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災後復建工程提審機制案
例與相關法規介紹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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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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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制度法第18條略以：

 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係屬地方自治事項

⚫ 災害防救法第58條第2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支應重大天然災
害之災後復原重建等經費時，得報請中央政
府補助。

對地方政府復建經費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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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地方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
或本移緩濟急原則調整年度預
算，辦理各項災害救助、緊急
搶救及復建等所需經費。

➢尚不足支應重大天然災害所需
經費時，就不足部分，報請中
央政府主管機關或行政院協助。

⚫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
經費處理辦法第5條略以：

對地方政府復建經費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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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第2條第1款第1目：
   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旱
災、寒害、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火
山災害等天然災害。

天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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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修、搶險、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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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建築物之拆除及對公共設施
有危害之障礙物或漂流物之移
除。

⚫土石不運離河川並置於不影響水
流處之疏導水路，避免洪水阻塞
或沖擊村落之措施。

搶險：災害發生期間或發生後辦理之措施

⚫公共設施發生險象或局部損害，
對設施緊急封堵、強固或救險，
避免擴大。如滲漏、滑坡、坍
塌、裂縫或淘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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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修、搶險、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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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修：災害發生期間或發生後辦理之措施

⚫局部受損之公共設施，於非全面之復原緊急修復，
避免損害再發生或持續擴大。

⚫對外聯絡道路之搶通或修築便道(橋)。

⚫對災後臨時維生管線之緊急修築。

⚫將嚴重影響居民及河防安全之河道疏通，並將土石
運離河川使洪水暢洩不造成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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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修、搶險、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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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指災害發生後，為復原重建公共設施，
以恢復其原有功能，所作之處理措施

110年7月及8月豪雨
雲林C1-001古坑鄉149縣道35K+700
道路災害修復工程

112年7月杜蘇芮及8月卡努颱風
 A1-007斗六市十三份大排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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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統籌經費審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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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處理辦法第8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報行政院之災害復建經
費，工程部分由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召集中央
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組成專案審議小組（以下簡稱
審議小組），統籌審議工作，並由該會依審議結
果核定。

➢工程會經會商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訂定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
及執行作業要點，函報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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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 工程會發函提醒地方政府提報復建經費

提報 • 縣市政府災後1個月內得分批提報復建經費需求

審議 • 中央審議作業主管機關辦理現勘審查

核列 • 工程會召開專案會議確認復建內容及所需經費

執行 • 確認後據以辦理規劃設計、發包施工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

復建工程審議及執行作業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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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造成公共設施損壞

縣(市)政府提報

經審議小組
核定

行政院撥補
經費

發包施工

復建工程依限完工

提
報

審
議
及
核
定

設
計
施
工

覈實編列經費，特殊原
因提高單價應予以敘明

汛期前完成復建工程設
計開口契約簽訂

中央審議主管機關(得邀請
工程會、主計總處)現勘審查

1
個
月

1
個
月

各級
地方
政府

中央審議
主管機關

及
工程會

各級
地方
政府

執行管控，採分級管理
1.地方自我管控，定期
召開檢討會議
2.中央主管機關瞭解追
蹤加強協助
3.工程會列管及協助

經審議小組通過後，地
方政府可據以辦理規劃
設計

細部設計

依
限
完
工

得
分
批
提
報

即報即審
以恢復原有功能為目的
針對致災原因確實檢討

各階段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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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系統

13
相關法規、系統使用操作手冊等均可自參考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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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復建工程歷年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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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2,674件！
經費59.64億元！

附註：98年主要由莫拉克特別預算支應，不列入
統計平均。

0206
地震

6月
豪雨

7月
尼伯特

9月莫蘭蒂
、馬勒卡
及梅姬

10月
豪雨

11月
豪雨

91年

104

0.9

92年

144

1.3

93年

5,373

111.7

90年

11,807

255

95年

2,205

50.7

96年

3,558

60.5

97年

6,820

132.6

94年

5,311

75.0

總件數：64,167件；總經費：1,431億元

件數

$:億

89年

1,319

27.7

卡莫里

艾利

納坦

敏督利桃芝

納莉

潭美

碧利斯

凱米

0609
豪雨

9月豪雨

梧提

聖帕

6月
豪雨

柯羅莎

鳳凰

辛樂克

卡玫基

薔蜜

海棠

馬莎

612
水災

泰利

龍王

象神

7月
豪雨

5月
豪雨

凡那比

梅姬

99年

2,249

47.3

莫拉克

杜鵑

98年

5

0.63

10月
豪雨

0304
地震

100年

617

12.3

101年

5,109

109.7

102年

4,175

69

南瑪都

7月
豪雨

11月
豪雨

蘭嶼
綠島

6月
泰利

蘇拉
天秤

7月
蘇力

潭美
康芮

天兔
菲特

7月
麥德姆

9月
鳳凰

104年

1,253

34.59

8月
蘇迪勒

0602
地震

9月
杜鵑

105年

2,813

53.7

106年

1,722

36.9

6月
豪雨

7月尼莎
及海棠

107年

1,432

10月
豪雨

41.3

0206
地震

8月
豪雨

3.6

324

103年

9月
山竹

108年

1,030

22.9

6月
豪雨

7月
豪雨

8月利奇
馬及白鹿

109年

236

9.3

5月
豪雨

8月
豪雨

9月
豪雨

110年

2,650

77.4

6月
豪雨

7月8月
豪雨

9月
璨樹

10月
圓規

11月
閃電

1024
地震

111年

1,303

74.8

5.6月
豪雨

7月
豪雨

9月
軒嵐諾

0918
地震

10月
尼莎

1031
地震

11月
奈格

112年

2,608

122.4

5月
豪雨

7月杜蘇芮
8月卡努

9月
海葵

10月
小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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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建經費之提報

