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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修正總說明 

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於九十年九月五日訂

定發布。因應海洋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十二年五月三十

一日修正公布，配合本法之修正及實務運作所需，爰修正本細則，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定期檢討國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書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修正污染管制措施之禁止使用藥品名稱。（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 增訂各類港口管理機關與事業機構應辦理港區水質及底泥檢測，

並定期公布檢測結果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四、 修正從事油輸送、海洋棄置及離岸風力發電工程之緊急應變計畫

應包含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五、 增訂保險人之擔保函為提供擔保之形式。（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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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海洋污染

防治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六十八條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海洋污染

防治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六十條規定訂定

之。 

配合本法修正，授權依據

修正為第六十八條。 

第二條 本法所定中央主

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

下： 

一、全國性海洋污染防

治政策與計畫之規

劃、訂定、督導及

執行事項。 

二、海洋污染防治法規

之訂定、研議及釋

示事項。 

三、全國性海洋環境品

質之監測及檢驗事

項。 

四、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業務

之督導事項。 

五、涉及二直轄市、縣

（市）以上海洋污

染防治之協調或執

行事項。 

六、涉及相關部會機關

海洋污染防治之協

調事項。 

七、海洋污染防治之研

究發展事項。 

八、全國性海洋污染防

治之國際合作、宣

導及人員之訓練事

項。 

九、其他有關全國性海

洋污染防治事項。 

第二條 本法所定中央主

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

下： 

一、全國性海洋污染防

治政策與計畫之規

劃、訂定、督導及

執行事項。 

二、海洋污染防治法規

之訂定、研議及釋

示事項。 

三、全國性海洋環境品

質之監測及檢驗事

項。 

四、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業務

之督導事項。 

五、涉及二直轄市、縣

（市）以上海洋污

染防治之協調或執

行事項。 

六、涉及相關部會機關

海洋污染防治之協

調事項。 

七、海洋污染防治之研

究發展事項。 

八、全國性海洋污染防

治之國際合作、宣

導及人員之訓練事

項。 

九、其他有關全國性海

洋污染防治事項。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法所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之主

管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工作

之規劃、協調及執

第三條 本法所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之主

管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工作

之規劃、協調及執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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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自治

