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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計畫係由花蓮車站至台東知本車站，進行全線電氣化及瓶

頸路段雙軌化，在工程團隊採取因應方案，並持續克服施工困難

後，已於 103年 6 月 28日完成全線電氣化通車，對於縮短行車時

間、提升運輸效能等甚具助益。惟本計畫尚有部分工程仍未完工，

如自強隧道、壽豐高架車站兩路段工程，以及光復等 3 個電力分

駐所工程，致計畫進度落後。為瞭解計畫推動情形，爰進行實地

查證，茲將本次查證主要發現及建議事項摘陳如次： 

主要發現主要發現主要發現主要發現    

一、花東鐵路電氣化通車後仍存有訂票不易、運量不足問題，雙

軌化路段比率未達 2 成，致無法全面改善需待避對向列車情

形，為運量增幅有限主因之一，影響計畫整體效益提升。 

二、本計畫與「花東鐵路車站整體服務效能提昇計畫」關聯性甚

高，係分別辦理花東鐵路電氣化及沿線 27個車站改建工程，

惟未依預期接續完成，影響兩計畫推動綜效及加乘效益。 

三、本計畫因自強隧道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刻正辦理第 2 次修正

計畫，預定大幅展延計畫期程至 107年 6 月，主要係依關鍵

要徑工程自強隧道所訂貫通及完工時程推估而得。惟後續隧

道開挖工率需較過往提升，始可於所訂時程內完工，目前工

地現場仍未見工率顯著增加趨勢，致完工時程仍具不確定性。 

四、第 1 次修正計畫已增加經費 104.29億元，惟辦理中之第 2 次

修正計畫，因期程展延逾 3年，需增加 15億餘元工程費，擬

由前次修正寬列之物調款等項目調撥，顯示計畫經費編列準

確度不足問題。 

五、計畫推動後因累計發包工程費已達計畫核定經費上限，且第 1

次修正計畫遲未核定補足發包預算缺口，致長達 15個月停滯

辦理發包，延宕後續工程發包時程。 



 

六、計畫推動初期未適切導入風險管理機制，針對類似計畫經常

遭遇之民眾抗爭、與地方溝通不易、廠商履約能力不足等可

預期風險(問題)，未及早採取因應措施，致影響計畫執行進度。 

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一、請交通部就運量需求、成本效益、環境衝擊等面向，積極辦

理花東鐵路雙軌化或其他可行方案之規劃評估作業，並針對

目前花東線鐵路訂票不易問題，研提票務管理措施等因應對

策儘速解決。 

二、請交通部檢討強化計畫管控機制，並針對後續需同步完成展

現計畫推動綜效之相關計畫，明訂應相互配合工項之管控里

程碑，如工程發包、建照核發、用地取得、開工施作、履勘

驗收、完工啟用等各階段完成時程，據以列管執行進度。 

三、請交通部針對自強隧道確實評估工率提升趨勢，據以審慎核

算修正計畫需展延時程，並密切管控施工進度，避免因自強

隧道未如期完工再次辦理計畫展延。 

四、請交通部督導鐵工局專案檢討經費編列不夠精準之責任歸

屬，另依據工程會訂頒「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

等相關規定，督導核實編列計畫經費，並透過機關自主管控

措施及外部專業審議機制，減少修正計畫發生大幅增加經費

之情事。 

五、請交通部加強督導管控計畫所屬工程之發包時程及計畫經費

餘額，如確有需修正計畫增加計畫經費者，應提前啟動修正

計畫程序且列管提報核定時程，確保計畫經費符合執行需要。 

六、請交通部針對與地方溝通協調、廠商履約能力不足等計畫推

動經常遭遇問題，協助鐵工局與地方政府建立溝通協調平

台，透過定期會商方式積極協調解決；另請妥善研擬採購發

包策略，如異質採購評選廠商機制及標案分標方式，吸引大

型具實績經驗廠商參與重大公共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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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為有效提升花東鐵路整體運輸效能及縮短行車時間，達

