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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程個案計畫風險管理-公共建設類案例 

--以「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為例 

一、背景資料 

依據本計畫內容，確定計畫目標、計畫期程及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等風

險管理背景資料(如表 1)，並審視本計畫與周圍環境間之關係，包括政治、社會、

經濟、科技、自然環境等對本計畫之影響，以及本計畫之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

執行策略及方法[主要工作項目、分期(年)執行策略、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所需資源、經費來源、計算基準及各類利害關係人之意向變動。 

表 1、背景資料表 

計畫目標 

1.提供東部民眾一條進出北部區域安全、可靠的聯外道路。 

2.永續工程價值與環境建設，促進花東觀光產業及社經發展。 

3.活化型塑蘇花公路成為景觀廊道。 

4.提高花蓮生活圈、宜蘭生活圈與臺北都會區間之可及性，促進區

域均衡發展。 

計畫期程 99年 12月~106年 12月 

計畫經費 492億元 

計畫書 

下載網址 

http://suhua.thb.gov.tw/ 請點選：資訊公開專區>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其他公開資料>建設計畫 

為完成本計畫風險管理作業，並利於後續步驟中簡易呈現所發掘之計畫風

險項目，依據本計畫之全生命週期，綜析各類具體影響本計畫執行之潛在風險，

歸類建立計畫風險類別及其代碼(如表 2)。 

表 2、計畫風險類別代碼表 

代碼 計畫風險類別 

A 可行性研究與規劃 

B 工程設計與招標 

C 工程履約執行 

D 營運與維運 

 

二、辨識風險 

本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以下簡稱蘇花改工程處)邀集資深及業

務熟稔之同仁，參考過去同類型計畫之歷史資料，並透過腦力激盪法廣泛與利

害關係人(含機關、團體等)討論過去、當前與未來可能衍生之問題加以辨識，

辨識出各項潛在影響計畫目標、期程及經費達成之風險項目，並予以編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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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簡述風險發生之可能情境(包括原因與影響範圍)、現有風險對策及可能影響

