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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共同管道发展及营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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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设于地面上、下，用于容纳二种以上公共设施管线之构

造物及其排水、通风、照明、通讯、电力或有关安全监视

(测)系统等之各种设施。(共同管道法第二条)

公共管线传统埋设方式 高架共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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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道法第二条：公共设施管线：指电力、电信（含军、
警专用电信）、自来水、下水道、瓦斯、废弃物、输油、
输气、有线电视、路灯、交通号志或其他经主管机关会商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供公众使用之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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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符号 管线种类 管线符号 管线种类

EH 高压电力 O 油管

EL 低压电力 MT 军讯

ESH 超高压电力 PT 警讯

T 电信 CATV 有线电视

W 自来水 TR 交通号志

G 瓦斯 L 路灯

S 污水 HI 高铁信息干线

D 雨水 HT 固网



6



台北市东西向共同管道干管

输电管道 配电管道 电信管道

干管:指容纳传输区域性之公共设施管线，须藉供
给管引至用户之管线，大多设置于车道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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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管 Branch Duct
指容纳供给户之管线为主，可直接引至用户之共
同管道，包含支管及电缆沟，一般设置于人行道
或慢车道下方。

插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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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电缆沟

特点为仅收容电力、电信、交控、

路灯、军讯、警讯及有线电视等之

电缆类缆线。所收容电缆亦以直接

服务延线用户为原则。

Ø 缆线管路

将接户用之电力、电信、有线电视

等管线整齐排列集中埋设在人行道

的下方，旧市区道路没有人行道者

埋设在慢车道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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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 订定时间

共同管道法 200 0年6月14日

共同管道施行细则 2001年12月28日

共同管道建设及管理经费分摊办法 2001年12月19日

共同管道工程设计标准 201 3年2月23日

台北市共同管道管理办法 2 0 0 6 年 5月 2日

台北市共同管道基金管理委员会作业
要点

2005年12月23日

台北市共同管道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
自治条例

2 0 0 5 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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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中央主管机关，掌理下列事项：

一.共同管道发展政策及方案之厘订。

二.共同管道法规之订定。

三.共同管道技术之研究发展。

四.配合国家重大工程，办理共同管道建设。

五.直辖市、县（市）共同管道系统之核定。

六.跨越直辖市与县（市）或二县（市）以上共同管道系统 
建设计划与管理之核定及协调。

七.直辖市、县（市）推动共同管道之督导。

八.统筹督促各机关（构）建立全国各种管线及共同管道数
据库。

九.其他有关全国性共同管道事项。



第五条　直辖市主管机关掌理下列事项：

一.直辖市共同管道单行法规之订定。

二.直辖市共同管道系统规划。

三.直辖市共同管道之建设及管理。

四.配合国家重大工程，办理直辖市共同管道建设。

五.其他有关全市性共同管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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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道法第七条  各级主管机关为规划、管理共同管道，

得设专责单位办理。

Ø 1991.2.15  成立共同管道科

Ø 1991.12.6  共管基金委员会成立

Ø 1992.4.30  基金集资25亿元完成(台电10亿元、中华电

信10亿元及台北市府5亿元)

Ø 1997年  共同管道管理中心成立

Ø 2006.8.1  共管中心并入共同管道科（管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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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道科：掌理共同管道系统规划、公告、单行法规之订定、管道设计、
预算、基金之编制管制、协调共同管道系统实施计划、共同管道管理维护及
收取埋设管线使用费等事宜。

共
同
管
道
科

 
    

编
制
员
额

2 8
员

规划股（掌理共
同管道系统规划、
公告、单行法规
之订定）

设计股（管道设
计、预算、基金
之编制管制、协
调共同管道系统
实施计划）

管理股（共同管
道管理维护及收
取埋设管线使用
费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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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道路网规划评估因素

一.道路条件：道路、人行道宽度

二.管线埋设需求：干管、支管、数量

三.道路管线挖掘频率：挖掘频率高者显示需求大

四.区域发展：满足未来50年区域发展需求

五.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益本比（B/C）大于1以上

六.施工时机

1. 配合管线汰换时机

2. 配合重大工程施工

3. 新城镇、社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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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共同管道法第八条

各级主管机关应会商有关管线事业机关（构），规划辖区内共同管道
系统。直辖市及县（市）共同管道系统应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公
告之。

