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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一) 依據 

各級政府為國家運作的基礎，各機關廳舍為民眾日常生活與洽辦各項事務

的服務據點，在重大災害發生後，亦是兼負指揮應變、救災救護、安置收容之

任務。然而，臺灣因位處全球地震活動最為激烈頻繁的環太平洋地震帶，隨時

受到地震災害的威脅。88年臺灣發生芮氏規模 7.3之集集大地震，造成許多建

築物嚴重損壞，甚至倒塌，顯示既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不足。 

依據震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第 2 編災害預防、第 1 章減災、第 5 節建築及

設施之確保所載：「一、各級政府及設施管理權人對於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學校、醫療、警察、消防單位等緊急應變之重要設施，及製造、儲存、處理公

共危險物品之場所，應強化其耐震(含抗土壤液化)能力，並確保其使用機能。

二、內政部應積極推動既有建築物之耐震評估及補強對策，對公有建築物提出

施行方案，確實進行管考；……。三、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科

技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積極推動既有建築物

及公共設施之耐震評估或補強等措施；對消防救災據點、避難場所及學校校舍

等建築物應優先實施。……」。行政院即於 89 年核定內政部彙報之「建築物實

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推動重要公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工作。 

105 年 2 月 6 日高雄美濃地震造成臺南及高雄地區多處建築物毀損與人命

傷亡，但已完成耐震補強之校舍及公所幾乎未發生結構性損壞。行政院於同年

2 月 25 日第 3488 次會議指示，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應儘速辦理所轄老舊公有

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作，並於 106 年「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城鄉

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納入「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以特別預算及擴大

公務預算編列方式，挹注各機關執行相關工作，以期打造安全公有建築，創造

優質服務品質。 

(二) 未來環境預測 

近年來世界各地大規模地震活動日益頻繁，如 97年中國汶川發生規模 8.2

大地震，99 年智利發生規模 8.8 強烈地震、100 年日本宮城縣外海發生規模

9.0 強烈地震及 104 年尼泊爾發生規模 7.8 與 7.3 之強烈地震，累計世界各國

已陸續發生相當多起芮氏規模 7.0 以上之強烈地震，並造成數十萬人傷亡及難

以估計的經濟損失。 

臺灣亦位於板塊交界處，活動斷層遍布全島與四周，因而地震頻仍。根據

內政部統計資料，88 年所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導致 2,418 人死亡、35 人失

蹤、11,569人重傷，全國共計 51,722戶全倒、53,831戶半倒。另外 99年 3月

4 日高雄甲仙發生芮氏規模 6.4 大地震、102 年 3月 27 日南投縣仁愛鄉發生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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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規模 6.2 地震、102 年 6 月 2 日又發生芮氏規模 6.3 地震及 105 年 2 月 6 日

