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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8年度）」查證報告 

 

 

摘要 

 

本計畫預計在 3年（106年至 108年）內透過補強 1,702 棟校

舍、拆除重建 168 棟校舍及辦理 230 校之急迫性設施改善工程，

提升校舍耐震能力，使校舍遭逢地震時不致於嚴重損壞或倒塌，進

而保障師生生命安全。截至 106年 7 月 12日，已完成補強工程發

包 246 棟、拆除重建工程發包 2 棟及核定 115 校之急迫性設施改

善工程。本計畫屬 1 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且為社會輿情關注

案件，並於 105年 11 月 17日提報行政院第 3523次會議備查。為

瞭解計畫執行現況、績效及尚待改進事項，爰辦理本次實地查證，

所發現之尚待改進事項及建議事項摘陳如下： 

 

一、尚待改進事項 

(一)部分校舍涉及文化資產保存議題，跨機關協調費時，影響

計畫進度及經費配置。 

(二)學校承辦人員多屬兼辦性質，工程專業能力有待提升。 

(三)部分工程面臨配合款不足、流標及施工期師生安置等問題，

行政協調與工程管理仍有精進空間。 

(四)部分工程之規劃設計已完成數年，因時空環境改變而需重

新調整，影響辦理期程。 

(五)計畫執行成果之公開及展現有待精進。 

 

 



二、建議事項 

(一)請教育部督導各地方政府加速審議涉及文化資產保存議題

之校舍，以兼顧校舍耐震能力及文化資產保存。 

(二)請教育部引介專業人士提供工程專業服務，以確保工程品

質與進度。 

(三)請教育部善用現有協調機制，並透過網路公開行政流程、

採購及工程相關資訊、知識與經驗，以提升行政效能。 

(四)請教育部督導各地方政府於 106 年 10 月前，檢討已完成設

計一段時間惟工程尚未發包案件之預算書圖，以利後續工

程順利開展。 

(五)請教育部完整公開計畫執行成果資訊並以適當方式展現，

並定期評估計畫效益，同時持續追蹤校舍耐震能力，以確

保師生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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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公立國中小學校舍為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實施，採

用標準圖以利大量建造，校舍普遍存在相同結構狀況，如為增加學

生走廊活動空間而採懸臂式走廊（即走廊無柱）、為求採光及通風

而大量開窗（但易生短柱效應）；惟當時耐震設計規範尚未完備，

又施工時或有箍筋間距過大之情形，再加上欠缺校園整體規劃而

分期水平或垂直擴建校舍，致校舍之耐震能力於興建時即有不足

或擴建時遭破壞，當地震發生時恐難以確保師生之安全。 

九二一大地震後，行政院於 89 年核定「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

評估及補強方案」，全面列管建築物耐震能力並逐年改善。教育部

為改善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針對 88 年底以前興建之校舍全面進

行耐震評估，並建置校舍耐震資料庫，督導地方政府依「耐震容量

需求比」（Capacity-to-Demand Ratio，以下簡稱 CDR）高低及急迫

性辦理校舍補強或拆除重建1。自 98 年至 105 年，中央及地方政府

已投入約新臺幣（以下同）580億元辦理公立國中小老舊校舍補強

及整建，詳細評估作業大致完成。 

根據資料庫顯示，截至 105 年底，CDR 低於 1 之校舍中，共

有 1,702棟需要補強及 246棟需要拆除重建。教育部原訂改善期程

為 6 年，惟鑑於 105 年發生 0206美濃地震及近年國際間強震造成

重大傷亡，該部爰訂定「公立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善

計畫（106-108年度）」（以下簡稱本計畫），將改善期程加速至 3年

內完成，並於 105 年 9 月 8 日奉行政院核定。俟本計畫辦理完竣

後，現階段有耐震安全疑慮之國中小校舍將全面改善完成（即 CDR

超過 1），提供師生優質安全之校園空間。 

 

                                         
1 補強工法包括擴柱、翼牆、剪力牆及鋼斜撐，若校舍老舊且有耐震疑慮、或補強不符

經濟效益者，則以拆除重建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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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屬 1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且為社會輿情關注案件，

