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07號

上  訴  人  黃興洲                                 

被 上訴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代  表  人  蔡昇甫（署長）

訴訟代理人  高烊輝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農田水利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7月19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275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以其所有桃園市○○區○○段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及000地號等17筆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向被上訴人所屬桃園管理處申請110年第1期作

停灌補償金，經被上訴人組成110年第1期作停灌補償作業審

查小組（下稱審查小組）於111年9月15日召開第25次審查會

議，審認上訴人非屬109年間實際耕作者，不符發放資格，

乃以112年3月2日農水桃字第1126235611號函（下稱原處

分）駁回申請。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提起行

政訴訟，復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2年度

簡字第27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

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

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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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意旨略以：㈠上訴人並非刻意追加訴訟標的金額，因為

承審法官告知請求未臻明確，上訴人在備位聲明酌情給予，

如認為不合法，便可以當庭拒絕，原審有違言詞辯論公開之

規定；㈡依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之「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田水利署辦理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作業要點」

（下稱作業要點）規定，地主與代耕業者間，沒有租約，沒

拿租金，純粹以工為傭，將農地給代耕業者做，口頭約定自

給自足，收取農作物為酬勞金，地主則以整地作業，依活化

農地方案領取政府相關獎勵、休耕補助金和停灌補償金，故

地主將農地給代耕業者代耕，自然用不到相關農業用品，也

就沒有收據和發票，無法符合作業要點之要件，而代耕業者

就符合申請要件，於是就發生地主和代耕業者爭搶停灌補償

金之爭議。實際耕作者之意義是為參加農業保險各項福利政

策，並非用來申請停灌補償金。被上訴人既知悉上訴人是11

0年之實際耕作者，而代耕業者李○清是109年實際耕作者，

就應認定上訴人符合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資格，

以其為停灌補償金之發放對象，不應延宕，審查小組第25次

審查會議審認必須是109年及110年都有實際耕作才符合申請

要件，作業程序違法，難杜爭議。㈢再者，代耕業者不曾與

上訴人簽立耕作協議書，其未經同意，即以系爭土地申請停

灌補償金，提出之切結書並非本人書寫，係由他人代筆，所

附相關農業用品資料，亦係出自於影印變造，利用不實之發

票、收據等憑證申請停灌補償金，不能作為申請依據，實屬

證據不察，且代耕業者以非法不實手段，致上訴人無法順利

請領停灌補償金，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9條其信賴不值得被

保護。㈣依經濟部、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

公告發文內容至各管理處工作站辦理申請補償，卻係因被上

訴人更改、自訂停灌補償流程，於110年1月20日另發布作業

要點，被上訴人作業程序不依照上級指示行政。綜上，原判

決之法令適用係屬違誤，有違反實體法或程序法之違背法

令，爰請廢棄原判決，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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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經核原判決結論尚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論述

如下：

　㈠按水利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用水標的之順序如左：一、

家用及公共給水。二、農業用水。三、水力用水。四、工業

用水。五、水運。六、其他用途。」同法第19條規定：

「（第1項）水源之水量不敷公共給水，並無法另得水源

時，主管機關得停止或撤銷第18條第1項第1款以外之水權，

或加使用上之限制。（第2項）前項水權之停止、撤銷或限

制，致使原用水人受有重大損害時，由主管機關按損害情形

核定補償，責由公共給水機構負擔之。」經濟部及改制前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基於整體公共給水安定之政策考量，依據水

利法第19條之規定，以110年1月6日經水字第11004600080

號、農水字第1106035008號公告（見原審卷第63至73頁），

其內容略以：「主旨：公告桃園灌區第1、第2分區及石門灌

區110年第1期作停灌事宜。……公告事項：一、依據110年1

月5日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6次工作會報決議，於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灌區第1及第2分區、石門

管理處灌區辦理停灌事宜。二、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對

象、補償及救助標準、停灌地區一覽表，詳如附件。」附件

則就停灌範圍、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原則予以明訂外，其

中第五點並就申請補償之流程明訂：「停灌區內實際耕作

者應自本（110）年1月7日至1月26日，攜帶並填寫㈠身分

證……至各管理處工作站辦理申請補償，逾期不予受理。」

被上訴人為辦理110年第1期之停灌補償作業，復於110年1月

20日發布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第1項）本要點適用之範

圍，以本署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處）農田水利事業區域

內，經相關管理處公告於網站之本次停灌補償範圍為限。

（第2項）前項停灌補償範圍內之實際耕作者，於停灌補償

受理申請期間，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償。」第3點規定：「依

本要點申請補償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相

關管理處之工作站提出申請：㈠國民身分證正反面……㈢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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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單、育苗單、農藥單、付款單或其他實際耕作者證明文

