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進民間參與台東縣台東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 
先期計畫書 

2-1 台東縣政府   

第二章

第二章 營運之規劃 

2.1 特許範圍 

2.1.1 定案計畫介紹 

一、定案計畫依據 

依據台東縣政府通過之「促進民間參與台東縣台東市污水下水道系

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可行性評估作業之定案計畫。 

二、民間參與方式 

本計畫案採 BOT 方式進行，不建議其他如：OT、BO、ROT⋯等。 

三、計畫面積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台東縣台東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

運、移轉(BOT)計畫』，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範圍包括台東市擴大暨修訂

都市計畫範圍，其面積合計約 1,020公頃。東南以太平洋為界，南至卑南

圳第十支線為界，西至台東監理所附近為界，西北以馬蘭橋及馬蘭車站

為界，其涵蓋之行政區共有 29 個里，述列如下： 

中華里、寶桑里、民生里、中正里、仁愛里、大同里、強國里、成

功里、建國里、四維里、民權里、中山里、興國里、復興里、復國里、

鐵花里、東海里、新興里、文化里、民族里、新生里、中心里、馬蘭里、

豐榮里、自強里、豐谷里、南榮里(部份)、光明里(部份)、豐樂里(部份)

共計 29 個里。 

四、設施規模 

(一) 設施規模 

1.污水管線工程 

依據計畫區服務範圍，污水管線工程應包括台東地區都市計畫區，

除部份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網已由台東縣政府及營建署完成發包建設

外，其餘管網系統工程均須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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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污水系統已由營建署發包完成 I主幹管，且 A、J幹管工程

已由台東縣政府完成發包並進行建設中，其管徑數量 I主幹管 1,889 

m、J 幹管 780 m、A 幹管 2,102 m 及 B 幹管 260 m。待建設完成後為本

計畫區內之既有管網，需由主辦機關進行檢視維護後移交民間投資機構

進行營運。 

就污水管線工程建造費分析，可分為施工費、細部規劃設計監造

費、地質鑽探費、特殊障礙物處理費及 1/1,000 地形圖測量費、相關規

費等部分，包含用戶接管合計民間機構出資約新台幣 1,188,870 仟元，

如包含政府出資部份144,222仟元則管線工程總經費合計為1,333,092

仟元(參照表 1.4.1-19 管線工程數量及費用表)。  

2.污水處理廠 

污水處理廠全期設計容量平均日污水量為 15,500 CMD，最大日污

水量採平均日污水量之 1.3 倍，約為 20,150 CMD，進流水 BOD5為 180 

mg/L，SS 為 180 mg/L，並依此進行質量平衡計算，計算結果請詳附錄

Ⅳ。另依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環保署修正發布之放流水標準， BOD5

及 SS 至少須符合 30 mg/L，因此本污水處理廠採二級生物處理流程，

且為因應未來環保法令日趨嚴格之趨勢，故本案放流水質建議 BOD5 及

SS 至少須符合 20 mg/L 之規定。 

依前述台東污水處理廠採用二級生物處理程序，有關生物處理系統

處理單元之選擇，經評估國內常用之活性污泥法、深型氧化渠法、迴轉

生物圓盤法及目前發展出之超深層曝氣法及厭氧好氧活性污泥法（A/O

法及 A2O 法）進行綜合比較評估，因活性污泥法處理單元佔地面積較小，

可剩餘較大之用地空間，故適合民間機構投資附屬事業之彈性運用，初

步建議採用活性污泥法為本處理廠之生物處理單元，但民間機構可依其

設計之基礎採用其他處理單元。 

計畫服務範圍目標年人口數量為 61,530 人，以目標年人口數作推

估，則民國 130 年污水量約為 15,195 CMD。  

五、污水處理費 



促進民間參與台東縣台東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 
先期計畫書 

2-3 台東縣政府   

第二章

考量各投標廠商可能有不同的資金成本而有不同的要求報酬率，本

評估依方案二權益報酬率增減 2 %計算污水處理費費率的合理區間為

31.52~38.80 元/度(參照表 1.5.4-3)。 

六、許可年限 

本案民間機構興建及營運特許年限合計 35 年，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30 年。 

2.2 營運範圍與項目分析 

一、民間機構應依主辦機關核定之投資執行計畫書投資興建本計畫；興建期之

規劃、設計、施工與監造，由民間機構辦理，並須成立第三監督查核單位，

民間機構應遵守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及相關法律之要求事項、規定、審

核、簽證及備查流程，據以辦理。主辦機關得於興建期間指派相關人員或

委託專業顧問按規定監督、查核民間機構。 

二、民間機構應自行負責取得本計畫相關許可或執照，並據以興建施工及營運。 

三、興建範圍內各項工程之設計、施工，不論由民間機構自行辦理，或委由其

他分包廠商辦理，由民間機構負全部責任。主辦機關或其所委託之機構對

民間機構所為之任何同意、核定、備查、監督、建議、提供之參考資料或

經主辦機關之勘驗合格事項，並不減少或免除民間機構應盡之義務與責

任。 

四、民間機構應依投資執行計畫書之興建期程，擬具管網或其他設備之埋設施

工執行計畫提送主辦機關核定；主辦機關將依核定之管網或其他設備之施

工時程進行監督查核，並依下水道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辦理。但

管線經未開闢路段且上有建物者，不在此限。 

五、民間機構於施工期間，應依法辦理各項相關保險（包括但不限於工程、人

員）。 

六、民間機構應自行投資興建基地內之公共設施，包含但不限於區內道路、停

車場、綠地、給水、電力、瓦斯、電信、污水等管線設施，並應自費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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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水、電力、瓦斯、電信、通訊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進行公用設

備管線舖設。 

七、其他事項需依核定之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規定。民間機構之興建營運，必

須達到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及相關設計準則之需求。 

八、民間機構最遲應於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後二年開始營運，其餘部分應依投

資執行計畫書辦理。 

九、民間機構就興建完成之建築物、相關設施及其週邊環境，均應盡維護之責  

任，並負擔其更換、保養、修繕、維護等費用。 

十、主辦機關交付污水處理廠基地供民間機構使用後，民間機構應配合施工需

要，自行清理該用地上所有廢棄物。 

十一、民間機構應於主辦機關交付用地後，負有清潔管理維護、維持景觀、綠

化植栽及廢棄物清運處理之義務，並負擔管理維護費用。 

十二、民間機構於許可年限內取得用地之興建營運權。如委託他人經營附屬設

施或附屬事業業務時，應先經主辦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惟民間機構仍應

依規定負完全之管理維護責任。 

十三、營運開始日後，若污水進水量未超過污水處理廠之設計容量時，且因可

歸責於民間機構之事由，致民間機構不能完全處理污水進水量時，主辦機

關得依相關規定收取違約金。 

十四、民間機構應負擔設施之操作維護、電力及耗材所需之相關費用。 

十五、民間機構及第三人因興建營運本計畫均應維持符合契約及各項環境保護

規定；因違反相關環保法令之規定，致主辦機關遭受處分時，民間機構應

負擔相關費用。 

十六、民間機構自負敦親睦鄰責任，如可歸責民間機構事由造成損鄰或抗爭事

件，應自行負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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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之清除孔(含)至下游端為民間機構維護管理範圍，

