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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營建工程大宗資材概述 

     

    台灣屬於天然資源相對缺乏之國家，重要原物料幾乎需

倚賴進口供應，由於重要原物料進口常受國際情勢變化影

響，易造成國內市場價量的波動，對於國內營建材料之穩定

供需與營建產業發展影響甚鉅。本計畫針對國內重要營建原

物料供給及價格變化進行蒐集調查，避免巨幅波動所可能對

營建產業產生的衝擊。並掌握市場供需變化，監視國內原物

料價格受國際供需情勢影響程度，必要時採取因應措施，降

低營建工程產業之衝擊，並針對物價相關議題進行研析與提

供建議，以利後續決策單位參考與因應。 

其目前市場上營建工程大宗資材主要有鋼筋材料、H 型鋼材

料、混凝土材料及瀝青混凝土材料，以下針對市場價格與供

需分別探討如下： 

一、鋼筋材料市場價格與供需 

    近期全球庫存增加及需求減少，造成國際鋼品原料價格

呈現下滑現象，因此受國際需求因素影響調整國內鋼品原物

料的收購價格，國內廢鋼價格由 108/02 之 9,300元/噸至

108/04 之 9,300元/噸，維持平盤，而國內「產品，鋼筋，

SD420W，熱軋，D29mm，工地交貨」價格由 108/02之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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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噸至 108/04之 19,600元/噸，調降 400元/噸，表示受

到國際鋼品原料及市場需求影響，國內鋼品原物料價格呈現

下滑，惟國內鋼筋的表面消費量由 108/01 之 500,648公噸

至 108/02 之 375,300公噸，減少 125,348公噸，且現階段

鋼筋的自給率均大於 100，表示鋼筋原物料之供給無虞，預

期 108年第三季國內鋼筋價格因市場供需狀況之變化適度調

整，應能夠呈現平緩狀態。（參考營建物價第 131期） 

二、H型鋼材料市場價格與供需 

    近期全球庫存增加及需求減少，造成國際鋼品原料價格

呈現下滑趨勢，國內「產品，結構用鋼材，熱軋型鋼，H型

鋼，（H400×B400mm，t1=13mm，t2=21mm）」價格由 107/11之

25,800 元/噸至 108/04之 26,200元/噸，調漲 400元/噸，

表示未受到國際鋼品原料及市場需求影響，國內 H 型鋼價格

呈現上揚，惟國內 H 型鋼原物料之供給無虞，預期 108年第

三季國內 H型鋼價格因市場供需狀況之變化適度調整，應能

夠呈現平緩狀態。（參考營建物價第 131期） 

三、混凝土材料市場價格與供需分析 

    混凝土原材料水泥之市場供給部分，國內水泥的自給率

均大於 100，顯示水泥原物料供給無虞，且水泥市場價格「產

品，卜特蘭水泥，第 1 型水泥，散裝，工廠交貨」價格由 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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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190 元/噸至 108/04 之 2,190 元/噸，其市場價格呈現

水平狀況。 

    另混凝土原物料之砂石市場供給部分，經濟部水利署自

108 年持續推動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後續計畫，目前累

積執行量為 1,787 萬立方公尺，且進口砂石量亦呈現下滑狀

況。在砂石之市場價格部分，「產品，粒料，細粒料，（粗砂，

拌合用），砂石廠交貨」價格由 108/02之 680元/M3至 108/04

之 690元/M3，調漲 10 元/M3及「產品，粒料，粗粒料，25

〜4.75mm，砂石廠交貨」價格由 108/02之 630元/M3至 108/04

之 650元/M3，調漲 20 元/M3，表示國內砂石價格並未受到

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後續計畫及砂石進口量等因素影響

下，呈現上揚狀況。 

    綜合上述二種混凝土原材料之市場價格與供應情形，其

「產品，預拌混凝土材料費，280kgf/cm2，第 1型水泥，工

地交貨」價格呈現上揚狀態，可預期 108 年第三季國內預拌

混凝土價格因市場供需狀況之變化適度調整，應能夠呈現平

緩狀態。（參考營建物價第 131期） 

四、瀝青混凝土材料市場價格與供需 

    瀝青混凝土原材料之原油供給部分，因近期國際間航運

船隻之服務需求大幅上揚，且國際原油價格微幅上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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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國內原油需求在 108年 1-2月累積進口與去年同期累積

相比，漲幅約 3.7%，市場需求量增加，但「產品，柔性舖面，

柏油舖面，黏度 AC-10」價格維持平盤，表示目前國內柏油

價格並未受此影響。 

    另瀝青混凝土原物料之砂石市場供給部分，經濟部水利

署自 108 年持續推動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後續計畫，目

前累積執行量為 1,787萬立方公尺，且進口砂石量亦呈現下

滑狀況。在砂石之市場價格部分，「產品，粒料，細粒料，（粗

砂，拌合用），砂石廠交貨」價格由 108/02 之 680元/M3至

108/04 之 690 元/M3，調漲 10 元/M3 及「產品，粒料，粗粒

料，25〜4.75mm，砂石廠交貨」價格由 108/02之 630元/M3

至 108/04 之 650元/M3，調漲 20元/M3，表示國內砂石價格

並未受到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後續計畫及砂石進口量等因

素影響下，呈現上揚狀況。 

    綜合上述二種混凝土原材料之市場價格與供應情形，其

「產品，瀝青混凝土舖面，（第 2類型，底層粗級配），粗粒

料 25.0mm，拌合廠交貨」價格呈現上揚狀態，可預期 108 年

第三季國內瀝青混凝土價格因市場供需狀況之變化適度調

整，應能夠呈現平緩狀態。（參考營建物價第 1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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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原物料之營建物價研討分析 

     

    前章節主要是針對國內營建工程大宗資材透過價格與

供需情形進行後續市場趨勢分析，本章節則陸續探討廣泛營

建工程所需之資材對營建物價之影響。 

    台灣地小人稠且天然資源匱乏，大部份資材均需透過國

外進口，所以整體經濟發展以對外貿易為主要方針，當國際

景氣低迷及發生重大事件，對國內經濟發展之影響甚大，而

營造業是百業之龍頭，所受到的衝擊更是直接影響經濟蓬勃

發展的程度。近年來，鄰近國家如中國大陸、印度、越南等

發展中國家陸續崛起，其經濟發展卓越，帶動各種設施與民

生建設之龐大需求，間接帶動營建工程之蓬勃發展，也增加

營建原物料、機具及能源之大量需求。所以國內營建資材亦

因國際營建興盛與衰敗的影響，讓各種資材、機具與人力供

需呈現動盪起伏的狀況。 

    目前營建工程所需之主要資材，以常見之混凝土材料、

鋼鐵材料、塑膠製品材料及瀝青混凝土材料為例，其混凝土

材料係由水、水泥、粗骨材、細骨材及摻料等材料，利用適

當配比混製而成；鋼鐵材料係由鐵礦砂加工煉製而成；塑膠

製品及燃油材料係為原油提煉而成。其中水泥、粗骨材及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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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材是混凝土組成主要成分，一般為當地即可取得之材料；

