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01.21 工程企字第 0970003247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7 年 01 月 21 日

要    旨：因鋼筋價格上漲波動，為瞭解國內供需情形及是否應有調節出口機制之必要，召開

會議研商，並檢送「國內鋼筋供需事宜」會議紀錄

主    旨：檢送 97 年 1  月 16 日研商「國內鋼筋供需事宜」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正    本：法務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台

          灣區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威致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    本：本會企劃處、工程管理處

 

附    件：研商「國內鋼筋供需事宜」會議紀錄

          一、時間：97  年 1  月 16 日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3  會議室

          三、主持人：顏處長久榮          記錄：陳義昌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五、各單位發言內容摘要：

          （一）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

                1.鋼筋截至今日之報價約為每公斤 25 元，亦即自 96 年 11 月底

                  迄今，漲幅已達 1/4，雖然鋼筋業者也有苦水，但站在協會立場

                  ，建議工程會就未來公共工程之鋼筋需求量進行調查，並配合台

                  灣區鋼鐵工業同業公會之歷年資料，瞭解國內供需情形及是否應

                  有調節出口機制的功能。

                2.政府對市場的正常運作機制雖不宜干涉，例如國際原物料漲價所

                  導致之鋼筋價格上揚；惟國內有一部分鋼筋出口係因國外價格較

                  國內高，可能為導致鋼筋漲價的原因之一，但依據華文專業鋼鐵

                  網站資料，目前國內鋼筋價格與國際已趨於一致。

                3.中鋼公司目前係由官股控制，建議政府應協調該公司兼負調節物

                  價功能，不應跟隨其他業者漲價。

                4.工程會目前已就鋼筋材料請台灣銀行辦理共同供應契約，建議工

                  程會再就其他材料如級配、混凝土檢討是否比照辦理。另為降低

                  風險，建議相關大宗物資亦可一併交由採購機關集中辦理採購，

                5.目前地方政府施工中標案，幾無相關物調條款，但因鋼筋佔工程



                  經費之比例約為 2   成，營建業的利潤約只有 3%，當鋼筋漲幅

                  達 1/4  時，將造成廠商虧損及發生倒閉等風險，為避免影響政

                  府施政績效，建議工程會應儘速函文地方政府檢討改善。

                6.目前國內營建案件數量已有萎縮現象，且公共工程亦未大量興建

                  ，顯示目前景氣較差，故要發生鋼筋缺料情形較不可能，而目前

                  之主要問題應為鋼筋鋼筋施工時價格較當時投標價格為高，造成

                  營造業者常遭遇鋼筋業者不願以較低之訂貨價格交貨或藉故拖延

                  或佯稱缺貨，應屬商業手段問題。

                7.有關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設定門檻之問題屬大工程之思維，經

                  換算約規模至少須為 3  億元以上的工程才可適用，惟目前地方

                  很少有超過 3  億元以上的工程，造成政府所訂定的規定措施似

                  在保護某些大型營造廠商，未能使中小型營造業者受益。故建議

                  共同供應契約不要設定門檻限制，並可追溯適用於在建工程，將

                  原來由廠商負責供料的情形改由政府供料，而機關僅須將工程款

                  扣除即可。

          （二）台灣區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1.依據前年及去年歷史資料，目前從數量及價格變動情形判斷尚無