並於 105 年 11月 17 日提報行政院第 3523次會議備查；為瞭解計

畫執行現況、績效及尚待改進事項，爰辦理本次實地查證。 

 

貳、計畫概要 

為積極改善校舍耐震能力及急迫性設施，並因應少子女化現

象，本計畫之目標、分年工作項目、期程及經費概述如下： 

一、計畫目標 

(一)依 CDR 由低至高依序辦理校舍耐震補強與拆除重建工程，

提升校舍耐震能力，將全國公立國中小師生安置於耐震安

全之校舍內。 

(二)考量少子女化及校園空間配置，進行經濟有效之耐震補強

與拆除重建工程，使教室空間充分利用、活化教室使用機

能。 

(三)推動涉及建築結構不可分離及校園安全之國中小急迫性

設施改善工程，提升校舍耐久性及安全性。 

二、年度工作項目 

原預估 106 年以後，公立國中小校舍因耐震能力不足

尚需補強之校舍為 2,259棟、需拆除重建之校舍為 322 棟；

惟經考量少子女化及推動教室集中配置2後，預估仍需補強

1,702 棟校舍及拆除重建 246 棟校舍3，另同時補助 230 校

辦理急迫性設施改善工程，並預計以 3年（106年至 108年）

完成發包。上開主要工作項目 3 年之績效指標及衡量基準

詳如表 1。 

                                         
2 即閒置校舍不再補強，另以「拆多建少」或「只拆不建」為原則。 
3 其中 168棟由本計畫公共建設預算支應，其餘 78棟（107年度及 108 年度各 39棟）

另由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老舊校舍整建之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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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工作項目、績效指標及衡量基準 

主要工作項目 
績效

指標 

單

位 

分年衡量基準 

106 107 108 合計 

國中小校舍「補強工程 

（含設計監造）」 發 

包 

數 

棟 
572 565 565 1,702 

國中小校舍「拆除重建」 25 58 85 168 

涉及建築結構不可分離及校

園安全之國中小急迫性設施 
校 78 76 76 230 

資料來源：本計畫 105 年 9月 8日核定本。 

 

三、計畫期程及經費 

本計畫期程為 106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總經費為

261.6億元（含中央專案預算 180億元、地方政府自籌款 34.8

億元及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 46.8 億元），各工作項目之分年

經費需求詳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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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計畫經費表           （單位：億元） 

工作項目 經費來源 106年 107年 108年 總計 

補強工程

及急迫性

設施改善

工程 

補強工程 

申請公共建設經費 （A） 
31.52 31.24 31.24 94.0 

急迫性設施改善工程 

申請公共建設經費 （B） 
2.00 2.00 2.00 6.0 

縣市自籌款    （C） 4.68 4.66 4.66 14.0 

小計 38.20 37.90 37.90 114.0 

拆除重建 

申請公共建設經費 （D） 8.93 28.00 43.07 80.0 

縣市自籌款    （E） 2.23 6.80 11.77 20.8 

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F） (12) 23.40 23.40 46.8 

小計 11.17 58.20 78.24 147.6 

整體 

申請經費小計（=A+B+D） 42.45 61.24 76.31 180.0 

縣市自籌款 （=C+E） 6.91 11.46 16.43 34.8 

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F） (12) 23.40 23.40 46.8 

總計（=A+B+C+D+E+F） 49.37 96.10 116.14 261.6 

資料來源：本計畫 105 年 9月 8日核定本。 

備註： 

1. 106 年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用於拆除重建預算（12 億元）

係屬已匡列之 104 年至 106 年延續性工程需求，其預算

數及目標值不重複計入本計畫達標數。 

2. 因四捨五入，各項目加總之和與小計或總計會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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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概況 

一、執行進度 

(一)總累計執行進度：截至 106 年 6 月底，預定進度 6.6%，

實際進度 6.6%，進度符合。 

(二)106 年度執行進度：截至 106 年 6 月底，預定進度 30%，

實際進度 30.0%，進度符合。 
 

表 3 計畫進度及執行情形（截至 106 年 6月底）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執行情形 