高雄市美濃區發生芮氏規模 6.6 地震，均造成局部災情。因為地震無法事先預

測，因此，確保公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乃政府對於地震災害之整備與應變所

需正視並持續推動之重要工作。 

(三) 問題評析 

1.強烈地震威脅公有建築物結構安全 

我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定自 63 年於建築技術規則明定後，歷經多次修

正，其中 86年另訂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後始有重大變革，另於 88年

921 地震後修正台灣地區震區劃分，94 年將震區改成微分區及應考量近斷層

效應等，致約有 4 成老舊公有建築物未能符合最新耐震設計標準，應儘速補

強或重建。 

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工作推動多年，於 99 年 3 月 4 日高雄

甲仙發生芮氏規模 6.4 之地震，深度為 22.6 公里，最大震度達 6 級，以當

時同樣距離震央約 30 公里之二所學校為例，已完成校舍耐震補強之玉井工

商校舍幾無任何損壞，然而玉井國中因未能及早完成耐震補強造成 3 棟校舍

嚴重受損，最終拆除重建。102年 3月 27日、6月 2日及 10月 31日中部及

東部發生芮氏規模 6 以上之地震，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勘查結果顯示，

已完成耐震補強之校舍未出現結構性損壞；另在 105年 2月 6日高雄美濃發

生之芮氏規模 6.6 地震，已補強竣工之 58 棟校舍，均無結構性損壞；有耐

震安全疑慮且尚未補強之 85棟校舍中，則有 18棟造成結構性損壞。此外，

臺南市山上區公所因地震受損而無法作為災害應變中心，而震前經耐震補強

之歸仁區公所，震後結構無損可照常辦公。由此可知，倘建築物經補強後提

升其耐震能力，於地震來臨時，將可發揮功用，使建築物不致受到嚴重損壞

或倒塌，生命財產安全及建築物機能獲得保障。 

由於強烈地震之來臨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及瞬發性，是公有建築物耐震評

估、補強或重建工程實應積極趕辦並爭取作業時效。 

2.公有建築物耐震補強與拆除重建經費需求龐大需另籌財源辦理 

依據「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規定，所需評估、補強或

重建經費由各機關自行逐年編列預算支應，除教育部自 98 年起陸續向行政

院爭取預算，持續協助地方政府之國中小及高中職校舍耐震改善，其中 105

年報院核定之「公立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106-108

年）」預計辦理 1,702 棟補強及 246 棟重建工程，加速於三年內完成老舊校

舍改善外，其餘機關則尚有 1,000 餘公有建築物待詳細評估（預估後續需補

強約 700件），已完成詳細評估而待補強或拆除重建者亦有 1,200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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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公有建築物補強及拆除重建之經費，若僅由年度公務預算、行政院

一般性補助款及地方政府自籌款逐年編列經費執行，不僅財源不足，更由於

各地方政府財力等級不一且獲分配之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額度差距甚大，勢

必將使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之改善期程拉長(特別是財力等級較差之縣市)，

故為加速提升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須另籌財源辦理。  

二. 計畫目標 

(一) 目標說明 

1. 加速推動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提升工作，預計完成約 930 棟公有危險建

築補強或重建，落實震災預防整備。 

2. 經補強或重建後之公有建築物，可擴充為地方長照關懷、托幼、數位學

習及集會據點，提供多元服務功能。 

(二) 達成目標之限制 

1. 依照目前政府預算編列情形，尚無法全面完成公有建築物耐震補強或拆

除重建，必須持續擴大編列預算，分年分階段，依耐震能力之急迫性訂

定其優先處理順序，以確保生命財產安全及建築物機能正常。 

2.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改善，需考量其規

劃、協調能力、執行意願及其配合款編列與預算完成審議之時程。 

3. 採重建辦理者，其規劃、設計、審議及施工等程序繁瑣冗長。為確保計

畫執行成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現有編制，仍須增置人力，以辦

理計畫之審查、管制考核、督導及協調行政作業等相關事宜。 

(三) 預期績效指標、衡量基準及目標值 

    本計畫預計辦理 744 棟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900 棟公有建築

物耐震補強（含增、改、修建）及 31 棟公有建築物拆除重建工程。本計畫

績效指標詳如表 2-1~表 2-3，並得配合實際需要。進行滾動檢討調整因應。 

表 2-1  總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單位：棟) 

績效指標 

評估基準 

第一期 
106.9.1-

107.12.31 

第二期 
108.1.1-

108.12.31 

第三期 
109.1.1-

110.8.31 
合 計 

(1)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233 495 16 744 

(2)公有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含
增、改、修建） 

322 151 428 900 

(3)建築物拆除重建工程 8 8 15 31 

  備註：上述績效指標以「發包數」做為績效衡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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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106.9.1-110.8.31年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辦所轄公有建築物 

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單位：棟) 

機關名稱 績效指標 
第一期 
106.9.1-

107.12.31 

第二期 
108.1.1-

108.12.31 

第三期 
109.1.1-

110.8.31 
合計 

一、行政院主管 
詳細評估 11 1 1 13 

耐震補強 8 2 0 10 

行政院 
詳細評估 5 0 0 5 

耐震補強 5 0 0 5 

主計總處 
詳細評估 4 0 0 4 

耐震補強 2 1 0 3 

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國家發展委員會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0 1 0 1 

公平交易委員會 
(大樓尚有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國發會,人事總處及陸

委會.106 年公平交易委員

會為召集人機關,故代表填

寫,107-108年人事總處為

召集人機關) 