層面，並綜整如表 3。 

表 3、計畫風險辦識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A1:因政策而

改變路線 

受政策層面廣泛影響且具不

確定性而改變路線 

與高層溝通 期程 

經費 

B1:用地無法

如期取得 

因民眾陳情抗爭，致用地協議

價購或徵收程序無法順利完

成，延後用地取得時間 

事先舉辦說明會或公聽會 期程 

經費 

B2:招標不順 本計畫工程標案總經費達 400

億元以上，且土建標幾於同一

時間招標，恐造成廠商低價搶

標，降低有能力承攬廠商之投

標意願，進而影響工程施工進

度及品質 

採行適當分標策略，使工程標

案較具規模，提高大型優良廠

商投標意願 

期程 

經費 

C1:廠商人力

不足 

廠商財務吃緊、施工技術或管

理能力不足、其它私人因素或

不可抗力之天災等因素，致施

工進度緩慢 

1.採行適當分標策略，使工程

標案較具規模，提高大型優

良廠商投標意願 

2.於契約清楚明定權責及逾期

罰則 

期程 

C2:橋梁跨越

鐵路，吊裝作

業計畫書無

法獲臺鐵同

意 

本計畫部分路段跨越北迴鐵

路，需經臺鐵同意始能施工 

事先與臺鐵局溝通，詳細規劃

吊裝作業計畫，並備妥應變計

畫 

期程 

C3:隧道工程

開挖遇到抽

坍或湧水 

本計畫路段 63%屬隧道，工程

地點因介於菲律賓板塊與歐

亞板塊的交錯，部分工程經過

斷層帶，地質複雜，如東澳隧

道穿越大理岩大湧水段 

1.參考北迴鐵路永春隧道施工

實際地質資料及本次自行

鑽探結果，進行選線及設計 

2.於規劃階段將路線往北迴鐵

路永春隧道東側位移約 200

公尺、高程抬高約 40 公

尺，降低大湧水風險 

期程 

經費 

C4:隧道工程

因環評承諾

工法受限且

遇 堅 硬 土

石，而進度受

阻 

本計畫仁水隧道經地質調查

有堅硬土石，因屬環境保護

區，在環評承諾下本路段無法

使用炸藥施工，鑽掘機開挖落

後超出預期 

確實鑽探及將單向施工納入

工期及經費之考量 

期程 

經費 

C5:開挖時挖

掘到文化古

蹟、遺址 

本計畫事前調查已知有漢本

遺址位於谷風隧道南洞口至

漢本高架橋路段間，地下可能

事先委請專業團隊試掘，並於

工程進行期間隨行監看 

期程 

經費 



3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有文化古蹟、遺址，於工程施

工開挖後，可能受搶救影響，

導致無法進行施工 

C6:環保團體

抗議 

本計畫在環境影響說明書中

決議，本計畫於施工期間，開

發單位應成立環境保護監督

委員會，對於施工安全、湧

水、空氣、水汙染、生態及文

化資產等議題進行監督，如環

保團體不滿意監督委員會及

要求更公開，可能造成施工受

阻 

1.事先與環保團體溝通，邀請

加入監督委員會 

2.架設蘇花改網站，充分公開

工程的規劃設計、施工照

片、環境監測成果等資訊，

以增進民眾對工程進行內

容的瞭解，減少不必要誤會 

期程 

經費 

C7:發生勞安

意外 

施工期間因勞工安全設備未

落實而造成工安事件發生，造

成停工而影響工進 

與北區勞動檢查所簽訂「安全

伙伴計畫」並進行實施跨單位

交叉稽核、實施合作伙伴聯合

稽查、實施承攬管理及辦理稽

核人員訓練、訂定各項施工作

業標準作業程序、實施跨單位

工地觀摩，讓本計畫各承攬廠

商有相互學習之機會，有效提

升勞安管理制度，並降低職業

災害之發生 

期程 

C8:天然災害 本計畫位於受颱風嚴重衝擊

地區且地質條件不佳，未來可

能受颱風影響地形地貌改

變，致使重新檢討路線可行

性，隧道長度增長，因而增加

經費及工期 

1.選線事先避開地質敏感地區 

2.於招標文件明定廠商需做好

防颱準備 

期程 

經費 

C9:地方審議

機關要求變

更設計 

本計畫分三段執行，其路線經

過興建方式分為橋樑、隧道、

路堤，依法行經行水區需通過

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審查同

意，始可動工，如審議機關有

意見，將造成工期延後、經費

增加 

設計階段事先與中央及地方

主管機關溝通及協調，以利快

速通過審查 

期程 

經費 

C10: 工 程 界

面整合困難 

本計畫包含機電、交控設備與

土木介面，因無法有效整合而

造成工期延宕 

檢討土木標各項需配合預埋

之管路位置，於契約明定請機

電及交控設備廠商就土木標

相關圖面進行套圖作業，並要

求土建標廠商依套圖結果繪

製施工圖說進行施作 

期程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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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C11: 土 建 延

遲移交，以致

機電廠商無

法施工 

機電工程需於土建工程近完

工，始能施作，因土建延後，

而造成機電工程無法如期施

作 

加強土建管控進度 期程 

D1:通車後產

生新交通瓶

頸點 

通車後造成新舊道路銜接

處，產生新交通瓶頸點，致用

路人怨聲載道 

規劃設計時，事先考量新舊道

路銜接介面，採取因應措施 

目標 

D2:長隧道消

防救災能力

不足 

因新建隧道為國內省道最長

隧道，且將通行大貨車，消防

救災較雪隧難度更高 

與地方消防機關協商，研議消

防分隊最佳配置，及強化消防

系統設計 

目標 

 

三、評估風險 

針對所辨識出之各項風險，透過「分析風險」及「評量風險」兩步驟，進行本

計畫風險評估。 

(一)分析風險 

為具體篩選出重要風險，本計畫風險管理小組參酌歷年同類型計畫之執行

實際數據，共同討論建立本計畫之「計畫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如表 4)及「計

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如表 5)。 

表 4、計畫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等級(L) 可能性 詳細描述 

3 非常可能 7年內大部分的情況下發生 

2 可能 7年內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1 不太可能 7年內只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表 5、計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 

等級(I) 
影響 

程度 
期程 目標 經費 

3 嚴重 
期程延長 3 年(含)

以上 
目標未達成≧30% 經費增加≧40% 

2 中度 
期程延長 1 年(含)

