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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起訴狀(三版)、補充狀暨爭點整理狀 

案 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 辦 股 別  

訴 訟 標
的 

金 額 或
價 額 

新臺幣 元 

稱 謂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所、就業處所、

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電話、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原 告 
 
 
 
 

代 表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被 告 
 
 
 
 
 
 
 
 
 
 
 
 
 

代 表 人 

社團法人台
灣蠻野心足
生 態 協 會 

 
 

文 魯 彬 
 
 

陳 成 曄 
官 翰 音 
洪 培 慈 
王 亭 涵 

 
 
 
 

 

行 政 院 
(機關名稱 ) 

 
 
 
 
 
 
 
 
 

 
 
 

林 全 
(機關首長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是否聲請『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 
（聲請本服務，請參考網址：http://cpor.judicial.gov.tw） 
□否 
□是（以一組 E-MAIL為限）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http://cpor.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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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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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聲明 

一、行政院 106 年 3 月 24 日院臺訴字第 1060168038 號訴願決定撤

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事實經過 

本案訴外人，開發單位金昌石礦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昌石礦公司），

計劃進行大理石礦石之開採，採礦量為每年 1,500萬公噸，申請礦業

用地面積為 104.4841 公頃，包括金昌石礦與鄰礦（寶來石礦及合盛

原石礦）公界緩衝區域（5.0744公頃），以 3礦合作開採方式進行開

採。行政院環保署於 97年 2月 21日以環署綜字第 0970013997C號公

告審查「金昌石礦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金昌、寶來及合盛

原石礦三礦聯合開採﹚環境影響說明書」結論有條件通過。翌年，經

濟部於 98年 4月 2日經授務字第 09820106620號函依礦業法第 43條

規定核定暨註銷金昌公司礦業用地，同意聲請人開發。 

 

經濟部礦務局於 103 年 3 月 14 日轉送金昌石礦公司辦理「金昌石礦

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金昌、寶來及合盛原石礦三礦聯合開

採﹚環境現況差異分析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至環保署審查，因

該公司所送報告書內容未載明應提送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

報告之緣由，環保署分別於 103年 3月 20日、4月 11日函請金昌石

礦公司釐清，再於 103年 5月 1日函請經濟部釋示本案（金昌石礦公

司為所領臺濟採字第 5465號採礦權礦區）開發許可時點之認定。 

 

經濟部 103年 5月 7日經授務字第 10300576610號函認為「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規定，金昌公司所領旨揭採礦權礦區開發許可

時點，應以取得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及申報開工為之。」金昌石礦公

司遂於 103 年 6 月 6 日撤回前開環境現況差異分析暨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 

 

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於 105 年 8 月 15 日通知環保署，其預定於 105

年 9 月 1 日開工，環保署並於 8 月 26 日函復收悉該公司申報開工。

經濟部於 105 年 8 月 18 日經授務字第 10520108990 號函復金昌石礦

公司所領臺濟採字第 5465 號礦業權（金昌石礦）重新造送之 105 年

度施工計畫書圖已予備查，並於 105 年 8 月 19 日同意備查金昌石礦

公司申報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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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及訴外人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遂於 105 年 8 月 31 日向環保

署發出公民告知函，意旨略以：（1）本案經濟部開發許可之時點應以

該部核定金昌石礦公司礦業用地之時間（98年 4月 2日）為準，而非

以經濟部 105 年 5月 7日經授務字第 10300576610號函所述：「…金

昌公司所領旨揭採礦權礦區開發許可時點，應以取得水土保持施工許

可證及申報開工為之。」為開發許可之時點。爰此，請本署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命金昌石礦公司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

檢討報告，經由經濟部礦務局轉送本署審查。（2）本署未依前項完成

審查前，應命金昌石礦公司不得實施開發行為。 

 

經濟部則續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以經務字第 10504605390 號函提出

意見略以：「本案開發許可之時點，…，本部認為宜以金昌石礦公司

取得花蓮縣政府 105 年 2 月 26 日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及同意開

工函之後，依本部礦務局 105 年 8 月 19 日同意開工備查之日為開發

許可時點較符法律規定」。惟環保署不採經濟部之見解，而於 105 年

12月 30日以環署綜字第 1050109432A號函請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應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規定辦理，命其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

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環保署審查， 環保署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

開發行為。 

 

