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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屆公共工程金質獎 
公共設施維護管理獎 

推薦書 
 
 
 
 
 

 

推薦機關（單位）名稱：農業部 
 
 
機關（單位）負責人： 陳吉仲           （印章） 
 
 
機關（單位）印信： 
 
 
 
 
 
 
 
 
 

中  華  民  國 112 年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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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共工程金質獎 

公共設施維護管理獎 

推薦表 
 
設施維護名稱：            
 
檢附下列文件（紙本及電子檔：乙式八份） 
１、表一：「公共工程金質獎」公共設施維護管理獎

推薦表。（紙本及 word 文字電子檔） 
２、表二：設施維護主辦機關聲明書。（紙本及 pdf

電子檔） 
３、表三：「公共工程金質獎」公共設施維護管理獎

之自評意見表。（紙本及 word 文字電子檔） 
４、表四：主辦機關自評表。 
５、歷次公共工程設施維護抽查過程之相關紀錄。（掃

描成 pdf 電子檔） 
６、工程契約、維護管理契約、結算驗收證明書影本

（含首頁契約標的、契約金額、履約承商及末頁
立約雙方兩造用印資料）。（紙本及掃描成 pdf 電
子檔） 

７、維護管理計畫、維護管理手冊及監測計畫審查紀
錄及上開核定之計畫書或手冊內容影本。（掃描

成 pdf 電子檔） 
８、其他解決困難問題之相關佐證資料。（掃描成 pdf

電子檔） 
９、監察院、審計部或法務部廉政署等相關單位調查

維護管理缺失辦理情形。（掃描成 pdf 電子檔） 
１０、抽查期程內勞動檢查機構之檢查紀錄。（掃描

成 pdf 電子檔） 
備註：電子檔請彙整燒錄至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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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一：「公共工程金質獎」公共設施維護管理獎推薦表 

※推薦設施 

主管機關 

機關名稱：農業部 

連絡人姓名及職稱：張盈盈 技士 

連絡電話：02-23126032      傳真電話：02-23712532 

E-mail：yychang@mail.coa.gov.tw 

※維護管理 

機關 

機關名稱：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南分署 

連絡人姓名及職稱：施賢聰 副工程司 

連絡地址：臺南市東區林森路一段 316 號 

連絡電話：（06）2684367-4210    傳真電話：（06）2688280 

E-mail：shin6034@mail.swcb.gov.tw 

※主辦機關 

機關名稱：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南分署 

連絡人姓名及職稱：施賢聰 副工程司 

連絡地址：臺南市東區林森路一段 316 號 

連絡電話：（06）2684367-4210    傳真電話：（06）2688280 

E-mail：shin6034@mail.swcb.gov.tw 

※維護管理單位 

(如設施分由不同維護

管理單位負責不同部

分，請擇優推薦) 

單位名稱：立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382118 

連絡地址：臺南市關廟區南花里園東街 86 巷 9 號 

連絡電話：（06）595-8081         傳真電話：（06）595-6434 

E-mail：cheng11.cheng11@msa.hinet.net 

單位名稱：台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368864 

連絡地址：新北市土城區金安街 41 號 12 樓 

連絡電話：（02）226-89434        傳真電話：（02）226-70899

E-mail：adam7315@gmail.com 

單位名稱：牛埔生態文史工作室 

統一編號：40837103 

連絡地址：臺南市龍崎區崎頂里新市子 33 號 

連絡電話：0910-069293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統一編號：11569326 

連絡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新湖二路 280 號 

連絡電話：（02）879-19198     傳真電話：（02）879-12198

E-mail：sinotech@sinotech.org.tw 

※機關別 ■中央  □地方 

※設施維護名稱 牛埔泥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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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臺南市龍崎區 