以上，未達 3年 

目 標 未 達 成
10%~30% 

經費增加 10%~40% 

1 輕微 期程延長未達 1年 目標未達成＜10% 經費增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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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工程處就所辨識之各項風險，依據前述 2種評量標準表及其現有風

險對策，分析各項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影響程度，邀集計畫相關人員共同討論，

客觀評定計畫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綜整如表 6。 

表 6、計畫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A1:因政策而

改變路線 

受政策層面廣泛影

響且具不確定性而

改變路線 

與高層溝通 期程 

經費 

1 2 2 

B1:用地無法

如期取得 

因民眾陳情抗爭，

致用地協議價購或

徵收程序無法順利

完成，延後用地取

得時間 

事先舉辦說明

會或公聽會 

期程 

經費 

2 3 6 

B2:招標不順 本計畫工程標案總

經費達 400 億元以

上，且土建標幾於

同一時間招標，恐

造成廠商低價搶

標，降低有能力承

攬廠商之投標意

願，進而影響工程

施工進度及品質 

採行適當分標

策略，使工程標

案較具規模，提

高大型優良廠

商投標意願 

期程 

經費 

2 2 4 

C1:廠商人力

不足 

廠商財務吃緊、施

工技術或管理能力

不足、其它私人因

素或不可抗力之天

災等因素，致施工

進度緩慢 

1.採行適當分

標策略，使

工程標案較

具規模，提

高大型優良

廠商投標意

願 

2.於契約清楚

明定權責及

逾期罰則 

期程 2 2 4 

C2:橋梁跨越

鐵路，吊裝作

業計畫書無法

獲臺鐵同意 

本計畫部分路段跨

越北迴鐵路，需經

臺鐵同意始能施工 

事先與臺鐵局

溝通，詳細規劃

吊 裝 作 業 計

畫，並備妥應變

計畫 

期程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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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C3:隧道工程

開挖遇到抽坍

或湧水 

本計畫路段 63%屬

隧道，工程地點因

介於菲律賓板塊與

歐亞板塊的交錯，

部分工程經過斷層

帶，地質複雜，如

東澳隧道穿越大理

岩大湧水段 

1.參考北迴鐵

路永春隧道

施工實際地

質資料及本

次自行鑽探

結果，進行

選線及設計 

2.於規劃階段

將路線往北

迴鐵路永春

隧道東側位

移約 200 公

尺、高程抬

高約 40 公

尺，降低大

湧水風險 

期程 

經費 

3 3 9 

C4:隧道工程

因環評承諾工

法受限且遇堅

硬土石，而進

度受阻 

本計畫仁水隧道經

地質調查有堅硬土

石，因屬環境保護

區，在環評承諾下

本路段無法使用炸

藥施工，鑽掘機開

挖落後超出預期 

確實鑽探及將

單向施工納入

工期及經費之

考量 

期程 

經費 

2 3 6 

C5:開挖時挖

掘到文化古

蹟、遺址 

本計畫事前調查已

知有漢本遺址位於

谷風隧道南洞口至

漢本高架橋路段

間，地下可能有文

化古蹟、遺址，於

工程施工開挖後，

可能受搶救影響，

導致無法進行施工 

事先委請專業

團隊試掘，並於

工程進行期間

隨行監看 

期程 

經費 

3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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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C6:環保團體

抗議 

本計畫在環境影響

說明書中決議，本

計畫於施工期間，

開發單位應成立環

境保護監督委員

會，對於施工安

全、湧水、空氣、

水汙染、生態及文

化資產等議題進行

監督，如環保團體

不滿意監督委員會

及要求更公開，可

能造成施工受阻 

1.事先與環保

團體溝通，

邀請加入監

督委員會 

2.架設蘇花改

網站，充分

公開工程的

規劃設計、

施工照片、

環境監測成

果等資訊，

以增進民眾

對工程進行

內 容 的 瞭

解，減少不

必要誤會 

期程 

經費 

2 1 2 

C7:發生勞安

意外 

施工期間因勞工安

全設備未落實而造

成工安事件發生，

造成停工而影響工

進 

與北區勞動檢

查所簽訂「安全

伙伴計畫」並進

行實施跨單位

交叉稽核、實施

合作伙伴聯合

稽查、實施承攬

管理及辦理稽

核人員訓練、訂

定各項施工作

業標準作業程

序、實施跨單位

工地觀摩，讓本

計畫各承攬廠

商有相互學習

之機會，有效提

升勞安管理制

度，並降低職業

災害之發生 

期程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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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C8:天然災害 本計畫位於受颱風