民間機構應於發生阻塞、滲漏或破損等情事後儘速排除或回復之。 

2.2.1 興建 

一、工程範圍 

(一) 下水道主、次幹管、分支管、用戶接管及其附屬設施之設計及興建。 

(二) 污水處理廠及其附屬設施之設計及興建。 

(三) 其他因本計畫營運所需之設施或設備。 

二、基本原則 

民間機構應依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及相關法令之要求事項及審核、

備查流程，據以辦理規劃、設計及施工。 

(一) 民間機構於設計階段應提送興建執行計畫（包括工程經費詳細表），其

內容至少須符合投資執行計畫書之最低要求。 

(二) 民間機構應規劃主辦機關所須辦理之違建拆除工程，以及其分年辦理

之數量與預算。執行期間若有變動，民間機構應即以書面通知主辦機

關。 

三、興建期程 

(一) 本計畫自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之翌日起，民間機構應依契約按各階段

興建期程，完成本計畫全部工程之興建及取得使用執照等。 

(二) 民間機構須於土地範圍內投資興建完成平均日污水處理量至少達

15,500 CMD 之二級污水處理廠，並於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後二年內完

成第一期污水處理廠處理容量 5,500 CMD，並配合分支管網、用戶接管

建設於第三年開始營運。 

(三) 民間機構應投資興建本計畫之下水道主、次幹管及分支管網。有關管

網佈設之進行，以主辦機關審核通過之投資執行計畫書內容，作為具

體執行之依據。民間機構興建之分支管網密度，須至現有街道及都市

計畫道路之巷弄口，如管線經未開闢路段且上有建物者，須盡量規劃

為上游端，興建期程應納入或配合道路開闢同時埋設，並須確保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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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之安裝（用戶接管）之管線長度不超過 100 公尺。 

四、設計與施工之責任 

興建範圍內各項工程之設計、施工，不論由民間機構自行辦理，或

委由顧問機構、分包商辦理，均由民間機構負全部責任。主辦機關或其

所委託之機構對民間機構所為之任何同意、核定、備查、監督、建議、

提供之參考資料或經主辦機關、主管機關查核通過，並不減少或免除民

間機構應盡之義務與責任。 

五、興建範圍 

(一) 規劃範圍 

本計畫範圍為核定之台東市擴大暨修訂都市計畫地區，其範圍東

南以太平洋為界，南至卑南圳第十支線為界，西至臺東監理所附近為

界，西北以馬蘭橋及馬蘭車站為界，計畫面積為 1,020 公頃，包含工

程規劃所含之污水下水道系統(含用戶接管)及污水處理廠。 

(二) 興建範圍界面 

為維持台東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正常運作所需，興建範圍界面如下： 

1.既有已發包工程屬主辦機關興建範圍。 

2.民間機構興建之分支管網密度，須至現有街道及都市計畫道路之巷弄

口，並須確保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之安裝（用戶接管）之管線長度不超

過 100 公尺。 

(三) 興建範圍變更 

主辦機關因政策變更或重大原因基於公益必須變更興建範圍時，

民間機構應配合為之，如民間機構因而增加負擔，則另協商之。 

(四) 擴廠興建範圍之優先議約權 

民間機構應依投資執行計畫書中預留擴建所需之用地及空間。主

辦機關得就預留擴建所需之用地及空間，依日後污水處理廠實際進流

水量情況及民間機構之投資執行計畫書內容，決定擴廠興建營運範

圍。主辦機關於完成相關法律程序後，得視實際需要，依下列原則，

優先與民間機構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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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辦機關通知民間機構辦理擴廠議約程序後，民間機構應於主辦機關規

定之時程內完成議約程序。 

2.民間機構未於主辦機關規定時程內完成議約時，視為民間機構無條件放

棄擴廠議約權，議約程序隨即終止。 

3.民間機構未依前項規定完成議約，或因其他因素終止議約程序時，民間

機構需同意下列事項： 

(1) 民間機構同意就預留之擴廠用地及空間（以下簡稱「預留地」）於議

約程序終止之日起三十日內無條件返還主辦機關或主辦機關指定之

第三人，並配合辦理相關手續事宜。 

(2) 民間機構同意預留地上之設施及管線等，無償移轉予主辦機關或主

辦機關指定之第三人，惟主辦機關或主辦機關指定之第三人要求民

間機構拆除該等設施或管線時，民間機構應配合之。 

(3) 主辦機關或主辦機關指定之第三人就該預留地為擴廠興建工程而 

    有使用民間機構設施或管線時，民間機構同意主辦機關或主辦機關 

  指定之第三人得無償銜接該等設施及管線等。 

(4) 操作、維護及更新污水處理廠有關之設備。 

(5) 污泥之清運及處置。 

(6)  污水下水道管網維護。 

(7)  既設管線之管理維護。 

(8)  其他經主辦機關核定之事項。 

六、興建前之準備 

(一) 民間機構配合開工之需要，完成準備興建開工之必要準備工作，包括

但不限於： 

1.完成有關污水處理廠用地及下水道主、次幹管、分支管及用戶接管用地

之一切必要之調查（如測量及鑽探）。 

2.與相關單位洽商並完成污水處理廠所需之自來水供應及管線埋設事宜

及輸配電線路等申請事宜。 

3.所有細部設計圖說，包括但不限於為申請雜項執照及建築執照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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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送主辦機關很審查。 

4.取得興建污水處理廠及相關設施之各項建築執照，並將結果副知主辦機

關。 

5.開工前應依本計畫之評估審查結果提送環境保護計畫予主辦機關備查。 

(二) 提報準備工作完成報告 

民間機構於準備工作全部完備、已達得隨時開始興建之狀況時，

應提出準備工作完成之書面報告供主辦機關審查，同意後進行開工。 

七、興建期間應遵守事項 

(一) 民間機構於興建期間，應依各項法令規定興建，並應依興建執行計畫， 

     於計畫營運日前完成興建及試運轉。 

(二) 民間機構於投資興建前應自費備妥相關資料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於審查通過後取得相關證照，據以興建施工。 

(三) 民間機構於施工期間，應自行負責工地安全衛生及依法令設置相關標

示、設施，辦理相關員工或施工人員安全保險，並為興建中之工程辦

理各項相關保險。 

(四) 興建期間，包括主辦機關興建完成並交付民間機構之設施及民間機構

投資範圍，民間機構均應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善盡保管、維修、

養護之責，並自行負擔費用。 

八、施工 

(一) 施工規範及變更設計 

民間機構應依其所提之興建執行計畫進行設計及施工，非經主辦

機關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變更。 

(二) 興建進度管制及落後之處理 

1.民間機構應於簽約後一百二十日內，依契約文件中「興建營運基本需求

書」規定，提出施工執行計畫及品質計畫書送主辦機關審查，其內容包

括但不限於工作組成架構、主計畫時程（含重要里程碑）、計畫管制方

式、分包計畫、執行管理月報內容、品質保證計畫概要、緊急應變防災

計畫、環保及交通維持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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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間機構應依施工執行計畫時程所定之「開工日期」開工，並應於各分

包工程開工十日前通知主辦機關。 

3.民間機構應依契約所載之各興建期限完成興建工作，並向主辦機關提出

書面報告。 

4.民間機構興建工作進度嚴重落後時，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 施工進度 

1.污水處理廠之興建規模，應配合用戶接管數量及計畫區域之人口狀況，

適時擴建。 

(1) 民國 97 年底完成第一期污水處理廠之興建，規模為 5,500 CMD。 

    民國 98 年底完成用戶接管 1,200 戶。 

(2) 第二期擴建工程(5,000CMD)民間機構須於 98 年提出申請，並提送擴

廠計劃書予主辦機關審查，計畫書內容為歷年來自來水量與進廠污

水量之統計資料及未來三年以上之預計污水成長量，經核定後繼續

辦理後續工程，於 100 年完成污水處理廠建設，並於 101 年底完成

用戶接管累計 10,400 戶。 

(3) 第三期擴建工程(5,000CMD)民間機構須於 101 年提出申請，並備妥

相關資料，經核定後於 102 年底完成第三期污水處理廠建設，累計

全期平均日污水處理容量為 15,500CMD，並於 106 年底累計完成用

戶接管 18,000 戶。 

2.污水下水道 

民間機構應於民國 95 年簽約後至 106 年共 12 年間，完成污水下

水道主、次幹管及分支管網約 49,632 公尺(參照圖 1.4.1-10)。 

3.用戶接管 

民間機構用戶接管目標須於民國108年完成18,000戶之用戶接管

戶數，用戶接管普及率須達到 90 %。 

(三) 工期展延之申請 

民間機構有下列情形時，得提出展延期限之申請： 

1.因非可歸責於民間機構之事由導致興建期限之遲延。 

2.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所導致之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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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於上述情形發生後十日內得以書面載明展延之理由及期間

