他方式，則依

各地方政府規定辦理。 

5 部分支出用於周邊公共設施

改善（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

法進駐辦理產業園區開發之

環境影響評估費用、聯外道

路工程之委託設計監造費及

地上物查估作業費用），因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7

規定中，輔導未登記工廠之

涵蓋範圍廣泛，園區之設置

及聯外道路設置是否符合，

財主單位對於業務單位經費

支出存有疑慮。 

1. 一般在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中，通常設有管理

委員會，負責審查基金預

算用途。可供參考。 

2. 另產業園區開發，依產業

創新條例第 49 條規定設

有「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

金」可為運用，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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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於本指引中可明確訂出支

出項目及其內容，並訂出相

對應會計科目，以利參考依

循。 

已參照規費法架構，對於支

出項目按運用單位分類，並

列舉工作用途及費用科目，

供參考，整理在指引內。 

7 納管輔導金及營運輔導金收

入規模較小，尚難以規劃運

用在污水處理、空污改善及

公共設施。 

各縣市政府轄區內未登記工

廠家數不一，納管輔導金及

營運輔導金收入自然有所不

同，可由各縣市政府依實際

收入金額，依法積極規劃運

用。 

8 工輔法第 28條之 7第 2 項

規定「公共設施」之範圍？ 

公共設施係指公共使用的各

種設施，參考工業園區各種

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6

條規定，指綠地、綠帶、防

風林、隔離（綠）帶、公

園、滯洪池與地下水監測設

施、廢棄物處理、廢水處理

與其他環保設施、排水系

統、雨水、污水下水道系

統、中水道系統、港埠、堤

防、道路、廣場、停車場及

兒童遊樂場等。以上僅為列

舉，不以上列項目為限。 

 

 



18 
 

20240125/D/A1223-01A-020J/A03 

附件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管輔導金收取及支用情形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總收入 

支出金額 

總支出 結餘 

單位：仟元 

109 年使用項目 109 年 110 年使用項目 110 年 111 年使用項目 111 年 
112 年使用項

目 
112 年 使用比例 

臺北市 4,905.16 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569 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1,500 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1,726 
未登記工廠管理與

輔導 
2,485 6,280 -1,375.00 128% 

新北市 628,000.33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8,281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 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21,797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

務經費。 

35,410 65,488 562,512.80 10% 

桃園市 666,146.0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1,693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48,500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 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34,791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力之費用。 

31,578 116,562 549,584.00 17% 

臺中市 2,385,835.35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5,405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 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24,224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

務經費。 

84,697 114,326 2,271,509.46 5% 

臺南市 842,646.0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4,00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14,750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 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11,990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

務經費。 

19,748 50,488 792,158.43 6% 

高雄市 1,023,416.0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6,536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18,581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 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29,915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力之費用。 

3.委外辦理事項業

務經費。 

20,000 75,032 948,384.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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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2,020,235.0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4,639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 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9,512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廢(污)水 處 理 及

排放機制及空氣污

染 之 改 善 

3.週邊公共設施改

善 

4.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力之費用。 

103,987 118,138 1,902,097.00 6% 

基隆市 1,000.0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0 1000.00 0% 

新竹縣 179,358.37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249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2,026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 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4,690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

務經費。 

6,874 13,839 165,519.71 8% 

新竹市 44,361.07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0 44,361.07 0% 

苗栗縣 193,942.0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 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4,552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力之費用。 

5,386 9,938 184,004.00 5% 

南投縣 122,509.00 
1.委 外 辦 理 事 項 業 務 經 費 

2.退還業者溢繳金額 
1,030 

1.委 外 辦 理 事 項 業 務 經 費 

2.退還業者溢繳金額 
1,150 

1.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 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2.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2,137 

1.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2.委外辦理事項業

務經費 

2,777 7,094 115,415.00 6% 

雲林縣 278,158.0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4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4,717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 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14,380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

務經費。 

21,228 40,365 237,793.00 15% 

嘉義縣 220,830.68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1,774 1,774 219,056.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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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力之費用。 

嘉義市 57,995.52 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1,500 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2,135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2,610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2.委外辦理事項業

務經費。 

4,500 10,745 47,250.32 19% 

屏東縣 246,157.77 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0 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209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聘僱人力之費用。 

486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周邊公共設施改

善 

3.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力之費用。 

7,848 8,542 237,615.80 3% 

宜蘭縣 76,969.00 
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業務需聘

僱人力之費用 
0 

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業務需聘僱

人力之費用 
2,200 

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業務

需聘僱人力之費用 
2,200 

辦理未登記工廠管

理輔導所需聘僱人

力之費用。 

2,200 6,600 70,369.00 9% 

臺東縣 10,425.00 
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業務需聘

僱人力之費用。 
0 

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業務需聘僱

人力之費用。 
926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聘僱人力之費用。 

1,532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力之費用。 

1,193 3,652 6,772.89 35% 

花蓮縣 54,131.66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

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0 

1.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 力 之 費 用 。 

3.委外辦理事項業務經費。 

3,124 

1.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 

2.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所

需聘僱人力之費用。 

2,178 

1.未登記工廠管理

與 輔 導 。 

2.辦理未登記工廠

管理輔導所需聘僱

人力之費用。 

2,004 7,306 46,825.66 13% 

金門縣 1,460.0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0 1,460.00 0% 

澎湖縣 3,783.0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尚未支用 0 0 3,783.00 0% 

連江縣 0.00 無 0 無 0 無 0 尚未支用 0 0 0.00 - 

各年度加總 9,062,264.90  15,617  118,143  168,720  353,688 656,168 8,406,097.04 7% 
 

統計期間：109 年 3 月 20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