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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運車輛尾車裝置即時追蹤系統(GPS)方式及審驗作業規範

更新日期：112.08

一、 作業規範說明：

(一) 法令依據：

(1) 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

(2) 107 年 8 月 17 日環署廢字第 1070065784 號「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及

其規定」公告。

(二) 遵循對象：

(1) 審驗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2) 清運車輛符合列管應裝置 GPS 之清運業者。

(3) 車機供應商與安裝 GPS 車機業者。

(三) 目的：

(1) 審驗機關：

提供審驗機關執行資料審驗與操作審驗時的審查基準，以確保不同審驗單位審查

作業與標準的一致性。

(2) 清運車輛符合列管應裝置 GPS 之清運業者：

提供清運業者了解裝置 GPS 相關注意事項原則及審驗流程，並依本作業規範之程

序完成相關作業後，檢附相關文件向審驗機關提出審驗申請。

(3) 車機供應商與安裝 GPS 車機業者：

提供安裝 GPS 車機業者明確依本作業規範所訂之裝置原則執行 GPS 車機安裝，

並協助清運業者完成審驗前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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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GPS 裝置及審驗作業規範

審驗單位、清運業者與車機業者第七批裝置 GPS 審驗作業流程如圖一所示：

圖一：第七批裝置 GPS 審驗作業流程

(一) GPS 裝置規範：(遵循對象：車機業者、清運業者)

清運業者向車機業者選購通過型式功能審驗車機，在執行尾車進行 GPS 裝置時，

需依循以下作業規範原則進行裝機作業，其裝機作業包括「GPS 裝置位置」、「天線裝

置位置」、「GPS 電源接線方式」、「相關防護措施」等事項。

1. GPS 裝置位置：

車機業者之裝機人員執行清運車輛附掛之尾車裝置 GPS 時，裝置應考量防水、

防污、隱密、不易掉落等四個要素，並應避免因天候環境或人為因素 GPS 遭到破

壞，造成無法回傳軌跡資料喪失追蹤之目的，因此尾車裝置 GPS 需符合以下兩個

位置為原則：

(1) 尾車車底：

GPS 裝置於尾車的車底，裝置位置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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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位置

圖二：GPS 裝置於尾車位置示意圖

裝置在車底應考量到因振動導致 GPS 脫落或是揚起的泥水與土石撞擊而造成

GPS 故障，因此裝置位置應靠近尾車橫樑的地方避免硬物撞擊，且 GPS 主體須

透過螺栓確實固定避免震動脫落。

(2) 尾車工具箱

將 GPS 安裝於工具箱內，可避免遭外物撞擊，但若工具箱屬可移動式，則應確

認該工具箱有活動扣環可固定在尾車上，防止晃動時工具箱脫落。另工具箱外

部應貼上注意標示(如圖三所示)，提醒司機內有裝置 GPS，在移動工具箱時應

注意避免扯斷電線。

圖三：張貼於工具箱外之注意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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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線裝置位置：

天線為 GPS 接收衛星定位訊號的連接線，須將天線拉出車底並固定在較少遮

蔽物的地方，以增加衛星訊號的接收效果，因此天線裝置位置應以邊架為原則。(裝

置範例如圖四所示)

圖四：天線裝置位置圖

3. GPS 電源接線方式：

GPS 需有兩條電源連接，一條是連接電瓶的固定電源(簡稱 VCC)，當車輛無發

動仍可供應電力給 GPS；另一條是連接電門的電源(簡稱 ACC)，當車輛發動時會傳

遞起動訊號給 GPS，車輛熄火亦會回傳一筆熄火訊號給 GPS。但尾車因本身無電源

供應，須透過頭尾車的連接線，將頭車 VCC、ACC 電源傳送至尾車。頭尾車連接

線如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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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尾⾞連接之電
源線需加入⾞機
VCC、ACC線