嗣後，金昌石礦公司於 106年 1月 4日向環保署提出訴願，聲請環保

署撤銷 105年 12月 30日環署綜字第 1050109432A號函所為處分；並

於 1 月 6 日向環保署提出緊急申請停止執行書，申請事項為：「本署

105年 12月 30日環署綜字第 1050109432A號函處分於行政救濟程序

終結確定前，停止執行」。另外，經濟部於 106 年 2 月 8 日以經務字

第 10602601610 號函同意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所領臺濟採字第 5465

號採礦權申報開工，並換發「經礦政採登字第 0182號」礦場登記證。 

 

行政院於 106年 3月 15日召開本訴願案言詞辯論會，106年月 24日

以院臺訴字第 1060168038號決定：「原處分撤銷」。 

 

貳、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具提起本件訴訟之當事人適格 

 

一、原告係本件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4條 3項提起

撤銷訴訟 

1.按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

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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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

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同條 3項規定：「訴

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一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

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2.環保署命金昌石礦公司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之

行政處分，且環保署未完成審查前，命金昌石礦公司不得實施開發行

為之行政處分(下稱係爭處分)，於 106 年 3 月 24 日遭行政院以院臺

訴字第 1060168038 號決定：「原處分撤銷」，原告雖非訴願人，然訴

願決定撤銷原處分，侵害原告環評法第 23 條 8 項而來之公法上請求

權。 

 

環評法第 1 條所言：「為預防與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而環評法第 23 條 8 項公民告知書之提

起則是為了監督行政機關是否有善盡執行預防與減輕開發行為對環

境造成不良影響之責任，而賦予人民及公益團體之權利，亦即依照環

評法 23 條 8 項，原告有權利提出公民告知書，要求行政機關為特定

之作為，在本案中即是請求環保署依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作成係爭處

分。 

 

本件原告於 105年 8月 31日依環評法第 23條 8項，向環保署提出公

民告知書，請求環保署依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作成係爭處分，而環保

署亦接受公民告知書所述之請求，於 105年 12月 30日以環署綜字第

1050109432A 號函請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應依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規

定辦理。然行政院撤銷環保署據公民告知書，依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

為之合法行政處分，等同否定原告提出公民告知書所述之請求，此項

請求係依環評法第 23 條 8 項而來之公法上請求權，行政院以撤銷原

處分的方式否定原告要求環保署作成係爭處分之請求，侵害原告法律

上權利，原告自屬行政訴訟法第 4條 3項所稱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

具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當事人適格。 

 

又金昌石礦公司對該處分提起訴願時，按訴願法第 28 條 2 項規定：

「訴願決定因撤銷或變更處分，足以影響第三人權益者，受理訴願機

關應於做成訴願決定之前，通知其參加訴願程序，表示意見。」，本案

中，環保署做成係爭處分係因原告提起之公民告知書，當係爭處分有

爭議而進入訴願程序時，訴願決定撤銷或變更處分，將影響原告按環

評法 23 條 8 項要求環保署做成係爭處分之權益，行政院應按訴願法

28 條 2 項通知原告參加訴願程序，而原告亦申請參加訴願，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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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對於原告不聞不問，使原告沒有機會參加訴願表達意見，侵害原告

程序保障權，原告對於訴願決定自屬行政訴訟法第 4條 3項法律上利

益受侵害之利害關係人，具有當事人適格，提起撤銷訴訟為原告最後

救濟手段，懇請鈞院依法審判。 

 

3.綜上述，原告為本件訴願決定之利害關係人，依行政訴訟法第 4條

3項具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當事人適格。 

 

二、原告不論是否為利害關係人，皆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1 項、3

項，同法 9條，以及環評法第 23條 9項提起公民訴訟 

 

1.按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

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

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

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同條 3項規定：「訴

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一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

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次按同法第 9 條規定：「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

利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律

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同法第 11條規定：「前二條訴訟依其性質，準

用撤銷、確認或給付訴訟有關之規定。」。又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

評法)第 23 條第 8 項規定：「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

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

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同條第 9 項規定：「主管機

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

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

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2.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3 項明文訴願人以外之人得針對訴願決定提

起撤銷訴訟，又行政訴訟法第 9 條規定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

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環評法第 23

條第 8 項、第 9 項之公民訴訟條款，屬行政訴訟法第 9 條維護公益

訴訟，得依同法第 11條準用相關訴訟規定，就其個別情形，提起「撤

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故不論原告是否為利害關係人，皆得依

環評法第 23條第 9項提起撤銷訴願決定之公民訴訟。 

 