查報災情 填報系統 縣市複查 函報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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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應辦事項

查報災害

上網填報個案資料

複查確認、指定單一窗口

輸出補助總表

提報行政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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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應辦事項

⚫ 處理辦法第6條、作業要點第4點

➢現場勘查並上網填報「災害查估紀錄及復建經
費概估」。（個案資料）

➢縣市政府對於公所所提災害復建經費，應派員
進行複查確認；指定機關的單一聯絡窗口。

➢即辦理規劃設計，經審議小組審議通過者，得
作為辦理規劃設計之依據

➢資訊系統產出「復建經費申請補助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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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應辦事項

⚫ 作業要點第4點
➢災後1個月內彙整(得分批)函報行政院，副知行
院院主計總處、工程會、中央主管機關。

➢局部區域因道路中斷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查
報災害，且於1個月內敘明理由函報行政院者，
得於災後2個月內彙整提報。

➢預估復建工程經費未達1,000萬元案件之規劃
設計，應以開口契約方式辦理為原則，並於每
年4/30前完成當年度契約簽約，可儘速展開小
型復建工程設計作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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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填報-類別

⚫ 作業要點第6點

19

工程類別 代碼 中央機關 工程類別 代碼 中央機關

水利工程 Ａ１ 水利署
養殖漁業專區農水
路工程

H2 漁業署

觀光工程 Ｂ１ 觀光署 其他農路工程 H3 水保署

公路系統工程 Ｃ１ 公路局 漁港工程 K1 漁業署

村里連絡道路工
程

Ｃ２ 國土署 學校工程 L1 教育部

建築工程 Ｄ１
國土署

環保工程 M1 環境部

下水道工程 Ｅ１ 原住民族部落工程
(含聯絡道、環境
工程)

N1 原民會
水土保持工程 Ｇ１ 水保署

農地重劃區農水
路工程

Ｈ１ 農田水利署 文化資產工程 P1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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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填報-復建計畫

⚫ 基本資料

➢鄉鎮市、村里。

➢座標系統及座標。

➢是否屬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區。

➢是否屬林班地內。

➢是否屬重複致災地點。

• 原屬重大天然災害之復建工程，如於完工前再
因其他天然災害受損需辦理復建者，按原計畫
相關規定檢討適當復建方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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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填報-照片

⚫ 每一工區至少上傳2張照片

➢設施損壞的地方

➢設施原有的功能

➢設施復建的需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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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填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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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填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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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填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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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填報-復建工項

⚫ 工項至少要能判斷單價（擋土牆高度H、道
路寬度W…），以判斷尺寸及單價之合理性。

⚫ 設計、監造、空汙、管理、利潤費等間接費
用應內含於直接工項。

⚫ 各工區的資料未完整呈現，或未提報地點，
不列入審議範圍。

⚫ 其他補充事項：

➢原提報內容或縣府審查意見。

➢偏遠地區加成。

2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6

⚫ 掌握提報時效

⚫ 確認當次受損

⚫ 瞭解周遭環境

⚫ 找出致災原因

⚫ 提出合宜工法

⚫ 覈實編列經費

復建工提報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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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風災專案接續之提報方式

27

112年7月杜蘇芮及8月卡努颱風復建案，工程會於
112年8月7日函請地方政府若需行政院協助，請於
9月4日前將復建需求函報行政院。

 提報期限因停班順延：惟受海葵颱風影響，部分
縣市9月4日停班停課，爰7月杜蘇芮及8月卡努颱
風案提報期限順延至9月5日止。

併於9月海葵颱風專案：考量颱風接續到來，相
關單位無法至現場勘災，影響提報時效，爰因道
路中斷等致無法於期限內提報7月杜蘇芮及8月卡
努颱風之復建案件，可納入9月海葵颱風專案，
並於10月5日前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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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風災專案接續之提報方式

28

就接續啟動7月杜蘇芮及8月卡努颱風、9月海葵颱
風兩個復建案，若公共設施受損原已提報於7月杜
蘇芮及8月卡努颱風復建案，卻因海葵颱風而有災
害擴大情形，同一災損點勿重複提報兩個案，請地
方政府就以下方式擇一辦理：

維持提報於7月杜蘇芮及8月卡努颱風案：於中央
審議主管機關辦理現勘審議時，請地方政府說明
災害擴大情形，由中央審議主管機關併予考量。

重新提報於9月海葵颱風案：請各級地方政府於7

月杜蘇芮及8月卡努颱風復建案中註銷，重新提
報於9月海葵颱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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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建經費之審議

29

安排行程 現勘抽查 整合確認 函報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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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經費審議程序

⚫ 中央審議機關應辦事項

➢於收到縣市政府提報資料後即安排現勘。

➢2個星期內，將審查意見提送審議小組統籌。

重大災情等特殊情形，工程會得延長作業期限。

➢審議小組視需要召開審議會議討論確認後，彙
整核定。

⚫ 復建工程經費審議期間，地方政府應持續
辦理工程規劃設計相關作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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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原則與件數

–地方政府應會同出席。

– 1,000萬元以上，中央審議主管機關應即刻
展開現勘審查。

–有道路中斷無法現勘者，得先予暫列。

–中央審議主管機關得邀請工程會、主計總
處、其他中央機關、學者專家或技師團體
會會同現地勘查，協助專業審查。

31

復建經費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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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原則與件數