法規之訂定及釋示

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之監

測及檢驗事項。 

四、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統計

資料之製作及陳報

事項。 

五、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之研

究發展、宣導及人

員之訓練事項。 

六、其他有關直轄市、

縣（市）海洋污染

防治事項。 

行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自治

法規之訂定及釋示

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之監

測及檢驗事項。 

四、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統計

資料之製作及陳報

事項。 

五、直轄市、縣（市）

海洋污染防治之研

究發展、宣導及人

員之訓練事項。 

六、其他有關直轄市、

縣（市）海洋污染

防治事項。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及執行機

關得視海洋污染防治需

要，共同或分別與協助

執行機關組成聯合稽查

小組，執行海洋污染事

項之檢查、鑑定或取

締、蒐證等。 

執行機關或協助執

行機關依本法執行取

締、蒐證海洋污染事

項，應分別送請主管機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司法機關依規定辦

理。                                                                                                                                                                                                                                                                                                                                                                                                                                                                                                                                                                                                                                                                                                                                                                                                                                                                                                                                                                                                                                                                                                                                                                                                                                                                                                                                                                                                                                                                                                                                                                                                                                                                                                                                                                                                                                                                                                                                                                                                                                                                                                                                                                                                                                                                                                                                                                                                                                                                                                                                                                                                                                                                                                                                                                                                                                                                                                                                                                                                                                                                                                                                                                                                                                                                                                                                                                                                                                                                                                                                                                                                                                                                                                         

第四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

關，指海岸巡防機關。 

本法第六條所稱協

助執行機關，指依本法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協助

辦理取締、蒐證、移送

等事項之軍事、海關或

其他機關。 

主管機關及執行機

關得視海洋污染防治需

要，共同或分別與協助

執行機關組成聯合稽查

小組，執行海洋污染事

項之檢查、鑑定或取

締、蒐證等。 

執行機關或協助執

行機關依本法執行取

締、蒐證海洋污染事

項，應分別送請主管機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司法機關依規定辦

理。                                                                                                                                                                                                                                                                                                                                                                                                                                                                                                                                                                                                                                                                                                                                                                                                                                                                                                                                                                                                                                                                                                                                                                                                                                                                                                                                                                                                                                                                                                                                                                                                                                                                                                                                                                                                                                                                                                                                                                                                                                                                                                                                                                                                                                                                                                                                                                                                                                                                                                                                                                                                                                                                                                                                                                                                                                                                                                                                                                                                                                                                                                                                                                                                                                                                                                                                                                                                                                                                                                                                                                                                                                                                                               

現行第一項執行機關及第

二項協助執行機關已定明

於本法第三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爰刪除之，其餘項

次配合調整。 

第五條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

所定之國家海洋污染防

治白皮書，中央主管機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本法第七條第二

項，中央主管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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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每五年定期檢討修

正之。 

發布國家海洋污染防

治白皮書，內容包含

國家海洋污染現狀調

查、重要具體防治作

為及推展進度等，並

定期檢討修正，爰予

增訂檢討頻率。 

第六條 本法第八條第三項

所稱毒品、藥品，指氰

化物、氰酸鉀、酚類或

其他散布於海域，足致

水生物昏迷、死亡、降

低生產力或喪失成長繁

殖能力之含毒物質。 

第五條 本法第八條第三項

所稱毒品、藥品，係指

氰化物、氰酸鉀、石炭

酸或其他散布於海域，

足致水生物昏迷、死

亡、降低生產力或喪失

成長繁殖能力之含毒物

質。 

一、條次變更。 

二、苯酚俗稱石炭酸，屬

於酚類之一種；考量

海域水質可能受工業

廢水或船舶排放廢

水、廢油污染，致使

含有有毒而影響生物

之酚類化合物，常見

者包括苯酚、苯甲

酚、二甲苯酚等，另

查「海域環境分類及

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表列項目為酚類，為

使法規間管理標的與

保護法益一致，爰修

正石炭酸為酚類。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

全國性海域水體，依其

海域環境分類設置海域

環境水質監測站；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就其轄區內之海域水

體，依其海域環境分類

設置海域環境水質監測

站。 

主管機關應於每年

四月十五日前，公布前

一年之海域環境水質監

測資料。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

全國性海域水體，依其

海域環境分類設置海域

環境監測站；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就

其轄區內之海域水體，

依其海域環境分類設置

海域環境監測站。 

各級主管機關應於

每年四月十五日前，公

布前一年之海域環境監

測資料。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將各級主管

機關修正為主管機

關，刪除「各級」用

語，並依本法第九條

第五項授權訂定之

「海域環境監測及監

測站設置辦法」第二

條規定，修正海域環

境監測站為海域環境

水質監測站。 

第八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九條第一項規定採取之

適當防治措施，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污染改善措施。 

二、清 除 或 削 減 污 染

源。 

三、協調或會同執行機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採

取之適當防治措施，應

包括下列事項： 

一、污染改善措施。 

二、清 除 或 削 減 污 染

源。 

三、協調或會同執行機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將各級主管

機關修正為主管機

關，刪除「各級」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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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協助執行機關

