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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執業權益課程

如何維護建築師自己的執業權益

一、建築師執業權益辨思之論述

二、＂台北市建築師服務契約書（參考版）“
-使用說明及解決履約爭議

三、＂台北市建築師之執業情報有問有答“
-啓示及應變對策

蘇毓德博士建築師
建築師公會 理事

建築師公會法益委員會主委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及室內設計系副教授(退休)

一、建築師執業權益辨思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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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的法益”指的是
“依法行政”下

維護建築師的”執業權益”

建築人的初心

1、學會做什麼？

2、能夠做什麼？

3、可以做什麼？

4、應該做什麼？

台灣建築師的驕傲

“台灣建築師”並不是從”魯班”傳承下來的，魯班作為那個時代的建
築匠師，全權負責＂鳩工庀材＂，相當於現今的”統包廠商”，劃場與
圖面繪製，並在工地擔任＂執篙大司阜＂，負責營建過程中所有的事
物，包括營建施工。

台灣的建築教育多是遵循早期歐美日的建築職業規則，台灣建築教
育主要學習的對象，包括早期法國的布雜學院、包浩斯學院、現代建
築四大師等，尤其推崇＂草原建築師－法蘭克．萊特＂的師徒制，學
習成為一個全面為建築服務的職人。

從規劃做到設計、並負責監造、懂得營造學，但不是執行施工。
“台灣建築師”是目前全世界上唯一的”全面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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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的核心

工
作

酬金 權
責

[一] 、議題一：
”監工與監造”責任釐清，
施工階段”營造廠監督管理責任”與
”監造責任”之範圍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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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監工人＂及＂建築成規＂用語，應可不必再討論：

1.1 .民國24年訂定”刑法”時，”建築法”（民國27年訂定）尚未
頒佈，因此，

民國24年訂定193條，規定建築工程施工行為人之權責時，沿
用當時民間所稱之＂監工人＂一詞。

民國27年，”建築法”頒布時，亦無”監造”之用語，

直至民國60年修法，才有建築物＂監造人、監造＂一詞，顯然
與”監工人”有異。

1. ＂監工人＂及＂建築成規＂用語，應可不必再討論：

•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民國89年9月18日八九營署建管字第35019
號函，說明（二）、至”監工”乙詞，目前建築法及營造業相關法
規尚無該項名稱，建築法及建築師法僅規定監造人之職責之辦
理監造業務應遵守之事項，”並未有監工之相關規定。

• 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96年9月20日工程管字第
09600382082號函，主旨：”有關”監工人員”之解釋，自即日起停
止使用” 。

• 既然，政府已明說目前相關建築法規均無”監工”一詞用語及相關
規定，建築師就不必再討論”監工”等等，更不必硬指誰是”監
工” ，徒增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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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示並未有”監工”之相關規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停止使用”監工人員”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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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監工人＂及＂建築成規＂用語，應可不必再討論：

•1.2.公會建議：

中央建築主管機關，應正式通函各單位宣明：

1.現行建築相關法規，己訂有＂監造人及其監造工作＂之
相關規定，並無刑法第193條之＂監工人＂工作之相關規定。

2.目前建築主管機關對於涉及建築相關行為之管理，均應依
據建築相關法令規定，確實執行＂依法行政＂辦理，不應以
＂建築成規＂自行解讀或擴權解釋。

2.施工階段之”營造廠監督管理責任”與
”監造責任”之範圍與差異
”監造責任”之範圍及依據內容：

•2.1. 應釐清”按圖施工” 係依不同法規，各分別為

建築法第 60 條＂核准之工程圖樣＂及

營造業法第32及35條＂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 。

監造人之監造依建築法第 60 條，應監督承造人”按核淮工程圖樣” 負責施
工。

𠄘造人之”工地主任”及”專任工程人員”則應依據營造業法第32及35條，
依”施工計劃書”及”按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負責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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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工階段”營造廠監督管理責” 與
”監造責任” 之關係：

”施工階段的流程”應該是：

1.依照定作人及其設計、監造人提供之”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施工。

2.營造業製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工計畫書”，負責
施工。。

3.專任工程人員負責查核＂施工計劃＂（包括”工地現場施工
製造圖”）。

4.工地主任應執行”施工計劃書及按圖施工”（要求現場施工
人員按＂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確實施工）。