※設施興建 

總規模金額 
49,000 仟元

※級 

  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設施興建分項金額 

1. 「牛埔周邊農塘維護及排水改善工程」 

 結算金額 2,100 仟元 

2. 「牛埔泥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內步道及排水改善工程」 

 結算金額 2,000 仟元 

3. 「107 年度牛埔泥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既有設施改善工程」 

 結算金額 1,800 仟元 

4. 「108 年度水土保持教學場域既有設施改善工程」 

 結算金額 3,800 仟元 

5. 「109 年度水土保持教學場域既有設施改善工程」 

 結算金額 3,800 仟元 

6. 「牛埔 2 號滯洪保水設施改善二期工程」 

 結算金額 18,000 仟元 

7. 「牛埔及沙田水土保持戶外教室環境改善工程」 

 結算金額 6,000 仟元 

8. 「111 年度牛埔泥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改善工程」 

 結算金額 6,500 仟元 

9. 「112 年度牛埔泥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既有設施改善工程」 

 結算金額 5,000 仟元 

 合計 49,000 仟元 

※啟用日期 

（92 年 5 月 20 日） 

牛埔泥岩水土保

持教學園區開園

※推薦時設施 

使用時間 

(112 年 7 月 31 日)

牛埔泥岩水土

保持教學園區

暨環境教育場

域 

※ 

使用

年限

20 年 

※抽查機關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歷次抽查日期 112 年 6 月 20 日 ※歷次抽查分數 85 分 



附 2-5 

 

※抽查期程內設施維

護標案 

1.「112-113 年度臺南市農路、滯洪保水及生產道路工程委託設計監造

技術服務」： 

 立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起迄時間：112 年 4 月 14 日~113 年 12 月 31 日 

  契約金額：5,985,000 元 

2.「112 年度臺南分局水土保持教育宣導暨環境教育推動計畫」： 

 台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起迄時間：112 年 2 月 2 日~112 年 12 月 31 日 

 契約金額：4,479,000 元 

3.「112 年度牛埔泥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環境清潔維護管理工作委外服

務契約書」： 

 牛埔生態文史工作室 

 起迄時間：112 年 1 月 1 日~112 年 12 月 31 日 

 契約金額：720,000 元 

4.「112 年臺南分局韌性坡地保育暨二仁溪內門農塘示範區推動計畫」：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起迄時間：112 年 2 月 2 日~112 年 12 月 29 日 

 契約金額：2,967,000 元 

遭遇困難問題之解決 

一、維持水域生態 清疏池水不抽乾： 

• 採用水中作業平台船維持水位 1 公尺深以上作業，不受氣候

影響，如期完成清疏 104,635m3，魚蝦等棲地環境干擾最小化。

二、底泥不外運 去化回填保護基腳安全： 

• 踏勘下游右岸凹地，移植 5 株台灣欒樹，去除銀合歡約 2500m2

作為回填區。 

• 瀝乾底泥裝填太空包，品字堆疊作為基腳護坡。 

• 逐層壓實底泥並做好縱橫向排水完成去化 104,635m3。 

三、分區施工維護 不影響民眾參訪： 

• 依照巡檢缺失分期分區改善，分流導引每月 7000 人次參訪民

眾，職安措施完備無工安、災害及民怨。 

四、逐年優化建置為環境教育場域 教案逐年增加並優化： 

• 結合 NGO 團體、學校、社區等共同為地區發展一套在地特色

的教育遊程及教案，透過課程建置一套機制，並依各年齡層

安排不同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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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理單位所屬其

他設施維護(含公共設

施及民間設施)於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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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備註：1.機關名稱、單位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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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獎項之獎勵對象以推薦

表之受推薦機關及單位為限。 

2.建築師事務所之統一編號請填寫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3.設施興建總金額係指設施功能完整正常運作之必要設施興建費用，包

含土木建築設施及機電設施等合計金額，並為設施維護級別分級之依

據。相關內容之組成，應另於設施興建分項金額欄位內說明。 

4.如推薦之維護管理單位超過 1 名以上者，請於考核期程內設施維護標

案、遭遇困難問題之解決、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管理、生態環境維護之

措施、設施維護之創新性、挑戰性及周延性、設施維護優良事蹟及顯

著效益項目分述各維護管理單位之相關內容。 

5.有「※」符號者為必填之欄位，如有漏填即不予列入評審。 

6.若推薦參選設施維護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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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推薦之設施維護標案(包括勞務案)，機關需將相關標案資訊登載至公