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由主辦機關審核之。主辦機關審核後，倘該遲延

影響民間機構之營運開始，經主辦機關同意後，許可年限得隨同展延。 

九、興建品質 

(一) 為確保品質，民間機構應訂定品質保證計畫，該品質保證計畫內容應

至少包括品保組織、人員及作業程序。其組織架構應至少包含品保部

門及設計審查單位，並應確保其作業之獨立性。 

(二) 民間機構應依照其所規劃之品質保證計畫，辦理設計與施工，並自行

負責工程之品質及安全。 

十、工程監督管理 

(一) 民間機構應依設計及施工進度，每月提送執行管理月報予主辦機關備

查。月報內容至少應包括已完成、進行中及後續工作之工作進度、設

計及施工中所遭遇之問題及解決方式以及品質保證報告。 

(二) 主辦機關於必要時得對民間機構設計與施工品保工作之執行進行監督

與查驗。 

十一、完工報告及完工查核 

(一) 民間機構應於各期污水處理廠設備安裝完成後，依興建營運基本需求

書之規定進行試運轉及功能測試，並於試運轉及功能測試完成後，將

試車成果報告、竣工資料及查核、檢驗及認證報告及結果證明文件彙

整為完工報告提交主辦機關核定。 

(二) 民間機構應於各階段管網施工完成後，提交完工報告予主辦機關核定。 

(三) 報告格式及內容，應依主辦機關及民間機構雙方議定者為之。 

(四) 民間機構之完工報告應送交主辦機關書面審查後核定，必要時主辦機

關或其委託之專業機構得執行查核、檢驗及履勘。 

(五) 民間機構不得於主辦機關核定其完工報告前，啟用該完工之設施並營

運。 

十二、施工品質未達標準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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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期要求乙方改善 

甲方要求乙方定期改善時，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乙方： 

1. 違約之具體事實； 

2. 改善違約之期限； 

3. 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及 

4. 屆期未完成改善之處理。 

(二) 乙方屆期未改善或改善無效時，甲方得為下列處理，並以書面通知乙

方及融資機構： 

1. 由融資機構於一定期間內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暫時接

管乙方或繼續辦理興建營運。 

2. 如融資機構拒絕接管，甲方得中止乙方興建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三) 融資機構或其指定之其他機構接管後，或乙方中止興建或營運一定時間

後，持續相當期間仍未改善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 

2.2.2 營運 

一、主辦機關興建範圍之工程，除主辦機關依約定保留使用之範圍外，其餘部

分於主辦機關完成後，交付予民間機構使用。 

二、民間機構應於興建完成後依法取得所需證照。 

三、營運開始日 

指民間機構於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後，二年內完成第一期平均日污

水處理容量 5,500 CMD 之污水處理廠，並配合分支管網、用戶接管建設

於第三年開始營運。並取得相關營運所需之核准或證照，且經民間機構

通知，主辦機關同意正式開始營運之日，即為營運開始日。 

四、營運規範之遵守 

(一) 營運期間若污水處理廠之進流水質符合：設計進流水質，則民間機構

應將污水處理至 BOD5 20 mg/L 及 SS 20 mg/L 及其他標準應符合環保署

公告之放流水標準。 

(二) 在污水處理廠進流水質超過上述進流水質基準值期間，民間機構仍應



促進民間參與台東縣台東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 
先期計畫書 

2-12 台東縣政府   

第二章

善盡處理之責任，使放流水符合標準。民間機構於善盡處理責任後，

而放流水水質或污泥仍不符標準時，則依公平誠信原則協商處理方法。 

(三) 除另有規定或經主辦機關同意者外，民間機構應於營運開始日起，維

持污水處理廠正常處理污水之功能，不得以設施跳機、維修或此類之

不正常運作為由，免除其符合放流水標準之義務。 

五、興建營運權轉讓之禁止 

民間機構依規定取得之權利，除為促參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之改善計

畫，或第五十三條規定之適當措施執行所需，且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者

外，不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或為民事執行之標的。 

六、維修 

(一) 營運設施之維修 

民間機構應對營運範圍之設施作定期維護及保養，俾提供符合營

運要求。該服務、保養、修繕之費用均由民間機構自行負擔。如該維

護及保養工作須委由第三人為之者，所簽契約副本，應交付主辦機關

備查。 

(二) 整體維修計畫 

民間機構應於試運轉前提出整體維修計畫及設備功能測試評估計

畫，經主辦機關同意後實施，修改時亦同。民間機構每年度應提報設

備功能測試評估報告及歲修計畫。主辦機關得依設備功能測試評估報

告之結果，要求民間機構進行必要之汰換。 

(三) 固定資產重置 

為了能確保污水下水道處理系統之永續經營與運轉之需求，於許

可年限內，民間機構應依投資執行計畫書中營運計畫辦理固定資產之

汰換，惟設備功能測試評估報告結果合格者，主辦機關得准予民間機

構延後汰換。 

七、土地及營運資產之使用及維護 

(一) 民間機構應依契約、設定地上權契約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使用本基地之

土地及建築物，以為興建營運本計畫及相關事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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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間機構所投資興建之建築物，非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不得拆除。如

因經營業務所需，擬於基地新建、擴建、修建、改建建築物時，應遵

守契約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並應事先取得主辦機關書面同意，該等費

用由民間機構自行負擔。但為本計畫緊急修繕維護所需者，得以事後

補報主辦機關之方式辦理。 

(三) 民間機構應維持本計畫之營運資產合於使用，如有應加以修繕之必要， 

     由民間機構自行處理並負擔費用。 

八、公共設施之興建 

民間機構應自行投資興建基地內之公共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區內道

路、停車場、綠地、自來水、電力、瓦斯、電信、污水及排水等管線設

施。 

九、興建營運監督管理 

(一) 民間機構所有增建、擴建、修建、改建之設施或設備工程等事項，應

經主辦機關同意方可為之，並於完工後，應將工程興建紀錄及所有完

工資料、文件、電腦圖檔報主辦機關備查。 

(二) 主辦機關及其他公務機關基於職權之行使或為辦理契約監督之需要，

得進入興建營運範圍。 

(三) 營運開始日後，主辦機關必要時得查核民間機構是否按契約規定操作

維護，民間機構應於主辦機關進行查核時，配合提出相關資料，民間

機構不得拒絕。 

(四) 主辦機關得進入污水處理廠進行流量、水質監測，民間機構須配合辦

理。 

(五) 流量監測系統 

民間機構應依投資執行計畫書內，營運計畫中所載之地點裝置流

量計，其訊號應連線至主辦機關指定之地點。流量計之校正得由主辦

機關自行辦理或經雙方同意委託之專業機構定期校正，後者之費用由

民間機構負擔。 

(六) 民間機構將建築物供其他第三人營運時，應檢附相關營運文件，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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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機關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七) 民間機構自行辦理之附屬事業均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營業許

可，始得為之。如有委託第三人辦理之情形且違反本契約之情事，仍

由民間機構對主辦機關負全部責任。 

(八) 民間機構於營運期間內，每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應編製年度事業計

畫（其內容應包括相關興建及營運管理計畫、財務計畫等）報主辦機

關備查，主辦機關並得於日後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定期或不定期依

民間機構之年度事業計畫檢查民間機構之營運。 

(九) 污水處理費 

於營運期間，主辦機關應支付給民間機構污水處理費，其計算方

式及付款悉依規定。 

主辦機關未來支付污水處理費用時，將區分為建設攤提費與操作

維護費，建設攤提費係以用固定攤提金額計付，操作維護費用則以實

際進廠處理污水作為分攤基礎計付，其中建設費用項目包含污水處理

廠及其附屬設施、污水主幹管、次幹管及其分之管網之建設費用，以

及污水處理廠重置成本；操作維護費用包括巷道連接管、用戶接管及

其他營運期間發生之費用。 

十、污水處理廠興建期展延： 

污水處理廠興建期因除外情事或不可抗力事件而延長，經主辦機關

同意延後，許可年限仍為三十五年。自營運開始日後，污水處理費用準

用契約之規定支付，惟該興建展延期間逾二年者，雙方得就原委託服務

費之建設費用計價方式另行協議調整之。  

十一、污水處理費用之調整 

(一) 營運期間內，每營業年度污水處理費用之固定操作維護費用及變動操

作維護費用依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之前一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逐年調整；倘有法令或營業稅率之變更，污水處理費用應據以