–未達1,000萬元，按
抽查比例分類別、累
加計算。

–例：C1類提報未達
1,000 萬元案件共
323件，應現勘件數
為53件。

件數範圍 比例 計算

1～10 100％ 10

11～20 40％ 4

21～40 30％ 6

41～60 20％ 4

61～100 15％ 6

101～500 10％ 22.3

501～1000 5％ -

1001～ 2％ -

32

復建經費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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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經費審查原則

• 非屬審議範圍項目（作業要點第3點）
➢災害消防、防汛、搶險、搶修等緊急搶救措施。

➢土方清除、疏濬、機具設備、用地、拆遷補償
等非工程項目，及景觀植栽。
➢ (機具設備，指得與主體結構分離而不須一併施工，於建築工程中非
屬電氣、給排水、消防、瓦斯、空調、電梯等之設備。)

➢無具體保護對象或非屬公眾使用之設施。

➢因年久失修等非天然災害造成之損失案件。

➢道路工程中路樹、路燈、反射鏡及交通號誌等
涉及交通安全須於災後立即施作之措施。

➢屬公共造產或其他由各級政府所經營具有經濟
價值之事業（經費處理辦法第20條）。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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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設施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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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當次災害造成的急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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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設施功能未減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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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眾使用設施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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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具體保護標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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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經費審查原則

• 審查原則（作業要點第7點）

➢本因地制宜、安全及生態保育原則，以恢復其原有
功能為目的，非逕於原地原狀重建構造物。必要時
得採即壞即修方式辦理復建。

➢重複受災或需檢討整體規劃之地點，得暫列先期規
劃費或復建工程經費，俟擬妥可行方案後再行辦理。

➢原屬重大天然災害之復建工程，如於完工前再因其
他天然災害受損需辦理復建者，按原計畫相關規定
檢討適當復建方案辦理。(經費處理辦法第16條)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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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經費審查原則

⚫ 審查原則（作業要點第7點）

➢水利設施復建應配合相關治理計畫及規劃報告；
如尚未依治理計畫完成整治之河段（渠道），
則依現況、水理等，檢討適當之配置工法。

➢未經規劃之復建工程堤線佈設，不得與河爭地，
並得視狀況，併河道整理、擴寬深槽、挑流或
固床工等辦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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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經費審查原則

• 審查原則（作業要點第7點）

➢觀光設施復建工程，應以有助提升整體觀光效益之
既有遊憩服務設施之復建為限。

➢水土保持設施復建工程，應有具體保護對象，並經
評估確有復建必要性後，以符合生態原則方式處理。

➢文化資產復建工程，應評估確屬天然災害造成，而
非構造或材料老舊劣化所致之案件。

➢為避免復建工程修復完成後，於脆弱銜接介面再次
損壞，於銜接端點處審議範圍(如長度、面積)依復
建實際需求核實認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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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經費審查原則

⚫ 公眾使用之公共設施（保護對象）

⚫ 設施受損且原有功能喪失

⚫ 當次風災造成之破壞

⚫ 恢復設施原有功能

⚫ 地方政府為權管單位

⚫ 無收入或營利行為

42

公共 設施 災後 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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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類型

內容概述

核列
災損情形明確且符合審議範圍，經現勘討論後核列所
需工項及經費。

簡易修復
現地條件有再次致災可能，或復建效益極低之案件，
得採簡易修復維持基本功能，即壞即修，其費用納入
建議核定經費。

先行辦理調
查規劃

災損情形有重大不確定性，致無法於現勘時判斷工項
合理性及必要性時，得先行核列短期緊急處理及可行
性評估或調查規劃等費用，納入建議核定經費。

依核列比例
未現勘案件，依未達1,000萬以下案件之抽查核列比
例計算建議核定經費。

刪除 凡不符中央補助原則之案件，應予刪除。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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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機關協處原則

⚫ 如經中央主管關現勘審查後建議移列工程
類別之案件，為利時效，仍由原現勘機關
先行審查，審查意見中應建議核列經費、
移列理由及移列後之工程類別。

⚫ 地方政府於現勘時未能接受中央建議核列
內容時，得要求審查機關加註於審查意見。

44

審議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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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復建經費之執行

45

設計審查 變更註銷 期限展延 執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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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核定後經費調整

⚫ 經費調整（處理辦法第15條）
➢縣市政府就復建工程核定之內容及經費進行調
整時，應在核定總經費範圍內，並於規定期限
內函報工程會核定。
• 原未提報或經抽查後刪除之工程案件，不得納
入。

• 經抽查核定之工程案件，其經費及工程內容，
非報經工程會同意，不得擅自變更或調整。

• 未經抽查之工程案件，其經費可依實際執行需
要進行調整。但其中如有涉及工程內容之調整
時，應加註原因，並報經工程會同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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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基本設計審查

⚫ 基本設計審查（作業要點第8點）

➢核定經費達1,000萬元以上案件，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於完成基本設計並審定後，提報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提送內容

• 致災原因檢討、

• 設計書圖、

• 預定完工日期。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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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計審查目的及要項

48

目的

三個面向

避免災害重複發生
以為覈實經費審定之依據

行政程序方面
工程技術方面
經費概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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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計審查要項-行政程序

⚫ 是否屬應審查範圍？

⚫ 是否依規定期限提出？

⚫ 是否依核定內容辦理？

⚫ 應辦事項是否完成？

➢（Ex：澄清保固責任、辦
理可行性評估、用地協調
等。）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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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計審查要項-工程技術

