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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為風險評估工具之一。

 風險評估的工具包括了：

 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系統分析（System Analysis；如cause-effect等）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機率分析（Probability Analysis）

其中因環境影響評估（EIA）為最多國家所採取之風險評估方法，因此也常有人

說EIA即是風險評估。而EIA最被常被使用之原因，乃是因其能將潛在之有害物及

其影響加以量化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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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可概分為三類：

1) Very-low-frequency-high-consequence events

亦即發生率極低，但一旦發生，其危害將很大。如1986烏克蘭的車諾比核能事件與2011

日本福島311地震引發之核災事件，又如1990~1991沙漠風暴(波斯灣)戰爭時，伊拉克將

原油倒入大海中並點燃油井，引起大火及油污染，乃至2010年的冰島火山爆發等。

2) Moderate-Frequency-moderate-consequence events

其發生機率及危害率均為中等。如1984年之印度波帕爾之MIC外洩事件，1979年加拿大

載運有機物儲槽火車之外洩爆炸事件(1979 Mississauga train derailment) 等。2014發生在

台灣的高雄氣爆事件。

3) Low-level-chronic-consequence events

慢性、非急性之發生，但影響範圍大。如工業正常製程或燃燒過程中所排放之污染物，

臭氧層破洞，溫室效應、酸雨…等。

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pqelomj.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0%E5%B9%B4%E5%9F%83%E4%BA%9A%E8%8F%B2%E4%BA%9A%E5%BE%B7%E6%8B%89%E7%81%AB%E5%B1%B1%E7%88%86%E5%8F%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5%B8%95%E7%88%BE%E4%BA%8B%E4%BB%B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79_Mississauga_train_derailmen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4%E5%B9%B4%E9%AB%98%E9%9B%84%E6%B0%A3%E7%88%86%E4%BA%8B%E6%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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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Hazard identification中，需找出潛在

之污染源，及各種影響環境（人體）之

不利狀況。例如核能廠可能發生核能災

害，焚化爐可能有戴奧辛等污染物。

 在Hazard accounting中，需先定出一系

統邊界（system boundary），而後詳細

描述在這個系統邊界（如工廠內部）內

之各種污染物所可能產生污染物之流程

及其產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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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nvironmental pathway evaluation

中需描述各種有害污染物如何經由不
同之途徑進入人體（如吸入、攝入）
及其他生態系（空氣→土地→地下水
→…）。因此在進行此步驟時，需考
慮其排放量、排放濃度、暴露程度及
劑量。

 在Risk Characterization中通常會以
“harm per unit of exposure”來表示。
如”損失之工作日／年“、”致癌人
數（機率）／抽一包煙“……。

 如此以上述步驟進行其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直到可接受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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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可能因下列原因需重新（覆）進行風險管理步驟：

1. 欲知在不同操作狀況（如改變氣流量）下之影響。

2. 改變工廠的硬體設施（如裝設APCD、工廠擴建）下所造成之影響。

3. 新的容許標準訂定公佈時。

如果風險評估之結果不被接受，則需找出不同之解決方案，此通常需各領域之

專家參與研究，如工程師、科學家及統計學者等，以改變工廠製程、改變工廠位

置等方式，來降低污染排放所帶來之衝擊。

需注意的是如果風險評估之結果乃依據某項假設而做時，應在報告中詳細說明。

而且如果風險評估過程中有不確定因素時，亦需加以說明，或進行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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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法律)
Regulations

(規條)
Liabilities

(責任、負擔)

Potential

Pollutants

(潛在污染物)

Risks to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對人體及環境之影
響)

Financial Risk

(罰款、風險發生
時之補償花費)

Risk Management

(風險管理)

 風險評估之目的乃在

達成社會之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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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

(中文版參見翻譯網頁：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

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 (NEPA)〕係於一九六九年經國會參議院及眾議院共

同決議的國家環境政策法案，並於一九七○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其內容包含立

法目的、立法宗旨、國家環境政策宣言及環境品質委員會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CEQ) 等四部分。

NEPA's most significant outcome was the requirement that all executive federal agencies

prepar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EA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s (EISs). (From

Wikipedia on NEPA)

(一)美國: 世界上最早執行環境影響評估的國家。

http://tema.org.tw/adtabase/usa01.do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ncil_on_Environmental_Quali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vironmental_assess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vironmental_impact_state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Environmental_Policy_Act#Recent_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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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機制

