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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共工程(公有建築物)

全生命週期
包括

可行性評估、規劃、設計、招標、

施工、驗收至接管營運及

管理維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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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整修?

現有空間硬體損毀或老舊或設備老舊
不符實際使用需求，乃進行改善軟硬
體設施塑造好環境，以提升服務品質、
經濟、安全、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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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就是要達到品質、經濟、時間
效益、安全衛生及保固五大目標。

執行條件
針對此目標，從事建築工程的人員得
依循程序，並有必要予以審核，方能
確認施工從業人員具備有完成目標的
能力。

整修目的為何?



壹、前言(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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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形五大目標外，亦應設計無形的人與
人的連結，凝聚眾人，建立集體意識。
工程品質的好壞與先前的規劃是否週延、
設計是否完善、預算掌控及施工預算書
編製是否確實、施工是否正確，皆有密切的
關係，雖然規劃、設計只是工程計畫的
先期書面作業階段，卻直接影響施工執行面
的成效。



壹、前言(續2)

• 設計圖說之繪製除應力求確實外，並應
避免選用之建材、設備有違反政府採購法
限制公平競爭之情形，且預算的掌控應
確實依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共同
性費用編列標準表規定辦理及考量市場
行情，施工預算書之編製務求合理與確實，
方能順利決標執行施工階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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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面臨課題

• 可能沒有竣工圖(或原始設計的建造藍圖、
使照圖說)或圖說不完整。

• 安全設施及原結構系統的處理問題。

• 新舊建材搭配的處理問題。

• 水電管線(消防、空調)接續問題。

• 施工人員普遍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及審核，

故稍有疏忽，舊房子整修即有可能造成

更多的困擾或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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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面臨課題(續1)

如何讓整修過程符合上述五大目標，

一勞永逸？
• 適法契約：完整正確設計圖說、規範及

詳細完整的標單與工程項目，

合理的價格。

• 發包審核：承攬的廠商人員必須有專業的學

歷與經歷，完整的分(單)項施工

計畫與施工步驟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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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面臨課題(續2)

• 施工監督：工法純熟的施工人員與建築專業人

員親自督造，遇到有重大問題需要

研判時，會有建築師、專任工程人

員親自到現場諮詢與監督。

完善管理：一貫標準的訓練，人員有品質、

安全及衛生的觀念，保持施工的

水準。

驗收保固：依採購法規定辦理，確保工程品質

達成效益。 12



叁、計畫需求

• 使用單位基於功能需求提出所擬計畫，經

常隨時間而調整或擴充範圍或容納過多

項目，主辦或規劃設計單位往往從善如流，

導致過度設計、圖說欠缺完整性正確性、

或單位造價不合理乃至後續之廢流標或施

工階段履約爭議而延宕計畫工進

降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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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事前調查

• 建物使用中整修之調查往往侷限該空間使用中、
不影響隱私、設施無法移動、隱蔽部位無法拆除
或管線多且交叉重疊未能正確勘查紀錄，且各

相關專業工程人員未必參與皆會影響其設計之

完整性【防火時效/防火填塞阻絕無法牆體雙面

施作】。

● 尤其需求空間改善或用途增多(如檔案室)，其

增加之電力負載總容量(或迴路數) 、消防設施
及載重等檢討往往被忽略，致影響設計周延性

乃至衍生變更設計，故嚴謹之事前調查乃為整修
最重要步驟之一。 14



伍、整修(修繕)項目
• 地坪、踢腳、牆面及天花板。

• 各類機電設備【電源改善(電線抽換、燈具、
開關、插座更新)、消防及空調改善、調整
位置(如緊急照明燈及避難指標)等】、

設備、防火區劃調整、防火阻熱、耐燃

防焰等。

• 外牆改善(滲漏、材料)、屋頂防水、外部
環境或排水系統等。

• 行動不便及兩性平權設施(如電梯、坡道、
廁所、集哺乳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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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

• 部分圖說不完整。

• 納入過多之需求項目，致壓縮各工項單價。

• 項目漏列或數量不足。

• 部分工項單價偏低。

• 原計畫預算匡列不足。

• 材料及設備有限制性情事。

• 契約未訂定合理之資格及規格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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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

(一)設計圖說不合理

● 圖說完整性不足，成本估算不易、估價風

險過高。

● 部分工項圖說由專業廠商提供未予過濾篩
選、無新舊介面材料收邊)。

● 圖說前後不一致。

● 材料名稱前後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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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2)

(一)設計圖說不合理

• 施工動線未規劃(樓、電梯、走道及舖面

等)、防護措施不足。

• 圖說與標單規格、數量差異過大，影響估
價正確性。

• 建築、水電、空調及景觀等設計圖說未妥
善介面整合，施工困難度增高；甚而影響
施工品質、進度，增加成本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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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圖說不合理

• 整修(修繕)工項採新建方式繪製圖說(原建物
屋頂防水層無泛水收邊、門窗固定方式)，契
約圖說內呈現，導致認知不同之爭議。

• 隱蔽部分(如窗台下櫥櫃)拆除後呈現壁癌現象。

• 部分門扇之寬度或高度未符合規定或使用需求。

• 川堂大廳或大面積公共空間等地坪採光面石材
或拋光石英磚等未考量防(止)滑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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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3)



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4)

(一)設計圖說不合理

• 浴廁地坪完成面高於走道，合法不合理。

• 材料標示規格尺寸無訂定容許標準值。

• (CNS/許可差)。

• 材料尺寸標示不完整。

• 不同材料(或新舊介面(地坪、牆面))未考
量介面之收邊(或材質不佳)。

• 門扇寬度不符使用需求(合法不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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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5)

• (一)設計圖說不合理

• 裝修各向立面圖尺寸、建材標示不明確，
影響數量計算結果。

• 剖面圖之剖面方向與平、立面關係位置不
符，混淆不明確。

• 剖面圖尺寸、建材標示不明確，影響數量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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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6)

• (一)設計圖說不合理

• 細部詳細剖面圖（剖面大樣圖）缺乏或不
足，導致各類細部之收頭不良，影響數量
計算結果及施工完成面之品質。

• 常見系統櫥櫃高度與於天花板無間隙的

詳圖。

• 出風口不要在座位上方(合理但有時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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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7)

(一)設計圖說不合理

• 工程(計畫)名稱不同(圖說及預算書)。

• 屋頂相關管架(或不銹鋼水箱)未設計基座，
直接固定於樓板上致破壞防水層。

• 材料標示名稱不同如PVC地磚/PVC地毯、百
歲磚/高壓混凝土磚。

• 防水層無洩水坡度。

• 防水層無試水試驗(時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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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設備之限制競爭
● 材料設備規格具限制競爭致採購不易，影響施
工進度及價格超過市場行情居高不下之情形。

