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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薪 傳  逆勢而進之地工老兵〜胡邵敏博士 
 

高秋振* 整理       

 

楔子 

胡邵敏博士是國內少數兼具學術理論與

實務經驗之資深大地工程專家，1997~2000
年擔任地工技術基金會的董事長，2000年迄

今轉任地工技術基金會榮譽董事，對地工各方

面的貢獻良多！曾編輯「樁基工程」 -地工技

術叢書之四，深獲好評，因此再接續編輯「山

岳隧道」 -叢書之七，而「樁基工程」並再增

訂一版 -叢書之九。胡博士並於工程刊物及工

程會議先後共發表了九十餘篇工程論文，榮獲

2009年大地工程講座主講人。  
除了地工專業領域外，胡博士自幼勤習太

極拳，目前身懷一甲子的神功，加上溫文儒雅

俠義的個性，宛若武俠世界中的一代宗師。  
本次薪傳訪談宛如武俠群英大會，由基金

會周董事長功台邀請胡博士本尊，另邀請地工

大師諸公：歐晉德博士、莊長賢教授、李光雄

董事長、謝旭昇博士、林銘郎執行長、歐章煜

教授等幾位陪同訪談胡博士。  
專訪安排在2020年6月18日 (星期四 )在基

金會會議室，李副執行長碧霞貼心備妥了各一

份鄰近馳名的冰點美食，為大家消減創紀錄的

六月酷熱體感，並在周董事長功台歡迎胡博士

與陪訪者的同時，胡博士以他幽默的口吻展開  

地工之老兵 土木業緣起 

逆勢而前進 實務大震撼 

知已先知彼 無中才生有 

南洋七年緣 懸念廿五載 

雨林歷險記 動不動之際 

爬山攻頂樂 未來硬發展 

長江後浪衝 產官學加油  
 
 
起手式推出地工十四回，並迎接大家準備的精

彩議題：  

第一回 地工之老兵 

話說從事這行業經歷，胡邵敏博士自稱為

地工之老兵，並笑盈盈回憶說：從事這個行業，

從1975年泰國亞洲理工學院 (AIT)畢業後回台

灣，在成功大學任教2年(之後轉為18年成功大

學、10年台灣大學兼任教學)、亞新工程顧問 13
年、三力技術工程顧問及磐固工程  30年(另兼

職堅固公司11年、聯合大地3年)，合計到今天

正職已經有45年了！所以產官學除了不當官

外，都在產業與教學領域中。欲知如何與土木

業結緣，且聽下回分解。 

 
照片一 胡博士在天山神祕大峽谷展演太極神功 

希望藉薪傳專訪對臺灣地工界長期貢獻前輩表達敬意，更可將有價值的工程技術和閱歷供後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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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土木業緣起 

