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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經濟發展快速，政府積極興辦各項公共建設，而公共建設所需的土地常會用到私人土地。現階段對於私人土

地仍以徵收方式取得。目前，因為國內土地取得方式多樣且補償規定不一，補償標準多元而分岐，各單位所發給的補償標

準不一致，也引起民眾抗爭是公共建設進度工程延宕的根源。 由於公共建設用地取得與補償制度，牽涉到許多人的身家財

產及權益；本研究以被徵收地主觀點，以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工作權、生存權之精神，來探討被徵收地主所受財產損失

及補償；現行補償制度的立論基礎、補償標準；公共財的設置公益與私利衝突時協商機制的建立；公共建設實踐是否必須

由政府主辦，探討由民間參與的可行性。 本研究參考專家學者的立論，並透過與民眾焦點訪談、及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得

相當多的意見，並彙整而得到本研究的結論；且提出建議，希望藉此研究，提供政府機關對於公共建設用地取得的方式能

更周延，並對被徵收民眾補償更為合理；財產權的保障更為落實。也冀望被徵收地主能接受政府的補償，因而使政府能夠

順利的推動各項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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