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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推薦表 

※推薦工程 

主管機關 

機關名稱：交通部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曾翊涵  工程員 

連絡電話：（02）2349-2891      傳真電話：（02）2349-2187 

E-mail：hihi@motc.gov.tw 

※工程主(代)辦機關 

機關名稱：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第二工務段)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張維舜  段長 

連絡地址：8075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博愛一橫巷 8 號 

連絡電話：（07）312-3656 #10    傳真電話：（07）322-0775 

E-mail：mws_chang@rbsreo.gov.tw 

洽辦機關 

機關名稱：無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設計單位 

單位名稱：泰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30882851 

連絡地址：10669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3 號 14 樓 

連絡電話：（02）2376-8057      傳真電話：（02）2738-2000 

E-mail：tphwu@pecl.com.tw 

監造單位 

單位名稱：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124259 

連絡地址：8075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博愛一橫巷 8 號 

連絡電話：（07）322-1260#100   傳真電話：（07）322-1360 

E-mail：cydung@mail.sinotech.com.tw 

施工單位 

單位名稱：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985711 

連絡地址：8075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博愛一橫巷 8 號 

連絡電話：（07）322-1810#301   傳真電話：（07）322-3706 

E-mail：yct00049@rseaec.com.tw 

單位名稱：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204275 

連絡地址：8075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博愛一橫巷 8 號 

連絡電話：（07）322-1810#301   傳真電話：（07）322-3706 

E-mail：yct00049@rsea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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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單位 

單位名稱：無 

統一編號：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專案管理單位 

機關名稱：無 

統一編號：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機關別 ■中央  □地方 

※工程類別 

■土木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水利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建築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設施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工程名稱 ACL212 標高雄車站段地下化(明挖覆蓋)工程 

※施工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 工程契約金額 

15,243,000 仟元(原契約金額) 

18,333,702 仟元(第 31 次契約

變更後金額) 

工程內容 

（工程概述、期程） 

一、 工程概要：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自民國 88 年 11 月完成「高雄

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後，因整體計畫規模龐大且適逢國家

財政困難之際，經歷多次規模檢討後，於 95 年 1 月 19 日奉行政院

核定。 

後因左營地區於高鐵通車後，高鐵左營站聯外交通與左營、楠

梓之交通面臨重大考驗及鳳山地區長久以來受鐵路阻隔影響，致都

市機能及景觀嚴重受限，且造成交通瓶頸及平交道安全問題，行政

院分別於98年2月16日及99年12月16日核定左營及鳳山鐵路地下化

計畫，並將名稱修正為「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含左營及鳳

山）」。 

高雄市都會區鐵路地下化採整體規劃，係北起新左營站大中路

附近至鳳山大智陸橋西側止，興建臺鐵單孔雙軌隧道一座，全長

15.37 公里，包括高雄車站(含代辦捷運 R11 永久站)、左營站、內惟

站、美術館站、鼓山站、三塊厝站、民族站、科工館站、正義站、

鳳山站等十處捷運化通勤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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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212 標高雄車站段地下化(明挖覆蓋)工程範圍介於永久軌

里程 UK405+450-UK406+700 之間，西起自高雄市哈爾濱街附近，

東止於大港街附近，工程範圍東西向約 1,250 公尺，主要包含臺鐵高

雄車站及隧道；南北向約 1,000 公尺及高雄捷運 R11 車站。 

二、 主要施工項目： 

1. 臺鐵隧道：隧道結構採用雙牆式箱型結構系統。 

2. 高雄車站及高雄捷運 R11 車站土木及結構工程：  

3. 高雄車站建築裝修、標誌、景觀設施及配合公共藝術設置

(包括站區前後隧道漸變段、地下層車站體、地面層車站相

關設施及地上層大樓。) 

