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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次專題報告包含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針對「0403 地震本市各

項應變作為及推動民國 88 年前舊有建築物耐震評估」及「加速都市更新及

危老建築物重建」進行報告，另建設局部分為「公共建設及道路橋梁巡檢」。 

貳、 0403地震本市各項應變作為 
 

一、 0403花蓮地震說明 

(一) 內政部氣象署地震報告資料概述 

依據內政部氣象局地震報告，臺灣時間 113年 04月 03日上午 7時 58分

09 秒於花蓮縣外海（花蓮縣政府南南東方 25.0 公里）發生芮氏規模 ML7.2

之地震，花蓮縣和平震度為 6 強、花蓮市、太魯閣為 6 弱，臺北市、新北市、

桃園震度達5弱、臺中市及臺南4級、高雄3級；震央位置在北緯23.77度、

東經 121.67 度，震源深度為 15.5 公里，此次地震震源破裂形式屬逆斷層型

態。這起地震是繼 25 年前震央位於台灣中部 921 大地震後，震級最高的地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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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市地震震度說明 

依據內政部氣象署地震報告，臺中市發生震度 4 級中震。依據「臺中市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內政部氣象局發布本市地震震度達五弱以上，

或本市有災情發生，經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開設二級。 

表 1.氣象署地震震度分級表 

 

本市於 4 月 3 日上午 8 時 20 分

開設三級災害應變中心，後續於中

午 12 時 30 分升級開設二級災害應

變中心，由市長以視訊方式主持會

議，因本市災情已趨平穩，災情無

擴大，故於 4 月 3 日當日 19 時解除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惟本次地震尚未到達災害應變中

心開設一級規模，故無實施「危險建

築物緊急評估作業動員」。  

圖.臺中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市長在

新加坡視訊召開應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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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震災相關因應處理機制 

(一) 都發局之處置機制作為：平時組訓整備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規定，由都

發局平時與建築師、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及大地工程技師公會，共

同建置評估人員名冊及資料庫，每半年至少檢討更新資料內容一次；都發局

應每年至少舉辦一次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作業動員演練。緊急評估人

員包括「建築師、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大地工程技師」。 

都發局每年均會進行一次動員組訓，112 年動員人數 168 人，簡訊報到

率達 86％、實地報到率 79％，以因應災後建築物緊急評估作業。 

(二)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原則： 

依據「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五、提升開設層級及組成：

本中心依本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所列各類災害種類，視災害狀況提升開設層

級。有關開設時機。」，其中「震災」之開設時時機分為一、二級，說明如

下： 

▪ 二級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布本市地震震度達五弱以上，或本市

有災情發生，經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 一級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布本市地震震度達六弱以上，預估本

市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情嚴重、亟待救援，經消防局研

判有開設必要者。 

(三) 啟動動員時機： 

本市於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時實施「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作業動

員」，依據「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第四條(強制徵召)規定：

「災害發生後經成立內政部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評估人員應於受徵調後，

依指定時間至指定地點報到。」。建築物處理因應原則： 

1、 啟動條件：「新聞媒體報導揭露之危險建築物」或「市民透過 1999

陳情通報案件，經都發局初步判斷認有建築物有傾頹、朽壞或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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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安全之虞者」，將啟動「危險建築物處理流程」指派專業技師

(建築、土木、結構技師)進行現場評估。 

2、 判斷結果及處置：判認危險情形(結果包括「安全、需注意、危險 B、

危險 A」) 依照建築法、違章建築處理辦法及臺中市違章建築執行原

則辦理，目前處理原則大致如下。 

 