詳細評估 1 1 1 3 

耐震補強 0 0 0 0 

二、內政部主管 
詳細評估 4 13 2 19 

耐震補強 22 7 1 30 

內政部 
詳細評估 3 0 0 3 

耐震補強 0 3 0 3 

營建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4 0 0 4 

警政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6 3 0 19 

中央警察大學 
詳細評估 0 3 2 5 

耐震補強 0 0 0 0 

移民署 
詳細評估 1 10 0 11 

耐震補強 1 1 1 3 

三、國防部主管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5 0 0 5 

國防部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5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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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績效指標 
第一期 
106.9.1-

107.12.31 

第二期 
108.1.1-

108.12.31 

第三期 
109.1.1-

110.8.31 
合計 

四、財政部主管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11 6 1 18 

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1 0 0 1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2 1 1 4 

關務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7 4 0 11 

國有財產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1 0 2 

五、法務部主管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66 25 0 91 

矯正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47 22 0 69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

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1 0 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2 0 0 2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

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

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2 0 2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

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

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調查局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4 0 0 14 

六、經濟部主管 
詳細評估 6 1 0 7 

耐震補強 3 3 2 8 

經濟部 
詳細評估 2 0 0 2 

耐震補強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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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績效指標 
第一期 
106.9.1-

107.12.31 

第二期 
108.1.1-

108.12.31 

第三期 
109.1.1-

110.8.31 
合計 

水利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4 1 0 5 

耐震補強 1 3 2 6 

中小企業處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七、交通部主管 
詳細評估 3 0 0 3 

耐震補強 51 3 0 54 

交通部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3 0 0 13 

中央氣象局 
詳細評估 3 0 0 3 

耐震補強 2 3 0 5 

公路總局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36 0 0 36 

八、勞動部主管 
詳細評估 3 12 0 15 

耐震補強 0 0 0 0 

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3 12 0 15 

耐震補強 0 0 0 0 

九、農委會主管 
詳細評估 2 0 0 2 

耐震補強 5 4 0 9 

林務局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水產試驗所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3 0 0 3 

家畜衛生試驗所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0 1 0 1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0 1 0 1 

農業金融局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1 0 1 

農糧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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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績效指標 
第一期 
106.9.1-

107.12.31 

第二期 
108.1.1-

108.12.31 

第三期 
109.1.1-

110.8.31 
合計 

十、衛福部主管 
詳細評估 2 0 0 2 

耐震補強 3 0 0 3 

衛生福利部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0 

疾病管制署 
詳細評估 2 0 0 0 

耐震補強 2 0 0 0 

十一、環保署主管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0 0 0 0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0 1 0 0 

十二、文化部主管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1 0 2 

國立臺灣美術館及所

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1 0 2 

十三、海巡署主管 
詳細評估 0 453 0 453 

耐震補強 2 0 299 301 

海洋巡防總局 
詳細評估 0 7 0 7 

耐震補強 2 0 5 7 

海岸巡防總局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446 0 446 

耐震補強 0 0 294 294 

十四、退輔會主管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退輔會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合計 
詳細評估 33 480 3 516 

耐震補強 177 51 303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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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6.9.1-110.8.31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直轄市、縣（市）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案件之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機關名稱 績效指標 
第一期 
106.9.1-

107.12.31 

第二期 
108.1.1-

108.12.31 

第三期 
109.1.1- 

110.8.31 
合計 

內政部警政署 

詳細評估 13 13 7 33 

耐震補強 55 23 39 117 

拆除重建 1 3 3 7 

內政部消防署 

詳細評估 2 0 0 2 

耐震補強 34 24 15 73 

拆除重建 3 1 2 6 

內政部(民政司) 

詳細評估 59 0 0 59 

耐震補強 0 13 29 42 

拆除重建 1 2 10 13 

經濟部 

詳細評估 120 2 6 128 

耐震補強 37 32 29 98 

拆除重建 0 1 0 1 

衛生福利部 

詳細評估 6 0 0 6 

耐震補強 19 8 13 40 

拆除重建 3 1 0 4 

總計 

詳細評估 200 15 13 228 

耐震補強 145 100 125 370 

拆除重建 8 8 1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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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 

