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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公司預算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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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預算之連結─架構與呈現方式

務實的工程設計，最終仍須完成設計數量之計算以及預算書之編擬，方能得知設計案件之執行可行性

以及資金之完備。本篇將先介紹預算書之架構，並因不同工程性質及需要說明設計工程師如何適當地將設

計內容交給預算工程師編製預算書，由編製實務說明其呈現方式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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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面完成後與工程銜接

在一般工程設計案件執行的過程中，當圖面設計

完成之時，尚有下列作業必須辦理：

1. 整合各工程介面設計圖說成圖冊。

2. 彙整各式計算書，如工程設計數量計算書、結構

應力計算書 ⋯ 等必要佐證文件。

3. 依據工程項目及材料項目的需求編製施工規範、

施工說明書或特訂條款等。

4. 依據設計規格及規範進行訪價並編製預算書。

5. 協助業主或採購單位製作發包文件，如發包書

圖、契約範本、標單、公告投標須知、招 /決標規

則及工程需求書、保證金及押標金規定及文件格

式 ⋯ 等採購用文件。

6. 若服務案件包含監造工作，需編製監造計畫書及

契約規定之相關監造文件。

以上第 1至第 4項為設計單位必須製做之要項，

第 5項主要為業主或採購單位負責。

* 通訊作者，huijane5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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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預算書的架構

一般而言，預算書主要是呈現整個設計工程案預定

需要花費的所有金額，其中分為撥付給施工者之部分：

包括直接用於施工之項目、配套用於施工之項目及其衍

生的稅什費、規費及管理費等；其次是業主或採購單位

用於本工程案之相關費用，如委託設計或監造費、空氣

污染防制費、業主自身之管理費（工程管理費） ⋯ 等。綜

合為一份計量計價之表單，若以公共工程使用之 PCCES

程式產出之報表為例，預算書主要呈現之架構如下：

1. 總表：表達工程總經費及分項工程金額，如呈現

「土木工程」、「建築工程」、「機電工程」、「景觀

工程」⋯ 等合計價格與所有工程費總價，並包括

工程相關之直接與間接費用。

2. 詳細表：表達各工程項目的單價、設計數量、複

價及其合計金額，列示之各工程項目均為工程上

之所需，無論為須完成品或臨時施作項目。相關

之規費、依比例計算之間接費用等亦須列示。

3. 單價分析表：分析單一項目的 1單位之施工金額

（單價），分析表可呈現該施工項目 1單位應包含

之內涵項目（機具、人工、材料與損耗等）及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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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之定量分析。

4. 資源統計表：由程式自動產生，表現各計價項目

的總量及總金額，方便施工者經統計表檢視各項

材料、各式機具及不同工種的人工總使用量。

5. 數量計算書：由設計單位製作，呈現各施作工程

項目的數量來源，包括工程項目之外觀數量以及

其單價分析內之各內含施工項目來源的數量計算。

私人工程預算通常不需如此嚴謹的呈現架構，視

工程規模部分可省略以上的複雜表單呈現方式，僅以

詳細表報價，甚至據以簽約。

以下就公共工程說明，傳統的工程設計之發包預

算架構中，在計價分類中分為兩大項目，一個大分類

為計算施工所需要的所有經費，稱為「發包工程費」，

另一類為業主或採購單位配合工程所需支應的相關費

用，稱為「業主間接費」，而此項費用僅在給業主的預

算書中顯示，不會在給承包商的標單中計入標價內。

「發包工程費」中，又分為「直接工程費」與「間

接工程費」，直接工程費主要計算各項工程設計需施工

項目之總費用，依照工程性質可整合，如分為假設工

程、土木工程、建築工程、機電工程、景觀工程、雜項

工程 ⋯ 等直接用於施工之設計項目；間接工程費均為

編列給施工者運用，用於支付施工上所有相關但非直接

施工之部分。包括環境保護措施費、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費、品質管理費及檢驗費、工程綜合保險費、包商利潤

