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章  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探討 

在營造施工階段，依契約所訂之工程費付款方式，承包商與業主按期辦理估驗計

價，以實際完成工程之數量及契約單價計算其金額；遇變更設計時，其變更圖說或合約

內容有涉及契約數量、金額之調整，應計算出變更追加減之預算；待承包商完工及業主

驗收合格後，辦理移交手續及業主給付該工程之結算總價。 

本章將介紹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成本估價方法及透過案例講解。 

 

7.1. 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 

7.1.1. 工程專案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 

 業主、設計單位、承包商先作開工前之準備，待承包商向業主及建築主管機關申報

開工後，業主及監造單位即監督承包商之施工執行，承包商按期依實際完成工程數量及

契約單價計算該期估驗計價之金額，待設計單位審查後，交由業主核可並支付該期計價

金額；遇到需要變更設計時，依變更圖說或合約內容計算其變更追加減預算。 

 最後，承包商施工完成及向業主提報竣工，業主、設計單位、承包商將進行驗收確

認工作，待工程驗收完成後，辦理移交手續及業主支付工程之結算總價。 

 

工程專案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可參考如圖 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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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向業主提出開工報核，及向建築主管
機關申報開工。

承包商施工執行，業主及設計單位監督。

承包商按期依實際完成工程計算計價金額，
以辦理估驗計價，提報設計單位審查，由業
主核可及付款。

承包商：
 1.工區調查、鄰房調查、臨時水電、障礙
   排除、施工前會勘說明。
 2.提報品質計畫、總體施工計畫、施工預
   定進度、分包計畫。
設計監造單位：
 1.成立監造單位、提報監造計畫。
 2.審查廠商施工、品質計畫，並監督執行。
主辦機關：
 1.審查監造計畫及監督其執行

準備 準備 準備 準備

開工

施工

竣工

估驗計價

驗收

提出變更設計，說明變更理由、變更內容，
評估所涉數量、金額變更、工期展延等，由
設計單位審查及業主核可。

竣工完成時，辦理使用執照申請、申接水
電、機電設備測試及運轉、操作及維護人員
訓練，承包商向業主提出竣工報核極集辦理
工程結算。

業主、設計單位、承包商會同確認驗收內
容，待全部驗收合格後，委辦、使用及相關
管理單位接管，並辦理竣工計價。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參與者權責劃分
作業內容

業主
專案管
理廠商

A/E
營造
廠商

工程專案之成本估價流程 工程專案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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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辦理 協辦 提出

監督 監督 辦理

提出
核可

辦理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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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辦理 協辦 協辦 配合

辦理 協辦 協辦 －

變更設計

開工前準
備作業

結案

契約單價

計價金額

實際完成工作
之數量

變更追加減工
程項目之數量

單價分析

變更預算

業主辦理工程決算，待保固期滿退還保證
金。

核定 辦理 協辦 提出

估價成本 估價流程

計價金額

變更預算

結算總價
核定 辦理 協辦 配合

估價層次

細估

細估

細估

變更預算
驗收扣款

結算總價

契約金額

總計

提供

計算

計算

提供

總計

總計

提供

估價成本

營造廠
、

專案管
理廠商
、
A/E

營造廠

業主

計算

 

圖 7.1 工程專案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2001）、楊世清（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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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NDL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 

主辦機關、建築師、承包商先作開工前之準備，承包商申報開工，在施工過程中，

於每月的二十五日辦理估驗計價（如遇例假日順延之），估驗時由承包商將該期內完成

之工程提出估驗明細表等相關證明文件，經建築師審查，送請主辦機關核定後辦理計

價，主辦機關並給付當期估驗計價金額之百分之九十五，其餘百分之五作為保留款；如

有變更需要時，承包商彙整變更項目內容、變更原因，評估其調整數量、變更金額、工

期展延等情況，由建築師審查及主辦機關核可後，進行變更設計，並定期彙辦修正契約

圖及契約變更。 

 待承包商施工完成及提報竣工後，由主辦機關、建築師、承包商會同驗收確認，待

驗收完成後，辦理移交手續，承包商提供竣工圖、移交清冊、使用說明、測試報告、保

固書、工程結算書、使用執照及各階段驗收記錄及維護保養手冊等，主辦機關支付工程

結算金額。 

 NDL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如圖 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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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向主辦機關提出開工報核，及向建築
主管機關申報開工。

承包商施工執行，主辦機關及建築師監督。

承包商按期依實際完成工程辦理估驗計價，
提報建築師審查，由主辦機關核可及付款。

承包商：
 1.工區調查、鄰房調查、臨時水電、障礙
   排除、施工前會勘說明。
 2.提報品質計畫、總體施工計畫、施工預
   定進度、分包計畫。
建築師：
 1.提報監造計畫。
 2.審查廠商施工、品質計畫，並監督執行。
主辦機關：
 1.審查監造計畫及監督其執行

備查 審定 協辦

承包商彙整變更理由、變更內容，評估所涉
數量、金額變更、工期展延等，由建築師審
查及主辦機關核可。

竣工完成時，辦理使用執照申請、申接水
電、機電設備測試及運轉、操作及維護人員
訓練，承包商向主辦機關提出竣工報核極集
辦理工程結算。

主辦機關、建築師、承包商會同確認驗收內
容，待全部驗收合格後，委辦、使用及相關
管理單位接管，並辦理竣工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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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NDL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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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營造施工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說明 

7.2.1. 估驗計價 

1. 成本估價方法之文獻說明 

在營造施工期間，業主與承包商於契約中，訂定估驗計價時間如分期、分段等，依

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再乘以合約單價，即得該期估驗計價之金額；【劉福勳，2001】

工程若採用工期分段付款，營造廠商對業主或營造廠商之小包對營造廠請款時，針對該

期所完成之各項工程數量之估計以做為付款之依據。 

 辦理估驗計價時，承包商應附上工程估驗計價單、估驗明細表、估驗計價施工照片

等，由設計單位審查請款金額內容後，由業主核可並付款。關於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評

估方法，【楊世清，1998】說明以下 4點方法可以參考： 

a. 直接工地丈量。 

 

b. 按工作性質及內容，估計完成百分比。 

c. 利用施工圖說，計算數量。 

d. 利用進度計算，網圖分析結果。 

 

2.成本估價方法之整理說明 

估驗計價之金額計算之方法說明、計算公式、所需資料、使用條件、優點、缺點、

誤差來源及計算步驟整理如表 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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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估驗計價之方法說明 

估驗計價 
項目 說明 

方法說明 依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再乘以契約單價，即得該期之估驗計
價之金額。 

C＝Σ（Xi×Yi） 

計算公式 註  Xi＝契約單價 
Yi＝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 
C＝估驗計價之金額 

所需資料 
1.工程估驗計價單。 
2.估驗明細表。 
3.估驗計價施工照片。 

使用條件 各工程類型。 
優點 － 
缺點 － 
誤差來源 － 

計算步驟 
（1）計算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Yi） 

（2）計算該期估驗計價之金額（C）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2001）、劉福勳（2001）】 

 

3.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講解 

以 NDL之第 9期估驗計價為例，承包商於 92年 9月 25日提送第 9期估驗計價，

其計價期間為 92年 8月 26日至 92年 9月 25日，該期估驗計價之主要工程項目為鋼筋

工程、混凝土澆置工程、模板工程等。 

主辦機關為了利於估驗計價之執行，以總價承攬之原意，將單項作業估驗計價係以

承包商送經核定分層分棟為準，其分層分棟數量表如表 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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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NDL土建施工標之分層分棟數量表 
項次 名稱 單位 數量 F        6F       B2F B1F 1F 2F 3F 4F 5F 7F 8F 9F 10F R1F R2F

 行政研究大樓工程               
一 結構體工程 

假設工程(含臨時水電,
安全圍籬及防護措施,觀
測系統等 

式 1.0   

2 放樣  23225.0  1647.3  M2 2856.36 2839.31 2813.1 1986.8 1811.2 1959.2 1624.3 1653.8 1286.2 1286.2 1286.2 152.6 22.57
3 鋼管鷹架(含防護網)     M2 15527.8 1068.25 470.03 1193.3 1090.2 873.43 1132.3 1630.4 828.4 962.34 999.64 897.84 897.84 2048.4 1435.4

4 
鋼管排架支撐及臨時工

作架 M3  0.0   

5 挖土石方  38447.9  M3 21247.53 17200.38  
6 廢方運棄    M3 35410.6 19569.04 15841.60  

M3 3037. 1678.491 1358.7787

8 
釘 H型樁工料 
H-300X300X10X15 
L=15M 

  支 109.4 109.38  

9 
釘 H型樁工料 
H-300X300X10X15 
L=12M 

支 108.0   108

10 
釘 H型樁工料 
H-300X300X10X15 
L=9M 

支 33.0  33  

釘鋼軌樁工料 50Kg/M 
L=6M 

支 60.0 60  

釘 3cm TH擋土板工料 M2  

13 
15∮臨時預力地錨 
Fe=43t L=(6M-自由段
+5M-固定段) 

支 21.6   21.6

14 
15∮臨時預力地錨 
Fe=86t L=(4M-自由段
+10M-固定段) 

支 21.6  21.6  

15∮臨時預力地錨 
Fe=53t L=(4M-自由段
+8M-固定段) 

支 6.6 6.6  

16 
15∮臨時預力地錨 
Fe=27t L=(4M-自由段
+5M-固定段) 

支 11.4  11.4  

17 
15∮臨時預力地錨 
Fe=26t L=(6M-自由段 支 21.9   21.9

壹    
                 

1 

7 回填砂石級配料夯實  3   

11   

12   1637.4 1637.3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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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固定段) 
15

開挖斜坡面噴 5cm TH
凝土(含錨固釘及排水
管等) 

M2 1372.0 686 686  

20 
各層樓板,牆面及樑等配
合機電配管作開口工程

式 0.0   

21 
筏基底版地坪舖 2mm 
TH防水紅泥膠布(熱焊
接) 

M    2 3084.1 3084.07  

22  302.1  
f’c=175Kg/cm2預拌混

凝土(劣質) M3 296.8 5.3  

23   697.5436  760.44  
f’c=280Kg/cm2預拌混

凝土 M3 13944.1 2589.58 1396.3062 1276.5 1370.3 859.02 867.93 847.79 808.57 702.25 571.87 558.2 562.97 74.921

24    
f’c=350Kg/cm2無收縮

水泥砂漿工料
M3 0.1  0.1 

25 普通模板工料     M2 47470.0 204.96 3283.371 7672.266 5646.6 4332.5 3032.1 3094.2 3056.6 3024 2883.3 2594.5 2442.2 2391.6 3580 231.84
26 清水模板工料     M2 18100.0 2748 2778 1736 1795 1700 1588 1532 1474 1110 1112 527

27 
普通鋼筋工料

(fy=2800Kg/cm )(可焊
式) #4≦  

   2 T 554.7 26.1396 56.6146 70.596 39.739 46.28 45.887 44.509 44.361 40.121 36.241 31.471 30.941 38.966 2.8302

28   159.52 96.98   
高拉力鋼筋工料

(FY=4200Kg/cm2(可焊
式) #5≧  

T 1439.5 287.57 82.30 116.99 120.2 94.07 92.23 86.62 72.14 66.614 49.79 47.30 64.58 2.59

29    23.12  點焊鋼絲網工料

(fy=5000Kg/cm2) 
T 305.9 3.97 33.21 41.92 45.69 21.24 24.81 20.11 19.17 20.11 15.57 14.43 19.89 2.68

30 鋼筋續接器#8 個 50.0  50 

31 
鋼構工料(含固定座,螺
栓及剪力釘,表面底漆噴
塗處理等) 

T    32.3 2.7767 2.6719 26.833

32 
工作縫澆置前清理及塗

佈純水泥漿 M  272.25  544.5 272.25  

33 
地下室外牆工作縫複合

型水膨脹性止水條

(CJ-0725-3K) 
M   1089.0 544.5 544.5  

34 
水箱外牆複合型水膨脹

性止水條(CJ-0725-3K) M    46.4 20.2 26.2

2

18 
∮臨時預力地錨 

Fe=69t L=(4M-自由段
+8M-固定段) 

支 21.9 21.6   

19    

地下室水箱底地坪 1:2
防水打底舖 25cm TH保35 M    22.0 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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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龍 

36 
屋頂水箱底地坪 1:2防
水打底舖 45cm TH保麗
龍 

18.5 18.48

37 2” PVC∮ 排水管”Ｄ”管 M  13.5  89.0 51.5 24  
38 3” PVC ” ”∮ 排水管 Ｄ 管  318.1 27 27.6 99.6 54.4  M 109.5

4” PVC∮ 排水管”Ｄ”管 M 124 352
40 機車道 RW14擋土牆 M 102.0  102  
41 機車道 擋土牆  40.0  RW15  M 40  