到「東部永續發展」及「東部鐵路快捷化」的目標，行政院

於 97年 3 月核定「花東線鐵路瓶頸路段雙軌化暨全線電氣

化計畫」；惟因考量政府財政負擔，計畫推動策略係將串聯

北迴線鐵路之電氣化工程列為首要工作，使鐵路電氣化建設

延伸至臺東，並輔以瓶頸路段辦理雙軌化工程，改善既有單

軌鐵路經常需待避對向列車之問題。 

本計畫推動過程，因應花東地區民眾殷切期盼及早電氣

化通車之訴求，行政院於 101年 2 月核定第 1次修正計畫，

同意提前於 102年底通車，嗣於 103年 2 月同意延至 103

年 6 月底通車。其延後主因係計畫推動遭遇颱風天候、民眾

抗爭、隧道特殊地質等因素影響執行進度，惟在工程團隊採

取因應方案，並持續克服施工困難後，已於 103年 6 月 28

日完成全線電氣化通車，提供民眾更為舒適便捷、穩定密集

之鐵路運輸服務。 

前述計畫通車因應方案，係針對自強隧道遭遇沉泥層地

質、壽豐高架車站遭遇民眾陳情等無法按原訂時程完成路

段，改採在既有鐵路架設電車線進行電氣化工程，藉以因應

通車需求。惟目前自強隧道、壽豐高架車站兩路段工程，以

及部分電力分駐所新建工程，施工進度呈現落後，且已確定

無法於計畫核定期程內完工，致需辦理第 2次修正計畫。為

瞭解本計畫推動情形，爰辦理實地查證，並依查證發現撰擬

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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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計畫概要計畫概要計畫概要計畫概要 

一、計畫目標 

本計畫範圍係自花蓮至

知本間全長 166.1 公里，進

行全線電氣化工程，並針對

瓶頸路段辦理雙軌化。主要

建設成果及目標如下： 

(一)東部鐵路快捷化：列車

速度可由現行 110km/hr

提昇為 130km/hr，大幅

縮短行車時間。 

(二)動力一元化：解決花東

線列車更換動力車或旅

客換乘列車耗時情事。 

(三)綠色運輸需求：降低沿線空氣污染、CO2排放

及噪音污染，符合東部永續發展需求。 

(四)促進花東觀光旅遊發展：紓解公路交通，以確

保花東之觀光資源品質維護與發展。 

(五)加速東部經濟開發：平衡東西部鐵路建設標

準，縮短東西部間交通距離，活絡經濟發展。 

二、年度工作項目 

本計畫 103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58.99億元，年

度重要工作項目為 103年 6 月 30日前完成花東線

鐵路電氣化營運通車（已於 103年 6月 28日通車），

其他應於年度內完成之工作項目包含 CL314 標山

里隧道至台東站土建工程、台東機務分段電車線新

圖 1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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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CL112標豐田至鳳林站土建工程等。 

三、計畫期程與經費 

本計畫期程為 97年 4 月至 104年 3 月，計畫

總經費為新臺幣（以下同）254.29億元，各主要工

作項目經費編列如表 1。 

表 1  計畫經費詳細表 
項次 工作項目 經費(百萬元) 
1 規劃設計費 500 
2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 486 
3 土建工程 11,543.9 
 3.1隧道工程            6,907.4 

3.2老舊橋梁改善工程    1,177.0 
3.3雙軌及曲線改善工程   402.8 
3.4月美段截彎取直改善   716.2 
3.5曲線半徑改善         261.5 
3.6軌道工程及其他      2,079.0 