4. 機電工程：高雄車站及隧道之水電、通風空調、照明、消

防、停車場收費系統、給排水、車站中央監控系統等，及

中博地下道水電、通風、監控系統。 

5. 大地工程: 主要包括臺鐵高雄車站西側之明挖覆蓋隧道及

東側之明挖覆蓋隧道開挖擋土支撐、高雄車站站體地下結

構體部分開挖擋土支撐、高雄捷運 R11 車站開挖支撐及臨

時潛盾隧道回填、樁基礎、及監測系統配置相關的地工工

程等。 

6. 道路工程 

7. 臨時軌工程: 臨時軌第 2-2 階段及第 2-3 階段切換前相關工

作，並於配合相關切換及營運。 

8. 高雄車站舊站房遷移工程：包括臨時遷移及永久遷移(含固

定)。 

9. 配合工作：臺鐵高雄臨時站及相關營運設施、臺鐵高雄車

站站區既有其他辦公房舍、站外人行天橋、臨時軌道、臨

時月台及中博臨時高架橋等拆除，及管線遷移、交通維持

道路復原等工作。 

10. 鐵路地下化營運通車至本標工程完工期間所移交臺灣鐵路

管理局之機電設備日常維修保養等工作。 

 

三、 計畫期程 

本工程實際開工日期為 100 年 9 月 23 日，預定完工日期為 113

年 12 月 4 日，共計 4,822 日曆天。 

 

推薦時預定施工進度 

（112 年 6 月 30 日） 
76.82% 

推薦時實際施工進度 

（112 年 6 月 30 日） 
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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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機關 交通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歷次查核日期 

102.10.02 

歷次查核分數 

83 分(甲等) 

104.07.29 81 分(甲等) 

106.03.30 83 分(甲等) 

106.10.20 82 分(甲等) 

107.12.06 83 分(甲等) 

108.01.21 83 分(甲等) 

108.10.05 83 分(甲等) 

109.11.16 82 分(甲等) 

110.12.15 84 分(甲等) 

111.04.19 85 分(甲等) 

111.11.24 83 分(甲等) 

112.04.21 86 分(甲等) 

遭遇困難問題之解決 

一、 維持鐵路及捷運正常營運下，完成臺鐵及捷運地下站體施工。 

【困難說明】: 

本標工程範圍涵括既有臺鐵高雄火車站地下化及高雄捷運R11

永久站主體結構施工，然而本標工程尚未開始前，高雄捷運公

司已於臺鐵高雄車站1~4月台與1~13股道間前後設置捷運臨時

前後站(中間並以兩條環抱式潛盾隧道相連接)通車營運，在高

市府所制定之大眾捷運禁限建規定及頇維持施工期間兩鐵之營

運正常前提下，施工可能產生的各種狀況皆頇納入評估及頇配

合月台軌道切換採半半施工，其施工難度及風隩均大大增加。 

 
 

 

 

 

 

 

 

 

本標工程兩鐵共構車站樓層關係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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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策】: 

1. 設計階段： 

針對施工可能產生的各種情況不斷的反覆模擬及考量，以有限元

素法分析軟體（Plaxis）二維數值分析及配合Hardening-soil模式

（HS）進行分析，且為符合高雄捷運禁限建法規的嚴格要求，

擋土結構則採用連續壁配合地中壁之箱型結構體，以達最佳的支

撐效果。 

2. 施工階段： 

 配合臺鐵營運切換軌道- 

因捷運R11永久站正上方為臺鐵高雄車站，連續壁與月台直交，

施作時必頇配合月台軌道切換採半半施工，概分兩大階段： 

 

 第一階段：南側 1~3A月台營運，北側連續壁施工  

(1) 南側施作第 0 股並擴建第 1 月台，以滿足 5 月台 7 股道之切

換條件，於半年時間內密集 3 次切換，最終於 100 年 3 月 15 日

切換至 1~3A 月台營運。 

(2) 拆除影響連續壁施工之局部 3B~4月台與 9~12 股，其中現有

13 股道因留設為高雄檢車段做為機迴與拖上線，故配合連續壁

施工，頇於北側增設 15 股取代 13 股，以完成所有連續壁與軌

道版。  

(3) 本階段較為特殊的部份是完成中間樁與軌道版後，頇於兩道

連續壁間施作一軌道版，做為最終軌道下方站體開挖之用。 

 

