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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文以統計資料整理、現場訪談及滾雪

球取樣調查的方式，調查25家業者，其中2家

合板製造業者(嘉義縣市1家、高雄市1家)，

21家傳統模板製造業者(基隆市1家、新竹縣4

家、臺中市2家、南投縣4家、嘉義縣市7家、

臺南市1家、高雄市1家及屏東縣1家)，1家系

統合板進口商(高雄市)，1家日本柳杉原木進

口商(彰化縣)。在一般建築物工程中，模板的

使用量約為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的4倍左右，

因此以2015年鋼骨或非鋼骨混凝土構造建築

物開工總樓地板面積為21,677,777平方公尺，

推估模板使用量為86,711,108平方公尺。

(二)由模板材料推估模板使用量

根據訪查國內木質模板材料的使用情

形得知，1990年代以前，傳統模板之面板料

主要以臺灣生產之杉木為大宗，之後由於禁

止天然林的伐採、限制年伐量及加強國土保

安，致使本省木材生產量逐年減少，因而開

始大量進口針葉樹板材取代杉木等國產材，

主要以加拿大及美國的SPF(spruce-pine-fir)為

主。自從2010年後SPF價格高漲，遂從日本

進口柳杉原木取代，然因習慣使然，嘉義以

北的模板材料以日本柳杉為主、臺灣柳杉為

輔；嘉義以南則以SPF為主。本文根據訪查

來推估2015年傳統模板的需求面積，其推估

方式乃由實際使用量以轉換為需求面積，其

基準為以1立方公尺360才，1坪21.6才(系統

模板為1坪18才)及1坪3.3平方公尺等換算。

結果如下：SPF每月使用量約25,000坪，如

國內木質模板使用量分析

模板是營造工程的臨時性構造物，為使

混凝土水化成型，需要使用大量的模板。模板

依材料分類，則可分為木質模板、鋼製模板、

螺旋鋼製管模及熱浸鍍鋅鋼網模等(莊文宏

等，2006)。木質模板主要分為傳統模板及系

統模板，傳統模板是由有規格尺寸的木板及角

材訂製組合而成，長度為6尺，厚度18 mm，

寬度不一，以2尺為大宗。而系統模板是指混

凝土模板用合板，又俗稱清水模板，尺寸以

3×6尺為大宗，厚度以15 mm為主。雖然經歷

高地價與房價的攀升，但多年來傳統模板價格

幅度差異甚小，顯示其價格不足以影響興建

成本與銷售，印證傳統模板工法在臺灣市場的

生存。到目前為止，普遍營造工程仍以傳統木

質模板施作方式施工比例超過九成(羅文佑，

2012)。本文整理次級統計資料，並藉由現場

訪談方式，推估國內木質模板之使用量。

使用量推估方式及結果

(一)由總樓地板面積推估模板使用量

以往的研究是以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之

總樓地板面積，作為推估建築工程使用模板

量的參考根據。但實際上，另需考量建築業

景氣及雖有建築物建照但存在未開工或延遲

開工之情形；另外，建築物並非全部用RC結

構，只有鋼骨或非鋼骨之混凝土結構才會用

到模板，因此應以鋼骨或非鋼骨混凝土構造

建築物開工總樓地板面積，作為推估建築工

程使用模板量較符合實際。以2015年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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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坪3.3平方公尺計，由此推估每年需求面

