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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摘要 
頁數：24 

報告名稱：參加2023國際橋梁會議報告 

主辦機關：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連絡人/電話：蔡宗描/02-29096141#2102 

出國人員：蔡宗描副組長 

出國類別：開會 

出國地點：美國 

關鍵詞：橋梁、運輸、交通 

內容摘要： 

2023 國際橋梁會議（IBC）於 2023 年 6 月 12~14 日在美國國家港灣蓋洛德國家渡

假會議中心酒店舉行，吸引來自美國和國外近千名橋梁管養單位、工程師、高階決策

者、政府官員、橋梁設計師、施工廠商和設備供應商參與，會議舉行計分「技術研討會

(Technical Sessions)」、「工作坊(Workshops)」、「廠商展覽會(Exhibits Hall)」、「特色州展示

區(Featured State Session)」、「委員會議及頒獎(Committees)」及「工程參訪(IBC Tour)」等

6 部分。除參考議程參與相關研討會，並藉由會議期間搭乘華盛頓特區及馬里蘭州鐵路

及巴士，體驗美國大眾運輸系統發展狀況並提出相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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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際橋梁會議（IBC）是北美、南美、歐洲、澳大利亞、亞洲和非洲橋梁領

域的傑出舞臺，由西賓夕法尼亞州工程師協會籌備，每年吸引來自美國和國外近

1000 多名橋梁管養單位、工程師、高階決策者、政府官員、橋梁設計師、施工廠

商和供應商參與，也為橋梁行業各個方面的成員提供繼續教育和網路訓練機會

(會前即開放 2 項線上互動課程)，並表彰頒發傑出的個人和專案獎。 

本次研討會於 2023 年 6 月 12 日~14 日在美國國家港灣蓋洛德國家渡假會

議中心酒店舉行，會議舉行計分「技術研討會(Technical Sessions)」、「工作坊

(Workshops)」、「廠商展覽會(Exhibits Hall)」、「特色州展示區(Featured State Session)」、

「委員會議及頒獎(Committees)」及「工程參訪(IBC Tour)」等 6 部分。其中委員

會議須符資格者始參加，頒奬晚會及工程參訪則須於註冊時付費報名參加，本次

會議僅另參加工程參訪行程。 

本次研討會標榜為綠色永續(Green)的研討會，全程未提供論文集或電子檔，

部分研討會課程也基於保護智慧財產權不允許拍照或錄影，研討會雖開發 APP

作為議程期間資訊掌握及參與人員之互動使用，但相關技術文件內容至今皆空

白，在研討會內容資料取得上極為不易。 

圖 1-1 蓋洛德國家渡假會議中心酒店及報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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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國際橋梁會議(IBC) 業已舉辦 37 屆，今年在美國國家港灣蓋洛德國家渡假

會議中心酒店舉行，為橋梁工程實務界之最新資訊與技術溝通的重要平臺，提供

大量技術論文，研討會和各種橋梁相關廠商產品及技術展示，交流橋梁工程規

劃、設計、施工營運等各方面經驗，參與年會可與世界各地橋梁工程專家交流，

提升國內橋梁工程水準。 

我國國道橋梁比例愈來愈高，以目前推動之國道 7 號計畫為例，全長 23 公

里，橋梁工程即達 21 公里，比例高達 91.3%，橋梁工程規設及維管之技術格外

重要，希望藉由參加國際性橋梁工程研討會吸取歐美等先進國家之技術新知及

經驗，提供本局後續橋梁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營運養護之參考，提升國內橋梁工程

技術及品質，爰循例編列預算參與本研討會議。 

圖 2-1、今年會場位於美國國家港灣區 

 

 

三、行程 

本次研討於 2023 年 6 月 12 日至 14 日舉行，有關大會之全程議程表詳如表

3-1。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軍公教人員因公出國搭乘本國籍航空班機作業規定」，

在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到達地點，應一律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因國內並無