 第二階段：北側 3B~5 月台營運，南側連續壁施工  

(1) 新設第 5 月台與 14~15 股道，並於 101 年 5 月 26 日進行臺

鐵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切換，切換至北側營運，並一直到下地

通車為止。 

(2) 拆除南側軌道月台後，接續此區域之連續壁與中間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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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壁配合軌道切換分區施工(1/3)；100.11(1~3A 月台營運) 

 

 

 
連續壁配合軌道切換分區施工(2/3)；101.05(切換至 3B~5 月台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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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壁配合軌道切換分區施工(3/3)；101.08(3B~5 月台營運) 

 

 臨軌側進行連續壁施工 

本標工程於 R11 永久站興建項目中共施築 2 道連續壁、11 道

地中壁與 46 支中間樁。其中連續壁壁厚 1.5 米，貫入不透水

層約 2 公尺、深約 60 公尺，每道長約 87 公尺；地中壁壁厚

1.5 米，深約 52 公尺、每道長約 21.5 公尺；中間樁共 23 排(每

排 2 支)，軌道版下方 11 排中間樁採萬字形並與軌道版共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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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換軌道營運時中博高架橋墩柱抵觸部分採托底轉換工程 

因既有 P11 橋墩位於新設 14&15 股道處，故進行托底轉換，

將橋墩改設於月台與股道外。 

 
 R11 永久站深開挖 

1. R11 車站開挖深度達 EL-27.84 公尺，採 11 階 12 挖與 1 回撐。 

2. 軌道版下方之開挖作業因上方無法出土猶如隧道開挖施工。 

3. 開挖以中央廊道先行開挖，再往連續壁兩側來進行開挖施工。 

4. 由南側之出土口往北(軌道版下方)推進時，因地中壁一次全

部移除耗時，考量安全與進度先打通中央廊道，兩側配合開

挖後，再逐步移除其他兩側之地中壁。 南側應上方因無軌道

版，無開通廊道之問題，可每區塊土方移除後，再一次移除

地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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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影響兩鐵營運連續壁與地中壁無震動工法移除 

 

 
 

 R11 永久站結構抗浮 

 

底版厚度達 3.84 米，配合 11 階支撐高度，底版分兩昇層施

工，完成第一昇層拆撐後再進行第二昇層施工，而 11 道地中

壁與 46 支全套管均以預留鋼筋與底版共構，成為抗浮的一部

份。 

 

 配合各階段施工之安全監測工程 

 

本標工程為一大型之深開挖工程且鄰近高雄捷運潛盾隧道之

施工，為期鄰近施工區之既有建物(包括臺鐵、捷運、中博高

架及鄰近建築物等)不受新建工程(R11 永久站)所引致之地層

變位影響，務必使該影響在施工過程中得以控制在預測範圍

內，並於現場獲得可靠的監測成果做為後續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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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降低交通影響，維持市民權益，以 9 天時間 24 小時不間斷施工

拆除中博高架橋引道段。 

【困難說明】: 

「高雄車站段地下化(明挖覆蓋)工程」之中博高架橋拆除工程

係屬第四階段交通維持計畫範圍內之工作，而該橋頇拆除後方

可進行本工程後續之工作(遷移高雄車站帝冠式建築、施作旅館

大樓及站區相關措施)，而第四階段交通維持計畫原係於民國

107 年 5 月核定，且規劃施工期間採用中山一路及博愛一路不

貫通之交維方案，惟該方案針對用路人習慣及周邊交通影響甚

鉅，爰需重新調整施工方案。 

 

【解決對策】: 