鐵礦生產地主要有俄羅斯、中國大陸、澳洲及巴西等國家，

惟各國因近年經濟發展蓬勃，自產之鐵礦砂以供內銷所需為

主，不足部分甚至需要仰賴進口，另歐美各國及日本等國家

對於鋼鐵材料的需求量亦非常大；原油主要生產地有中東、

俄羅斯、美國、委內瑞拉及加拿大等國，雖然美國原油產量

為世界第二，但是民生消耗量甚大，仍然需要仰賴進口，是

全球最大的原油消費國，其中國大陸原油產量為世界第四，

但是近幾年經濟迅速發展，導致進口量也非常驚人，其他如

印度、歐盟及日本等國亦為主要原油進口國。 

    綜上所述，全球經濟景氣受先進國家及新興發展中國家

之影響甚鉅，而經濟景氣與營造業之發展關係更加是密不可

分，所以在營建資源需大部分仰賴進口的我國所承受之影響

更加不可言喻。 

    國際重大事件主要可分為戰爭、政局動盪及區域型經濟

衰退等，戰爭或政局動盪發生之地點若為營建物料生產地，

將直接影響需求地之供應，使得物料價格無規律飛漲，如中

東戰爭及敘利亞戰爭，均造成世界各國災難性的石油危機。

全球區域型經濟衰退，直接影響營建物料的價格與供給，如

金融風暴與歐債危機等，民間需求減少，政府歲收短缺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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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緊繃，造成營建業的景氣寒冬，也降低對公共工程的投

資意願。 

    台灣天然資源匱乏，其經濟命脈以經濟貿易為主，且營

建物料多需仰賴進口，所以營建物料之價格與供給變動，受

國際重大事件之影響最為直接顯著。 

    營建工程依其施作範圍可區分為土木工程(如道路、橋

梁及隧道等)、建築工程(如住宅及構造物等)及水利工程(如

河(海)岸整治、邊坡整治及污水下水道設置等)等各領域，

工程項目含括極廣之細項工程，運用之各種工程材料、施工

機具及工種眾多且複雜。 

    營建工程資材不管在土木、建築或水利工程領域，皆可

區分為原物料、施工機具及勞務人力等部分。原物料係指完

成工程所需之各式材料、施工機具係指欲完全工程所需使用

之各種機械（含施工及運輸機具）、勞務人力則指工程施工

中之管理、操作及施作等作業人員。營建工程施工品質直接

影響到大眾之交通便利、居住環境及生命財產安全外，亦同

步影響周遭環境污染及國家經濟發展等問題。 

    營建工程所需之主要營建資材，在原物料上大致可區分

為下列項目： 

   (一) 細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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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粗粒料。 

   (三) 水泥。  

   (四) 鋼筋。 

   (五) 結構用鋼材。 

   (六) 瀝青。 

   (七) 其他 

施工機具大致可區分為下列項目： 

   (一) 挖土機。 

   (二) 推土機。 

   (三) 壓路機。  

   (四) 混凝土泵送車。 

   (五) 卡車。 

   (六) 吊車。 

   (七) 其他 

勞務人力大致可區分為下列項目： 

   (一) 管理人員。 

   (二) 鋼筋工。 

   (三) 模板工。  

   (四) 泥水工。 

   (五) 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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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木工。 

   (七) 其他 

    若物料供應充足且穩定，市場價格自然有其調降空間，

反之若物料供應不足且動盪，市場價格自然調漲而無談判空

間。而物料供應之穩定則取決於該項物料生產國之產出普及

性及運送距離遠近，亦取決於生產國當地政局之穩定性。另

天然災害部分對其物料價格及供應亦佔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層面。 

    近年來，國內因料源日漸枯竭及各方環保意識抬頭的影 

響，生產之原料及成品有日益減少趨勢，所以仰賴國外進口

物料亦越趨提高。 

    營建工程原物料之價格與供需平衡狀況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搭配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各營建項目歷年來之物價

統計資料進行分析，其結果可以提供發包預算編列及決策者

施政目標的擬訂。營建工程之主要原物料分為水泥及其製品

類、砂石及級配類、磚瓦瓷類、金屬製品類、木材及其製品

類、塑膠製品類、油漆塗裝類、機電設備類、瀝青及其製品

類、雜項類等材料。以下將針對營建工程主要原物料價格指

數波動分別探討： 

(一)水泥及其製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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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材料為營建工程之主要製造品，其主要組成 

    原料為水泥、砂、石料及摻料等。其中水泥為混凝土及 

    水泥砂漿粉刷之主要膠結材料，目前市面上所需水泥主 

    要供應來源為國內生產及國外進口兩部分，國內主要生 

    產地為花蓮地區，生產量除供應國內市場需求，亦有成 

    品外銷國際；國外則主要由中國大陸或菲律賓等地區進 

    口原料或成品。 

 

    表 2.1 水泥及其製品類指數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年平均 

民國 100年 91.11 91.37 91.76 92.16 92.72 92.75 92.90 93.05 93.18 93.97 94.75 94.98 92.89 

民國 101年 95.30 95.60 95.71 96.46 97.87 98.06 97.89 97.97 98.12 98.22 98.46 98.36 97.34 

民國 102年 98.30 98.32 98.27 98.28 98.47 98.62 98.90 99.04 99.02 99.45 100.11 101.14 98.99 

民國 103年 102.05 102.12 102.49 105.21 106.03 106.50 106.73 106.77 106.86 106.83 107.01 107.07 105.47 

民國 104年 106.95 106.80 106.70 106.50 106.13 105.91 105.71 105.52 105.02 104.60 104.18 103.43 105.62 

民國 105年 102.62 102.23 101.44 101.25 101.03 100.37 99.69 98.91 98.58 98.40 97.84 97.64 100.00 

民國 106年 97.49 97.17 96.99 97.01 96.89 96.81 96.59 96.64 96.55 96.47 96.53 96.43 96.80 

民國 107年 96.36 96.18 96.08 96.20 96.61 98.41 99.83 100.43 102.05 103.90 105.09 106.61 99.81 

民國 108年 108.88 110.07 111.90 113.56 113.69        1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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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水泥及其製品類指數趨勢圖 

 

