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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廠在統包建築工程估價中的角色與挑戰

本研究分享營造業辦理統包工程估價作業之實務作法。在備標階段，主承包商必須有效掌握業主需求

及工程特性，並根據自身能力、經驗、產業環境及市場價格，概估投標價格；在基本設計階段，主承包商

需配合技術服務廠商，完成初步設計方案，並概算大宗材料之數量及金額；在細部設計階段，需根據完整

設計圖說精算施工數量，並向協力廠商訪價，以確保施工預算符合預算數額；在施工階段，需隨時比對預

算與實際成本，找出成本變異項目及原因；在竣工階段，透過比對施工預算與結算成本差異，探討成本控

制問題，以精進公司分包及工程管理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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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包估價特性

根據營造業法 [1] 之定義，統包（Design -Build, 

DB）係指基於工程特性，將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

安裝等 部分或全部合併辦理招標，亦即，設計與施工

責任集中由主承包商負責（主承包商為營造業，技術

服務廠商為主承包商之分包商或顧問），以減少管理介

面，並達成設計施工同步化（fast-tracking）[2]。許多

研究證實，相較於傳統設計、招標、施工模式（Design-

Bid-Build, DBB），統包賦予主承包商較大之執行彈

性，除可提升廠商對於非預期事件之處理效率外，亦

可顯著降低專案進度與成本變異 [3]。儘管統包效益顯

著，惟營造業在享受較高執行彈性之同時，亦需擔負

更多責任與挑戰，例如，持續釐清與確認業主需求、

有效之成本控制及降低設計變更風險等 [4]。由於成本控

制為確保工程順利進行之基礎，且營造業執行統包工

* 通訊作者，wss@url.com.tw

在

中的角色與挑戰

統包建築工程估價在營造廠

程遭遇之問題與挑戰，最終亦會反應於工程成本，因

此，本研究以某件建築工程為例，系統化說明統包工

程之備（投）標、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及竣工

階段之估價作法與重點，提供業界參考。

備（投）標階段

備標階段之主要工作為概估投標價格。由於僅有

概略設計構想，主承包商僅能依業主需求、歷年估價

數據、估算人員自身經驗及初步設計圖等資訊粗估建

築成本。在此階段，估算人員必須熟讀契約內容，並

密切關注建築法規變化與市場趨勢，以確保估價結果

在合理之可接受範圍。若建築師有提供初步平面設計

圖之情況下，主承包商會據此為估價依據，此時估算

人員需針對各項工程內容進行詳細評估，以確保估價

結果符合實際需求。以下為備（投）標階段各主要工

程項目之估價重點：

承包商針對統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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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工程