 交維計畫調整 

針對 4-3 階段(中博高架橋拆除及拆除後臨時站西路開放通

行)之交維計畫計畫重新調整並提送，新調整交維計畫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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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西路工項優先施工 

因應新交維計畫，本工程頇優先完成站西路側相關工項，爰

頇調整既定施工流程，經本施工團隊持續趲趕工進，於 109

年 12 月完成站西路天棚、道路及排水等相關工項。 

 
 9 天拆除中博高架橋引道段，接續開放站西路通車 

經鐵道局與高雄市政府團隊多次協調，選定 110 年 2 月 27

日至 110 年 3 月 7 日以 9 天時間完成中博高架橋南北兩側引

道段拆除。 

 
引道段拆除前頇先完成相關配套保護措施，(如既有建物保護

作業、交通改道動線標誌牌面安裝、施工前鄰房鑑定作業、

圍籬設置及防塵網施作..等)，如下圖所示。 

 
  帝冠式車站保護措施      捷運冷卻水塔保護措施 

 
    設置大型改道牌面        圍籬及防塵網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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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成立設置指揮(應變)中心，由鐵道局南工處及高雄市政

府相關局處人員進駐，24 小時 3 班輪值，配置即時監控、通

訊等設備，隨時掌控現場施工狀況，並於每日下午 5 時召開

工作會議，檢討現場施工進度，以茲調度因應。 

 
指揮(應變)中心會議討論情形 

 

110 年 2 月 27 日 0 時中博高架橋引道段正式開拆，拆除施工

過程及完成後照片如下， 

 

 

引道段拆除完成空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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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西路通車後接續拆除，站區內主橋段部分 

110 年 3 月 8 日起接續拆除中博高架橋主橋段，拆除施工過

程及完成後照片如下。 

 
 

工地安全衛生管理 

一、 進場管制確實，所有協力廠商進場作業人員頇具勞工保隩、體

格檢查等相關資料，並接受至少 6 小時「勞工安全教育訓練」、

「電化鐵路安全頇知」及「鐵路行車安全」教育訓練講習；工

地門禁系統採用人臉辨識系統，即時顯示工地現場施工人數，

俾利掌控。 

 
二、 於每日施工前辦理作業人員勤前教育並上傳「交通部施工安全

即時管理系統」APP，經監造單位審查及主辦機關複核許可後

始得進場施工。每日施工項目由主辦機關於「鐵道局施工安全

主橋段拆除完成空拍 



附 1-14 

 

管理系統」APP 立案，由施工單位辦理施工前、中、後自主檢

查，監造單位辦理施工前、中、後抽查，主辦機關辦理完工後

抽查並將各項檢查結果回傳結案(夜間施工頇經段、隊長及處長

確認)，以加強鐵路沿線施工安全及臺鐵局旅運安全之維護。 

 
三、 危隩性機械進場頇檢附一機三證，經審合格後發給通行；電器

進場時，配合電匠人員進行漏電檢查，檢查合格張貼合格證，

並每三個月重新檢查一次；機具材料離場填寫機具材料放行單。 

 

 
四、 為確實管理工地安全衛生，主辦機關辦理每週各級主管走動式

管理巡查工地，以及定期辦理安全衛生區域聯防相互觀摩及研

討改善事項，提升施工安全；監造單位每月召開安全衛生會議，



附 1-15 

 

邀集施工單位檢討安衛缺失，研擬改善方案，促進工地安衛工

作日益完善；施工單位每月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協議組織會議，

依執行現況進行檢討改善，並宣導職災案例與法規政令等；依

職安法規及契約規定辦理勞工安衛宣導教育訓練及各項防災演

練，並訂定緊急應變計畫，防範意外未然；本案施工廠商為勞

動部認證核可辦訓單位，協助職安卡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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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因應熱危害防護，作業區域設置勞工作業休息區(含飲水設備、