依環評法第 23條 8項、9項可知提起公民訴訟之要件有幾點：(1)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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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為公益團體。(2) 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

(3) 主管機關疏於執行。(4) 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

執行。符合上述要件時，公益團體得以主管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

訟。 

 

(1) 原告為公益團體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之成立目的為「透過相關法律行動之支援，包

括法規研究，舉辦研討會，舉辦環保相關、且與法律相涉之公聽會及

教育性行動，以及提供法律支援予媒體及其他具教育性之活動，藉以

使自然環境免遭不當對待，保存現有自然環境，以及幫助回復已遭破

壞之自然環境。」，係公益團體，符合提起公民訴訟之資格。 

 

(2) 金昌石礦公司違反環評法第 16條之 1 

依照環評法 16 條之 1 規定，環保署對金昌石礦公司所為之提出環境

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之行政處分係屬合法，該處分卻遭行政

院撤銷，此撤銷原處分之決定等於使金昌石礦公司不必按環評法 16

條之 1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而違反環評法之規定，

係「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 

 

(3) 行政院違法撤銷 

環評法第 23條 8項、9項所指「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主管機關原

係指環保署，然因係爭處分爭議進入訴願程序，此時對係爭處分具有

維持或撤銷之權利者為環保署之上級機關，即被告行政院，亦即，因

訴願程序，使得原本依環評法做成處分決定之機關從原本的環保署轉

換為行政院，因此此時環評法 23條 8項、9項所言之「主管機關」應

解釋及於行政院，或至少應得類推適用。 

 

而「疏於執行」除不執行，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應包含違法的執行。

環評法第 1 條所言：「為預防與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而環評法第 23 條 8 項 9 項則是為了監

督行政機關是否有善盡執行預防與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之責任，而賦予人民及公益團體提起公民訴訟之權利，行政機關僅

是疏於執行，公益團體即可訴訟，違法執行係不應為而為之，比疏於

執行更加嚴重，公益團體更應得以監督，以防行政機關違法濫權，避

免因行政機關的違法，造成環境無可回復的破壞。 

 

故行政院撤銷環保署依環評法所為之合法行政處分，該撤銷決定係屬

違法，應認為於本件之情形應有環評法第 23條 8項 9項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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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距原告項環保署提書公民告知書已逾 60日 

原告於 105年 8月 31日提出公民告知書，行政院於 106年 3月 24日

撤銷原處分，已超過 60日，符合環評法第 23條 9項之要件。 

 

3.綜上述，原告不服該訴願決定，依照行政訴訟法第 4條 1項、3項，

同法 9 條，以及環評法第 23 條 9 項得以行政院為被告，提起撤銷訴

訟，具有當事人適格。 

 

參、行政院 106年 3月 24日院臺訴字第 1060168038號訴願決定（下

稱原訴願決定）應予以撤銷 

 

一、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係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其「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核發之「開發許可」，不以「實際得實施

開發行為」為必要。原訴願決定略以：「開發許可之時點，原則上應

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認定核發開發許可，而實際得實施開發行為開

始起算，始符法意」，此見解有所違誤。 

 

1.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係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其「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核發之「開發許可」，要件詳述如下： 

    A.須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為，此為法條明列之要件，就環

境行政法制而言，任何開發行為若被納入法律規制，皆有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至於如何認定「目的事業」的權責歸屬， 除法律有明定外，

為法律解釋之問題； 

    B.又須有「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作為依據，因開發許可性質上

為行政處分，其內涵雖為授予利益，惟未經許可不得為開發行為，亦

即許可制有禁止人民為特定行為之意旨（禁止但附可保留），故屬干

預行政。基於「干預保留」之原則，開發許可之做成需有法律依據，

且需由法律所訂之主管機關為之，否則即構成違法。又環評法本身並

無授權目的事業機關據以做成開發許可之規定，故非此處所稱之「專

業法規或組織法規」，亦即環評法 16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不包

含依環評法做成之相關處分； 

    C.又所謂「核發之開發許可」，按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 694

號判決之意旨，「開發許可」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專業法規或

組織法規，對該開發行為所產生之整體效益、環境影響及補救措施所

可能之耗損為全面評價者後，實質認定後所為之許可。 

 

