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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早期之高爾夫球場，政府並無專責機關負責，而係分別由國防部、經濟部或各地方

　　縣（市）政府建管單位依權責負責管理。迄至民國70年 9月30日起教育部始奉行政院指

　　示，依據新發布之「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規定，會同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經濟

　　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院院環境保護署（78年 4月起參與審查）等機關，辦理國內

　　高爾夫球場新申請設立審查業務，並輔導當時既存之高爾夫球場補辦設立許可。迄目前

　　為止已核准籌設之高爾夫球場，含依規定補辦設立許可之球場，累計有82家。惟因當時

　　高爾夫球場之興建涉及土地開發利用及球場使用農業用地之比例等限制，球場業者於申

　　請時多未能將不符農業用地使用比例規定之土地納入球場申請範圍內，而球場於核准籌

　　設後迭有造成超挖或違規使用土地之情形，以致未能符合「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開放

　　使用之規定。

　　行政院連院長到職後有感於大多數高爾夫球場未能取得開放許可即逕行違規使用等情事

　　頗多，已嚴重影響山坡地保育利用、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等，乃於82年10月21日第2353

　　次院會指示，由教育部會同內政部、農委會、環保署及相關部會，於 1年內切實整頓國

　　內已核准籌設與正開發中之球場，並依規定嚴格管理。另對於高爾夫球場管理之相關法

　　令，如有不合時宜或窒礙難行之處，應加以檢討修正改善。

　　教育部並於82年10月28日成立高爾夫球場專案小組，建立球場個案相關資料，積極清查

　　違規事項，以輔導球場業者依規定改正。為有效管理高爾夫球場並研修「高爾夫球場管

　　理規則」，明確劃分各有關機關權責，俾利各機關就其主管球場事項加強稽查，另鑑於

　　現行管理規則之法令位階太低且無罰責，就違規開放使用之球場，雖經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其法令予以取締，仍未能收到預期之效果，為有效管理高爾夫球場極積進行

　　「高爾夫球場管理條例」之擬定，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後已送立法院審議。

貳、教育貳部目前處理情形

　一、整頓高爾夫球場：

　　　教育部79年 1月 1日起已暫停受理高爾夫球場新籌設申請案，目前經核准籌設之82家

　　　球場，尚有40餘家仍在開發中，而據各縣（市）政府查報未經核准已開放使用之球場

　　　有38家。教育部自82年10月28日成立高爾夫球場專案小組迄今，整頓處理事項重點請

　　　要如下：

　　（一）針對由縣（市）政府查報未經核准已開放用之38家球場，於82年12月 3日及83年

　　　　　 1月28日分批依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提出開放申請，且要求各縣（市）政府應依

　　　　　權責繼續加強取締。

　　（二）邀集中央及地方各相關機關開會研討整頓方式並協調審查球場開放使用案，核准

　　　　　「空○○泉崗體育活動○高爾夫球場」、「台○縣高爾夫俱樂部球場」、「海○

　　　　　○營高爾夫球場」、「台○高爾夫球場」、「台○○政府員工高爾夫研習會球場

　　　　　」、「台中縣豐○高爾夫俱樂部球場」、「永○高爾夫球場」、「關西玉○花園

　　　　　高爾夫球場」、「新○水高爾夫球場」、及「南投縣松○嶺高爾夫球場」等10家

　　　　　球場開放使用（包含已核准開放用之「霧○高爾夫球場」、「桃○高爾夫球場」

　　　　　、「觀○山高爾夫球場」、「東○棕梠湖高爾夫球場」四家球場，目前經審查核



　　　　　准開放使用之球場計14家）。

　　（三）目前仍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中之球場尚有28家，因涉及土地開發、建

　　　　　築管理、水土保持、環境保護、國有土地等之計劃利用及各相關機關之審查權責

　　　　　，程序繁複非短時間能完成，致迄今尚未核准開放使用。

　　（四）依新修正發布之「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規定，函送內政部等中央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查球場開放使用。