調整。 

(二) 因不可歸責於民間機構事由，致民間機構實作管網鋪設數量無法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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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定投資執行計畫書之數量時，主辦機關應調降原委託服務費。 

(三) 若民間機構經核定之投資執行計畫書管網鋪設數量或實作鋪設數量超

過原提送之投資計畫書管網鋪設數量時，其未超過（含）5公里部分，

污水處理費不予調整。 

十二、民間機構之請款與給付 

民間機構應於每月第五日（逢休假日順延）前，將前一月實際處理

之污水總量彙製成報告送交主辦機關，並開立發票向主辦機關請款，主

辦機關應於收到請款發票二十日內（逢休假日順延）支付民間機構污水

處理費。 

十三、水污染防治費之繳納 

於營運期間若民間機構須依法繳納水污染防治費用者，應由民間機

構繳納完成後，依契約規定一併向主辦機關申請撥付，主辦機關撥付金

額將包含水污染防治費與依法須繳付之相關營業稅。 

十四、安全監控與通報計畫 

(一) 民間機構於開工前一個月內，應就執行之內部及外部安全，進行詳細

評估，並向主辦機關提出安全監控執行計畫予主辦機關審查，民間機

構並應自行負擔費用及負責執行基地全天候之安全措施。其後如有修

正時，亦同。 

(二) 民間機構應於開工前及正式營運前一個月內，研訂緊急事故之應變措

施及通報主辦機關之系統與方法，並提出通報計畫予主辦機關審查。

其後，如有修正時，亦同。 

(三) 民間機構如有與保全公司簽約之必要，應於與保全公司簽約後十日

內，將該等契約副本報主辦機關備查。 

十四、品質驗證 

民間機構應於營運開始日起二年期滿前取得污水處理廠國際品質

管理認證（如目前之 ISO 9002、ISO 14000 等），並於許可年限期間維

持其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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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放流水水質之採樣分析 

(一) 放流水水質之定期採樣分析 

民間機構應依水污染防治法之相關規定，定期為放流水水質採樣

分析，並依相關規定提送台東縣環保局審查。 

(二) 為維持污水處理廠之正常營運，民間機構應依投資執行計畫書中，營 

   運計畫之內容及申請須知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中之規定，定期就污水 

 處理廠應檢測之項目、採樣頻率、及化學藥劑之使用狀況，檢送檢測 

報告予主辦機關備查。 

(三) 主辦機關不定期會同採樣分析 

主辦機關得不定期會同民間機構進行放流水水質採樣，並將水樣

送經環保署認證之水質代檢測業者進行分析，民間機構不得拒絕，相

關採樣分析費用均由民間機構負擔，惟主辦機關就各項目之採樣頻率

以每年不超過二十四次為原則（缺失改善之複檢不計次數）。 

主辦機關之不定期採樣項目於進流水部份僅包括溫度、pH、BOD5、

COD 及 SS 等五項，於放流水部份僅包括大腸桿菌群、溫度、pH、BOD5、

COD 及 SS 等六項。 

十六、營運績效評估辦法 

於許可年限屆滿前，如民間機構符合契約所定之營運績效評估辦法

規定，則主辦機關得與民間機構優先議約，以繼續營運及維護本計畫設

施。 

(一) 營運績效評估方法及項目 

1.民間機構應於營運開始日起之次年一月三十一日前，提出上年度營運績

效說明書，供主辦機關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辦理營運績效評估。 

2.民間機構所提之營運績效說明書應包括規定之評估項目所需之資料。 

(二) 營運績效評估程序及標準 

1.除進行書面評審外，主辦機關可要求民間機構向評估委員會提出簡報並

答覆委員之詢問，如主辦機關要求查閱民間機構所提送相關資料及文件

之原始紀錄或進行現地調查勘驗時，民間機構應充分配合，不得拒絕。 

2.評估標準可參照契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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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辦機關應將營運績效評估結果，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 

4.所有委員對當年度之評分之平均值為七十分以上者，則當年度評定為

「營運績效合格」;未超過七十分者則不予評定為「營運績效合格」，民

間機構並應於三十日內提出營運改善說明書予主辦機關審核。 

5.營運期間之年平均值達七十分以上者，評定為「營運績效合格」，且民

間機構提出申請續約之前五個年度皆被評定為「營運績效合格」，則主

辦機關將評定民間機構營運績效良好，並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民間機

構得據以向主辦機關申請優先議約。 

6.主辦機關如需調整營運績效評估項目之權重者，應以書面通知民間機

構，並自下一年度開始實施。 

(三) 優先議約權 

1.民間機構如依規定經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得於屆滿前三年，檢附歷年

評估報告及未來之投資計畫書等，向主辦機關申請續約，續約年限以每

次五年為限。民間機構若未於前揭期間內向主辦機關申請議約，視為放

棄優先議約之機會。 

2.主辦機關審核民間機構符合優先議約條件者，且評估本計畫仍有交由民

間繼續營運之必要時，主辦機關將研訂繼續營運之條件，通知民間機構

議定新約內容。倘雙方未能於屆滿前二年就新約內容達成合意時，民間

機構即喪失優先議約之機會，主辦機關將自行營運或公開辦理招標作

業，民間機構不得異議。 

十七、財務事項 

(一) 持股比例要求及股權移轉之限制 

最優申請人應使成立之特許公司於本計畫興建期間，由最優申請

人佔有其股份總數合計不得低於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惟興建期間

結束後經取得主辦機關書面同意，其股權移轉不受限制。 

(二) 轉投資 

民間機構如擬進行轉投資，應經主辦機關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核准後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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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報表提送 

1.民間機構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將前一年底之主要股東持有股份比例

或董事、監察人名冊、資產清冊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簽證報告書

等資料報主辦機關備查。主要股東係指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

東。 

2.民間機構應保存其經營本計畫有關之會計帳簿、表冊、憑證、傳票、台

帳、財務報表及其他相關文件，又一切會計事項應依中華民國公認會計

原則及商業會計法有關規定辦理。 

(四) 財務檢查權 

主辦機關得自行或委託財務專業機構定期或不定期對民間機構執

行財務檢查。檢查時應通知民間機構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帳簿、表冊、

傳票、財務報表或其他相關文件供主辦機關或主辦機關委託之機構查

核，民間機構應即呈交閱覽並為必要之說明，不得拒絕。 

(五) 法人組織變動之通知 

民間機構之登記或認許事項內容有變更，或董事、監察人有變動

時，應於每次變更登記完成後十日內，將修改後之變更登記內容或章

程影本，及新任董事、監察人名冊，全部送主辦機關備查。 

(六) 自有資金比例 

民間機構所成立之特許公司於許可期限內應維持至少百分之三十

之自有資金比例。 

十八、經營附屬事業 

(一) 經營附屬事業之內容 

1.民間機構得於本計畫興建營運範圍內，依相關法令規定經營附屬事業，

如須取得有關機關之營業許可者，民間機構應於取得許可後，始得為之。 

2.經營附屬事業計畫 

民間機構可於投標時規劃附屬事業經營計畫，並擬訂相關回饋計

畫，且於經營附屬事業有盈餘時，需反應於調降污水處理費機制中，如

於許可年限中提出附屬事業經營計畫，則民間機構須經主辦機關同意經

營附屬事業後方可實施，且應於預定開始經營附屬事業前一個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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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送交主辦機關審查，變更時亦同。主辦機關並得自行或委託第