嚴重衝擊地區且地

質條件不佳，未來

可能受颱風影響地

形地貌改變，致使

重新檢討路線可行

性，隧道長度增

長，因而增加經費

及工期 

1.選線事先避

開地質敏感

地區 

2.於招標文件

明定廠商需

做好防颱準

備 

期程 

經費 

2 2 4 

C9:地方審議

機關要求變更

設計 

本計畫分三段執

行，其路線經過興

建方式分為橋樑、

隧道、路堤，依法

行經行水區需通過

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審查同意，始可動

工，如審議機關有

意見，將造成工期

延後、經費增加 

設計階段事先

與中央及地方

主管機關溝通

及協調，以利快

速通過審查 

期程 

經費 

2 2 4 

C10:工程界面

整合困難 

本計畫包含機電、

交控設備與土木介

面，因無法有效整

合而造成工期延宕 

檢討土木標各

項需配合預埋

之管路位置，於

契約明定請機

電及交控設備

廠商就土木標

相關圖面進行

套圖作業，並要

求土建標廠商

依套圖結果繪

製施工圖說進

行施作 

期程 

經費 

2 2 4 

C11:土建延遲

移交，以致機

電廠商無法施

工 

機電工程需於土建

工程近完工，始能

施作，因土建延

後，而造成機電工

程無法如期施作 

加強土建管控

進度 

期程 1 2 2 

D1:通車後產

生新交通瓶頸

點 

通車後造成新舊道

路銜接處，產生新

交通瓶頸點，致用

路人怨聲載道 

規劃設計時，事

先考量新舊道

路銜接介面，採

取因應措施 

目標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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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D2:長隧道消

防救災能力不

足 

因新建隧道為國內

省道最長隧道，且

將通行大貨車，消

防救災較雪隧難度

更高 

與地方消防機

關協商，研議消

防分隊最佳配

置，及強化消防

系統設計 

目標 2 3 6 

 

(二)評量風險 

本計畫風險管理小組共同研商，依據前述 2種評量標準表，建立計畫風險

判斷基準，並決定以風險值 R=2以下之低度風險為風險容忍度，超過此限度之

風險，該處均予以處理(如圖 1)。 

嚴重 

(3) 

R=3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R=9 

極度風險 

中度 

(2) 

R=2 

低度風險 

R=4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輕微 

(1) 

R=1 

低度風險 

R=2 

低度風險 

R=3 

中度風險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R=9)：需立即採取處理行動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高度風險(R=6)：需研擬對策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中度風險(R=3~4)：仍需進行控管活動降低其風險。 

低度風險(R=1~2)：不需執行特定活動降低其風險。 

圖1、計畫風險判斷基準及其風險容忍度 

 

為能進一步篩選出重要風險項目，本計畫風險管理人員將所辨識各項風險

之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與計畫風險判斷基準比較，建立計畫現有風險圖像

(如圖 2)，其中「C3：隧道工程開挖遇到抽坍或湧水」及「C5：開挖時挖掘到

文化古蹟、遺址」為極度風險，「B1：用地無法如期取得」、「C4：隧道工程

因環評承諾工法受限且遇堅硬土石，而進度受阻」及「D2：長隧道消防救災能

力不足」為高度風險，「B2：招標不順」、「C1：廠商人力不足」、「C8：天

然災害」、「C9：地方審議機關要求變更設計」、「C10：工程界面整合困難」

及「D1：通車後產生新交通瓶頸點」為中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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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 

(3) 
 B1、C4、D2 C3、C5 

中度 

(2) 
A1、C2、C7、C11 

B2、C1、C8、 

C9、C10、D1 
 

輕微 

(1) 
 C6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2項(12.50％) 

高度風險：3項(18.75％) 

中度風險：6項(37.50％) 

低度風險：5項(31.25％) 

圖2、計畫現有風險圖像 

 