42 
施工現場清潔安全衛生

管理(工程費×1.0%) 
式 1.0   

勞工安全衛生費 式 1.0 
44 綜合營造保險費 式   1.0  

 小計     
式 1.0   

 小計     
46 營業稅  5% 式 1.0  

 合計 

M2    

39  476.0   

43   

45 利潤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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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算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Y  i）

首先，計算 NDL 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乃承包商計算第九期估驗計價實際完

成工作之數量，如表 7.3所示。 

表 7.3 NDL第九期估驗計價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 

項次 名稱 單位 數量 備註 
一 結構體工程    

1 
假設工程(含臨時水電,安全圍籬及防護措
施,觀測系統等 式 0.015  

2 放樣 M2 3,271.60 5F△ ＋ 6F△  
3 鋼管鷹架(含防護網) M2 2,458.80 5F△ ＋ 6F△  

23 f'c=280 kg/cm2預拌混凝土 M3 1,715.72 4F△ ＋ 5F△  
25 普通模板工料 M2 6,150.80 4F△ ＋ 5F△  
26 清水模板工料 M2 3,495.00 4F△ ＋ 5F△  

*27 普通鋼筋工料(fy=2800 kg/cm 可焊式) 
#4≦  27.68 4F△ ＋ 5F△  

2)( T 

28 
高拉力鋼筋工料(FY=4200 kg/cm 可焊

式) #5≧  186.30 4F△ ＋ 5F△  
2)(

T 

29 點焊鋼絲網工料(fy=5000 kg/cm2) T 47.93 4F△ ＋ 5F△  
*47 樑箍筋點焊鋼絲網工料 T 32.07 4F△ ＋ 5F△  
*48 柱箍筋點焊鋼絲網工料 T 29.64 4F△ ＋ 5F△  

備註： 
1. △：依 92.02.20分層分棟數量表分配之合約數量估驗。 
2. *：依據 92.01.24合約變更議約記錄調整之合約數量。 
3. 4F△ ＋ 5F△ ：乃 92.02.20分層分棟數量表分配之 4F及 5F合約數量。 

 

（2）計算該期估驗計價之金額（C） 

最後，計算該期估驗計價金額，乃承包商將第九期估驗計價實際完成工作之數

量乘以契約單價，即得該期估驗計價之金額如表 7.4所示。 

 

表 7.4  NDL第九期估驗計價之金額 

項次 名稱 單位 契約單價 數量 複價 
一 結構體工程  

1 
假設工程(含臨時水電,安全圍
籬及防護措施,觀測系統等 式 1 0.015 35,625

2 放樣 M2 23,225 3271.60 81,790
3 鋼管鷹架(含防護網) M2 15,527.8 2458.80 43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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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c=280Kg/c㎡預拌混凝土 M3 13,944.1 1715.72 3,127,758
25 普通模板工料 M2 47,470 6150.80 1,660,716
26 清水模板工料 M2 18,100 3495.00 1,083,450

27 
普通鋼筋工料(fy=2800Kg/c
㎡)(可焊式) #4≦  T 169.9 27.68 351,536

28 
高拉力鋼筋工料(FY=4200Kg/c
㎡)(可焊式) #5≧  T 1,439.5 186.30 2,421,900

29 
點焊鋼絲網工料(fy=5000Kg/c
㎡) T 305.9 47.93 685,399

*47 樑箍筋點焊鋼絲網工料 T 194.6 32.07 387,758
*48 柱箍筋點焊鋼絲網工料 T 138.1 29.64 358,377

 小計   10,629,517

*42 
施工現場清潔安全衛生管理(工
程費×1.0%) 式 0.112 990,971 110,989

*43 勞工安全衛生費 式 0.112 986,016 110,434
*45 利潤管理費 式 0.112 2,525,915 282,902
*46 營業稅（5%） 式  556,692

 合計   11,690,534
備註： 

△：依 92.02.20分層分棟數量表分配之合約數量估驗。 
*：依據 92.01.24合約變更議約記錄調整之合約數量。 

 

NDL第九期估驗計價之計價金額為 11,690,534元，依其合約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甲方並給付當期估驗計價金額之百分之九十五，其餘百分之五作為保留款。」，

主辦機關給付本期估驗計價總金額之 95％（11,106,008），其餘 5％為保留款（584,526

元）。 

 

7.2.2. 變更預算之估價 

1. 成本估價方法之文獻說明 

關於營造施工期間之工程變更，【Oberlender，2000】在施工期間，每一個專案都會

需要一些變更，此變更來源可能是業主、設計者或承包商。業主可能希望透過變更達成

專案完成後之較佳使用狀態；設計者可能透過變更在原始圖說或施工規範；承包商無法

在施工過程中，準確地預測所有情況之發生而要求變更，因此，施工期間之變更總是無

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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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世清，1998】變更內容主要包括：增加或減少合約中之工程數量、中止或省略

部分工程、更改工程之性質或內容、執行為竣工所需之附加工作、變動任何部分工程之

規定順序或工期。經由市場詢價及比價配合變更圖說與合約內容，核算變更追加減金

額，並確認變更金額，包括變更工程追加減預算書、變更設計修正合約總價表、變更設

計詳細表、新增單價議定書、變更設計記錄。就變更申請之內容，擬定合約或簽認單據

作為正式變更合約之依據，包括工程追加減呈報單、工程期限變動呈報單、工程停、復

工報核表、延長工期申請書，提報業主合約變更事項與金額。 

 

2. 成本估價方法之整理說明 

變更預算之估價之方法說明、計算公式、所需資料、使用條件、優點、缺點、誤差

來源及計算步驟整理如表 7.5所示。 

表 7.5 變更預算之估價之方法說明 

變更預算之估價 
項目 說明 

方法說明 依變更追加減工程項目之數量，再乘以單價（新增項目之議價、契約
單價），即得該變更預算金額。 

C＝Σ（Xi×Yi） 

計算公式 註 Xi＝變更追加減工程項目之單價（新增項目之議價、契約單價）

Yi＝變更追加減工程項目之數量 
C＝變更預算 

所需資料 變更圖說與合約內容。 
使用條件 各工程類型。 
優點 － 
缺點 － 
誤差來源 － 

計算步驟 

 

（1）計算變更追加減工程項目之數量（Y）

（2）計算變更預算（C）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2001）、劉福勳（2001）】 

 

3. 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講解 

以 NDL之 7樓至 10樓部分隔間調整變更設計案為例，說明變更設計所衍生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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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追加減計算方式。 

（1）計算變更追加減工程項目之數量（Yi） 

首先，計算 NDL變更追加減之數量，乃計算 NDL之 7樓至 10樓隔間變更追

加減數量如表 7.6所示。 

表 7.6 NDL 7樓至 10樓隔間變更追加減工程項目之數量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壹 原合約追加部分   

1 7F輕隔間（type a） M2 228.9
2 8F輕隔間（type a） M2 35.6
3 10F輕隔間（type a） M2 152.2
4 7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1.0
5 7F D2單扇實心木門 120×210cm(含視窗) 樘 4.0
6 7F D9雙扇實心木門 180×210cm(含視窗)  樘 1.0

10F W33發色鋁窗 450×124cm 

1 7F輕隔間（type a） M2 135.7
2 8F輕隔間（type a） M2 51.5
3 9F輕隔間（type a）

7 7F W39發色鋁窗 180×124cm 樘 2.0
8 7F W36發色鋁窗 620×124cm 樘 2.0
9 8F SD29單扇乙種木質防火門 90×210cm 樘 1.0

10 9F D9雙扇實心木門 180×210cm(含視窗)  樘 2.0
11 9F W35發色鋁窗 345×124cm 樘 1.0
12 9F W39發色鋁窗 180×124cm 樘 1.0
13 9F W42發色鋁窗 720×300cm 樘 1.0
14 10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2.0
15 10F D2單扇實心木門 120×210cm(含視窗) 樘 1.0
16 10F D9雙扇實心木門 180×210cm(含視窗)  樘 1.0
17 樘 2.0
18 10F W37發色鋁窗 120×124cm 樘 2.0
貳 原合約追減部分  

 M2 34.7
4 10F輕隔間（type a） M2 279.9
5 10F輕隔間（type b） M2 34.2
6 7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1.0
7 7F SD29單扇乙種木質防火門 90×210cm 樘 2.0
8 7F W35發色鋁窗 345×124cm 樘 1.0
9 8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1.0

10 8F SD29單扇乙種木質防火門 90×210cm 樘 1.0
11 9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2.0
12 9F SD29單扇乙種木質防火門 90×210cm 樘 2.0
13 7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2.0
14 10F D5單扇實心木門 120×210cm(含視窗) 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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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F D9雙扇實心木門 180×210cm(含視窗)  樘 2.0
16 10F SD29單扇乙種木質防火門 90×210cm 樘 3.0
17 10F W35發色鋁窗 345×124cm 樘 1.0

 

（2）計算變更預算（C） 

最後，計算 NDL變更預算，乃將 NDL 7樓至 10樓隔間變更追加減工程項目

之數量乘以契約單價，即得變更預算如表 7.7所示。 

表 7.7 NDL 7樓至 10樓隔間變更預算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壹 原合約追加部分     

1 7F輕隔間（type a） M2 228.9 657 150,368
2 8F輕隔間（type a） M2 35.6 657 23,362
3 10F輕隔間（type a）

22 利潤管理費 式 1.0 15,554 15,554
23 營業稅  5% 式 29,9891.0 29,989 
 合計    629,771
原合約追減部分    

1 7F輕隔間（type a） M2 135.7 657 89,181
2 8F輕隔間（type a） 657 33,809M2 51.5 

M2 34.7 657 22,765
4 10F輕隔間（type a） M2 279.9 657 183,894
5 10F輕隔間（type b） M2 34.2 384 13,148

 M2 152.2 657 99,963
4 7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1.0 6,716 6,716
5 7F D2單扇實心木門 120×210cm(含視窗) 樘 4.0 8,547 34,188
6 7F D9雙扇實心木門 180×210cm(含視窗)  樘 1.0 10,883 10,883
7 7F W39發色鋁窗 180×124cm 樘 2.0 9,125 18,250
8 7F W36發色鋁窗 620×124cm 樘 2.0 23,850 47,700
9 8F SD29單扇乙種木質防火門 90×210cm 樘 1.0 16,085 16,085

10 9F D9雙扇實心木門 180×210cm(含視窗)  樘 2.0 10,883 21,766
11 9F W35發色鋁窗 345×124cm 樘 1.0 15,936 15,936
12 9F W39發色鋁窗 180×124cm 樘 1.0 9,125 9,125
13 9F W42發色鋁窗 720×300cm 樘 1.0 43,100 43,100
14 10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2.0 6,716 13,432
15 10F D2單扇實心木門 120×210cm(含視窗) 樘 1.0 8,547 8,547
16 10F D9雙扇實心木門 180×210cm(含視窗) 樘 1.0 10,883 10,883
17 10F W33發色鋁窗 450×124cm 樘 2.0 13,850 27,700
18 10F W37發色鋁窗 120×124cm 樘 2.0 6,265 12,530
19 施工現場清潔安全衛生管理(工程費×1.0%)  1.0 5,959 570,533
20 勞工安全衛生費 式 1.0 5,930 5,930
21 綜合營造保險費 式 1.0 1,805 1,805

貳 

3 9F輕隔間（typ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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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1.0 6,716 6,716
7 7F SD29單扇乙種木質防火門 90×210cm 樘 2.0 16,085 32,170

7F W35發色鋁窗 345×124cm 15,936
9 8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1.0 6,716 6,716

10 8F SD29單扇乙種木質防火門 90×210cm 樘 1.0 
13,432

12 9F SD29單扇乙種木質防火門 90×210cm 樘 2.0 16,085 32,170
13 7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2.0 6,716 

10F D5單扇實心木門 120×210cm(含視窗) 樘 6,716 13,432
15 10F D9雙扇實心木門 180×210cm(含視窗) 樘 2.0 10,883 21,766
16 10F SD29單扇乙種木質防火門 90×210cm 16,085 48,255樘 3.0 

18 施工現場清潔安全衛生管理(工程費×1.0%)  
1.0 6,016

20 綜合營造保險費 式 
1.0 15,781 15,781

合計    638,945
  

8 樘 1.0 15,936 

16,085 16,085
11 9F D1單扇實心木門 90×210cm 樘 2.0 6,716 

13,432
14 2.0 

17 10F W35發色鋁窗 345×124cm 樘 1.0 15,936 15,936
 6,046 6,046

19 勞工安全衛生費 式 6,016 
1.0 1,832 1,832

21 利潤管理費 式 
22 營業稅  5% 式 1.0 30,426 30,426
 
 淨追減（壹-貳）  －9,174

  

因此，NDL 之 7樓至 10樓隔間變更預算為追減 9,174元。 

 

