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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預算‧決算

我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舍耐震能力改善情形
臺灣位處全球地震活動最為激烈頻繁的環太平洋地震帶，為維護師生安全，中央政府自 98 年起以各

項財源協助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加速校舍耐震能力改善。本文謹就教育部辦理內容及預算編列情

形予以簡要說明，俾供各界參考。

李翊柔、李瑞瑜（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專員）

壹、前言

88 年臺灣發生芮氏規模

7.3 之 921 大地震，學校校舍

損害極為嚴重，依據教育部資

料，全國中小學損壞者共 656

校，其中 43 校校舍全毀，加計

公立高中職、大專院校以及私

立學校，全國受損學校數高達

786 校，占總校數 3,918 校之

20％。為提升校舍耐震能力，

教育部配合行政院 89 年核定

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

及補強方案」，並考量預算及

執行能量，依急迫性及致災風

險情形，逐年編列預算辦理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耐震

補強或拆除重建作業，預計至

111 年底，可完成校舍耐震能

力改善。本文謹就教育部協助

學校耐震能力改善內容及預算

編列情形予以簡要說明。

貳、校舍耐震能力提

升措施

88 年 921 大地震造成許多

建築物嚴重損壞，行政院 89 年

6 月 16 日核定「建築物實施耐

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督

促各機關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

評估及補強工作，考量 86 年 5

月 1 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發布

施行，在建築結構細節上有更

嚴格之要求，爰該方案列管 86

年 5 月 1 日以前設計建造之中

央及地方公有建築，所需經費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各級

政府逐年編列預算支應。

為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

育，臺灣國中小校舍大多於 60

至 80 年代，採統一標準圖大量

建造，校舍普遍具有相同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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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性問題，例如為增加學童活

動空間，採懸臂式走廊、為採

光與通風需求而大量開窗，上

開設計容易形成結構系統之弱

點。因此，教育部於 98 年間針

對 88 年以前興建之校舍，進行

耐震能力提升之規劃。

為辦理校舍耐震能力提升

作業，教育部建立一套標準模

式（附圖），將耐震能力評估、

補強及拆除重建作業分成四個

階段，程序包括：

一、現地普查部分，係由學校

填寫校舍棟數、樓層、年

代等基本資料，倘校舍為

88 年以前興建之校舍且供

教學使用，則進入初步評

估。

二、初步評估部分，係由土木

技師、結構技師或建築師

至學校調查柱與牆之數

量、尺寸等，就建築物基

本耐震性能與其結構現

況，得出耐震指標 Is 值，

Is 值未達 80 分之校舍優

先進入詳細評估。

三、詳細評估部分，係由專

業人員分析後得出校舍

耐震容量除以耐震需求

之 比 值（CDR，Capacity 

t o  D e m a n d  R a t i o），

CDR ≧ 1 表示耐震能力無

虞，後續以定期檢查方式

維護，CDR ＜ 1 則表示耐

震能力不足（其中 CDR

＜ 0.5 為 高 震 損 風 險 校

舍），須進入補強或拆除

重建評估。

四、補強設計、施工或拆除重

附圖　校舍耐震能力提升作業模式

資料來源：校舍耐震資訊網及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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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部分，拆除重建之工期

約 2年，採耐震補強辦理，

工期為 2 個月，因地震具

高度不確定性及瞬發性，

耐震補強相較更能爭取時

效，快速提升耐震能力；

至所需經費，拆除重建每

平方公尺大於 22,000 元，

耐震補強 3,262 元，係拆

除重建經費之六分之一，

爰在確保校園安全與兼顧

執行效率及經濟效益，優

先以補強方式辦理，若補

強不具經濟效益，才進行

拆除重建。

參、近年校舍耐震補

強計畫

一、98 至 100 年 加 速 高

中職及國中小老舊校

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

建計畫

98 年全球面臨金融風暴，

政府為振興國內經濟而提出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

預算」，其中為提升校舍耐震

能力，行政院 98 年核定以特別

預算加速辦理，包括：

（一）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

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

畫，期程 98 至 100 年，

總經費 201 億元。因以

前年度老舊校舍整建，

係以拆除重建逾齡或有

明顯結構瑕疵之教室為

主，為進一步提升校園

安 全，98 至 100 年 度

除了以一般性補助款對

原列管之老舊校舍整建

外，並擴大對老舊但無

立即危險之建築進行檢

測及改善，另考量部分

學校建物雖然建齡較

輕，但因早期耐震法規

規範，耐震能力相對不

足，為確保安全，爰全

面且系統性的推動 88

年以前興建之國中小耐

震能力初評、詳評及補

強或重建作業。

（二）加速高中職老舊校舍及

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

畫，期程 98 至 100 年，

總經費 172 億元。以前

年度教育部陸續編列經

費辦理國立高中職校舍

之拆除重建，因數量龐

大，仍有部分老舊建築

未獲得改善，另由於 97

年底，業就 86 年以前

興建之校舍完成初評，

爰本計畫主要係辦理後

續之詳評、補強及拆除

重建作業，屆期後國立

高中職校舍耐震能力提

升大致完成。

二、101 至 105 年度國中

小校舍耐震能力評

估、補強及設施設備

改善計畫

歷經 98 至 100 年補助辦

理初評及詳評結果，教育部推

估全國國中小仍有 6,100 餘棟

校舍須持續改善，行政院 100

年核定「101 年度國中小校舍

耐震能力評估、補強及設施設

備改善計畫」，總經費 20 億

元，101 年核定「102 至 105 年

度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評估、

補強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

總經費 80 億元，規劃就詳評結

果耐震能力指標分數較低（即

安全疑慮較高，CDR ＜ 0.5）

之校舍優先進行補強改善，至

已逾建齡之老舊校舍拆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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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則係比照過去做法，由一