及管理費、營業稅等非直接用以施工，但依法規或工程

要求規定必須支用之工程配套相關費用，無論可量化或

無法量化之部分，均須納入編列。

另外，業主間接費之計算，主要依據前述發包工

程費內之計價項目，依法規規定項目的合計（如：建

造費用）比例計算費用，如空氣污染防制規費、設計

監造費、業主工程管理費及其他與承包商無關之費用

等；或另以業主名義配合編擬之工程其他費用或預備

費，如台電外線補助費、物價調整費  工程準備金等。

以上兩大類（發包工程費及業主間接費）總計即

為整個工程案件之預算費用。

工程樣態中另有以統包之方式承包，統包工程預

算書的特色為設計單位屬於統包之營造商簽約之合作

廠商，並由營造商支付其設計費用，因此預算架構之

統包發包工程費為「施工之建造工程費」＋「統包設

計費」，其中施工建造工程費如前述「直接工程費」與

「間接工程費」之合計，統包設計費為統包團隊內之設

計單位設計費，依統包商合約計算；監造費視業主是否

另約辦理監造工作，或另有專案管理廠商契約辦理，但

不論如何，監造工作之費用都應視經費來源判斷是否納

入本工程預算之業主間接費內。其餘則同前述。

預算書呈現工程項目的方式：
丈量計價與拆料計價

通常計算整個工程經費，可以採用兩種主要的編

製方式來編列預算書，一為驗收時依「施作設計項目

的 目視外觀丈量計價」方式計算，可以由詳細表數量

欄呈現每一個設計工項的施作總量，並可以現場丈量

驗收；另一種則將工程內所有的「施工工項之 構築材

料（多半為主要建材）拆料計價」，逐項呈列於詳細價

目表中，無法單獨以設計圖說所示施工項目之外觀尺

寸呈現，驗收時需要經詳細計算實際使用量或以進料

之表單憑證總量計價的方式呈現。

就前者以 目視外觀丈量計價 的呈現方式而言，編

製這類預算之工程特性，通常都必須等到計價的施工

單項完成後，才能夠以量取外觀之尺寸計量並計價。

其優勢在於圖說與預算列示之工項能夠對應，利於驗

收、方便理解且明確。但這類呈現方式最大且常見之

缺點在於，若施工期間發生某施作項目內部組合之材

料因故需調整修正，其修正後必定造成與原公告契約

施作項目或組成單價不相符，故需要經過契約變更程

序議定變更後之「新增單價」，該項變更作業常常發生

調整後之數量違反設計契約規定之誤差比率，而使設

計單位遭受究責與罰款，較無因地制宜之彈性。

例如施工項目為一式、一座、數個 ⋯ 等等之少

量項目，在其組成之材料變動時，依照一般業主單位

之認定，原施作項目因變更視為無法施作應減項，以

新增施作項目加項取代，故設計單位於變更設計檢討

時，容易因其中小項目修正卻造成數量誤差率 100%，

設計罰款大於該項目施工修正費之不合理現象，通常

使得設計單位排斥修正，以免莫名承受究責。

但若工程性質及設計標的容易掌握，該預算呈現

方式為相對容易理解與方便執行，故多應用在有固定

設計尺寸之工程，如小型土木工程、可模組化的大地

工程、道路工程、排水工程、景觀工程 ⋯ 等。
後圖範例為採用丈量計價方式呈現之某排水工程

預算書詳細表樣態（如圖 1），以及其中用以分析 200 

× 200 cm箱涵單位造價的單價分析表（如圖 2）。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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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展現出施工現場需施作兩種不同斷面之 U型溝，分