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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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二：設 施 維 護 主 辦 機 關 聲 明 書 

本機關受評之設施維護（設施維護名稱：牛埔泥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以

下簡稱本設施維護）參加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理之「公共工程金質獎」

公共設施維護管理獎評審，茲聲明如下： 

聲   明   事   項 

一 推薦截止日前三年內，於工作場所未曾發生死亡職業災害或發生災害

之罹災住院人數未達三人。 

二 無政府採購法第一百零一條至第一百零三條之情事。 

三 推薦截止日前二年內，未曾因違反環境保護法規，受主管機關處全部

停工一次或部分停工二次以上之處分；契約金額新臺幣二億元以上工

程累計罰款金額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契約金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未達二億元之工程累計罰款金額未達新臺幣三十萬元；或未達新臺幣

五千萬元之工程累計罰款金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 

四 ■屬「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需辦理生態檢核之設施，

需符合該注意事項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規定。 

□不屬「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規定之設施。 

   聲明內容如有不實者，願負法律責任。 

 機關名稱：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南分署 
  

 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112 年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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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三：「公共工程金質獎」公共設施維護管理獎之自評意見表 

設施名稱：牛埔泥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 

主辦機關：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南分署 

設施維護單位(構造物維管)：立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設施維護單位(環教維管)：台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設施維護單位(清潔維管)：牛埔生態文史工作室 

設施維護單位(長期監測)：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自評意見 
1.對設施維護品質及工地安全衛生管理之自評： 

設施維護單位(構造物維管)：立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園區維護採全生命週期制度，並制定維護管理計畫確實執行，品保文件紀錄管理完善，易

於日後追蹤。 

(2)維護管理及環境教育手冊制定，使環境教育執行無阻礙。 

(3)分區維護並設置圍籬及警示標誌，將遊客動線與施工區域分隔。 

(4)維護工程材料堆置於安全處所，不影響施工動線及人車通行。 

(5)巡查紀錄表採主辦機關複核機制，製有紀錄及缺失改善追蹤，記錄完整，頻率足夠。 

(6)克服地形地勢精準放樣，確保維護工程平穩進行且降低棲地影響。 

(7)最小擾動且配合原生植物綠化不破壞既有生態鏈。 

(8)維護工程迴避大樹，審慎選線，使用更安全。 

設施維護單位(環教維管)：台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1) 園區環境教育教學相關維護管理—防災與安全：園區內確實設置並巡檢步道安全護欄、安

全警示標誌，並於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豪雨等相關警報時，隨即公告並關閉園區的參訪及教

學活動，落實設施防災管理，確保與人員、民眾之安全。 

(2) 園區環境教育教學相關維護管理—環境保育：各階段與關心生態議題之在地民眾與公民團

體共同參與，最大化維護園區自然狀態，維持無夜間人工光源、及最小化噪音干擾，降低對

生態系統之衝擊，並監測溫度、空氣品質即時進行維護管理。 

(3) 園區環境教育教學相關維護管理—創新科技：運用新式教學方法及教材、教學活動輔助，

例如自導式解說學習系統、實境解謎遊戲等，拓展受眾，以空照圖及影片補充步道教學路徑

所及以外的園區範圍資訊，亦蒐集後端資料回饋於教案修訂。 

設施維護單位(清潔維管)：牛埔生態文史工作室 

(1)每日確實派員清掃園區廁所及步道，並詳實紀錄。 

(2)負責園區每日開閉園，並於颱風豪雨時關閉園區。 

設施維護單位(長期監測)：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辦理各項設施維護時，考量以下各面向併積極回報以確保設施維護品質: 

