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國營會 

  

工程施工查核之實務經驗 

 
蘇國樑 查核委員 

106年4月  



大綱： 

 壹、前言： 

 貳、品質管理制度：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鋼筋、混凝土等) 

 肆、施工品質(二)強度II-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陸、施工進度： 

 柒、規劃設計： 

 捌、結語： 



壹、前言： 

蘇國樑: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士(民國68年) 

      美國德州RICE UNIV.土木工程碩士(民國73年) 

經歷 :台灣-吉興工程顧問(民國70-72年) 

      美國-美東及芝加哥工程顧問(民國73-82年) 

      美國-紐約市政府(民國82-84年) 

      台灣-工程顧問及營造業(民國84-87年) 

      台灣-工程顧問及事務所(民國87年~)  

其他: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查核委員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四屆)理事長 

 

 

 

 



貳、品質管理制度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 

   4.01.01~ 4.03.99 

Ａ、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 

 B、承攬廠商 



貳、品質管理制度 

 2.1 簡報資料:(必須真實) 



貳、品質管理制度 

 2.2: 

  4.01.01[-1,-2]□契約內未編列品管費  

  用或比率不符規定，或□未編列承包  

  商材料設備之檢驗費用，或□未編列 

  監造單位材料設備之抽驗費用 



貳、品質管理制度 

 2.2: 

   



貳、品質管理制度 

 2.3: 
4.02.01.00監造計畫內容及執行 

4.02.01.07[-1,-2]□工程標的含運轉類機電設備者，未
依單機設備、系統運轉、整體功能試運轉等分別訂定
抽驗程序及標準或□未符合需求，或□未監督機電設
備測試及試運轉 

4.03.02.00品質計畫內容 

4.03.02.06[-1,-2]工程標的含運轉類機電設備者，未依
單機測試、系統運轉、整體功能試運轉等分別訂定檢
驗程序及標準 



貳、品質管理制度 

 2.3: 

 



貳、品質管理制度 

 2.3: 

 



貳、品質管理制度 

 2.4:(到場說明) 

4.03.11.00專任工程人員  

4.03.11.04[±1,±2] 未於查驗工程時到場
說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等(
營造業法第35條) 

 



貳、品質管理制度 

 2.4: 
 第三十五條 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下列工作： 

 一、查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 

 二、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 

 三、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四、依工地主任之通報，處理工地緊急異常狀況。 

 五、查驗工程時到場說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六、營繕工程必須勘驗部分赴現場履勘，並於申報勘驗文件簽 

     名或蓋章。 

 七、主管機關勘驗工程時，在場說明，並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章 

 八、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鋼筋、混凝土等) 

(一) 強度指標Ι－混凝土、鋼筋(構)、模
板、土方、結構體、裝修、雜項等：
5.01~5.09 

(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應列為丙
等－辦法§8)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第八條: 

四、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1[-3,-5]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  

           範，有冷縫、蜂窩或孔洞產生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1[-3,-5]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  

           範，有冷縫、蜂窩或孔洞產生 

甲:GOOD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1[-3,-5]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  

           範，有冷縫、蜂窩或孔洞產生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1[-3,-5]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  

           範，有冷縫、蜂窩或孔洞產生 

乙:GOOD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1[-3,-5]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  

           範，有冷縫、蜂窩或孔洞產生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1[-3,-5]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  

           範，有冷縫、蜂窩或孔洞產生 

丙:GOOD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1[-3,-5]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  

           範，有冷縫、蜂窩或孔洞產生 

丁:NG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1[-3,-5]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  

           範，有冷縫、蜂窩或孔洞產生 

戊:NG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2[-2,-4]混凝土養護不合規範，塑
性收縮造成裂縫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4[-2,-4]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如鐵
絲、鐵件、模板)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4[-2,-4]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如鐵
絲、鐵件、模板)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4[-2,-4]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如鐵
絲、鐵件、模板) 