若電源線接線不⾜
可額外接線，並應
考量相關保護措施

圖五：頭尾車連接之電源線加裝 VCC、ACC 示意圖

另外若頭尾車連接線孔位不足，VCC、ACC 需透過外接電線的方式來提供，

連接線亦需要有活動防水接頭與防呆裝置，而 VCC 與 ACC 都採用外接的方式時，

則應以顏色區分 VCC 與 ACC，防止司機誤接。

4. 相關防護措施：

1. 電線保護(包括 ACC、VCC 電源線、天線、條碼讀取器連接線及其他 GPS 的連

接線等)：

因電線是暴露在外面，可能會有雨水、腐蝕劑、其他生物或外力導致電線受損，

造成 GPS 訊號中斷，故電線需以硬管或加厚保護，且正電須加裝保險絲。

2. GPS 保護裝置：

GPS 因安裝於外部，因此需加裝一保護盒進行保護，始可安裝於尾車車底或工

具箱內，而選擇的保護盒應以防水為考量，並且可放置條碼讀取器，而保護盒

則應有活動開關方便司機拿取條碼讀取器。其保護盒範例如圖六所示：



清運車輛尾車裝置即時追蹤系統(GPS)方式及審驗作業規範

-6-

電源線孔
(須加防水套管)

黑色防水膠條 扣環

圖六：GPS 保護盒示意圖

(二) 提出審驗申請作業規範(遵循對象：清運業者、車機業者)

清運業者再請車機業者完成尾車裝置 GPS 後，應至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GPS 網站

(https://gps.moenv.gov.tw/)提出審驗申請。申請審驗流程分為「新裝置申請審驗」與

「移機申請審驗」，其分別詳細說明如下：

1. 新裝置申請審驗：

針對尾車第一次申請裝置 GPS，其適用審驗流程如圖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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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GPS系
統新增⾞輛

⾄GPS網站專區
下載臨時管制編

號申請表

事廢管
制編號

業者

提出請求
資料審驗

上傳資料：
1.尾⾞前側、後側照
2.⾞機照片(含保護盒)
3.天線安裝位置
4.尾⾞⾏照
5.公司登記相關證明文件

檢視並列印
審驗申請書

刷條碼與
操作測試

無

有

寄送
申請文件

圖七：新裝置 GPS 申請審驗作業流程

業者在取得事業廢棄物管置編號後，須進入 GPS 系統新增車輛及編輯車輛相

關資訊，再提出「請求資料審驗」作業。

請求資料審驗需進行相關資料及照片的上傳，包括尾車前側、後側照、GPS 照

片(含保護盒)、天線安裝位置、尾車行照、公司登記相關證明文件等。其上傳的照

片須符合下列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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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尾車前側照：

應可以看清楚尾車全貌，方便辨識為何種車身式樣之尾車，其範例如圖八所示。

AB-123

圖八：尾車前側照範例圖

(2) 尾車後側照：

應可清楚看出尾車之車牌號碼，範例如圖九所示：

圖九：尾車後側照範例圖

(3) 天線安裝位置(遠照與近照)：

須拍到天線裝置位置，並確定可接收良好訊號，不易受損或掉落，範例照片圖十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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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天線裝置位置範例圖

(4) GPS 照片(含保護盒)：

須包含 GPS 裝置位置，保護盒外觀，以及條碼讀取器放置在保護盒內的照片。

(5) 尾車行照：

可清楚辨識上面的文字，範例照片如圖十一所示。

圖十一：尾車行照範例

AB-12

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83 號

AB-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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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登記相關證明文件：

檢附公司登記的相關證明，如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或營業登記證均可，範例照

片如圖十二所示：

公司大章 公司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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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公司登記範例