(二)砂石及級配類 

    砂石料主要為國內生產，少部分才由中國大陸及  

東南亞等地區進口。 

        其砂石、級配及預拌混凝土自民國 100年 1月至 108 

    年 5 月之價格指數及趨勢，如表 2.2、2.3 及圖 2.2、2.3 

    所示，其趨勢自 100 年至 104 年都持續上漲情況，而後 

    逐年下跌，至 108年開始則呈上揚趨勢。(參考行政院 

    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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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砂石及級配類指數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年平均 

民國 100年 84.30 83.13 83.43 83.07 83.29 84.21 84.58 84.50 84.30 86.41 86.60 86.64 84.54 

民國 101年 86.51 86.56 86.89 86.93 87.43 88.50 88.40 88.37 88.55 88.52 88.40 88.33 87.78 

民國 102年 88.24 88.05 88.05 87.91 87.89 87.80 88.32 88.92 89.83 90.24 91.22 92.35 89.07 

民國 103年 94.56 95.58 96.52 99.68 101.53 103.04 103.22 103.25 103.18 103.18 103.18 103.35 100.86 

民國 104年 103.54 103.12 103.02 102.74 102.55 102.23 101.95 101.82 101.66 101.46 100.56 100.56 102.10 

民國 105年 100.54 100.44 100.53 100.23 100.01 99.91 99.87 99.83 99.83 99.83 99.59 99.41 100.00 

民國 106年 99.45 99.36 99.24 98.87 98.83 98.81 98.94 98.97 99.20 99.20 99.40 99.21 99.12 

民國 107年 99.31 99.43 99.43 99.74 99.74 99.75 99.76 99.56 99.32 99.32 99.54 99.87 99.56 

民國 108年 102.67 103.33 103.40 103.58 103.74        103.34 

 

 

圖 2.2 砂石及級配類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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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預拌混凝土類指數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平均 

民國 100年 89.90 90.07 90.33 90.89 91.58 91.61 91.71 91.97 92.14 92.94 93.84 94.13 91.76 

民國 101年 94.50 94.86 95.00 95.65 97.14 97.16 97.05 97.12 97.38 97.56 97.83 97.71 96.58 

民國 102年 97.61 97.61 97.55 97.58 97.85 98.04 98.44 98.64 98.60 99.09 99.93 101.26 98.52 

民國 103年 102.37 102.44 102.98 106.60 107.69 108.23 108.51 108.55 108.62 108.60 108.87 109.01 106.87 

民國 104年 108.89 108.70 108.58 108.35 107.97 107.71 107.50 107.30 106.67 106.13 105.58 104.61 107.33 

民國 105年 103.53 103.05 101.99 101.71 101.36 100.47 99.61 98.56 98.10 97.87 97.03 96.74 100.00 

民國 106年 96.50 96.04 95.79 95.75 95.55 95.44 95.15 95.14 94.83 94.68 94.67 94.48 95.34 

民國 107年 94.32 94.05 93.83 93.94 94.46 96.79 98.50 99.19 101.29 103.65 105.13 107.11 98.52 

民國 108年 110.03 111.51 113.82 115.97 116.01        113.47 

 

 

 

 

 

 

 

 

 

 

 

 

圖 2.3 預拌混凝土類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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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磚瓦瓷類 

        磚是一種建築材料，外觀呈長方體小塊狀，為構成牆體主 

    要材料。由於磚的製作過程需要消耗耕地和大量的能量，目前 

    正在逐步淘汰，代之以混凝土砌塊。最初是用粘土做原料製磚， 

    發展到近些年來，為了保護耕地，保護環境，人們開始用一些   

    新型的原料來做一種可以不用燒結的磚，最為常見的原料現在 

    有：頁岩、粉煤灰、砂、建築垃圾等，配以水泥等輔料，做出  

    可以承重的磚。 

        瓦（或稱屋瓦、瓦片）是屋頂上加蓋片狀物的建築風格， 

    通常搭配尖斜式屋頂，常見於亞洲和歐洲。用途為 1.防止雨水 

    滲漏至屋內。2.隔熱，防止白天的太陽輻射熱直接傳至屋內。 

    當瓦片交疊鋪設於尖斜式屋頂時，可產生一個用於隔熱的空氣 

    間距。 

        瓷土的主要成分為長石及石英，經燒製後，質地堅硬細緻、 

     光滑潤澤，呈白色半透明狀，可施以各種彩釉花紋稱為「瓷」。 

 

表 2.4 磚瓦瓷類指數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年平均 

民國 100年 87.34 87.54 88.98 89.45 89.83 90.37 91.02 91.04 91.05 91.36 91.63 91.63 90.10 

民國 101年 91.48 91.48 92.17 93.93 94.66 95.64 96.15 96.20 96.20 96.31 96.37 96.67 94.77 

民國 102年 96.69 96.71 97.05 97.80 98.02 98.02 97.65 97.60 97.56 97.74 98.18 98.75 97.65 

民國 103年 99.21 99.98 100.13 100.16 100.36 100.36 100.46 100.72 100.71 100.68 100.67 100.76 100.35 

民國 104年 100.79 100.68 100.68 100.75 100.77 100.75 100.85 100.88 100.92 100.83 100.80 100.73 100.79 

民國 105年 100.70 100.70 100.67 100.41 99.91 99.93 99.93 99.90 99.83 99.34 99.34 99.34 100.00 

民國 106年 99.34 99.34 99.36 99.37 99.44 99.22 99.10 98.85 98.47 98.22 98.20 98.27 98.93 

民國 107年 97.80 97.80 97.77 98.09 98.09 98.12 97.86 97.62 97.70 97.55 97.68 97.71 97.82 

民國 108年 97.92 97.34 97.33 97.17 97.28        97.4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D%91%E6%9D%90%E6%9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96%B9%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7%E5%87%9D%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98%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6%9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95%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1%B5%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2%89%E7%85%A4%E7%81%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BA%E7%AD%91%E5%9E%83%E5%9C%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6%B3%A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E%85%E6%96%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0%96%E6%96%9C%E5%BC%8F%E5%B1%8B%E9%A0%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尖斜式屋頂
https://www.moedict.tw/瓷土
https://www.moedict.tw/瓷土
https://www.moedict.tw/主要
https://www.moedict.tw/主要
https://www.moedict.tw/為
https://www.moedict.tw/為
https://www.moedict.tw/及
https://www.moedict.tw/及
https://www.moedict.tw/經
https://www.moedict.tw/經
https://www.moedict.tw/製
https://www.moedict.tw/製
https://www.moedict.tw/質地
https://www.moedict.tw/質地
https://www.moedict.tw/細緻
https://www.moedict.tw/光滑
https://www.moedict.tw/光滑
https://www.moedict.tw/呈
https://www.moedict.tw/呈
https://www.moedict.tw/半透明
https://www.moedict.tw/半透明
https://www.moedict.tw/可
https://www.moedict.tw/可
https://www.moedict.tw/以
https://www.moedict.tw/以
https://www.moedict.tw/彩釉
https://www.moedict.tw/彩釉
https://www.moedict.tw/稱
https://www.moedict.tw/稱
https://www.moedict.tw/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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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磚瓦瓷類指數趨勢圖 

