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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背景 

民國 108 年 10 月 1 日，位於蘇澳港的南方澳大橋發生斷橋事故，政

府除了救災及重建工作外，也針對全國橋梁之管理與檢測作業擬定改善作

為，其中最為重要者即為行政院於 109 年 7 月 21 日頒布之「橋梁維護管

理作業要點」(下簡稱院頒要點)，該要點經行政院以院臺交字第 1090094108

號函分行各部會及各縣市政府，並自當日生效。依據院頒要點第 9 點「全

國橋梁統計系統，屬車行橋梁及鐵道橋梁者，由交通部建置；人行天橋由

內政部建置，並介接至交通部所建系統，由交通部彙整全國橋梁統計資訊」。

另依交通部 109 年 11 月 10 日交路(一)字第 1098300073 號函，所列「院頒

『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交通部後續事項分工規劃」之內容，附表項次

編號 18「建置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及編號 20「彙整全國橋梁統計資

訊」指示交由本所辦理。 

為了掌握全國各橋梁主要管理機關之橋梁數量與現況，本所於民國 88

年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開發「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Taiwan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TBMS)。TBMS 於民國 89 年完成，供高速公路

局、公路總局、臺鐵局及各縣市政府使用，後又於民國 102 年開始進行第

二代「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簡稱 TBMS2)之開發，TBMS2 於民

國 105 年完成，供各級公路橋梁管理機關使用(臺鐵局仍使用 TBMS1)。南

方澳斷橋事件後，申請 TBMS2 系統帳號之機關陸續增加，包含內政部(國

家公園)、教育部、經濟部、文化部、科技部、農委會、原民會、退輔會及

故宮博物院等部會，以及交通部轄下之觀光局、民航局、桃園機場及港務

公司。 

截至 110 年 11 月 24 日，依 TBMS2 內各部會橋數統計專區，全國共

有 22,677 座(正常使用、維修中及停用)6 公尺以上之車行橋梁，交通部部

屬機關中，高速公路局有 2,450 座，公路總局有 3,384 座，觀光局 6 座、

民航局 5 座、桃園機場 6 座、港務公司 25 座，22 個縣市政府共有 16,577

座，其他部會(包含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科技部、農委會、退輔會)

共 224 座，可知大部分車行橋均屬交通部及縣市政府所轄。圖 1.1 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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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內各橋梁管理機關所轄車行橋梁數量分布圓餅

圖。由於全國橋梁數量頗多且資料量龐大，為彙整全國各部會橋長 6 公尺

以上之車行橋梁資訊，供各部會或外界快速掌握全國車行橋梁現況，爰依

院頒要點規劃並建置「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 

 
圖 1.1 臺灣地區車行橋梁數量分布圓餅圖(民國 110 年 11 月) 

 

1.2 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計畫主要內容與工作項目可分為以下幾項： 

1. 盤點目前各橋梁主管機關所建置(含規劃建置中)車行橋梁相關之管

理資訊系統內容：針對各級橋梁主管機關所建置之車行橋梁相關管

理資訊系統(至少應包括:高公局國道橋梁管理系統、公路總局橋梁

管理資訊系統、桃園市政府橋梁管理資訊系統、臺灣地區橋梁管理

資訊系統)，進行盤點，蒐整其系統內之橋梁基本資料、檢測資料

及維修資料等欄位。 

2. 辦理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建置需求訪談作業：訪談對象包括交通部轄

下辦理橋梁維管之相關機關(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及轄

管橋梁之相關部會，以確認車行橋梁統計資訊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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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蒐整各國橋梁管理資訊系統建置概況：針對各國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建置概況，如系統涵蓋橋梁資訊種類、系統內資料開放程度、人機

操作介面等進行初步蒐整。 

4. 規劃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架構及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功能，並

辦理座談會議：依據前項盤點、訪談與蒐整結果，綜整規劃全國車

行橋梁統計系統架構及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功能，包括系統所含

欄位(需保持系統欄位之擴充性，可依需要再增加)、與各機關之定

期介接輸入方式、各項統計表單等，並邀請各橋梁主管機關辦理座

談會取得共識。 

5. 開發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及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 

6. 提出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包含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之後續維護管

理建議。 

1.3 計畫範圍與對象 

本計畫開發之「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及「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

其使用或牽涉之部會與機關(單位)相當廣泛，包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交通部、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文化部、科技部、農委會、原民會、

退輔會、故宮博物院、各縣市政府、各捷運公司及臺灣高鐵公司，表 1-1

整理各部會及機關(單位)所轄橋梁類型，其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雖未

轄管橋梁，但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組織條例」，其具統籌公共工程

之規劃、審議、協調及督導之責，故亦列入本計畫所開發系統之相關部會。 

表 1-1 計畫相關部會及機關 
NO 部會及機關(單位) 車行橋梁 人行天橋 鐵道橋梁 備註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統籌公共工程之規

劃、審議、協調及督導 

2 

交通部 

高公局 有 有   

3 公路總局 有    

4 觀光局 有 有   

5 民航局 有    

6 臺鐵局  有 有  

7 港務公司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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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部會及機關(單位) 車行橋梁 人行天橋 鐵道橋梁 備註 

8 桃園機場 有  有* 機場航廈電車橋梁 

9 鐵道局    
負責「鐵道橋梁智慧監

管統計系統」 

10 內政部營建署 有 有  
負責「全國人行橋梁管

理資訊及統計系統」 

11 教育部 有 有   

12 經濟部 有 有 有* *糖鐵橋梁 

13 文化部  有   

14 科技部 有 有   

15 農委會 有 有 有* *林鐵橋梁 

16 原民會  有   

17 退輔會 有 有   

18 故宮博物院  有   

19 各縣市政府 有 有   

20 各捷運公司   有  

21 臺灣高鐵公司   有  

另外，本計畫主要開發之系統為「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故主要

接觸對象為車行橋之管理機關，人行橋部分由內政部營建署負責建置「全

國人行橋梁管理資訊及統計系統」，鐵道橋部分由交通部鐵道局負責建置

「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因此在人行橋部分，本計畫需介接之對

象可簡化為內政部營建署，鐵道橋部分需介接之對象可簡化為交通部鐵道

局。 

 

1.4 計畫流程 

計畫開始後首先進行國內外資料之蒐集，再進行系統需求訪談，依據

訪談結果規劃系統架構及功能，與此同時進行 SQL Server 之採購程序，供

系統環境建置時使用。系統架構及功能規劃完成後，為開發雛型系統，需

進行雲端伺服器之租用及系統環境之建置(俾將所需軟體安裝置雲端伺服

器)，再進行雛型系統之開發及測試。 

雛型系統完成後，召開專家座談會，確認雛型系統是否符合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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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座談會之結論調整系統功能。接續進行網域名稱設定及 SSL 憑證之申

請，取得 SSL 憑證後，進行源碼檢測、弱點掃描及滲透測試，若有需修補

之弱點將進行修補，續將系統上線、提供後續建議，並將成果撰寫成文章

投稿至「第 26 屆營建工程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本計畫之進行流程如圖 1.2

所示。 

計畫開始

國內資料蒐集及整理各國橋梁管理系統概
況蒐集及整理

SQL Server採購

系統需求訪談

系統架構及功能規劃

專家座談會

雛型系統開發

雲端伺服器租用

系統環境建置

網域名稱設定
系統測試

測試結果 系統修正
異常

源碼檢測

弱點掃描

滲透測試

正常

系統弱點

SSL憑證申請

需
業
主
辦
理
事
項

弱點修補

系統移轉及上線後續維護管理建議 計畫成果投稿

計畫結束

系統調整

系統弱點
弱點修補

程式弱點
弱點修補

不需修補

不需修補

不需修補

 
圖 1.2 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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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橋梁管理系統概況蒐集及整理 

本計畫對於國外橋梁管理系統資料之蒐集，以美國及日本為優先蒐集

對象，故針對美國目前使用最廣泛之「AASHTOWare Bridge Management(簡

稱 BrM)」，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日本部分由於公開之資料相對較少，亦

無法取得相關系統手冊，故僅針對日本高速道路株式會社之

「NEXCO-BMS」、阪神高速道路株式會社之「H-BMS」、日本海顧問公司

(Nihonkai)與金澤大學合作開發之「Internet – Bridge Integral Management 

Service(簡稱 I-BIMS)」，以及大阪地區規劃研究所開發之 BMStar 提供簡要

介紹。 

2.1 美國橋梁管理系統 

橋梁管理系統中，備受重視也常被提到的為美國聯邦公路總署(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的 PONTIS，現名為 AASHTOWare Bridge 

Management，簡稱BrM。BrM 為 FHWA與加州運輸部(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CALTRANS)共同出資，並邀集各方專家學者作為技術指

導，委託民間公司發展一套分析路網層級功能完整之橋梁管理系統，於

1992 年發佈第一版，近年亦增加隧道管理功能，目前最新版本為 2021 年

發布之 BrM 6.5 版，目前全美有超過 40 個州使用該系統，各州系統均各自

獨立，AASHTOWare 也會提供各州一些客製化功能，目前各州所使用之系

統版本均不盡相同，從 BrM 5.2.1 至 BrM 6.4 版均有單位使用。 

系統共有九大模組，依序為：(1)Bridges、(2)Tunnels、(3)Reports、

(4)Inspection、(5)Gateway、(6)Admin、(7)Analysis、(8)Projects、(9)Programs。

另外，BrM 的 Analysis 模組中，具備橋梁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功能(Life-Cycle 

Cost Analysis，簡稱 LCCA)，並可再分為短期 Short-term LCCA，以及長期

Long-term LCCA。九大模組的主要功能簡介如下： 

1. Bridges 

主要功能為記錄橋管單位所轄橋梁的基本資訊，並以列表的方式呈

現，亦可透過搜尋功能找尋橋梁。 

2. Tunnels 

為 BrM 5.2.3 版本開始啟用之模組，而此模組則根據 FHWA(Fed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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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way Administration，聯邦公路管理局)之要求而設立，主要功

能為記錄隧道基本資料以及隧道檢測情況。 

3. Reports 

主要功能為製作橋梁的重點資訊報告。使用者可透過勾選欲產出報

告之橋梁，而後利用此模組功能進行橋梁重點資訊報告之製作。 

4. Inspection 

主要功能為記錄橋管單位所轄橋梁的檢測及維修情形。 

5. Gateway 

主要功能為介接不同系統之資料(輸入或輸出皆可)。BrM 系統內的

資料可與其他橋管單位亦或是政府部門進行交換，以利橋梁管理作

業進行。 

6. Admin 

主要功能為管理系統使用者之帳號，以及授權使用者瀏覽系統之權

限。 

7. Analysis 

主要功能為分析橋管單位所轄橋梁的各種使用情況，例如：橋梁財

務情況、橋梁生命週期或是橋梁當前狀態等。 

8. Projects 

為 BrM 5.2.2 版本開始啟用之模組，其主要功能是讓橋梁管理機關

可以將特定橋梁的基本資料、檢測維修資料以及 Analysis 模組產出

的分析資料匯入此模組中，並進行比對，制定該座橋梁未來的管理

計畫。此模組介面能夠顯示所有已制定的計畫(亦可自行歸類)，得

以讓橋梁管理更為方便以及確實。 

9. Programs 

主要功能是替橋管機關制定橋梁檢測及維修的優先次序，並確保檢

測及維修皆有按時程所規劃的進行。管理機關可使用模組之功能，

並根據自己所轄的橋梁資訊進行檢測及維修的客製化安排。 

BrM 6.3 版中增加近期需檢測橋梁提醒功能，例如顯示 2 個月、7 個月

或 12 個月內需檢測橋梁；BrM 6.4 版中增加於電子地圖中顯示一定範圍中

之橋梁功能。圖 2.1 及圖 2.2 為 BrM 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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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BrM 系統畫面(登入後主畫面) 

 

 
圖 2.2 BrM 系統畫面(地圖檢視) 

最新的 BrM 6.5 版本，主要的功能更新著重於 Life Cycle Cost 

Analysis(LCCA)功能模組。在此次更新中，橋梁主管機關可根據自己政府

的政策或是需求，在系統上創造屬於自己所轄橋梁的生命週期計畫，從短

期的 5 年至長期的 50 年都可以執行。 

此外，系統使用者可於最新的 BrM 6.5 版本中同時開啟操作、橋梁生

命週期時間軸以及橋梁生命週期花費等三個介面進行比對。圖 2.3 為 BrM 

LCCA 模組系統畫面，圖 2.4 為 LCCA 模組中，橋梁經費情況報表，圖 2.5

為 LCCA 模組中，橋梁各年度經費圖，圖 2.6 為 LCCA 模組中，橋梁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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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圖，圖 2.7 為 LCCA 模組中，橋梁狀態與可能之維修時間點。 

 
圖 2.3 BrM LCCA 模組系統畫面 

 

 

 

 

 
圖 2.4 BrM LCCA 模組系統畫面(橋梁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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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BrM LCCA 模組系統畫面(各年度經費) 

 

 

 

 
圖 2.6 BrM LCCA 模組系統畫面(橋梁狀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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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BrM LCCA 模組系統畫面(橋梁狀態與維修策略) 

 

2.2 日本橋梁管理系統 

2.2.1 NEXCO-BMS 

日本高速道路綜合技術研究所(NEXCO IR)所開發橋梁管理系統，稱為

NEXCO-BMS，供東日本高速道路株式会社(NEXCO 東日本)、中日本高速

道路株式会社(NEXCO 中日本)及西日本高速道路株式会社(NEXCO 西日

本)使用。NEXCO-BMS 具有劣化預測功能及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功能，可

輔助橋梁管理機關制定短、中、長期之維修及補強計畫。 

 

2.2.2 H-BMS 

阪神高速道路株式會社於 2006 年開發第一版 H-BMS，此系統以資產

管理角度進行開發，可依據檢測、維修及交通量數據進行劣化預測及生命

週期成本分析，當使用者訂出管理水平後，系統便可提供達維持該水平下

橋梁之維修順序，並在地圖上以不同顏色顯示維修順序。圖 2.8 至圖 2.12

為 H-BMS 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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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H-BMS 系統畫面(分析條件設定) 

 

 
圖 2.9 H-BMS 系統畫面(維修及維護費用) 

 

 
圖 2.10 H-BMS 系統畫面(維修優先順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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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H-BMS 系統畫面(維修優先順序表格格式) 

 

 

 
圖 2.12 H-BMS 系統畫面(維修優先順序地圖格式) 

 

2.2.3 I-BIMS 

日本海顧問公司(Nihonkai)與金澤大學合作開發「Internet - Bridge 

Integral Management Service(簡稱 I-BIMS)」，主要供石川縣使用。I-BIMS

將橋梁之健全度分為 1~5 級，1 為狀況最差，5 為最佳，依據檢測結果可

進行劣化預測、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及在維持一定健全度狀況下調整維修

之優先順序，將維修預算均衡化，使每年之維修預算較為平均且不超過上

限。表 2-1 為 I-BIMS 橋梁資料類型及部分欄位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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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I-BIMS 橋梁資料類型及欄位 
資料類型 橋梁資料舉例 

行政類 縣名、地方公共團體名 

識別類 橋梁編號、橋型、分區 

路線類 道路類型、緊急輸送路線 

橋

梁

資

訊 

橋梁整體 
橋梁名稱、跨距、位置、鹽害區、離海岸線距離、橋況、橋梁

長度、道路寬度、建造年份 

上部結構 
跨數、跨距、大梁數、支承類型、伸縮縫類型、主梁材質、橋

面板材質、結構類型 

下部結構 框架數、子結構類型、子結構高度、材料分類 

檢測資料 
檢測年份、檢測員、劣化類型、劣化程度、劣化照片、劣化位

置圖 

維修資料 維修年份、維修材料、維修工法 

 