Ø 共同管道法施行细则 第二条

前项共同管系统，得依实际情况分段公告之，并应以文字或图表表明
下列事项：

  一、行政区域及规划地区范围。

  二、共同管道位置、名称及种类。

  三、规划目标年期。

  四、共同管道系统规划图。

  五、相关都市计划及区域计划。

  前项第三款规划目标年期，不得少于二十五年；第四款共同管道系
统规划图，其比例不得  小于一万分之一。

。

16



共同管道建设及管理经费分摊办法

第二条  共同管道工程建设经费分摊为工程主办机关负担三分之一
，管线事业机关（构）按其参与之共同管道类别负担三分之二。 

前项参与之管线事业机关（构）分摊比例值，依下列公式计算之： 

  

Rj为第j类管线单位应负担比例值。 

Vj为第j类管线之使用体积（立方公尺）。 

Cj为第j类管线每挖方之传统铺设成本（新台币/立方公尺），由工程主办机关会商
相关管线事业机关（构）订定之。 

Vj×Cj为第j类管线之使用体积传统值。 

n 为该共同管道工程之参与管线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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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述

一.设立宗旨：筹措稳定财源，以提供本市共同管 
道工程之兴建及共同管道之管理维护费用。

二.法源依据：台北市共同管道基金收支保管及运
用自治条例。

三.资金来源：年集资成立，资本额25亿元，系由
台湾电力公本基金于1992年出资10亿元、中
华电信北区分公司出资10亿元、台北市政府出
资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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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本基金之资金用途如下：

一.贷款供共同管道及相关附属设施之规划设计费及施工费。  

二.贷款供共同管道及相关附属设备之管理维护费用。

三.贷款供配合共同管道管线拆迁之费用。

四.贷款供办理其他兴建共同管道相关事项之费用。

五.管理本基金所需费用支出。

六.从事本国各级政府公债、国库券、银行可转让定期存单
等投资支出。 

19



20

▲传统管线埋设方式

共同管道法第十一条

新市镇开发、新社区开发
、农村社区更新重划、办
理区段征收、市地重划、
都市更新地区、大众捷运
系统、铁路地下化及其他
重大工程应优先施作共同
道；其实施区域位于共同
管道系统者，各该主管机
关应协调工程主办机关及
有关管线事业机关（构）
，将共同管道系统实施计
划列入该重大工程计划一
并执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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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义段共同管道为例，共同管道之施作难度是与捷运工
程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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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单位之效益 道路管理机关之效益 社会大众之效益

1. 管线维修埋设费用
节省

2. 管线汰旧换新容易
3. 提升管线传输质量
4. 延长管线服务年限
5. 巡视、检查、维修

容易
6. 紧急状况时能迅速

处理
7. 落实管线管理制度

1. 道路维修费用节省
2. 道路使用年限增加
3. 扩大地下空间的使

用率
4. 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5. 提高政府施政形象

1. 减少挖路，提升生
活质量

2. 改善都市景观
3. 促进交通顺畅，降

低行车成本
4. 健全都市防救灾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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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共同管道管理办法  第八条

共同管道建设完成后，禁止挖掘共同管道经过之道路。但
情形特殊经主管机关核准同意挖掘时，其挖掘作业不得破
坏该共同管道之相关设施。

台北市共同管道经过之道路禁挖情形：

Ø2004年11月办理市民大道、基隆河截弯取直、南港经贸
园区道路禁止挖掘。

Ø2011年8月办理洲美快速道路及大度路禁止挖掘。

Ø2013年8月办理内湖五期道路禁止挖掘。

Ø2014年7月办理关渡路及地铁东延道路禁止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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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道建设及管理经费分摊办法  第 三条

共同管道建设完工后三个月内，工程主办机关及参与之管
线事业机关（构）应提拨总工程经费之百分之五，成立共
同管道管理及维护经费专户，专款专用。

台北市共同管道管理办法   第四十条　

完工后第二年起，管理维护经费由管线事业机关（构）依
下列方式分 摊。 一 干管：由使用之管线事业机关（构）
全额负担，如收容两种以上管 线者，平均分摊。 二 供给
管：由使用之管线事业机关（构）平均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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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共同管道法第17条 共同管道由各该主管机关管理，必要时得委托投