件。」（原審卷第179頁）從前揭規定可知，政府為整體公

共給水安定之考量，於水源之水量不敷公共給水，並無法另

覓得水源時，得公告停止灌溉，惟依據水利法第19條規定，

對於「原用水人」應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是經濟部及改制

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所發布之公告對於停灌範

圍內補償及救助對象、補償及救助標準、停灌地區予以原則

性之規定後，自無礙被上訴人另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作業要

點就申請補償之流程為細節性之規定，況被上訴人發布之作

業要點與經濟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公

告所定補償之對象均係「停灌區內實際耕作者」，核與水利

法第19條第2項明示主管機關因穩定供水之公益考量，對水

權之停止、撤銷或限制，致使「原用水人」受有重大損害

時，應由主管機關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之意旨並無不合，至

作業要點第3點有關申請者應檢具文件之規定，亦僅是如何

具體證明為實際耕作者之細節性規定，乃基於補償金預算資

源有限性之考量，為就此社會資源為公平合理之分配所為規

範，核無上訴人所指摘前述之違法瑕疵，自得作為被上訴人

作成本件是否發放補償金決定之依據。

　㈡復按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

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

形。又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判斷之權，苟已斟

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

法則或論理法則，自不得遽指為違法。經查，原審參酌上訴

人所提出110年間田間整地、收成之照片、110年實際耕作切

結書、109農民種稻及耕作措施【轉(契)作、自行復耕種植

登記、生產環境維護】申報書(參聯單)、109年口頭約定切

結書、大園區農會109年1期、108年1期收購公糧稻穀聯單

(二聯單)、108年8月28日秧苗款存摺紀錄、大園鄉農會109

年肥料銷售單等事證(見原審卷第391至394頁、第42至50

頁)，詳予論述前揭申報書及收購公糧聯單，僅能證明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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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有產出，無法證明係上訴人為實際耕作者，復佐以上訴

人到庭自承：伊是請人家耕種，伊僅負責怎麼樣處理所有之

農地。伊是請李○清代耕，是問隔壁的田是由何人代耕然後

請代耕的人幫忙，大家都是這樣做，全國農地都是這樣子等

語（見原審卷第356頁），此外，上訴人無法提出其他確切

事證足以證明於109年間確有耕作之證據，則被上訴人以原

處分通知上訴人不符合申領補償金之資格，於法並無違誤，

至上訴人另主張：李○清所提申請文件不實乙節，與上訴人

是否為系爭土地之實際耕作者，及得否申領補償無涉等語，

經核原判決業已就上訴人如何不合於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

償之申請資格，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明

確，並指駁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之理由，核與卷證資料

相符，且無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其認事用

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既知悉上訴人是110年

之實際耕作者，而代耕業者李○清是109年實際耕作者，就

應認定上訴人符合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資格，以

其為停灌補償金之發放對象；代耕業者所出具之申請補償文

件係出自影印變造，利用不實之發票、收據等憑證申請，不

能作為申請依據，實屬證據不察，且代耕業者以非法不實手

段，其信賴不值得被保護云云，無非係執其於原審已提出、

業經原判決論駁不採之主張，及對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

之職權行使事項再為爭議，並非可採。

　㈢末查，上訴人就其上開申請案，欲起訴尋求有效之救濟，應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被上訴人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

分，始能達到有效保護其權利之目的。然上訴人就此於原審

起訴時僅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原審卷第11頁），顯

然不能達到訴之目的，而出現所謂孤立的撤銷訴訟。嗣經原

審於言詞辯論程序中多次依職權闡明令其就聲明有變更或追

加之機會（原審卷第285、441頁），均未獲置理，遲至原審

言詞辯論期日前，上訴人始於113年6月13日具狀追加備位聲

明（原審卷第467頁），旋又於同年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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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撤回備位聲明（原審卷第501至502頁），復於同年月28日

