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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政府於 1989 年推動工程品質評鑑制度（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CONQUAS）對於建築營建工程的品質建立一套標準評鑑

系統，以合理的成本與時間來執行系統化的品質評鑑，並據以提升營建產業

之施工品質。本考察報告將就該制度之發展演進，整理說明星國 CONQUAS

制度。 

新加坡政府推動 CONQUAS 制度後，為進一步提升該國施工品質並推展

CONQUAS 制度之運用，該國陸續於 1998 年賡續推行工程品質獎勵方案

（Bonus Schem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BSCQ）及 2002 年推行品質標章制度

（Quality Mark，QM）等措施，加強及輔助 CONQUAS 制度，有效促進制度

成長。 

我國為督促施工廠商之進度與品質符合契約要求，並促使廠商主動重視

良好商譽，由本會積極推動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制度（下簡稱履

約計分制度），經匯集產、官、學界意見後，於 103 年 10 月 27 日訂定「公

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並將其納入我國施工廠商承攬公共工

程之履歷資料。本會亦於 106 年 7 月 18 日編修「公共工程履歷應用於政府

採購作業參考手冊」，提供機關如何具體妥善運用廠商履歷資料。 

透過本次實地考察及交流討論，可瞭解星國 CONQUAS 制度之發展歷程

及目的與我國現行履約計分制度相似，而 CONQUAS 制度之適用對象、執行

人員訓練及後續使用方式，則對於我國推動履約計分制度之未來精進方向極

具參考價值；本會後續可借鏡該國執行作法與經驗，逐步探索及建構適合我

國情之廠商履歷機制及應用方式，擇優汰劣，改善國內營建產業環境，進一

步提升國內營建產業之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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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為督促施工廠商之進度與品質符合契約要求，並促使廠商主動重視良好

商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會積極推動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制度

（下簡稱履約計分制度），經匯集產、官、學界意見後，於 103 年 10 月 27

日訂定「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下簡稱履約計分要點），並

於 107 年 5 月 30 日函頒修正部分內容，107 年 7 月 1 日實施。 

前開履約計分要點之計分項目主要針對廠商履約事實，包含「如期履約

情形」、「履約成本與違約金」、「施工品質」、「安衛環保」及「是否遭民眾反

映與停權」計五大指標計算分數；計分基準均採取量化與明確的方式進行設

計，據此排除人為主觀因素，以公正客觀、公平全面角度評量各廠商之履約

情形，且計分結果均須正式函文通知廠商確認，公開透明。 

履約計分制度迄 107 年第 2 季已累積 8 萬餘筆標案、1 萬餘家廠商之履

歷資料，經分析整理後已可藉此滾動評鑑各廠商間相對優劣情形，用以選擇

具履約能力之優良廠商、汰除低價搶標之不良廠商，從而促使廠商良性機

轉、帶動整體公共工程品質向上提升，而如何更有效應用廠商履歷資料，使

其更能直接發揮關鍵影響，為現階段之重要課題。 

新加坡政府於 1989 年發展工程品質評鑑制度（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CONQUAS）對於建築營建工程的品質建立一套標準評鑑

系統，以合理的成本與時間來執行系統化的品質評鑑，並據以提升營建產業

之施工品質。後為進一步提升該國施工品質，並推展 CONQUAS 制度之運

用，新加坡政府陸續於 1998 年賡續推行工程品質獎勵方案（Bonus Schem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BSCQ）及 2002 年推行品質標章制度（Quality Mark，QM）

等措施，加強及輔助 CONQUAS 制度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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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藉由本次考察機會，與 CONQUAS 制度主政單位新加坡建設局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BCA）及當地營建產業界相互交流討

論，以充分瞭解新加坡對於廠商評鑑機制之發展歷程、運作機制及監督與運

用成效，並借鏡該國執行作法與經驗，以注入創新思維與作法，作為進一步

研擬我國推動履約計分制度及未來精進方向之執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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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行程與議題 

一、考察行程 

本次考察期間自民國 107 年 6 月 25 日至 29 日止合計 5 天，拜會對象包含

新加坡建設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BCA）、CTCI 中鼎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駐新加坡辦公室、坤成建築（私人）有限公司、亞洲水泥（新加坡）

（私人）有限公司及我國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等單位。 

經本會於 107 年 4 月 13 日函請外交部協助安排行程，外交部 5 月 2 日函

轉駐新加坡代表處辦理，由該代表處政務組及經濟組分別協助聯繫官方機關及

私人廠商後順利完成考察。相關行程及考察對象說明如下： 

（一）6 月 25 日 

去程並於抵達後拜會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與我國駐新加坡台北代

表處梁國新代表、政務組蒲國慶組長、經濟組陳永乾組長及經濟組張旨

華秘書等人就我國公共工程管理制度、政府採購制度交換意見，並請教

有關新加坡相關創新政策及政策執行推動效率。 

（二）6 月 26 日 

拜會 CTCI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駐新加坡辦公室，與丘宜平總經

理就新加坡採購及工程管理制度進行訪談與交流，包含新加坡政府採購

Price Quality Method（PQM）制度，並與該公司承攬新加坡兩條地鐵之

軌道及場站工程 Singapore Gali Batu Depot Trackwork Project 莊志鴻專案

經理及 Singapore Thomson Line Trackwork Project 羅森賢專案經理等人共

同討論新加坡工程現場管理制度、品質與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外籍勞工

運用於營建業之管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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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6 月 27 日 

由我國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經濟組張旨華秘書陪同拜會 BCA，先

就新加坡公共工程品質管理及施工廠商管理作法，與陳文琪署長及何志

光資深經理進行討論，瞭解提升建築品質所推動之工程品質評鑑制度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CONQUAS）、品質標章制度

（Quality Mark，QM）及工程品質獎勵方案（Bonus Schem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BSCQ）等內容，最後針對其相關制度之規劃設計、推動辦理

成效及執行實務進行意見交換。此外，另就新加坡政府採購制度及營建

產業引進外籍人力管控制度進行請益。 

（四）6 月 28 日 

拜會新加當地廠商，與坤成建築（私人）有限公司 director 吳仲民、

Albedo 設計（私人）有限公司 business director Mr.Joe Lim 及亞洲水泥（新

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林榮祥總經理等人共同討論，瞭解在地廠商對

於新加坡政府推動 CONQUAS、QM 及 BSCQ 制度之看法，並進一步就

前開制度之實務執行及後續影響等方面進行訪談與交流。 

（五）6 月 29 日 

返程。 

二、考察議題 

（一）新加坡建設局 

1、有關 CONQUAS 制度 

（1）CONQUAS 制度自 1989 年迄 2018 年已歷經 9 個版本（Ninth Edition, 

November 2017），歷次修正目的為何？ 

（2）CONQUAS 制度歷次修正過程中，除政府部門提供意見外，是否有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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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產業界及學界意見？修正之差異部分是否包含評分基準之調整？