直飛美國馬里蘭或華盛頓特區之班機，爰選定本國籍長榮航空公司之桃園國際

機場飛舊金山之班機再轉美國國內聯合航空之班機來回，全程共 8 天，本人參

加 6 月 12 日至 14 日研討會部分，主要包含「技術研討會(Technical Sessions)」、

「工作坊(Workshops)」、「廠商展覽會(Exhibits Hall)」、「特色州展示區(Featured State 

Session)」、及「工程參訪(IBC Tour)」等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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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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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討會紀要 

本次大會計分「技術研討會(Technical Sessions)」、「工作坊(Workshops)」、

「廠商展覽會(Exhibits Hall)」、「特色州展示區(Featured State Session)」、「委員會議

及頒獎(Committees)」及「工程參訪(IBC Tour)」等 6 部分，研討會於演講廳進行，

大會設置數個演講廳進行不同主題的演講，參與者可自由選擇聆聽；中庭則為特

色州展示區；展示廳則包含相關工程顧問公司、營造廠商、材料設備供應商及設

計、分析軟體廠商等擺設產品展示，參與者可於展示廳參觀各廠商所展示之相關

產品並進行交流活動。 

技術研討會共分主題演講(Keynote Session)、快速工法(ABC)、替代方案

(Alternative Delivery)、斜張橋 (Cable Supported Bridges)、設計 (Design)、施工

(Construction)、特殊施工(Construction Special Session) 、基礎設施(Foundations)、檢

查及評估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數位化 3D 建模 (Digital Delivery/BIM/3D 

Modeling)、緊急處理(Emergency Response Special Session)、新技術(New Technologies 

Special Session)、行人/特別目的橋梁(Pedestrian/Special Purpose Bridges)、鐵路橋梁

(Rail Bridges)、所有權(Proprietary)、維修/維護(Rehab/Maintenance)、研發(Research)、

年輕與會者特別演講(Young Attendees Special Session)、特色州(Featured State)等內

容，發表 106 篇專題。 

本次研討會標榜為綠色永續(Green)的研討會，全程未提供論文集或電子

檔，部分研討會課程也基於保護智慧財產權不允許拍照或錄影，僅於年會後接受

申請發給參與研討會時數證明，欲取得論文內容則須另外付費並待 2023 年秋季

後下載論文集 PDF。因研討會分多廳進行，且第 2 天參加工程參訪行程，僅就主

題演講、研討會、工程參訪及廠商展示等參與之研討會過程，摘要說明。 

 

(一)主題演講(Keynote Session) 

主題演講主持人為 Kevin Duris，演講者包括 Joseph Hartmann、Steve Harelson、

Charles H. Thornton 及 Alison Premo Black 等 4 位講者。 

Kevin Duris 為本次研討會總主席，也是專業執行估算師，其服務的公司

(Trumbull Corporation) 總部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是大西洋中部各州重型公

路和重型土木建築服務領域的傑出行業領導業者。 

Joseph Hartmann 目前擔任 FHWA 橋梁和結構辦公室主任，負責制定和實

施聯邦法規、政策和技術指南，作為橋梁和隧道項目等設計依循，以提高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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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和執行設計；Steve Harelson 於 2019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 月期間擔任

科羅拉多州交通部 (CDOT) 的總工程師。他負責綜合交通項目開發，包括規劃、

工程、設計和施工， 2023 年初退休；Charles H. Thornton 於 1997 年當選為美國

國家工程院院士、1999 年被任命為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榮譽會員、2001 年榮獲

《工程新聞記錄》卓越獎、 2002 年胡佛獎章獲得者、 2003 年班傑明·富蘭克林

土木工程獎章、2005 年當選為國家建設研究院院士、2006 年當選為美國建築師

協會榮譽會員；Alison Premo Black 為 ARTBA 的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

她負責監督該協會的交通投資中心、交通研究和教育部門，審查美國聯邦和州交

通融資和投資模式，包括交通建設行業經濟概況、州橋梁狀況概況、聯邦援助高

速公路概況和年度執行模式預報。 

各主講人分就參與經驗提出橋梁工程的願景，但會中仍聚焦在聯邦政府

計畫及經費投資概況。 

圖 4-1 主題論文演講會場 

 