4 電力工程 8,157.5 
 4.1電車線工程   3,028.7 

4.2變電站工程   1,792.0 
4.3電務工程     3,336.8 

5 間接工程費 2,334 
6 工程預備費 394 
7 物價調整費 2,014 
 合計 25,429 

因自強隧道等工程未能於計畫核定期程內完

工，交通部刻正辦理第 2 次修正計畫，擬將計畫期

程展延至 107年 6 月；另因期程延長等因素所增加

之直接及間接工程費約 15.14億元，擬由工程預備

費與物價調整費調撥，總經費仍維持 254.2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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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執行概況執行概況執行概況執行概況 

一、執行進度 

(一)總累計執行進度：截至 103年 9 月底止，計畫

預定進度 95.99%，實際進度 93.38%，執行進

度落後 2.61個百分點。 

(二)103年度執行進度：103年截至 9月底止，年累

計預定進度 82.29%，實際進度 64.00%，執行

進度落後 18.29個百分點。 

(三)落後原因：目前計畫落後主因係 CL212標自強

隧道因南口遭遇沉泥層地質，隧道施作易造成

抽坍，工進推展不易；另 CL423標關山電力分

駐所工程因承商人力不足，材料進場時程未妥

善安排，致工進落後。 

 

 

 

 

 

 

 

 
圖 2  103年 1-9月總累計執行進度趨勢圖 

二、經費支用情形 

(一)總累計經費支用：截至 103年 9 月底止，總累

計預定支用數 217億 9,577萬 4,000元，實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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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 195億 8,937萬元，支用比為 89.88%。 

(二)103年度經費支用：103年截至 9月底止，年累

計預定支用數 46億 6,334萬 8,000元，實際支

用數 24億 5,694萬 4,000元，支用比為 52.69%，

年度預算達成率為 74.23%。 

(三)支用比偏低原因：因部分工程辦理契約變更未

完成，另因部分工程已施工，惟承商未提出查

驗申請，均影響後續估驗計價。 

 

 

 

 

 

 

 

 

 

圖 3  103年 1-9月年累計及總累計經費支用趨勢圖 

三、工程執行情形 

本計畫土建工程部分，主要辦理豐田至南平、

萬榮至光復、瑞穗至三民、山里至臺東等 4處雙軌

化，以及月美段截彎取直、曲線半徑改善等工程。

除自強隧道、壽豐高架電桿基礎等工程，其餘工程

均已完工。(各主要工程執行情形詳後附件 1) 

另電力工程部分，主要辦理光復、玉里、關山、

臺東等 4 處變電站，以及全線電車線架設、電力分

駐所等工程。除部分軌道側線之電車線架設、3 處

電力分駐所等工程，其餘均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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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計畫主要土建及電力工程之施工概況圖 

吉安站

花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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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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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美站

瑞和站

瑞源站

鹿野站

山里站

臺東站

知本站

1

1

改善範圍
壽豐高架 溪口隧道雙軌化壽豐~南平

2
萬榮~光復 光復隧道 光復溪橋雙軌化

3

瑞穗~三民以南 第二紅葉溪橋、 自強隧道 、豐坪溪橋雙軌化

東里~富里 4處曲線改善

5
山里~台東 第一、二山里溪橋、 山里隧道雙軌化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6666大大大大區段重點標區段重點標區段重點標區段重點標案及雙軌化施工範圍案及雙軌化施工範圍案及雙軌化施工範圍案及雙軌化施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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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瑞和 月美高架(截彎取直)

4

(5.5KM)
池上~海端 1處曲線改善

(光復變電站)

(玉里變電站)

(關山變電站)

(臺東變電站)

(花蓮變電站花蓮變電站花蓮變電站花蓮變電站)

166.1公里

知本知本知本知本

(CL411標)
四座變電站
花蓮~臺東電車線

CL213A標

CL112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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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314標

CL113標 光復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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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L411標電車線架設

(0.18km)

(光復電力分駐所)

(玉里電力分駐所)

(關山電力分駐所)

未完工

未完工

未完工

未完工

未完工

未完工

電力工程 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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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主要發現主要發現主要發現主要發現 