7.2.3. 結算估價 

1. 成本估價方法之文獻說明 

當工程驗收完成後，要辦理工程結算工作，其結算總價之計算如【各機關辦理公有

建築物作業手冊，2001】說明「結算總價」之計算方式為「契約金額」加「增加金額」

減「減少金額」減「驗收扣款」，其中「驗收扣款」不包括預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林

金面，2001】當工程完工驗收合格後，須依實際完成數量，外加屢約保證金、差額保證

金、預付款、保留款、保固金等，主辦機關付予承包商之金額，完成該工程之結算工作。 

  

2. 成本估價方法之整理說明 

結算估價之方法說明、計算公式、所需資料、使用條件、優點、缺點、誤差來源及

計算步驟整理如表 7.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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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結算估價之方法說明 

結算估價 
項目 說明 
方法說明 結算總價乃契約金額、變更追加減金額及驗收扣款金額之合計。

註  X＝契約金額 
Y＝變更追減金額 

使用條件 各工程類型。 
優點 － 

計算步驟 

C＝X＋Y＋Z 

計算公式 
Z＝驗收扣款 
C＝結算總價 

所需資料 
1.契約金額。 
2.變更追加減金額。 
3.驗收扣款金額。 

缺點 － 
誤差來源 － 

（1）計算變更追加減金額（Y） 

（2）計算驗收扣款（Z） 

（3）計算結算總價（C）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2001）、林金面（2001）】 

 

3. 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講解 

 以桃園市某廠房新建工程（稱為興建 A工程）之實際案例，說明其結算總價之計算，

其契約金額為 278,800,000（元）。 

（1）計算變更追加減金額（Y） 

首先，計算興建 A工程變更追加減之金額，乃變更追加金額及變更追減金額之

合計為-18,754,368元，如表 7.9所示。 

表 7.9 興建 A工程之變更追加減金額 

項次 工程名稱 數量 單位 單價 增減金額 
壹  變更追加金額  

1 砌 1/2B磚  M2 2,446 620 1,516,458 
2 地坪機械整體粉光 M2 19,242 35 673,477 
3 水箱內 1:2 防水粉刷貼 20×20 磁磚 100 1,100 110,000 M2 

   

 7-16



 

4 帷幕及不繡鋼窗,不銹鋼自動門 6,500,000 式 0 9,890,000 
電梯人座(展望梯變更) 座 2 1,360,000 2,720,000 

 小計（壹）   11,519,935
貳  變更追減金額   

1 中拉力鋼筋及彎紮組立 噸 293 13,300 3,896,900 
2 高拉力鋼筋及彎紮組立 噸 260 13,500 3,510,000 
3 4000 PSI預拌混凝土含澆置 M3 4,776 1,950 9,313,200 
4 5㎝ PC加點焊鋼絲網加 PU防水 M2 418 430 179,740 
5 地坪 1:3 砂漿貼石材 M2 764 2,550 1,948,200 
6 地坪 1:3 砂漿貼 40×40 磁磚 M2 230 870 200,100 
7 地坪 1:3 水泥粉光舖塑膠地磚 M2 852 560 477,120 
8 平頂釘輕鋼架礦纖板 60×60 M2 1,282 240 307,680 
9 平頂釘南亞防水 PVC 板 M2 746 360 268,560 

10 內牆 1:3 水泥粉刷貼 20×25 磁磚 M2 1,808 660 1,193,280 
11 圓柱 1:3 砂漿貼石材 M2 170 4,700 799,000 
浴廁輕鋼架搗擺隔間 M2 666 2,200 1,465,200 

13 外牆 1:3 粉刷貼小口磚 M2 103 920 94,760 
14 電梯人座 座 2 1,250,000 2,500,000 
15 屋頂不銹鋼爬梯 支 1 6,200 6,200 
16 屋頂水箱內不銹鋼爬梯 支 1 6,300 6,300 
17 地下室避難梯(B1F-1F) 支 6 7,800 46,800 
18 不銹鋼蓋 (緊急逃生口) 只 6 6,200 37,200 
19 不銹鋼欄杆 M 52 1,250 64,650 
20 地下室停車位劃線 式 1 45,000 45,000 
21 南洋櫸木扶手 M 203 850 172,533 
22 浴廁大理石門檻 支 700 31 21,700 

樘 40 11,000 440,000 
24 SD1(550×305+50)電動烤漆捲門 樘 1 50,000 50,000 
25 SD2(860×305+50)電動烤漆捲門 樘 16 72,000 1,152,000 
26 SD3(866×305+50)電動烤漆捲門 樘 217,500 3 72,500 
27 SD6(860×305+50)電動烤漆捲門 95,000 樘 3 285,000 
28 SD7(1000×460+50)電動烤漆捲門 樘 2 95,000 190,000 
29 SD10電動不銹鋼大門 樘 2 98,000 196,000 
30 地坪 AC(前及側方) M2 2,134 520 1,109,680 
31 公共設施修護費用 式 1 80,000 80,000 

  小計（貳）      30,274,303 
  變更淨追減（壹－貳）     -18,754,368 

5 

12 

23 D1(120×210)甲種防火門 

 

 

（2）計算驗收扣款（Z） 

  其次，計算興建 A工程驗收扣款，乃興建 A工程無驗收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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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算結算總價（C） 

最後，計算興建 A工程之結算總價，興建 A工程將契約金額（278,800,000元）、

變更追加減金額（-18,754,368元）及驗收扣款（0元）合計，即得結算總價，其計

算如下所示： 

 

結算總價＝278,800,000＋（-18,754,368）＝260,045,632元 

 

7.3. 小結 

本章說明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乃工程專案各參與者在正式開工以

前，在施工期間，承包商按期依實際完成工作計算計價金額，以辦理估驗計價；當欲需

進行工程變更時，提出變更設計之理由、內容，評估其所涉及之數量、金額變更及工期

展延等；待工程結束及驗收合格後，辦理最後結算總價之計算工作。並透過案例說明估

驗計價、變更預算、結算總價之估價方式，使估價者能瞭解營造施工階段之成本估價作

業流程及成本估價方法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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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營運與使用階段之成本估價探討 

【郭忠正，2001】所謂「維護（Maintenance）」，是指一退化或失效之可維護系統，

使其保持或恢復妥善運作狀態所實施之作業；按英國 BS3811 定義：維護是運用全部技

術和行政行動組合，也包括督導，試圖維持或恢復一個項目，可以發揮其需求之功能之

狀態；日本 JIS Z8115定義：運用全部必須之處置與機能，去維持一個項目在可用及可

運轉之條件，或者去除故障、失效、恢復它，亦稱為維護。 

一般將維護管理可分為四類，【楊冠雄等，1994】說明如下： 

1. 維護預防（Maintenance Prevention）－設施及設備於設計、規劃或施工階段即考

量其經濟性與使用狀況、選擇最佳之設備。 

2. 預防維護（Preventive Maintenance）－對於各種設施、設備實施檢查、定檢、再

調整，消除潛在故障或當缺點正當處於輕微階段時予以除去，使設備機能維持

正常狀態並避免故障的發生。 

3. 事後維護（Breakdown Maintenance）－在故障或損壞發生之後所實施之修繕、

維護作業。 

4. 改良維護（Corrective Maintenance）－設法改良設施之實體，以延長使用壽命，

使設施及設備故障降低，並使維護費用達到運用最佳化。 

以生命週期成本角度而言，【Dunston and Williamson，1999】設計及施工成本佔建

築物之整體成本之少數，約佔整體成本為 20％∼50％，而整體成本較大之比例將發生在

營運與維護期間，大致上為 50％∼80％如圖 8.1所示。 

使用機關如何編列合理維護更新之經費，使各項設施能維持有效之運轉及延長期壽

命，為實務上及學術研究上主要探討之問題。  

本章將介紹營運與使用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成本估價方法及透過案例講解，

另外，整理目前學術文獻上成本估價方法之研究成果及後續建議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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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本

營運與維護
施工

設計

整體生命週期成
本之20％∼50％

整體生命週期成
本之50％∼80％

時間

 
圖 8.1 生命週期成本之概念 

【資料來源：Dunston and Williamson，1999】 

 

8.1. 營運與使用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 

8.1.1. 工程專案營運與使用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 

 在正式營運與使用後，業主排定定期或日常檢查工作，針對各項設施進行檢查及評

估其使用狀況，計算所需維護更新之設施數量及透過合理之單價分析，評估其所需維護

更新之費用，如圖 8.2所示。 

 

8.1.2. NDL營運與使用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 

 在正式營運與使用後，主辦機關每年將針對各設施項目進行維護更新之檢查及評估

其使用情況，擬定年度所需之維護更新預算，並提報上級機關審查；上級機關同意及核

列其所需預算後，主辦機關進行各設施項目之維護更新工作，如圖 8.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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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與
使用

維護更新
預算

計算設施維護
更新項目數量

單價分析

總計

待檢查完畢後，依據檢查結果
及使用狀況，編列需要維護更
新設施項目之預算。

在正式營運與使用後，業主針
對工程各設施項目，進行定期
或日常檢查及評估其使用狀
況。

擬定所需維
護更新預算

工程各設施
項目之檢查 辦理 －－ －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參與者權責劃分
作業內容

業主
專案管
理廠商

A/E
營造
廠商

工程專案之成本估價流程 工程專案之作業流程

估價成本 估價流程估價層次

概略估價
細部估價

進行維護及更新
進行所需設施項目之維護更
新。

取得

提供

辦理 －－ －

辦理 －－ －

業主

估價者

維護更新預算

 
圖 8.2 工程專案營運與使用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志棟（2003）、陳燕菁（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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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設施項目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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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參與者權責劃分
作業內容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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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成本 估價流程估價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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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可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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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同意及核列其所需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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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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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NDL營運與使用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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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營運與使用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說明 

大致上維護更新預算之編列方式，乃藉由過去歷史資料、經驗及調查結果進行預

估，此成本估價方式較無理論根據，另外，【Ottoman,et al.，1999】許多國家、政府部門、

大學、中小學體系、私人機構已經調查設施維護更新之議題，許多獨特方法已經產生去

幫助編列維護更新所需預算，可以歸類為 4 個共通議題如（1）設施價值法、（2）其他

公式基礎法、（3）生命週期成本法、（4）情況估價法。 

本研究將介紹成本估價方法有傳統經驗估價法、設施價值法（現有價值法）、其他

公式基礎法（單位維護更新預算估價法）及生命週期成本法，分別說明如下。 

 

8.2.1. 傳統經驗估價法 

 

1. 成本估價方法之文獻說明 

估價者乃透過歷史案例維護更新預算之編列情況，作為未來維護更新預算編列之參

考依據，較無任何理論架構支持，主要以經驗為導向；【楊熾宗，1998】目前公路橋樑

管理機關對於維修預算之編列，傳統經驗法是利用上年度的預算執行金額，加以局部調

整，以作為本年度預算金額，在方法上沒有一定之理論架構，完全以從事此項業務之經

驗為依據，優點是編列快速，不需要技術分析；假設每年維護費的成長為定值，且橋樑

損壞狀況也固定，與實際情況不符。 

 

2. 成本估價方法之整理說明 

傳統經驗估價法之方法說明、計算公式、所需資料、使用條件、優點、缺點、誤差

來源及計算步驟整理如表 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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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傳統經驗估價法之方法說明 

傳統經驗估價法 
項目 說明 

方法說明 
估價者乃透過歷史案例維護更新預算之編列情況，作為未來維

護更新預算編列之參考依據，較無任何理論架構支持，主要以

經驗為導向。 
C＝X×Y 

計算公式 註 C＝預估維護更新預算 
X＝過去維護更新預算 
Y＝經驗係數 

所需資料 歷史案例維護更新預算之編列情況。 
各設施損壞情況固定，才能使所編列維護更新預算得到充分使

用。 
優點 計算快速。 
缺點 無法反應實地現況。 

誤差來源 以經驗為導向，容易使編列維護更新預算無法反應實地現況及
滿足各設施項目之需求。 

計算步驟 

使用條件 

（1）決定經驗係數（Y） 

（2）計算預估維護更新預算（C） 

【資料來源：整理自楊熾宗，1998】 

 

3. 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講解 

以探討基隆港務局維護管理經費編列情況作講解，【林志棟，2003】基隆港務局執

行相關維護管理作業時，其所依循的除了中央的水利法外，就維護管理預算編列而言，

其依據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港務局各項設施之管理及維護區分要點、港務局港設施維

護檢修作業要點等。 

假設，基隆港務局欲編列民國 91 年維護更新預算，作為說明傳統經驗估價法之使

用方式。 

（1）決定經驗係數（Y） 

首先，決定維護更新預算之編列經驗係數，表 8.2 為 87 年∼90 年基隆港務局

經常性固定維護經費情況，比較 87年∼90年基隆港務局經常性固定維護經費之成

長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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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7年∼88年之成長率（以 87年為基準作比較）： 

