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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樂科技－工區智動化系統的迎與拒 1 

林芷安   林慈璿 2 

壹、前言：買家力迎，用者抗拒

「請大家以後在進入工區的時候，站在這個位置，抬頭看一下攝影鏡頭，系統會自動辨識

進入的人是否有遵照指示配戴安全帽、安全背心、以及口罩，也要請各位在身上配戴這個定位

器……。」璽樂科技的陳俊諺專案經理 (以下簡稱陳經理) 正在一個客戶的新建案工區現場，

揮汗如雨地向承包商及其轄的工人們介紹「璽樂 iDaka 工區智動化系統」(以下簡稱 iDaka)，
但語音未落，台下已沸沸揚揚：

「說是可以保障工安，但怎麼好像可以用來監視我們？！」 

「為什麼要用這什麼新系統？我們本來就會戴這些東西，還需要檢查，是不相信我們嗎？！」 

「比較要擔心的是新東西會不會很難用、很麻煩吧？！」 

「好麻煩，原本的方式就做得好好的，幹嘛要改？」 

「對呀，趕工都來不及了，還要多這些有的沒的，浪費我們時間……」 

「會不會光學這些東西，就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 

「而且為什麼還要配合裝 app 在我們自己的手機，我們這個工地結束就走了……」 

「這個什麼定位器的，這麼小一個，有用嗎？」 

「定位器搞丟了、還是壞了，要不要賠啊？」 

「還賠咧！根本就不要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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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們反彈嘟囔的聲浪此起彼落，承包商也滿臉疑慮、心存抗拒地看著璽樂陳經理，整個

工區人聲加高溫鼎沸，不難想見在夏日熱浪下戴口罩的悶熱感，只會讓實行起來的景況更加沸

騰吧！ 

璽樂科技創辦人黃暐皓 (以下簡稱黃創辦人) 站在說明會場邊，不自覺蹙眉地看著這一切。

他不禁回想起 2017 年在父執輩開設的傳統營造公司規劃實施導入工區智動化，只要遇有不配

合的工人，可以從勞動契約規範著手請對方合作，不然可以開除屬於自己麾下的雇員，所以實

行起來沒這麼困難。因為善用數位科技，公司也意外在 2018 年獲得了優良工程最高榮譽金安

獎。之後，在勞動部邀請環島演講的中場休息及散場後，就一直接到潛在客戶絡繹不絕的合作

詢問，進而內部創業，自立門戶成立璽樂科技專心服務外部顧客。然而在毋須自求訂單的榮景

裡，總會遇到工地第一線使用者——即營建業層層轉包下，最末端承包商與其工人方面的抗拒

而受阻踉蹌。「怎樣更能順利導入我們的『iDaka 工區智動化系統』呢？」是即便再遇到同一位

買家，但每要進入一個新的工區、協助該工區數位轉型時，璽樂都得面臨並協助買家解決之大

哉問？！ 

貳、產業概況 

營建產業素有「火車頭工業」之稱，具有帶動上、下游相關產業需求，進而刺激國家經濟

成長之作用。因為在營造產業係由各式各樣的建築與土木工程活動所構成，舉凡營造廠、專業

分包商、材料供應商、機械租賃業、試驗及檢驗單位、建設公司、建築師、技師事務所、工程

技術顧問公司等均涵括其內 34，從而使得營建業中的角色關係線非常複雜且每個工區案子都

不一。 

例如營造廠可能開設建設公司而跨足建商身份，建設公司也可能開立營造廠而涉足營造商

角色。建商與營造商不同處，在於建商比較像是規劃者、面對民眾的品牌，而營造商類同執行

者，比較像工廠 5。建商開發建案、繪製藍圖後，「營建施工」階段的項目由營造廠負責，營造

專案管理人員就負責統籌調度工程期間之資金、材料、勞力、與技術之分配調度，以確保專案

能如期依約完工，同時在興建過程中也要注意施工人力的安全 6。而不管公私領域的工程，在

極度追求效率的情況下，許多建商、營造商為了減少協調指揮與人事成本等，會把所有工項交

給統包營造商，再由其管理轉發相關工種的工頭或廠商，各工種的工人也由各小包廠商自行管

理，形成層層下包的現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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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分包而來的問題，便是統包營造商無法像從前一樣直接掌握工人，不但工人自主意識

高漲，「施工標準」也全憑工地工頭的個人經驗 1，更嚴重導致高居不下的重大職災發生率！根

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統計，營造工程業因作業活動引起傷病、失能或死亡人次的「職災千

人率」，截至 2019 年仍有 9.073‰，為各行業之首。在台灣極具營造規模、且重視工程品質的

大陸工程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的吳志鵬協理表示，營造業常見的前三項重大意外，分別是：墜落、

倒崩塌、以及感電，歸納原因除了營造工程作業場所本就是具有高度開放與高危險的「不安全

的環境」，另一項主要的原因是工作者的「不小心」與「無視規則」造就的「不安全的行為」

8。 

這些因素以往僅能仰賴勞工安全教育訓練強化工人的安全意識，輔以專業人員和監視器進

行施工現場的檢查與監控，盡可能事前預防危害發生；但人工查核難免力有未逮，且工地現場

存在許多死角，加之營造產業仍是屬於勞力、技術與管理密集、介面多元、整合程度要求高之

產業，降低職安風險的需求成為各產業之冠。 

參、關於璽樂 

成大及交大建築系畢業的黃創辦人，當年從中國大陸回到花蓮家族事業營造廠幫忙時，心

裡還想著：「雖然畢業後就一直在兩岸科技業發展，但好歹大學及碩士學的都是建築本科，現

也算回到本行吧！」沒想到還沒來得及回味家鄉的好山好水，動輒上億起跳的工區景象讓他瞠

目結舌——科技嚴重落後：報到點名、有無滯留與違規等的盤查都還在依靠人工巡查檢驗。 

不過再怎麼樣的震撼都比不上遇到家破人亡的職災悲劇！像是時常發生怪手在倒退行駛

時，不知道後面有人，加上工地又吵，就這樣輾死了一條寶貴生命；又有時是上方在吊鋼筋，

不小心掉下來砸死了人。台灣營造業的職災佔各產業之冠，2019 年平均 1.15 天就有一名勞工

死亡 9，然而這些不斷重演的工區悲劇，很多是只要借助科技應用，就能避免的。例如：怪手

可以運用一般汽車已是標準配備的倒車偵測雷達，加上在即將碰到前方物體時能緊急煞停的

功能，就能及時阻止悲劇發生；又或者是在吊鋼筋的範圍設置危險感應區，從下方經過的人不

小心誤入時，立刻可以收到已進入危險警示區的警訊。假使能跨域利用一些網路科技，那麼是

不是有很多的辛勤勞動者，在一天忙碌地奮鬥之後，還能回家看見家人的笑臉、洗去一身的疲

憊？ 

                                                 
8 林怡慧 (2021)。營造業導入智慧科技 工安管理有了新的可能。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4 月

號，8–12。 
9 黃怡菁、邱福財 (2020 年 09 月 20 日)。去年平均 1.15 天就有一名勞工死亡，過半集中在營造業。公

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9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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