急救箱等)供勞工休憩使用；現場設置 AED 並透過教育訓練提

升急救知識，積極推動勞工健康保護活動。 

 
 

 

※生態環境維護之措

施(包括自然生態工

法)，屬「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

需辦理生態檢核之工

程，需符合該注意事項

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

規定 

依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環境影響說明書(民國 89年

3 月)所調查之結果，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含左營及鳳山)工程

範圍廣，大體包含都會區、工業使用區、農業使用區等不同類型，

但均屬於高度人為開發之區域，而工程範圍內調查得知陸域動物、

陸域植物及水域生態，均屬於南部陸域及水域常見的動物(陸域部

分:如紅鳩、白頭翁、綠繡眼等；水域部分:鮘華鯔、烏魚、大眼海

鰱..等)、植物均為低海拔地區常見樹種(大葉桃花心木、榕樹、黑

板樹等)，並無被列入稀有或亟需保育之物種，後續因計畫變更緣

故，本計畫開發範圍與工程規模縮減，使得以減輕相關路段生態環

境之干擾及破壞，本計畫係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辦理生態環境維護： 

 

 陸域動植物生態保護 

1. 施工期間加強作業管理，以減少過度挖填及便道的施築，降低

干投範圍及工程噪音。 

2. 為減低施工期間對區內植被及生育地之破壞，將加強工地管

理，規範施工範圍，避免不必要的開挖，原有植被能保留者，

儘量維持原狀。 

3. 施工後儘快進行植被的復育，以補充先前遭移除之植被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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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生態保護 

1. 工區將妥善設置水土保持及沈砂排水設施，避免暴雨沖刷致大

量泥沙及施工泥水流入相關水域污染水質，惡化水域環境。 

2. 施工時之廢土或運送土料時量避免土石落入地面水體，避免造

成溪流的污染及影響水生生物。 

3. 施工人員及機具產生之廢水，妥善收集處理並避免溢散至鄰近

水體。 

 

 環境監測計畫 

本計畫另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辦理環境監測計畫，共分三階段辦

理，如下說明; 

1. 施工前環境監測主要在建立背景環境資料，以為施工階段及完

工通車後環境監測成果之比對。 

2. 施工期間環境監測主要在於追蹤環境敏感受體之環境品質變

化情形，並據以研判分析鐵路地下化施工對周圍環境之影響程

度，作為研提改善措施之參考。 

3. 營運期間環境監測主要在追蹤完工通車後對沿線環境品質之

彩響;為掌握環境資料之季節變動性，擬於完工通車後進行一

年之監測。 

 鑽石級候選綠建築證書 

本車站工程植栽以本土植物為主，並考量自然生態連結性，植

栽選種以具有誘蝶、誘鳥、食草等特性為主，如苦楝、欖仁。

並整合天棚上大量綠化植栽，化身為都市生態空島，結合自行

車及行人步道，成為當地居民及來往旅客之休憩廣場，更提供

昆蟲及鳥類居住棲息空間，本工程設計皆獲得內政部頒發鑽石

級候選綠建築證書，相關節能減碳之細部設計已獲肯定，後續

施工及維管也將爭取綠建築標章。 

※工程之創新性、 

挑戰性及周延性 

 

【工程創新性】: 

1. 高雄車站 BIM 模型結合 3D GIS及點雲技術精準完整呈現車站周

邊地貌 利用 4D模擬施工動線、車輛包絡線淨空檢查、檢核車站

內之複雜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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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 PMIS 雲端平台以 BIM輔助監造進行線上議題管控，解決近

200項碰撞問題。 

 

3. 運用 IOT 及通訊軟體進行熱危害管理；透過 AR擴充實境進行智

慧現勘，並於線上即時溝通。 

 

4. 利用 VR技術建構「營造工地虛擬實境輔助教育訓練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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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工程因緊鄰臺鐵局營運軌道及高雄捷運營運中站體進行開挖