 (五)金屬製品類 

        鋼筋、鋼板及型鋼為營建工程之鋼筋混凝土、鋼橋 

    梁及鋼骨建築等構造物之結構主要材料，其構成原料為 

    鐵礦砂及其他化學物質。 

   國內並無鐵礦資源，所以鐵礦及部分鋼製品之供應 

    來源主要由國外產地進口，鐵礦礦源由澳洲為主要進口 

    地，還有一部分由東南亞等地區進口，國內主要進行鋼 

    製品之加工及製造，一方面供應國內需求，一方面將成 

    品外銷。 

   因料源受限於國外產地進口，所以國外產地情勢變 

    化及料源供應會直接影響國內價格的穩定，金屬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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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至 108 年 5 月之物價指數及趨勢，如表 2.5及圖 

    2.5所示，自 100年至 105年間，此類物料價格大致為 

    下跌之趨勢，而於 105年起出現急劇上漲之情形。(參 

    考行政院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 

表 2.5 金屬製品類指數 

 

圖 2.5金屬製品類指數趨勢圖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平均 

民國 100年 133.70 134.81 137.72 135.13 133.94 133.75 133.40 134.62 135.99 134.88 130.7 131.68 134.22 

民國 101年 132.51 132.66 133.54 135.35 134.23 130.84 128.07 126.93 122.54 119.15 120.78 121.41 128.17 

民國 102年 104.06 124.56 124.37 122.10 120.38 117.99 118.01 118.82 120.51 120.22 120.74 121.10 121.07 

民國 103年 120.84 119.46 118.89 119.72 119.39 119.57 120.03 119.87 118.90 115.97 114.48 112.98 118.34 

民國 104年 111.36 109.13 107.15 106.28 103.55 102.41 99.19 96.77 96.30 92.72 92.60 92.60 100.84 

民國 105年 93.06 92.45 94.18 100.97 105.44 101.92 100.84 101.01 100.27 99.10 103.24 107.53 100.00 

民國 106年 110.03 110.39 112.80 110.98 107.75 108.38 109.60 115.01 118.37 117.62 118.82 120.34 113.34 

民國 107年 122.76 121.39 123.99 124.08 125.03 124.94 126.74 127.46 128.27 129.03 126.76 123.87 125.36 

民國 108年 122.21 125.73 126.61 125.40 123.68        1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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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木作及其製品類 

        木材為林業主產物，對於人類生活起著很大的支持作用。 

    根據木材不同的性質特徵，人們將它們用於不同途徑，例如燃  

    料及建築用的材料。木材是天然的有機複合材料，由有纖維素 

    纖維（抗拉性很強）和木質素的基質（抗壓性強）組成。一般 

    木材定義為莖部二次生長的木質部。地球上約有一兆英噸的木 

    材，每年約增加一千萬噸。木材的蘊藏量大，且是碳中性的可 

    再生材料，是頗受關注的可再生能源之一。在 1991年約生產了 

    三百五十萬立方米的木材，主要用途是家具及建築結構。 

表 2.6 木材及其製品類指數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累計 

平均 

民國 100年 94.87 95.92 97.53 102.82 103.89 103.57 102.75 101.00 99.50 99.93 99.64 99.59 100.08 

民國 101年 99.61 99.53 98.28 98.67 98.70 98.15 97.63 96.90 97.21 96.94 96.83 96.52 97.91 

民國 102年 97.17 98.29 99.19 99.73 99.71 99.53 99.68 100.37 100.53 100.73 100.84 101.13 99.74 

民國 103年 101.89 102.68 103.81 104.70 104.90 104.89 105.08 105.07 104.85 104.78 104.88 105.08 104.38 

民國 104年 105.60 105.74 105.84 105.99 105.59 105.25 104.68 104.10 103.55 102.97 102.64 102.32 104.52 

民國 105年 101.74 101.48 101.02 100.63 100.42 99.98 99.71 99.29 99.13 99.10 98.72 98.79 100.00 

民國 106年 99.14 99.21 99.34 99.16 99.16 98.97 98.97 99.64 100.06 101.20 101.82 102.33 99.92 

民國 107年 102.94 103.23 104.65 106.00 106.34 106.62 106.71 107.00 107.16 107.50 107.61 107.65 106.12 

民國 108年 107.19 107.32 107.68 107.57 107.70        107.4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4%B8%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4%87%E5%90%88%E6%9D%90%E6%9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4%E7%BB%B4%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8%B4%A8%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8%B4%A8%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2%B3%E4%B8%AD%E5%9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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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木材及其製品類指數趨勢圖 

 

 (七)塑膠製品類 

     塑膠是指以高分子量的合成樹脂為主要組分，加入適  

 當添加劑，如增塑劑、穩定劑、抗氧化劑、阻燃劑、潤滑      

 劑、著色劑等，經加工成型的塑性（柔韌性）材料，或固 

 化交聯形成的剛性材料。塑膠製品類如 PVC 管、塑膠地磚、 

 塑膠、門窗、安全護網等材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5%AD%90%E9%8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6%88%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6%88%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1%E8%86%A0%E6%B7%BB%E5%8A%A0%E5%8A%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9E%E5%A1%91%E5%8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B3%E5%AE%9A%E5%8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B0%A7%E5%8C%96%E5%8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B%E7%87%83%E5%8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1%E8%86%A0%E6%B7%BB%E5%8A%A0%E5%8A%91#著色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1%E6%8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8%8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9B%E6%8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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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塑膠製品類指數 

 

 

圖 2.7 塑膠製品類指數趨勢圖 

 (八)油漆塗裝類 

        油漆與粉刷工程同為建築工程中最後階段且為最 

    顯目之表面裝飾工作。粉刷工程是使用各種建築材料如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平均 

民國 100年 88.77 89.83 91.65 93.57 94.99 95.21 93.10 94.03 93.78 92.50 90.41 90.38 92.35 

民國 101年 92.53 94.02 95.17 96.36 97.44 95.28 94.16 95.71 97.63 98.52 97.29 97.12 95.94 

民國 102年 97.96 99.31 100.74 99.85 99.06 99.94 100.37 100.43 101.54 101.70 101.04 101.13 100.26 

民國 103年 102.12 103.13 103.33 102.58 102.71 103.68 103.95 103.98 103.97 103.20 102.38 101.38 103.03 

民國 104年 99.55 99.30 100.08 100.69 101.37 100.68 100.58 100.44 100.46 100.35 99.80 98.66 100.16 

