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文字號：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94.05.30 北市法秘字第 0943085210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4 年 05 月 30 日

要    旨：觀察本案雙方契約責任，乙方負有一定事務處理義務，義務履行會衍生同業公會歲

出項目與金額支出，雖本契約屬無償委託性質，但並不表示乙方不得向會員收取相

關支出費用，故基於契約負擔義務，應協助執行業務

主旨：有關  貴處函詢本市「委託」臺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協助管理

      營建剩餘資源相關疑義 1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處 94年 5月 13日肅字第 09443621980號函。

  二、按地方制度法第 18條第 6款第 6目規定，直轄市營建廢棄土之處理，屬直轄市自治事

      項（內政部 920916臺內營字第 0920088854號函參照）。故本市為有效管理及利用轄區

      內營建剩餘土石方，特訂定「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

      之自治法規並據以執行。前揭管理辦法第 20條規定：「本辦法有關之剩餘資源管理、

      管制等措施，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人民團體或學術機構辦理。」據此，本府爰依上開

      規定，委託「臺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同業公會）

      ，於法並無不合。

  三、次查本契約第 4條第 9款規定，乙方（同業公會，以下同）執行本契約委託事項，應

      自費辦理，不得以任何名目向甲方（本府，以下同）求償，甲方亦不支付報酬給乙方

      。故本委託契約，性質上為無償委託之性質。另查本契約同條文第 2款規定：「本契

      約委託乙方辦理事項，乙方應確實辦理，甲方得不定期派員抽查執行情形，乙方應配

      合辦理。」第 4款規定：「....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應立即派員至現場處理，並

      於 6小時內清除完成。....」第 5款規定：「... 本市轄區外發現違規棄置營建剩餘

      資源情事時，如經相關主管機關查證屬本市業者所棄置者，乙方應負責處理。」第 7

      款規定：「如因違規棄置營建剩餘資源發生國家賠償事件時，甲方得通知乙方協助處

      理，如甲方依法應負國家賠償，甲方得向乙方求償....。」是以，依上開雙方契約責

      任觀察，乙方負有一定事務處理之義務，其義務之履行會衍生同業公會歲出項目與金

      額支出。又本契約屬無償委託之性質，惟無償委託屬契約當事人甲方免支付乙方之對

      待給付，但並不表示乙方不得向其所屬會員收取相關支出費用。據此，乙方基於本契

      約規範負擔之義務，因協助本府執行業務，而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向會員收取之「

      營建管理費」，雖非屬收取本府之委託收益，但應仍屬其提供特定會員勞務所收取對

      待給付之項目，而為委託收益之範圍。

  四、再查本契約第 4條第 1款規定：「甲方應依法規範轄區內各項營建剩餘資源之處理，

      必須交由具有臺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資格者承攬，並切實



      規範其營建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應先交由乙方協助審查後，始得呈報各相關主辦（管）

      機關。」據此，本市轄區內各項營建剩餘資源之處理承包廠商，必須具有商業公會會

      員資格者，方得承攬。又本府委託乙方辦理之事項，並未明文規定其得向會員收取何

      種相關費用，以及應收取之費用標準為何？故乙方循團體自治之方式辦理，向會員收

      取包括「會員入會費」、「長年會費」、「營建管理費」等相關費用。上開費用收取

      係屬團體自治範疇，於法似尚無違誤。惟若收取費用過高，則涉及是否妥當之問題。

      至於本契約是否應將乙方得收取費用之項目與標準納入契約規範，係屬另一問題，訂

      約當事人得衡酌公益與私益之兼顧，依其需求妥為考量。

  五、末查商業團體法第 6條規定，直轄市商業同業公會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政府；同條文

      第 2項規定，各類商業團體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故主管機關對於團體自治之事務，認有涉及違法或不當的行為時，應依上開規定辦理

      ，或依同法第 6章監督第 63條以下規定處理。另按本契約第 4條第 2款規定，甲方得

      不定期派員抽查執行情形，乙方應配合辦理；第 5條、第 6條規定，乙方如有上開條

      文所列各款之情形時，甲方得對其施以記點處罰或終止契約。是本府基於商業團體法

      、管理辦法之主管機關，與契約立場上，對於乙方有監督之權責。該監督責任不因本

      契約係屬無償委託或有無編列預算給付而有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