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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十年來，台灣在歷經戒嚴統治與艱辛的歲月之後，雖然創造了經濟成長的奇蹟，讓台

灣擠身已開發國家、高國民所得的行列，但是台灣的環境保護工作績效卻在追求經濟成長的洪

流中，節節敗退，形成富裕中的貧窮，伴隨過度與不當開發而來的土石流、崩山、垃圾、土壤

污染、空氣污染、河川污染、水庫優養化、海岸流失、地層下陷等問題，已成為國人揮之不去

的夢魘！而這些問題，在連番風雨之後，轉化成一幕幕「土石崩潰而下」、「垃圾堆積成山」

、「開挖含汞污泥」、「海水倒灌」、「祖墳泡湯」、「大峽谷」、「毒龍潭」的畫面，呈現

在國人面前。 

這些層出不窮問題的背後，到底是法令規範不夠周延？或者是管理組織出了問題？或者是

對國土環境破壞者的稽查取締工作做得不好？近年來，來自官方與民間的探討聲音可以說是不

曾間斷過，彼此間的看法雖然紛岐，但總的來說，其可分成二方面來說明。 

   從制度面來看，現階段台灣國土環境資源的管理機關至少包括環保署、農委會、內政部、

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與國防部等部會，而所牽涉的法令規範則有屬於「公害防制（治）」

的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等，屬

於「資源保育」的森林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國家公園法與風

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等，以及屬於「土地與資源利用」的區域計畫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土

地法、海埔地開發管理辦法、土石採取規則、水利法等；由於每一個法令規範都是在各方角力

與深思熟慮後產生，其後也在因應時代潮流下一路修正，若要單方面的批評其不完備也難獲得

共識，但是，當這些五花八門的法令規範，加上施政目標不同的主管機關時，就不免要發生管

理範圍權責不清、管理組織系統分歧，甚至有彼此間相互競合等制度面的問題，而這也正是為

何必須進行國土環境資源組織再造的原因。 

從防制（治）面來看，雖然各類法令規範都訂有程度不等的罰則，也都訂有各級主管機關

應該進行各項查證與稽核工作的規定，可是其績效卻永遠是外界詬病的焦點，「公權力不彰與

稽查取締不力」的帽子也常在每一個公害事件後，被隨手扣在執行機關的頭上，但是各級主管

機關也總以「稽查工作繁複與人力不足以負擔」，甚至以「稽查人員不具司法警察權，採樣取

證工作經常受到阻礙與恐嚇，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等來回應外界的質疑；以一九九九年二

月份環保機關所提供的資料來看，現有各級環保主管機關的稽查管制人員共有六六四人，二月

份的稽查次數約為七萬五千餘次（較一月份的十一萬餘次，減少百分之三十二），平均每人一

千一百七十一次，每日約三十九次，每人看管的土地面積約為五十四平方公里，扣掉北高兩市

與幾個省轄市，每個鄉鎮市可分配的人數還不到二人；由這些數據來看，環保稽查管制人數確



實偏低，而地方環保機關的反彈也不無道理。 

   制度面的問題，須要從政府組織再造著手，屬於長程的計畫；防制（治）面的問題，可以

靠增加人力，修法賦予公權力來著手，屬於短中期可行的方案；而這些長程的計畫與中短期的

方案，皆屬老生常談，總是欠缺起而行的時機與動力；這次拜台塑非法輸出汞污泥事件與高達

一百六十處的地點遭到有害廢棄物非法棄置消息曝光之「賜」，各界才又猛然響起要求加強環

境稽查的呼聲，而行政院蕭萬長院長也在「看不下去，受不了」之下，適時呼應指示內政部儘

速設置「國土環境保護警察局」，加強查緝濫墾濫伐等行為。 

   對於政府肯傾聽民意，邁出腳步面對問題，我們以「為時雖晚，但總比不做來得好的心情

」給予高度的肯定與支持，至少透過「國土環保警察」的設置，總算可以讓各級國土環境資源

主管機關多了一把劍，用來斬妖除魔，而不要再埋怨有志難伸；但是，對於行政院是否會採用

「電信警察隊」的任務編組方式，來定位「國土環境保護警察局」，我們則有一些無奈與期許

；無奈的是，在現階段國土環境資源管理機關紛歧的情況下，把「國土環境保護警察局」定位

為「專責支援警力」，配合查緝危害環境的行為，可能是一個不得已（有比沒有好）、而且確

定不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這可能讓環保警察機關，面臨擁有多個公婆的窘境，相關的勤務支援

協調工作是否因而曠日廢時（這是電信警察隊沒有的問題）？以及當環保警察要主動出擊時，

現有稽查人員如何定位與配合等？誰來指揮與監督？都會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因此，我

們期待一個長遠的制度面組織再造議題能夠利用這個機會趕快進行，也唯有讓國土環境資源的

管理落實在專責的部會，讓「國土環境保護警察局」成為「專業警察」的型態，由整合後的國

土環境資源專責部門指揮與監督，才是正本之道，當然，全民成為另類的「環保警察」，共同

參與維護與監督國土環境資源是最後、也是最神聖的期待。 

 

 

