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維護辦法 

中華民國 104年 7月 16日高市府經公字第 10433544301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2日高市府經公字第 11131739700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經濟發展局。 

第 三 條  既有工業管線(以下簡稱既有管線)所有人應善盡管理責

任，維護管線及與管線使用相關儲運場(廠)設施之安全，並

應設置具備因應緊急事故處理能力之專責單位，負責處理及

防止洩漏事件，以確保公共安全。 

第 四 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參照國際標準規範所建立之管線完整

性管理原則，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擬定次一年度管線維

運計畫，報主管機關備查，其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管線安全管理系統。 

二、管線資訊管理系統及資料分析管理。 

三、管線完整性評估及管理。 

四、管線操作管理及監控系統、巡管作業及配套措施。 

五、管線維修保養及檢查。 

六、管線變更管理。 

七、管線維運人員能力訓練及管理。 

八、成立管束聯防組織及管理計畫。 

九、管線異常通報機制與緊急應變計畫。 

            前項所稱國際標準規範，指附表所列國家之組織或團體

所採用之標準。 

第 五 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依年度管線維運計畫確實執行，隨時

進行自主檢查，妥善管理、維護及檢測管線，並保存相關紀

錄備查。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前一年度管

線維運及檢測情形，作成總報告書，報主管機關備查。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邀集勞工、環保、消防、工務與相

關機關及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就年度管線維運計畫及總

報告書進行必要之安全評估與查核。 

第 六 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參考國際標準規範，建立管線安全管

理系統，其建置範圍如下： 

ㄧ、公司負責人及經理人對管線安全管理之書面承諾。 

二、利害關係人維護。 

三、風險管理。 

四、操作控制。 

五、事故調查、評估及經驗教訓學習。 

六、安全保證。 

七、管理審查及持續改善。 

八、緊急應變計畫及反應。 

九、能力、認知及訓練。 

十、檔案管理及紀錄維護。 

第 七 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建立管線資訊管理系統，指派專責單

位負責相關資料之登錄、維護及核對，其資訊管理系統建置

範圍如下： 

ㄧ、設置於廠區外之管線。 

二、管線之開關閥。 

三、管線之陰極防蝕系統整流站。 

四、輸送站及接收站。 

            管線資訊管理系統應建置下列資料，並每年滾動更新及

分析： 

ㄧ、管線資料： 

  (一)管線設計及建造資料：指描述管線要素之品質、

關係等資料；管線設計及建造資料之紀錄須與管

線空間資料相對應。 

  (二)管線空間資料：指描述管線圖資空間之資料。 



二、開關閥資料：指描述開關閥位址空間、設計及建造

等資料。 

三、儲運場(廠)設施資料：指描述與管線使用相關儲運

場(廠)設施之空間、設計及建造等資料。 

四、管線之周邊地理、地形結構、水文、土壤及環境資

料。 

            管線資訊管理系統圖資格式應符合內政部訂定之公共設

施管線共同規範資料標準之規定。 

第 八 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參考國際標準規範，就管線安全週期

性實施完整性管理，且每次實施間隔不得逾五年。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依前項實施結果，依下列步驟進行完

整性評估；必要時，應即時實施再評估： 

一、針對下列事項進行管線安全識別： 

 (一)內部腐蝕。 

 (二)外部腐蝕。 

 (三)應力腐蝕開裂。 

 (四)製造或建造時之瑕疵。 

 (五)人為錯誤。 

 (六)第三方破壞。 

 (七)天災。 

 (八)其他因素所造成之破壞。 

二、依前款各目發生之機率與管線事故發生之影響程度

進行管線風險排序。 

三、規劃執行完整性檢測工作。 

            完整性檢測工作應參考國際規範實施線上管內檢驗。但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綜合使用下列方法進行評估： 