50

基本資料

災害成因

方案評估

工法檢討

掌握地質、地形、水
理等條件，了解現況

確認破壞機制

選出最佳方案

可行之工法

現況照片、現地測量、
等高線地形圖、鑽探、

監測等資料

地質不良、地形因素
逕流沖刷、地下水位
容量不足、設計不當…

改線：線形、坡度調度
構法：路工、橋工、隧道
工法：PCI、鋼拱橋

規範檢討、
施工可行性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基本設計審查要項-經費概算

• 單位造價之合理性？
➢（Ex：橋梁元/m2。）

• 工項是否屬補助項目？
➢（Ex：審議作業要點明定不
予補助項目。）

• 主要工項單價及數量之合
理性？
➢（Ex：數量最多、單價最高
之工項。）

• 經費組成之合理性？
➢（Ex：工程管理費、監造費
及預備費等。）

5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525252

案例一 背景資料

⚫ 工程名稱：169線○K+500災害修復工程

⚫ 主辦機關：○○縣政府

⚫ 核定內容：

➢辦理鋼拱橋

➢請將原址復建方式之妥適性納入評估規劃

➢核定經費： 1億9,845萬元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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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背景資料

⚫ 現地照片

53

原橋梁88年興建

L=93.7m，W=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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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重點 是 否

1 是否屬本會審議範圍？ V

2 是否依規定期限提出？ V

3 是否依核定內容辦理？ V

4 應辦事項是否完成？ V

縣府於○○年2月27日函送相關書圖審查，摘要如下：

1. 主要工項：橋梁及邊坡穩定等。

2. 總經費概估：2億3,501萬元。

3. 應辦事項：已辦理可行性評估規劃。

行政程序

工程技術

經費概算

案例一 行政程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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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

工程技術

經費概算

基本資料

災害成因

方案評估

工法檢討

等高線地形圖 現況照片

地質鑽採資料

案例一 工程技術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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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圖

案例一 工程技術

56

行政程序

工程技術

經費概算

基本資料

災害成因

方案評估

工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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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工 路工 隧道

經費 4億8千萬 2億2千萬 6億3千萬

工期 32個月 10個月 30個月

養護 40萬/年 870萬/年 150萬/年

結果 V

橋工
L=740

m

隧道
L=986

m路工
L=820m

案例一 工程技術

57

行政程序

工程技術

經費概算

基本資料

災害成因

方案評估

工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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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源：截水（外水）、雨水（內水）

2. 水路：橫向、縱向排水溝

3. 水壓：洩水坡度、消能設備

排水平面圖

案例一 工程技術

58

行政程序

工程技術

經費概算

基本資料

災害成因

方案評估

工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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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路寬度

2. 平面配置

3. 縱坡

4. 護欄、排水

橫斷面圖縱斷面圖

平面圖

案例一 工程技術

59

行政程序

工程技術

經費概算

基本資料

災害成因

方案評估

工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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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

工程技術

經費概算

基本資料

災害成因

方案評估

工法檢討

等高線地形圖 現況照片

地質鑽採資料

案例一 工程技術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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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完工期限展延

⚫ 復建工程作業期限（作業要點第8點）

➢未達1,000萬元案件，應於災害發生後8個月內完
工。設計作業未以開口契約方式辦理者，其委託
規劃設計應於災後3個月內上網公告，並於災害發
生後10個月內完工。 

➢1,000～5,000萬元案件，除有特殊原因經中央主
管機關於審查結果中另行訂定完工期限者外應於
災後10個月內完工。

➢5,000萬元以上之案件，應依中央機關基本設計審
查核定之期限前完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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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完工期限展延

⚫ 展延申請作業（作業要點第11點）

➢申請期限：以規定期限屆滿日之次日起算15個工
作天。

➢提報資料：

• 案件彙總表及明細表(資訊系統產出)

• 展延條件

• 具體敘明遭遇不可抗力因素之起始日期、影響天數

• 佐證資料（招標公告、往來公文、協調會紀錄、氣
候統計資料或相關責任檢討等） 

➢已發包案件申請完工期限展延，展延至竣工日
期即可。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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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執行管控

⚫ 作業要點第9點

➢縣市政府應確實登錄「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工
程管理雲」；發包預算未達公告金額之標案決
標後，則應於三日內至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
新增標案。

➢縣市政府及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復建工程執行
管理機制，定期召開檢討會議，會議紀錄應副
知工程會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屬地方政府召開
者，其會議紀錄並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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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執行管控

⚫ 工程會核定函

➢各項復建工程應依核定地點及內容辦理，且縣
市政府對中央核定撥補之案件，應自行建立一
定比例抽查機制。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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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填報相關變更申請

65

調整、變更、註銷、展延
請上網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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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經費內容變更或註銷

⚫ 經費內容變更（處理辦法第14條）

➢（因災害擴大）超過核定經費

➢有特殊原因且影響預定目標、效益及功能

➢變更設計金額超出各該工程實際發包金額之
30%以上

⚫ 註銷（作業要點第10點）

➢復建工程之註銷，應具體敘明原因、後續處理
方式及對復建成效之影響。

66

應函報工程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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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 復建不可預知、集中與
急迫之特性，對地方政
府的人力與資源調度能
力造成嚴峻挑戰。

67

➢災後復建工程應因地制宜，檢討分析致災
原因，以恢復其原有功能為目的，對症下
藥，絕非僅於原地原狀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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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為因應民眾期待，各級政府應充分合作，
建立明確可行之復建工程執行作業標準
與程序，以提昇復建工程執行效率及品
質。

核實查

災與提

報

加速審議作

業

提高執

行效率

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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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工程需注意維持通行

69

卓富橋於111年
0918地震受損，
將施工封閉道路，
地方民眾表達希
望能爭取便橋維
持通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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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長大橋因0918震災導致
橋梁受損無法通行(封橋)

卓富大橋因0918震災導致橋梁受損(原
暫時通車，寬5.5米，需會車/

預計配合今年施工7~12月須短期封閉)

