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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勤務第二大隊 

(清泉崗機場)勤務廳舍新建工程中程計畫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行政院 93年 2月 25日第 2879次院會決議通過「內

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及編制

表，將內政部警政署空中警察隊、內政部消防署空

中消防隊籌備處、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隊及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空中偵巡隊整併，於同年 3 月 10 日

成立籌備處，統籌調度執行陸上及海上空中救災、

救難、救護、觀測偵巡及運輸等五大任務，並推動

組織法制化工作。94 年 6 月 22 日總統公布「內政

部空中勤務總隊組織法」，並經行政院發布自 94年

11 月 9日施行，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下簡稱該

總隊）正式成立，隸屬內政部，成為內政部第八個

附屬機關。 

（二）該總隊於籌備期間依據行政院組織改造規劃，依

本島地形規劃以 30 分鐘內能到達之原則，分北、

中、南 3 大區域編配勤務大隊駐地。中部勤務第

二大隊下轄第一、二、三勤務隊駐水湳機場，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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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之初即考量其地處臺灣中部要衝，不僅支援南

北並可肩負澎湖及金門離島傷患後送等任務，然

因中部國際機場遷建至清泉崗，水湳機場已於 93

年 3 月 6 日關場，頭嵙山基地歸還國防部（詳附

錄 1），面臨飛機加油、塔台管制、失事消防搶救、

跑滑道 FOD 清除等支援中斷，致該總隊第 2 大隊

駐地面臨嚴重問題，為發揮該總隊於中部地區預

期功能，亟需於中部地區機場內尋覓土地興建專

有駐地。 

（三）前經多方協調爭取，有關清泉崗機場土地使用分

配等相關議題，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94年

1 月 26 日召開「中部國際機場空勤總隊籌備處辦

公廳舍及航機維修等配置相關問題協調會」第 2

次會前會獲致結論略以：「空中勤務總隊興建辦公

廳舍及廠棚……。」就此行政院復於 94 年 9月 19

日以院臺交字第 0940041672 號函確認略以：「本

案……，同意由經濟部無償提供現有航站南側 3.2

公頃土地，……其餘 1.5 公頃分配內政部空中勤

務總隊興建辦公室、機庫及停機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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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四）本案新建工程中程計畫以本部 95 年 5 月 10 日台

內空勤字第 0950860021 號函報行政院審查，經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5 年 6 月 19 日會綜字

第 0950012164號函（附錄 3）函復略以：「…本案

建議 96年度編列環境影響評估、細部規劃設計及

整地等經費，俟環境影響評估及細部規劃設計完

成時，再擬具修正計畫報核……」。 

（五）依院授財產接字第 0960015998號函（附錄 4），經

濟部無償提供給該總隊之土地，總面積 1.4999公

頃，位於清泉崗機場屬山坡地之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申請興建直昇機修護棚廠及勤務廳舍，依「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規定，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並已順利完成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取得同意函（環署綜字第

0970102213號函詳附錄 5）。 

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98 年 12 月 2 日修正公布

最新環評適用標準，本案基地因位於清泉崗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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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屬機場設施，現正申請環評變更中（詳附錄

6），惟修正後的環評適用標準之規定於 99年 3月

2 日施行，故本次修正之中程計畫仍編列環境監控

等相關經費以為因應，環評變更部分內容亦仍納

入遴選技服廠商應辦理配合工作，俟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審核同意變更後再行辦理修正工作項目。 

（六）為考量該本部空中勤務總隊老舊航空器居多，不

利空中支援勤務之遂行，行政院預定由國防部 99

年度預算案採購 60 架新型通用直昇機，15架預定

撥交內政部災害防救專用，其中 4 架擬進駐中部

基地。 

（七）基於上述因素，該總隊據以陳報「本部空中勤務

總隊勤務第二大隊(清泉崗機場)勤務廳舍新建工

程中程計畫」。 

二、未來環境預測 

（一）臺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仍，若遇有災

害發生時需執行空中搶救任務，現行本部空中勤

務總隊飛機調度指揮中樞及災害緊急應變中心設

置於臺北該總隊勤務指揮中心，本計畫完成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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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勤務第二大隊隨時可轉換為第二救災指揮調度

備援中心。 

因應國內如爆發大規模流行性傳染疾病，致使部

分駐地辦公室無法運作，且臺北該總隊勤務指揮

中心因突然遭受巨大天然災害而無法執行任務調

派工作時，中部勤務第二大隊隨時可轉換為第二

救災指揮調度備援中心，如此可持續執行救災工

作以確保人員到位、勤務不中斷。 

屆時，當勤務第二大隊轉換為第二救災指揮調度

備援中心時，擬以派遣簡任職級以上之人員為備

援中心指揮官。 

（二）由於中部地區腹地廣闊、中央山脈縱橫其間，常

有登山者失蹤搜尋、溪河暴漲受困或颱風及其他

天災等搜救、物資空投、森林及超高大樓火災搶

救、民眾疾病轉診等需求，而救災首重時效，該

總隊設置中部勤務第二大隊下轄 3 個勤務隊，即

是規劃以 30分鐘內能到達救援為原則，並將原有

37 架航空器，分配 13架在中部地區，考量未來因

應新機購進及舊機待退報廢儲存等，預計將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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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至 25架，故需較大且集中的使用場地。 

（三）該總隊臺中駐地勤務量在目前 6 駐地中佔最高，

尤其颱風季節期間，中南部山區土石流等災情頻

繁，以 98年「蓮花、莫拉菲、莫拉克、芭瑪」等

颱風為例，該總隊救災勤務共計受理 261件任務，

合計執行傷患後送 151人、災民救援 1657人、物

資油料運送 51,552 公斤、大體運送 3 具、運送救

災人員 540 人、出動 228 架次，救援績效卓著。

未來臺中地區都市化更形擴大，高樓社區數量激

增，加以地球暖化溫度效應及本島氣候變化加

劇，有關高樓、山林溪河救災救難以及新型流感

等，各式緊急救護後送等等需求將更形殷切，亟

需有足夠且專業之救難救災基地，方足以因應未

來之需求。 

（四）然如同前項依據說明（二）所述各問題狀況，復

加臺中市政府已擬定水湳機場原址之開發計畫，

刻正辦理臺中市都市計畫，致該總隊中部勤務第

二大隊及所轄 3 個勤務隊，必須儘快規劃興建新

駐地遷移，且勤務特性必須使用塔台及航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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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機場，爰獲鈞院同意於清泉崗機場新建辦