＝（230,060,000－201,360,000）/201,360,000＝＋14.23％。 

b. 88年∼88年下半年及 89年之成長率（以 88年為基準作比較）： 

＝（215,620,000－230,060,000）/230,060,000＝－6.28％。 

c. 88年下半年及 89年∼90年之成長率（以 88年下半年及 89年為基準作比較）： 

＝（249,800,000－215,620,000）/215,620,000＝＋15.85％。 

 

其次，計算 87年∼90年基隆港務局經常性固定維護經費之平均成長率如下： 

87年∼90年平均成長率＝（14.23％－6.28％＋15.85）/3＝＋7.93％。 

因此，估價者參考 87年∼90年基隆港務局經常性固定維護經費之成長率（＋

7.93％）及評估未來各設施項目可能所需維護更新之情況，決定 91年經常性固定維

護經費之成長經驗係數為＋7.93％（以 90年基隆港務局經常性固定維護經費為編列

基準）。 

表 8.2 基隆港務局經常性固定維護經費表 

項次 項目名稱 87年 88年 88年下半
年、89年 90年 

防坡堤 41,260 41,640 21,250 21,450 
2 碼頭 72,000 84,940 65,540 44,575 
3 港區設施 35,780 32,230 30,250 97,255 
4 道路廣場 26,890 42,490 77,805 67,600 
5 橋樑隧道 8,100 17,040 10,675 9,720 
6 水電設施 16,730 11,720 10,100 10,200 
 合計 201,360 230,060 215,620 249,800 

備註： 
1.單位：新台幣千元。 
2.各項目維護內容如下： 

a.防坡堤類含護基混凝土塊。 
b.碼頭類含護舷、鋼板樁。 
c.港區設施含建築、倉庫、通棧。 
d.道路廣場含照明。 

1 

【資料來源：林志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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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算預估維護更新預算（C） 

最後，計算基隆港務局民國 91年經常性固定維護經費之預算，乃由 90年經常

性固定維護經費（249,800,000 元）及經驗係數（＋7.93％）計算民國 91 年經常性

固定維護經費之預算，如下所示： 

Total M&R Budget＝（% of Total Facility Inventory PRV）＋（% of backlog） 

基隆港務局民國 91 年經常性固定維護經費之預算＝249,800,000 元×（1＋7.93

％）＝269,609,140元。 

 

8.2.2. 設施價值法 

設施價值之評定主要有兩種方法：現有價值法（Current-plant-value Method；CPV）、

設施更新價值法（Plant-replacement-value Method；PRV），本研究將介紹現有價值法之

案例說明，而設施更新價值法說明如下： 

【陳燕菁，1997】依據美國國家維護部門（Departm ent of Defense；DOD）（1989）

之研究指出設施更新法（Plant-replacement-value Method；PRV）是以同一地點置換

類似設施所需之單位成本為基礎，並同時考慮各地區之成本指數，如下所示： 

Facility PRV＝（facility type）×（unit cost based on facility type）×（geographic cost index） 

而依據設施更新預算所編列之設施維護總預算如下所示： 

其中，backlog（穩定期間）乃指設施常態性維護經費增加量與興建成本之比例維持

穩定支期間，視不同之管理單位而有所不同，一般通常為 3∼5年。 

 

8.2.2.1. 現有價值法 

1. 成本估價方法之文獻說明 

 【陳燕菁，1997】以設施初期投資成本為預算編列依據，每年需重新評估設施初期

投資成本之現值，以及設施規模或容量改變所引起之資本化成本，因此，此一方法需在

設施價值已知、設施改善成本可量化之情形下才適用，其常用之現值評估方法有市場分

析法、資產-稅率法及成本估計法。在私部門單位因注重設施價值及每年折舊、扣稅情

形或財務報表等目的，較常採用 CPV來估算設施價值，而在公部門比較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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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oman，1999】說明 CPV可以表示如下： 

Annual Facility M&R Budget＝（X％）×（CPV of facility inventory） 

其中，CPV乃各設施初期投資成本，其調整當年日曆或會計年度之通貨膨脹，及考

慮新建、毀壞及改善；X％依美國國家維護部門（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1989）

認為適用於服務需求項目及常態性維護管理工作為 1%，而非常態性維護管理工作及少

數工程為 0.75%，BRB（1990）建議兩者合計為 2∼4%。 

 

2. 成本估價方法之整理說明 

現有價值法之方法說明、計算公式、所需資料、使用條件、優點、缺點、誤差來源

及計算步驟整理如表 8.3所示。 

表 8.3 現有價值法之方法說明 

現有價值法（Current-plant-value Method；CPV） 
項目 說明 

方法說明 
以各設施初期投資成本為預算編列依據，每年需重新評估設施初

期投資成本之現值，以及設施規模或容量改變所引起之資本化成

本。 
C＝X×Y 

計算公式 
註 C＝預估維護更新預算 

X＝各設施期初價值（乃各設施初期投資成本，其調整當年
日曆或會計年度之通貨膨脹，及考慮新建、毀壞及改善）

Y＝維護更新預算編列係數 
所需資料 各設施期初價值。 

在設施價值已知、設施改善成本可量化之情形下才適用。 
優點 計算方便。 

缺點 
在私部門單位因注重設施價值及每年折舊、扣稅情形或財務報表

等目的，較常採用 CPV來估算設施價值，而在公部門比較不適
用 

誤差來源 只考慮設施之價值尚嫌不足，還需包括設施年齡、面積、設施耐
用年數等。 

計算步驟 

 

使用條件 

（1）計算各設施期初價值（X） 

（2）決定維護更新預算編列係數（Y） 

（3）計算預估維護更新預算（C）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燕菁（1997）、Ottom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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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講解 

第一年各設施期末價值=20,000,000元－2,000,000元＋400,000元＝18,400,000元。 

（3）計算預估維護更新之預算（C） 

以某建築工程(稱為興建 A 工程)為假設案例，該興建 A 工程之各設施期初價值(乃

工程剛興建完成之各設施初期投資成本)為 20,000,000 元，參考 BRB（1990）所建議常

態性工作與非常態性工作兩者合計為 2∼4%之範圍，決定維護更新預算編列係數＝2

％，因此，編列第一年維護更新預算＝20,000,000元×2%＝400,000元。 

本研究以計算第二年維護更新預算作講解，並考慮每年折舊情況（假設，每年各設

施折舊率皆為 10％）與通貨膨脹等，說明現有價值法之使用方式。 

（1）計算各設施期初價值（X） 

首先，計算第一年各設施期末價值，乃興建 A工程各設施期初價值扣除各設施

折舊值加上維護更新成本，其計算如下： 

第一年各設施期初價值=20,000,000元。 

第一年各設施折舊值＝20,000,000元×10％＝2,000,000元。 

第一年各設施維護更新預算＝20,000,000元×2%＝400,000元。 

 

其次，計算第二年各設施期初價值，乃第一年各設施期末價值（18,400,000元）

調整於第二年通貨膨脹（假設為 1.02）情況，其計算如下： 

弟二年期初各設施價值＝18,400,000元×1.02＝18,768,000元。 

 

（2）決定維護更新預算編列係數（K） 

其次，決定興建 A 工程第二年維護更新預算編列係數，參考 BRB（1990）所

建議常態性與非常態性工作兩者合計為 2∼4%之範圍，因此，決定維護更新預算編

列係數為 K＝2％。 

 

最後，計算興建 A 工程第二年維護更新預算，乃透過興建 A 工程之第二年各

設施期初價值（18,768,000元）及維護更新預算編列係數（2％）計算之，如下所示： 

第二年維護更新預算＝18,768,000元×2%＝375,360元。 

以下以此類推，可以計算興建 A工程之每年維護更新預算，如表 8.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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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興建 A工程每年維護更新預算 

年 0 
(工程完成成本) 1 2 3 4 5 

各設施期初價值 20,000,000 20,000,000 18,768,000 17,957,222 17,511,883 17,399,807
通貨膨脹  1.00 1.02 1.04 1.06 1.08
各設施折舊率  10% 10% 10% 10% 10%
各設施折舊値  2,000,000 1,876,800 1,795,722 1,751,188 1,739,981
維護更新(2%)  400,000 359,144375,360 350,238 347,996
各設施期末價值  18,400,000 17,266,560 16,520,645 16,110,933 16,007,823

 

8.2.3. 其他公式基礎法 

 【Ottoman,et al.，1999】其他公式基礎法之原理，乃假設每年維護更新資金需求之

決定，可以透過數學方式表達之，例如，從簡單地改變如單一變數公式至複雜演算。 

 本研究以各使用機關常用之單位基準（如元/ M2、元/M3、元/M、元/T、元/處等）

方式作為單位維護更新預算估價法之說明。 

8.2.3.1. 單位維護更新預算估價法 

1. 成本估價方法之文獻說明 

 本研究將之稱為單位維護更新預算估價法，其主要編列方式乃透過單位基準（如

M2、M3、M、T、處等）之數量，乘以單位維護更新之費用（如元/ M2、元/M3、元/M、

元/T、元/處等），即得維護更新預算，相關文獻說明以單位基準為維護更新預算之估價

如下： 

【Ottoma，1999】說明 Square-Foot Model（SF Model），乃透過設施之面積決定維

護更新預算之需要，其公式可以表達如下：： 

（Annual M&R Budget）＝（SF of Facilities）×（Cost Factor） 

 其中，成本係數主要來自大量歷史資料如美國「大樓業主與管理者協會」（Building 

Owners and Managers Association；BOMA）及 R. S. Means成本指南（R. S. Means Cost 

guides）；此模型適用於大多數之設施，其使用上簡單及容易應用，但是，可能忽視不同

設施類型之維護更新需求影響，及無明確固定之歷史資料作為預期或達成維護更新之品

質基礎。 

 【楊熾宗，1998】說明公路橋樑維護經費之編列方式，可以以歷年之維修經費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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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後，計算每一座橋樑及每一平方公尺的維修經費概況，再將管轄的橋樑數及面

積乘上此單位維護經費以獲得下年度的維護預算。以高速公路維護經費為例，統計 71

年至 85 年之年度橋樑維護經費，平均每座橋樑所得為 7 萬多元之預算，約為每平方公

尺 30元，以此類推。例如管轄 10,000平方公尺之橋樑管理單位，大約可編列 30萬之維

修經費。此法之缺點是無法掌握每一座橋樑的確實狀況，在維護工作之執行上，有諸多

之不合理，但比經驗法有較理想之參考價值。 

如將高速公路歷年來所採取過之維修方法，歸納成以下幾項，並依據影響成本之各

項因素考慮進去，參照過去之維修成本及廠商訪價所得各項不同之價格，修理之部分採

用一般之簡單之維護修理工作，而修補之單價是採較大工程之單價分析而得如表 8.5（如

中山高速公路淡水河牆補強工程等工程）；在此同時，給予每項維修工項一個編號，於

預算編列時，可以很迅速地計算出來。進一步可提供維修決策及預算分配時之參考。 

種類 

表 8.5 維修工項單價成本概估法 
主要項目 方法 維修項目 單元 維修金額預估 

過水 1,200
車行 1,200修理 伸縮縫填縫膠之更新 元/M 
跨越 1,000
過水 12,000
車行 12,000伸縮縫之修補 元/M 
跨越 9,000
過水 1,300
車行 1,300

橋面版 

修補 

摩擦層之更新 元/T 
跨越 1,000
過水 1,200

1,400元/M 
跨越 1,800

300
車行 350鋼筋外露處理 元/處 
跨越 450

80,000

修理 

混凝土脫落 元/M3 
跨越 95,000
過水 2,000

2,700
跨越 3,500
過水 100,000
車行 120,000大面積混凝土脫落 元/M3 
跨越 145,000
過水 100,000
車行 120,000

上部結構 

修補 

樑、墩柱之保固 元/M2 
跨越 145,000

修理 清除雜物 元/處 2,000
疏通河道 元/處 150,000基礎結構 

修補 
保固橋墩 元/座 1,750,000

車行 小裂縫之修補 

過水 

過水 
車行 90,000

車行 大裂縫之修補 元/M 

【資料來源：楊熾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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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本估價方法之整理說明 

單位維護更新預算估價法之方法說明、計算公式、所需資料、使用條件、優點、缺

點、誤差來源及計算步驟整理如表 8.6所示。 

表 8.6 單位維護更新預算估價法之方法說明 

單位維護更新預算估價法 
項目 說明 

方法說明 計算各設施所需維護更新之總量，乘以單位維護更新之單價，即得維護
更新所需之預算。 

Y＝各設施所需維護更新之總量（如M2、M3、M、T、處） 
C＝預估維護更新預算（元） 

所需資料 1.各設施所需維護更新之總量。 
2.單位維護更新之單價。 

使用條件 適用於各工程類型。 

優點 1.計算方便。 
2.適用於大量設施項目。 

缺點 可能忽視不同設施類型之維護更新需求影響，及無明確固定之歷史資料

作為預期或達成維護更新之品質基礎。 

C＝X×Y 

計算公式 註 X＝單位維護更新之單價（如元/ M2、元/M3、元/M、元/T、元/處）

誤差來源 無法反應不同設施類型之維護更新需求。 

計算步驟 

 