 1. 依基地特性（如平地或山坡地）及當地建築管理法

規進行規劃與計算。

 2. 考量基地現況，例如，是否涉及都市更新、既有建

築拆除或特殊地質條件等，評估施工難度，並調整

施工成本。

結構工程

 1. 根據樓地板面積，並考量建築物使用類別（住宅、

消防局或變電所等），以經驗值執行估算。

 2. 考量混凝土澆置方式、鋼筋、模板等材料之吊運方

式，並評估是否採用塔吊或輪吊等施工機具。

 3. 評估耐震標準與基礎工程需求，確保符合建築法規

及未來使用安全。

裝修工程

 1. 根據平面圖概算工項數量。

 2. 邀集專業分包商討論施工細節，確保施工計畫之可

行性（含成本控制）。

 3. 考量特殊建材之採購時程與價格（含波動），確保預

算規劃之準確性。

機電工程

 1. 根據平面圖（建築師提供）及機電升位圖（機電技

師提供）執行估算。

 2. 考量智慧建築規範（綠能設備、太陽能板配置及智

慧管理系統），確保建築物符合節能要求。

景觀工程

 1. 考量樹種、數量及樹冠尺寸，並向景觀植栽廠商詢

價，確保預算合理。

 2. 考量當地氣候與土壤條件，評估植物存活率及後續

維護成本。

此外，主承包商亦需詳加審查契約之基本要求，

並依據契約書及統包需求書，確認戶數、樓地板面積

及製作概算標價總表；另一方面，亦需掌握契約是否

包含特殊工法、規範或要求，例如，內政部訂頒之分

戶樓板衝擊音標準（110年 1月 1日實施）、材料碳稅

及特殊建築性能要求等，以降低投標價格與實際建造

成本之落差；需注意，若可參考與新建專案高度相似

之歷史案例，估算結果通常較為準確。

基本設計階段

儘管此時已有初步規劃方案，惟基本設計階段作業

時程較短，且設計方案尚未完全定案（尚無法執行詳細

估算），因此，基本設計階段仍以概算方式估價工程成

本。實務上，估算人員會根據業主需求、歷史數據及初

步設計結果，並考量建築物樓層數（表 1）及用途（表

2），概算大宗材料（鋼筋、模版及混凝土）之數量，以

作為後續階段估價之基礎。需注意，本階段設計內容涵

蓋建築定位、統包需求書要求、建築物配置、防災計畫

等關鍵要素，這些因素將直接影響結構工程、五大機電

系統、基礎工程及外牆系統之設計與施工。

主承包商會根據過去類似案例實際施工成本，預

估大宗材料之單價，再乘以概估之數量，以決定工程

預算；之後，以大宗材料之預估金額為基準，再運用

自身經驗或參考類似案例，按比例細分各種工項之金

額，例如，設計費、假設工程、基礎、結構、外牆裝

修、室內裝修、門窗、防水隔熱、附屬設備、機電、

表 1   樓層數與大宗材料之用量

工程項目
樓層別

2F ~ 3F 5F以下 6F ~ 9F 10F ~ 15F 16F ~ 17F 18F ~ 21F 22F ~ 25F

鋼筋
（kg/m²）

最高 98.14 119.10 134.34 140.00 138.00 166.00 130.50 
最低 46.10 48.10 59.23 80.00 67.10 69.40 130.50 
平均 69.67 79.97 97.62 104.49 102.32 117.99 130.50 

混凝土
（m³/m²）

最高 0.64 0.83 0.76 0.78 0.74 0.90 0.70 
最低 0.38 0.37 0.32 0.32 0.45 0.45 0.70 
平均 0.51 0.60 0.58 0.61 0.63 0.76 0.70 

模板
（m²/m²）

最高 4.10 4.67 4.82 4.44 3.93 4.10 3.21 
最低 3.00 2.93 1.00 1.00 2.98 2.72 3.21 
平均 3.53 4.19 3.88 3.80 3.04 4.04 3.24 

資料來源：楊秉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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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及消防、景觀植栽及其他費用（含材料試驗費、

品管費、環保清潔費、管理費（含雜項）、職安費、工

程保險費及營業稅等）。舉例而言，某營造業歷年承攬

工程之工項成本比例，如圖 1，顯示結構、室內裝修、

機電空調及消防工程占總工程費之比例最高。

細部設計階段

開始正式編列施工預算。由於建築主體型式及尺寸

已定案，主承包商可憑藉自身優勢，例如，過往工程

經驗及人力、機具、物料歷史單價，執行更詳細之施

工規劃，同時，評估基本設計階段之估算結果，是否

存在漏項或低估數量。此階段之預算檢討項目包括：

(1) 假設工程，例如，施工便道、臨時水電設備；(2) 

直接工程成本，例如，材料損耗、建築物挑高、施工

營建廢棄物數量等；(3) 間接工程成本，例如，人員薪

資、管理費等。透過上述檢討，主承包商可產製完整

之工程預算總表及詳細表（含施工項目數量與單價）。

此外，分包商行業亦影響其估價（報價）之可參

考性。由於專業營造業或土木包工業較熟悉營建市場

行情，且通常與主承包商長期配合（熟悉主承包商習

慣），因此，其估價（報價）通常較符合主承包商需

求；設計單位則無上述優勢（單價可能主要參考營建物

價或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估價結果除可能偏離市場

行情外，亦可能不符合主承包商作業習慣，因此，主承

包商需確認建築師與分包商之估價方式與計價條件是否

存在差異，例如，工作筋、鋼筋續接與搭接次數之計算

方式，以及模板開口處是否計價等；此外，亦可對外部

廠商（非本案分包商）訪價，除可進一步確認設計單位

或分包商估算（報價）之合理性外，亦有助於掌握市場

價格；另一方面，應針對工項包含之各主要部分進行詢

價，以避免發生漏項之情形，以支撐工程為例，除應調

查及確認水平支撐之市場行情外，亦應對豎向支撐及加

勁系統進行訪價。總而言之，人員經驗對於估價之正確

性影響極大，主承包商需靈活運用其自身經驗與瞭解市

場行情，再綜合評估適合工法及其相應預算。

施工階段

在施工期間，主承包商需透過 PCCES系統製作預

算總表及詳細表，並依工程進度實施成本控制、估驗計

價及驗證預算編列結果之準確性。以下本研究以案例方

式說明，施工預算與實際工程成本具有差異之案例。

表 2   建築用途與大宗材料之用量

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m²） 混凝土（m³）
類別   鋼筋（kg）   混凝土（m³）   模板（m²）   鋼筋（t）   模板（m²）
住宅 59 0.66 4.94 0.090 7.53
公寓 42 0.54 5.36 0.076 8.89
公寓 49 0.56 4.77 0.089 8.6
廟宇 56 0.54 4.01 0.105 9.12
事務所 64 0.87 4.36 0.095 9.62
機場 74 0.86 4.2 0.098 6.98
銀行 74 0.82 5.58 0.091 6.89
學校 68 0.58 4.16 0.108 7.68
醫院 58 0.63 4.46 0.092 7.14
養院 72 0.72 4.65 0.103 6.43
倉庫 57 0.64 3.81 0.092 6.9
冷凍庫 77 0.79 4.35 0.098 5.56
平均 62 0.62 4.53 0.090 7.37