具狀追加備位聲明（原審卷第523頁），原判決因此斟酌被

上訴人明白表示不同意訴之追加，故認其追加之訴為不合

法，而予駁回，尚難認有上訴意旨所指摘之違法，況衡諸被

上訴人對上訴人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就此原判決已為實

體認定，業如前述，上訴人所為爭執事項有關其備位之訴不

論於原審是否合法追加，均不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原判決

維持被上訴人所為原處分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之結論，

並無不合，應予以維持。

五、綜上所述，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將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人之訴，核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難認有

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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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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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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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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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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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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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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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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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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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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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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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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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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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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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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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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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07號
上  訴  人  黃興洲                                 
被 上訴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代  表  人  蔡昇甫（署長）
訴訟代理人  高烊輝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農田水利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27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以其所有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000地號等17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向被上訴人所屬桃園管理處申請110年第1期作停灌補償金，經被上訴人組成110年第1期作停灌補償作業審查小組（下稱審查小組）於111年9月15日召開第25次審查會議，審認上訴人非屬109年間實際耕作者，不符發放資格，乃以112年3月2日農水桃字第1126235611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申請。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訟，復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2年度簡字第27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㈠上訴人並非刻意追加訴訟標的金額，因為承審法官告知請求未臻明確，上訴人在備位聲明酌情給予，如認為不合法，便可以當庭拒絕，原審有違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㈡依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辦理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作業要點」（下稱作業要點）規定，地主與代耕業者間，沒有租約，沒拿租金，純粹以工為傭，將農地給代耕業者做，口頭約定自給自足，收取農作物為酬勞金，地主則以整地作業，依活化農地方案領取政府相關獎勵、休耕補助金和停灌補償金，故地主將農地給代耕業者代耕，自然用不到相關農業用品，也就沒有收據和發票，無法符合作業要點之要件，而代耕業者就符合申請要件，於是就發生地主和代耕業者爭搶停灌補償金之爭議。實際耕作者之意義是為參加農業保險各項福利政策，並非用來申請停灌補償金。