（1）計算各設施所需維護更新之總量（Y）

（2）計算單位維護更新之單價（X） 

（3）計算預估維護更新預算（C） 

【資料來源：楊熾宗（1998）、Ottoma（1999）】 

1. 高中職以上學校係以學雜費收入之 30％∼35％比例編列。 

 

3. 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講解 

 以台北市學校公共設施維護管理經費編列作為單位維護更新預算估價法之使用說

明，【林志棟，2003】台北市政府預算編審乃依據「預算法」、「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

編原則」、「台北市地方總預算編制要點」，其教育局對於學校公共設施維護管理經費編

列原則如下： 

2. 國中以下學校係依建築物年限及班級數對照表標準辦理，如表 8.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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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台北市教育局國中以下學校管理維護預算編列標準 

學校 編列標準 

依建物年齡 6~15年 班、年 
依建物年齡 16年以上 班、年 
依建物年齡 1~5年 班、年 11,000元

班、年 12,000元國中小補校 
依建物年齡 16年以上 班、年 13,000元

單位 單價 
依建物年齡 1~5年 班、年 22,000元

23,500元國中、國小、幼稚園 
25,000元

依建物年齡 6~15年 

【資料來源：林志棟，2003】 

 

（1）計算各設施所需維護更新之總量（Y） 

首先，計算各設施所需維護更新之總量，假設，某國小共有 30 個班級及建築

物年齡在 6∼15年。 

 

（2）計算單位維護更新之單價（X） 

其次，計算單位維護更新之單價，查表 8.7可得該國小每班每年之維護經費為

23,500元。 

 

（3）計算預估維護更新預算（C） 

最後，計算該國小維護管理預算＝30班×23,500班、年＝705,000元/年。 

 

8.2.4. 生命週期成本法 

1. 成本估價方法之文獻說明 

關於生命週期成本法之定義，【Ottoma，1999】生命週期成本法試圖評估未來維護

更新需要，透過分割每個設施到本身系統及組成成分（如電器、屋頂等），及獨立地適

用平均壽命及生命週期之觀念於每個系統及組成成分。生命週期成本法提供預防性維

修、更新或替換之需要頻率評估；ASTM E833-97b定義生命週期成本法乃初始成本、更

換、營運及維護更新成本投資決策之經濟性評估方法。 

生命週期成本法之計算步驟，【連夷佐，2003】生命週期成本評估法是一項評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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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計畫或替代方案於考量的年限中之經濟性的方法，他可以反應各方案的規劃、設計、

施工、營運、維護、拆除等費用，而 ASTM說明生命週期成本法之規定較為詳細，如下

所示： 

（1）定義目標、替代方案：先選定專案預期完成之功能目標，在滿足此功能目標

下選擇出可行之替代方案。 

（2）建立基本假設：決定或假設生命週期成本評估之方法，如現值法或年金法、

基年、分析年限、折現率、稅率等，作為各方案生命週期成本評估基礎。 

（3）輸入成本項目及費用：決定各方案包含之成本及發生之時間，如規劃設計、

用地取得、興建、營運維護、拆除等費用。另外，分析年限較短時須考慮專

案預期年限，專案殘值 

（4）各方案生命週期成本計算：當決定分析年限、使用利率、成本項目及發生時

間後，可計算出整體生命週期成本，以下列式子表示： 

( )t

tN

0t

i1

C
ΣLCC

+

=
=

 

Ct＝t年所發生之所有成本。 

N＝分析年限。 

i＝折現率。 

（5）比較各方案之生命週期成本：當計算各方案之生命週期成本後，即可比較何

種方案具有最小之生命週期成本。 

（6）決策者在考量生命週期成本評估結果、風險及不確定性、無法量化因子、資

金取得狀況等個案後選擇最優方案。 

 生命週期成本適用於高初始成本而未來維護費用較低之專案或低初始成本而未來

維護費用較高之替代方案之經濟性比較。 

  

2. 成本估價方法之整理說明 

生命週期成本法之方法說明、計算公式、所需資料、使用條件、優點、缺點、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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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及計算步驟整理如表 8.8所示。 

 

表 8.8生命週期成本法之方法說明 

生命週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s） 
說明 

方法說明 

先定義目標及替代方案，假設各方案包含之成本及發生之時

間、分析年限、使用利率、成本項目及發生時間後，可計算出

整體生命週期成本，比較各方案之生命週期成本及選擇最優方

案。 

( )t

tN

0t

i1

C
ΣLCC

+

=
=

 

計算公式 
註 Ct＝t年所發生之所有成本。 

N＝分析年限。 
i＝折現率。 

所需資料 t年所發生之所有成本、分析年限、折現率。 
使用條件 決策者須選擇最佳方案情況。 
優點 評估一個計畫或替代方案於考量的年限中之經濟性的方法。 

各個假設條件不易訂定。 
誤差來源 各個假設條件不合理時，無法反應實際現況。 

計算步驟 

項目 

缺點 

（1）計算 t年所發生之所有成本（Ct）、分

析年限（N）、折現率（i） 

（2）計算整體生命週期成本（LCC） 

【資料來源：連夷佐（2003）、Ottoma（1999）】 

 

3. 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講解 

 以 A橋樑工程為假設案例，其主管機關將選擇由 B、C、D維護方式進行該橋樑工

程之維護更新工作，以此說明生命週期成本法之使用方式。 

（1）計算 t年所發生之所有成本（Ct）、分析年限（N）、折現率（i） 

 以下為各參數之設定： 

a. 由於 B維護方式較注重日常橋樑之保養，其每年維護成本為 120,000（元），

因此，該橋樑往後構建更新將隨之降低，反觀，D 維護方式為每年維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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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 80,000（元），其更新次數相對增加如表 8.9所示。 

b. 分析年限（N）為 10年。 

c. 折現率（i）為 5％。  

表 8.9 A橋樑工程每年支出之維護更新預算 
B維護方式 C維護方式 D維護方式 

年 
維護 更新 小計 維護 更新 小計 維護 更新 小計 

1 120,000  12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80,000

2 120,000  12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120,000 200,000

3 120,000  120,000 100,000 50,000 150,000 80,000  80,000

4 120,000  12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120,000 200,000

120,000 50,000 17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80,000

6 120,000  120,000 100,000 50,000 150,000 80,000 120,000 200,000

7 120,000  12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80,000

8 120,000  12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120,000 200,000

9 120,000  120,000 100,000 50,000 150,000 80,000  80,000

10 120,000  12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80,000

5  

 

（2）計算整體生命週期成本（LCC） 

最後，計算 A橋樑工程各維護方式之整體維護更新生命週期成本如下： 

( ) ( ) ( )1021 0.051
120,000

0.051
120,000

0.051
120,000

+
++

+
+

+
LB維護方式之 LCC＝ ＝965,784元。 

C維護方式之 LCC＝
( ) ( ) ( )1021 0.051

100,000
0.051

100,000
0.051

100,000
+

++
+

+
+

L ＝884,907元。 

D維護方式之 LCC＝
( ) ( ) ( )1021 0.051

80,000
0.051

200,000
0.051

80,000
+

++
+

+
+

L ＝996,073元。 

由上可知，C維護方式之整體維護更新生命週期成本為最小，因而採此維護方

式。 

由本假設案例可以得知，透過生命週期成本法之維修策略選擇，主管機關將瞭

解 10年期間維護更新之總花費，有助於維護更新預算之編列。 

 

8.3. 營運與使用階段之成本估價文獻探討 

 在營運與使用階段，不同結構物受其類別、使用狀況、規模大小、使用時間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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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公路受車輛載重、車輛使用頻率、氣候因素等之影響，而公有建築物受氣候、結構

形式、使用時間、地區、規模大小等之影響，如何編列合理維護管理之預算，為學術研

究上主要探討與解決之問題，以下說明文獻上之研究情況： 

【林志棟，2003】在公共工程進行維護管理經費之編列時，以民國九十年國內各機

關於公共工程維護管理經費編列狀況為樣本進行統計分析，以作為建立經費編列基準之

參考，表 8.10為各工程設施類別之設施維護費用佔設施興建費用百分比，其中建築又進

一步分類為郵局、停車場、⋯、工廠等如表 8.11所示。 

表 8.10 各工程設施類別之設施維護費用佔設施興建費用百分比 

 建築 水庫 河海堤岸 公路 鐵路 橋樑 
案件數 714 11 30 133 7 2 
平均值 7.61％ 4.62％ 2.23％ 1.37％ 0.67％ 0.47％ 
標準差 0.21 0.065％ 0.047 0.019 0.007 0.006 
最大值 140.51％ 22.9％ 21.9％ 16.9％ 2.3％ 0.9％ 
最小值 0％ 0.408％ 0％ 0.001％ 0％ 0％ 

【資料來源：林志棟，2003】 

表 8.11 建築中分類設施維護費用佔設施興建費用百分比 

 案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郵局 51 58.89％ 0.370 140.5％ 1.08％ 
停車場 1 26.37％ - - - 
倉庫 13 8.75％ 0.227 83.6％ 0％ 
醫院 34 8.16％ 0.201 81.0％ 0％ 
辦公場所 99 6.64％ 0.202 102.9％ 0％ 

4.63％ 

8 3.15％ 

0％ 

營建工程 - - - 
教室 125 3.60％ 0.100 58.2％ 0％ 

污水處理廠 1 3.39％ - - - 
圖書館 0.070 25.3％ 0％ 
航空站 32 2.76％ 0.029 10.5％ 0.09％ 
住宅與宿舍 38 2.39％ 0.057 30.1％ 
實驗室 30 1.74％ 0.027 13.5％ 0％ 
活動中心 24 1.61％ 0.044 22.6％ 0％ 
體育場所 5 4.6％ 0％ 1.34％ 0.018 

0.013 6.9％ 
1.5％ 0％ 

銀行 105 0.70％ 0.006 3.7％ 0.40％ 

【資料來源：林志棟，2003】 

1 

機房 87 1.26％ 0％ 
集會場所 4 0.79％ 0.004 

工廠 38 0.70％ 0.01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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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公有建築物之部分－【陳燕菁，1997】針對學校建築維護管理維護經費分

配方式，利用迴歸分析以各校之建築平均使用年齡、建築面積、學生數及班級數，

計算各校之維護經費分配指標（SI）為依據；【徐春福，2003】針對公寓大廈之機

電設備維護及修繕費用預測，以屋齡、總建造面積及樓層數等三個主要影響因子，

利用迴歸分析探討各因子對機電設備維護及修繕費用之影響，並進一步以三個變數

來建立平均每年機電設備保養及維護支出之預估模式；【Christian and Pandeya，

1997】收集 14個大學建築及 8個政府辦公室之資料，利用迴歸分析、類神經網路、

隨機偏差預測去預測設施營運維護成本，結果顯示無法全部能精確地預測，進而結

合專家系統及成本分析結果，建立 TOCAP資料庫，預測設施營運維護之單位面積

成本；【Carter and Mayo，1994】針對學校工程，利用每月更新工作排列數量，透過

迴歸分析預測更新成本預算。 

2. 在公路之部分－【徐志忠，2002】建立「剛性鋪面養護與維修技術智慧型諮

詢系統」可針對單一路段資料進行多種鋪面維修組合之分析決策，及提供維修後之

鋪面績效預測模式，並利用鋪面破壞數量之計算及所選擇之維修技術，配合使用者

提供之單位維修成本、折現率與首先達到破壞之門檻值，進行生命週期成本分析，

計算鋪面維修策略所需之成本；【連夷佐，2003】透過橋樑檢測資料篩選分析與預

防性定期維護工作之執行，建立預測橋樑構件劣化趨勢，作為評估維修時間點與計

算維護成本之依據，並分析橋樑維修方式與維護成本架構，建立生命週期成本評估

模式，提供橋樑管理單位預算編列之參考。 

另外，【Ottom,et al.（Ⅰ），1999】說明目前設施維護更新預測模式可以歸納為

四大類：1.價值法 2.公式基礎法 3.生命週期成本分析法 4.情況估價法，並將 18種維

修更新預測模型依其功能及方法分別予以歸類；【Ottom,et al.（Ⅱ），1999】利用多

準則決策方法，分析 Ottom,et al.（Ⅰ）所針對 18種設施維修更新預測模型依其功

能及方法分別予以歸類，找出最合適之維護更新成本之預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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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2 營運與使用階段成本估價文獻之研究現況與後續建議 
作者 時間 研究問題 工程類型 研究內容說明 研究貢獻 後續建議之方向 