三人依民間機構之營運計畫，檢查附屬事業之營運。 

(二) 經營附屬事業之期間 

附屬事業之經營期間不得逾越本案之許可年限。 

(三) 第三人經營附屬事業契約副本之備查 

民間機構與第三人間之經營附屬事業契約副本應送主辦機關備查。 

(四) 經營附屬事業之財務規定 

民間機構經營附屬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1.由專責部門經營及管理。 

2.污水下水道部門收支與經營附屬事業部門收支科目分列。 

3.經營附屬事業須訂定回饋機制予主辦機關。 

(五) 經營附屬事業之監督與違約處理 

1.主辦機關得依相關法令及約定事項辦理附屬事業之監督與管理。 

2.民間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情節重大者，主辦機關得中止其經營附屬

事業權利之一部或全部： 

(1) 民間機構自行從事經營附屬事業有妨礙本計畫或鄰近地區之交通、

安全，經主辦機關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 

(2) 經營附屬事業之第三人，其經營有妨礙本計畫或鄰近地區之交通、

安全，經主辦機關通知民間機構轉知該第三人限期改善，逾期仍未

改善者。 

(3) 違反相關稅費負擔之規定，經主辦機關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

善者。 

十九、相關稅費負擔 

(一) 在許可期限內除另有規定外，本計畫之所有稅捐均由民間機構負擔。 

(二) 有關環保等法令所應繳納之規費由民間機構負擔。 

(三) 水、電、瓦斯、電信及通訊，由民間機構洽請相關事業單位辦理，費 

     用由民間機構負擔。 

(四)水、電、瓦斯、電信、通訊及清潔費用依使用者付費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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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用地交付與維護  

一、用地交付標的 

本計畫所使用之污水處理廠土地，面積約 6.5 公頃。（未來實際面

積以土地登記謄本所載面積為準） 

二、用地交付方式  

(一) 交付標的，主辦機關應以設定地上權之方式供民間機構使用。 

(二) 由主辦機關於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完成登記後三十日內完成交付民間

機構之手續。 

(三) 主辦機關通知民間機構辦理簽定設定地上權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如

因可歸責民間機構之事由，未完成設定地上權契約簽約手續者，主辦

機關得依規定辦理。 

(四) 於辦理用地交付前，主辦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並由雙方指派

代表辦理現場會勘，主辦機關並應出具相關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及

辦理實地土地複丈鑑界點交，經雙方確認無誤後，由民間機構簽收。 

(五) 民間機構應自主辦機關通知點收之日起十日內完成點收。如因可歸責

於民間機構之事由致點收遲延達三十日時，主辦機關得向民間機構請

求用地之保管費用（比照土地租金金額收取保管費用）或終止進行。 

三、土地使用 

(一) 民間機構應依相關約定、都市計畫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使用。若前揭約

定、都市計畫、法令有不一致時，雙方應就民間機構因此所受影響協

議處理，如無法於一個月內達成協議時，依契約規定處理。 

(二) 民間機構未依有關約定及投資執行計畫書內容使用主辦機關交付之土

地者，視為民間機構違約，主辦機關得依契約規定辦理。 

四、基地調查 

(一) 民間機構負責進行並負擔因規劃設計所需各項調查工作及負擔相關費

用。 

(二) 民間機構得於簽訂契約後，經主辦機關同意進入基地現址進行規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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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所需之各項調查工作。 

(三) 除另有規定外，基地之現況或探勘後之狀況若與主辦機關所提供之資

料不合，民間機構不得以成本增加、或其他涉及契約履行等相關事由，

向主辦機關提出損害賠償或補償。 

伍、用地管理維護 

民間機構應於主辦機關交付用地後，自行負責本基地內土地之管理

維護，並負擔管理維護費用。 

2.4 土地租金 

土地租金計算基礎依營建署發文字號（營屬工程字第 0942916771 號）函；

柒、會議結論：四、為避免中央輔助經費由地方政府於租金中回收之情事，依

行政院核定高雄獅龍溪污水下水道 BOT 系統指示事項：「請辦理民間參與污水

下水道系統建設之各縣市政府，在辦理各系統先期計畫書時將所列污水處理廠

用地租金部分成本計算減列為新台幣 1 元。」，本案先期計畫書財務規劃依據

上述內容規定土地租金以 1元/年作為財務試算進行。 

2.5 本業及附屬事業之許可年限及優先定約權 

本計畫係依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公告徵求民間參與興建暨營

運，由民間機構興建並營運至許可年限屆滿後，無償移轉予政府之方式進行。 

本業及附屬事業之許可年限自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

之翌日起算，共計三十五年，但如提前終止或展延者，興建營運期間隨之提前

屆滿或隨之展延。 

許可期滿，經主辦機關評定民間機構營運績效良好，得與民間機構優先議

約委託繼續營運。營運績效良好之標準及優先議約之程序如下： 

一、營運期間之歷年評定之年平均值達「營運績效合格」，且申請優先定約前

五個年度皆被評定為「營運績效合格」時，主辦機關將評定民間機構為營

運績效良好，並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民間機構得據以向主辦機關申請優

先期滿後之優先議約。 

二、民間機構如經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得於許可年限屆滿前三年起，檢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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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評估報告及未來投資計畫等，向主辦機關申請續約，續約年限每次以五

年為限。民間機構若未於前揭期間內向主辦機關申請定約，視為放棄優先

定約之機會。 

三、主辦機關審核民間機構符合優先定約條件者，且評估本計畫仍有交由民間

機構繼續營運之必要時，主辦機關將研訂繼續營運之條件，通知民間機構

議定新約內容。倘雙方未能於契約屆滿前二年就新約內容達成合意時，民

間機構即喪失優先定約之機會，主辦機關將自行營運或公開辦理招標作

業，民間機構不得異議。 

從而，本案之主辦機關得依上述程序，評估是否於許可年限屆滿後由該民

間機構繼續營運，俾利下水道系統移轉之過程及減輕主辦機關後續之負擔。 

2.6 許可年限屆滿之營運資產移轉及返還 

一、營運資產移轉、返還計畫及契約 

本條所稱之移轉，係指雙方依促參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本計畫營運

期限屆滿時所為之移轉。 

(一) 除另有約定外，關於營運資產移轉之權利義務等事項，民間機構應於

許可年限屆滿前三年提出資產移轉及返還計畫，雙方並開始協商相關

事宜，俾於許可年限屆滿前二年完成「資產移轉及返還契約」之簽訂。 

(二) 於許可年限屆滿前二年，主辦機關應將接續營運之機構通知民間機

構，主辦機關得自行或指派第三人進駐瞭解民間機構之營運，以維持

營運期限屆滿後污水處理廠與污水下水道之正常營運。 

二、移轉及返還標的 

(一)、營運資產移轉及返還標的 

1.依規定於許可年限屆滿時移轉及返還之標的，為民間機構於許可年限

內，因興建營運污水處理廠與污水下水道而取得之現存全部營運資產及

由主辦機關交付民間機構營運維護之相關設施。 

2.主辦機關出租或交付民間機構保管且未經主辦機關依規定程序報廢之

財產、設施或設備。 

(二) 移轉標的應包含使用或操作有關之軟體或各項文件、物品及相關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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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之所有權文件、擔保書、契約書、使用手冊、計畫書、圖說、