進行海洋污染事項

之檢查、鑑定或取

締、蒐證等。 

關、協助執行機關

進行海洋污染事項

之檢查、鑑定或取

締、蒐證等。 

第九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

後段所稱限制海域之使

用，包含下列措施： 

一、暫停該海域全部或

一部分之使用。 

二、限制使用之期間。 

三、限制使用之範圍。 

四、變更或減少海域使

用之用途。 

五、其他為防止、排除

減輕海洋環境惡化

之限制、變更海域

使用條件之暫時性

措施。 

第八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就各級主管機關海

域水質監測結果，得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採行

下列限制海域使用之管

制措施： 

一、暫停該海域全部或

一部分之使用。 

二、限制使用之期間。 

三、限制使用之範圍。 

四、變更或減少海域使

用之用途。 

五、其他為防止、排除

或減輕海洋環境惡

化之限制、變更海

域使用條件之暫時

性措施。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九條第一項規定設置海

域環境水質監測站或設

施者，應公告其所在位

置。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

所稱之干擾，係指下列

行為： 

一、於海域環境水質監

測站或設施一百公

尺內故意施放污染

性生物、物質、能

量之行為。 

二、於海域環境水質監

測站或設施周界五

十 公 尺 範 圍 內 撒

網、行船、迫近或

造波。 

第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設

置海域環境監測站或設

施者，應公告其所在位

置。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

所稱之干擾，係指下列

行為： 

一、於海域環境監測站

或設施一百公尺內

故意施放污染性生

物、物質、能量之

行為。 

二、於海域環境監測站

或設施周界五十公

尺範圍內撒網、行

船、迫近或造波。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將各級主管

機關修正為主管機

關，刪除「各級」用

語，並依本法第九條

第五項授權訂定之

「海域環境監測及監

測站設置辦法」第二

條規定，修正海域環

境監測站為海域環境

水質監測站。 

第十一條 各類港口管理機

關與事業機構依本法第

九條第三項辦理港區水

質及底泥檢測，應於每

年四月十五日前公布前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本法第九條第三

項增訂各類港口管理

機關及事業機構應辦

理港區水質及底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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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檢測結果。但軍

港部分得僅提供檢測結

果予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測，爰規定其應定期

公布檢測結果，及軍

港部分得免公布之例

外規定。 

第十二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依本法第十條第

二項所定之重大海洋污

染緊急應變計畫規定內

容，訂定海洋污染緊急

應變計畫。 

第十條 行政院依本法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設重大

海洋污染事件處理專案

小組，並依本法第十條

第二項所訂重大海洋油

污染緊急應變計畫相關

程序、分工及應變措

施，成立重大海洋油污

染緊急應變中心，處理

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地方主管機關應依

前項重大海洋油污染緊

急應變計畫規定內容，

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

變計畫，並設置海洋油

污染緊急應變小組；必

要時，成立海洋油污染

緊急應變中心，處理海

洋油污染事件。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本法第十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已定明行

政院為處理重大海洋

污染事件，得設重大

海洋污染事件處理專

案小組；為處理重大

海洋污染緊急事件，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

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

變計畫，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爰刪除現行

第一項規定。 

三、本法第十條第二項亦

定明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應針對管

轄範圍訂定海洋污染

緊急應變計畫，計畫

內容並包括設置海洋

污染緊急應變小組與

成立海洋油污染緊急

應變中心等相關規

定，爰刪除現行第二

項有關地方主管機關

權責部分。 

四、考量海洋污染事件之

樣態未必全為油污

染，爰刪除「油」

字，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三條 從事油輸送、海

洋棄置達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規模者，依本法

第十五條第一項提出之

緊急應變計畫，其內容

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警報、通報方式。 

二、操作異常、故障及

意 外 事 故 排 除 方

法。 

第十一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所稱緊急應變計

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警報、通報方式。 

二、操作異常、故障及

意 外 事 故 排 除 方

法。 

三、污染物清理及減輕

其危害之方法。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本條

序文援引條次由第十

三條第一項修正為第

十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又本條係依本法第十

五條第二項授權訂

定，併予敘明。 

三、另從事油輸送、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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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物清理及減輕

