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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論工程監造人員之責 
◎ 楊秉蒼  

  根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第 11 點規定，監造

（自辦或委辦）單位及其所派駐現場人員之工作重點如下：  

1. 訂定監造計畫，並監督、查證廠商履約。  

2. 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定進度、施工圖、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件之審查。  

3. 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  

4. 訂定檢驗停留點（限止點），並於適當檢驗項目會同廠商取樣送驗。  

5. 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並填具抽查（驗）紀錄表。  

6. 發現缺失時，應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並確認其改善成果。  

7. 督導施工廠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等工作。  

8. 履約進度及履約估驗計價之審核。  

9. 履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10. 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  

11. 依規定填報監造報表。  

12. 其他工程事宜。  

  另外，工程會對於公共工程之施工檢驗停留點或隱蔽部分或其他影響結構安全部分，規定委

辦監造單位其派駐現場人員應全程監督，以確保品質。若工程相同工項之數量甚多時，監造單位

宜加派人力全程監督施作過程，以保障公共工程品質及維護公共安全。監造單位應於上開施作過

程中，依法令及所核定之監造計畫，選擇適當時機執行監造簽證、抽查或抽樣試驗，以負起監造

之責。 

  此外，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第 9 點第 1 款規定，機關委託監造，應於招標文件內

訂定「監造單位派駐現場人員之資格及人數，並依據監造計畫執行監造作業。其未能有效達成品

質要求時，得隨時撤換之。」如監造者違反上開規定，主辦機關除應依約逐日扣減其服務費用，

並應檢討其責任或予以撤換；如致機關遭受損害，機關另得依政府採購法、建築師法或技師法等

規定，追究監造人之民事、行政與刑事責任。 

  由上述內容了解現有制度，對監造責任歸屬劃分雖相當完善，惟執行層面可能與規定落差甚

大。就吾等了解早期工程會尚未規定學術單位要認證前，多數監造單位會要求試驗送具公信力之

學術實驗單位，但執行過程發現上開工程會規定監造應會同廠商取樣送驗之規定，卻未能有效落



實；試想由廠商親自送驗的樣品，您覺得報告不合格的機率有多高？所以早期要看到不合格的報

告是困難的。 

  近年來，某機關為有效提升工程品質，將營建材料檢驗制度由監造決定實驗室，改為招標遴

選方式產生，並規定檢驗以抽籤方式選擇實驗室，且抽驗及送驗須由監造會同辦理。此制度推動

後，短期內即發現檢驗不合格率有增加的趨勢，證明此制度有其可取之處；然而此制度執行不到

兩年後卻變質了。原因係監造另有其他因素（例如開會、公務繁忙及請假等），而無法親自會同

送驗，使得好不容易建立的品質控管制度瞬然瓦解。監造人員此舉作法，難道不違工程會之法令

規定嗎？ 

  數年後，某機關覺得上述機關使用之措施，有其可取之處，於是同樣以招標方式遴選實驗室，

並嚴格規定實驗室無論現地抽樣或實驗室送驗，應檢查監造的證件，確認身分無誤後，方可執行

取樣或簽收的動作，若監造有事，則試驗日期延後；經過三年，此項措施仍有效持續，且讓監造

無任何不到場會驗的藉口。然執行過程仍有制度上的缺陷，例如曾經出現檢測瀝青混凝土厚度

時，現地取樣若有厚度不足時，有時監造及廠商會要求實驗室重新取樣，所以經常發現同一路段，

應取樣三孔，最後可能會產生同路段十幾個孔的情事發生，不難理解鋪面厚度檢驗不合格的機率

會較低。後來在主管單位了解後，以發函方式告知實驗室，若非樣品暇疵，否則監造或廠商不得

要求重新取樣。 

  上述說明兩個有心的單位，為提升工程品質所做的貢獻，這些作法或許是其他縣市做不到或

無意願做的事，但他們做了。然執行過程若無法堅持或措施不完善，而讓不法之徒有機可乘，其

結果仍是白忙一場。以下例子將更凸顯監造人員現階段監督不週的事實。 

  最近，發現監造人員會同進行現地瀝青混凝土鑽心取樣時，有部分試體容積比重超過理論最

大合理值範圍（最大理論密度一般為 2.43~2.46 之間，卻出現 2.56 的數據，如此高的數據表示可

能鑽的是石頭，您覺得合理嗎？），後續以金屬探測器測試後，試體呈現內含金屬反應，為此立

即告知監造及試驗主管單位，若當下不妥善處理，一旦查核委員發覺，可能會認為實驗室是否有

試驗上的問題，但殊不知這是不法廠商慣用的伎倆。一般廠商為使鑽心試體容積比重較大，通常

會於試體體積不變的情形下，將部分粒料以較重金屬取代之，例如礦砂、爐石或鉛塊等，藉以提

高容積比重（以局部鋪設方式處理）；但由於控制不當，而產生添加過量的現象，致事跡敗露（廠

商會解釋可能摻雜不潔物等）。 

  由上述說明了解監造若能於選樣位置有所堅持，不讓廠商有建議選樣位置的機會，上述現象

或許較不會發生，畢竟為此觸法，對監造者而言並不值得。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廠商有心，

弊端將無所不在，惟有時時檢討品管檢驗制度，建立有效防弊措施（包含品德宣導），才是根本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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