般性補助款辦理。

三、106 至 108 年度公立

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

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

105 年 2 月 6 日高雄美濃

地震後，校舍耐震能力再度引

發關注，經統計顯示，已補強

竣工之校舍，皆無因本次地震

而有結構性損壞，顯示校舍經

補強後，不致因地震受到嚴重

損壞或倒塌，爰行政院 105 年

核定本計畫，總經費 180 億元

（實際編列 175 億元）。又經

過上開各階段持續推動，國中

小校舍詳評已全數辦理完竣，

耐震能力不足之目標校舍明

確，本計畫爰以尚有安全疑慮

（0.5 ≦ CDR ＜ 1）之校舍辦

理補強，至拆除重建部分，原

則以一般性補助款優先支應，

惟考量部分財力等級不佳之地

方政府，因財源不足且待拆除

重建校舍數量眾多，於一般性

補助款辦理外，再輔以本計畫

辦理拆除重建。

四、109 至 111 年度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

舍耐震能力改善計畫

依 內 政 部 100 年 1 月 19

日公布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

範及解說」，各級學校校舍應

屬第三類建築物，其 Is 值應大

於 100，基於預算及執行能量

之有限性，校舍耐震能力改善

係採分年分期辦理，爰 108 年

以前，以初評 Is 值 80 以下之

校舍為第一優先辦理對象，經

政府多年經費投入後，並已提

升至應有耐震能力水準（CDR

＞ 1）。為完成校舍耐震能力

改善最後一塊拼圖，108 年行

政院核定本計畫，總經費 66 億

元（截至 110 年度編列 42 億

元），主要係辦理 Is 值介於 80

至 100 校舍之耐震補強，至拆

除重建部分，則係支應前期未

完成之 15 棟老舊校舍工程，其

餘拆除重建經費亦比照過去由

一般性補助款支應。

肆、校舍耐震能力改

善之預算編列及

成果

88 年 921 大地震後，教育

部配合「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

評估及補強方案」，逐年編列

預算辦理校舍耐震能力提升作

業，由於校舍數量龐大，為加

速辦理，行政院自 98 年以年度

預算、特別預算支應各項改善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耐

震能力計畫，連同原辦理耐震

改善之年度預算、一般性補助

款，98 至 110 年度計編列 1,130

億元（下頁附表）。經政府多

年努力，投入相關經費，持續

強化校舍耐震能力，已有相當

成效。

依據校舍耐震資訊網顯

示，截至 110 年 2 月 26 日，全

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共計

27,227 棟，扣除非屬教學使用

之 4,752 棟、供教學使用且為

88 年以後興建之 4,696 棟後，

須辦理耐震評估者計 17,779

棟，其中：

一、初評結果為 Is ≧ 100，無

須辦理詳評，而解除列管

者 5,177 棟。

二、初評結果為 Is ＜ 80，須優

先辦理詳評者 10,326 棟，

其中 10,303 棟業辦理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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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達成率 99.78％，尚

未完成詳評者，係因耐震

法規變更等原因新增須辦

理詳評所致。經詳評判定

須補強者計 6,693 棟，其

中 6,630 棟業已竣工，達

成率 99.06％；經詳評判

定須拆除者計 2,036 棟，

其中 1,842 棟業已竣工，

達成率 90.47％。

三、 初 評 結 果 為 80 ≦ Is ＜

100，次優先辦理詳評者

2,276 棟， 預 計「109 至

111 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校舍耐震能力改善

計畫」屆期後，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校舍均可達應有

耐震能力水準（CDR ＞

1）。

伍、結語

為提供師生安全無虞之校

園環境，中央政府持續挹注經

費，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舍耐震能力改善作業，預

計 111 年底，全部校舍可達應

有耐震能力水準（CDR ＞ 1），

完成耐震能力改善最後一塊拼

圖。茲以國中小校舍之興整建

係屬地方自治事項，後續校舍

將因時間推移而老舊，仍應由

各地方政府賡續辦理耐震能力

評估與改善作業，並回歸由一

般性補助款或地方政府自籌經

費辦理，以永續維護耐震安全。

又在少子女化趨勢下，並應考

量學生人數變化情形，評估校

舍使用需求後審慎規劃，以避

免未來低度使用造成資源之閒

置及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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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預算

辦理內容 改善成果
財源 合計

98 至

100

年度預算 17 億元

特別預算 373 億元

一般性補助款 105 億元

495 億元

主要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老舊

校舍及 88 年以前建齡較輕，但耐震能力

相對不足之校舍耐震能力改善。

國立高中職校舍耐震能力提升

大致完成。

101 至

105
年度預算 100 億元

一般性補助款 174 億元
274 億元

主要辦理公立國中小 Is ＜ 80 且 CDR
＜ 0.5 之校舍做耐震能力改善。

國中小校舍詳評全數辦理完

竣。

106 至

108
年度預算 175 億元

一般性補助款 87 億元
262 億元

主 要 辦 理 公 立 國 中 小 Is ＜ 80 且

0.5 ≦ CDR ＜ 1 之校舍耐震能力改善。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Is 值

80 以下者，校舍均提升至應有

耐震能力（CDR ＞ 1）。

109 至

110
年度預算 42 億元

一般性補助款 57 億元
99 億元

主要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80≤Is
＜ 100 之校舍耐震能力改善。

111 年屆期後，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校舍均具應有耐震

能力（CDR ＞ 1），完成耐震

能力改善最後一塊拼圖。

合計

年度預算 334 億元

特別預算 373 億元

一般性補助款 423 億元

1,130 億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附表　98 至 110 年度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耐震能力改善
預算編列、辦理內容及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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