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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綜觀國內外業主變更設計之案例中，關於工程管理費用求償之部分，皆無一定之求償方式可循，目前求償之方式可分為實支單據法、固定比率法以及計算公式法等；實支單據法無法確實反映所有該增減之管理費用，固定比率法則易造成雙方爭執比率大小而有所爭議，計算公式法雖較客觀，但其僅能計算關於工期展延之部分，無法清楚表示非工期展延期間所損失之工程管理費用，故如何確實有效提供一客觀之管理費求償計算方式則為本研究主要目的。


本研究初步蒐集近16年來國內建築工程變更設計案例共60筆，扣除項目闕漏之案例5筆以及剔除95％信賴區間外之3筆案例後，可得52筆有效案例，經過基本統計分析後，可知總工程管理費增減之金額與業主變更設計增減金額等兩項因子間之相關係數高達0.693，為高度相關，而本研究將針對此二項因子進行回歸分析，以其建立適當之回歸預測方程式，作為往後變更設計案例可提供業主及承包商雙方適當之總管理費求償金額，減少雙方爭執與額外官司費用。



	摘要(英)	Change is usually inescapable on most construction projects. Such change may include multiple reasons and cause degrees of impact to costs associate with materials, manpower, and overhead. How to quantify project overhead impacted by project change still leaves construction practitioners a task to fulfill. This study is to preliminarily quantify the impact of changes to construction project overhead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study hypothesis was made to assume that change order impacts and increases project overhead, guiding the data collection to satisfy data sampling assumptions of 95% confidence level and 10% of limits error in 20-80 category proportion. Thus 60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mpleted in the recent 10 years were collected. Using t-test, F-test, and regression to prove the hypothesis, we established that project change is linearly direct proportion to project overhea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R-square at 0.687. Not only the hypothesis is proved but a quantitative tool is derived. Construction practitioners can utilize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to estimate the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project overhead as a construction project confronting changes.



	關鍵字(中)	
      	  ★ 回歸模型
★ 變更設計
★ 工程管理費	關鍵字(英)	
      	  ★ Change order
★ overhead
★ construction project
★ and change impact
	論文目次	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致謝	iii


目錄	iv


圖目錄	vi


表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動機	1


1.3 研究目的	3


1.4 研究範圍	3


1.5 研究流程	5


1.6 論文架構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7


2.1	營建行業之特點	7


2.1.1	營建業的定義	7


2.1.2	營建業的行業領域	7


2.1.3	營建業的特點	8


2.2	營建行業成本構成	9


2.2.1	工程成本	9


2.2.2	直接成本	10


2.2.3	間接成本	10


2.2.4	利潤	11


2.3	契約種類	11


2.4	工程變更	15


2.4.1	工程變更分類	15


2.4.2	工程變更原因	16


2.5	變更設計求償	17


2.5.1	管理費之定義	17


2.5.2	變更設計造成工期展延之求償	18


2.5.3	變更設計造成非工期展延之求償	24


第三章 研究假設及資料型態與分析	33


3.1	研究假設	33


3.2	資料來源	34


3.3	資料蒐集	34


3.4	資料型態	37


3.4.1   建築類型	37


3.4.2   專案業主類型	38


3.4.3   建築物之構造類型	39


3.4.4   合約總金額	40


3.4.5   建物總樓地板面積	40


3.4.6   建物樓層高度	41


3.4.7   工程地點	42


3.4.8   工程施工工期	42


3.4.9   專案工程完工時間	43


3.4.10  工程合約承攬範圍	43


3.5	資料分析	44


3.5.1   建築類型	44


3.5.2   專案業主類型	45


3.5.3   建築物之構造類型	46


3.5.4   合約總金額	47


3.5.5   建物總樓地板面積	48


3.5.6   建物樓層高度	49


3.5.7   工程地點	50


3.5.8   工程施工工期	51


3.5.9   專案工程完工時間	52


3.5.10  工程合約承攬範圍	53


第四章 研究假設驗證與回歸模式之建立	55


4.1	研究假設驗證	55


4.2	回歸模式之建立	57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60


5.1	結論	60


5.2	建議	61


參考文獻	62


附錄	65



	參考文獻	【1】	王伯檢，「工程人員契約法律實務」，三版，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2】	黃弘銘，「鋼構造基準生產力之研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論文，2000。


【3】	黃火城，「國內營造工程契約問題點及公平性之研究」，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碩士論文，1985。


【4】	王伯檢，「工程糾紛與索賠實務」，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002。


【5】	行政院法規資料庫網站，http://law.moj.gov.tw/，2008。


【6】	行政院主計處網站，http://www.dgbas.gov.tw/，2008。


【7】	李公璞，「工程項目成本管理探討」，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04。


【8】	P. Levin, Construction contract claims, changes & dispute resolution. Second edition,ASCE press,1998.


【9】	姚乃嘉，「營建管理課程講義」，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2003。


【10】	王玨，「建築工程估價投標(修訂版)」，詹氏書局，2003。


【11】	謝定亞，「施工承攬契約不可抗力風險分配之法律經濟分析」，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12】	許世明，「營建工程契約中變更設計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法律專業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


【13】	S.L. McGreevy, When you see a claim coming, prepare, Contractor Magazine,5(11),29-34,2004.


【14】	成虎，「建設工程合同管理與索賠」第四版，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


【15】	鐘亦梅 「工程契約變更與求償之研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論文，2005。


【16】	R.F. Cushman & S.D. Butler,Construction change order claims 2-4,Aspen publishers online,1994.


【17】	王祥騮，「營建工程之特性及管理原則」，商務仲裁，第42 期，22-27頁，1996。


【18】	王義雲、各業會計制度（修訂版），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台北，1995。


【19】	梁鑑，「國際工程施工索賠」，初版，淑馨出版社，1999。


【20】	李宗德，「大型公共工程合約中衍生性損害賠償之適用及其應有之限制」，營建管理季刊，第25卷，52-60頁，1995。


【21】	黃泰鋒，「工期展延之合理補償」，營造天下，第35/36期，47-52頁，1998。


【22】	J. Zack,Calculation and recovery of home office overhead,International cost engineering council,Australia,2002.


【23】	D.N. Kaplan,and K.A. Jarek, Calculation Construction Damage Claims, 2002.


http://www.alpern.com/resources/publications/damage%20claims.htm，2008。


【24】	王伯儉，「工程契約中「時間」問題之探討」，營建管理季刊，第27期，45-53頁，1996。


【25】	W. Coombs and W.J. Palmer, Construction accounting & Financial management, McGraw-Hill, N.Y.,1989.


【26】	E. Flessland, Unabsorbed Home Office Overhead and Eicheay Formula,2002.


【27】	S. Mccaleb, Federal circuit expands contractor recovery of unabsorbed overhead, Procurement Law Advisor,6(6)2-12,2003.


【28】	M.J. Lankenau, Owner caused delay-field overhead damages, Cost engineering,45(9),13-17,2003.


【29】	陳玉潔，「工程契約變更之爭議問題」，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30】	鄭錦榮，「重大公共工程合約變更管理之問題探討：以北部區域第二高速公路工程為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58頁，1996。


【31】	J.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2003.


【32】	陳景堂，「統計分析SPSS FOR WINDOWS 入門與應用」，儒林圖書，2003。



	指導教授	
      	  陳介豪(Jieh-Haur Chen)
      	 	審核日期	2009-2-5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