公廳舍及廠棚，並已完成土地撥用。 

（五）本計畫完成後預估將進駐 168 人（若含備援中心

指揮官為 169人），計有大隊部大隊長 1人、副大

隊長 1 人、行政及其他辦公人員 8 人。第一隊隊

長 1人、航務人員 23 人、其他辦公人員 7人。第

二隊隊長 1 人、機務人員 61 人、其他辦公人員 6

人。第三隊隊長 1人、航務人員 14人、機務 4人、

其他辦公人員 6 人；另加計行政院海巡署、內政

部警政署龍翔小組及消防署特搜隊等協勤人員 24

名，農林航空測量所進駐人員 10名，平日進駐人

員總計達 168人。除外，緊急狀況時，如中部（第

二大隊）發生重大災害需要北部（第一大隊）與

南部（第三大隊）支援時、或第一與第三大隊過

途中繼時、或教育訓練時，尖峰滿額人員可達 195

人。 

（六）棚廠完成後，預計中部基地先行配置現有飛航器

共計 12架（旋翼機 AS365N3─4架、S-76B─2架、

UH-1H─4 架及定翼機 BE-200、BE-350 各 1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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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因應新機購進及舊機待退報廢儲存等，預計

目標配置飛航器共計 12架（旋翼機 UH-60M-4架、

AS365N3─5 架、UH-1H─3 架），若利用鄰近清泉

崗相關棚廠設施，整合可達 20 架至 25 架（定翼

機等大型飛機暫行租用附近棚廠以為因應）。故更

需建立完整且全方位之中部地區各項空中支援勤

務執行之據點。 

三、問題評析 

        水湳機場關閉後衍生問題： 

該總隊勤務第二大隊現駐地水湳機場因 93年 3月 6日關

場後，塔台、航管等相關設備均已遷移，造成勤務第二

大隊所轄三個勤務隊目前面臨飛機加油、塔台管制、失

事消防搶救、跑滑道 FOD 清除等支援中斷問題，以長期

而言，對於飛航安全及中部地區民眾安全保障實影響甚

鉅。又依立法院國防委員會於 94年 5月 9日進行「水湳

機場未來規劃實際考察」結果，已由國防部於 94 年 7

月 28日會銜內政部解除水湳機場禁限建，因該解除禁限

建已造成周邊大樓林立，包括水湳機場緊臨週邊不到

100 公尺已有高樓社區興建完成並民眾遷入居住，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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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飛航安全外，而執行任務所形成的噪音更將影響居民

生活品質，並間接牴觸臺中縣市將進行之都市規劃進程

而遭受不可預期的抗爭，對該總隊所形成不可預知的問

題亦將接踵而至。 

基於上述因素，該總隊積極於臺中清泉崗機場內覓地籌

建自有廳舍，並在上級積極協助下，取得位於清泉崗機

場內地號沙鹿鎮西勢寮段 161-224 及公館段 409-20 地

號等二筆土地為興建用地（同詳附錄 4），已完成相關

用地鑑界分割撥用程序，由經濟部無償提供。 

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一）中部地區各項空中支援勤務除為使人民生命財產

獲得全方位之保障外，並支援其他政府機關，包

括中部地區各縣市政府各項施政所需之空中支援

勤務，如救災救難、治安掌握、交通規劃、森林

滅火、海洋(岸)空偵巡護、環境污染調查、國土

監控等之需求，因此於清泉崗機場內設置一處擁

有完善的補給功能且具良好設施的駐地，對全國

急難災害救援任務有著迫切的需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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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總隊勤務第二大隊因位於中部樞紐，具備地理

位置的便利性，成為最便利支援北部、南部、東

部乃至於離島的基地，因此第二大隊具有緊急第

二備援中心、過途中繼站、教育訓練中心等功能。

除勤務任務外，可供全島各值勤人員專業研討與

教學訓練使用，因此於中部清泉崗機場內設置一

處健全設施的駐地，對人員專業素質的進修與鍛

鍊有其需求性。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工程期限掌握與經費編列問題： 

本案自完成規劃、發包、開工、監造、施工進度品

質管理、完工、驗收等期程。為使新建工程在完善

的規劃與周延的施工程序下，完成興建安全、設施

良好的駐地，所需的工作期程概估約需 4～5 年的

時間，因此相關經費需逐年編列，以為因應。  

（二）工程專業管理人員缺乏問題： 

         該總隊人員除專業飛行、地勤等勤務支援人員外，

一般行政人員尚無承辦興建大型辦公大樓之工程

專案管理人才，因此需藉由中央營建主管機關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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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方能順利執行本案，對於日後遴選優良的建築

師與良好的施工承包商，形成緊密的執行團隊，以

達成順利興建，竣工啟用之總目標。 

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該總隊執行救災、救難、救護、觀測偵巡、運輸等五大

任務執勤能量比較，整併成立籌備處前（93 年 3 月 10

日）每月平均僅 537 架次，整併後達 584 架次，架次成

長率達 9%，飛行時數整併前每月平均僅 600 小時，整併

後達 751 小時，飛行時數成長率達 25%，整併前每月平均

救出人數 33 人，整併後救出人數 55 人，救人成長率 67

％。 

本案計畫完成後之專業救難救災基地，必能提升勤務能

量，以因應未來之需求。 

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現況分析  

(一)掌管事項: 

依「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組織法」第 2 條規定，掌

理下列事項: 

1.空中勤務制度之規劃、協調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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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中勤務之研究發展。 

3.空中勤務航務、機務、後勤補給之規劃及執行。 

4.空中勤務訓練之規劃及執行。 

5.支援各種天然災害及重大意外事故等災害搶救之

空中救災。 

6.支援山難搜尋、水上救溺及海上救難等人命搜尋

之空中救難。 

7.支援緊急醫療之空中救護轉診、器官移植等空中

救護。 

8.支援災情觀測、重大緊急犯罪空監追緝、海洋(岸)

空偵巡護、交通空巡通報、環境污染調查、國土

綜合規劃、空勘航攝等空中觀測偵巡。 

9.支援救(勘)災人員、裝備、物資運送等空中運輸。 

10.空中救災、救難及其他相關之演習訓練事項。 

11.其他有關支援勤務。 

(二)主要任務區分如下: 

1.緊急性勤務(A級勤務)： 

執行反恐任務或人命遭受危害待命機立即起飛執

行空中救援任務，如水(海)域救生、山難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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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等。 