及結構體施築作業，需盡可能縮短施工時間、避開地下障礙物及

增取最多施工空間，爰提出提出以大斜撐型式代替傳統支撐型式

之創新工法，以達到其支撐系統簡化、施工空間寬敞且施工時間

較短、較節省費用等多項成效 

 
 

6. 高雄帝冠車站為 1941年啟用，因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於 2002年

由他標承攬辦理第一次遷移，本工程之「高雄帝冠車站第二次遷

移」於 2021 年結合新式車站再次遷回。站體重達 2500噸且 80

多年老建築，為確保遷移過程不會受到任何損壞，採用「頂升遷

移下降工法」，利用電腦控制系統以精準方式掌控千斤頂推進

量，控制同步至 2公厘公差範圍內。過程藉由監測儀器及網路系

統即時、充分監控施工變化，最後定位時設置隔震系統方式以達

隔震效果，讓站體結構無頇進行任何額外補強即可達到耐震設計

規範要求，達到 5級不壞、6級可修、7 級不倒的耐震效果。 

 

【工程挑戰性及周延性】: 

1. 高雄車站新建工程整體施工經費達新台幣 183億元，為國內近期

備受矚目重大工程。 

2. 高雄車站係屬台鐵與捷運共構車站，其中高雄車站捷運 R11永久

站為目前高雄捷運車站中，開挖最深之車站站體(開挖深度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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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 

3. 高雄車站 R11永久站開挖施工期間，緊鄰營運中之捷運 R11臨時

潛盾隧道施工，最近距離僅約 1.2公尺，且開挖區上方上有營運

中之台鐵軌道，施工階段採用隧道自動化監測儀器監測、預設地

盤改良機制(雙環塞〈Double Packer〉低壓灌漿工法)，順利完

成開挖作業。 

4. 高雄車站開挖期間，對於地下障礙物(中博地下道、天津街地下

道)、地面橋樑保護(中博高架橋托底)之施工處理，均具有特殊

性，可為後續工程規劃參考。 

5. 對於臨時潛盾隧道之廢棄處理，如連續壁施工前之封填切削、開

挖時之破碎處理、預留與地下結構連結作為抗浮設計等，均為國

內首見。 

6. 本工程地下隧道施工，需配合地面台鐵營運區進行繁複軌道切換

作業，101.05.26 進行臺鐵史上最大範圍切換，並順利於

107.10.14 完成地下隧道啟用通車。 

 

※工程優良事蹟 

及顯著效益 

一、 本工程進度管控得宜，整體施工進度良好。 

二、 歷次查核(督導)成績甲等無扣點：本工程自開工至今經交通

部、鐵道局及南工處等多次查核成績均列甲等且無扣點紀錄。 

三、 本工程施工團隊榮獲 109 年及 110 年城市工程品質金質獎、111

年金安獎(ACL212-1 標天棚(拱頂桁架)工程)、 

四、 本工程榮獲交通部 105 年創新提案「極限開挖:緊鄰捷運潛盾隧

道 1.2 公尺生開挖施工管制-自動安全監測」甲等獎及 106 年創

新提案「神奇的三角應用-深開挖之大斜撐代替變更設計」甲等

獎。 

五、 工程期間辦理學術教育參訪： 

1. 112/07/05/辦理中原大學鐵道計交通研究社參訪行程。 

2. 112/06/27/辦理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參訪行程。 

3. 112/04/06/辦理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參訪行程。 

4. 112/01/05/辦理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參訪行程。 

5. 111/11/25/辦理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參訪行程。 

6. 111/11/15/辦理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參訪行程。 

7. 111/11/04/辦理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參訪行程。 

8. 111/05/17/辦理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參訪行程。 

9. 111/05/10/辦理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參訪行程。 

10. 110/12/02/辦理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參訪行程。 

11. 110/11/20/辦理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參訪行程。 

12. 110/05/14/辦理國立中山大學參訪行程。 

13. 110/05/22/辦理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參訪行程。 

14. 110/05/12/辦理國立北藝大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參訪行程。 

15. 109/10/29/辦理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參訪行程。 

16. 109/04/17/辦理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參訪行程。 

17. 107/12/08/辦理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划學系參訪行程。 

18. 108/10/31/辦理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參訪行程。 

19. 107/11/12/辦理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參訪行程。 

20. 107/10/29/辦理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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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7/10/08/辦理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參訪行程。 

