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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進步‧永續發展 

林清波 

 

林清波先生，1929 年生於台北，開南商工土木科第六期畢業，日本

近畿大學法學部學士畢業，為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現任互助營

造公司總裁，老爺大酒店集團創辦人、總裁、為中華民國營造業發展基金

會發起人，並擔任首屆執行長與董事長。林清波總裁曾任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委員、台北第一（中央）國際獅子會會長、私

立開南商工高級職業學校董事長、與私立開南大學創辦人。1949 年，年

值 19 歲的林清波先生創立互助營造，成為台灣營建史上最年輕營造公司

經理人，迄今六十餘年，除了是台灣營造史上最年輕的董事長，林清波總

裁也是國內營造公司在任時間最久的董事長，林先生與互助營造團隊六十

餘年來參與國內外多項重大工程建設，包括十大建設、國建計畫、捷運、

高鐵、高快速道路、水利等公共工程與重要地標建物的興建，見證了台灣

營造建設的發展興盛、衰退、轉型與復興。 
林先生為人謙沖維和，對互助營造的經營務實嚴格，重視品質與時程

管控，率先引進多項大地工程、混凝土、與橋樑先進技術工法，對於提升

國內營造技術與改善施工品質環境，貢獻良多，足為業界典範。對產業發

展，林總裁長期為政府營造產業政策顧問，擔任政府多項營造產業管理制

度以及發展策略相關研究案主持人，參與營造產業相關各項法規政策研擬

改進，積極為工程界發聲。 林清波先生除了對於工程技術精進與產業環

境改善的貢獻外，更於 2012 年策劃出版「台灣營造業百年史」，詳細記

錄台灣自荷蘭、鄭成功時期，歷經滿清、日本治理、光復初期，到八、九

十年代，甚至跨越百年的台灣營造產業發展紀錄，以及工程技術演進。「台

灣營造業百年史」一書，鼓勵了許多工程人，體會近百年來台灣各重大工

程興建歷經篳路藍縷的過程，也了解不同統治時期產業的核心價值以及文

化精髓。林清波總裁對工程營造產業一輩子的投入與貢獻，不只是工程人

員學習的楷模，是工程界永遠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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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技術雜誌

為由國內工程界領導人包括歐晉德先生、洪如

江教授等人於 1983 年所創設，是工程界首要
的地工技術實務與學術論文期刊，期刊發表文

章內容兼具學術與工程實務價值，每每皆是工

程界重要的參考文獻，個人才疏學淺，贈言實

在惶恐，但是基金會俞董事長與包括林永光先

生等多位董事顧問親自邀約，實在難以推辭，

只好以營建業六十年的老兵身份，老生常談，

希望能鼓勵工程界，持續推動地工技術的研究

發展，開創台灣工程界下一個世代永續經營的

發展契機  。  
營造業堪稱是人類文明的基石，只要人類

追求高品質的生活一天不中輟，社會邁向現代

化的動力一天不停頓，營造產業便永遠屹立不

搖，這是營造產業神聖的天職。本人身為台灣

本土營造業的經營者，長年見證台灣營造業的



6  贈言 

發展軌跡，深感在浩瀚的天地間，個人微渺如

沙塵，然而眾志成城的營造業卻能改變群體的

生活和命運。在台灣，隨著經濟成長，從早期

十大建設、重大國建、高科技廠房需求挑戰以

及諸多國、內外國際級建築大師在台新潮作品

的淬煉，營造工程亦趨多元化發展，從企業總

部大樓、高科技廠房、超高層住宅大樓、觀光

飯店、大型商場、高速公路、捷運、高鐵、大

型運動館、現代化圖書館、休憩設施、醫院及

學校等等，皆有台灣工程界引以為傲的作品，

或是從困難挑戰，甚至是失敗中學習到的寶貴

經驗。一項工程的完成，除了須具備有穩健的

財務以及優秀的工程人員外，最重要的是團隊

的向心力和動員能力，尤其在關鍵時刻對於人

力、技術、資源的利用與整合，到能運用自如

是營造業的最大挑戰。台灣工程界在過去一甲

子的演化淬煉，即使面臨國內諸多法規限制、

不良廠商惡性競爭，以及市場開放，外來競爭

加劇等嚴峻考驗，卻還能一次又一次克服困難

環境、突破技術瓶頸、以及超越時空的限制，

完成像是雪山隧道、高速鐵路、到高雄世運展

館等許多不可能的任務，也孕育出台灣工程人

樸實堅毅的特質，與最佳的團隊合作精神。  
而在所有的工程項目中，地工永遠是重要

的第一個環節，如同工程開工典禮稱為「動土

典禮」，就是說明工程第一個挑戰就是地工；

而日本人在大樓建完立碑用的是「定礎」二

字，也是說明基礎工程是建築結構物穩定屹立

的根本，地工技術的重要性由此可知。然而，

基礎工程卻是工程項目中不確定性最大，施工

風險最高的，由於土層地盤位於地底下，調查

探測不易，因此大地工程施作像是遮著眼睛在

做工藝，工程品質依賴的是純熟的技術與經

驗，因此地工技術的經驗交流與技術紀錄傳承

就更顯重要。地工技術雜誌與地工技術研究發

展基金會正是扮演紀錄台灣地工技術演進、傳

遞工程技術經驗、以及提供技術研討交流平台

的重要角色，地工技術雜誌與基金會的永續經

營，對於台灣工程技術的發展至為重要。  
以本期專輯主題「都市更新開發之地工技

術」為例，都市更新是一個城市演進開發與人

類文明進步的重要過程，也是營建技術發展進

步的寫照，台灣都會區從早期透天獨棟廳舍，

發展到五至七層公寓住宅，到近年高層辦公住

宅大廈，除了上層結構的進步，基礎形式也從

簡單的淺基礎，演進成數十米深的深基礎與深

開挖工程。除了基礎工程的規模增大與施工難

度的增加，都市更新工程面臨的地工挑戰還包

括了鄰房保護，與舊有地下結構物的拆除重

建，而這些工程項目必須運用到許多精密的工

程技術與嚴謹的品質管控，才能有效降低施工

風險，避免工程災害。然而這些技術經驗，絕

對不是課堂上所能學得的，必須利用像是地工

技術雜誌與基金會這樣的組織，傳承分享知識

與經驗，讓地工界繼續成長精進。除了都市進

步開發衍生的都市更新工程課題，本次高雄美

濃地震所引發的大樓倒塌、傾斜損毀、以及大

規模的土壤液化對老舊建物的損害，也是都市

更新另一項重要課題，大型天然災害對都市造

成的損害，修復與重建工作有著更多的地工困

難挑戰，需要藉由地工技術雜誌與基金會的平

台讓大家分享經驗，增進知識，克服艱難。  
最後，我想引用互助營造  「互助互惠、

助人助己」的經營理念，與「誠實、敬業、團

結、學習、勤勉、互助」的企業文化，來勉勵

地工技術的讀者與地工工程人員，營造業是一

個靠團隊合作無間始能以竟其功的行業，  對
於每個工程我們總是全力以赴，遇到問題勇於

承擔，發現錯誤馬上改過，重視績效而不流於

形式，鼓勵創新，持續精進。最重要的是必須

強調經驗分享傳承，兼而重視人文素養的培

育，地工技術始能隨著時代的需要而持續深

化，與大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