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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無障礙環境改善的重要性
➢ 為什麼要改善無障礙環境?
➢ 法令依據?
➢ 不改善會如何?

02 H2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常見缺失及項目
➢ 室外通路
➢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 避難層出入口
➢ 昇降設備

03 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替代改善通案原則

➢ 室外通路
➢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 避難層出入口
➢ 昇降設備

04 H2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及設備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室外通路
➢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 避難層出入口
➢ 昇降設備

簡報大綱

H2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及設備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室外通路
➢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 避難層出入口
➢ 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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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無障礙環境改善的重要性
人人皆需要無障礙設施(每個人都有可能會是暫時性的行動不便者)

CEDAW公約第3條　保障基本人權和基本自由



身權法

建築技術規則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114年 邁入超高齡社會

高齡化時代

同理心思維

身心礙礙者

86年 通用設計七大原則

69年 殘障福利法

69年 殘障福利法
86年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100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

77年 公共建築物殘障者使用專章
85年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者使用專章
102年  無障礙建築物專章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依規範規定設置

無障礙環境改善的重要性

新北市性平政策方針：伍、人身安全與環境，提升公共環境之安全設計
保障不同性別及多元團體參與機制，以建構性別友善無障礙環境為目標。



第 57 條
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
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

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至少於其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
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樓梯、升降設備、哺（集）乳室、廁所盥洗室（含移動式）、
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周邊、停車場等其他必要處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其項目與規格，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其相關法令或依本法定之。

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
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
管理機關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並核定改善期限。

身權法第57條



建照審查

使用執照核發

既有建築物改善

建築物全面無障礙、
工程圖樣、抽查機制

新建、增建、變更使用、
竣工勘檢

※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使用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

無障礙基金、計畫、替代改善計畫、
竣工勘驗、騎樓整平

101年12月31日以前建築完成之既有公共建築物

應設置項目-依替代改善計劃作業原則及認定原則第9點辦理

檢討標準- 應符合申請書當時(即現行)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規定

設置有困難者-依替代改善計劃作業原則及認定原則第10點或第11點辦理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管理機制



既有公共建築物認定範圍

衛生、福利、
更生類

住宿類

商業類

B類
辦公、服務類

G類

F類

H類

I類

D類
休閒、文教類

E類
宗教、殯葬類

A1

1.戲（劇）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觀覽場。
2.觀眾席面積在200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音樂廳、

文康中心、社教館、集會堂（場）、社區（村里）
活動中心。

3.觀眾席面積在200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體育館
（場）及設施。

A-2
1.車站（公路、鐵路、大眾捷運）。
2.候船室、水運客站。
3.航空站、飛機場大廈。

A類
公共集會類

B-2
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級市場、零
售市場、攤販集中場）、展覽場（館）、量販店。

B-3

1.小吃街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300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餐
廳、飲食店、飲料店（無陪侍，提供非酒精飲料服
務之場所，包括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
等）、飲酒店（無陪侍，供應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
場所，包括啤酒屋）等類似場所。

B-4 國際觀光旅館、一般觀光旅館、一般旅館。

E

1.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寺（寺院）、廟、
教堂。
2.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之殯儀館。

F1 1.設有十床病床以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
2.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
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護機構、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提供
機構住宿式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F2 1.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身心障礙者教養機構（院）、身心
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
2.特殊教育學校。

F3 1.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幼兒園、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2.發展遲緩兒早期療育中心。

G
1

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金融機構、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
險機構、合作社、銀行、郵政、電信、自來水及電力等公
用事業機構之營業場所。

G
2

1.郵政、電信、自來水及電力等公用事業機構之辦公室。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
3.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G
3

1.衛生所。
2.設置病床未達10床之下列場所：醫院、療養院。

公共廁所。

便利商店。

H1
1.樓地板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屬
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護機構、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提供機
構住宿式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2.老人福利機構之場所：養護機構、安養機構、文康機構、
服務機構。

H2 1.6層以上之集合住宅。
2.五層以下且50戶以上之集合住宅。

加油站
I 加油（氣）站。



02H2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常見缺失及項目

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

五層以下且50戶以上之集合住宅



室外通路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引導標誌
➢ 室外通路坡度：≦1/15
➢ 室外通路寬度：≧130cm
➢ 室外通路開口：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

應至少有一方向開口≦1.3cm
➢ 室外通路突出物限制
➢ 室外通路邊緣防護
➢ 室外通路防護設施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昇降設備

