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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成農路、既成產業道路之認定問題」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    點：本會一樓第一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 

政府官員─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楊編審展嘉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科長育詳  

主  持  人：鍾議員盛有  

記    錄：吳祝慧 

一、主持人鍾議員盛有宣布公聽會開始，介紹與會來賓並說明要旨。  

二、相關單位說明。  

（一）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三）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楊編審展嘉  

（四）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五）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六）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科長育詳  

三、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陳述意見及討論交流。  

（一）鍾議員盛有 

（二）林議員芳如 

四、散會：中午 11 時 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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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林議員還有各局處代表，今天邀請大家來是因為這是我們議員服務處時常

遇到的問題，要一個一個單位去了解比較不容易，所以今天特地麻煩大家來

研究出一個共識，讓以後議員在處理為民服務的案件中，對於農路和一般道

路如何確認、政府應該做哪些主張，大家擬出一個共識。那麼在還沒有開始

以前我先說明一下，我們常遇到的就是既有農路認定的問題，有個案例，土

地所有權傳了三代，其中第三代人的公公有寫一個同意書，同意從自有土地

中提供農路讓大家使用，然後因為已經有寫同意書了，大家走了好幾十年了，

後來他公公去世後，就由他父親繼承，繼承也沒有意見，因為就是很順的繼

承轉移了。那麼到第三代的時候也不是有意見，而是因為第三代的人家境不

好去貸款，然後土地被拍賣，由外面的人標到，然後那個人就去丈量，因為

那個農路是在他的所有權土地內，所以他就把農路圍起來了，統統就變荒蕪，

大家都不能過了。我們也到區公所去找資料，地方的人也說那條路他們從小

就在走，不走那條要從哪條走？大家都是從這裡走，沒有錯，都要從這裡走。

所以議員就到區公所找當初鋪這個路面的證明，結果承辦人也退休了，因為

已經經過幾十年了，所以也找不到這些證件。附近的人都說從小就有這條路，

大家都走這條路。其實這樣的案子很多，最近比較棘手的一件，也是經過兩、

三代人了，有一個廟宇在那裡，以前的人大部分都喜歡捐地做功德，所以因

為那個廣場太狹小，然後就有鄰地第三代所有權人捐出一部分讓他們做廣

場，也有寫同意書，後來情況也跟剛才講的一樣，土地賣給外面的人，買主

也是去丈量，他說他標到就是要賣的，但是一分地標 100 萬的，他要賣 500

萬，這樣就算把廟全部賣掉也不夠。還有現在一般道路和農路的問題，議員

和很多人都有建議，所以市政府就開始認定，但是過程你知道嘛，如果是重

劃地就比較沒有爭議，就是如果那個區塊有重劃，不管是蓋房屋或是其他都

沒有問題，再來就是重劃區域內，道路壞掉要來試做的話就沒有問題，就是

由他們來做。至於區域外的就產生問題了，第一個，那裡有住家，我們報農

路，本來那個就是農地，那我們報上來的時候，農村發展科去看的時候說有

兩、三戶住家，這個應該是要由民政局負責，所以又轉給民政局，結果民政

局來的時候說這是農地。我要告訴各位，我也是當基層公務人員幾十年了，

如果按照我的判斷，當然我們是想和各位一起來研究，因為以前是有道路，

但是在重劃區域外，那麼這個路在所有權人分家後，因為是農地，所以會在

那邊蓋農舍，既然是農舍當然是在農田當中，像這種情況，民政的說這是農

地，不在他們的權限範圍內，但農村發展科去的時候也說那裡有住家，不是

他們的權限範圍，那這到底是誰的？我看這種例子，包括一般的農路、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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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多，所以今天在還沒有提出來以前，邀集大家做一個討論，讓民意代表

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可以告知民眾，政府機關對既成道路、既成農路如何認

定，將來若有人對此有疑問的時候，政府應該站出來為民服務，以上說明，

現在要一個一個單位來表示還是怎麼樣？好，你先講。  

林議員芳如：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卡在農路的認定，一般山區的小山路都沒有算，可是問

題就是這個路可以走幾十年，一定都是長輩們有確認過的，怎麼可以每一樣

都要民眾自己去法院，之前已經發生大竹里的里長被打死的事件了，你們都

知道吧，他就是為了農路。然後山上的農路現在就像議員說的，被一些建設

公司標走後，路就被圍起來了，可是問題是這路已經走幾十年了，我覺得不

能每次都要民眾自己上法院，因為去到法院就不一定了，有的都常常擋人家

的路，就是為了要買後面的那間房子，然後害後面那間房子沒路走，真的常

常是這樣子，現在連國防部在鳥松的地也被人家標走，這個跟山上又不同，

下面的地很貴，下面的地公告地價一坪是 6 萬，山上到現在也還不過 2,000，

你看 6 萬，他要賣出去還是鄰路邊喔，鳥松現在在大華已經 60 萬了，然後

鳥松農地現在整個在開價都已經有到 30 萬了，所以這個價格差會影響百姓生

活很大，所以關於農路的認定…還有，你還沒有講擋土牆，擋土牆還更高，

更誇張，要鄰路沒鄰路，所以應該由政府幫我們重新檢測，看有沒有需要做

擋土牆，可是一般我們議員在地方那麼久了，至少也二十年了，有哪個地方

是政府自己來跟我們說要做擋土牆的？沒有吧？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出來

選，全部都是因為擋土牆和農路，坦白說，所以我們的擋土牆和農路是在我

們的服務範圍裡面最高的，現在擋土牆的認定更困難，錢都撥下去了，今年

初撥下去了，到現在還沒做。每個局都互踢，最後我麻煩他們全部都送區公

所，由公所認定，因為公所以前就可以做了，一個小小的工作變成要由基層

替你們擋，每一件還要再去跟你們協調，我認為這樣子的方式是不對的，我

們應該想出一個大方向的認知，這樣才對。不然我們每天都為了這個農路，

你也知道義大世界這邊有一條路，現在又要開一個高 46 的說明會，現在高

46 那裡一分地 600，所以現在大家都跳出來，由此可知，道路的認定是政府

確切必須要做的。不能像農業局那樣說沒辦法，因為都市區域內和都市區域

外不一樣，然後山上的都是產業道路，本來就沒有認可，我覺得也不是這樣

子。山上看得到的路難道就不是路嗎？我們平常都在走的小條路就不是路

嗎？不然那個是什麼？那個當初就是農民為了他們的生計，為了種植才開出

來的道路，所以這個路的問題真的很嚴重，麻煩各局處想辦法看如何認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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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謝謝。剛剛議員講的跟我們大家都一樣，我們今天就是面臨很多既有的農

路標售後被圍起來，不然就是被挖掉，讓人家不能通行。另一方面就是我們

的建議案，就像剛才議員講的，很多建議案到了這個單位，他們說那不是他

們負責的，到別的單位也說不是他們的，站在我們為民服務的角度，凡是找

到有經費，有財源，就幫他們解決問題，我們跟各位都一樣，都是服務，我

們服務的對象就是市民，至於哪個單位負責…像養工處，我們時常請教他們，

因為你們府會開會有一個共識就是六米的是養工來做，然後六米以下的看是

民政還是區公所或其他單位來做，就是這樣子。所以今天麻煩大家來，是希

望提出共識，看要怎麼認定，然後由哪個單位負責。如果有共識的話，像這

個既成道路是農業局要發給他們證明，還是養工處要發給他們證明，至於協

調的時候政府有給他們認定的時候，地方才…包括民意代表或村里長說這路

都已經走了好幾十年，也有請教市政府，市政府農業局、民政局或養工處有

出來說這個路本來就有，那包括他們，我們叫他申請調解，調解委員也有依

據說這個政府已經有認定是既有的，這樣就比較好著手，我講的共同的目標

就是解決民眾的事情，為市民服務。現在對於這個既成道路、既成農路怎麼

認定，我先請農業局的李科長說明，然後一個單位、一個單位輪流說明。最

後大家提出來再一起討論。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主席、議員、各位市府同仁，還有與會的居民大家好。針對剛剛主席講的

幾點稍微說明一下，關於既成道路的部分，大法官釋字第 400 號有解釋過，

我大概念一下，土地成為道路供公眾通行，這是第一點，第二，已逾數十年

以上，在實務上一般說是二十年，另外一個就是須為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

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是省時，第四，供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