年累計 30.0% 30.0% 符合 

總累計 6.6% 6.6% 符合 

資料來源：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 

 

二、經費支用情形 

106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為 49.365 億元（中央 42.452 億

元、地方 6.913億元），截至 106 年 6 月底，預定支用數 15.77

億元，實際支用數 15.77億元，支用比為 100%（詳如表 4）。 
 

表 4 經費支用情形（截至 106 年 6 月底） （單位：億元） 

年度 

可支用數 

計畫 

總經費 
 預定 

支用數 

實際 

支用數 
支用比4 

預算 

執行率5 
達成率6 

49.365  261.6 
年累計 15.77 15.77 100% 100% 31.95% 

總累計 15.77 15.77 100% 100% 6.03% 

資料來源：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 

                                         
4 「支用比」=實際支用數/預定支用數。 
5 「預算執行率」=（實際支用數＋已執行應付未付數＋節餘數＋工程預付數）/預定支

用數。本計畫截至 106 年 6月底，無已執行應付未付數、節餘數及工程預付數。 
6 「年累計達成率」=（實際支用數＋已執行應付未付數＋節餘數＋工程預付數）/年度

可支用數；「總累計達成率」=（實際支用數＋已執行應付未付數＋節餘數＋工程預付

數）/計畫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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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發現 

一、推動歷程及精進作法 

老舊校舍補強工作自九二一地震以來持續推動，自 98

年運用特別預算辦理國中小校舍補強工作迄今共約投入

580 億元，已有具體成效。近期「102至 105年度國中小校

舍耐震能力評估、補強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以下簡稱前

期計畫）及本計畫之執行成果摘陳如下： 

(一)前期計畫推動成效 

1. 投入 83.43 億元改善近 2,000 校之設施設備，並評估及

補強近 3,000棟校舍，遠超過原訂目標值 

前期計畫主要辦理公立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詳細

評估、補強及設施設備改善工程，4 年計完成詳細評估

1,821 棟、補強工程 1,116 棟及設備設施改善 1,958 校

（詳如表 5），均超過原訂目標值。 
 

表 5 前期計畫執行績效 

年度 
詳細評估 
（棟） 

補強工程 
（棟） 

設施設備改善 
（校） 

102 442 215 438 

103 1,105 274 1,088 

104 240 427 232 

105 34 200 200 

合計（A） 1,821 1,116 1,958 

原訂目標值（B） 1,068 900 420 

超標（=A-B） +753 +216 +1,538 

預算金額 64億元 16億元 

實際支付數 83.43億元7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 實際支付數高於預算金額，係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每年底以結餘款追加補助辦

理相關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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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由補強有效提升校舍耐震能力 

本計畫係透過補強工程提升校舍耐震能力（CDR

超過 1），使校舍遭逢地震時不致於嚴重損壞或倒塌，

進而保障師生生命安全。以 105 年 2 月 6 日高雄美濃

地震為例，臺南市震損較嚴重之鄉鎮中，已補強竣工之

58 棟校舍皆無結構性損壞；而耐震有疑慮但尚未補強

之 85 棟校舍中，有 18 棟發生結構性損壞。復以臺南市

歸仁區歸仁國中為例，6 棟校舍中，已完成補強工程之

4 棟校舍（CDR 超過 1）未受損，尚未補強 2 棟校舍

（CDR 分別為 0.706 及 0.969）之牆及柱則受到剪力破

壞及伸縮縫破壞（如下圖），顯見補強工作確有實質效

益。 

 

圖 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國中校舍於 0206美濃地震中之受損狀況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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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精進作法 

1. 計畫期程由 6年縮短為 3年，加速校舍補強及整建工作 

依「校舍耐震資訊網」統計資料，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我國公立國中小校舍計 2 萬 1,942 棟，已完