5.專任工程人員應督察工地現場，負責按圖施工、技術指導
及施工安全責任”。

2.2. 施工階段之”營造廠監督管理責任”與
”監造責任” 之關係：

6.經施工人員施作完成後，工地主任至現場按圖檢查，專
任工程人員負責查核，確認按圖施工無誤，並於” 現場施
工檢查確認書表(未來訂定)”內簽章確認。

7.營造業將”現場施工檢查確認書表(未來訂定)”，交由”監
造人員建築師”查核，參照建築師法第十八條 ”查核建築
材料之規格及品質報告之結果＂之方式，對營造業所提
供 ”現場施工檢查確認表(未來訂定)”單內，應標示全數施
工 項目，均經”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確認己按圖施
工無誤” ，是否如實簽認。

8.此即完成監造之作業（如同”建築師法第十八條”建築師查
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均以”書面報告”為之，但仍有
抽查之權利，及配合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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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法第十八條

2.3.公會建議：

•中央建築主管機關，儘速明訂

1.”監造之範圍項目內容” ，
2.應訂定”詳細檢查之範本” 及
3. ”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
4.”施工計畫書”之”詳細內容”及”查核標準” ，
5. 訂定”施工製造圖繪圖規範”。
2.3.1.𠄘造人及監造人各有各的權責關係，依“B 14-2建築工
程必須勘驗部分申報表“註１之說明，應訂定”詳細檢查之範
本”，供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執行參考，增加監造人
查核及監督項目、營造業及專任工程人員等之檢查項目之內
容。（可參考附件：”台北市政府勘驗檢查報告表” 訂定”詳
細檢查之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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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申報表 B14-2

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申報表 B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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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人現地勘驗檢查報告表

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施工勘驗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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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會建議：

• 2.3.2.依據建築相關法令規定及實務面，對建築物

＂監造人＂應辦理＂監造工作之範圍、項目、內容＂，

應予以”量化及表格化”，以利各行為人正確遵守及執行，及建
築主管機關依法管理，可以杜絕建築主管機關便宜行事，

無必要再要求＂監造建築師＂出具各種非法令所規定之額外”切
結書及說明書”，

且無必要再規定監造人與𠄘造人共用表格”共同簽章” ，即可解
決今日之權責混淆及卸責的不合理及不實際的書件。

2.3.公會建議：

• 2.3.3.主管機關能儘速訂定明確

”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
及”施工計畫書”之”詳細內容”及”查核標準” ，
訂定”施工製造圖繪圖規範”。
提出計劃說明其施工順序、時間、工法，並確定施工材料之

規格、尺寸、數量，及繪製出各部位置介面之詳細大樣
圖。

(如鋼筋：於定尺撿料時之號數、根數、長短尺寸、不同續
接方式及位置，

又如模板：不同位置應採用不同之層數及所使用支撐規格之
方式及間距尺寸等，足以讓施工人員可以按圖確實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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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會建議：

• 2.3.4.中央建築主管機關應本於職權，確實要求建築管理中之.
”各專業行為人”，落實”依法執行應辦理之各工作及責任”，
以避免各相關專業人員互相推諉，而造成社會民眾觀感混淆、
政府公信力淪喪、建築專業被輕忽，影響社會安全及秩序。

[二] 、議題二：
有關”公共工程”部分，
”監造單位責任”為何？
”施工單位如何負起完全施工責

任”？
”監造單位審查及督導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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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題二：有關”公共工程”部分，
”監造單位責任”為何？
”施工單位如何負起完全施工責任”？
”監造單位審查及督導之責”？

•建議監察院應協助及督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內政部
國土管理署” 等機關應共同釐清：

1.公共工程與私人建築工程”二者應分開論述”，所有建築工
程均應依建築相關法規執行，即”公法”所規定之管理。建築
施工之監造工作涉及建築相關＂公法＂之規定及雙方同意之
＂私約＂項目等，二者可以有不同內容及項目，即便訂於契
約內之工作內容及項目，仍應”依法行政”，主辦機關不應將
不同專業及職能任意轉嫁，造成權責不分。

• 1.1.公法項目：

• ＂公法＂為依據所有建築相關法令規定，列明應辦工作事項。

• 公共工程與私人建築工程二者均應依據現行之建築相關法規辦理：

• 1.1.1.”監造人”之監造應監督承造人”按核淮工程圖樣”負責施工。

1.1.2.𠄘造人之”工地主任”及”專任工程人員”則應依據”施工計劃書”
及”按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負責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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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私約項目：