2.臨時性勤務(B級勤務)： 

搭載申請單位派出的任務人員共同執行如查緝走

私、偷渡、綁架、森林滅火等臨時性任務。 

3.例行性勤務(C級勤務)： 

一般例行性勤務，如交通、治安、海空巡邏、空

拍、環境保育、反恐及一般演訓等勤務。 

(三)支援協定: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9條及本部空中勤務總隊組織法

第 2 條之規定，該總隊已分別與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海洋巡防總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內政部警政署及消防署等機構簽定支

援協定，支援勤務如下: 

1.行政院海巡署:支援海空聯巡任務每日為 3架次，

飛行時間 6 小時，全年支援 1,095 架次、2,190

小時。 

2.農委會林務局:每日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支援執行

空巡、空勘或航攝任務。  

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除每月 3 架次支援陸空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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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固定污染源外，另調度訓練機兼任空污稽查

觀測任務，另每月增加調派 60架次訓練機兼施空

污稽查觀測任務。 

4.內政部警政署:每日支援北、中、南各 1 架次(6

小時)執行各項交通與治安例行勤務。 

5.內政部消防署:除隨時待命出勤執行空中緊急救

災、救護勤務外，另每月支援各級消防機關實施

各項災害搶救演習及訓練勤務，以 50 架次或 100

小時為基準，但得視實際狀況增減之。 

    二、執行檢討  

(一)績效統計:  

該總隊自 93 年 3 月 10 日成立籌備處至 98 年 12 月

31 日止共執行：風災搶救 1,868 架次、救援人數

1,706人、運載 2,999 人、物資運送 160,793公斤；

水災搶救 825架次、救援 880人、運載 5877 人、物

資運送 316,012 公斤；火災搶救 1,442 次，救援 17

人、運載 22 人，滅火水量 4,819.76 噸；震災搶救

10架次；重大意外事故搶救 30架次；山難搜尋 534

架次，救援 344人；海上救難 1,389 架次，救援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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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救護轉診 1,230 架次，後送 1,080 人；器官移

植 9 架次，海洋（岸）空偵巡護 3,315 架次，交通

空巡通報 1,358 架次，環保污染調查 392 架次，國

土綜合規劃空勘航攝 976 架次，空中運輸 527架次，

運載 1,555 人，物資運送 53,420 公斤；配合演訓

4,803架次、訓練飛行 11,987架次、維護飛行 10,546

架次，合計總出勤 41,276架次，充分達成「任務不

中斷及量能提升」之功效。 

(二)勤務類別分析： 

統計該總隊自 93 年 3 月 10 日成立迄 98 年 12 月 31

日止，除演習、訓練及維護飛行架次外，五大任務

執行績效空中救災（包含火、水、風、震災、重大

意外事故搶救等）4,175 架次、空中救難（包含山、

水、海難搜救）1,931架次、空中救護（包含空中轉

診、器官移植）1,239架次、空中觀測與偵巡（包含

災情觀測、重大緊急犯罪空監追緝、海洋（岸）空

偵巡護、交通空巡通報、環境污染調查、國土綜合

規劃空勘航攝等）6,068 架次、空中運輸 527架次。 

(三)整合前後勤務能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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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併前每月平均僅 537 架次，整併後達 592 架次，

架次成長率達 11.28%，飛行時數整併前每月平均僅

601 小時，整併後達 759 小時，飛行時數成長率達

26.29%，整併前每月平均救出人數 33人，整併後救

出人數 60 人，救人成長率 81.82％，勤務量能均大

幅提升。 

分析整併前與整併後執行五大任務能量之月平均比

較，各項任務架次皆有增加，其中又以空中救災任

務成長最多，主要原因係近年颱風期間及每年 10月

至隔年 4 月防火期間森林火災頻傳，該總隊統籌指

揮調度所屬飛機全力投入救災所致。 

三、未來勤務量:  

依據前項統計顯示該總隊自 93年 3月 10日成立至 98年

12 月 31 日止任務架次已達 41,276 架次，飛行小時累積

至 52,890小時。預估未來各全年度空中勤務總量將因任

務多元化逐年增加；為保障人民遭遇各項急難及災害時

能於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救援，中部勤務第二大隊因地處

國家中心，可即時支援南北與離島地區的救援任務，降

低災害所造成的傷害，因此，於中心要地設置專屬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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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基地有著刻不容緩的迫切性。 

四、清泉崗基地效能分析:  

（一）本案因屬航空器修護棚廠興建工程，位於山坡地，

申請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應達 97 年度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之門檻，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後已於

97 年 12 月 31 日取得核准備查函。（但因 98 年 12

月 2日公告之最新認定標準本案可不施做環評，現

正辦理變更中。） 

（二）本案基地法定容積率 180％，建蔽率 60％，擬規劃

建蔽率為 35~40％（小於 60％），容積率為 165~170

％（小於 180％）。為預留日後基地彈性發展，環評

申請時容積率與建蔽率仍定為 180％與 60％。基地

全區建築物高度限制不超過海平面 211.7 公尺，若

以中清路（約海平面 187 公尺）起計算，建築物可

興建總高度約為 25.7公尺（含屋突）。 

（三）基地使用計畫與整體空間規劃構想 

1.經蒐集國內外相關案例，參考現有水湳廳舍與棚

廠使用經驗，檢討出基地內建築樓地板需求面積

約為 21,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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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擬利用基地地形並配合機能需求，在配置計

畫上概分為二區，上方（東側）鄰滑行道側設置

飛機迴轉滑行區提供空中救災飛機起降之需

求，其佔地概估約 0.5~0.6公頃。下方（西側）

為基地唯一鄰接道路（中清路）側，考慮未來營

運動線應將建物規劃於此區，佔地概估約 1.0公

頃。 

3.量體計畫上分別為勤務區（棟）（預計地上 5 層

地下 1層）、備勤區（棟）（預計地上 5層地下 1

層）、棚廠區（棟）（預計地上 5 層），因建築高

度限制，建物地面層樓層以不超過 6 層為原則，

各空間規劃面積得酌予調整，唯細部設計完成後

之總面積以不超出空間需求表之總樓地板面積

為原則。 

4.本案空間規劃工作與一般辦公廳舍規劃方式於

使用特性有其差異性，由於直昇機機棚與辦公廳

舍及訓練中心之結合於國內尚屬少見，其規劃方

式應朝維修棚廠建築之特色予以規劃，同時又須

滿足勤務中隊之勤務行政、教學訓練等需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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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機能差異，分為 3區（勤務、備勤、棚廠維