新、舊制評分基準不同而產生之分數差異該如何銜接？是否有廠商對

於新、舊制之分數差異表示異議？ 

（3）CONQUAS 制度之評鑑結果資料累積至今之成效為何（例如已蒐集幾

筆建築物之評鑑結果或幾家廠商之評鑑結果等）？是否定期就蒐集而

得之資料回饋檢討各項目之鑑別度？頻率為何？ 

（4）CONQUAS 制度規定達一定規模以上（新加坡幣 500 萬元以上，約合

新台幣 1 億 1 千萬元）之政府建築工程須強制接受評鑑，為何有此規

模限制？其考量為何？而未達該規模之建築工程或其他類型之土木

工程（例如道路新建、港灣水利及下水道建設等類型），是否有其他

評鑑規定或擴大運用之規劃？ 

（5）CONQUAS 制度著重於施工品質之評鑑，然對於廠商履約過程中其他

事項（例如工期、成本、工安、環境保護及影響周邊民眾等項目），

是否有其他評鑑標準？ 

（6）新加坡國內營建廠商接受 CONQUAS 制度之普及率為何？對於優劣廠

商是否有獎懲措施？ 

（7）CONQUAS 制度評鑑結果之資訊公開機制為何？有無公開 CONQUAS

評鑑之歷年統計分析結果？政府單位能否自由查詢各廠商評鑑結

果？民眾或各廠商間能否自由相互查詢評鑑結果？是否曾有廠商表

示不希望評鑑結果受他人查詢？ 

（8）廠商獲得之 CONQUAS 制度評鑑結果有無一定時間效力？蒐集之評鑑

結果如何將其運用於公部門之採購作業？ 

（9）CONQUAS 制度評鑑作業是由受過嚴格訓練之人員辦理，該教育訓練

是否為證照制度？評鑑人員之數量是否足以如期完成國內申辦評鑑

之工程？是否有監督機制確保評鑑之公正性？是否可能因評鑑人員

不同而有不同之評鑑結果？ 



  6

（10）CONQUAS 制度對於施工品質之評鑑標準相當深入，然對於每個單

一個案於各階段評鑑約需多少工作時間？有無固定之作業時間限

制？又每個單一個案評鑑之成本約多少？ 

（11）每個單一個案之評鑑結果是否會以公函書面通知？受評廠商若對

CONQUAS 制度之評鑑結果提出疑義，是否有相關救濟申訴管道？ 

（12）私人建築對於 CONQUAS 制度之評鑑費用係由申請廠商自行負擔，

如何鼓勵私人工程項目自願接受評鑑？ 

（13）CONQUAS 制度評鑑對象是否包括參與工程之技術服務廠商？有無

對技術服務廠商單獨評鑑之機制？或與施工廠商之施工品質合併評

鑑？ 

2、新加坡公部門辦理工程採購時除採最低標決標外，是否有採最有

利標決標之制度？其評選制度為何？會否強制要求相關機關均須

依據廠商以往履約實績挑選適當之廠商（例如 CONQUAS 制度評

鑑結果）？或是否有其他挑選廠商之評選項目供採購機關參考？ 

3、新加坡對於營造業外籍勞工（尤其以藍領員工為主）之管理制度

如何？對於其來源是否有管制？是否需要經過相關專業訓練取得

證照? 

（二）CTCI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駐新加坡辦公室、亞洲水泥（新

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坤成建築私人有限公司及 Albedo 設計

私人有限公司 

1、有關 CONQUAS 制度 

（1）私人建築對於 CONQUAS 制度之評鑑係由廠商採取主動方式申請，且

評鑑費用為由申請廠商自行負擔，貴公司係受到何種鼓勵，願意主動

提報私人建築參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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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NQUAS 制度對於施工品質之評鑑標準相當深入，然各階段之評鑑

過程會否影響工程施工進度而影響申請意願？ 

（3）CONQUAS 制度是否對貴公司之工程有激勵提升品質之作用？ 

（4）貴公司有無派遣工作人員參與 CONQUAS 制度評鑑作業？以何種階層

人員為主（例如第一線工程師或第二線管理人員）？如何確保評鑑人

員公正性？是否可能因評鑑人員不同而有不同之評鑑結果？ 

（5）貴公司會否定期查詢本身之 CONQUAS 制度評鑑結果？又會否查詢潛

在競爭廠商之 CONQUAS 制度評鑑結果，作為自我要求之參考？ 

（6）貴公司如何得知承攬建築個案之 CONQUAS 制度評鑑結果？是否曾對

於評鑑結果產生疑義而提出救濟申訴？救濟結果如何？ 

2、有關廠商面臨之勞動力不足問題 

（1）新加坡本土如同臺灣現況缺乏本國籍之基層勞動力，貴公司承攬公共

建設過程會否遭遇勞工短缺問題？解決對策為何？ 

（2）倘若新加坡政府同意貴公司聘雇外國籍勞工，請教貴公司對於營造業

外籍勞工（尤其以藍領員工為主）之管理制度如何？ 

（3）新加坡政府對於其來源及數量是否有管制？該國政府會否規定引進之

外國籍勞工需要經過相關專業訓練才能投入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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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加坡工程品質評鑑相關制度發展 

新加坡有關公共建設的主管機關為國家發展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MND），其下設建設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BCA）

負責建築管理制度、營造業登記、工程品質標準、工程品質評鑑及工程品質監

督管理工作，並對於工程執行品質進行監督管理。BCA 制定了許多有關建築

品質管控的制度，其中包括包含工程品質評鑑制度（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CONQUAS）、品質標章制度（Quality Mark，QM）及工程

品質獎勵方案（Bonus Schem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BSCQ）等。 

一、工程品質評鑑制度（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CONQUAS） 

（一）發展歷程 

優質的施工品質對於營建產業非常重要，若能在建築中展現高品質

的施工水準，對於開發商及施工廠商而言，將能增強客戶的信心並確保

未來的產品銷售。為提昇公共工程品質，新加坡 MND 於 1988 年成立營

建業發展局（Construc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Board，CIDB），即為現

BCA 前身，從事工程品質改善制度規劃。新加坡政府於 1989 年頒佈工

程品質評鑑制度（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CONQUAS），

藉由建立統一性的品質標準據以對施工品質進行評鑑，以打破「品質只

憑主觀認定」之傳統模式。 

CONQUAS 制度中各項目評鑑的標準來自與主要公共部門機構、地

產開發商、顧問公司及施工廠商共同參與的討論，而在發展 CONQUAS

制度的過程中，BCA 也進行了研究和大量試驗，以配合新的測試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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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評估標準進行相關微調，使其確保正確性及延續性；最後由 BCA 技

術委員會審查及同意相關評鑑標準。 

隨日新月異的工程技術及品質要求，例如 BIM、營建自動化、模組

化等技術，CONQUAS 制度不定期進行修正，以更加全面及符合各界需

求。BCA 表示約 3 至 4 年調整一次，迄今最新為 2017 年 11 月公布的第

9 版。自 1989 年實施截至 2018 年 6 月，累計已評估了 4,373 個專案、契

約總額超過新加坡幣 2,072 億元。 

 

（資料來源：新加坡建設局網站） 

圖 3.1 新加坡工程品質評鑑制度（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CONQUAS）執行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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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CONQUAS 制度改版歷程 

版本 年份 

第一版 1989 

第二版 1990 

第三版 1992 

第四版 1995 

第五版 1998、2000（微調）、2003（微調）

第六版 2005 

第七版 2008 

第八版 2012 

第九版 2017 

（二）發展目標與適用對象 

CONQUAS 評鑑制度原則適用於新的建築專案，而不適用於拆除、

更新、增建及改建專案，例如商業、住宅、工業、機構等建築專案均可

申請 CONQUAS 評鑑。對象包括公有及私人興建，申請對象為營建工程

業別之一般建築施工廠商。 

公共工程部分，其承攬金額在新加坡幣 500 萬元以上（約新台幣 1

億 1 千萬元）之新建專案均強制適用。私人建案部分，若涉及新加坡政

府單位包含市區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URA）、新加坡

土地管理局（Singapore Land Authority，SLA）、建屋發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HDB）及裕健公股集團（Jurong Town Corporation，

JTC）等機關/機構辦理土地銷售之相關建築專案（例如各項公共組屋計

畫）時，也都強制適用；至於其他的私人建案亦可主動向 BCA 申請該

項評鑑。 

（三）發展目的 

CONQUAS 制度的設計目的有四項目標，一、對於營建工程的品質

建立一套標準評鑑系統；二、藉由兩方式辦理品質評鑑：（一）靠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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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的標準及規格來衡量施工品質及（二）以抽取樣品方式來衡量整體

