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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1/4) 

砂石為工程基礎材料，自主供應有其必要性。 

砂石業面對鄰避效應、環保意識等情況下，長期

處於弱勢。 

當歷經極端氣候，砂石業積極協助政府去化淤積

土石，是有目共睹。 

砂石產業乃必要之惡，如何改變其負面印象，即

本研究之動機。 

研究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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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2/4) 

探討環境變遷、產業結構變化及市場競爭力。 

分析產業經營困難點及提出因應對策。 

提供產業提昇形象與競爭力之參考。 

提供政府輔導產業與監督管理之參考。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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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3/4) 

研究流程 確立研究主題

確定研究目的與方法

文獻回顧與分析

資料分析與探討業者機關訪談

問題剖析與對策提出

結論與建議

法規面

政策面

執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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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4/4) 

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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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1/3) 

砂石開發供應方案(84年) 

杜絕河川盜(濫)採行為改進方案(85年)  

遏止砂石盜濫採行為改進方案(92年)  

砂石長期穩定供應策略(95年)  

土石供應多元化實施計畫(95年)  

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方案(98年)  

砂石供需政策 

「多元化開發」 

「充分穩定供應」 

「平衡區域供需」 

「保障合法取締非法」 

方向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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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2/3) 

土石法規（原料取得） 

水利法規（原料取得） 

土地法規（土地取得、使用管制） 

農業法規（災害、污染防制） 

環保法規（污染防制） 

其他法規（其他開發條件） 

砂石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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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3/3) 

個案許可制 

聯管計畫制 

公開發包制 

劃定可採區制   

採售分離制－96年起採行，算是目前最公平、公正、

      公開，且能有效防弊的一種方式。 

河砂疏濬採石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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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結構與環境(1/4) 

81-101年台灣地區各類砂石料源供應數量統計  

各類供應量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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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結構與環境(2/4) 

區域供應量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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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結構與環境(3/4) 

98年莫拉克風災前、後後砂石供應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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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結構與環境(4/4) 

已核准之民間暫置場(101/8/29止)  

縣  市 
申請 
場數 

申請面積 
（公頃） 

申請 
堆置量 
(萬m3) 

已堆置量
(萬m3） 

南投縣 29 80.07 399.54 215.00 

雲林縣 1 1.91 3.00 2.00 

台南市 3 3.62 27.84 22.84 

高雄市 5 19.73 120.00 99.53 

屏東縣 18 58.38 474.43 258.31 

台東縣 8 7.62 99.28 51.50 

合  計 64 171.33 1124.09 649.18 

堆置場之設置 

公辦土石儲備中心(101/8/29止)  

地  區 
申請 
場數 

申請面積 
（公頃） 

規劃 
堆置量 
(萬m3) 

已堆置量
(萬m3） 

屏東縣里港 1 9 100 90 

高雄市旗山 1 10 120 － 

南投縣竹山 1 12 120 － 

合  計 3 31 340 90 

里港:營運中  旗山:規劃備用  竹山: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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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現況分析與當前問題(1/5) 

以SWOT模式分析，結果如下： 

優勢（S）  －無法取代性 

弱勢（W）－社會認同性 

機會（O） －需求必要性 

威脅（T） －料源供應不穩定性 

     料源取得不確定性 

     廠商資格正當性  

砂石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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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現況分析與當前問題(2/5) 

當民眾或社會談起砂石，往往與環境污染、砂石

車肇事、黑道介入等負面印象作連結，造成社會

觀感不佳，衍生「鄰避症候群」的心理現象，而

無法取得認同感。 

 

當前問題－ 

    社會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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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現況分析與當前問題(3/5) 

陸上砂石一直無法成為主要供應源。 

河川砂石實際疏濬量多寡，受氣候、雨量等因

素影響甚大，造成供應量的不穩定。  

進口只能作為輔助，不能過度仰賴。 

當前問題－ 

    料源供應不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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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現況分析與當前問題(4/5) 