為 60 cm × 60 cm斷面 RC水溝計長 30 m（以固定斷面

每前進米為單價計價）、60 × 65 cm斷面計長 50 m；另

有場鑄之矩形溝 120 cm × 120 cm斷面計 200 m，無蓋

板之明溝 150 × 120 cm斷面計施作 20 m，以及 RCP管

涵 20 m、200 × 200 cm箱涵 100 m、300 × 200 cm箱涵

100 m、熱浸鍍鋅蓋板、匯流井、人孔、草溝及滯洪池

本體等項目。

這種呈現方式很明顯的了解並對應設計圖面之設

計數量與施工現場應施作之項目及規格，並容易丈量

驗收。舉箱涵為例，當施工完成很輕易的就可以由外

觀量取總施作長度，並依照實作長度計價。但若在施

工中發現其中遇到某段需修正斷面，而詳細表中卻無

該斷面之箱涵單價時，就必須另外議約成立該變更斷

面的箱涵單價，且原斷面需要減少施作數量，此時就

容易產生前述因其中斷面不同之更動，卻造成該項修

正計入誤差率之狀況。

其次，將工程內所有的「施工工項之 構築材料拆

料計價」的方式編列的預算書，這類工程的特性，在

於由詳細表無法看出每一個設計構造物的最後目視外

觀的完成數量，或是施工完成的尺寸無一定模組，或

是僅為完成一個大型構造物等等。如此編列的優勢在

於施工有極大之彈性，方便設計單位以標準圖說來因

應多變之基地條件，並利於當完成某一個單一計價材

料項目，或是工程進度累計到某個階段，即可部分估

驗計價，並保有追加減數量之彈性（如圖 3）。

由於採用拆項計算總量之方式，在施工中遇到因地

制宜的調整局部施工數量時，因為材料總量通常較大，

設計單位不容易因為局部修正之單項數量超過規定誤差

比率（通常為 ± 5%）而遭究責，施工單位在變更契約

程序時也可以減少議約新增單價的項目，例如前述舉例

之箱涵，若將原來箱涵的組合項目單獨拆分為混凝土總

體積、模板總面積、鋼筋總重量及人工總時數等項目提

升至詳細表層次計價，在施工時，遇到基地需要配合臨

圖 1   以施作設計項目的目視外觀丈量計價方式製作之 PCCES預算詳細表

圖 2   在丈量計價方式製作下之 PCCES預算單價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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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需求增加其中任何一項的用量時，例如前述增加不同