2.2.4 BMStar 

BMStar 為 RPI(大阪地區規劃研究所)開發之橋梁管理系統，青森縣在

2016年開始導入使用該系統。BMStar具有從檢測到事後評估的相關功能，

包含檢測、劣化預測、生命週期成本分析計算、重要性評價、維修管理目

標設定、預算模擬、中長期預算計劃制定、中期經營計劃(橋梁長壽維修計

劃)制定，及中期經營計劃進度管理。系統相關功能如表 2-2 所示。 

表 2-2 BMStar 系統功能 
功能名稱 內容 

通用搜尋 每個資產/修理/檢查按路線搜尋並輸出結果 

完成書搜尋 
根據工作類型、路線等提取註冊作品，並參考/輸出

圖紙清單和完成圖紙 

定期檢查/養護管理 

日常檢查/養護管理 
檢查及養護結果輸入 

定期檢查劣化相簿輸出 
根據輸入的檢查資料輸出帶有照片的列表(用於結構

修復設計等) 

定期檢修率管理表輸出 各路線/檢查年度等對策的檢查/維修率一覽表 

橋梁管理 結構劣化預測、劣化預測等 

BMStar 之特點如下： 

1. 在橋梁定期檢測現地使用筆記型電腦紀錄必要的資訊，如圖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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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2. 將定期檢測資料輸入資料庫，可以快速檢索橋梁維護所需的資訊。 

3. 使用生命週期成本計算功能和預算模擬功能製定橋梁長壽維修計

劃，如圖 2.14 所示。 

4. 通過 BMS 技術培訓，高效獲取橋梁養護所需的技術資訊。 

5. BMS 技術培訓提供給所有 BMStar 使用者，當工作外包給民間單位

時，可通過委託方和受託人之間共享技術資訊來進行橋梁維護工

作。 

6. 即使發生人事變動，通過技術培訓也能順利轉移工作。 

7. BMStar 可用於技術提案(提案、綜合評估方法等)。 

 

 

 
圖 2.13 BMStar 橋梁檢測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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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BMStar 相關系統畫面 

2.3 英國橋梁管理統 

倫 敦 橋 梁 工 程 集 團 (London Bridges Engineering Group) 開 發

BridgeStation 橋梁管理系統，為一網路系統，使用者透過網路瀏覽器連結

至系統網站進行操作。使用者可在系統中建立橋梁基本資料及各構件(組成

元素)資料，例如跨越物、橋孔、橋台、基礎等，如圖 2.15 所示。該系統

之橋梁檢測功能是針對構件進行紀錄，如圖 2.16 所示，系統亦提供檢測報

告列印功能。依據檢測結果，系統會計算橋梁之狀況指標(Bridge Condition 

Index, BCI)的平均值(Average)以及臨界值(Critical)，並以圖表及表格的方式

呈現橋梁之歷史 BCI 值，如圖 2.17 所示。 

BridgeStation 具有資產評估功能，可計算橋梁總值與重置成本並輸出

報表，如圖 2.18 所示，亦具有生命週期計畫(Life Cycle Planning)功能，使

用者選擇一座橋梁維護策略後，系統可對該橋建立一個 60 年的劣化模型

及養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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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BridgeStation 橋梁構件樹狀圖 

 
圖 2.16 BridgeStation 構件檢測畫面 

 
圖 2.17 BridgeStation 橋梁之歷年 BCI 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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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BridgeStation 資產評估報表 

BridgeStation 可找出具風險之結構，並計算優先值(Priority Score)，再

依此建立養護計劃。除上述各項功能，BridgeStation 亦具有地理資訊模組

(GIS)、文件管理模組(Document Management)及報告產製等功能，為一功

能完整且實用之橋梁管理系統。 

2.4 本章小結 

本計畫已針對美國 BrM、日本 NEXCO-BMS、H-BMS、I-BIMS、BMStar

以及英國 BridgeStation 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依目前蒐整之資料可知，美

國、日本及英國之橋梁管理系統均具有劣化預測及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功能。

另就可蒐集到較多系統畫面之 BrM、H-BMS、BMStar 以及 BridgeStation

來看，均具有統計圖表之圖形介面，可提供使用者視覺化之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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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資料蒐集及整理 

本章除盤點目前各橋梁主管機關所建置(含規劃建置中)車行橋梁相關

之管理資訊系統內容，考量計畫中尚有「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開發，

故亦將「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及「全國人行橋梁管理資訊及統計

系統」納入蒐集範圍。經蒐整國內橋梁相關系統詳列於表 3-1。 

表 3-1 國內橋梁相關系統列表 
NO 系統名稱 系統管理機關 系統建置廠商 

1 
車行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原第二代臺灣地區公路橋梁

管理資訊系統) 
運輸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 

2 國道橋梁管理系統 高速公路局 國立中央大學 

3 公路總局省道橋梁管理系統 公路總局 國立中央大學 

4 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 臺北市政府 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 

5 桃園市橋梁安全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6 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鐵道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7 
全國人行橋梁管理資訊及統計

系統 營建署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

中心 

 

3.1 車行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本所於民國 88 年 11 月委託國立中央大學開發一套路網層級之「臺灣

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簡稱 TBMS1)，供交通部、內政部營建署、高速

公路局、公路總局、臺鐵局及各縣市政府使用。TBMS1 為網路系統，使

用者透過網路瀏覽器連線至系統進行操作，此系統於 89 年底上線使用，

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正式關閉。民國 102 年至 105 年，本所委託國立中央大

學進行「第二代臺灣地區公路橋梁管理資訊系統」(簡稱 TBMS2)之開發，

共完成 TBMS2 主系統及搭配平板之「行動化輔助裝置應用程式」(簡稱

TBMS2 APP)，TBMS2 亦為網路系統，供轄下有車行橋梁之機關使用，初

期使用機關僅交通部公路總局及各縣市政府，108 年 10 月南方澳大橋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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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後，使用機關增加內政部、經濟部、教育部、科技部、農委會、退輔

會等及其轄下機關。TBMS2於 111年 1月更名為「車行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簡稱仍維持 TBMS2)。 

TBMS2 共有 16 個模組，分別為(1)基本資料模組、(2)檢測資料模組、

(3)維修紀錄模組、(4)統計分析模組、(5)決策支援模組、(6)常用管理模組、

(7)橋梁評鑑模組、(8)運研所專區、(9)各部會橋數統計模組、(10)智慧查核

模組、(11)橋況分析模組、(12)地理資訊模組、(13)防災資訊模組、(14)資

料上傳模組、(15)橋梁評鑑專區，及(16)資料交換模組。TBMS2 會透過近

端網路連接至系統資料庫，進行資料存取，系統功能架構如圖 3.1 所示。

各模組功能分述如下： 

 

使用者介面      

基本資料模組
(含資料開放功能)

網路瀏覽器

系統管理後端

TBMS2資料庫

近端網路

網際網路 TBMS2 APP
(iOS、Android版)

資料交換模組
(與高公局、臺北市等)

統計分析模組維修紀錄模組

各部會橋數統計
(僅各部會主帳號使用)

常用管理模組

檢測資料模組 決策支援模組

橋況分析模組

智慧查核模組
(目前僅公路總局)

運研所專區
(僅供運研所使用)

橋梁評鑑模組

網路瀏覽器

網際網路

地理資訊模組 防災資訊模組 資料上傳模組
橋梁評鑑專區

(僅供縣市政府使用)

 
圖 3.1 TBMS2 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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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模組 

TBMS2 採用構件化資料庫，橋梁基本資料包含基本資料主表、構

件/擴建資料、各構件資料、橋梁基本資料照片以及相關圖文，分

述如下： 

(1) 基本資料主表 

橋梁基本資料主表包含橋名、使用狀態、管理機關、竣工年

月、橋梁總長、總橋孔數等主要資料。橋梁基本資料主表如

圖 3.2 所示。 

 
圖 3.2 TBMS2 橋梁基本資料表 

(2) 構件/擴建資料 

橋梁若有擴建可填寫擴建橋(二代橋)資料表，其欄位與基本資

料主表相似，主要為擴建部分可能與原始橋不同之欄位，例

如竣工年月、造價、設計、施工及監造單位等欄位。 

(3) 各構件資料 

TBMS2 主系統可針對橋梁存在之構件個別新增構件資料，使

用者在建立橋梁基本資料時，僅需輸入標的橋梁上存在之構

件即可，例如非跨水便無需輸入河道，當使用者將基本資料

表中「是否為跨水橋」選「否」時，系統便不會顯示「河道」

的構件資料表；再以伸縮縫為例，對於連續梁型式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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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每一橋墩上都有伸縮縫，因此使用者不需逐橋墩輸入伸

縮縫資料，若一橋上僅有 A1、P3、P6、A2 上有伸縮縫，僅

需輸入 4 筆伸縮縫資料即可。 

(4) 橋梁照片 

使用者可於照片簿上傳橋梁照片，每座橋至少需四張照片，

即橋頭、橋尾、橋左側及橋右側照片。照片無數量上限，但

單一檔案大小上傳限制 10MB 以下，可上傳之檔案格式包含

jpg、jpeg、png、gif 及 bmp 檔。 

(5) 圖文 

使用者可於圖文上傳區上傳橋梁之竣工圖、竣工報告、地電

阻探測報告、特殊性橋梁維護管理計畫等。檔案無數量上限，

但單一檔案大小上傳限制 100MB 以下，可上傳之檔案格式包

含 pdf、tif、tiff、dwg、rar 及 zip 檔。 

(6) 橋梁 3D 模型 

依照使用者輸入各構件之型式及數量，TBMS2 會自動將各構

件組合成為橋梁 3D 示意模型(並非依照真實比例繪製)，橋梁

3D 構件模型可透過改變顏色反應出構件之劣化狀況，使用者

可自行決定要反應出構件定期檢測之 D、E、R 或 U 值，例如

選擇要反應出 D 值時，當構件最近一次定期檢測 D 為 3 時，

構件會自動變為鮮黃色，當 D 值等於 4 時，構件則會變為醒

目的紅色。可使用滑鼠點選構件，連結該構件之基本資料、

最近五筆定期檢測資料(含 DER 折線圖)、檢測照片、維修紀

錄及照片。目前 TBMS2 中已可生成板橋、梁式橋、箱型橋、

箱涵、桁架橋、拱橋、斜張橋、吊橋、π 橋、雙層橋及擴建橋，

而不同結構型式之橋梁亦可透過基本資料之編輯，組合成具

多種結構型式之複合橋，另可針對非常特殊之橋梁客製化建

立 3D 模型，如圖 3.3 之火山橋及圖 3.4 之麥帥一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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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火山橋 3D 示意模型 

 

 
圖 3.4 麥帥一橋 3D 示意模型 

 

2. 檢測資料模組 

TBMS2 之檢測資料模組功能包含(1)巡查、(2)定期檢測、(3)特別檢

測以及(4)河床斷面高程測量，分述如下： 

(1) 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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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橋梁管理機關於巡路或民眾通報橋梁損壞時，能夠快速、

簡易的記錄橋梁劣化、損壞位置及原因等資訊。 

(2) 定期檢測 

在 TBMS2 中定期檢測必須透過 TBMS2 APP 才能新增，定期

檢測表中之檢測項目是依據基本資料中之構件自動產生，必

須先在基本資料模組中建立完整之構件資料，再下載至

TBMS2 APP 中。僅機關列入檢測人員資料庫中之人員，方能

檢測該機關之橋梁。圖 3.5 為橋梁定期檢測資料表。 

(3) 特別檢測 

特別檢測提供地震、豪雨及特殊自然或人為災害發生之後，

立即對橋梁狀況快速檢視，判斷橋梁是否安全可通行。TBMS2

之特別檢測可透過 TBMS2 APP 新增並上傳，亦可直接於主系

統上新增及修改。 

(4) 河床斷面高程測量 

檢測模組中可新增及編輯跨水橋梁之河床斷面量測紀錄，並

可自動繪製歷次高程折線圖，河床斷面量測紀錄表中段可輸

入檢測日期、單位、人員、使用儀器等資訊，下方則自動列

出基本資料中之橋台及橋墩支承頂部高程、基礎頂部高程及

基礎深度，若基本資料沒有建立這些資料，於此處亦可補輸

入，每橋台及每墩位均可輸入河床或高灘地面高程，若河道

中有水，可填寫水位高程做為參考，因水位可能影響水下河

床面之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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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TBMS2 定期檢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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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修紀錄模組 

橋梁經檢測後，若發現劣化便需視急迫性適時予以維修，無論是單

獨編列預算進行之橋梁維修補強作業，或是以年度為單位之開口合

約，均需紀錄於系統中，TBMS2 僅需建立簡要之契約基本資料及

廠商資料，供填寫維修紀錄時選取，減少每次填維修紀錄要重覆輸

入之契約及廠商資料。當橋梁進行維修作業時，需先選擇此次維修

是修復哪一次檢測後所鍵入之建議維修工法，若多次檢測紀錄均記

載同一劣化，可一次勾選後填一筆維修紀錄即可，亦可同時勾選不

同橋梁之建議維修工法。圖 3.6 為維修紀錄模組畫面。 

4. 統計分析模組 

統計分析模組可幫助橋梁管理機關/單位迅速計算或尋找出所需之

橋梁統計資料，統計項目分為基本資料分析及檢測資料分析。 
 

 
圖 3.6 TBMS2 維修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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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決策支援模組 

決策支援模組包含四項功能：(1)檢測預算編列、(2)維修成本估算、

(3)橋梁維修排序及(4)維修經費分配四項功能，分述如下： 

(1) 檢測預算編列 

使用者勾選欲檢測橋梁，系統自動將各橋之橋面板面積乘以

對應之單價並自動加總，作為橋梁定期檢測預算之參考。 

(2) 維修成本估算 

使用者所勾選要進行維修之橋梁，系統會列出所選橋梁尚未

維修之建議維修工法及建議之維修金額並加總，再利用概估

之間接費用計算比例，自動計算交通安全維持費、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費、綜合保險費、承商管理費、利潤、營業稅及工

程管理費等，再將所有費用加總成為工程總價。 

(3) 橋梁維修排序 

橋梁維修排序是依據橋梁最近一筆定期檢測資料，逐一計算

各橋之危險指標，以危險指標分數之高低進行排序，分數越

高代表橋梁越急迫需要維修。 

(4) 維修經費分配 

維修經費分配是由使用者選取打算進行維修之橋梁，再輸入

可用之維修預算，系統則按照橋梁維修成本估算結果，依橋

梁維修排序由優先維修往下排列，至預算不足以支付為止。 

6. 常用管理模組 

常用管理模組旨在提供使用者快速查詢常用之統計資料，依帳號權

限之不同，所能使用之功能亦有所差異，主要為「常用橋梁評鑑查

詢」及「常用橋梁統計查詢」兩大類，包含(1)新增資料筆數查詢、

(2)構件維修情況查詢、(3)維修構件數量統計表、(4)橋齡統計分析、

(5)道路等級統計分析(6)主梁材質統計分析，以及(7)結構型式統計

分析等功能。另針對公路總局之需求，客製化建立「盬害橋梁搜尋」

功能。圖 3.7 為構件維修情況查詢頁面，圖 3.8 為盬害橋梁搜尋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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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TBMS2 構件維修情況查詢 

 
圖 3.8 TBMS2 鹽害橋梁搜尋(僅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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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橋梁評鑑模組 

橋梁評鑑模組針對「縣市政府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評鑑」項目中之

「基本資料完整性」及「檢測作業」提供計算功能，透過查詢介

面可知各縣市政府橋梁之基本資料應填欄位數、未填欄位數，以

及定期檢測之檢測率。 

8. 運研所專區(僅本所使用) 

運研所專區提供本所專用之功能，目前包含「斷橋事件」及「縣

市政府橋檢人員統計」。「斷橋事件」為發生斷橋事件後，緊急啟

動之子系統，掛載斷橋當時之資料庫備份檔，並提供各項統計表

格，圖 3.9 為斷橋事件編輯頁面；「縣市政府橋檢人員統計」則可

統計歷年執行各縣市政府定期檢測之人員數量，並可列出人員清

單。 

9. 各部會橋數統計模組(僅各主帳號使用) 