ㄧ、直接評估。 

二、壓力檢驗。 

三、其他評估方法。 



第 九 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依前條第二項評估結果，實施下列管

理措施： 

ㄧ、定期維護保養管理。 

二、缺陷矯正措施管理。 

三、特殊檢測及評估管理。 

四、長期改造汰換管理。 

五、其他管線修復及風險減緩措施。 

            既有管線所有人於執行管線完整性管理後，應由具管線

安全管理經驗之驗證機構確認其正確性及有效性，並應保存

相關紀錄至該既有管線廢止使用後六年。 

第 十 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建置管線操作監控系統(包含管線洩

漏偵測管理方案)，並針對管線操作控制程序及操作人員資格

擬定操作手冊；其系統軟硬體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線上即時洩漏監測系統：參考國際標準規範，具備

電腦化測漏功能，並可同步進行輸送接收端雙向物

質輸送狀況之確認。 

二、編訂操作控制之安全標準作業程序書：包括輸送及

接收之起停機操作、正常狀態操作、異常狀態操作、

管線查漏處理、系統隔離程序及緊急狀態操作等。 

三、擬定操作人員資格要求、人員訓練及考核辦法。 

            既有管線所有人發現監控系統有異常情形，應主動通報

主管機關並提供異常期間監控系統資訊；必要時，主管機關

亦得要求提供之。 

第十一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擬定管線巡檢管理計畫，其內容應包

含下列事項： 

ㄧ、管線巡檢範圍。 

二、管線巡檢人員資格。 

三、建置完善且有效巡檢系統。 

四、巡檢資料於管束聯防組織之互通性。 



五、反應通報速度。 

六、巡檢效率。 

七、管線路徑周遭有重大異常時之駐點。 

八、重要地點設置監視系統。 

            管線巡檢人員應具有管線檢測能力，並配備可於現場偵

測管線輸送物質之設備。 

第十二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擬定管線防蝕措施及維護保養計畫；

其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重點防蝕措施。 

二、防蝕措施定期檢測。 

三、防蝕檢測人員資格。 

四、其他防蝕或維護保養相關措施。 

第十三條  既有管線改變輸送物質、停用、復用、廢用、實施必要

之修護、因公共利益或政府政策進行遷改或其他變更使用之

情形前，既有管線所有人應實施必要之管線安全風險評估及

內部審核程序，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 

第十四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確保管線維運人員之專業能力，並依

其專業需要定期加強訓練。 

            前項人員之能力考核及訓練，應作成紀錄並保存三年以

上。 

第十五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以管束為單位，納入管線輸出端與接

收端各工廠及儲運場(廠)，成立管束聯防組織，推動下列事

項： 

一、訂定組織架構章程、災害通報模式、相互支援協定

及其他權利義務事項。 

二、建置組織內各管線輸出端及接收端監測資訊分享平

台。 

三、建置組織內工廠及儲運場(廠)輸送之廠區外既有管

線資訊系統。 



四、訂定組織內工廠及儲運場(廠)災害防救業務日常整

備及事故應變計畫。 

五、提升組織內工廠及儲運場(廠)防災及應變能力。 

六、協助事故防護、應變及清理工作。 

七、其他聯防有關事宜。 

第十六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以管束聯防組織為單位，統整組織之

人員、設施及資源，訂定管線洩漏緊急應變計畫，針對洩漏

事故嚴重程度區分事故等級與所需調度之資源規模及速度，

並應擇定適當區域實施年度緊急應變演練。 

既有管線發生洩漏事故時，既有管線所有人及管束聯防

組織應即時通報主管機關、提供即時資訊及管線之歷史監控

數據，並接受本府防救災機關統一調度，本府防救災機關並

得命既有管線所有人採取必要措施及停止管線輸送。 

既有管線所有人於事故發生後，應負責事故現場善後，

並應製作書面調查處理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既有管線所有人依第二項停止管線輸送者，應於改善各

項缺失並報請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審查同意後，管線始得

復用。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