規格說明、技術資料等。 

(三) 移轉標的應包含民間機構原所使用之電腦程式、軟體資料、系統，不

論為民間機構或為第三人所有，除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不須移轉或授

權予主辦機關或其指定之第三人使用外，民間機構應於許可年限屆滿

時移轉或授權予主辦機關或其指定之第三人使用，並應會同主辦機關

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移轉或授權登記手續。如民間機構將前揭電腦

程式、軟體資料、系統，移轉或授權予主辦機關或其指定之第三人使

用時，民間機構原對授權人所負擔之義務，應由主辦機關承擔。 

三、無償移轉 

民間機構應將營運資產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無償移轉予主辦機關或主辦

機關指定之第三人。 

四、移轉及返還程序 

(一) 編製資產清冊 

民間機構應自契約簽訂日起，製作資產清冊，並依行政院頒行之

「事務管理手冊」規範逐項詳細登載，註明取得該資產之名稱、種類、

取得時間、他項權利設定情形。其中有關移轉項目另應註明使用現況

及維修狀況。於有效期間內，民間機構應於每年元月三十一日前將前

一年度最新資產清冊報主辦機關備查。 

(二) 移轉及返還前之營運資產總檢查 

許可年限屆滿前四年起，民間機構應委託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之

專業機構進行營運資產總檢查，以確定所移轉及返還之營運資產，仍

符合正常之營運規範要求。民間機構委託專業機構進行資產總檢查所

生之費用由民間機構負擔。 

(三) 各項移轉標的及返還標的之移轉與返還方式，可另於「資產移轉及返

還契約」中訂定之。 

(四) 民間機構應提供必要之文件、紀錄、報告等資料，以作為移轉及返還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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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除另有約定外，於移轉及返還程序完成前，均應繼續履行其所應盡之

義務。 

五、移轉時及移轉後之權利義務 

(一) 移轉標的如係民間機構以融資性租賃、動產擔保交易、租借或其他類

似方式取得者，除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者外，民間機構應於許可年限

屆滿前取得所有權或其他權利，以移轉予主辦機關或其指定之第三

人，不得因無償而拒絕資產之移轉。 

(二) 除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保留外，移轉標的如有出租、出借或設定其他

任何負擔者，民間機構應於移轉上開資產前，除去該等負擔。 

(三) 民間機構依相關規定移轉予主辦機關之資產，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民

間機構應擔保其移轉標的於移轉時無權利瑕疵且為正常之使用狀況，

其維修狀況亦應符合法定之安全標準。民間機構並應將其移轉標的之

製造商或承包商之瑕疵擔保請求權讓與主辦機關或主辦機關指定之第

三人。 

(四) 民間機構應擔保全部設施、設備於移轉予主辦機關或主辦機關指定之

第三人時，均處於正常保養之良好狀況，並可正常使用。 

(五) 民間機構於營運期限屆滿未獲繼續經營之許可時，應依當時相關法令

規定，負責辦理其有關人員之退休及資遣。 

(六) 民間機構依規定移轉予主辦機關之資產，未符合有關規定時，主辦機

關得沒收民間機構扣抵後剩餘之履約保證金之全部或一部。 

2.7 許可年限屆滿前之營運資產移轉及返還 

所謂許可年限屆滿前之資產移轉及返還，是指許可年限尚未屆滿時發生民

間機構無法持續營運，造成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運作中斷之情事，主辦機關需

與民間機構中止契約行為，茲將相關程序或規定分述如下： 

一、移轉及返還標的 

於許可年限屆滿前終止時，雙方同意依規定辦理資產之移轉及返

還。主要為民間機構所興建及所有，而為繼續完成污水處理廠及污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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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系統興建營運所必要且堪用之營運資產與興建中之工程，以及主辦

機關所興建交付民間機構營運、維護、保管，且未經主辦機關依規定程

序報廢之財產、設施或設備。移轉標的應包含使用或操作有關之軟體或

各項文件、物品及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所有權文件、擔保書、契約書、使

用手冊、計畫書、圖說、規格說明、技術資料等。 

民間機構於移轉時所使用之電腦程式、軟體資料、系統，不論為民

間機構或第三人所有，除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不須移轉或授權予主辦機

構或其指定之第三人使用者外，均應依約定移轉或授權予主辦機關或其

指定之第三人使用，並會同依法辦理移轉或授權登記手續。 

二、移轉條件及計價 

因可歸責於之事由而終止時，民間機構應將本計畫所有之資產依終

止時之現狀先無償移轉予主辦機關，使主辦機關或主辦機關所指定之第

三人得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強制接管。惟若移轉之營運資產價值超過主

辦機關之損失時，民間機構仍應依規定進行移轉，並與主辦機關協商處

理方式。 

因政府政策改變而終止時，民間機構應將本基地上民間機構所有之

營運資產及興建中之工程，經鑑價機構認定堪用之部分，經鑑價或協議

價格後，有償移轉予主辦機關。 

三、移轉及返還程序 

除另有約定外，應於終止日起十五日內完成移轉及返還點交作業。

於點交作業完成前，均應繼續履行其所應盡之義務。民間機構應於終止

日前一個月內，將截至終止時之資產清冊（含應移轉及返還之資產）提

送予主辦機關。民間機構應提供必要之文件、紀錄、報告等資料予主辦

機關，以作為資產移轉及返還之參考。 

四、移轉時及移轉後之權利義務 

(一) 除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者外，移轉標的如係民間機構以融資性租賃、

動產擔保交易、租借或其他類似方式取得所有權或使用權者，民間機

構應負責取得該所有權或使用之權利予主辦機關或其指定之第三人，



促進民間參與台東縣台東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 
先期計畫書 

2-26 台東縣政府   

第二章

且不得因該移轉標的係無償移轉而拒絕之。 

(二) 除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者外，辦理移轉時，民間機構應擔保該移轉標

的於移轉時無權利瑕疵且具有正常使用之效用，其維修狀況亦應符合

法定之安全標準。民間機構同意將其對移轉標的之製造商或承包商之

瑕疵擔保請求權讓與主辦機關或主辦機關指定之第三人。 

(三) 除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保留者外，所定之移轉標的如有出租、出借或

設定其他負擔者，民間機構應於移轉前，除去該等資產上之一切負擔。 

五、必要移轉標的之計價 

資產移轉前，應指定公正之專業鑑價機構進行資產檢查，並作成資

產鑑價報告。鑑價機構費用之支付，除可歸責民間機構之事由致終止而

由民間機構支付者外，則可由民間機構與主辦機關協議負擔鑑價機構之

費用比例。 

六、興建中之計價方式 

興建中之工程，其價格應依「工程成本」及「工程完工程度」之百

分比定之，以作為有償移轉價金計算之參考。其「工程完工程度」應由

鑑價機構鑑定之。 

前述所稱之「工程成本」係指民間機構就所實際支出之「工程成本」，

與「工程經費詳細表」所列各工程項目之總金額，二者中較低者為準。「工

程經費詳細表」所列工作項目即為所定之「必要」之營運資產及興建中

之工程項目。 

七、營運中之計價方式 

營運中之營運資產，應由鑑價機構就該資產之工程實際成本、使用

情形、使用價值及興建營運期間剩餘年限，並參考關於移轉前資產總檢

查之相關規予以鑑價。 

八、有償移轉價金之計算 

關於有償移轉之價金計算，應以為規定之鑑價結果總和為準 

九、有償移轉時價金之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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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償移轉標的之價金，主辦機關應於完成移轉手續後，依雙方協議

