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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正視基礎建設發展趨勢 

          廖宗盛/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常務理事

  前言：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基礎建設發

展趨勢也在變。面對不斷在變的基

礎建設市場，從事基礎建設之業者

必須有所準備，才能接受嚴酷的挑

戰。 

  根據一項國際調查，全球基礎建

設行業在前(2012)年度過了極具

挑戰的一年。其所以如此，主要原

因是經濟穩定性若有似無，經濟活

力有所減弱，同時，融資市場持續

緊縮；但也有一些國家如蒙古、莫

桑比克、土耳其和越南，都有新計

畫進行大規模基礎建設投資，為願

意在新興市場中經營的投資者創

造重大機遇。 

  展望未來，有些市場的前景將會

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因經濟情勢

仍然不夠樂觀、融資市場依舊不穩

及基礎建設之需求逐步增加，各國

政府將面臨沉重壓力。作為地球村

一員的台灣，自然不能例外。 

  基於基礎建設為國家發展不可

或缺的項目，在嚴峻的客觀情勢下，

基礎建設發展趨勢的演變，我們必

須以嚴肅態度面對。 

  綜合專家的研究，基礎建設發展

趨勢主要有如下數端: 

 

一、 聚焦城市建設: 

根據統計，城市居住人口佔全球

人口半數以上，城市建設與國家經

濟發展息息相關。過去 10 年，全

球見證了城市的崛起，也見證城市

基礎建設在本質上等於推動其他

地區以至於國家的發展，因此，關

注城市發展，以推動和支持經濟成

長，已成為許多國家的重大政策方

向，中國大陸正在推動「城鎮化」，

李克強總理宣布未來將投資人民

幣數兆元，興建城市基礎建設；紐

西蘭首都奧克蘭也將進行一項紐

幣 100 億元（約台幣 2 千多億元）

的交通建設，都是典型的例子。在

台灣，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

台中市和高雄市，均進行捷運化工

程，也印證聚焦城市建設的重要

性。 

二、 關注抗災能力: 

過去幾年，各國政府及人民均遭

受自然災害的侵襲，從而認知保護

基礎建設免於受到天然災害影響

的重要性。在台灣，由於地震、颱

風等天災頻繁，如何維護基礎建設

更形重要。 

  保護基礎建設免於受到災害威

脅，對於維持經濟及政治安定至為

重要，在興建伊始就應考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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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基礎建設在災害來臨時，不致受

到嚴重損失，以免影響其耐久使用；

一旦受災，如何快速搶修、恢復使

用，已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2001

年 9 月納莉颱風重創台北捷運，就

是最慘痛的教訓。 

  另外，基礎建設營運系統之網路

設施的抗災能力，同樣受到各國政

府的重視，如何防止其不被駭客侵

入，各國政府都在採取防範措施。 

三、 成本負擔轉嫁給使用者: 

基礎建設需費龐大，各國政府無

不感受資金壓力。為擺脫資金壓力，

許多國家已積極考慮如何將基礎

建設所需經費，轉嫁到使用者身上。

以促參(BOT，BTO 等)方式進行基

礎建設，即隱含有使用者付費之意

涵。 

  將基礎建設成本轉嫁給使用者，

在政治上必然會引起反彈，但如政

府能夠將款項支付去向，明白告訴

使用者花費購買的是什麼，只要透

明度不被懷疑，將可減少實施此項

制度之困難。 

四、 降低成本成為焦點: 

很多政府開始巨細靡遺地研究

基建成本，想方設法讓基建變得更

容易負擔，例如英國國家基礎建設

局因審批高鐵 2號項目的部份預

算，發現達歐洲基準的 2倍，隨即

展開「成本查核」，查核之後，認

為如果妥善解決一些問題，成本可

削減約 15%。 

  目前各國政府都非常關注成本，

預計未來幾年之內，成本受到關注

的國家有增無減。 

五、 技術更新步伐加快: 