依美國聯邦政府的統計，2022 年橋梁工程主要集中在 10 個州，包括加州

(California)、德州(Texas)、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佛羅里達州(Florida)、北卡羅

萊納州(North Carolina)、伊利諾州(Illinois)、印第安那州(Indiana)、紐約州(New York)、

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及新澤西州(New Jersey)，前 10 州之橋梁工程預算幾

佔美國橋梁工程市場之 55%以上(如圖 4-2)。預估美國聯邦政府持續在公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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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費挹注，將使市場規模由 2021 年的 482 億美金，成長至 2026 年的 721 億美

金(如圖 4-2) 

圖 4-2 美國 2022 年前 10 大橋梁工程分布圖及規模成長預測 

 

在資金的投入部分，根據統計，2022 年 57%的聯邦政府資助的公路橋梁

工程預算用於重建工程(如圖 4-3) 

圖 4-4 美國聯邦政府挹注橋梁經費使用型態圖 

 

 

(二)建造特別研討(Construction Special Session) – 

超高性能混凝土之施工法及設備(UHPC- Construction 

Methods/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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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性能混凝土 (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簡稱 UHPC)為近年國際

土木工程快速崛起之新型營建材料。本次論文由德拉華州(Delaware) 交通部

官員 Nick Dean 及 Michael McDonagh(WSP USA), Lawrenceville、 Zachary Haber、 

Dave Czachorowski 等多位學界及業者共同發表。 

會議大致介紹美國超高性能混凝土面層施工市場、基本施工步驟和所需

設備及當前進行的研究。並由特拉華州交通部 (DelDOT) Nick Dean 分享其使

用超高性能混凝土覆蓋層的案例，並由承包商分享在德拉華州橋梁上施作超

高性能混凝土覆蓋層的經驗。 

超高性能混凝土覆蓋層的施工能否成功，對設備和施工方法的選擇至關

重要。傳統的振動整平機無法推動堆積在整平板前增厚的超高性能混凝土，

因此需要工人使用手動工具協助，才能在使用整平板進行整平前將超高性能

混凝土鋪展至適當的厚度，所以傳統的混凝土橋面整平機 (Conventional 

concrete bridge deck finishing machines)不太適用，常見問題包括超高性能混凝土

粘在螺旋鑽和滾筒上以及超高性能混凝土表面撕裂。因此研發自動化橋面施

工的整平工具機(Automated bridge deck finishing machines)，且已多處在使用。 

圖 4-5 為傳統施工機具，圖 4-6 為自動振動鋪築機，圖 4-7 及 4-8 為施工

案例。 

 

 

圖 4-5 傳統的振動熨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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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自動振動鋪築機 

 

圖 4-7 德拉華紀念橋施工案例(研磨前) 

 

 
圖 4-7 克萊本佩爾大橋上鋪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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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州研討(Featured State Session)  

本次特色州以科羅拉多州(Colorado)為主題，除進行研討會外，該州交通

部亦於會場中庭展示相關計畫解說圖片。 

 

圖 4-8 科羅拉多州交通計畫展示 

 

論文研討部分由該州交通部官員 Michael Collins、Patrick Holinda、Tyler 

Weldon、Keith Farquhar、Dianna Litvak、Robert Hays、Stacia Sellers、Stephen 

Harelson、Roland Wagner、Clint Krajnik 等多位參與計畫者分別發表文章。 

 

1.全州橋梁和隧道企業 

2009 年，科羅拉多州立法機構成立橋梁企業 (Bridge Enterprise)機構，以

解決全州範圍日益增長的橋梁等級偏低的問題。隨後，企業的範圍擴大到解

決 2021 年科羅拉多州複雜隧道設施日益增長的維修和維護問題。 

 