2.不以「實際得實施開發行為」為要件，理由詳述如下： 

    A.就本條之文義，未要求環評法 16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 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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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發單位取得後得實際為開發行為」為本條之構成要件，不宜任

意增加法無明文之限制。 

    B.本條原為環評法施行細則 42 條，考量法規命令如有涉及限制

人民之權利或課以義務或規定其他重要事項者，應由法律或法律具體

明確授權， 故於民國 91年 6月 12日移列至環評法 16條之 1。參照

當時立法之目的， 係考量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完成、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執照，開發單位未必立刻進行開發行為。隨著時空變化，環境

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所預測之環境影響程度與補救措施，可能與真正

實施開發行為時之環境現況發生出入，不能發揮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

功能，因此當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之完成後，超過一定之時間尚

未進行開發行為者，開發單位於實施開發行為時應再考量當時之環境

因素以及所可能造成之環境影響，送請主管機關審查，未經審查完成

前不得逕行開發。故就本條之目的解釋，不應以「開發單位取得後得

實際為開發行為」為本條之構成要件，否則將使起算時點與環境影響

評估完成之時點相距過遠，無從避免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所預測

之環境影響程度與補救措施，與真正實施開發行為時之環境現況發生

出入。 

    C.衡量上述之文意及目的解釋，皆無法推導出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須以實際得實施開發行為為要件。 

    D.環保署 95 年 12 月 13 日環署綜字第 0950082441 號函，乃針

對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所謂「逾 3 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所為之解釋，

認為應以是否進行「實質動工」為判定標準，而不含「觀念上之開發

行為（設計規劃），與起算時點以「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

發許可」為準實屬二事，該函釋於本件無適用之餘地，被告主張該函

釋之意旨係認為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開發許可」之解釋以「實際

得實施開發行為」為必要，應為誤解。 

    E.環保署雖主張基於尊重經濟部本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而

於 103年 5月 22日環署綜字第 1030042251號函認定「本案尚無應提

送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之情形」，惟該處分並非如原訴

願決定所稱，環保署亦採經濟部之見解而為。環保署並非以 3年期限

應自「實際得實施開發行為開始時起算」，而係基於環評法第 16條之

1立法目的係為了發揮環評制度之功能；既然 103年當時金昌公司尚

未能實施開發行為，即是未符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所謂「逾三年始實

施開發行為時」，而認無提送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之情

形。 

    F.按環評法第 16條之 1之規定，本案自經濟部之 98年核定礦業

用地處分後逾三年，只要金昌公司開始實施開發行為前，皆應依法提

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故原訴願決定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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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實際得實施開發行為」並非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認定開發許可

時點之要件，而係判斷開發機關何時需提送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

檢討報告，以評估實施開發行為前當時之環境因素以及所可能造成的

環境影響，避免隨時空變化， 使原環評所預測之環境影響程度與補

救措施，與真正實施開發行為時之環境現況發生出入。原訴願決定逕

以經濟部於 103 年 5 月 7 日經授務字第 10300576610 號函認定環評

法第 16 條之 1 之 3 年期限應自實際上得實施開發行為起算，於法不

合。 

 

3.就體系解釋而言，相較於環評法 14 條 1 項所稱之「開發行為之許

可」， 因未完整出現「開發許可」四字，其指涉範圍，學說上有所爭

議，有認為係專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核發之許可，亦有認為包

含與開發行為有關的任何許可、同意等行政處分，而不僅限於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開發許可」；惟本件涉及之環評法 16 條之 1，

其所稱之「開發許可」，環評法 14 條 1 項所稱之「開發行為之許可」

有所不同，應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專業法規所為之開發許可，而

非泛指一切與開發行為有關之許可，併此敘明。 

 

4.綜上可知，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

發許可」，係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專業法規或專管法規，進行整

體評估後所核發之開發計畫許可。又若已該當環評法 16 條之 1 之要

件，則應依法提出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此與行政

處分做成具瑕疵之情形有所不同，並無補正之可能。原訴願決定略以：

「經濟部已另於 106年 2月 8日函復訴願人，同意備查訴願人開工及

同意訴願人沿用金昌石礦礦場名稱申報開工，另換發礦場登記證，本

案開發許可時點之認定，其程序已予補正周全」，此見解容有疑義。 

 

