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國家景觀道路-蘇花路廊(東澳-太魯閣段)景觀改善工程委託設計 

及監造服務工作」案採購評選委員會 

評選會議紀錄 

一、會議次別:第一次評選會議 

二、會議時間:111年 12月 19日(星期一)下午 2時整 

三、會議地點:本處三樓大禮堂 

四、主持人:林召集人文雄(兼主席)                      紀錄:侯美芩 

五、評選委員會組成：外聘委員 4人、內派委員 3人，共計 7人組成。 

六、出席委員: 林文雄召集人、陳文琦副召集人、潘客舟委員、林建堯委

員、黃志偉委員、王文誠委員 

七、請假委員: 林晏州委員 

八、列席人員(工作小組成員): 陳文昌、劉錦龍、朱鈞鈴(皆請假) 

九、評選方式:採序位法評選優勝廠商。 

十、投標廠商家數及名稱:投標廠商 1 家且其資格及評選項目以外資料經

審查合格，廠商名稱為中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公司。 

十一、廠商標案計畫主持人及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十二、會議主要議程說明: 

1.主席宣布出席委員人數: 

本採購評選委員會議先期作業遴聘評選委員會成員為 7 位(含評選委

員會召集人)，其中局內委員為 3 位，外聘學者、專家人數為 4 位。

本日局內委員出席 2 人，外聘學者、專家人數 4 為位，合計 6 人。

評選委員會出席成員及人數符合招標文件「委託技術服務評選辦



法」第二條第 4 項，略以:「本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

之一以上(含)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之外

聘專定、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位且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三分之

一。」之規定，宣布本日評選會議召開。 

2.經確認各委員知悉「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內容，且無應辭職

或予以解聘之情形。 

3.經評選委員會各成員推選本委員會副召集人，經推選後由陳文琦委

員擔任副召集人。 

4.評選委員編號編訂: 

工作人員準備評選委員資料袋(內含委員編號及評選委員評分表)，

供各委員隨機抽選，做為各委員評分表編號登錄。 

5.委託標案簡報: 

由業務單位(本處南澳工務段)就評選標案向出席委員進行「會前簡

報」。 

6.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報告:內容略，經主席詢問各出席評選委員，均表

示無其它需補充說明或檢討事項。 

7.各廠商簡報前，經廠商確認本次評選會無其不公正、不公平之處。 

8.廠商簡報:略。 

十三、評選委員評選意見(綜合意見): 

1.本案與前期蘇澳至東澳段規劃內容有許多類似及不同之處，後續將

如何串聯彼此又能各自保有特色? 

2.報告書中提到人本社區規劃願景，預計辦理車道縮減，請問前後路



段道路銜接之安全考量及交通疏導措施為何?貴團隊的考量是什麼? 

3.本標案服務範圍內經過太魯閣國家公園，請問貴團隊是否有特殊的

規劃設計來彰顯該路段之國家級路段? 

4.有關 2 季之生態調查，配合東部地區生物多樣性豐富，請問貴團隊

預計調查哪 2季最具代表性?以避免未調查到重要的指標物種。 

5.配合景觀改善特性，本案有許多路權範圍外之整體設計，請問貴團

隊有什麼執行的構想? 

6.報告書中有提到貴團隊對於生態道路之願景，有關本路段之入侵物

種(例如銀合歡)，是否有後續的對策因應? 

7.配合本段道路兩旁腹地有限的特性，後續貴團隊預計如何呈現景觀

道路之美?用路人將如何停留駐足?如何提供遊客及用路人更舒適的

賞景體驗? 

8.有關本案之創意構想，貴團隊後續有什麼想法能回饋本路段及用路

人? 

9.服務內容包含設計規範，請問貴公司之設計規範預計做到什麼程度? 

10.谷風管制站及觀音石空間饒富趣味深具潛力，既有之景觀元素其存

廢及改造，貴公司於設計規範之原則將如何去陳述? 