                  異常或有人為控制情形，惟鋼筋價格每日均在變動；因全球物料

                  上漲，運費亦在上漲，預估 97 年上半年鋼筋鋼胚價格回檔的機

                  率不大，而持續上漲的可能性較大。

                2.為配合政府穩定經濟政策，避免發生人為控制情形，相關會員同

                  業都會支持政府政策。

                3.有關鋼筋缺貨之訊息應屬誤導，因業者若能按時價而不以指定價

                  格購買鋼筋（如同股票），應該都能購得所需數量，故目前問題

                  並非缺貨。近期媒體刊登內容係誤導社會大眾，建議工程會能予

                  以澄清，另請公平會介入調查，若確有相關違法情事願接受相關

                  處分。

                4.小鋼胚主要供應地區之中國不願意出口，每一噸小鋼胚並課徵 

                  25% 出口稅，故自中國進口小鋼胚將增加 25%的貨款。以每公噸

                  700 美金之小鋼胚為例（目前已無法以該價格自貿易商購得），

                  若以匯率 1:33 計算，換算折合新台幣約為 23,100 元，加上製

                  作鋼筋所需成本約 1,500  元，鋼筋成本價約為 24,600 元，對

                  照目前鋼筋價格應無不合理情形。



                5.共同採購若能實施，由政府負責購買材料，廠商負責施工，將可

                  使營建業者風險降低，且不會因材料價格變動而影響工期。

          （三）工業局：

                1.先就近期自由時報刊載經濟部將執行鋼筋出口管制相關措施等內

                  容予以澄清，該名記者雖於 97 年 1  月 9  日面見部長，惟討

                  論內容並無涉及鋼筋價格問題，且工業局及貿易局等單位亦均未

                  接獲部長相關指示。惟針對鋼筋或鋼胚的出口是否管制除須考慮

                  供需問題，其餘問題亦相當廣泛，包含國內能源耗用、環境影響

                  、產品附加價值、出口及市場調節機制等問題。

                2.對於鋼筋的價格問題，大致認同台灣區鋼鐵工業同業公會所提意

                  見，目前國內鋼筋供應，主要有 2  個系統在影響價格：（1 ）

                  豐興、東和等公司壓延生產鋼筋。依 97 年 1  月 14 日資料，

                  鋼胚進口的價格約為 22,000 元，加上生產鋼筋之成本 1,500

                  元（1,300 元為壓延成本，200 元屬鋼筋損耗），鋼筋成本價錢

                  為 23,500 元，換算一公斤是 23.5 元，業者理論上可獲得的利

                  潤很少，因此對於單壓廠來講，其結構是非常的辛苦，造成單壓

                  廠面臨生存的危機，而本局也陸續跟公會及相關業者溝通，單壓

                  廠認為鋼胚進口並無問題，缺料問題亦不嚴重，應完全屬價格問

                  題。（2 ）另外一個系統，即電爐廠，若其售價為 19,000 元，

                  而國際價格為 24,000 元時，該電爐廠一定會設法出口，若同時

                  考量供應量來源問題，電爐廠不足以供應國內全部的需求，尚需

                  靠一部分單壓廠供應。因此價格影響的範圍應包括供應量、單壓

                  廠的生存空間及營建業的需求量。

                3.有關中鋼公司的問題，必須澄清的是該公司大概沒有供應鋼筋，

                  只供應鋼板，而其鋼板僅一小部分使用於建築業，因其品質較好

                  ，除非是真正的高級住宅、豪宅或像 101  這種大樓，才有必要

                  用到，並將此好品質的鋼板銲接成為 H  型鋼。在鋼板供應部分

                  ，雖盡量開放國外進口，惟進口較低品質或低價之鋼板，恐影響

                  國內工程品質受損，應特別注意。當然工程均會有一套檢驗機制

                  ，惟此檢驗機制應更加嚴謹。

                4.有關共同供應契約聯合採購部分，有下列建議：

               （1）建議就 97 年 1  月 11 日召開「研商公共工程鋼板及其他常

                    用工程材料以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之可行性會議」結論中有



                    關制度建立部分設定期限及訂定相關時間表，俾使中下游營造

                    業者能儘早獲得保障。

               （2）因適用對象為新建工程或尚未開標的工程，是否有追溯條款以

                    保留一點彈性，並避免造成下游營建業者經營困難及發生偷工

                    減料或將安全係數降低等情形。

               （3）依內政部營建署所公告的樓板面積，實際興建樓房的樓板面積

                    逐年下降，代表鋼筋需求應該也是逐年下降，而需求變少為何

                    會缺料？建議工程會估算公共工程每年鋼筋需求總量，俾利工

                    業局向公會協調優先供應國內所需為主。

               （4）以 5,000  萬元作為鋼筋辦理集中採購的門檻，推估該工程所

                    需使用的鋼筋數量約為 2,000~2,500  噸，該工程規模對工程

                    會而言為大工程或是小工程？地方很多興建的公共工程，可能

                    因其規模不夠大而無法適用，在無法適用的情況之下，若依既

                    有合約，此類問題將一再浮現，因此針對此門檻金額，應有定

                    期檢討的空間。

          （四）貿易局：

                因台灣區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已就鋼筋進出口的資料提出說明，另國

                內供需部分，工業局亦有說明，本局不再補充說明。

          （五）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1.公平會已就國內目前鋼筋市場相關問題發函警示台灣區鋼鐵工業