設計斷面的箱涵段時，則可直接增加數量辦理加帳即

可，不需要因為此增加之項目辦理議價。

不論以丈量計價或是拆項計價之方式，但若追加減

數量超過原契約數量 30%以上，依一般契約規定必須再

經議價程序，與承包商議定超過 30%以上數量之價格。

對於承包商而言，拆項計量也較利於掌握材料採購總數

量，較易控管材料使用量的誤差在議價誤差範圍內。

惟其缺點即為需要經過現場多方測量方能精算材

料總用量，其計算書較為複雜且瑣碎，容易漏估、重

複計算、過與簡略忽略細節或畸零用量，亦較難實地

驗證，例如橋梁的混凝土的灌注、堤防水壩等以及造

型多變的建築物、曲線造型多之構造等。一般要驗證

使用量多運用原料商出具之出貨單據，或是用抽驗推

估之方式。此編列方式多半應用於建築工程、橋梁工

程、較大型的土木構造工程，或是以單純管線為主的

水電、機電工程 ⋯ 等。
將前述以丈量計價之施工工項以拆項計價方式編

列時，如圖 2所示，單就混凝土的部分可拆分為 140 

kgf/cm ⋯ 混凝土澆置 350 m3、210 kgf/cm2混凝土澆置

350 m3、280 kgf/cm2混凝土澆置 350 m3 ⋯ 等，以及其

他如 SD280鋼筋、普通模板、清水模板、U型溝用鋼

製模板 ⋯ 等等。此時已經無法辨識設計 U型溝完成後

的構造規格與長度，施作時需要增減設計長度或增建

其他項目，需要運用計算書算出需要量再併入數量內

總計，再議價誤差範圍的寬容度甚大，因此常用此方

式編列，使得施工上有較大的調修彈性。 

設計工程師與預算工程師的分工：
設計單位編列預算與委託外部製作之界面

一般實務工作中，除非編列預算之工程師實際參與

設計工作，相當了解設計細節內容與其相關之工程配套

設施，否則執行預算編製的工程師，是無法全然瞭解設

計上所有設計項目及內容的。這通常與案件規模或公司

組織成員有關。理想中或在微型或小型事務所中，通常

接案能量不大，只要具有足夠成熟之設計師，即可完整

地自行處理所有工作，否則委外處理的費用將不敷接案

成本。在這狀態下，設計工程師進行設計時，會配套思

考設計造價及總預算限制等問題，俟設計工作完成需要

編製預算書時，可以在計算費用當下發現問題後，即時

回頭修正設計調整造價，也不容易有誤會圖說表現、項

目漏列以及因為不了解工程基地造成之配套工作數量錯

估等情形（常見如運費與運棄費等）。

但是，無論案件大小，要求所有工程師均會編製

完整無誤的預算書實務上是困難的，這需要大量的工

程經驗以及對施工場域的判斷，還有對於建材價格走

勢的掌握等。因此大部分的設計案件均採以交辦給預

算工程師或是委託專門編製預算的公司計算數量並編

列預算，並整合各介面的報價。對於設計案件來說，

較具規模的顧問公司，組織內部已能自行處理各個不

同工程界面的人力，也有聘任預算工程師或是請長期

在工地的同仁協助處理預算書的工作，以減省外部成

本。先不論預算工程師的資質是否足以勝任整合介面

及編製工作，在體制內可以發揮較為迅速有效率地的

優勢，可以及時反映設計量與總經費間的落差以及配

合公司內部對於工作時間以及交件期限的要求。

但多數事務所或設計顧問公司並未專門聘任或培養

預算工程師，因此對於預算製作的工作採由委外預算製

作公司進行編製，有的公司甚至能夠依照設計圖，判圖

整合各不同介面之預算工作，提供完整的預算書及規範

等。但在即時溝通上，以及所需的工作時程要求就不若

自己公司員工之效率，需要較多的時間留給預算製作階

段之工作，相對也壓縮設計工作的時間。

因此，為求預算工作能夠充分反映設計成果，在設

圖 3   施工工項之構築材料拆料計價方式製作之 PCCES預算詳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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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工作與預算編製工作交接之分工，必須由設計工程師