完成上述照片上傳後，清運業者須自行進行操作測試，操作測試包括回傳率測

試與刷取條碼測試兩項。操作測試須符合以下規定：

(1) 行車軌跡資料量，至少發車 1 天以上且滿足 1 小時軌跡回傳。

(2) 依報備之 1 日（每日 1 個點）1 個指定點刷條碼(可刷取任意聯單上之條碼或

在審驗申請表上之條碼)，且行車軌跡資料應達 10 公里以上。

進入 GPS 系統，選擇「GPS 軌跡監控展示」 => 「軌跡資料回傳情形查詢」，

檢視靜態偏差(STDEV)須≧80%，且有效回傳率須≧90%，其檢視畫面如圖十三所

示：

車號

平均

工作
時間

工作
天數

STDEV
小於30公尺有效

回傳率
錯誤

回傳率
缺漏

回傳率

XXXX 90% 10% 0% 3小時42分 1天 資料數:140 比例:100%

圖十三：回傳率、靜態偏差查詢畫面

另外條碼刷取點亦須檢視是否有正確刷取，檢視畫面如圖十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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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條碼刷取紀錄點範例

清運業者檢視完上述回傳率、靜態偏差(STDEV)、刷條碼等三項均達前述規

定後，始可點選送出審驗申請至審驗機關進行審驗。若 GPS 未達上述規定，則

清運業者應再次進行操作測試或請車機業者協助處理以符合審驗標準。

而清運業者完成上述項目後，即可點選送出審驗申請表，完成送出審驗申請表

後，審驗單位即可受理申請案件，審驗單位收件及辦理進度，清運業者皆可由系統

上審驗狀態知悉，清運業者亦可洽審驗單位(所轄環保局)承辦人員確認審查進度。

審驗機關收到申請後，如需補件將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請貴單位儘速配合補

足。當資料齊全，審驗人員線上按下通過後，系統會以 E-mail 通知貴單位申請之審

驗案件已完成。

※備註：送出審驗申請表後，系統每日以 E-mail 通知審驗機關收件審查，後續作業皆採

線上審驗。（將原列印並寄送紙本申請表功能，調整為線上送出審驗申請，並考

量各轄區審驗單位及清運機構實際作業情形，暫保留列印紙本功能。）

2. 移機申請審驗：

若清運業者將原頭車 GPS 移至尾車，除相關檢附或上傳資料符合「新裝置申

請審驗」之規定，另操作測試符合以下列標準：

(1) 行車軌跡資料量，至少應出車 3 天以上，且滿足 15 小時軌跡回傳。

(2) 依報備之 3 日（每日 1 個點）1 個指定點刷條碼(可刷取任意聯單上之條碼或

在審驗申請表上之條碼)。

(3) 回傳率須≧90%、靜態偏差合格值≧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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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驗機關執行資料及操作審驗(遵循對象：審驗機關)

審驗機關收到清運業者的申請文件時，須先檢視資料步驟如下：

1. 線上審驗申請書上填寫的機構基本資料、車輛基本資料是否與清運業者上傳之

附件文件相符。且車輛基本資料中之車主欄位，除了集運業者外需為該清運公

司之名稱，不得為私人之名稱。

2. 檢視業者的管制編號判斷其機構類別。

(1)若屬再利用業者：

應核對「再利用登記檢核通過名單」。若遇不符者，清運業者應補上再利用

文件以茲證明。

(2)若屬清除業者：

應 從 公 民 營 許 可 核 發 證 照 查 詢 系 統 ( 網 址

http://waste1.moenv.gov.tw/Grant/GS-UC60/QryGrantData.aspx) 中查詢該機

構之核可車輛與審驗申請書中填寫的車號相符。若遇車號不符者，清運業

者應補上「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除許可證變更申請表」(如圖十五所示)證明許

可文件辦理變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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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人小
章

申請
廠商
印信

圖十五：廢棄物清運變更相關證明文件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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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屬一般運輸業者：

業者應檢附委託清運合約書，其合約書範本如圖十六所下：

負責
人小
章

甲方
印信

負責
人小
章

乙方
印信

圖十六：業者檢附委託合約書範本

3. 清運業者檢附的附件則應檢視下列幾項：

(1)拍攝的照片是否有符合前述「提出審驗申請作業規範」中範例之規定。

(2)清運業者檢附的回傳率、靜態偏差 STDEV 是否有符合新裝置或移機操作測

試規定。

審驗機關完成上述步驟查核後，若均符合規定即可完成審驗作業，後續辦理審

驗公文簽發及於 GPS 網站登錄為正式核可車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