表2.建築物構造、結構檢查結果定義及後續處理建議原則 

檢查結果 定義 後續處理建議 

安全 依建築物構造安全程度檢(複)查

項目均為輕微或無損壞者。 建議無須後續處置。 

需注意 
依建築物構造安全程度檢(複)查

項目為危險A、危險B 及安全以

外者。 

1.行文所有權人，告知勘查結果。 

2.通知所有權人應自行加強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

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若發生公共危險者，應自

負管理維護之責。 

危險B 

依建築物構造安全程度檢(複)查

結果為下列狀況之一： 

a.基礎、柱、樑、建築物傾斜度

其中一項嚴重損壞者。 

b.基礎、柱、樑、結構牆、建築

物沉陷度其中二項嚴重損壞者。 

1.行文所有權人，告知勘查結果。 

2.建議所有權人應暫停使用。 

3.無明顯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惟建築物本身已屬

輕度危險，應自行加強建築物結構安全。 

4.必要時可另委託專業技師(建築師、結構技

師、土木技師)做建築物安全鑑定詳評。 

危 
險 

A 

A-1 

依建築物構造安全程度檢(複)查

結果為下列狀況之一： 

a.基礎、柱、樑其中兩項嚴重損

壞者。 

b.基礎、柱、樑、結構牆、建築

物沉陷度其中三項嚴重損壞者。 

c.建築物整體或部分樓層傾斜、

地裂、邊坡及擋土牆損害其中一

項嚴重者。 

1.行文所有權人，告知勘查結果。 

2.建議所有權人應立即暫停使用。 

3.無明顯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惟建築物本身結構

已損壞屬危險建物，列管追蹤。 

4.請所有權人限期自行加強建築物結構之安全或

做圍牆予以區隔以惟公共安全，逾期未辦理改善

者，將依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43及52條處

分。 

5.必要時可另委託專業技師(建築師、結構技

師、土木技師)做建築物安全鑑定詳評，並知會

都發局，以解除列管。 

A-2 

依建築物構造安全程度檢(複)查

結果為下列狀況之一： 

a.基礎、柱、樑其中兩項嚴重損

壞者。 

b.基礎、柱、樑、結構牆、建築

物沉陷度其中三項嚴重損壞者。 

c.建築物整體或部分樓層傾斜、

地裂、邊坡及擋土牆損害其中一

項嚴重者。 

1.行文所有權人，告知勘查結果。 

2.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且建築物本身結構

已嚴重損壞屬危險建物，列管追蹤。 

3.依建築法規定通知其停止使用，並限期自行拆

除或修復危害公共安全部分，逾期未處置者，都

發局得強制拆除並依建築法第78、81、96-1條及

行政執行法第2、27、28、29條收取代履行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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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結果及處置規定： 

同法第六條規定：「建築物經緊急評估結果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於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及損害區域適當位置，張貼危險

標誌(紅、黃單)，並以書面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應於一定期限內辦理建築物修繕、補強或拆

除；逾期未改善或改善後仍有危害公共安全者，依建築法第八十一條

規定辦理。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

責人依前項規定期限內辦理修繕、補強或拆除完竣，應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於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後，解除危險標誌。」。 

備註：紅、黃單標準(災後立即建築物受災程度的判定結果)： 

▪ 紅單：是主結構受損有結構安全顧慮或地基不穩者。 

▪ 黃單：是受損情形無結構安全顧慮，但內部非屬主結構的物件有

掉落傾倒傷人顧慮或鄰近環境有建築物傾倒疑慮可能受波及等情

況。 

 

三、 本市接獲0403地震通報建物受損及處理情形 

(一) 本次地震啟動建築物處理流程 

為因應本次大地震，免除市民對於本次地震後，因所有建築物受地震力

劇烈搖晃後所產生之龜裂及柱樑損壞部分產生結構安全疑慮，都發局於接獲

通報第一時間指派台中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

技術人員學會專業技師到場檢測，以解決市民對於震後建築物結構安全之疑

慮，進而確保居住安全。 

(二) 接獲 0403 地震通報建物受損統計 

都發局自 4月 3日至 4日統計本市受到 0403花蓮地震影響通報建物共錄

案 12 件(6 件磁磚掉落、4 件構造勘查、2 件非震災案件)，經都發局、及受

委構造檢查單位(臺中市建築師公會與台灣公共安全檢查學會)勘查判定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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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危險情形，本次震災造成建築物「外牆磁磚掉落」或「非主要結構牆面裂

