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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依據溫泉法第 11 條規定「為保育及永續利用溫泉，除

依水利法或礦業法收取相關費用外，主管機關應向溫泉取供

事業或個人徵收溫泉取用費」，又依據「溫泉取用費徵收費

率及使用辦法」中規定其徵收之費率及專用於溫泉事項之原

則，中央水利署令示自民國 95 年 1 月 1 日起開徵溫泉取用

費，初期徵收費率(自 95 年 1 月 1 日起至 96 年 12 月 31 日

止)減半徵收，即每噸 4.5 元，凡取用溫泉供自己或他人使

用者，均屬溫泉取用費徵收對象(不以合法為限) 

為有效應用該筆款項，並為實現溫泉管理自給自足，減

輕市府財政負擔，擬設立基金以為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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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類管理方式之比較 

    有關徵收溫泉取費後，依現行法規可採取之管理方式可分為下

列三類，茲比較如表一： 

表一、溫泉取用費徵收後管理方式之比較 

          優劣 

 

管理方式 

限制 優點 

以成立基金之方

式管理 

1.須通過議會之審查並以自治條例方式成

立，程序較為繁複。 

2.款項使用必須符合自治條例所明列之用

途，限制較多。 

3.基金管理需額外的人力成本，增加會計

人員的負擔。 

1.成立基金，將可貫徹溫

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

用辦法第五條之立法意

旨。使用辦法第五條規

定：溫泉取用費『應』

專用於下列各款使用項

目之一。  

2.款項管理透明化，符合

社會期待。 

3.實現溫泉資源管理自

給自足，減輕市庫負

擔。 

在單位預算以收

支併列之方式管

理 

1.受限財政困難，支出無法全額編列，促

進溫泉產業發展之行政目的不易達成。 

2.收入如有超收，其支出不得超支；如有

短收其支出僅能以已實現之收入為限。 

 

1.節省人力物力負擔。 

2.財源穩定，俾利掌握預

算之執行。 

 

以成立專戶之方

式管理 

1.成立專戶仍受到政府預算法上之限制。 

2.會計行政實務上，因「對帳」產生人力

之支出增加。 

3.款項運用的透明度不若基金明確，易生

爭議。 

成立專戶，同於成立基

金，將可貫徹溫泉取用費

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

五條「溫泉取用費『應』

專用於下列各款使用項

目之一」之規定。 

綜整以上，若由單位預算採收支併列方式管理溫泉取用費，

因受限財政困難，支出常無法全額編列，致計畫執行不易，且收

入如有超收，支出不得超支，而如有短收，其支出僅能以當年度

已實現收入為限；而成立基金在款項的運用透明度上更為清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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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議會所接受，所增加的管理成本如採明列於基金用途，由基金

支出，則不增加原會計人員負擔，為一較佳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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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金設置計畫 

一、設置目的 

    利用所徵收之溫泉取用費，專款專用於溫泉資源保育及

利用管理之事項，俾使公務經費挹注逐年減少，以自給自足

為目標。 

二、運作方式 

本基金由建設局籌設基金管理委員會。 

 

 三、基金來源 

   (一)溫泉取用費收入。 

   (二)中央機關依據法規撥交之款項收入。 

   (三)專案申請補助之款項收入。 

   (四)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 

   (五)依溫泉法收繳之罰鍰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其他收入。 

 四、基金用途 

   (一)溫泉資源保育及管理支出。 

   (二)促進溫泉資源永續發展與利用之研究發展支出。 

(三)推動溫泉資源保育、管理及產業發展相關之國際交流活

動支出。 

   (四)溫泉區公共設施之相關用途支出。 

   (五)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支出。 

   (六)其他有關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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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基金財務分析 