胡博士出生於抗戰勝利前一年在大後方

貴州貴陽市；三歲時才由父母親帶回祖籍廣東

開平 (胡博士因此曾戲稱是抗戰老兵，在抗戰

時期盡吃奶之力 )。不久，大陸淪陷，家中成

員半數先逃離家鄉。他在六歲時始由一位同鄉

大嬸帶到澳門依親交由祖母伯父扶養。旋又因

韓戰爆發，大批難民蜂擁入澳門，他只好又隨

同祖母一家遷徙至香港新界屏山鄉間一處果園

內暫時安頓。至八歲時才正式入學就讀於鄉間

一所小學三年級。該小學校舍很克難，是由該

鄉宗氏大祠堂改建而成 (照片三 )，歷代祖先牌

位與學生們同室上課。校舍雖簡陋，老師們卻

是頂呱呱，很多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燕京及中

山大學的飽學之仕，替原本輸在起跑線上的胡

博士，幾年間打下不錯的學業基礎；小學畢業

會考順利考進新界唯一的官立中文中學－元朗

中學，入學後獲清貧助學金六年免學雜費。就

讀中學期間胡博士仍獨自居住於果園內，上學

外一切農家工作，諸如挑水、燒飯、撿柴、養

雞等都得學會自我管理，對後來負笈台灣、泰

國獨自就學生活，減少了適應問題。該時期從

大陸落難抵港人口大增，原先果園之屋舍已不

足容納遷抵新客，後來者只好使用竹、木、草、

泥等建材搭建簡陋住屋，胡博士從那時起體會

到住屋的重要性，並且觀察搭建房子的基本常

識，對土木工程產生了興趣。  
胡博士的家鄉廣東開平縣是中國四大僑

鄉之一。所謂僑鄉是指大部份壯丁居民到國外

工作，留守在僑鄉的是婦孺、小孩及老人。自

清朝以來，僑鄉因有僑匯而無壯丁，經常成為

盜匪打搶覬覦的對象。很多華僑年老回鄉之

後，為了保護家園，乃將建屋下幾層建成碉堡

型式以防盜及洪患。居住在碉堡的上層則是按

僑居地的西洋式洋房。當年建造的幾千幢碉

樓，已被列為文化遺產，名為「開平碉樓」(點
閱Google開平碉樓有詳細介紹 )。由於有這種

非傳統造型的建物需求，造就了很多有特殊工

藝的土木營建師傅。全縣至今依然土木行業風  

 
照片二 薪傳訪談胡邵敏博士 

 
照片三 小學祠堂校舍～香港新界屏山 

盛。胡博士的家族長輩有兩位是土木工程師，

欲知他如何與土木再結淵源，請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逆勢而前進 

胡博士在中學快畢業時，遇見一位在台

灣成功大學畢業生，他建議胡博士到台灣去

升學。於是胡博士就設定了目標去成大唸土

木系或建築系。在香港參加台灣的大專聯考

後，終於考取了成大土木系。當完成僑委會

所有僑生回台入學手續證件時已是當年九月

底，而成大在九月初就開學了。由香港到台

灣，坐貨輪原本是三十六小時，但剛好那次

遇上颱風，該輪船在台灣海峽顛簸了七十二

小時才抵基隆。入境檢查又耗了大半天。上

岸後只好趕搭午夜的平快火車，隔天清早抵

台南。首次到台灣，他連一句國語也不懂，

幸好出發前成大學長有交待：「你到了台南

火車站，出站左邊有三輪車，只要跳上車喊

〝成大〞，車伕就會載你到成大門口。」於

是，在當天早上七點抵達成大學生宿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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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號叫醒一位韓姓老大哥。他得知來者是土

木系新生，就拿出課程表說：「你今天早上

八點有〝微積分〞的課，你最好先去上課，

下課後我帶你去辦入學註冊。」胡博士回憶

說：「教微積分的吳教授帶有濃濃的外省腔，

整堂課只聽到他說無〝窮〞大，但我尚聽不

懂〝窮〞是哪個字。因為香港用〝無限大〞

這名詞！」就這樣迷迷糊糊 (坐船坐火車的晚

上都沒睡覺 )的上完了土木系的第一堂課。入

學第一個星期五下午要考試了…成大當時工

學院各系大一共同科數學、物理、化學三科

輪流在星期五第八節集體考試，時稱黑色星

期五。我們這批遲入學的新生，自然被〝考〞

得陣腳大亂，考完之後，個個面無人色，默

默走回宿舍…只聽到成大隔壁光復兵營播放

著美黛小姐憂怨的「意難忘」…藍色的街燈，

明滅在街頭…我在流淚，沒人知道我…啊…

誰在唱呀…遠處輕輕傳來…。幾十年來，每

逢聽到這首歌，自然會憶起黑色星期五的苦

日子。幸而學校體恤我們這批輸在起跑線的

遲到學生，在寒暑假加開補習課，讓我們有

機會趕上課程進度。第一年在驚濤駭浪中渡

過後，慢慢就可以跟上了。大二暑期到公路

局材料試驗室實習，預習土壤試驗及材料試

驗；大三暑假到工兵學校受訓當戰鬥工兵，

熟習工兵架橋築路、爆破及施工機械教材外

軍訓並包涵工程管理CPM、PERT等課程，

對大三大四兩年學業成績大有幫助。在四年

沒有寒暑假不斷努力下，畢業成績追到前面

的四分之一。在畢業前從一位馬來西亞僑生

口中得悉泰國曼谷有一所國際性土木工程研

究 院 ( 亞 洲 理 工 學 院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AIT)。於是胡博士在成大畢業

後，立即辦妥向AIT申請文件，就回香港等候

面試。欲知後續發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實務大震撼 

話說回到香港還有半年的時間AIT才開

學，所以胡博士就先去一家公司上班。胡博士  

 
照片四 胡博士成功大學畢業照(1968) 