積為990,000平方公尺，換算為實際使用量

18,000立方公尺。日本柳杉於2015年總進口

量約為75,102立方公尺，其中有85%使用做為

模板材料，以利用率95%計，則實際使用量為

60,645立方公尺；國產杉木2015年生產量約為

14,620.77立方公尺，其中有30%使用做為模

板材料，以利用率70%計，則實際使用量為

3,070立方公尺；國產柳杉2015年生產量約為

7,832.24立方公尺，其中有80%使用做為模板

材料，以利用率70%計，則實際使用量為4,386

立方公尺；上述三者的實際使用量為68,101立

方公尺，換算推估每年需求面積為3,745,555平

方公尺。根據業者指出傳統模板翻模次數可

達6次，故傳統模板面積為990,000+3,745,555

乘上6為28,413,330平方公尺。

系統模板2015年每月進口5,000立方公

尺，目前國內有兩家主要生產之合板廠2015

年共生產6 , 0 0 0立方公尺系統模板，合計

66,000立方公尺，如以翻模次數12次計，換算

推估每年需求面積為52,272,000平方公尺。

因此傳統模板與系統模板2015年之合計

模板面積為80,685,330平方公尺，與2015年

由總樓地板面積推估模板使用量86,711,108平

方公尺差異7％左右，可能為其他系統模板如

「芬蘭板」、「金屬板」、「玻璃纖維」及

「其他材料」等。

經推估SPF、日本柳杉、國產杉木及國

產柳杉之模板面板之木質材料使用材積分別

為18,000、63,837、4,386及6,266立方公尺，

合計為92,489立方公尺，如加上系統模板約

66,000立方公尺，另現有模板角材主要以南

洋材冰片木及油仔木為主，如以每坪需9支，

每支1.03才(1.5寸×1.2寸×6尺)，每坪需9.27

才，則約需36,952立方公尺，故國內模板之木

質材料使用量合計約195,441立方公尺。

國內模板需求量預測

從趨勢面來看，全國住宅價格指數自104

年第2季起已經連續三季下跌，雖然累計下跌

幅度僅1.2%，卻是近十年來首次出現連續下

跌三季，可以大致確定整體房價反轉並終結自

93年以來多頭走勢的格局；在各都會區方面，

六都均出現連續下跌的趨勢，臺北市指數較前

表1 2015年建築物建照執照及開工總樓地板面積    單位：平方公尺

月份 建築物建照總樓地板面積 建築物開工總樓地板面積
鋼骨或非鋼骨混凝土構造 
建築物開工總樓地板面積

1月 3,494,040 2,607,989 2,026,908

2月 2,462,604 1,909,538 1,688,358

3月 2,364,330 2,420,132 2,031,871

4月 2,306,546 2,179,243 1,935,462

5月 2,773,591 1,678,111 1,443,555

6月 3,701,468 2,650,926 2,365,799

7月 2,709,609 1,934,467 1,659,995

8月 2,403,825 2,022,085 1,822,967

9月 2,499,343 1,702,490 1,429,366

10月 2,191,380 2,147,464 1,881,795

11月 2,451,092 2,005,427 1,674,972

12月 3,237,829 2,096,897 1,716,729

合計 32,595,657 25,354,769 21,677,77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統計月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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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同期下跌5.16%，是六都最高，且下跌幅

度有逐漸擴大的跡象，趨勢上也有領先盤跌

的味道；觀察全國及各都會區指數趨勢，由於

本季指數下跌幅度有微幅擴大跡象，預料未

來幾季房價持續向下修正的機率仍相當高，

且修正幅度不排除有持續擴大的可能性。

就總體指標來看，依主計總處統計105年

第2季之經濟成長率僅0.70%，顯示基本面的

經濟動能仍相當疲弱；在交易量方面，104年

全國建物交易量僅29.3萬棟，已是90年以來的

最低量，105年第1季的交易量更較104年同期

大幅下跌了近40%，105年第2季的交易量也較

104年同期下跌了近10%，價量俱跌的格局已

然形成；雖然代表資金成本的利率仍然維持

低檔，中央銀行在105年3月底甚至調低重貼

現率半碼，乍看之下或許有利於降低購屋成

本，但低利率也是反映國家總體經濟不振的

現實。就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現階段並無

足以激勵房地產市場的題材，房價與交易量

仍有很大機率會持續修正。

從政策面來看，自去年(105年)起開始

實施房地合一稅制後，交易量短期開始有明

顯減少現象，加上房價開始修正使得市場呈

現濃厚觀望氣氛，這樣的氣氛可能會維持到

105年年底，期間房價受此政策面不確定因

素影響，往下修正的機率仍相當高。房市受

到經濟面衰退、制度面調整、趨勢面修正、

市場面觀望等因素影響，預料我國的房價將

持續開啟一波修正格局，但預料幅度不會太

劇烈，格局上以緩跌趨勢機率較高，但針對

部分都會區仍應注意有跌幅擴大的可能性(圖 

1)。由於國內建築業景氣持續下探，因此對模

板需求預期2年內將逐年減少。

國產材生產傳統模板

不同原料(SPF、日本柳杉、國產杉木、國

產柳杉)的傳統模板及系統模板，在使用上的

差異性及取代性上並沒有太大差異，僅為地區

性使用習慣而已。臺灣地區除臺南、高雄、屏

東使用SPF外，其餘地區使用柳杉為主，輔以

少量杉木；南部地區使用SPF主要因素為成本

比其他原料稍低，而其他地區使用少量杉木的

主要因素為耐用性較佳，當然價格也稍貴一點

點。至於國產柳杉跟日本柳杉在價格及使用性

能上沒有太大差別。綜觀傳統板模各項面板材

料不管在價格及使用性能上雖有差異，但差異

性都不是太大。就模板用途來說，國產柳杉與

日本柳杉，不管價格及品質上無太大差別，杉

木品質稍優，價格也稍貴，市場可以接受，但

也不具有特別優勢。由以上資料顯示，2015年

模板面板及角料需求為195,441立方公尺，其

中國產材(柳杉及杉木)只占10,652立方公尺，

5.45％。模板角料則仍以馬來西亞進口的柳安

木、冰片木、油仔木或闊葉樹雜木為主，但受

限於進口料源的短缺，是否可用國產材來取

代，如使用國產杉木及柳杉，但仍需克服模板

角料強度及咬釘力的問題。

圖1 營業氣候測驗點。(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臺，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