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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校舍推動進度歷程

EOD專案辦公室輔導小組-到校訪談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先期規劃-總體說明

綜合訪談-校方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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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整體先期規劃委託新建綜合教學大樓(先建後拆)

籌備期

先期規劃期末報告書報局新建活動中心及綜合教學大樓(分期施工-先建後拆)

先期規劃局端報告-市政EOD參建需求

市政EOD參建需求納入評估

納入東區門戶開放-都市發展計劃

市政TOD及EOD長期計畫階段

新建校舍推動進度歷程

民國107年

民國108年

民國109年

民國110年

民國111年上半年

民國111年下半年

◎ 1110805「辦理111學年度學校新建工程先期規劃暨
綜合規劃委託設計規劃說明會」

◎ 1110812南港高工先期及綜合規劃需求說明-工程科
EOD專案來訪報告

◎ 1110926「南港人行立體連通系統─社宅更新生活段」
研商會議

◎ 1111103_EOD專案辦公室輔導小組第1次會勘

◎ 1111130_EOD專案辦公室輔導小組第2次會勘

◎ 1111220_ EOD辦公室輔導小組先期規劃說明(第3次
訪談)

◎ 1120113_EOD專案辦公室輔導小組(第4次訪談)



新建工程-階段說明
評估、規劃、設計、施工、維管

(一) 「專業評估」進行政策執行面向和 EOD 
導向之推動，實為市政績效之展現。
(二) 「需求評估」為學校及社區對於新建工
程的期待與地方發展的契機，搭配說明會與
公聽會，導引公民參與並進行意見整合。
(三) 「屬性評估」為學校新建工程之參建單
位的量體與功能評估，對於學校未來完成之
校舍空間使用提供全方位的檢視。
(四) 「效益評估」為校舍未來使用的成效判
定，對於新建工程完工後的永續發展具有實
質上的意義。

一、評估階段

新建工程最為重要的兩項作
業預估，分別是「經費預估」
與「工期審核」
(一) 初步設計完成整體工程
的雛形，研製出工程單項經
費計算、工程施工預定進度
表、網狀圖或桿狀圖。
(二) 細部設計將整體工程的
規劃階段想法轉化為發包圖
說，提供未來廠商施工依據。

三、設計階段

(一) 「先期規劃」提供新建工
程學校量體規劃、色彩計畫、
空間配置及整體初步設計。
(二) 「綜合規劃」為新建工程
初步經費估算、籌劃都市審議
原則、編寫幹事會議計畫。
(三) 「基地需求規劃」為新建
工程基地內各項需求規劃的準
備，包括文物保存、樹木移植、
水保計畫與綠建築標章候選申
請等作業。

二、規劃階段

此階段為工程實體鑄造的主要
時期，從拆除作業、樹木移植
到廠商進場施工，首要注重新
建工程基地內的人員與機具安
全，其餘針對施工品質查核、
勞安衛的訓練與監督都是此階
段重要事項。

四、施工階段

此階段已臻工程完工階段，針對
設備功能測試、五種管線申辦、
無障礙設施與消防安全檢測，到
最後完成使照申請、接水接電，
加上未來使用與管理人員的教育
訓練，是新建工程軟體與硬體元
件的磨合期，正確的工程硬體使
用與維護是影響空間功能效益與
永續發展的關鍵點。

五、維管階段

臺北市政府校園工程標準作業指引
https://pcw.tp.edu.tw/book/files/basic-html/page76.html



校舍EOD興建專案-評估及規劃階段

行政代表

家長代表

教師會代表

教師代表

校舍興建小組

教育局工程科
EOD專案辦公室

校舍興建小組

社區說明會

綜合規劃

教育局工程科
EOD專案辦公室

校舍興建小組

社區說明會

都市計畫審查

教育局工程科
EOD專案辦公室

校舍興建小組

先期規劃



EOD專案辦公室輔導小組-到校訪談



• 第2次訪談11/30(三)







第一期-EOD

第三期

第二期

新建綜合教學大樓A段
地上6層、地下1層

新建綜合教學大樓B段
地上5層、地下1層

新建綜合活動中心大樓
（含行政與教學服務區）

地上5?層、地下1層

A

B

方案：分期分段-先建後拆



校園安置課題-先建後拆

▼策略研擬

校園主要出入口

主要道路

校內人行道

校內服務動線

停車場出入口

噪音威脅

校園軸線

A.校園軸線及主入口規劃之對策

(1)校門口移至面向南港路一段，鄰近南港站，使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的教職人員及學生更便利、快速達
到校內，達到TOD概念。