　　（五）警告違規球場業者限期改正者，計15家。

　　（六）撤銷「東○高爾夫球場」、「長○汶水高爾夫球場」及「維○利亞高爾夫球場」

　　　　　 3家。

　　（七）召開「處理高爾夫球場協調會議」。

　二、研修「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

　　　「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係於民國70年 9月30日發布施行，嗣於75年7 月28日修正第

　　　 5條，其間由於我國社會及經濟的變化、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以及國人對休閒活動的

　　　迫切需求等因素，高爾夫運動漸趨普及，球場數量亦日漸增加。然台灣地區幅員狹小

　　　，土地資源有限，高爾夫球場所需用地廣大，涉及土地利用、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等

　　　諸多問題，影響深遠，頗為國人所關切，咸認現行管理規則已欠周延，應予修正。教

　　　育部乃遵照連院長重禮水土保持、環境保護及水資源利用之指示，多次邀集相關機關

　　　討論「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並召開多次公聽會，由專案小組就球場各主管機關之

　　　權責及分工等事項研修後陳報行政院，嗣奉核定教育部已於83年 6月 6日發布施行。

　　　新修正之「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除明定球場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權責外，因球場

　　　之開發與營運，涉及國土規劃利用、國防軍事安全、水利電力設施、水土保持及環境

　　　保護等相關事項，爰增列球場之中央及地方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權責，亦規定高爾

　　　夫球場之申請流程區分為：申請籌設、申請開發、申請開放使用等 3階段。而為重視

　　　對環境之影響；管理規則亦明定球場不許可其籌設之事項如下：

　　（一）影響軍事設施或國防安全者。

　　（二）妨礙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或依法編定之使用地所不允許變更編定者。

　　（三）妨礙自然文化景觀、古蹟、生態平衡、水土保持、河川管理或水利設施功能者。

　　（四）位於重要水庫集水區或自來水水源之水質、水量保護區域者。

　　（五）申請位置座落於生動植物重要棲息環境、國有林自然保護區；非都市土地特定農

　　　　　業區、森林區、各種使用區之國有林事業區林地、保安林地及試驗用林地；山坡

　　　　　地保育區範圍內平均坡度百分之30以上者。

　　　　　另為提升球場品質及避免無限制的開發亦規定球場總面積不得少於30公頃及最大

　　　　　以不超過 120公頃為限。並要求各相關機關應就其權責派員加強檢查球場。

　三、擬定「高爾夫球場管理條例」：

　　　現行「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涉及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機關主管之多項法令及影響人民之權利，限於行政命令之

　　　位階，執行上遭謂甚多困難，鑑於球場違規情事日漸增多並為澈底解決高爾夫球場管

　　　理上缺失，建立球場完整之制度，教育部奉行政院指示，積極研擬「高爾夫球場管理

　　　條例」草案，經由教育部高爾夫球場專案小組多次開會研擬條例草案，並邀請相關機

　　　關代表、學者、專家、環保團體及球場業者等，就修例草案舉辦多次公聽會，交換意

　　　見擬定後，業於83年 6月30日報行政院審查，並經討論修正通過，於83年11月23日送

　　　請立法院審議中，條例草案立法重點如下：

　　（一）明定高爾夫球場之主管機關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權責。



　　（二）明定高爾夫球場之開發及營運應重視對環境之影響，並以整體規劃分區開發為原

　　　　　則，及不許可籌設之情事。

　　（三）基於球場安全之考量並為符合標準，提升球場品質及避免無限制的開發，規定高

　　　　　爾夫球場總面積之最低標準及上限。

　　（四）明定高爾夫球場籌設之審查程序及審查標準。

　　（五）明定高爾夫球場申請開放使用程序及應檢附之文件。

　　（六）明定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就其權責範圍派員定期或不定期檢查

　　　　　球場，如有未符合規定者，應依有關規定處理。（七）明定高爾夫球場違反規定

　　　　　者，球場負責人應負之刑事責任，如致生公共危險者，最高可處 6月以上 5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金，以加強管理。

