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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8  記者 戴子嘉 報導

近兩年間，土地徵收議題吵得沸沸揚揚，內政部趕在土地徵收條例修正法案前夕，通過全台各縣

市的土地徵收案有85件之多，並火速公告徵收，強行以公告現值加四成徵收人民的土地，受影響

的民眾不在少數。

雖然在民國100年12月13日立法院會三讀通過「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政府看似回應了社會

各界對於改革的期待。土地徵收條例第一條明定：徵收土地是為了確保土地合理利用，在保障私

人財產下，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但修正案通過後卻引起不少爭議，政府並沒有以保障

人民私有財產為優先考量，還是以「公共利益」為前提，徵收許多人民辛苦數十年所累積的土地

財產，影響最大的不只有辛苦耕種的農民，許多百姓窮其一生所賺得的避風港也被政府以不合理

的價格強行收購。

土地徵收　最後退路土地徵收　最後退路

土地徵收條例最大的爭議點莫過於土地徵收要件。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徐世榮指出：「徵

收一般要符合五個前提要件，第一是要促進公共利益、第二是必要性、第三要符合比例性、第四

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要上述四個要件都符合才會進到第五要件──完全的補償，且這五個要件缺

一不可。」徵收土地條例的立法核心，應該是政府逼不得已的最後選擇。在有限的土地利用下，

為了讓人民有更好的生活品質、追求更高的公共利益，政府開發有其必要性，不得已才走到向人

民徵收土地這條路。

但政府卻以法律規定誤導人民，讓單純的百姓屈服於「公權力」之下。不只是農民，一般百姓對

於徵收土地程序大多不了解，當百姓接到政府為促進計畫而徵收自家土地的震撼彈時，每個當事

者都手足無措，因為影響的是他們畢生努力積蓄而擁有的財產。政府有求於人民，當然要提出完

整的執行計畫，徵收土地的程序應該要嚴謹處理，政府雖以公共利益為考量，但是否確實且有效

地評估公共效益，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經常令人質疑。

政府為化解財政窘境，卻不太敢向大財團增稅，反而以都市變更計畫作為土地徵收的藉口，向弱

勢族群低價收購土地來開發公共建設，政府用美名包裝不合本理的徵收手段，博取百姓對政府公

共建設的認同，使老百姓忽略徵收的必要性，政府豈不是運用公權力剝奪了社會弱勢族群的權利

，違反了公平正義的原則。

民眾到地方政府前抗議。（圖片來源／蕃薯藤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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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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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許多國家都認定土地徵收為不得已的手段，因為是從非自願性的百姓手中收購而來，大多數

人辛苦一輩子，財產卻在瞬間成為政府開發案的一塊，政府應該要站在百姓立場著想。像日本政

府認為走上土地徵收這條路很對不起人民，因為沒有做好完善的土地利用計畫，不得已才向人民

徵地，所以用市價加成來補償人民的損失。徐世榮還提到：「其實德國政府他們把補償的價格提

高到市價的五倍之多；而台灣現在的補償根本還沒有到市價。」以最低的補償條件來看，「市價

」補償是比「公告現值」合理許多，但是「市價」的定義仍存在許多問題，市價的議定並不容易

，有些地區的土地交易很少，很難訂定市價，因為沒有市怎麼會有價？所以有些土地用（歷史）

市價加成可能會比較合理。

政府對於「市價」的定義因各地區土地分布而有所差異，但最終仍是由政府所訂定，政府有球員

兼裁判之嫌。徐世榮表示：「建議交由不動產估價師估價，比較能符合『市價』的定義。」雖說

修法後已將土地徵收修改成以「市價」為補償基礎，但是徐世榮指出：「現在政府的補償作法其

實和未修法前差異不大，因為市價的定義還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一年公告一次的土地價格縮短

為每半年公告一次，這樣叫做市價的說法，我們有待保留。」政府不應該將補償誤導，把它變成

單純的價格問題，市價補償只是徵收要件中的最後一個。「如果用市價補償，你（政府）跟人家

買（土地），還要看人家要不要賣（土地），徵收已經不是買賣。」民眾陳麗珍表示：「就情理

來看，政府要跟老百姓『買地』，當然不能讓老百姓吃虧，用市價徵收要看政府對地的徵收用途

，才不會『假徵收，真圖利財團』。」

土地價值　非價格決定土地價值　非價格決定

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前是以每年1月1日所公告的「公告現值」，作為徵收土地的計價基礎。這被學

者專家批評為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而內政部卻在修法前夕通過全台數十件土地徵收案，為數不

少的民眾已成為此案通過前的犧牲者，政府應該考慮再把這些有爭議的土地徵收案重新研議，還

民眾一個公道。土地並非商品，它的價值不可僅用價格計算，它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政

府的處理手段一直誤導人民，使人民侷限在價格補償中思考。

趕在修法前被徵收的住戶也不贊同政府作法，不願具名的被徵收戶表示：「在修法前夕核准土地

徵收案根本是忽略小老白姓的權益，以低價的公告現值加四成來徵收我們辛勞一輩子買來的財產

，根本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公告現值」是依據政府每年公告一次的土地價格，完全不符合

自由市場變動，為何政府仍執意要在修法前通過土地徵收案？以「市價」徵收還未必能補償百姓

的損失，更何況是用「公告現值」補償，被徵收戶所取得的補償金，完全無法從市場上再買回同

等條件、面積相等的土地。局部徵收的傷害更大，土地被局部徵收的李小姐表示：「9.8坪大的

房子被徵收3.5坪剩下6.3坪，怎麼住？27坪大的房子被徵收8坪剩下19坪，如何重建？被徵收戶

面臨『住無法住、賣也賣不掉』的困境！」政府應該評估土地徵收後的效益，一定是利大於弊才

會向人民徵收土地。

被徵收的房子將內縮至箭頭標示處。（照片來源／戴子嘉攝；後製／戴子嘉）

擬定開發計畫，讓被徵收戶多些補償金也不是過分的要求。以徵收捷運用地為例，捷運完工後，

周邊土地因為捷運所帶來的利益以倍數成長，透過繳交增值稅與營業稅等稅收，最後受益者仍是

政府；而當初被低價徵收的住戶，完全沒有得到任何公共利益所帶來的效益，成了最大的犧牲者

。

土地徵收不僅僅是程序與補償的問題，也攸關到人民的權益。憲法第十五條明文規定：應予以保

障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但是政府在處理土地徵收上，打著「追求公共利益」的口號

，卻完全忽略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其實土地利用應該要做精確評估，思考是否有其必要性與立即

性再向百姓徵收，土地徵收應是政府走到盡頭，逼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

臺灣的同人誌販售活動日益興盛，更出現限定
特定主題的「單類型同人誌販售會」，顯示同
人活動的多樣面貌。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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