危害之方法。 

四、須 停 止 操 作 、 棄

置、減產之情形。 

五、應變所需之器材、

設備。 

六、參與應變人員之任

務編組及其訓練規

定。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四、須停止操作、棄

置、減產之情形。 

五、應變所需之器材、

設備。 

六、參與應變人員之任

務編組及其訓練規

定。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工程、海洋棄置、海

上焚化或其他污染行

為等具較高污染潛

勢，規範其應提出足

以預防及處理海洋污

染之緊急應變計畫，

惟因本法增訂第二十

八條不得從事海上焚

化，又從事離岸風力

發電工程者已另增訂

第十四條規範，爰本

條文僅規範從事油輸

送及海洋棄置行為，

並敘明應提出緊急應

變計畫者，係所從事

行為達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規模者。 

第十四條 從事離岸風力發

電工程者，依本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提出之緊急

應變計畫，依工程進度

區分施工期間及維運期

間之措施，其內容應分

別包含下列事項： 

一、施工期間： 

(一) 警 報 、 通 報 方

式。 

(二) 施工進行操作異

常、故障及意外

事故排除方法。 

(三) 污染物或設施施

工及耗損造成廢

棄物之清理及減

輕危害方法。 

(四) 須停止施工之情

形。 

(五) 應 變 所 需 之 器

材、設備。 

(六) 參與應變人員之

任務編組及其訓

練規定。 

(七)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 關 指 定 之 事

項。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係依本法第十五

條第二項授權訂定。 

三、參考國家海洋研究院

一百零九年「離岸風

電海域防救災規劃策

略研究」，考量離岸

風電風場範圍廣大，

除施工過程外，其營

運過程仍可能導致污

染發生之事件，並考

量風機範圍對於海床

干擾與擾動、生物棲

地破壞或切斷、施工

水下噪音、衍生水質

污濁等影響，故針對

離岸風力發電工程之

施工及維運期間應分

別提出緊急應變計

畫，並於第一款及第

二款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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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運期間： 

(一) 成立維運控制機

制，控管維運範

圍之進出及相關

安全規定，並提

出與鄰近營運單

位之區域聯防內

容。 

(二 )警報、通報方

式。 

(三) 停 止 操 作 之 情

形、操作異常、

故障及意外事故

排除方法。 

(四) 污染物或設施營

運耗損造成廢棄

物之清理及減輕

危害方法。 

(五) 應 變 所 需 之 器

材、設備。 

(六) 參與應變人員之

任務編組及其訓

練、演練規定。 

(七) 建立遠端監測機

制及預防污染措

施。 

(八) 提出之衝擊減輕

措 施 或 替 代 方

案。 

(九)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 關 指 定 之 事

項。 

第十五條 依本法第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或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所為之通知，其內容

包括下列事項： 

一、報告人姓名、職

稱、單位、場所。 

二、污染發生來源、原

因。 

第十二條 公私場所、船長

或船舶所有人依本法第

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或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所為之通知，

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報告人姓名、職

稱、單位、場所。 

二、污染發生來源、原

因。 

三、發生事故時間、位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修正

有關條文條次及增列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準

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之通知規定，另刪除

「公私場所」用語及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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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生事故時間、位

置或經緯度。 

四、污染物種類及特

性。 

五、污染程度、數量及

已採取措施。 

六、氣象狀況及可能之

污染影響。 

七、緊急通知電話、傳

真 或 其 他 聯 絡 方

式。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受通知機關就前項

通知內容應作成紀錄。 

置或經緯度。 

四、污染物種類及特

性。 

五、污染程度、數量及

已採取措施。 

六、氣象狀況及可能之

污染影響。 

七、緊急通知電話、傳

真或其他聯絡方式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受通知機關就前項

通知內容應作成紀錄。 

第十六條 依本法第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或第三十三第一項規定

所採取之措施，其內容

如下： 

一、提供發生海洋污染

之相關設施或船體

之詳細構造圖、設

備、管線及裝載貨

物 、 油 量 分 布 圖

等。 

二、派遣熟悉發生污染

設施之操作維護人

員或船舶艙面、輪

機人員、加油人員

處理應變，並參與

各機關成立之緊急

應變小組。 

三、污染應變人員編

組、設備之協調、

調派。 

四、污染物或油之圍

堵、清除、回收、

處置措施。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十三條 公私場所、船長

或船舶所有人依本法第

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或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所採取之措