H2 集合住宅-無障礙設施勘檢項目

➢ 引導標誌
➢ 坡道寬度：淨寬≧90cm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75cm時
➢ 轉彎平台：坡道轉彎角度>45度處
➢ 坡道邊緣防護：坡道高低差≧20cm者
➢ 坡道護欄：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75cm時
➢ 扶手:高度、形狀、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 出入口兩側之地面120cm範圍
➢ 避難層出入口：出入口前平台地面150*150
➢ 門檻：地面順平、避免設門檻
➢ 操作空間
➢ 開門方式
➢ 門扇
➢ 門把
➢ 門鎖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入口引導
➢ 昇降機引導：
➢ 主要入口樓層標誌
➢ 輪椅迴轉空間
➢ 呼叫鈕
➢ 入口觸覺裝置
➢ 機門防夾裝置、關門時間(10秒)
➢ 出入口寬度
➢ 機廂尺寸
➢ 扶手
➢ 後視鏡
➢ 輪椅操作盤
➢ 按鈕
➢ 語音



未設置室外通路引導標誌

地面/引導標誌 地面/引導標誌

H2室外通路常見缺失與改善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引導標誌

設置室外通路引導標誌

改善



未設置室外通路引導標誌

地面/引導標誌 地面/引導標誌

H2室外通路常見缺失與改善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引導標誌

設置室外通路引導標誌

改善



既有室外通路順平/開口符合規定/無須改善

H2室外通路-無須改善
➢ 室外通路坡度：≦1/15
➢ 室外通路寬度：≧130cm
➢ 室外通路開口：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應至少有一方向開口≦1.3cm

既有室外通路順平/開口符合規定/無須改善



寬度/坡度/開口水溝格柵
改善通路寬度>130CM
地面平整防滑順平
高低差10cm;坡道長度180㎝;坡度1/18
水溝蓋請公所處理

H2室外通路常見缺失與改善
➢ 室外通路坡度：≦1/15
➢ 室外通路寬度：≧130cm
➢ 室外通路開口：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應至少有一方向開口≦1.3cm

改善



未設置室外通路引導標誌

地面/引導標誌 地面/引導標誌

H2室外通路常見缺失與改善

設置室外通路引導標誌

改善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引導標誌



既有室外通路坡道設置在道路用地上
替代改善
於汽車車道入口左邊設置服務鈴並應標示由專人協助上、
下坡道之標誌及專人服務電話,經由車道至B1層轉換，
於B1層設置引導標誌至A棟及D棟之無障礙昇降機再通往各樓層。
外出時撥打室內對講機由專人協助上、下坡道。

H2室外通路常見缺失與改善
➢ 室外通路坡度：≦1/15
➢ 室外通路寬度：≧130cm
➢ 室外通路開口：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應至少有一方向開口≦1.3cm

改善



地面平整無高差免設置坡道及扶手 地面平整無高差免設置坡道及扶手

H2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 引導標誌
➢ 坡道寬度：淨寬≧90cm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75cm時
➢ 轉彎平台：坡道轉彎角度>45度處
➢ 坡道邊緣防護：坡道高低差≧20cm者
➢ 坡道護欄：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75cm時
➢ 扶手:高度、形狀、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社區大門因結構體高低差無法改善
以替代方式改善
設置活動式斜坡板
於社區大門旁設置引導標誌及服務鈴由專人協助，
外出時撥打室內對講機由專人協助出入。

H2避難層坡道及扶手常見缺失與改善

改善

➢ 引導標誌
➢ 坡道寬度：淨寬≧90cm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75cm時
➢ 轉彎平台：坡道轉彎角度>45度處
➢ 坡道邊緣防護：坡道高低差≧20cm者
➢ 坡道護欄：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75cm時
➢ 扶手:高度、形狀、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注意!!
要防滑處理!!