工程專案；三、以合理的成本與時間來執行系統化的品質評鑑；四、提

升營建產業之施工品質。 

CONQUAS 制度的評鑑對象主要為建築類的工程專案，該制度就建

築工程所包含的關鍵施工項目均制定了相關詳細的品質標準，而針對各

施工項目分別評鑑後可分別得到各施工項目相對應的分數，將各施工分

數加總後即可得到 CONQUAS 得分。新加坡政府規定，原則上評鑑的時

間 應 該 在 申 請 該 國 的 法 定 完 工 證 明 書 （ Certificate of Statutory 

Completion，CSC）或臨時使用許可證（Temporary Occupation Permit，TOP）

之前完成評鑑，以先到者為準。 

（四）評鑑組成 

CONQUAS 制度的評鑑結果主要由受評建築物的結構部分、建築部

分（包含室內裝修）以及機械電機部分等 3 部分組成。結構部分包括建

築物的結構完整性和安全性；建築部分（包含室內裝修）涵蓋了建築完

成面和設備成品的施工水準，這是施工品質最明顯的部分；機械電機部

分則涉及機械和電氣等裝置的功能性能，關乎使用者的舒適性和使用

性。而針對結構部分、建築部分（包含室內裝修）以及機械電機部分之

權重分配，乃依據不同的建築種類而有不同的權重大小。 

表 3.2 建築種類與評鑑項目權重表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12

（五）評鑑方式 

評鑑主要基於現場檢查、實驗室測試和現場測試。過程區分為三個

階段，第一階段：依據施工圖說內容決定實地抽樣檢查之數量、施工標

準及位置；第二階段：現場檢查，依前階段決定結果辦理抽取部分材料

和設備進行試驗；第三階段：評分，按不同工程種類、配分及權重計算

後匯整該工程應得分數。 

CONQUAS 評鑑結果均以首次檢查结果為準，意即廠商於檢查後針

對缺失項目進行改善，也不會重新評鑑。目的係促使施工廠商在施工過

程即應維持相當之工程品質，使評鑑結果一次就合格，降低重複修正及

心存僥倖之疑慮。 

鑒於評鑑時須考量合理的成本及時間，故 CONQUAS 制度不會對建

築專案中的所有單元逐項評鑑，而係採行採取抽樣方式辦理。而採樣方

式係根據建築物的總樓地板面積以合理估算須抽樣多少數量來充分代

表整個建築專案品質。原則上評鑑人員應於確認實際位置後進行相關項

目之評鑑，抽樣的選擇應以施工平面圖及相關設計圖說為主，並應均布

且涵蓋整個施工範圍及維持其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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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圖 3.2 個案評鑑項目抽樣數量示意 

評鑑過程中依 CONQUAS 評鑑表格所列施工向目逐一檢查，當發現

檢查項目之施工品質與標準或規格相符時，打「」表示符合，反之則

打「」表示不合格，最後以打「」項目統計得分總數。原則上，每

次有 2 位評鑑人員現場手持行動裝置 PAD 進行評鑑，進行評鑑時直接

以電子設備連線登載評鑑結果，自動計算當次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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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圖 3.3 個案評鑑之畫面示意圖 

結構部分的評鑑作業是縱貫全部施工階段進行，而建築部分及機械

電機部分的評鑑作業則著重於工程完成後、移交予業主前進行。各部分

概述如下： 

1、結構部分（Structur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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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圖 3.4 個案評鑑結構部分現況 

（1）對混凝土完成面的表面處理，及混凝土均質性的非破壞性檢驗。 

（2）對水泥混凝土的抗壓強度及鋼筋的拉伸強度試驗。 

（3）鋼筋的焊接試驗。 

表 3.3 結構部分之各項目比重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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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鋼筋混凝土和鋼結構，選擇樣本用於評估是基於以下準則： 

表 3.4 結構部分之各項目取樣準則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2、建築部分（Architectural Works）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圖 3.5 個案評鑑建築部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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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屋頂、外牆及建築專案完工階段的外部相關工程。內部裝修部分

則包括地板、內牆、天花板、門窗等組件。 

（2）材料和功能測試，例如窗戶及外牆的水密性，室內潮濕區域的水

密性，及內牆瓷磚的附著力等。 

表 3.5 建築部分之各項目比重（分住宅及非住宅）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針對非住屋及私人/公共住屋類別中的施工項目，有不同的配分權

重、缺失項目及其對應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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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建築部分（Non-Housing）之各施工項目缺失分類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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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建築部分（Private and Public Housing）之各施工項目缺失分類（續）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20

表 3.8 建築部分之各項目取樣準則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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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械電機部分（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Works，M&E Works）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圖 3.6 個案評鑑 M&E 部分現況 

M&E 評鑑包括測試材料和設備功能的表現，讓使用者在安全性、

舒適性和美觀性方面都能獲得保障。 

（1）在灌漿及裝修前所作預埋安裝的現場查驗，例如管道、電桿及預

埋桿件等隱蔽項目。 

（2）在最終安裝作業的現場查驗，例如送風機、冷卻水塔及火警控制

盤等項目。 

（3）其他指定項目的性能測試，例如水壓、接地及氣壓等試驗。 

表 3.9 M&E 部分之各項目比重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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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M&E 部分之各施工項目缺失分類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表 3.11 建築部分之各項目取樣準則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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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鑑結果 

評鑑程序中，首先應先確認建築物的分類型式、結構、屋頂及外牆

系統，以決定結構部分、建築部分（包含室內裝修）以及機械電機部分

之區分權重。此外，若評鑑時發現有部分標準項目毋須施作，則以滿分

100 分扣除該免施作項目之配分後作為分母，將全部施作項目之得分乘

以 100 除以該分母，據以調整該建築專案之整體分數。 

 

圖 3.7 個案 CONQUAS 證書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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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增強 CONQUAS 評鑑的穩健性，第 9 版也將內部裝修成

品的主要缺陷的嚴重程度納入評鑑標準。至於保固期間內，使用者使用

一段時間後發現的主要缺陷也能反饋至 CONQUAS 評分。 

值得注意的是，CONQUAS 評鑑並不包括基樁及基礎等重型機具為

主的基礎結構工程，且必須強調 CONQUAS 是衡量施工品質的標準，並

不評鑑建築專案的設計成果和材料設備規格。意即例如通風不良、走廊

狹窄、建築美學或設計特徵等主觀審美問題，均不在評鑑範圍內；而若

施工水準差，即便使用昂貴高規格的材料也不會有較高的 CONQUAS

分數。 

（七）額外加分及扣分機制 

CONQUAS 制度除就結構部分、建築部分（包含室內裝修）以及機

械電機部分外，也包含其他加分及扣分獎勵機制。 

1、為鼓勵設置經合格認證的專業人員，依設置專業人員之情形增加

獎勵積分。 

表 3.12 合格認證的專業人員條件之加分對照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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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減省現場施工人力，鼓勵採用預鑄型的材料，依預鑄型材料的

使用情形增加獎勵積分。 

表 3.13 採用預鑄型的材料之加分對照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3.鼓勵開發商及施工廠商積極申請品質標章（Quality Mark，QM），並

根據品質標章之等級給予獎勵積分。 

表 3.14 取得 QM 等級之加分對照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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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發生嚴重的品質缺陷則會加重扣罰，例如任何完成品的破

裂、設備功能不足、牆壁或窗戶洩漏或滲水及窗戶門框無法對齊等。當

BCA 評鑑過程中發現重大缺陷時，會被標記為 2 個「」而不是 1 個。

此外，這些嚴重的品質缺失在改善完成前均不會發布 CONQUAS 得分。 

表 3.15 嚴重缺失之扣分對照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八）評鑑人員及費用 

CONQUAS 制度的評鑑人員均須通過 BCA 所屬之品質評估認證部

門（Quality & Certification Department）辦理的培訓課程及相關測驗，以

確保評鑑能力與標準一致。每個建築案件評鑑工作之評鑑人員主要是以

接受過 BCA 辦理 CONQUAS 相關訓練之工程師、建築師以及政府人員

為主，由 BCA 建立評鑑人員資料庫，每次辦理個案評鑑時由資料庫內

隨機選定 2 人一組執行，惟該工程之相關人員不得參加該案之評鑑工

作。BCA 表示目前評鑑人員資料庫約有 50 餘人，其中 35 人為內部政府

人員，其餘均為外單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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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執行個案 CONQUAS 評鑑現況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依據 CONQUAS 制度的條款與條件，CONQUAS 評鑑制度基本上須