一、現行辦理情形 

     茲羅列本府溫泉資源管理相關業務支出如下表，目前皆採編列

年度預算方式支應。 

表二、溫泉相關預算數額表 
 

94 年度 95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本局溫泉相關資本門預算數     

94 年度「溫泉監測井設置及水

質分析工程」(五口) 
4,620,000       

臺北市溫泉區監測井計畫   4,500,000 19,490,830 12,567,578 

本局溫泉相關經常門預算數         

臺北市溫泉資源基本資料庫建

置 
5,000,000       

溫泉露頭區劃設 2,000,000       

溫泉法相關法規研擬 900,000       

委外辦理溫泉露頭區維護   800,000     

委外辦理本溫泉資源基本資料

庫更新及維護 
  500,000 690,200 690,200 

委外辦理溫泉露頭區、溫泉管

線等巡勘 
    600,000  600,000 

溫泉露頭區設施維護     400,800 400,000 

溫泉資源監測分析     750,000 750,000 

年度合計 12,520,000 5,800,000 21,931,830 15,007,778 

94~95 年度以露頭劃設及溫泉資源基本資料調查建置為主，

96~97 將著眼於建構地下溫泉資源監測井網，建立溫泉區溫泉資源

數額 

年度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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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分析機制。由於監測井鑿設成本較高，96年度採市府內預算支

應，未來若成立基金，97 年度起溫泉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經費需

求，即可配合基金收入漸趨穩定由基金支應，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目

的。 

若確有不敷政策需求，始編列公務預算挹注。 

二、基金未來五年財務概算 

(一)基金收入 

溫泉取用費，以每年度 2000000 噸(95 年度 1~6 月回收之各

單位申報量為 1269573.5 噸，以每年度 2000000 噸估算應屬

合理)，概估未來 5年基金收入如下： 

96 年度：每噸收 4.5 元溫泉取用費，95 年 1 至 12 月計

9,000,000 元整，扣除上繳水利署之金額(1/10)

後餘額為 8,100,000元整。 

      97年度：同 96年度。 

98 年度：中央溫泉取用費檢討調整為每度 9 元，年度溫泉

取用費收入計 18,000,000元整。扣除上繳水利署

之金額(1/10)後餘額為 16,200,000元整。 

99年度：同 97年度。 

100年度：同 98年度。 

(以上款項皆於隔年 2月底前核計，並通知繳納義務人繳納) 

   (二)基金支出 

       97年度：15,007,778元，詳表二。 

    98年度含之後：經常性編列項目如下表： 

項目名稱 概估金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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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資源基本資料庫更新及維護 750,000 

委外辦理溫泉資源監測分析 750,000 

溫泉露頭區維護及巡勘 1,000,000 

洗井及井體維護費用 2,000,000 

溫泉資源教育宣導 1,000,000 

雇用基金管理人員人事費 500,000 

地下溫泉資源地球物理探測及監

測井位檢討、增設補密 

5,000,000 

合法溫泉水權舊有私設管線補償 100,000 

總計 11,100,000 

 

(三)收支餘絀預計表 

表三、收支餘絀預計表 

  96年度 97年度 98年度 99年度 100年度 

收入 8,100,000  8,100,000  16,200,000  16,200,000  16,200,000  

支出 0  15,007,778  11,100,000  11,100,000  11,100,000  

賸餘(短絀-) (＊)8,100,000  -6,907,778  5,100,000  5,100,000  5,100,000  

(*)96 年度溫泉取用費收入，擬於 96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以雜

項收入收繳市庫。 

以上數據為概估，而有關賸餘部分將俟府內相關單位需求，於審

核後撥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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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

治條例(草案) 

一、立法總說明 

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係依據溫泉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為保育及永續利用溫泉，除依水利法或礦業法收取相關費用外，

主管機關應向溫泉取供事業或個人徵收溫泉取用費」而設，又溫泉取用費之

管理，係屬於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一目中直轄市政府之財務收支，

故臺北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制度法之規定設立溫泉資源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自治條例。 

且依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五條之規定：溫泉取用費應專用

於下列各款使用項目之一：一、溫泉資源保育及管理。二、促進溫泉資源永

續發展與利用之研究發展。三、推動溫泉資源保育管理及產業發展相關之國

際交流活動。四、溫泉區公共設施之相關用途。五、徵收溫泉取用費之行政

管理費用。溫泉資源管理基金之性質屬於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

之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 

本條例共計八條，其重點說明下： 

一、明定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與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明定本基金之種類及其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明定本基金之資金來源（第三條）。 