之方式支付予民間機構。 

2.8 第三監督單位之工作內容 

一、品質及安全管理監督機構之職務 

為保證民間機構所規劃、設計、興建、營運之污水下水道系統能達

到功能、品質及安全要求，本計畫應由品質及安全管理監督機構（依其

執行計畫內容，可由一家或一家以上專業公司組成），執行本計畫興建及

營運之查核、檢驗工作，並不定期及固定於每六個月及營運前三個月提

出報告及結果證明文件。 

二、品質及安全管理監督機構之選任 

計畫執行期間民間機構需自行進行二、三級品管工作及遴選一獨立

監督查核單位進行獨立認證工作，且遴選之監督查核單位需報請主管機

關同意後方能聘用，於計畫期間該單位將協助主管機關適度監督查核民

間機構，並提相關報告予主辦機關同意或備查或轉交內政部營建署所遴

聘之專案管理機構進行審查或查核，以協助主辦機關監督辦理契約期間

有關工程、法律、財務及有關興建營運等有關事項。 

三、執行計畫 

民間機構進行品質及安全管理監督機構選聘時，需將該機構預定執

行之工作範圍及內容送交主管機關審核，主辦機關、民間機構與獨立查

核機構三者間，需互相配合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其執行計畫至少包含下

列各項工作：  

(一) 協助台東縣政府審查民間機構所提之相關計畫及執行內容，包括但不 

 限下列各項： 

1.所有民間機構提出並需經主辦機關同意、核定、備查、通知、通報、

協助辦理事項。 

2.融資機構簽訂融資契約。 

3.施工執行計畫書、品質計畫書、營運管理計畫書。 

4.綠美化及污水下水道建設宣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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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屬事業營運計畫並定期或不定期依民間機構之營運計畫檢查民間機 

構附屬事業之營運。 

6.試車計畫及功能測試需求所列需主辦機關備查、審查事項。 

7.民間機構於營運期間內之年度事業計畫。 

8.安全監控執行計畫、緊急事故通報計畫。 

(二) 查核民間機構有關興建、營運管理或執行執行成果報告 

1.查核民間機構提出之完工報告。 

2.查核民間機構所提變更設計事項。 

3.查核民間機構所提進度改善計畫。 

4.查核民間機構所提展延工作進度理由及期間，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5.查核民間機構所規劃需經過私人之既有道路用地是否完全具備不可 

替代性。 

6.民間機構所提污水處理廠建築外觀設計審查意見。 

7.認證用戶接管戶數，及核算污水處理費之請款報告。 

8.查核民間機構所提放流水水質採樣分析報告，及協助主辦機關會同 

民間機構進行放流水水質採樣。 

9.民間機構提出之請款報告。 

10.查核民間機構提出之年度用戶接管計畫及請款預算書。 

11.污泥之清除處理處置是否依規定辦理。 

12.污水處理廠進流抽水站、繞流位置及放流口或其他流量計之操作，以 

 確保流量計流量之紀錄正確性。 

13.查核民間機構提出之營運改善說明書。 

14.查核民間機構提出之最新營運資產目錄。 

15.依營運績效評估辦法對民間機構之操作績效進行考核。 

16.辦理營運資產總檢查工作，以確定所移轉之營運資產，仍符合正常 

之營運要求。 

17.查核民間機構提出之執行管理月報。 



促進民間參與台東縣台東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 
先期計畫書 

2-29 台東縣政府   

第二章

2.9 污水處理費支付模式 

 付費機制之設計、費率計算之分攤基礎以及工程建設之資本支出均係影

響財務可行性之重大因素，擬定付費機制主要乃係做為本計畫推行時，縣府與

民間機構計算污水處理費價金之參考，好的付費機制可有效減低縣府之財政負

擔，同時給予民間機構合理之投資報酬。 

2.9.1 污水處理費支付模式分析 

由可行性研究中可得知，不同的付款方式將直接影響總污水處理費之金

額，因此將考量不同付款方式下之規劃結果，針對污水處理廠及管線建設費與

用戶接管及變動操作維護費等兩類項目，分別採取單一費率支付與距到期期間

分期攤提等二種可能之付款方式，分別為方案一與方案二，其付款方式摘要如

表 2.9.1-1 所示。 

依「推動方案」關於對地方政府之獎勵措施，若地方政府所徵收之污水下

水道使用費率不足支付民間機構建設營運處理費率，其差額(中央補助部分)

由中央按現行「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補助比例補助之。台

東縣政府之財力級次係屬第三級，因此不足部分將 100 %由中央補助；依推動

方案修正本，地方政府未來將依審查後之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費率額度向用戶徵

收使用費，其差額由地方政府編列預算補足。 

倘若縣府可於民國 98 年開始徵收下水道使用費，以每度自來水加徵 5元

下水道使用費並考量地下水入滲率為 12%之前提下，以每 5年調漲 20%向民眾

收取之下水道使用費，本計劃在方案一及方案二等二種付款方式下，依補助辦

法之補助比例計算中央與縣府分年應負擔之金額，詳見如表 2.9.1-2 及表

2.9.1-3 所示，若未來考量付款時之物價上漲率影響，表 2.9.1-4 及表 2.9.1-5

分別以物價上漲率 2%之假設估算每年應支付之金額。 

表 2.9.1-1 付款方式彙總表 

 方案一 方案二 

污水處理廠建設費 單一費率 依距到期期間分期 
主幹管建設費 單一費率 依距到期期間分期 
次幹管+分支管 單一費率 依距到期期間分期 
用戶接管 單一費率 依污水量攤提 
操作維護費 單一費率 依污水量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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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0 0 1,465 4,148 8,052 12,689 16,595 22,841 24,892 25,771 26,356 26,532
中央政府負擔100% 0 0 10,942 30,990 60,156 94,793 123,971 138,388 150,812 156,136 159,686 160,748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0 0 12,406 35,138 68,208 107,482 140,565 161,229 175,703 181,907 186,042 187,280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0.00 0.00 5.00 5.00 5.00 5.00 5.00 6.00 6.00 6.00 6.00 6.00

年期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32,049 32,190 32,328 32,469 32,611 39,302 39,471 39,638 39,807 39,976 48,184 48,384
中央政府負擔100% 156,469 157,158 157,836 158,524 159,213 153,352 154,012 154,662 155,322 155,983 148,605 149,221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188,518 189,348 190,164 190,994 191,824 192,653 193,483 194,300 195,129 195,959 196,789 197,605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7.20 7.20 7.20 7.20 7.20 8.64 8.64 8.64 8.64 8.64 10.37 10.37

年期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總計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48,587 48,790 48,993 59,017 59,257 59,500 59,744 59,988 72,283 72,575 72,868 1,287,352
中央政府負擔100% 149,848 150,475 151,101 141,908 142,484 143,070 143,656 144,242 132,763 133,301 133,838 4,513,664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198,435 199,265 200,095 200,924 201,741 202,570 203,400 204,230 205,046 205,876 206,706 5,801,016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10.37 10.37 10.37 12.44 12.44 12.44 12.44 12.44 14.93 14.93 14.93

年期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0 0 1,465 4,148 8,052 12,689 16,595 22,841 24,892 25,771 26,356 26,532
中央政府負擔100% 0 0 41,068 48,045 58,196 99,150 109,306 139,349 143,450 145,207 146,379 146,730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0 0 42,532 52,193 66,248 111,839 125,900 162,190 168,342 170,978 172,736 173,262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0.00 0.00 5.00 5.00 5.00 5.00 5.00 6.00 6.00 6.00 6.00 6.00

年期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32,049 32,190 32,328 32,469 32,611 39,302 39,471 39,638 39,807 39,976 48,184 48,384
中央政府負擔100% 154,410 154,622 154,830 155,042 155,253 148,915 149,098 152,644 152,828 153,011 147,557 147,704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186,459 186,812 187,158 187,511 187,864 188,217 188,569 192,282 192,635 192,987 195,741 196,088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7.20 7.20 7.20 7.20 7.20 8.64 8.64 8.64 8.64 8.64 10.37 10.37

年期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總計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48,587 48,790 48,993 59,017 59,257 59,500 59,744 59,988 72,283 72,575 72,868 1,287,352
中央政府負擔100% 150,335 150,485 150,634 140,963 141,070 141,179 141,288 141,397 129,449 129,509 129,570 4,448,674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198,922 199,275 199,628 199,980 200,327 200,680 201,032 201,385 201,732 202,085 202,437 5,736,026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10.37 10.37 10.37 12.44 12.44 12.44 12.44 12.44 14.93 14.93 14.93

表 2.9.1-2 方案一分年應付污水處理費金額 

單位：新台幣仟元 

 