玉里大橋
(半半施工中/暫雙向單車道通行)

長富大橋因0918震災導致橋梁受損無法
通行(封橋)/預計配合今年施工7~12月

源城里

長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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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卓溪鄉鄰近橋梁現狀

71

卓
富
大
橋

×

樂
樂
溪

清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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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75鄉道玉長大橋0918震災復建工程(C2-002)

72核定經費：5億2,798萬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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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73鄉道卓富大橋0918震災復建工程(C2-010)

73

核定經費：879萬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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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73-1鄉道長富大橋0918震災復建工程

74核定經費：4,719萬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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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78鄉道崙天大橋0918震災復建工程

75

核定經費：2億6,990萬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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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68鄉道高寮大橋0918震災復建工程

76

核定經費：9億9,404萬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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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名稱 處理情形 預計時間

高寮大橋

1.橋梁倒塌，行政院111/11/9核定橋梁重建經費9億9,404萬2千元，
基本設計公路局審查通過。
2、地震後打除倒塌於河道的大梁及橋面版，避免阻礙水流而造成
二次災害，已將倒塌的橋梁打除完成。
3、專供居民通行之溪底便道，已於112/1/18完工並開放通行。

預計114年6

月完工。

玉長大橋
1、橋梁倒塌，行政院111/11/9核定橋梁重建經費5億2,798萬7千元，
基本設計公路局審查通過。
2、鄰近尚有卓富大橋可供通行，尚無便道需求。

預計114年6

月完工。

崙天大橋

1、橋梁倒塌，行政院111/11/9核定橋梁重建經費2億6,990萬2千元，
基本設計經公路局審查通過。
2、地震後打除倒塌於河道的大梁及橋面版，避免阻礙水流而造成
二次災害，已將倒塌的橋梁打除完成。
3、專供居民通行之溪底便道，於112/1/7開放通行。

預計於113

年8月完工。

長富大橋
一、橋梁受損，無法通行，行政院111年11月16日核定經費4,719萬
7,000元，工程已發包，112年7月7日開工。
二、鄰近尚有東里火車站旁道路可供通行，尚無便道需求。

預計於經費
核定後12個
月內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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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橋施工引發居民對外交通困擾：考量東部發包困難，卓富橋
和長富橋均採頂昇工法，併同一標同時施工。

二、兩橋同時封橋施工，且玉長大橋尚未修復，居民需花費30分鐘
繞行到玉里大橋，影響救護、就學、防災安全及作物運輸等。

三、替代交通道路確有其必要性：依經費處理辦法第16條，復建經
費追加撥補，除特殊情況外，以災害擴大為限；替代道路是因
應災害造成的交通中斷提供緊急通道，以便居民正常通行和生
活，施作確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

四、替代道路規模及工程經費：

• 參考公路總局建議，寬度由8m縮減為7m，經費1,682萬元。

• 經費來源由原玉長大橋修復工程（C2-002）之交通改善維持作
業300萬元，調整為1,682萬元，調整後玉長、卓富及長富大橋
復建工程總經費額度尚可在行政院核定經費範圍，可利三座大
橋施工期間施設便橋(道)。

五、請縣府妥適運用發包策略，維護居民通行權益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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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公共造產或經營具經濟價值事業

⚫ 111年0918地震花蓮縣玉里鎮及富里鄉殯葬設施損
害之處理方式： 

➢ 屬公共造產或經營具經濟價值事業，其所需災害
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建等經費，原則自行籌措支
應。

➢  行政院納入「殯葬設施量能提升計畫(111-114)」，
專案補助花蓮縣玉里鎮及富里鄉轄內殯葬設施復
原重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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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80



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01

工程位置

TWD97:(X=210112，
Y=2600052)

嘉119 

嘉119-1 

⚫工區位於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範圍內，為當地住戶及農產運輸交
通要道並是通往香火鼎盛凌雲巖寺廟必經路段，也是通往阿里
山鄉及番路鄉替代道路之一，假日香客及遊客車流量大。 

新設明隧道，
L=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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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新設明隧道，
L=75M

工區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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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山壁陡峭岩層破碎節理發達，常發生砸到行進中車輛事故，遇雨落石

不斷常需緊急搶修通清除道路中阻礙交通之落石，是極端危險路段，

嚴重危及災害搶修人員之生命安全。

⚫上邊坡為破碎岩坡，坡高約80公尺之6級坡，坡面岩層裸露明顯；部份

岩面有天然植被，本路段主要破壞模式為邊坡落石，邊坡幾何型態:坡

度大於70度，落石運動模式主要為自由落體。

◼ 災損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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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1120518豪雨災害
1120608遇雨落石

1120608豪雨災害

豪雨落石之緊急清除 落石擊毀路面護欄1120624砸車災害



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破壞模式與致災原因分析與檢討

山壁陡峭岩層破碎節理發達落石不斷

⚫上邊坡山壁陡峭岩層破碎節理發達，坡面岩層破碎裸露明顯，部份岩

面有天然植被。

⚫土壤或岩塊向下坡近垂直傾斜或倒斜狀態，導致重心離開岩塊趾部後，

向外翻倒的墜落移動。

⚫坡高約80公尺之6級坡，邊坡幾何型態:坡度大於70度；主要破壞模式

為邊坡落石，落石運動模式為自由落體。



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審查機關意見

1.邊坡面高聳陡峭.岩層破碎且節理發達,具極不穩定崩
塌落石之高潛勢災害。

2.道路腹地較窄，建議採樑版式鋼構明隧道，除能增加
路面寬度外，鋼構自重輕可配置較傾斜頂版，減輕明
隧道頂部落石堆積之荷重，或因地制宜搭配其他公法。

3.箱涵口集水井堆積沖刷至路面之大量土石，係既有防
砂壩沒有設計溢洪口及翼牆，致土石不及宣洩時，受
重力及道路縱向坡度影響溢流。

4.除既有防砂壩切割出溢洪口導流外,集水井上游因坡
度陡峭且土石不穩，建議增設一座防砂壩，控制土砂
沖刷至路面，消除致災原因維護道路交通安全。



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審查機關意見

112年7月17日審議會議後補充說明:

1.整體坡面植被尚好，只是植被下均為破碎塊狀岩體，
如採山坡全面噴混凝土漿方式，會破壞既有生態環境，
不建議採用。

2.施作防落石網部分，邊坡陡峭除工程構造物腹地不足，
坍塌或落石積滿防落石網之後,後續須於70度以上陡峭
山腰清除土石，無施工便道且技術困難，亦無維護管
理經費。

3. 露頭顯示屬破碎砂頁岩塊承載力尚佳，為求謹慎仍需
辦理地質鑽探及打設基樁。



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反映物價調整：依近2年物價指數漲幅，調整明
隧道單價69*1.12=77.3萬/m。

 因地制宜：考量本工程偏遠山區農路，材料及施
工機具之限制，同意縣府酌增單價為80萬/m。

年度 工程名稱 單價

110年7月及8月豪雨 C1-009-縣道159甲線
41k+200道路災修工程

62萬/M

111年9月軒蘭諾颱風 C1-008-竹崎鄉縣道159甲
線41k+500道路災修工程

69萬/M

4.核列明隧道單價：

參考類案



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核列工項與經費

構造物 單位 單價 數量 複價 備註

明隧道
m 800 80 64,000

含重型支撐、施工架及
安全維護措施等

封牆 m 160 4 640 H=8m，L=2m*2

橫向排水溝 m 10 10 100 明隧道前後路面

防砂壩 m 120 10 1,200 頂高5m、頂寬2m

打微型樁 支 8 800 6,400
長10m*80支=800m(視地
質鑽探結果資料調整)

鑽探試驗 m 5 90 450 30m*3孔=90m

審議核列經費:72,790（千元）



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01

◼ 地質鑽探調查

A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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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A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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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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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 設計工法

棧橋式懸臂版

基樁

縱樑

棧橋式懸臂版

懸臂棧橋式

減少開挖

可用部分
加寬



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 平面配置

0K+000~0K+075
新設明隧道75M

0K+000
新設截水溝

0K+075
新設截水溝

上邊坡岩方開挖
坡面掛網噴漿處理，

A=1500m2

場鑄基樁@3m，
D=1000mm

L=8M，共25支

Hbeam-
488*300mm@150cm
每支L=7.6M，共50支



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 明隧道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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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預算經費
（元）

預定完工
日期 各月預定工作項目

是否達
成目標 規劃方向與理念

辦理情形及
待協調事項

年月 是 否

總經費：
72,790,000
經費來源：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
決標金額：未發包

113
年    

114
年

1月 基本設計完成配置 √ 經現場實測道路平
均可利用寬度為5
公尺，僅有一瓶頸
段長約8公尺路段
之寬度約4.5公尺。
考量道路狹小，故
採用樑版式明隧道，
減少開挖，及加寬
道路；並搭配基樁
將道路地質負荷傳
達至地層岩盤支撐，
達成明隧道穩固。

基本設計審
查中

2月 基本設計(第一次修正) √

3月
基本設計(第二次修正)，並送基本設計至水保
署審核

√

規劃廠商 4月 依據審核意見辦理修正設計預算書圖

謙和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5月 第一次公告上網招標作業

6月 發包完成作業相關程序

7月 工程開工作業相關程序

8月
9月

土方開挖、整地、掛網噴漿護坡施作

10月
11月
12月

掛網噴漿護坡施作、場鑄基樁工程、棧橋式
懸臂版施作

1月
2月
3月

牆柱施作、梁及頂板施作

4月
5月

梁及頂板施作、RC護欄施作、瀝青混凝土路
面施作

6月 工程完工



112年5月豪雨H3類-文峰農路往凌雲巖段災修工程

113.03.26工程會現勘訪查會議意見

➢本案已辦理明隧道工程，上邊坡施設噴凝土部分
請縣府評估是否減作，改以針對下邊坡部分予以
補強。

➢明隧道寬度尺寸為利其兩側道路順接，請縣府重
新評估設計寬度。

➢縣府說明，本案施工期間擬採封路管制，請做好
改道相關措施。

➢請公所委託之顧問團隊參考委員意見修正後，再
請農業部農村水保署協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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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加速地方災後復建工程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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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2年7月杜蘇芮與8月卡努颱

97

112年7月杜蘇芮與8月卡努颱風以及伴隨季風
環流接連帶來劇烈降雨，尤其對中南部山區
造成重大衝擊與影響。

杜蘇芮颱風累積雨量 卡努颱風累積雨量
7.28杜蘇芮颱風
復建提醒函

8.7卡努颱風
復建提醒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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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安排現勘，掌握災損情形

98

卡努颱風致災後次日(8月
7日)，本會即邀集相關中
央部會前往現勘掌握災
損情形。

埔里鎮投78線2K+992守城橋場勘實況

大湳里
P2 P3 A2

局部沖刷下陷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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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成立

一.依據行政院8月10日院會第3866次裁示－

二.行政院將成立杜蘇芮與卡努颱風災後復原
重建推動專案小組，請工程會統籌辦理，對
於各級政府復原重建所需各項經費部分，請
各部會協調地方政府預估需用經費，先以移
緩濟急支應，後續再由本院主計總處結算對
地方政府災害準備金時予以扣除歸墊。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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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2年小犬颱風