人並無阻止之情勢，第五，需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中斷，既成道路的認定標

準是這樣。本府對既成道路的認定應該是工務局的權責。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那既成農路呢？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一樣。 

林議員芳如： 

  我們沒有幾條既成農路。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那個就是像地政嘛，像以前土地分割一樣，土地是差不多十年左右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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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五分地的…以前大家都聯名，就是所謂的持分，以前一代一代傳下來，

以兩甲地來講，一個人五分就是各持分四分之一，以前都不能分割，就在前

幾年的時候，包括五分，還有我們申請農舍執照要有兩分半才能夠申請，這

是最新的規定，以前的話根本沒有這些。至於科長在講的，我也順便回應一

下，讓大家共同來討論，第一個，你說二十年，這個二十年是要以什麼樣的

方式認定？對不對？你說那個大法官解釋通常來講要二十年，這路讓人家走

二十年就變既成道路了嘛，這個二十年要憑什麼？憑市民證明？里長證明？

現在要開證明的時候，里長說不定…照理說要有認定二十年，這還要里長二

十年前就是由他協調或是那時候他就知道了，現在選舉是一屆四年，換到現

在，有的這次才剛選到的話會不知道，對不對？所以要憑什麼標準來認定這

個路已經被走了二十年？至於阻止這個條件，剛才我就先講了，因為會讓人

家走一、二十年就是沒有阻止嘛，甚至前兩、三代的人有寫同意書嘛，只是

這個人老了，或是公所承辦人退休了，找不到這個同意書了嘛。  

林議員芳如： 

  還有被水淹走了或被螞蟻吃掉了。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也有啊。所以這個情況我剛才就講了，會發生這個問題，這個農路從這裡

過，有四、五戶人家或是六、七戶或十幾戶人家在這通行，就是大家和原來

的地主有共識，才會讓大家通行一、二十年嘛，甚至政府來跟他們做路基、

路面的改善嘛，對不對？沒有錯啊，就是沒有阻止人家通行啊。問題是我剛

才先講了啊，這個人第三代的時候因為貸款，土地被標售，原本的土地雖然

沒有登記為道路，但是大家都有共識、行之有年了，大家都從這裡出入，去

採收、種植等，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你說的二十年要怎麼認定？是空照圖還

是市民證明還是什麼？這要跟我們說明一下。  

  第二個，你說要沒有阻止，沒錯啊，就是因為沒有阻止或同意才會讓大家

走一、二十年啊，我剛才跟科長先說明的就是他的土地被法院拍賣了，然後

標到的人一來就丈量了嘛，丈量完之後因為是他的所有權，所以就把路圍起

來了。他什麼時候圍起來？就是剛圍起來的時候，你說要沒有阻止，但是他

是後來才標到的，他標到就是不願意開放，有啦，有講一下，我們去協調過

一個，他買 110 萬，但是一分地要賣 600 萬，五分地 2,000 多萬，把所有需

要經過那條路的田統統賣掉，還買不了那個路。因為我們對象都是居民、市

民，所以政府應該站在這個角度，科長講的二十年要怎麼認定？通常可以走

二十年，都是既成農路了，已經走到有路形了，這個看要怎麼認定？看要憑

空照圖或市民證明或里長證明，要怎麼取得？然後取得以後，他們送來給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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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你們再派人…或者你說這個農路是養工的話，這個是市政府責任的分擔，

什麼單位都沒有關係，因為對象…。 

林議員芳如： 

  他們這樣都沒有辦法認定，我們後來就是去找老照片，就是找人家小時候

在那邊照過像的，因為這個二十年沒有辦法認定，所以我才說農業局這樣不

行，因為他們會卡到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他們認定了，就要去鋪路，會有經

費的問題，所以他們不敢認定。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對，所以我們召開這個會議就是要讓市政府權責單位…我就講過了，我們

這個不是為個人，是為了整體市民，我們服務處接到的案件很多，政府應該

要有所為，看要怎麼認定，怎麼取得，就是剛才農業局科長講的，就是說大

部分的路是走了二十年就…在政府的機關認定，這個資料我們要怎麼提供，

民眾向市府陳情的時候，市府要根據什麼資料？第一個，現場會勘是一定要

去的，這個是沒有錯，第二個，是不是原來那裡就有路了，或者是人家標到

了才圍起來，這樣政府就可以主張說那是你標到之後把路圍起來，不讓其他

人走，其實路都還存在著，或者是可以憑空照圖，這些問題我們可以來商議

一下，科長請繼續。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剛剛議員有講到一個案例說我們認定是民政局的案子，這個我們會後可以

再了解一下，看怎麼處理。之前市政府有開一些會議，如果民政局在經費上…

因為我們做的路跟民政局幾乎很像了，他們都六米以下的，所以可以的話我

們來了解協調一下，看怎麼處理。  

林議員芳如： 

  現在就是民政局做，可是民政局沒有那個錢，就是公所做啦，可是公所沒

那筆經費。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公所的錢還是由民政局、農業局去委託他們辦理的。  

林議員芳如： 

  那是最近啦。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如果說你現在提出來的話，他會認為他沒有錢，其實整個高雄市地區放眼

望去幾乎都是農路…。 

林議員芳如： 

  現在我們要的是，只要是農路，只要超過二十米，我們應該就幫他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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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這樣。簡單來說就是如果超過二十年，政府機關裡面有沒有東西可以

拿出來認定？有沒有資料？因為你說現在要找那個里長，二十年前的里長，

你也知道里長都比較老，不一定還在世，所以這些二十年前的資料要如何取

得？你們這裡有沒有什麼資料可以提供？應該是這樣。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我看空照圖是一個方式，至於地方的那些人，當然要爭路也很多人嘛，我

們會開這個…要你們認定的就是不管哪一個地區，就是很多人，那當初很多

人既然都能走二十年的話，當然就是地主願意才會讓人家走，或是地主有提

供同意書，但是我說登記是不可能的嘛，因為一點也不能讓你分割，地政方

面也不能讓你這樣子啊，那麼就是像剛才議員講的要怎麼認定，就是走二十

年之後要根據村里長或地區的民眾陳情，現場去勘查，這些人說他們都是從

小就走這裡，不只二十年，對不對…。 

林議員芳如： 

  這個有一點牽強，現在就是這樣，那這樣子好不好，地政局裡面每一塊地，

包括路，它全部都有畫上去…。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沒有喔，水溝的才會畫上去。  

林議員芳如： 

  我們沒有畫水溝耶，你們那裡有畫水溝？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地政有。 

林議員芳如： 

  我們山上是沒有啦，所以針對有沒有二十年的資料，你們各局處提供出來。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不是，要讓他們講清楚，可以讓我們在受理服務案件的時候，向民眾說明

如果要讓政府認定，要準備哪些資料，然後要用什麼方式去取得。看是要根

據村里長證明，或是會勘的時候通知村里長，就算他是現任的，只要向二十

年前就在的長輩確定過，再由這個村里長開具證明確實，那市政府相關單位

能不能根據陳情、會勘就出給人家證明？這樣他們要調解的話，也可以根據

這個市府有里長證明，而且市府會勘以後認為這個已經有二、三十年或三、

四十年了，所以這個應該讓人家通行，科長你看看。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既成道路在大法官解釋上，還有另外一個要件就是理論上公家機關要把土

地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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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芳如： 

  你們沒徵收啊？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沒有，因為不可能。全國都是這樣。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如果能夠做的話…有，我們也有

請法制室，這有關法律的問題是等最後處理。如果說每次標到的人就把路挖

掉，以後會有很多問題。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我再說明一下，我們之前在大社有碰到一個案子也是一樣，土地被標售，

原先那個道路是直的，然後他為了開發的方便，工務局有召集我們去認定，

認定完了後，因為他要求土地完整性，他就自己再開了一條替代道路來代替。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能夠開就不會產生這些問題了啊，問題就是旁邊沒有其他路了啊。政府不

能讓走了幾十年的路就這樣沒有了啊，剛才他說的那個是另外一個問題，我

們再來區隔，就是說這個是…剛才你有講了嘛，農業局還是把這個經費撥給

他們，反正就是承認這是農路嘛，對不對？我跟你講的是有關經費的建議啦，

我們爭取什麼或是我們建議什麼…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我們會請區公所代辦。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對，那樣比較容易解決。現在的問題就是要怎麼認定，要朝這個方向努力。 