社區大門因結構體高低差無法改善 以替代方式改善
於社區大門旁設置引導標誌及服務鈴由專人協助，
外出時撥打室內對講機由專人協助出入。

H2避難層坡道及扶手常見缺失與改善

改善

➢ 引導標誌
➢ 坡道寬度：淨寬≧90cm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75cm時
➢ 轉彎平台：坡道轉彎角度>45度處
➢ 坡道邊緣防護：坡道高低差≧20cm者
➢ 坡道護欄：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75cm時
➢ 扶手:高度、形狀、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高
:4
0
C
M

長:60CM



引導標誌/坡度/防護緣/護欄/扶手 以替代方式改善
於社區大門旁設置引導標誌及服務鈴由專人協助，
外出時撥打室內對講機由專人協助出入。

H2避難層坡道及扶手常見缺失與改善

改善

➢ 引導標誌
➢ 坡道寬度：淨寬≧90cm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75cm時
➢ 轉彎平台：坡道轉彎角度>45度處
➢ 坡道邊緣防護：坡道高低差≧20cm者
➢ 坡道護欄：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75cm時
➢ 扶手:高度、形狀、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高
:4
0
C
M

長:60CM



避難層高差無法設置階梯 以替代方式改善
於社區大門旁設置專人服務告示牌由專人協助，
設置昇降椅替代斜坡(昇降設備須符合CNS安全規範)。

H2避難層坡道及扶手常見缺失與改善

改善

➢ 引導標誌
➢ 坡道寬度：淨寬≧90cm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75cm時
➢ 轉彎平台：坡道轉彎角度>45度處
➢ 坡道邊緣防護：坡道高低差≧20cm者
➢ 坡道護欄：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75cm時
➢ 扶手:高度、形狀、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引導標誌/坡度/防護緣/護欄/扶手
以替代方式改善
於社區大門之坡道旁設置服務鈴並應標示由專人協
 助上、下坡道之標誌,經由車道至B1層轉換,並於B1層設置引導指標
 至G棟無障礙昇降機連通一樓避難層,由一樓避難層之無障礙通路連
  通各幢。外出時撥打室內對講機由專人協助上、下坡道。

H2避難層坡道及扶手常見缺失與改善

改善

➢ 引導標誌
➢ 坡道寬度：淨寬≧90cm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75cm時
➢ 轉彎平台：坡道轉彎角度>45度處
➢ 坡道邊緣防護：坡道高低差≧20cm者
➢ 坡道護欄：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75cm時
➢ 扶手:高度、形狀、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H2避難層坡道及扶手常見缺失改善

出入口地面/無門檻/開門方式
門扇/門把/門鎖

改善

出入口地面/無門檻/開門方式
門扇/門把/門鎖

➢ 引導標誌
➢ 坡道寬度：淨寬≧90cm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75cm時
➢ 轉彎平台：坡道轉彎角度>45度處
➢ 坡道邊緣防護：坡道高低差≧20cm者
➢ 坡道護欄：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75cm時
➢ 扶手:高度、形狀、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出入口地面/無門檻/開門方式
門扇/門把/門鎖

H2避難層出入口

➢ 出入口兩側之地面120cm範圍
➢ 避難層出入口：出入口前平台地面150*150
➢ 門檻：地面順平、避免設門檻
➢ 操作空間
➢ 開門方式
➢ 門扇
➢ 門把
➢ 門鎖



H2避難層出入口常見缺失

➢ 出入口兩側之地面120cm範圍
➢ 避難層出入口：出入口前平台地面150*150
➢ 門檻：地面順平、避免設門檻
➢ 操作空間
➢ 開門方式
➢ 門扇
➢ 門把
➢ 門鎖

出入口地面/無門檻/開門方式
門扇/門把/門鎖



H2避難層出入口常見缺失改善

➢ 出入口兩側之地面120cm範圍
➢ 避難層出入口：出入口前平台地面150*150
➢ 門檻：地面順平、避免設門檻
➢ 操作空間
➢ 開門方式
➢ 門扇
➢ 門把
➢ 門鎖

出入口地面/無門檻/開門方式
門扇/門把/門鎖

設置:服務鈴+專人服務

改善

出入口地面/無門檻/開門方式
門扇/門把/門鎖

設置:專人服務電話

出入口地面/無門檻/開門方式
門扇/門把/門鎖

設置:服務鈴+專人服務



H2避難層出入口常見缺失改善

➢ 出入口兩側之地面120cm範圍
➢ 避難層出入口：出入口前平台地面150*150
➢ 門檻：地面順平、避免設門檻
➢ 操作空間
➢ 開門方式
➢ 門扇
➢ 門把
➢ 門鎖

出入口門檻

改善

出入口門檻設置斜坡板



H2昇降設備常見缺失改善

➢ 地面: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 入口引導
➢ 昇降機引導
➢ 主要入口樓層標誌
➢ 輪椅迴轉空間
➢ 呼叫鈕
➢ 入口觸覺裝置
➢ 機門防夾裝置、關門時間(10秒)
➢ 出入口寬度
➢ 機廂尺寸
➢ 扶手
➢ 後視鏡
➢ 輪椅操作盤
➢ 按鈕
➢ 語音



