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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海洋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利用海洋設施從事探採油礦、

輸送油、化學品或排放廢（污）水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規模者，應先檢

具海洋污染防治計畫，載明海洋污染防治作業內容、海洋監測與應變措施

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為之。

取得前項許可者，應持續執行海洋監測，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監測紀錄；

其利用海洋設施探採油礦或輸送油時，應製作探採或輸送紀錄。」

二、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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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資料：

(1)申請單位名稱、聯絡電話及地址。

(2)申請單位負責人姓名、住址、聯絡電話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2.有廢（污）水產生者，其廢（污）水之生產、收集及處理情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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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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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減輕不利影響之海域環境管理措施。

6.海域環境水質之監測方法、頻率及項目。

7.緊急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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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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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二） 第十八條：利用海洋設施從事探採油礦、輸送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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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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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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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海洋設施內含油殘留物總量及處理方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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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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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海洋棄置許可管理辦法。

四、海洋委員會 113 年 6 月 4 日公告修正「海洋污染防治法申請案件審查作

業原則」

五、「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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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為達成有效審查海洋污染防治許可業者海洋污染防治計畫作業管理之目

的，申請者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許可利用海洋設施從事探採油礦、

輸送油、化學品或排放廢（污）水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規模者，應依本法施

行細則第十七條規定，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海洋污染防治計畫一式十五份，向

海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出申請：

已取得本項許可之業者，應持續執行海洋監測，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監

測紀錄；在發生污染期間，得以防止、排除或減輕海洋污染事件對人體、生態、

環境或財產之影響，以共同達成安全、即時、有效且協調之應變作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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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審查分類暨流程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條審查作業方式，依據現行許可審查作業程序，係

先行實施計畫文件內容比對，完成後再執行委員審查作業；依據前述作業方式，

許可業者提交海洋污染防治計畫後，由本署先行實施文件內容比對，檢覈是否

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條許可計畫審查事項；完成文件比對後，若符合要

求內容，將組織委員會進行委員意見審查，若不符合要求內容，退回申請單位

重新辦理申請程序。是以本作業指引將依據前述流程，據以撰擬計畫文件審查

作業流程。

一、計畫文件比對作業：就計畫文件是否已依海洋污染防治法及其施行細

則相關規定之九項內容所要求內容進行撰寫，由機關依據海洋污染防

治法施行細則第十七、十八、十九條內容規定之九項項目資料或章節

進行比對污染防治計畫實施要項，檢視污染防治計畫內容是否已包含

法令規定內容，資料未齊備者將退回申請廠商補件。待資料齊全後，

由機關發送公文通知廠商繳交審查費，並擇日召集委員及相關單位召

開審查會議。有關申請許可利用海洋設施從事探採油礦、輸送油、化

學品或排放廢（污）水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規模者，應檢具申請書

及下列文件：

(一)基本資料：

1.申請單位名稱、聯絡電話及地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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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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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二、指引內容說明(如表 3-1)：

（一）基本資料

1.項目

(1) □已檢附 □未檢附 申請單位名稱、聯絡電話及地

址。

(2) □已檢附 □未檢附 申請單位負責人姓名、住址、聯

絡電話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2.撰寫內容指引說明

（1）於海洋污染防治計畫內列表檢附說明申請單位名稱、聯

絡電話及地址。

（2）於海洋污染防治計畫內列表檢附說明申請單位負責人姓

名、住址、聯絡電話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廢（污）水產生型態、收集、處理與排放

1.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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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檢附 □未檢附 廢（污）水之產生。

(2) □已檢附 □未檢附 收集及處理廢（污）水之情形或

作法。

(3) □已檢附 □未檢附 排放於海洋之水量及性質。

(4) □已檢附 □未檢附 污染收集或排放作業流程說明。

2.撰寫內容指引說明

（1）針對生產作業或非作業期間，有無產生相關廢污水（包

含廢水、廢油、含其他化學物之廢污水）；以及前述產

生之廢（污）水數量。

（2）依據前項作業產生之廢（污）水數量，作業場所收集之

方法，收集後之廢污水現場處理方式與作業流程、經處

理後之廢水數量。

（3）廢（污）水是否排放於海洋，若有排放於海洋之水量及

性質，並出具相關廢（污）水排放水量及性質之紀錄文

件。

（4）針對作業或非作業期間發生廢（污）水，相關收集或排

放作業流程說明（包含收集程序與處理流程製圖表示，

並詳述相關收集、處理、排放數量與地點）。

（三）有放流管線、放流口設置者，設置位置及周遭生態環境狀況

1.項目

(1) □已檢附 □未檢附 若有設置之固定放流管線、放流

口，說明設置類型。

(2) □已檢附 □未檢附 週遭生態環境狀況描述。

2.撰寫內容指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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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許可業者海洋污染防治計畫作業申請場所內、外部