林議員芳如： 

  現在是這樣子，我之前就有想過，我們有地方制度法嘛，我們應該跟法制

局這邊來訂一個法規，針對農業用地四米以下未徵收的道路，因為現在會發

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就是因為土地愈來愈值錢，因為年輕人賺不到錢，然後土

地愈來愈值錢，所以大家就想盡辦法，尤其是專門在跑這些的代書，才被他

們害得很慘，像害到大竹里的里長都被打死了，像大陸、越南一樣，用小石

頭圍路耶，現在就是這樣，然後每個地主都不給人家走，全部都變成這樣了。

所以這個方面我一直想找法制局，針對限定農路未徵收的路段，因為我們有

地方制度法，我們來做一個法規的研究，這樣才有辦法解決。不然各局處…

其實他們都一樣的，因為他們認定也是按照大法官解釋，每一個局處都一樣，

沒有一個主政單位，所以才會演變成現在都在互相推諉的狀況，所以我們要

跟法制室好好研究制定這個法規的可行性，所以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是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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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有，有請法制室過來。  

林議員芳如： 

  法制室很好用，我在法規委員會三年，所以我知道這個只剩下他們可以解

決，然後我們要推動，就是這樣子。所以其實我們已經開很多次會議了，他

們都很清楚知道他們很困難，所以重要的是在法規。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對啊，就是由各局處提出，看要怎麼擬定這條法規，所以邀集大家來共同

商討。 

林議員芳如： 

  法規有問題嗎？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法制室有兩位參加，編審是一位楊先生，一位莊先生嘛，輪流說一下好不

好，坐著就好，讓各局處研討一下。  

林議員芳如： 

  是不是這樣子比較對？不然你們都推來推去。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主席、議員，還有在座各位先進，工務局在這邊做個報告，基本上道路的

種類依其不同的使用目的，所以各自訂有不同的法律規範，基本上一般我們

在講的道路，如果有計畫的話，有分都市計畫道路跟非都市計畫道路，在中

央的法令把一般我們在走的道路，分成市區道路跟公路，公路就是指鄉、縣

道，市區道路就是指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的那些計畫道路，另外有一些道路就

是沒有在這些計畫範圍內的，也就是今天大家要討論的既成道路。至於既成

道路的部分，基本上大概就只有大法官釋字 400 號有做一個比較明確的定

義，就定義的部分就是誠如剛剛我們農業局科長所講的，基本上它必須是已

經供通行的道路，而且這個供通行的道路必須是要供不特定的公眾使用。今

天如果說是農路或者產業道路的話，基本上依照我們的實務及參照釋字 400

號的解釋，它是供特定的公眾所使用，所以基本上這個農路及產業道路並不

會認定是既成道路。  

    另外據我的了解，其實在農路的部分，中央的農委會是有一個農路資訊管

理系統，所以今天既成農路的部分，我個人認為應該是要把它界定為是有納

入農路資訊管理系統的農路及沒有納入農路資訊管理系統的農路。當然有納

入農路資訊管理系統的話，當然我們農業局責無旁貸。今天沒有納入農路資

訊管理系統的農路，基本上它是供特定的農業使用，所以依據大法官釋字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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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解釋：它是供特定公眾使用，它不是供非特定公眾使用。所以基本上它

應該不會存在有認定既成道路的問題，而只是存在於針對這一些沒有納入農

路資訊管理系統的農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打算怎麼處理。  

    再來就是就既成道路的部分，工務局是我們高雄市道路的主管機關。我們

工務局針對我們高雄市轄內這麼多的道路形態，有訂定一個我們的道路自治

條例，針對重劃區內農路，這個的權責是由地政局來全權辦理；針對重劃區

外的農路，當然也包括今天農路資訊管理系統內及系統外的農路，在重劃區

外的農路權責是由農業局來辦理。另外針對交通管理事項的話，這個部分是

由警察局來辦理。所以我剛剛在補充說明，其實道路是要看你今天的目的是

什麼而去引用適當的法律。譬如說今天是為了道路交通管理事項，所以我們

要引用的法律就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條

就明定什麼是它的道路，它連騎樓都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稱之的道

路，但是騎樓並不是我們的市區道路或是公路、或是我們農路所稱的道路吧。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就是要界定我們今天到底是要什麼樣的目的，如果是交通

管理，當然就是引用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今天如果是道路的維護管理，當然

我們就要看它道路的屬性，如果是市區道路的話，就是引用市區道路條例，

如果是鄉、縣道公路的話，我當然就是引用公路法，因為公路跟市區道路、

農路當初在規劃設計的規範基本上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就要先釐

清。  

    再來，第二點，如果它不是計劃道路，而是有可能是大法官釋字 400 號所

稱的既成道路，那它要怎麼認定？這個認定的話，基本上釋字 400 號所講的

這些大原則，通行 20 年，剛剛主席跟議員也都有提到。依據我們實務經驗的

話，基本上既成道路的認定在我們工務局的話，都市計畫區內是由建管處來

辦理，都市計畫區外是由我們養工處來辦理。認定的程序，基本上我們建管

處或養工處會邀集當地的區公所協同當地的耆老來確認實際道路所發生的歷

程，並且我們會請都市發展局提供大概 20 年以前的空照圖，還有它的土地使

用分區，或者戶政單位提供門牌的編定時間，來做一個參考。更甚至我們可

以請建管處那邊來提供這一條路是不是當初有建築線的指示（定）的紀錄，

來做為參考，或者我們也可以請地政處提供當地一些地目的相關資料。基本

上在這麼多的資料進來之後，我們再參照大法官釋字 400 號的定義來做一個

綜合性的判斷。 

林議員芳如： 

    因為山上很多的門牌是重複的。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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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山上有自來水嗎？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所以像門牌、水表、電表的設立證明…。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應該都可以。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所以像門牌、水表、電表的設立證明也是可以拿來做為參考。另外針對我

們高雄市轄內道路的分工權責，這個部分其實在 102 年 6 月 7 日我們劉副市

長有主持召開一個會議，其實在那個會議中就已經確立了，就是 6 公尺以上

是由我們養工處處理，6 公尺以下是由區公所處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譬如說像農路、交通、水溝是水利、清潔是環保，這個部分就是回歸到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以上報告，謝謝。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請問貴姓？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敝姓陳。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陳課長？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是。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你講得很詳細，課長講得很詳細。我們就是邀請各單位過來，包括法制單

位，就是要研議一套該如何為他們服務。像剛剛有提到的電表、空照圖這些，

你們有一個範圍的時候，到最後如果有人陳情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告知，如

果你要主管機關來認定這個是既有道路、既有農路或者是…。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這點要再跟主席報告，今天如果是農路的話，就不是既成道路的問題，就

不存在認定既成道路的問題，而只是單純的農路，因為它是供特定農業使用。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對。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所以除非它今天是供不特定公眾通行，而且是通行之必要，而不是僅為便

利或者省時通行，所以既成道路的認定，基本上我們工務局這邊的程序是算

很嚴謹的，但是要強調的就是我們認定一般既成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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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芳如： 

    所以說產業道路完全都沒有辦法認定？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它就是完全回歸到它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這個產業的目的事業主關機關

到底他打算怎麼處理他們權責範圍內辦理的部分。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科長請發言。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有一點不同的意見，剛剛有跟農民科長討論一下，農路到底是不是屬於既

成道路？我剛剛有稍微再翻閱了一下，因為農路也規範在市區道路管理自治

條例裡面，所以它就代表道路的一環。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這個其實向主席報告，當初我們在訂定高雄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的時

候，當初我們發想的初衷是認為我們工務局既然是高雄市轄內的道路主管機

關，所以我們理應把我們轄內所有的道路形態全部納進來，但是自治條例在

當初我們送到中央的時候，中央那時候有表示其實道路不是只有市區道路，

道路還包含了公路、市區道路，甚至那一些既成道路、這一些農路、水防道

路，基本上內政部都認為這些不是市區道路。所以說我們工務局針對我們高

雄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修訂的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在著手進行，我們打

算把「市區」這兩個字拿掉，變成是高雄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這個道路就

包含了計劃道路、市區道路、公路、一些農路、一些水防道路，我們希望把

所有都納進來。但是基本上既成道路的這個部分，因為是在大法官的位階，

已經解釋得很明確了，這個我們高雄市政府沒有辦法再做我們自己的解釋，

所以農路就是農路，它永遠不會是既成道路，因為它是供農業或特定產業使

用，以上報告，謝謝。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這樣我向陳課長再來了解一下，剛剛你提到的，像在我們之前原高雄縣它