一、具體績效 

花東線鐵路電氣化是「愛臺 12 建設」重要項

目之一，在交通部、鐵工局及工程團隊共同努力

下，花東線鐵路已於 103年 6月 28日電氣化通車，

達成東部鐵路快捷化及動力一元化的目標，值得高

度肯定。 

本計畫通車後主要效益，最為顯著是臺北至臺

東間行車時間縮短為 3.5小時，並提升鐵路服務效

能，更能促進花東觀光旅遊發展，加速東部經濟開

發；另可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年減碳量相當於 28

座臺北大安森林公園 CO2吸附量。 

 
圖 5  計畫推動主要預期效益圖 

二、尚待改進事項 

(一)花東鐵路電氣化通車後仍存有訂票不易及運量花東鐵路電氣化通車後仍存有訂票不易及運量花東鐵路電氣化通車後仍存有訂票不易及運量花東鐵路電氣化通車後仍存有訂票不易及運量

不足等問題不足等問題不足等問題不足等問題，，，，影響計畫整體效益提升影響計畫整體效益提升影響計畫整體效益提升影響計畫整體效益提升 

本計畫正式通車營運後，花蓮至臺東之鐵

路運輸能量已有所提升，依交通部臺鐵局統計

資訊顯示，花東線鐵路搭乘人數於 103年 1 至

6 月間，平均每月近 29.98萬人，103年 8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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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大幅提升至 39.21萬人，增加近 3 成。 

惟近年來花東地區因政府及民間大力推動

觀光旅遊，吸引大量國內外旅客前往當地遊

憩，搭乘火車往返成為民眾普遍之運具選擇，

其中普悠瑪列車因快速便捷更受青睞，經查該

列車在週一至週四平均利用率已達 8~9成，至

於熱門及尖峰時段則不論平（假）日均有訂票

不易、運量不足問題，並疑似有鐵路黃牛大量

訂票情事，影響民眾訂票權益及公平性。 

另就 103年 8 月環島鐵路各線別之搭乘人

數作比較，本計畫花東（臺東）線搭乘人數雖

已提升至 39.21萬人，相較鄰近北迴線（宜蘭

至花蓮）74.86萬人搭乘僅約其一半，另相較其

他線別亦僅高於全線單軌之南迴線。探究其可

能原因，花東線鐵路雙軌化路段計 31.5公里，

僅佔全線 166.1公里約 18.9%，待避對向列車

情形仍難避免，為運量增幅有限主因之一。另

103年 7 月 29日花蓮鳳林站電車線斷裂事故，

列車停止營運近 3 小時，更顯現單軌鐵路遭遇

事故發生時，嚴重影響列車營運之問題。 

(二)花東鐵路建設相關計畫未能同步完成花東鐵路建設相關計畫未能同步完成花東鐵路建設相關計畫未能同步完成花東鐵路建設相關計畫未能同步完成，，，，影響計影響計影響計影響計

畫推動成效畫推動成效畫推動成效畫推動成效 

行政院 97 年 3 月核定本計畫後，並於 98

年 2 月核定「花東線鐵路車站整體服務效能提

昇計畫(計畫期程至 103年 12月)」，此 2計畫

分別辦理花東鐵路電氣化及沿線 27 個車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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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計畫關聯性甚高，完成期限亦僅相差

3 個月(104年 3 月及 103年 12月)，原即預期

計畫陸續完成後，將可發揮提升鐵路服務效能

及促進花東觀光產業發展之綜效。 

惟本計畫於 103年 6 月 28 日電氣化通車

時，「花東線鐵路車站整體服務效能提昇計畫」

進行改建之 27座車站，僅完成 12座車站，其

餘 15座車站經報院核定展延至 106年 8月底始

能完成，影響計畫推動成效及加乘效益。 

(三)自強隧道工程完工時程仍具不確定性自強隧道工程完工時程仍具不確定性自強隧道工程完工時程仍具不確定性自強隧道工程完工時程仍具不確定性，，，，有待進有待進有待進有待進