各級政府執行所轄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或拆除重建工程 

（1）依據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及行政院第 3488 次會議決

議，中央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加速執行所轄 8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設計建造之公有建築物：地震發生後必須繼續維持機能之重要

公有建築物【1.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之

辦公廳舍。2.消防及警務機關執行公務之建築物。3.供震災避難使用

之國中、小學之校舍。4.教學醫院及各級醫院。5.發電廠、自來水廠

與緊急供電、供水直接有關之廠房與建築物。6.提供煉製、輸送、儲

存多量具有毒性或爆炸性等危險物品之建築物。7.其他經中央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建築物。】，及公眾使用之公有建築物【1.教育文

化類：(1)公立專設幼稚園；各級學校之校舍。(2)集會堂、活動中

心；圖書館、資料館；博物館、美術館、展覽館；寺廟、教堂；體育

館。2.衛生及社會福利類：各級政府衛生機關及其附屬機關；長期照

顧機構、安養機構、教養場所；監獄；殯儀館。3.遊覽交通類：車

站、航運站。4.其他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建築物。】之

耐震能力評估（初評、詳評）、補強（含增、改、修建）或拆除重建工

作。 

（2）因 0206 地震造成多處市場受損，考量市場於日間將聚集大量人潮，

為避免發生重大傷亡，公有零售市場亦納入應辦理耐震評估、補強

（含增、改、修建）或拆除重建之適用範圍。 

(二) 執行步驟與分工 

1. 推動主體及實際執行單位 

       參考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規定： 

(1) 內政部負責有關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拆除重建制度推動

及督導。 

(2)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該管各級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

強、拆除重建執行計畫之規劃、執行與督導，但醫院及學校如隸屬其

他部會者，由該部會負責前述工作事項。 

(3) 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轄區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拆

除重建執行計畫之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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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步驟 

屬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適用範圍之公有建築物應登錄

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資訊管理系統，並進行建築物之耐震能力

評估。經初步評估判定為無疑慮者，解除列管；判定為有疑慮及確有疑慮

者，應進行詳細評估或直接進行補強或拆除重建。經詳細評估結果耐震無

疑慮者，解除列管；耐震能力不足者，應辦理補強或拆除。惟耐震能力不

足者，如未來變更使用或無使用需求者，亦可解除列管。 

3. 經費編列 

(1) 中央機關公有建築物部分，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公務預算

並執行。 

(2) 地方機關公有建築物部分，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統籌直轄市、

縣（市）政府目的事業經費需求，編列特別預算並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 

A. 衛生福利部：地方衛生機關廳舍、公立衛福機構、老人文康中

心、社區活動中心建築物。 

B. 經濟部：地方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 

C. 內政部警政署：地方警政機關廳舍。 

D. 內政部消防署：地方消防機關廳舍。 

E. 內政部民政司：直轄市、縣（市）政府行政大樓、鄉（鎮、市、

區）公所行政中心、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建築物。 

(3) 直轄市、縣（市）政府就中央補助款部分，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編列配合款。 

4. 直轄市、縣（市）政府經費補助作業模式 

(1) 本計畫採競爭型補助，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提計畫送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後核定補助經費。 

(2)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9 條規定，就補助項目、補助比率與計畫評比標準及相關程序等訂定

處理原則。 

5. 計畫控管與輔導考核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管控該機關執行進度，並於每月填具執行進

度考核管制表；涉有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者，應依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5 條訂定管考規定，定期召開進度列

管會議，針對遭遇困難或執行進度落後之單位及地方政府，視需要組

成輔導小組，實地督導訪視並協調解決困難。 

http://win.dgbas.gov.tw/dgbas01/95/95hb/94law-4%2525E4%2525BF%2525AE%2525E6%2525AD%2525A37.doc
http://win.dgbas.gov.tw/dgbas01/95/95hb/94law-4%2525E4%2525BF%2525AE%2525E6%2525AD%2525A37.doc
http://win.dgbas.gov.tw/dgbas01/95/95hb/94law-4%2525E4%2525BF%2525AE%2525E6%2525AD%2525A37.doc
http://win.dgbas.gov.tw/dgbas01/95/95hb/94law-4%2525E4%2525BF%2525AE%2525E6%2525AD%2525A37.doc
http://win.dgbas.gov.tw/dgbas01/95/95hb/94law-4%2525E4%2525BF%2525AE%2525E6%2525AD%2525A3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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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有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者，得以專案