成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及詳細評估者分別為 1萬 3,706棟

及 7,806棟。其中，尚待補強及拆除重建之公立國中小

校舍分別為 2,259 棟及 322 棟，合計 2,581 棟；經考量

少子女化因素，106 年至 108年預計完成補強及拆除重

建之公立國中小校舍分別為 1,702 棟及 246 棟，合計

1,948 棟。 

鑒於美濃地震及國際間強震屢造成重大傷亡，為保

障師生安全，教育部將改善期程由 6 年提前至 3 年內

完成，並於 105 年 11 月 17 日提報行政院第 3523 次會

議備查；同時於 106 年 1 月一次核定未來 3 年補強及

拆除重建校舍名單，以利地方政府預為規劃。 

2. 整合相關部會共組團隊，強化進度管控及專業參與，提

升工程進度及品質 

為提升本計畫執行成效、兼顧工程進度與品質，教

育部會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

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能源局）共組專案工作小

組，透過進度列管、設計把關、施工品質查核及專業輔

導任務小組以利計畫推動；另委請專業單位財團法人國

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震中

心）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雲科大）協助，透

過制定規範及範本、辦理說明會及增能研習、強化審查

機制、落實管考及輔導機制等措施，協助各地方政府及

學校如期如質完成工作。截至 106 年 7 月 12 日，本計

畫已完成補強工程發包 246 棟及拆除重建工程發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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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詳如表 6及表 7）。 
 

表 6 本計畫進度表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表 7 本計畫各工作項目之目標值及執行進度（截至 106 年 7月 12日） 

工作 

項目 
補強工程（棟） 拆除重建工程（棟） 

急迫性設施 

改善工程（校） 

目

標

值 

106 572 25 78 

107 565 58 76 

108 565 85 76 

總計 1,702 168 230 

已核定 

1次核定 3年 

補強工程：1,702 

補強設計：1,001 

1次核定 3年 

174 

核定 106年 

115 

執行 

進度 

1.完成設計行政審查 618棟 

2.工程發包中 100棟 

3.完成工程發包 246棟 

(1)已決標尚未開工 72棟 

(2)施工中 172棟 

(3)已竣工 2棟 

1.完成建築師遴選 123 棟 

2.完成工程發包 2棟 

 （均已開工） 

待執行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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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地方政府提升工程效率及品質之作法，可全面推廣引用 

經歸納，本次受查證之地方政府（新北市、臺中市、新

竹縣及雲林縣）有以下提升工程效率及品質之策略，可供其

他地方政府借鏡： 

1. 精進招標策略、整併作業程序，提升行政效率 

(1) 整合不同學校之同類案件，協調相關單位集中審查以

提升行政效率。如補強設計之期初及期末審查統一由

特定學校集中辦理審查，或分別協調建管單位及文化

資產主管單位於同日辦理各校山坡地雜項執照之審

查及文化資產價值鑑定之會勘。 

(2) 單一學校如有多棟校舍需補強，採合併發包、分階施

工，提升作業效率。 

(3) 一定金額以上（如 1億元）之拆除重建工程委託該地

方政府新建工程處，採統包方式辦理。 

2. 引進工程專業量能，確保工程品質 

(1) 地方主管機關外聘或邀請建築、結構、土木、水土保

持等領域之專家委員，或將工程管理費全數編列於學

校並提供專家學者名單，使學校可善用工管費導入專

家學者現勘或諮詢，協助校園規劃設計審議及工程品

質督導相關事宜。 

(2) 結合雲科大、國震中心及地方政府於施工期間提供專

業諮詢服務。 

(3) 除地方政府工程督導查核小組外，亦請土木及水電專

業技師辦理預算書圖審查作業。 

3. 落實工程進度管控及查核機制 

(1) 定期召開工程進度列管會議瞭解各校工程執行情形

（如每月由地方政府副首長親自主持重大公共建設

督導會報、主辦機關召開列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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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駐區督學、業務承辦人員聘請專家學者不定期到學

校工程督導。 

(3) 配合該地方政府施工查核小組進行工程施工查核，於

重要工項之施工查驗停留點協助檢示，以提升工程品

質。 

4. 強化教育訓練，增加相關人員之知能 

如每月、每季或每學期，請地方政府主辦機關或專

家學者，針對承辦人員、總務主任或校長，辦理學校常

見缺失及經驗分享、公共藝術辦理流程、認識工程預算、

建築師技術服務實務解析、老舊校舍建物報廢流程、採

購證照研習等課程。 

 