民國 105年 98.28 98.32 98.92 99.61 100.17 99.84 99.18 99.85 100.25 101.12 101.67 102.79 100.00 

民國 106年 102.71 102.94 104.79 105.07 104.19 103.96 103.56 104.04 104.81 105.36 105.35 104.67 104.29 

民國 107年 106.37 107.02 107.99 108.23 107.51 106.82 107.27 107.93 107.55 107.30 106.62 107.15 107.31 

民國 108年 108.34 109.04 109.24 108.52 107.91        1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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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石灰和水， 依規定比例拌合成膠質體，分層塗 

    裝於建築物各部結構體表面， 其施工範圍包括地面台 

    階、內外牆面及平頂等露見部分之粉飾，常使用於採 

    用油漆進行裝修之先前作業的場合，此外也被當作磁磚 

    裝修用的底層使用，施工是否良好直接影響建築物之外 

    觀。 

 

表 2.8油漆塗裝類指數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平均 

民國 100年 89.04 89.14 90.77 91.15 91.76 91.95 91.95 91.92 94.23 94.25 94.56 95.75 92.21 

民國 101年 96.07 96.56 96.56 96.56 97.27 97.32 97.48 97.74 97.86 98.31 98.46 98.58 97.39 

民國 102年 98.51 98.91 99.02 98.81 98.81 99.11 99.31 99.51 99.51 99.78 99.97 100.10 99.28 

民國 103年 100.10 100.10 100.48 100.48 100.51 100.51 100.51 100.51 100.51 100.58 100.58 100.32 100.43 

民國 104年 100.19 100.19 100.19 100.19 100.37 100.34 100.25 100.24 100.41 100.29 100.05 100.05 100.23 

民國 105年 100.02 100.02 100.02 99.99 100.16 100.16 100.14 100.14 99.92 99.92 99.92 99.58 100.00 

民國 106年 99.58 99.58 99.58 99.58 99.58 99.64 99.64 99.64 99.64 99.74 99.74 99.74 99.64 

民國 107年 99.78 99.78 99.83 100.00 101.11 101.38 101.45 101.55 101.57 101.61 101.57 101.57 100.93 

民國 108年 101.57 101.57 101.57 101.57 1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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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油漆塗裝類指數趨勢圖 

 

 (九)機電設備類 

        機電設備主要可區分為六大系統：照明系統、給排  

    水系統、發電系統、消防系統、弱電系統、升降設備。 

表 2.9 機電設備類指數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年平均 

民國 100年 106.25 107.22 108.94 109.00 108.75 107.86 108.03 108.94 108.07 106.91 105.61 106.00 107.63 

民國 101年 106.05 106.82 107.60 107.75 107.66 107.16 106.58 106.75 106.71 107.19 106.99 106.38 106.97 

民國 102年 106.95 107.32 107.91 106.71 105.60 105.52 104.90 104.50 105.56 105.21 105.22 104.99 105.87 

民國 103年 106.02 106.62 106.27 104.89 104.86 105.59 105.72 106.71 106.52 106.11 105.84 105.73 105.91 

民國 104年 105.27 103.43 103.10 103.81 104.18 104.74 103.43 102.09 101.56 102.02 102.00 100.88 103.04 

民國 105年 100.40 99.97 99.95 100.59 100.22 99.77 99.66 99.81 99.07 99.21 99.62 101.73 100.00 

民國 106年 103.03 103.37 103.70 103.36 102.93 102.49 102.83 103.96 105.09 105.64 106.53 106.67 104.13 

民國 107年 107.16 107.39 107.49 107.33 107.68 107.92 107.76 106.95 106.54 106.53 106.95 107.00 107.23 

民國 108年 106.90 106.81 107.58 108.09 108.07        1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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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機電設備類指數趨勢圖 

 (十)瀝青及其製品類 

        瀝青及其製品類主要用於道路鋪面及防水材料等 

    ，其主要為原油提煉後之副加產品。 

   國內並無原油礦藏，目前原油資源之供應主要由中 

    東國家，少部分由東南亞等地區進口，國內主要為原油 

    製品之提煉及加工，除供應國內需求外亦有部分外銷。 

   因料源受限於進口，且進口之產地國家其局勢多 

    較不穩定，故受產地情勢變化及料源供應穩定與否之影 

    響較其他原物料相比甚為明顯。有關瀝青及其製品類近 

    年來(民國 100 年 1 月至 108年 5 月)之價格指數及趨 

    勢，如表 2.10 及圖 2.10所示，瀝青市場價格從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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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102年波動較大，呈現上揚情況，102年後則慢慢下 

    跌，惟 108年價格有持續走揚現象。(參考行政院主計 

    總處物價統計月報)。 

表 2.10瀝青及其製品類指數 

 

 

圖 2.10瀝青及其製品類指數趨勢圖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平均 

民國 100年 97.92 98.33 98.33 98.33 100.03 101.85 101.86 101.71 101.71 101.71 101.71 101.71 100.43 

民國 101年 101.71 101.71 102.41 107.34 109.12 108.99 109.11 109.17 109.17 109.17 108.81 108.81 107.13 

民國 102年 108.81 109.00 109.10 109.10 109.10 109.10 109.10 109.16 109.20 109.20 109.20 109.20 109.11 

民國 103年 109.27 109.27 109.13 109.13 109.13 109.28 109.28 109.33 109.49 109.18 108.38 108.00 109.07 

民國 104年 107.97 107.91 107.52 103.21 102.40 102.40 102.40 102.40 102.40 102.05 102.05 102.05 103.73 

民國 105年 101.74 101.57 101.25 100.06 99.94 99.81 99.56 99.56 99.18 99.11 99.11 99.11 100.00 

民國 106年 99.21 99.26 99.26 99.26 99.26 99.26 99.26 99.26 99.26 99.26 99.26 98.71 99.21 

民國 107年 98.71 98.71 98.71 98.71 98.71 98.99 99.26 99.98 101.47 101.96 102.18 102.38 99.98 

民國 108年 102.47 102.71 103.20 103.20 103.30        1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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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雜項類 

          雜項類包含玻璃、礦矽板、隔音材等材料。 

 

表 2.11 雜項類指數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年平均 

民國 100年 91.56 91.94 92.32 92.72 93.50 93.55 93.66 93.73 93.88 94.00 94.71 94.69 93.36 

民國 101年 94.59 94.98 95.30 96.29 96.48 96.31 96.50 96.71 96.79 96.35 97.16 97.36 96.24 

民國 102年 96.67 97.19 97.18 97.33 97.33 99.00 98.67 98.71 98.84 98.03 98.60 98.68 98.02 

民國 103年 98.58 98.83 98.83 98.80 98.96 101.17 101.27 101.31 101.22 99.64 99.62 99.65 99.82 

