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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工地導入電子化計價作業─以航空城區段徵收工程為例

推動產業資訊化目標已由數位轉型進化為數位賦能，透過工具、知識及流程的改變有效提升工作效

率，賦予參與成員新的價值。過去營建業電子化工作推動多著重於進度、品質查核等工務作業之發展，

隨著資訊化環境日漸成熟，賦予現場足夠能力可以優化繁複的計價計算及審查流程。本文即以航空城區

段徵收工程為例，除藉由引入輔導團隊研析預算成本管控機制及估驗計價標準化作業 [1]，另一方面透過

建置系統串接預算書、日誌及估驗計價管理工作，協助工地現場提升計價資料彙整及審查作業效率，憑

藉彈性化架構設計以因應複雜的物價調整及契約變更機制，協助統包商加速請款的同時，亦具備系統化

且公開透明的資訊可供檢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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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估驗電子化作業環境

航空城計畫第一期區段徵收工程（後稱本工程）

劃分為 10分標工程，內容包括道路、共同管道、橋梁

及公園新建工程，開發範圍約 1,756公頃。參與工程團

隊包括：日商大豐營造、中華工程、雙喜營造、義力

營造、億欣營造、利德工程、春原營造、遠揚營造、

德昌營造及永青營造等 10家統包廠商，艾奕康工程、

林同棪工程、亞新工程、美商傑明、美商美聯、中興

工程顧問等 6家監造單位，與艾奕康工程及台灣世曦

2家專案管理顧問。考量如此大範圍基地開發及龐大

* 通訊作者，e5a2002@gmail.com

推動工地導入

為例以 航空城區段徵收工程

電子化計價作業

複雜的專案團隊，航空城工程處（後稱航工處）透過

建立一航空城工程資訊系統（Aerotropolis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System, ACIS）作為參與單位間溝通管道及