1997

維護管理經費

編列、經費使

用、程序、組織

之探討 

學校建築
統計分析 
（經費分配）

檢討台北市國民小學學校建築維

護管理運作之現況如管理經費編

列、管理經費使用、管理程序、

管理組織，以建立合理之學校建

築維護管理制度，其中維護經費

分配方式，利用迴歸分析以各校

之建築平均使用年齡、建築面

積、學生數及班級數，計算各校

之維護經費分配指標（SI）為依
據。 

●建立適當之學校建築維護管

理制度。 

●建立維護管理經費評估之

準則。 
●學校建築設施維護管理資

料庫架構之研究。 
●公部門建築設施維護管理

相關法令之擬定。 

徐志忠 2002
剛性鋪面維修

成本之預測 剛性鋪面

建立「剛性鋪面養護與維修技術

智慧型諮詢系統」可針對單一路

段資料進行多種鋪面維修組合之

分析決策，及提供維修後之鋪面

績效預測模式，並利用鋪面破壞

數量之計算及所選擇之維修技

術，配合使用者提供之單位維修

成本、折現率與首先達到破壞之

門檻值，進行生命週期成本分

析，計算鋪面維修策略所需之成

本。 

●說明鋪面維修技術發展現況

及國內維修養護作業方式。 
●說明國外剛性鋪面維修方

式、材料特性、施工方法與步

驟。 

●建立國內一綜合性鋪面指

標。 

剛性鋪面養護

與維修技術智

慧型諮詢系統

●建立國內剛性鋪面維修策

略之研究。 

徐春福 2003
公共機電設施

維護修繕費用

之預測 
公寓大廈 統計分析 

收集台中市公寓大廈 8∼30 層，
其屋齡在 5∼15年之大樓，共 64
棟，以屋齡、總建造面積及樓層

數等三個主要影響因子，利用迴

歸分析探討各因子對機電設備維

護及修繕費用之影響，結果顯

示，總建造面積較其他兩者顯

著，並進一步以三個變數來建立

平均每年機電設備保養及維護支

出之預估模式。 

●公寓大廈機電設備維護及修

繕之現況。 
●建構公寓大廈機電設備維護

費用之預估模型。 

●建築物設備堪用性之研究。 
●不同型態之建築物之研究。 

採用方法 

●其他機電設備項目之研究。 

陳燕菁 

●說明國內現有建築設施維護

管理制度。 
●說明學校建築維護管理經費

編列、管理經費使用、管理程

序、管理組織等之缺失及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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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夷佐 2003
橋樑維護之時

間及成本之預

測。 
橋樑工程

生命週期成本

分析 

透過橋樑檢測資料篩選分析與預

防性定期維護工作之執行，建立

預測橋樑構件劣化趨勢，作為評

估維修時間點與計算維護成本之

依據，並分析橋樑維修方式與維

護成本架構，建立生命週期成本

評估模式，提供橋樑管理單位預

算編列之參考。 

●說明國內外對於橋樑生命週

期成本評估法之發展與應用

情況。 
●說明國內橋樑維護管理發展

之現況。 
●建立橋樑維護管理生命週期

成本評估模式。 

●確認預防性定期維護工作

之影響性與必要性。 
●探討各維修工法對構件狀

況之影響性。 

Christian, 
Pandeya 1997

設施營運維護

單位成本之預

測 

學校建築

及政府建

築物設施

專家系統 

收集 14個大學建築及 8個政府辦
公室之資料，利用迴歸分析、類

神經網路、隨機偏差預測去預測

設施營運維護成本，結果顯示無

法全部能精確地預測，進而結合

專家系統及成本分析結果，建立

TOCAP資料庫，預測設施營運維
護之單位面積成本。 

●提供相關設施管理決策系統

及模式之參考。 
●提供設施營運及維護成本之

預測。 

●改善專家系統之缺點如知

識擷取及知識庫管理之困

難等。 
●探討其他建築類型之研究

如商業大樓、醫院及高科技

廠房等。 

Carter, 
Mayo 1994 統計分析 

針對學校建築設施部分，利用迴

歸分析方式，建立每月工作順序

與更新部分成本之關連。 

●提供設施更新部分成本之預

測。 ●利用其他方法進行預測。 設施更新部分

成本之預測 學校建築

Ottom,et al.
（Ⅰ） 1999

設施維護更新

成本之預測模

型說明 
－ － 

說明目前設施維護更新預測模式

可以歸納為四大類：1.價值法 2.
公式基礎法 3.生命週期成本分析
法 4.情況估價法，並將 18種維修
更新預測模型依其功能及方法分

別予以歸類。 

●說明目前維修更新預算之預

測方法，可以歸納成四大類。

●將 18種有效維修更新預算編
列模型，依其功能及方法分別

予以歸類。 

－ 

多準則決策 
（MCDM） 

利用多準則決策方法，分析

Ottom,et al.（Ⅰ）所針對 18種設
施維修更新預測模型依其功能及

方法分別予以歸類，找出最合適

之維護更新成本之預測模式。 

●透過案例資料分析，比較其

預測結果。 
Ottom,et al.
（Ⅱ） 1999

設施維護更新

成本之預測模

式選擇 
－ ●利用多準則決策找出最合適

之維護更新成本之預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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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小結 

本章探討營運與使用階段之成本估價，其所編列維護更新預算主要作為各項設施能

維持有效之運轉及延長期壽命，透過成本估價作業流程，說明一般作業流程、參與者角

色之任務及估價流程，以瞭解何者為估價者、估價資訊為何、其估價目的及過程， 

在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說明部分，從文獻書籍整理出該階段國內外所使用成本估價

方法如傳統經驗估價法、設施價值法（現有價值法）、其他公式基礎法（單位維護更新

預算估價法）及生命週期成本法之方法說明、計算公式、所需資料、使用條件、優點、

缺點、誤差來源及計算步驟，並透過案例講解。 

 

 

 

 

 

 

 

另外，整理營運與使用階段成本估價文獻之研究現況與後續建議，提供估價者實務

上之意見與研究上之參考。 

 

 

 

 

 

 

 

 

 



 

第9章  各階段成本估價之彙整 

本章將上述各章節作各階段成本估價作業流程及成本估價方法之彙整，並說明成本

估價之不確定性及 NDL各階段成本估價結果之探討。 

 

1. 概念與可行性研究階段－業主提出其需求與概念，由該其他部門或委託專業顧

問廠商針對專案進行實施調查及各項可行性研究（如成本預算、環境評估、社

會評估、法律評估等），由於專案初期無任何設計圖，僅依據業主所提出之需求

或現地情況粗估工程數量，並藉由以往相似之工程案例或透過市場詢價等，評

估其合理之單價資料，進行粗略估價，以計算出建造成本；待業主評估修正意

見後，擬定專案各項未來執行目標等，並辦理公開徵選建築師，依【依鐘恕，

1992】說明其精確度應在±20％。 

2. 初步設計階段－設計單位確認業主之需求後，進行初步設計製圖如建築物之配

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各設備系統圖等，藉此可計算出初步之工程

數量，並藉由以往相似之工程案例或透過市場詢價等，評估其合理之單價資料，

進行概略估價，以計算出建造成本，依【依鐘恕，1992】說明其精確度應在±15

％。 

9.1. 各階段成本估價作業流程之彙整 

3. 細部設計階段－待初步設計完成後，設計單位依據初步成果內容進行細部設計

之作業，繪製工程細部圖說（建築圖、結構圖、設備圖等）及各種計畫書（施

工規範、工程預定進度計畫書、編擬招標相關文件等），由於設計圖說於該階段

已達百分之百成熟度，可計算出各工作項目之所需數量，並藉由以往相似之工

程案例或透過市場詢價等，評估其合理之單價資料，進行細部估價，以計算出

施工預算，此時所估價之成本可以作為發包預算，依【依鐘恕，1992】說明其

精確度應在±10％。 

4. 招標發包階段－細部設計完成後，開始籌劃招標文件及各規範之訂定，並對外

公開投標資訊，各投標廠商購標及研究圖說、合約內容後，在規定時間內投寄

 將工程專案各階段成本估價作業流程作一彙整如圖 9.1所示，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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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文件，於開標前，業主依據設計單位所提出之施工預算進行底價訂定，開

標時，由最低標者決標，並辦理後續之簽約。 

5. 營造施工階段－業主、設計單位、承包商先作開工前之準備，待承包商向業主

及建築主管機關申報開工後，業主及設計單位即監督承包商之施工執行，承包

商按期依實際完成工程數量及契約單價計算該期估驗計價之金額，待設計單位

審查後，交由業主核可並支付該期計價金額；遇到需要變更設計時，依變更圖

說或合約內容計算其變更追加減預算；最後，承包商施工完成及向業主提報竣

工，業主、設計單位、承包商將進行驗收確認工作，待工程驗收完成後，辦理

移交手續及業主支付工程之結算總價。 

 

 

 

 

 

 

6. 營運與使用階段－在正式營運與使用後，業主排定定期或日常檢查工作，針對

各項設施進行檢查及評估其使用狀況，計算所需維護更新之設施數量及透過合

理之單價分析，評估其所需維護更新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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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階段

概念與可
行性研究

需求提出

實施調查

可行性評估

擬定專
案計畫

徵選建築師

作業流程

參與者權責劃分

估價流程

依據業主所提出之需求，進行專案基本
資料之調查如基地概況、法規需求、施
工方式、市場行情等。

藉由上述調查結果，進行各種專案評估
如財物評估、環境評估、風險評估、社
會評估、法律評估、其他等，提供業主
評估與核准。

業主核可之後，進行擬定專案計畫，編
定各項控制指標，作為控制基準及未來
追蹤與預測之目標；或依實際需求，擬
定專業技術服務工作報告，及辦理專業
技術性工作之委託。

作業內容
業主

專案管
理廠商

A/E
營造
廠商

依所擬定之專案計畫，公開辦理徵選，
由各建築師提出其服務計畫進行評比，
由入選建築師與業主簽訂專案工程設計
委任契約，進行下一階段之正式設計。

首先，業主提出需求與目的之概念，由
該其他單位或委託專業顧問廠商辦理與
服務。

提出 － － －

核定 辦理 － －

核定 辦理 － －

核定 辦理 配合 －

核定 辦理 － －

粗略估價資訊

粗估工程數

參考同類型工
程之估價資料

單價分析

粗略估價

建造成本

工程專案之成本估價流程 工程專案之作業流程

取得

提供

估價層次估價成本

總工程費
粗估

（基準估價）

初步
設計

專案調查評估

各種計
畫編列

針對專案進行更細部之調查，包括法規

層面、工程測量、地質鑽探分析及環境
影響評估等，並對業主之空間、設備需
求等進行評估與確認。

俟上述作業完成後，編制初步成果報告
書，其內容大致包括初步設計圖說、初
步工程預算、法令分析、工程預定進度
等，提供業主進行評估與核定。

初步設計圖說

概估工程數量

詢價、材料調查蒐
集同類型之工程估

價

單價分析

概略估價

初步預算

編制初步
成果報告

‧專案管理廠商研擬初步工程安全計
  畫、勞務計畫、綱要進度表、評估各
  類保險與需求等。
‧設計單位除繪製初步設計圖說，並釐
  訂設計進度表、編列初步工程預算
  等。

核定 辦理 協辦 －

核定 辦理 辦理 －

核定 辦理 協辦 －

設計

提供

初步預算
(總工程費)

概略估價
（初期估價）
（草圖估價）

初步設
計製圖

俟業主需求確認之後，設計單位進行繪
製初步建築圖、結構圖、系統圖及相關
圖說。

核定 協辦 辦理 －

取得

細部
設計

專案細部
規劃評估

各種計
畫編列

俟初步設計完成後，設計單位將進行細
部設計分析，針對各空間、設備需求等
細目提出報告，提供業主進行評估與確
認。

俟上述作業完成後，編制細部成果報告
書，其內容大致包括細部設計圖說、施
工預算書、施工說明書、主要材料、設
備參考廠商表及型錄、建築物維護維護
管理手冊、工程預定進度表、工程契約
草案等，提供業主進行評估與核定。

細部設計圖說

細估工程數量

詢價、材料調查蒐
集同類型之工程估

價

單價分析

細部估價

施工預算

編制細部
成果報告

編列施工說明書、建築物維護維護管理
手冊、工程預定進度表、及工程契約草
案等。

核定 辦理 協辦 －

核定 辦理 辦理 －

核定 辦理 協辦 －
提供

施工預算
(總工程費)

細部估價
(施工預算估價)

（預算估價）

細部設
計製圖

俟業主需求確認之後，設計單位進行繪
製細部建築圖、結構圖、系統圖及相關
圖說。

核定 協辦 辦理 －

取得

估價者

業主
、

專案管
理廠商

專案管
理廠商
、
A/E

專案管
理廠商
、
A/E

 
圖 9.1 工程專案各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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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投標可行性