• 採用特殊材料，市場材料設備供應不足(進口)，
易因缺料影響工期。

• 各項材料設備量體小，要求抽樣試驗總類項目
繁多，試驗費用未配合編列或試驗報告時間無
法配合。

• 圖說內規範與施工規範不同，如防水材及油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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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8)



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9)

(二)材料設備之限制競爭

• 圖說或材料設備由專業廠商提供隱藏限制
性內容(規格、檢試驗項目、數值)未予檢
核。

• 材料或設備未訂定規範而標示廠牌者其等
級不同或未加註「或同等品」字樣。

• 限取得正字標記而未允許同等品競標，或
以ISO9000、ISO14000、CNS12681系列驗證
證書做為產品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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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0)

(二)材料設備之限制競爭

• 抄襲特定之規格資料。

• 超出需求或與需求無關之規格。

• 所標示參考之廠牌不具普遍性或競爭性，
例如：同一代理商代理；雖由不同代理商
代理而該等代理商間因屬家族或關係企業
而不具競爭性；已不製造；參考之廠牌空
有其名而無法聯絡，致生同等品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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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1)
(二)材料設備之限制競爭

• 設計圖說或施工材料規範或招標文件中指
定特殊規格、工法、材料、技術或限定廠
商資格條件等，為將來採購埋下伏筆，以
圖利特定廠商。

• 指定獨家規格、型號或廠牌，哄抬價格或
造成限制性情事，設計時雖列舉三家以上
參考廠牌並加註同等品，其中二家在價格、
行銷上顯不具有競爭性(甚或不願報價)，
且同等品又難有統一認定標準，變相指定
某特定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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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2)

(二)材料設備之限制競爭

• 以保障工程品質或建置時程緊迫為由，故
意針對廠商資格為不當限制或將非屬專利、
獨特而對特定廠商具有特殊之材料型式設
計隱藏於眾多材料規格中，使特定廠商獲
利。

• 設計時雖列舉三家以上參考廠牌並加註同
等品，其中二家在價格、行銷上顯不具有
競爭性，且同等品又難有統一認定標準，
實為變相指定某特定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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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算書編製不合理

• 一千萬以上工程，未採用工程會PCCES估價
系統編製預算(已訂定落日條款)。

• 未考量區域特性，包含人員、機具、材料、
設備及運費等成本，未配合做適度調整。

• 預算核定較早，招標時工項單價遠低於市
場行情。

• 預算核定時，單位造價未考量地域因素(氣
候、大小離島或偏遠地區運輸或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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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3)



(三)預算書編製不合理

• 部分材料設備等級過高或有所限制、編列
單價過高(隱藏變更設計計價)等造成預算
排擠效應，相對壓低其他材料項目單價。

• 特殊造型或施工難度較高等因素，單價未
配合適度調整。

• 計畫評估欠周延涵蓋評估項目不全，致整
體預算經費編列不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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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4)



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5)

(三)預算書編製不合理

• 各機關預算編列缺乏統一標準，各部門各
自為政，無專責單位負責審核，常以調整
單價或刪減項目之方式來配合預算，而預
算編列並未實際查訪市場成本或確實反映
實際所需，往往承襲慣例，或依據【個人
經驗】編列。

• 工程項目誤植、漏項或數量計算錯誤。

• 估算引用數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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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6)

(三)預算書編製不合理

• 詳細表材料工項名稱與圖說不同。

• 詳細表工項名稱與單價分析表不同。

• 詳細表工項名稱【單價分析表】單位誤植

【 M2誤植M3 】。

● 圖說註明施工期間由業主提供水電，卻仍

編列承商臨時水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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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7)

(三)預算書編製不合理

• 詳細表內項目之單位為「式」卻有「數量」
之不合理情形。

• 詳細表或單價分析表內項目之單位與市場
慣用者不同，或矛盾不合理。

• 詳細表之數量填列不精確，甚或超列之不
合理情形。

• 各工項詳細表未作單價分析表以[式]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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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8)

(三)預算書編製不合理

• 單價分析表「項目及說明」欄位內之項目
名稱相同，單位或單價不同，抑或項目

名稱不統一相互矛盾。

• 單價分析表之工料分析編列不合理。

• 單價分析表之技術工(技工)、大工、小工
等工種名稱不統一，甚至有非慣用名稱，
且有同一工種而工資不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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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19)

(三)預算書編製不合理

• 預算書委由專業廠商編製，圖說不完整或
審查修正時未同步修正。

• 詳細價目表標示廠(品)牌未註明「或同等
品」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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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20)

(三)預算書編製不合理

• 工項單價分析之工料名稱(人力、機具、材
料及雜項等)漏項。

• 門、金屬窗之五金配件採一式，未分別就
所需數量編列。

• 單價之編列未參考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
大宗資材市場趨勢分析、當季營建物價或
訪價，致有偏低或偏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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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21)

(四)施工規範與圖說規範不一致



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22)
• 品質管理費比例偏低或未採人、月核實編
列(二千萬以上品管人員需專任時)。

• 未編列材料設備檢(試)驗費或系統功能

運轉測試費。

未編列環境保護費。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未採量化與不可量化

編列或比例偏低。

• 間接工程費(未發包工項)未編列材料設備
抽(試)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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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期因素

• 工期訂定不足，有逾期罰款之風險或於開
工即需趕工方能如期完工，致增加成本。

• 工期訂定不合理，未考量當地地域因素(氣
候、大小離島或偏遠地區)。

• 未考量區分階段、分區施作之合理工期。

• 未考量業務屬性時間(如門診、預防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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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23)



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24)

• 取得室內裝修審許可類別

• 縣市政府審核後核發室內裝修許可。

• 需有承攬廠商後再行申辦室內裝修許可、

消防安全許可審查。

• 取得室內裝修許可、消防安全許可審查。

• 招標前未取得消防安全許可審查，致造成
開工即停工或變更設計情事及工期延宕等

• 履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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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標文件不合理

• 廠商資格不當限制(室內裝修業或丙等綜合
營造業以上即可承攬案件，規定廠商資格
需乙等以上綜合營造業)。

• 計價請款條件從嚴(非按月估驗、進度50%
或一次計價)影響廠商財務周轉或延遲付款。

• 驗收時須同時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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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25)



陸、規劃設計階段缺失態樣(續26)

(六)業務主管機關審查之缺乏

• 設計圖說、預算等送請業管機關審查多數均委
由專家學者審查。

• 專業領域不同造成審查結果不同。

(七)違反建築技術規則

• 防火區劃範圍不符規定(牆體未至樑底或板底)。

• 天花板上設出風口時，感知器距離該出風口

未達1.5m以上(不同型式感知器與出風口有

不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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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施工階段缺失態樣