修），各區可分別以分棟或連棟來組合。就其機

能使用、噪音隔絕、通風採光等條件，分棟或連

棟各有其利弊，本計畫目前階段以規劃需求面積

為目的（詳附錄 7 空間需求表），未來待遴選建

築師提出最佳方案，以供該總隊選擇。（詳附錄

8基地位置示意圖） 

各區機能使用說明如下： 

（1）勤務區主要為行政辦公及訓練空間，包括

辦公空間、會議室、飛安教室、階梯教室、

隊史館（兼模型展示室）、勤前教育室、維

修訓練室、體能訓練室、圖書館等及公共

服務空間。隊長辦公室、大隊部辦公室、

共勤人員辦公室（行政院海巡署、內政部

警政署龍翔小組及消防署特搜隊）。 

（2）備勤區主要為備勤宿舍與餐廳生活空間，

包括備勤空間、可供所有進駐人員使用之

廚房及餐廳及公共服務空間。備勤空間規

劃有交誼廳，可供勤務人員休憩與儲備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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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用，並依使用需求可分設單或雙人或

四人備勤室。 

（3）棚廠區主要為直昇機維修、庫房機務空間

及公共服務空間。包括棚廠維修區（需為

大跨距挑高空間）、維修隊辦公室、工程師

室（含技令室）、消耗品室、工具存放區、

機務組（第二隊）人員辦公室、航材庫房、

一般裝備庫房、共勤裝備庫房、油料儲存

室、高價航材庫房、驗收站、包裝站、除

靜電站、充電站、報廢航材庫房、沖片室

（農航所）、勤務管制中心。 

（4）本案擬於棚廠（區）棟的二樓規劃庫房、

驗收站等航材物料儲放區。本樓層（二樓）

的直下樓層（一樓）為停車場，直上樓層

（三樓）為直昇機維修作業區。基地外維

修物料可經由自設車道於二樓卸貨，二樓

與三樓可經由大型運貨電梯搬運物料，或

仍利用自設車道將物料運送來回於二樓

（主要為庫房層）與三樓（維修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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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機務維修人員辦公室配置於三樓維

修作業區側（耳房）或二樓庫房層，方便

維修人員就近維修與看管。 

（5）棚廠區一樓可規劃停車空間，約有汽車車

位 65～70 輛，機車車位 40～50 輛。勤務

區與備勤區之地下室為附設之防空避難。 

（6）建築師可分別以分棟、合棟或連棟來設計

本基地建物之配置，唯分棟設計時、建築

物間應於合適位置以風雨走廊或天橋相互

連結，方便聯繫，避免人員往來於各建物

間因東北季風強盛產生之不適感。各空間

面積得酌予調整，但各空間之關係應整體

考量配置。 

5.本案應考量門窗隔音工程、棚廠滑升門、再生能

源利用系統、天車工程、停機坪、洗機坪等工程。 

（五）本計畫經費估計約 8.64 億元（詳附錄 9 經費預估

表），包括直接工程費（即雜項工程、建築工程、

設備費用、景觀外構工程等工程發包費），另包含

公共藝術設置費、主辦單位工程管理費、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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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工程設計監造費、空污費、水電瓦斯外線外管

補助費、物價調整指數及補充地質鑽探費等（間接

工程費）。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本案經評估結果依該總隊勤務廳舍機能需求，概分為勤

務辦公區、備勤區、維修棚廠及停機坪等，各區所需空

間面積詳空間需求表（附錄 7）。 

        並依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指示（附錄 3），完成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取得同意函，故再擬具本修正計畫報核。 

二、分期（年）執行策略 

99年 01月～99年 04月：中程計畫報院完成（4個月） 

99年 04月～99年 09月：設計監造建築師徵選（5.5個

月） 

99年 09月～100年 01月：初步規劃設計階段（3.5個月） 

100 年 01 月～100 年 11 月：細部設計階段及建築相關許

可申辦作業（10個月） 

100年 11月～101 年 02月：辦理工程發包（3個月） 

101年 03月～103年 08月：工程施工及驗收（2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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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一)用地取得： 

本案用地取得 1.4999 公頃，係依院授財產接字第

0960015998函（同詳附錄 4）說明二略：「本案經濟

部管理之國有土地，准依照國有財產法第 33條規定

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並依同法第 38條規定撥供貴部

空中勤務總隊使用。」故該總隊現為用地管理機關。 

(二)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基地面積 1.4999公頃，屬山坡地之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申請興建直昇機修護棚廠及勤務廳舍，依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規定，以 98 年 12 月 2 日以前之環評認定標準

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故本案已於 97年 12月 31日

取得環境影響評估核准備查函（環署綜字第

0970102213號函）。 

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98 年 12 月 2 日修正發布之

最新環評適用標準，本案基地因位於已開發之機場

範圍內（台中清泉崗機場），現正申請環評變更中。

（同詳附錄 6）。惟修正後的環評適用標準之規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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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3 月 2 日施行，故本次修正之中程計畫仍編列

環境監控等相關經費以為因應，環評變更部分內容

亦仍納入遴選技服廠商應辦理配合工作，俟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審核同意變更後再行辦理修正計畫，取

消環境監控等費用。 

(三)經費申請 

提送中程計畫書報院申請本案執行經費。 

(四)設計、施工及驗收 

委託本部營建署辦理設計建築師及工程發包作業，

竣工與驗收完成後由該總隊進駐營運及管理。 

伍、資源需求 

一、所需資源說明 

        本案勤務廳舍新建工程，推動過程中需俟機關間協調配

合確立計畫內容及經費後，即依計畫及政府採購法規定

辦理規劃設計及施工等事宜，所需人力主要為機關現有

業務承辦人員，餘均為承包廠商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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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來源情形（單位：千元） 

年
度 

計畫內 
原定經費 

主管機關
送審經費 

研考會 
建議經費 

行政院 
核定經費 

該年度
法定 
預算 

執行
之決
算數 

預算執行
率 

預算
保留
數 

99 0 10,000 0 0 10,000 0 0.0% 0 

100 0 0 0 0 0 0 0.0% 0 

101 0 260,000 0 0 0 0 0.0% 0 

102 0 300,000 0 0 0 0 0.0% 0 

103 0 294,244 0 0 0 0 0.0% 0 

合

計 
0 864,244 0 0 10,000 0 0 0 

平均 0.0%  

 

年度工作項目及經費需求(單位﹕千元) 

實施 

期程 

(年度) 