一步評估一步評估一步評估一步評估 

自強隧道南口於 100年 4 月遭遇沉泥層地

質後，歷經多次施工技術諮詢會議，於 101年

底確認採用中導坑（縮小開挖斷面）工法施工。

截至 103年 9月底，採中導坑工法費時 21個月

推進 66公尺。 

依交通部鐵工局推估，自強隧道預定 105

年 6 月上半斷面貫通，並預定 106年 10 月完

工，且據此展延第 2 次修正計畫期程至 107年

6 月。惟目前距隧道貫通時程亦剩餘 21 個月

（103年 10月至 105年 6月），尚需開挖約 176

公尺沉泥層，如將隧道北口加入開挖沉泥層之

列，隧道開挖工率仍需較過往提升約 33%，始

能如期完成隧道貫通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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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泥層地質長度約 242公尺 

已推進 66公尺 

2 

圖 6  自強隧道開挖現況圖(截至 103年 9月底) 

另依本院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資料顯示，

截至 102年 12月底，自強隧道南口採中導坑工

法費時12個月推進累計43公尺，平均每月 3.58

公尺；惟 103年 1 至 9 月，費時 9 個月僅推進

23公尺，平均每月 2.56公尺，隧道開挖工率低

於 102年。爰此，目前隧道工地現場仍未見顯

著開挖工率增加趨勢，造成自強隧道工程能否

依前述推估時程完工仍具不確定性。 

(四)計畫編列經費準確度不足計畫編列經費準確度不足計畫編列經費準確度不足計畫編列經費準確度不足，，，，不利計畫管控不利計畫管控不利計畫管控不利計畫管控 

行政院 102 年 5 月 27 日核定本計畫第 1

次修正案函示：「本計畫行政院原核定經費為

150 億元，惟本次修正計畫增加為 254.29 億

元，請交通部於 3 個月內提出內部控管改善方

案報院，並力求計畫工程經費之規劃準確及務

實，以避免大幅增加經費及審議困擾，延宕計

畫核定時程。」顯示本計畫經細設成果所核算

之計畫執行必要經費，與依據綜合規劃結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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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之原計畫經費，兩者差異甚大，確有加強

計畫經費更加準確及務實之必要。 

另經查本計畫刻正辦理第 2 次修正計畫，

計畫期程將展延 39個月至 107年 6 月，計畫經

費因期程展延、自強隧道及壽豐車站以替代方

案辦理、自強隧道變更工法等，相關直接及間

接工程費需增加約 15億餘元，擬由物價調整費

作為主要調撥財源，致使修正計畫仍維持原經

費。惟計畫經費調撥項目，非使用工程標餘款

等，卻以第 1次修正計畫中由 10.6億元增加為

20.14億之物調費，調撥支應 15億餘元，再次

顯現計畫經費核估準確度不足之問題。 

(五)未能儘速修正計未能儘速修正計未能儘速修正計未能儘速修正計畫內容與經費畫內容與經費畫內容與經費畫內容與經費，，，，延宕後續工程延宕後續工程延宕後續工程延宕後續工程

發包作業發包作業發包作業發包作業 

本計畫細設完成後陸續辦理工程發包作

業，經查於 99年 10月計畫所屬「CL113標鳳

林至光復站路段土建工程」決標後，累計發包

工程費已達原計畫核定之 150億元經費上限，

惟仍有部分土建工程及電力工程尚未發包。 

為避免計畫經費不足影響後續工程發包作

業，交通部鐵工局於 99 年 6 月 8 日提報第 1

次修正計畫，計畫經費由 150億元大幅增加至

254.29億元，經交通部審查及原行政院經建會

召開多次修正計畫研商會議，一再要求重新檢

討調整部分計畫內容，致行政院始於 102年 5

月 27日核定。本計畫第 1 次修正案自交通部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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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項目 
 
 
 

時程 

工局首次提報至行政院核定，費時近 3 年時間。 

 