                  同業公會，該函文內容相關見解係非常縝密，非處室或承辦人員

                  憑空想像出來的，公平會堅持這個立場到底，也會強力的執行，

                  絕對不會有打折的現象。而警示就是指差點要處分，目前有關國

                  內鋼筋市場問題所涉及之供需、進口量、需求量、電爐廠、鋼胚

                  廠產業結構等相關數據都很充足，若工業局或工程會認為國內鋼

                  筋供應市場有聯合行為的可能性，或市場價格顯不合理，認為公

                  平會有查處的必要，請檢附具體事證交由公平會查處，再由委員

                  會來認定合理或不合理，惟須強調的是，目前公平會並沒有認定

                  鋼筋價格合理或不合理，係因為沒有經過委員會認定，且便宜不

                  代表合理，貴也不代表不合理，所以只能就目前狀況予以警示。

                2.「公平交易法」中並沒有『哄抬』名詞，只有『聯合行為』名詞

                  。

                3.目前「行政罰法」已開始施行，因「公平交易法」處分的是事業



                  ，但也發現在處分事業的時侯，只有罰最高 2,500  萬元，恐怕

                  難以得到嚇阻效果，因此公平會研議依據「行政罰法」的規定，

                  併罰行為人，就是針對參與的人員如果有故意或過失將予併罰。

          （六）法務部：

                1.公共工程供料的問題跟檢察官較無關係，檢察官當然也要尊重市

                  場的機制，有關供需、價格情形應按市場狀況來判斷，非檢察官

                  可以強求的，而「公平交易法」的規定是先行政後刑罰，針對公

                  司或商業行為違反規定時，先由公平會警告，若沒有改善，檢察

                  官再來介入，這就是一個刑法的問題，屬犯罪階段要來偵辦查緝

                  犯罪行為。「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處罰行為，主要是聯合壟斷行

                  為，口語化就是有哄抬物價的情形，此種嚴重情形經公平會調查

                  後，檢察官可能就須配合協助偵查犯罪行為。但在沒有聯合行為

                  或犯罪行為的狀況下，當然得先由公平會先作評估調查，以尊重

                  市場的機制。

                2.任何民眾都有共同的社會責任，如果物價波動太大影響整體社會

                  民生及國家發展，便應有共識及責任維護穩定的市價。但也許因

                  原物料的上漲導致商品價格必須調漲，是情有可原；但調漲的幅

                  度應漸進地調整較能讓民眾所接受，若一下子調整太多，檢察官

                  就有可能發動偵查或調查。或配合公平會的調查動作去作初步的

                  瞭解，對於穩定價格應有相當的功能及作用，但若聯合行為已達

                  犯罪階段，檢察官將會適度地介入。

                3.有關共同供應契約可否溯及既往，可否追溯到訂約之前，依個人

                  意見，認為應考量是否有情事變更顯失公平情形，且適度的調整

                  在法令上均有規定。

                4.檢察官尊重市場機制，但價格波動係依供需狀況決定，只要不是

                  人為介入，依照市場既有機制決定之價格都應該是合理的，檢察

                  官當然一定會予以尊重，不會濫行介入。

          （七）本會企劃處：

                1.如果共同供應契約可以一次順利決標，應可於農曆年前完成。

                2.追溯條款基於原工程契約已簽訂含有鋼筋材料費用，目前仍以新

                  建或招標流標或廢標重新招標的案件為適用對象。

                3. 有關訂定個案工程鋼筋預算金額達 5,000 萬元門檻，係考量該

                  規模工程多屬有較充足人力的工程專責機關辦理，例如國工局、



                  高公局、公路總局、營建署等。而學校及其他單位因人力、專業

                  能力不足、物料管理等問題及小工程所需量體較小，若要求使用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恐有執行上的困難。

                4.另針對 5,000  萬元以下案件，已保留彈性得由機關自行決定選

                  擇是否辦理。

                5.97  年 1  月 11 日召開「研商公共工程鋼板及其他常用工程材

                  料以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之可行性會議」中，機關曾提及此項

                  措施會增加人力負擔，依該會議討論結果，目前係採試辦方式，

                  執行一段時間後會再檢討。

                6.另外台灣銀行因配合辦理此項採購案，已訂於 97 年 1  月 18 

                  日邀請工業局、台灣區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及業者召開會議研商，

                  期相關業者踴躍出席會議並反應意見及提出課題討論，俾減少未

                  來招標問題，讓此契約順利決標，亦希望廠商可以踴躍投標。

          六、會議結論：

          （一）工程會主管國內公共工程的督導協調機制，必須關注公共工程建設

                的情形及下游營造廠商取得材料的問題；但大宗物料供需、進出口

                管制等經濟行為係屬上游問題，為經濟部權責主管業務，請經濟部

                加強注意。

          （二）為解決近期鋼料急劇波動造成公共工程的延宕及廠商爭議等問題，

                本會業於 97 年 1  月 11 日召開「研商公共工程鋼板及其他常用

                工程材料以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之可行性會議」研商解決對策，

                目前對策係就鋼筋項目總預算金額達 5000 萬元以上者將採共同供

                應契約來辦理，由政府吸收鋼筋波動所增加的成本，並由政府來承

                擔相關風險，以確保公共工程順利進行。另一方面，在共同供應契

                約還沒有定案之前，亦可由主辦機關自行決定供料。至於其他大宗

                物料如鋼板、混凝土，俟鋼筋共同供應契約執行一定期間後再行檢

                討辦理。

          （三）近期鋼筋價格波動情形經討論應屬市場自由機制反應，惟請公平會

                持續就鋼筋價格波動情形妥善關注，避免發生聯合行為情事。

          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