二、經濟部依環評法施行細則 38 條之 1 所為之認定，僅為環保署認

定是否該當環評法 16 條之 1 構成要件時得採認之證據方法之一，環

保署不受該認定拘束。原訴願決定略以：「環保署為經濟部之同級行

政機關，不應遽以否定其權限」，此見解非指經濟部為系爭案件之管

轄機關。 

 

1.環評法 16 條之 1 之權責機關為環評法規定之主管機關，依環評法

2條之規定，即為環保署。故就該條規定構成要件於具體事件是否合

致，自屬環保署權限範圍內應予以認定之事項，不因環評法施行細則

38條之 1第 1項後段而生權限移轉， 目的事業主管機歸所為之認定，

僅為環保署認定是否該當構成要件時得採認之證據方法之一，而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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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認定拘束。否則若認環保署依環評法 23 條 1 項 1 款對開發單位處

以罰鍰時，亦應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拘束，顯不當限縮環保署作為

環評主管機關之權責範圍。 

 

2.我國雖採「雙主關機關制」，區分「目的事業主關」及「環評主管機

關」，惟本件涉及之環評法 16條之 1，屬於環評主管機關之權責範圍，

得依環評法 16 條之 1 為一「命開發單位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

策檢討報告」處分之機關，僅有環評法之主管機關，亦即環保署，經

濟部縱能對其中「開發許可」之構成要件之一表示意見，並無由經濟

部對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作成是否應為環差分析此一行政處分之可

能；故非行政程序法 13條所稱「數行政機關就同一事件均有管轄權」

之情形，不生管轄競合之問題，亦不得認為原訴願決定係行政院依行

政程序法 13條、14條指定管轄，併此敘明之。 

 

3.又被告以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需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而主

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案為經濟部)亦為環評法 16 條之 1 之主管機

關，除依上述理由顯然謬誤之外，環評法 16 條之 1 並未如環境影響

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而係應由開發單位

直接將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被告之推

論前後不連貫，顯非可採。 

 

三、退步言之，縱認環保署原則上應尊重經濟部所為之認定，惟本件

經濟部所為之認定（即 105年 10月 27日經授務字第 10504605390號

函）違反環評法 16 條之 1，環保署依環評法 16 條之 1 做出處分時，

得不採認此違法之認定，並自行為適法之認定。 

 

1.按環評法施行細則 38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何

謂環評法 16條之 1 「開發許可」有認定權，惟其認定權仍受母法（環

評法 16 條之 1）之拘束。故須於具體案件中，出現數個該當環評法

16條之 1 「開發許可」要件之處分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始得行使

其認定權；若該案中僅有一個該當要件之處分，則應認該處分為本條

所稱之「開發許可」，認定權無從行使，亦不應恣意將不該當本條要

件之處分，認定為本條之「開發許可」。 

 

2.經濟部 105年 10月 27 日經授務字第 10504605390號函 (下稱經

濟部 105年函文) 雖認定以礦務局 105年 8月 19日之同意申報開

工為本案開發許可之時點，惟該處分係依環評法之子法「開發行為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31 條第 1 項作成之同意開工備查函，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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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件之專業法規礦業法而為，故並非環評法第 16條之 1所稱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開發許可」，經濟部之認定違法，無拘束環

保署之效力。 

 

3.原訴願決定既肯認礦務局 105 年 8 月 19 日之同意申報開工非屬目

的事業主關機關之開發許可，又採經濟部 105年函文之意見而認「形

同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立場做出認定」，似即支持經濟部將「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開發許可」與「開發單位依開發行為環評作業準則規定

申報開工」二事混為一談，有違環評法第 16條之 1之規定。 

 

4.經濟部於 103 年 5 月 7 日經授務字第 10300576610 號函雖以：「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規定，金昌公司所領旨揭採礦權礦區開

發許可時點，應以取得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及申報開工為之。」然水

土保持施工許可證之核發機關為花蓮縣政府，其並非本案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以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作為本案之開發許可時點與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條之規定與有未合，法院應不予採用。 

 

四、經濟部 98年 4月 2日經授務字第 09820106620 號函之核定暨註

銷核定礦使用礦業用地處分，始為環評法 16 條之 1 所稱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 

 

1.本件金昌公司之開發行為是採礦，系爭行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礦業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為「經濟部」。系爭礦業用地既