被上訴人既知悉上訴人是110年之實際耕作者，而代耕業者李○清是109年實際耕作者，就應認定上訴人符合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資格，以其為停灌補償金之發放對象，不應延宕，審查小組第25次審查會議審認必須是109年及110年都有實際耕作才符合申請要件，作業程序違法，難杜爭議。㈢再者，代耕業者不曾與上訴人簽立耕作協議書，其未經同意，即以系爭土地申請停灌補償金，提出之切結書並非本人書寫，係由他人代筆，所附相關農業用品資料，亦係出自於影印變造，利用不實之發票、收據等憑證申請停灌補償金，不能作為申請依據，實屬證據不察，且代耕業者以非法不實手段，致上訴人無法順利請領停灌補償金，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9條其信賴不值得被保護。㈣依經濟部、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公告發文內容至各管理處工作站辦理申請補償，卻係因被上訴人更改、自訂停灌補償流程，於110年1月20日另發布作業要點，被上訴人作業程序不依照上級指示行政。綜上，原判決之法令適用係屬違誤，有違反實體法或程序法之違背法令，爰請廢棄原判決，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等語。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結論尚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水利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用水標的之順序如左：一、家用及公共給水。二、農業用水。三、水力用水。四、工業用水。五、水運。六、其他用途。」同法第19條規定：「（第1項）水源之水量不敷公共給水，並無法另得水源時，主管機關得停止或撤銷第18條第1項第1款以外之水權，或加使用上之限制。（第2項）前項水權之停止、撤銷或限制，致使原用水人受有重大損害時，由主管機關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責由公共給水機構負擔之。」經濟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基於整體公共給水安定之政策考量，依據水利法第19條之規定，以110年1月6日經水字第11004600080號、農水字第1106035008號公告（見原審卷第63至73頁），其內容略以：「主旨：公告桃園灌區第1、第2分區及石門灌區110年第1期作停灌事宜。……公告事項：一、依據110年1月5日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6次工作會報決議，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灌區第1及第2分區、石門管理處灌區辦理停灌事宜。二、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對象、補償及救助標準、停灌地區一覽表，詳如附件。」附件則就停灌範圍、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原則予以明訂外，其中第五點並就申請補償之流程明訂：「停灌區內實際耕作者應自本（110）年1月7日至1月26日，攜帶並填寫㈠身分證……至各管理處工作站辦理申請補償，逾期不予受理。」被上訴人為辦理110年第1期之停灌補償作業，復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第1項）本要點適用之範圍，以本署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處）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內，經相關管理處公告於網站之本次停灌補償範圍為限。（第2項）前項停灌補償範圍內之實際耕作者，於停灌補償受理申請期間，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償。」第3點規定：「依本要點申請補償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相關管理處之工作站提出申請：㈠國民身分證正反面……㈢肥料單、育苗單、農藥單、付款單或其他實際耕作者證明文件。」（原審卷第179頁）從前揭規定可知，政府為整體公共給水安定之考量，於水源之水量不敷公共給水，並無法另覓得水源時，得公告停止灌溉，惟依據水利法第19條規定，對於「原用水人」應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是經濟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所發布之公告對於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對象、補償及救助標準、停灌地區予以原則性之規定後，自無礙被上訴人另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作業要點就申請補償之流程為細節性之規定，況被上訴人發布之作業要點與經濟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公告所定補償之對象均係「停灌區內實際耕作者」，核與水利法第19條第2項明示主管機關因穩定供水之公益考量，對水權之停止、撤銷或限制，致使「原用水人」受有重大損害時，應由主管機關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之意旨並無不合，至作業要點第3點有關申請者應檢具文件之規定，亦僅是如何具體證明為實際耕作者之細節性規定，乃基於補償金預算資源有限性之考量，為就此社會資源為公平合理之分配所為規範，核無上訴人所指摘前述之違法瑕疵，自得作為被上訴人作成本件是否發放補償金決定之依據。
　㈡復按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又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判斷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自不得遽指為違法。經查，原審參酌上訴人所提出110年間田間整地、收成之照片、110年實際耕作切結書、109農民種稻及耕作措施【轉(契)作、自行復耕種植登記、生產環境維護】申報書(參聯單)、109年口頭約定切結書、大園區農會109年1期、108年1期收購公糧稻穀聯單(二聯單)、108年8月28日秧苗款存摺紀錄、大園鄉農會109年肥料銷售單等事證(見原審卷第391至394頁、第42至50頁)，詳予論述前揭申報書及收購公糧聯單，僅能證明系爭土地有產出，無法證明係上訴人為實際耕作者，復佐以上訴人到庭自承：伊是請人家耕種，伊僅負責怎麼樣處理所有之農地。伊是請李○清代耕，是問隔壁的田是由何人代耕然後請代耕的人幫忙，大家都是這樣做，全國農地都是這樣子等語（見原審卷第356頁），此外，上訴人無法提出其他確切事證足以證明於109年間確有耕作之證據，則被上訴人以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不符合申領補償金之資格，於法並無違誤，至上訴人另主張：李○清所提申請文件不實乙節，與上訴人是否為系爭土地之實際耕作者，及得否申領補償無涉等語，經核原判決業已就上訴人如何不合於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資格，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明確，並指駁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之理由，核與卷證資料相符，且無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既知悉上訴人是110年之實際耕作者，而代耕業者李○清是109年實際耕作者，就應認定上訴人符合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資格，以其為停灌補償金之發放對象；代耕業者所出具之申請補償文件係出自影印變造，利用不實之發票、收據等憑證申請，不能作為申請依據，實屬證據不察，且代耕業者以非法不實手段，其信賴不值得被保護云云，無非係執其於原審已提出、業經原判決論駁不採之主張，及對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事項再為爭議，並非可採。