人力或委託專業機構協助辦理列管案件之清查、計畫審查、設計審

查、協調、督導、管制考核、技術輔導等行政工作。 

(3) 內政部依據本計畫及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持續輔導協

商及管考各機關辦理情形，並得以專案人力為之。 

 

四. 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 計畫期程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106年 9月 1日至 110年 8月 31日止，共計 4年，

分年分期完成公有危險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含增、改、修建）、拆除重

建工作。 

(二) 所需資源說明 

1. 人力資源 

內政部（營建署）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有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者，相關行政工作所需人力，得由現有編制人員或專案以約聘

僱人員、定期契約臨時人員或約用人員充任，必要時得委託專案機構辦

理。 

2. 經費資源 

執行本計畫所需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初評及詳評）、補強（含

增、改、修建）、拆除重建作業之評估費、設計監造費、工程費、專案人力

雇用費及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等，概估經費總計約 135.72億元。 

(三)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1. 經費來源 

計畫預算總經費為 135.72 億元，其中包含中央自辦部分計 60.38 億

元，由公務預算支應；中央補助地方辦理部分計 66.09 億元，由特別預算

支應，地方政府自籌款約 9.25億元。 

2. 計算基準 

     詳如第七章財務計畫。 

3. 分年經費需求 

本計畫分年所需經費詳列於表 5-1；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年度公

務預算及特別預算分配如表 5-2及表 5-3，並得配合實際需要，進行滾動檢

討調整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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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表 5-1  106.9.1-110.8.31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含增、改、修

建）、拆除重建經費需求表 

計畫項目 經費來源 

概估經費(千元) 

第一期 
106.9-107.12 

第二期 
108.1-108.12 

第三期 
109.1-110.8 

合計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所轄

公有建築

物 

公務預算

（A） 
94,307 1,385,235 856,952 2,214,680 0 

6,038,000 

(含未分配款

1,486,826) 

直轄市、

縣（市）

政府所轄

公有建築

物 

特別預算

（B） 
190,000 1,471,000 1,910,000 3,038,000 0 6,609,000 

地方預算

（C） 
(概估自籌款) 

27,000 206,000 267,000 425,000 0 925,000 

小計（D）=

（B）+（C） 
217,000 1,677,000 2,177,000 3,463,000 0 7,534,000 

合計（A）+（D） 

311,307 3,062,235 3,033,952 5,677,680 0 

13,572,000 

3,373,542 3,033,952 5,677,680 

 

表 5-2 106.9.1-110.8.31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辦所轄公有建築物 

公務預算分配概估表※ 

機關名稱 
第一期 

106.9-107.12 
第二期 

108.1-108.12 
第三期 
109.1-110.8 合計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一、行政院主管 3,500 28,281 37,633 7,595 0 77,009 

行政院 3,500 1,500 16,000 5,100 0 26,100 

主計總處 0 17,165 19,090 0 0 36,255 

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0 9,000 0 0 0 9,000 

國家發展委員會 0 608 2,219 0 0 2,827 

公平交易委員會 0 8 324 2,495 0 2,827 

二、內政部主管 3,827 258,967 208,422 15,960 0 487,176 

內政部 16 1,248 9,610 0 0 10,874 

營建署及所屬◎ 3,811 7,890 0 0 0 11,701 

警政署及所屬 0 208,714 94,652 0 0 303,366 

中央警察大學 0 4,800 21,000 15,960 0 41,760 

移民署 0 36,315 83,160 0 0 11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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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第一期 

106.9-107.12 
第二期 

108.1-108.12 
第三期 
109.1-110.8 合計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三、國防部主管 0 108,280 0 0 0 108,280 

國防部所屬 0 108,280 0 0 0 108,280 

四、財政部主管 280 82,187 14,897 4,990 0 102,354 

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280 3,500 0 0 0 3,780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 0 21,554 648 4,990 0 27,192 