憶述：上班第一天，主管就問我成大用哪一

本鋼筋混凝土教科書，然後就交付我去計算

一幢三層樓房子的R.C.配筋。於是我就很小

心的按照教科書例題去計算配筋。當我交給

那位主管工程師時，他把我計算的配筋通通

圈畫起來，然後對我說：「請你回去再重算

一遍。」我只好再核算答案之後交給主管說：

「我的配筋應該沒有錯了！」那位主管立即

說：「我沒有說你計算錯！只是你的設計工

地不會做！一幢小房子，每一號鋼筋都有，

而且，你樓下柱筋是六根粗筋，樓上柱筋是

九根小筋，請問工地將來要怎麼接？」那一

次確實給了我一個大震撼，原來工程實務上

是不能全按教科書範例來作的！  
欲知進入AIT後遭遇，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知已先知彼 

胡博士在1969年8月赴泰就讀AIT土壤工

程碩士班，AIT當時提供全額獎學金 (Internal 
Scholarship)，包括一切學費、書籍、住宿費、

生活費及來回機票。條件是二十個月修畢學分

及完成論文。AIT對學生要求嚴格，學習、研

究、寫論文都要求嚴謹態度，當年同班入學25
名，經過三個學期淘汰了二分之一，至畢業只

剩下13名。  
1971年台灣的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準備

做中山高速公路，到AIT去選了4人，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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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之一。當他正準備回台時，AIT卻告知

準備要開設大地工程博士班，希望應屆畢業生

要捧場。在申請得博士班入學資格後，系因要

籌辦東南亞大地工程會議，同時AIT要搬遷去

新 校 區 ， 暫 時 獲 聘 為 研 究 助 理 (Research 
Associate)，亦可以修課。直到1973年AIT搬

入新校區後才開始做論文試驗。莫若楫博士為

指導教授，1975年完成博士論文及口試。  
在AIT學校，胡博士遇到一位工程實務經

驗豐富的英國教授，這位教授原任軍方工程

官，長期在非洲肯亞興建道路。有一次全系去

參觀榮工處一處道路工區，榮工同仁告知有一

段路基無法滾壓 (Spongy)問題，回AIT後在課

堂中與同學討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很多人認

為是膨脹土！要將膨脹土挖除再回填才可

以。老師反問為什麼只有這小段有膨脹土？討

論了很久，最後他才指出，這一段路旁邊有

山，致使山坡下水壓甚高，水壓力很高的路基

是無法滾壓的，只有用排水方法將水壓消除，

問題就解決了。  
後來他要胡博士去調查曼谷市區兩條平

行道路路況，一條完整無缺，另一條卻龜裂非

常嚴重。路面設計相同並且同期建造，為何路

況差異極大？胡博士在調查時，剛好附近有一

處工地，他向該處的工程師打聽附近的地理與

歷史，被告知原處為一條河道回填不實造成路

面龜裂。後來該教授提醒任何土木工程出現異

狀，一定有潛在的原因。該教授曾問胡博士以

後要從事什麼工作，並告知一至理名言：「想

做設計的人要先懂得營建；想作好營建的人要

先學會設計」。所以這讓胡博士牢記這名言，

要從事土木這行業，一定要設計與營建兩方面

都瞭解，工程才能作得好！  
胡博士憶述：我在泰國總共待了六年，這

六年所有讀書、生活費用都由學校提供，實在

非常幸運。1975年畢業時，成大土木系剛好

有客座教授缺，系主任左利時教授寄來了聘

書；於是，我直接拿聘書辦了回台證，連同六

年家當運回了台南。欲知回台後發展，且聽下

回分解。  

 
照片五 胡博士(左四)AIT畢業照 

 
照片六 胡博士從泰皇手中領取AIT博士畢業證書 

第六回 無中才生有 

在成大第一學期，開了二門課，並選擇了

台南的泥岩作為論文研究目標。當年研究生有

李德河、莊長賢、王訓濤、陳景文等人。同年，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在台北成立，初期有一些南