表 2.9.1-3 方案二分年應付污水處理費金額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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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0 0 1,465 4,148 8,052 12,689 16,595 22,841 24,892 25,771 26,356 26,532
中央政府負擔100% 0 0 11,611 33,544 66,417 106,752 142,403 162,144 180,234 190,329 198,549 203,868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0 0 13,076 37,693 74,469 119,441 158,998 184,985 205,126 216,100 224,906 230,399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0.00 0.00 5.00 5.00 5.00 5.00 5.00 6.00 6.00 6.00 6.00 6.00

年期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32,049 32,190 32,328 32,469 32,611 39,302 39,471 39,638 39,807 39,976 48,184 48,384
中央政府負擔100% 202,410 207,367 212,426 217,620 222,937 219,024 224,367 229,819 235,417 241,146 234,335 240,013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234,458 239,557 244,754 250,089 255,547 258,326 263,838 269,457 275,224 281,123 282,519 288,397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7.20 7.20 7.20 7.20 7.20 8.64 8.64 8.64 8.64 8.64 10.37 10.37

年期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總計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48,587 48,790 48,993 59,017 59,257 59,500 59,744 59,988 72,283 72,575 72,868 1,287,352
中央政府負擔100% 245,841 251,807 257,913 247,064 253,029 259,152 265,418 271,830 255,202 261,360 267,661 6,819,009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294,428 300,597 306,906 306,081 312,286 318,652 325,162 331,818 327,485 333,935 340,529 8,106,361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10.37 10.37 10.37 12.44 12.44 12.44 12.44 12.44 14.93 14.93 14.93

年期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0 0 1,465 4,148 8,052 12,689 16,595 22,841 24,892 25,771 26,356 26,532
中央政府負擔100% 0 0 43,581 52,005 64,253 111,660 125,558 163,269 171,436 177,007 182,004 186,089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0 0 45,046 56,154 72,305 124,349 142,152 186,110 196,328 202,778 208,360 212,621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0.00 0.00 5.00 5.00 5.00 5.00 5.00 6.00 6.00 6.00 6.00 6.00

年期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32,049 32,190 32,328 32,469 32,611 39,302 39,471 39,638 39,807 39,976 48,184 48,384
中央政府負擔100% 199,746 204,020 208,381 212,839 217,392 212,687 217,208 226,821 231,636 236,552 232,683 237,573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231,795 236,210 240,709 245,308 250,003 251,989 256,679 266,459 271,443 276,528 280,867 285,957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7.20 7.20 7.20 7.20 7.20 8.64 8.64 8.64 8.64 8.64 10.37 10.37

年期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總計

污水處理費

下水道使用費負擔部分 48,587 48,790 48,993 59,017 59,257 59,500 59,744 59,988 72,283 72,575 72,868 1,287,352
中央政府負擔100% 246,641 251,824 257,115 245,421 250,519 255,727 261,043 266,469 248,831 253,926 259,125 6,711,040
地方政府負擔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295,228 300,614 306,109 304,437 309,776 315,227 320,787 326,457 321,114 326,501 331,993 7,998,392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率漲幅(元/噸) 10.37 10.37 10.37 12.44 12.44 12.44 12.44 12.44 14.93 14.93 14.93

表 2.9.1-4 方案一分年應付污水處理費金額(加計 2%之物價上漲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表 2.9.1-5 方案二分年應付污水處理費金額(加計 2%之物價上漲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2.9.2 污水處理費支付標的分析 

由 2.9.1 節得知污水處理費支付之標的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一、污水處理廠及網管建設費： 

    污水處理廠及網管建設費包括污水處理廠、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成本及污水處理廠重置成本，按各期投入之成本，在股東內部報酬率為 10 

%利潤，計算每度污水所需攤提之費用，其性質係屬固定成本，與處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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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直接關聯，故以建設費攤提方式(參照 1.5.3.2 節之公式說明)來計算

每度之費率。 

二、用戶接管建設費： 

    本項係鼓勵民間機構儘速達成用戶接管目標，按各期投入之成本，在

股東內部報酬率為 10 %利潤，計算每度污水所需攤提之費用，故以實際污

水處理量換算每度費率。 

三、操作維護費： 

計有維護保養費、產物保險費、人事費、管理費、水質檢驗費、環境

監測費、行政管理費、藥品費、電力費、水費、污泥委外清運費及污泥委

外處置費等，按營運每年所發生之操作維費用，計算每度污水所需攤提之

費用，其費用之發生與實際污水處理量息息相關，故以實際污水處理量換

算每度費率。 

2.9.3 價格調整機制 

由於本計畫之契約期間長達 35 年，設施之興建亦非於投資契約初期可全
數完成，同時於契約期間內亦將面臨設施之重置，除設施規模與擴建期程可能

因水量變動而需調整外，契約期間之物價、利率、匯率波動亦非現階段可合理

預估，因此於契約中提供價格調整機制將為必要。價格調整機制整理如表

2.9.3-1所示。 

表 2.9.3-1 價格調整機制表 

項目 是否提供調整 說明 

物價波動 是 

就台灣經濟發展階段與近年來之資料研判，未來經濟
發展相對穩定，預估物價波動幅度不大，且考量本計
畫特性，在主要方案係採建設費分期攤提結算，未來
於各期發生之建設成本及操作維設費，依當期營造工
程物價總指數及躉售物價指數分別調整，因此於試算
中暫不予以考慮。 

利率波動 否 

為減少未來契約期間計費之困擾，此處並以長期之利
率水準進行估算，縣府與民間機構皆承擔部分利率波
動風險。民間機構將可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做為避險
工具。 

匯率波動 否 
由於所需之國外進口設備或技術比重不大，所衍生之
外幣融資亦將有限。 

法規修改 是 
因法規修改亦可能導致成本增加或減少，此部份非民
間機構或主辦機關現階段可預期。 

實際水量與預
估水量重大差

異 
是 

因每人每日用水量與污水產生量存在不確定性，乃考
量於契約中納入非因用戶接管因素所導致之水量差異
達一定比例時之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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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擬定污水處理費支付模式主要目的係作為本計畫實際推行時，縣

府與民間機構間計算污水處理費價金之參考，良好的付費機制可有效減低縣府

之財務負擔，同時給予民間機構合理之投資報酬。由於考量污水下水道之興(擴)

建期程之不確定性與水量波動之不確定性及相關資本支出特性與營運量特

性，因此本計畫採行依各成本及費用屬性分類之付費機制，以減低不確定風險

所衍生之困擾。 

    未來主辦機關支付予民間機構之款項宜區分為建設費與操作維護費兩部

分。建設費和操作維護費之計付方式詳如 1.5 節所述，分別依照分期攤提金額

與實際處理水量於勘驗合格後計付。不過由於污水處理廠之興建規模與預估水

量息息相關，擴建期程亦將隨水量之變動而有所調整，因此，各期之建設費結

算應予分開，以減低不確定發生成本所造成之影響。 

因應本計畫後期工程未如期獲得政府核定之用戶接管攤提費及固定操作

維護費調整機制，若本計畫後期工程未如期獲得政府核定致用戶接管無法施作

逾一年，雙方得依下列原則調整之，未逾一年不予調整;在未調整前雙方同意

依 1.5 節規定計算用戶接管攤提費及固定操作維護費。 

一、用戶接管攤提費：依民間機構申請參與本計畫時之報價資料、實際工程成

本與主辦機關已支付用戶接管攤提費計算調整之。 

二、固定操作維護費：民間機構應依污水處理費報價標單之營運成本及費用估

算原則，重新估算自前述時點所屬年度至契約期間屆滿年度之分年營運成

本及費用、分年污水處理量，並以依污水處理費報價標單所填報之每立方

公尺污水之固定操作維護費「RF」佔每立方公尺污水之操作維護費「R」

之比例計算分年固定營運成本及費用，且依污水處理費報價標單之年折現

率「r」計算於前述時點之個別現值後，相除得出調整後之每立方公尺污

水之固定操作維護費「R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