➢ 112年10月4日小犬颱風
重創蘭嶼鄉

➢ 環島公路電桿倒塌、逾
上千戶停電、多處房屋
受損或倒塌

➢ 開元港口沈船阻塞航道

◼ 小犬颱風後，中央相關部會均
積極投入協助蘭嶼復原重建與
災損救助，工程會即啟動列管

◼ 工程會復於12月5、6日召開
跨部會協調會議及赴蘭嶼實地
勘查，協調相關單位主動解決
當地復原重建的困難，協助居
民儘早恢復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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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復原 : 全面恢復供電  核定災後復建經費

➢ 電力已全面恢復供電

➢ 路燈修復施工中

。

112.11.23

完成路燈
緊急採購

12.31

完成部落
路燈修復

113.04.10

完成環島公路
路燈修復

公所廠商專業人力不足

路燈全倒50支
損毀超過100盞

蘭嶼全島
電纜地下化專案

➢強化抗災能力

已協調台電進場協助

➢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

工程類別 核定件數
核定金額

(億元)

公路系統 10 0.39

學校工程 5 0.83

建築工程 5 0.05

觀光工程 14 0.38

合計 34 1.65

➢全島風災垃圾4,000噸，集中暫置紅頭村。
分類打包減量(3個月內)
不可燃廢棄物 (衛生掩埋處理)  可燃廢棄物(清運回台焚化)

環境部協助加速清運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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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損救助 : 完成各類賑災補助作業

➢房屋修繕補助650戶

➢傳統家屋修復及重建91戶

蘭嶼鄉傳統家屋修復/重建及永續發展補助計畫

112.12.15

提報
執行計畫

12.20

完成民眾
受理申請

113.01.01

核定補助
修繕戶

➢安遷賑災
蘭嶼鄉公所提報549戶

賑災基金會提供慰助金800萬元

資格符合並發放：129戶 
(2萬元/人,每戶5人為限)

審核中：420戶(112.12.22前完成審核)

從優、從寬、從速方式辦理

➢清理家園人力

• 112年  勞動部推介    
56人、實際上工43人

• 113年 原民會提報   
清理家園專案計畫

順利銜接人力需求

➢船隻受損救助計畫
112年小犬颱風
臺東縣蘭嶼鄉
原住民受損船隻
專案救助計畫

拼板舟  25艘
無籍小船130艘
有籍遊艇及小船  14艘

原民會提報計畫報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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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蘭嶼地區船隻救助

無籍船隻有籍船隻

拼板舟(25艘)

其他類型
(112艘)

漁船

遊艇(3艘)、
小船(7艘)

噸位 金額

小於5噸 1萬

5噸以上未滿10噸 2萬

10噸以上未滿20噸 5萬

20噸以上未滿50噸 10萬

50噸以上 15萬

遭難漁船筏救助要點(農委會漁業署)：

二、半毀者半數支給

一、全毀救助金額：

新建船隻類型 金額

1人船 20萬

2人船 30萬

10船 100萬

112年小犬颱風臺東縣蘭嶼鄉原住民無籍
船隻專案救助計畫(原民會)：

救濟額度引述農委會漁業署「遭難
漁船筏救助要點」

本會意見:

一、計畫未依行政院指示納入原住民有籍之遊艇及小船
二、計畫未敘明拼板舟救濟額度高於有籍漁船之合理性
三、未區分有籍無籍船隻之補助額度差別

救助額度：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4104

蘭嶼地區小犬颱風復原情形   113.05

災後搶修、災後復原及災損救助辦理情形

項目 辦理情形 預計期程 經費

公共設施復建工程
35件全數完成設計，113
年5月底前陸續發包

學校類：12.15前完工
其他類：09.30前完工

1億7,400萬元

部落及環島公路照
明

05.20修復完成
環島公路照明限制性採購
(150萬)：05.20前完工

900萬元
(含擴充150萬元)

電纜地下化工程
管路工程：施工中
電氣工程：6.30前完成
設計

管路工程：113年底前完工
電氣工程：114年底前完工

9億9,200萬元

廢棄物清理
至4.9止清理進度約20%，
現地賸餘垃圾約1,200噸

06.30前完成 3,270萬元

船隻受損救助 經費已撥鄉公所發放 04.09完成 1,400萬元

傳統家屋修復
受損傳統屋總計134件，
54件待文化資產判定

04.30前完成文化資產判定
11.30前完成傳統家屋補助

1億500萬元

安遷救助 經費已撥鄉公所發放 02.01完成 1,134萬元

總計 13億3,80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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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0403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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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震災復原重建組織架構01

現場勘查

副知核定
審議結果

行政院

工程會
(內政、經濟、交通、
農業、教育、環境、

原民、文化等)

0403地震專案小組
內政、經濟、交通、農業、教育、環境、文化、衛福、勞動、財政、原民會、金管會、

工程會、通傳會等

0403震災復原重建方案

中央公共設施
搶修復原重建

補助地方公共設施搶修及復建 危老重建輔導團及
花蓮重建辦公室

(定期召開會議)

內政部、經濟部

交通部、農業部

財政部、教育部

文化部、通傳會

衛福部、環境部   

內政部、交通部

經濟部、農業部

文化部、衛福部

財政部、教育部

勞動部、原民會

金管會、賑災基金會

主計總處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通知核定
審議結果

內政部主導進駐

實地瞭解民眾需求
提供全方位協助

提報經費
支用情形

撥補經費

民間補貼、振興
減免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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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震災復原重建工作與經費02

*含地方政府對影響公共安全之民宅強制拆除費用

項目 類別
金額

(億元)