陸上及海域砂石，雖屬穩定的供應源，惟短期

內仍無法有效提升其供應量。 

河川疏濬土石採多數平均價決標方式辦理標售，

價高者得，有無法得標取得原料之風險。 

當前問題－ 

    料源取得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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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現況分析與當前問題(5/5) 

政府為落實「保障合法，排除非法」的公平正義

原則，販售料源的對象，自99年10月起，以第一

類廠商為原則，其他廠商(第二、三類)為例外。 

而第一類廠商資格之取得，從用地（位於礦業用

地或丁種建築用地），到取得工廠登記，再經審

認符合規定後，始為「第一類廠商」。 

當前問題－ 

    廠商資格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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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1/7) 

1.天然砂石具有：使用量大、運輸不便、不可再生、

分布不均等特性。 

2.國內砂石資源動態資料之即時性、正確性，仍有

待健全。  

3.未來極端氣候恐已成趨勢，加強政府部門間的橫

向聯繫，並建立一套「去化淤積土石機制」，是

有必要的。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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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2/7) 

4.近幾年河川砂石料源仍為主要供應源，目前以

「採售分離」申購制度為主，並採「競價標售」

為原則。 

5.政府為「保障合法，排除非法」，供料對象以第

一類廠商為原則，其他類廠商為例外。 

6.從砂石原料供應到加工場所設置，涉及法令甚多

且偶有競合之處，有待協調整合及事權統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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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3/7) 

1.建全砂石資源與供需調查體系。 
目前已訂有相關調查實施計畫，未來可結合已建置之網路資訊平台，

進行砂石供應及需求調查，確保資料之即時、完整及正確性。  

2.推動多元化砂石料源開發。 
短期內，在兼顧河防安全情形下，仍應續辦河川土石疏濬作業。 

中長期，則仍應努力以陸上砂石、營建剩餘土石方及砂石替代物之

開發利用為重點方向，另佐以進口砂石，作為區域性供需穩定之輔

助措施。  

對政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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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4/7) 

3.建立砂石使用(品質)分級制度。  
砂石骨材之使用，以符合國家標準為前提，建議以既有制度為基礎

或研擬新的「砂石成品」使用規範及配套措施，並輔導業者實施砂

石使用分級制度，以使各類砂石得以適材適用。  

4.促使河川疏濬資訊透明化。 
疏濬主辦機關主動將已辦理或新辦理疏濬之相同或鄰近區位的疏濬

時點、數量、底價、得標價格等歷史資訊上網公開，可使資訊透明

化，提供業者充分訊息，以作為參考。  

對政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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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5/7) 

5.原料供應要保障合法、取締非法。 
透過法規及政策配合，建立類似農產品「生產履歷」制度，使砂石

資源之產、銷、用等環節，都能標準化、透明化，將可有效降低盜

濫採砂石，並保障合法業者。  

6.砂石管理納入法制以統一事權。 
透過新訂法規或修訂現行土石採取法，將砂石產業上、中、下游都

納入統一管理。  

7.法規的協調、整合、修正。 
現行法令規定間，仍存在許多限制或競合之處，應協商解決。  

對政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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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6/7) 

1.強化公會功能，建立良善溝通機制。 

公會應擔任「政府與業者間」或「業者與業者間」的溝通橋樑，以

提供充分且專業的訊息，帶領同業良性發展。  

2.取得社會認同，塑造產業新形象。 

應切實依照核定計畫施設，並加強各項污染防治（制）措施，有效

改善生產環境，減少對環境的衝擊，以打造產業新形象。  

對業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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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7/7) 

3.加強產業供應鏈之垂直整合。  
提高砂石料源自主權（原料供應端與加工端的整合），並透過砂

石場與預拌混凝土場或瀝青混凝土場的一貫作業（加工端與使用

端的整合），甚至與營造(建)業結盟（使用端與市場端的整合)，

進行有效的垂直整合，將可提高產業之競爭力。  

4.再利用及產品認證，促進產業升級。 
目前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處理許可制度及標章認證已成型，建議透

過公會團體或與學術機構合作推廣，以提昇或健全現有的機制。  

對業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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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