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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為辦理既設龍崎～仁武 345 千伏輸電線路第 4 號

鐵 塔 改 建 工 程 用 地 取 得 第 2 次 公 聽 會 紀 錄 

一、事由：說明本公司「既設龍崎~仁武 345 千伏輸電線路第 4 號鐵塔改建工程」之

興辦事業概況，依社會、經濟、文化及生態、永續發展、其他因素，評估

本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

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二、日期：111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 分 

三、地點：臺南市龍崎區楠坑里辦公處(臺南市龍崎區楠坑里樹子林 20之 1 號)。 

四、主持人：王經理玎方     紀錄：楊明麗 

五、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一） 臺南市政府：(未派員) 

（二） 臺南市龍崎區公所: (未派員) 

（三） 臺南市龍崎區楠坑里辦公處：洪坤木 

（四） 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沈佩霓 

（五） 臺南市歸仁戶政事務所： (未派員) 

六、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林○賦、林○廷、林○義、李○誠、林○ 

七、興辦事業概況： 

（一） 概況說明：本公司既設龍崎～仁武 345 千伏輸電線路係供應南部地區電力

之重要輸電線路，目前仍營運送電中，為加強區域電網穩定與品質，並確保供

電安全及改善輸電線路線下高度，規劃汰換提高改建既設輸電鐵塔，取得該線

路第 4 號鐵塔改建工程用地，以維護現有營運中之輸電線路及供電設備。其他

相關說明如下： 

1. 用地範圍內之四至界線：以本案鐵塔基礎改建必要之適當範圍為限，四至

界線範圍如附預為分割成果圖所示。 

2.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百分比：用地範圍內公

有土地為 1 筆，面積 70 平方公尺，占用地面積 8.61%；用地範圍內私有土

地 8 筆，面積合計 743 平方公尺，占用地面積 91.39%。 

3.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無。 

4.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用地範圍內共 8筆

私有土地，分區、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占用地面積比例

為 70.11%；「山坡地保育區、交通用地」占用地面積比例為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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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理由：本既設

第 4 號輸電鐵塔於民國 60 年間興建迄今，為維護供電穩定與安全，實有

辦理既設輸電鐵塔汰換提高改建之必要；又需用土地範圍以本鐵塔改建基

礎必要使用面積為限，並加計相關法令規定須保留之隔離綠帶面積。 

6.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輸電鐵塔使用位置係考量地形、地

勢等因素，擇其損失最少之方式與路徑施設，爰受制於既有輸電線路路徑

影響，難以避免使用本案土地，故以原鐵塔位置辦理改建，實屬最適當評

估方案，無可替代地區。 

7.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興辦事業概況已如前述說明，土地所有權人（法定

繼承人）及利害關係人有任何意見可於本次公聽會上提出。 

八、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說明： 
（一） 社會因素： 

1.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本案鐵塔改建用地坐落 8筆私有土

地，查合計有 17 位土地所有權人，均未居住於徵收範圍內，且徵收用地

周邊現況除既設鐵塔及雜草木外，用地範圍內經查無人居住，對於人口數

量及年齡結構無顯著影響。 

2.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本案係就既設鐵塔進行改建，鐵塔用地

面積小，用地徵收後周圍仍從原來之使用，故不影響周圍社會現況。 

3.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本案土地所有權人多為自耕農或有

其固定職業，徵收用地因無人居住，故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並無影響；鐵

塔改建後，可有效維護供電安全，提升地方用電品質。 

4. 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本公司輸電線路在安裝前均依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規定保持一定安全距離，其所產生之電磁場，遠低於（符合）世界衛生組