小計
(億元)

總經費
(億元)

1 公共設施
1.1 中央部會 134.7

185.2

293.5

1.2 地方政府* 50.5

2 民房災損

2.1 慰助經費 4.7

57.92.2 安置方案 11.2

2.3 重建計畫 42.0

3 產業振興
融資紓困、減免、
觀光振興

40.9 40.9

4
急難救助及福

利事項
保險補助及就業協
助等方案

9.5 9.5

更新日期:11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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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震災復原重建工作與經費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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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搶修及重建工作

中央部會經費134.7億元

交通部
(公路、鐵路、商港之搶修
復建及觀光景點設施修復)

通傳會
(基地台、機房與光纜修復)

經濟部
(供水、供電及供油設備管線

及設施修復與補強結構)

財政部
(辦公廳舍及設備修復)

內政部
(國家公園、辦公廳舍拆除修
復或耐震補強及國土重測等)

教育部
(受災之學校館所之復建等)

農業部
(農糧、漁業、林業、水保

及農民團體設施修繕)

文化部
(震災受損之文化資產修復)

衛福部
(辦公大樓及設備搶修及修繕)

環境部
(廚餘場路線維修環境清理

及消毒作業)

02

經費43.36億元

經費39.65億元

經費22.9億元

經費9.9億元

經費6.45億元

經費5.73億元

經費3.4億元

經費1.65億元

經費1.53億元

經費0.0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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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搶修及重建工作

太魯閣國家公園復原重建經費30億228萬元

02

110

太魯閣國家公園受損嚴重
◆第一階段-緊急搶修：2億425萬元

  113年移緩濟急 6,655萬元

  113年第二預備金1億3,770萬元

◆第二階段-設施防護安全與科技防
災強化： 4億7,692萬元

◆第三階段-提升遊憩安全及品質相
關措施： 23億2,111萬元

◆公建計畫增編：

     114年 2億5千萬元

     115年至118年25億4,80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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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搶修及重建工作

公路(台8線及台9線)搶修及復原重建16.18億元

02

◆台9線已於4月6日搶通

◆ 158.6k下清水橋搶修復建方案：

⚫ 優化鋼便橋供大型車通行，預計113

年5月底完成

⚫ 橋梁興建預計113年12月底完成

◆和平溪橋等5處預計113年12月底前完成

◆台8線(東段) 已於4月6日搶通

◆台8線(西段) 已於4月7日搶通

◆台8臨37線(中橫便道)11處護坡

工程，預計113年12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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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搶修及重建工作02

東華大學實驗室火災

教育部轄管受災學校館所復原重建22.9億元
◆全國共有1,080所學校(館所)受災

◆其中國立東華大學復原重建經費匡列17.6億元

◆花蓮女中等48所校舍復原重建經費匡列3.12億元

◆教育部持續協助調度安置與規劃修繕整建計畫，並透過災損復原

重建經費挹注協助學校重建工作，確保與維護師生權益

花蓮女中受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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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搶修及重建工作02

花蓮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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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5月25日前15棟全部拆除完成，拆除及
廢棄物處理費需求初估6.8億元。

公共設施搶修及重建工作02

中央主動確認15棟建物拆除6.8億可使用災準金

民間建築物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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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搶修及重建工作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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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通報危險

建築物總件數
已派案
評估件數

張貼紅色危
險標誌件數

張貼黃色危
險標誌件數

不需張貼危
險標誌件數

已拆除
件數

花蓮縣 878 860 85 83 692 11

臺北市 302 302 2 21 279 0

新北市 888 888 11 20 857 0

基隆市 81 81 0 2 79 0

桃園市 729 729 7 62 660 2

苗栗縣 13 13 0 0 13 0

南投縣 19 19 0 1 18 0

總計 2,910 2,892 105 189 2,59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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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搶修及重建工作02

17.41億

2.08億

縣市政府 提報件數 提報金額(億元)

花蓮縣 147 17.41

雲林縣 24 2.08

總計 171 19.49

花
蓮
縣

工程類別 件數 金額(億元)

水利 9 0.77

觀光 2 0.19

公路 30 5.01

村里聯絡道路 11 0.79

建築 35 2.08

下水道 5 0.34

水土保持 5 0.53

農地重劃區農水路 1 0.08

其他農路工程 13 0.63

漁港 2 0.18

學校 12 0.34

原住民族部落
聯絡道及環境

18 5.78

文化資產 4 0.69

總計 147 17.41

補助地方公共設施搶修及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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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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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項目包含:

1.水面下異形塊移除
2.地坪裂縫填補
3.新增不鏽鋼爬梯45處
4.新增碼頭防撞輪胎增加第3層
5.新增賞鯨船遊客上下樓梯3座

二、有關漁會反映漁港範圍需辦理疏濬一案，非屬災後復
建補助範圍，漁業署表示將以多元漁業計畫補助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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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搶修及重建工作02

摘自yahoo新聞 圖／中國時報黃世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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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搶修及重建工作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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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9線、台8線災後復建02

0403花蓮地震災點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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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9線蘇花公路02

下清水橋

坡高>600M
158.6k毀損情形

1130403

158.6k第一階段通車

113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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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9線蘇花公路02
158.6k中期提升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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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防災研究中心提
供

原橋位復建

下清水橋平面復位

台9線蘇花公路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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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落石網佈設位置
1.確認落石源
2.落石滾動彈跳分析
3.分析後設置防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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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簾幕式防落石網，立柱高度5m、面寬30m、垂暮
網長50m，可有效攔截落石引導落石至橋下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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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8線中橫東段復建工法-以明隧道為主03
預計115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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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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