整理並提出所有設計之施工項目以及對應的預算項目，

包含配套施工之假設工程項目等，彙整成設計項目總數

量（亦即直接工程費部分的詳細表），並須告知業主及

契約特別交辦事項，例如特殊預留之經費需求、工期及

是否應物價調整、業主於本設計案相關應辦事項之費用

（如用地徵收）、契約設計監造費率 ⋯ 等須納入預算書

辦理之費用，交由預算工程師按照自身工程經歷、設計

圖說判讀與交付的詳細表中之項目，編擬及補完預算書

中之其他項目，如單價分析與間接費用等，並依照工地

狀況、運輸能量及施作難易等判斷工地所需之市場或經

驗價格，綜合現行大宗物資價格趨勢，以及個別材料之

訪價資料等，填列適當單價以求得總預算。

為求更高的效率與理解，基本上需要交辦給預算

工程師的詳細表資料，按照設計的工程性質，以及後續

案件進行時的可能狀況，可與預算工程師研議呈現的編

製方式，判斷是否採用丈量計價或是拆項計價的方式計

量。若製作預算的工作時間仍充足，可以請設計工程

師可依照預算計價呈現的方式以及自己設計的工程施

工項目，先行定義各設計項目的計價單位，如「座」、

「m」、「m2」、「m3」⋯ 等，再依計價單位列出計算式求

出丈量總數量，並將詳細設計圖一併交給預算工程師，

以利於製作單價分析表並檢核圖說之瑕疵，預算工程師

可以在判讀圖說過程中，依照自身之工作經驗，檢視配

套之其他未列示的計價工作項目，例如是否需有施工便

道，是否需要輔助施工設備、是否需要輪班制工作及配

合的項目 ⋯ 等，回饋給設計工程師判斷或修正。

但大部分交給預算工程師的工作時間並非闊綽有

餘，光以工程會規定使用的 PCCES程式中挑碼 KEY-IN 

工程項目就已很緊張的狀況下，通常預算工程師已無暇

檢核圖說與詳細表的正確關聯性，僅能依賴設計師提供

的詳細表，按照自身經驗填入單價，然此舉容易因個人

主觀判斷與難免的作業瑕疵造成後續與施工廠商之計價

爭議，甚至須採用變更設計修正。為避免此類狀況發

生，對於交接介面的準確度來說，在設計工作與預算工

作交接時，需請設計工程師就自己設計之項目，在成立

契約規定之計算書時，除提供詳細表數量外，仍需要加

入依照細部設計詳圖計算用於單價分析表內的各項施作

項目的組成數量，整合成計算書與設計圖說一併交接，

方能減少預算工程師判讀細部詳圖計算工料項目的時

間，並也相對準確不易漏項。

若是交付給專門製作預算公司的工作，視簽約的

工作內容、工作時間與服務費規模，最低限度應至少

提供完整設計圖面、設計詳細表與契約規定計價之項

目，交由委外的專業公司處理。因其預算編製專業性

高，又須對成果負責，雖然其並未參與設計工作，但

產出之成果仍有一定專業性。惟不論成果如何，畢竟

未參與實際設計作業，尤其在於細節項目多，形狀多

變且建材種類繁雜如建築、景觀、室內裝修工程類的

案件，估算公司在進行數量計算時，常因不能理解設

計的收頭收尾與細節處理的部分，多有理解錯誤或漏

估的狀況，因此仍然需要安排設計單位檢核預算書，

並至少安排相互修正之時間。也就是說，這類委託外

包計算預算的專案，必須要預留給預算工作的時間通

常要比自行處理預算要為寬鬆，必須保留時間進行較

多的溝通與修正，專案的主導者必須要事先考量以免

造成工作逾期違約。

預算工程師的作業，主要是對工料價格及編製成為

前述工程預算書架構下，總經費的正確計算公式與完整

性負責，但總經費正確的前提因素為設計工程師提供的

設計數量必須是正確無誤的，或是需要有正確可判讀之

圖說可資檢驗。雖然施工承包商在公告期間也會清圖了

解可能的施工成本，但在市場競爭下，通常能夠取得標

案後再爭取變更設計機會幾乎已經成為工程界的常態。

在政府機關對於採購金額及編列名目採取嚴謹解釋的現

行時空條件下，設計單位對於預算編製的工作，需要更

為嚴謹且完備，幾乎要做到無從挑剔瑕疵，以免遭受施

工廠商追討費用與機關的究責，致使設計單位遭受無謂

的損失，其壓力不可謂不大。

結語

務實的工程設計，最終仍須完成設計數量之計算以

及預算書之編擬，方能得知設計案件執行之可行性以及

資金是否完備且能充足的運用。設計工程師與預算工程

師若能先行討論適當的預算呈現方式，在設計工作完成

時，設計工程師能以有效率的方式計算設計數量，並將

數據交付給接棒的預算工程師，方便整合各工程界面並

編製合宜運用的預算書，完成設計案的最後一哩路。後

續在施工執行上，除了能夠減少計價上的爭議，亦能協

助釐清施工方式。無論在工程中的估驗計價以及完工驗

收的實際丈量驗算上，預算書所呈現的計價架構，都能

成為各界面準確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