縫」，其中構造勘查 4 件經專業技師勘查結果均為「安全」，本市尚無嚴重災

情，詳細情形如下表。 

表 3.113年 4月 3日至 4日地震通報建物紀錄 

項次 轄區 通報時間 通報內容 轄區調查災情回報情況 結案時間 

1 西區 0403/08:49 

西區昇平街及中興

街口(昇平街)有磁

磚掉落情事。 

經同仁至現場由社區主委領勘確

認建築物外牆無剝落痕跡，為避

免民眾看到地面磁磚碎片恐慌，

現場已張貼警示公告，並當面向

主委宣導持續維護建築物構造及

其安全。 

0403/10:01 

2 東區 0403/08:49 

復興路四段大樓於

大智北路的側牆磁

磚掉落 

經同仁至現場由管理員領勘確認

建築物外牆 4 樓處有零星磁磚剝

落狀況，現場已設置封鎖線並張

貼警示公告 

0403/11:57 

3 南區 0403/08:32 

中興大學部分有磁

磚、天花板剝落、

電梯停止等情形。 

經同仁致電學校瞭解，校方已自

行處理。 
0403/08:46 

4 南屯區 0403/09:06 
河南路四段建物磁

磚掉落 

經勘查係為建築物內部磁磚錯

位，建物外觀尚無磁磚掉落。 
0403/10:17 

5 西屯區 0405/07:54 
西屯區福星路建物

磁磚碎石掉落 

現場無磁磚或碎石掉落，施工中

違建已通知 1999 並轉知修復

科。(非震災損壞案件) 

0405/09:21 

6 

太平區 

0403/09:15 
太平區東平路建物

龜裂 

已請台灣公安檢查學會派侯明輝

土木結構技師現場勘檢，經技師

判斷現場牆體龜裂無立即危險。

後續將提送勘檢紀錄表。 

0403/11:23 

7 0403/15:30 
通報太平區育英街

建物疑似龜裂 

經勘查尚無發現地震造成龜裂或

磁磚掉落情形，現場已拉警示帶

並張貼警示標語提醒。 

0403/16:24 

8 北區 0403/13:30 
北區東光東街建物

龜裂。 

建築師公會派駱世鴻建築師現場

勘檢，經建築師判斷現場牆體龜

裂無立即危險，後續將提送勘檢

紀錄表。 

0403/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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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轄區 通報時間 通報內容 轄區調查災情回報情況 結案時間 

9 0405/07:54 
北區太平路 19 巷 5

弄鷹架歪斜 

經派員勘查施工中違建，鷹架無

危險(非震災損壞案件) 
0405/08:28 

10 烏日區 0403/16:52 
烏日區中山路一段

建物龜裂。 

已請臺中建築師公會派駱世鴻建

築師現場勘檢，經建築師判斷現

場 1 樓牆體磁磚掉落、牆面部分

龜裂無立即危險，後續將提送勘

檢紀錄表。 

0403/20:42 

11 北屯區 0403/08:55 

零星通報水管破裂

及部份大樓磁磚掉

落，公所處理 

公所處理 0403/09:00 

12 清水區 0403/16:30 

4/3 清水區中山路

建物外牆水泥飾板

有剝落、4/4 通報

建物龜裂。 

4/3 經同仁至現場由管理員領勘

確認建築物外牆水泥飾板有剝落

狀況，現場已設置封鎖線並張貼

警示公告。 

4/4 已請臺中建築師公會派駱世

鴻建築師現場勘檢，經建築師現

場判斷外牆裝飾牆面剝落無立即

危險，後續將提送勘檢紀錄表。 

0403/18:43 

 