領取圖說

工地勘查

數量

計算

圖說文
件研究

資料收集

查詢市價

成本分析

單價估算

初定投
標總價

決定投
標總價

施工預算

底價訂定
（業主決定）

發包底價

俟各招標內容準備齊全時，進行公開招
標，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公開於資訊
網路、張貼於機關門首公告；對於有疑
義之檢討，業主修正招標文件。

投標廠商領購招標文件。

投標廠商按規定投寄一切文件如投標及
契約文件、標單、資格及規格等相關文
件，並繳納押標金及簽訂投標切結書
等。

業主在開始招標前，前置作業為取得建
築執照、招標文件準備、廠商資格訂
定、招標方式及決標方式原則確定等。

核定 辦理 配合 －

核定 辦理 協辦 －

備標

招標公告

領（購）標

決標

開標

簽約

投標

業主於開標前，進行底價訂定，及審查
各投標廠商資格及規格之後，進行底價
之開標作業。

由最低標價之投標廠商決標。

業主與得標廠商辦理工程契約之簽訂手
續，包括明訂契約範圍與相方應盡之義
務、付款辦法及期限等相關規定。

招標發包

可行

辦理 協辦 協辦 配合

辦理 協辦 協辦 配合

辦理 協辦 協辦 辦理

辦理 協辦 協辦 配合

辦理 協辦 協辦 配合

投標價
細估

(投標估價)

細估
(施工預算估價)
（底價估價）

底價

承包商向業主提出開工報核，及向建築

主管機關申報開工。

承包商施工執行，業主、專案管理廠商
及設計單位監督。

承包商按期依實際完成工程辦理估驗計
價，提報設計單位審查，由業主核可及
付款。

承包商：
 1.工區調查、鄰房調查、臨時水電、
   障礙排除、施工前會勘說明。
 2.提報品質計畫、總體施工計畫、施
   工預定進度、分包計畫。

專案管理廠商、設計監造單位：
 1.成立監造單位、提報監造計畫。
 2.審查廠商施工、品質計畫，並監督
   執行。
主辦機關：
 1.審查監造計畫及監督其執行

備查 審定 協辦 －

開工

施工

竣工

估驗
計價

驗收

提出變更設計，說明變更理由、變更內
容，評估所涉數量、金額變更、工期展
延等，由設計單位審查及業主核可。

竣工完成時，辦理使用執照申請、申接

水電、機電設備測試及運轉、操作及維
護人員訓練，承包商向業主提出竣工報
核極集辦理工程結算。

業主、設計單位、承包商會同確認驗收
內容，待全部驗收合格後，委辦、使用
及相關管理單位接管，並辦理竣工計

價。

營造施工

核定 辦理 協辦 －

核定 辦理 協辦 －

核定 協辦 協辦 配合

核定 辦理 協辦 配合

核定 辦理 協辦 配合

變更
設計

開工前

準備作業

結案

契約單價

總計

實際完成工

作之數量

變更追加減工
作項目之數量

單價分析

總計

變更預算
驗收扣款

結算總價

契約金額

業主辦理工程決算，待保固期滿退還保
證金。

核定 辦理 協辦 提出

計價金額

變更預算

結算總價

核定 辦理 協辦 配合

營運與
使用

維護更新
預算

計算設施維護
更新項目數量

單價分析

維護更新預算

待檢查完畢後，依據檢查結果及使用狀
況，編列需要維護更新設施項目之預
算。

在正式營運與使用後，業主針對工程各
設施項目，進行定期或日常檢查及評估
其使用狀況。

擬定所需
維護預算

工程各設施
項目之檢查

辦理 －－ －

概略估價
細部估價

進行設施

維護更新
進行所需設施項目之維護更新。

取得

提供

辦理 －－ －

辦理 －－ －

總計

提供

評估

購買

投標

細估
（估驗計價）

細估

細估
（結算估價）

計價金額

變更預算

總計

業主

營造廠

營造廠

營造廠
、

專案管
理廠商
、
A/E

業主

業主

計算

提供

計算

提供

提供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參與者權責劃分

估價流程 作業內容
業主

專案管

理廠商
A/E

營造

廠商

工程專案之成本估價流程 工程專案之作業流程

估價層次估價成本 估價者

 

圖 9.2 工程專案各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彙整（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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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各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之彙整 

 彙整工程專案各階段之成本估價方法，整理其成本估價方法之方法說明、計算公

式、所需資料、使用條件、優點、缺點、誤差來源及計算步驟如表 9.1所示，以下說明

各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之應用時機： 

3. 細部設計階段－透過完成之細部設計圖說、 施工規範等，計算出各工程作業項

目之數量，乘以各工程作業項目之單位工作量之單價，即得該工程直接成本，

再加上間接成本如管理費、利潤及稅捐等，合計得總工程費，作為發包預算之

用，所採用之成本估價方法為單價分析法。 

4. 招標發包階段－業主如採用訂有底價之採購，則需進行底價訂定之計算如經驗

估價法、權重估價法及比率估價法，另一方面，營造廠評估確認參與投標後，

研讀招標文件內之工程圖說規範及工地實地勘查後，進行投標價之估價如單價

分析法或資源列舉法。 

1. 概念與可行性研究階段－工程專案最開始時，沒有任何設計圖說，此時之估價

資訊大致上為基地位置、基地面積、功能需求如設備或人數等數量，以利進行

建造成本之粗部估價，所衍生之成本估價方法有單位基準法（單位面積法、單

位設備法、單位柱間法、單位體積法）、成本指標法、成本對應產量估價法、平

均單價法。 

2. 初步設計階段－此時之估價資訊為初步之設計圖說，可計算出初步工作項目、

各設備系統數量等，以進行建造成本之概略估價，所衍生之成本估價方法有比

例基準法（價格比例法、數量比例法、百分法）、主項基礎法（主要材料基礎法、

主要工程基礎法）、參數估價法、因數估價法等。 

5. 營造施工階段－依契約所訂之工程費付款方式，承包商與業主按期辦理估驗計

價，以實際完成工程之數量及契約單價計算其金額；遇變更設計時，其變更圖

說或合約內容有涉及契約數量、金額之調整，應計算出變更追加減之預算；待

承包商完工及業主驗收合格後，辦理移交手續及業主給付該工程之結算總價。 

6. 營運與使用階段－在營運與使用階段，不同結構物受其類別、使用狀況、規模

大小、使用時間等影響，大致上成本估價方法有傳統經驗估價法、設施價值法

（現有價值法）、其他公式基礎法（單位維護更新預算估價法）及生命週期成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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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工程專案各階段之成本估價方法彙整 

成本估價方法之計算說明 作業 
階段 

成本估價方法 
輸出值 使用特性 計算公式 輸入值 

C＝X×Y X：單位樓地板面積之單價 
Y

●越相似之工程類型，其估

算準確度相對提高。 
●單價易受建築物之形狀及

性質之不同。 

單位設備法（Function 
Estimate） C：興建工程之總工程費 ●需對興建工程進行詳細之

調查。 

C＝X×Y X：單位等柱間樓面積之單價 
Y：興建工程等柱間之總數 C：興建工程之總工程費 ●適用規則性之建築工程類

型。 

單位體積法（Unit Volume 
Cost Estimate、cubic foot） C＝X×Y X：單位體積之單價 

●體積計算較為複雜。
Y：興建工程體積之總量 C：興建工程之總工程費 

●越相似之工程類型，其估

算準確度相對提高。 
 

成本指標法（Index Number 
estimate、Cost indices） rC

rI
cIcC ×







=

 Cr：已知設備容量之成本

I
 

：預估新設備之建造年指標 
 

c

Ir：已知設備之基準年指標

Cc：預估新設備容量之成本
●需注意成本指標之適用

性。 

成本對應產量法 
(Cost-Capacity Factor 
Estimate) 

X

1

2
12 Q

QCC 







=  

C1：已知設備容量之成本

Q  
 

：預估新設備之容量

：專案類型之成本容量因素 

2

Q1：已知設備之容量 
X

C2：預估新設備容量之成本
●需注意專案類型之成本容

量因素之適用性。 

概念

與可

行性

研究 

平均單價法 
C＝X×Y ,  
X＝(a＋4×b＋c)/6 

X：預估單位成本 
a：先前專案之最小單位成本 
b：先前專案之平均單位成本 
c：先前專案之最大單位成本 
Y：興建工程預估項目之數量 

C：興建工程之總工程費 

●無法反映通貨膨脹、地區

性等之影響。 
●運用於相似工程類型，估

價準確度相對提高。 

單位面積法（Square Foot 
Estimate、Unit Area Cost 
Estimate） ：興建工程之樓地板面積總量 C：興建工程之總工程費 

C＝X×Y X：單位設備之單價 ●以功能為主之工程類型。 

Y：興建工程設備之總量 

單位柱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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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法 
 

 
 

C：興建工程 j工
程項目之費用 ●建築物各工程項目之費

用比例。 

Cj＝（Ci×Xj）/Xi

Ci：興建工程 i工程項目之費用
Xi：過去工程 i工程項目之費用比例
Xj：過去工程 j工程項目之費用比例

j

●相似工程類型，精確度相

對提高。 

主要材料基礎法 
 

i：興建工程各主要材料之數量
●工程特性之分類需特別

加以考慮。 C＝Σ（Xi×Yi）×K
Xi：興建工程各主要材料之單價   
Y     
K：預估總工程費之調整係數 

C：興建工程之總
工程費 

C＝（X×Y）×K
X：興建工程主要工程之單價 
Y：興建工程主要工程之數量 
K：預估總工程費之調整係數 

C：興建工程之總
工程費 

●工程特性之分類需特別

加以考慮。 

參數成本估價法 
(Parameter Costs Estimate) C＝X×Y X：過去工程之主要度量單位或參數費用 

Y：興建工程預估項目之總數 
C：興建工程之總
工程費 

●專案之度量單位或參數

建立，需加以調查與說

明。 

初

步

設

計 

因數估價法（Factor Estimating） 
 
 

C：興建工程其他
工程項目之費

用 
Cj＝（Ci×Xj）/Xi

Xi：過去工程主要工程項目之因素比例

Xj：過去工程其他工程項目之因素比例

 Ci：興建工程之主要工程項目之費用

j
●當工程類型不同時，易受

其因素比例之影響。 

設

計 

細

部

設

計 

單價分析法 
(Unit Pricing Estimate)   C＝Σ（Xi×Yi）

Xi：各工程項目單位工作量之單價

Yi：各工程項目之數量 
C：工程總直接成
本 

●有例可援，按既成之格式

作業，不必耗用太多時

間。 

經驗估價法 C＝X×Y X：發包預算價 
Y：經驗係數 C：底價 ●以經驗作為判斷基礎，故

較為主觀 

權重估價法  C＝Σ（Xi×Yi）
Xi：各單位之發包預算價

Yi：各單位之權重比 C：底價 

●各單位之發包預算價均

受到尊重與運用。 
●各單位之權重比不易訂

定。 招標 
發包 

比率估價法 C＝X×A＋Y×B 

X：業主初步底價 
Y：所有投標廠商報價平均值 
A：業主初步底價之百分比 
B：所有投標廠商報價平均值之百分比 
A＋B＝100％ 

C：底價 ●不適用於公共工程。 

主要工程基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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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分析法 
(Unit Pricing Estimate) 

  C＝Σ（Xi×Yi）
Xi：各工程項目單位工作量之單價

Yi：各工程項目之數量 C：工程總直接成本 ●有例可援，按既成之格式作

業，不必耗用太多時間。 
招標 
發包 資源列舉法 

(Resource Enumeration) 
 

 

C＝Σ（Xi×Yi×Ki）

Xi：各工作項目之平均資源成本

 Yi：各工作項目之數量

Ki：效率比例（調整工作項目單位之資

源成本） 

C：總工作項目之勞力成
本 

●估價者必須考量工程適當之

施工方法及施工機具，否

則，將使單價資料不切實際。 

估驗計價 C＝Σ（Xi×Yi）  Xi：契約單價

Yi：實際完成工作之數量 C：估驗計價之金額 － 

變更預算之估價 C＝Σ（Xi×Yi） 
Xi：變更追加減工程項目之單價（新增

項目之議價、契約單價） 
Yi：變更追加減工程項目之數量 

C：變更預算 － 營造 
施工 

結算估價 C＝X＋Y＋Z 
X：契約金額 
Y：變更追減金額 
Z：驗收扣款 

C：結算總價 － 

傳統經驗估價法 C＝X×Y X：過去維護更新預算 
Y：經驗係數 C：預估維護更新預算 

●以經驗為導向，容易使編列

維護更新預算無法反應實地

現況及滿足各設施項目之需

求。 

現有價值法（Current-plant-value 
Method） C＝Y×K Y：各設施期初價值 

Y：維護更新預算編列係數 C：預估維護更新預算 

●在私部門單位因注重設施價

值及每年折舊、扣稅情形或

財務報表等目的，較常採用

CPV來估算設施價值，而在
公部門比較不適用。 

單位維護更新預算估價法 C＝X×Y X：單位維護更新之單價 
Y：各設施所需維護更新之總量 C：預估維護更新預算 

●可能忽視不同設施類型之維

護更新需求影響，及無明確

固定之歷史資料作為預期或

達成維護更新之品質基礎。 

營運與

使用 

生命週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s） ( )t

tN

0t

i1

C
ΣLCC

+

=
=

Ct：t年所發生之所有成本。 
N：分析年限。 
i：折現率。 

LCC：整體生命週期成本

●決策者須選擇最佳方案情

況。 
●評估一個計畫或替代方案於

考量的年限中之經濟性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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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各階段成本估價之不確定性 