 在環境決策過程中，NEPA鼓勵公眾參與，並建立公眾參與機制；

 計劃釐訂時，主管機關預期將有聯邦機關的介入，必須先行諮詢受計劃影
響的相關利益團體；

 進行環境影響範疇界定，主管機關必須邀請公眾參與；

 主管機關必須誠懇的收集，參與公眾對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任何評論；

 為了避免機關執行公眾參與之重疊，各級主管機關可以聯合舉辦公聽會，
以及公眾參與的相關研究；

 主管機關必須強調環境影響評估（EIS）中對決策者或公眾團體重要，以
及有用的部分；

 主管機關必須表述公告（make a Finding），無顯著環境影響評估的理由，
讓公眾團體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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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參與機制

美國環境品質委員會（CEQ），亦對環境影響評估的公眾參與程序加以規範；

包括範疇界定，說明書審定，以及其它評估程序的公眾參與。EPA 為了同時

順合 NEPA 對公眾參與的要求，亦確定了四項主要公眾參與要件，必須分別

落實於聯邦各級政府，執行 EIS 的公眾參與計劃中。它們分別是：

 計劃之意圖要旨公告通知（Publication of notices of intent），主管機關必須在計劃

階段，提供開發計劃、政策、方案及技術上之資訊給相關利益團體。

 舉行公開會議或聽證會（conduct of public meetings or hearing）。

 公眾閱覽無顯著環境影響程序（public review of findings of no significant impact）。

 告知環境評估決策程序記錄（dissemination of the record of decision）。

8-5.各國之環境影響報告書要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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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環境影響評估法：

(1) 基本內容：

1. 所提之環境影響

2. 該計畫完成後造成不可避免之不利環境影響

3. 替代方案，包括零方案

4. 人類環境短期之局部使用與長期生產力維持及增強二者間之關係

5. 如果該選擇方案實施後，所有被包含的任何不可逆及不能恢復的資源破壞

(2) 作業程序（由NEPA下之CEQ所訂定）

1. 各聯邦政機構應進行environmental assessment，列舉有關證據，檢討預定計畫之替代方案

2. 決定是否提EIS，或提Finding of No Significant Impact（FNSI）

3. 如提EIS，則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先提EIS初稿，送CEQ (Counci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進
行公告，並接受各有關單位之意見

4. 主管機關再依各界意見，進行補充說明與修正，提出修正稿

5. 進行第二次公告，再接受意見

6. 重覆4.、5.步驟，作成最後定稿

各州則各自因循NEPA之規定，訂定各州自己之特定EIS步驟。

8-5.各國之環境影響報告書要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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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日本環境影響評價法

（中文版參見：日本環境評定法（平成九年法律第八十一號）

（1997年）。(註：日本的環評法比我國還晚立法，主要原因為受到財經

界人士之反對。)

EIS之進行步驟：前置作業(製作執行手冊、實施環境影響評定)計

畫書評價書

8-5.各國之環境影響報告書要求-日本

http://tema.org.tw/adtabase/japan0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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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製作計畫書前的手續：製作執行手冊、實施環境影響評定。

(1). 事業者依主務省令所規定製作環境影響評定執行手冊（以下簡稱「執行手冊」）。

(2). 交送認定有關對象事業受環境影響範圍之地區的管轄縣（市）政府知事及鄉（鎮、村）長。

(3). 執行手冊之公告及瀏覽

(4). 任何對於執行手冊有意見者提出意見書給事業者。

(5). 事業者交送對於執行手冊之意見概要給規定地區管轄縣（市）政府知事，及相關區域管轄鄉
（村）長。

(6).同時縣（市）政府知事也要對事業者以書面轉述對執行手冊從當地鄉（鎮、村）長所來的環境
保全意見。

(7). 影響評定的項目及相關項目，有關調查、預測及評定手法，對其方針，主務大臣要與環保署長
官協議訂定其主務省令依環境基本法，並以已經科學所得見解為基礎，在認定有必要進行適當的有關
對象事業環境影響評定，並選定環境事項。(事業者在認為需依前項規定進行選定時，對於主務大臣，
可以書面提出記載有技術性建言之書信交送之主旨)。