資料來源：楊秉蒼 [5]

圖 1   工項成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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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乾密度試驗報告（AASHTO T85-14）

試驗點數 A B C D E
含水量（%） 6.8 8.3 9.9 11.5 12.9
濕密度（kg/m³） 2,077 2,183 2,245 2,257 2,200 
乾密度（kg/m³） 1,945 2,016 2,043 2,024 1,949 

(3) 一般 35噸砂石車車體空重約 12.5 ~ 14.5噸，在

礫石含水之情況下，砂石車車重為 26.94 + 12.5 = 

39.44，已超過一般道路容許載重 38.5 T，因此，

砂石車實際運量低於預估值，亦使得運輸成本高

於預算（需增加砂石車台數或工作時間）。

案例二：未考量實際工作面

1. 估算誤差：未考量開挖面需向外延伸 10 ~ 15公

分，如圖 4。

2. 造成原因：開挖後，由於施工界面問題，導致結
構體複壁牆面縮減；此外，牆面縮減亦會增加開

挖之土方量，進而增加施工成本。

圖 2   設計高程與現地高程

降雨後

降雨前

圖 3   土石方含水量

案例一：未考量實際高程、鬆實比及含水率

估算誤差

1. 此案例之地下室開挖面積為 1,799.42 m2，開挖

深度為 9.6 m，因此，預估挖方量（運棄數量）
為 17,274 m3（1,799.42*9.6）；惟實際運棄數量為
19,120 m3。

2. 估算誤差達 10.6%（（17,274-19,120）/17,274）。

造成原因

1. 誤認開挖面高程與路面等高，如圖 2。

2. 未考量土石方之鬆實比。鬆方體積較實方增加

1.15，惟估算土車車斗運量時以實方計算，誤認一台

土車車斗可運 12 m3，惟實際上僅可載運 10.43 m3。

3. 未考量土石方含水量。

(1) 因工區連續降雨（地下水位上升），導致土石

方重量增加，並減少土車載運量，如圖 3。

(2) 依本案例之試驗報告，礫石含水率達 10%，

則重量增加 202 kg，如表 3。

圖 4   複壁牆面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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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以垂直投影面積計算磁磚數量，未考量

牆面變化

估算誤差

1. 預估貼磚數量

(1) 此案例貼磚（丁掛磚）之垂直投影面積為

5,976.98 m2，如圖 5。

(2) 每片丁掛磚（含磚縫）面積約為 0.01362 m2

(3) 預估貼磚數量為 438,838片（5,976.98/0.01362）

2. 實際貼磚數量

(1) 實際貼磚面積為 7,711.1 m2，如圖 5。

(2) 每片丁掛磚（含磚縫）面積約為 0.01362 m2

(3) 實際貼磚數量為 566,153片（7,711.1/0.01362）

3. 實際與預估貼磚數量之誤差：29%。

造成原因

直接以投影面積計算磁磚數量，未考量牆面變化。

1. 直接以投影面積計算磁磚數量，未考量陽台內

牆、矮墩內側及梁底磁磚。

2. 未明訂磚縫間距之容許範圍，例如，3 ~ 10 mm。

3. 未落實磁磚計畫，增加磁磚切割損耗。

4. 未明訂磁磚平磚、山型磚之選用條件，以及收邊

作法。

竣工階段

竣工階段主要工作為工程結算。主承包商可比對

各階段估價結果，並檢查各工項數量、成本及總價差

異，發覺成本超支原因，例如，設計變更、施工環境

改變或市場波動等，並進一步調整及精進分包與管理

之作法。

詳實編列預算，降低工程風險

統包估價對於營造廠而言，是一項關鍵且極具挑

戰性之任務，每個環節都會直接影響工程成敗及廠商

利潤，由於估價結果為設計方案、施工方法、材料選

擇及市場行情之綜合結果，主承包商必須充分掌握業

主需求、詳實考量工址現場環境、確實瞭解法令要求

及市場環境，才能提高估價準確性，實現確保品質及

減省成本之雙重目標。本文探討之估價問題與解決方

案，除可提升營造廠估價能力外，亦有助於避免成本

超支與施工風險，進而促進企業之穩健發展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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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外牆貼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