22. 107/08/24/辦理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參訪行程。 

23. 107/07/11/辦理國立金門大學參訪行程。 

24. 107/06/07/辦理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參訪行程。 

25. 107/01/13/辦理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參訪行程。 

26. 106/10/20/辦理國立台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參訪行程。 

27. 105/11/18/辦理台鐵局高雄工務段參訪行程。 

28. 104/10/02/辦理國防部軍備局營產中心南部工程營產處參訪行程。 

29. 104/04/02/辦理國立屏東高工土木科參訪行程。 

30. 102/11/02/辦理高苑大學參訪行程。 

六、 工程經驗發表: 

1. 發表「高雄火車站回娘家」於 TAIWAN ARCHITECT 

CONTENT、NO.569、2022/05。 

2. 發表「高雄中博高架橋引道拆除」，技師報 Engineers Times，

NO.1322 ＆ NO.1323、2022/04。 

3. 「高雄鐵路地下化(地工 40 照片巡迴展」，地工技術 

No.174/2022.12。 

七、 定期派員清理整頓工區周邊環境，配合工區周邊鄰里長辦理敦

親睦鄰事項獲得良好成效。 

八、 本工程完成後之績效下說明: 

1. 創造都市更新之契機 

2. 消除都會區鐵路兩側阻隔，創造都市更新契機，促進都市均

衡發展。 

3. 鐵路廊帶與場站騰空土地，提供活化都市機能。 

4. 建構捷運路網及改善環境品質 

5. 整合捷運紅橘線及臨港輕軌，建構都會捷運網。 

6. 提高沿線及都市土地價值、改善都市景觀。 

7. 提昇都會區生活環境品質及經濟活動力。 

8. 徹底改善平交道造成之交通問題，減少鐵路行車肇事損失。 

9. 健全都會區通勤運輸系統，提升大眾運輸服務效率。 

10. 改善鐵路噪音、震動等環境公害問題。 

11. 商業大樓及旅館大樓移交臺鐵局招商出租後，可為高雄市帶

來極大經濟效益。 

施工單位所屬其他工

程(含公共工程及民間

工程)於查核期程截止

日前三年內，曾發生職

業災害（死亡災害或三

人以上罹災）情形逐項

說明 

一、 本標工程近三年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本工程截至最近一次 112年 4月 21日交通部工程查核止，前三

年內，在全體工作人員努力下，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及未曾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或勞動檢查法規定。 

二、 施工單位所屬其他工程發生二件職業災害，以下就災害情形及

本標工程因應改善作為說明 

【職業災害案件一發生情形說明】: 

三鶯捷運線於 110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六)當日安排 P03-32 懸

臂橋柱頭節塊柱頭頂版混凝土澆置作業時中午 12 時 58 分至收

尾階段，因模板支撐強度不足柱頭頂版之翼版模板瞬間倒塌，

造成現場發生 3人死亡 2人受傷之重大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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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對策】: 

1. 針對三鶯職災事故因高雄車站工項性質與三鶯線不同，且高雄

車站支撐作業皆用重型支撐架，與三鶯使用可調式鋼管不同，

重型支撐架設置時皆有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指揮作業，設置完

成後由結構技師計算並簽認後才可使用，其安全性較高。 

2. 針對三鶯線職災事故，依其直接原因、間接原因重新檢核本標

作業中相關工項，再加強及確認本標所有滿樘架、支撐架之架

設均符合結構計算書所要求之應力及按圖說施作，且再檢討高

風隩工項製作標準施工作業流程圖，依施工步驟流程表修訂自

主檢查表內不符合之項目，以加強本標類似工項之施工安全，

杜絕相同缺失於本工程發生。 

3. 高雄車站工地每季皆會開高風隩作業會議，檢討高風隩作業時

應注意之事項，亦會討論下一季之高風隩作業項目，並提前備

妥相關安全措施，才可使整體作業降低安全風隩。 

 
 