• 整修(修繕)工項採新建方式繪製圖說(原建物屋頂
防水無泛水收邊，設計圖呈現導致認知不同爭議)。

• 窗戶汰換採新建(鐵片)方式固定。

• 窗框保留套框方式(固定螺栓裸露)，影響美觀。

• 窗框頂部吊框密貼無間距、導致下框間距過大。

• 隱蔽部分(如窗台下櫥櫃)拆除、後呈現壁癌現象。

• 牆面不續用之開關插座未處理或粗糙處理。

• 新施作之牆體粉刷或裝修材料(如磁磚)未高於天花
板骨架以上。

• 天花板骨架直接放置在牆體磁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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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整修(修繕)工項採新建方式繪製圖
說(原建物屋頂防水無泛水收邊，
設計圖呈現導致認知不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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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同平面
無外凸式泛水收邊



48

同平面
無外凸式泛水收邊



49

外凸式泛水收邊

女兒牆



50

錯誤設計
將既有外凸式泛水
收邊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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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設計
將既有外凸式泛水
收邊切割



52

錯誤設計
將既有外凸式泛水收邊切割
新設計防水材無法正確收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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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間牆磁磚高度超過
天花板10c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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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間牆板材未施作
樑底或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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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工法
鋁框固定於既有牆體
裝飾材料表面



56

錯誤工法
鋁窗採紅磚墊塊
易造成滲漏



57

加裝天花板
未將既有設施移除



58

未使用出線盒
未覆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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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磚高度未施作至
天花板10c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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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磚高度未施作至
天花板10cm以上



61

鋁框採乾式套框工法
採六角膨脹螺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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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工法
鋁框固定片採切割
既有牆體易造成該處
完成面龜裂

窗戶汰換採新建(鐵片)
方式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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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框採螺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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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框採螺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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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框採螺栓固定



66

錯誤工法
鋁框固定片採切割
既有牆體易造成該處
完成面龜裂

窗戶汰換採新建(鐵片)
方式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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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工法
鋁框固定片採切割
既有牆體易造成該處
完成面龜裂

窗戶汰換採新建(鐵片)
方式固定。



68

施工錯誤
窗框滴水條
變成擋水條



69

窗框滴水條
施工位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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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滴水條
施工位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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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滴水條
施工位置錯誤



72

鋁框採銲接工法
工法正確



73

雨庇穿心柱
難得一見



74

電線未以PVC
或SD管保護



75

風管置於天花板骨架
易震動應有獨立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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櫥櫃污穢



柒、施工階段缺失態樣(續1)

• 油漆沾污門、窗框或設施。

• 門框、開關或插座周圍有裂縫。

• 系統櫥櫃銜接部分(垂直水平)未貼面材。

• 櫥櫃門扇間隙過大或傾斜。

• 櫥櫃內活動隔板端部未包覆面材、支撐栓
未採金屬栓(銅質或不銹鋼材質)易變形。

• 工作桌(台)與牆面間隙未填注軟性材料(如
矽利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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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施工階段缺失態樣(續2)

• 電線之保護軟管長度不足(未延續至燈具接點
處)。

• 空調管出風口處未以圍束帶固定。

• 空調管直接置放於天花板上。

• 天花板吊筋間距過大。

• 天花板吊筋纏繞間距過大未緊密。

• 天花板吊筋距牆面距離過大(一般為30cm)。

• 障板(天花板)內之管線凌亂未整理成束。

• 廣播器固定簡易振動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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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施工階段缺失態樣(續3)
消防感知器距空調出風口間距不符規定(天花

板上設出風口時，未距離該出風口1.5公尺

以上)【不同型式感知器與出風口有不同

距離】。

• 天花板燈具、出風口、廣播器等未設計補強吊
筋。

• 防焰簾無防焰標籤或防焰標籤未確實固定。

• 窗簾盒無未刷塗防火漆(不符防焰規定)。

• 原牆面平整度不良其後續未確實整平即予油漆。

• 增設輕隔間牆其立柱無法延續至樑(板)底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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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施工階段缺失態樣(續4)

• 增設輕隔間牆其骨架除立柱、上下槽外無
橫檔(撐)之設計或未按圖施工。

• 增設輕隔間牆其內部防火填充材未設計或
未按圖施工。

• 增設輕隔間牆其內部管線、開關及插座

配線盒之加強(勁)固定未考量(晃動)或

未按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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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施工階段缺失態樣(續5)

• 原輕隔間牆其隔間板材未延續至樑(板)底
致不符防火區劃規定。

• 清潔未確實(沾污或殘留材料(矽利康))。

• 牆面原設施拆除其修補平整度不良。

• 未考量增設隔間牆與窗戶正交之收頭處理。

• 原地坪平整度不良未訂定需求標準即以自
平式水泥整平鋪貼面材，導致明顯平整度
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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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施工階段缺失態樣(續6)

• 原地坪整修或空間調整，皆會影響資訊管
線及OA隔屏常因考量未周延導致不符需求。

• 地坪及牆面埋管，切割不良。

• 地坪材料延續(上牆)致踢腳其陽角尖銳未
處理。

• 未考量調整空間其地坪、牆面及天花之修
繕。

• 浴廁地坪因排水坡度需要，致門範圍地坪
經常較房間地坪為高之不合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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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施工階段缺失態樣(續7)

• 為符合行動不便者規定其高低差採坡度施
作致呈突兀現象。

• 蹲式便器座向不合理，未側面或面向門。

• 水龍頭頸部過短。

• 門框與門扇、門扇與地坪間隙過大。

• 地坪、牆面不同材料介面未作收邊材處理

或材質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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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

為工程順利決標，主辦機關於規劃設計階段即應
有相關因應對策：
(一)合理完整的規劃設計及圖說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競爭
(三)合理的編列預算書及訂定底價
(四)訂定合理的工期(施工時段、例假日)
(五)合理的招標文件(預付款、估驗計價頻率)
(六)主管機關建立實質審查制度
(七)施工階段督導
(八)工區施工機械腹地需求
(九)噪音、震動、粉塵的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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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1)

(一)合理完整的規劃設計及圖說

• 依核定預算額度及實際需求，設計選用適
當材料設備、試驗項目、施工方法，訂定
合理規範。

• 建立並落實設計圖說及介面整合，增加圖
說的完整性、一致性與介面整合度。

• 建立圖說、預算書及施工規範審查項目，
避免材料設備漏項或不同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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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2)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競爭

採購法第6條

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

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採購法第11條

主管機關應設立採購資訊中心，提供共通性商情

及同等品分類之資訊，及工程材料、設備之價格

資料庫，俾利各機關覈實編列及底價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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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3)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競爭
採購法第26條
•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

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
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
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
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
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

• 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
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
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
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

87



捌、因應對策(續4)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競爭

採購法第26條

• 透過國家標準CNS檢索系統(網站
http://www.cnsonline.com.tw/)查詢CNS規定
材料及設備功能特性。

• 規劃設計時有關材料品質要求，應以規格、性
能為審查標準，非絕對必要不宜指定廠牌或使
用專利品(應註明「或同等品」字樣)，擬採用
之材料及規格應力求明確，並考慮市面上是否
仍有生產，以免缺貨而影響工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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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5)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競爭

