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違反新北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

建築物處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規定事件之裁罰，符

合依法行政原則、明確性及比例原則，以減少爭議並提升行政效能，

特訂定本基準。 

二、 違反本自治條例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之裁罰基準，依附表一、

附表二及附表三之規定。 

三、 違反本基準附表所列違規事件，如有特殊情形者，得審酌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之利益及受處罰者之

資力，依本基準附表酌予加重或減輕其處罰及延長或縮短限改期限，

並均應敘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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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違 反 規 定 

違反新北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三項 

新北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自治條例第十一條 

【未依規定期限執行拆除】 

裁 處 罰 鍰 

基 準 

【 新 臺 幣 】 

第一次處罰鍰三萬元。 

第二次起每次處罰鍰金額六萬元。 

第一次起併處限期二個月內領得拆除執照。 

裁 罰 對 象 整棟不同意拆除之建築物所有權人 

備 註 

一、 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所稱，命其所有權人「限期」拆除，係指建築物

所有權人應於本局通知日起六個月內領得拆除執照。 

二、 依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本局得委託相關專業鑑定機關（構）進行結

構安全勘查評估，經勘查評估結果構成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之情形

者，本局簽報核准後再依建築法規定執行。 

三、 裁罰對象為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已完成停止使用並符合第七條

第三項規定之建築物，依整棟不同意拆除之建築物所有權人分別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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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違 反 規 定 

新北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一項 

新北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自治條例第十二條 

【未依規定期限停止使用】 

建 築 物 使 用 

型 態 分 類 
屬出租或營業用者 

屬自用住宅，領有拆除執

照或其建築基地已領得建

造執照者，並已領拆除補

助金者 

屬自用住宅者 

裁 處 罰 鍰 

基 準 

【 新 臺 幣 】 

第一次起按次處罰鍰金額

六萬元。 

第一次處罰鍰二萬元。 

第二次起依罰鍰次數，累次

遞增一萬元。 

第一次起按次處罰鍰五千

元。 

第一次起，併處限期一個月

內停止使用。 

第一次起，併處限期二個月

內停止使用。 

第一次起，併處限期六個月

內停止使用。 

裁 罰 對 象 整棟未完成停用之建築物所有權人 

備 註 

一、 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所稱，命其所有權人「限期」停止使用，係指建

築物所有權人「屬出租或營業用者」及「屬自用住宅，領有拆除執照或其建築

基地已領得建造執照者，並已領拆除補助金者」應於本局通知日起三個月內停

止使用、「屬自用住宅者」應於本局通知日起六個月內停止使用。 

二、 屬出租或營業用者，經裁罰三次以上，建築物所有權人仍持續作為出租或營業

用者必要時，得依建築法規定停止供水、供電。另屬自用住宅者必要時，得依

本自治條例規定停止供水、供電。 

三、 裁罰對象為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建築物，依整棟未完成停用之

建築物所有權人分別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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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違 反 規 定 

新北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二項 

新北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自治條例第十二條 

【未依規定期限進行結構安全勘查評估並報本局備查】 

裁 處 罰 鍰 

基 準 

【 新 臺 幣 】 

第一次處罰鍰一萬元。 

第二次處罰鍰二萬元。 

第三次起依罰鍰次數，累次遞增一萬元。 

併處限期一個月內完成結構安全勘查評估並報本局備查。 

裁 罰 對 象 整棟建築物所有權人共同裁罰 

備 註 

一、 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需限期停止使用案件，不論是否已完成停止

使用，尚未完成拆除者，應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於中央氣象局發布本市境內發

生震度四級以上地震後，一個月內委託第四條第一項之鑑定機關（構）進行結

構安全勘查評估，並報本局備查；屬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

推舉管理負責人者，亦同。 

二、 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所稱之「本市境內發生震度四級以上地震」，以

地震發生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本市境內各行政區之地震震度為準。 

三、 若於發生震度四級以上地震次日起一個月內，多次發生地震，則以最後一次發

生震度四級以上地震重新起算一個月內完成結構安全勘查評估為準。 

四、 裁罰對象為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且未完成拆除之建築物，該建築

物所有權人未於震度四級以上地震發生後一個月內完成勘估，則依整棟建築物

所有權人共同裁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