2.隧道資產計畫 

 2016 年，科羅拉多州交通部(CDOT)制定了隧道特定資產計畫，建立隧

道類別所需的資本投資並提供資金，共有 20 條隧道、長約 37,494 英尺納入

管理。這個計畫利用檢查數據來確定資產的生命週期、確定所有者和運營需

求，並支持資產建模以創建資本項目清單。 

 

3.環境合規性和管理歷史運輸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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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悠久的橋梁和高速公路是 CDOT 的重要資產。 CDOT 進行了多次

全州歷史橋梁調查，建立全州高速公路清單，以確定 CDOT 擁有的重要交

通資源。本次會議中重點介紹歷史性橋梁計畫以及該州獨特高速公路特徵，

包括穿過格倫伍德峽谷、韋爾山口和艾森豪威爾隧道的 70 號州際公路路

段。 

圖 4-9 科羅拉多州州際橋梁及隧道事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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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科羅拉多州橋梁及隧道分布(資料來源 Colorado DOT GIS) 

 

4.州際 70 號公路中心段的大型計畫 

 本次演講介紹 CDOT 州際 70 號公路(I-70)中心段兩個大型計畫，第 1 個

計畫是拆除布萊頓大道和科羅拉多大道之間已有 50 多年歷史、2 英里長的

高架橋，將這段州際公路降低到地面以下，並在原路面建設佔地約 4 英畝的

公園，除了解決橋梁結構缺陷的問題，同時確保工程對公眾和環境的影響最

小化，並回應路線經過社區的承諾。該計畫是科羅拉多州有史以來最大的交

通計畫。為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的需求並提升運輸效能，目標是到 2035 年將

通過該走廊的旅行時間減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並透過重新設計路肩和高

架橋以減少碰撞事故來提高安全性。路線兩側的斯旺西和伊利里亞社區，原

因道路而隔離在兩側，原道路位置改建的公園將兩社區連通，公共空間也將

設有一個小型圓形劇場、一個戲水公園、一個運動場、遊樂區以及農貿市場

和社區活動的空間。 

該計畫是科羅拉多州交通部  (CDOT) 根據立法交由高性能運輸企業 

(HPTE) 和科羅拉多大橋企業 (CBE) 與 Kiewit Meridiam Partners LLC（一家由

主要基礎設施開發商和投資者 Kiewit Development Company 與全球股權投資

公司 Meridiam）成立的特殊目的公司所投資興建，並取得 30 年的特許經營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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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個計畫則是改建 I-70 弗洛伊德山路段，該走廊是科羅拉多州和全國

的經濟動脈，從長青市西部到愛達荷斯普林斯東部，長約 8 英里路段的山區

路廊。 

I-70 為著名的環保公路，由於峽谷的地理限制和施工安全/可達性的考量，

該計畫透過精細的設計及重新調整 I- 70 公路和臨近道路線形，在最新國家環

境政策法規規定下通過環境評估 (EA)。 

 

圖 4-11 I-70 丹佛段改建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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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I-70 弗洛伊德山路段橋梁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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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羅拉州多格蘭德大道大橋 

格蘭德大道大橋坐落在科羅拉多洛基歷史悠久的度假小鎮格倫伍德溫泉

的山脈，現有橋樑由九跨、三鋼混凝土橋墩基礎組成。垂直和水平間隙不足，

承載能力只有 55%，且不是標準的 12 英尺車道，也沒有路肩，橋梁功能已

不敷使用，因此進行改建。主要進行橋面拓寬，改善了橋面和大樑的負載，

並在河兩岸闢建自行車道和人行道。 

 

 

圖 4-13 科羅拉州多格蘭德大道大橋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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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倫伍德峽谷復原力 

科羅拉多州的山路容易受到極端天氣的影響，如火災、土石流、雪崩和岩

崩等情況，穿過格倫伍德峽谷的 I-70 公路也不例外。 2020 年格倫伍德峽谷

遭到灰熊溪大火的襲擊， 2021 年發生土石流，每次泥石流都會導致 I-70 公

路關閉數天。本次演講呈現當地所應用的工程來維持此州際公路的通行安全。 

圖 4-13 科羅拉州多格蘭德大道大橋改建 

圖 4-14 格倫伍德峽谷復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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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參訪(IBC Tour)  