從事廢（污）水排放操作，列述說明放流管線、放流口

設置類型與位置。

（2）有關許可業者海洋污染防治計畫作業申請場所內、外部

從事作業期間，可能發生機具設備故障之異常狀況列述，

以及對應各項不同異常狀況之排除或緊急處理方法。

（四）減輕不利影響海域環境管理之管理措施

1.項目

(1) □已檢附 □未檢附 針對不同海域環境作業區域說

明減輕不利影響海洋環境之管

理措施。

(2) □已檢附 □未檢附 作業期間污染可能的外洩量與

可能污染範圍。

(3) □已檢附 □未檢附 針對海域環境評估優先保護區

位與優先次序，並針對前述區域

列出各種防護清理方式選項之

可行性。

(4) □已檢附 □未檢附 必須防護與清污區域的應變策

略與程序。

(5) □已檢附 □未檢附 委託廢污水與含油（或化學物

質）之廢棄物業者處理者，其委

託處理合約書影本。

2.撰寫內容指引說明

（1）計畫書內容應針對不同海域環境區域（如船舶棧橋或碼

頭靠泊作業、海底輸送管線作業、外海卸油浮筒等利用

海洋設施從事探採油礦、輸送油及化學物質或排放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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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者，以及電廠陸域排放冷卻水者；前述相關之

警報系統、儲槽區污染預防措施、水污染管理、廢棄物

管理等逐項說明減輕不利影響海域環境之管理措施。

（2）述明機具設備操作期間可能產生污染物之類型、種類與

可能產生相關污染意外事故原因。

（3）針對前項作業期間不同樣態發生後可能產生污染物之外

洩數量先期預估，並依據外洩區域說明污染物外洩後可

能污染之影響範圍以及敏感區位。

（4）針對前項作業期間將產生影響之範圍以及區位，評估列

出優先保護區位與優先次序，並針對前述區域列出各種

防護選項之可行性，並列述污染不同區域之清理方式。

（5）依據前項可能污染區域，若有諸如環境敏感區、漁業敏

感區、工業取水口、景觀區位等，擬訂必須防護與清污

區域的應變策略與程序。

（6）應先行與相關廢棄物清除業者針對清除污染物期間或清

理完成後，相關產生之液體或固體廢棄物簽訂委託合約

書，簽訂之委託處理合約書影本，應隨計畫檢附。

（五）海域環境水質之監測方法、頻率及項目

1.項目

(1) □已檢附 □未檢附 海域環境水質監測點位選擇說

明。

(2) □已檢附 □未檢附 海域環境水質監測頻率與作業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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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檢附 □未檢附 海域環境水質監測項目及監測

原因、方法說明。

2.撰寫內容指引說明

（1）詳列海域環境水質監測點位，以及選擇點位之原因（含

背景點）。

（2）說明海域環境水質監測頻率與作業流程，監測期間採樣

檢驗作業方式必須符合品保品管規定。

（3）詳列海域環境水質監測項目，以及監測項目之原因，並

說明若有可能產生特殊不利於海域環境水質之廢（污）

水內含物質，實施加嚴監測之項目以及採樣檢驗作業方

式。

（六）緊急應變措施

1.項目

(1) □已檢附 □未檢附 機具設備須停止操作或須減產

之情形說明。

(2) □已檢附 □未檢附 緊急應變設備器材品項、數量與

存放位置清單。

(3) □已檢附 □未檢附 依據污染可能外洩量整備之應

變能量品項與數量，是否足以處

理經過風險評估的污染量（包含

污染區位、保護區清污方法、運

送到位地點與時間）。

(4) □已檢附 □未檢附 應變資材出庫至可能污染範圍

完成佈放之時間。

(5) □已檢附 □未檢附 應變能量維持與增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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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檢附 □未檢附 參與應變人員之任務編組及其