預定工作項目 
所需 

經費 
執行單位 

預定 

進度 

99 
辦公廳舍設計規

劃 
10,000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秘書室 11.57% 

100 
辦公廳舍設計規

劃 
0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秘書室 11.57% 

101 
辦公廳舍工程興

建發包採購 
260,000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秘書室 31.24% 

102 
辦公廳舍工程興

建 
300,000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秘書室 65.95% 

103 

辦公廳舍工程執

行完成，進駐使

用  

294,244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秘書室 100% 

合計 86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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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需求之計算(單位﹕千元) 

計畫 

期程 
自民國 099年 01月 至 103年 08月 止 

年度 類別 中央預算 地方預算 其它 
年度所 

需經費 

99 
經常門 0 0 0 0 

資本門 10,000 0 0 10,000 

100 
經常門 0 0 0 0 

資本門 0 0 0 0 

101 
經常門 0 0 0 0 

資本門 260,000 0 0 260,000 

102 
經常門 0 0 0 0 

資本門 300,000 0 0 300,000 

103 
經常門 0 0 0 0 

資本門 294,244 0 0 294,244 

合計 864,244  0 864,244 

三、經費需求 

        本案經費均擬由中央預算支應，勤務廳舍興建計畫，所

需經費約新臺幣 8.64 億元，執行期程自 99 至 103 年完

成。(經費需求同詳附錄 9) 

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提供執行勤務必要之機具設備及良好工作環境，保障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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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人員之權益。 

二、提供本總隊專業的救災勤務訓練室內教學設施，提升同

專業職能。 

三、借助清泉崗機場完善的飛航設施，可提升飛航管制作為

等級，俾利勤務執行及飛航安全。 

四、可使清泉崗機場內土地達到最高且多元之使用效能。 

五、有效促進國家飛航協助工業發展。 

六、除供本部空中勤務總隊進駐中部各勤務隊有專用基地

外，並藉以落實暨提升國家中部地區整體空中立體救災

救難效能，使國家資源充分整合運用。 

柒、附則 

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本部空中勤務總隊之工作係以救災、救難、救護、運輸、觀

測偵察為主要之工作。以駐地到達救難地點 30 分鐘為原則

下，本島依地區劃分為北、中、南 3 大區域編配勤務大隊駐

地，為達到任務不中斷，三大隊彼此又互相支援；而第二大

隊位處中部要衝，兼具支援南北與離島地區後送傷患等任

務，因此於中部設置一處設施完備的駐地，實為當務之急。 

本部空中勤務總隊因執行工作特性，各大隊之駐地選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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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附設於機場設施（北部：松山機場，中部：水湳機場、南

部：小港機場）。今中部水湳機場因應臺中市都市計畫關閉，

頭嵙山軍用機場受地形天候狀況限制不利勤務出勤且因應國

防部回歸戰備需求收回。本部空中勤務總隊之中部第二大隊

面臨該駐地相關飛航環境不良及設備欠缺，再加以臺中市政

府積極進行水湳園區開發案（愛臺 12建設之一），使水湳駐

地的飛航補給資源中斷。 

原有水湳機場民用航空設施已遷移至清泉崗機場，且未來國

防部撥交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15 架新型通用直昇機，其中 4

架擬進駐中部基地，因此第二大隊之飛航勤務，均需藉由清

泉崗機場完善的飛航條件與補給資源的協助，方能順利達成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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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1/4 

 



 

40 

附錄 6                                              2/4 

 



 

41 

附錄 6                                              3/4 

 



 

42 

附錄 6                                               4/4 

 



 

43 

附錄 7  空間需求表： 

區

分 
空間名稱 

需求 

面積 
使用特性 

㎡ 
使用人數/面積引

用標準 
空間特性/附屬設施/說明 

壹
、
一
般
需
求 

一、辦公室 

備援中心指揮官辦

公室（第 4 級人員

辦公室） 

25 人數：1人 

面積：20~25㎡/人 

1.為因應勤務第二大隊兼具備援指揮中

心時，指揮官進駐之辦公室。 

2.第二大隊大隊長、副大隊長應近大隊

部辦公室。 

3.第一隊隊長應近第一隊辦公室。 

4.第二隊隊長應近第二隊辦公室。 

5.第三隊隊長應近第三隊辦公室。 

6.大隊部、第一隊、第三隊辦公室可分

別設置或為共同辦公室。 

7.第二隊辦公室應近機務航材倉庫等庫

房維修空間。 

8.駐地位於機場管制區內，應考量噪音

隔離，以維室內環境安寧。 

9.各隊部人員： 

(1)大隊部：大隊長 1人（第 4級）、

副大隊長 1 人（第 4 級）、行政

人員 8 人（內含司機 2 人）（第

5級）。 

(2)第一隊：隊長 1 人（第 5 級）、

航務人員 23人（第 5級）、其他

辦公人員 7人。 

(3)第二隊：隊長 1 人（第 5 級）、

機務人員 61人（第 5級）、其他

辦公人員 6人。 

(4)第三隊：隊長 1 人（第 5 級）、

航務人員 14人（第 5級）、機務

4人（第 5級）、其他辦公人員 6

人。 

第二大隊大隊長辦

公室（第 4 級人員

辦公室） 

25 人數：1人 

面積：20～25 ㎡/

人 

第二大隊副大隊長

辦公室（第 4 級人

員辦公室） 

20 人數：1人 

面積：20~25㎡/人 

第二大隊第一隊隊

長辦公室（第 5 級

人員辦公室） 

8 人數：1人 

面積：8㎡/人 

第二大隊第二隊隊

長辦公室（第 5 級

人員辦公室） 

8 人數：1人 

面積：8㎡/人 

第二大隊第三隊隊

長辦公室（第 5 級

人員辦公室） 

8 人數：1人 

面積：8㎡/人 

大隊部辦公室（第

5級人員辦公室） 

48 人數：6人 

面積：8㎡/人 

第一隊辦公室（第

5級人員辦公室） 

240 人數：30人 

面積：8㎡/人 

第二隊辦公室（第

5級人員辦公室） 

536 人數：67人 

面積：8㎡/人 

第三隊辦公室（第

5級人員辦公室） 

192 人數：24人 

面積：8㎡/人 

行政院海巡署共勤

人員辦公室 
64 

人數：8人 

面積：8㎡/人。 

1.海巡署、警政署、消防署等各共勤辦

公室可分別設置或為共同辦公室。 

2.共勤人員辦公室與共勤人員隨行救災

救難裝備機動儲放室應考量其方便

性。 

3.需噪音隔離。 

內政部警政署共勤

人員辦公室 
64 

人數：8人 

面積：8㎡/人 

內政部消防署共勤

人員辦公室 
64 

人數：8人 

面積：8㎡/人 

二、辦公室附屬空間 

(一)會議室 500 人數：100人 

面積：5㎡/人 

1.得以活動隔屏視需要分區，作不同功

能與規模之彈性使用。 

2.需噪音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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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待室 240 人數：30人 