採購法第 88 條

• 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審查、
監造、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 之人員，
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技術、工法、
材料、設備或規格，為 違反法令之限制或
審查，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下罰金。其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廠
商或分包廠商之資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
審查，因而獲得利益者，亦同。前項之未
遂犯罰之。 89



捌、因應對策(續6)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性競爭

• 設計時，除有特殊需要，應採用國內通用
之物品，以避免造成壟斷，另應適時舉辦
材料產品、規格與價格展示說明會，以明
確其適用性，對於投標廠商質疑有設定特
殊規格等情形時，應詳加檢討查證，有無
指定特定廠牌情事，並予以溝通說明。

• 對於材料及設備規格型式、試驗項目、試
驗標準、數值或規範標準等，應以我國國
家標準(CNS)或國際慣用之工業國家標準為
依據，並於招標文件中應詳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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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7)

檢驗規格參考標準

ACI  美國混凝土協會 ANSI 美國國家標準

ASTM 美國材料試驗協會 AS 澳洲國家標準

BS   英國國家標準 CNS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DIN  德國國家標準 EN  歐洲標準

GB   大陸標準 ISO 國際標準組織

JIS  日本工業規格 KS 韓國國家標準

NF  法國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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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8)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性競爭

• 工程材料或設備之選用，應以功能性規範
為準。如有指定或參考特殊廠牌、型號或
專利品等情形，應詳敘理由報請機關核准；
有正字標記產品者得優先考量適用。

• 材料設備「或同等品」之認定審查，除應
注意確保其公正客觀性外，得由機關組成
專案審查小組或委託具公信力之機關團體
辦理審查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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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9)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性競爭

• 工程規劃設計應依國家標準或其他相關規範，
於工程合約中訂定材質標準，設計完程後，主
辦工程單位應就工程設計圖說及單價內容，詳
加審核，以確符工程品質所需，如發包後始發
現有誤，需變更設計，而導致單位有損失時，
應追究設計單位疏失責任，並依合約扣除應罰
款項；另施工前應由監造單位會同廠商依工程
材料設計標準針對於工程用料進行檢測，並由
主辦或監造單位簽認，以避免施作後發現不符
規定，導致需挖除改善或重施作等延宕工期及
浪費公帑等情事。

93



捌、因應對策(續10)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性競爭

• 材料設備規格應避免限制性競爭以防止後
續採購不易、價格過高、影響工進及履約
爭議等情形。

• 避免使用特殊材料或市場供應不足之材料
設備。

• 如設料設備用量小，則不宜訂定過多之抽
樣試驗項目或種類，相關試驗費用亦應配
合編列。

94



捌、因應對策(續11)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性競爭

如何確立規格

• 規格之製訂必須合理、公正、完整、普遍
又不太瑣碎，才能鼓舞合格廠商踴躍報價，

採購人員也達成適質、適價、適時、適量

的目的。

● 參酌國內外較大廠的產品目錄資料製訂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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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12)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性競爭

編訂規格注意事項：

• 把握使用目的，勿要求過嚴致採購困難。

• 考慮市場供應能力，儘量選用通用規格。

• 規格力求明確，內容切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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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13)

(二)避免材料設備之限制性競爭
• 參考工程會訂頒施工綱要規範篩選使用

• 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
• 大宗資材市場趨勢分析
• 營建物價季刊
• 歷史工程單位造價(歷史標案)
• 訪價(具普遍性同等級產品三家以上)
• 專業廠商提供之規範要篩選，避免隱性
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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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14)

(三)合理的編列預算書

● 所編列的單價應考量地區及環境等因素(含

人員、機具、材料設備及運費)做適度調整。

• 依照核定的範圍(面積)辦理規劃設計。

• 依照核定的項目編列預算，避免納入過多

的需求項目。

• 避免部分材料設備等級要求過高或有所限
制，致編列單價過高造成預算排擠效應，
而壓低他材料項目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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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15)

(三)合理的編列預算書

• 造型特殊或施工難度等較高因素，單價亦應配
合適度調整。

• 詳細價目表表單價編列應符合市場行情，參考
最近期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營建物價期刊資
訊，落實訪查市場物價或參考相關機關歷史決
標資訊。

• 落實計算工程數量並建立檢核與審查方式，避
免數量計算錯誤或漏項(數量計算式備查)。

• 檢討與建立齊全之工料單價分析，避免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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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16)

(三)合理的編列預算書

• 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

• 大宗資材市場趨勢分析

• 營建物價季刊

• 歷史工程單位造價(歷史標案)

• 訪價(具普遍性同等級產品三家以上)

• 應考量數量多寡、運輸及吊裝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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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17)

(四)訂定合理的工期

• 依個別工程特性、區域、環境、施工季節
天候，訂定適當工期。

• 訂定設計時程里程碑，納入辦理室內裝修
審查許可及消防單位等書圖審期程，皆於
招標前完成或依當地主管關機規定辦理，
俾承商得標後能如期開工及順利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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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18)
(五)合理的招標文件

● 避免廠商資格不當限制。

• 合理的計價請款條件。

• 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時機

(1)驗收合格且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後支付尾款。

(驗收結果與室內裝修審查合格不同之困擾)

(2)竣工後即申辦消防及內裝申請，另驗收採初驗及

驗收兩階段，利用初驗缺失改期間取得俾為後續

之驗收(正驗)(仍有不確定性因素之風險)。

(3)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後再辦理驗收。(工期拉長)

(4)採驗收及內裝合格兩階段辦理(有部分驗收意

涵) 。 102



捌、因應對策(續19)

(六)主管機關建立實質審查制度

• 建立實質審查制度，若因經驗或人力不足
時，則應聘請熟悉政府採購並具備工程背
景之專家協助。

• 建立規劃設計之檢核表，要求設計單位於
規劃設計、編列預算時，做為自主檢核，
並以此檢核設計單位；若仍受限於專業問
題，則建議委請相關專家協助檢視、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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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因應對策(續20)

(七)施工階段督導
主辦機關(單位)督導
• 使用單位參與督導
• 外聘專業委員參與
• 材料抽驗的抉擇

監造單位督導
• 檢驗停留點之抽(查)驗
• 增加隨機抽查頻率
• 過度信任監造的省思
施工缺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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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品管精進策略與措施

★加強查察工地相關人員履約派駐情形。
★加強現場隱蔽部位及工程材料之抽查。
★品管文件簡化。
★落實監造計畫及品質計畫簡化政策。

工程會於101年2月14日修正品管要點，明確
規範主辦機關應於契約依工程規模規定監造與
品質計畫提送章節內容。
106年6月16日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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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查察工地相關人員履約派駐情形