四、明定本基金之資金用途（第四條）。 

五、明定本基金存儲之規範依據（第五條）。 

六、明定有關預算之編制與執行、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理，仍應

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第六條）。 

七、明定因事後之情事變更或法規異動致基金無存續之必要時，基金之

財產仍必須依決算法之規定辦理決算，決算完畢之後解繳市庫。（第

七條）。 

八、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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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文內容及立法說明 

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草案) 

條  文  內  容 立  法  說  明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保育及

永續利用溫泉，提高溫泉管理效益，特設

置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並依預算法

第九十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二十一條規

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法規

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一、依據溫泉法第十一條之規定，為保育及

永續利用溫泉，除依水利法或礦業法收

取相關費用外，主管機關應向溫泉取供

事業或個人徵收溫泉取用費。 

二、溫泉取用費之管理，係屬於地方制度法

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一目中直轄市政府之

財務收支，故臺北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制

度法之規定設立溫泉管理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五目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以臺北

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為主管機關，市

政府建設局為管理機關，並得設管理委員

會。 

      

一、明定基金之主管機關、管理機關。 

二、明定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方式。 

 

第三條  本基金之資金來源如下： 

一、 溫泉取用費收入。 

二、 中央機關依據法規撥交之款項收入。 

三、專案申請補助之款項收入。 

四、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 

五、依溫泉法收繳之罰鍰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其他收入。 

一、明定基金來源。 

二、本基金之收入來源目前主要為溫泉取用

費、中央機關根據法規撥交之款項收

入、專案申請補助之款項收入、依預算

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依本法收繳之罰

鍰收入、本基金之孳息收入、其他收入。 

三、依溫泉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徵收之溫泉取用費，

除提撥原住民族地區三分之一外，應再

提撥三分之一外，應再提撥十分一予中

央主管機關設置之溫泉事業發展基金，

供溫泉政策規劃、技術研究發展及國際

交流用途使用。故本條第一項溫泉取用

費之收入係扣除上繳中央之金額後所得

之餘額。 

第四條  本基金之資金用途如下： 

一、溫泉資源保育及管理支出。 

二、促進溫泉資源永續發展與利用之研

究發展支出。 

三、推動溫泉資源保育、管理及產業發

一、明定基金用途。 

二、依據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

五條之規定，溫泉取用費應專用於下列

各款使用項目之一：一、溫泉資源保育

及管理。二、促進溫泉資源永續發展與

利用之研究發展。三、推動溫泉資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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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關之國際交流活動支出。 

四、溫泉區公共設施之相關用途支出。 

五、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支出。 

六、其他有關之支出。 

育管理及產業發展相關之國際交流活

動。四、溫泉區公共設施之相關用途。

五、徵收溫泉取用費之行政管理費用。 

第五條  本基金資金之存儲，依臺北市市庫

自治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明定基金之保管方式。 

第六條  本基金應編列附屬單位預算。 

前項預算之編製與執行、決算之編造

及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預算法、會計

法、決算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明定本基金之管理方式。 

第七條  本基金無存續必要時，應予結束，

並辦理決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市庫。 

因事後之情事變更或法規異動致基金無

存續之必要時，基金之財產仍必須依決算法

之規定辦理決算，決算完畢之後解繳市庫。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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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影響評估 

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 

評估因素 說明 

一、本件有無立法或修法之必要？ 

(一) 本件政策目的為何？各機關應具

體指明其所擬解決之問題，並評

估該問題之嚴重程度。 

(二) 本件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為何？

現行法令規範是否有不足或矛盾

之處？ 

(三) 各機關應檢驗現行之各種法令，

是否即上述「問題」之根源所在；

是否以「修改現行法令」即可更

有效地解決前揭問題。 

(四) 各機關作成決定，應基於充分合

理之科技、經濟，與其他關於管

制之需要與後果之資訊。 

本法規係為貫徹溫泉法第十一條之規

定，為保育及永續利用溫泉，除依水利法或

礦業法收取相關費用外，主管機關應向溫泉

取供事業或個人徵收溫泉取用費而設，自有

其必要訂定本條例作為實踐中央溫泉法規範

意旨之手段。訂定本條例方得使地方自治機

關，在具有法律明確授權的依據下，利用所

徵收之溫泉取用費，專款專用於溫泉管理之

事項，故並非得僅以「修改現行法令」而得

以解決。 

 