的農路有規範的就不用再講了，因為像現在縣、市合併之後，以前沒有農業

局，現在才有農業局。因為它的路從鄉鎮市公所、水土保持局或者是縣府的

農業局，他們有設計的才有那個圖，剩下的鄉鎮公所去做的，都是沒有納入

那個系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有納入系統的就不用談了，那個當然就沒有爭

議了，像剛剛有講到的重劃區域內的，有它自己的主管單位，那個也就是沒

有爭議了。 

    現在我們服務處面臨的很多問題的，就是沒有納入系統的，你說不是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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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路，那看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取得，政府要由哪一個單位、要怎麼認定說

這就是已經供民眾通行很久的路，讓政府去認定這個道路。如果政府陳情上

來，你們會勘了以後，就按照你說的，鄉公所找村里長、耆老或者是附近的

人出來講說：「這個我從小時候看到現在一直都是供人通行的道路。」。所以

我說今天產生了很多的問題，就是說有些這個路還是原來的地主，地主都是

這些人，都沒有發生這個情況，因為大家都共同使用，都已經給別人使用了，

都沒有發生。剛才我們還沒有開始以前，遇到很多的困難，民眾跟我們陳情，

卻沒有辦法解決，所以邀請你們來解釋的原因就是這個人或是其中的、第二

個、最後的也好，其中一個人，因為外面的來標，標到的，他丈量完了以後，

他也不管你這是不是你們已經走了幾十年，他就把它圍起來，圍起來以後，

我們就出面去協調說讓民眾可以通過，他說：「好阿，讓你就把它通通買起

來。」，但是問題是都是開天價，把這些後續的人全部也沒有經費去跟他協調，

所以才會遇到這樣情況。  

    至於路，剛才課長講的至於路的話，由民政局來做或是有一個規範等等的，

我們就尋那個系統轉到那個單位，我們市政府還可以以這些來做，但是問題

就是這個，要怎麼做？目前路已經讓人家圍起來了，我們針對這方面要怎麼

樣來認定？地方當然會陳情，陳情了以後，我們市政府不管是養工處或是農

業局派人去會勘，會勘了以後，要怎麼樣去尋求幫助。至於能不能取得、他

們願不願意或是要怎麼打官司這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遇到的我們去主持的

人說：「這個地方有來說了，像我小時候我就住在那邊了，那是現在房子才買

在那，我就住那邊。」，有人出來說我本來小時後就住在這邊，是這個樣子而

已。我現在要講的就是這種人家走了很長久的路。  

林議員芳如： 

    沒有，陳課長，我們大部分山上的路，一般的農民是沒有辦法去做那一條

路，所以這個當初一定在公所的時候，公所有出錢去做，一定會是這樣。所

以既然政府用人民納稅的錢去做了，幫農民做了維護管理的這個農路，我們

應該就要把它納進來，只要有法有據。因為市政府出的錢，用納稅人民的錢

來做的這條路，它怎麼可能會憑空消失，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政府有出錢，

所以是否在以前鄉鎮公所裡面有去做的、有去登錄的這些道路，是否可以納

進來？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那個當然絕對是沒有問題，因為我剛剛…。  

林議員芳如： 

    因為現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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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沒有，那也不可能有那個，你有鄉鎮公所這些，有做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呢？就是以前的人，我就講過了，第三代的前輩已經寫了同意書讓你去做了，

這個做呢，是地方自己做也好，政府有去鋪路也好，問題就是說，找到區公

所用他的經費，當初區公所爭取經費的人還存在嗎？已經過了幾十年了。第

二個，你找鄉鎮公所，鄉鎮公所的人就會說這個人就退休了，我剛考試分發

上任，東西在哪裡我也不知道。問題在這裡，那只有區公所或是有人出來認

定說，這就是哪一個代表或是哪一個里長建議的，案子還在這邊，用我們的

經費去做，那就可以解決。  

林議員芳如： 

    沒有，現在還有一個鄉公所所使用的道路，萬一被後續法拍的人破壞了，

那這個怎麼認定？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我講的就是這樣。  

林議員芳如： 

    因為像去年我被凍保了，就是這樣，它裡面的一條路就是區公所去做的一

條路，他把它損毀了。關於這個路，他損壞公物，沒有賠償、沒有給他罰款，

人家本來都在走的，對不對？他損壞政府的資產，所以現在回歸到損壞政府，

來去用納稅百姓人的錢來做的這條路，有沒有毀損罪？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當然是一定有毀損公物，對不對？  

林議員芳如： 

    沒有。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課長你的認定是不是這樣，因為這邊就是政府做的對不對？那你把它毀損

掉了，那不是毀損嗎？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這個向主席跟議員報告，今天我們道路像剛剛所提的計劃公路跟公路，其

實他們也會有貢獻的部分，所以今天就是說像剛剛講的農路，它有可能也是

農路，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供不特定公眾通行的既成道路，所以今天在我們的

實務上，如果說今天這條道路經過我們建管處、養工處認定是既成道路，那

當然就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現在就是說如果我們建管處跟養工處認定不是

既成道路，這個時候就是單純的農路，那就回歸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理。

今天回應剛剛兩位議員所講的，今天這條路，也是大家都走很久的，如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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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我們建管處與養工處認定它也是屬於既成道路，如果它是既成道路的

話，這部分就是回歸到法律來管，我們在我們的自治條例裡面有寫「既成道

路依照公用地役關係為必須要供道路使用，土地所有權人不得違反公眾通行

的行為。」，在我…。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第幾條？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我們自治條例的第 6 條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自治條例第 6 條？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對，而且在大法官釋字 400 號也有寫，今天要符合公用地役的行為，它必

須為原來之使用，所以今天既成道路原來的使用就是通行，所以必須依照當

初供通行使用的目的繼續通用。但是在實務上有一些人會把它圍起來，當然

把它圍起來的部分就是回歸到道路主管機關，由我們養工處來執行，把它排

除。當然就是說，我們會依照規定通知行為人限期自行撤除，當然如果今天

行為人沒有在期限內限期撤除的話，那就是由我們養工處這邊用公權力介入

代為執行。這個部份如果是屬於市區道路的話，我們市區道路條例也是有罰

則，大概是 5,000 元至 1 萬 5,000 元。但是這個大前提必須是既成道路，如

果不是既成道路，我們認定它不是既成道路的話，那就是特定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因為是農業在使用，那就要他們自行處理，甚至說農業局這邊有另外

再訂定針對這種狀況，要怎麼去規範、怎麼去處理。  

林議員芳如： 

 那就變農業局的事情。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現在先聽法制好了，我看一下，那個我還不知道，編審楊先生是嗎？先請

教你。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楊編審展嘉：  

    議員好，這個部分法制局報告一下，因為針對剛剛那個有關道路分類的部

分，工務局在這邊說明非常的清楚，那至於有關今天的既成農路的問題，剛

剛議員有提到說大部分的狀況都是屬於農地重劃區外的農路的問題，那在我

們的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的第 3 條第 6 款內有明確的定義，這些農路可能

主要包含兩種類型，一種就是主要這些農路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農產或資產

運輸所需要才使用的道路，那其中一種狀況就是有登錄到剛剛所講的農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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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系統裡面的，那另外一種是說，其他經本府農業局認定的農業道路。在這

種既成農路的狀況下，看起來應該是說它具有既成道路的性質，但是同時也

具有農路的性質。原則上這樣的認定方法可以參考工務局剛剛有提到的意

見，就是既成道路認定的相關資料可以先收集起來，然後再配合農業局的部

分，由他們來做認定說這條農路到底是不是供公眾通行，有沒有需要把它納

入農路的系統中，如果有的話，這個部分市政府就可以依照市區管理自治條

例的部分納入進來由市政府做維護管理。  

    原則上來講，因為剛剛議員有提到那個其實是早期縣市合併之前道路造成

的問題。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對。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楊編審展嘉：  

    那時候可能也沒有登錄，也沒有持續做維管，可能就是有錢就去修了，但

是後來就放在那裡。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對。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楊編審展嘉：  