向申請者進行收費，收費標準根據建築案件的建築面積而定，最少須新

加坡幣 13,161 元（約新台幣 28 萬 9,542 元），所有費用均應在申請

CONQUAS 評鑑時繳納。原則上，CONQUAS 評鑑費用會包含在契約內

編列，即由業主負擔該筆費用。 

表 3.16 CONQUAS 制度費用表 

 

（資料來源：CONQUAS 條款與條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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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料開放 

較高 CONQUAS 分數代表建築物具備較高的施工品質，CONQUAS

得分較高的建築專案在施工品質上要優於 CONQUAS 得分較低的建築

專案。一般而言，若 CONQUAS 得分為 80 即表示 80%的施工品質檢查

項目符合 CONQUAS 標準。 

每個建築專案的 CONQUAS 分數均發布於新加坡 BCA 建置之 IQuas

網站，任何網路使用者包含政府、私人開發商及民眾，均可查詢查詢個

別開發商及施工廠商的 CONQUAS 成績，亦可針對整體 CONQUAS 成績

分布及結構部分、建築部分（包含室內裝修）以及機械電機部分缺失統

計與得分情形進行查詢。 

 

圖 3.9 查詢個別專案 CONQUAS 評鑑結果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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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查詢 TOP10 開發商及施工廠商 CONQUAS 評鑑結果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圖 3.11 查詢各施工項目得分統計結果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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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查詢各施工項目得分統計結果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圖 3.13 查詢各施工項目缺失統計結果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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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查詢各施工項目缺失統計結果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圖 3.15 查詢各別專案、廠商及開發商 CONQUAS 結果 

（資料來源：新加坡 IQU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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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協 助 施 工 廠 商 加 速 學 習 曲 線 、 提 升 施 工 品 質 及 取 得 良 好

CONQUAS 分數，BCA 針對不同的施工項目研擬執行指南，提供施工廠

商據以施作符合規範要求的成品。 

 

圖 3.16 各施工項目施作範例手冊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若 CONQUAS 分數達 95 分以上，將會呈現 CONQUAS 之星。通常

來說，良好的施工品質將會反映在高分 CONQUAS 結果。不過 95 分以

上的分數通常是以顯著的成本和努力取得與增量不成比例的成就品質

成就。 

據了解，土地開發商越來越多地使用 CONQUAS 作為衡量工程品質

的標準，以用來促進和推廣其開發成果，每年 CONQUAS 平均分數亦逐

年提升。舉例來說，開發商通常會在其施工合約中邀全施工廠商達到指

定的 CONQUAS 分數目標，並伴隨著激勵措施或懲罰措施。甚至土地開

發商也可以參考 CONQUAS 分數來選擇能夠提供良好施工品質的施工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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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CONQUAS 得分逐年趨勢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二、品質標章制度（Quality Mark，QM） 

為滿足使用者（屋主）對優質建築的不斷提高的期望，BCA 於 2002 年推

動品質標章制度（Quality Mark，QM）。該制度對建築的施工品質設定了標準，

自推動以來，已有 78,500 多個建築單元或住宅進行相關評鑑。 

QM 制度均以由開發商主動申請評鑑，主要施行對象為新的私人住宅項

目，例如公寓、集群住房、平房和混合開發住宅等建築專案。 

QM 制度的評鑑沒有分數只有等級，由低至高分為三級：「MERIT」級、

「EXCELLENT」級以及「STAR」級，以呈現其合格程度。但若 BCA 收到住

戶對於主要工藝缺陷的有效投訴（例如窗戶/牆壁滲漏，地板間滲漏，功能不

足的門窗等主要缺失），BCA 仍有可能會降低其 QM 等級。 

表 3.17 QM 等級 

 

（資料來源：CONQUAS 執行手冊內容） 

QM 評鑑人員均應通過 BCA 的相關訓練，相關標準與 CONQUAS 制度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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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相符。QM 制度於新建住宅的每個單元完成時評鑑施工品質，評估範圍涵蓋

所有內部裝修（例如地板、牆壁和天花板），所有設備配件（例如門、窗、衣

櫃、廚櫃、洗手盆、浴缸），以及所有機電設備的配件和開關。若符合施工品

質標準的單位將獲得品質標章（QM）證書。該證書證明了評鑑時相關設備的

狀況，但同樣不包括材料規格、設計好壞或審美偏好等項目。 

取得 QM 的住宅通稱 QM 住宅，該住宅可確保其相關設備均經過全面評

估，且符合 QM 制度的相關規定標準。而與非 QM 住宅相比，屋主當然較青睞

通過 QM 認證而擁有較高品質的住宅。 

 

圖 3.18 查詢個別專案 QM 評鑑結果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IQUAS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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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個別專案 QM 認證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IQUAS 網站） 

相較 CONQUAS 制度與 QM 制度，QM 制度係由 BCA 對於每個單元的所

有內部裝修和防水工程進行評鑑，所以更有助於在評估期間發現重大缺陷；如

果都符合指定的規定，將對該單位頒發 QM 證書。若第一次評鑑時該單元不符

合標準，廠商可以改善該單元後申請重新評估，重新評估的次數沒有限制，而

只有在達到標準後才會頒發 QM 證書。而 CONQUAS 制度係由 BCA 對結構、

建築和機械電氣部分進行抽樣評鑑；CONQUAS 分數僅根據第一次的評鑑結

果，沒有重新評鑑的規定。 

相關的評鑑服務費用由土地開發商或施工廠商在申請 QM 評鑑時支付。 

三、工程品質獎勵方案（Bonus Schem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BS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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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獎勵方案（Bonus Schem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BSCQ）於於 1998

年推動，目的在對工程品質的優劣結果採取對應之獎懲措施，鼓勵營建業者加

強工程品質。該計畫適用於新加坡幣 500 萬元（約新台幣 1 億 1 千萬元）以上

的新建公共部門建設項目，不論本地或外國施工廠商均適用。此外，若契約中

已規定適用 BSCQ，則該項建築專案一律適用。 

建築品質的衡量標準係以 CONQUAS 制度的分數為準，如果施工品質超過

相關建築類別的標準，施工廠商可獲得政府的獎金鼓勵，反之，若施工品質很

差，則將受到懲罰。 

 

圖 3.20 近十年 CONQUAS 及 BSCQ 分數分布趨勢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依據不同的建築物類型，BSCQ 規定採取前 24 個月該建築物類型所有案

件 CONQUAS 分數之平均值作為基準，將此基準以上 3 分或以下 3 分作為執

行 BSCQ 的門檻分數。執行 BSCQ 獎勵時，如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在單一個案

工程項目上的 CONQUAS 得分超出獎分門檻，每超過 1 分施工廠商即可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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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工程實際造價的 0.2%作為獎勵，獎勵金額最高為實際造價的 3%或新加坡幣

200 萬元（約新台幣 4,400 萬元）；相反的，如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在單一個案工

程項目上的 CONQUAS 得分低於罰分門檻，則按同樣的標準進行懲罰，即每

低於 1 分施工廠商即應扣罰該工程實際造價的 0.2%，懲罰金額最高為實際造

價的 3%或新加坡幣 200 萬元。 

 

圖 3.21 近期 BSCQ 獎勵與懲罰之分數門檻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若施工廠商連續在 5 個工程中均受罰分之懲罰，除需依規定繳納懲罰金之

外，在該公司參與公共工程新案投標時，工程主辦機關即依據其罰分累計結果

調整（加載）其投標價格作為評選依據，每罰 1 分即調整投標價格比例 0.2%，

最多亦不超過新加坡幣 200 萬元。當然獎勵及懲罰原則會在招標文件內說明，

以便潛在投標廠商考慮投標時因應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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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近期 BSCQ 懲罰投標價加載廠商名單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新加坡政府對於營造業的管理是採取註冊制度（所有承攬工程廠商）及登