面積：8㎡/人 

1.供洽公、會客人員、外賓之簡易接待

討論使用。 

2.駐地位於飛航管制區對於非必要進入

之洽公或會客人員得於該空間內進行

招待或等候。 

3.需噪音隔離。 

(三)行政服務台 5 人數：1人 

面積：5㎡/人 

1.提供外客之諮詢功能。 

(四)警衛室 20 
人數：2人 

面積：10㎡/人 

1.具夜間警衛值班使用。 

2.配合機場管制區、基地內警衛。 

(五)檔案室 

一般行政檔案室 44 
人數：132人 

面積：0.33㎡/人 

1.樓版載重考量：950kg/㎡。 

2.需濕度控制。 

勤務紀錄檔案室 100 
面積依據現有水湳

駐地空間規模引用 

(六)儲藏室 25 人數：168人 

面積：0.15㎡/人 

 

(七)茶水間 25 人數：168人 

面積：0.15㎡/人 

 

(八)總機室 8 人數：1人 

面積：8㎡/人 

 

(九)司機室 20 人數：2人 

面積：10㎡/人 

1.具夜間值勤使用。 

2.需噪音隔離。 

(十)電腦機房 60 面積依據實際使用

需求設定 

需具有溫度與濕度控制功能。 

（十一）哺乳室 16  基於營造友善的兩性平等工作空間且配

合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實施，提供兩性良

好的職場發揮。 

小計【壹】 2365   

貳
、
特
殊
需
求
或
專
業
需
求 

一、勤務管制中心 

勤務管制室(兼備

援勤務指揮中心) 

132 人數：20人。 

面積：6.61㎡/人。 

1.勤務管制室為兼具特殊緊急狀況時成

為第二備援勤務指揮中心功能。 

2.需設置電視牆、置警鈴系統、高架地

板。 

3.需噪音隔離。 

勤務管制室電腦機

房 

15 面積依據實際使用

需求設定 

應為獨立機房 

二、勤前任務室 

勤前待命室 80 人數：10人 

面積：8㎡/人 

1.執行勤務期間，應具 24小時緊急待命

功能。 

2.近勤務管制室。 

3.需噪音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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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前任務提示室 420 面積依據實際使用

需求設定： 

3間 × 140㎡/間

＝420㎡ 

1.勤務第二大隊所轄 3 勤務隊，因其機

種不同，所擔負之勤務亦有差異，故

應可分別同時供勤務第二大隊所轄 3

勤務隊使用。 

2.提供每日勤前勤務討論、說明、分派

之空間。緊急任務期間供各隊任務推

演討論之空間 

3.需噪音隔離。 

共勤人員隨行救災

救難裝備機動儲放

室 

48 人數：24人 

面積：2㎡/人 

1.共勤人員隨行裝備應有機動放置空

間，避免影響人員動線，或有損害裝

備之虞。 

2.近共勤人員辦公室。 

緊急任務備勤室 60 人數：6人 

面積：10㎡/人 

1.緊急任務備勤室為因應緊急任務期

間，供勤前待命室人員短期備勤補充

體力使用，與一般人員備勤室不同。 

2.具簡易盥洗室。 

3.近勤務管制室與勤前待命室。 

4.需噪音隔離。 

三、教學訓練空間 

飛安教室 100 人數：50人 

面積：2㎡/人 

1.第二大隊兼具辦理教學與訓練之功

能。 

2.辦理飛安講習。 

3.室內空間應可供 1 對多教學或小組討

論形式使用。 

4.需噪音隔離。 

維修教學訓練室 100 人數：50人 

面積：2㎡/人。 

1.辦理飛機維修訓練與教學。 

2.室內空間應可供 1 對多教學或小組討

論形式使用。 

3.需噪音隔離。 

體能教學訓練室 240 人數：60人 

面積：4㎡/人 

1.供勤務人員保持體能狀態訓練用。 

2.需噪音隔離。 

階梯式教室（含控

制室） 

360 人數：90人 

面積：4㎡/人 

1.各項飛行、飛地安全、機務維修等影

片教學空間。 

2.階梯式空間，具視聽功能。 

3.需噪音隔離。 

教具管理室 150 人數：100人 

面積：1.5㎡/人 

1.收置技術文件教案。 

2.收置飛機模型教具、維修教具等。 

3.需噪音隔離。 

隊史館兼具模型展

示室 

150  陳設自成立以來各項紀念牌、紀念狀及

現役、除役之飛機模型。 

專業圖書室 190 面積依據實際使用

需求設定 

1.具備最新且基本之相關飛航資訊、資

料、技令、期刊及訓練手冊等可供隨

時查閱。 

2.樓版載重考量：950kg/㎡。 

3.考量噪音隔離。 

四、裝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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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飛行裝具室 270 人數：108人 