(1) 設施完整性：確保結構物、設備完整性，檢查是否有損壞、漏水、裂縫等問題。 

(2) 設施功能性： 檢查設施的各項功能是否正常運作，例如電力供應、水務、排水系統、暖

通空調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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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施清潔度： 評估設施的整體清潔程度，包括公共區域衛生狀況。 

(4) 設施維護記錄： 檢查是否有定期的維護記錄，確保設施維護工作按計劃進行。 

(5) 設施安全性： 確保設施的安全措施得以維護，例如消防設施、緊急疏散計劃等。 

(6) 環境影響： 評估設施對周圍環境的影響，包括噪音、震動、污染等。 

2. 工地安全衛生管理則考量以下各面向，以確保設施和工作環境的良好運作，保護工作人員的

安全和健康。 

(1) 安全設施： 檢查是否提供必要的安全設施，如安全帽、護目鏡、耳塞、防護手套等。 

(2) 危險標識： 確保工地上存在足夠的危險警示標誌和標記，以提醒工作人員注意潛在危險。

(3) 安全培訓： 評估工作人員是否接受適當的安全培訓，了解工作中的風險和應對方法。 

(4) 工作區域： 檢查工作區域的佈局，確保通道暢通，減少絆倒和跌倒的風險。 

(5) 材料儲存： 評估材料的儲存方式，確保其不會對工作人員的安全造成威脅。 

(6) 電氣安全： 檢查電線和設備的安全性，避免電擊和火災的風險。 

(7) 防護措施： 評估是否提供足夠的防護措施，例如護欄、護網等，以減少高空作業的危險。

(8) 災害應變： 檢查是否有適當的災害應變計劃，以應對突發事件，保障工作人員的安全。 

(9) 工具和設備檢查： 確保使用的工具和設備正常運作，減少因故障引起的意外。 

(10)人員督導： 檢查是否有足夠的監督和督導，確保工作人員在工作時遵守安全規則。 

2.對維護管理制度執行績效或特色之自評： 

（1）主辦機關自評： 

(1)巡查紀錄表採主辦機關複核機制，製有紀錄及缺失改善追蹤，記錄完整，頻率足夠。 

(2)園區內確實設置並巡檢步道安全護欄、安全警示標誌，並於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豪雨等相

關警報時，隨即公告並關閉園區的參訪及教學活動，落實設施防災管理，確保與人員、民眾

之安全。 

(3)運用新式教學方法及教材、教學活動輔助，例如自導式解說學習系統、實境解謎遊戲等，

拓展受眾，以空照圖及影片補充步道教學路徑所及以外的園區範圍資訊，亦蒐集後端資料回

饋於教案修訂。 

(4)臺南分署的水土保持志工隊牛埔組共 26 人，輔導在地社區將牛埔泥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自

主營運，透過網路服務、環境教育課程、DIY 課程、紀念品與在地農產品等銷售，負擔園區

基本之水電、基本環境整理維護，以自給自足為目標。而自主營運管理也透過志工不定期巡

視園區環境，若有設施損壞立即回報並安排維修。 

(5) 111 年 5 月園區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臺南分署水土保持環境教育的藍圖趨於完整，

強化硬體配套設施之規劃、加強園區內物種的生態說明等工作，並且持續優化課程模組，朝

向永續經營。 

（2）維護管理單位自評： 

設施維護單位(構造物維管)：立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依據維護管理計畫建立巡查標準，並確實依巡查頻率進行定期巡檢及特別巡檢。 

(2)颱風豪雨來臨前進行特別巡檢，以確保園區構造物及通洪安全性。 

(3)維護工程皆考量生態保育，以降低棲地影響為主要目標。 

設施維護單位(環教維管)：台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1)園區環境教育教學相關維護管理—防災與安全：結合在地民眾共同參與水保志工團，於日常

生活志願協助園區巡守，即時反應設施狀況增進維護管理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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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園區環境教育教學相關維護管理—環境保育：結合在地民眾、公民團體以及水保志工團，平