四、處理風險 

為減少風險對本計畫之負面影響，蘇花改工程處依據過去執行經驗，評估各項

風險對策之可行性、成本及利益後，針對風險項目新增最適風險對策，重新評定其

殘餘風險等級及風險值(如表7)，再與計畫風險判斷基準比較，進而建立計畫殘餘風

險圖像(如圖3)。 

原屬極度風險之「C3：隧道工程開挖遇到抽坍或湧水」及「C5：開挖時挖掘

到文化古蹟、遺址」將可降為中度風險。 

原屬高度風險之「B1：用地無法如期取得」、「C4：隧道工程因環評承諾工

法受限且遇堅硬土石，而進度受阻」及「D2：長隧道消防救災能力不足」，以及原

屬中度風險之「B2：招標不順」、「C1：廠商人力不足」、「C8：天然災害」、

「C9：地方審議機關要求變更設計」、「C10：工程界面整合困難」及「D1：通車

後產生新交通瓶頸點」亦將可降為低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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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計畫殘餘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 

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新增 

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A1:因政

策而改變

路線 

受政策層

面廣泛影

響且具不

確定性而

改變路線 

與高層溝

通 

期程 

經費 

1 2 2 — 1 2 2 

B1: 用地

無法如期

取得 

因民眾陳

情抗爭，致

用地協議

價購或徵

收程序無

法順利完

成，延後用

地取得時

間 

事先舉辦

說明會或

公聽會 

期程 

經費 

2 3 6 加強與民

眾、民意

代表或地

方政府等

利害關係

人溝通及

協調 

1 2 2 

B2: 招標

不順 

本計畫工

程標案總

經費達 400

億 元 以

上，且土建

標幾於同

一時間招

標，恐造成

廠商低價

搶標，降低

有能力承

攬廠商之

投 標 意

願，進而影

響工程施

工進度及

品質 

採行適當

分 標 策

略，使工程

標案較具

規模，提高

大型優良

廠商投標

意願 

期程 

經費 

2 2 4 部分標案

改採異質

採購最低

標(已改為

「評分及

格 最 低

標」)，可

擇取履約

能力較強

之優良廠

商 

1 2 2 

C1: 廠商

人力不足 

廠商財務

吃緊、施工

技術或管

理能力不

足、其它私

人因素或

不可抗力

1.採行適當

分 標 策

略，使工

程 標 案

較 具 規

模，提高

大 型 優

期程 2 2 4 1.部分標

案改採

異質採

購最低

標 ( 已

改為評

分及格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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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 

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新增 

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之天災等

因素，致施

工進度緩

慢 

良 廠 商

投 標 意

願 

2.於契約清

楚 明 定

權 責 及

逾 期 罰

則 

最 低

標)，可

擇取履

約能力

強之優

良廠商 

2.明定工

程里程

碑，據

以加強

管控 

C2: 橋梁

跨 越 鐵

路，吊裝

作業計畫

書無法獲

臺鐵同意 

本計畫部

分路段跨

越北迴鐵

路，需經臺

鐵同意始

能施工 

事先與臺

鐵 局 溝

通，詳細規

劃吊裝作

業計畫，並

備妥應變

計畫 

期程 1 2 2 — 1 2 2 

C3: 隧道

工程開挖

遇到抽坍

或湧水 

本計畫路

段 63%屬

隧道，工程

地點因介

於菲律賓

板塊與歐

亞板塊的

交錯，部分

工程經過

斷層帶，地

質複雜，如

東澳隧道

穿越大理

岩大湧水

段 

1.參考北迴

鐵 路 永

春 隧 道

施 工 實

際 地 質

資 料 及

本 次 自

行 鑽 探

結果，進

行 選 線

及設計 

2.於規劃階

段 將 路

線 往 北

迴 鐵 路

永 春 隧

道 東 側

位 移 約

200 公

尺、高程

抬 高 約

40 公

期程 

經費 

3 3 9 於施工時

強化各型

輔助工法

(RIP 地電

阻影像剖

面 探 測

法 ) 、
3D-TSP

三維震波

調查、採

不取岩心

前進探查

方式，及

預編多項

地質改良

處理灌漿

漿材，以

因應各種

不同地質

改良處理

所需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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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 