二、尚待改進事項 

(一)部分校舍涉及文化資產保存議題，跨機關協調費時，影響

計畫進度及經費配置 

1. 教育部針對涉及文化資產保存議題之校舍，要求地方政

府全面盤點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條規定：「公有建造物

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五十年者，或公有土

地上所定著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

逾五十年者，所有或管理機關（構）於處分前，應先由

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爰請各地方政府全面盤點受

補助之校舍並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8，同時召開「老

                                         
8 經查，本計畫中逾 50 年以上校舍或各地方政府認定須進行文化資產保存價值評估之

校舍計 206棟，目前已完成現勘並回報者計 123 棟，其中有 1棟（雲林縣建國國中 A

棟教室（南棟）部分校舍）已確定登錄為文化資產，另有 12棟校舍已列冊追蹤，尚待

文資大會審議。 



 12 

舊校舍文資保存潛力現勘進度列管會議」，以瞭解各地

方政府文資價值評估作業之辦理進度，掌握具文化資產

潛力校舍名單。若經評估後列為文化資產之校舍，國教

署規劃聘請專家學者成立輔導團隊到校就歷史脈絡、保

存價值及後續空間使用等議題進行討論。 

2. 地方政府於實際執行時，仍遭遇跨局處整合協調障礙 

部分地方政府於本次查證反映，該府文化主管機關

因故未能及時完成各校之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工程辦理

期程無法配合文資審議之作業流程，恐造成進度落後及

經費不足；並對校舍經評估為文化資產是否可免予列管、

補強工法需配合調整是否可增加核定經費等有所疑義。 

 

(二)學校承辦人員多屬兼辦性質，工程專業能力有待提升 

院長於 105 年 11 月 17 日行政院第 3523 次會議就本

計畫指示：「由於國中小總務人員多半不具工程專業知識，

請教育部加強為國中小總務人員舉辦工程專業知能研習」。

國教署及國震中心 106 年度（截至 106 年 7 月 12 日）已

針對地方政府及學校相關人員、承攬之土木技師、結構技

師或建築師、施工廠商、拆除重建基本設計審議輔導小組

委員及國震中心專案辦公室人員，辦理 37 場次說明會或

講習會，計 3,224人次參與。地方政府另辦有相關教育訓

練，學校亦多委由專業單位（如建築師事務所）監造。 

惟經實地瞭解，部分學校教職員本身未具有工程相關

專業背景，短期間無法累積足夠專業知能，致監造或督導

監造廠商時，僅就環安衛部分較有把握。經查某些工地仍

不免有品管制度及施工品質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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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管制度方面： 

(1) 主辦機關（學校）雖辦理多次督導，惟部分督導重點

側重安全衛生面向，品質督導及查驗方面則未落實。 

(2) 監造單位派駐人員未落實監造計畫、未監督承商履約

並即時改善、未確實訂定檢驗停留點，或缺乏對攸關

耐震性能之施工項目做「施工特別監督」。 

(3) 工程承攬廠商未落實施工安全衛生等應履約事項，或

品管人員未確實執行品質稽核。 

2. 施工品質方面：仍有耐震補強校舍發生植筋方式不正確、

植筋膠未確實填滿、箍筋彎鉤角度不正確、鋼筋搭接方

式不確實、剩餘土石方及其他廢棄物遭棄置等情事。 

 

(三)部分工程面臨配合款不足、流標及施工期師生安置等問題，

行政協調與工程管理仍有精進空間 

國教署為提升學校發包效益，鼓勵地方政府代辦學校

重大工程發包作業；另於核定補助名單後，督導地方政府

輔導受補助學校儘速辦理設計或工程發包，善用保留決標

機制，俾加速發包進度。 

惟經查證發現，部分地方政府經費配合款預算編列不

足，或學校地處偏遠且工程款不高致多次流標，或多棟校

舍獲核定補助需於同一年度完成、惟考量師生安置問題而

無法同時施工，或結構體與原設計圖有極大誤差致須變更

設計，或有拆除重建基本設計圖說審查行政流程重複費時

及標餘款運用等困擾，顯示行政協調、相關規定解釋與運

用及發包策略之輔導仍有精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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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工程之規劃設計已完成數年，因時空環境改變而需重