二、本件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解決？                

(一)應採取何種適當手段，即可達成預

定目標？ 

(二)是否已考量下列觀點，且所研擬之

法規屬於達成目標之最佳手段？ 

1.對市民及經濟之支出負擔。 

2..效益。 

3.公共預算之花費及支出。 

4.影響層面(包括正負作用及後續

影響)。 

5.對於現行法令狀態及既定計畫

之影響。  

 

一、可能得以收支並列之方式管理之, 但有

以下兩點缺點：1.受限財政困難，支出

無法全額編列，促進溫泉產業發展之行

政目的不易達成。2.收入如有超收，其

支出不得超支；如有短收其支出僅能以

已實現之收入為限。 

二、可能得以成立專戶之方式管理之：1.成

立專戶仍受到政府預算法上之限制。2.

會計行政實務上，因「對帳」產生人力

之支出增加。3.款項運用的透明度不若

基金明確，易生爭議。  

三、與上述兩者手段相較，成立溫泉資源管

理基金，為達成行政目的較適當之手段。 

三、是否應由本市(地方自治團體)處理？ 

(一)由本市處理之依據為何？ 

(二)是否屬於中央權限範圍？本府或本

機關之權限範圍為何？ 

 

一、臺北市政府係依據溫泉法第十一條之規

範意旨，訂定本條例。 

二、溫泉取用費之管理，係屬於地方制度法

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一目中直轄市政府之

財務收支，故臺北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制

度法之規定設立溫泉資源管理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條例。 

三、溫泉管理業務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該自

制條例之訂定除符合前述兩點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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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並無牴觸中央法令之虞，得由地方

自治團體自行本於地方自治高權而訂定

之。 

四、權限劃分上，依據臺北市政府建設局組

織規程第三條之規定，本自治條例之管

理機關為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四、是否應以自治法規處理？ 

(一)本件規範之標的，是否屬於地方制

度法第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之範

圍，應以自治條例訂之？ 

(二)本件規範之標的，是否有其他理由

而屬於自治法規之範圍？ 

(三)在沒有必要制定自治條例之情形

下，是否應以自治規則加以規定？

且何以行政規則之訂定不足以運

用？ 

溫泉管理基金之性質屬於預算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之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

特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且依照地方制度

法第二十八條中之規定，基金之設置應以自

治條例之法規形式規範之。 

 

 

 

五、法規之成本效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一)民眾守法成本：法規規範對象或其

他關係人可預期之費用為何？ 

(二)機關執法成本：執行機關為執行法

規所需費用及為滿足此項額外之費

用負擔，可由哪些財源可資籌措運

用？ 

(三)法規效益是否可以正當化其成本？

(法規訂定者應該使用成本效益分

析法，選擇最適方案)。 

 

一、依據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

三條之規定：「溫泉取用費之費率，為

每立方公尺溫泉取用量收費新臺幣九

元。」第四條規定：「溫泉取用費，應

依計量設備紀錄之實際取用量乘以取用

費之費率計徵。」故溫泉業者得依上開

規定而預見其所被徵收之費用。 

二、本自治條例之成立，將可貫徹溫泉取用

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五條之立法意

旨。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

五條之規定：「溫泉取用費『應』專用

於下列各款使用項目之一。」故設立本

基金，方得使主管機關向溫泉業者所收

取之溫泉取用費，專款專用於溫泉管理

事項。 

六,法規之規範範圍是否必要？ 

(一)規範之密度(區別化及細節化)可否

經由一般性把握(如類型化、一般

性、概括性條款、裁量)而加以簡

化？ 

(二)關於法規細節性、技術性部分，可

否以施行細則或行政規則加以規

定？ 

(三)對於相同之事項，是否已有下列法

規加以規範，而無重複規範之必

要？例如： 

1.中央法規 

一、本法案性質為自治條例，條文共八條，

僅就重點原則加以規範，應符合自治條

例立法技術之要求。 

二、關於中央之溫泉法及溫泉取用費徵收費

率及使用辦法中之規定，本自治條例就

相關事項已無再為重複之規定。 

三、關於溫泉取用費之費率計算及徵收方式

之技術性事項，主管機關得依據溫泉取

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中之規定而為

之。本條例係著重於主管機關如何運用

該筆款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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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治法規 

