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交通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03 日 

 
 

第 1 條
 

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有效推展與管理自償性及具特定財源之交通建設計畫，統籌

辦理其興建、營運、維護及自償部分之資金籌措、償還等事宜，並為清償臺灣鐵路管理

局及所屬機構（以下簡稱臺鐵局）既存之短期債務，協助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健

全財務及永續經營，以提升交通服務水準，特設置交通作業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並依預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刪除）
 

第 3 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下設民航事

業作業基金、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鐵道發展基金、觀光發展基金、臺鐵局撥入資產

及債務管理基金五個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第 4 條
 

1  本辦法所稱自償性交通建設計畫，係指計畫於完成後，可於營運期向使用者收取相當代

價，或有其他相關收入，以供償付其原投入成本之交通建設計畫；所稱自償比例，係以

計畫評估年期（含工程興建年期及營運評估年期）分年淨收入折算為完工日之現值和為

分子，建設期間分年工程經費折算為完工日之終值和為分母，計算所得之比率。

2  前項所稱計畫評估年期，包括工程興建年期及營運評估年期；所稱淨收入，係指營運收

入及其他相關收入扣除營運支出後之金額。

3  自償性交通建設計畫及其財務計畫，由本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第 5 條
 

1  本基金之管理機關為本部，下設各基金之管理機關如下：

一、民航事業作業基金：本部民用航空局。

二、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本部高速公路局。

三、鐵道發展基金：本部鐵道局。

四、觀光發展基金：本部觀光局。

五、臺鐵局撥入資產及債務管理基金：本部鐵道局。

2  本基金下設各基金之管理機關應建立責任中心制度，以確保收入及控制成本，發揮財務

管理功能，並使具自償性交通建設達成財務計畫設定之自償比例。

 
 

第 6 條
 

1  納入本基金辦理之交通建設計畫，應以由政府投資興建並符合下列二款條件之一者為限

：

一、具特定財源者。

二、自償比例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或自償部分之投資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

2  前項第二款所稱自償部分之投資金額，係指建設總經費乘以自償比例之積。



第 7 條
 

自償性交通建設計畫經行政院核定後，因配合政府政策需要、發生社會經濟之重大事故

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基金執行之因素，致其財務計畫所載成本及營運收入改變，有變動

自償比例之虞時，本部得修正其財務計畫，並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8 條
 

1  自償性交通建設計畫之財務計畫所列建設總經費，屬自償比例部分，由本基金編列預算

籌措財源支應，包括賒借或洽請財政部代為發行乙類公債；其非屬自償比例部分，由本

部依交通建設計畫之工程進度及資金實際需要，分年循預算程序由國庫撥充支應。

2  前項由國庫撥充支應部分，若國庫無法依工程進度及資金實際需要撥充時，得由基金先

行以乙類公債以外之財源支應，其實際發生之利息，由國庫於以後年度撥充之。以發行

乙類公債為財源者，於逐年編列附屬單位預算時，應針對乙類公債項目明列，洽請財政

部代為發行後，撥交本基金運用。

3  乙類公債發行及還本付息等事宜，依中央政府建設公債及借款條例及中央公債經理辦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 9 條
 

本基金項下具自償性之基金管理機關應自自償性交通建設開始營運之日起，依核定之費

率收取費用，作為本基金之收入。
 

第 10 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場站及其設施之使用費收入。

（三）助航設備服務費收入。

（四）航空站權利金收入。

（五）航空器之使用費收入。

（六）經分配於民航服務用之機場服務費收入。

（七）航空客貨運園區開發收入。

（八）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繳交之租金或權利金收入。

（九）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盈餘分配收入。

（十）參與相關航空事業之投資收益。

（十一）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十二）其他有關收入。

二、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於國道公路向車輛徵收之通行費收入。

（三）經分配於國道公路建設用之汽車燃料使用費收入。

（四）服務性設施有關之收入。

（五）辦理區段徵收取得可建土地處分或有償撥用價款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受贈收入。