技術創新對基礎建設效率及品

質之提升，至為顯著，例如土建工

程正在利用 BIM 的技術來改善設

計，以確保所做設計可以符合施工

要求，從而提高施工效率，越來越

多的基礎建設所有者及規劃師，開

始從事以更長期的角度思考將「技

術」與「資產」結合，以提高效率，

並讓未來使用者持續覺得資產可

用，例如利用雲端基建系統的「海

量數據」，來查找隱患、精簡營運

及調配預算開支。 

  不過，基建要跟上快速的社會變

化，仍然要面對不少的挑戰。不少

基建從規劃到營運需要花數年甚

至十幾年時間，這表示在興建當時

所採用之技術在營運前可能已被

淘汰，例如考慮水壩及污水處裡系

統的預期使用壽命，如果要納入未

來 30 至 100 年的技術更新，簡直

難如登天。另外，如何延長基礎建

設的使用壽命，與設計標準、施工

規範、建材使用及未來營運管理等

息息相關，必須多加考慮。 

六、 新型基礎建設模式出現: 

基礎建設如何才能在其壽命週

期內回收成本?怎樣調整投資模式，

分擔管理風險，以價格來反映興建

及營運成本?如何進行招標，以確

保各項資產價值的最大化?是政府

及規劃師重新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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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國家(包括台灣在內)已仔

細考慮如何改進傳統基礎建設模

式，以解決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的

衝突。 

  也有一些國家正在追求高效率

的營運，學習民營事業經營的效率，

做為轉變投資模式的催化劑。以

PPP(公私協作，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

式興建基礎建設，在許多國家已是

成熟的模式，例如政府正要推動擴

大公共建設，希望藉助壽險業資金

投入基礎建設，即是一項新的嘗

試。 

七、 充分利用現有資產: 

過去 20 年來，大家都把注意力

放在新的建案上，但基於新的基礎

建設需有龐大資金作為後盾，如何

將現有基礎建設保持最佳狀態，並

延長其原來設計的使用壽命，或附

加新技術與創新方法，以提升其長

期價值，促使眾多國家政府考慮以

販售資產交由民間經營方式，來充

裕基建的財源，例如英國的 1 號高

速路，展現了政府如何將所有權轉

讓給民營公司，同時又可以維持服

務水準和對使用者承諾的品質。 

  研究基礎建設發展趨勢的專家，

認為新的典範已經產生，在政府方

面如果能夠考慮「為什麼還需要擁

有這些基礎建設?」或許再配合法

律的研修，將可找到一條可以利用

現有基礎工程資產的新方向。 

八、 政府態度需更為積極: 

基礎建設交由民間投資，雖是政

府經常採用的策略，但並不是每一

項基礎建設都能吸引私人投資，因

此，為了滿足民眾對基建的需求，

政府不得不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主

動填補資金缺口，政府加強較高風

險項目的信用安排或向投資者提

供擔保，這種多邊融資的興起，在

發展中國家極為常見。 

  此外，許多國家也在進行法律的

修正，希望藉由法律規定，創造一

個更理想的投資環境。 

  教育民眾、讓民眾了解基礎建設

成本及其效益，對於獲得民眾支持

基礎建設，至為重要。這種教育方

式，許多國家政府已在執行中。 

九、 人才及技能爭奪升溫: 

基礎建設人才與技術可能是全

球解決基礎建設最大的問題，但這

些因素卻又最容易被忽略。無論是

熟練的基建規劃設計人才、有經驗

的建造商、幹練的基建融資管理人

或是核能工程師，在基建行業中，

都有不同程度的短缺，因此，世界

各地的基礎建設公司，都在擴大人

才庫，發展中國家已顯示出在人才

資源的優勢，中國大陸、印度、巴

西等國，正在向歐美成熟市場輸出

基礎建設人才。 

  當今基礎建設缺乏的不僅是技

能，還有領導能力，具有領導能力

者，必須兼顧監管機構、政客、投

資者及社會大眾監督下的多方利

益，同時能夠執行大型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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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分析基礎建設發展趨

勢看來，可以了解飽受政府財政窘

困、經濟成長低迷不振的台灣，今

後在基礎建設所受到的衝擊，將倍

蓰於往昔。如何因應未來基礎建設

發展趨勢，以利經濟成長，不僅是

政府與民眾關心的課題，相關工程

業者更應掌握時代脈動、時時刻刻

知所惕勵，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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