　㈢末查，上訴人就其上開申請案，欲起訴尋求有效之救濟，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被上訴人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始能達到有效保護其權利之目的。然上訴人就此於原審起訴時僅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原審卷第11頁），顯然不能達到訴之目的，而出現所謂孤立的撤銷訴訟。嗣經原審於言詞辯論程序中多次依職權闡明令其就聲明有變更或追加之機會（原審卷第285、441頁），均未獲置理，遲至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前，上訴人始於113年6月13日具狀追加備位聲明（原審卷第467頁），旋又於同年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備位聲明（原審卷第501至502頁），復於同年月28日具狀追加備位聲明（原審卷第523頁），原判決因此斟酌被上訴人明白表示不同意訴之追加，故認其追加之訴為不合法，而予駁回，尚難認有上訴意旨所指摘之違法，況衡諸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就此原判決已為實體認定，業如前述，上訴人所為爭執事項有關其備位之訴不論於原審是否合法追加，均不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原判決維持被上訴人所為原處分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之結論，並無不合，應予以維持。
五、綜上所述，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人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07號
上  訴  人  黃興洲                                 
被 上訴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代  表  人  蔡昇甫（署長）
訴訟代理人  高烊輝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農田水利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7月19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275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以其所有桃園市○○區○○段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及000地號等17筆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向被上訴人所屬桃園管理處申請110年第1期作停灌補
    償金，經被上訴人組成110年第1期作停灌補償作業審查小組
    （下稱審查小組）於111年9月15日召開第25次審查會議，審
    認上訴人非屬109年間實際耕作者，不符發放資格，乃以112
    年3月2日農水桃字第1126235611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申
    請。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訟，復
    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2年度簡字第275號
    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
    、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㈠上訴人並非刻意追加訴訟標的金額，因為
    承審法官告知請求未臻明確，上訴人在備位聲明酌情給予，
    如認為不合法，便可以當庭拒絕，原審有違言詞辯論公開之
    規定；㈡依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之「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田水利署辦理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作業要點」（
    下稱作業要點）規定，地主與代耕業者間，沒有租約，沒拿
    租金，純粹以工為傭，將農地給代耕業者做，口頭約定自給
    自足，收取農作物為酬勞金，地主則以整地作業，依活化農
    地方案領取政府相關獎勵、休耕補助金和停灌補償金，故地
    主將農地給代耕業者代耕，自然用不到相關農業用品，也就
    沒有收據和發票，無法符合作業要點之要件，而代耕業者就
    符合申請要件，於是就發生地主和代耕業者爭搶停灌補償金
    之爭議。實際耕作者之意義是為參加農業保險各項福利政策
    ，並非用來申請停灌補償金。被上訴人既知悉上訴人是110
    年之實際耕作者，而代耕業者李○清是109年實際耕作者，就
    應認定上訴人符合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資格，以
    其為停灌補償金之發放對象，不應延宕，審查小組第25次審
    查會議審認必須是109年及110年都有實際耕作才符合申請要
    件，作業程序違法，難杜爭議。㈢再者，代耕業者不曾與上
    訴人簽立耕作協議書，其未經同意，即以系爭土地申請停灌
    補償金，提出之切結書並非本人書寫，係由他人代筆，所附
    相關農業用品資料，亦係出自於影印變造，利用不實之發票
    、收據等憑證申請停灌補償金，不能作為申請依據，實屬證
    據不察，且代耕業者以非法不實手段，致上訴人無法順利請
    領停灌補償金，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9條其信賴不值得被保
    護。㈣依經濟部、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公告
    發文內容至各管理處工作站辦理申請補償，卻係因被上訴人
    更改、自訂停灌補償流程，於110年1月20日另發布作業要點
    ，被上訴人作業程序不依照上級指示行政。綜上，原判決之
    法令適用係屬違誤，有違反實體法或程序法之違背法令，爰