本次 IBC安排參訪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紀念橋(Frederick Douglass Memorial 

Bridge)，該橋位於華盛頓特區(如圖 4-15)，跨阿納科斯蒂亞河(Anacostia River)，

是座造型極為優美的流線形拱橋。 

原橋址舊橋於 1950 年 1 月 14 日啟用，當時名為南國會大廈街大橋， 1965

年 10 月 18 日透過投票，命名為「弗雷德里道格拉斯紀念橋」，以紀念廢奴主

義領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因這座舊橋使用已超過 70 年須進行改建，經過

評選後擇定由 South Capitol Constructors（Kiewit Corporation、Corman Construction 

和 URS Corporation 的合資廠商）設計和建造這座新橋梁。 

 

圖 4-15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紀念橋位置 

 

新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紀念大橋距離原來的舊大橋約二十英尺，拱橋

外型非常具有流線感，且拱結構也非常特殊，拱肋是由 6 角型的鋼構單元漸

變大小組合而成，主橋為 3 跨拱橋、4 處行人觀景台，橋面配置 6 車道，兩

側設置人行和自行車車道，2017 年施工，2022 完工通車。 

這座橋連接阿納科斯蒂亞河兩側，為進入白宮、國會大廈等政經中心的重

要橋梁，肩負門戶意象，除了主橋外，4 處觀景台（橋兩側各兩個）提供阿納

科斯蒂亞海濱的廣闊視野，東南河岸也新闢一條濱海大道連接到公園和城市

的步道網路。兩端連接的南國會大廈街及 Suitland Parkway 的部分地區及其

與 295 號州際公路的交匯處也進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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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 

(圖片來源：https://www.asce.org/) 

圖 4-15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紀念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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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廠商展示  

本次研討會於會場提供廠商展示區，參加展示單位包含政府部門、貿易聯

合會代表(Trade Association)、製造商(Manufacturer)、顧問業(Consultant)、軟體廠商

(Software)、營造業者(Contractor)、媒體(Media)等，共布置 77 個攤位。 

為便於參與研討會人員間的辨識，報到時發給名牌均加以區別，如 IBC 大

會總主席、IBC 會員、主講人、與談人、政府部門人員、各類廠商代表等等，同

時研討會 App 也可提供各攤位位置查詢。 

圖 4-16 廠商展示區 

 

(六 )華盛頓特區及馬里蘭國家港灣區交通  

本次會議係於馬里蘭州國家灣區舉行，該區鄰近華盛頓特區，且本次轉機

抵達的華盛頓杜勒斯(Washington Dulles)機場就在華盛頓特區，機場進出可搭乘

地鐵、巴士、計程車、Uber、Lyft，惟會場距離市中心較遠，故議程期間嚐試搭

乘巴士，以下就搭乘交通工具之發現略為說明。 

 

1.華盛頓特區收費公路採差別費率 

華盛頓特區公路系統發達，但尖峰時間仍有壅塞的問題，因此針對拓寬的

路段收取通行費，形成同一路廊有收費及不收費之分，可快速通行(Express)部

分才收費，且必須有電子票證，不同路段收取的費率也不同(如圖 4-17)。 

 

2.華盛頓特區地鐵及票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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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特區地鐵共有 6 條路線，以不同顔色區別，分為紅、橘、藍、綠、

黃、銀，在路線交會處可轉乘，服務範圍涵蓋 2 個機場與各大景點，路線圖

如圖 4-18，各站入口皆有售票機，可根據需求購票。華盛頓都會區交通局也

針對搭乘大眾運輸需求發行 SmarTrip 卡，也有專屬的 SmarTrip App，功能類

似臺灣的悠遊卡，可儲值，有實體卡(如圖 4-19)及電子卡(mobile pay)兩種選擇，

電子卡須結合 iOS Apple Wallet 及 Android Google Wallet 使用，SmarTrip 卡在

華盛頓都會區地鐵(Metrorail)、巴士(Metrobus)皆可使用。另針對短期及通勤族

使用者也提供 1、3、7 天及 1 個月等不同的費率(Pass Option)，其中 1 個月的

費率票就類似臺灣目前正執行中的 Tpass 。 

圖 4-17 收費公路採差別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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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DC 地鐵路網及票卡 