關務署及所屬 0 56,944 9,644 0 0 66,588 

國有財產署及所屬 0 189 4,605 0 0 4,794 

五、法務部主管 0 478,794 176,566 0 0 655,360 

矯正署及所屬 0 350,000 133,000 0 0 483,000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  34,326 0 0 34,32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 14,000 0 0 0 14,000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0 5,929 0 0 0 5,929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  9,240 0 0 9,24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0 3,490 0 0 0 3,49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 0 7,375 0 0 0 7,375 

調查局 0 98,000 0 0 0 98,000 

六、經濟部主管 300 49,288 26,220 14,000 0 89,808 

經濟部 300 10,140 0 0 0 10,440 

水利署及所屬 0 27,880 26,220 14,000 0 68,100 

中小企業處 0 11,268 0 0 0 11,268 

七、交通部主管 85,000 201,000 40,929 40,929 0 367,858 

交通部 24,000 57,000 5,000 5,000 0 91,000 

中央氣象局 1,250 12,000 5,804 5,804 0 24,858 

公路總局及所屬 59,750 132,000 30,125 30,125 0 252,000 

八、勞動部主管 0 2,883 4,620 18,480 0 25,983 

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 0 2,883 4,620 18,480 0 25,983 

九、農委會主管 0 42,865 32,216 0 0 75,081 

林務局 0 20,000 0 0 0 20,000 

水產試驗所 0 13,350 0 0 0 13,350 

家畜衛生試驗所 0 324 2,495 0 0 2,819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0 8,591 0 0 0 8,591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0 600 4,620 0 0 5,220 

農業金融局 0 0 8,097 0 0 8,097 

農糧署及所屬 0 0 17,004 0 0 17,004 

十、衛福部主管 1,400 38,422 0 0 0 39,822 

衛生福利部 0 5,900 0 0 0 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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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機關名稱 
第一期 

106.9-107.12 
第二期 

108.1-108.12 
第三期 
109.1-110.8 合計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疾病管制署 1,400 32,522 0 0 0 33,922 

十一、環保署主管 0 324 2,495 0 0 2,819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0 324 2,495 0 0 2,819 

十二、文化部主管 0 23,036 40,870 0 0 63,906 

國立臺灣美術館及所屬 0 23,036 40,870 0 0 63,906 

十三、海巡署主管 0 53,414 272,084 2,112,726 0 2,438,224 

海洋巡防總局 0 50,214 4,316 50,912 0 105,442 

海岸巡防總局及所屬 0 3,200 267,768 2,061,814 0 2,332,782 

十四、退輔會主管 0 17,494 0 0 0 17,494 

退輔會 0 17,494 0 0 0 17,494 

小計 94,307 1,385,235 856,952 2,214,680 0 4,551,174 

未分配數  1,486,826 

合計(小計+未分配數) 
94,307 1,385,235 856,952 2,214,680 0 

6,038,000 
1,479,542 856,952 2,214,680 

備註：※本表各機關分配數，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6年 6月 16日召開之「研商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第 1期特別預算案籌編相關事宜」會議紀錄，並以該總處釐正後之建議核列數為 

        準，其中未分配數 1,486,826千元於滾動檢討時再予編列，依該總處 106年 7月 5日 

        主預彙字第 1060052487號書函，該核列數不包含拆除重建經費，各機關如有需求，應 

        依中央政府機關辦公廳舍建置審核原則規定辦理。 

      ◎包含為輔導協商及管考各機關辦理情形等行政工作之作業經費。 

 

表 5-3 106.9.1-110.8.31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地方辦理公有建築物 

特別預算分配概估表 

機關名稱 
第一期 

106.9.1-107.12.31 
第二期 

108.1.1-108.12.31 
第三期 

109.1.1-110.8.31 合計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衛生福利部 107,000 121,000 103,000 45,000 0 376,000 

經濟部 29,000 484,000 572,000 254,000 0 1,339,000 

內政部警政署 50,000 384,000 627,000 1,918,000 0 2,979,000 

內政部消防署 4,000 336,000 183,000 225,000 0 748,000 

內政部民政司 0 146,000 425,000 596,000 0 1,167,000 

合計 
190,000 1,471,000 1,910,000 3,038,000 0 

6,609,000 
1,661,000 1,910,000 3,038,000 

備註： 包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辦理列管案 

 件清查、計畫審查、設計審查、協調、督導、管制考核、技術輔導等行政工作之作業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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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 直接效益 