(三) 通報建物處理及受損情形分析 

接獲通報案件共 12 件，包括磁磚掉落 6 件、地震受損案件 4 件、其餘

2件非地震災損案件。 

1、 磁磚掉落部分：經通報共有 6 件，都發局於第一時間前往現場拉封鎖

線並張貼警示標語，以維安全。 

2、 構造勘查部分：經通報共有 4 件，都發局於第一時間指派專業技師到

場現勘，經專業技師勘查結果均為「安全」，另震災造成受損部分，

請管委會進行後續補強或修繕措施。 

3、 震後宣導部分：地震後房屋結構民眾自行初步檢測或委託專業人員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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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市因應地震發生後相關處置作為 

(一) 發布新聞提醒民眾地震後加強自主檢查，並善盡建物管理之責 

0403 發生強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築物磁磚掉落、結構受損，都發局為維護

大眾安全，建議民眾於震後第一時間應先進行建築物結構之自主初步檢測，

以免疏忽造成生命財產損失，請民眾善盡建築物之維護管理之責，都發局已

編製「地震後房屋結構自行初步檢測簡易手冊」建議市民可自行由都發局網

頁 下 載 電 子 書 先 以 進 行 初 步 評 估 。 ( 網 址 ：

https://www.ud.taichung.gov.tw/28928/29378/1030335/355489/)。(都發局於 4 月 3 日緊急

發布新聞稿 <震後建物安檢 中市都發局提供多項補助方案>，網址：

https://www.taichung.gov.tw/2605673/post) 

 

  

https://www.ud.taichung.gov.tw/28928/29378/1030335/355489/
https://www.taichung.gov.tw/2605673/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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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建築法第 77條第 1項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

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同條第 3 項：「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內政部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

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

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法規明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應善盡負擔建築安全的要求。 

倘檢視後需請專業人員(專業工業技師)評估者，民眾洽詢土木、結構、

建築等相關公會諮詢委託鑑定、評估及補強改善事宜。 

(二) 提供建築物耐震安全相關補助方案 

都發局提供多項建築物補助方案，民眾得視需要提出申請： 

1. 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耐震能力初步檢測及評估補助 

為降低地震可能造成的損害，民眾應了解自家建築物的耐震能

力，以保障家人及財產的安全，都發局於 112 年 4 月 25 日起開放

「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耐震能力評估」補助申請。補助分為下列兩

種類型，最高額度說明如下： 

1.初步評估：樓地板面積未達 3,000 平方公尺者補助 12,000 元，

樓地板面積 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補助 15,000 元。 

2.詳細評估：每棟補助評估費用之 30%且以新臺幣 40 萬元為限。 

內政部依「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補

助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之評估費用，

112 年度受理時間已截止，今年度(113 年)經費中央尚在核定中，

倘經費確認後將立即公告受理申請補助。凡建築物「住宅」使用部

分樓地板面積比例達申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二之合法建築

物，且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第 6 條相

關規定者，即可申請耐震能力評估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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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物結構弱層補強工程補助 

既有住宅大樓為符合現有的耐震設計規範，必須採用全面性補

強或重建，除面臨整合困難且耗時的問題外，資金籌措亦是一大問

題。為解決整合或資金籌措期間的空窗期，市民可優先選擇具快速

性的「弱層補強(原：階段性補強)」方式，針對既有住宅建築可能

產生軟弱層破壞的部分先行補強，讓住宅大樓不再輕易軟腳，以爭

取地震來臨時安全撤離的寶貴時間。已爭取內政部 113 年度建築物

階段性補強經費總額達 900 萬元，每棟最高補助金額 450 萬元，申

請期限自即日起開始受理，至 113 年 12月 2日截止。 

申請「弱層補強」的補助費用，對象為建築物非單一所有人、

用途為集合住宅或供作集合住宅使用所占比例逾 1/2，且經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結果危險度總分大於 30 分或詳細評估結果為需補強或