 

3.華盛頓特區巴士(Metro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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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地點馬里蘭州國家灣區並無地鐵可到達，但 DC 都會區有多條巴

士路線可到達會場(圖 4-19)，筆者於議程期間均以 SmarTrip 卡搭乘地鐵

(Metrorail)及巴士(Metrobus)，地鐵及巴士依離尖峰有不同的費率，但基本上較

計程車、Uber、Lyft 等便宜許多，筆者觀察地鐵僅在鄰近都會區中心站點乘客

較多，在馬里蘭州內乘客不多。巴士車頂設有閃黃燈極易辨識，巴士附有自

行車架也很特別，而且所有公車皆為高度可調式公車，方便身障人士上下公

車。另公車站的顯示系統採太陽能且以電子紙顯示，搭配公車路線即時系統，

不論用手機或網路查詢公車資訊，即使站距不短，但準確度極高(圖 4-20)。 

圖 4-19 馬里蘭州國家灣區巴士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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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馬里蘭州國家灣區巴士及站牌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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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及建議事項 

筆者很榮幸能奉派前往美國參加本次國際橋梁協會(IBC)所舉辦之 2023 年

IBC 研討會，茲將此行之心得感想列述如后： 

(一) 運用科技增加參與者互動 

本次研討會提供參與者下載 APP，增加參與者互動，同時提供即時訊

息通知及會場資訊，值得國內相關單位辦理研討會參考(如圖 5-1)。 

 

圖 5-1 研討會 APP 

 

(二) 橋梁改建及重建愈顯重要 

美國為公路運輸為主的國家，境內公路路線四通八達，橋梁佔比也愈

來愈高，尤其是早期建設的公路橋梁，已達 50 、60 年以上，許多橋梁不論

在結構強度或路寬上都有改建的必要，因此聯邦政府持續投資在橋梁重建

上，也帶動橋梁工程的技術發展，以本次參訪的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紀

念大橋為例，就是將舊大橋改建，且運用新技術將新橋設計得美輪美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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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區近年來最大的橋梁工程。國內國道 1 號橋梁自民國 67 年通車以來，

也近 40、50 年，其間雖歷經耐震補強，但部分路段因河川沖刷也有改建的

需求，後續勢將面對橋梁拓建、重建的課題，預期也將加重國道基金的負

擔。 

(三) 超高性能混凝土應用漸受矚目 

超高性能混凝土具有傑出力學與耐久性能，掀起當代營建材料的革命，

美國聯邦政府也投入許多經費進行研究，愈來愈多使用的案例，包括路面、

結構修補及替換，國內也逐漸討論此新材料之應用，目前本局推動的國道

計畫如楊頭段拓寬工程也將超高性能混凝土之使用納入橋梁新材料評估，

希望能利用此材料的特性，可大幅縮減斷面與材料用量，有效減少長期維

修成本，減少碳排放量。 

(四) 公路差別費率的施行值得學習 

就筆者此行的觀察，美國貧富差距極為明顯，但政府提供不同路線、

運具、費率(Pass)供人民選擇，一條公路廊帶可以收費與不收費並存，希望

節省時間者走收費路段，透過交通管制可較快速到達，且依離、尖峰收取

不同費率。臺灣民眾不論長、短程旅次，普遍喜用國道，造成局部路段交通

量過大、經常性壅塞，國道採電子收費後，除未能落實使用者付費，而有橫

向國道不收費、20 公里免費里程，隨交流道愈來愈密集，也讓免收費旅次

愈來愈多。國外差別費率的作法或許是紓緩國道局部壅塞的解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