(8). 依前述方法進行有關對象事業之環境影響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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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書

(9). 事業者在進行前述(8)後，對於相關環境影響評定的結果，應以為了聽取由環境保全當地的意見為準備，
必須製作記載環境影響評定計畫書。其內容包含：

a. 由(4)所得之意見概要。

b. 由(6)所得之縣（市）政府的意見。

c. 事業者對於a、b意見的見解。

d. 環境影響評定項目及有關相關項目之調查、預測及評定之手法。

e. 事業者對於(7)之建言時，其內容。

f. 環境影響評定之結果 （包括i）. 依調查結果概要、預測及評價之結果，ii). 為了環境保全的措施,
iii).如ii.所揭示的措施，為務必做將來判定之環境狀況，有接受時，為了把握其相關環境狀況的措施。
iv）. 有關對象事業環境影響綜合評價。

(10). 將計畫書提出予管轄區域縣（市）政府知事（以下稱為「關係縣（市）政府知事」），及關係地區之
管轄鄉（鎮、村）長（以下稱為「相關鄉（鎮、村）長」）。

(11). 計畫書之公告及瀏覽

(12). 說明會之舉辦

(13). 對於計畫書提出意見書（方式同(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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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價書
(14). 評價書之作成: 事業者參考(13)之意見，對計畫書所記載事項加以檢討，在認為有
必要做相關事項之修正時，必須依照相關修正規定作成環境影響評價書。
(15). 環保署長官與許可等執行者對評價書提出書面之意見。
(16). 評價書之檢討及補正。
(17). 對環保署長官等交付補正後之評價書。
(18). 評價書之公告及瀏覽。

（環保主管機關無權作審核，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參考其意見，作為核准與否之依據）

------------------------------------------------------------
 備註:
 日本的環境評估制度的產生備受波折，至目前有包括道路、水壩、飛機場、廢棄物處理、電

源開發等11類事業需要有事前的環境評估作業，不過，這些作業大都是業務主管部會的行政
權限，極少有日本環境廳參與之餘地，這也是日本環境評估制度較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

 日本的環評雖沒有否決開發案的權限，卻有另一項功能相近的機制「橫斷條款」。經環評審
議後，主務大臣（相當於台灣的目的主管機關）若是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可以否決開發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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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之EIS審核程序

 環境影響評估法（民83年公

布，92年三修）：如附錄一

 各項 環境影響評估技術規範
(空氣品質、健康風險、動物生
態、海洋生態、植物生態、道
路交通噪音、營建工程噪音、
鐵路交通噪音、航空噪音、環
境振動)，其中 空氣品質模式評
估技術規範見第七章 空氣品質
影響之預測附錄一

 環境影響評估流程（如右圖）：

http://www.wetland.org.tw/subject/other/laws/envirnment.htm
https://www.epa.gov.tw/lp.asp?ctNode=31309&CtUnit=855&BaseDSD=7&mp=epa
https://www.epa.gov.tw/ct.asp?xItem=6138&ctNode=31309&mp=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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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資料來源: 今週刊2017-08-03 

(1067期): 不再讓環保署當替死鬼看
美、日、德這樣做

 另可參考 工商時報 2017/03/21 :觀念
平台－借鏡美日環評制度帶動投資
創新

?

 熟悉美國環評制度的林三加律
師表示，美國強調每個部會都
要有環保的觀念，而不是像台
灣這樣，主管機關與環評分頭
進行。

 台灣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多
半在開發計畫完成後，才開始
實行，開發計畫容許調整的空
間所剩無幾。

 問題的根源在於開發單位的主
管機關沒有環保觀念? 還是環評
法不夠完整?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708030023/%E4%B8%8D%E5%86%8D%E8%AE%93%E7%92%B0%E4%BF%9D%E7%BD%B2%E7%95%B6%E6%9B%BF%E6%AD%BB%E9%AC%BC %E7%9C%8B%E7%BE%8E%E3%80%81%E6%97%A5%E3%80%81%E5%BE%B7%E9%80%99%E6%A8%A3%E5%81%9A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321000079-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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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台灣案例討論 :中科三期環評案

8-6 案例討論

8-6.2 美國案例討論 (Case Study) 
圖片來源: 后里老農永不妥協 中科三期公民訴訟律師團成軍

https://e-info.org.tw/node/6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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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台灣回顧：環評撤銷可停工不停產 政府為中科三期開惡例 (2011/01/11環境資訊中心)