部的現場工作 (例如中油大林埔、核三 )，委由

胡博士就近協助。次年，北部工程案漸多時，

胡博士只好每周三天在台南教學，四天到台北

亞新公司出差上班。兩年客座教授合約期滿他

面臨繼續留在學校或投入亞新公司全職上班

的抉擇。留在成大可以做自己有興趣的研究，

任職顧問公司的話，則要依工程案不同性質強

迫自己去學習解決問題。考慮到自己工程經驗

欠缺，乃選擇離開教職投入工程界。但成大臨

時尚未有接替人，胡博士搬到台北後，繼續回

台南兼課兩年。  
歐晉德博士對這段歷史作了補充，他憶述：

「我第一次見到胡博士是1975年，因為亞新的一

個計畫案，莫先生請我到台南找胡博士，那時胡

博士伉儷兩人住在青年路一處果園內，房子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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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後來胡博士也到台北亞新公司幫忙做計

畫、寫報告。特別佩服胡博士有系統的整理資

料與書寫完美報告的能力。」莊長賢教授亦補

充說：「胡老師對碩士論文的書寫，要求也非

常嚴格！」胡博士認為無論論文或報告都是用

文字來表達，所以資料數據要真實，圖表要清

晰文字要精準，讀者才不會錯解報告內容。 
那時期是台灣十大建設的後期，大地工程

還不是很正統的土木行業，1975-1981年很多

大地工程問題在台灣是第一次遇到，正是從

「無」到「有」的階段，顯著的例子例如：  
a. 核三廠工地泥岩「取樣」，以開鑿井

方式在現場取樣並立即在田野中作強度試驗。 
b. 中鋼建廠地質調查，首期雷蒙樁施

作；氧氣工場基礎震動改善。  
c. 中山高汐止段大坍滑，首次使用岩錨

工法穩定坡面。  
d. 中山高基隆 -內湖段砂頁岩邊坡調查

及北濱公路落石處理建議。  
e. 興達電廠軟弱地盤土質改良及基樁沉

陷問題處理。  
f. 中油油槽地基處理。  
g. 基隆河廢河道抽砂回填並首次施打排

水帶改善工程。  
欲知1981年後發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南洋七年緣 

1979-1981年，歐晉德博士在主持亞新公

司新加坡分公司業務，與T.Y.LIN公司、榮工

處共同携手合作在東南亞建立據點。歐博士回

台後，胡博士被派駐新加坡工作。這期間，體

驗到東南亞各國從事土木工程的執業實務

(Engineering Practice)與國際營建商的實務

運作。針對各國土壤性質的不同，更有深刻的

印象。例如在新加坡軟弱海泥區進行深開挖，

斯時新加坡尚未引進連續壁工法，普遍採用鋼

板樁作擋土，支撐系統是用型鋼焊接，無法施

力預力，所以，開挖變形很大。大家很憂心鋼

板樁是否已達到降伏點 (Yielding)後來從台灣

引進型鋼系統支撐，並施加預力，才將開挖變

形量稍為減少。又如在檳城及東馬的泥炭土基

礎沉陷，都是在台灣未遇見的。又例如泰國曼

谷機場設計前軟土地質改良試驗，是由亞新

(新加坡、香港 )、泰國當地顧問及荷蘭顧問團

共同合作，體會荷蘭人做事嚴謹認真的精神。

當時在曼谷首次進行排水砂樁及真空抽水試

驗，荷蘭承商將全部器材、工具以貨櫃空運到

曼谷，立即展開現場工作。這個案子讓各國工

程師大開眼界，獲得很多寶貴經驗。在新加坡

當地，亞新公司與榮工處合作幾個統包工程，

包括快速公路、大樓地下室工程、新加坡地鐵

高架段。  
1987年，台北捷運展開，胡博士被派調

回台參與捷運計畫。家人考慮小孩子回台的教

育連貫性，頗為猶疑。緣因1981年家人隨胡

博士工作而移居新加坡時，大女兒剛滿四歲，

在家媽媽教她認了很多字，結果在新加坡上學

後，老師說媽媽教的繁體字在新加坡是錯的。 
改學簡體字。到1988年回台時，大女兒已經

唸到小學五年級，台灣老師又說妳學的簡體字

是錯的，重新又再學繁體字。  
胡博士考慮台北捷運開始施工，地工發展

比較有吸引力。在台灣的同學同行也鼓勵胡博

士回台工作，所以就作了很大的決定：就結束

南洋之行、回台吧！  
欲知胡博士回台工作之發展，且聽下回分

解。  

 
照片七 胡博士幸福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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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回 懸念廿五載 