（八）其他有關收入。

三、鐵道發展基金：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土地開發經營管理相關收入。

（三）辦理區段徵收取得可建土地處分或有償撥用價款收入。



（四）高速鐵路回饋金收入及租金收入。

（五）投資計畫之事業投資收入。

（六）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平穩機制專戶之撥款。

（七）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八）受贈收入。

（九）其他有關收入。

四、觀光發展基金：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經分配於觀光發展用之機場服務費收入。

（三）本部觀光局管有土地之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四）國家風景特定區之門票、停車清潔維護費、賣店租金等相關收入。

（五）辦理經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風景特定區內土地開發計畫，區段徵收取得可建土地處

分或有償撥用價款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五、臺鐵局撥入資產及債務管理基金：

（一）政府撥入臺鐵局經管資產之開發經營管理相關收入。

（二）後續年度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三）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四）受贈收入。

（五）其他有關收入。

 
 

第 11 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一）場站及助航設施建設、改良支出。

（二）航空器及其裝備購置支出。

（三）航空客貨運園區開發支出。

（四）場站作業維持支出。

（五）助航及安全作業支出。

（六）民航事業之宣導、推廣、訓練及研究發展支出。

（七）航空噪音補償金及回饋金支出。

（八）離島地區居民航空票價補助支出。

（九）對與民航發展有關機構或團體之捐助支出。

（十）航空公司經營離島航線之獎助支出。

（十一）參與相關航空事業之投資支出。

（十二）管理及總務支出。

（十三）其他有關支出。

二、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

（一）具自償性國道公路之建設及其設施之擴充、改良支出。

（二）辦理區段徵收取得可建土地等開發成本支出。

（三）國道公路維護管理支出。

（四）本基金融資之利息及手續費支出。

（五）國道公路業務之宣導、推廣、訓練及研究發展支出。

（六）管理及總務支出。

（七）其他有關支出。

三、鐵道發展基金：



（一）鐵道產業規劃及國際交流相關支出。

（二）整體鐵道路網之相關規劃作業支出。

（三）鐵道營運監理相關支出。

（四）辦理區段徵收取得可建土地等開發成本支出。

（五）土地開發經營管理相關支出。

（六）高速鐵路沿線之租金及相關支出。

（七）投資計畫之事業投資所需資金及相關支出。

（八）其他高速鐵路財改方案平穩機制之相關支出。

（九）管理及總務支出。

（十）本基金融資之利息及手續費支出。

（十一）其他有利鐵道發展支出。

四、觀光發展基金：

（一）國家風景特定區之興建、整建、規劃、維護及維持等觀光設施支出。

（二）國際及國內觀光配套設計、宣導、推廣、行銷、研究發展等支出。

（三）補助地方政府及觀光遊憩相關單位興建、整建、規劃、維護、維持等觀光設施支

出。

（四）辦理經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風景特定區內土地開發計畫，區段徵收取得可建土地等

開發成本支出。

（五）管理及總務支出。

（六）其他有關支出。

五、臺鐵局撥入資產及債務管理基金：

（一）政府撥入臺鐵局經管資產之開發經營管理相關支出。

（二）為償還臺鐵局短期債務所舉借債務之利息及手續費支出。

（三）管理及總務支出。

（四）其他有關支出。

 
 

第 12 條
 

（刪除）
 

第 13 條
 

本基金管理機關之任務如下：

一、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二、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三、本基金年度預算、決算之審議。

四、關於本基金下設各基金報本部調整費率之核定或核轉。

五、關於本基金下設各基金間財務調度之核定或核轉。

六、關於本基金下設各基金報本部重要財務事項之核定或核轉。

七、其他有關事項。
 

第 14 條
 

本基金之相關業務，由本部現職人員兼辦；必要時得聘用、約僱若干人辦理之。
 

第 15 條
 

本基金下設各基金之資金，得於各基金間或與本部航港建設基金以轉撥計價方式互相調

撥；其作業程序，由本部另定之。
 

第 16 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第 17 條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其存儲並應依公庫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 17-1 條
 

本基金為增加收益，得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第 18 條
 

（刪除）
 

第 19 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規定訂定會計制度。
 

第 20 條
 

本基金年度決算如有賸餘，應依規定辦理分配。
 

第 21 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國庫。
 

第 22 條
 

1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2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三日修正發布之第一條、第三條、第五條、第十條及

第十一條規定，自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