资兴建者或专业机构代为管理。

Ø 台北市共同管道管理办法第六条 共同管道主体及其附属设施之管理

、维护，主管机关得委托专业机构办理，内容得包括下列事项：

一. 申请进入或使用共同管道之许可证件、完竣报告书及作业工作

之查核。

二. 共同管道门禁管制。

三. 共同管道监控中心各项设备二十四小时监控、操作及维护。

四. 共同管道主体及其附属设施定期巡检、保养及维修。

五. 共同管道建设完成后禁止挖掘道路之巡查。

六. 共同管道清洁维护。

七. 共同管道紧急事故应变处理及防灾演习。

八. 管理文件建档保管。

九. 定期召开共同管道管理维护工作检讨会议。

一○.其他属共同管道管理维护应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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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共同管道法第十九条

共同管道内之公共设施管线及其附属设施，由各该管线事业

机关（构）检修管理，并定期巡检作必要之安全措施。

Ø 台北市共同管道管理办法第五条   

管线事业机关（构）权责如下：

一.共同管道内之公共设施管线及其吊环、锚座、托架、人孔

盖、材料投入口盖版等附属设施定期巡检、保养、维修。

二.共同管道紧急事故应变处理。

三.配合办理共同管道防灾演习。

四.共同管道管线管理资料之建档保管。

前项第一款之附属设施由两个以上管线事业机关（构）共同

使用时，其检修维护权责由主管机关协调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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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配置 工作内容概要

监
控
中
心

主任1名 统筹管道事务、人力指挥调度及与业主联系等事宜。

行政人员1名 各项文书及行政业务处理。

技术员12名 每日三班制，每班2人执勤（8小时）。监控、操作
机电设备，并配合管制及协助人员进出及使用管道。

内
部
巡
检

技术员14名

1. 管道内部巡检技术员应依排程施作保养，管道干
管全线每一机电附属设施巡检维及修缮工作每月
至少2次（每15日至少1次）。 

2. 进入管道工作时间每周一至周五自08：30~17：
30止，特殊状况例外。

外
部
巡
检

技术员16名

1. 依管道之长度、位置及考量管道设施数量、功能
状况等划分为4区，并编制4组管道外部巡检技术
员 (每组4人)。

2. 各区每班1人执勤（8小时）执勤时间每日3班，
每4小时至少巡视全区管道乙次。 29



各管道设备讯号回传至总监控中心，并可远端监
控各管道机电设备运作、监视管道内部情形，技
术人员24小时轮班监控，以维管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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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管道内部巡检技术员：

负责共同管道干管全线每一机电附属设施巡
检及修缮工作，每月至少巡检全线2次。

Ø 管道外部巡检技术员：

将台北市共同管道，依管道之长度、位置及
考量管道设施数量、功能状况等划分为4区，
并编制4组管道外部巡检技术员，负责各区
管道外部设施及监控站之巡检维护工作，每
4小时巡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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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道中各项机电系统及其附属设备正常运作，效能正常。

2. 各项机电设施之年度保养工作及检测工作及修缮更新事宜。

3. 机电设施及其他各项设备年度盘点事宜。

4. 协助管道中新增各种机电设施或各项修缮工作之进行。

5. 管控进出管道之管线单位工作人员，维持良好管道环境达到所有人员
均有安全、卫生之工作场所。

6. 处理各项紧急突发事故及防汛期防灾、救灾及善后处理(含防灾演练) ；
防台中心成立后之人力紧急调度。

7. 协助办理各项年度评鉴各项与管道相关之界面认定会勘。

8. 监控中心中各项物料管理及保养。

9. 管线单位布缆、维修、使用等统计及分析。

10. 管道内外各项主体结构之巡视及维护及渗漏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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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监控设备(含操
作) 系统

2. 广播系统
3. 低压电气设备系统
4. 发电机系统
5. 空调设备系统
6. 给排水卫生设备系统

7. 防火铁卷门(消防安
全设备系统)

8. 轴流式风机系统
9. 照明设备系统
10. 门禁开关系统
11. 管道抽水系统
12. 温度、气体侦测器系

统
13. 马赛克造景盘

14. UPS不断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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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设备年度维护保养

发电机设备年度保养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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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渗漏处理作业

高压设备年度检测维护保养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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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向管道一般修缮统计资料 南港管道一般修缮统计资料 

月份 设备名称 / 数量 位置 / 数量 月份 设备名称 / 数量 位置 / 数量 

3 火警设备 受信总机(含设
定) 