催生專業國土環境保護警察 

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部份條文增修訂案 

案由： 

本院立法委員趙永清等 人，有鑑於行政院擬設置之「國土環境保護警察」定位不明，加上現有

國土環境資源主管機關紛雜，若採任務編組方式，以專責支援警力型態設置，則必然衍生出勤

務支援協調困難、指揮與監督系統分岐等問題，因此，特主張「國土環境保護警察」應採用專

業警察之型態，並援用警察法第六條「各種專業警察，得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視業務需要，商

准內政部依法設置，並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指揮、監督之」之規定，提案增修訂

「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第十七條之二：本署得依警察法之規定，商准警察主管機關設置環境保

護警察機關」，以環保署作為「國土環境保護警察」的指揮與監督機關，達到事權統一之目的

，是否有當，請公決。 

修正草案總說明： 



台灣在歷經艱辛的歲月之後，雖然創造了經濟成長的奇蹟，讓台灣擠身已開發國家、高國民所

得的行列，但是台灣的國土保育工作績效卻在追求經濟成長的洪流中節節敗退，形成富裕中的

貧窮，伴隨過度與不當開發而來的濫墾、濫伐、廢棄物亂倒、水污染、空氣污染與地層下陷等

問題，已成為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為避免台灣環境再度惡化，國人要求國土環保組織再造與

加強查緝破壞國土環境資源的凶手的呼聲，可謂不斷。 

由於台灣國土環境資源的管理機關至少包括環保署、農委會、內政部等八個部會，而所牽涉的

法令規範也是五花八門，因此，行政部門若採用「電信警察隊」的任務編組方式，把「國土環

保警察」定位為「專責支援警力」（專責支援警力也可以經訓練具有專業執勤的能力，所以不

是有無專業能力的問題），受法院檢察官指揮監督，而不採用受事業主管機關指揮監督的專業

警察型態，則必然衍生出勤務支援協調困難（這是電信警察隊沒有的問題）、現有稽查人員難

以定位與配合、法院檢察官沒有時間指揮與監督、缺乏加強預防犯罪時效（如預防任意傾倒有

害廢棄物）等問題。 

為避免台灣環境再進一步惡化，加強環境稽查工作已刻不容緩，而民間要求優先在環保署下設

置環境保護警察的呼聲也不斷，提案人等特援用警察法第六條規定「各種專業警察，得由各該

事業主管機關視業務需要，商准內政部依法設置，並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指揮、

監督之」，提案增修訂「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第十七條之二：本署得依警察法之規定，商准警

察主管機關設置環境保護警察機關」，以環保署作為「國土環境保護警察」的指揮與監督機關

，達到事權統一之目的。 

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部份條文增修訂對照表 

增訂前條文 增訂後條文 

第十七條 

本署設統計室，置統計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統計事項；

其餘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任之

。 

第十七條之一 

本署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

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任之。 

第十七條 

本署設統計室，置統計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統計事項；

其餘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任之

。 

第十七條之一 

本署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

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任之。 

第十七條之二 

本署得依警察法之規定，商准警察主管機關設

置環境保護警察機關。 

  

提案人： 



  

  

連署人： 

  

  

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部份條文增修訂案 

  

連署人： 

附件：警察法第五、六條條文內容 

第五條 內政部設警政署（司），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務，並掌理左列全國性警

察業務： 

1、 關於拱衛中樞，2、 準備應變及協助地方治安之保安警察業務。 

3、 關於保護外僑及處理涉外案件之外事警察業務。 

4、 關於管理出入國境及警備邊疆之國境警察業務。 

5、 關於預防犯罪及協助偵查內亂外患重大犯罪之刑事警察業務。 

6、 關於防護連跨數省河湖及警衛領海之水上警察業務。 

7、 關於防護國營鐵路、航空、工礦、森林、漁、鹽等事業設施之各種

專業警察業務。 

第六條 前條第一款保安警察，遇有必要派住地方執行職務時，應受當地行政首

長之指揮、監督。第四款刑事警察兼受當地法院檢察官之指揮、監督。

第六款各種專業警察，得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視業務需要，商准內政部

依法設置，並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指揮、監督之。 

  

提昇國土環保警察法律位階，修訂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第五條，明列設置國土環境保護警察

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部份條文增修訂對照表 

增訂前條文 增訂後條文 

第五條 

本署得設入出境管理局、刑事警察局、水上警

察局、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保安警

察總隊、空中警察隊、國家公  園警察大隊、

警察電訊所、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警察廣播

電臺、警察機械修理廠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五條 

本署得設入出境管理局、刑事警察局、水上警

察局、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保安警

察總隊、空中警察隊、國家公  園警察大隊、

警察電訊所、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警察廣播

電臺、警察機械修理廠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國土環境保護警察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土環境保護警察局組織條例芻議 

第一條  本條例依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第五條規定制定之。 

【明定國土環保警察執法之依據與指揮監督部會】 

【明定掌理事項】 

【明定組織架構】 

【明定正副主管編制與職掌】 

【明定總局組織人員編制與職等】 

【明定會計單位編制與職等】 

【明定人事單位編制與職等】 

【明定政風單位編制與職等】 

【明定各分局編制與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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