•公共工程之建築物起造人[主辦機關] 及監造人雙方共同協議之
契約內容，屬於二者之”私約”行為，於公共工程之建築物規劃
設計監造委託契約書內，應載明各專業人員應辦理工作之範
圍、項目、內容。

•另因公共工程之設計人及監造人收取服務酬金費率及造價計算
方式，與私人建築工程明顯不同，若主辦單位另有需要委託建
築師服務之工作，應逐一列明雙方約定同意之工作事項，並應
給付合理之服務酬金，是為”私約”，應符合採購法之公平、公
正、合理之精神。只要不違反建築相關法規，如另訂”三級品管
作業等規定”，雙方同意增加辦理之服務項目，且必須給付相對
合理之酬金，應無不可。

2.公會建議：

• 建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等機關
應共同釐清，並明確依法：

• 釐清監造人及𠄘造人之不同權責，分別訂定”監造人之查核
項目表”、”營造業及專任工程人員等之檢查項目表”，

• 各自列明其中詳細項目、內容、如何確認及簽証，可參考”
台北市政府勘驗檢查報告表”制訂做為範本”，供地方建築主
管機關參照規定執行，避免各自解讀，造成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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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北市建築師服務契約書“（參考
版）

•-使用說明及解決履約爭議

建築規劃設計監造委任契約書

112年(民間版)參考範本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法益委員會建議修正參考範本草案]
11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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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操作指引：

一、甲乙雙方簽約前，應互相溝通，建築師應確認甲方委任建築
師的工作服務項目範圍及另行約定乙方額外服務項目範圍。

二、於本契約參考版本各條文內勾選適當之服務項目，並依照服
務酬金參考附表，再與甲方確認後，於本契約內將未勾選者直接
刪除，做成 正式之正本及副本。

三、＂台北市建築師之執業情報有問有答“
-啓示及應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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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建築師
之執業情報
有問有答
第一册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法益委員會 109 集體編撰

源起及目的：

本會法益委員會有鑑於會員，經常遭受各界不平等及不合理之對
待，甚至受害於惡意之陷阱中，其多因不了解自身的處境常，及對
外在因素及資訊不明瞭下，相關法令的規定等等，受到差別待遇、
遭受矇騙、受到屈辱、造成權益及金錢之損失，即便事後彌補或平
反，均與事無補，只有抱屈及徒增怨恨，更因相同之案件不斷出重
複出現，又因信息無法互通，以致相同的受害情形，重複出現，未
曾減少。

本委員會希望將建築師執業時之各種情境及困擾之事務，做成模擬
問題，並提出基於情、理、法及最合適之應對及解決之建議及對
策，供會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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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會員於執行建築師業務時，遭遇之各種可能狀況而有任何疑
難困惑時，可即時參考本委員會收集之各種案例，其中己將各種
情境狀況，列出說明，並提出可行之對策。

本委員會編撰之對策內容，並非官方正式說法、且亦非一體適
用，應依當下不同之情況，而有所調整，但確實可供會員作為處
理業務之依據。

盼本對策能持續之流通後，亦可供法界裁奪不合理及不公平案
情之參考，必能有助建築師執業環境的改善及得到各界對建築師
執行業務的公平合理的對待。

解析及內容：

本委員會廣泛收集建築師執業時所遇之各種處境，彙整成各種分類之情境案例，依據案例之情
形，分析問題及處境，藉由本委員會過去之經驗及參考相關法規，提出較適當之對策，供會員
參案。
依照建築師執業之流程，針對＂五大階段＂之情境，提出＂有問有答＂之參考建議：
1、第一階段：接案前期之狀況
2、第二階段：訂定正式服務契約書之內容
3、第三階段：規劃設計之作業
4、第四階段：施工監造之工作
5、第五階段：竣工驗收之項目
6、履約爭議之處理
7、事務所經營及管理
8、其他

僅供參考
本台北市建築師之執業情報有問有答第一册，所提供之各類情境案例，係由本委員會重新模擬
編撰，僅供會員參考，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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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委任契約書範本(草案) 臺北市建築師執業情報有問有答

第17屆法益委員會

• 主委：蘇毓德

• 副主委：李魁相

• 法益委員：尤彥斌、呂恭安、吳建忠、周 南、邱永
章、郭自強、陳曉晴、陳文錦、張世恭、張志成、莫國
箴、黃偉倫、楊水池、潘天壹、魏漢陽、嚴寬隆。

• 情商顧問：李仁豪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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