訂定工地相關人員違約兼職規定罰則：
品管人員、安全衛生人員及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違反契約不得「兼職」
約定者，每日處以懲罰性違約金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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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現場隱蔽部位及工程材料之抽查
品管文件簡化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歷程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五）工程管字第二七二一號函頒行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七）工程管字第八七○六二六○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四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八）工程管字第八八一五四九七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十八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一）工程管字第九一○一○四四九號令
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三十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字第○九三○○三○三七九○號函修
正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字第○九六○○三八二○八○號函修
正
中華民國一○一年二月十四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字第一○一○○○五○二三○號函修
正，自一○一年七月一日生效（第四點規定，依一○一年六月十二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
管字第一○一○○二一七八七○號函，延至一○二年七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六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字第一○二○○二○一四九○號函修正
第四點、第十點，自一○二年七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字第一○三○○四五二九四○號
函修正第十點、第十三點，自一○四年一月一日生效
106年6月16日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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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內未編列品管費用、或廠商材料設備之檢驗費
用，或監造單位材料設備之抽驗費用。
品管費用編列規定（品管-13）：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工程，應於相關採購案之
招標文件內，依工程規模及性質編列品管費用。
品管費用內得包含品管人員及作政管理費用。

品管費用編列規定（品管-13）：
品管費用之編列，以招標文件內品管人員設置
規定為依據：

1、訂有專職及人數等規定者，以人月量化編列為原則。
2、未訂有專職及人數等規定者，以百分比法編列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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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品管費用之編列方式如下：
1、人月量化編列：品管費用＝［（品管人員薪資×人數）

＋行政管理費］×工期。
品管人員薪資得包含經常性薪資及非經常性薪資；
工期以品管人員於工地執行職務之工作期間計算。

2、百分比法編列：發包施工費（直接工程費）
之0.6%至2.0%。

材料設備抽（檢）驗費用編列規定（品管-13）：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工程，應於相關招標文件內，
依工程規模及性質編列材料設備抽（檢）驗費用。
材料設備抽（檢）驗費用應單獨編列。
廠商所需之檢驗費用應於工程招標文件內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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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所需之抽驗費用，依下列方式編列：
1、機關委託監造者，應於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

編列。
2、設計及監造一併委託者或自辦監造者，應於

相關工程管理預算內編列。
以上抽（檢）驗費用如係機關自行支付，得免於
招標文件內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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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監造計畫及品質計畫簡化政策

工程會於101年2月14日修正品管要點，
明確規範主辦機 關應於契約依工程規模
規定監造與品質計畫提送章節內容。
106年6月16日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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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主辦工程
單位）

監造廠商

承攬廠商 相關廠商

督導人員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執行進
度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督

導

重

點

項

目

一 承商及監造單位品質文件紀錄管理（如材料試驗、監造日誌、缺失改善等）
督導情形：

一 安衛環境管理（如告示牌、警示燈帶、鷹架、開口警示、衛生設備、道路清潔等）
督導情形：

一 結構設備施工品質（如混擬土、鋼筋及模板之品質、完成面平整度及美觀性等）
督導情形：

四、其他（如居民反應、鄰房處理、變更設計需求等）
督導情形：

對承商指
示事項

指示事項：

缺失改善期限：限定 年 月 日提報

承商
簽名

對監造單
位

指示事項

指示事項：

缺失改善期限：限定 年 月 日提報

監造
簽名

工程主辦機關工程督導紀錄表（第 次）

備註：
1、本表適用於委外監造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單位）主管或承辦人員工地現場督導使用。
2、本表一式三份由主辦機關（或主辦工程單位）、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收執。
3、督導頻率視工程規模、進度及工期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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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督導日期

缺失項目

改善措施及步驟
與

往後預防對策
（廠商缺失由承攬廠商填寫；監造缺失由監造單位填寫）

確認改善結果

（廠商缺失由監造單位確認；監造缺失由主辦單位確認）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廠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同意備查

□缺失未改善完整，退回修正

督導施工缺失改善追蹤表

備註：1.請查證改善情形是否逾期，並確實依契約規定處置。
2.應視需要要求施工廠商提供改善前、中、後照片。
3.各相關人員核章前，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



監造及品質計畫重點

• 監造計畫要項

•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

• 材料品質標準

• 表5.1（○○工程）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參考例）

• 表5.2（○○工程）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參考例）

•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

• 施工抽查標準一覽表

• 施工抽查標準

• 施工抽查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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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抽驗項目 抽驗標準 抽驗時機 抽驗頻率 不合格處理方式 管理紀錄 備註

1 PVC地毯

2 矽酸鈣板

材料/設備品質管理標準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

試驗報告
承商：判讀符合(契約)規範，簽名並壓註日期
監造：判讀合格與否，簽名並壓註日期

但常與承商用詞相同(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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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是習慣出來的(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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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契約詳細表
項次

契約
數量

是否
取樣
試驗

預定送
審日期

是否
廠驗

預定
試驗
單位

送審資料(V) 審查
日期

備註
(歸檔
編號)

材料(設備)
名稱

實際送
審日期

廠驗
日期

協力
廠商
資料

型錄 相關
試驗
報告

樣品 其他 審查
結果

表5.1(00工程)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常見態樣
格式非現行版本
空白未填列或填列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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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契約詳細表
項次 契約

數量

進場
日期

抽樣
日期 規定抽

(取)樣
頻率

累積進
場數量 抽試驗

結果
抽驗及
會同人
員

備註

材料(設備)
名稱

進場
數量

抽樣
數量

累積抽
樣數量

(歸檔
編號)

表5.2(00工程)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常見態樣
格式非現行版本
空白未填列或填列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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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

施工抽查標準一覽表

項次 施工抽查標準項目 備註

1 PVC地毯工程施工抽查標準

2 輕隔間牆工程施工抽查標準



124

○○○○施工抽查標準
施工流
程

管理項目
(A)

抽查標準
(B)

抽查時
機

抽查方
法

抽查頻
率

不符合之處
置方法

管理紀
錄

備
註

註：於抽查時機標註檢驗停留點



125

○○○○施工抽查紀錄表
編號：

工程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檢查位置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時機 ▓□ 檢驗停留點 □ 隨機抽查

檢查結果 ○ 檢查合格 ╳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抽查標準(定量定性) 實際抽查情形
(敘述抽查直)

抽查結果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缺失複查結果：
、

備註：

監造主管簽名： 監造現場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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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計畫要項

品質管理標準
分項品質管理標準一覽表
品質標準標準表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
表5.1（○○工程）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參考例）
表5.2（○○工程）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參考例）
✽格式內容同監造計畫
自主檢查表
各分項工程自主檢查表一覽表
○ ○ ○ ○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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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項工程品質管理標準一覽表

項次 作業名稱 備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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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標準表

施工流程 管理項目
管理標
準

檢查
時機

檢查
方法

檢查
頻率

不合格
之處理

管理
紀錄

備註

材
料

施
工
前

施
工
中

施
工
後

✽ 為檢驗停留點(應於檢查時機或適當欄位標註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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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項工程自主檢查表一覽表

編號 檢查表名稱 備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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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主檢查表

工程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協力廠商

檢查位置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時機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完成檢查