　　（八）明定高爾夫球場違規開放使用之處罰規定及處罰之權責機關。除令其限期停止開

　　　　　放使用外，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按日連續處罰至停止開

　　　　　放使用為止。

參、中央各相關機關配合整頓措施

　一、內政部（營建署）為配合整頓高爾夫球場，除依權責查核申請開放使用之球場，是否

　　　依原核定計畫開挖外：另為防止現已核准籌設於水源保護區之球場，對於水源、水質

　　　之污染，於83年 1月14日訂頒「水源保護區高爾夫球場開發督導實施計畫」，自83年

　　　 2月28日至 3月26日赴球場現地督導，並逐項檢查各項開發行為是右依核准計畫或相

　　　關法令規定執行，經初步督導結果，綜合球場缺失如下：

　　（一）縣（市）政府核准之開發許可部份與內政部或省府核准之土地使用計畫不符。

　　（二）縣（市）政府未依規定核發開發許可、建築許可等。

　　（三）縣（市）政府未依法於土地變更為遊憩用地前，即核發會館建築物建照執照、使

　　　　　用執照。

　　（四）開發許可、建築許可文件不齊全。

　　（五）球場臨時會館及賣店未依建築法等規定申請建照執照及使用執照。

　　（六）施工中之球場臨時排水、防災設施不足。

　　　　　有關督導缺失及改進意見，內政部（營建署）將本於權責函請地方政府及球場等

　　　　　相關單位確實改進並限期完成外，亦將擇期複查。同時基於高爾夫球場之違規超

　　　　　挖情形比比皆是，對於爾後申請開發之高爾夫球場，宜採總量管制措施，以維護

　　　　　開發地區環境品質，避免影響水土保持，並提供國民多元化之休閒活動。另對於

　　　　　球場超挖、夾雜國有土地情形者，應依有關規定辦理。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一）各高爾夫球場有無夾雜或問用國有土地，業經國有財產局所屬各地區辦事處派員

　　　　　實地勘查完畢，截至民國84年 1月底止，在已核准籌設之82家以及已撤銷籌設許

　　　　　可之淡水濱○、長○二家高爾夫球場中，有73家球場範內，發現夾雜國有土地（

　　　　　含未登記地）。該等國有土地多為地形挾長或零星分散，合計 617筆、面積約19

　　　　　4.1710公項，占各球場核准籌設之面積比例不大。其中部份球場或尚未開發、或

　　　　　雖已開發惟國有土地仍為原來之使用狀態（如溝、道、荒蕪地等）、或已承租。

　　　　　經統計，該73家球場中有29家球場夾雜國有土地，但尚無占用情事；其餘44家球

　　　　　場有占用國有土地之嫌，共三九五筆、面積約 88.3779公頃。

　　（二）關於高爾夫球場之管理，中央主管機關為教育部，而開發高爾夫球場若有妨害水

　　　　　土保持、不當使用農藥等環保問題，則由各權責機關依相關法令予以處理。國有

　　　　　財產局各地區辦事處已通知各球場業者如確需使用球場夾雜之國有土地，應依「



　　　　　山坡地開發範圍內國有土地合併開發案件處理要點」規定，向該局各地區辦事處

　　　　　申請核發「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書」，其有占用者應於83年 5月底前申請並繳交占

　　　　　用期間使用補償金。國有財產局所發給之「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書」，僅提供申請

　　　　　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山坡地合併相鄰私有土地開發之用，至於該等土地可否准許開

　　　　　發仍應由主管發機依有關法令本於職權核處。倘經教育部核准變更球場籌設範圍

　　　　　，並於取得地方政府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得向國有財產局各地區辦

　　　　　事處申請專案讓售。如未經獲准變更球場籌設範圍或獲准開發時，國有財產局各

　　　　　地區辦事處仍應依上述同要點第7 點之規定，應即通知申請人解除同意合併開發

　　　　　契約。

　　（三）截至民國84年 1月31日止，前述有夾雜國有土地之73家球場，共有54家球場依「

　　　　　土坡地開發範圍內國有土地合併開發案件處理要點」規定，向國有財產局各地區

　　　　　辦事處申請核發同意合併開發國有土地證明書，其經審核符合規定者，有台○國

　　　　　際等30家球場已取得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書，其餘球場之申請案尚在審核中。

　　（四）國有財產局於完成高爾夫球場夾雜國有土地清查後，已將占用國有土地之資料，

　　　　　提供法務部調查局。並配合板橋、花蓮、桃園、宜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等地方法院檢察署之偵辦需要，提供高爾夫球場占用國有土地案件資料，以偵辦