    這個部分是可以由土地所有權人就那個部分提出申請，我們這邊主管機關

互相配合去做認定的部分。假設有一個比較不好的結果，就是這個部分看起

來那條路是真的只有給特定幾個農戶在使用，這些地也沒有連接到對外的聯

通道路的話，這個部分可能就會變成私設巷道的狀況。議員剛剛有提到這個

部分如果土地被拍賣了，後來被封路了，這樣恐怕必須要走這條路的農民可

能就要去主張袋地通行權。  

林議員芳如： 

 袋地通行權？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楊編審展嘉：  

    對。這個部分實務上恐怕都是要…。  

林議員芳如： 

那個很難。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我先打岔一下，這個問題就會發生，打袋地的話，這條路很多人通行，這

都是好幾戶人共同使用，你這個人去打袋地，他就打比較鄰近的，他打哪裡？

我打的我這裡有路，但是他打通了以後，他沒有將他的田地供這些人使用，

這些人還沒有，可能就一個打一個，一個打一個，打回來之後就轉頭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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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能這個樣子，我講得會不會？你說打袋地當然可以，它比較鄰近的就可

以打，這個當然是絕對可以的，像現在也有解釋袋地通行權，問題就是說，

我要大家來研究因為這一條路有很多人經過，假設我去打袋地通行權通過

了，政府一定叫這個人要補償他，按照公告地價，結果這些人不要出錢或是

沒錢，結果這些人打這邊沒打那邊，他從這個旁邊另外主張一個道路袋地，

最鄰近我的，我打這裡可以通就好了。問題是他可以通了，但是這些人不能

通，那要怎麼樣？換另外一個人去打它嗎？還是他要另外打他，他又要另外

打他？所以我們大家要研究的就是這樣。  

所以法律是人家要謀求營造維護他們，看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剛剛編審講

了，我就講了當然可以主張袋打，也花錢去打，但是打到的時候他要補償，

但是這些人沒有錢，我去打了，可以過了，我沒問題了，我解決了，那其他

的人呢？ 

林議員芳如： 

其他的人呢？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他們要從哪裡過？他也沒有路，我們就共同來研究一下這些問題要怎麼樣

來主張。好不好？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楊編審展嘉：  

    這個部分向議員報告一下，其實我剛剛的想法是有一個先後順序的問題，

因為原則上比較好的情況之下，當然這個部份我們把它認定為既成道路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對。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楊編審展嘉：  

    當然這個部分涉及到事實認定，他要看這些相關的資料能不能足以去把這

一條道路納進到市府來維管，因為這個必須要基於公益考量，假設說這些東

西查完之後，確實事實上這個部分是要走袋地的狀況的話，這個在訴訟原則

上都有一些共同訴訟的方式，這都是一些技巧的問題可以去做調整。當然這

個部分法制局也願意提供一些相關的法律意見，告訴民眾我們也有提供諮詢

服務，他們也是可以來跟我們做充分的討論，這是沒有問題。只是說我們的

步驟當然是希望民眾有需要，當然市府能夠先協助的部分一定會先做協助，

至於說必須要回到他們要主張個人權利保護部分來講的話，我們一定會有相

關的法律程序可以提供給他，以上報告，謝謝。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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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知道了，看農業局、養工處，因為大部分在市區內都沒有道路系統

的規範，這是什麼樣的主管單位、是哪個主關單位都已經釐清了。問題就是

在原來，因為我們的選區，高雄市各鄉鎮也都知道，大部分都是農地，包括

房屋也都是農舍，所以我剛剛說的原來就是農路，做一做之後，那個農村發

展科去的時候就說：「那有住 2 戶人家在那裡，不是屬於我們的，那是其它單

位可以解決的。」，問題就是民政局去的時候說那是農地，應該是農業局管轄

的，我們都曾經遇到這些事情。現在我們遇到的是有歸納系統的這些就不用

去討論了，那已經沒有問題了。重點是說這邊有很多人會從這邊過去，我的

陳情案有很多，很多人要從這邊過，讓別人標去了，結果就圍起來不讓人家

過。我們農業局或養工處要怎麼解決？就按照剛才李科長所講的看是要有空

照圖或是地方的耆老、村里長來輔助就對了，你們按照你們要求他們的，你

讓我們知道之後，我會和陳情的民眾說要準備這些東西，準備好之後再向你

們陳情，你們就會會同區公所來會勘。大家站出來的時候，確實還需要認定，

原來的路都還有、都存在，是你標到的時候你就圍起來不讓人家經過，那政

府就應該要發出一個證明。政府最好是要有強制力，沒有強制力的時候，他

有這麼認定的時候，本來就有這些東西，我們養工處、農業局，本來就是大

家都看得出來的，還有地方也說這個是從小時候看到現在本來就有這條路，

那這樣你們能提供這個的時候，我們提供最基層的，在我的建議不然就申請

調解，對不對？調解委員在車禍鑑定的時候，都是先送鑑定委員會，雖然我

們送上去，但是誰對誰錯我們怎麼可能知道，所以要先送鑑定委員會，鑑定

委員鑑定出來就會說你可能違反什麼或怎麼樣，我們仲裁者才可以去往那個

方向，但是不是一定的金額，因為凡是會申請調解委員會，要的都一定要賠

人家，一定是這樣。但是我們也不能這樣不理啊！你們都去反映、告啊！那

調解委員會就是檢送，是這樣子，當然是要有一個地方要有主張，我跟大家

研討的是這樣。 

林議員芳如： 

農業局現在就是針對未徵收的道路可以嗎？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現在這個到底是農路還是一般道路，一般在農業區裡面，反正鄉下地方全

部大家就是叫它農路。我是建議以個案的方式去會勘，把它處理會比較方便，

不可能完全以通案的方式處理。因為一般在田間都是說農路，搞不好認為它

是鄉道、縣道，大家也幾乎都叫農路了。  

林議員芳如： 

因為幾乎都是未徵收的部分，他們也沒有辦法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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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用個案的去現場了解狀況以後，再來個案處理，因為沒有辦法用通案的方

式處理這些，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所以在我們服務案件當中很多，我們希望既然大家都是為民服務，包括民

意代表、包括承辦，但是也要像你說的，要認定這個的時候也不能害到我，

也不能政府沒有責任說不是我的我不管，也不能這樣子，要有所為。就是公

務人員或者是去會勘的人員，要採取什麼方式，像剛剛有提到空照圖，可以

提供空照，這個就是已經有了。剛才議員講的，這個是當時就有門牌號碼了，

沒有錯啊，有水表、電表相關的，要怎麼樣讓他們提供這些，然後才邀請主

管單位去會勘，主管單位也要根據你有具備這些，對不對？ 

林議員芳如： 

我們可不可以進去公所的調解委員會，然後調解委員，也不行，因為調解

委員再請市政府提供空照圖這些可以嗎？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應該是直接地方上，我所接觸認為很多案件，當然地方的人會跳腳的原因

就是原來大家都沒有爭議，大家都從那裡過，不過它被標到之後，這個爭議

不是原來的人了，都沒有問題。原來的就不會發生這些，好幾 10 年都讓人

家經過了，我說的就是外力，第三者來標到之後，就不給你過了。所以我們

要幫助這些人，很多的案件要幫助這些人，要怎麼樣去認定，要認定它要具

備什麼，是不是在那裡的人。我就告訴你，若是公所那裡以前有做路、有資

料，是沒有問題，也是提供之一，或者是市民證明、或者是有地方的耆老。

他說從我小時候就有，就是走這一條路的，是不是可以採用這個，我們今天

研討的就是這樣。把具備的這些資料提供給你們，那麼你們去會勘以後，根

據你們提供的事實是這樣，東西就在這裡沒有錯，我們就發一個證明，他們

才去調解。說人家也經過認定了，你要讓人家過，或是如何說清楚，不能說

你買 100 萬要叫價 600 萬。  

林議員芳如： 

這樣可以嗎？就是說他們自己提供門牌號碼、水表、電表之類的東西，你

們去現場會勘以後，他們地主當場把這些東西給你們。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或是他一時沒有辦法提出來的話，就是給他一個期限，叫他去準備那些資

料也都 OK。 

林議員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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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去都發局申請 20 米…。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我剛剛想到以前我們在實務上的話，如果這一條是做道路使用，一般地主

都會去稅捐處申請做道路使用地價稅減免。所以…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鄉下都沒有這樣，這個都沒有提到這個，我們今天面臨的就是，他們這些