檢查結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設計圖說規範之檢查標準
(定量定性)

實際檢查情形
(敘述檢查值)

檢查結果

缺失複查結果：
、
、

備註：

工地主任(負責人)簽名： 現場施工人員簽名(檢查人員)：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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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計畫：施工抽查標準、施工抽查紀錄表
品質計畫：品質管理標準、施工自主檢查表
常見態樣：
格式非現行版本
管理項目不完整、標準不正確、未量化、
未訂定容許誤差值。
抽查(檢查)結果非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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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
督察紀錄表(專業人員督察紀錄表)

★建築物施工日誌
★公共工程監造報表
常見態樣：
1、格式非現行版本、記載不完整。
2、未填寫督察紀錄表。
監造報告內容之完整性及正確性，例如：
監造報表與施工日誌內容是否吻合。

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有、無委託專案管理廠商)
契約未檢附或誤用。
公共工程監造報表108年4月30日修訂
建築物施工日誌106年8月9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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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名稱

二、起造人

三、承攬廠商

四、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時

五、工程進度概述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六、督察按圖施工
（營造業法第35條第3款）

督察項目
督察結果 辦理情形 備註

合格 缺失

（一）放樣工程

（二）地質改良工程

（三）假設工程（含施工架）

（四）基礎工程

（五）模板工程

（六）混凝土工程

（七）鋼筋（鋼構）工程

（八）基地環境雜項工程

（九）主要設備工程

（十）其他

七、處理下列之一事項概述：（1）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
（2）解決施工技術問題（3）依工地主任之通報，處理
工地緊急異常狀況（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第35條第3及
4款）

八、施工中發現顯有立即危險之虞，應即時為必要之措施之情
形（營造業法第38條）

九、向營造業負責人報告事項之記載（營造業法第37條）

十、其他契約約定專任工程人員應辦事項辦理情形

十一、督察簽章：【專任工程人員】

註：1.本表之督察項目僅供參考，起造人得依工程性質及實際工程項目自行增減之。
2.本表填報時機如下：（1）依營造業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辦理勘驗或查驗工程時；本表應檢送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備查。（2）建築物施工日誌填表人要求專任工程人員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3）專任工程人員依營造業法第35條第3款規定督察按圖施工時。（4）起造人於契約中約定。有關上開填報時機及頻率明示於施工計畫書中。
【本紀錄表格式係內政部99年2月5日台內營字第0990800804號令頒】

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 編號：
附表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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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承攬廠商名稱

核定工期
天

累計工期 天 剩餘工期
天

工
期
展
延
天
數

天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一、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概況（含約定之重要施工項目及完成數量等）：

施工項目 單位 契約數量 本日完成數量

累
計
完
成
數
量

備註

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

A.

B.

二、工地材料管理概況（含約定之重要材料使用狀況及數量等）：

材料名稱 單位 設計數量 本日使用數量

累
計
使
用
數
量

備註

三、工地人員及機具管理（含約定之出工人數及機具使用情形及數量）：

工別

本
日
人
數

累計人數 機具名稱

本
日
使
用
數
量

累計使用數量

本日施工項目是否有須依「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種類、比率或人數標準表」規定應設置技術士之專業工程：□有□無 （此項如勾選”有”，則應填寫後附「建築物施工日誌之技術士簽章表」）

五、工地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政事務：
(ㄧ)施工前檢查事項：

1.實施勤前教育(含工地預防災變及危害告知)：□有 □無
2.確認新進勞工是否提報勞工保險(或其他商業保險)資料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有
□ 無 □無新進勞工

3.檢查勞工個人防護具：□有 □無
(二)其他事項：

六、施工取樣試驗紀錄：

七、通知協力廠商辦理事項：

八、重要事項記錄：

簽章：【工地主任】（註3）：

註：1.依營造業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工地主任應按日填報施工日誌；本表檢送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2.施工日誌應包含上開欄位，惟本施工日誌格式僅供參考，起造人得依工程性質及實際需要自行增減之。
3.本工程依營造業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須置工地主任者，由工地主任簽章；免置工地主任者，則由營造業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之人員簽章。
4.上開工地主任係為營造業法第三十一條所稱之工地主任。
5.上開重要事項記錄包含（1）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指示（2）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處理情形（3）本日是否由專任工程人員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等
。

建築物施工日誌 附表三-2
表報編號：

本日天氣：上午： 下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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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工程項目： 應置技術士人數：

技術士種類 人數 技術士姓名 技術士證書字號 技術士簽名或蓋章 備註

A

B

C

D

E

F

建築物施工日誌之技術士簽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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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契約工期 天 開工日期 預定完工日期 實際完工日期

契約變更次數 次 工期展延天數 天
契約金額

原契約：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變更後契約：

一、工程進行情況（含約定之重要施工項目及數量）：

二、監督依照設計圖說及核定施工圖說施工（含約定之檢驗停留點及施工抽查等情形）：

三、查核材料規格及品質（含約定之檢驗停留點、材料設備管制及檢（試）驗等抽驗情形）：

四、督導工地職業安全衛生事項：
（一）施工廠商施工前檢查事項辦理情形：□完成 □未完成

（二）其他工地安全衛生督導事項：

監造單位簽章：

公共工程監造報表 附表五-1

表報編號：
本日天氣： 上午： 下午：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五、其他約定監造事項（含重要事項紀錄、主辦機關指示及通知廠商辦理事項等）：

註：1.監造報告表原則應包含上述欄位；惟若上述欄位之內容業詳載於廠商填報之施工日誌，並按時陳報監造單位核備者，則監造報表之該等欄位可載明參詳施工日誌。

2.本表原則應按日填寫，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若屬委外監造之工程，則一律按日填寫。未達新台幣五千萬元或工期為九十日曆天以下之工程，得由機關統一訂定內部稽查程序及監造

報告表之填報方式與周期。

3.本監造報告表格式僅供參考，各機關亦得依契約約定事項，自行增訂之。

4.契約工期如有修正，應填修正後之契約工期，含展延工期及不計工期天數；如有依契約變更設計，預定進度及實際進度應填變更設計後計算之進度。

5.公共工程屬建築物者，仍應依本表辦理。惟該工程之監造人（建築師），應另依內政部九十六年六月六日台內營字第○九六○八○二九五○號令頒之「建築物（監督、查核）報告表」填報

（頻率按該表註2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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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建雜照號碼 字第 號 登記碼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時