且說1987-1990年，胡博士開始任北捷大

地專業顧問，此時期台北捷運調查、設計、施

工起步，首期多條路線同時進行，大批外國顧

問進駐台北、共同為北捷服務。當時有很多機

會遇到台灣未碰過的問題，台灣開始興建捷

運，大家都沒有經驗，找國外的顧問進來，也

只是作一些規劃與設計，當業主的顧問，就要

負責監督鞭策承包商工作。但本地或國際承包

商若果對台北地質狀況不甚瞭解時，很多時候

施工就會出問題，工程就會做不好。所以胡博

士在當了三年甲方的大地顧問後，認為協助承

包商解決施工問題，可能對捷運工程幫助更

大。於是，胡博士從亞新公司轉到三力公司，

實踐了要當承商施工顧問的理念。  
三力公司一開始就與榮工處簽訂了一個

長期專案施工顧問合約，就是榮工處進行捷運

工程施工期間，需要提供顧問服務工作。那時

榮工處施作捷運CN251標中華路路段，當時

已經開挖至地下26公尺深度，有部份的底版已

經完成，但有一支水壓計壞了，依業主的規範  
要求，在三天內必需重新裝設一支水壓計，工

務所因而新鑽了一孔，鑽孔深度接近景美層，

結果造成地下水突然湧升8公尺，工地不知道

如何處理，趕快又找了小包來作止水灌漿，結

果每鑽一孔就變成一個湧水井，好幾百公尺長

的開挖區及中華路面臨整體崩塌，除馬上級配

料回填外，當時要穩住不讓水壓上來，乃向自

來水處協調，利用中華路下一條直徑80公分的

大水管，放水讓工地先填滿8公尺高的水，使

水壓力平衡。隨後進行復建，用灌漿等等方式

處理，花了整整九個月的時間來救這個案子，

花了一億多的費用，只因為補作約幾千元的水

壓計！胡博士協助工務所緊急搶修復建工程

及處理報告書 (在地工技術雜誌第88期胡博士

有寫兩篇文章說明處理本案經過 )。  
這事件讓大家學到教訓，就是在開挖的工

程裡地下水要非常的注意，絕對不要在開挖區

內鑽洞或打井，而使用灌水方式是最快速平衡

地下水壓，後來台北、高雄幾處的湧水災變也

是採用這方式，所以成為緊急搶修的標準SOP。 
這案子之後，胡博士他們同時也有協助其

他大承包商 (例如捷運中和線B+B)，處理軟土

的開挖施工、鄰房保護、高壓灌漿等問題。  
因為協助承包商解決了一些問題，讓捷運

局 感 覺 自 己 監 造 時 ， 一 邊 有 設 計 工 程 師

DDC，另一邊有承包商，當發生問題時究竟

是要聽取DDC的意見還是承包商的意見才能

解決問題？因而後來對於風險比較高的工

程，要求有獨立的專業顧問，以協助承包商，

提出公正的處理方法。  
後來承攬商鹿島 /榮工 /皇昌之新莊線道岔

段工程，為北捷首次跨越淡水河，並在行水區

及堤內橋下施作開挖深達 43公尺之道岔結

構，開挖工區低於洪水區，連續壁深入景美層

內5公尺，底部要採封底灌漿，開挖時要配合

抽水 (最大198m3/分鐘 )為期九個月。  
同案另有河工顧問、冰凍顧問等共同處理

高風險工項。印象中在這工地抽了約三千多萬

噸的水，當時從未抽過如此大量的地下水，也

未作過如此深的開挖 (連續壁厚達2公尺！ )，
所以捷運局認為需要有專業顧問，以協助處理

深開挖、抽水、地改的問題。  
胡博士因此擔任了6年的獨立專業顧問；2007
年是捷運松山線，又是一高風險的工程，又作

了5年的大地工程專家顧問，協助日商前田營

造處理開挖、抽水、封底灌漿、及隧道段既有

障礙物清除。結果至2011年胡博士參與捷運

的工作長達25年。  
李光雄董事長補充說：三力公司成立多

年以來，對台灣最頂級的貢獻就是培養出國

寶級的專家，不管是捷運工程或是高鐵工

程，沒有人比胡博士清楚，他一身懸念、專

注的精神，值得大家肯定與學習！胡博士也

貢獻所學，當任義工。921地震後，胡博士以

基礎補強，結構災損修護、地工抬升扶正方

法救活數十棟台灣中部建物。這工法後來亦

用在北捷損鄰搶救諸案中。  
欲知捷運工作後發展，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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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八 921 斷層帶建築物震損，胡博士協助進行室