(2)人員管控於新設校門口設置警衛亭管制，以確保
校園安全。

(3)為配合新設校門入口廣場設置，原敬業路及樂群
路僅提供校內服務動線至各科，減少行車車輛，提
升師生行走安全性，且不影響校內服務。

















先期規劃期末報告書報局新建活動中心及綜合教學大樓(分期施工-先建後拆)
規劃緣起及目標













行政中心以一層1,740平方公尺為
原則；社會局社福中心參建希位於同一樓層。







南港人行立體連通系統銜接



南港人行立體連通系統銜接



南港人行立體連通系統銜接



南港人行立體連通系統銜接



都發演變
EOD涉及相關局處疑義討論

教育局辦理EOD涉及相關局處疑義討論會議會議

-都發局報告截圖

111年11月18日（星期五）下午2時，

地點：線上會議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先期規劃(第1次)

111.12.20 總體說明

壹



校地面積：93670㎡

建蔽率：24083.58/93.517=25.75%<35%

容積率：90946/93517=97.25%<240%

建物老舊：民國67年興建，部分校舍有氯

離子偏高的問題

文化特色：技學雙向發展優質學府

地理位置：東區門戶計畫重要環節

空間需求：

 綜合活動中心大樓

需求面積 15000㎡以上

 綜合教學大樓

 南港區政中心及社福中心

需求面積15055㎡(13955+1100)

方案核心：

 以校需求為優先考量

規劃綜合活動中心大樓或綜合教學大樓

 南港區政中心及社福中心

遷移至校地東南側角地

 區政中心動線獨立

停車場設置由東側(惠民街)進出

 配合東區門戶計畫廊道動線與區政中心建立水平及垂直節

點架構於區政中心外側，藉其高度營造區政中心入口意象

 南港高工校門由原西側移至南側桐園

營造入口意象(南港路一段)



基地位置圖

課題：

 綜合活動中心大樓與校舍群距離較遠，是否導致降低學生使用

效率。

1. 綜合活動中心大樓建築面積3200平方公尺以上，約6層樓(滿足學

生活動中心2間標準籃球場、禮堂等最大單一面積之需求)

2. 建築物高度降低，有利都市天際線。

1方案A_綜合活動中心大樓



量體示意圖

方案A：

 南港區政中心單一樓層建築面積1740平方公尺以上，約8層樓

 綜合活動中心大樓單一樓層建築面積3200平方公尺以上，約6層樓

滿足學生活動中心體育館、禮堂等最大單一面積之需求 (當層可容納2間標準籃球場)

建築物高度降低，有利都市天際線。

1方案A_綜合活動中心大樓



基地位置圖

課題：

 為氯離子安全考量，原第二期綜合教學大樓先建。

1. 原有體育場受影響，應有替代方案場所供師生使用。

2. 地下停車空間與區行政中心區隔，有利動線管控。

2方案B_教學大樓(原二期)



量體示意圖

方案B：

 綜合教育大樓，20間教室/層，約6層樓(69間教室及專科教室等共94間)。

2方案B_教學大樓(原二期)



停車空間以方案二為例說明：

課題：

 區政中心停車場進出口應配合校舍位置做區劃：停車場入口與原校舍側門進出口的影響。

 東區門戶計畫廊道水平、垂直動線與區政中心的連結。

 東需門戶計畫廊道設置於人行道上方之可行性。

 依需求初步計算，區政中心停車約200部以上；綜合活動中心大樓停車約60~120部(視用途)可採地下樓層數增

加或平面合併/增加。

3概略分析



課題：

 區政中心、東區門戶計畫位置，規劃執行方式。

 地上層分開，地下層合併。

1. 地下層停車空間合併之跨分區可行性。

2. 地下層合併，工程成本降低，惟應考量區政中心及綜合活動中心設計及施工區間、期程是否能夠相互配合。

3. 停車出入口動線各自獨立可行性：對外開口設置於惠民街(區政中心用)；校內出入口設置於新入口軸線東側。

校內車輛
停車入口

區政中心車
輛停車入口

以方案A為例：

4F

1F

3F

5F

2F

B2F
B1F

6F

3F

1F
2F

4F

8F
7F
6F
5F

綜合活動中心

南港區行政中心

 南港區行政中心連接門戶計畫通廊樓層，與南

港高工作進行產學合作、推廣之可能性。

3概略分析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先期規劃(第2次)

112.01.13 總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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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莫忘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