施，其內容如下： 

一、提供發生海洋污染

之相關設施或船體

之詳細構造圖、設

備、管線及裝載貨

物 、 油 量 分 布 圖

等。 

二、派遣熟悉發生污染

設施之操作維護人

員或船舶艙面、輪

機人員、加油人員

處理應變，並參與

各機關成立之緊急

應變小組。 

三、污染應變人員編

組、設備之協調、

調派。 

四、污染物或油之圍

堵、清除、回收、

處置措施。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規 定 應 採 取 之 措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修正

有關條文條次及增列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準

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之採取措施規定，另

刪除「公私場所」用

語及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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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應 採 取 之 措

施。 

施。 

第十七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所定應檢具海洋污

染防治計畫，其應載明

事項如下： 

一、基本資料： 

（一）申請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及地

址。 

（二）申請單位負責人

姓名、住址、

聯絡電話及身

分證明文件字

號。 

二、有廢（污）水產生

者，其廢（污）水

之生產、收集及處

理情形。 

三、有廢（污）水排放

於 海 洋 者 ， 其 廢

（污）水排放於海

洋之水量及性質。 

四、有放流管線、放流

口之設置者，其放

流管線、放流口之

設置位置及周遭生

態環境狀況。 

五、減輕不利影響之海

域環境管理措施。 

六、海域環境水質之監

測方法、頻率及項

目。 

七、緊急應變措施。 

八、廢（污）水、油、

廢棄物、化學品、

有害物質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之污染物質之

回收處理方式。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四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

一項所定海洋污染防治

計畫，其應載明事項如

下： 

一、有廢（污）水產生

者，其廢（污）水

之生產、收集及處

理情形。 

二、有廢（污）水排放

於 海 洋 者 ， 其 廢

（污）水排放於海

洋之水量及性質。 

三、有放流管線、放流

口之設置者，其放

流管線、放流口之

設置位置及周遭生

態環境狀況。 

四、減輕不利影響之海

洋環境管理措施。 

五、海洋環境之監測方

法、頻率及項目。 

六、緊急應變措施。 

七、廢（污）水、油、

廢 棄 物 、 化 學 物

質、有害物質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之污染物

質 之 回 收 處 理 方

式。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第一款海洋污染

防治計畫中應載明之

基本資料，現行第一

款至第八款遞移為第

二款至第九款。 

三、配合本法修正，修正

有關條文條次，並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八條 利用海洋設施從

事探採油礦、輸送油、

第十五條 公私場所利用海

洋設施從事探採油礦、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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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或排放廢（污）

水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規模者，應於每年一

月、四月、七月及十

月，依本法第二十條第

二項規定向地方主管機

關申報監測紀錄，轉陳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輸送油及化學物質或排

放廢（污）水者，應於

每年一月、四月、七月

及十月，依本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向地方主

管機關申報監測紀錄，

轉陳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有關條文條次，刪除

「公私場所」用語及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

二項之探採或輸送紀

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探採、輸送方式、

輸送開始與完成時

間 、 油 種 類 與 總

量、船舶名稱、編

號、噸數及國籍。 

二、海洋設施內含油殘

留物總量及處理方

法。 

三、其他事故排洩者，

應記載排洩時間、

油種類、估計量、

排出狀況及原因。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紀錄，應於每

年一月、四月、七月及

十月，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報，轉陳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第十六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

三項之探採或輸送紀

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探採、輸送方式、

輸送開始與完成時

間 、 油 種 類 與 總

量、船舶名稱、編

號、噸數及國籍。 

二、海洋設施內含油殘

留物總量及處理方

法。 

三、其他事故排洩者，

應記載排洩時間、

油種類、估計量、

排出狀況及原因。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紀錄，公私場

所應於每年一月、四

月、七月及十月，向地

方主管機關申報，轉陳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修正

有關條文條次，刪除

「公私場所」用語及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所稱排放紀錄，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排放時間、地點、