    請廢棄原判決，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等語。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結論尚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論述
    如下：
　㈠按水利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用水標的之順序如左：一、家用及公共給水。二、農業用水。三、水力用水。四、工業用水。五、水運。六、其他用途。」同法第19條規定：「（第1項）水源之水量不敷公共給水，並無法另得水源時，主管機關得停止或撤銷第18條第1項第1款以外之水權，或加使用上之限制。（第2項）前項水權之停止、撤銷或限制，致使原用水人受有重大損害時，由主管機關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責由公共給水機構負擔之。」經濟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基於整體公共給水安定之政策考量，依據水利法第19條之規定，以110年1月6日經水字第11004600080號、農水字第1106035008號公告（見原審卷第63至73頁），其內容略以：「主旨：公告桃園灌區第1、第2分區及石門灌區110年第1期作停灌事宜。……公告事項：一、依據110年1月5日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6次工作會報決議，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灌區第1及第2分區、石門管理處灌區辦理停灌事宜。二、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對象、補償及救助標準、停灌地區一覽表，詳如附件。」附件則就停灌範圍、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原則予以明訂外，其中第五點並就申請補償之流程明訂：「停灌區內實際耕作者應自本（110）年1月7日至1月26日，攜帶並填寫㈠身分證……至各管理處工作站辦理申請補償，逾期不予受理。」被上訴人為辦理110年第1期之停灌補償作業，復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第1項）本要點適用之範圍，以本署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處）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內，經相關管理處公告於網站之本次停灌補償範圍為限。（第2項）前項停灌補償範圍內之實際耕作者，於停灌補償受理申請期間，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償。」第3點規定：「依本要點申請補償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相關管理處之工作站提出申請：㈠國民身分證正反面……㈢肥料單、育苗單、農藥單、付款單或其他實際耕作者證明文件。」（原審卷第179頁）從前揭規定可知，政府為整體公共給水安定之考量，於水源之水量不敷公共給水，並無法另覓得水源時，得公告停止灌溉，惟依據水利法第19條規定，對於「原用水人」應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是經濟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所發布之公告對於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對象、補償及救助標準、停灌地區予以原則性之規定後，自無礙被上訴人另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作業要點就申請補償之流程為細節性之規定，況被上訴人發布之作業要點與經濟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公告所定補償之對象均係「停灌區內實際耕作者」，核與水利法第19條第2項明示主管機關因穩定供水之公益考量，對水權之停止、撤銷或限制，致使「原用水人」受有重大損害時，應由主管機關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之意旨並無不合，至作業要點第3點有關申請者應檢具文件之規定，亦僅是如何具體證明為實際耕作者之細節性規定，乃基於補償金預算資源有限性之考量，為就此社會資源為公平合理之分配所為規範，核無上訴人所指摘前述之違法瑕疵，自得作為被上訴人作成本件是否發放補償金決定之依據。
　㈡復按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
    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又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判斷之權，苟已斟酌
    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
    則或論理法則，自不得遽指為違法。經查，原審參酌上訴人
    所提出110年間田間整地、收成之照片、110年實際耕作切結
    書、109農民種稻及耕作措施【轉(契)作、自行復耕種植登
    記、生產環境維護】申報書(參聯單)、109年口頭約定切結
    書、大園區農會109年1期、108年1期收購公糧稻穀聯單(二
    聯單)、108年8月28日秧苗款存摺紀錄、大園鄉農會109年肥
    料銷售單等事證(見原審卷第391至394頁、第42至50頁)，詳
    予論述前揭申報書及收購公糧聯單，僅能證明系爭土地有產
    出，無法證明係上訴人為實際耕作者，復佐以上訴人到庭自
    承：伊是請人家耕種，伊僅負責怎麼樣處理所有之農地。伊
    是請李○清代耕，是問隔壁的田是由何人代耕然後請代耕的
    人幫忙，大家都是這樣做，全國農地都是這樣子等語（見原
    審卷第356頁），此外，上訴人無法提出其他確切事證足以
    證明於109年間確有耕作之證據，則被上訴人以原處分通知
    上訴人不符合申領補償金之資格，於法並無違誤，至上訴人
    另主張：李○清所提申請文件不實乙節，與上訴人是否為系
    爭土地之實際耕作者，及得否申領補償無涉等語，經核原判
    決業已就上訴人如何不合於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
    資格，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明確，並指駁
    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之理由，核與卷證資料相符，且無
    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既知悉上訴人是110年之實際耕作
    者，而代耕業者李○清是109年實際耕作者，就應認定上訴人
    符合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資格，以其為停灌補償
    金之發放對象；代耕業者所出具之申請補償文件係出自影印
    變造，利用不實之發票、收據等憑證申請，不能作為申請依
    據，實屬證據不察，且代耕業者以非法不實手段，其信賴不
    值得被保護云云，無非係執其於原審已提出、業經原判決論
    駁不採之主張，及對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事