 爭議十年 中科三期環評過關 (2017-12-15經濟日報)

 中科三期12年環評爭議終落幕 8.8公頃兵家必爭 (2018/06/13 經濟日報)

事件經過:

 2006年，環保署環評大會「有條件通過」中科三期環評案，中科管理局隨即開發，並讓廠商進駐；
之後，台中后里居民提出訴願與訴訟，展開長達七、八年的法律訴訟。

 2010年1月最高行政法院駁回環保署上訴，確定撤銷中科三期2006年環評結論。

 中科三期重做環評，並於2010年10月有條件通過環評審查。

 當地居民不服再提行政訴訟，2012年9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駁回，居民不服再上訴，2013年最高
行政法院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缺健康風險評估，需補做)

 環保署基於尊重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於2014年1月環評大會，決議中科三期進入二階。

 開發案在2017年底通過初審會議、2018年3月送進環評大會審查，6月13日審查通過「中科三期后
里基地--七星農場」環評案，該案歷經12年環評爭議終於落幕。

8-6.1 台灣案例討論 :中科三期

https://e-info.org.tw/node/62733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2876100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19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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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1. 2010台灣回顧：環評撤銷可停工不停產 政府為中科三期開惡例 (2011/01/11環境資訊中心)

2. 爭議十年 中科三期環評過關 (2017-12-15經濟日報)

3. 中科三期12年環評爭議終落幕 8.8公頃兵家必爭 (2018/06/13 經濟日報)

事件爭議點:

對經濟發展及廠商權益影響: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因長期受環評訴訟困
擾，嚴重影響招商與投資。目前僅剩友達8.5代面板廠營運，另一家
太陽能廠桑緹亞則已無營運，現計畫轉型為生技業。

對環保法規不尊重: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創下國內首個已開發園區，卻
要辦理二階環評審查，基於 信賴保護原則，廠商仍可繼續營運「停
工不停產」的例子。

8-6.1 台灣案例討論 :中科三期

https://e-info.org.tw/node/62733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2876100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197123


8-6.2 美國案例討論 (Case Study) 

21

＊美國Philadelphia 之焚化爐環境影響評估抗爭案例
(Reference Source: Environ. Impact Assess. Rev., 1987, vol. 7, pp 24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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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總 統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八 一 五 六 號
令 制 定 公 布全文三十二條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八八○○三○三四七 ○號令公布修正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一九二二○ 號令公
布修正第十四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並增訂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六 條之一及第二十
三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九一00二五五七二0號 令修正公布
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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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預防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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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

（巿）政府。
第 三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有關事項，應設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

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任期二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三分之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開發

單位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員應迴避表決。
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直轄巿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直轄巿主管機關擬訂，報請權責機關核定後發布

之。
縣（巿）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縣（巿）主管機關擬訂，報請權責機關核定後

發布之。
第 四 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開發行為：指依第五條規定之行為。其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及完成後之使用。
二、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

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
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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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工廠之設立及工業區之開發。
二、道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
三、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四、蓄水、供水、防洪排水工程之開發。
五、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
六、遊樂、風景區、高爾夫球場及運動場地之開發。
七、文教、醫療建設之開發。
八、新市區建設及高樓建築或舊市區更新。
九、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十、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一年內定之，送立法
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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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評估、審查及監督

第 六 條 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

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環境影響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
七、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
八、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
九、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十、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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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後五十日內，作成審查結論公告之，並通知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五十日為限。

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
行公開之說明會。

第 八 條 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
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將環境影響說明書分送有關機關。
二、將環境影響說明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地點陳列或揭示，其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三、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論及環境影響說明書陳列或揭

示地點。
開發單位應於前項陳列或揭示期滿後，舉行公開說明會。

第 九 條 前條有關機關或當地居民對於開發單位之說明有意見者，應於公開說明會後十五日內以
書面向開發單位提出，並副知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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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主管機關應於公開說明會後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團體、學者、
專家及居民代表界定評估範疇。

前項範疇界定之事項如下：
一、確認可行之替代方案。
二、確認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項目；決定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之方法。
三、其他有關執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事項。