重建者之私有住宅建築物，原則上每棟最高補助總補強經費之

45%(經執行機關審查同意者得提升至最高 85%)，最高補助金額為

450 萬元。民眾可委託符合資格之開業建築師、土木或結構技師，

藉由規劃弱層補強計畫，檢附相關資料文件後申請補助。 

3.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相關設施修繕補助 

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對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涉及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

持，公共消防設施器材維護，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設施修繕費用補

助。 

申請補助對象：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滿 7 年且已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大廈所在之區公所

報備有案，且 4 年內未依台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的共用部

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辦法獲得補助之公寓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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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舊建築物整建維護補助 

依據「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申請以整建

或維護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檢具申請函文及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向都發局提出申請。 

受理申請期間：第 1梯次至 113年 6月 30日止；第 2梯次自 113

年 7月 1日至 113年 9月 30日止。 

補助範圍應位於本市住宅區及商業區，且為屋齡 20 年以上達一

定規模之合法建築物，並有下列情形之一： 

1. 都市計畫書載明應實施整建或維護之更新地區。 

2. 經本府劃定之更新地區。 

3.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並

經都更審議會審議同意者。 

4. 經本府公告之優先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 

5. 其他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採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之都市更

新事業單元或區段。 

今年 113年度編列新臺幣 1,000 萬元整，補助下列項目： 

1. 社區道路綠美化工程。 

2. 騎樓整平或門廊修繕工程。 

3. 無遮簷人行道植栽綠美化、舖面工程、街道家具設施。 

4. 立面修繕工程（含空調與外部管線整理美化、廣告招牌拆除

及鐵窗拆除之費用等）。 

5. 外觀綠美化工程。 

6. 維護公共安全必要之公用設備修繕及更新。 

7. 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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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增設昇降機設備。 

9. 提高建物耐震能力。 

10. 其他經都更審議會審議通過並經都發局核定者。 
 

五、 結語 

本次花蓮雖然發生芮氏規模 ML7.2之強烈地震，臺中市為 4級中震(梨山

地區為 5 級弱)，自 4 月 3 日至 4 月 4 日統計本市受到地震影響通報建物共

12件，其中通報建物龜裂 4件，經勘查後皆非主要結構破壞，評估結果皆為

「安全」，本市尚無嚴重災情。 

為因應地震之發生，都發局訂有「地震後房屋結構自行初步檢測手冊」，

提供民眾自行下載應用。另提供多項建築物補助方案，民眾得視需要提出申

請，如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耐震能力初步檢測及評估補助、結構弱層補強工

程補助、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相關設施修繕補助、老舊建築物整建維護補助等，

協助支持民眾評估及改善建築物，確保都市及建築物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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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FB官方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udgovurban/ 

都發局局網及FB宣傳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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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市政府推動民國88年前舊有建築物耐震評估 

一、 921地震後內政部修改耐震設計規範提高新建建物耐震能力 

921 地震前，車籠埔斷層被歸類為活斷層，屬較不活躍斷層，所以鄰近

斷層的區域，未劃定為強震區，建築物的設計地震力要求較低。921 地震發

生後，將車籠埔斷層修訂為活斷層，修訂《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提升相關

震區的設計地震力。 

二、 106年起配合內政部辦理舊有建築物耐震評估事宜 

(一) 106年至 109 年辦理建築物結構快篩作業 

配合內政部啟動建築物結構快篩作業，由建築物管理資訊系統中依據

內政部要求篩選產製88年12月31日前興建6層樓以上之建築物計有

5,443件使照辦理結構快篩，清查圖說有無構成軟弱層之建築物，其

中有2,227件使照（40.91％）屬建議進一步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之

建築物，已通知建物所有權人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表4.106年至109年辦理建築物結構快篩作業統計表 

年度 執行案件數(單位：使照) 補助經費 

106 480 94萬元 

107 1,500 300萬元 

108 1,500 300萬元 

109 1,963 392.6萬元 

合計 5,443 1086.6萬元 

 

