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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統包實務之探討 –專輯序言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建築及設施群資深協理 / 李大行

近年來，為提升採購效率及確保採購品

質，中央及地方政府大力推動公共工程採用

統包招標及最有利標決標的模式，並卓有成

效。本期專輯特別邀請主辦機關、專案管

理、建築師、營造廠商成員代表，依彼等過

去辦理或參與之建築統包工程案例，就實

務上所面臨的課題，進行深入探討與經驗 
分享。

李仲昀君以「營建工程階段作業原則-解
析統包分工協作模式」為題，依新北市政府

推動國民運動中心統包工程的經驗，就統包

「採購策略」、「分階設計執行」、「估驗計

價付款」及「契約變更原則」等核心問題提

出分析與討論；而新北市政府的改制升格，

工務局積極推動公共工程統包模式，並導入

BIM介面管理，成為工程界的先驅之一。劉
國鎮及陳國雄君以「三峽北大安置住宅統包

工程專案管理案例」，說明：「透過舉辦招商

說明會廣為邀商」、「研擬主要設備建材使用

計畫，確保統包材料設備品質」、「將工期納

入評選，並訂定設計里程碑，促進廠商如期

完成設計」、「整合機關需求納入招標回饋建

議方案，使廠商回饋內容更符實需」；另特

別針對計畫執行過程，面臨統包商破產，機

關斷然依原契約條件、決標金額及增加合理

繼受工期，由原設計建築師覓妥適格營造廠

及機電商接手順利完成工程，實為繼受成功

案例。

陳章安君「參與以統包方式辦理公共工

程之經驗」一文，說明統包制度下，建築師和

營造廠的定位與合作方式相較傳統制度，發生

了明顯的關係轉變；採行統包最大的優點在統

包商決標時，就幾乎已經確定了整體預算和完

工的時間，但實務上仍有若干問題，包括：統 
包商內部採購發包與施工圖整合的障礙、土建

與機電分包商在進度上的不同調，以及建築師

與營造廠之間的互動，都有賴統包團隊的共同

努力改進；而建築師的設計酬金比例問題與 
額外申請各項標章並無相對應的服務費，則有

待政府機關思考解決。

林志成君以其過去分別擔任甲方PCM主
管及乙方營造主管之工作經驗，就「統包建

築工程之專案管理」，探討：「統包工程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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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方式」、「先期規劃圖說之定位」、「主

要材料或設備廠牌之參考或選用」、「設計圖

說分階段提送」、「統包預算之編列/進版/流
用」，以及「投標廠商創意或回饋之差別」

等課題，提供相關說明與處理方式建議。王

鎮凡及江志雲君以「台北市廣慈博愛園區 
E標公共住宅統包工程」為例，闡明統包設計
和施工階段之圖面整合與界面協調、分包廠

商的介面處理計畫、各階段的統包工程執行

項目、以及統包設計/施工與介面整合管理方
面的關鍵課題，尤其特別強調建築資訊模型

（BIM）之導入，對於設計進程的循環檢討作
業，以及施工階段機電與建築、結構的介面

流程與圖面整合，提供極大的助益。

由於大量的國民運動中心及公共（營）

社會住宅採用統包模式，並顯現出具體效

益，致使諸多特殊建築個案、土地開發、基

礎設施、軌道建設專案，相繼採用統包推

動，蔚為風潮。營建產業鏈各成員間也因

統包模式的採行，產生了合作關係上的變

化，設計／採發／製造／施工程序間的矛盾

與衝突，亟待磨合、解決；而建築資訊模型

（BIM）的導入，適時提供了各項工程介面
整合、大數據、物聯網應用的最佳平台。

統包絕非萬靈丹，策劃任何工程執行策

略，需綜合考量計畫需求、專案特性、機關

本身能力及當時工程環境，選擇專責、敬業

的工程團隊，才能成就大家滿意的專案。而

如何在統包制度的大力推動下，讓營建產

業鏈的資本最大化、勞力合理化、知識加值

化，仍有賴各界先進持續努力。

感謝受邀各篇作者的鼎力支持，各位的

經驗分享，必能激盪出更多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