透過特別預算及擴大公務預算編列之挹注，預計完成 744 棟公有建築物耐

震詳細評估、900 棟公有建築物補強工程、31 棟公有建築物拆除重建工程，有

效提升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降低天災發生時政府之受創影響，亦可保障建築

內人員生命安全。且透過平時耐震補強或重建手段強化結構安全，可降低政府

因公有建築物損壞或倒塌，須於震後極短期內籌措經費進行復建之龐大財務壓

力。 

(二) 社會效益 

提升公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可確保地震災害發生後，持續發揮公有建築

物之機能（如災害應變指揮中心、救災機關、避難收容場所、醫療機構、維生

廠站、社福機構、交通場站等），以救濟大眾，減輕地震災害損失，降低災後復

建民間動員投入救災之人力、物資及財務成本及復建期間產業停頓減少營業利

潤等社會成本。此外，進行補強或重建時併同改善公有廳舍之服務環境及功

能，將能提供民眾完善及多元之服務。 

(三) 間接效益 

藉由全面推動公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重建工作，可促進國內此

方面技術之發展，專業人才之養成。另參考教育部「公立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

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106-108 年度）」所載，補強工程每件約為 150 人次、拆

除重建工程約為 600 人次之勞工執行施工作業，預計可增加本國勞工 16 萬人次

以上就業機會，有助擴大內需降低失業率並促進國內營造業及建築業之產業發

展，提高國民生產毛額。 

六. 財務計畫 

（一）財務運作模式 

1. 財務性質分析 

本計畫旨在改善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問題，以確保公有建築物使用

者安全、降低天災發生時之影響，期能儘速回復政府效能，且因公有建築補

強及拆除重建後仍將為公共服務用途，而無自償性或收益之可能，故較難促

進民間參與，而原則仍需以政府編列預算方式辦理。 

2. 經費補助作業模式 

本計畫經費補助作業，應符合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

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計畫，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

依急迫程度安排優先順序，於當年度經費額度內依序核給初步評估及詳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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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作業費用；耐震評估結果有安全疑慮之建築物，將依其評估結果、使用情

形與實際需求進行經費審查後，在當年度經費額度內依序核給補強或拆除重

建工程經費。 

另有關無使用執照之公有建築物部分，考量未取得使用執照多肇因於興

建時所適用建築法規差異及土地使用程序未完備，然建築物安全性原則係以

耐震能力為主要評估規準，與是否取得使用執照並無直接關係；復考量無使

用執照建築物除耐震能力外，尚須符合建築管理、消防避難、無障礙設施等

法令規定，作業程序複雜冗長，所需金額龐大，爰本計畫不論是否領有使用

執照之公有建築物，均得優先(補助)辦理補強工作，但不排除可一併辦理補

照事宜；至拆除重建者，則一併解決補照之問題。 

（二）經費計算原則 

    公有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詳細評估、補強工程及重、增、

改、修建等費用之參考單價如下，但其他法令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1. 初步評估：每件 6,000 元，規模 3,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每件 8,000

元。 

2. 詳細評估：不超過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工作共

同供應契約之標價。 

3. 補強工程（含直接補強工程費、合理之間接修復費、工程管理費等支

出）：每平方公尺不超過 4,000元。 

4. 重、增、改、修建工程費及各項設計監造費：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編

製作業手冊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

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訂建築工程造價標準、政府採購法等相

關規定。 

（三）補助計畫審查基本原則 

1. 補強工程及拆除重建工程應依詳細評估（或安全鑑定）結果、建築物使

用情形及急迫程度較高者優先予以補助。其中，拆除重建以建築物確有

急迫危險以補強不符效益或各項機能老舊非重建無法改善者為前提。 

2. 量體較大之工程或計畫，一年內無法完成者，在確定可籌得以後年度配

合款之前提下，始得採「一次核定經費，分年編列預算補助」方式辦理 

3. 土地取得費用不予補助。 

4. 同一補助標的不得同時接受其他計畫之補助。 

5. 預計改建、搬遷、暫停使用或變更使用用途之建築物，不宜再以補強或

重建方式辦理，以避免造成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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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執行機關申請補強、拆除重建工程經費補助時，應就該建物使用狀況