織（WHO）鼓勵會員國採用暨我國行政院環保署公告，限制時變電場、磁

場及電磁場曝露指引對 60 赫茲 833.3 毫高斯之曝露限制，故無健康風險

影響。 

（二） 經濟因素： 

1.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徵收鐵塔改建用地範圍內，除地價稅或田賦外無其

他稅種，本公司徵收後仍依規定繳納地價稅，並不影響地方政府稅收。 

2. 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用地現況為輸電鐵塔及雜草木，而鐵塔改建施

工過程不妨礙鄰近排水及道路通行，亦不排放有毒氣體或汙水，故不影響

鄰近農業生產環境、農糧安全及農林漁牧產業鏈。 

3.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本案係既設鐵塔改建，除鐵塔工程進

行時需工程人員外，用地範圍內無人口居住，完成後不影響周遭就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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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對於其他就業或轉業人口並無影響。 

4.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由本

公司編列之年度「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土地預算項下列支。 

5. 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本案徵收之鐵塔用地位置為從來之使

用，在輸電線路營運階段並無污染排放且未使用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

故不影響當地農林漁牧產業鏈。 

6. 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本改建工程於規劃設計時，即勘選對土

地所有權人影響較小之位置施設，用地之選址係考量周邊土地利用，以不

拆除現有地上物為原則，於既設線路下勘選最適土地，以避免影響土地整

體利用，故不致影響其土地利用完整性。 

（三） 文化及生態因素： 

1.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景改變：本案為既設輸電線路鐵塔辦理擴大

改建，該位置已考量地形、地勢及既有線路路徑等因素，擇其損失最少之

方法與處所施設，施工完成不會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2.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本計畫範圍內經臺南市政府文化資產管

理處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結果，無文化古蹟或登錄之遺

址、歷史建築，對文化古蹟尚無影響。日後施工時倘發現地下相關文物資

產，將責施工廠商依規定辦理。 

3.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本案係既設輸電線路鐵塔改

建，有助提升用電品質，進而改建地方生活機能，對居民原本之生活條件

或模式有正向之影響。 

4.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本案係既設輸電線路鐵塔擴大改建，

位置之勘選已考量地形、地勢及既有線路路徑等因素，擇其損失最少之方

法與處所施設，且使用面積小，不排放有毒物質及汙水，故不會對地區生

態環境產生影響。 

5.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產生影響：鐵塔進行改建後，提升用電品

質，有助於居民整體生活水準之提升，對整體社會有正面影響。 

（四） 永續發展因素： 

1. 國土永續發展政策：電力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也是維持高品質生活

不可或缺的能源。在全球暖化與區域性環境議題日受重視的今日，本公司

透過具體可行的電力建設策略與行動計畫，力求事業活動過程與環境保護

之間達成平衡及永續，讓電業的永續發展應該兼顧「能源安全」、「經濟發

展」與「環境保護」，使當代及未來世代均能享有「寧適多樣的環境、生

態」、「活力開放的繁榮經濟」及「安全和諧的福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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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續指標：本計畫係因應南部地區用電及再生能源併網需求，為加強輸電

線路安全及提高電網設備穩定度而興辦，以確保電力事業永續經營及民

生、工業用電無虞。 

3. 國土計畫：本公司既設龍崎~仁武 345 千伏輸電線路目前持續送電中，為

用電需要及電力事業永續發展，實有必要取得本輸電鐵塔改建用地，且因

用地面積小（僅 813 平方公尺），故取得後不影響國土計畫之實施。 

（五） 其他因素：綜上評估，本計畫符合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

性，取得此鐵塔用地應屬適當： 

1. 公益性：由於電力為維持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一環，而本公司肩負電力供

應之義務，本計畫完成後將提升電網設備之輸電安全與品質，對促進經濟

發展與提升民眾生活品質助益甚大。 

2. 必要性：輸電線路網路之建構，仰賴鐵塔支持物之設置與維護，為利電力

輸送之永續性及其支持物設備之營運維護，及有鑑於南部地區用電量日趨

成長，為加強區域電網穩定度，並提高幹線輸電線路線下高度，實有必要

取得本案用地。 

3. 適當與合理性：本案屬既設鐵塔改建，早年規劃該線路時，即考量地形、

地勢等因素，並依電業法第 39 及 41 條之規定，已儘量擇地主損失最小之

處所設置線路。另輸電線路不論強度、間距及導線與地上物之距離，均依

照經濟部所頒「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標準施作，安全無虞。 

4. 合法性：電業法制定之目的，乃為開發國家電能動力，調節電力供應，增

進公共福祉；本案輸電線路設置時即依電業法第 39 及 41 條規定，並報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興建，今為提升供電品質及營運維護需要，須改建本案