訓練規定。

2.撰寫內容指引說明

（1）因應場所機具設備操作期間發生不同事故樣態類型後，

機具設備須配合事故處理、調查、檢修、檢換或其他因

素等，而必須停止操作或須減產之情形說明。

（2）緊急應變設備器材，依據污染可能外洩量與污染區位，

以及將採行之應變策略、程序，先期規劃評估備置應變

品項、數量與存放位置清單。

（3）針對污染可能外洩量與污染區位，以及將採行之應變策

略、程序，相關能量整備工作必須滿足經過風險評估的

污染量與作業區域之處理作業方式，本項作業內容必須

包含污染區位位置、敏感區保護方式、污染區清污方法

等。

（4）針對場所內部儲置以及外部應變機關（構）支援之應變

能量，計算資材儲置地運送出庫→搬運上車→運送到岸

→登船輸運→運送至可能污染範圍→污染區佈放完成

佈放之各別時間與總花費時間。

（5）針對年度內應變事件之能量消耗或正常儲置狀態下之汰

舊換新需求，應變能量必須予以維持，在計畫內容應先

行評估擬訂設備器材耗損補充之立即增購方式與年度

汰換預估需求。

（6）針對應變編組與訓練，應檢附應變動員團隊分工權責（含

協力廠商）名冊及說明（含日夜間電話）、辦理符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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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之海洋污染教育訓練與應變資材操作訓練、實務應變

操演等。

（7）相關業者若已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15 條提送「緊急應

變計畫書」且經核可，有關本污染防治計畫內容載述之

「緊急應變」措施應符合緊急應變計畫書核定之計畫書

內容。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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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處理方式

1.項目

(1) □已檢附 □未檢附 廢（污）水回收處理方式。

(2) □已檢附 □未檢附 含油污染物質回收處理方式。

(3) □已檢附 □未檢附 廢棄物回收處理方式。

(4) □已檢附 □未檢附 化學品回收處理方式。

(5) □已檢附 □未檢附 有害物質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之污染物質回收處

理方式。

2.撰寫內容指引說明

業者針對前述相關有害物質可能產出之項目，各別敘明回收

以及處理作業方式與流程。

（八）若屬探採油礦或輸送油、化學品業者應檢附內容

1.項目

(1) □已檢附 □未檢附 針對探採、輸送方式、輸送開始

與完成時間、油種類與總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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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名稱、編號、噸數及國籍製作

紀錄備查與核備。

(2) □已檢附 □未檢附 海洋設施內含油殘留物總量及

處理方法。

(3) □已檢附 □未檢附 發生事故排洩者，應記載排洩時

間、油種類、估計量、排出狀況

及原因。

2.撰寫內容指引說明

（1）針對作業場所從事油或化學品輸送，相關作業設施、船

舶、輸送種類、數量等資料，應以單次作業方式紀錄，

若未及於計畫申請期間檢附相關船舶或其他資訊者，作

業前兩週將相關資訊陳送海洋保育署核備。

（2）針對海洋設施內含油殘留物內容，係指外海卸油浮筒或

碼頭岸際相關輸送管線，應針對殘留物總量及處理方法

實施說明。

（3）若作業期間發生事故導致排洩於海洋時，應詳細記載排

洩時間、外洩物質種類、估計量、排出狀況及原因，以

及應變處置過程等紀錄備查。

（九）業者取得許可後，每季申報監測紀錄

1.項目

(1) □已檢附 □未檢附 定期每季申報監測紀錄。

(2) □已檢附 □未檢附 監測記錄與監測項目製作比較

圖表。

2.撰寫內容指引說明

（1）業者取得許可後，應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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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海洋污染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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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述監測記錄與監測項目除應依據環境之監測方法、頻

率及項目檢測結果製作報表記錄外，另應比對歷史紀錄

完成分析比較圖、表。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1.項目

(1) □已檢附 □未檢附 結合當地縣市之區域型應變計

畫（諸如應變風險地圖、資材清

單與應變單位聯繫動員方式

等）。

(2) □已檢附 □未檢附 海上污染應變策略、作業方式。

(3) □已檢附 □未檢附 海岸污染應變策略與作業方式。

(4) □已檢附 □未檢附 二次污染防範作業方式與措施。

(5) □已檢附 □未檢附 工地安全與緊急醫療救護方式。

(6) □已檢附 □未檢附 污染應變作業結束之環境復原

原則說明。

(7) □已檢附 □未檢附 污染應變作業結束之求償或賠

償說明。

(8) □已檢附 □未檢附 其它經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2.撰寫內容指引說明

（1）針對場所作業區位，應結合當地縣市政府之海洋污染緊

急應變計畫，結合內容建議參考諸如當地縣市應變風險

地圖、縣轄所有應變機關（構）資材清單，以及當地縣

市應變單位聯繫通報與動員方式等。

（2）針對場所作業區位，應結合當地可能發生之海上污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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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域特性，擬訂相應之海上應變策略，依據採行之策