都是原來的高雄縣，若像那時候從基層他就知道。以前我當社區承辦員的時

候，以前就是要跟縣府還有省府，都三個，一個鄉鎮公所、一個縣府、一個

省府，爭取社區活動中心。那時候規範要有 63 坪才可以建活動中心，社區

的活動中心，就可以向社會處申請，因為沒有辦法分割，也沒有辦法登記，

就是上一代的提供出來，活動中心也做了幾十年了。一代傳一代，有一代就

從 2 樓蓋了一個房間，這是我阿公的時代，所有權還在我這裡，現在我要住

上面。政府遇到這樣，然後才修改，現在要爭取政府的補助，市府就要把要

做馬路、要做房屋，就是活動中心你要興建，一定要登記給公家。所謂的公

家就是區公所也好，反正就是要公家機構就對了，或是市府也好。你要登記

給他，政府才要給你補助讓你去興建。這都是遇到之後，才知道要這麼做，

以前的人都是開個同意書就蓋起來，而且都是政府補助的，沒有錯都是政府

補助的。現在請養工處來說一下。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主席、議員，以及各位與會的同仁、長官大家好。我們養工處在這邊，大

概提供實務上我們面臨到一個問題，因為現在來講，在市區範圍內，都市計

畫範圍內外的基層道路認定，其實在工務局這邊在執行，已經不太有問題了。

就是他只要提出航照圖，或是邀集地方耆老，或是提供一些相關資料，我們

如果認定它符合大法官要件，這個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但是現在比較會有

問題是農路這一塊，因為農路通常就誠如剛剛法制局以及工務局長官這邊講

的，它可能在經營或是作道路使用，可能都是這幾戶經營者，就是都這幾戶

在走。那這個部分如果說套到大法官釋字 400 號那部分，可能就是都不符合，

不符合那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這可能是我們必須要嚴正去面對的問題。因

為這一部分如果說要套到大法官釋字 400 號，變成都無解了。但是我們以農

為立國之本，我們整個區域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就要探討我們政府是不是有

這個義務，去提供農路給民眾做使用。因為如果說這個經濟規模，或是耕耘

的農戶數，已經達到一定規模量了，那是不是政府必須有權去介入。就像附

近的居民必須使用這條道路，若是像市區道路已經不夠寬了，或是原本這條

道路就沒有，但是因為來往通便的需要，那市政府新建工程處這邊可能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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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經費去做開闢。那同樣的，在這個市區道路範圍之外的農路，那農業局是

不是有這個義務，那這部分可能要大家共同來商討的應該是這一點。不然一

直執著在既成道路，是不是要符合這個，可能到最後是無解。  

林議員芳如： 

要徵收農業局也不能去認定。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對，然後要提供什麼資料，其實這很明確，航照圖，農民航測所去買一幅，

這很容易提供得到。他們也公開在販售，那都發局也都能夠拿到這些圖，這

部分資料反而比較容易取得。再來我要陳述一個現象，這也是一個事實的現

象，因為當時在農業道路資訊系統裡面在設置的時候，那時候好像在 921 之

後，農委會那邊想說要建置一個系統，那時候因為兵荒馬亂倉促之中，大家

能夠報的都報上去，但是這一套系統是不是夠健全，後續可能都沒有人在做

討論。但是在我們自己建置系的經驗當中，我一開始建置的系統，或許因為

我必須要限期完成，可能第一時間準備的資料是最粗略的。但是陸續有新的

資料進去我們要更新，目前這套系統依據我們的了解是沒有更新的。如果沒

有更新，那變成我本來就符合農路了，你現在沒有更新，我就永遠沒有這個

身分。就等於說我原本日據時代是住在這塊土地的人，那國民政府來台，我

要求你去辦身分證，但是我不識字或是住在深山裡面，沒有人找到我，或是

我不知道要去辦，結果我取不到這個身分，那我是不是就沒有國民的資格，

我不能享受國民的權利義務。  

所以這部分我們是不是應該針對在早期就已經具備農路這個特性，就是供

農業資產運輸使用這個特性，雖然沒有在這個系統上顯示出來，我們應該去

面對這個問題。看是要將這個資料補齊，還是我們定出一個標準，如果這條

道路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還是說農耕的人數超過幾戶或幾戶以上，政府就

有這個義務去做認定還是怎麼樣，這部分可能大家要集思廣益來討論怎麼做

解決。不然若套到大法官釋字 400 號，因為大法官釋字 400 號解釋它為什麼

要提出來，當時是因為他要開闢道路，政府就徵收不是既成道路那一段，而

既成道路那一段，他說那是既成道路我不要徵收，所以才提出釋字 400 號解

釋，它的緣由是這樣子。它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是因它發生在市區道路，

但是農路的部分，就可能不適用。所以我們應該把性質釐清出來，然後才後

續去做討論。因為我們在第一線作執行，可能對這個必須要先提出來，不然

到時候譬如說我們要再做認定的話，可能還是會面臨到供不特定多數人，我

們會一直在這個圈子繞不出來，以上報告。  

林議員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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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路資訊系統是哪一個單位做的？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當時是水保局。 

林議員芳如： 

水保局。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那沒有幾條。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我們原先在縣市合併前，總共有 300 多公里，在 102 年之後有…。 

林議員芳如： 

我們用補齊的話，他們應該也沒有更新嘛。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沒有，我跟主席、議員報告一下，在縣市合併前水保局有 300 多公里而已，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有做了一次農路調查，可能受限於經費問題，我們調查出

來，可能顧問公司有逾期的問題，現在已經都結案了。今年已經可以結案了，

差不多有 1900 多公里，就有一直在增加，如果經費允許的話，我們會繼續

再做這些調查。我們做農路應該要知道這些路的總長，這是基本的條件。  

林議員芳如： 

現在缺多少錢？如果你要整個系統做出來的話，還差多少錢？你說還沒有

做完嘛！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沒有錯，因為我們大概是旗美地區會做得比較好。  

林議員芳如： 

是啊，你說今年完成，今年年底了？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沒有，它應該是去年完成，因為它有逾期，然後今年才結案，我們已經做

了好幾道。 

林議員芳如： 

那結案你們的內容會是什麼？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就是農路的現況，看它的寬度、長度，我們都有要求它弄攝影機，就是走

的時候旁邊都入鏡。  

林議員芳如： 

這個會不會可以納入這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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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看他們系統有了沒有，他們現在在那裡擴充。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我們只是說去年做的，如果跟議員提出的這個案子，可能就比較沒有什麼

相關性。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沒有關係，我們要根據實務，剛才旗美隊的總工他說的是有道理，正工程

師，他說的是合理。看我們做成決議，就是其中像我們現在所謂的路，供人

家使用的話，像現在我們公所去做的時候，本來就有路，一戶而已，他不敢

去施作。他說這個以前就是公所做的，沒有錯啊，現在壞掉的時候，現在叫

市府去他不做，因為只有 1 戶而已，他說這樣是圖利他人。他的認定是有三

個人、有三戶，就像你剛剛講的一個模式，現在真的這樣認定。你去的時候

本來就是區公所做的，做到裡面，但是這個判定，我認為也不公平。因為經

過的這一條路到那裡，雖然只有 1 戶在那裡，這條路以前公所就做了，做的

時候，你要想住的就只有他一戶而已，務農的人都要經過那裡。不能說那個

一戶人，我給你做下去圖利他人，都這樣，現在都不要做。要有三戶，這條

路有 3 個人、有三戶，沒有關係，這個不圖利，一戶是圖利。要經過的這些

人，這些農人要經過那個路的人，他不算人，所以這個都是毛病。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跟主席、議員報告一下，其實我們做的不會這樣，我們會到現場先定位，

定位以後，回來的時候再跟地籍圖套圖上去，那也會算戶數。除非他真正是

一戶，那個地都是他的，譬如說我們這一塊，進入他的地裡面只有他一戶，

那就變成做園內道，不是做道路了，以上。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有耶，那是真的你還沒有了解，人家陳情的案件，我親自去的，很多人經

過。  

林議員芳如： 

現在就是這樣子，你們很清楚，可是實務亂掉了，實務連不上來。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總工你來發表一下好嗎？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這個在道路裡面，包括我想很多民眾也不太了解，有公路法跟市區道路，