鐵塔，實有必要取得需用土地，爰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及「申請徵

收前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此次公聽會，倘後續無法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用地，將依土地徵收條

例第 3 條第 9款規定申請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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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 1 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編號 
所有權

人姓名 
陳述日期 陳 述 意 見 內 容 回 應 及 處 理 結 果 

1 林○和 

林○義 

111.1.27 台灣電力公司辦理既

設龍崎~仁武 345 千

伏輸電線路第 4 號鐵

塔改建工程用地，雖

有多位共有人，但實

際之土地所有權人為

林○和先生，只是未

辦理正式分割及登記

過戶，不同意台電公

司將土地價款發放予

其他土地所有權人。 

本既設輸電鐵塔改建

用地使用臺南市龍崎

區中坑子段 787 地號

等 8 筆私有土地，除

788 地號土地所有權

為林○和君單獨所有

外，其餘土地皆為多

人共有，對於共有物

的使用收益與管理，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

應依民法第 818 條第

820 條規定辦理。本

案需用土地擬先與所

有權人協議價購，如

未能達成協議始申辦

徵收方式取得，臺端

如認定本既設輸電鐵

塔改建工程用地，全

數使用臺端所有土

地，亦可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23條第2項規

定，共有分管之耕

地，部分被徵收者，

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

前或核定發給抵價地

前，申請共有物分割

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

移轉登記。 

2 林○和 

林○義 

111.1.27 台電公司鐵塔建立之

初，未給付任何土地

使用補償費予地主，

請台電公司說明當時

取得同意使用情形。 

本既設輸電鐵塔係依

電業法第 39、41 條及

奉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輸變電計畫，商請

設置當時土地所有權

人提供部分土地而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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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並以不能在建立

鐵塔基地範圍內作任

何用途因而減收之一

次補償，約定鐵塔需

用期間為有效期間，

本公司現為維護供電

安全與輸電穩定永

續，擬以協議價購方

式取得本既設輸電鐵

塔改建工程用地。 

3 林○和 

林○義 

111.1.27 台電公司為維護供電

安全，砍伐輸電線路

線下竹木，應清除整

理完善，不可妨礙農

業通行使用。 

本公司為維輸電線路

及供電安全，對於妨

礙輸電線路安全距離

之虞樹木，須進行砍

伐或修剪，並依臺南

市農作改良物徵收補

費查估標準辦理補

償，針對臺端意見本

公司已責請線路維護

部門，爾後辦理線下

竹木砍伐作業，應確

實善盡與業主溝通後

辦理，本既設輸電鐵

塔改建工程完竣後，

將提高架空輸電線路

安全距離，屆時可提

升供電安全性，並減

少線下樹木砍伐情形

發生。 

 

十、第 2 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編號 
所有權

人姓名 
陳述日期 陳 述 意 見 內 容 回 應 及 處 理 結 果 

1 洪○木 111.3.23 新設輸電鐵塔改建完

成後，既設鐵塔是否

會拆除？ 

本公司基於維護供電

安全與提升電力供應

穩定，須辦理本案既

設龍崎~仁武 345 千

伏輸電線路第 4 號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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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改建工程，於取得