　　　　　其竊占刑責。

　三、經濟部：

　　　協助審查球場用水之水權證明文件及查核球場有無重複礦區暨土石區，並依「水利法

　　　」規定要求縣（市）政府（水利單位）督導球場申辦水利建造物之建造、改造或拆除

　　　事項。

　四、法務部：

　　　為偵辦高爾夫球場涉嫌占用國有土地等之情形，法務部已指示調查局及各地方法院檢

　　　察署，儘速偵辦此類弊案，絕不護短，並且對非法問用國有土地的球場，事後雖向政

　　　府購買所竊占的土地，也不生免責之效果，仍應依法追訴。根據統計，裁至84年 2月

　　　底止，全省檢察機關正式起訴之球場，計有「全○高爾夫球場」、「保○名人高爾夫

　　　球場」、「宜蘭縣礁○高爾夫球場」、「大○山高爾夫球場」、「大○立高爾夫球場

　　　」、「長○高爾夫球場」、「鴻○太○高爾夫球場」、「台○高爾夫球場」、「台○

　　　國際高爾夫球場」、「霧○高爾夫球場」、「高雄縣信○高爾夫球場」等11家。

　五、行政院農委會：

　　（一）農委會一向極重視高爾夫球場水土保持，為加強對其水土保持之管理，並協助球

　　　　　場做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減少對山坡地水土資源及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已

　　　　　於81年 3月成立「高爾夫球場水土保持及農地利用稽查小組」，實地稽查，至83

　　　　　年度止已稽查完竣，共計85次。稽查結果凡發現有違反「土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法令者，立即函請省政府及縣（市）政府依法勒令該球場停

　　　　　止新的開挖整地行為，並加強督導改善與列管追蹤檢查。

　　（二）農委會另配合行政院於82年 8月 7日核定之「維護公共安全方案」，已將施工中

　　　　　之高爾夫球場列為山坡地大型開發利用個案，定期檢查其水土保持計畫；迄83年

　　　　　10月底止，計已依違反「森林法」或「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事由，對28家球場

　　　　　共處罰89次，罰鍰金額 2,964,000元。

　　（三）農委會於83年 2月至 6月間委請台灣省政府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應用航測照

　　　　　片判釋高爾夫球場開發面積，並赴現場查對結果，現有球場共計93家，包括；教

　　　　　育部核准籌設球場共82家（其中未動工或剛動工22家），教育部已撤銷球場共 7



　　　　　家，未向教育部申請籌設球場共 3家（包括大屯、幼獅、澄清湖等球場）。其中

　　　　　共有30家球場使用土地面積超過籌設許可所載面積。

　　（四）農委會為協助解決高爾夫球場業者安全使用農藥，經委由相關試驗研究機構進行

　　　　　調查研究，再經審慎審議篩選出19種安全、有效之防治藥齊，已於83年 7月提供

　　　　　國內各球場參考，其日的在促使高爾夫業者安全使用農藥，防止污染自然環境，

　　　　　確保大眾安全。上述技術方法，計有草皮病害防治方法 7種、害蟲防治方法 5種

　　　　　及雜草防治方法 7種。

　　（五）為落實使用農藥之管理，達到分工合作之目的，農委會、環保署及教育部已獲致

　　　　　共識，於83年 6月發布之「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已將農藥使用納入管理。環

　　　　　保署亦已依「水污染防治法」及「飲用水管理條例」等相關規定，加強追蹤與管

　　　　　理涉及農藥使用事項。

　　（六）農委會為配合高爾夫球場籌設之審查，前曾分別以78年 1月10日農林字第 71541

　　　　　50號函訂「高爾夫球場申請設立與土地變更編定、農地使用配合規定」及80年 6

　　　　　月 4日農林字第0030259A號函訂「高爾夫球場使用農業用地審查要點」，以為辦

　　　　　理審查之依據。嗣因有關高爾夫球場使用農業用地之原則及要點，於行政院83年

　　　　　5 月17日台83教字第 17428號函核定之「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中已有明文規定