有分好幾種，省道、國道、鄉道、縣道、村里聯絡道路。那有些在不是計畫

道路裡面的，在非都市計畫裡面的計畫道路要去認定，有些是自己的私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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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還有好幾種。那在養工這邊，本身屬於工務局裡面的，只有一個叫現有

巷道，就是都市計畫裡面的現有巷道。都市計劃區裡面自己做的道路，它才

叫做現有巷道，這個名詞叫做現有巷道。另外一個是非都市以外的，非都的

部分叫做既成道路。所以要由工務部門去認定的，因為工務部門以公權力來

認定只有兩個，一個叫現有巷道，一個叫做既成道路。這一部分在認定的時

候，大家都會想說，當初所說的釋憲案都是以都市計畫道路來開闢徵收才有

這個釋憲案。現在要處理的就是，要去處理既成道路認定，當然是以這三個

原則來處理，但是原則上就是我們會以要求我們的同仁，他必須要拿航測圖。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航照圖啦。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航照圖已經大概是在 70 年，農林所的航照圖，那些大概都年代久遠，航照

圖是最客觀的。航照圖 70 年，再怎麼年代久遠都是 70 年那裡。但是航照圖

本身，我們工務局是沒有，都是在各公所那裡。所以他們在寫既成道路的認

定，我已經要求我們同仁，公所一定要跳出來，公所很明確的告訴我們，有

沒有養護的事實，要寫，因為這不是我認定的，到時候有爭議，法院也會調

我們。如果認定錯誤之後，變成對方來告我們，我們的同仁出庭的非常多，

來認定的就來告，燕巢也有一件。但是認定大部分是我們贏，因為我們秉持

著很客觀，就是按照這個來處理。所以一定要有航照圖，但是公所一定要跟

我講，這個到底有沒有維護的事實，不是縣市合併之後什麼都不管。不能因

為人員更替，有些檔案是要永久保存，你怎麼可以人員更替呢？要認定有沒

有維護的事實，這要告訴我，然後有障礙再來排除。  

林議員芳如： 

如果像我們公所 88 風災淹掉了，那要怎麼辦？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那個就是比較特殊，但是航照圖就跑不掉。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航照圖是政府機關。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它一定跑不掉，不然遺失了可以去農林所申請，因為那是一個地段，叫做

航照圖，那個很大一疊。所以要求我們同仁一定要這樣來處理，不然認定之

後對我們公務部門來講，也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以前我在林園公所也認定

過，人家也告說這一條不是既成道路，公所為什麼鋪，這要怎麼樣，也是要

還給人家。因為它不是必要通行，它可以繞道啊，它不是便利性，也是刨除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7 卷 第 3 期 

 2374 

還給人家，人家也是告我們。所以如果已經是農路了，還是產業道路，它就

有維管的事實，應該是不用去認定。現在就是佔用之後，怎麼去排除它，現

在說這個農路也不是市區道路，也不是既成道路，法制局這邊可能幫我解釋

一下，有沒有這兩個名詞的認定。今天要講的是這兩個的認定。這樣去套都

沒有辦法，那就是無解，法律上沒有這兩個名詞，只有現有巷道跟既成道路。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所以跟總工還有大家報告一下，等一下給農業局再作說明，這個就是像總

工剛才提出的，那個比較客觀的是空照圖。如果我們遇到案件的時候，我說

我們大家來討論的結果，第一個，當然要具備幾種都沒有關係，我的意思是

說你們要做一個裁示。不然區公所絕對是說要請示上司，絕對的，他基層不

會說上面說有這個什麼的，他們沒有辦法這樣子的。即使你說人更換了，換

新人來接當然要處理沒有錯，要他找以前施作的資料，找不到啦，那好幾十

年了。美濃有一塊土地，我找以前的財政科長，退休了，再來說那幾十年前

的，剛好一次淹水就被螞蟻吃掉了，沒有辦法保留。法院打官司，他出來做

證，他為了地方，他已經退休了，拜託他，那個許財盛，就是美濃的財政科

長，那是為公不是為私人。要他提供，但是他明知道有，被水淹、被白蟻吃

掉了，黏一黏沒有辦法拿了，所以就毀掉了。那時候他願意，說這是公家的，

他出來做證。若是一般的公務人員，退休了，那就不是我的事了，他只能跟

你講，以前沒有錯是有這個事情，你要他出來做證。現在新的人，他說不知

道啊，因為我剛考試分發，我進去沒有 3 年哪裡知道。 

所以就像林總工講的，要讓基層的人知道，以後有陳情這個案件的時候，

現場勘查一定要去，也可以去勘地做一個判定，這第一個。第二個，你要具

備村里長的證明、空照圖，或具備什麼，如果有這種共識的話，你給基層，

基層才有依據。如果有空照圖，按照法律來講，那個不是私人可以照的，那

是公家的絕對錯不了，也不會換什麼。我們是議員，當然站在為民服務的立

場，大家有跟我們接觸過，因為我是基層出來的，我很維護公務人員，為什

麼？因為公務人員不能出事，官司打不完，也沒有心情去上班。所以我們一

定要維護大家的安全，但是問題不能說我不知道、那不是我的、不做事，所

謂的公僕就是為民服務，包括民意代表也是，事情總是要解決，要有人去做。

不過你們來共商議以後，就剛才講的，已經有系統的那當然就沒有問題。就

講這個沒有納入的，事實也是如此的情形，裁示給你們的基層人員，讓基層

人員知道，開會的公式就是這樣，法制室也在這裡做一個解釋，像剛才林總

工講的空照圖，那個是騙不了的，也不是你要去就有的。就是既有的他們就

有空拍了，像這些，還有要哪些證件，就像剛才正工講的一樣，在使用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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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要有三戶以上的人經過，或是一戶、或是十戶以上，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一個模式。這個就有公共利益了，因為很多人要過，為了這樣的時候，讓我

們民意代表可以去解決。請科長說一下。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李科長世瑜：  

可能有一些還是要個案認定，如果是通案的話，有時候比較難，因為每一

個現場的狀況是不一樣，搞不好他住在那邊，他就把那條路一直叫農路。雖

然以前是農業使用，慢慢地變成很多人住在那邊，大家都通行了，去看的話

搞不好就不是農路了，就變成道路了。這樣去現場認定可能會比較務實一點，

以上。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就相關單位共同現場會勘以後，才做成那個。  

林議員芳如： 

那如果我是一般民眾，這一塊地是我要去陳情的，我要請公所去幫我申請

航照圖，還是農業局可以幫我申請航照圖。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航照圖沒有所謂的申請，因為航照圖是機密文件，只有公所他才可跟農林

所去申請，所以是公所要去買，以前公所都有編預算會去買。  

林議員芳如： 

據我所知，我們的已經淹掉了。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那就要再申請了，也是請區公所再申請。  

林議員芳如： 

去區公所申請，然後譬如說我現在有疑慮，現在這條路被人家占領，然後

我就去公所請他提供航照圖給我，是這樣嗎？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一般是沒有拿出來翻給人家看，就是民眾有申請要去認定的時候，個案要

去認定的時候，我們都要求各區公所，如果要去認定，公所必須把那個航照

圖拿出來，那麼現場做一個比對。  

林議員芳如： 

不可以給人家，只是要比對？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現在進到農林研究所，在他們網路上面，你要跟他講要第幾幅圖，那個民

眾也可以提出申請要買。  

林議員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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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航照嗎？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因為現在航照圖民眾也可以取得。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只有機密的部分它不會。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譬如說軍事區水、水庫，什麼有的沒有的，機密的不會賣。  

林議員芳如： 

所以我自己去哪裡申請？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行政院農委會的農林航測所，你大概跟他講要哪一幅圖，他會請你繳費之

後，然後他就寄光碟或是寄紙本的给你。 

林議員芳如： 

這個要多久的時間？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滿快的，大概一個禮拜內應該可以，而且它是網路上登錄的。你去網路上

大概跟它講要買哪一幅圖，這樣就可以了。  

林議員芳如： 

那譬如說我現在是小坪段 11 號，我要去申請，我就用小坪段 11 號去申請

旁邊的道路嗎？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它一幅圖涵蓋的範圍滿大的。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你申請這裡附近的，那圖裡面有的這幅都會出來。  

林議員芳如： 

跟我們去申請地籍一樣就對了。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那個比例大概有一萬分之一，然後兩萬五千分之一那都有。  