勘驗項目
預定進度(%) 契約變更次數 次 契約工期

實際進度(%) 工期展延天數 天 契約金額

區分 監督項目

監督結果

辦理情形 備註
合格

不

合

格

一、 建造（雜項）執照列管事項查核

二、監督依設計圖說施工

1.放樣工程

2.地質改良工程

3.基礎工程

4.模板工程

5.混凝土工程

6.鋼筋（鋼構）工程

7.基地環境雜項工程

8.主要設備工程

9.其他

區分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辦理情形 備註
合格

不

合

格

三、查核材料規格及品質

鋼

筋

（

鋼

骨

）

1.強度試驗報告書

2.無輻射鋼筋（鋼骨）證明書

3.出廠證明書

混

凝

土

1.強度試驗報告書

2.氯離子檢測報告書

3.品質保證文件

其他

四、其他約定監造事項

五、查核簽章：【建築師】
註：1.本表為執行建築法第五十六條及建築師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
2.本表填報時機如下：(１) 依建築法第五十六條所定必須勘驗部分；本表檢送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備查。(２) 建築師法第十八條第四款其他約定監造事項。(３) 監造人辦理建築師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所定事項。
3.本監造報表格式僅供參考，各縣市政府得依建築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增減之。
4.契約工期係指修正後之契約工期，含展延工期及不計工期天數。
5.契約金額係指契約變更設計後之契約金額。

6.七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建築師法第十八條修正理由，明示建築師僅對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負查核之責，並辦理其他約定監造事項，至於施工方法之指導及施工安全之檢查由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負責。
【本報告表格式係內政部96年6月6日台內營字第0960802950號令頒】

建築物監造（監督、查核）報告表

附表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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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設計定義

發包前所設定的契約條件無法完全與實際的狀況

符合，因此必須依照執行工程的實際狀況做必要

的調整或變更。

變更設計條款規範之目的

賦予業主的權利、承攬人依循變更設計的

程序取得相當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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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變更之程序

確定預算 簽認 核定 備查提議 會勘 核定變更 變更設計

得
由
甲
方
業
主
、
監
造
顧
問
，
或
乙
方
承
包
商
等

任
何
一
方
提
議
辦
理
合
約
變
更
。

赴
實
地
現
場
瞭
解
問
題
。

分
層
授
權
核
定

；
核
定
變
更
後
以
正
式
「
合
約

變
更
通
知
」
通
知
承
包
商
。

檢
送
有
關
資
料
陳
報
上
級
逐
級
審
核
與
核
定
。

符
合
政
府
採
購
法
第1

2
條
第2

項
、
第2
2

條
第1

項

第6

款
條
文
及
工
程
契
約
相
關
條
款
規
定
。

編
製
合
約
變
更
書
後
，
交
由
承
包
商
簽
認
。

經
承
包
商
簽
認
之
合
約
變
更
書
，
應
逐
級
陳
核
，

分
層
授
權
核
定
。

經
核
定
之
合
約
變
更
書
，
檢
同
有
關
文
件
資
料
，

報
陳
審
計
部
備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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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變更設計 1、規劃設計未周延

2、地質因素調查不足

3、安全考量欠理想

4、災害或災變之發生

5、法令修改

6、決策變更

7、需要使用

8、百姓之陳情或抗爭

9、價值工程因素

10、趕工因素

11、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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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設計

變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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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處理方式

歸責於承包商 不予將工期展延或給予額外費用

歸責於業主 予以工期展延及視情形給與額外費用

不可抗力 視合約而定

變更設計

變更設計所影響的層面廣且深其主要影響的對象

1.工期 (Duration)

2.成本 (Cost)

3.品質 (Quality)

4.安全 (Safety)

成本工期

品質 安全



玖、結論

• 規劃設計之良窳，影響公共工程效益甚鉅；發
包前規劃設計階段，建立完整、明確、合理且
符合機關需求之招標文件、設計書圖及工程契
約等，除可確保工程品質、良好施工性及安全
無虞外，俾使工程如期決標，順利施工及完工。

• 招標作業前能防止不合理的狀況或缺失，則可
避免決標後不必要的變更設計或契約變更以提
升工程執行效率、減少行政作業，以及疏失責
任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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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建議

• 招標文件、設計書圖及工程契約等委請具
工程專業能力之專業人員協助檢視或審查，
以提升規劃設計品質，除避免影響發包進
度外，可防止後續變更設計、契約變更、
工期延宕、品質低落等履約爭議問題。

•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或觀摩參訪，以瞭解工
程採購各階段之弊失型態及因應對策，並
促進單位間交流與經驗分享，以提升執行
能力。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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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建議(續)
• 施工階段

• 主辦機關落實督導機制

• 監造單位

• 發揮督導功能，落實材料設備抽(查)驗。

• 檢驗停留點抽(查)驗及隨機抽查(尤其隱蔽
部分)。

• 建立e化群組機制，提升通協調效力。

• 承商落實材料設備及施工自主檢查。



附錄1設計圖說常見缺失態樣示意圖

規劃設計
不良

圖說標示
不明確

設計圖說
常見缺失
態樣

限制性情
事有違採
購法之虞

違反建築
技術規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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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預算書常見缺失態樣示意圖

詳細價目表
編列不合理

預算書常見
缺失態樣

詳細價目表
未編列相關

費用

限制性
情事

其他

漏編單價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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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CNS-12681、正字標記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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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驗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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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項目 1、1、2 項

150

NIEA/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NIEA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TVOC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試驗項目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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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項目 7 項

152



試驗項目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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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項目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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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項目 8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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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項目 1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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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項目 1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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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項目 1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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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固性強化樹脂板 18 項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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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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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地坪詳圖



162

高架地坪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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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地坪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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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刮)泥地墊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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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刮)泥地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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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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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詳圖(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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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詳圖(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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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詳圖(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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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詳圖(續4)



171

輕隔間詳圖(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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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詳圖(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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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詳圖(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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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詳圖(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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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詳圖(續9)



176

輕隔間詳圖(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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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詳圖(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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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牆規範

輕隔間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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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牆規範(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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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間牆規範(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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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鋼架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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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鋼架板材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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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鋼架板材規範(續1)



184



185

地毯磨損

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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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磨損



187

地坪角隅龜裂



188

地磚極凍
膨拱



189

地磚凍裂膨拱



190

地磚膨拱



191

牆面磁磚剝落



192

牆面磁磚剝落



193

滲水壁癌



194

滲水壁癌



195

滲水壁癌



196

滲水壁癌



197

滲水壁癌



198

木框腐朽損毀



199

牆面裂縫



200

壁癌油漆剝落



201

潮溼油漆剝落



202

潮溼油漆剝落



203

鋼筋裸露
潮溼油漆剝落



204

油漆剝落



205

油漆剝落



206

滲水鋼筋裸露
銹蝕油漆剝落



207

潮溼
油漆剝落



208

鋼筋裸露
油漆剝落



209

油漆剝落



210

配筋問題/裂縫
鋼筋裸露



211

鋼筋裸露
油漆剝落



212

管材銹蝕



213

設施銹蝕



214

擠壓膨拱剝離



215

裂縫滲水



216

防水材收邊破損



光面石材(刨光地磚)地板容易打滑
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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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面及燒面石材(或止滑磁磚)地板
符合使用功能