 

……     15個月未發包             …… 
                            

    97         98  99  99       101      102  102  103  104   107 
    03         11  06  10        03       05   12   06   03    06 

圖 7  計畫推動及修正計畫之主要工作歷程圖 

因第 1 次修正計畫遲未核定，在前揭

CL113標於 99年 10月發包後，長達 15個月未

再有工程發包，直至 101年 3 月始有工程標案

陸續發包動工，不僅造成已發包工程費超出計

畫核定經費，並延宕部分關鍵工程原已排定規

劃之發包時程，影響計畫推動進度及預定 102

年底之電氣化通車時程。 

(六)未適切導入風險管理機制未適切導入風險管理機制未適切導入風險管理機制未適切導入風險管理機制，，，，致計畫進度長期落致計畫進度長期落致計畫進度長期落致計畫進度長期落

後後後後 

本計畫工程於 98年底陸續動工，惟計畫進

度自 99年 3 月至今，均呈現落後狀態且有逐步

擴大趨勢，截至 103年 9 月，計畫總累計進度

已落後 2.61個百分點，落後幅度為計畫執行以

來最高。 

探究計畫推動過程造成進度落後主因，除

受颱風天候、隧道特殊地質等不可抗力因素，

尚有壽豐高架車站遭遇地方民眾陳情抗爭、地

方政府延遲核發建照、電力工程廠商履約能力

不足或進度嚴重落後致需重新發包等，影響計

畫執行。 

計畫 
核定 

陸續
發包
動工 

CL113 
標決標 

提出 
修正 
計畫 

再次 
啟動 
發包 

修正 
計畫 
核定 

預定
通車
期限 

實際
通車
日期

 

計畫
核定 
期程 

擬展延 
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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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問題已是公共建設計畫未能如期完成

之常見原因，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

案計畫編審要點」所規定建設計畫需包含內

容，屬問題評析、風險評估等章節應掌握因應

之可預期風險。惟本計畫推動初期未能適切導

入風險管理機制，提升風險管理意識及能量，

及早採取溝通協調、因應處理作為，致無法有

效降低風險發生之影響及衝擊。 

伍伍伍伍、、、、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一一一一、、、、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花東花東花東花東鐵路鐵路鐵路鐵路運輸運輸運輸運輸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保障民眾搭乘權益保障民眾搭乘權益保障民眾搭乘權益保障民眾搭乘權益 

為提升東部鐵路現代化之軌道運輸水準，請交

通部就鐵路運量需求、建設成本效益、東部環境衝

擊等面向，積極辦理花東線鐵路全面雙軌化或其他

可行方案之規劃評估作業。另針對目前花東線鐵路

訂票不易等營運問題，請交通部研提妥適因應對

策，如藉由採取票務管理措施、交通管理手段等逐

步改善，並配合國發會刻正研擬報院之「花東產業

六級化發展方案」，確實整合鐵路、巴士、業者接

駁車、電動（機）車、自行車、步行等多元運具，

建構以生活圈及地域產業發展為架構之綠色運輸

網。 

二二二二、、、、強化強化強化強化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計畫管控計畫管控計畫管控計畫管控機制機制機制機制，，，，落實計畫進度管理落實計畫進度管理落實計畫進度管理落實計畫進度管理 

本計畫及「花東線鐵路車站整體服務效能提昇

計畫」是目前花東地區主要鐵路建設計畫，為利兩

計畫如期完成，請交通部檢討強化計畫管控機制，

並配合經貿國是會議共同/多數意見（1.4.13為促進

花東地區發展，建議加速興建花東快速鐵公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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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事項，針對本計畫及「花東線鐵路車站整體