(二) 107年至 113年辦理初步評估補助作業： 

內政部依據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補助民眾申請初步評估

作業費用。都發局自107年起續推動執行，目前尚在持續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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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07年至113年辦理初步評估補助作業統計表 

年度 補助案件數(單位：件) 補助經費 

107 45 427,500元 

108 34 323,000元 

109 677 6,431,500元 

110 238 2,261,000元 

111 66 975,000元 

112 48 702,000元 

113  行政院尚未核定 

 

(三) 108年至 113 年辦理建築物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作業： 

因非全額補助，社區必須負擔部分補強金額，故僅有109年受理一件

申請，補助經費約260萬元。 

 

三、 107年起要求實施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內政部於 107 年 2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2652 號令修正公安申報辦

法增訂「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人應辦理評估檢查之建築物」等申報

規定。 

該辦法第 7條規定：中華民國 88年 12月 31日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供建

築物使用類組「A 類-公共集會類(A-1、A-2)」、「B 類-商業類(B-2、B-4)」、

「D 類-休閒文教類(D-1、D-3、D-4)」、「F 類-衛生、福利、更生類(F-1、F-

2、F-3、F-4)」、「H 類-住宿類(H-1)」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累計達一千平方公

尺以上之建築物，且該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整棟大部分屬同一

營業主體者），應辦理評估檢查。 

依同辦法第 8 條規定：明定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

期，從 108年 7 月 1日起實施。 

都發局自 108 年起已列管 679 棟建築物，其中已完成耐震評估檢查申報



16 

 

共 528 棟(77.7%)，申報中 109棟(佔 16%)，未申報 42棟(6.3%)。 

四、 結語 

106 年至 109 年期間配合內政部啟動建築物結構快篩作業，已依規全部

辦理完成，建議應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之建築物均已通知建物所有權人或

社區管理委員會辦理。迄今仍持續配合內政部辦理相關補助事宜；另於 108

年起配合內政部實施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申報率已近九成，將持

續追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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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加速都市更新及危老建築物重建 

「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的制度建

立目的在於改善市容環境及居住品質，而危老重建條例甚係為因應潛在災害

風險，希冀透過容積獎勵、相關補助及稅賦減免等多重誘因下，能夠達成促

使老舊或危險及耐震不足的建築物能加速重建或整建補強的制度目的。 

本市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推動情形及精進作為分述如下： 

一、 本市都市更新推動情形 

截至 113年 2月 29日，本市都市更新重建(含 921案件)及整建維護案件

報核數為 142 案，已核准案件為 111 案，各年度受理及核定案件統計如表 6、

六都辦理情形如表 7。 

表6、都市更新核定案件統計表(統計至113年2月29日) 

年度 已受理件數 核准件數 

108年度以前 80 71 

108年度 9 3 

109年度 23 15 

110年度 9 11 

111年度 15 5 

112年度 6 5 

113年度 0 1 

合計 142 111 

備註： 
1. 核准案件包含其他年度報核案件。 
2. 受理案件及核准案件已扣除撤銷案及駁回案。 
3. 資料來源：都發局彙整。 

表7、六都都市更新案件辦理情形(統計至113年2月29日) 

縣市 已受理件數 核定件數 

臺北市 927 636 

新北市 411 217 

桃園市 22 18 

臺中市 142 111 

臺南市 92 89 

高雄市 21 16 

資料來源:內政部都更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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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市危老重建推動情形 

截至 113年 2月 29日，本市危老重建案件報核數為 748案，已核准案件

為 689 案，本市危老重建申請案件及核准案件為六都第二（亦為全國第二），

各年度受理及核准案件統計如表 8、六都辦理情形如表 9。 

表8、危老重建核准案件統計表(統計至113年2月29日) 
年度 已受理件數 核准件數 

108年度以前 36 15 

108年度 69 58 

109年度 145 138 

110年度 147 132 

111年度 183 156 

112年度 155 175 

113年度 13 15 

合計 748 689 

備註： 
1. 核准案件包含其他年度報核案件。 
2. 受理案件及核准案件已扣除撤銷案及駁回案。 
3. 資料來源：都發局彙整。 

表9、六都危老重建案件辦理情形(統計至113年2月29日) 