218



219

地坪與牆面
無伸縮縫



220

環氧樹脂
地坪鋪設



221

環氧樹脂地坪整平



222

磁磚縫未對齊



浴廁地坪高於走道地坪

223

外低

內高



露台、屋頂高於室內走道

224

露台屋頂高

室內走道低



225

耐候性(仿石)塗料



226

耐候性塗料沾污不易清潔



未設置基座直接固定於樓板

227



管材固定架破壞防水層

228



水塔支柱直接固定板面破壞防水層

229



230

正確工法
水塔支柱施作支柱



231

水塔支柱直接固定板面破壞防水層



風管端部無圍束帶振動易鬆脫

232



風管端部無圍束帶振動易鬆脫

233



感知器位置距出風口未達150cm
【火焰式、差動式分佈型、光電分離型除外】

234



235

感知器位置距出風口未達150cm
【火焰式、差動式分佈型、光電分離型除外】



236

污排管
位於高壓設備上方



237

施作天花板
未將原有夾板未拆除



238

風管置於
天花板骨架
易震動



防火區劃防火泥填塞

239

專業廠商施作



240

出線盒開口
太大的下場



241

開關採直立向與習慣性不同



輕隔間固定間距

242



243

板材未錯開線性龜裂

未預留出線盒



244

輕隔間板材
錯開施作



245

輕隔間未施作至樑底或板底



246

隔間牆粉刷高度未超過天花板10cm以上
(或至樑、板底)



247

隔間牆磁磚高度超過天花板10cm以上



248

輕隔間固定
間距控制



牆體輕隔間板材間距控制

249



輕隔間牆立柱、水平撐材

250

立柱 水平撐材



輕隔間開口加強材固定

251

加勁材



輕隔間出線盒加強材固定

252

加勁材



輕隔間出線盒加強材固定

253

加勁材



輕隔間牆出線盒加強材

254

加勁材



輕隔間出線盒加強材

255

加勁材



填充材未填滿

256



257

填充材破損未填滿



258

錯誤工法
出線盒固定切割立柱



259

未預留出線盒



無水平橫撐加勁材

260



261

隔間牆與窗戶正交
間隙未處理



262

開口缺垂直加勁材



輕隔間牆橫檔(撐)之搭接方式

263



264

板材錯開配置
避免同位置龜裂



板材錯開配置
避免同位置龜裂



266

板材錯開配置
避免同位置龜裂



267

板材未錯開配置
易產生線性龜裂



268

板材未錯開配置
易產生線性龜裂



269

板材錯開配置
避免同位置
明顯線性龜裂



270

板材錯開配置
避免同位置龜裂



271

板材未錯開配置
易產生線性龜裂



272

預留出線盒
切割良好



輕隔間垂直加強材銲燒破口

273

破口損毀



輕隔間開口立柱加強材銲燒破口

274

破口損毀



加強材銲接破口

275

破口損毀



表層粉刷之前一日，未先將底層灑水透底

276



277

粉刷之前一日，須將
底層灑水透底



278

天花板吊筋未垂直
纏繞圈數不確實不緊密



279

天花板吊筋纏繞圈數
不確實不緊密



280

天花板吊筋未垂直



281

錯誤工法
天花板吊筋固定於
風管支架

風管



282

天花板吊筋
纏繞確實



283

天花板內管線
未分類整理



284

天花板內管線
未分類整理



285

天花板內管材
未分類整理



286

天花板內管線
未分類整理



軟管未接至燈具處銜接處

287



288

電線未以PVC
或SD管保護



289

感知器位置距出風口未達150cm
【火焰式、差動式分佈型、光電分離型除外】



290

防水層試水試驗(蓄水)



陽角不同材料未作收邊處理

291



不同材料界面收邊

292



地坪不同材料未收邊處理

293



裝修收邊粗糙

294



踢角陽角收邊尖銳

295



塑膠踢腳陽角尖銳

296



門框邊裂縫

297



插座邊緣間隙

298



防焰標籤未確實固定

299



300

防焰標籤



301

管路埋設錯誤切割地坪



定位鋸鑿位置

302



切割地坪，施作導(截)水溝

303



出線盒高度未配合高架地板高度留設



定位鋸鑿位置

305



鉛板牆面

306



櫥櫃側板未貼面材

307



櫥櫃側板貼面材

308



櫥櫃門扇下垂

309



吊櫃中隔板間隙

310



櫥櫃門扇間隙過大

311



櫥櫃門扇間隙過大

312



313

檢修孔位置
不適當



314

無集塵設施
粉塵飛揚



315

小姐您是職安人員宣導危害告知
怎未配戴安全帽呢
對不起我是第一次被施工查核啦



316

出線盒定位切割
線形良好



317

未放樣出線盒位置
採螺絲起子鑿孔



318

樣品板/監造、承商個別
簽名及壓註日期(缺機關)



319

屋頂集水溝
收邊不當
(隔熱磚)



320

集水溝起砂



321

天花板吊筋纏繞
未緊密



322

管材吊掛隨意



323

施工架立柱銜接
未使用專用插銷
(俗稱八字扣)



324

施工架立柱銜接
未使用專用插銷
(俗稱八字扣)



325

屋頂防水層防裂纖維網
覆蓋不完整



326

行動不便坡道
陽角尖銳



327

洗臉盆與隔間牆
寬度過小



328

樣品經承商、監造、主辦機關簽核
欠缺壓註日期



329

線徑不同



330

錯誤工法！
施工架
固定鋁框變形



331

錯誤工法！
牆面龜裂修繕



332

錯誤工法！
吊框上框無間距

錯誤工法！
未逐樘丈量尺寸
邊框間距過大



333



334



335



336

勵志語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非正確版本



360



361



362

預算編製手冊win4.3 版

中華民國一０一年八月

附錄3

資料來源：公共工程委員會



363

預算書編製(一)
一、預算書編製、標單製作及合約調整流程
二、預算基本資料-新增、編輯、複製、XML 

滙入
三、預算編製-主項大類新增
四、插入工作要項
五、工作要項數量、單價及單價分析調整
六、專案工項維護
七、小數位數設定
八、選項設定
九、總價計算及總價調整
十、預算書電子檔製作



364

預算書編製(二)
十一、備份、回存
十二、製作空白標單
十三、分標與併標
十四、製作預算書範本
十五、儲存、回存預算書版本
十六、自訂變數項
十七、IR 項設定
十八、項次編號設定
十九、分項權重、單位造價、綱要規範 下載

附錄A、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增列提供標案資料作業要點

附錄B、工程價格資料庫作業辦法



365

預算書編製、標單製作及合約調整流程圖

PCCES
系統主畫面

系統維護
選擇基本資料庫
(新增或引用)

專案目錄
建立／轉入檔案

預算書
編製作業

預算書／電子標單
製作

A

定義各
工項類別(主項大類)

插入各工項類別
(工作要項)

填寫各工作要項之
數量

單價分析
調整

工程
總經費計算

A

A

:表示預算書編製中細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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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