略內容，調集應變所需輸具與設備、器材，以及實際海

上清除污染之作業方式。

（3）針對場所作業區位，應結合當地可能發生之港內及海岸

污染作業區域特性，擬訂相應之海岸應變策略，依據採

行之策略內容，調集應變所需輸具與設備、器材，以及

實際海岸清除污染之作業方式。

（4）針對場所作業區位，執行當地可能發生之海上及海岸污

染作業區域清除污染期間預期將產出之廢棄物，先行擬

訂相應之二次污染防範作業方式與措施，包含回收污染

物前先考慮廢棄物的種類及數量、規劃污染清除工作區

域與清除作業路線等，以避免未遭污染區位在污染物暫

時儲置或輸運期間發生污染狀況。

（5）作業內容必須包含海上或海岸清除污染期間之工地安全

與緊急醫療救護設施、器材，以及後送方式與後送醫院。

（6）污染應變作業結束之環境復原原則，內容說明應包含環

境復原程度、若鄰近敏感區需要生態復育及資源復育之

方式。

（7）針對污染應變作業結束後，相關動員與支援機關（構）

因應應變工作之行政支出求償事項，以及應變期間所耗

用之金錢、應變設備、器材、輸具等求償事項；另依據

場所保險單內容實施相關賠償說明。

三、再次申請許可文件應納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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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者取得許可後，每季申報監測紀錄

1. 定期每季申報監測紀錄

2. 監測記錄與監測項目製作比較圖表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1. 結合當地縣市之區域型應變計畫（諸如應變風險地圖、資

材清單與應變單位聯繫動員方式等）

2. 海上污染應變策略、作業方式

3. 海岸污染應變策略與作業方式

4. 二次污染防範作業方式與措施

5. 工地安全與緊急醫療救護方式

6. 污染應變作業結束之環境復原原則說明

7. 污染應變作業結束之求償或賠償說明

8. 其它經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表 3-1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條許可計畫文件要項比對表

事業單位審查資料

管制編號 許

可

提

報

□首次申請（新設事業單位）

事業名稱 再次申請:□修正 □變更 □延長

收件日期 1.修訂前後差異對照表

受理日期 2.文件修訂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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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件通知日 原

由

及

要

求

文

件

3.主管機關指定事項與辦理情形

補件收件日
4.計畫期間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

申報監測紀錄

補件文號 5.前次許可計畫承諾事項與辦理情形

審查費繳費文號 6.前次許可計畫委員意見辦理回復表

審查會議文號
7.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文件

（文件名稱： ）

施行細則 計畫內容是否包含法條規範 備註

第 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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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是□否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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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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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五、減輕不利影響之海域環境管理措施。 □是□否

六、海域環境水質之監測方法、頻率及項目。 □是□否

七、緊急應變措施。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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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是□否

第 十八條 利用海洋設施從事探採油礦、輸送油及化學品或排放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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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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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二、海洋設施內含油殘留物總量及處理方法。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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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是□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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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審查項目 審核

文

件

審

查

（一）基本資料

1 申請單位名稱、聯絡電話及地址。 □已檢附 □未檢附

2 申請單位負責人姓名、住址、聯絡電話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已檢附 □未檢附

（二）廢（污）水產生型態、收集處理與排放

1 廢（污）水產生型態（包含種類與數量） □已檢附 □未檢附

2 收集及處理廢（污）水之情形或作法 □已檢附 □未檢附

3 排放於海洋之水量及性質 □已檢附 □未檢附

4 污染收集或排放作業流程說明 □已檢附 □未檢附

（三）有放流管線、放流口設置者，設置位置及周遭生態環境狀況

1 設置之固定放流管線、放流口，說明設置類型 □已檢附 □未檢附

2 週遭生態環境狀況描述 □已檢附 □未檢附

（三）減輕不利影響海域環境管理之管理措施

1 針對不同海域環境作業區域說明減輕不利影響之管理措施 □已檢附 □未檢附

2 作業期間污染可能的外洩量與可能污染範圍 □已檢附 □未檢附

3
針對海域環境評估優先保護區位與優先次序，並針對前述區域列出各種

防護清理方式選項之可行性
□已檢附 □未檢附

4 必須防護與清污區域的應變策略與程序 □已檢附 □未檢附

5
委託廢污水與含油（或化學品）之廢棄物業者處理者，其委託處理合約

書影本
□已檢附 □未檢附

（四）海域環境水質之監測方法、頻率及項目

1 海域環境水質監測點位選擇說明 □已檢附 □未檢附

2 海域環境水質監測頻率與作業流程說明 □已檢附 □未檢附

3 海域環境水質監測項目及監測原因、方法說明 □已檢附 □未檢附

（五）緊急應變措施

1 機具設備須停止操作或須減產之情形說明 □已檢附 □未檢附

2 緊急應變設備器材品項、數量與存放位置清單 □已檢附 □未檢附

3

依據污染可能外洩量整備之應變能量品項與數量，是否足以處理經過風

險評估的污染量（包含污染區位、保護區清污方法、運送到位地點與時

間）

□已檢附 □未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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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變資材出庫至可能污染範圍完成佈放之時間 □已檢附 □未檢附