附錄 I. 環境影響評估法

40

第 十一 條 開發單位應參酌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團體及當
地居民所提意見，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以下簡稱評估書）初稿，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

前項評估書初稿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評估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六、環境現況、開發行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
七、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
八、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九、替代方案。
十、綜合環境管理計畫。
十一、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
十二、對當地居民意見之處理情形。
十三、結論及建議。
十四、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十五、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十六、參考文獻。



附錄 I. 環境影響評估法

41

第 十二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評估書初稿後三十日內，應會同主管
機關、委員會委員、其他有關機關，並邀集專家、學者、團體及當地
居民，進行現場勘察並舉行公聽會，於三十日內作成紀錄，送交主管
機關。

前項期間於必要時得延長之。
第 十三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前條之勘察現場紀錄、公聽會紀錄及

評估書初稿送請主管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應於六十日內作成審查結論，並將審查結論送達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開發單位應依審查結論修正評估書初稿，作成
評估書，送主管機關依審查結論認可。

前項評估書經主管機關認可後，應將評估書及審查結論摘要公告，
並刊登公報。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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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之一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於審
查時認有應補正情形者，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通知開
發單位限期補正。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管機關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行為許可之
申請，並副知開發單位。

開發單位於前項補正期間屆滿前，得申請展延或撤回審查案
件。

第 十四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
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

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發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為開
發行為之許可。但開發單位得另行提出替代方案，重新送主管機
關審查。

開發單位依前項提出之替代方案，如就原地點重新規劃時，不
得與主管機關原審查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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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同一場所，有二個以上之開發行為同時實施者，得合併進行評估。
第 十六 條 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
原申請內容。

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第十六條之一 開發單位於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
許可後，逾三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
關審查。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

第十七條 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第十八條 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關監督環境
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定期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開發單位作成前項調查報告書時，應就開發行為進行前及完成後使用時之環境差異調查、分析，並與
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之預測結果相互比對檢討。
主管機關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應命開發單位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
執行。
第十九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或主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評估案時，得行使警察職權。必要時，
並得商請轄區內之憲警協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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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罰 則
第二十條 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提出之文書，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記載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一條 開發單位不遵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開發行為之命令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二條 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七條或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之開發行為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其不遵行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七條第三項、第十六條之一或第十七條之規定者。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未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或違反第十八條第三項，未提出因

應對策或不依因應對策切實執行者。
三、違反第二十八條未提出因應對策或不依因應對策切實執行者。

前項情形，情節重大者，得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
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其不遵行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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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不能於第一項之改善期限內完成改善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改善，並
於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賸餘期間之起算日。

第二項所稱情節重大，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開發單位造成廣泛之公害或嚴重之自然資源破壞者。
二、開發單位未依主管機關審查結論或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之承諾執行，致危害人體健康或農林漁牧資源者。
三、經主管機關按日連續處罰三十日仍未完成改善者。
開發單位經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處分停止實施開發行為者，應於恢復實施開發行為前，檢具改善計畫執行成果，報請主管

機關查驗；其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而自行申報停止實施開發行為者，亦同。經查驗不合格者，不得恢復實施開發行為。
前項停止實施開發行為期間，為防止環境影響之程度、範圍擴大，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依據相關法令要求開發單

位進行復整改善及緊急應變措施。不遵行者，主管機關得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
第一項及第四項所稱按日連續處罰，其起算日、暫停日、停止日、改善完成認定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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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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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令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預防及減輕開發

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八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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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之一 開發單位經依本法處罰並通知限期改善，應於期限屆滿
前提出改善完成之報告或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報請查驗。

開發單位未依前項辦理者，視為未完成改善。
第二十四條 依本法所處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移送
法院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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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 則
第二十五條 開發行為涉及軍事秘密及緊急性國防工程者，其環境影響評估之有關作業，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國防部另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有影響環境之虞之政府政策，其環境影響評估之有關作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七條 主管機關審查開發單位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提出之環境影響
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或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得收取審查費。

前項收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八條 本法施行前已實施而尚未完成之開發行為，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辦理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並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行。
第二十九條 本法施行前已完成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並經審查作成審查結論，而
未依審查結論執行者，主管機關及相關主管機關應命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十八條相關規定辦理，開發單位
不得拒絕。
第三十條 當地居民依本法所為之行為，得以書面委任他人代行之。
第三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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