 
三鶯職災檢討教育訓練會議 

 

 

 

 

 

 

專任工程人員現場督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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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件二發生情形說明】: 

台灣人壽 C3於 111年 09月 19日 (星期一)，吊卡車於 1樓板 4

區吊運鋼筋時不慎碰撞拉扯取土口 H 型重型型鋼護欄，導致護

欄掉落至 B4 樓版，於 13 點 25 分砸中正在 B4 樓版搬運清點鋼

筋之外勞頭部，事故發生後工地立即執行急救及同步聯繫救護

車送醫，離開工地時仍有脈搏，到院途中心肺功能停止，經醫

院確認死亡時間 15點 20分 

【改善對策】: 

1.鑑於台灣人壽 C3 職災(111 年 9 月 19 日)，從災害發生之直接原因

及間接原因，檢討本工地能精進與改善的部分，對危隩性機械及

操作人員訂定以下規範: 

(1)移動式起重機進場前確認是否備妥一機三證(危隩性機械合格

證、操作手證照、吊掛手證照)，並確立車輛作業位置圖。 

(2)危隩性機械合格證經 QRcode 查證；操作手及吊掛手證照經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電腦測驗資訊網查證。 

(3)已申請作業車輛進場時於保全哨核對資料，是否詳實並會同責任

工程師。 

(4)移動式起重機需配置吊掛手及操作手進場作業，如上下方皆有作

業會增派一名吊掛手於現場監督及指揮。 

(5)外籍移工取得【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證照。 

(6)電梯間、管道間等開口設置安全網及攔截網。 

(7)開口護欄設置黃色兩米線。 

2.災害事故發生之現場環境與本工程不同，但危隩性機械的使用危害

依然存在，因此工地必頇進一步強化安全之施工環境，並同步透

過作業程序改善及加強施工人員教育訓練來讓本標達到零職災的

目標。 

 
   台灣人壽 C3 職災現場照片    移動式起重機現場作業教學照片 

 
台灣人壽 C3 檢討教育訓練會議照片 



附 1-24 

 

備註：1.機關名稱、單位名稱及工程名稱，請填正式名稱（不得為簡稱及簡體字）
且與契約簽約名稱相符，如有變更請提佐證資料；若以開口契約子案推薦
者，其工程名稱請填寫子案名稱，經費需占總工程契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
以上，另該子案施工查核紀錄請專案於指定之資訊網路系統登錄。 

2.有「※」符號者為必填之欄位，如有漏填即不予列入評審。 
3.建築師事務所之統一編號請填寫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4.分包廠商應由得標廠商將分包契約報備於工程主辦機關，且分包廠商之分

包比率需達契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其中分包比率以工程主辦機關與
得標廠商間之契約金額（單價）為計算基準。統包工程亦同，惟設計單位
屬分包廠商者，不受前述分包比率限制。 

5.分包廠商需經機關同意始得推薦，且分包契約之報備應於主管機關推薦參
選前完成。 

6.機關提報「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應完整填報欲推薦
機關及單位（例如：共同承攬廠商、符合推薦資格之分包廠商…等）。本
獎項之獎勵對象以推薦表之受推薦機關及單位為限。 

7.若推薦參選工程於履約期間有辦理變更契約、增減契約金額，則推薦級別
以推薦當時之契約金額認定。 

8.若以財物採購兼有工程性質推薦者，其工程名稱請填寫該案工程之名稱，
該案相關資料及施工查核紀錄請登載至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糸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