方式及排放物種類

或成分。 

二、排放物性質。 

三、排放物數量或濃

度。 

四、處理過程。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紀錄，應於每

年一月、四月、七月及

第十七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

一項所稱排放紀錄，應

記載下列事項： 

一、排放時間、地點、

方式及排放物種類

或成分。 

二、排放物性質。 

三、排放物數量或濃

度。 

四、處理過程。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紀錄，公私場

所應於每年一月、四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修正

有關條文條次，刪除

「公私場所」用語及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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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報，轉陳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月、七月及十月，向地

方主管機關申報，轉陳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二十

五條第三項或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五

條第三項規定製作之紀

錄，應置於運送之船

舶、航空器或海洋設

施、海洋設施或其他設

施明顯之處，並記載下

列事項： 

一、裝載時間及地點。 

二、棄置種類及數量。 

三、棄置貯存處。 

四、開始及完成棄置之

時 間 、 位 置 、 航

向、航速及當時氣

象。 

五、棄置之操作情形、

處理速度。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紀錄，管理人

應於每年一月、四月、

七月及十月，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報並送地方主

管機關備查。 

第十八條 依本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製作之紀錄，應

置於船舶、航空器或海

洋設施明顯之處，並記

載下列事項： 

一、裝載時間及地點。 

二、棄置或焚化物種類

及數量。 

三、棄置或焚化物貯存

處。 

四、開始及完成棄置或

焚 化 之 時 間 、 位

置、航向、航速及

當時氣象。 

五、棄置或焚化之操作

情形、處理速度、

焚化殘餘物處理方

法。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紀錄，管理人

應於每年一月、四月、

七月及十月，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報並送地方主

管機關備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及不得

從事海上焚化，修正

有關條文條次及增列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準

用第二十五條第三項

之棄置紀錄規定，並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三十條

第一項有關船舶之排洩

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有

關設置船舶防止污染設

備及第二項所稱船舶之

適當防制排洩措施，依

船舶法、商港法與航政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及

國際公約或慣例辦理。 

 

第十九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

有關設置船舶防止污染

設備、第二十七條有關

船舶對海洋環境有造成

污染之虞者之認定、第

二十九條有關船舶之排

洩及第三十條所稱船舶

之適當防制排洩措施，

依船舶法、商港法及航

政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與國際公約或慣例辦

理。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原第二十六

條及第三十條合併修

正為第三十一條、原

第二十九條修正為第

三十條及刪除原第二

十七條，爰修正有關

條文及條次。 

第二十三條 本法第三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之擔保，

得以現金、銀行本票或

支票、保付支票、無記

第二十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之擔保，得

以現金、銀行本票或支

票、保付支票、無記名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修正

有關條文條次。另參

照實務上針對海洋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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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政府公債、設定質權

之銀行定期存款單、銀

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

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

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

證、保險人之擔保函、

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

等方式為之。 

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

銀行定期存款單、銀行

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

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

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

證、保險公司之保證保

險單等方式為之。 

染投保所提供的擔

保，尚有船東互保協

會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Club, P&I  

Club)等保險人出具擔

保 函 (Letter of 

Undertaking,LOU) 之

樣態，爰參酌海商法

第一百條第四項規

定，增訂得以「保險

人之擔保函」為提供

擔保之形式。又此擔

保函之保險人所承擔

責任，屬「原本保險

責任之確認」，並非

原本保險責任以外之

額外責任承擔，併予

敘明。 

第二十四條 本法及本細則

所定之許可證書、處分

書、移送書、申請書或

其他書表之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法及本細則

所定之許可證書、處分

書、移送書、申請書或

其他書表之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五條 本細則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二條 本細則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