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5[-2,-4]□施工縫及伸縮縫(含填縫
材料施作)留設不當或□施作不當或□未設
置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05[-2,-4]□施工縫及伸縮縫(含填縫
材料施作)留設不當或□施作不當或□未設
置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99[-1~-5]其他混凝土施工缺失：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99[-1~-5]其他混凝土施工缺失：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1.99[-1~-5]其他混凝土施工缺失： 

丙: 

運送破損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2.01[-3,-5]□主筋或箍筋未綁紮固定
確實或□箍(繫)筋、彎鉤綁紮不合規範要
求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2.02[-3,-5]□鋼筋號數不符或□數量
不符或□間距不足或□未繪製施工大樣圖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2.02[-3,-5]□鋼筋號數不符或□數量
不符或□間距不足或□未繪製施工大樣圖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2.05[-2,-4]□未使用間隔器、墊塊，
□保護層不符規定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2.05[-2,-4]□未使用間隔器、墊塊，
□保護層不符規定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2.11[-1,-2]□鋼筋表面浮銹嚴重影響
截面積，或□有油圬或混凝土殘渣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2.13[-1,-2]□鋼筋續接器裝設不良或
□鏽蝕嚴重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3.01[-2,-4]□模板使用過度，品質不
良破損、翹曲，或□模板規格不符契約要
求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4.55[-1,-2]構件銲接前之組合位置或
銲接方式不符規定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4.55[-1,-2]構件銲接前之組合位置或
銲接方式不符規定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4.59[-1,-2]構件安裝架設完成後未補
塗裝或銹蝕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4.59[-1,-2]構件安裝架設完成後未補
塗裝或銹蝕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4.59[-1,-2]構件安裝架設完成後未補
塗裝或銹蝕 

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4.60[-1,-2]抽查合格之補塗裝仍有膜
厚、防火被覆或防火材料厚度不足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5.08[-1,-2]工地積水未處理，影響環
境衛生及安全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5.08[-1,-2]工地積水未處理，影響環
境衛生及安全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7.01.12[-3,-5]擋土牆排水管背後未設
濾層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7.02.01[-1,-2]□蛇籠護坡卵石粒徑過
大或□不飽滿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7.02.03[-1,-2]卵石堆砌不合規範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7.02.11[-3,-5]□路基或瀝青混凝土厚
度不足或□平整度不佳或□未分層夯實或
□回填料不符合規定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7.02.11[-3,-5]□路基或瀝青混凝土厚
度不足或□平整度不佳或□未分層夯實或
□回填料不符合規定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7.13.99[-1~-5]其他景觀工程缺失：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8.01[-2,-4]磁磚完成面□不平整，或
□對縫不良，或□有剝落，或□有白華現
象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8.01[-2,-4]磁磚完成面□不平整，或
□對縫不良，或□有剝落，或□有白華現
象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8.01[-2,-4]磁磚完成面□不平整，或
□對縫不良，或□有剝落，或□有白華現
象 

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8.07[-1,-2]木結構施作不合規範 

甲: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8.09.03[-1,-2]□基地內外及週邊植栽
綠化與周邊環境景觀不搭調或□施工粗糙 

乙: 



參、施工品質(一)強度I： 

 

5.09.99.[-1,-5]其他工地管理缺失 

甲: 



肆、施工品質(一)強度II 

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八條 
查核小組查核結果，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列為丙等：  

一、鋼筋混凝土結構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二、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三、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四、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  

五、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  

六、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  

 



肆、施工品質(一)強度II 

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八條 

前項各款規定涉及相關試驗之判定標準，依照
國際標準或國 家標準等相關法令或契約規定之
設計標準辦理；試驗結果為不合 格時，原查核
成績已評定為七十分以上者，應改列為丙等，其
成 績以六十九分計。  

受查核工程之機關或廠商對於依前項改列丙等
結果如有不 服，得提出意見，其處理程序，由
主管機關定之。 



肆、施工品質(一)強度II 

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 
5.10.01.04[-2,-4]□無混凝土抗壓強度試驗紀
錄，或□檢驗頻率不足，或□內容不符規定: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第八條 