內抬升灌漿補強 

 
照片九 社區震損修復後舞獅慶祝 

第九回 雨林歷險記 

先說921地震前2年(1997年)的一段驚險小

插曲，胡博士受委託進入東馬砂勞越州(婆羅州)
拉讓江的上游熱帶雨林，準備興建一處水壩-巴
貢水壩，這水壩水力發電生產的電要送到西馬，

要經過幾千公里才能出海，從水壩開始，在沿途

的山上要設立輸送電塔，胡博士的任務就是去瞭

解水壩工地，同時要觀察將來如何興建電塔。 
業主指派了一位當地的土著工程師，陪伴

胡博士由西部河口搭船進入，載客量約可達一

百人以上的大船，行駛很快，早上約6:00開
船，向上遊前進，約11:00行駛了約一百多公

里，花了約5小時，然後在中游下船，換乘一

艘8人的電動小船，行駛至下午2點，再換乘獨

木舟，約下午4點平安順利進到預定水壩區。  
花了幾小時勘察工地，隔天回程要趕上一

天就只有一班7:00的8人小船，所以5:00天未

亮就離開工地，在森林區早上5:00連星星都沒

有，搭乘獨木舟在一片黑漆漆中行駛，開船的

人只靠船尾兩個馬達，那位土著工程師拿著一

個汽車發電機供電的探照燈在船前照射引導。 
剛好那天晚上有下過大雨，河上飄流著很

多浮木，胡博士坐在船上冷得發抖，因為看到

船尾任一個馬達碰擊到浮木就會自動熄火，剩

下一個馬達船就會打轉，所以船伕要靠一隻腳

控制住馬達，同時雙手去重新發動另一熄火馬

達，時時刻刻這獨木舟都可能翻船！  
這2小時內伸手不見五指一點光都沒有，

胡博士思量著萬一翻船要如何自救！他於是

把2個水壺的水倒光，塞入衣服內兩側，心想

假如翻船掉入水中，2個水壺應該可以幫助浮

出水面…  
後來有問那位土著工程師，這一段行程假

如翻船要怎麼辦？可否游到河岸去？告知唯

一的辦法是要抓住這條船，如果游到河岸就會

被鱷魚吃掉！ (婆羅州最多的就是鱷魚 )，接著

那位土著工程師並告知這一地區名稱在土話

的意思就是：會淹死人的地方。  
因為在那原始森林沒有道路，距離海岸有

好幾百公里，搭船從早上六點鐘，至到下午四

點才能到達水壩工地。後來胡博士再去的時

候，就改搭直昇機直接飛到那裡。  
另外電塔調查的問題，當時是規劃採用直昇

機運送鑽機等設備至山頂，因此必需要有人先到

山頂把幾棵樹砍掉，直昇機才能下去。調查人員

的住宿則是做個籠子把自己關在裡面，才不會被

外面的蟒蛇、野獸吃掉。後來這計畫案因馬來西

亞政治鬥爭安華副首相下台而暫停。 

 
照片十 搭乘小船進入熱帶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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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驚魂歷險之後，近十年發展，且聽下

