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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問題‧提出想法‧作出決定

林永光

 

林永光先生，1952 年生於台中市，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

美國普渡大學土木工程碩士，現任磐碩工程公司與磐工工程顧問公司

董事長。林先生於退伍後進入亞新工程顧問公司服務，於 1978~1989
年間，陸續參與了包括興達火力發電廠、台北捷運、台北盆地土壤分

區與工程性質分析等國內重大工程，為歐晉德博士在亞新公司服務時

倚賴的得力助手，襄贊歐博士拓展亞新公司東南亞市場，陸續參與新

加坡與印尼包括西爪哇火力發電廠、東爪哇高速公路多項海外大型公

共建設工程。林先生於 1984 年獲道路協會獎學金赴美國普渡大學繼

續深造大地工程，完成學業後，再度回到亞新工程顧問公司服務，其

後借調至台北市捷運局擔任大地工程總顧問。1989 年林先生於工程

界導師李光雄先生鼓勵與支持下，與李先生、簡茂洲先生一同創立

三力工程顧問與磐固工程，為國內大地工程專業統包的創始，林先生

後於 1998 年創設磐碩與磐工工程，磐碩集團已為國內基礎工程專業

統包商與施工顧問公司之翹楚，林永光先生率領的大地工程團隊，屢

屢研發出創新技術工法，解決複雜的基礎施工問題，創造價值工程，

為業界敬重學習的榜樣。林永光先生更於 2007 年號召基礎施工業

界，整合各方資源，成立基礎工程學會，推動爭取基礎工程專業營造

執照的設立與專業審查制度的建立，學會成立迄今，已成為基礎營造

工程業界技術與資源交流的重要平台。 
林永光先生為人急公好義，為大地工程界大家公認的老大哥，

林先生除熱心參與支持地工界活動與事務，提攜照顧後進更是不遺餘

力。尤其對於地工技術基金會的支持，不論是林先生個人與磐碩集團

成員無不盡心盡力，全力支持。林先生深信，地工技術是一門理論與

實務結合的藝術，他要求團隊成員，必須都要能內外兼修，貫通設計

與工務，這也是大地工程永續經營的礎石。本期地工技術以大地工程

施工機具為主題，特別邀請林永光先生贈言。 

 

非常感謝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邀請

本人於本期地工技術雜誌贈言，個人一直自認

是地工界的小小兵，實在不敢當為地工技術贈

言，但是受到地工技術主編董家鈞教授的盛情

邀約，又說我年紀到了，是該輪到我寫贈言的

時候了，只好班門弄斧，搬出個人工程生涯的

一些感觸與經驗，與大家分享。  
自民國六十七年因緣際會進入亞新工程

顧問公司就職，開始接觸大地工程，迄今已三

十八年。在亞新服務了十一年後，深感對深開

挖工程實務經驗缺乏太多，會算會說，可是不

會做，於是又在因緣際會下與李光雄先生、   
簡茂洲先生，一同創立了三力顧問與磐固工

程，希望理論與實務能相輔相成，從我的導師

李光雄先生身上我學到了書本理論外的許多

工程實務經驗，開啟了我近四十年基礎工程的

奇幻之旅。  
「選擇適當的工法比選擇適當的機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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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許多人認為連續壁是深開挖擋土的

最佳選擇，但也請記住「連續壁不是萬能的」

這句話。在許多地質環境下，善用土壤的強度

與特質，巧妙掌握控制工程重要風險因子，不

用連續壁也可以進行漂亮的深開挖工程。磐碩

在埔里兩塊深開挖工地，充分利用卵礫石的自

立性與土壤拱效應，並嚴密控管地下水位與排

水，成功地利用土釘掛網與束置微型樁，完成

了超過 14m 以上深度的深開挖，不但節省了
經費，也節省了工期，成為卵礫石層深開挖價

值工程的經典案例。  
台灣的機具當然沒有日本或德國的機具

堅利，但是台灣地工的工程師及技術工決不輸

人，甚有過之，我一直深信「三個臭皮匠勝過

一個諸葛亮」，當地工施工碰到問題，工程師，

資深領班及操作手一起討論如何解決問題，遠

比找外國顧問有效。我遭遇到的許多困難工

地，都是靠他們克服，也驗證了「軟體比硬體

重要」這句名言。  
「因地制宜」是在規劃選擇施工機具時一

個重要的考量，適當的機具除了必須知道它的

長處及限制外，對地層的工程性質，包括軟硬

層度(岩層的單壓強度及塊石的尺寸)，以及須
克服的風險因子，例如地下水狀況 (尤其是受
壓水 )均應了解，方能作出最洽當的選擇，此
外機具的老舊會影響其工率，也應併入考慮，

如國內無最適當的機具，建議選擇較為適當的

機具並配合輔助工法，甚至建議變更設計以符

合國內現有機具，千萬不要設計出國內沒有的

機具設備，靈活地搭配機具與工法，採用正確

的觀念分析設計，才能做到真正的價值工程。 
「小而美」與「充分合作」是我認為團隊

成功的兩個重要因素，很多人都問我如何將磐

碩團隊形塑成一個專業又快樂的團隊，小而美

就是團隊不必很多人或很龐大，但是每個團隊

組成份子專業養成卻是必須嚴格要求，在磐

碩，我們的工程師都有碩士學位，但是每個人

都下過工地，從鑽探到連續壁施工包括鑽掘、

鋼筋籠組立等細節都必須能掌握。在磐碩的團

隊裡，工程師、工地經理、領班、操作手都是

好朋友，我們會一起釣魚，烤肉，甚至工班會

滷豬腳、辦桌大家一起同樂，像個大家庭，工

作時，每個人也盡力扮演好自己，對自己的工

作負責。我們的施工品質是建立在團隊的互信

與合作，也是對專業的責任感與忠誠。  
地工技術對我來說是一項藝術，大地工程

師面對的工地或是問題挑戰永遠不會相同，身

為大地工程師，要能持續地追求新知，補充專

業知識，在磐碩，我們對於新的施工技術、新

的設計分析方法、都透過像地工技術或基礎工

等專業雜誌持續掌握了解，也不斷的透過專業

書籍與國內外規範來增長自己的智識，磐碩大

概是擁有最多各類地工技術藏書的私人公司

之一，也常常有老師教授來跟我們借書。更重

要的是，當我們發覺某件技術或某個施工法可

能適用於台灣時，我們會跟學校老師們合作，

進行裡論的分析驗證或是現地成果的觀察的

建教合作，教學相長，實踐理論與實務的充分

結合。  
我可以看見地工界的一些隱憂，學生的專

業養成越來越不足，學校研究的課題與實務工

程的落差越來越大，這或許是國內工程量的逐

漸減少，但也是造成台灣的工程師走向國際化

的障礙。我年輕的時候完全是憑著初生之犢不

畏虎的衝勁，在歐先生的帶領下到東南亞各國

闖蕩，如今我們累積了這麼多年的實務與研究

經驗，到東南亞各國用我們的專業優勢去拓展

市場並不是難事，挑戰的是大家如何合作，組

成團隊或建構合作平台，甚至學術與工程相輔

相成，結合成這個新興市場需求的專業團隊。

「勇敢地走出去！」，是我對現在年輕工程師

的期許與鼓勵。  
最後以我在印尼工作時，從加拿大顧問告

訴我的一句話跟各位年輕工程師互相勉勵「當

一個工程師必須要能對遇到的問題提出解

釋，並進一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最後作出

決定，不管提出的是否為最佳方案。如果無法

做到，那本質上，你只是技術員而不是工程

師」，期許大家能成為會算，會說也會做的大

地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