(1)對於相同之規範事項，有無既

定之技術性規範可資引用？ 

(2)法規相容性：各機關應避免頒

布與其他機關之管制法規不一

致、不相容或重複之法規。若

上述情形無法避免，其他相關

法規是否須一併修正或廢止

(停止適用)？ 

四、本法規無與其他法規牴觸之情形。 

七、法規之有效期間，是否須加以限制？ 

(一)法規之有效期間，是否只限於一定

期間之內？ 

(二)法規具有一定期間限制之「暫行性

法規」，是否可行？ 

(三)有必要訂定過渡期間條款，以維護

人民之信賴保護？ 

一、本條例第七條規定：「本基金無存續必要

時，應予結束，並辦理決算，其餘存權

益應解繳市庫。」概括規定法規之續期

間。 

二、本案無訂定過渡期間，以保護人民信賴

利益之必要。 

八、法規影響所及之利害關係人是否有機會

表達意見？ 

(一)有無刊登市政府公報預告？ 

(二)法規草案有無召開公聽會或說明

會？ 

(三)法規研擬有無邀請專家學者參與？ 

本自治條例之擬定過程，曾召開說明

會，讓民眾、相關溫泉業者、學者專家等，

提供意見給主管機關參考。 

九、法規訂定之程序及內容是否簡明易懂為

多數人民所接受並適應？ 

(一)各機關研擬管制法規應力求簡明易

懂，以減少潛在之不確定性及因此

導致之訴訟。 

(二)對於人民自由權利加以限制之現行

規定或協力義務，何以不能解除管

制？例如： 

1.禁止規定，應經申請核准之義務

及報備之義務。 

2.親自前往行政機關。 

3.提出申請、告知及證明義務。 

4.罰鍰。、 

5.其他負擔。 

可否以減少負擔之方式代替，例

如：報備取代核准。 

(三)在何種範圍內，其他機關處理結果

可作為本機關處理之依據，以減少

行政成本費用及時間？ 

(四)現行法規是否以對市民友善之方式

加以規定？ 

一、本自治條例共計八條，語意力求用語簡

單，應為多數人民可了解之對象。 

二、本法不涉及對於人民自由權利加以限制

之或要求其有任何之協力義務。 

三、本自治條例之執行係屬獨立，不涉及以

其他機關處理結果可作為本機關處理之

依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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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規是否具有可執行性？ 

(一)所研擬之條文是否可以直接據以執

行？是否得以通案處理(例如通案

性許可)，而取代個案處理(例如個

案許可)？ 

(二)法規之要求及禁止規定，得否由執

行機關以現有人力物力予以執行？ 

(三)哪些機關或單位應承擔法規執行之

權責。 

(四)對於執行機關是否賦予必要之行政

裁量？ 

一、本法規具有可執行性無疑。 

二、法規之要求，得由執行機關以現有人力

予以執行。 

三、本法規之執行機關為臺北市政府建設

局。 

四、於本自治條例中，已賦予臺北市政府建

設局必要之行政裁量權，以管理該筆基

金。 

十一、法規之利益分配與成本分擔是否透

明？ 

         法規之改革必然會對各方面產生

不同影響，行政機關應公開指出利

益分配與成本分攤之變化方向。 

 

依據本條例第三條之規定：「本基金之資

金來源如下：一、溫泉取用費收入。二、中

央機關根依據法規撥交之款項收入。三、專

案申請補助之款項收入。四、依預算程序撥

充之款項收入。五、依本法收繳之罰鍰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七、其他收入。」

與第四條之規定：「本基金之資金用途如下：

一、溫泉資源保育及管理。二、促進溫泉資

源永續發展與利用之研究發展。三、推動溫

泉資源保育、管理及產業發展相關之國際交

流活動。四、溫泉區公共設施之相關用途。

五、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支出。六、其他有

關之支出。」可知本條例之利益分配及成本

分擔係屬本法詳細規定之內容，故本法應符

合本項之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