服務效能提昇計畫」，或其他需同步完成展現計畫

推動綜效之相關計畫，明訂應相互配合工項之管控

里程碑，如工程發包、建照核發、用地取得、開工

施作、履勘驗收、完工啟用等各階段完成時程，納

入計畫管制追蹤及年度作業計畫查核點，據以列管

執行進度。 

三三三三、、、、確實檢確實檢確實檢確實檢討修正計畫需展延時程討修正計畫需展延時程討修正計畫需展延時程討修正計畫需展延時程，，，，避免一再提報修正避免一再提報修正避免一再提報修正避免一再提報修正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本計畫自強隧道因無法配合 102 年底通車時

程，於第 1次修正計畫已採取在既有鐵路進行電氣

化方式替代因應；又因無法於 104年 3 月之計畫核

定期程內完成，刻正辦理第 2 次修正計畫期程展

延。為避免計畫後續推動僅因自強隧道單一標案未

能完工再次展延計畫期程，請交通部針對自強隧道

工程等未完工標案，確實評估工率提升趨勢，據以

審慎核算修正計畫需展延時程，並密切管控施工進

度；另請妥為準備修正計畫必要性之說明資料，俾

利適時對外溝通說明。 

四四四四、、、、核實編列計畫執行經費核實編列計畫執行經費核實編列計畫執行經費核實編列計畫執行經費，，，，發揮建設資源最大效益發揮建設資源最大效益發揮建設資源最大效益發揮建設資源最大效益 

中央公務預算每年投入公共建設計畫經費已

逐年降低，且各計畫仍需透過排序競爭程序，爭取

得來不易之經費資源。請交通部督導鐵工局專案檢

討經費編列不夠精準之責任歸屬，另依據工程會訂

頒「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等相關規

定，督導核實編列計畫經費，並透過機關自主管控

措施及外部專業審議機制，減少修正計畫發生大幅

增加經費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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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加強管控修正計畫報核時程加強管控修正計畫報核時程加強管控修正計畫報核時程加強管控修正計畫報核時程，，，，確保計畫經費符合執確保計畫經費符合執確保計畫經費符合執確保計畫經費符合執

行需求行需求行需求行需求 

交通部現行「重大工程建設計畫管制及修正程

序要點」，已明訂相關修正計畫時程管控規定，惟

落實性仍有強化空間。請交通部據以加強落實計畫

管制及修正程序，並結合部內計畫管考所掌握之計

畫執行進度及發包經費需求，專案管控計畫所屬工

程之發包時程及計畫經費餘額，如確有需修正計畫

增加計畫經費者，應提前啟動修正計畫程序且列管

提報核定時程，避免再有計畫經費不足影響相關工

程發包進度之情事發生；此外，可透過整合審查意

見、聯合審查等提高審查效率之作法，避免多次往

返退回修改之情事發生，更可於計畫主辦機關配合

審核意見修改期間，適時予以必要協助，以提升計

畫退回修改之時效及正確性。 

六六六六、、、、超前部署超前部署超前部署超前部署因應計畫可預期風險因應計畫可預期風險因應計畫可預期風險因應計畫可預期風險，，，，及早化解計畫推動及早化解計畫推動及早化解計畫推動及早化解計畫推動

障礙障礙障礙障礙 

針對本計畫主要遭遇與地方政府溝通協調問

題，請交通部協助鐵工局與地方政府建立溝通協調

平台，透過定期召開會議或全民參與方式，協商處

理計畫推動各項待協調解決之窒礙難行問題；另為

避免施工廠商履約能力不足經常發生停工、解約情

事，針對東部地區公共工程人力、機具及物料較為

缺乏之施工環境，亦請協助鐵工局妥善研擬採購發

包策略，如異質採購評選廠商機制及標案分標方

式，吸引大型具實績經驗廠商參與重大公共建設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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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計畫主要土建及電力工程執行情形計畫主要土建及電力工程執行情形計畫主要土建及電力工程執行情形計畫主要土建及電力工程執行情形 

截至 103年 8月底之進度資料 

工程標案 
發包預算 
契約金額 

(千元) 