民國 104年 99.90 99.87 99.84 99.25 99.08 100.40 100.44 100.51 100.64 99.22 99.18 99.19 99.79 

民國 105年 99.33 99.44 99.47 99.08 99.18 100.45 100.64 100.72 100.97 100.15 100.27 100.29 100.00 

民國 106年 100.23 100.26 100.43 100.57 100.73 101.90 101.85 101.98 102.00 100.89 100.92 101.05 101.07 

民國 107年 101.14 101.17 101.29 101.96 102.11 103.81 103.89 103.89 103.82 102.23 102.24 102.30 102.49 

民國 108年 102.36 102.31 102.35 102.43 103.45        102.58 

 

 

圖 2.11 雜項類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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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針對營建物價劇烈性動盪之因應與 

對策分析 

 

國內公共工程辦理營建物價調整之主要原因，係因工程

決標或議價後，原物材料價格發生不可預見性之上漲，導致

營造廠商之原投標價與實際施工當下所需支付成本差異甚

大，造成營造廠商因支出非預期之龐大成本，導致營運困難

或資金周轉問題，進而影響執行中工程之正常施工或財務糾

紛情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因應國內材料市場營建物

價發生不合理之變動情形，影響營造廠商權利及造成工程執

行的窒礙難行，於 97 年 06月頒布「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

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 ，明訂國內公共工

程因營建物價劇烈變動，而現行契約未訂物價調整規定，或

雖已訂相關規定，惟依現行契約條件計算物價調整金額，未

能給與營造廠商合理物價調整款者，訂約營造廠商向機關提

出要求辦理工程款物價調整時，機關得就營建物價上漲情形

及個案特性，與營造廠商協議辦理工程款物價調整補貼。另

為符合雙方合意契約簽訂原則，執行中契約應辦理契約變更

程序，增訂或修訂相關物價指數調整規定，以符合公平合理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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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公共工程之營建物價調整原則，係以營建工程

物價指數為參考，並以工程之決標當月或議價當月營建物價

指數為基準，國內公共工程普遍上採用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銜接表（總指數）」來計算工程物價

調整金額，據以辦理工程物價調整款，物價調整之期間則該

工程開工日起至工程竣工日止，逐月就其已施作部分按當月

營建工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金額。 

針對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銜接

表（總指數）」100年至108年5月之趨勢進行研析，如表3.1

及圖3.1所示，於100年起營造工程物價指數開始逐漸攀升，

至103年時達到最高峯，後一路調降至105年之最低點。惟自

105年起至108年5月間其震盪幅度較大，上揚趨勢非屬一般

常態性及市場正常交易情況下可預期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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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銜接表 

總指數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年指數 

民國 100年 101.05 101.46 102.40 102.22 102.33 102.43 102.38 102.63 102.82 102.93 102.26 102.53 102.29 

民國 101年 102.80 102.98 103.31 104.32 104.64 103.99 103.41 103.24 102.48 101.89 102.25 102.38 103.14 

民國 102年 102.89 103.16 103.32 102.83 102.42 102.15 102.20 102.37 102.84 102.83 103.09 103.32 102.79 

民國 103年 103.70 103.78 103.81 104.46 104.72 105.19 105.44 105.56 105.42 104.92 104.64 104.37 104.67 

民國 104年 103.99 103.38 103.09 102.86 102.37 102.26 101.54 100.94 100.71 99.99 99.84 99.56 101.71 

民國 105年 99.38 99.16 99.28 100.40 101.06 100.35 100.03 99.97 99.73 99.49 100.11 101.05 100.00 

民國 106年 101.67 101.75 102.22 101.89 101.28 101.37 101.64 102.71 103.43 103.33 103.65 103.87 102.40 

民國 107年 104.44 104.21 104.78 104.95 105.25 105.63 106.26 106.50 106.90 107.28 107.05 106.80 105.84 

民國 108年 106.92 107.81 108.38 108.47 108.25        107.97 

 

 

圖 3.1營造工程物價指數銜接表（總指數）趨勢圖 

 

再透過100年至108年間物價趨勢，營造工程材料類各項

材料指數進行探討及分析，國內公共工程除少部分因其性質

特殊而採特定個別項目就其指數漲跌幅度超過一定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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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計算物價調整工程金額，一般而言，最常以營造工程物價

總指數，即不含該個別項目指數之總指數漲跌幅超過一定百

分比部分，來進行計算物價調整金額辦理工程款物價調整。 

營造工程材料普遍因國內料源不足，受限於大部分材料

必需國外進口，且進口之產地國家其局勢多呈現較不穩定情

勢，故產地情勢變化及料源供應穩定與否之影響遠較於其他

原物料甚為明顯。由表 3.2、3.3及圖 3.2、3.3 所示，營建

工程之主要原物料分為水泥及其製品類、砂石及級配類、磚

瓦瓷類、金屬製品類、木材及其製品類、塑膠製品類、油漆

塗裝類、機電設備類、瀝青及其製品類、雜項類等十項材料。

有關水泥及其製品類、砂石及級配類……等材料價格指數自

100 年至 104年都呈現持續上漲趨勢，而後逐年回跌，惟 106

年開始受市場原物料價格震盪起伏反映，迄今價格呈現上揚

狀況。其中磚瓦瓷類、瀝青及其製品類為原油後段製程產物

從 100年起都持續上漲之趨勢至 103 年開始逐年下跌。(參

考行政院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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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營造工程材料類各項材料指數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年 

基期：民國 105年=100 

材料類 
1.水泥及

其製品類 

2.砂石及

級配類 
3.磚瓦瓷類 4.金屬製品類 

5.木材及其

製品類 
6.塑膠製品類 7.油漆塗裝類 8.機電設備類 

9.瀝青及其

製品類 
10.雜項類 

民國 100年 106.70 92.89 84.54 90.10 134.22 100.08 92.35 92.21 107.63 100.43 93.36 

民國 101年 107.28 97.34 87.78 94.77 128.17 97.91 95.94 97.39 106.97 107.13 96.24 

民國 102年 106.19 98.99 89.07 97.65 121.07 99.74 100.26 99.28 105.87 109.11 98.02 

民國 103年 108.17 105.47 100.86 100.35 118.34 104.38 103.03 100.43 105.91 109.07 99.82 

民國 104年 102.74 105.62 102.10 100.79 100.84 104.52 100.16 100.23 103.04 103.73 99.79 

民國 105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民國 106年 103.56 96.80 99.12 98.93 113.34 99.92 104.29 99.64 104.13 99.21 101.07 

民國 107年 108.78 99.81 99.56 97.82 125.36 106.12 107.31 100.93 107.23 99.98 1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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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營造工程材料類各項材料指數趨勢圖 

 