記制度（承攬公共工程廠商），並輔以分級與評鑑制度來進行管理。有關承攬

公共工程廠商之登記制度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施工廠商所能承攬的工程類

別，例如營建工程類別分為七個類別，包含：營建類、營建相關類、維護類、

機械電機類、監督管理類、材料供應類及其他交易類等。另一部分則依施工廠

商之財務（實收資本額與淨值）、管理發展、工程實績與其他等項目來進行分

級。就營建工程類廠商，共分為 A1、A2、B1、B2、C1、C2 與 C3 等共 7 個等

級，而其他類廠商（例如機電 ME、維護 MW、材料供應 SY 等），則分為 L1

～L6 等共 6 個等級。而依照施工廠商等級不同，給予不同之投標限額，在各

工程類別中的等級越高，其所能承攬的工程規模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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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營造業廠商分級制度概要圖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及 BCA Directory） 

爰此，對於連續在 5 個工程累積 5 個以上罰分的施工廠商，將會被降低一

個承攬公共工程的等級，降級後相關成績將隨之歸零。最嚴重的情形，若施工

廠商連續 5 個工程累積 10 個以上罰分，該廠商將被取消參與公共工程投標的

資格，取消資格後相關成績亦將隨之歸零。 

BCA 原則上在每個月初公布每個施工廠商最近 5 份的 CONQUAS 結果，

由於此制度落實的實施，大大增加廠商對提昇品質之企圖心，在近期 844 個適

用 BSCQ 的建築專案中，有 366 個專案達獎勵標準（約 43%）、347 個專案持平

（約 41%）、131 個被處分（約 16%），可見政府立法與市場之誘因對促進產業

發展有不可忽視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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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近期 BSCQ 獎歷及懲罰廠商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四、淺談新加坡採購 PQM 制度（Price-Quality Method，PQM） 

（一）PQM 概述 

新加坡政府對於顧問服務及工程採購作業，為兼顧其價格與品質的

需要，BCA 分別訂定品質費用法（Quality-Fee Method QFM）及價格品

質法（Price-Quality Method，PQM）來決定承攬顧問公司及施工廠商。

本內容主要淺談對於工程採購作業之 PQM 制度，該制度適用於預算金

額新加坡幣 300 萬以上之公共工程，招標機關依個案需要將價格（通常

40%-70%）、生產力(通常 10%)及品質（通常 20%-50%）納入分數組成，

然其比例非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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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個案 PQM 招標文件資料（ Price & Quality 配分） 

（資料來源：CTCI 新加坡） 

由招標機關分別就投標廠商的品質（Price Score，P-score）、生產力

（Productivty Score，PD-score）及投標價金（Quality Score，Q-score）來

打分數；其中品質分數（P-score）及投標價金分數（Q-score）係跟據不

同廠商間的比例來計算，具有相互關係性。最終以品質分數（P-score）、

生產力分數（PD-score）及投標價金分數（Q-score）加總後最高者得標。 

 

 

 

圖 3.26 品質分數（P-score）、生產力分數（PD-score）及投標價金分數（Q-score）

計算方式 

（資料來源：新加坡 BCA PQM 架構） 

招標機關可於招標文件規定品質項目應達一定門檻始能進入價格

程序。舉一典型之 PQM 計分案例，PQM 分數組成比例為價格 60：生產

力 10：品質 30；其中品質部分滿分為 100 分，最低門檻為 55 分。投標

者 C 因為品質項目僅 48.8 分未達到品質最低門檻，故直接淘汰；而其

1,170 萬元之出價被取消資格，計算投標價金分數（Q-score）時以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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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出價作為最低出價的計算分母。最終由投標者 B 為評選第 1 名。 

表 3.18 PQM 計分案例 

 

備註：因投標者 E 沒有生產力分數（PD-score）中的 CS 分數（為過去履約項目之一），

故該投標者 CS 分數取其他合格廠商之平均值。 

（二）PQM 參考資料 

新加坡政府對於達到適用門檻預算金額 300 萬美元以上之公共工

程大部分均採取價格品質法（PQM）來決定承攬廠商，招標文件可規定

品質項目應達一定門檻始能進入價格程序，惟部分機關辦理採購未定底

價，而是由得標者取得標案後再洽採購機關就價金及標的內容進行協

商。 

 

圖 3.27 個案 PQM 招標文件資料（Quality 門檻） 

（資料來源：CTCI 新加坡） 



  43

根據 PQM 內容，廠商過去履歷是常用的品質評估標準之一，若為

建築工程採購，投標廠商過去履約專案之 CONQUAS 分數也是常用的標

準之一。各機構常見採用的共同品質標準如下： 

1、投標廠商的相關實績，以提高投標廠商對採購項目的適用性。 

2、在履約時效，安全性和品質等領域的過去或正在進行的項目中之

表現，至少需要佔品質項目總分的 15%。 

 

圖 3.28 個案 PQM 招標文件資料（過往國內或國外 3 年內之承攬實績） 

（資料來源：CTCI 新加坡） 

3、為了適當強調工地安全，安全性能至少需要佔品質項目項目的

15%。 

 

圖 3.29 個案 PQM 招標文件資料（工安表現） 

（資料來源：CTCI 新加坡） 

4、專案特定提案，內容包括技術提案、安全維持方法、技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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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承諾及工作能量。 

 

圖 3.30 個案 PQM 招標文件資料 

（資料來源：CTCI 新加坡） 

5、獎勵或其他項目（例如訴訟案件處理情形及爭議處理情形等）。 

 
圖 3.31 個案 PQM 招標文件資料（爭議處理情形） 

（資料來源：CTCI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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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個案 PQM 招標文件資料（過往承攬專案之獲獎實績） 

（資料來源：CTCI 新加坡） 

 

圖 3.33 個案 PQM 招標文件資料（訴訟案件處理情形） 

（資料來源：CTCI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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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淺談外籍人力管理措施 

（一）外籍人力來源概述 

新加坡政府設置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要負責新加坡勞動

力相關的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新加坡國內外籍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國家可

分為鄰近的馬來西亞、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傳統來源國（Non-Traditional 

Sources，NTS，包含印度、斯里蘭卡、泰國、孟加拉國、緬甸、菲律賓）

及北亞來源國（North Asian Sources，NAS，包含香港、澳門、韓國、台

灣）。僱用期限依來源國不同而不同：中國、非傳統來源國之基本技術

人員 14 年、進階技術人員 26 年。馬來西亞及北亞來源國則無僱用年

限。 

（二）外籍人力分類及限制 

一般來說，依工作性質，新加坡外籍勞工分為四類： 

1、Personalised Employment Pass 

屬高階專業人員、不限國籍，需月薪資達新加坡幣 1 萬 8 千元以上

（約新台幣 39 萬 6 千元）或現持有 EP 且月薪資達新加坡幣 1 萬 2 千元

以上（約新台幣 26 萬 4 千元）。 

2、Employment Pass 

屬管理階層、特殊技術人員、高學歷、不限國籍，年輕者月薪資達

新加坡幣 3,600 元以上（約新台幣 7 萬 9,200 元），中高年者需更高薪資

才能申請。 

3、S-Pass 

中階技術/證照人員、不限國籍，月薪資達新加坡幣 2,200 元以上（約

新台幣 4 萬 8,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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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ork permit 

工人、基層員工，需有高中職學歷及國籍限制。 

 

圖 3.34 外籍人力分類及限制整理 

（資料來源：CTCI 新加坡） 

而私人公司可僱用的外籍勞工數量取決於該公司僱用新加坡本國

人及永久居民的數量（意即依賴比率上限 Dependency Ratio Ceiling，

DRC）。以營造業而言，本國勞工和外籍勞工的比例為 1：7。 

新加坡政府也利用對廠商徵收僱用外國工人稅款（俗稱人頭稅）以

規範人數。MOM 根據廠商承攬專案的金額及專案類型分配人力，給予

人-年權利額度（Man-year entitlement，MYE） ，該額度不得使用、借調、

販售予他案，需向 MOM 申請並審核通過後才能使用。值得注意的是，

馬來西亞、香港、澳門、韓國、台灣的外籍勞工不會佔用 MYE 的額度。

而在 MYE 配額下僱用的勞工，廠商將能享受較低的徵稅；另相較基本

技術勞工（R2），高技能勞工（R1）亦可享受較低的徵稅，鼓勵廠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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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技術能力的外籍勞工。 