縣市 已受理件數 核定件數 

臺北市 1023 917 

新北市 547 537 

桃園市 171 170 

臺中市 748 689 

臺南市 345 340 

高雄市 318 308 

資料來源:內政部都更入口網 

三、 精進作為 

(一) 成立總顧問及輔導團 

為加速民眾申請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本市成立總顧問及輔導團，

由專業團隊提供民眾諮詢、輔導提案、辦理更新講座及說明會、人才

培訓教育講習，以提升專業職能，並加強法令宣導等，以加速案件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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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都市更新總顧問 

(1) 加強都市更新法令宣導 

A.本府委託成立都市更新總顧問，受理民眾法令諮詢。 

B.透過辦理行動講堂、社區說明會，強化宣導服務工作。 

(2) 辦理人才培訓 

藉由辦理培訓課程，讓一般民眾及從事都市更新專業人

才，加強認識都市更新程序及相關政策法令規定，以提高民

眾參與都更意願。 

(3) 「都更幫幫忙」實體諮詢協助個案輔導。 

2. 成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輔導團 

(1) 協助推動及整合提案申請重建計畫 

A.辦理說明會。 

B.協助研提重建計畫相關書圖文件。 

(2) 危老重建講習及人才培訓計畫，加強法令宣導及專業素養。 

(3) 開設官方line帳號，宣導危老重建相關法規事宜。 

(二) 成立都市更新推動小組 

為擴大都市更新量能，已爭取並獲得內政部經費補助，辦理推動

都市更新專案辦公室計畫，研擬都市更新推動策略，修訂臺中市都市

更新相關法規。 

目前已於113年1月成立府層級都市更新推動小組，其任務為議定

本府主導都市更新執行策略、跨局處協調推動本府主導都市更新事項、

控管及督導本府主導都市更新案執行進度等，以加速推動都市更新。 

四、 結語 

本府危老重建申請案件及核定案件為全國第二，僅次於臺北市。本市持

續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成立相關顧問及輔導團隊，並加強法令宣

導，提供民眾便捷諮詢管道，即時解決問題，以加速案件推動，進而達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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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居住環境及減災預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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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共建設及道路橋梁巡檢 

台中市共有 2,296 座車行及人行橋梁，依據交通部「公路橋梁檢測及補

強規範」及內政部「人行天橋檢測與維修及補強規範」規定，橋梁除需每 2

年至少進行 1 次橋梁定期檢測作業外，亦需天然災害及重大事故及發生後，

實施特別檢測，經定期或特別檢測後，若發現有劣化損壞狀況時，需依據檢

測評估結果，分析構件劣化損壞型態、原因與程度，再依各構件劣化嚴重程

度選擇適合各構件現況的維修方法，防止橋梁繼續劣化以滿足使用功能。因

此為有效維護、管理各式橋梁，除進行例行性巡查，也委託專業技術廠商辦

理橋梁安全檢測，建立歷年檢測資料庫並加以研析，以充分掌握轄管的道路

橋梁狀況及變化，同時每年也編列維護經費，依計畫期程如期、如質完成橋

梁的維修補強作業，每年中市橋梁檢測及維護兩項作業獲交通部高度肯定，

連續 4年獲頒「金路獎」肯定。 

一、 橋梁定期檢測及維護概況 

(一) 112年度執行情形 

1、 定期(含加強)檢測座數：1,505 座。 

2、 依檢測結果辦理橋梁維修、維護座數：188 座。 

(二) 113年度執行預計目標值 

1、 預計辦理檢測座數：1,272座(包含車行及人行橋梁定期檢測、橋梁

耐震詳評、特殊性橋梁詳細檢測等)。 

2、 依檢測結果預計辦理橋梁維修、維護座數：150 座。 

(三) 定期檢測項目 

1、 車行橋梁檢測項目：對橋梁所有構件實施檢測，包括上部結構、下

部結構、橋面系統、相關附屬設施；跨河橋梁則包含河道及橋台、

橋墩、橋基保護設施。 

2、 人行橋梁檢測項目：對人行天橋(含階梯)所有構件實施檢測，包括

上部結構、下部結構、橋面系統、相關附屬設施；跨河人行天橋則

另包含河道、引道路堤保護措施及橋基保護設施。前述檢測包括階

梯相關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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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內檢測作業 

