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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內建築工程向來以鋼筋混凝土結構為主，近年來受缺工、少子化、缺少專業

工人..等問題，導致勞動力嚴重不足，使得工期越拖越長。然而傳統建築施工工

法是在工地現場組立模版、現場綁紮鋼筋、配置水電管路，並於現場澆置混凝土，

傳統生產方式導致專業勞工需求數量龐大、材料、機具需聚集工地，不易發揮效

率，生產品質不易控制，且工地環境惡劣也易衍伸工安問題。因此如何利用現代

工業化廠房來改良傳統建築營建流程，將勞力密集轉為技術密集，使其預鑄化、

機械化、系統化、自動化是目前國內營建業應該推動的目標。 

早期國內營建工程預鑄工法尚未成熟，經濟規模尚未達到，因此成本較傳統高，

導致推廣此工法並不容易。近年來房地產業越來越熱絡，成交價格屢創新高，營

建工程普遍卻面臨缺工現象，因此傳統建築工法再次面臨是否轉型的課題？而採

用高品質、高效率之預鑄工法理念再次受到政府重視。政府亦積極研擬國內預鑄

工法推動策略以及獎勵機制，以利國內未來預鑄技術之發展，升級營建產業的技

術水準之用。 

預鑄工法 

  建築工程應用預鑄工法是指將原本要在工地製作的鋼筋混凝土工序，大量的轉

換為工廠中生產構件的工法。而在工廠生產的方式優點在於可提前預製、工地現

場使用人工少、節省模版使用、廢棄物大幅降低、生產品質可獲保證、最大限度

的節約資源、減少對環境的負面施工活動，工地整潔安全、大量減少工地垃圾、

粉塵、噪音，且預鑄工法建造速度快可有效的縮短工期。依台灣預鑄龍頭-潤泰

精密分享的資料表示，至少可減少 50％勞動力、工期至少縮短 50％、且工廠生

產的預鑄構件品質優良容易控管可改善場鑄品質不穩的問題。 

國內預鑄工法技術延革 

國內建築預鑄發展，由中藤營造於民國 60年在鶯歌設立預鑄場，隨即在台北

民生社區建造台灣第一批版式預鑄住宅—即全版式預鑄工法，即 RC結構系統全

部採用預鑄版組合而成，無樑柱系統。外牆、內牆、樓梯等皆採用預鑄構件，後

因國宅採用時工藝技術不足產生諸多缺陷導致漏水，使得市場信心不足而中斷。

後來榮工處於民國 68年採用預鑄帷幕牆建築，現今預鑄帷幕外牆以成高樓建築



非常普遍的預鑄工法。 

民國 76年發展 --樑柱式積層工法，即柱、樑、版，採半預鑄型式予以安裝，配

合部分現場澆置完成後，再進行次一層工序（如圖一所示）。民國 84年發展 RC

構架預鑄工法，指構架全為預鑄或半預鑄，外牆為帷幕牆，等架構完成後再安裝

外牆。 

 

圖一、樑柱式積層工法（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出版『預鑄建築工

程實務』） 

 



 

新式預鑄工法 

  由遠揚營造及亞利預鑄所引進日本最新式『雙蓮根樑預鑄工法』構築，採樑柱

接頭預鑄方式施工，有別於傳統樑柱接頭採場鑄方式。如圖所示 

 

圖二、新式雙蓮根樑預鑄工法。（資料來源：土木水利 第四十七卷 第六期） 

 

 

日本預鑄工法 

  預鑄工法在日本發展已逾 60年，從早期因應大量生產所使用的壁式預鑄工法

到現在少量多樣化需求的複合化工法，已使預鑄工法成為相當成熟的工法，不僅

能確保品質、縮短工期，工程成本甚至較傳統工法為低，且富適應性。如日本住

宅都市整備公團與預鑄建築協會共同開發，應用於高層住宅工業化的

WR-PC(Wall-Rahmen Frame PC ,高層壁式構架式預鑄鋼筋混凝土)工法（如圖二 

WR-PC 工法架構），由工廠預先生產壁柱、樑、承重牆等大型預鑄構件，再至工

地現場進行組裝與澆置混凝土，完成接合。且日本成立預鑄建築協會，對於執行

預鑄工法的施工管理者、構件製造管理者、現場組裝管理者皆有認證制度，且隨

日本『建築標準法』和『促進住宅品質保障法』實施，為確保建築物等結構安全

性、生產和施工有關的品質進行完整的審查。 



 

圖三、WR-PC工法架構（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出版『預鑄建築工

程實務』） 

 

預鑄技術推動面臨的問題與因應之道 

  目前國內預鑄技術應用於建築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如政府尚無相關政策及作為、

缺乏相關誘因及獎勵措施、缺乏預鑄設計規劃施工等人才、預鑄費用不明無法編

列、施作廠商未普及、預鑄廠需備有龐大空間設置、預鑄施工費用高、缺法預鑄

設計規範與標準圖說….等問題，在國內營建產業面臨嚴重的缺工潮情況下，未來

將嚴重阻礙國內房地產經濟發展，使得政府必須積極的擬定預鑄工法推動策略，

如將預鑄建築工程制定相關獎勵措施給予容積獎勵、稅賦獎勵、補助，成立預鑄

協/學會建構人才培育機制、公共工程帶頭採用預鑄工法、與各建築經營協會與

建築產投公會舉辦講習與參訪與經驗分享、建立預鑄設計規範、推動預鑄標章。

新的時代會有新時代要面對的問題，唯有讓產官學一起投入，才能讓建築產業脫

胎換骨轉型成創新世代產業，以新工法迎接下個世代所要解決的挑戰與問題。 

 

 

資料來源：110年度建築資訊整合應用躍升計畫、國內建築工程推廣應用預鑄技

術及獎勵機制研究簡報、土木水利 第四十七卷 第六期、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

院出版『預鑄建築工程實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