（三）外籍人力證照要求概述 

為提高營造產業的技能、產能及工作安全，BCA 推動技能評估認

證制度（Skills Evaluation Certificate，SEC），外籍勞工在取得營造業工作

許可之前，都必須通過營造相關的技能評估和認證。技能認證可以從

BCA 在外籍勞動力來源國設置的海外測試中心執行。每個人原則進行 1

小時的筆試，再進行 4 到 5 小時的實際測試，最後完成一項相關的工作，

確保勞工具有足夠的技能和水準。 

另 為 了 確 保 工 地 安 全 ， 新 加 坡 政 府 推 行 工 地 安 全 衛 生 訓 練

（Construction Safety Orientation Course， CSOC） 申請 work permit 者須於

抵達新加坡兩周內參加該訓練，若訓練不及格，最遲於三個月內須復訓

至及格為止。原則上，勞工具超過 6 年以上建造經驗者，每 4 年訓練一

次；6 年以下者，則每 2 年訓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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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為督促施工廠商提升施工品質，以及配合建置我國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歷

資料庫，本會於 103 年 10 月推動「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制度」（下

簡稱履約計分制度），其精神與新加坡 CONQUAS 制度相仿，惟經進一步探究

後仍有部分相異及值得效法之處，爰依考察結果對照我國現有之機制內容，提

出以下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對照我國制度相異處 

（一） 適用對象 

項目 

新加坡 

工程品質評鑑制度 

（CONQUAS） 

我國 

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適用對象 

僅適用於建築工程。 

（1）公共工程：承攬金額 500 萬

新加坡幣（約新臺幣 1 億 1

千萬元）以上之新建專案均

強制適用。 

（2）私人建案部分，若涉及新加

坡政府包含辦理土地銷售之

相關建築專案時，也都強制

適用。私人建案可主動向

BCA 申請受評鑑。 

公告金額（新臺幣 100 萬元）

以上之公共工程標案均須辦

理計分。 

依我國現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下簡稱履約

計分要點）第二點：「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辦理公告金額以

上之工程採購，其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作業，依本要點之規定」。就

公共工程部分，我國目前針對新台幣 100 萬以上標案進行計分作業，相

較於新加坡規定公共工程須新加坡幣 500 萬以上（約新臺幣 1 億 1 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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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計分門檻，我國規模門檻明顯較低。而就私人建案部分，我國不

須要配合辦理計分，然新加坡不但涉及市區重建局（URA）、土地管理

局（SLA）、建屋發展局（HDB）及裕健公股集團（JTC）等機關/機構辦

理土地銷售之相關建築專案須強制適用外，亦有部分私人建案主動申請

辦理計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計分要點對於公共工程未以工程類別來區

別是否辦理計分，洽 BCA 表示由於 CONQUAS 制度在建築工程方面實

施成效良好，BCA 曾於 1992 年進一步制定 CE CONQUAS，欲將其推廣

應用於道路、下水道及海岸結構等一般土木工程，惟後因鑑別度不足等

因素致推動結果不如預期，故 CE CONQUAS 制度已於 1998 年停止辦

理，目前僅餘 CONQUAS 制度針對建築專案進行評鑑。 

（二） 評鑑/計分內容及執行時間點 

項目 

新加坡 

工程品質評鑑制度 

（CONQUAS） 

我國 

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評鑑/計分內容 

針對施工品質包括： 

（1）結構部分、 

（2）建築室內裝修部分及 

（3）機械電機部分計算分數。 

針對廠商履約事實包含： 

（1）如期履約情形、 

（2）履約成本與違約金、 

（3）施工品質、 

（4）安衛環保及 

（5）是否遭民眾反映與停權

計算分數。 

執行時間點 

（1）結構部分的評鑑作業是縱貫

全部施工階段進行。 

（2）建築部分及機械電機部分的

評鑑作業則著重於工程完成

後、移交予業主前進行。 

於工程完工驗收後，盤點彙整

各項履約事實辦理計分。 

依履約計分要點第一點：「……落實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對於品質

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及第三點：「機關依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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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辦理計分，基本分數為七十七分，滿分為一百分，其計分指標、計分

項目及計分基準如附表一……」，可知我國計分要點係針對廠商履約過

程中所有事實包含：（1）如期履約情形、（2）履約成本與違約金、（3）

施工品質、（4）安衛環保及（5）是否遭民眾反映與停權計算分數計 5

大主要項目辦理計分。 

新加坡則側重於建築案件的工程品質，故係針對建築物之施工品質

包括：（1）結構部分、（2）建築室內裝修部分及（3）機械電機部分計

算分數，且對於各施工項目相當深入，標準亦相當精細；此外，相較我

國履約計分要點採取「以 77 分為基本分，再依各項履約事實進行加分

或減分」之方式，新加坡採取「直接依據各工項配分得分之加總，作為

最後 CONQUAS 得分」之方式。至於對於工程的其他要求例如工安、環

保等項目，新加坡係採取另外的管制手段（例如環境保護即要求廠商取

得 Green Mark 綠色標章），且星國對於工地安全之履歷如獎勵等資料，

亦有所資料可稽。 

我國計分要點係針對廠商履約過程中所有相關事實，故執行時間點

依履約計分要點第五點規定，於工程驗收完成後十五日內完成。新加坡

CONQUAS 制度則依（1）結構部分、（2）建築室內裝修部分及（3）機

械電機部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執行時間，其中（1）結構部分的評鑑作

業於施工階段進行，類似我國工程施工查核制度對於施工中的檢查；而

（2）建築部分及（3）機械電機部分的評鑑作業則著重於工程完成後、

移交予業主前進行，類似完工驗收制度對於完工後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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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人員及費用 

項目 

新加坡 

工程品質評鑑制度 

（CONQUAS） 

我國 

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執行人員 

（1）以接受過 CONQUAS 評鑑訓

練之工程師、建築師以及政

府人員為主。 

（2）由 BCA 建立評鑑人員資料

庫，每次辦理個案評鑑時由

資料庫內隨機選定 2 人執行。

各工程主辦機關承辦人員。 

費用 

依據 CONQUAS 制度的條款與條

件向申請者進行收費，收費標準

根據建築案件的建築面積而定。

無須經費。 

我國履約計分要點並無規定辦理計分人員的資格，主要是因為我國

主要計分項目的計分基準相當簡單明確，可以直接將量化成果對應到分

數，所以由工程主辦機關人員進行計分即可，不須透過相關訓練也能順

利計分。且為免第一線人員計分錯誤，履約計分要點也規定計分內容由

機關承辦人員填報，應經機關審查人員辦理覆核作業，再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最後以書面通知施工廠商計分結果，以降低錯誤的發

生。此外，目前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歷資料（包含履約情形計分資料）

均係由各工程主辦機關自行填報，故我國履約計分制度並無受評廠商繳

交申辦費用的規定。 

新加坡因為計分項目及計分基準較深入及精細，須要由 BCA 額外

培訓相關專門人員取得證書後才能進行 CONQUAS 評鑑，評鑑後由評鑑

人員登載於 BCA 的資料庫，類似我國工程施工查核機制。而相關評鑑

程序須要受評廠商依據受評案件的建築面積繳交申辦費用，最少需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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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幣 13,161 元（約新台幣 28 萬 9,542 元）。若為公共工程，該筆費用原

則上會由業主編列於預算內支應，主動提出申請的私人工程則由受評廠

商自主負擔。使用者付費的精神，可反映在提高 CONQUAS 評鑑的嚴謹

度及正確性，也進一步促使受評廠商重視 CONQUAS 評鑑結果的正確

性。  

（四） 評鑑/計分結果使用方向 

項目 

新加坡 

工程品質評鑑制度 

（CONQUAS） 

我國 

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結果使用方向 

（1）依 BSCQ 進行獎勵或處罰。

（2）納入政府採購 PQM 之選商

參考。 

納入施工廠商履歷資料，作為

參與公共建設評選或判斷是

否低價搶標之考量。 

我國「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五條、「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