資訊交換平台，進以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2,3]。

ACIS系統之設計除針對工程進度、圖說文件及現

場紀錄等工務管理作業提供輔助功能，本工程進一步

推展估驗計價電子化應用，期能串接統包商現場作業

需求，共同提升工地資訊化工作環境。過往機關工程

電子化應用較少針對計價業務推展，主因為估驗流程

相關作業眾多計算驗證機制繁雜，電子化業務若僅切

分單一工作進行無法有效發揮功效，同工地現場資訊

化程度不一，各環節間銜接易產生落差。近年來產業

—

業主估驗計價作法



13

「工程成本估算與管控專業之提昇」專輯

Vol. 52, No. 2   April 2025  土木水利  第五十二卷  第二期

推動數位轉型，有效彌補了資訊應用差異，導入估驗

計價作業電子化環境已日臻完善。分析現行估驗計價

作業關鍵結點主要為以下兩項：

1. 檢核作業繁雜：統包商辦理各期工程估驗計價，

需收集各月核定日誌，統計契約工項完成數量以

彙算當期計價金額。各期待計算及檢驗之工項多

達數百項，現場多以試算表工具進行填列計算，

惟須回溯施工日誌及契約預計完成數量進行檢

核，人工查對作業耗時驗證困難，易發生數量或

金額誤植情形。

2. 行政程序耗時：統包商自行製作之計價資料含佐

證文件須裝訂成冊，透過發文逐級提送監造、專

管、工務所至航工處內會計單位審查，書面文件

往來累贅耗時，且每次退件修正後，再次提送皆

須重新印製，大幅拉長計價作業時程。

桃園航空城工程處即偕同台灣世曦針對關鍵需求

配合應用系統建置，設計輔助功能以因應，其主要執

行策略說明如後。

1. 運用系統自動輔助檢核：導入施工日誌線上填報

機制，透過系統蒐集現場施作數據，轉接至估驗

功能提供接續填寫各期計價資料，應用系統自動

計算及設置檢查條件，以利檢核數據關聯性及正

確性，降低資料錯誤風險。

2. 線上審查縮短行政流程：運用線上審查及簽核功

能，提供各關卡人員可預覽各期計價資料及其計

算細節，方便審核並即時可退件修正，廠商可於

線上確認完成後續辦印刷及正式發文作業，減少

行政程序往來耗用時間。

圖 1所示即為本工程估驗計價電子化應用情境。

統包商透過匯入預算書由系統自動擷取工項，續提供

設定計價方式及物調對應。同時透過轉入施工日誌對

應核定完成數量，提供統包商各期計價申請時，可由

系統自動彙整各工項累計完成數量，統包商核對預訂

計價項目，及對應數量計算文件等佐證資料後即可透

過資訊系統送出。監造、專管單位及機關則可登入系

統進行審查，藉由系統直接串聯工項可快速檢核該項

相關佐證資料，減省人員翻閱紙本文件查對。預先進

行線上審查作業完成後，統包商即可將已審查完成文

件下載用印後提報請款，以加速計價效率。

完善計價自動化檢核機制

航工處委託中央及陽明交大團隊辦理「桃園航空

城計畫區段徵收工程強化時程管理與估驗計價標準化

輔導顧問委託專業服務」，透過訪查機關內部作業程序

及研析本工程各標統包商預算書配置，針對有效進行

估驗計價作業之推動機制提供建議。續由台灣世曦團

隊彙整程序中關鍵作業轉化為系統功能設計，依循工

程會發布之預算書資料標準，提供廠商使用 PCCES編

製預算後轉出 XML格式檔案，匯入系統後自動解析契

約工項轉入施工日誌模組，提供統包商填寫每日施工

數量，並於各期計價作業自動帶出以利彙算（執行概

念如圖 2所示）。透過預算書串接完整作業流程，即可

透過系統實現自動化檢核作業。應用 ACIS系統輔助計

價檢核要點包括：

1. 施工日誌核對：透過預算書匯入提供設計數量比

對機制，累積完成數量超出契約數量者系統自動

圖 1   估驗計價電子化作業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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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提醒，施作階段即預先提醒統包商完成數量

是否與契約相符？現場是否須辦理變更設計？以

減少計價時回溯資訊正確性所耗時間。

2. 各期計價工項帶入：預算書自動匯入後，設定以

式計價之工項系統即自動以工程進度百分比計算

對應金額。統包商線上填寫各期計價項目，將預

帶前期項目及累計數量以利檢核，超過施工日誌

核定之完成數量者不予計入。

3. 計算細節統一標準化：過往採取試算表方式仍存

在小數點取值、保留款百分比例及扣款、獎勵機

制核對不易之問題，透過系統自動化計算，除可

提高計價用報表製作效率，透過自動勾稽統一化

計算機制，協助提高審查人員檢驗效率。

4. 線上審查及版本管理：監造專管各關卡直接線上

審查，透過預先提供意見以利即時修改，待工務

所完成最終確認後，系統將產出壓印航工處徽浮

水印之計價文件，統包商核章後即可發文提送航

工處審驗。

優化物價調整核實計算流程

依據工程會公告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物價調整

計算以個別指數、中分類、總指數三階段為原則，惟

龐雜的計算方式導致人工計算不易，需導入系統輔助

才能有效率解決。而自動化計算物價調整金額，仰賴

資訊的完整串接，於施工日誌有效紀錄施作日期、工

項與數量；續於計價時，檢核估驗工項與施工日誌的

數量，並將估驗數量分配對應至個別施工日誌數量；

最後才能於物價調整時，自動以估驗計價期別的工

項，依其所分配對應施作年月取得物價指數，計算物

調金額（如圖 3）[4]。

計價工項相關之物調類別計算

計算物調金額時，對應物調類別應考慮兩要素：(1)

依物調類別於「開標或議價年月」與「施作年月」的指

數，檢查指數增減率是否達到物調門檻，達門檻者始計算

物調金額。(2) 當個別項目達物調門檻時，其上一層的中

分類以不含該個別項目的指數作計算，同理，總指數須以

不含達物調門檻的個別項目與中分類的指數作計算。因應

前述兩項因素，ACIS系統提供核實物價調整設定與計算

方式。依工程契約規定系統中預先設定工項對應物調類別

（包含個別項目、中分類、總指數、或不予物調），續參

照本工程執行特性，以估驗計價工項所涵蓋的個別項目

/中分類，作為中分類 /總指數的「不含」項目判斷依據

（程序如圖 4）。系統邏輯之設計分項說明如後。 

圖 2   計價項目與現場完成數量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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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該估驗期別之估驗工項，以這些工項有關的