一、鋼筋混凝土結構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
合格。  

 



肆、施工品質(一)強度II 

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 
5.10.10.02[-2,-4]□無路面壓實度試驗(馬歇爾
試驗)紀錄，或□檢驗頻率不足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第八條 

三、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肆、施工品質(一)強度II 

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 
5.10.10.04[-2,-4]□無瀝青混凝土鑽心厚度試
驗，或□檢驗頻率不足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第八條 

二、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
果不合格。 



肆、施工品質(一)強度II 

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 
5.10.99 [-2,-4]其他材料檢驗審查紀錄缺失： 

            缺乏監造單位材料設備之抽驗 

(4.01.01未編列監造單位材料設備之抽驗費用)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01.01[-2,-4]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
邊緣及開口部分(如樓梯、電梯口、天井、管道
間、構台、橋樑墩柱及橋面版等)，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佩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甲: 

GOOD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01.01[-2,-4]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
邊緣及開口部分(如樓梯、電梯口、天井、管道
間、構台、橋樑墩柱及橋面版等)，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佩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乙 

NG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01.01[-2,-4]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
邊緣及開口部分(如樓梯、電梯口、天井、管道
間、構台、橋樑墩柱及橋面版等)，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佩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丙 

V.NG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01.01[-2,-4]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
邊緣及開口部分(如樓梯、電梯口、天井、管道
間、構台、橋樑墩柱及橋面版等)，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佩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丁 

V.V.NG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01.04[-2,-4]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
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甲.NG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01.04[-2,-4]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
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乙.NG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01.05[-1,-2]高差超過2層樓或7.5公尺以
上之鋼構建築，未張設安全網，且其下方未具有
足夠淨空及工作面與安全網間具有障礙物 

甲 

GOOD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01.05[-1,-2]高差超過2層樓或7.5公尺以
上之鋼構建築，未張設安全網，且其下方未具有
足夠淨空及工作面與安全網間具有障礙物 

乙 

NG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02.02[-2,-4] 開挖深度在1.5公尺以上，
未設擋土支撐（地質特殊或採取替代方法經專業
人員簽認安全者，不在此限）；開挖場所有地面
崩塌、土石飛落之虞時，未設擋土支撐、邊坡保
護或張設防護網之設施 

甲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08[-1,-2]圍籬、外部防護網等設施不足 

甲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12.01[-1,-2]於搬運機械作業或開挖作

業時，未指派專人指揮，……、車輛機械未裝
設倒車或旋轉警示燈及蜂鳴器，警示周遭其他
工作人員 

 甲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12.02[-1,-2]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

、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
場所：……未置交通引導人員。 

甲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12.03[-1,-2]使勞工於有車輛出入或往來
之工作場所作業時：未明顯設置警戒標示，未置
備反光背心等防護衣，使勞工確實使用 

甲 



伍、施工品質(三)安全： 

 
5.14.12.03[-1,-2]使勞工於有車輛出入或往來
之工作場所作業時：未明顯設置警戒標示，未置
備反光背心等防護衣，使勞工確實使用 

乙 



陸、施工進度： 

 
6.01.01施工進度管理不良: 

前6.01.04 [-1,-2] :地上物拆遷等問題導致進
度落後 

前6.01.06 [-1,-2] :未協調管線單位配合施作
，導致進度落後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C.   男、女廁所之比例問題 

D.   混凝土之強度設計 

E.   磁磚掉落及脫落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1.1.1 鋼筋混凝土工程:(PARIS ， 

  FRANCE，西元1862年)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72_rue_Charles-Michels_drawning_1855.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1.1.2 鋼筋混凝土工程:(TAIWAN-西元1919年)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Government-general_of_Taiwan.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1.2.1 混凝土工程:(ROMAN  

                   ARCHITECTUR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losseum_in_Rome,_Italy_-_April_2007.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1.2.2 混凝土工程:(ROMAN  