11.觀音石現況配合台灣民間信仰塗佈彩繪、外覆蓋類似屋頂雨遮之構

造物，有著許多矛盾衝突之處，以景觀美學角度去檢視尚有調整之

可能性，以綠藤植物去攀爬未必是最佳解方，如何以高明的手法整

合並去蕪存菁簡化空間元素將會是未來重點之一。 

12.生態調查部分編列預算為 30 萬元，重點應為調查後之對應方法將

如何融入景觀改善工程之中?針對敏感及關注物種之對策為何? 



13.有關生態道路建設並未見有初步構想，針對敏感及受保護物種於本

路段可執行之對策為何?生態顧問角色於本案之參與程度及反應於

本工程之實質作為，以及後續之管理維護之原則及頻率為何? 

14.有關地質部分，所反應於規畫設計階段之資訊及內容為何?並應配

合原住民族之人文歷史來與環境作搭配，可能是以原本地質的樣貌

去呈現，並非每一處都要以砌軟石方式美化，所調查出之資料後續

如何應用於本標案規劃設計內容之中?應予以考量並呈現。 

15.設計階段內容與後續管理維護模式息息相關，將直接影響後續管理

維護之工作量，本案應考量以自然植被去形塑原始之美，以自然式

的植栽設計為原則，以反映出當地的風土氣候，與都市公園中高強

度之植栽維管策略有大大不同。 

16.人、車與隙地之間應如何整合?各眺望點與後續管理維護之落實並

未有明確規範或原則，包含如隧道出入口、紐澤西護欄及基地台等

礙景設施，尚有美學、生態、環境永續、人車管理面向之調整空

間，後續將採用什麼手段達到?未有明確作為之敘明。 

17.在有限的經費分配上，如何達到調查、設計與實質之落實? 

18.報告書中有提到景觀美質部分以地質、地形的角度去分析，其重點

在於後續如何呈現在景觀設計的細節之中，包含東澳岬灣地形、斷

層、崩塌地以及古老地質所形成之地質環境以及考古歷史內涵，建

議皆可呈現於後續的設計之中，以回應並提供給民眾不同的體驗。 

19.本區域應為台灣特生植物最為豐富的區塊，太魯閣地區之原生植物

亦非常之豐富(必非指台灣原生植物而是指該地區之原生植物)，後

續應避免使用外來之景觀植物使得地方失去其獨特性，如何將不同

時期之景觀植物轉換成更具有特色之原生植物，將是重要的課題以

及發揮設計的空間。 



20.目前報告書中針對公路主線道與設計銜接之構想並無太多著墨，後

續應加強思考及說明。 

21.工務段及工程處有長期推動金路獎景觀優化之經驗，公路已由機能

性及景觀性中升級至生態性之建設方式，後續景觀設計之內涵亦應

緊跟上述原則，方能打造出獨一無二的太平洋景觀道路。 

22.後續景觀營造手法應走向自然之型態，本標案因前期規劃為中興工

程提出原則建議，部分有過於都市及人工化之疑慮，因此後續於蘇

澳至東澳標已有所調整，後續東澳至太魯閣標應秉持與前段相同之

原則推動。 

23.谷風管制站應回歸到儘量保留現地歷史元素及空間，以景觀手法柔

化人工構造物使其融入地景環境。 

24.路殺部分後續如何防止及減輕，後續落實之構想及元素應再納入設

計中執行，後續工程完成後必定能為地區生態帶來正向之貢獻度，

包含明隧道、涵管、橋梁等既有土建設施皆可配合調整，亦為本案

之重點工作項目之一。 

 

 

 

 

 

 

 

 

 

 



十四、評選結果: 

1.經本委員會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

討論後，綜合評選結果詳評選總表(如附件)。 

2. 經各委員依據本採購案評分表評定參與評選廠商分數(序位)，並將

各委員評分結果填列於評選總表，中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公司總評

分為 483，總評分平均為 80.5，序位合計值為 6。 

3.經召集人詢問各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均認為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

無明顯差異情形，且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未與工作小組

初審意見有異。 

4.決議: 

本次標案共計 1 家參與評選廠商之總評分平均達 80 分以上，經出席

委員過半數決議:序位第 1 之中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公司為第 1 優勝

廠商。中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公司取得第 1優先議價資格。 

十五、委員是否有不同意見:無。 

十六、散會：下午 4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