個別項目與中分類，再依「開標或議價年月」與

「施作年月」，來決定中分類與總指數的「不含」

個別項目 /中分類有哪些。（須為到達物調門檻且

有施作之類別始被排除於不含項目）

2. 各估驗期別個別計算。

3. 查詢估驗期別中有哪些「開標或議價年月」與

「施作年月」組合。

4. 依「開標或議價年月」與「施作年月」查詢施作

項目相關之物調類別設定。

5. 查詢上述項目 4之個別項目的物價指數，並計算

其物價指數增減率，以判斷是否達物調門檻。

6. 查詢上述項目 4之中分類的物價指數，當中分類

下的個別項目為上述項目 5中達物調門檻時，此

中分類必須以「不含」該個別項目的指數計算物

價指數增減率，並判斷是否達物調門檻。

7. 當前述個別項目或中分類有達物調門檻時，總指

數必須以「不含」該個別項目與中分類的指數計

算物價指數增減率，並判斷是否達物調門檻。

8. 各估驗工項依上述項目 3之「開標或議價年月」

與「施作年月」的施作數量，及項目 5 ~ 7所查得

的物價指數增減率，計算物調金額。

變更設計對應物價調整

變更設計之執行相對於具備完整物調機制之契約架

構更顯複雜，在各期計價作業對應物調計算的同時，亦

需逐層考慮各期變更設計核定年月對物調基期之影響。

以本工程為例，契約變更預算書編列時，原工項擴充將

給予新的項次代碼，視為新的預算書工項編列，而系統

配合契約變更，即須提供統包商能將相同工項對應回原

契約或前版之預算工項，以利自動檢核當數量異動 30%

以內，則以原單價計價，即「開標或議價年月」（物調

基期）與原單價的相同；當數量異動超過 30%之部分，

其「開標或議價年月」則應為該次契約變更的議價年月

（物調基期變更），如圖 5。

圖 4   彈性的物價調整計算方式

圖 5   契約變更工項對應至原契約或前版的預算書工項

圖 3   自動化計算物價調整金額仰賴資訊的完整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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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完整報表以利檢核