統計各部會所轄車行橋、人行橋及鐵道橋之「橋梁使用狀態統計

數量」、「鋼索型橋梁使用狀態統計數量」、「橋梁檢測及維修狀態

統計」、「鋼索型橋梁檢測及維修狀態統計」、及「橋齡統計」，以

表格方式清楚呈現統計數據，點選表格內之數字亦會顯示橋梁清

單。此模組僅供各部會主帳號使用。圖 3.10 為各部會橋數統計表。 

10. 智慧查核模組(僅公路總局使用) 

智慧查核模組之功能包含三項功能：(1)基本資料查核、(2)檢測資

料查核及(3)維修紀錄查核。可協助上級管理機關透過系統搜尋，

找出橋梁管理系統內基本資料、檢測紀錄及維修紀錄中可能之缺

失，例如透過基本資料欄位之限制條件，搜尋出限制條件外之橋

梁，或是基本資料欄位間彼此互相衝突之橋梁。 

11. 橋況分析模組 

橋況分析模組包含兩項功能：(1)快速篩選易致災橋梁，及(2)橋梁

安全評估表。 

(1) 易致災快速篩選指標 

以橋梁基本資料及檢測資料建立沖刷易損性指標、土石流易

損性指標、地震易損性指標、載重能力降低指標及易落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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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及高風險橋梁篩選，作為橋梁抵抗災害能力之參考。 

(2) 橋梁安全評估表 

針對狀況較差之橋梁可再進行橋梁安全評估，如落橋評估、

強度韌性評估、耐洪能力評估及承載能力評估，安全評估表

是依據各機關所使用之表格各別建立。 

 
圖 3.9 TBMS2 斷橋事件(僅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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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TBMS2 各部會橋數統計表 

12. 地理資訊模組 

地理資訊模組採用 Google Map 平台，再透過 KML 檔匯入各類資

訊。當橋梁基本資料中有輸入橋頭、橋尾 GPS 經緯度座標時，即

可於 Google Map 中標示出橋梁位置，點選 Google Map 上之橋梁

圖示即可連結該橋之基本資料表。圖 3.11 為地理資訊模組畫面。 

 
圖 3.11 TBMS2 地理資訊模組 

13. 防災資訊模組 

防災資訊模組提供使用者查詢即時河川水位資料、即時水庫資料、

即時雨量資料、及即時地震相關資料，並可設定橋梁之水位、水

庫及雨量預警條件，以利橋梁管理單位於汛期期間或遇颱風、豪

雨、地震時，有一參考之數據，本模組功能分述如下： 

(1) 預警條件設定 

橋梁預警條件設定，係提供一操作介面，讓橋梁管理人員自

行設定橋梁之水位、水庫及雨量警戒條件。系統每 5 分鐘更

新水情資料讀數，若即時水情資料達到使用者所設定之警戒

條件，列表即顯示黃燈(達水位、水庫或雨量警戒條件)，或紅

燈(達封橋警戒條件)警示畫面以提醒橋梁管理人員。系統也提

供了預警簡訊傳送功能，擁有可編輯「水情/地震通知聯絡人」

權限之使用者可自行設定橋管人員之手機號碼，若橋梁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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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定之警戒條件時，將透過簡訊特碼服務，傳送警戒簡訊

給橋梁管理人員。 

(2) 即時河川水位資料查詢 

系統透過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資料整合雲平台」取得 292 個

水位測站之水位資料，使用者可搜尋橋梁最近之水位測站，

以查詢即時水位資料。水利署平時為每 1 小時更新 1 次水位

資料，於颱風汛期期間大部份之水位測站則調整為每 10 鐘更

新水位資料。 

(3) 即時水庫資料查詢 

系統透過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資料整合雲平台」取得 112 個

水庫站(含水庫、壩、攔河堰)之水情資料，使用者可搜尋橋梁

最近之水庫站，查詢水庫之水位高、洩洪量及放流量等資料。

由於水庫資料為人工抄寫後登錄至水利署系統，因此資料更

新時間不定，部份水庫站為每 1 小時更新 1 次。 

(4) 即時雨量資料查詢 

系統定時連結至中央氣象局 FTP 站，取得 1,184 個雨量測站

之即時雨量資料，雨量資料均為每 10 鐘更新 1 次。使用者可

搜尋橋梁最近之雨量測站，查詢時雨量、10 分鐘累計雨量、3

小時累計雨量、6 小時累計雨量、12 小時累計雨量及 24 小時

累計雨量，供橋梁管理單位掌握即時降雨情形。 

(5) 地震資料查詢 

透過介接中央氣象局於地震發生後 10-15 分鐘所提供有正式

編號地震之 KMZ 檔及 Grid(格點)資料，經過系統功能將資料

處理後，轉換為可易讀有效之資訊，供使用者至系統上查詢

地震後達震度 4 級(含)以上之橋梁清單；系統並可依橋管單位

地震後特別檢測門檻，自動篩選並發送橋數資訊至系統上已

設定之地震聯絡人手機中，供橋梁管理單位快速掌握可能受

影響橋梁。圖 3.12 為地震後應特別檢測橋梁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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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TBMS2 防災資訊模組(地震後應檢測橋梁) 

14. 資料上傳模組 

資料上傳模組提供一儲存空間，供橋梁管理機關將非屬單一橋梁之

文件(例如：品質查證報告書、年度橋梁檢測報告等)上傳至系統作

橋梁相關資料之保存。 

15. 橋梁評鑑專區(僅縣市政府使用) 

橋梁評鑑專區供各縣市政府上傳橋梁評鑑所需之各項佐證資料，包

含：參加教育訓練人次、跨河橋梁現地量測清單、提高檢測頻率橋

梁清單、當年啟用即進行定期檢測橋梁清單、今年度上傳圖資之橋

梁清單、積極維修受損橋梁清單、主動進行預防性補強橋梁清單，

以及維護管理作為清單。 

16. 資料交換模組 

為 TBMS2 與其他系統間之資料交換平台，包含 TBMS1 與 TBMS2

使用者帳號密碼同步、TBMS2 APP 資料下載及上傳，及「國道橋

梁管理系統」資料上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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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道橋梁管理系統 

「國道橋梁管理系統(簡稱 FBMS)」為高公局自行開發及維護之橋梁

管理系統，該系統前身為民國 101 年配合高速公路五股楊梅段高架通車而

開發之「五股楊梅段全生命週期橋梁管理系統」，103 年擴充為「全生命週

期橋梁管理系統」，納入高公局所轄全部橋梁，民國 105 年本所 TBMS2 開

發完成後，「全生命週期橋梁管理系統」配合 TBMS2 進行改版，包含橋梁

基本資料構件化、橋梁 3D 示意模型自動生成、行動化橋梁檢測 APP 等功

能均與 TBMS2 相似。 

改版後之「全生命週期橋梁管理系統」於民國 110 年更名為「國道橋

梁管理系統」，其功能模組架構如圖 3.13 所示，共分為 13 個模組，分別為

(1)基本資料模組、(2)檢測資料模組、(3)維修紀錄模組、(4)規劃設計圖文、

(5)施工階段圖文、(6)統計分析模組、(7)重點橋梁管理、(8)決策支援模組、

(9)橋況分析模組、(10)地理資訊模組、(11)防災資訊模組、(12)生命週期成

本推估，及(13)文件上傳區。 

 

使用者介面      

基本資料模組
(含資料開放功能)

網路瀏覽器

系統管理後端

FBMS資料庫

近端網路

網際網路 FBMS APP
(僅提供iOS版)

規劃設計圖文維修紀錄模組

橋況分析模組統計分析模組

檢測資料模組 施工階段圖文

防災資訊模組

地理資訊模組決策支援模組重點橋梁管理

網路瀏覽器

網際網路

生命週期成本 文件上傳區

 
圖 3.13 FBMS 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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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FBMS 與 TBMS2 有許多相似之功能模組，以下僅針對不同處進

行介紹。 

1. 基本資料模組 

FBMS 之基本資料由上而下依序為：專案資料(例如五楊高架為一

專案)、標案資料(例如五楊高架專案下有各設計標、監造標、施工

標)、橋梁基本資料。橋梁基本資料則與 TBMS2 相同，包含基本資

料主表、構件/擴建資料、各構件資料、橋梁基本資料照片以及相

關圖文。 

2. 檢測資料模組 

FBMS 之檢測資料功能除 TBMS2 之巡查、定期檢測、特別檢測及

河床斷面高程測量外，配合高公局之作業，增加了平時檢測、詳細

檢測及箱型梁內部檢測。平時檢測與定期檢測相同，必須透過 APP

才能新增，但檢測項目較少；詳細檢測之功能，為橋梁進行非破壞

或局部破壞性檢測後，可將檢測報告上傳至系統中；箱型梁內部檢

測為定期針對箱型梁內部進行之檢測，與定期檢測同樣採用

DER&U 檢測法，但不須使用 APP 新增。圖 3.14 為系統詳細檢測

報告上傳頁面，圖 3.15 為箱型梁內部檢測資料表。 

 

 
圖 3.14 FBMS 詳細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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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FBMS 箱型梁內部檢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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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設計圖文 

可上傳規劃階段及設計階段之契約類、圖說類及報告類資料。 

4. 施工階段圖文 

可上傳變更設計及竣工階段之契約類、圖說類及報告類資料。 

5. 統計分析模組 

與 TBMS2 之差異在於，FBMS 將 TBMS2 之統計分析模組與常用

管理模組之各項功能彙整在同一模組中。 

6. 重點橋梁管理 

高公局針對轄下重點監控橋梁、特殊性橋梁及分局關注橋梁另闢專

區進行管理，可針對各橋輸入監控或管理重點，並表列出橋梁所有

構件歷年檢測之 D、R 或 U 值，如圖 3.16 所示。 

 

 
圖 3.16 FBMS 重點橋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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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決策支援模組 

FBMS 簡化 TBMS2 決策支援模組之功能，僅餘檢測預算編列功

能。 

8. 生命週期成本 

提供橋梁歷史成本檢視及構件劣化預測功能，如圖 3.17所示。FBMS

採用之劣化預測模式是運用馬可夫鏈(Makov Chain)對構件的狀態

做預測，以前兩年之橋梁定期檢測資料為基礎，預測下一年之劣化

機率。 

 
圖 3.17 FBMS 生命週期成本 

9. 文件上傳區 

供總局、分局及各工務段上傳或下載各類報告書及品質管理文件。 

3.3 公路總局省道橋梁管理系統 

「公路總局省道橋梁管理系統 (簡稱 THBPBMS)」為公路總局將

TBMS2 中公路總局子系統移轉出來自行管理之系統，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啟動移轉作業，移轉後之系統經測試及調整，於民國 110 年 9 月 1 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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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啟用。THBPBMS 共分為 8 個模組，分別為(1)基本資料模組、(2)檢測資

料模組、(3)維修紀錄模組、(4)橋梁評鑑模組、(5)地理資訊模組、(6)防災

資訊模組、(7)常用管理模組，及(8)資料上傳模組，如圖 3.18 所示。 

 

使用者介面      

基本資料模組
(含資料開放功能)

網路瀏覽器

系統管理後端

THBPBMS資
料庫

近端網路

網際網路 THBPBMS APP
(iOS、Android版)

橋梁評鑑模組維修紀錄模組

防災資訊模組

檢測資料模組 地理資訊模組

資料上傳模組
常用管理模組

(僅系統管理者使用)

網路瀏覽器

網際網路

 
圖 3.18 THBPBMS 系統功能架構圖 

THBPBMS 移轉後初期功能與 TBMS2 相似，以下僅針對主要之異動

進行說明： 

1. 模組功能重新分配 

將原 TBMS2「統計分析模組」中，「基本資料分析」及「檢測資料

分析」功能分別移至「基本資料」及「檢測資料」模組。將「常用

管理模組」中部份功能移至「基本資料」、「檢測資料」及「維修紀

錄」模組後，對使用者則隱藏「常用管理模組」，餘下功能僅系統

管理者可使用。 

2. 移除未使用之功能 

移除「巡查」、「檢測品質查證橋梁抽選」、「日常維修」、「決策支援

模組」、「橋況分析模組」、「預警條件設定」等功能。 

3. 增加所需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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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橋護欄」資料表中增加「左側護欄長度(公尺)」及「右側護欄

長度(公尺)」欄位 

4. 增加所需功能 

於橋梁基本資料中建立 CCTV 及監測系統之連結，如圖 3.19 所示。

增加基本資料空白欄位搜尋功能，如圖 3.20 所示。與公路總局工

程管理入口整合資訊網進行資料介接。 

 
圖 3.19 THBPBMS 橋梁 CCTV 及監測系統連結 

 

 
圖 3.20 THBPBMS 基本資料空白欄位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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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 

「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為臺北市政府於民國 94 年委託中興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所開發之橋梁管理系統，97 年後由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接手進行系統之更新及維護。該系統中所管理的結構物包含橋梁、

隧道、地下道及人行陸橋，早期透過資料交換，將系統內之橋梁資料上傳

至 TBMS1，TBMS2 上線後，由於資料架構迥異且橋梁定期檢測必須使用

TBMS2 APP，遂改為自 TBMS2 下載橋梁資料至「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

統」。 

「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具有 14 項功能模組，分別為(1)橋梁、

(2)隧道、(3)地下道、(4)人行陸橋、(5)日常巡查、(6)維修紀錄、(7)技術文

件、(8)附掛管線、(9)橋梁水位警戒、(10)統計分析、(11)GIS 應用、(12)

檢測品管、(13)系統維護，以及(14)民眾查詢精簡版介面，而橋梁、隧道、

地下道及人行陸橋這四大模組下，均可再分為基本資料、檢測資料及維修

紀錄子模組。圖 3.21 為摘錄自「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更新維護成果

報告之系統功能架構圖。 

 
圖 3.21 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功能架構圖 

3.5 桃園市橋梁安全管理系統 

「桃園市橋梁安全管理系統」為桃園市政府配合院頒要點所開發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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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管理系統，自民國 109 年 9 月開始至 110 年 12 月底為第一期之規劃服務

案，目前 111 年則為第二期，短期之規劃為自 TBMS2 介接所需資料，市

府委外之檢測公司仍會使用 TBMS2，長期則朝向完全使用「桃園市橋梁

安全管理系統」為目標，屆時再配合政策將橋梁資料提供給本所之「車行

橋梁統計系統」。 

「桃園市橋梁安全管理系統」目前規劃 8個模組，分別為(1)橋梁資料、

(2)地圖功能、(3)橋檢模組、(4)地下道模組、(5)風險模組、(6)防災儀表板、

(7)封橋示警，及(8)後台控管。圖 3.22 為摘錄自「桃園市橋梁安全管理系

統」期中報告之系統功能架構圖。 

 
圖 3.22 桃園市橋梁安全管理系統功能架構圖 

3.6 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為鐵道局配合院頒要點開發之橋梁監

管系統，監理範圍包含高鐵、臺鐵、林鐵、糖鐵、臺北捷運、新北捷運、

桃園捷運、臺中捷運、高雄捷運之橋梁，系統於民國 110 年 10 月底正式上

線使用。「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與各鐵道橋梁管理單位之資料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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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方式如表 3-2 所示，除臺鐵開放授權給鐵道局系統進入臺鐵橋梁管理系

統抓取所需資料，其餘各單位均採用固定檔案格式上傳至鐵道局系統。 

「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規劃 6 大模組，分別為(1)入口網頁、

(2)空間資訊、(3)監理資訊、(4)統計分析、(5)資料管理，及(6)權限管理。

圖 3.23 為摘錄自「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期中報告之系統功能架構

圖。 

表 3-2 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資料介接方式 
NO 鐵道橋梁管理單位 介接方式 
1 高鐵 以固定檔案格式上傳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2 臺鐵 授權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至臺鐵橋梁管理

系統抓取所需資料 
3 林鐵 以固定檔案格式上傳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4 糖鐵 以固定檔案格式上傳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5 臺北捷運 以固定檔案格式上傳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6 新北捷運 以固定檔案格式上傳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7 桃園捷運 以固定檔案格式上傳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8 臺中捷運 以固定檔案格式上傳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9 高雄捷運 以固定檔案格式上傳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圖 3.23 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功能架構圖 