為金昌公司實際施行採礦之地點，經濟部 98年 4月 2日經授務字第

09820106620 號函之核定暨註銷核定礦使用礦業用地處分 (下稱經

濟部「98年核定礦業用地處分」)，乃經濟部詳細審酌金昌公司所檢

附之礦業用地明細表、礦業用地開採及施工計畫說明書及其位置實測

圖、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以及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送之文件，

在綜合考量金昌採礦所生之整體效益、對環境影響與補救措施所可能

產生之風險與耗損後， 依礦業法第 43條進行實質審查後所核發之開

發許可。按上述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694號判決之意旨，本

件之開發許可，即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即經濟部)，依專業法規(即

礦業法第 43 條)， 對該開發行為所產生之整體效益、環境影響及補

救措施所可能之耗損為全面評價者後，所為之「98年核定礦業用地處

分」。原訴願決定未詳審酌前述情狀，逕以認定經濟部之 98年核定礦

業用地處分「作為本案核發開發許可之始點允屬牽強」，與有未合。 

 

2.按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條第二項規定：「開發許可，起始日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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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順序認定：一、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之日。二、依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函送主管機關公告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

結論之日。三、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經主管機關作成

審查結論公告之日。」該法條旨在認定開發許可之起始日，而觀法條

各款間之關係，開發許可應指當初需要為環評審查者。本件訴外人金

昌公司當初之環評書件名稱為「金昌石礦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

地案（金昌、寶來及合盛原三礦聯合開採）案」，並於 97年 2月通過

環保署的環評審查，嗣後於 98 年 4 月取得經濟部所核發的「礦業用

地核定」之開發許可。而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環差審查既然本為審

查現況與當初環評審查核定之環說書或環評書之差異，因此從名稱觀

之，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所指稱之開發許可，當然係指「申請核定暨

變更核定礦業用地之核定處分」，意即「經濟部 98年核定礦業用地處

分」即為環評法第 16條之 1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 

 

3.被告於原訴願決定中雖稱開發許可解釋上須以「實際上得實施開發

行為」為要，然觀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 條第二項所列的各款開發

許可認定日間之關係，與有未合。亦即，若以「實際上得實施開發行

為」為第 38-1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核發開發許可日」，與同條項第

二款「函送主管機關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之日」、第三款「環評審查

結論公告之日」，時間間隔於實際案件中可能相差甚遠。如本件中，

無論是礦務局 105年 8月 19日之同意申報開工，抑或是經濟部 106

年 2月 8日依「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條」換發登記證

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皆與 97 年 2 月通過環保署的環評審查於時

間上相隔 8、9年之久，難認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條之開發許

可。故觀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 條第二項各款間之關係，開發許可

應指當初需要為環評審查者，意即「經濟部 98年核定礦業用地處分」，

同時亦即為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

可」。 

 

五、經濟部 106年 2月 8日依「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換發登記證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亦非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開發許可」。 

 

1.按環評法 16條之 1所稱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

係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專業法規，進行整體評估後所核發之開發

計畫許可。 

 

2.觀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條，該處份僅是經濟部就形



105-2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環境公益訴訟實務課程 學生模擬書狀 

 

14 

 

式上檢查相關文件是否備齊，就得以准予核發礦場登記證。故經濟部 

106年換發登記證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雖為經濟部依據礦業法所作

成，但是礦場登記證及同意開工的之處分，並無法在整體採礦計畫中，

做到全面審查採礦行為帶來的經濟效益，以及評估環境影響與補救措

施所可能產生之風險與耗損。故該經濟部換發礦場登記證之處分並非

環評法第 16條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開發許可」。 

 

3.另按環評法 16 條之 1 之規定，若已該當其要件，開發單位即應依

法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此與行政處分做成具瑕疵

之情形有所不同，並無補正之可能。原訴願決定以經濟部 106 年換

發登記證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為由，認為本案開發許可時點之認定，

程序上已予補正周全亦非有據。 

 

六、本件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無從主張信賴保護 

  環保署 103 年 6 月 10 日函僅係表示知悉訴外人金昌石礦公司撤回

環差分析及報告，並非行政處分，不足以作為信賴之基礎，自無信賴

保護原則之適用。 

 

七、綜上所述，礦務局 105年 8月 19日之同意申報開工、經濟部 106

年 2月 8日依「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條」換發登記證

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既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開發許可，且經濟部