　　　　　，故上述之相關規定已於83年 6月16日停止適用。

　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為加強高爾夫球場整頓工作及落實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已訂定「高爾夫球

　　　場稽查考核計畫」，責成所屬相關環保單位據以查核球場環境影響評估承諾執行情形

　　　，並配合教育部審查球場開放使用，對於未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球場，要求業者補

　　　提「環境管理計畫」納入環保列管追蹤。

肆、目前所面臨之問題

　一、球場超挖及先行占用國有土地：

　　　有關高爾夫球場之籌設及管理，依現行規定除教育部主管之「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

　　　外，尚涉及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等機關主管之多項法令及權責。且因早期高爾夫球場之籌設受下列球場農業用地使

　　　用之比例限制：

　　（一）經濟部72年 5月 3日經72農字第 16889號函規定，申請高爾夫球場之土地若位於

　　　　　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已編定之農牧用地或都市計畫保護區、未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之田、旱地目土地者，為有效維護農地資源，宜比照限制建地

　　　　　擴展執行辦法等之規定，不得使用 1至12等則田、旱地目土地、旱地目土地應為

　　　　　球場使用範圍內之零星土地，且面積以不超過該球場申請用地面積的百分之十為

　　　　　限。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78年 1月10日78農林字第 7154150號函規定，高爾夫球場使用

　　　　　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不得超過設置面積百分之50，但其中田地目土地不得超

　　　　　過百分之10；一般農業區之農物用地，不得超過總設置面積百分之10。

　　　　　以及球場範圍內夾雜有國有土地，因此球場業者於申請籌設時多不能將未符規定

　　　　　之私有土地及國有土地納入球場申請範圍內（球場中空或挑空），而球場於核准

　　　　　籌設後迭有造成違規超挖使用土地之情形。

　二、未核准已開放使用：

　　　高爾夫球場興建完工後，無法取得開放使用之原因：

　　（一）球場超挖。



　　（二）球場範圍內夾雜國有土地。

　　（三）法令變更無法取得縣（市）政府核發之建築使用執照、雜項使用執照。

　　　　　由於上述原因，目前經縣（市）政府查報未准核已開放使用之38家球場，由教育

　　　　　部依規定予以警告並要求限期提出開放使用申請，經審查核准同意開放使用之球

　　　　　場，僅有「空○○泉崗體育活動中心高爾夫球場」、「台○縣高爾夫俱樂部球場

　　　　　」、「海○○營高爾夫球場」、「台○高爾夫球場」、「台○○政府員工高爾夫

　　　　　研習會球場」、「台中縣豐○爾夫俱樂部球場」、「永○高爾夫球場」、「關西

　　　　　玉○花園高爾夫球場」、「新○水高爾夫球場」、「南投縣松○嶺高爾夫球場」

　　　　　等10家，其餘仍有28家球場尚未取得開放使用，茲依球場設立之時間及違規原因

　　　　　分析如下：

　　（一）70年 9月「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發布施行前已存在之老球場（計 9家）：

　　　　　1.「台○高爾夫俱樂部球場」、「彰○高爾夫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球場」、「林○