   
高空檢測作業 

  
橋下目視檢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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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墩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修復 

   
橋面板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修復 

   
鋼拱橋外露面清洗 

 

二、 震後橋梁特別檢測機制 

地震發生後，即就本市特殊性橋梁、長跨度橋梁、山區道路橋梁等進行

特別巡查，以儘速掌握道路橋梁之主要受害狀況及防止二次災害；若地震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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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達到 5 強以上，於特別巡查後接續進行橋梁特別檢測，並以目視方式判斷

橋梁結構損傷及是否影響行車安全，以快速掌握地震後橋梁安全狀況。 

(一) 第一階段：震後特別巡查 

1、巡查目的：於地震發生後儘速掌握橋梁之主要受害狀況及防止二次

災害。 

2、巡查項目：包含防落設施、橋面板、伸縮縫、護欄、緣石及人行道

等構件。 

(二) 第二階段:特別巡查後之特別檢測 

1、檢測目的：掌握全盤性受災狀況。 

2、檢測項目：包含橋墩、基礎、橋台、支承及上部結構之主要構件。 

(三) 透過交通部「車行橋梁管理資訊系統」預警功能，於地震發生後儘速

清查震區內受影響橋梁。 

 

三、 花蓮地震採取之橋梁檢測作為 

113年 4月 3日花蓮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7.2地震，本市測得最大震度為 4

級，秉於「超前部署，隨時防災」積極作為，立即採取以下措施因應： 

(一) 震後橋梁檢查標的 

1、特殊性橋梁(具鋼纜系統)：19座。 

2、長跨度(橋長大於 100公尺)橋梁：104座。 

(二) 第一階段：橋梁巡查 

1、巡查項目：防落設施、橋面板、伸縮縫、護欄、緣石及人行道等構

件。 

2、作業期程：113年 4月 3日全數巡查完成。 

3、巡查數量：特殊性橋梁 19 座，長跨度橋梁 104座、山區道路橋梁 47

座，共計 170 座。 

4、巡查結果：巡查後並未發現橋梁結構有異常及損傷情形，道路橋梁

可維持正常通行。 

(三) 第二階段：橋梁檢測 

1、特別檢測項目包含橋墩、基礎、橋台、支承及上部結構之主要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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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期程：113 年 4月 8日至 113 年 4月 30日。 

3、截至 113 年 4月 10日止，已完成 9座特殊性橋梁及 12座長跨度橋

梁之特別檢測。 

4、檢測結果：已完成特別檢測之橋梁，其上部及下部結構並未發現有

因地震造成之損傷，道路橋梁可維持正常通行。 

 

 
特殊性橋梁(具鋼纜系統)位置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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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人員使用橋檢車進行下部結構檢查 

 

 

使用UAV協助進行下部結構現況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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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人員進行伸縮縫間隙量測 

 

四、 結語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發生頻繁，終年受到地震災害的威脅，

如 1999年 9月 21日集集大地震、2016年 2月 6日美濃大地震等。而在大地

震災害發生所造成的建築物倒塌、道路中斷及人員的傷亡，往往亟需人員救

援或物資、材料的運送，而橋梁更是跨越河川與道路的快速通道，是交通路

網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災害發生時重要的維生線。因此，建立良好的震後

檢測程序及相關作業方法更顯其重要性。當地震發生時，養護單位及人員即

可依程序及作業方法進行，有助於救災的進行及減少災害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