                   ARCHITECTUR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onte_Romana1.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1.2.3混凝土工程:(ROMAN  

                   ARCHITECTUR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Segovia_Aqueduct.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1.2.4混凝土工程:(ROMAN  

           ARCHITECTURES-輕質混凝土)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antheonRomeModel.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2.1.1鋼結構工程:(美國 BROOKLYN大橋  

         西元1883年-1825M)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NYCBrooklynBridge.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2.1.2鋼結構工程:(台鐵-舊山線之 

   大安溪橋 西元1908年-637M)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Old_Mountain_Railway_Taiwan-Ta-an_river-bridge-P1020654.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 鋼結構特性及工程產業之發展。 

A.3.1 鋼結構特性: 

A.3.1.1：縮短工期及中、長期維修  

A.3.1.2：可解決部份環保意識問題？ 

A.3.1.3：具高強度及高韌性-耐震？ 

A.3.1.4：防火設計 

A.3.1.5:回收(recycle)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 鋼結構特性: 

近年來各國地震頻繁，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
，另外，由於鋼骨結構因具高強度及高韌性，高
層建築物、工業建築物及大型橋梁工程紛紛採用
，且因鋼骨結構具預製性，可大幅縮短工期，投
資回收快速；近年勞工短缺，鋼骨結構易於採用
機械自動化亦增加其競爭力。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中、長期維修  

      1.鋼結構具預製性  

     2.鋼結構易於採用機械自動化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中、長期維修  

1.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中、長期維修  

2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中、長期維修  

3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中、長期維修  

4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中、長期維修  

5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中、長期維修  

6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中、長期維修  

7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短、中、長期維
修  

8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短、中、長期維
修  

9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1：縮短工期及短、中、長期維
修  

10(GOOD)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2：可解決部份環保意識問題？ 

1.須油漆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2：可解決部份環保意識問題？ 

2.須油漆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2：可解決部份環保意識問題？ 

3.須油漆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ROC_Taiwan_Taipei_5th_Blvd_1.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2：可解決部份環保意識問題？ 

4(混凝土橋) 

不須油漆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3：具高強度及高韌性-耐震？ 

1.(高韌性)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3：具高強度及高韌性-耐震？ 

2(高韌性)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4：防火設計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1.5：回收(recycle) 
As of 2007, more than 78% of steel was 
recyc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mpactedSteelScraps.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 鋼結構特性及工程產業之發展。 

A.3.2 工程產業之發展-TAIWAN : 

A.3.2.1：工業廠房-火力發電廠(使用年限)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ohave_Generating_Station_1.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2.2：橋梁-關渡大橋(1983年) 

(無使用年限) 

 

http://zh.wikipedia.org/zh-cn/File:KwanDu_Bridge-Taipei-Taiwan-P1010100.JPG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2.3：建築物-公有建築物-1(無使用年限) 

 



 

柒、規劃設計： 
A. “鋼結構工程”及”鋼筋混凝土工程” 
 

A.3.2.3：建築物-公有建築物-2(無使用年限)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人、車分離 

???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2.人、車分離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3.人、車分離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4.人、車分離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5.人、車分離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6.人、車分離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7.人、車分離 

 NG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8.人、車分離 

M. NG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9.人、車分離 

???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0.人、車分離 

???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1.人、車分離 

???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2.人、車分離 

???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3.人、車分離 

(道路)???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4.人、車分離 

(道路)???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5.人、車分離 

(道路)???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6.人、車分離 

(道路)GOOD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7.人、車分離 

(道路)GOOD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8.人、車分離 

(道路)GOOD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19.車禍死亡率: 

(兩國相比) 

1:6 



柒、規劃設計： 
B. “廠區道路”及”停車場”--人、車分離 

 

20.人、車分離 



柒、規劃設計： 
C.   男、女廁所之比例問題 

 

1.“男廁所過多”   VS  “女廁所擁擠” 



柒、規劃設計： 
C.   男、女廁所之比例問題 

 

2.男生使用廁所時間”  VS “女生使用廁所時間” 

 

        1       VS.      3 



柒、規劃設計： 
C.   男、女廁所之比例問題 

 

3.男、女廁所之設計 :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 

第二節 衛生設備 

第三十七條 

建築物裝設之衛生設備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柒、規劃設計： 
C.   男、女廁所之比例問題 

 

4. 