　　　　　　高爾夫球場」、「花○高爾夫球場」－涉嫌占用國有土地。

　　　　　2.「北投國○高爾夫俱樂部球場」－涉嫌超挖。

　　　　　3.「長○高爾夫俱樂部球場」－涉嫌占用國有土地及超挖。

　　　　　4.「新○縣高爾夫俱樂部股份有限公司球場」、「嘉○高爾夫球場」－無法取得

　　　　　　縣（市）政府核發之建築使用照、雜項使用照。

　　　　　5.「台○高爾夫俱樂部球場」－球場土地使用權與台北縣政府訴訟中。

　　（二）70年 9月以後依管理規則規定申請籌設之新球場（19家）：

　　　　　1.「桃園縣統○高爾夫球場」、「大○山高爾夫球場」、「永○高爾夫球場」、

　　　　　　「南○高爾夫球場」、　涉嫌占用國有土地。2.「東○高爾夫球場」、「高雄

　　　　　　縣信○高爾夫球場」－涉嫌超挖。

　　　　　3.「台○高爾夫球場」、「揚○高爾夫球場」、「宜蘭縣礁○高爾夫球場」、「

　　　　　　南○高爾夫球場峰」、「第○高爾夫球場」、「南○高爾夫球場」、「鴻○大

　　　　　　溪高爾夫球場」、「北○高爾夫球場」、「楊○高爾夫球場」、「東○高爾夫

　　　　　　球場」、「幸○高爾夫球場」、「保○名人高爾夫球場」－涉嫌占用國有土地

　　　　　　及超挖。

　　　　　4.「台○高爾夫球場」－內政部營建署複查結果開發範圍移位。伍、對違規球場

　　　　　　之處理原則

　　　　　　目前核准籌設高爾夫球場所涉及違規之情事大致為：

　一、未依核准範圍開發（超挖）。

　二、先行占用夾雜於球場範圍內之國有土地。

　三、違規開放使用。

　四、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不良等缺失。

　　　而國內高爾夫球場依其設立之時間，可區分為70年 9月「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發佈

　　　施行前已存在之老球場，及70年 9月以後依管理規則規定，申請籌設之新球場兩類。

　　　針對目前高爾夫球場之缺失，教育部除已依規定予以警告並要求球場業者限期改正外

　　　，有關球場超挖之補正及範圍內狹雜國有土地之合併開發申請，因屬球場面積之變更

　　　，涉及土地開發、環保、水土保持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之權責，申請補正及審查之

　　　程序繁複，且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配合，非短時間內能改正完畢。另對於70年 9月

　　　「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發布施行前已存在之老球場，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皆要

　　　求依現行規定標準補辦有關更正手續後始准開放使用，亦失允當。鑑於目前球場之缺

　　　失及實際之困難所在，為輔導球場納入正常之管理，經決定處理原則如下：



　一、70年 9月「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發布施行前已存在且經教育部核准補辦許可而尚未

　　　核准開放使用之 9家老球場，原則由教育部先同意開放使用，惟各球場於管理規則施

　　　行後始發生之違規情事仍應限期補辦相關手續依法處理。

　二、管理規則施行後申請籌設之19家新球場，依各別違規況，分別洽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後，可改正及補辦手續者，應訂定改正及補辦手續之時限，時限屆滿仍未改正或補辦

　　　手續者，撤銷其籌設許可。

　三、高爾夫球場之管理因涉及中央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等各主管機關之多項法令及權責，

　　　為繼續高爾夫球場之整頓工作，今後各主管機關仍應積極辦理下列事項：

　　（一）各權責機關對於高爾夫球場，平時應加強嚴格之檢查，如發現有違規之情形並應

　　　　　依法令予以處罰，其情節嚴重經處罰無效者，由各該機關協調教育部撤銷其籌設

　　　　　成開放許可。

　　（二）各權責機關對於審查高爾夫球場查開放使用之申請案件應儘速處理，輔導業者符

　　　　　合規定，並辦理補正程序。

　　（三）球場未依原核准範圍開發（超挖）者，由縣（市）政府依主管權責予以處罰，其

　　　　　超挖之土地如能符合「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之規定，要求球場業者依球場實際

　　　　　開發範圍（含與球場經不可分離之水土保持設施用地）限期依規定提出申請球場

　　　　　面積變更，納入管理，愈期未申請者，撤銷其籌設許可。涉及超挖之球場，應就

　　　　　其超挖之「林地」，恢復造林。

　　（四）對於目前開發中之高爾夫球場，教育部、農委會及各相關機關應加強水土保持之

　　　　　稽查，避免山坡地水土流失及水源、水質之污染，以維護環境品質。

　　（五）有關球場之違法事項，各地之檢察機關及縣（市）政府應繼續依法查處。

　　（六）積極協調立法院優先審議完成「高爾夫球場管理條例」，以加強球場管理之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