需用土地所有權後將

先行施作輸電鐵塔基

礎工程，後續鐵塔鐵

構與架設輸電導線等

機電工程，須配合停

電調度核可始得施

作，於本案鐵塔改建

工程完竣後，既設鐵

塔併案拆除。 

2 洪○木 111.3.23 台電公司辦理既設鐵

塔改建工程，若因施

工造成既有道路損

壞，應負責修補。 

本公司於辦理本既設

輸電鐵塔改建工程

時，必預先評估設計

對周遭環境影響損害

最小方式為之，如施

工技術無法克服所造

成損害，於工程完竣

後負責恢復原狀，可

為原來之使用。 

3 洪○木 111.3.23 台電龍崎超高壓變電

所於民國 60 幾年設

置迄今，龍崎區輸電

鐵塔林立線路羅布，

尤其對楠坑里影響最

嚴重，請台電增加每

年補貼當地里民經

費。 

本公司依經濟部核定

之「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促進電力發展

營運協助金執行要

點」，設置促進電力

發展營運協助金，以 

輸變電設備規模核計

金額，每年撥付所在

地區公所運用，並要

求區公所將促協金用

於設施所在地村（里）

部分，不得低於 50%，

如有特殊情形不敷使

用，仍應商請區公所

酌予調運用比例。 

4 林○賦 111.3.23 本既設輸電鐵塔已設

置使用近 50 年，當時

只補償幾千元，台電

公司應再補償這多年

使用土地，所造成影

響與妨礙之損失。 

本既設輸電鐵塔係依

電業法第 39、41 條及

奉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輸變電計畫，商請

設置當時土地所有權

人提供部分土地而興

建，並以不能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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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塔基地範圍內作任

何用途，因而減收之

一次補償，約定鐵塔

需用期間為有效期

間，因已支付補償費

在案，爰無法重複辦

理，本公司現為維護

供電安全與輸電穩

定，擬辦理協議價

購，取得本既設輸電

鐵塔改建工程用地。 

5 林○賦 111.3.23 本既設龍崎~仁武345

千伏輸電線路第 4 號

鐵塔改建工程用地，

雖多人共有，各土地

所有權人各有其分管

範圍，無論本既設鐵

塔用地，或擬改建用

地位置，係坐落使用

本人林○賦所分管範

圍，台電公司輸電鐵

塔使用本人分管土

地，而將相關土地款

或徵收補償費分配予

他人，甚不合理，無

法接受。 

本案既設輸電鐵塔改

建用地，有多筆土地

由數人按其應有部

分，擁有土地所有

權，係屬共有關係，

對於共有物的使用收

益與管理，除契約另

有約定外，應依民法

第 818 及 820 條規定

辦理。本案需用土地

本公司擬與所有權人

協議價購，如未能達

成協議始申辦徵收方

式取得，臺端如認定

本既設輸電鐵塔改建

工程用地，全數使用

臺端所有土地，建請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

條第 2 項規定，共有

分管之耕地，部分被

徵收者，土地所有權

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

發給完竣前或核定發

給抵價地前，申請共

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

部分交換移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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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台灣電力公司綜合說明及結論： 

（一） 本公司既設龍崎~仁武 345 千伏輸電線路係南部地區重要之輸電線路，目前

仍營運送電中，為加強區域電網穩定與品質，並確保供電安全提高輸電線

路及線下高度，須取得該輸電線路第 4 號鐵塔改建用地，以改善現有營運

中之輸電線路及供電設備，俾利電力事業永續經營；又本案係屬既設鐵塔

改建，故較無破壞當地環境之虞。 

（二） 本案鐵塔用地之取得，係參考市價協議，並以價購方式為原則，如協議不

成或土地所有權人無法參與協議（如土地未辦繼承登記等因素），且無法以

其他方式達成協議者，將依法辦理徵收；依土地稅法第 39 條規定，依法得

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免徵土地增值稅。 

（三） 本會議為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許可前，所為用地取得作業程序之第

2次公聽會，以使用地範圍內之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市民及地方政府

機關瞭解本事業計畫發展情形，並給予陳述意見機會，會議中亦已針對公

益性及必要性等進行評估分析。 

（四） 本次公聽會主要說明取得輸電線路鐵塔用地內容及聽取民眾意見，有關協

議價購日期及地點，將以公函另行通知辦理，倘所有權人有未辦繼承之情

形，請在本第 2 次公聽會結束後，於 1個月以內完成繼承登記並知會本公

司承辦人員楊明麗小姐（06-6563711 分機 23211），俾憑辦理需用土地協

議價購。 

十一、散會( 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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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會議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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