未提出本案除 98 年核定礦業用地處分以外該部依礦業法許可之相關

文件，爰認本案原處分環署綜字第 1050109432A號函以上述理由命金

昌石礦公司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 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及對策檢討報告送環保署審查，且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

之處分應為合法。行政院 106年 3月 24日院臺訴字第 1060168038號

之訴願決定應予以撤銷。 

 

  此 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5 月 0 1 日 

具狀人 文魯彬 簽名蓋章 

撰狀人 陳成曄 官翰音 洪培慈 王亭涵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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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狀暨爭點整理狀 
 

壹、補充理由 

 

一、按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條第二項規定：「開發許可，起始日依

下列順序認定：一、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之日。二、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送主管機關公告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

查結論之日。三、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經主管機關作

成審查結論公告之日。」該法條旨在認定開發許可之起始日，而觀法

條各款間之關係，開發許可應指當初需要為環評審查者。 

 

二、本件訴外人金昌公司當初之環評書件名稱為「金昌石礦申請核定

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案（金昌、寶來及合盛原三礦聯合開採）案」，並

於 97年 2月通過環保署的環評審查，嗣後於 98年 4月取得經濟部所

核發的「礦業用地核定」之開發許可。而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環差

審查既然本為審查現況與當初環評審查核定之環說書或環評書之差

異，因此從名稱觀之，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所指稱之開發許可，當然

係指「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之核定處分」，意即「經濟部 98

年核定礦業用地處分」即為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之開發許可」。 

 

三、被告於原訴願決定中雖稱開發許可解釋上須以「實際上得實施開

發行為」為要，然觀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 條第二項所列的各款開

發許可認定日間之關係，與有未合。亦即，若以「實際上得實施開發

行為」為第 38-1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核發開發許可日」，與同條項

第二款「函送主管機關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之日」、第三款「環評審

查結論公告之日」，時間間隔於實際案件中可能相差甚遠。如本件中，

無論是礦務局 105年 8月 19日之同意申報開工，抑或是經濟部 106

年 2月 8日依「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條」換發登記證

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皆與 97 年 2 月通過環保署的環評審查於時

間上相隔 8、9年之久，難認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條之開發許

可。故觀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8-1 條第二項各款間之關係，開發許可

應指當初需要為環評審查者，意即「經濟部 98年核定礦業用地處分」，

同時亦即為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

可」。 

 

貳、爭點整理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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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適格: 

一、系爭訴願撤銷決定是否有侵害原告依環評法第 23條 8、9項請求

環保署作成訴外人應為環差分析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而使原告具備

系爭訴願撤銷案之法律上利害關係而有本訴訟當事人適格? 詳言之，

系爭案件經環保署作成訴外人應為環差分析之處分後遭行政院訴願

決定撤銷，係屬環評法上之怠於執行抑或違法執行，若為違法執行，

是否亦屬對原告公法上請求權之侵害? 

 

二、若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 9條、環評法第 23條 8、9項及行政訴訟

法第 4條第 3項請求法院撤銷行政院訴願決定，原告擴張解釋環評法

第 23條 8、9項之主管機關於系爭案件中之行政院是否有理由? 

 

實體爭點: 

一、本案金昌石礦公司應為環評法第 16 條之 1 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

對策檢討報告之行政處分之管轄機關，係原告所主張之環保署，或被

告所主張環保署和經濟部均有管轄權而生管轄積極衝突之情形? 是

否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4條，而得由上級機關行使爭議解決權? 

 

二、環保署 103年 6月 10日環署綜字第 1030047073號函是否為行政

處分? 蓋若非行政處分，自無主張信賴保護之可能。 

 

三、環評法第 16條之 1之「開發許可」是否以可得實際開發為必要? 

 

四、本案爭執之環評法第 16條之 1之「開發許可」，究為「經濟部 98

年 4 月 2 日經授務字第 09820106620 號函之核定暨註銷核定礦使用

礦業用地處分」或被告所主張之「礦務局 105 年 8 月 19 日之同意申

報開工」或經濟部 106年 2月 8日依「礦業法第 58條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 11條」換發登記證及同意申報開工之處分? 其判斷之方式為何? 

 

  此 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5 月 0 1 日 

具狀人 文魯彬 簽名蓋章 

撰狀人 陳成曄 官翰音 洪培慈 王亭涵 簽名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