回分解。  

第十回 動不動之際 

且說過去這10年 (2011-2020年 )，捷運工

程比較少了，胡博士就轉向軌道交通工程的變

形原因調查、維修改善設計、補強施工等工作

顧問，變形的原因可能是當初調查不夠清楚、

局部不良材料混雜、環境的變更等，比如地盤

下陷、地下水變動、地形變化或是斷層影響等

等，這些原因會引起交通建設產生一些問題。 
因而這10年裡胡博士就協助承攬商在營

運的工程中進行改善，這是有一定的難度，因

為衣服已經穿上去了才要修改，又不能脫下來

修改。在這過程中，胡博士發現：在台灣，地

是動的…原因第一個是來自斷層，第二個是來

自地震，第三個是來自板塊碰撞。胡博士第一

次感覺到它的重要性是在921的時候，震後台

灣的地理中心偏離了幾公尺，所有的水準點都

改變了。中部有間大學在921以前規劃設計了

一些擋土牆，也完成了發包，結果承包商在

921以後進場放樣，發現擋土牆位置不對，因

而無法施工。胡博士代表教育部去審查，建議

學校單位與建築師應根據新的水準基點去放

樣與修正，這不是承包商的問題。  
另外，有一條公路，也是完成地形測量與

設計後，來了一次地震與坍塌，地形就改變，

究竟設計者應否重新地形測量而修正設計？

業主是否認知這問題？所以重要的認知是台

灣的地不是恆定不動的。  
當初捷運新莊機廠施工時也是如此，因位在

斷層帶，地下開挖時把斷層擠壓的力量釋放，因

此地層一直擠出，第一家承包商作不下去就跑

了，換了第二家承包商，雖然設計有增加很多地

錨去錨碇地層，但重點是地錨並非錨碇在穩定的

地層，所以地錨錨碇的這塊地層也會出來。結果

監察院調查時，我告知不能先挖後撐，應該要先

撐後挖，後來就這樣慢慢的總算完成了。 
這就是不能把動的地當成靜的地去設

計、施工。在台灣地質是多變的，胡博士強調

設計時有假設條件，假如開始的時候捉不對這

環境的變化，設計就會有問題。  
胡博士地工精彩經歷已於十回全數施

展，欲知如何回應地工諸俠提出的精彩議題，

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爬山攻頂樂 

問說為什麼願意一直投身這個行業？當

中最大的支持力量為何？胡博士緩緩道出…  
首先，從胡博士的工作經歷可知：先是從

事傳統地工基礎工作，繼而是台北捷運工程首

期及次期。近年來則處理交通工程逐漸老化／

惡化的維護工作。胡博士認為這個行業讓他一

直有學習的機會，每一案件都很新奇，讓胡博

士覺得可以從中學習。  
其次，在這過程中可享受一步一腳印，宛

如爬山攻頂的樂趣。  
現實一點來說，多年來一直有工程單位願

意提供「獎學金」讓胡博士到工地去出一份力

量，去學習新知識，何樂而不為？  
地工營建的技術雖然日有進步，但面對很

多地工新問題的浮現，仍有很多施工困難問題

須要克服，須要慢慢逐案拆解，一旦問題解決

了就會有破案後的愉悅感與成就感。  
地工的問題可以簡化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最簡單的問題，傳統上以力量

求力量，就是力的平衡與安全係數的問題，這

是最簡單解決的問題。  
第二階段的問題是，知道了力量外，還要

知道變形量，這就是所謂性能設計的問題，例

如邊坡在一個安全係數下會有多少的變形，這

類的變形就牽涉到採用有限元素等等數值分

析方法去求得。  
第三階段是最難的問題，就是以變形求變

形，例如挖掘一個隧道會引起邊緣多少的變

形，這變形又會引致鄰房多少的變形？這問題

是控制在營建業者的手中，隧道挖掘好一點，

變形就會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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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所謂的近接工程，這問題對承包商是

比較不公平的，承包商要依設計施工，但要達

到近接施工的安全却是承包商的責任，所以必

須讓業主瞭解，遇到這樣的問題，必須多付一

些成本。業主應認知，假如營建的品質比較

好，往往後面的不良影響就會比較小，所以要

選品質比較好廠商，而不是選最便宜的廠商。 
投身這行業之後，預測未來的發展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未來硬發展 