物調計算過程包含多種細節，例如施作年月之施

作數量占估驗數量比例、物調工項占計價工項金額比

例等，人工驗算不易之前提下，為便利各階層管理單

位審查及檢核物調金額，系統設計各類階層式報表如

圖 6所示，其應用重點分項說明如下：

1. 工程物價指數調整計算表：主要依「估驗期別」

與「物調類別」條列物調金額，內容包含各工項

本期估驗款、本期估驗之直接工程費、施作月份

物價指數、開標當月或變更設計當月之物價指數

等總覽資訊。

2. 物價指數調整彙總表：彙整單一估驗期別依「開

標或議價年月」與「施作年月」條列該期所涉及

物調類別之物調金額。內容涵蓋當期物價調整金

額、物價指數類別、指數增減率、物調門檻等資

訊，以利檢核當期各工項是否物調之依據。

3. 估驗金額分析：為利於審查檢核物調計算是否缺

列，提供與「物價指數調整彙總表」共同稽核驗

證，故設計本報表以反向計算檢查執行物調門檻

檢驗與計算項目之總估驗金額，與未做物調檢驗

之估驗金額確實等於當期工程費估驗金額，以確

認用以物調項目與施作項目相符。

4. 物價指數調整明細表：本項報表為計算之核心，

透過本表可與「物價指數調整彙總表」之物價類

別連結核算。本報表之設計依各工項之物調類別

區分，在工作表內則依「開標年月」及「施作年

月」列出其物調公式、物調金額以及該物調類別

之當期工程估驗款明細（若物調類別是總指數則

列出相關之「不予物調」估驗款明細），以利抽查

驗算各項計算細節是否正確無缺漏。

依循工程契約執行需求漸次導入

航空城區段徵收工程自 111年 2月優開區開工起

10工程分標之工作面陸續展開，紙本估驗作業耗時費

力，審查及請款期程過長亦影響預算執行效率。112年

2月 ACIS系統正式啟用線上估驗功能，透過示範標別

先行建立成功案例，導入過程中亦配合工程契約管理

機制彈性進行調整，繼以順利完成 10分標全數導入作

業，估驗請款時程暨預算執行率皆大幅有效提升。重

點推動歷程分述如后。

線上估驗計價作業推動

航工處以節省人力及估驗作業時間為目標，進行

十分標的輔導作業，各分標分別從對照各期紙本估驗

資料填報輔導開始，漸次熟練佐證資料收集、日報自

動匯整、估驗明細工項估驗數量填報等線上作業，搭

配電子工具應用、各成員積極參與提升數位賦能程

度，讓工程暨預算執行率能如期推展。至 113年度核

定預算後整體應用，從需耗時近月之作業時間，透過

整體流程應用（如圖 7），各角色成員賦能精進，整體

圖 6   各類物價調整計算報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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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估驗作業暨保留款處理流程圖

圖 8   核定版預算書上線後轉換作業

縮短請款作業時程約 15日工作天。輔導 10分標統包

商、監造、專管甚至工務所單位上線過程中，ACIS亦

同步滾動式檢核及機動調整系統功能，針對估驗計價

過程填報需求、審查需求進行不斷改版，致力加速審

查作業，精進要點包括：

1. 報表可讀性提升：估驗計價單依據流程簡化修訂

核章欄、明細表針對有價料個別列項呈現、總表

分列工程費設計費等，依據計價檢核及審查需求

調整。

2. 因應統包商計算核對需求，調整預算工項呈現排

序，提升審核便利性。

3. 配合主管機關需求新增估驗總表，並分列應扣款

項類別以利會計單位稽核。

4. 配合航工處計價細則統一，將設定工項檢核數量

100%、小數位數進位機制等規則寫入，提供統包

商便利完成計價作業。

預算書核定轉換銜接

航空城區段徵收工程幅員遼闊，為有效推進開發工

作工程契約劃分為優先開發及其餘地區兩階段執行，而

考量契約一致性及設計審查、預算核定期程不一。為使

統包商能有足夠經費推進工作，航工處依約同意以暫定

版預算書進行估驗並支領 80%款項，系統則以預留 20%

保留款方式設定執行（如圖 7所示）。113/8/26優開區預

算核定後，各標即開始啟動核定版預算書及各期估驗資

料轉換作業，ACIS提供參數式自動扣款，並匯入預算

核定後轉換核退 15%款項作業。圖 8所示即為輔導 10

標統包商進行核定版預算書轉換及銜接物調設定預備作

業，重點工作說明如後：

1. 因應航工處確認暫定版預算書估驗請領 80%估驗

款，以保留款 20%因應，直接於估驗款計算扣除

額，續於核定後重新轉換並將保留款區間設為 5%。

2. 系統協助產出工項清單，交統包廠商依核定版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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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書填寫工項換項轉換比例，匯入系統完成各期

計價自動轉換，以產出 15%保留款申請退款所需

報表。

3. 為利於物調作業推動，另針對暫定版預算書階段

之日誌進行批次轉換作業，統包商可選擇自行重

新填寫換項及數量，或製作轉換表匯入系統自動

替換。

結語

區段徵收工程因開發面積廣大須分區推進施工，

啟動時間不一致、工期橫跨數個年度，各項設計書圖

製作、送審至核定耗時，加上施工期間物價波動，皆

大幅影響計價作業效率。為確保機關依約執行，同時

保障統包商請款權益、妥善調度工程金流，除透過研

訂符合區段徵收工程開發特性之契約架構，及標準化

各區作業，以優化管理措施，同時藉由導入系統改採

線上作業以降低資料誤植率，以有效改善公文往來累

贅耗時之問題。另一方面，近年來營建物價指數調整

攀升及波動，各類指數對應基期年月計算機制繁雜，

透過應用系統計算亦可有效有條不紊釐清計算細節，

協助統包商加速請款的同時，亦可襄助機關精確審查

職責。未來於蒐集完整開發過程產出電字化計價資訊

後，進一步提供其他徵收工程參用，藉由系統工具的

發展及使用經驗，有效輔助預算成本管控工作推進，

落實工地現場數位賦能目標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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