如何提高工程專案成本估價之精確度，為目前實務上及學術研究上主要探討之問

題，而影響工程成本估價之因素如表 9.2所示，因此，隨著工程專案之進行，其成本估

價之不確定程度也隨逐漸減少，成本變動情形也從廣泛到明確如圖 9.3所示。 

由上整理說明，估價者於進行工程專案成本估價時，需注意影響成本估價因子所造

成較大之誤差。 

表 9.2 工程專案成本估價之影響因素 
項目 說明 

設計圖說 設計圖為設計者之表達及建造者建造工程之藍本，又為計算工程數量之依據，故

必須詳細瞭解設計圖說，避免導致估算不合理。 

專案資訊 

工址環境 

其他因素 

1. 施工規範－施工規範為訂定每一工程項目之通則、產品、施工及計量計價辦
法，編列工項之單價需符合其規定之標準及計量計價原則。 

2. 施工計畫－合理施工計畫應考慮正常工狀態每日所能完成之最大工作量及
工程施工之先後順序，選用適當之施工機具，以便推算合理之工期及編制合

理之工程估價。 
3. 施工方法－選用最合理之施工方法，可以使單價分析接近實際。 
4. 工期－一件工程工期之緩速特定要求，直接影響單價之高低，一般皆以正常
工作時間來進行工程，據以估算。如有特殊趕工需要，將與正常施工有差異。

5. 使用功能－工程使用於公路、水庫及公有建築物等，會有不同之單價資料與
維護費用。 

6. 構造形式－包括木造建築物、磚造建築物、加強磚造建築物、鋼筋混凝土造
建築物等，會有不同維護費用。 

7. 使用狀況－使用情況越高，造成其損壞率也相對提昇。 
8. 工程規模－工程大小，將影響單價高低及維護費用之編列。。 
9. 使用時間－建築物會隨時間增加，其損壞率會逐漸提高，其維護費用也會相
對地提高。 

10. 建築類別－結構體工程、裝修工程、水電消防工程、機電工程等，會有不同
之維護費用。 

1. 地形－受施工地區環境之影響，如在山區、丘陵區、或狹窄地區施工，將影
響施工機具工作效率之高低。 

2. 地質－地質環境決定了施工方法與施工機具之選擇，除了影響工程單價之估
算外，甚至影響整個工程計畫與工期至深且鉅。 

3. 氣候－氣候因素隨工作地區而有所差異，將影響到實際施工之天數。 
4. 物料來源－就地取材或由外地搬運材料數量、運輸工具及儲存場等皆會影響
單價。 

1. 資料調查不足－工程相關之基本資料、地形、地質、水文、氣象及公共設施
管線等資料收集不足，所造成成本估價之誤差。 

2. 估價錯誤－人為估價所產生之誤差。 
3. 市場波動－市場供需出現變化如工資、材料暴漲等。 
4. 其他－可能意外或無法預見之偶發事件等狀況，而需編列工程預備費如天然
災害、法令政策改變、民眾抗爭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光正（2002）、郭榮欽（2004）、Halpi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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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階段

概念與可
行性研究

初步
設計

細部
設計

設計圖說

設計

招標發包

營運與使用

建
築
圖
說

材
料
規
格
及
型
錄

結
構
圖
說

設
備
系
統
圖
說

使
用
功
能

構
造
形
式

不確定程度曲線

100%0

時
間

工程專案成本估價之影響因素

工
期

施
工
規
範

專案資訊

氣
候

地
形
地
質

工址環境

成本變動曲線

● ● ● ● ● ● ● ● ●● ● ● ● ● ● ● ●

100% 0 100%

時
間

市
場
行
情

其他因素

資
料
調
查
不
足

估
價
錯
誤

●

成本估價成本

總工程費

初步預算
（總工程費）

細部預算
（總工程費）

概估
細估

底價

粗估
(基準估價)

成本估價層次

概估
(初期估價)

細估
施工預算估價
（預算估價）

細估
施工預算估價
（底價估價）

細估
（投標估價）

投標價

維護更新預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
用
狀
況

建
築
類
別

施
工
方
法

施
工
計
畫

其
他

●

●

●

●

●

●

●

物
料
來
源

●

●

●

●

○

備註：
 1. 此圖主要表達成本估價隨時間進行 
    時，工程專案其他階段影響因素較開
    始時，相對變得較小及明確。
 2. ●：影響成本估價程度較大者。
 3. ○：影響成本估價程度較小者。

 

圖 9.3 工程專案各階段成本估價之不確定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光正（2002）、郭榮欽（2004）、Halpi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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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NDL各階段成本估價結果之探討 

 在各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使用時，由於 NDL 無法皆符合其估價所需之資料，因此，

已可以利用 NDL案例資料估價作為說明，將各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之估價結果與 NDL做

一比較如表 9.3所示，並說明如下： 

1. 概念與可行性研究階段－此階段 NDL 主辦機關利用單位面積法所預估之總

工程費為 275,339,631元，而採用單位面積法、成本指標法及平均單價法分別

為 237,391,770元、237,246,240元及 234,853,080元，以 NDL所預估之總工

程費為基準，比較單位面積法、成本指標法及平均單價法之估價結果，分別

為－13.78％、－13.84％及－14.71％；另一方面，NDL發包金額為 229,973,050

元及以此為基準，比較單位面積法、成本指標法、平均單價法及 NDL（單價

面積法）之估價結果，分別為＋3.23％、＋3.16％、＋2.12％及＋19.73％。 

2. 初步設計階段－此階段 NDL 利用單價分析法所預估之總工程費為

246,974,000元，而百分法、主要材料基礎法、主要工程基礎法、參數估價法

及因素估價法分別為 245,176,930 元、240,452,079 元、241,419,500 元、

240,257,745元及 243,787,005元，以 NDL所預估之總工程費為基準，比較單

位面積法、成本指標法及平均單價法之估價結果，分別為－0.73％、－2.64

％、－2.25％、－2.72％及－1.29％；另一方面，NDL 最後發包金額為

229,973,050元及以此為基準，比較百分法、主要材料基礎法、主要工程基礎

法、參數估價法及因素估價法及 NDL（單價分析法）之估價結果，分別為＋

6.61％、＋4.56％、＋4.98％、＋4.47％、＋6.01％及＋7.39％。 

3. 細部設計階段－此階段 NDL 利用單價分析法所預估之總工程費為

243,787,005 元， NDL 最後發包金額為 229,973,050 元及以此為基準，比較

NDL（單價分析法）之估價結果為－4.37％。 

 

由上述得知，所使用各階段成本估價方法與 NDL 之發包金額較為接近，應為所採

用過去案例資料與其接近所致因此，如果採用各成本估價方法使用時，越相似工程性質

與類型可以得到較佳的預測結果，其中，在概念與可行性研究階段，NDL 主辦機關與

單位面積法、成本指標法及平均單價法之估價結果誤差為 13％∼15％，而發包金額誤差

為＋19.73％，主要乃 NDL在概念與可行性研究階段規劃為地上七層及地下二層，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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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確認為地上十層及地下二層，故為造成誤差之主要來源。 

表 9.3 NDL各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之估價結果 

作業

階段 成本估價方法 估價成果 
NDL各階段
成本估價 
結果比較 

NDL 
發包金額

之比較 
1.單位基準法 1.1單位面積法 237,391,770 －13.78％ ＋3.23％
2.成本指標法 237,246,240 －13.84％ ＋3.16％
3.平均單價法 234,853,080 －14.71％ ＋2.12％

概念

與可

行性

研究 4.NDL主辦機關（單位面積法） 275,339,631 0 ＋19.73％
1.比例基準法 1.1百分法 245,176,930 －0.73％ ＋6.61％

2.1主要材料基礎法 240,452,079 －2.64％ ＋4.56％2.主項基礎法 
2.1主要工程基礎法 241,419,500 －2.25％ ＋4.98％

3.參數估價法 240,257,745 －2.72％ ＋4.47％
4.因素估價法 243,787,005 －1.29％ ＋6.01％

初步

設計 

5.NDL建築師（單價分析法） 246,974,000 0 ＋7.39％
細部

設計 1.NDL建築師（單價分析法） 219,917,501－ －4.37％

招標

發包 1.NDL得標廠商（單價分析法） 229,973,050 － 0 

備註： 

1.關於 NDL各階段成本估價結果比較，乃各種成本估價方法與該階段 NDL所預估之
成本（以此為基準）作比較，以成本指標法之計算作為說明： 

  誤差＝（237,246,240－275,339,631）/275,339,631＝－13.84％。 

2.關於 NDL發包金額之比較，乃各種成本估價方法與 NDL發包金額（以此為基準）
作比較，以成本指標法之計算作為說明： 

誤差＝（237,246,240－229,973,050）/229,973,050＝＋3.16％。 

 

 

9.5. 小結 

本章以工程專案生命週期角度為出發，彙整各階段之成本估價作業流程、成本估價

方法，說明工程專案成本估價之不確定性及 NDL 各階段成本估價結果，期望透過本研

究之整理，作為估價人員整體性成本估價之導覽，使其對於成本估價有基本之概念與認

知，改善目前成本估價教科書不足之處，達到成本估價之教育訓練。 

 

 

 9-12



 

第10章 結論與建議 

10.1. 結論 

本節彙整前述之研究過程及完成之研究成果，以成本估價作業流程、成本估價方法

之應用及成本估價文獻研究現況為主要說明，提供估價者整體性之成本估價教育訓練，

改善目前成本估價教科書之不足之處，以下作成幾點結論： 

4. 各階段成本估價作業流程－從目前成本估價教科書中，估價者不易瞭解到整

體性成本估價作業流程，因此，本研究將工程專案之各階段成本估價流程、

作業流程及參與者權責劃分作一整理，使估價者瞭解到工程專案隨時間進行

時，各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之運用時機、各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之估價層次、估

價成本之目的、由何工程專案參與者進行成本之估價及各階段成本估價作業

流程之整體性概念。 

5. 各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之案例說明－工程各階段因估價資訊之不同，而衍生出

各種不同成本估價方法，目前成本估價教科書主要集中單一階段之成本估價

介紹，對於其他階段之成本估價方法則較無完整之描述，因此，將各階段成

本估價方法之方法說明、計算公式、所需資訊、使用、優點、缺點、誤差來

源、計算步驟作一整理介紹並透過案例說明，使估價者瞭解各階段成本估價

方法之運用。 

6. 各階段成本估價文獻探討－從目前成本估價教科書之介紹內容得知，尚未整

理各階段學術研究上之成本估價方法之探討，因而，往往需耗費許多時間蒐

集資料與分析，有鑑於此，本研究整理概念與可行性研究、初步設計、招標

發包及營運與使用階段之成本估價文獻，針對學術研究上之成本估價探討，

提供估價者目前成本估價之研究現況及後續建議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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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建議 

本節歸納前述之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幾點未來研究建議： 

1. 建立不同成本估價方法之估價所需資料庫－本研究整理各階段成本估價方法之

應用說明，實際上，估價者進行工程專案成本估價時，大都利用單位基準（如

面積、長度等）及比例基準（如百分法）之方法，而並未針對該工程情況採用

合適之成本估價方法，因此，若從過去工程案例取得各成本估價方法之估價所

需資料，將其作一統計彙整成資料庫，在進行未來工程專案之成本估價時，可

以提供估價者於成本估價時之應用及成果比較。 

2. 建立各種成本估價時之參考指標－當進行工程專案成本估價時，乃利用過去歷

史案例作為推估之基礎，若無大量案例資料易造成較大之誤差，如能整理不同

工成專案類型之數量、單價及工程項目費用之統計比例，將可使估價者在進行

成本估價時，得到較快速及成本合理範圍之應用與參考。 

3. 其他工程類型之成本估價方法應用－本研究主要介紹工程專案各種成本估價方

法之應用，由於工程案例收集及時間不足之因素，故以建築工程案例為成本估

價應用之介紹，可進一步將成本估價方法應用於其他工程類型（如水壩、橋樑

工程等）之研究，評估各種成本估價方法計算成果及使用情況，歸納成本估價

方法於各工程類型應用時之特性與結果，將可以使本研究內容更為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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