提到預測這項產業未來的發展，胡博士從

樂觀的角度而言，認為只要民生需求不變，土

木／大地工程的發展就不會斷。即使平地用

完，還有山坡地、海洋…，地球資源用完，還

有月球、火星…。  
從悲觀的角度來說，在台灣這個行業未來

的發展會愈來愈困難，因為1.可用土地越來越

少；2.環境影響越來越複雜；3.分工越細，須

要專業整合的人越多，責任界線不清。  
交通工程方面 (公 /鐵路、隧道、機場、碼

頭 )，新工程日漸減少。舊工程翻新、維護、

擴建增多。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1978年全

線通車至今已經42年了，第一期的捷運至今快

要30年了，高鐵2007年通車至今也13年了，

一些問題也慢慢顯現出來了。  
都市更新方面：包括建物更新、捷運維

護、各種設施建物補強。建物更新比新建更困

難多了，也比較複雜多了。  
民生工程方面：早期的水庫、電廠都接近

末期了，但沒有新建電廠。在氣候的變遷、地

理的變遷，需要面對水庫清淤、電廠維護、自

來水處理、汙水處理等等的問題。  
環境工程方面：全球氣溫上升影響、海平

面上升、近岸土地塩化…，問題也有一大堆。 
通常在學校講授的課程都是新開發、新建

的工程，學校很少有提到建築物的維修、補強

方法，營運中的機場跑道、高鐵、捷運，都要

針對個案的問題去處理。  

預測未來發展後，胡博士對年輕人的建

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長江後浪衝 

話說對年輕人的建議，胡博士語重心長的

說…  
地工這行業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要做好

大地、土木工程，營建業是最需要年輕生力軍

加入行業，所以要告訴年輕人前景是什麼。  
要作好一個工程，不是新的工程而已，而

是要長期可以營運的，所以任何一個階段都需

要年輕人加入。說實在的，年輕人可從營建業

實際工作中直接學習工程技術，這經驗是最可

貴的，不是課堂中可學得到的，也不是在顧問

公司可以學得到的。  
胡博士指的營建是營建技術而不是營建

管理。現今電腦分析計算能力超強，通常運算

軟體能把大地各種狀況簡化為參數，工程設計

則依據分析結果而設定。但地工並非每一工區

均相同，施工方法及過程均有可能改變土壤行

為。簡言之，地下土壤之施工中行為可能已改

變，並非原先預定之「參數值」，最後之施工

結果，已非原先之「設計預估」結果。因此，

每一個工程案，都有可學習之處與特殊性。年

輕工程師要從微小的地方細心去觀察，盡量去

瞭解＂為什麼是這樣？＂每完成一個工程

案，試問自己從中學到什麼新知識或新經驗。 
另外，胡博士曾經於地工技術分享餐會

(2017.3.14)講題「今晚不談工程~淺論土木工程

/大地工程師之道」提出土木/大地工程師培育、

專業工程師的管理、土木工程師的自省等等的

精彩道理，詳見地工技術雜誌第162期(2019)。 

第十四回 產官學加油 

針對產官學的建議，胡博士先分享他的觀

察：台灣營建有一部份係日本時代就留下日本

營建的制度，就是統包制度。在統包制度下，

日本很少大的顧問公司。日本營建公司內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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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研發、施工單位。  
歐美的制度則是分別有設計、施工單位，另

外還有一公正單位-QS (Quantity Surveyor)，
就是協助業主執行專業的工作，業主只是按進

度付費，這是一種信任的委託制度。  
但台灣是採取懷疑的態度，所以業主要自

己來解釋規範，因而營造單位就處在一個不公

平的制度。後來招標制度就演變為最低標，其

缺點是有經驗的、有專業的廠商是沒有價值。

所以在這最低標制度下，往往買不到好東西，

只買到最便宜的東西。也因此國外有很多好的

專利不能進入台灣。  
例如加勁牆，在設計與施工上有自己的規

範。胡博士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有設計採

用，但是在台灣因為有國際專利，公共工程大

家不敢用，只好一直採用傳統擋土牆。  
台灣很多施工機械與施工法是由日本引

進，但是發包制度是採用歐美的制度，可是沒

有QS。專業承包商又沒有足夠專業法律的人

來保護，台灣的合約又都偏向甲方的合約，所

以胡博士建議要建立公平的標案制度。  
最後，胡博士綜合以下幾點建議：  
對產業單位：提升技術，別固步自封；降

低施工風險；節省資源；有效管理。  
對政府單位：建立更公平合理標案制度；

更接近實際之預算編列；提供正確詳盡之大地

調查資料，避免施工階段之變更設計。  
對學術界：扮演工程界公正裁判角色；鼓

勵學生投入產業界工作；重視以實務應用為主

題之研究。  

 
後排：莊長賢、李碧霞、李光雄、謝旭昇、林銘郎、歐章煜、高秋振 
前排：歐晉德、胡邵敏、周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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