探討100年至107年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營造

工程物價指數建築工程材料類、勞務類指數趨勢，其材料類

因受產地國家產量、政治動盪情勢、異常天候及關稅等因素

影響，物價呈現動盪起伏現象，惟勞務類卻因少子化、職業

教育衰退及人員不願意從事營造工程等原因，導致技術工人

數嚴重短缺，其技術工人工資持續逐年攀升，相關決策者應

將此問題視為一大隱憂，加以重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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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年 
基期：民國 105年=100 

建築工程 一.材料類 二.勞務類 土木工程 一.材料類 二.勞務類 

民國 100年 103.46 108.58 93.55 101.25 104.92 95.69 

民國 101年 103.80 108.26 95.06 102.58 106.37 96.82 

民國 102年 103.22 106.80 96.07 102.42 105.63 97.61 

民國 103年 104.82 108.09 98.29 104.55 108.26 98.98 

民國 104年 101.46 102.19 99.99 101.92 103.25 99.93 

民國 105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民國 106年 102.88 104.12 100.40 102.00 103.03 100.46 

民國 107年 106.53 109.55 101.05 105.28 108.10 100.91 

 

 

圖 3.3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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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提供本處針對物價指數調整計價方式及調整工程

款計算統計表供參： 

＊計價說明 

一、物價指數係指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營造工程物價基 

    本分類指數之總指數、特定中分類指數(例如:金屬 

    製品類、砂石及級配類、瀝青及其製品類等)、特定 

    個別項目指數(例如:水泥、預拌混凝土、鋼筋等) 

    之物價指數。但行政院主計處未公布特定個別項目 

    之物價指數，經主辦工程機關(以下簡稱機關)自行 

    認可者，得適用其他機構公布之物價指數。 

二、機關辦理招標文件內有載明特定中分類項目或特定 

    個別項目，得依物價指數之波動調整者，得分別依 

    本說明之計算方式辦理工程費調整。  

三、工程進行期間，如遇物價波動致前點中分類指數漲 

    跌幅或特定個別項目物價指數漲跌幅者，超過部分 

    得計算物價調整款。並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工程款調整者，得依契約規定就   

       非屬該特定項目之其他部分，依機關擇定公布之「營 

       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總指數(需扣除該中分類項目及 

       個別項目之類指數)」漲跌幅部分，辦理物價指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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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款調整。 

四、按物價指數調整工程費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基準月：以工程開標月為基準月。 

(二)增減率：以開標月之物價指數為分母，估驗計價月 

             份指數為分子，所得商（百分率）減去百 

             分之百後之餘額。 

(三)調整指數：物價指數之增減率大於2.5%者，即為應 

              予調整之指數。 

      ※計算公式：估驗月款額× （ 基準月指數

數估驗月指數－基準月指

± 0.025） 

   （四）調整工程費：逐月就已施作部分按當月指數計算 

         物價調整款。逾履約期限之部分，應以估驗當期 

         指數與契約規定履約期限當月指數二者較低者為 

         調整依據。但逾期履約係非可歸責於廠商者，應 

         以估驗當期指數為調整依據。 

   （五）前款調整工程費，不包含規費、規劃費、設計費 

         、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用、承商管理費、保 

         險費、利潤、利息、稅雜費及契約變更文件所載 

         其他不列入調整之費用不予調整。 

   五、每期之估驗，應按契約單價計算基本工程款核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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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物價指數公布後，再核算該期應調整之物調 

       款，據以補發或扣減工程款。 

    六、工程如有新增項目須議定單價者，其議價月份即為 

        按物價指數調整該新增項目工程費之基準月。 

    七、按物價指數計算調整款時，應調整至元；其物價指 

        數之比率並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小數點第三位予以 

        四捨五入計）。 

    八、凡工程依照契約規定限期完工者，依竣工月份為調 

        整計算。 

＊估驗物價調整範例 

一、未含新增議價估驗物價調整計算方式 

（一）承商均每月(期)辦理估驗時，不論估驗日為何（1~31

日），其估驗月指數為該期估驗月，基期為開標月指

數，計算物調金額時需扣除契約規定不予物調部分

（如稅金、保險費…等）。 

（二）物調金額若有跨期估驗者（如 4 月估驗後至 7 月方辦

理下期估驗），則跨期估驗部分應予分列核算 5、6、7

月之各月施做進度，其計算方式為： 

      5月估驗進度以 5 月底日報表進度減去 4月已估驗之

日報表進度為分子，除以 7月估驗日報表進度減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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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估驗日報表進度為分母，依百分比乘以跨期估驗總

金額，即得 5 月估驗金額，再依 5 月物價指數計算調

整工程款，其餘各月類此。 

二、含新增議價估驗物價調整計算方式 

（一）承商均每月(期)辦理估驗時（不論估驗日為何），分

別核算新增議價項目首次估驗金額及原契約估驗金

額。原契約估驗部分其估驗月指數為該期估驗月，基

期為開標月指數，計算物調金額時需扣除契約規定不

予物調部分，新增議價部分其估驗月指數為該期估驗

月，基期為議價月指數。 

（二）物調金額若有跨期估驗，則跨期估驗部分應予分列核

算各月原契約及新增議價部分估驗金額及進度後，依

前述一（二）之計算方式辦理物價調整。 

三、辦理物價調整工程款計算案例如範例。 

A＝B ×（1－E）×（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調整門檻）× F 

A：逐月應調整之物價調整款 

B：核算之各期物調金額 

E：已付預付款之最高額占契約總價百分比(係定

值，與是否隨估驗計價逐期扣回無關) 

F：（1＋營業稅率）；營業稅率應核實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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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款計算統計表 

計算範例一： 未含新增議價估驗物價調整計方式 

 

估驗 

期別 

估驗 

日期 
估驗金額 

發包月 

物價指數 

估驗月 

物價指數 

日報表 

進 度 

分    配     

估驗進度 

分  配 

估驗金額 
物調金額 備註 

第一期 100.4.15 X1 M O A  X1 
X1×【（O－M）÷M

－2.5％】 

B為至 5.15

日報表進

度，C為至

5.30日報表

進度，D為至

6.30日報表

進度，E為至

7.15日報表

進度 

第二期 100.5.15 X2 M P B  X2 
X2×【（P－M）÷M

－2.5％】 

第三期 100.7.15 X3 

M P（5月） C （C-B）÷（E-B） 
甲＝X3×【（C-B）

÷（E-B）】 

甲×【（P－M）÷

M－2.5％】 

M Q（6月） D （D-C）÷（E-B） 
乙＝X3×【（D-C）

÷（E-B）】 

乙×【（Q－M）÷

M－2.5％】 

M R（7月） E （E-D）÷（E-B） 
丙＝X3×【（E-D）

÷（E-B）】 

丙×【（R－M）÷

M－2.5％】 

註： 

1、本案計算方式為假設第三期估驗款中包括 5.16以後至 7.15所完成工程，因橫跨五、六、七月不同物價指數，故依施工日報實際進

度， 將第三期估驗款中分別算出五、六、七月估驗金額，並依五、六、七月物價指數，核算第三期應增（減）之物調金額 。 

2、估驗金額 X1、X2、 X3等為減去包括管理費、保險費、利潤、利息、稅雜費等費用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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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範例二： 含新增議價估驗物價調整計方式 