該系統之統計分析模組主要統計項目包含 12 項： 

1. 橋梁總數：管理單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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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度統計：管理單位、路線、橋長 

3. 跨河橋：管理單位、數量 

4. 跨越第一類斷層：管理單位、數量 

5. 橋齡：管理單位、數量、橋齡 

6. 結構型式：管理單位、各型式數量 

7. 主梁型式：管理單位、各型式數量 

8. 特殊橋：管理單位、數量 

9. 定期檢測：檢測結果(已檢測、待檢測)、執行率 

10. 特別檢測：檢查結果(正常、異常)、數量 

11. 詳細檢測：檢查結果(維修、結構安全評估、追蹤觀察)、數量 

12. 維修資訊：維修結果(已完成、未完成)、執行率 

圖 3.24 為摘錄自「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期中報告之統計分析

畫面。 

 
圖 3.24 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統計分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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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全國人行橋梁管理資訊及統計系統 

「全國人行橋梁管理資訊及統計系統(簡稱 PBMIS)」為營建署配合院

頒要點開發之橋梁管理系統，供各人行橋梁管理機關輸入所轄人行橋梁資

料，目前尚在開發階段，但已先開放讓各單位使用部分功能，全系統預計

110 年 12 月底前完成。圖 3.25 為登入系統後之畫面，分為 6 大功能模組，

分別為(1)公佈欄、(2)橋梁基本資料維護、(3)使用者資料維護、(4)合約管

理、(5)檢測報告管理、(6)維護報告管理，及(6)統計分析報表管理。 

 
圖 3.25 PBMIS 系統畫面 

 

PBMIS 之檢測報告管理目前僅提供各單位上傳檢測報告，但並未有

DER&U 數值填寫之欄位，如圖 3.26 所示。 

 
圖 3.26 PBMIS 檢測報告管理畫面 

在統計分析報表管理方面，系統已規劃(1)人行天橋統計、(2)需檢測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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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統計、(3)DERU>3 橋梁統計，及(4)已檢測未維修資料統計，如圖 3.27

所示。 

 
圖 3.27 PBMIS 統計分析報表管理畫面 

3.8 本章小結 

本章彙整「車行橋梁管理資訊系統」(原第二代臺灣地區公路橋梁管理

資訊系統，簡稱 TBMS2)、「國道橋梁管理系統(簡稱 FBMS)」、「公路總局

省道橋梁管理系統(簡稱 THBPBMS)」、「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桃

園市橋梁安全管理系統」、「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及「全國人行橋

梁管理資訊及統計系統(簡稱 PBMIS)」之相關資料，其中「臺北市橋涵維

護管理系統」及「桃園市橋梁安全管理系統」目前所規劃之功能，係自

TBMS2 抓取橋梁資料，並非將資料上傳 TBMS2，與本案欲開發之「全國

車行橋梁統計系統」無直接關聯，TBMS2、FBMS 及 THBPBMS 則為「全

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中車行橋梁資料之來源；「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

系統」為「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中鐵道橋梁資料來源；「全國人行橋

梁管理資訊及統計系統」則為人行天橋資料來源。  



 

49 

 

第四章 系統需求訪談及專家座談會 

4.1 專家訪談 

本計畫訪談對象包括交通部轄下辦理橋梁維管之相關機關(單位)、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及轄管橋梁相關部會』，另考量「全國橋梁統計資

訊模組」之開發，亦將鐵道局及營建署納入訪談範圍。縣市政府部分，考

量轄管橋數及城鄉差距，挑選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彰化縣及臺東縣

政府進行訪談。 

訪談內容主要就「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含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

所需納入之欄位，及其中開放民眾閱覽欄位進行調查，分為(1)車行橋梁、

(2)鐵道橋梁及(3)人行天橋三大部分，受訪對象依其所轄(監管)橋梁類別

回復，訪談部會及機關(單位)詳列於表 4-1。因疫情影響，訪談以專家問卷

為主，輔以電話訪談，問卷於民國 110 年 9 月 17 日回收完畢。 

 

表 4-1 訪談對象列表 
NO 部會及機關 訪談對象 職稱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郭殷孝 簡任技正 
2 交通部路政司 陳柏源 技正 
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許書耕 組長 
4 交通部鐵道局 許佑綸 幫工程司 
5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陳真芳 正工程司 
6 交通部公路總局 楊秉順 科長 
7 內政部營建署(道路組) 張明華 分隊長 
8 教育部 王清松 技正 
9 經濟部(水利署) 魏宏霖  

10 科技部(竹科管理局) 張友怡  
11 農委會 張盈盈 技士 
12 退輔會 余文裕 科長 
13 臺北市政府 劉人豪 股長 
14 桃園市政府 林巳伸 幫工程司 
15 臺中市政府 蘇鈺勝  
16 彰化縣政府 林冠傑 技士 
17 臺東縣政府 秘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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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訪談結果 

各單位專家所回復問卷彙整詳附件一，表 4-2 至表 4-4 為針對車行橋

基本資料中，機關需求欄位及可開放民眾瀏覽欄位之調查結果。機關需求

欄位中，多數欄位均認須納為機關需求欄位，除起始橋墩編號、橋墩與橋

孔數相同、起始橋台為本橋橋墩，以及引道路堤回填料質，共 4個欄位外，

其餘欄位均有超過半數以上專家認需納入。可開放民眾瀏覽欄位部分，15

份回復車行橋部分問卷中，以超過半數(8 份)勾選可開放民眾瀏覽欄位，計

25 欄，分別為橋梁名稱、使用狀態、第三層管理機關/工務段、所在縣市、

所在區鄉、道路等級、路線、竣工年、竣工月、橋梁總長(公尺)、最大淨

寬(公尺)、橋頭/尾 GPS 經緯度、結構型式、主梁型式、是否為跨水橋、定

期檢測週期(月/次)、擴建位於原橋那一側、擴建竣工年、擴建總橋孔數、

擴建總長(公尺)、擴建之結構型式，以及跨越河川/水域類別。 

表 4-5 及表 4-6 為針對車行橋定期檢測及維修紀錄欄位中，機關需求

欄位及可開放民眾瀏覽欄位之調查結果。機關需求欄位中，多數欄位均認

須納為機關需求欄位，除維修合約編號欄位外，其餘欄位均有超過半數以

上專家認有需要。可開放民眾瀏覽欄位部分，15份回復車行橋部分問卷中，

以超過半數(8 份)勾選可開放民眾瀏覽欄位僅 6 欄，分別為檢測橋梁名稱、

第三層管理機關/工務段、檢測日期、檢測單位、維修橋梁名稱，及維修完

工日期。 

有關鐵道橋及人行橋之機關需求欄位及可開放民眾瀏覽欄位，經本所

於民國 110 年 10 月 26 日邀集路政司、鐵道局及營建署研商「彙整全國橋

梁統計資訊」相關事宜，會中決議「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與「人

行天橋管理系統」均可將資料上傳至「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再由「全

國橋梁統計資訊」進行相關之統計並呈現統計數字，一般民眾僅能瀏覽統

計結果，但無法進一步檢視橋梁資料，爰針對鐵道橋及人行橋介接欄位訪

談結果不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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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車行橋基本資料主表各欄位調查結果 
車行橋基本資料主表 總票數 

 
車行橋基本資料主表 總票數 

編號 欄位名稱 機關 民眾 
 
編號 欄位名稱 機關 民眾 

1 系統 ID 11 2  31 最小淨寬(公尺) 14 5 
2 橋梁名稱 14 14  32 橋面板投影面積(平方公尺) 11 3 
3 使用狀態 15 14  33 最大跨距(公尺) 15 7 
4 停用橋類型 11 4  34 跨距分配 13 3 
5 停用未拆除原因 13 3  35 橋頭 GPS 經度 14 10 
6 橋梁維管中央主管機關 13 6  36 橋頭 GPS 緯度 14 10 
7 橋梁財產權屬機關 13 7  37 橋尾 GPS 經度 14 9 
8 第一層管理機關/管理機關 15 7  38 橋尾 GPS 緯度 14 9 
9 第二層管理機關/工程分局(處) 14 7  39 結構型式 15 11 
10 第三層管理機關/工務段 13 9  40 主梁材質 15 7 
11 所在縣市 15 15  41 主梁型式 15 9 
12 所在區鄉 14 12  42 設計活載重 12 5 
13 道路等級 15 9  43 設計規範年度 12 2 
14 路線 13 11  44 耐震設計規範年度 13 2 
15 橋頭里程(K) 11 7  45 橋梁最接近斷層 11 3 
16 橋頭里程(M) 11 7  46 橋梁最接近斷層距離(公尺) 11 3 
17 橋尾里程(K) 11 7  47 離海岸距離(公尺) 11 2 
18 橋尾里程(M) 11 7  48 腐蝕等級(碳鋼) 10 1 
19 竣工年 15 11  49 腐蝕等級(鋅) 9 1 
20 竣工月 11 8  50 是否為雙層橋 11 6 
21 設計單位 14 7  51 是否為跨水橋 15 8 
22 監造單位 14 7  52 跨越物體 13 7 
23 施工單位 14 7  53 參考地標 8 3 
24 竣工圖說保存地點 8 3  54 定期檢測週期(月/次) 13 8 
25 總橋孔數 14 7  55 應特別檢測震度 12 3 
26 起始橋墩編號 6 1  56 附掛管線類別 11 4 
27 橋墩與橋孔數相同 1 0  57 附註 8 1 
28 起始橋台為本橋橋墩 4 1  58 建檔人員 12 1 
29 橋梁總長(公尺) 15 12  59 建檔單位 12 2 
30 最大淨寬(公尺)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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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車行橋擴建資料表各欄位調查結果 
車行橋擴建資料表 總票數 

編號 欄位名稱 機關 民眾 

1 系統 ID 11 2 
2 所屬橋梁 ID 11 2 
3 第幾次擴建 12 7 
4 位於原橋那一側 11 8 
5 竣工年 15 10 
6 竣工月 13 7 
7 設計單位 14 7 
8 監造單位 14 7 
9 施工單位 14 7 
10 竣工圖說保存地點 9 2 
11 總橋孔數 14 8 
12 橋梁總長(公尺) 15 10 
13 橋面板投影面積(平方公尺) 13 3 
14 最大跨距(公尺) 15 7 
15 跨距分配 13 4 
16 結構型式 15 9 
17 設計活載重 12 5 
18 設計規範年度 12 2 
19 耐震設計規範年度 12 2 
20 建檔人員 12 1 
21 建檔單位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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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車行橋構件資料表各欄位調查結果 
車行橋構件資料表 總票數 

 
車行橋構件資料表 總票數 

編號 欄位名稱 機關 民眾 
 
編號 欄位名稱 機關 民眾 

1 引道路堤位置 10 5  43 橋塔高度(公尺) 12 5 
2 引道路堤回填料質 7 2  44 橋塔基礎型式 13 4 
3 引道護欄位置 9 3  45 橋塔基樁數量 11 4 
4 引道護欄型式 12 5  46 橋塔基礎深度(公尺) 12 3 

5 引道護欄高度(公尺) 13 3  47 
橋塔基礎容許最大沖刷深度

(公尺) 8 1 

6 引道護坡位置 9 3  48 橋塔錨碇裝置編號 10 3 
7 引道護坡型式 11 4  49 橋塔錨碇型式 12 4 
8 跨越河川/水域類別 15 9  50 支承所屬橋台/墩/孔編號 10 3 
9 河川/水域管理單位 13 7  51 支承型式 13 5 

10 河川/水域名稱 14 6  52 
有無阻尼裝置(含地震力分散

裝置) 11 4 

11 護床工型式 14 3  53 防震設施所屬橋台/墩編號 11 3 
12 橋台編號 12 3  54 防震設施 13 4 
13 橋台位置 12 4  55 伸縮縫所屬橋台/墩/孔編號 11 3 
14 橋台型式 13 6  56 伸縮縫型式 13 5 
15 橋台防落橋長度(公尺) 12 2  57 橋孔編號 12 3 
16 橋台基礎型式 13 6  58 橋孔結構型式 13 3 
17 翼牆/擋土牆位置 11 4  59 橋孔跨距(公尺) 13 5 
18 翼牆/擋土牆型式 12 5  60 主梁編號 12 3 
19 排水孔數量 9 2  61 主梁型式 13 7 
20 排水設施材質 11 2  62 主梁材質 13 7 
21 橋護欄型式 12 4  63 橫梁編號 12 3 
22 橋護欄高度(公尺) 12 2  64 橫梁型式 13 4 
23 橋墩(塔)編號 12 3  65 橫梁材質 13 2 
24 橋墩(塔)是否落在河道上 12 2  66 托梁材質 11 2 
25 橋墩(塔)是否落在高灘地 12 2  67 斜撐材質 10 2 
26 橋墩高度(公尺) 11 7  68 橋面板編號 11 3 
27 橋墩與上構接合型式 12 3  69 橋面板材質 13 3 
28 橋墩防落橋長度(公尺) 12 2  70 斜張鋼纜編號 11 4 
29 墩柱數量 12 5  71 斜張鋼纜型式 13 5 
30 墩柱編號 11 3  72 拱圈編號 11 3 
31 墩柱型式 12 6  73 拱圈材質 13 3 
32 墩柱材質 13 4  74 拱圈鋼纜(吊索)編號 11 3 
33 橋墩基礎型式 13 6  75 拱圈鋼纜(吊索)型式 13 4 
34 橋墩基樁數量 12 4  76 拱圈立柱編號 11 3 
35 橋墩樁帽深度(公尺) 11 3  77 拱圈立柱型式 13 3 
36 橋墩基礎深度(公尺) 12 3  78 拱圈橫桿編號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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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橋構件資料表 總票數 
 

車行橋構件資料表 總票數 

編號 欄位名稱 機關 民眾 
 
編號 欄位名稱 機關 民眾 

37 
橋墩基礎容許最大沖刷深度

(公尺) 9 1  79 拱圈橫桿型式 13 3 

38 橋墩保護措施型式 12 3  80 吊橋主纜索編號 11 3 
39 橋墩側向支撐編號 8 3  81 吊橋主纜索位置 12 3 
40 橋墩側向支撐型式 9 3  82 吊橋主纜索型式 13 5 
41 橋塔型式 13 6  83 吊橋吊索編號 11 3 
42 橋塔材質 13 5  84 吊橋吊索型式 13 5 

 
 
 
 

表 4-5 車行橋定期檢測資料各欄位調查結果 
車行橋定檢資料 總票數 

編號 欄位名稱 機關 民眾 

1 系統 ID(橋梁) 12 5 
2 橋梁名稱 15 12 
3 第一層管理機關/管理機關 15 7 
4 第二層管理機關/工程分局(處) 14 7 
5 第三層管理機關/工務段 14 12 
6 系統 ID(定期檢測) 11 5 
7 檢測日期 15 12 
8 檢測單位 15 9 
9 檢測員 12 2 
10 檢測員意見 12 4 
11 該次檢測所有構件之 D 值 13 3 
12 該次檢測所有構件之 E 值 13 3 
13 該次檢測所有構件之 R 值 13 3 
14 該次檢測所有構件之 U 值 14 4 
15 該次檢測最嚴重之 D 值 10 4 
16 該次檢測最嚴重之 E 值 10 3 
17 該次檢測最嚴重之 R 值 9 4 
18 該次檢測最嚴重之 U 值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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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車行橋維修紀錄資料各欄位調查結果 
車行橋維修資料 總票數 

編號 欄位名稱 機關 民眾 

1 系統 ID(橋梁) 12 3 
2 橋梁名稱 15 11 
3 第一層管理機關/管理機關 15 7 
4 第二層管理機關/工程分局(處) 14 5 
5 第三層管理機關/工務段 14 7 
6 系統 ID(維修紀錄) 12 3 
7 合約編號 7 0 
8 合約名稱 9 2 
9 維修工法 13 5 
10 維修數量 11 4 
11 單位 13 4 
12 維修金額 12 3 
13 維修開工日期 15 6 
14 維修完工日期 15 9 