    項再為爭議，並非可採。
　㈢末查，上訴人就其上開申請案，欲起訴尋求有效之救濟，應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被上訴人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
    ，始能達到有效保護其權利之目的。然上訴人就此於原審起
    訴時僅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原審卷第11頁），顯然
    不能達到訴之目的，而出現所謂孤立的撤銷訴訟。嗣經原審
    於言詞辯論程序中多次依職權闡明令其就聲明有變更或追加
    之機會（原審卷第285、441頁），均未獲置理，遲至原審言
    詞辯論期日前，上訴人始於113年6月13日具狀追加備位聲明
    （原審卷第467頁），旋又於同年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
    撤回備位聲明（原審卷第501至502頁），復於同年月28日具
    狀追加備位聲明（原審卷第523頁），原判決因此斟酌被上
    訴人明白表示不同意訴之追加，故認其追加之訴為不合法，
    而予駁回，尚難認有上訴意旨所指摘之違法，況衡諸被上訴
    人對上訴人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就此原判決已為實體認
    定，業如前述，上訴人所為爭執事項有關其備位之訴不論於
    原審是否合法追加，均不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原判決維持
    被上訴人所為原處分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之結論，並無
    不合，應予以維持。
五、綜上所述，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將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人之訴，核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難認有
    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07號
上  訴  人  黃興洲                                 
被 上訴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代  表  人  蔡昇甫（署長）
訴訟代理人  高烊輝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農田水利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27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以其所有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及000地號等17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向被上訴人所屬桃園管理處申請110年第1期作停灌補償金，經被上訴人組成110年第1期作停灌補償作業審查小組（下稱審查小組）於111年9月15日召開第25次審查會議，審認上訴人非屬109年間實際耕作者，不符發放資格，乃以112年3月2日農水桃字第1126235611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申請。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訟，復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2年度簡字第27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㈠上訴人並非刻意追加訴訟標的金額，因為承審法官告知請求未臻明確，上訴人在備位聲明酌情給予，如認為不合法，便可以當庭拒絕，原審有違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㈡依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辦理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作業要點」（下稱作業要點）規定，地主與代耕業者間，沒有租約，沒拿租金，純粹以工為傭，將農地給代耕業者做，口頭約定自給自足，收取農作物為酬勞金，地主則以整地作業，依活化農地方案領取政府相關獎勵、休耕補助金和停灌補償金，故地主將農地給代耕業者代耕，自然用不到相關農業用品，也就沒有收據和發票，無法符合作業要點之要件，而代耕業者就符合申請要件，於是就發生地主和代耕業者爭搶停灌補償金之爭議。實際耕作者之意義是為參加農業保險各項福利政策，並非用來申請停灌補償金。被上訴人既知悉上訴人是110年之實際耕作者，而代耕業者李○清是109年實際耕作者，就應認定上訴人符合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資格，以其為停灌補償金之發放對象，不應延宕，審查小組第25次審查會議審認必須是109年及110年都有實際耕作才符合申請要件，作業程序違法，難杜爭議。㈢再者，代耕業者不曾與上訴人簽立耕作協議書，其未經同意，即以系爭土地申請停灌補償金，提出之切結書並非本人書寫，係由他人代筆，所附相關農業用品資料，亦係出自於影印變造，利用不實之發票、收據等憑證申請停灌補償金，不能作為申請依據，實屬證據不察，且代耕業者以非法不實手段，致上訴人無法順利請領停灌補償金，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9條其信賴不值得被保護。㈣依經濟部、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公告發文內容至各管理處工作站辦理申請補償，卻係因被上訴人更改、自訂停灌補償流程，於110年1月20日另發布作業要點，被上訴人作業程序不依照上級指示行政。綜上，原判決之法令適用係屬違誤，有違反實體法或程序法之違背法令，爰請廢棄原判決，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等語。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結論尚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水利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用水標的之順序如左：一、家用及公共給水。二、農業用水。三、水力用水。四、工業用水。五、水運。六、其他用途。」同法第19條規定：「（第1項）水源之水量不敷公共給水，並無法另得水源時，主管機關得停止或撤銷第18條第1項第1款以外之水權，或加使用上之限制。（第2項）前項水權之停止、撤銷或限制，致使原用水人受有重大損害時，由主管機關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責由公共給水機構負擔之。」經濟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基於整體公共給水安定之政策考量，依據水利法第19條之規定，以110年1月6日經水字第11004600080號、農水字第1106035008號公告（見原審卷第63至73頁），其內容略以：「主旨：公告桃園灌區第1、第2分區及石門灌區110年第1期作停灌事宜。