A段电信管道 2 照明设备 灯管20w *30 监控中心 

3 火警设备 铁卷门单相马
达220V *1 

电信3+018 2 照明设备 安定器40w *8、 中油、电信管道 

3 受配电设备 ELCB-2P 15A 
*2 

复兴南北向DES-4通风口 5 抽水系统 浮球开关 *3 电信管道 

3
其他维护 水泥(50kg) *5          
其他维护 油漆 0.7 公升 

*5 

平面道路设备维护 8
气体侦测器 O2侦测头*15 O2侦测头 

（防爆型）*1  CH4侦测头（防爆型）

*1 

电力、电信、自来水、中油 

3 照明设备 灯管20w *50 电信、输电、配电管道 9 照明设备 安定器40w*15 电力、自来水、中油管道 

3 照明设备 灯管40w *15 监控中心 基隆河管道一般修缮统计资料 

6 抽水设备 浮球开关*40 

人孔盖抽水井3SP2、2NP2、

3SP4、7NP10、5NP6、7SP13 输
配电抽水井CP2S、CP3S 

3 电缆沟盖板维护 电缆沟盖板调平 
*20 

旧宗路段 

8 监视设备 摄影机*3 配电BES4-2、CES-12、CES-14 6 火警设备 侦烟器*2  基隆河电信管道 

8 监视设备 讯号转换器*1 输电BES-4-1 6 抽水设备 浮球水银开关*3 基隆河电信管道

洲美管道一般修缮统计资料 7 监视设备 摄影机*1 基隆河监控站大门 

8 气体侦测器 O2侦测头*2 洲美电力管道 8 气体侦测器 O2侦测头*5  
电力管道0+465、0+860、 电
信管道 0+080、0+355、0+865   

地铁东延管道一般修缮统计资料 8 通风系统 电磁开关 10HP、20HP、

7.5HP、2HP*1   
S9出入口 

9 监视设备 监视荧幕*1 地铁东沿共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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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巡人员分为4组，每班一人执勤8小时，4小时巡全线一次 41



Ø 台北市共同管道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申请进入共同管道施工，应
检附文件如下：

一. 位置平面图：标示布设位置及长度。

二. 断面图：布设管线种类、位置、数量及接头、引出管位置详图。

三. 工程进度杆状图。

四. 施工计划书：应包括下列内容，并经管线事业机关（构）审查核可后，于
封面签核：

1. 工程名称。

2. 作业人员组织及名册。

3. 管线设置位置。

4. 施作方法及施工机具。

5. 传统管线引出（入）、接户管施工之管线、管道壁面防水处理、人行道
及路面复旧方式之平面图、剖面图。

6. 环境清洁与劳工安全卫生规定。

7. 属支管无自动通风设备之管道者，须检附依劳工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二
十九条之一订定之局限空间作业危害防止计划及自动检查表。

8. 拟于道路上开启人孔盖、材料投入口盖者，须检附交通维持计划。
42



1.管线单位进入管道登记作业 2.进入管道前先通风换气达30分钟以上

3.使用侦测器侦测管道内气体数值 4.人员进入管道内施工 43



Ø 台北市共同管道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管线事业机关（构）进入或使用共同管道作业全部完成后，
三日内应填报完 竣报告书，经管线事业机关（构）监工人
员、监控中心人员签章后，连同进入使用登录签名册转送
主管机关备查。

完竣报告书之内容应包括下列事项：

一.管线布设位置、引出（入）管线位置。

二.管线布设完成百分率。

三.施（竣）工相片、实际布缆图说。

四.进入支管作业前之自动检查表。

五.定期巡检表。

六.其他附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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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台风动向追踪

b.防灾作业要领

c.共同管道周围抽水站连络明细

d.重要检查项目

e.紧急应变编组及加派人力监控中心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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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委托管理维护契约规定，管理维护承商于每年7~8月择1
处实施紧急应变(防灾演练)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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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共同管道法第11条规定：「新市镇开发、新社区开
发、农村社区更新重划、办理区段征收、市地重划、
都市更新地区、大众捷运系统、铁路地下化及其他重
大工程应优先施作共同管道……，将共同管道系统实
施计划列入该重大工程计划一并执行之。」。

2. 持续办理后续路网规划检讨，期能减少反覆挖掘道路
之情形，进而减轻交通堵塞状况、提升道路景观，并
达成都市防灾的机能。

3. 为提高共同管道之营运管理效率，引入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之概念，于日常营运管理维护
工作，建立系统化管理流程，设备之完整履历，降低
管理成本支出，提升共同管道设备之可靠度与营运维
护效能，延长共同管道设施设备之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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