 

4.3 專家座談會 

本計畫於民國 111 年 3 月 3 日以上述接受訪談專家為邀請對象，舉行

專家座談會，與會專家名單如表 4-7。專家座談會之會議紀錄詳附件二。

專家座談會出席專家意見及處理情形整理如表 4-8。 

表 4-7 專家座談會與會專家 
NO 部會及機關 訪談對象 職稱 
1 交通部路政司 陳柏源 技正 
2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陳真芳 正工程司 
3 交通部公路總局 楊秉順 科長 
4 內政部營建署道路工程組 張明華 分隊長 
5 教育部秘書處採購及工程管理科 王清松 技正 
6 農委會 張盈盈 技士 
7 農委會 邱佳宏 辦事員 
8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劉人豪 股長 
9 臺中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蘇鈺勝 工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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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專家座談會委員意見及處理情形 

委員/單位之意見 本所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一) 交通部路政司/陳柏源委員   
1. 若系統內之 GIS 模組規劃供

民眾使用，建議介面設計上

可於點選統計表數據後，直

接連結到橋梁 GIS 功能頁

面，供民眾查詢。 

開放民眾瀏覽部分，進入系

統後即以 GIS 地圖介面顯

示，並提供簡易之搜尋功

能，例如橋名、所在縣市及

區鄉、車行橋梁、鐵道橋梁、

人行橋梁等。顯示橋梁不需

分為「正常使用」、「維修

中」、「停用」，僅區分「可通

行」、「不可通行」。 

已依本所意見調整民眾入口

之 GIS 介面。 

2. 民眾查詢部分，若其有相關

意見反映需求，因各機關權

責分工不一，各機關均設有

首長信箱可供民眾反應意

見，建議不需於系統內提供

各橋第一線橋管單位之聯絡

方式，以免增加機關負擔。 

有關民眾查詢之相關意見反

映需求，經各專家討論建議

循各機關現行設施機制，爰

建議系統僅提供橋梁之管理

機關。 

已依本所意見，於民眾入口

之 GIS 中點選橋梁後顯示橋

梁管理機關。 

3. 建議表中「U 值橋數統計」

之U=1及U=2未維修橋數不

需顯示。 
 

 已依委員意見調整。 

(二)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陳真芳

委員 
  

1. 建議系統內之 GIS 模組中，

橋梁圖層選單預設顯示至分

局、工程處，點選後再展開

轄下工務段。 
 

 
 

後於工作會議中依本所指

示，圖層選單預設僅顯示部

會層級。 

2. 有關橋梁類別名稱，依院頒

要點用詞，應為「車行橋

梁」、「鐵道橋梁」及「人行

天橋」。 
 

 已依委員意見調整系統內用

詞。 

3. 目前使用狀態為「維修中」

橋梁，部分在實際上仍屬可

正常通行，建議此名詞應調

整，以免產生誤解。另各機

關之使用狀態定義應一致，

統計數據才有意義。 
 

「使用狀態統計」表中「正

常使用」、「維修中」之分類

及定義，請列本案後續工作

會議討論確認。 

依本所意見辦理。 

4. 民眾查詢之相關意見反映需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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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單位之意見 本所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求，高公局設有 1968 專線，

可供民眾反應意見。 
 
5. 「橋齡統計」表之橋齡區

間，建議以 10 年為區間。 
「橋齡統計」表之橋齡區間

分為：<2 年、2~10 年、11~20 
年、21~30 年、31~40 年、

大於 40 年及不詳。 
 

已依委員及本所意見調整。 
 

6. 橋面板面積及橋梁總長建議

取整數，並增加千分位符號。 
橋面板總面積、橋梁總長、

平均橋齡、平均橋長、平均

橋面板面積等數據均取整

數，並顯示千分位符號。 
 

已依委員及本所意見調整。 

7. 「U 值橋數統計」是否需要

特別把 U=1 納入統計表，建

議再酌，或可考慮對於 U=1
及 U=2 不需特別針對未維修

數量進行統計。 

 已依委員意見調整。 

(三) 交通部公路總局/楊秉順委

員 
  

1. 建議民眾進入後畫面應直接

顯示 GIS 地圖介面，並於地

圖中選擇縣市及橋梁圖示

後，再進一步提供橋管單

位、橋梁檢測及維修情況等

相關資訊。 

開放民眾瀏覽部分，進入系

統後即以 GIS 地圖介面顯

示，並提供簡易之搜尋功

能，例如橋名、所在縣市及

區鄉、車行橋梁、鐵道橋梁、

人行橋梁等。顯示橋梁不需

分為「正常使用」、「維修

中」、「停用」，僅區分「可通

行」、「不可通行」。 
 

已依本所意見調整民眾入口

之 GIS 介面。 

2. 有關民眾可檢視之資訊，目

前呈現之三張固定統計表格

是否為必須提供之資訊，請

再確認。 
 

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介面

設計應從使用者需求出發，

針對機關 (如各部會 )使用

者，其需求屬於「面」包括

下轄機關橋梁之統計性、彙

整性資訊，民眾使用者則屬

於「點」狀，可能是單一橋

梁，或是單一區域(如鄉鎮區)
內橋梁，兩者需求不同，其

系統介面設計，也要作出差

異性。 
 

已調整系統功能選單配置，

並針對機關與民眾進入系統

後所見之畫面有所區隔。 

3. 民眾可檢視之「檢測及維修「檢測及維修狀態統計」原已依本所意見，不開放民眾



 

58 

 

委員/單位之意見 本所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狀態統計」表中，「尚未維修

U=3」及「尚未維修 U=4」，
建議改為「應維修」及「已

維修」。 
 

則上初期不開放民眾檢視。 檢視「檢測及維修狀態統

計」。 

4. 因規範針對 U=1 及 U=2 部
分並無規定一定須維修，建

議「U值橋數統計」中U=1 及
U=2 未維修橋數不需顯示。 

 

 已依委員意見調整。 

(四) 內政部營建署道路工程組/
張明華委員 

  

1. 有關橋梁類別名稱，應依院

頒要點用詞。 
 

 已依委員意見調整系統內用

詞。 

2. 提供給民眾之資訊，應儘量

簡單，系統開發團隊建議之

使用狀態、管理機關、所在

縣市、所在區鄉、竣工年月

及橋長等基本資料可提供給

民眾檢視，但維修養護資料

則不建議提供。 
 

 已依委員意見調整。 

3. 民眾查詢之相關意見反映需

求，建議提供橋梁管理機關

及中央主管機關即可，不需

提供承辦人員之聯絡資訊。 
 

有關民眾查詢之相關意見反

映需求，經各專家討論建議

循各機關現行設施通制，爰

建議系統僅提供橋梁之管理

機關。 

已依本所意見，於民眾入口

之 GIS 中點選橋梁後顯示橋

梁管理機關。 

4. 本署人行天橋管理系統之各

層級權責架構，並未往下細

分至第四層及第五層。 

考量人行天橋、鐵道橋梁系

統之層級架構，並未細分至

第四層或第五層，本案內彙

整全國橋梁統計資訊功能之

層級架構維持目前三層。 

依本所意見辦理。 

5. 有關人行天橋部份，只要是

以人行走為目標所建置的橋

梁，均納入本署之人行橋梁

管理系統。 
 

 敬悉。 

(五)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劉人豪委員 
  

1. 建議 GIS 模組提供簡易搜尋

功能，以利民眾直接依名稱

搜尋特定橋梁，並查詢相關

開放民眾瀏覽部分，進入系

統後即以 GIS 地圖介面顯

示，並提供簡易之搜尋功

已依委員及本所意見調整民

眾入口之 GIS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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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單位之意見 本所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資料。 能，例如橋名、所在縣市及

區鄉、車行橋梁、鐵道橋梁、

人行橋梁等。顯示橋梁不需

分為「正常使用」、「維修

中」、「停用」，僅區分「可通

行」、「不可通行」。 
 

2. 在橋梁維修過程中，實務上

並不會即時調整橋梁管理系

統中之橋梁使用狀態，僅會

填寫維修紀錄。 
 

 敬悉。 

3. 臺北市政府之建築連結人行

天橋及自行車橋，並未納入

人行橋梁系統中。未來若有

民意代表索取資料，恐會有

兩邊系統資料無法一致，造

成疑慮，建議系統內是否可

增加自行車橋。 
 

有關臺北市政府提出之增加

自行車橋的議題，應回歸到

全國人行天橋統計系統或人

行天橋管理資訊系統，建議

逕洽營建署確認其系統所納

管的橋梁範疇。 

依本所意見辦理。 

(六) 臺中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北

屯工程隊/蘇鈺勝委員 
  

1. 臺中市政府之車行橋梁分屬

許多不同局、處管理，民眾

查詢部分，不建議直接提供

各橋管單位之聯絡方式。 
 

有關民眾查詢之相關意見反

映需求，經各專家討論建議

循各機關現行設施通制，爰

建議系統僅提供橋梁之管理

機關。 

已依本所意見，於民眾入口

之 GIS 中點選橋梁後顯示橋

梁管理機關。 

2. 臺中市政府有 1999 專線，可

供民眾反應意見，建議回歸

各機關之反映機制進行處

理。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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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架構及功能 

5.1 系統架構 

「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採網路系統，使用者透過網路瀏覽器進入

系統操作，使用者介面下有 4 大功能模組，分別為「車行橋梁統計資訊」、

「全國橋梁統計資訊」、「帳號密碼管理」及「系統公告」，系統後端有「資

料介接」應用程式(API)，供進行資料介接之車行橋梁、鐵道橋梁及人行天

橋相關系統上傳橋梁資料，如圖 5.1 所示。以下各節進行功能概述，本章

各節所列相關圖表均為示意，其數據不代表最終系統建置完成數據。 

使用者介面

車行橋梁
統計資訊

全國橋梁
統計資訊

帳號密碼
管理

車
行
橋
地
理
資
訊

車
行
橋
統
計
分
析

車
行
橋
資
料
查
詢

固
定
統
計
表

彈
性
統
計
表

檢
測
資
料
查
詢

基
本
資
料
查
詢

維
修
紀
錄
查
詢

地
圖
搜
尋

全
國
橋
梁
分
類
統
計

部
會
及
縣
市
政
府
轄

管
橋
梁
統
計

個
人
資
料
管
理

帳
號
新
增
、
編
輯

開放民眾瀏覽(不需帳密)

系統公告

(後端程式)

網路瀏覽器

網際網路

網路瀏覽器

系統管理後端

資料庫

資料介接API

介接之系統

網際網路

 
圖 5.1 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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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統入口 

「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系統首頁有兩個入口，一為供政府機關使

用入口，需有系統帳號密碼方能登入，如圖 5.2 所示，政府機關登入後，

進入系統功能主選單，可選擇「車行橋梁統計資訊」、「全國橋梁統計資訊」

及「我的帳號管理」。另一為民眾入口，不需系統帳號密碼，因民眾所能

使用之功能僅「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為避免民眾混淆，特將系統首

頁之名稱更換為「全國橋梁統計資訊網」，同時在進入系統後，跳過系統

功能主選單，直接顯示「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中之「地圖搜尋」頁面，

如圖 5.3 所示。 

 

 
圖 5.2 政府機關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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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一般民眾入口 

5.3 車行橋梁統計資訊 

「車行橋梁統計資訊」模組主要使用者為全國車行橋梁之相關中央部

會及相關機關(構)，如交通部路政司、本所、內政部營建署等，透過此模

組可快速統計車行橋梁之各類資料，亦可查詢個別橋梁之基本資料、定期

檢測資料及維修紀錄，不需逐一進入 TBMS2、FBMS 或 THBPBMS 中查

詢後，再以人工方式彙整查詢結果。此模組下分三個主要功能，分別為(1)

車行橋統計分析、(2)車行橋地理資訊，及(3)車行橋資料查詢。 

1. 車行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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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5 張固定統計表格，分別為(1)所轄橋梁基本統計，如圖 5.4 所

示；(2)各級道路橋數，如圖 5.5 所示；(3)各類跨河橋數，如圖 5.6

所示；(4)各結構型式橋數，如圖 5.7 所示；(5)U 值橋數統計，如圖

5.8 所示；此 5 張表格之統計項目為歷年監察單位、審計單位及民

意代表常向交通部索取之資料，點選表格中之橋數，可檢視橋梁清

單，如圖 5.9 所示，可再點清單右上方之「顯示於 GIS」，將清單中

之橋梁顯示在 GIS 中，如圖 5.10 所示，亦可單獨點選橋梁資料列

右方之「顯示」，單獨將該橋顯示在 GIS 中。 

 
圖 5.4 所轄橋梁基本統計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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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各級道路橋數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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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各類跨河橋數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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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各結構型式橋數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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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U 值橋數統計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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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統計表之橋梁清單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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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統計表之橋梁清單顯示於 GIS 示意 

 

5 張固定統計表格頁面中，設有「統計圖」按鈕，可將表格中之數

字繪製成長條圖及圓餅圖，以各類跨河橋數統計表為例，點選交通

部之「統計圖」按鈕，顯示交通部各類跨河橋數長條圖，如圖 5.11

所示，可再切換為交通部各類跨河橋數圓餅圖，如圖 5.12 所示。 

 
圖 5.11 交通部各類跨河橋長條圖格式示意 

 



 

71 

 

 
圖 5.12 交通部各類跨河橋圓餅圖格式示意 

 

除固定統計表格外，另有 2 項彈性統計表，分別為(1)基本資料彈性

統計，如圖 5.13 所示；(2)檢測維修彈性統計，如圖 5.14 所示。彈

性統計表頁面分為四大區塊，最上方為「篩選條件設定」，以圖 5.13

為例，可設定僅統計正常使用且跨越中央管河川之橋梁；左方之區

塊為「勾選統計機關」，例如勾選交通部，便會統計交通部轄下所

有機關之橋數，亦可再單獨勾選轄下機關，如高公局、公路總局等。

中央之區塊為「勾選統計項目」，例如勾選橋梁總數、橋梁總長、

橋齡小於 2 年橋數及橋齡 2~10 年之橋數等。下方區塊則為「統計

結果」，點選「進行統計」按鈕後，在此區塊中便會顯示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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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基本資料彈性統計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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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檢測維修彈性統計格式示意 

 

與固定統計表相同，點選「統計結果」表格中之橋數，可檢視橋梁

清單，亦可將清單中之橋梁顯示在 GIS 中，或單獨點選橋梁資料列

右方之「顯示」，單獨將該橋顯示在 GIS 中。點選欄位上方之    ，

可將表格中之數字繪製成長條圖及圓餅圖，以 D≧3 未維修為例，

點選欄位名稱右方之    ，顯示長條圖，如圖 5.15 所示，可再切

換為圓餅圖，如圖 5.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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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D≧3 未維修長條圖格式示意 

 

 
圖 5.16 D≧3 未維修圓餅圖格式示意 

2. 車行橋地理資訊 

車行橋地理資訊中有三個圖層控制頁籤，分別為各部會、縣市政府

及環境圖層，各部會及縣市政府頁籤中使用樹狀圖列出具車行橋梁

之部會、轄下機關及各縣市政府，勾選後可在電子地圖(使用 Google 

Map 為底圖)上顯示橋梁位置，並以綠色六角形符號代表「正常使

用」橋梁，黃色施工符號代表「維修中」橋梁，紅色禁止通行符號

代表「停用」橋梁，點選橋梁符號可顯示該橋之橋名、管理機關及

路線，如圖 5.17 所示。可再點選「橋梁基本資料」，檢視該橋完整

之基本資料表，或點選「定期檢測資料」，檢視該橋歷年定期檢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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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車行橋地理資訊(各部會及縣市政府圖層)格式示意 

環境圖層頁籤提供與橋梁安全相關之各類圖層，包含斷層、土石流

潛勢溪流、土壤液化潛勢圖、雨量站、水位站、地震測站、鋅金屬

腐蝕速率分類圖、碳鋼金屬腐蝕速率分類圖及海岸線周圍等，如圖

5.18 所示。 

 
圖 5.18 車行橋地理資訊(環境圖層)格式示意 

3. 車行橋資料查詢 

車行橋資料查詢包含基本資料查詢、檢測資料查詢及維修紀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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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透過查詢介面，搜尋特定橋梁，並檢視及文字類資料(不