未設置入口引導標誌

引導標誌 引導標誌

H2昇降設備常見缺失改善

設置升降機入口引導標誌

➢入口引導

改善



未設置昇降機引導/主要入口樓層標誌

昇降機引導/主要入口樓層標誌 昇降機引導

H2昇降設備常見缺失改善

設置昇降機引導
點字呼叫鈕前方30cm處地板，作長度
60cm、寬度30cm不同材質處理

➢昇降機引導/主要入口樓層標誌

改善

設置主要入口樓層標誌
a.其下緣距地板面190cm~220cm，
 長、寬尺寸≧15cm。
 b.如主要通路走廊與昇降機開門方向平行，則    
需另設置垂直於牆面之無障礙標誌。

主要入口樓層標誌



已設置下組呼叫鈕
H≦120cm(免改善)

昇降機呼叫鈕 昇降機呼叫鈕

H2昇降設備常見缺失改善

替代改善:設置輔助棒
設置輔助棒高度離地85~90cm
※每層樓均需設置

➢昇降機呼叫鈕
梯廳及門廳內應設置2組呼叫鈕，上組呼叫鈕左邊應設置點字，下組呼叫鈕之中心點距樓地板面85~90 cm，下組呼叫
鈕上方適當位置應設置長寬各5cm之無障礙標誌，呼叫鈕最小的尺寸應尺寸為長、寬各≧2cm、或直徑≧2cm

改善

未設置下組呼叫鈕

昇降機呼叫鈕



已設置昇降機入口觸覺裝置
中心點H=135cm(免改善)

昇降機入口觸覺裝置 昇降機入口觸覺裝置

H2昇降設備常見缺失改善

依規範設置入口觸覺裝置

➢昇降機入口觸覺裝置
    入口兩側門框或牆柱裝設顯示樓層數字、點字符號（數字與底板顏色明顯不同）。
             a.位置：觸覺裝置之中心點距地面135cm。
              b.浮凸字尺寸：長寬各≧8cm（單1字）；寬≧6cm、長≧8cm(2個字以上)。 

改善

未設置昇降機入口觸覺裝置

昇降機入口觸覺裝置



已設置扶手H=75cm ，
 後視鏡H=85cm (免改善)

扶手/後視鏡 後視鏡補貼明鏡降低高度

H2昇降設備常見缺失與改善

後視鏡高度<85cm

➢扶手/後視鏡
扶手：a.至少兩側牆面設置，並設置符合本規範207節規定之扶手，但固定方式得不受本規範圖207.2.1之限制。
            b.扶手上緣距機廂地面75cm。
            c.昇降機門為中央開啟者，扶手端部免作防勾撞處理。昇降機門為單側開啟式者，無門框側，扶手端部需作防勾
               撞處理；有門框側，扶手端部免作防勾撞處理。。
後視鏡：a.昇降機廂入口對側壁面設置安全玻璃後視鏡(下緣距機廂地85cm、寬度≧機廂出入口淨寬、高度≧90cm)，設
                    置有困難者，得設置懸掛式廣角鏡（寬30~35cm、高≧20cm）。

改善

後視鏡高度>85cm

扶手OK/後視鏡H>85cm
設置懸掛式廣角鏡

（寬30~35cm、高≧20cm）



已設置輪椅使用者操作盤
(免改善)

輪椅使用者操作盤 輪椅使用者操作盤

H2昇降設備常見缺失與改善

以替代方式改善
設置輔助棒

➢輪椅使用者操作盤
a.位置：操作盤邊緣距機廂入口壁面≧30cm、距入口對側壁面≧20cm。
b.高度：最上層樓層指示按鈕中心點距地面≦120cm（如設置位置不足，得放寬 至130㎝），且最下層按鈕之中心點距
機廂地板面85~90cm；若為單排按鈕，其樓層按鈕之中心點距機廂地板面≦85~90cm。
c.操作盤應包括緊急事故通報器、各通達樓層及開、關等按鍵。

改善

未設置輪椅使用者操作盤
輪椅使用者操作盤



已依規定設置
     (免改善)