新調整，影響辦理期程 

查證時，地方政府反映部分學校補強工程之規劃設計

於 98 年至 100 年間完成，迄今始核定於 106 年至 108 年

間補助工程款；惟原規劃設計案承攬技師已不願再承攬監

造案或未執業，需重新辦理遴選技師作業，或早年設計之

工程預算書圖及經費與現況不符而需重新調整，辦理期程

因而延宕。 

 

(五)計畫執行成果之公開及展現有待精進 

國教署已建置「校舍耐震資訊網」作為本計畫資訊公

開之平臺，公開歷次研討會與講習會之講義並建置各校補

強工程成果彙整表，亦以「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電子報」

不定期展現補強工程之成果。惟仍有下列待精進之處： 

1. 部分成果資料（如補強工法、工期、設計單位、監造單

位、施工單位、施工前中後之照片）付之闕如或誤植（如

補強後之 CDR1.007 反而低於補強前之 CDR1.074），亦

欠缺整體計畫歷年執行績效及未提供各界資料加值應

用之機會。 

2. 拆除重建工程（經費占比達 56.42%）及急迫性設施改

善工程均為本計畫重要工作項目，惟「校舍耐震資訊網」

未公開此 2項工程之完整資訊。 

3. 地方政府補強或拆除重建工程標案於工程會之「公共工

程標案管理系統」中，未全數與本計畫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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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事項 

一、請教育部督導各地方政府加速審議涉及文化資產保存議題 

  之校舍，以兼顧校舍耐震能力及文化資產保存 

若依法須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而尚未辦理之校舍，

建議教育部督導地方政府召開由秘書長以上主管主持之跨

局處會議，協調地方文化主管機關優先針對本計畫補助之

校舍進行評估；至教育部規劃委託雲科大先邀請文化資產

審查委員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之快篩，仍可同步辦理。 

若校舍經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查列為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或聚落建築群，請教育部督請地方政府或學校

評估另循文化部「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第三期計畫」申

請修繕補助。另為避免補強或拆除重建規劃設計審查委員

與文化資產審查委員因關注重點不同，造成各校補強或拆

除重建工程之規劃設計與預算書圖需反覆修正，致工程進

度延宕，請教育部評估是否需建立雙方委員聯席審查或其

他適當溝通協調機制。 

此外，若校舍基於保存文化資產之必要而需改採傳統

補強工法（翼牆、擴柱、剪力牆等）以外之工法時，請教育

部建立適當檢核機制，以確保非傳統工法符合耐震標準。在

上述過程中，亦請教育部滾動調整涉及文化資產保存議題

校舍之執行期程或經費。 

 

二、請教育部引介專業人士提供工程專業服務，以確保工程品 

  質與進度 

考量學校承辦人員普遍非工程相關專業背景出身，督

導監造廠商時難以及時且全面活用教育訓練所學知識，建

議教育部在輔導地方政府督請學校督導監造廠商履行契約

責任之外，同時引入專業人士協助學校控管工程品質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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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具體措施除目前老舊校舍補強專案辦公室於暑假期間

與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合作舉辦暑期現地記錄作業，並參與

教育部秘書處所辦之施工查核作業外，亦可應用審查人力

資料庫或另建專業人才資料庫，於重要工項之施工查驗停

留點時引入工程領域之專家學者協助學校會同監造廠商檢

視，以預防或及時改正甫發生之缺失，確保工程品質與進度。 

另請評估是否有必要提升既有委辦單位巡迴各地方政

府提供專業講習或諮詢服務之頻率，或將我國各直轄市及

縣市分為若干區域，整合各區大專校院之專業知能並提供

在地化服務，以協助地方政府及學校提升工程品質。 

 