估驗 

期別 

估驗 

日期 
估驗金額 

發包月 

物價指數 

估驗月 

物價指數 

日報表 

進 度 

分    配     

估驗進度 

分  配 

估驗金額 
物調金額 備註 

第一期 100.4.15 
X1（內含新增議

價項目首次估驗

金額 Y） 

M O A  甲＝X1-Y 
甲×【（O -M）

/M－2.5％】 

D 為新增議價項

目至 4.15日報

表進度 
N O D  Y 

Y×【（O - N）

/ N－2.5％】 

第二期 100.6.15 
X2（內含新增議

價項目本次估驗

金額 Z） 

M O（4月） 

G 

（B-A）÷（G-A） 
乙＝（X2－Z）×

（B-A/G-A） 

乙×【（O -M）

/M－2.5％】 

B為至 4.30日報

表進度，C為至

5.30日報表進

度，G 為至 6.15

日報表進度。 

E 為新增議價項

目至 4.30日報

表進度，F為至

5.30日報表進

度，H 為至 6.15

日報表進度。 

M P（5月） （C-B）÷（G-A） 
丙＝（X2－Z）×

（C-B/G-A） 

丙×【（P -M）

/M－2.5％】 

M Q（6月） （G-C）÷（G-A） 
丁＝（X2－Z）×

（G-C/G-A） 

丁×【（Q -M）

/M－2.5％】 

N O（4月） 

H 

（E-D）÷（H-D） 
戊＝Z×【（E-D）÷

（H-D）】 

戊×【（O-N）/N

－2.5％】 

N 

 
P（5月） （F-E）÷（H-D） 

己＝Z×【（F-E）÷

（H-D）】 

己×【（P－N）

/N－2.5％】 

N Q（6月） （H-F）÷（H-D） 
庚＝Z×【（H-F）÷

（H-D）】 

庚×【（Q－N）

/N－2.5％】 
註：1、日報表進度 A、B、C、G為各該日日報表進度－至該日所完成新增議價項目累計數量所占進度，僅以原有舊單價項目核算工程

進度，D、E、F、H為以新增議價項目自行核算之工程進度。 
2、本案計算方式為假設第二期估驗款中包括 4.16以後至 6.15所完成工程，因橫跨四、五、六月不同物價指數，故依施工日報實

際進度，將第二期估驗款中分別算出四、五、六月估驗金額，並依四、五、六月物價指數，核算第二期應增（減）之物調金額 。 
3、估驗金額 X1、X2等為減去包括管理費、保險費、利潤、利息、稅雜費等費用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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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我國進口原物料價格受到國際市場供需變動影

響，除自然因素方面的氣候因素造成營造工程原物料的供給

變化，人為因素方面受到戰爭及罷工等因素外，還有新興國

家崛起後對各項原物料的需求激增，也帶來資源的競奪，造

成供需缺口使價格產生較大的波動，我國為穩定國內營造工

程材料供給與價格所需，除加強對進口原物料價量變動的監

控，也應對相關原物料的供應採取因應的措施，以下為因應

措施的建議： 

1、國際價格的波動對我國內市場的衝擊，可以調整關稅、 

   營業稅及各項規費方式來加以因應，降低營造業者部份 

   成本。 

2、應積極尋找各種原物料的不同產地，分散進口來源，避 

   免過於集中單一產區或相近氣候區。 

3、產官合作主動出擊調查潛在的供應產區，或學習日本大 

   商社投資海外開發生產基地。 

4、加強持續掌握全球氣候變化，及早因應氣候劇烈變動對 

   主要產區的衝擊，和對新興國家營造材料生產製作的可 

   能影響。 

5、掌握主要營建工程材料各產區環境條件與產出變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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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以評估新興國家潛在的供需缺口。 

6、必須有效掌握下游需求，減少契約價量評估的誤差。 

7、應朝向提高營造工程材料相關產品生產技術，產製較高 

   附加價值的商品，提高材料產製的效益，拉開與對手的 

   差異，增加產品競爭力。 

8、穩定能源供應與使用；推廣我國能源使用及綠色能源的 

   研究與開發；完成產業結構低碳化，積極推動資源的回 

   收及再利用及節能減碳政策；加速整合或整併與重組， 

   建構產業新競爭力。 

9、揭露市場價格訊息，降低資訊不對稱，以及減少業者超 

   額獲利行為出現。 

10、健全市場流通結構，減少非必要之成本支出。 

11、掌握原物料價格變動傳遞及轉嫁的影響時程與成數，有 

    效分辨國內營造工程材料市場價格變動的合理性。 

12、長期且持續掌握國內營造工程材料價格走勢，降低廠商 

    聯合哄抬漲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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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其經濟快速發展對國

際貿易依賴增強，靠原物料等初級產品出口的開發中國家之

經濟發展受全球原物料產品價格的波動影響甚鉅，而已開發

國家的民生物價穩定也與全球原物料價格息息相關。近年來

新興國家經濟發展快速所帶來的資源需求增加，更成為原物

料價格上漲的動能。台灣屬於天然資源相對缺乏之國家，重

要原物料幾乎需倚賴進口供應，由於重要原物料進口常受國

際情勢變化影響，易造成國內市場價量的波動，對於國內營

造工程物價穩定與經濟發展影響甚鉅。 

營建工程物價趨勢之分析、預估為一門相當複雜且外在

成因的不確定性甚大之研究領域，因其市場價格合理波動性

雖然容易掌握及控制，但影響營建工程物價最大之不確定因

素（如天候、政策及國際動盪不安局勢等），導致物價的走

向非常難以預測。 

    因此，本計畫針對國內營造工程重要原物料價格變化持

續進行蒐集調查，以瞭解重要營建工程材料價格變動情勢，

避免巨幅波動所可能對經濟社會產生的衝擊。透過重要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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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原物料價格蒐集調查，掌握市場供需變化，並監視國內

進口物資價格受國際供需情勢影響程度，必要時採取因應措

施，降低對於營建工程物料供需與價格的衝擊，並針對各種

不同工程性質所需之營建物料、資源及經濟景氣、國際重大

事件對營建物價之影響相關議題進行研究分析，提供客觀性

建議，以利決策單位在預算編列及營建物價調整時提供原則

性參考與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