含照片、影片或附屬檔案)，以圖 5.19 為例，可設定搜尋條件，如

橋梁名稱中包含「仁愛」二字，管理機關為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

程處，查詢結果如圖 5.20 所示，點選橋梁列表右側之「檢視」，便

可檢視該橋之完整資料，如圖 5.21 所示。系統內檢測資料查詢及

維修紀錄查詢方式均相似，爰不重複說明。 

「車行橋梁統計資訊」下建有車行橋梁資料庫，係參考 TBMS2、

FBMS 及 THBPBMS 之架構，資料庫關聯圖詳圖 5.22 及圖 5.23。 

 
圖 5.19 車行橋梁基本資料查詢格式示意 

 

 
圖 5.20 車行橋梁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列表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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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車行橋梁完整基本資料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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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車行橋梁資料庫關聯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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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車行橋梁資料庫關聯圖(2/2) 

5.4 全國橋梁統計資訊 

「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提供車行橋梁、鐵道橋梁及人行天橋之固

定統計表格，此模組開放一般民眾不須輸入帳密即可檢視，使用者可透過

地圖搜尋功能，在電子地圖上搜尋指定縣市或區鄉之車行橋梁、鐵道橋梁

及人行天橋，各類橋梁均有「使用狀態統計表」、「檢測及維修狀態統計表」

及「橋齡統計表」三張固定表格，但因橋梁管養機關對於「檢測及維修狀

態統計表」開放一般民眾檢視尚有疑慮，爰目前該表僅供機關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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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圖搜尋 

民眾與機關均可使用地圖搜尋功能，此功能使用 Google Map 作為

底圖，使用者可利用畫面左上方之搜尋條件，搜尋條件包含「所在

縣市」、「所在區鄉」、「橋梁類別」或以橋名關鍵字進行搜尋，例如

輸入「金」，便會在地圖上顯示橋名中有「金」之橋梁，以綠色六

角形符號代表「可通行」橋梁，紅色禁止通行符號代表「不可通行」

橋梁，點選橋梁符號可顯示該橋之橋名、使用狀態、管理機關、所

在縣市、所在區鄉、竣工年月及橋梁總長，如圖 5.24 所示。 

 
圖 5.24 全國橋梁統計資訊之地圖搜尋格式示意 

2. 全國橋梁分類統計 

全國橋梁分類統計是以橋梁類型(即車行橋梁、鐵道橋梁及人行天

橋)為分類進行統計，共有三張表格，「使用狀態統計表」提供正常

使用、維修中及停用橋梁之橋數，以及針對鋼索型橋梁(例如斜張

橋、脊背橋、吊橋及有吊索之拱橋)之正常使用、維修中及停用橋

梁之橋數統計；「檢測及維修狀態統計表」提供應檢測、已檢測、

U=3 尚未維修及 U=4 尚未維修之橋數，以及針對鋼索型橋梁之應

檢測、已檢測、U=3 尚未維修及 U=4 尚未維修之橋數；「橋齡統計

表」提供橋齡<2 年、2~10 年、11~20 年、21~30 年、31~40 年、>40

年及橋齡不詳之橋數，以及針對鋼索型橋梁之橋齡<2 年、2~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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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年、21~30 年、31~40 年、>40 年及橋齡不詳之橋數統計，如

圖 5.25 所示。民眾與機關均可使用全國橋梁分類統計功能，但「檢

測及維修狀態統計表」目前僅供機關檢視。 

 
圖 5.25 全國橋梁分類統計格式示意 

點選表格右上角之放大鏡圖示，可將「使用狀態統計表」、「檢測及

維修狀態統計表」或「橋齡統計表」放大檢視，如圖 5.26 所示。 

 
圖 5.26 全國橋梁分類統計放大檢視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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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大檢視頁面中可再點選「>」或「<」符號，切換為「長條圖(所

有橋梁)」及「長條圖(鋼索型橋梁)」，如圖 5.27 及圖 5.28 所示 

 
圖 5.27 全國橋梁分類統計之長條圖(所有橋梁)格式示意 

 

 
圖 5.28 全國橋梁分類統計之長條圖(鋼索型橋梁)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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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會及縣市政府轄管橋梁統計 

部會及縣市政府轄管橋梁統計有三個頁籤，分別為車行橋梁、鐵道

橋梁及人行天橋，個頁籤中均有三張表格，分別為「使用狀態統計

表」、「檢測及維修狀態統計表」及「橋齡統計表」，表格中之統計

項目與全國橋梁分類統計相同，差別在於此處以橋梁所屬部會為單

位進行統計，以車行橋梁頁籤為例，有交通部、內政部、教育部、

經濟部、科技部、農委會、退輔會及各縣市政府(22 個縣市視為一

體)，如圖 5.29 所示。民眾與機關均可使用部會及縣市政府轄管橋

梁統計功能，但「檢測及維修狀態統計表」目前僅供機關檢視。 

 
圖 5.29 部會及縣市政府轄管橋梁統計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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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表格右上角之放大鏡圖示，可單獨將各表放大檢視，如圖 5.30

所示，放大檢視頁面中可再點選「>」或「<」符號，切換為「長條

圖(所有橋梁)」及「長條圖(鋼索型橋梁)」，如圖 5.31 及圖 5.32 所

示。 

 
圖 5.30 部會及縣市政府轄管橋梁統計放大檢視格式示意 

 
圖 5.31 部會及縣市政府轄管橋梁統計之長條圖(所有橋梁)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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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 部會及縣市政府轄管橋梁統計之長條圖(鋼索型橋梁)格式示意 

 

「使用狀態統計表」、「檢測及維修狀態統計表」及「橋齡統計表」

中之數字均可點選，點選後會顯示橋梁清單，如圖 5.33 所示，可

再點清單右上方之「顯示於 GIS」，將清單中之橋梁顯示在 GIS 中，

亦可單獨點選橋梁資料列右方之「顯示」，單獨將該橋顯示在 GIS

中。 

 
圖 5.33 全國橋梁統計資訊之橋梁清單格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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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點選「使用狀態統計表」、「檢測及維修狀態統計表」及「橋齡統

計表」中之部會名稱，可顯示該部會轄下機關之橋梁統計，例如點

選「使用狀態統計表」中之「交通部」，會顯示交通部轄下各機關

之「使用狀態統計表」，如圖 5.34 所示。 

 
圖 5.34 部會轄下機關橋梁統計格式示意 

5.5 帳號密碼管理 

本系統共有 4 類型帳號，如表 5-1 所示： 

表 5-1 系統帳號類別 

NO 帳號類別 
車行橋梁

統計資訊 

全國橋梁

統計資訊 
帳密管理 系統公告 

1 系統管理者 可使用 可使用 可新增、修改、

所有帳號 
可新增、編輯、

刪除 

2 主帳號 依帳號權

限設定 
依帳號權

限設定 
可新增、修改轄

下帳號 
可檢視公開及

非公開之公告 

3 使用者 依帳號權

限設定 
依帳號權

限設定 
僅能修改自己的

帳號資料 
可檢視公開及

非公開之公告 

4 民眾 不可使用 可使用 不需帳密也無法

使用此功能 
僅能檢視公開

之公告 

1. 系統管理者 

可使用所有功能，並可增刪系統帳密，以及增刪系統公告。 

2. 主帳號 

一部會僅會持有一組主帳號，該帳號可新增轄下帳號，帳號所能使

用之功能則依帳號權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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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者 

為部會主帳號所新增之帳號，使用者無法再新增帳號，帳號所能使

用之功能則依帳號權限設定。 

4. 民眾 

不需設定帳號密碼，僅能使用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 

 

當系統管理者及主帳號登入系統後，於系統主選單可點選「帳號密碼

管理」，如圖 5.35 所示，進入後會顯示系統帳號列表。系統管理者可見所

有帳號，主帳號僅可見其轄下帳號，如圖 5.36 所示。點選「立即新增」按

鈕可建立新帳號，點選帳號列表右方之「檢視」可查看帳號設定，點選「修

改」可修改帳號設定，點選「刪除」可刪除帳號。 

 
圖 5.35 系統主選單 

 
圖 5.36 帳號列表格式示意 

有關帳號之權限設定，以圖 5.37 為例，若勾選「車行橋梁統計資訊」

則該帳號可使用「車行橋梁統計資訊」模組，若勾選「全國橋梁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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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帳號可使用「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例如，當機關轄下無車行橋

梁時，僅需勾選「全國橋梁統計資訊」。 

 
圖 5.37 帳號權限設定格式示意 

「車行橋梁統計資訊」及「全國橋梁統計資訊」系下均有各部會及轄

下機關可勾選，若勾了「部會」，其下各機關均自動勾選且不得取消，例

如勾選「交通部」，則高公局、公路總局、觀光局、民航局、桃園機場、

港務公司會全都一起勾選。 

系統中之統計表格數字基本上所有帳號都看的到，但若未勾選該部會

或機關，便無法點統計數字檢視橋梁清單，亦無法進一步檢視橋梁之基本

資料、檢測資料及維修紀錄。 

5.6 系統公告 

系統管理者可在「系統公告」區發布公告，公告分為「公開」及「不

公開」兩大類，「公開」之公告在系統登入頁面及進入系統後之「系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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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均可見，因此一般民眾亦可檢視「公開」之公告；「不公開」之公告

則需使用帳密登入系統後，再進入「系統公告」才可見，因此一般民眾無

法檢視「不公開」之公告，所以當系統管理者有僅提供給機關之訊息時，

可發布「不公開」公告給機關之使用者。另外，公告可設定為「必讀」，

當有尚未讀取之「必讀」公告時，使用者必須先進入「系統公告」，檢視

完所有「必讀」公告，才能繼續使用系統其他功能。圖 5.38 為系統公告區

畫面。 

 
圖 5.38 系統公告區格式示意 

5.7 資料介接 

資料介接為一後端程式，並無使用者介面，是供各橋梁管理系統維護

單位上傳橋梁資料用，由第三章所回顧之國內系統可知，國內車行橋梁管

理系統包含 TBMS2、FBMS、THBPBMS、「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及

「桃園市橋梁安全管理系統」，因臺北市及桃園市之系統，目前均自 TBMS2

抓取橋梁資料，並非將資料上傳 TBMS2，因此不需與「全國車行橋梁統

計系統」進行資料交換；鐵道橋部分為「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人行橋部分則為「全國人行橋梁管理資訊及統計系統(簡稱 PBMIS)」。圖

5.39 為「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與各系統間之關聯。TBMS2、FBMS、

THBPBMS、「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及 PBMIS 均需將橋梁資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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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至「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 

系統使用RESTful API進行資料介接，供需上傳資料之機關(如營建署、

鐵道局、高公局、公路總局)透過網路連至「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主機，

經帳號驗證後取得 token，再藉此 token 進行資料新增、更新、刪除與搜尋

等動作，每一 token 有效時間為 24 小時，24 小時後需再重新驗證取得。

系統會檢查上傳的數據格式、資料型態是否正確，無論正確或錯誤，皆會

回傳對應的回傳碼。 

TBMS2
(縣市政府及轄管
橋梁各部會)

FBMS
(高公局)

THBPBMS
(公路總局)

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
(含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

桃園市橋梁安全管
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

鐵道橋梁智慧
監管統計系統

全國人行橋梁
管理資訊及統

計系統

資料上傳 資料上傳 資料上傳 資料上傳 資料上傳

資料下載

車行橋相關系統

臺北市橋涵維護管
理系統

(臺北市政府)

 
圖 5.39 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及關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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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系統上線與後續維護 

6.1 雲端伺服器租用 

資訊設備硬體規格進步速度相當快，中、高階伺服器價格不菲，考量

一般機關對於伺服器硬體之更新速度較慢，為使系統維持較佳效能、穩定

運作以及連線之較大頻寬，同時也減少對於伺服器及機房管理負擔，本所

維運之 TBMS1 及 TBMS2 於民國 105 年開始租用中華電信 hicloud 雲端伺

服器，本計畫亦依此模式，租用並將「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及「全國

橋梁統計資訊模組」建置於雲端伺服器。圖 6.1 為雲端伺服器租用流程，

所租用之伺服器規格及相關服務如表 6-1 所示。 
預備租用相關文件

向中華電信提出租用申請

中華電信進行審核

審核通過

至中華電信網站勾選預租用之服務
後開啟相關服務

完成雲端租用程序

取得主機IP位址  
圖 6.1 雲端伺服器租用流程 

表 6-1 雲端伺服器規格及費用 
項次 項目 每日價格 每月價格 備註 

1 運算優化型 c.8c16g 主機 546 16,380 8 核心 CPU 
2 EBS 硬碟空間規格 200GB 32 960  
3 計量制頻寬流量費用流量 IN/OUT 30 900 3 元/GB 
4 虛擬私雲網際網路閘道器 54 1,620  
5 虛擬私雲網路安全閘道器 103 3,100  
6 虛擬私雲 IP 管理服務 3 97  
7 IPS 入侵防護、惡意活動偵測資安防護包 15 450  

合計 2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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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系統環境建置 

完成租用之雲端伺服器，未含系統開發所需之相關軟體，爰進行作業

系統更新並接續安裝相關軟體(包含 SQL Server、Nginx + PHP)及相關的資

料庫連線元件，再進行系統配置設定，包含防火牆、開啟需使用系統服務

(僅開啟必要服務的連接埠並限制只有特定維護的 IP 可以連接)、關閉不使

用之系統服務、系統帳號設定，同時限制只有臺灣 IP 可以連接，減少境外

網路攻擊及滲透機率。 

6.3 後續維護 

本計畫系統完成建置後，將移至『111 年度「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

系統」及「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維護管理服務』(簡稱 TBMS2 維護案)

繼續維護，TBMS2 共有三台雲端伺服器，即 TBMS2 主伺服器、備援伺服

器及發生斷橋事件才啟動之緊急應變系統用伺服器，如圖 6.8 所示。後續

將本案之「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伺服器移至 TBMS2 伺服器群中，並

與緊急應變系統共用伺服器，如圖 6.9 所示。 

 

系統管理者 使用者 使用者

TBMS2伺服器 備援伺服器 緊急應變系統

伺服器(斷橋時啟動)

中華電信防火牆/IPS

中華電信雲端伺服器環境

HTTPSTerminal Service

 
圖 6.8 原 TBMS2 伺服器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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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者 使用者 使用者

TBMS2伺服器 備援伺服器 緊急應變系統

伺服器(斷橋時啟動)

中華電信防火牆/IPS

中華電信雲端伺服器環境

HTTPSTerminal Service

車行橋梁統計系統&

緊急應變系統伺服器

(持續啟動)

新規格

 
圖 6.9 後續維護管理建議之伺服器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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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主要目的係開發「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含全國橋梁統計資訊

模組)」，執行過程中先蒐整國內外橋梁管理資訊系統概況，續透過專家訪

談並舉辦專家座談會了解系統使用單位需求，據以規劃系統架構及各項功

能，並完成系統建置。本計畫提出結論與建議如下。 

7.1 結論 

1. 本計畫蒐集整理美國、日本及英國橋梁管理系統，及國內車行橋

管理系統(包含「車行橋梁管理資訊系統」、「國道橋梁管理系統」、

「公路總局省道橋梁管理系統」、「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及

「桃園市橋梁安全管理系統」)，與「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

及「全國人行橋梁管理資訊及統計系統」之相關資訊。 

2. 透過問卷及電話訪談 17個相關部會及機關代表蒐整需求，研擬「全

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含全國橋梁統計資訊模組)」之系統架構及

功能模組，進行系統雛型建置後召開專家座談會蒐集回饋意見，

完成系統建置。 

7.2 建議 

1. 目前「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雖可查詢並檢視車行橋梁之基本

資料，但僅限文字資料，日後若取得資料來源之橋梁管理機關同

意，可嘗試於「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之車行橋梁之基本資料

頁面增加連結，以連結方式連結到來源系統(如 TBMS2、FBMS

或 THBPBMS)，不需再輸入來源系統之帳密，即可直接進入來源

系統中該橋之基本資料頁面(僅檢視，不可編輯資料)。 

2. 「鐵道橋梁智慧監管統計系統」及「全國人行橋梁管理資訊及統

計系統」均屬甫開發完成系統，目前均進入後續之開發或維護階

段，預期兩系統均會持續調整精進，建議本計畫之後續維護應與

鐵道局及營建署持續合作，包括其系統有新增表格、欄位或下拉

選項等之異動時，即時調整「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內相關介

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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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附件三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委託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會議書面複審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規劃建置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 