規劃設計 
監造單位 

得標廠商 
開工日期 
預定完工日 

實際 
進度 

差異 

土建工程土建工程土建工程土建工程(包含電桿基礎工程等包含電桿基礎工程等包含電桿基礎工程等包含電桿基礎工程等) 

CL111標 
花蓮站至豐田站 

44,982 
38,502 

中興顧問 
鐵工局東工處 

華盛營建 99.10.13 
101.05.30 

100% -- 

CL112標 
豐田站至鳳林站 

3,911,919 
3,289,454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新亞建設 99.10.06 
104.05.08 

99.80% +0.01% 

CL113標 
鳳林站至光復站 

3,018,065 
2,656,070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福清營造 99.12.06 
103.07.21 

100% -- 

CL114標 
光復站至瑞穗站 

15,974 
13,458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全聖工程 99.12.29 
101.01.03 

100% -- 

CL211Z標 
瑞穗站至三民站 

918,538 
693,156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清隆營造 101.04.06 
103.04.20 

100% -- 

CL212標 
自強隧道工程 

2,222,272 
1,926,618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福清營造 99.01.16 
103.12.01 

79.98% -16.72% 

CL213A標 
豐坪溪橋至玉里站 

988,165 
775,313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清石營造 101.05.04 
103.03.09 

100% -- 

CL215-3標 
曲線改善工程 

63,328 
56,641 

鐵工局東工處 
鐵工局東工處 

鈺翔營造 101.11.20 
102.10.11 

100% -- 

CL215-4標 
曲線改善工程 

47,809 
37,736 

鐵工局東工處 
鐵工局東工處 

展群營造 101.09.07 
102.04.27 

100% -- 

CL215之 5標 
曲線改善工程 

10,954 
6,930 

鐵工局東工處 
鐵工局東工處 

大友營造 101.09.26 
102.03.27 

100% -- 

CL312標 
月美段截彎取直 

1,627,079 
1,391,207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隆大營造 99.01.22 
102.08.19 

100% -- 

CL313標 
加鹿溪至山里隧道 

140,407 
96,514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開源營造 101.04.17 
102.12.10 

100% -- 

CL314標 
山里隧道至台東站 

4,076,868 
3,085,659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大陸工程 99.03.02 
103.04.26 

100% -- 

南迴線知本至台東 23,250 
14,823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鼎耘工程 101.05.22 

102.05.23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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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工程電力工程電力工程電力工程 

CL411標 
電氣化電力工程 

3,564,224 
2,419,450 

台灣世曦 
台灣世曦 

大同公司 101.05.08 
103.06.18 

98.09% -1.91% 

南迴線知本至台東

電車線架設工程 
104,799 
66,457 

鐵工局東工處 
台灣世曦 

嘉源水電 102.02.05 
103.04.27 

100% -- 

CL421 標光復電力

分駐所(接續工程) 
123,110 
114,200 

台灣世曦 
中興顧問 

鈺翔營造 103.01.19 
104.05.13 

28.08% +0.02% 

CL422 標玉里電力

分駐所(接續工程) 
129,030 
119,800 

中興顧問 
中興顧問 

有田營造 103.03.23 
105.07.16 

10.03% -1.95% 

CL423 標關山電力

分駐所新建工程 
109,521 
92,870 

台灣世曦 
中興顧問 

兆立營造 101.11.20 
103.07.09 

85.23% -14.77% 

CL424 標臺東電力

段新建工程 
195,218 
171,982 

台灣世曦 
中興顧問 

建濠源營造 101.10.08 
103.05.19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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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查證照片查證照片查證照片查證照片 

 
訪查 CL212標自強隧道施工現況 

 
CL212標自強隧道中導坑工法現場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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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 CL421標光復電力分駐所工程施工現況 

 
CL421標光復電力分駐所之建築外牆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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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 SL1161標壽豐高架車站工程、後續軌道切換及電氣

化工程施工方式 

 
壽豐車站旁採取既有鐵路進行電氣化之列車實際運行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