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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公共工程 

展延工期或停工處理方式（草案）」研商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9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分 

地點：本會 10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紀錄：吳奕哲 

出席及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會議緣由： 

一、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確診人數及

密切接觸而隔離之人數日益增加，及配合部分工地從業人員因

有家庭照顧之需求，致使出工人數減少造成工率降低而影響工

進，雖111年6月22日會議結論就展延事證明示可由相關資料代

替，已可除卻廠商「舉證」困難之疑慮，但機關及業界仍反映

工率計算方式之「認定」尚有困難，並屢向工程會反映，為釐

清前述疑義，爰提供本處理方式供參考，並召開本次會議聽取

各界意見。 

二、因疫情影響人員未能出工，致工率降低而影響工進，應以核實

認定為基本原則，但實務上仍有上述認定的困難時，再參考本

處理方式之簡易計算方法。 

貳、會議結論 

一、草案內容修改部分： 

(一)第三點(一)備註B「『無法出工之合計人數』，…，或由

廠商陳述事實擬具居隔或家庭照顧而無法出工人員名冊

經工地主任及廠商負責人共同簽認並切結負責之文件」，

修正為「『無法出工之合計人數』，…，或由廠商陳述

事實擬具居隔或家庭照顧而無法出工人員名冊經工地主

任(或工地負責人)及廠商負責人共同簽認並切結負責之

文件」。 

(二)第三點(一)備註C「『工地預計出工人數』，係以施工計

畫書所載各日出工人數，或由監造單位確認之當日應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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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合理人數」，修正為「『工地預計出工人數』，由監

造單位確認之當日應施作工項合理人數」。 

(三)第三點(四)，涉及衍生之管理費用部分授權由各機關自行

認定，爰修訂為「因展延工期所衍生之管理費用……機關

『得』參照工程會訂定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4條第8款第

4目內容，核實給付廠商所需增加之必要實際費用……」。 

二、有關本處理方式草案內容，參酌各界發言依上開內容修正後，

經與會代表多數同意，原則通過。 

三、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代表建議仍比照疫情第三級警戒

期間通案展延工期1/2之意見，經工程會解釋非第三級警戒期

間政府之防疫管制措施已較第三級警戒期間適度放寬，且全國

各縣市、不同工程類型，受疫情影響程度不同，尚難以通案性

方式處理，應回歸個案處理，本部分納入會議紀錄。 

參、發言紀要:(依發言順序) 

一、 內政部 

(一) 發言紀要： 

1、 有關廠商所提送之「無法出工之合計人數」，目前本部營

建署三個工程處無接獲廠商申請，依本處理方式草案要監

造單位依事證審查，但各工程處反映仍有認定困難。 

2、 本處理方式草案所提及之關鍵操作人員，建請提供定義及

案例。 

(二) 工程會回復： 

工程會提供之規定為通案性原則，建議只要依廠商提供清

冊(無法出工人員名冊)，本於誠信原則，即可依本處理方

式辦理展延日數計算，至個案問題(包含關鍵操作人員之定

義)，請各機關本於權責依當日工項特性個別認定。 

二、 法務部 

(一) 發言紀要： 

1、 有關「無法出工之合計人數」乙節，廠商所提出之「接觸

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涉及事實認定，但該員是否

已於多處工地使用機關難以認定，建議是否有勾稽機制可

供查詢。 

2、 工地主任及廠商負責人共同簽認無法出工切結文件，擔心

公務員有審查責任，主會計亦會有相關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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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會回復： 

1. 監造單位對於工地現場人員出工情形本應充分管控，對於

廠商所提出之人員清冊(無法出工人員名冊)，監造單位基

於誠信原則認定無法出工人數。 

2. 疫情自開始迄今，政府為照顧人民生計，相關行業已獲得

各類補助，惟營造產業須面對因疫情影響而無法出工導致

之工程落後之逾期罰款，對於廠商實屬不公，各機關於執

行公共工程持小心謹慎態度沒有錯，但切勿落入小心眼之

情況。工程會的態度是面對疫情機關宜採信任施工廠商及

監造單位方式，從優認定相關文件。 

三、 臺南市政府(併檢附書面資料) 

(一) 發言紀要： 

1、 有關第三點(一)備註 B.，建議加入工地負責人，亦即「……

經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及廠商負責人共同簽認並切

結負責之文件」。 

2、 有關第三點(一)備註 C.，建議將施工計畫書改為正常施

工人數，亦即「『工地預計出工人數』，係以正常施工人數

所載各日出工人數……」。 

3、 有關第三點(四)，建議於句中增加「得」字，亦即「因展

延工期所衍生之管理費用……機關得參照工程會訂定之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4條第 8款第 4 目內容，核實給付廠

商所需增加之必要實際費用……」。 

(二)工程會回復： 

謝謝臺南市政府提供之實務操作面寶貴意見，請承辦單位納

入修訂。 

四、 新北市政府 

(一)發言紀要： 

1、 有關本處理方式草案第三點無法出工之合計人數計算疑

慮，同法務部意見。 

2、 本處理方式草案之適用期間較原 6 月所擬草案更往前延

伸至 109 年初，因疫情係於今年 4 月後確診人數才大幅上

升，故仍同前次會議之意見，建議於今年 4月後方適用本

方案，倘展期期間過長，將大幅提高機關支出費用（如包

商工地管理費、監造費等），恐無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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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處理方式草案將原 6月所擬草案第 3點第 6款完全刪除，