執行廠商：國立中央大學 

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一)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1. 報告書 P.2：「高公局

國道橋梁管理資訊

系統」請修正為「高

公局國道橋梁管理

系統」。 
 

已於期末報告 P.2 中修

正。 
同意。 

2. 報告書 P.54：「全國

車行橋梁統計系

統」建置完成後，將

可統計各橋梁管理

單位之橋梁相關資

料，為利各單位所

填橋梁基本資料內

容具統計性，建議

可訂定系統基本資

料欄位填寫說明，

供各單位依循。 
 

「全國車行橋梁統計

系統」僅介接各橋管機

關之系統資料，並未提

供任何基本資料欄位

輸入功能。 

同意。 

3. 報告書 P.54：請補充

說明各層級權限於

本系統可檢視內容

範圍。 
 
 

已補充於期末報告 5.5
節。 

同意。 



附件 3-2 
 

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4. 報告書 P.54：圖層選

擇建議可增加不同

管理層級之選項，

如交通部項下新增

各部屬機關選項。 
 

已增加部會轄下機關

圖層。 
同意。 

5. 簡報 P.49 及報告書

P.55，圖 5.4：結構型

式建議依照 TBMS2
於 110 年 12 月份系

統工作會議結論修

改。建議補充查詢成

果示意圖，並說明查

詢成果顯示之橋梁

資訊包含內容。 
 

已修正結構型式選項，

詳期末報告圖 5.19、圖
5.20 及圖 5.21。 

同意。 

6. 報告書 P.58：篩選條

件設定之「結構型

式」內容建議依照

TBMS2於 110年 12
月份系統工作會議

結論修改。 
 

已修正結構型式選項，

詳期末報告圖 5.13 及

圖 5.14。 

同意。 

7. 簡報 P.52 與報告書

P.60：橋齡統計之區

間設計用意為何？

為何不以 10 年為統

計區間，建議補充

說明。 
 

已依專家座談會結論

調整，以 10 年為統計

區間。 

同意。 

8. 報告書 P.63：所述一

般民眾僅能使用功

能受限之地理資訊

模組及統計資訊，

相關內容亦非完整

依各單位之訪談結果，

民眾僅能查詢統計數

據，但不能查詢詳細資

料。另可依據「交通部

所屬機關橋梁基本資

同意。 



附件 3-3 
 

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版，惟本研究案訪

談之問卷成果(P.52)
所統計需開放資料

包含基本資料欄

位、檢測成果及維

修紀錄等。請說明

問卷統計成果如何

應用於實際系統功

能？ 
 

料開放申請作業要點」

提供相關資料。 

(二) 交通部公路總局 
 

  

1. 系統功能之規劃建

議可從能否符合民

代、民眾及上級長

官之需求思考。 
 

團隊已盡量依此方向

調整。 
同意。 

2. 開放民眾瀏覽之資

料種類及範圍，可

參考報告內國外橋

梁資料開放的程度

及問卷訪談成果。 
 

已依專家座談會結論

調整。 
同意。 

3. 簡報 P.52：全國橋梁

統計模組中，U=3、
U=4 尚未維修橋梁

是否需要開放給民

眾檢視，建請再酌。 
 

已依專家座談會結論，

不開放民眾檢視「檢測

及維修狀態統計」。 

同意。 

4. 簡報 P.52：全國橋梁

統計模組中，除鋼

索型橋梁外，是否

可加入統計特殊性

橋梁。 

目前特殊性橋梁-拱橋

之定義模糊，故未另外

統計特殊性橋梁。 

同意。 



附件 3-4 
 

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5. 簡報 P.45：基本資料

彈性統計表格中，

預設條件是否為橋

長 6M 以上，另各統

計表之預設條件應

統一。 
 

系統之統計表格皆依

據「橋梁管理維護作業

要點」之規定，預設條

件為橋長 6M 以上，且

不包含箱涵。 

同意。 

(三) 交通部鐵道局 
 

  

1. 對於本案期中報告

鐵道局無意見，另

本局鐵道橋梁智慧

監管統計系統已於

10 月底完成，並上

線使用。 
 

敬悉。 同意。 

2. 關於橋梁資料公開

民眾瀏覽部分，因

涉及高鐵公司及捷

運公司之檢測及維

修資料，目前該橋

管機關並不願意開

放細部相關資料予

民眾檢視，以避免

因而產生不必要之

爭議。 
 

敬悉。 同意。 

(四)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江澎委員 
 

  

1. 報告書 5.2.6 全國橋

梁統計分析模組

P.60： 

A. 依專家座談會結論，

「使用狀態統計」表

中「正常使用」、「維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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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A. 表 5.2 使用狀態統

計「維修中」之含

意，建議可予明確

定義，如設計、施

工中是否均屬之。

另為利管理，或可

用細分次一層次方

式呈現。 
B. 表 5.4 橋齡統計，

第一類 2 年以下，

為對應規範新橋使

用後，2 年內應進

行一次定檢之規

定，而其他分類之

依據為何？建議橋

齡統計表格之區間

要有所依據。 
 

修中」之分類及定義 
，列本案後續工作會

議討論確認。 
 
 
 
 
 
 

B. 橋齡統計之區間是

依照訪談結果所設

計，其中，5 年為依

鐵道局之需求，15 年
為依科技部之建議。 
橋齡區間已依專家

座談會結論調整，以

10 年為統計區間。 

 
 
 
 
 
 
 
 
 
同意。 
 

2. 報告書3.1.2 TBMS2 
P.25：有關特別檢測

之情形，應是其使

用者及民眾所關

心，建議應有適當

之欄位，並適度公

開給民眾檢視。 
 

由於各單位之特別檢

測設定標準不同，故受

影響之橋數多寡會有

所不同，若提供相關資

訊恐造成民眾之疑慮。 

同意。 

3. 報告書第四章：關

於民眾檢視之欄

位，如僅定位讓民

眾了解通行橋梁是

否安全，應避免艱

深專業名詞，以免

民眾難以了解。 
 
 

已依專家座談會結論

調整，開放民眾瀏覽部

分，進入系統後即以

GIS 地圖介面顯示，顯

示橋梁，僅區分「可通

行」、「不可通行」。 

同意。 



附件 3-6 
 

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4. 監察院「全國橋梁

結構安全與策進之

探析」調查研究報

告內容結論與建

議，其（三）及（五）

均有提及橋梁鹽害

部分，建議本系統

可蒐集機關辦理橋

梁防蝕處理使用

（包含新建及維

修）與相關防蝕方

式之保護期限等資

料，以供橋梁新建

及維護參考應選用

適當之防護方式。 
 

有關橋梁鹽害相關功

能，目前僅有公路總局

使用，故無規劃統計此

項資訊。 

同意。 

(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王鄭慈委員  
 

  

1. 報告書第一章第 1.2
節 P.3：本計畫工作

項目多複製 RFP 之

內容，但應注意人

稱之修正。 
 

已於期末報告 1.2 節中

修正。 
同意。 

2. 報告書第一章第 1-
4 節 P.5：圖 1.2 中
之資安檢測工作有

3 項，建議應逐項

檢測，避免事倍功

半，另檢測軟體宜

配合最新資安規範

升級最新版本，例

如 OWASP Top 10  

已於期末報告中調整

圖 1.2。 
網頁及主機弱點掃描，

已使用 OWASP ZAP 
2.11.1 及 Nessus8.14 進
行掃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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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2021。 
 

  

3. 報告書第三章：多

項資料均以截圖呈

現，不清楚且不易

瞭解，建議以表格

方式或清晰之圖表

呈現。 
 

第三章為國內各系統

之文獻回顧，截圖中之

表格非本計畫之重點，

尚祈見諒。 

同意。 

4. 報告書第四章及第

五章：訪談結果僅

以 P.48~P.51 中之表

格呈現，無法與第

五章之規劃內容作

連結，兩章間應有

「因果」之關聯，以

瞭解規劃內容之必

要性、完整性及正

確性，另本案之資

料庫規劃為何？請

補充說明。 
 

已於期末報告 4.4 節中

盡可能將訪談及專家

座談會之結果，轉為對

系統功能之需求。 
 

同意。 

5. 報告書附件一~附
件五：各附件中僅

列出各資訊系統之

資料表資訊，建議

可增加表格間之關

聯資訊，以利瞭解

表格間之關係。 
 
 
 
 
 
 

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

統之資料庫關聯圖請

詳期末報告圖 5.22 及

圖 5.23。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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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六) 交 通 部 路 政 司   
陳柏源委員  

 

  

1. 簡報 P.39：系統在基

本資料、檢測資料

及維修紀錄所呈現

資訊較為薄弱，僅

顯示文字，未有照

片及圖文，建議以

上級機關督導之角

度重新檢視，適度

增加相關資料，例

如橋梁照片。 
 

若資料來源之橋梁管

理機關同意，可嘗試於

「全國車行橋梁統計

系統」之橋梁之基本資

料頁面增加連結，連結

到來源系統，不需再輸

入來源系統之帳密，即

可進入來源系統中檢

視該橋之基本資料頁

面。 

同意。 

2. 固定表格中之統計

項目，建議在彈性

表格都須能進行統

計。 
 

已依委員建議調整彈

性統計表。 
同意。 

3. 報告書 P.63：登入所

見資訊在視覺呈現

上應加以優化，如

圖 5.13 地理資訊模

組中密布之橋梁，

對民眾恐難以了

解。 
 

已依委員建議調整民

眾登入所見畫面，詳期

末報告圖 5.3。 

同意。 

4. 建議增加政府資訊

公開專區，提供法規

及評鑑等相關資訊，

例如橋梁基本資料

開放申請作業要點。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採

於系統公告區公告之

方式提供相關資訊。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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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七) 中華顧問工程司

王瑞麟委員  
 

  

1. 報告書第一章 P.4：
教育部應有人行

橋，原民會是否無

車行橋，請確認。 
 

已確認教育部有人行

橋梁，原民會無車行橋

梁，已修正期末報告表

1.1。 

同意。 

2. 報告書第一章及第

二章 P.3 及 P.8：依

據公路橋梁檢測及

補強規範規定，配

合橋梁管理系統作

業，檢測所需表格

係以資料欄位方式

輸入橋梁基本資料

欄位及各類檢測紀

錄欄位，以管理機

關為養護單位，依

所需資料輸出資料

表格，此與 PONTIS 
Reports，使用者勾

選欲產出報告之橋

梁進行橋梁資訊報

告之製作相似，而

本案統計模組提供

多樣化或客製化輸

出表格方式，建議

再擴充內容。 
 

感謝委員意見。 同意。 

3. 報告第四章 P.47：對
於起始橋墩編號、

橋墩與橋孔數相

同、起始橋台為本

橋橋墩之各欄位， 

感謝委員提醒，起始橋

墩編號、橋墩與橋孔數

相同、起始橋台為本橋

橋墩均已納入本案系

統資料庫。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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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相關問卷顯示需要

性偏低，應是尚未

採用管理單元方式

（如金門大橋預計

未來會區分管理單

元），建議再酌。 
 

  

4. 報告第五章 P.40 及

P.53：桃園市目前規

劃之橋梁安全管理

系統，其長期發展

應會獨立於 TBMS2
外，朝向建置其自

身系統，屆時應直

接介接至統計系

統，此一發展之因

應，建議預為考量。 
 

感謝委員意見。 同意。 

5. 報告第五章 P.59：全
國橋梁統計各層級

架構是分至三層或

可往下至處（第四

層）、段（第五層），

建議是否考量各機

關組織層級調整。 
 

依專家座談會結論，考

量人行天橋、鐵道橋梁

系統之層級架構，並未

細分至第四層或第五

層，本案內彙整全國橋

梁統計資訊功能之層

級架構維持目前三層。 

同意。 

6. 「全國車行橋梁統

計系統」與「全國橋

梁統計資訊模組」，

在位階上「全國橋

梁統計資訊模組」

應該車行橋之上，

可再思考名稱上或

系統架構上應如何 

與運研所研議之結果，

於系統登入後，呈現

「車行橋梁統計資訊」

及「全國橋梁統計資

訊」兩大模組，詳期末

報告圖 5.2。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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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調整。 
 

  

7. 開放民眾瀏覽之資

料，建議可再區分

為一般民眾及專業

人士（如顧問公司、

學界）。 
 

感謝委員意見。 同意。 

8. 建議儘量採用彈性

表格，固定表格不

需太多。 

固定表格主要是配合

立委等長官所需，故彈

性表格與固定表格都

將採用。 
 

同意。 

(八)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趙啓宏委員  

 

  

1. 報告第二章：有關

國外資料蒐集，雖

然邀標書列至少

美、日，但是否仍有

其他國家系統值得

參考？請補充說

明。（報告 P.17 小結

可以再加強） 
 

已於期末報告 2.3 節中

增加英國橋梁管理系

統之資料。 

同意。 

2. 報告第三章：國內

資料收集有關縣市

政府部分，僅桃園

市橋梁安全管理系

統，其他縣（市）是

否均無相關系統，

請補充說明。 
 
 
 

已於期末報告 3.4 節中

增加臺北市橋涵維護

管理系統之資料。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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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3. 報告第五章：第 5.2
節中，5.2.1、5.2.2、
5.2.3、5.2.4、5.2.5、
5.2.7，各模組功能，

似與運研所現行營

運的 TBMS2 部分

模組之功能重複，

可否說明兩者間的

差異或未來如何協

同運作。 
 

依本團隊之想法，未來

運研所及營建署同仁

可直接使用本系統查

詢所有車行橋梁之基

本資料、定期檢測資料

及維修紀錄，可不需再

使用 TBMS2，TBMS2
主要供第一線之橋梁

養護機關使用。 

同意。 

4. 報告第六章：是否

考慮到資料備份或

備援，請補充說明。 
 

本系統之資料均為介

接而來，來源系統均有

完整備份，顧本系統之

資料庫可不需備份。 
本案結束後，系統將移

轉至 TBMS2 維護案，

屆時可與 TBMS2 共用

備援伺服器。 

同意。 

(九) 主席結綸 
 

  

1. 臺北市政府亦有自

建橋梁系統，請蒐

整資料納入報告相

關章節。 
 

已於期末報告 3.4 節中

增加臺北市橋涵維護

管理系統之資料。 

同意。 

2. 請運工組與中央大

學進一步研議「全

國車行橋梁統計系

統」與「全國橋梁統

計資訊模組」之名

稱或前後架構如何

調整。 
 

研議之結果，於系統登

入後，呈現「車行橋梁

統計資訊」及「全國橋

梁統計資訊」兩大模

組，詳期末報告圖 5.2。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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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3. 請中央大學於系統

建置過程中，透過

各項資料計算驗證

機制，務請確保資

料統計之正確性。 
 

遵照辦理。 同意。 

4. 有關人行橋資料開

放民眾之範圍，請

研究團隊後續作業

中洽營建署進一步

了解。 
 

遵照辦理。 同意。 

5. 審查會議各委員及

各單位研提之口頭

及書面意見，請國

立中央大學研究團

隊整理「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表」，且逐

項說明回應辦理情

形，並充分納入報

告之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 

6. 本計畫經徵詢審查

委員意見，期中審

查原則通過，請國

立中央大學研究團

隊後續依本所出版

品印製相關規定撰

寫報告，並納入每

月工作會議查核事

項進行追蹤。 
 
 

遵照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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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委託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會議書面複審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規劃建置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 