標決標作業要點」第四點均提及可將廠商過去績效納入採購評選項目，

故目前廠商履歷資料（包含履約計分結果）主要多用於廠商爭取公共工

程標案時的績效展現。而必要時，機關亦可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

條及「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理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

行程序」，參考廠商過去之履約計分結果，作為認定廠商低價說明是否

合理之依據。而為協助機關進一步善用廠商履歷資料，本會於 106 年 7

月編修「公共工程履歷應用於政府採購作業參考手冊」，提供機關具體

範例廣為運用。 

新加坡就 CONQUAS 評鑑結果則會對廠商產生「直接影響」及「間

接影響」。「直接影響」部分，星國訂有工程品質獎勵方案（BSCQ），簡

單來說，若個別案件之施工品質超過獎勵門檻（為全國 CONQUAS 分數

之平均值加 3 分），施工廠商可獲得額外獎金鼓勵。反之，若個別案件

之施工品質低於處罰門檻（為全國 CONQUAS 分數之平均值減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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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廠商則被課處額外罰款。此外，若施工廠商連續在 5 個個案工程中

均受罰款懲罰，該公司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時將會被調整（加載）其標價，

使其較不易以低價獲得政府標案。若連續 5 個個案工程累積被扣罰 5 分

或 10 分以上之品質低落嚴重者，甚至會遭受降級與取消參與公共工程

投標的資格。「間接影響」部分則與我國相似，根據 PQM，將廠商過去

履約項目中的 CONQUAS 分數納入評選標準之一。 

相較我國對於廠商履約計分結果採取納入履歷資料之「間接影響」

運用方式，新加坡政府對於 CONQUAS 評鑑結果的獎勵及懲罰屬「直接

影響」運用方式。且值得注意的是，本會與 BCA 及民間廠商討論過程

中均提出「是否曾有廠商對於 CONQUAS 評鑑結果或後續懲處提出異

議」，惟 BCA 及民間廠商均表示，由於國情不同，新加坡民眾對於政府

施政作為較服從與信任，故尚無廠商對於政府之判處結果提出挑戰。 

二、未來參考方向 

本會推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歷制度（包含履約計分制度）迄今已獲一定

成果，蒐集結果經分析後已可初步歸納相對優良、普通及待加強廠商，應足作

為綜合評判廠商履約能力之參考，並提供機關據以挑選有履約能力之優良廠

商、排除無法誠信履約之不良廠商。而後續可借鏡新加坡推動 CONQUAS 相關

制度之作法與經驗，納入創新思維推動進一步精進： 

（一） 聚焦計分對象 

我國履約計分制度適用對象範圍較廣，凡 100 萬元以上公共工程，

不分工程種類均須辦理計分，導致履約計分之數據十分龐大（累計迄

107 年第 2 季已達 8 萬餘筆標案資料）。考量目前廠商履歷資料主要應用

在採購選商的評選項目，而實務上又以預算規模較大之工程較普遍採取

最有利標或評分及格最低標之決標方式。爰此，後續可就目前蒐集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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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析，評估調整計分對象集中於一定規模以上工程案始須辦理計分作

業之可行性，俾利聚焦廠商履歷成果。 

至於私人專案是否納入計分作業乙節，可俟後續履約計分制度推動

達顯著成果後，再進一步與國內營造業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研商政策

方向。 

（二） 提升評鑑人員職能 

我國計分制度目前係由工程主辦機關人員於驗收完成後，依廠商履

約事實進行計分，並由機關自行登錄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為

確保計分之正確性，本會已於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增設計分服務功能，並

建置相關防呆機制，降低錯誤發生可能；本會亦定期每季清查計分異常

案件函請相關主管機關檢視修正、每半年召開執行檢討會議。惟因工程

數量實在過於龐大（累計迄 107 年第 2 季已達 8 萬餘筆標案資料），且

各工程主辦機關人員素質不一，仍難以避免部分機關發生計分錯誤而影

響整體客觀性之狀況。 

為提升評鑑人員職能，考量目前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制度已逐漸

普及，本會「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亦規定具一定規模之公共工

程標案須設置符合資格的品管人員及監造派駐現場人員，爰此，後續可

評估於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課程納入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

分制度之可行性，讓該制度更普遍為第一線施工團隊人員熟知。後續亦

可重新調整計分程序，評估由監造單位先行辦理初步計分，再由工程主

辦機關審核確認之可行性；甚或可考量於工程施工查核作業時一併檢視

工程主辦機關將廠商履約過程（例如施工作業、材料設備抽驗情形、專

任工程人員參與情形、技術士參與情形）登錄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

系統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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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鑑別影響 

我國目前對於施工廠商履歷資料的運用方式屬「間接影響」性質，

後續若欲仿效新加坡政府採取獎金、罰款、降級，甚至取消投標資格等

「直接影響」性質，可採取逐步漸進方式推動。 

可研議結合履約計分成果等履歷資料，作為機關認定優良施工廠商

而適度調降估驗保留款、押標金，以及履約保證金之參考。另考量施工

廠商分級屬營造業法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權管，可俟制度成熟後，視

政策需要洽該署研商將廠商履歷納入營造業分級標準之可行性，甚或進

一步研議是否將履歷資料作為工程採購投標廠商基本資格認定，促使我

國施工廠商履歷制度之鑑別運用強度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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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考察照片 

 
照片 1：與我國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梁國新代表合影。 

 
照片 2：與 CTCI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丘宜平總經理等人共同討論新加坡工程現

場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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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參訪 Singapore Thomson Line Trackwork Project 合影。 

 
照片 4：與新加坡建設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BCA）陳文琪署長等

人 討 論 工 程 品 質 評 鑑 制 度 （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

CONQU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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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與新加坡建設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BCA）陳文琪署長合

影。 

 
照片 6：與新加坡建設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BCA）何志光資深經

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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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與坤成建築私人有限公司 director 吳仲民、Albedo 設計私人有限公司 business 

director Mr.Joe Lim 及亞洲水泥（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林榮祥總經理等人

共同討論新加坡政府推動 CONQUAS、QM 及 BSCQ 制度。 

 
照片 8：與坤成建築私人有限公司 director 吳仲民、Albedo 設計私人有限公司 business 

director Mr.Joe Lim 及亞洲水泥（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林榮祥總經理等人

合影。 



Overview of ®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and 
QM (Quality Mark) 

Outline

• Overview of CONQUAS Scheme

• Overview of QM Scheme

• IQUAS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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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ed in 1989
• Assessed over 4,373 projects (as of 27 Jun 2018)

• Total cumulative contract value exceeding *S$207.2 
billion

• 9th edition
Applicable to projects where tenders are called on 
or after 
1st January 2017
Higher quality with improved productivity

• An assessment standard for :
– CONQUAS® assessment service
– Quality Mark Scheme
– BSCQ (Bonus Schem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 A standard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to benchmark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ed work

• Assess quality objectively by:
a) measuring against workmanship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b) using a sampling approach

• Carry out assessments systematically within reasonable cost and time

• Improve/Raise quality of the industry

Objectives of CONQU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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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ation of CONQUAS®

• Derived from discussions with major 
public sector agencies, developers,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contractors

• a Technical Committee to review and 
endorsed the standards

Other countries’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s modelled after CONQUAS 
• Malaysia’s QLASSIC, 
• Hong Kong’s PASS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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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Quality Standards for Workmanship

Bonus Schem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 (BSCQ)

• All Public building projects 
(contract value  $5 mil) 

Launched in 1998 to reward 
delivery of good quality work

• Impact poor performers under 
Price Quality Method (PQM) & 
Price Loading of tenders 

Setting Quality Standards for Workmanship

Private building projects

• All projects built on land sold under 
Government Land Sales (GLS) 
Programme

Subjected to CONQUAS

• Tender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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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CONQUAS®