……公告事項：一、依據110年1月5日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6次工作會報決議，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灌區第1及第2分區、石門管理處灌區辦理停灌事宜。二、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對象、補償及救助標準、停灌地區一覽表，詳如附件。」附件則就停灌範圍、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原則予以明訂外，其中第五點並就申請補償之流程明訂：「停灌區內實際耕作者應自本（110）年1月7日至1月26日，攜帶並填寫㈠身分證……至各管理處工作站辦理申請補償，逾期不予受理。」被上訴人為辦理110年第1期之停灌補償作業，復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第1項）本要點適用之範圍，以本署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處）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內，經相關管理處公告於網站之本次停灌補償範圍為限。（第2項）前項停灌補償範圍內之實際耕作者，於停灌補償受理申請期間，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償。」第3點規定：「依本要點申請補償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相關管理處之工作站提出申請：㈠國民身分證正反面……㈢肥料單、育苗單、農藥單、付款單或其他實際耕作者證明文件。」（原審卷第179頁）從前揭規定可知，政府為整體公共給水安定之考量，於水源之水量不敷公共給水，並無法另覓得水源時，得公告停止灌溉，惟依據水利法第19條規定，對於「原用水人」應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是經濟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所發布之公告對於停灌範圍內補償及救助對象、補償及救助標準、停灌地區予以原則性之規定後，自無礙被上訴人另於110年1月20日發布作業要點就申請補償之流程為細節性之規定，況被上訴人發布之作業要點與經濟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6日公告所定補償之對象均係「停灌區內實際耕作者」，核與水利法第19條第2項明示主管機關因穩定供水之公益考量，對水權之停止、撤銷或限制，致使「原用水人」受有重大損害時，應由主管機關按損害情形核定補償之意旨並無不合，至作業要點第3點有關申請者應檢具文件之規定，亦僅是如何具體證明為實際耕作者之細節性規定，乃基於補償金預算資源有限性之考量，為就此社會資源為公平合理之分配所為規範，核無上訴人所指摘前述之違法瑕疵，自得作為被上訴人作成本件是否發放補償金決定之依據。
　㈡復按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又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判斷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自不得遽指為違法。經查，原審參酌上訴人所提出110年間田間整地、收成之照片、110年實際耕作切結書、109農民種稻及耕作措施【轉(契)作、自行復耕種植登記、生產環境維護】申報書(參聯單)、109年口頭約定切結書、大園區農會109年1期、108年1期收購公糧稻穀聯單(二聯單)、108年8月28日秧苗款存摺紀錄、大園鄉農會109年肥料銷售單等事證(見原審卷第391至394頁、第42至50頁)，詳予論述前揭申報書及收購公糧聯單，僅能證明系爭土地有產出，無法證明係上訴人為實際耕作者，復佐以上訴人到庭自承：伊是請人家耕種，伊僅負責怎麼樣處理所有之農地。伊是請李○清代耕，是問隔壁的田是由何人代耕然後請代耕的人幫忙，大家都是這樣做，全國農地都是這樣子等語（見原審卷第356頁），此外，上訴人無法提出其他確切事證足以證明於109年間確有耕作之證據，則被上訴人以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不符合申領補償金之資格，於法並無違誤，至上訴人另主張：李○清所提申請文件不實乙節，與上訴人是否為系爭土地之實際耕作者，及得否申領補償無涉等語，經核原判決業已就上訴人如何不合於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資格，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明確，並指駁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之理由，核與卷證資料相符，且無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既知悉上訴人是110年之實際耕作者，而代耕業者李○清是109年實際耕作者，就應認定上訴人符合110年度第1期作停灌補償之申請資格，以其為停灌補償金之發放對象；代耕業者所出具之申請補償文件係出自影印變造，利用不實之發票、收據等憑證申請，不能作為申請依據，實屬證據不察，且代耕業者以非法不實手段，其信賴不值得被保護云云，無非係執其於原審已提出、業經原判決論駁不採之主張，及對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事項再為爭議，並非可採。
　㈢末查，上訴人就其上開申請案，欲起訴尋求有效之救濟，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被上訴人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始能達到有效保護其權利之目的。然上訴人就此於原審起訴時僅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原審卷第11頁），顯然不能達到訴之目的，而出現所謂孤立的撤銷訴訟。嗣經原審於言詞辯論程序中多次依職權闡明令其就聲明有變更或追加之機會（原審卷第285、441頁），均未獲置理，遲至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前，上訴人始於113年6月13日具狀追加備位聲明（原審卷第467頁），旋又於同年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備位聲明（原審卷第501至502頁），復於同年月28日具狀追加備位聲明（原審卷第523頁），原判決因此斟酌被上訴人明白表示不同意訴之追加，故認其追加之訴為不合法，而予駁回，尚難認有上訴意旨所指摘之違法，況衡諸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就此原判決已為實體認定，業如前述，上訴人所為爭執事項有關其備位之訴不論於原審是否合法追加，均不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原判決維持被上訴人所為原處分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之結論，並無不合，應予以維持。
五、綜上所述，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人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