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新增 

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尺，降低

大 湧 水

風險 

C4: 隧道

工程因環

評承諾工

法受限且

遇堅硬土

石，而進

度受阻 

本計畫仁

水隧道經

地質調查

有堅硬土

石，因屬環

境 保 護

區，在環評

承諾下本

路段無法

使用炸藥

施工，鑽掘

機開挖落

後超出預

期 

確實鑽探

及將單向

施工納入

工期及經

費之考量 

期程 

經費 

2 3 6 1.改採異

質 採 購

最 低 標

(已改為

評 分 及

格 最 低

標 )，擇

取 履 約

能 力 強

之 優 良

廠商 

2.要求廠

商 競 標

時 提 出

有 效 工

法 及 機

具 納 入

評比 

1 2 2 

C5: 開挖

時挖掘到

文 化 古

蹟、遺址 

本計畫事

前調查已

知有漢本

遺址位於

谷風隧道

南洞口至

漢本高架

橋 路 段

間，地下可

能有文化

古蹟、遺

址，於工程

施工開挖

後，可能受

搶 救 影

響，導致無

法進行施

工 

事先委請

專業團隊

試掘，並於

工程進行

期間隨行

監看 

期程 

經費 

3 3 9 更改工序

先施作其

他路段，

並加速挖

掘搶救古

蹟 、 遺

址，必要

時再委請

其他專業

團隊協助

搶救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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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 

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新增 

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C6: 環保

團體抗議 

本計畫在

環境影響

說明書中

決議，本計

畫於施工

期間，開發

單位應成

立環境保

護監督委

員會，對於

施 工 安

全、湧水、

空氣、水汙

染、生態及

文化資產

等議題進

行監督，如

環保團體

不滿意監

督委員會

及要求更

公開，可能

造成施工

受阻 

1.事先與環

保 團 體

溝通，邀

請 加 入

監 督 委

員會 

2.架設蘇花

改 網

站，充分

公 開 工

程 的 規

劃 設

計、施工

照片、環

境 監 測

成 果 等

資訊，以

增 進 民

眾 對 工

程 進 行

內 容 的

瞭解，減

少 不 必

要誤會 

期程 

經費 

2 1 2 — 2 1 2 

C7: 發生

勞安意外 

施工期間

因勞工安

全設備未

落實而造

成工安事

件發生，造

成停工而

影響工進 

與北區勞

動檢查所

簽訂「安全

伙伴計畫」

並進行實

施跨單位

交 叉 稽

核、實施合

作伙伴聯

合稽查、實

施承攬管

理及辦理

稽核人員

訓練、訂定

各項施工

作業標準

期程 1 2 2 —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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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 

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新增 

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作 業 程

序、實施跨

單位工地

觀摩，讓本

計畫各承

攬廠商有

相互學習

之機會，有

效提升勞

安管理制

度，並降低

職業災害

之發生 

C8: 天然

災害 

本計畫位

於受颱風

嚴重衝擊

地區且地

質條件不

佳，未來可

能受颱風

影響地形

地 貌 改

變，致使重

新檢討路

線 可 行

性，隧道長

度增長，因

而增加經

費及工期 

1.選線事先

避 開 地

質 敏 感

地區 

2.於招標文

件 明 定

廠 商 需

做 好 防

颱準備 

期程 

經費 

2 2 4 於非颱風

季節期間

加速趕工 

2 2 4 

C9: 地方

審議機關

要求變更

設計 

本計畫分

三 段 執

行，其路線

經過興建

方式分為

橋樑、隧

道、路堤，

依法行經

行水區需

通過中央

或地方機

設計階段

事先與中

央及地方

主管機關

溝通及協

調，以利快

速通過審

查 

期程 

經費 

2 2 4 高層出面

協調，並

就審議機

關意見快

速回應，

做 成 決

策，及進

行後續處

理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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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 