時自發性前往園區進行生態觀察與紀錄，並即時反應水位、水質、溫度等突發狀況，增進維護

管理效率。 

設施維護單位(清潔維管)：牛埔生態文史工作室 

(1)每日確實派員清掃園區廁所及步道，並將詳實填表紀錄。 

(2)負責園區每日開閉園，並於颱風豪雨時關閉園區。 

(3)結合在地民眾共同參與水保志工團不定期維護園區，並帶領遊客進行園區解說。  

設施維護單位(長期監測)：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1)結合多元航遙測影像，量化呈現牛埔泥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歷年植被環境變化情形，科學證

據佐證泥岩坡面保育治理成效，落實「藏水於農、保土於坡」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2)以傳統航測、空載光達、及近年 UAV 產製數值地形成果，量化分析牛埔泥岩土壤沖蝕規模，

並結合農塘淤積量體監測評估，回饋農塘清淤工作規劃，協助合理概估工程規模及經費，並於

施工中回饋清淤重點區位及深度，追蹤工程維護進度。 

(3)IoT 創新監測技術(微氣候、水文測站、CCD、三軸及加速度等)即時監測，提供設施安全評估、

農塘水量、教學園區微氣候等相關環境資訊，並建立雲端管理系統，並逐年改善與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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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四：主辦機關自評表 

＊針對安全性、施工性、維護性、時效性、節能減碳及生態永續之自我檢核 

主要 

指標 
次要指標 自評項目 勾選 說明欄 

安全性 

維護管理規範

規範引用不當 （  ）  

參數引用不妥適 （  ）  

應變措失規範不足 （  ）  

未考量地盤狀況 （  ）  

維護管理資訊公開未完備 （  ）  

防災與安全 

維護工法選用不當 （  ）  

維護成果造成施工動線不良 （  ）  

臨時支撐型式及數量不適當 （  ）  

環境安全監測項目、頻率不足 （  ）  

維護安全 設計成果危及維護人員工作環境 （  ）  

施工性 

界面整合 

維護界面整合檢討不充分，造成施工性

不佳 
（  ） 

 

因為維護界面整合不良，而有拆除重作

或修補的情形 
（  ） 

 

變更設計 變更設計次數或金額不合理   

工期合理性 進度的配置不合理 （  ）  

維護性 

材料耐久性 引用規範不當 （  ）  

維修材料取得
使用材料為專利品 （  ）  

使用材料因規格特殊而為稀有 （  ）  

維護技術難易

性 

相關機具/設備規格之取得困難，以及技

術人力來源與招募方式不易 
（  ） 

 

時效性 

變更設計 變更設計未能於業主規定期限內提出 （  ）  

維護進度掌控
未依契約里程碑規定完成各階段維護成

果 
（  ） 

 

節能減

碳 

周延性 對節能減碳未周延充分考量 （  ）  

有效性 

1.對節能減碳無有效作為 

2.能源光電相關節能減碳產品無使用效

益 

（  ） 

 

生態永 生態保育/復育 生態/生物多樣性調查缺完整性 （  ）  



附 2-21 

 

主要 

指標 
次要指標 自評項目 勾選 說明欄 

續 性 維護階段未針對既有環境採用迴避、縮

小、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之處理模式
（  ） 

 

生態/生物監測不足 （  ）  

維護工項採用非必要性 （  ）  

維護工法選擇合理性不足 （  ）  

公民參與與資訊公開未落實 （  ）  

景觀美學 
植栽選擇不恰當 （  ）  

與周邊環境不協調 （  ）  

 

主辦 /養護機關：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南分署    （機關印信）                    

 

 

 

 

 

 

 

 

 

 
日    期 ： 112 年 8 月 20 日                                          

 

備註： 

1. 本表之自評項目均以負面表列，若有符合自評項目條件者，請於勾選欄處打勾。 

2. 任何一主要指標之自評項目被勾選累積達兩次（包含兩次）以上或本表自評項目。

被勾選總累積次數達 3次者，則不能進行自評表第二部分填寫。 

3. 凡自評項目被勾選者，均請於說明欄處填寫原因並檢附必要佐證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