而該款前段原規定個案必須屬「係尚未完成結算者」方可

適用，是否表示本處理方式草案將允許已結案案件廠商回

頭向機關要求展延工期？如該等已結案案件有逾期情形

且廠商亦已繳納罰款，該展延工期部分罰款機關是否須退

還？甚或廠商還可進一步向機關要求管理費？ 

(二)工程會回復： 

本次討論係工程會研擬非三級警戒期間之展延工期處理方

式，故應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 109 年 1 月 15 日將

COVID-19 病毒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之日起即適用。另如

工程已結案者，建議不再重新要求工期，如仍有爭議則循

採履約爭議處理方式辦理。 

五、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1、 感謝工程會於 111 年 6 月 22 日召開「受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影響致工率低落之展延或停工處理原則(草案)」

會議後，因本公會會員仍有相關需求及意見，而由本公會

前理事長潘俊榮先生拜訪工程會後方有本次會議之召開，

再次表達感謝。 

2、 針對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公共工程展延工期或停工處

理方式，通案處理方式實有必要性及公益性。 

3、 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之確診影響，比起第三級疫情警戒

期間，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比照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展延

1/2 之方式，應屬可行。 

4、 本公會並以 111年 8 月 30日臺區營靖業字第 1110800136

號函表達書面意見在案(如附件)，認為工程會有併同本公

會意見一併考量之需要。 

六、 社團法人台灣營造工程協會： 

(一) 發言紀要： 

1、本次疫情對社會影響很大，政府對於部分產業如觀光產業

多有相關補助紓困措施或民眾給予實質金額補貼以刺激

經濟，惟目前政府對於營造業僅為因疫情影響之工期展延

措施，並無實質金額補貼，故建議放寬認定標準。 

2、工程會有意解決，但基層公務員從嚴認定容易、從寬認定

相當難，因此可能在實際執行時會面臨阻礙，故建議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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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可以考慮以簡易之通案方式處理。 

(二) 工程會回復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台灣營

造工程協會： 

1、工程會訂定本展延工期處理方式應符合各案事實、合理、

公正為原則。例如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仍有部分工程是

可以順利施工無虞，但如以公會所建議的比照第三級疫情

警戒期間通案均予以展延工期，而不考量個案實際情形，

為不合理的作法，難以讓國人信服。 

2、工程會已放寬至由廠商出具當日現場無法出工人員名冊並

簽名確認，再由監造單位審核，即得納入展延工期之相關

人員計算，應屬具彈性之通案作法。 

3、目前已有部分機關依據工程會 6 月份召開之「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致工率低落之展延或停工處理原則

(草案)」會議紀錄，就廠商提出居隔人員清冊辦理疫情展

延工期之案例，故實務操作面於核實認定之執行應無阻礙。

又核實認定與按本處理方式計算所得之展延工期天數有不

同時，機關擇對廠商較優者認定。 

七、 交通部： 

(一) 發言紀要： 

工地影響程度於工地人員因居隔或家庭照顧無法出工部分

(分子)，依現行規定，各工地工作人員進入工地均應參加勞

工安全宣導勤前教育並有相關人員名單，可由本方式為確

認。工地預定出工人數部分(分母)，建議本處理方式草案儘

量明確，可由確診日鄰近天數之數天平均出工人數計算，以

減少機關與監造認定困難。因此各工程可依前述方式檢視工

作人員名單以利核對認定。 

(二) 工程會回復 

1、工地預定出工人數部分(分母)儘量簡單化，由監造核實確

認，賦予工地權限，至於是否參照施工日誌由個案工地自

行決定；工地人員因居隔或家庭照顧無法出工部分(分子)

之清冊由廠商具結負責。 

2、本處理方式對於疫情係以展延工期方式辦理，涉及展延工

期之管理費得由機關本權責核實計算。 

八、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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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言紀要： 

1、 點工部分之人員，監造單位並非完全認識，要由監造單位

認定有其困難，而且後續會可能會面臨有機關主會計之不

同意見問題。 

2、 無法出工人數只要有身分證件並簽認即可，無需監造確

認。 

3、 有關工地預計出工人數部分，建議可由工程契約之單價分

析之工率條件，按當日應完成之量體，據以為推算工地預

計出工人數之參考，而不以施工計畫書所載為依據。 

(二) 工程會回復： 

無法出工人員清冊由廠商具結負責提出，預計施工人數則由

監造單位確認。以上作法較能賦予工地及廠商彈性空間及簡

化處理方式。 

九、 社團法人台灣營造工程協會、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 

經會議主席說明允許廠商提出清冊監造單位確認後，本協會

再次發言，支持本處理方式草案之推動；以量化而言，就以

1,000案爭議為例，大致上應可快速有效解決約800案，所餘

200案則再透過爭議處理管道，亦不失為一可行方式。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上午11時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