三、請教育部善用現有協調機制，並透過網路公開行政流程、採

購及工程相關資訊、知識與經驗，以提升行政效能 

因本計畫密集於 106 年至 108 年辦理校舍補強、拆除

重建及急迫性設施改善工程，適逢政府積極推動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若衍生缺工、缺料或無人投標之狀況而需工程會

協助，可於教育部與工程會、內政部（營建署）及經濟部（能

源局）共組之專案工作小組會議中反映，或提報「公共工程

督導會報」尋求跨部會協調。 

另針對地方政府常見之行政流程疑問、執行時遭遇之

困難、因應對策、提升工程效率與品質之採購策略、工程成

功案例及錯誤樣態，請持續彙整並辦理相關說明會、講習會、

經驗分享及現地觀摩，並發行「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電子報」

分享相關資訊、知識及經驗；另亦可考慮於國教署全球資訊

網或「校舍耐震資訊網」公告補強、拆除重建及急迫性設施

改善工程之主題式問與答，以供不及或不克參與實體會議

者系統性掌握資訊並加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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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教育部督導各地方政府於 106年 10月前，檢討已完成設

計一段時間惟工程尚未發包案件之預算書圖，以利後續工程

順利開展 

針對規劃設計案已於早期完成、工程款於 106年至 108

年始受補助之案件，請教育部督導各地方政府於 106 年 10

月前要求 107 年度及 108 年度受補助之學校，預為接洽原

規劃設計案承攬廠商及檢討預算書圖，期能及時於工程進

行前覓得合適監造廠商或依程序完成預算書圖之調整，俾

使工程如期推行。俟 109 年本計畫各工作項目回歸以地方

政府之一般性補助款支應後，請教育部提醒地方政府，規劃

設計案及工程案經費應同時編足並接續辦理，以免導致上

述阻礙。 

此外，考量時空變遷可能使建物結構及學校與社區之

需求有所差異，請研議參酌「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之

19之精神，建立若規劃設計及工程案間隔超過一定期間則需

分析規劃設計階段與工程階段差異之機制。 

 

五、請教育部完整公開計畫執行成果資訊並以適當方式展現，並

定期評估計畫效益，同時持續追蹤校舍耐震能力，以確保師

生生命安全 

請教育部輔導各地方政府督促相關單位上傳本計畫執

行成果資訊，並建立資料檢核機制，以確保資料完整且正確

（如補強後之 CDR 似不應較補強前來得低）。同時，請評

估充實「校舍耐震資訊網」平臺之相關資訊，除將拆除重建

工程及急迫性設施改善工程之完整資訊一併納入外，亦可

                                         
9 「開發單位於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

發許可後，逾三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

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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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其他資訊（如已完成工程之棟數及校數、各校舍工程金

額等）並提供資料加值應用之機會（如提供清冊下載），再

運用圖表或地理資訊系統等工具將執行成果視覺化，積極

向社會大眾展現計畫歷年執行績效。 

基於政府投入大量經費以改善校舍耐震能力（98 年至

105 年共約 580 億元，106 年至 108 年預計再投入 261.6 億

元，共約 841.6 億元），請教育部確實依「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13 點規定，於計畫執行完

成後就實施成效作成總結評估報告，另辦理屆期評估，以展

現計畫執行效益。 

此外，鑒於我國地震頻繁，常造成校舍受損，且校舍將

逐年老舊超過使用年限，請教育部持續追蹤當初經評估而

暫無補強或拆除重建必要之校舍、業經補強或拆除重建改

善之校舍及其他新建校舍之耐震能力，並評估搭配社區或

校園防災地圖之製作及防災教育，以確保師生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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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實地查證照片 

 

 

照片 1：雲林縣雲林國小補強工程施工情形解說 

 

 

照片 2：臺中市太平區中華國小補強工程施工情形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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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新竹縣關西國小拆除重建工程施工情形解說 

 

 

照片 4：新北市五華國小補強工程施工情形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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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國教署計畫執行情形簡報及意見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