提出說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經費審查時將就上述建物使用現況

逐案檢視並嚴加把關，避免造成資源閒置或使用無效率之情形，並確認

其後續管理維護機制。 

7. 鄉(鎮、市、區)公所行政中心、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之耐震補強、重建

對象，應配合「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之需求，提供地方長照關懷、

托幼、數位學習及集會據點等多元服務為優先，內政部(民政司)於審查

補助計畫時，應邀請衛生福利部參與，另得配合災害防救裝設村里廣播

系統。 

8. 衛生福利部審查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衛生所、衛福機構、老人文

康中心、社區活動中心等之耐震補強或重建計畫時，應就「整建長照衛

福據點計畫」之補助標的一併考量。 

（四）經費補助比率及分攤原則 

1. 補助比率原則將依受補助當年行政院主計總處所訂之年度財力級次分級

補助，最高補助比率原則為第一級補助比率最高 35%、第二級補助比率

最高 70%、第三級補助比率最高 85%、第四級補助比率最高 90%、第五級

補助比率最高 90%。 

2.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規定單一補助案件之補助上限金額。 

 

七. 附則 

（一）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因本計畫執行標的為公有建築物，其耐震補強及拆除重建需求數量大，

如僅依年度公務預算、地方政府自籌經費及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之預算執

行，勢必無法早日改善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之問題，進而危及使用人安

全，故縮短施作期程確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且建築物結構補強或拆除重建

有助於提升防救災效能，確保建築物安全之效益，並間接增加就業機會，提

升競爭力，改善公共服務品質，為非量化計畫效益，復由於耐震補強及拆除

重建後仍將做為公共服務用途，尚無自償性或收益之可能，爰須以編列政府

預算方式辦理，無替選方案。 

（二）風險評估 

    本案執行單位包含中央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各機關聯繫及

管控時效難以評估，為提升整體計畫執行效能，本計畫由內政部負責中央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考，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統籌地方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補助計畫、執行進度與輔導協助，提升縱向聯繫效能，再配合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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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溝通確保計畫執行績效。 

（三）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1. 內政部營運管理 

(1) 彙整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需求，並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建議之

核列數分配各年度公務及特別預算額度。 

(2) 依本計畫及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列管中央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執行進度。 

(3) 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共同供應契約，協助各機關簡化採購程

序。 

(4) 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合作，持續檢討建

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內容，並提供各機關相關行政及技術諮詢。 

2.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配合事項 

(1) 執行所轄公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或重建工作，並掌握執行進度。 

(2) 統籌該部會及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費需求編列公務

預算及特別預算。 

(3) 涉有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者，應訂定補助及管考作業規定，並審

查、核定及補助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計畫，督導其

執行進度，必要時進行輔導與協助。 

(4) 填報執行進度考核管制表，每月 5 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內政部（營建

署）彙辦，並出席內政部之計畫執行檢討會議。 

3.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事項 

(1) 執行所轄公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或重建工作，並掌握執行進度。 

(2) 提報計畫向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補助經費。 

(3) 編列配合款。 

（四）其他有關事項 

1. 建築物設計理念 

除結構安全外，建築物重建或補強（含增、改、修建）部分應納入永續

公共工程、無障礙環境及通用設計理念，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有關綠建築、

無障礙、衛生設備等相關規定，以落實生態環境保護、節能減碳、性別平等

及因應人口高齡化之影響。 

2. 環境影響評估 

耐震補強工程應非屬環境影響評估法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案件。至於拆除重建工程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O009001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O009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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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應視其規劃之量體是否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並應及早準備以利時效。 

3. 耐震詳評、補強及重建實施原則 

(1) 應符合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相關規定。 

(2) 耐震詳評及補強設計應予審查，該建築物所屬之政府機關、公營事業

機構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成立審查委員會，或委託具該項學識及經

驗之學術團體研究機構或公會審查，但須遵守利益迴避之原則。 

4. 各主辦機關應選任優秀之建築師、技師與營造業參與，確保工程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