面積：2.5㎡/人 

1.供個人飛行裝具如頭盔、救生衣、夜

視鏡等精密器材放置管理。 

2.需控制室溫及濕度。 

五、備勤室 

備援中心指揮官備

勤室 

16 人數：1人 

面積：16㎡/人 

1.近指揮官辦公室。 

2.含盥洗室。 

3.需噪音隔離。 

第二大隊大隊長備

勤室 

16 人數：1人 

面積：16㎡/人 

1.近大隊長辦公室。 

2.含盥洗室。 

3.需噪音隔離。 

第二大隊副大隊長

備勤室 

16 人數：1人 

面積：16㎡/人 

1.近副大隊長辦公室。 

2.共用盥洗室。 

3.需噪音隔離。 

第二大隊第一隊隊

長備勤室 

10 人數：1人 

面積：10㎡/人 

1.近第一隊隊長辦公室。 

2.共用盥洗室。 

3.需噪音隔離。 

第二大隊第二隊隊

長備勤室 

10 人數：1人 

面積：10㎡/人 

1.近第二隊隊長辦公室。 

2.共用盥洗室。 

3.需噪音隔離。 

第二大隊第三隊隊

長備勤室 

10 人數：1人 

面積：10㎡/人 

1.近第三隊隊長辦公室。 

2.共用盥洗室。 

3.需噪音隔離。 

人員備勤室 1498 人數：總備勤人數

=168人 

面積：10㎡/人或 6

㎡/人 

1. 備勤人數： 

（1）主管人員備勤人數：計 5 人。（大

隊長 1人+副大隊長1人+第一隊隊

長 1人+第二隊隊長1人+第三隊隊

長 1人） 

（2）備勤區備勤人數：計 161人 

第一隊（30 人）、第二隊（43+委

任 24=67 人）、第三隊（20+委任

4=24 人）、共勤人員（24 人）、第

一大隊與第三大隊參訓人員（16

人）。(30+43+20+24+16)人*10㎡/

人+(24+4) 人*6㎡/人＝1498㎡。 

（3）司機人員：計 2 人。（備勤空間以

司機室編列共用，不再單獨編列備

勤空間）。 

（4）駐地總備勤人數共計為 168人（不

含備援中心指揮官）。 

2.宜與辦公室區隔。 

3.考量噪音隔離。 

交誼廳 104 人數：168人 

面積：0.62㎡/人 

1.提供備勤人員或參訓人員基本休憩空

間。擺置簡易沙發、供參訓（講習）

人員，除了勤務外的交誼空間。 

2.考量噪音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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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房 47 人數：168人 

面積：10㎡/36人 

 

三、廚房與餐廳 

廚房 
34 

人數：168人 

面積：0.2㎡/人 

1.因應 24小時待命人員需求設置。 

2.考量噪音隔離。 

餐廳 
223 

人數：168人 

面積：1.33㎡/人 

1.因應 24小時待命人員需求設置。 

2.考量噪音隔離。 

四、機務倉庫空間 

(一)一般裝備庫房 380 面積引用現有水湳

駐地使用情形或依

據實際使用需求設

定 

1.儲放飛機裝具、地面裝備、測試裝備

等。 

2.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二)航材庫房 360 1.儲放飛機航材 

2.需具備溫度與濕度控制功能 

3.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三)高價航材庫房 240 1.儲放飛機發動機、旋翼片等大型機械

類高價航材。 

2.庫房出口應有 4.5 米寬度、內部空間

應寬敞開闊，儘量無柱。 

3.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四)共勤裝備庫房 110 面積依據實際使用

需求設定 

1.提供 3 共勤單位放置各項救災、應勤

裝備使用。 

2.可近共勤辦公室。 

3.需具備溫度與濕度控制功能 

4.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五)維修油液庫房 50 面積引用現有水湳

駐地使用情形或依

據實際使用需求設

定 

1.儲放滑液壓油及飛機維修時所用油

液。 

2.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六)報廢航材庫房 215 1.可供報廢航材入庫前驗收之置放空 

間。 

2.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七)驗收站 55 
1.可供航材入庫前驗收之置放空間。 

2.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八)包裝站 55 
1.可供航材封存或包裝之空間。 

2.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九)除靜電站 40 人員除靜電用。 

(十)充電站 110 供電瓶充電。 

五、農航所 

農航所辦公室（第

四級人員辦公室） 

80 人數：10人 

面積：8㎡/人 

1.農航所宜獨立辦公區，以免與第二大

隊辦公勤務相互干擾。 

2.與第二大隊性質相同之空間可一併考

量，如廁所、備勤室等，以達資源共

享。 

電腦作業機房 65 面積引用現有水湳
駐地使用情形或依
據實際使用需求設
定 

1.應注意通風設備。 

2.溫度與濕度控制功能   

空照相關存放室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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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遙測儀器維修室 65 

簡報室 45 

沖片室 70 

五、維修空間 

(一)棚廠維修區 3195 面積引用現有水湳

駐地使用情形或依

據實際使用需求設

定。因應新型飛機

UH-60M進駐。 

1.飛機維修空間。 

2.大跨距空間（挑空 12M，SS造）。 

3.樓版載重考量：2000kg/㎡。 

(二)工程師維修作

業室 

90 1.飛行維修技術文件存放與取閱。 

2.含技令室。 

3.近棚廠維修區。 

4.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三)消耗品室 70 1.放置膠類五金等維修所需消耗品。 

2.近棚廠維修區。 

3.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四)待修物料間 90 1.存放待修航材。 

2.近棚廠維修區。 

3.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五)工具間 250 1.放置手工具、工具車、特殊工具、鑽

床、車床、壓床等工具。 

2.近棚廠維修區。 

3.樓版載重考量：1000kg/㎡。 

小計【貳】 9999    

參 服務空間 3709 （小計【壹】＋小計【貳】）*30％ 

肆 停車空間 3600 60~70部汽車、50部機車 

伍 其他 2078 屋突空間、中水處理設備室、太陽能設備室、防空避難室 

 總計 2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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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 基地位置與建物配置示意圖 

 

清泉崗機場民航站與基地航照圖 

                 

民用航空站 

漢翔航空公司 

本案基地位置 

面積：1.4999 公頃 
戶外停機坪 

棚廠及廳舍 

規劃區 

棚廠飛機停放示意圖 

建物配置示意圖 

（現階段僅為量體之示意） 

 

基地配置分區示意圖 

棚廠及廳舍規劃區 

戶外停機坪 

80 
70 10 

45 維修辦公室 

   UH-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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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經費預估表（單位：元）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說明 

壹、工程費 

（施工費） 
     

一、大地工程      

(一)整地工程 式 1  16262500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要求之項目估算工程

費用。 
1.雜草移除及運棄 m2 15000 65 975000 

2.挖土石方： M3 40300 70 2821000 

3.回填夯實： M3 11850 90 1066500 

4.棄土運棄： M3 28500 400 11400000 

(二)擋土牆工程 式 1  9337000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要求之項目估算工程

費用。 

 1.L型擋土牆 H=3m m 37 13800 510600 

2.L型擋土牆 H=5m m 11 28700 315700 

3.懸臂擋土牆 H=3m m 149 9000 1341000 

4.懸臂擋土牆 H=4m m 47 16100 756700 

5.懸臂擋土牆 H=5m m 35 26500 927500 

6.懸臂擋土牆 H=6m m 36 37950 1366200 

7.懸臂擋土牆 H=7m m 28 50600 1416800 

8.懸臂擋土牆 H=8m m 10 63250 632500 

9.扶壁擋土牆 H=9m m 20 103500 2070000 

(三)排水工程 式 1  5447500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要求之項目估算工程

費用。 
1.排水溝     

50×50cm矩型溝+S
型蓋 

m 
435 3800 1653000 

50×50cm矩型溝+格
柵蓋 

m 
24 4600 110400 

2.集水井     

80×80cm集水井(H
≦150cm) 

