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要點
中華民國82年8月30日行政院臺交字第8141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86年4月1日行政院臺八十六交字第12662號函修正發布第9點
中華民國90年8月30日交通部(90)交路字第052829號函修正發布第3點、第
4點、第9點、第10點，第9點自90年10月1日起施行(中華民國90年8月22日

行政院臺90交字第048213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92年11月5日交通部交路字第0920063315號函修正發布第9點(中
華民國92年10月24日行政院院臺交字第0920056335號函核定修正發布)

1、 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除依公路法、市區道路條例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外，並依
本要點處理之。

2、 本要點有關名詞之涵義如左：
（一）稱道路者，指公路及市區道路。
（二）稱道路工程者，指道路之新建、改善或養護等工程。
（三）稱公共設施管線工程者，指電力、電信（含軍警專用電信）、自來水、排水、污

水、輸油、輸氣、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有線電視、交通號誌等管道或管線之新
設、移置或保養、搶修等須挖掘道路設施之工程。（以下簡稱管線工程）

3、 為防止管線工程經常挖掘道路，維護交通安全與秩序，管線工程與道路工程之配合事項，
由左列道路管理機構負責協調有關管線機構辦理：

（一）高速公路：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或其指定之工程處。
（二）省道、縣道公路：交通部公路局或其指定之區工程處。
（三）鄉道公路：縣、市工務（建設）局或其指定之鄉、鎮、市公所。
（四）直轄市區道路：市工務局或其指定之工程處。
（五）省轄市區道路：市工務（建設）局。
（六）鄉、鎮、縣轄市市區道路：鄉、鎮、市公所。
（七）新闢道路：尚未移交上述道路主管機關管理之新闢道路，由新闢道路之工程主辦

機關辦理。

4、 管線工程涉及二以上道路管理機構者，得由有關之道路管理機構會同協調之；協調有困
難時，得報請上級機關協調處理之。

5、 為加強溝通、協調，道路管理機構應洽商各管線機構指派適當職位人員籌組「協調小組」
，相互瞭解至少三年內之道路工程計畫與管線工程計畫，並協調分別參訂工作之配合
事宜。

6、 管線工程須挖掘道路時，應具備工程計畫書並依有關法令規定向道路管理機構申請，道
路管理機構須儘速核復，管線機構於挖掘完成後，應編製竣工圖說送予道路管理機構，
由道路管理機構負責整合所有資料。
工程計畫書包括：

（一）計畫概要（工期、管線類型、規格、數量）。
（二）平面位置圖（含座標）。
（三）縱橫斷面圖說。
（四）其他附屬工程圖說。
（五）預定開竣工、期限及工程進度表。
（六）交通安全管制設施。

工程竣工圖包括：
（一）完成概要
（二）平面位置圖（含座標）。



（三）縱橫斷面圖（含施工中發現之其他單位管線位置）
（四）附屬工程竣工圖。

前項工程屬緊急搶修者，得以電話申請或先行施工，並同時補辦申請。

7、 辦理多種管線工程必須挖掘同一道路者，除緊急搶修外，道路管理機構應協調各有關機
構一次辦理完成，且協調辦理後之道路，非有第十一點之情形，三年內不得因管線工
程再行挖掘。

8、 道路管理機構辦理道路工程時，認為與管線工程有關者，應在年度預算開始六個月前，
將擬辦之各該工程實施地點、工程概要等分送各管線機構，管線機構認為該項道路工
程與管線有關者，應即復知道路管理機構並編列其年度預算，道路工程年度預算成立
一個月內，道路管理機構應即通知管線機構，計畫變更時亦同。
道路工程規劃或設計時，得編列先期探管費用，並請管線機構提供有關資料，會同參
與，將其管線之配置一併規劃，並適時與有關管理工程機構協調聯繫，道路工程施工
時，有關管線工程須同時配合辦理完成，非有第十一點之情形，三年內不得因管線工
程再行挖掘。

9、 管線之新設、維護等工程，須挖掘已成道路時，其道路之修復費用，由管線機構全部負
擔。
因辦理道路工程需要，需將道路用地範圍內原有管線遷移時，管線機構應依協調結果
配合遷移，並負擔全部遷移費用。但同一工程限於工地環境，需辦理多次遷移時，除
最後一次費用由管線機構負擔外，其餘各次遷移費及用戶所有部分之遷移費，均由道
路管理機關負擔。
前項原有管線之遷移，限於工地環境需辦理一次以上遷移作業時，其最末一次以前之
各次遷移，以由管線機構負責設計、施工為原則，並應配合道路工程施工適時辦理；
必要時，可協調委由道路管理機關代辦設計施工。管線機構如有擴充其容量或補強換
新者，其擴充及補強換新部分所增費用，由管線機構負擔。
因辦理道路工程需要，既有管線必需遷移時，道路管理機構應依第五點及前點規定，
協調管線機構依期程配合遷移，並通知管線機構進場施工，管線機構應於接獲通知後
按協調期程進場施工，至遲應於接獲通知進場施工起半年內完成遷移。但經道路管理
機構同意者，不在此限。
道路管理機構未依前項規定協調通知管線機構，或管線機構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完成管
線遷移，造成工程延誤，致承商因施工成本增加或延長工期而遭受損害，向道路管理
機構請求損害賠償時，該等因管線遷移延誤所造成之損害賠償，依其責任歸屬，由道
路管理機構或管線機構負擔。

10、 管線工程依第七點及第八點規定必須辦理而未能或不及列入年度預算者，得由管線機
構墊款辦理，優先列入下年度預算歸墊；如因受預算法令限制無法墊款時，其與臺灣
省內道路有關者，由有關管線機構向臺灣銀行貸款；其與臺北市或高雄市道路有關者，
由有關管線機構向各該市銀行貸款，貸款之本息優先列入下一年度或分年度預算償還。

11、 第七點第八點三年內不得因管線工程挖掘道路之規定，左列情形不受其限制：
（一）與國家重要建設有關之管線工程。
（二）已有管線之修理工程。
（三）重大軍事管線工程。
（四）沿該道路橫向或直向至人（手）孔之用戶聯接管線工程及其附帶直向人行道聯接

管線工程。
（五）道路交通號誌之有關管線工程。
（六）為完成區段性之管線系統所必須辦理之管線工程。



12、 管線工程須同時配合道路工程施工時，得由管線機構自行配合道路工程施工，受道
路管理機構之指導或委由道路管理機構代為辦理。

13、 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時，其屬於交通重要之路段，須規定日夜施工或限定夜間施工時，
由道路管理機構視交通情形協調管線機構定之。

14、 管線工程挖掘道路，不論何時收工，均應先將已挖掘之部分確實填復或以鋼板覆蓋，
並清除物料，以免妨礙人車之通行及安全，其不能填復或不能覆蓋者，應確實樹立
日間及夜間明顯可見之標誌與號誌，以維交通安全。

15、 管線工程挖掘道路之修復工作，如由管線機構將修復費用繳交道路管理機構並請其
辦理者，道路管理機構應配合管線工程之施工進度，立即辦理。

16、 管線之幹線系統埋設時，應儘可能將用戶聯接支線埋設，以備以後隨時聯接。

17、 為便於管線管理，各道路主管機關及管線單位應配合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公共管線
資料庫分組之推動，建立完整之公共管線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