柒、規劃設計： 
C.   男、女廁所之比例問題 

 

5. 



柒、規劃設計： 
C.   男、女廁所之比例問題 

 

6. SOLUTION FOR THE EXISTING: 

6.1  “女廁所 “ >>> “女廁所” 

6.2  “男廁所”>>>”友善廁所”=“男、女廁所” 

 



柒、規劃設計： 
D.   混凝土之強度設計 
 

1.混凝土之強度>>耐久性 

 



柒、規劃設計： 
D.   混凝土之強度設計 
 

2.混凝土之強度>>耐久性 

 



柒、規劃設計： 
E.   磁磚掉落及脫落 

 
1.    

 



柒、規劃設計： 
E.   磁磚掉落及脫落 

 
2.    

 



柒、規劃設計： 
E.   磁磚掉落及脫落 

 
3.    

 



柒、規劃設計： 
E.   磁磚掉落及脫落 

 
4.   知名之建設公司 : 

 

   “永久保固” >>> “永續經營”   

 



柒、規劃設計： 
E.   磁磚掉落及脫落 

 
5.”磁磚” >>> “油漆” : 

 

    

 



柒、規劃設計： 
E.   磁磚掉落及脫落 

 
6.”磁磚” >>> “油漆” : 

 

    

 



柒、規劃設計： 
E.   磁磚掉落及脫落 

 
7.”磁磚” >>> “油漆” : 

 

    

 



柒、規劃設計： 
E.   磁磚掉落及脫落 

 
8.”磁磚” >>> “油漆” :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1.UNSTABLE STRUCTURE: 

1.1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1.UNSTABLE STRUCTURE: 

1.2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1.UNSTABLE STRUCTURE: 

1.3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1.UNSTABLE STRUCTURE: 

1.4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1.UNSTABLE STRUCTURE: 

1.5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1.UNSTABLE STRUCTURE: 

1.6: SOLUTION:WELD TOP & BOTTOM 

FLANGES TO  

COLUMN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1.UNSTABLE STRUCTURE:>>STABLE STRUCTURE 

1.7: SOLUTION:WELD TOP & BOTTOM 

FLANGES TO  

COLUMN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2.RUSTED STRUCTURE: 

2.1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2.RUSTED STRUCTURE: 

2.2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2.RUSTED STRUCTURE: 

2.3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2.RUSTED STRUCTURE: 

2.4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2.RUSTED STRUCTURE: 

2.5 

GOOD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2.RUSTED STRUCTURE: 

2.6 

GOOD 



柒、規劃設計： 
F. “鋼結構工程”之常見設計 

2.RUSTED STRUCTURE: 

2.7 

N.S.GOOD 



 

捌、結語： 
工程查核後之改善對策 

1.工程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營造商應對 

  查核委員所提出之缺失,進行改善. 

2.改善後,提出“工程施工品質查核改善 

  對策及結果表”.  





捌、結語： 

結論 

1.查核時注意規劃設計之缺失，以強化 

   查核效果。 

2. 妥善規劃查核計畫，增加不預先通知 

   查核比例。 

3. 注意交通維持、施工圍籬、行車順暢 

    及施工安全等社會大眾權益。 



捌、結語： 

結論 
4. 各主管機關督促工程主辦機關確實辦 

    理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扣款機制， 

    監造單位如有缺失扣點，應檢討專案 

    管理廠商有無連帶責任，並依規定加 

    以扣點。 

5. 各查核委員應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歷年查核作業缺失，將“工地勞工安全 

    衛生”、“結構體”等缺失比例較高者，列 

    為查核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