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新增 

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關之審查

同意，始可

動工，如審

議機關有

意見，將造

成工期延

後、經費增

加 

C10:工程

界面整合

困難 

本計畫包

含機電、交

控設備與

土 木 介

面，因無法

有效整合

而造成工

期延宕 

檢討土木

標各項需

配合預埋

之管路位

置，於契約

明定請機

電及交控

設備廠商

就土木標

相關圖面

進行套圖

作業，並要

求土建標

廠商依套

圖結果繪

製施工圖

說進行施

作 

期程 

經費 

2 2 4 明定土建

標廠商施

工圖檢核

簽 認 機

制，以落

實執行套

圖作業： 

如其應將

繪製完成

之 施 工

圖，提供

各關聯機

電、交控

標廠商或

監造單位

檢 核 簽

認，土建

標廠商據

以重新繪

製施工圖

說進行施

作，並副

知各關聯

廠商、監

造單位及

督導工務

段 

1 2 2 

C11:土建

延 遲 移

交，以致

機電廠商

無法施工 

機電工程

需於土建

工程近完

工，始能施

作，因土建

加強土建

管控進度 

 

期程 1 2 2 —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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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 

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 

(L)x(I) 

新增 

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 

風險值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I) 

延後，而造

成機電工

程無法如

期施作 

D1:通車

後產生新

交通瓶頸

點 

通車後造

成新舊道

路 銜 接

處，產生新

交通瓶頸

點，致用路

人怨聲載

道 

規劃設計

時，事先考

量新舊道

路銜接介

面，採取因

應措施 

目標 2 2 4 擴大交管

範圍，邀

集中央及

地方主管

機關進行

研商整體

配 套 措

施，並進

行事前演

練 

1 2 2 

D2:長隧

道消防救

災能力不

足 

因新建隧

道為國內

省道最長

隧道，且將

通行大貨

車，消防救

災較雪隧

難度更高 

與地方消

防機關協

商，研議消

防分隊最

佳配置，及

強化消防

系統設計 

目標 2 3 6 請主管機

關研議省

道長隧道

設 計 規

範，以利

據以設計

最佳救災

系統，爭

取救災黃

金時間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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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 

(3) 
   

中度 

(2) 

A1、B1、B2、C1、 

C2、C4、C7、C9、 

C10、C11、D1、D2 

C3、C5、C8  

輕微 

(1) 
 C6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 0項 

高度風險： 0項 

中度風險： 3項(18.75％) 

低度風險：13項(81.25％) 

圖3、計畫殘餘風險圖像 

 

五、監督及檢討 

為監督本計畫風險管理過程之進行狀況，並不斷檢討改進，本部規劃監督作法

如下： 

(一)自主監督 

1.成立計畫風險管理小組：為監督本計畫風險管理之確實執行，本部成立計畫風險

管理小組，指派蘇花改工程處副處長擔任召集人，處內各單位主管擔任委員，並

指定研考單位辦理幕僚作業。原則每半年召開會議進行檢討，如有危機狀況則適

時召開。 

2.計畫執行人員隨時監督風險環境之變化，留意新風險之出現。 

3.計畫執行人員隨時監督已辨識之風險及提出必要之警示。 

4.計畫執行人員檢討風險對策之有效性及風險處理步驟之正確性。 

5.計畫執行人員依據「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內部控制監督作業。 

(二)外部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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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合計畫三級管制，接受上級機關逐級督導。 

2.接受管考機關例外管理(例如計畫實地查證或機動性查證)。 

3.配合計畫評核作業，驗證計畫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4.透過計畫資訊公開，由全民監督計畫風險管理情形。 

 

六、傳遞資訊、溝通及諮詢 

為確保本計畫研擬人員、風險管理人員、執行人員及利害關係人均能瞭解本計

畫風險與支持風險對策，並確保計畫資訊於機關內、外部間有效傳遞，進而落實計

畫風險管理職責，並提升外界對本計畫之信任，計畫執行人員將於本計畫核定後1

個月內建立計畫資訊分享平臺，蒐集、編製及使用來自機關內、外部與本計畫有關

之最新資訊，以支持本計畫風險管理之持續順利運作。 

本計畫之對外及對內溝通原則如下： 

(一)對外溝通原則 

1.掌握溝通目的與底線。 

2.瞭解溝通對象，慎訂溝通策略。 

3.儘早、主動溝通。 

4.善用多元溝通管道。 

5.態度真誠、坦白與公開。 

6.傾聽民眾關切之重點。 

7.滿足媒體之需要。 

(二)對內溝通原則 

1.上對下要做風險政策之宣達。 

2.下對上要做風險發現之報告。 

3.單位之間要分享風險管理之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