按鈕/點字 按鈕/點字

H2昇降設備常見缺失與改善

以替代方式改善
以現有按鍵及按鍵旁適當位置設置點字

➢按鈕：長、寬≧2cm或直徑≧2cm、間距≧1cm，數字與底板顏色明顯不同，不得使用觸控式按鈕

➢點字標示：設於一般操作盤之上、下、開、關 、樓層數、緊急鈴、緊急電話等按鈕左側。

改善

按鈕尺寸不符及未設置點字
按鈕/點字



已依規定設置
     (免改善)

語音系統 語音系統

H2昇降設備常見缺失與改善

以替代方式改善
以每層設置入口觸覺裝置替代

➢語音系統：報知樓層、行進方向、開關情形

改善

未設置語音系統
語音系統

入口觸覺裝置



03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替代改善通案原則

室外通路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昇降設備



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替代改善通案原則

待改善現況:高低差

替代改善通案原則:

受限於基地條件、建築結構等因素，可設置符合避難層坡道及扶手替代認定原則
及替代改善通案原則之坡道。



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替代改善通案原則

待改善現況:高低差
                                                               高低差≤80公分以上者

替代改善通案原則:

高低差 :

1.可設置固定且內凹式坡度符合規範規定之坡道。

2.設置內凹式坡道確有困難，經檢附結構圖說證明，得設置活動 式斜坡及服務鈴並標示需
由專人協助上、下坡道之標示，坡度應符合替代改善認定原則第11點規定。

高低差≤80公分以上者:

可設置輪椅昇降臺或樓梯附掛式輪椅昇降臺，並設置服務鈴，由人員提供協助。

避難層
坡道及
扶手



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替代改善通案原則

待改善現況:高低差

替代改善通案原則:

高低差 :

受限於建築結構無法退縮且因緊鄰騎樓或人行道，無設置坡道之空間者，得於建築物其他
避難層入口處設置坡道，且須於主要入口及沿路轉彎處設置引導標示。

避難層
出入口



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替代改善通案原則

待改善現況:昇降設備通路上有樓梯
                                               機箱汰換
                                              無輪椅乘坐者操作盤
                                              直式操作盤點字標示設置位置不足
                                               無設置語音系統

昇降
設備

項次 項目 待改善現況 替代改善通案原則

4

昇降
設備

昇降設備通路上有樓梯

1.1至3階樓梯者應設置活動式斜坡版或軌道式斜坡版，並設置服務鈴標示由人
員協助之標誌。

2.4階樓梯以上者得設置輪椅昇降臺或樓梯附掛式輪椅昇降臺，並設置後樓梯
及平台最小淨寬仍需達75公分以上，並加裝服務鈴及專人協助服務標示說
明，並檢附安全管理切結書。

3.若結構限制或空間不足無法設置者，得引導至另一 出入口進入。

5 機箱汰換 經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決議並提出暫時性改善方案，改善期限得延長2年。

6 無輪椅乘坐者操作盤
1.得設置對講機或服務鈴，由專人協助服務。

2.得於一般操作盤附近設置相關延伸輔具。

7 直式操作盤點字標示設置位置不足 得設在適當位置。

8 無設置語音系統 應於每一樓層兩側設置昇降機入口觸覺裝置。



04H2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及設備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室外通路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昇降設備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表單下載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每一建照執照每幢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 甚麼是棟與幢？
➢ 使用執照：座＝棟 

五幢

九棟

需改善5幢/5座昇降設備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如何判讀幾棟與幾幢？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判讀要改善項目：
不符合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H2
現況擬定缺失改善方案

1.準備1F平面配置圖、地下樓層平面圖。
（可向新北市政府5樓施工科申調)

2.現況模擬，提出解決方案。

3.擬訂計畫，製作計畫提報書。

4.依計畫提報書改善，竣工時製作完成提報書。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報告書封面

格式 範例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基本資料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計畫改善方式說明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改善項目總表(表一)
➢ 依勘檢表不合格項目逐項填寫改善方式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現況不符合規定計畫改善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現況不符合規定計畫改善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現況不符合規定計畫改善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現況不符合規定計畫改善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改善項目細部詳圖(表四)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改善項目細部詳圖(表四)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勘查紀錄表



H2改善計畫(報告書)範例 ➢ 建築物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影本



05 H2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及設備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室外通路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昇降設備



H2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改善完成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完成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完成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完成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完成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完成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完成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完成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完成項目照片(表二)



H2改善完成(報告書)範例 ➢ 完成項目照片(表二)



謝謝
後續若有疑問可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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