5 應變能量維持與增購計畫 □已檢附 □未檢附

6 參與應變人員之任務編組及其訓練規定 □已檢附 □未檢附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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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處理

1 廢（污）水回收處理方式 □已檢附 □未檢附

2 含油污染物質回收處理方式 □已檢附 □未檢附

3 廢棄物回收處理方式 □已檢附 □未檢附

4 化學品回收處理方式 □已檢附 □未檢附

5 有害物質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污染物質回收處理方式 □已檢附 □未檢附

（七）若屬探採油礦或輸送油、化學品業者檢附以下內容 □屬於 □不屬於

1
針對探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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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數及國籍製作紀錄備查與核備
□已檢附 □未檢附

2 海洋設施內含油殘留物總量及處理方法 □已檢附 □未檢附

3 發生事故排洩者，應記載排洩時間、油種類、估計量、排出狀況及原因 □已檢附 □未檢附

再次申請許可文件應納入之資料

（八）業者取得許可後，每季申報監測紀錄

1 定期每季申報監測紀錄 □已檢附 □未檢附

2 監測記錄與監測項目製作比較圖表 □已檢附 □未檢附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1
結合當地縣市之區域型應變計畫（諸如應變風險地圖、資材清單與應變

單位聯繫動員方式等）
□已檢附 □未檢附

2 海上污染應變策略、作業方式 □已檢附 □未檢附

3 海岸污染應變策略與作業方式 □已檢附 □未檢附

4 二次污染防範作業方式與措施 □已檢附 □未檢附

5 工地安全與緊急醫療救護方式 □已檢附 □未檢附

6 污染應變作業結束之環境復原原則說明 □已檢附 □未檢附

7 污染應變作業結束之求償或賠償說明 □已檢附 □未檢附

8 其它經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已檢附 □未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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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員審查作業：由機關律訂會議日期與簽辦委員名單後，召集委員會

實施審查會議，並由委員出席審查，會議成員應一併邀請事業單位所

在地之地方政府以及相關管理機關共同與會，會議完成後，由機關綜

合評估審查結果，核准後即通知廠商繳交證照費，待廠商完成繳費，

機關將核發申請廠商許可之文件，若機關評估審查後不合格需要複審，

將請廠商再行補件並陳送機關再次進行綜審程序。

（一）審查會議召開：由機關、審查委員、地方政府及相關管理單位

出席審查會議，並視需要實施現地查核。

（二）審查會議完成：由機關綜合評估審查結果，核准後即通知廠商

繳交證照費，待廠商完成繳費，機關將核發申請廠商許可之文

件，若機關評估審查後不合格需要複審，將請廠商再行補件並

陳送機關再次進行綜審程序。

圖 3-1 審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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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審核流程

依據前述審查作業程序，機關受理污染防治計畫文件後，先針對文件之完

整性進行比對，作業內容為機關就計畫文件是否已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條

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之九項內容撰寫，倘若已於計畫文件之章節撰述規定內

容，即符合通過條件，通知事業單位繳交審查費用，機關並接續安排後續的審

查會議。如未依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規定內容撰寫，即退回計畫並通知申

請人補正。實施委員會之作業內容說明如下

（一）資料寄送委員審查參考(審查會議前寄送)

1. 廠商申請之海洋污染防治計畫文件。

2. 機關完成之許可計畫文件要項比對表。

（二）審查會議流程

1. 先由申請人進行污染防治計畫內容簡報說明，俾利委員掌握申請計

畫文件內容(委員審查意見填寫如表 4-1)。

2. 審查程序若需要實施現地查核作業，則查核範圍係就申請人污染防

治設施、裝備，人員與實際應變進行現地查核工作(委員現地查核

意見填寫如表 4-2)。

3. 完成現地查核後返回簡報會場，審查委員提出計畫內容綜合性問題，

由申請人回覆（答）審查委員，以為申請人後續實施計畫修正之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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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條許可計畫審查表

一、事業單位名稱

二、許可提報文件名稱

三、委員審查意見

四、其他待改善事項

委員審查結果

1. □通過

2. □修正後通過

3. □不通過

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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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條許可計畫現地查核表(視情況需要召開)

一、事業單位名稱

二、委員審查意見(現場作業勘查與建議)

三、其他待改善事項

委員審查結果

1.□通過

2. □修正後通過

3. □不通過

委員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