座 
15 18400 276000 

80×200×150cm集水
井 

座 
1 25300 25300 

100×100×200cm集
水井 

座 
6 39100 234600 

3.管涵埋數 60cmRCP m 171 5700 974700 

4.沉沙滯洪池     

TA1沉砂滯洪池
(15.7x19.3×2.1m) 

座 1 529000 529000 

TA2沉砂滯洪池
(3.4x22.3x2.4m) 

座 1 437000 437000 

TB 沉砂滯洪池 
(150 m

2 

 ×2.1m) 
座 1 690000 690000 

5.臨時性安全排水 式 1 517500 517500 

壹之一小計    310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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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說明 

二、建築土建工程      

(一)辦公勤務空間 RC

造（地下 1 層、地上 5

層） 
m2 6826 23300 159045800 

依據「99 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6～12

層辦公室鋼筋混凝土構造單價：23300 元

/m
2 

 。 

(二)備勤宿舍空間 RC

造（地下 1 層、地上 5

層） 
m2 3016 21700 65447200 

依據「99 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6～12

層宿舍˙鋼筋混凝土構造單價：21700 元

/m
2 

 。 

(三)倉庫棚廠空間 RC

造（佔地上 5 層中的第

1～3層） 
m2 8714 19900 173408600 

依據「99 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1～5層

辦公室˙鋼筋混凝土構造單價：19900 千元

/m
2 

 。 

(四)倉庫棚廠空間 SS

造（佔地上 5 層中的第

4～ 5 層且為挑空空

間，高度 10M～12M 以

上） 

m2 3195 41550 132752250 

依據「99 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1～12

層辦公室˙鋼骨構造單價：27700 元/m
2 

 。 

挑空空間鋼骨構造單價 27700千元/m
2 

  * 1.5

（挑高係數）＝41550千元/m
2 

 。 

(五)因機場管制區內

需設置門窗隔音加強

裝置 
m2 1640 5000 8200000 

(1)因基地座落清泉崗機場管制區為防制噪

音影響，建築物開口門窗需加強噪音防護

等級，以為辦公室或備勤室安寧。 

(2)概估門窗開口：辦公勤務區（900 m
2 

 ）+

倉庫棚廠區（100 m
2 

 ）+備勤宿舍區（640 

m
2 

 ）＝1640 m
2 

 。 

(六)結構加強工程 式 1  53065385 
(1)基地距屯子腳斷層，且本案為值勤公務之

建築物，需考量結構加強維護機關機能。 

(2)結構加強以（樓地板面積 * 鋼筋混凝土

構造單價 * 10％）估算。 

(3)辦公室結構加強單價：鋼筋混凝土構造單

價 * 10％＝23300元* 0.1＝2330元。 

(4)備勤宿舍結構加強單價：鋼筋混凝土構造

單價 * 10％＝21700元* 0.1＝2170元。 

(5)倉庫棚廠結構加強單價：鋼筋混凝土構造

單價 * 10％＝19900 元*0.1＝1990 元。

鋼骨構造單價 * 10％＝41550 元*0.1＝

4155元。 

1.辦公勤務區 m2 6826 2330 15904580 

2.備勤宿舍區 m2 3016 2170 6544720 

3.倉庫棚廠區 m2 8714 1990 17340860 

4.倉庫棚廠區 m2 3195 4155 13275225 

(七)棚廠滑升門 式 1 30000000 30000000 維修機棚必要設施。 

壹之二小計    621919235  

三、 

設備及附屬設施工程 
    

 

(一)空調工程費 m2 11,223 2500 28057500 

(1)以（空調需求面積 * 空調工程單價）估

算。 

(2) 空調工程單價以：2500元/m
2 

 計。 

(二)電梯工程費 部 6 1725000 10350000 

(1)辦公勤務區（棟）共計 6 層樓、備勤宿舍

區（棟）共計 6 層樓、棚廠倉庫區（棟）

共計 5層樓。 

(2)本案基地因有建物高度限制（機房設置不

易），且因配合勤務與載貨尺寸等特殊需

求、電梯單價以 1500 千元/每部 * 1.15

＝1725千元/每部 計。 

(三)視聽設備 式 1 5500000 5500000 勤務人員訓練課程及會議所需。 

(四)廚房設備 式 1 2100000 2100000 因應 24小時待命人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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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說明 

(五)再生能源設備 式 1  19795000 配合行政院再生能源政策、設置再生能源設

備。 
1.太陽能發電系統 式 1 16000000 16000000 

2.太陽能熱水系統 式 1 3795000 3795000 

(六)天車工程 式 1 8000000 8000000 直昇機棚廠維修需求設備，荷重 10噸。 

(七)接地及避雷設施 式 1 4301000 4301000 
因大型棚廠屬鋼結構建築，且地處空

曠，此為直昇機棚廠飛安需求設施。 

壹之三小計    78103500  

四、外構周圍景觀工程      

(一)景觀工程 式 1  1048500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要求之項目估算工程

費用。 

 1.植栽放樣等 式 1 11500 11500 

2.填沃土 m3 220 500 110000 

3.灌木（H≧60cm,W≧

30cm,13株/㎡) 株 7150 120 858000 

4.喬木 株 15 4600 69000 

(二)停機坪 式 1 19264000 19264000  

(三)洗機坪 式 1 2527500 2527500  

(四)圍牆工程 m 280 3500 980000  

(五)擋風牆工程 m 20 3800 76000 
為降低基地東北季風對直昇機開機造成影

響。 

壹之四小計    23896000  

壹合計    754965735  

貳、公共藝術設置費 式 1 7549657 7549657 「壹、工程費」之 1% 

參、主辦單位工程管

理費 式 1 3692380 3692380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第四

點 

肆、專案管理費 式 1 9149657 9149657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伍、工程設計監造服

務費 式 1 28439041 28439041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陸、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1289699 1289699 依營建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 

柒、環境保護與監控

費 式 1 6754966 6754966 

環境保護以「壹、工程費」之 0.1%計、環境

監控費以 600萬元計。 

（含環評允諾事項相關費用，如基地前綠化

維護費用等） 

捌、水電外線補助費 式 1 2000000 2000000  

玖、瓦斯外管工程費 式 1 2800000 2800000  

壹拾、補充地質鑽探

費及水土保持

計畫費 
式 1 1550000 1550000 

 

壹拾壹、工程預備費 式 1 18874143 18874143 以工程費*2.5％估計。 

壹拾貳、物價調整指

數 式 1 27178766 27178766 以工程費*1.8％*2年估計。 

總計  壹～壹拾貳 864244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