林議員芳如：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認定的時候，當我現在有疑問的時候，我先去申請這

個航照圖以後，然後大家現場會勘，地主提供這個東西出來嗎？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不是地主啦！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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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航照圖你要告訴它幾年前的，不要說賣給你現在的。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對，大部分就是 10 年一次。 

林議員芳如： 

沒有，我們要申請的就是 20 年的，因為他們現在有一個認定就是 20 年的。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認定 20 年以前。 

林議員芳如： 

然後我們要去申請 20 年以前的。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現在好像都是用民國 70 幾年的。 

林議員芳如： 

78 年、79 年的對不對？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對啊，就是 70 幾年的航照圖。看有誰要表達一下？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科長育群：  

兩位議員，還有市府的先進同仁大家好，我是地政局土開處代表。剛剛如

同鍾議員所講的，其實我們地政局主管的農地重劃區的農路這部分，其實比

較沒有既成農路的問題。因為重劃後，規劃出來的農路都是登記為市有的。

至於今天這個議題，這邊大概有一些想法，提出來跟大家交流一下。其實今

天討論的重點，第一個就是誰來認定，第二個是要如何認定，第三個是認定

之後，一些問題的處理。第一個誰來認定這個部分，我是建議回歸到高雄市

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因為它這裡是規定既成道路必要的改善跟養

護，是由主管機關跟目的事業的主管機關來進行，所以變成是工務局或是農

業局這個部分。這個部分就是看個案，照自治條例第 2 條分工的權責，大家

來進行。第 2 個如何來認定這個部分，司法院還有大法官的解釋，其實私有

地的公用地的地域關係成立條件，就像農業局科長剛才講的那幾個原則。至

於說執行技術性的方法，就誠如剛才工務局、養工處這邊建議的，還是以航

照圖為主要依據。那航照圖的申請，其實各機關都可以，但是要確定調閱的

年代，要幾年的，第二個，圖幅編號，要去看一下整個農委會的索引圖，看

要調哪一幅，那這個東西其實都是技術性的問題。  

至於剛才養工處這邊，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錯，他是建議針對既成道路或是

既成農路這個部分，要不要放寬認定這個部分，我是覺得還是不要。因為原

則上到最後有爭議還是會走到司法的途徑，如果到時候我們是自行放寬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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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的一個原則的話，我覺得我們可能會輸。所以原則上，還是誠如剛才農

業科的科長講的那幾點原則下去認定，大概是這樣子。至於說認定後，大概

兩種狀況，第一就是我們按照航照圖，還有區公所這邊提供的見解，認定它

是既成農路的狀況下，那道路的維護的養護或改善，當然依據自治條例第 6

條，看是農業局或是工務局這邊來幫忙。但是現在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

認定為既成道路之後，結果有障礙物，如果有障礙物是回歸到第 2 條一個分

工，是由警察局來排除這個障礙物。但是實務上，主管機關還是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為既成道路之後，警察局的同仁真的有公權力去介入排除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林議員芳如： 

沒有，他出示了一個東西出來，說你不能放障礙物，結果人家完全不理他，

小石頭還在那裡。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科長育群：  

對，所以我覺得雖然是認定之後，…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道路就好了，不要既成。  

林議員芳如： 

執行。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科長育群：  

對，認定後可以去做的就是它沒有地上物，我們就按照我們的分工去做養

護。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一律稱為道路就好了  

林議員芳如： 

養護嗎？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科長育群：  

去養護倒是可以，但是障礙物的排除，我覺得最終還是要回歸到訴願救濟

這個部分，或者是議員剛剛建議的進行調解，大概是這樣。如果萬一經過我

們認定之後，它不是既成道路，我覺得又回歸到法制局剛剛這個建議，就是

經由訴訟，就是一個代替通行權的問題，那變成請法制局這邊的同仁，提供

一些法律的諮詢。我覺得今天整個會議討論出來，比較重點的，我看是這幾

點，大概這樣，以上。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謝謝林科長，這很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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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芳如： 

執行的問題，現在就是工務局已經認定，執行發一個文以後，我們依照航

照圖，你這個可能是有違法的相關行為時，再來呢？再來是由哪一局處發出

這個文？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他們共同會勘，會勘認定了以後就會做成結果，結果就答覆民眾。像你說

這個東西要排除，很多要排除的，會走到要你們解釋的，找空照圖這些來補

救的，都是要經過法院程序了。法院如果判決有的時候，那時候就可以申請

強制執行了，那不用煩惱到那邊去。是現在遇到很多，像剛才林總工講的，

空照圖 20 年以前的時候，這樣可以輔助，你們根據現場看了以後，有這個

事情，那當然就要發給民眾，你們依政府機關認定這個是已經有的道路，就

空照圖是 20 年、30 年以前的，70 年的對不對？就是有了。你拿到這個證明

以後，他們申請調解，調解不成才移送法院，就依程序這樣子。  

林議員芳如： 

可以嗎？有一個事前的調解這是可行的吧。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科長育群：  

如果是事前的調解，是符合…  

林議員芳如： 

然後不行再去訴訟對不對？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我看大家的共識就是依據航照圖，現場就是農業局、養工處會去，去了由

你們簽出意見，看由哪一個單位給那個公文。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正工程司宜俊：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因為道路要去劃分屬性的話，公文有時候送進來，因

為原本都不知道這是什麼道路，那個名稱問題，就是送進來有可能這條路是

產業道路。但是我們現在出去外面看，它是產業道路，使用的人可能是少數

特定人士，這部分是農業局去認定是不是農路。那常常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農業局可能會覺得這不是資訊系統編定的農路，常常變成農業局跟工務局這

邊，它主政的權責可能會很難去釐定。到時候最終的受害者應該是民眾，因

為他找不到主政機關。這部分農業局大概要怎麼做定義，所謂農路大概是怎

麼樣，因為有時候一條路開闢了也不是小，大概 4、5 米左右，但是它確實

只供人家要去採水果的運輸車輛使用。但是之前我們遇到的情形就是，我們

說這是農路，但是農業局說這是道路，那就由道路主管去機關去認就好了。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我剛才講過，只有既成道路跟現有巷道的認定，如果要去認定，依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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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就是既成道路是、不是，就只有這樣而已。那若是其它的就不用再

談下去。 

林議員芳如： 

所以他現在會用依政府已經有的道路，來認定已經有的道路，所以以工務

局你要他認定一個名稱，他應該是沒辦法，因為它徵收的問題，然後還有一

些未來維管的問題，所以他應該會寫已經有的道路而已。然後認定的機關就

是用航照圖以及請公所來協助，然後你這樣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這樣好嗎？（會勘要有一個具體的單位。） 

林議員芳如： 

會勘要有一個主政單位來寫會勘記錄。（不然民眾會投訴無門。） 

林議員芳如： 

會看記錄，這個會勘紀錄你看誰寫會比較好？主席，現場如果會勘記錄，

我們要去看這一條路…。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不是，如果你陳情給養護的話，就養護來簽，如果陳情給農業的話，農業

就會養護，是不是這樣子？  

高雄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林總工程司志東： 

不是，他要變成既成道路，通常都會認為既成道路的認定，那還是回歸到

養工他們，到底是和不是，就這樣而已。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陳課長獻策：  

跟主席補充，基本上的話我是建議經由工務局認定，是不是屬於既成道路，

之後如果是既成道路的話，那當然就由我們的工務局，再依照自治條例的權

責去辦。那如果不是既成道路的話，那就回歸到是不是農業局認定的農路，

如果是農業局認定的農路的話，那當然就依照他們的權責辦。那如果也不是

農業局認定的農路，但是我覺得這種可能會比較小。（去現場看就知道）這個

可能還是要回歸到個案，所以可能在程序上，我們工務局會建議這樣子。  

主持人（鍾議員盛有）： 

這樣好嗎？就按照這樣子，因為我們碰到很多這種案件，今天邀請大家來，

有說出來了，我就說公務人員一定要有依據，要不然基層的人也是沒有遵循

的地方。如果有這種的紀錄以後，那有會給各單位的時候，他們就按照這個

方向，出空照圖這些，還有會勘，給他們。至於後續的要怎麼排除，那就他

們自己會解決。是說不要這個找到你們，一個一個單位要請，又問這個又問

那個，所以邀集大家來，比較麻煩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