Assessment consists of 3 main components:

• Structural Works
• Architectural Works
• Mechanical & Electrical Works

CONQUAS® Weightage System

Components

CAT A
Commercial, 

Industrial, 
Institution & 

Others

CAT B CAT C CAT D
Landed 
HousingCommercial, 

Industrial, 
Institution & 

Others

Private 
Housing

Public 
Housing 

(Sold Flats)

Public 
Housing 
(Rental 
Flats)*

Structural Works 10% 15% 10% 15% 20% 10%

Architectural 
Works

75% 80% 85% 80% 75% 85%

M&E Works 15% 5% 5% 5% 5% 5%

CONQUAS Score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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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Approach

a) Assessment is based on:
site inspection, laboratory testing and field testing

b) No re-score to encourage 

“do it right the first time”

c) Impractical to conduct full assessment

d) Sampling based on GFA (Gross Floor Area)

e) Samples are distributed uniformly throughout the construction 
stage

CONQUAS® Certificate

With breakdowns on:

• Architectural Score

• M&E Score

• Structural Score

• Total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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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Works Assessment

Structural Works Assessment

Scope:

• Structural integrity test by accredited labs  

- Non-destructive testing 

- Cube test & rebar tensile test 

- Steel welding tes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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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System

Architectural Works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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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al Works Assessment

Scope :

a) Internal Finishes

b) Roof

c) External Wall

d) External Works

e) Material & Functional (M&F) Tests

Sampl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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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System

Internal Finish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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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Finish Assessment

Field Windows Water-Tightness Test

• to test leakage in windows and 
external wall joints

• test simulates the local wind-driven 
rain conditions

• the device is patented by 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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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 Areas Water-Tightness Test

• Minimum 24 hrs ponding test

• To cover all bathroom, toilet & flat roof

Pull-Off-Test for Internal Wall Tiles

• Minimum pull-off strength of 
0.15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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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Works Assessment

M&E Works Assessment

a) Electrical Works

b) ACMV Works

c) Fire Protection Works

d) Plumbing & Sanitary Works

e) Basic M&E Fittings

f) Performance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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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Quality Standards for Workmanship

95% of Private residential & Commercial building projects adopt CONQUAS

77.3

79.9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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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Ave CONQUAS Score ( Years 2003 to 2017)

Quality Mark (QM)
For
Good Work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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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Quality Mark Scheme

a) Launch in 2002

b) Voluntary Scheme 

c) For new private residential projects

d) Help developers meet rising
expectations of homeowners

e) CONQUAS is a pre-requisite

f) Based on CONQUAS® standards

g) Applicant – Developer or Builder

Overview of Quality Mark Scheme

• Internal Finish Assessment for 
all units 
- Unit threshold score – 80
- Allow for re-score

• 100% Water Ponding Test for all
Bathrooms found in units

• In-Process Inspection on key 
trades

• Window Watertightness Test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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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Internal Finish Assessment & Wet 
Area Waterponding Test (All Units) 

• The Scheme helps to surface Major 
Defects and Leakages during 
assessment

• More than 93,000 units units 
committed to QM as at end May 2018

100% Internal Finish Assessment & Wet 
Area Waterponding Test (All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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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on of Key Architectural Trades 

Timber Flooring Installation Waterproofing Installation 

Window Installation Stone / Tile Installation 

IQU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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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Housing Portal

Quality Housing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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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ing industry speed up learning curve / raise Quality…

Good Industry Practices Guides 

Certified QM/CONQUAS Supervisor & 
Manager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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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Background

Project Major Activities/Status

Agenda
Project Major Activities/Status

Trackwork major compon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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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BackgroundProject Background
Owner

Location

Area

Capacity

Project Schedule:j

Duration

St t D tStart Date

MC Date

Copyright © 2016 CTCI All Rights Reserved.3

CTCI PowerPoint Master Deck

Project Background

TSL Stage Track 
Length

Construction
Access Date

Construction
Completion Date

Total Length 103.5 km 2020/12/30

Copyright © 2016 CTCI All Rights Reserve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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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I PowerPoint Master Deck

Project BackgroundProject Background

Mandai Depot

Copyright © 2016 CTCI All Rights Reserved.5

CTCI PowerPoint Master Deck

Major Activities/Status
D t & M i li Sl b T k C t tiDepot & Mainline Slab Track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16 CTCI All Rights Reserve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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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I PowerPoint Master Deck

Major Activities/Status
M i li Sl b T k C t tiMainline Slab Track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16 CTCI All Rights Reserve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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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ject overvie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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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BackgroundProject Background
Owner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LTA)

Location Singapore Gali Batu Depot

Area

Contract Amount

Project Schedule:

D ti 2015/04/08 t 2019/11/30 (55M )Duration 2015/04/08 to 2019/11/30 (55Ms)

Start Date 2015/04/08

MC Date

Copyright © 2016 CTCI All Rights Reserved.3

Project Contract Key DatesProject Contract Key Dates

Preliminary Design 2015/05/30

Milestone
Achieved

Pre-Final Design 2015/10/30
Final Design 2016/06/30

Achieved

Achieved

CSD/SEM Pre-final 2016/01/30
CSD/SEM Final 2016/10/30

Achieved

Area A Zone 1 Area A Zone 2Achieved

Milestone

Area Track 
Length

Construction
Access Date

Construction
Completion

Date

B 0.2 km 2018/10/01 2018/11/15

A Zone 1 3.2 km 2018/04/30 2018/10/01

A Zone 2 2.2 km 2018/04/30 2018/11/15

Total Length 5.6 km

Copyright © 2016 CTCI All Rights Reserve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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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Contract Key DatesProject Contract Key Dates
Area B

Completion

Area A (Zone 2)     
Completion

CSD/SEM
Pre-Final Design

CSD/SEM
Final Design

08/04/2015

CONTRACT 
Commencement Area A (Zone 1)

Completion

15/11/2018
Completion

30/01/2016
Pre-Final Design

31/10/2016
Final Design

Pre-Final
Design

Final
Design

01/10/2018

29/11/2022 

Warranty 
DateTSA 

Access
30/01/2018

Preliminary 
Design

30/01/2018

<-----Achieved ----->
30/05/2015

30/10/2015
30/06/2016

Installation Area 
Access

30/04/2018

30/11/2019 
Li ht i ht T i M hi
29/02/2016

Completion of 
Whole of Work

Lightweight Tamping Machine
Completion to Hand Over to Operator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Copyright © 2016 CTCI All Rights Reserved.5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Major Activities/StatusMajor Activities/Status

Copyright © 2016 CTCI All Rights Reserve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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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and Answer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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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lised Employment Pass• Personalised Employment Pass

• Employment Pass• Employment Pass

S Pass• S-Pass

W k it• Work permit work permit MYE

E l t P S P & W k P itEmployment Pass, S Pass & Work Permit

Pass Type Minimum Salary Quota MYE required? Levy Applicable? Description

Employment
Pass (EP)

$3600

(Previous: $4800 N.A. N.A. N.A
For foreign professionals,
managers and executives.Pass (EP) (Previous: $4800

Current: $6800)
managers and executives.

S P
Maximum 20% of

S Pass
(SP)

$2200 Total Workforce
(Local + Foreign)

N.A. From $330 to $650 For mid level skilled staff

Work Permit
(WP)

No Minimum Salary,
but need to provide
dormitory and
Medical

For 1 local
employee, can
hire 7 foreign
worker

MYE required for
NTS and PRC;
MYE Waiver is
possible

From $300 to $950 For semi skilled foreign
workers

Note: The S Pass quota will be counted within the Work Permit qu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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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ear Entitlement
MOM MYE

MOM Prior Approval

Non-Traditional Sources (NTS)

North Asian Sources (NAS)

• Man-Year Entitlement - Waiver

•
B ildi C t ti A th it Si Li t Of T d b t tBuilding Construction Authority Singapore List Of Trade subcontractors

•
NTS

NAS

96



• Construction Safety Orientation Course
•

work permi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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