執行廠商：國立中央大學 

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一) 中華顧問工程司王

瑞麟委員 
 

  

1. 系統之橋數統計單

位為橋梁座數還是

管理單元數？橋數

統計數據應精確，

須與交通部統計處

之橋數一致，以免

造成民眾質疑。 
 

統計系統僅呈現各機關

所建立之橋梁資料，例

如鐵道橋梁均為管理單

元。 

同意。 

2. 目前系統管理機關

層級分為第一層管

理機關、第二層管

理機關及第三層管

理機關，與院頒橋

梁維護管理作業要

點之分級不一致，

建議應依據院頒要

點之管理層級，分

為主管機關、養護

管理機關及養護單

位。 
 

目前所介接之系統，其

管理機關層級尚未統

一，會再與運研所研議

應如何處理。 

同意。 
 
 
 
 
 
 

 

3. 固定統計表之應維

修橋梁數，指的是

是指維修橋梁數，系統

已取最大 U值為該橋之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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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應維修橋梁數還是 代表。 
應維修構件數？若

為應維修橋梁數，

應將其歸納為一座

橋後，再進一步統

計之。 
 

  

4. 期末報告書之圖

5.29，其中部會及縣

市政府橋梁數，是

真實的統計數據或

是參考數據？因縣

市政府橋齡不詳的

橋數不可能為零，

與實際狀況落差很

大。 
 

已更新報告書中之圖

表，並依運研所指示於

圖名後方加「格式示

意」，避免誤會。 

同意。 

5. 建議系統之民眾版

入口，不需特別標

註為民眾版，以避

免民眾認為功能有

所設限。系統機關

版的部分，入口另

標註為機關版即

可。 
 

已調整民眾版入口之文

字，移除民眾版相關字

樣。 

同意。 

6. 有關橋梁數一致性

之問題，如中正橋

之管理機關分為臺

北市政府及新北市

政府，於系統是算

一座橋梁還是兩座

橋梁？基於橋數統

計之精確性，建議

不以橋梁數來統

統計系統僅呈現各機關

所建立之橋梁資料，如

高公局系統中將五楊高

架拆為個管理單元，統

計系統也以同樣方式呈

現。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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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計，改以橋梁管理 
單元來統計。 
 

  

7. 管理機關分層不一

致問題，建議依照

院頒要點將名稱改

為第一層「主管機

關」；第二層「養護

管理機關」及第三

層「養護單位」，俾

利未來管理機關之

對應能一致。 
 

目前所介接之系統，其

管理機關層級並未依院

頒要點分類，會再與運

研所研議應如何處理。 

同意。 

8. 目前系統似乎沒有

依道路系統分類統

計，例如公路系統

屬交通部，市區道

路系統屬內政部，

各部會是否能看到

所管轄道路系統上

之橋梁？ 
 

縣市政府所轄橋梁均有

「維管中央主管機關」

資料，各部會能查看「維

管中央主管機關」為該

部會之橋梁。 

同意。 

(二) 內政部營建署趙啟

宏委員 
 

  

1. 依第八章 P99 提供

網 址 ：

http://bss.iot.gov.tw
於 2022/5/24 下午

4:30進行檢視，發現

與第五章 P63，登入

頁面不符，缺「機關

登入」欄。 
 

期末報告初稿繳交後，

於 5 月工作會議中依運

研所指示，將民眾版與

機關版首頁分開，目前

機 關 版 首 頁 網址 為

https://bss.iot.gov.tw/gov
；民眾版首頁網址為

https://bss.iot.gov.tw/bss 
 

同意。 

2. 針對系統內政部之 目前所介接之系統，其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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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管理層級，管理機 管理機關層級均為各機 
關第一級是內政

部；第二級是營建

署；第三級是各個

國家公園管理處，

此與現行內政部之

理層級不同，可能

會造成誤解。 
 

關自行提出。  

3. 「車行橋梁統計系

統」與「全國橋梁統

計資訊」的主縱雖

依要標書規定安

排，唯易讓使用者

混淆，建議正式上

線後仍宜適度調

整。 
 

已依運研所指示，將民

眾版系統名稱調整為

「全國橋梁統計資訊

網」，機關版名稱仍維持

「全國車行橋梁統計系

統」。 

同意。 

4. 主頁建議爾后再進

行美化。引用創用

CC 概念很好，一般

地理資訊系統 GIS
的誤差為公分級，

我們系統的圖層是

Google map 當 底

圖，不知在長期規

劃適用上有無困難

（如流量限制）？

有無考慮 TGOS 圖

台？ 
 

目前並無遇到 Google 
map 流量限制問題。考

量使用習慣，如街景、衛

星圖、瀏覽速度等，目前

暫未考量 TGOS 圖台。 

同意。 

5. 有關人行橋梁使用

狀態中之「已無使

用」，與車行橋梁之

「停用」用詞是否

統計系統中人行橋梁使

用狀態分類，是依內政

部「人行天橋管理資訊

系統」之分類呈現。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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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統一，將進一步與 
署內相關單位討

論。 
 

  

(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江澎委員 
 

  

1. 建議於統計系統內

分列維護管理機關

及中央主管機關欄

位：按「橋梁維護管

理作業要點」第四

點第 2 項規定，橋梁

維護管理機關，應

於每年度終了後三

個月內，將所轄橋

梁之檢測及維修情

形，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中央主管

機關應視需要定期

評鑑之。各縣市政

府於 TBMS2「車行

橋梁管理資訊系

統」登載橋梁資料

及歸屬類別，請中

央主管機關認列，

爰此，建議於統計

系統增列維管機關

及中央主管機關欄

位，以利查詢。 
 

統計系統中車行橋梁已

有「維管中央主管機關」

欄位。 

同意。 

2. TBMS1 預計於 111
年退場，建議將

TBMS1 資料移轉至

統計系統，避免

依運研所與營建署協商

結果，由橋梁管理機關

自行將人行天橋建置於

「人行天橋管理資訊系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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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TBMS1 資料遺失， 統」，並請橋梁管理機關 
並利機關查詢相關

資料。 
 

自行備份 TBMS1 中之

資料。 
 

3. 行政院農業委會水

土保持局前於 4 月

27 日召開「水土保

持局航遙測及監測

資料共享與交流推

廣說明會」，建議統

計系統可與水保局

研商介接或連結水

保局 BigGIS 等平

台，以輔助各機關

業務執行所需。 
 

後續視運研所及各橋梁

管理機關之意見辦理，

可將橋梁位置圖層提供

給 BigGIS 平台。 

同意。 

4. P21 及 P35 系統功

能架構圖之展示似

乎顯示使用者介面

（工具）為桌上型

電腦及筆電，不知

平板及手機可以

嗎？ 
 

因系統多為表格且欄位

相當多，手機雖可操作，

但螢幕太小操作上較為

不便，平板螢幕較大，會

比手機佳，但仍建議使

用桌上型電腦或筆電。 

同意。 

5. 本次建置之系統使

用者介面（工具），

是否除桌電、筆電

外，也包含平板及

手機？如無，建議

應包含以利操作便

利性，及建議應有

類似 P21 及 P35 之
系統功能架構圖，

以利呈現及瞭解。 
 

已更新報告書中圖 5.1。
因系統多為表格且欄位

相當多，手機雖可操作，

但螢幕太小操作上較為

不便，平板螢幕較大，會

比手機佳，但仍建議使

用桌上型電腦或筆電。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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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6. 表 4.2-4.6 名稱似乎

太簡略，無法呈現

其內容，建議改為

「機關認為需要及

願意開放民眾檢視

之結果表」。 
 

已更新報告書中表 4-
2~4-6 名稱。 

同意。 

(四)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1. 期末報告書所引用

之圖表及數據，如

圖 5.3、圖 5.5 及

5.24，請使用最新的

畫面及數據來展

示，並於期末報告

中更新。 
 

已更新報告書中之圖

表，並依運研所指示於

圖名後方加「格式示

意」，避免誤會。 

同意。 

2. 「全國橋梁分類統

計/檢測及維修狀態

統計」之清單中，呈

現了「最大 D 值」、

「最大 R 值」及「最

大 U 值」，因其並非

同一組 DRU 值，列

出之用意為何？目

前可從清單連結檢

測報告，是否有其

必要？建議上述資

料可進一步至各機

關之系統查詢，統

計系統中保留「最

大 U 值」即可。 
 
 

已移除清單中「最大 D
值」及「最大 R 值」欄

位，僅保留「最大 U值」。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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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3. 人行橋梁使用狀態

之統計類別為「已

無使用」，與車行橋

梁「停用」之名詞不

一致。 
 

統計系統中人行橋梁使

用狀態分類，是依內政

部「人行天橋管理資訊

系統」之分類呈現。 

同意。 

4. 有關車行橋梁「U 值

橋數統計」表中，

「U=2 未維修」及

「U=1未維修」欄位

移除，目前修正狀

況為何？ 
 

已移除「U=2 未維修」

及「U=1 未維修」欄位。 
同意。 

5. 有關「部會及縣市

政府轄管橋梁統

計」之使用狀態統

計表，點交通部進

去後，可看到高公

局之橋數，易讓人

誤以為是高公局之

總橋數，但僅為高

公局之車行橋梁

數，建議圖表名稱

應加註車行橋梁，

避免混淆。 
 

已於系統圖表名稱中加

註。 
同意。 

6. 「車行橋地理資

訊」顯示之「第一興

建工程處」及「第二

興建工程處」，其

「興」為誤植，請修

正為「第一新建工

程處」及「第二新建

工程處」。 

已修正系統中「第一新

建工程處」及「第二新建

工程處」名稱。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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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五) 交通部公路總局 
 

  

1. 報告書 P50，第 3 行
文字，「除起始橋墩

編號、橋墩與橋孔

數相同、起始橋台

為本橋橋墩 3 個欄

位外，其餘欄位均

有超過半數以上車

行橋梁機關認為有

需要」。惟經查表 4.4
編號 2-引道路堤回

填材質僅 7 票，亦未

過半數。 
 

已修正報告書中 4.2 節

內容。 
同意。 

2. 報告書 P66，圖 5.5，
固定統計表-各級道

路橋數，交通部項

下之市區道路座數

為 5 座，交通部轄下

應無市區道路之橋

梁，介接資料來源

宜應查明確認。 
 

高公局有轄管部分跨越

高速公路之橋梁，係屬

市區道路。 

同意。 

(六)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陳天賜委員 
 

  

1. 有關系統內管理機

關層級一事，屬制

度面問題，後續可

與各橋梁管理機關

研商，從各機關之

橋管理系統著手處

理。 

配合運研所指示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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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2. 交通基礎設施需強

調安全與韌性，若

橋梁精確之經緯度

資訊易於取得，是

否會造成危害？橋

梁在 GIS 中位置之

誤差是否需要到公

分級有待商議。 
 

系統內橋梁之GPS誤差

應不需到公分等級。 
同意。 

3. 簡報 P37，民眾版系

統可見之功能僅

「全國橋梁統計資

訊」，應不需採兩層

方式進入。 
 

已修正系統民眾版入口

為一層方式進入。 
同意。 

4. 系統是否需辦理教

育訓練？並應提供

系統使用手冊。 
 

目前已於系統公告區提

供使用手冊下載，後續

會配合運研所辦理一場

線上教育訓練。 
 

同意。 

(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運輸工程組 
 

  

1. 關於系統機關分級

的部分，由於各橋

梁管理機關之層級

分布不一致，建議

應先回歸各橋管機

關系統，將層級分

布一致化，屆時統

計系統方能統一機

關之層級分布。 
 

配合運研所指示辦理。 同意。 

2. 自 100 年起，統計處

之橋梁統計資料來 
配合運研所指示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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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源即來自本所，故

不會有統計結果不

一致之問題。有關

橋數統計，系統是

直接呈現機關所提

供之數據，並避免

對資料另作解釋或

重新定義。 
 

  

3. TBMS1 中屬人行橋

梁與鐵道橋梁部

分，依據院頒要點

已另作相關分工，

故 TBMS1 不屬統

計系統需介接之標

的。 
 

配合運研所指示辦理。 同意。 

4. 有關統計系統之建

置，目的是希望能

透過此系統來查看

各機關之橋梁資

訊，有關橋梁檢測

報告的部分，透過

帳號權限控管，僅

具權限之帳號可檢

視。 
 

配合運研所指示辦理。 同意。 

5. 有關民眾版與機關

版入口分開顯示，

係於 5 月 18 日統計

系統月會中提出並

調整。 
 
 
 

配合運研所指示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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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八) 交通物運輸研究所

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1. 報告書內容請依

「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出版品管理作業

要點」之規定修正。 
 

已修正報告書內容。 同意。 

2. 報告書 P64（5.2 系
統入口），為能便

民，建議全國橋梁

統計系統民眾版

GIS 查詢模組，可增

加依使用者裝置自

動定位之查詢功

能。 
 

統計系統非行動裝置應

用程式，目前未提供自

動定位功能。 

同意。 

3. 報告書 P86（5.6 系
統公告），「交通部

所屬機關橋梁基本

資料開放申請書」

建議置頂，並於民

眾版入口公告區顯

示。 
 

已置頂。 同意。 

4. 報告書 P87（5.7 資
料介接），全國車行

橋梁統計系統資料

介接來源眾多，應

有完整之資料品保

檢核及檢核錯誤後

之橫向通報聯繫機

制。 
 
 

資料介接程式開始運作

後，團隊已有抽檢部分

資料，確保資料正確傳

輸。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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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5. 報告書 P49（4.1 專
家訪談），「…縣市

政府部分，挑選臺

北市、桃園市、臺中

市及彰化縣為代表

進行…」，上述文字

內容與表 4.1 內容

不符，漏繕臺東縣

政府，請修正。 
 

已修正報告書中 4.1 節

內容。 
 

(九) 主席結論 
 

  

1. 期末報告所示之系

統畫面及統計數

據，請中央大學引

用最新之畫面及數

據呈現，避免產生

誤解。 
 

已更新報告書中之系統

截圖，並依運研所指示

於圖名後方加「格式示

意」，避免誤會。 

同意。 

2. 請運工組與交通部

統計處協調，於固

定時間提供本所之

統計資料，以確保

統計資料之一致

性。 
 

配合運研所指示辦理。 同意。 

3. 有關橋數與橋梁管

理單元定義，尊重

各橋管機關所提供

之現況數據，僅需

確認不要重複計算

即可。 
 

配合運研所指示辦理。 同意。 

4. 「車行橋梁統計系

統」與「全國橋梁統 
已依運研所指示，將民

眾版系統名稱調整為「 
同意。 



附件 4-14 
 

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計資訊」之主從關

係，不需拘泥於合

約之規定。民眾版

不需分兩層進入系

統；機關版的部分，

第一層為全國橋梁

統計系統，往下分

為車行橋梁、鐵道

橋梁及人行橋梁呈

現，後續請運工組

與中央大學進一步

研商。 
 

全國橋梁統計資訊網」，

並改為一層方式進入。

機關版名稱仍維持「全

國車行橋梁統計系統」，

進入後之介面部分，會

列入後續工作會中議討

論。 

同意。 

5. 本合約未包含教育

訓練的部分，請中

央大學依『111 年度

「臺灣地區橋梁管

理資訊系統」及「全

國車行橋梁統計系

統」維護管理服

務』，協助辦理系統

教育訓練，俾利了

解使用者之意見。 
 

後續會配合運研所辦理

一場線上教育訓練。 
同意。 

6. 有關鐵道橋梁及人

行橋梁資料介接部

分，待資料全數上

傳後，再進行系統

驗收。 
 

配合運研所指示辦理。 同意。 

7. 期末報告審查通

過，請中央大學針

對各委員及各單位

所提之意見，彙整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已製作審查意見處理情

形表，並修正報告書及

系統內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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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單位之意見 執行廠商處理情形 本所各組及中心 
審查意見 

表，就各意見逐項

回覆，並納入期末

報告中修正。 
 

  

8. 請於 111 年 5 月 31
日完成期末報告書

定稿版紙本 1 份之

提送。 
 

配合運研所指示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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