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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聯科技公司簡介與發展歷程

 林董事長您好，首先感謝您接受公會的邀請進行這次專訪。我們知道三聯科技在監測領域有非常深厚的經驗，今天想請您先為我們介紹一下公司的成立背景與整體發展脈絡。

林董事長：非常感謝施理事長與各位公會代表來訪。三聯科技的起點其實可以回溯到 1967 年，由我父

親林榮渠先生所創辦。他在創業之前，曾在台電公司服務超過 15年，當時主要從事配電與儀控系統的
工作，是非常紮實的現場技術人才。那時候他已經是台電裡面技術穩定、待遇優渥的中堅工程師，但

他非常有理想，也看見當時台灣工業化初期對電力與設備需求的迅速成長。於是毅然離開公職，創立

三聯科技，一開始的重點就是生產配電盤，當時這樣的技術在國內其實還是相對稀缺的。

到了 1972年，以巴戰爭爆發，造成全球油價飆升與經濟衰退，台灣當時也受到波及。但政府隨即
啟動十大建設來帶動內需，這對我們公司反而是一個轉型的契機。我父親當時看見這個方向，開始把

公司的重心從單一設備製造，轉向公共工程、基礎建設的工程配套與監控系統服務，進入如高速公

路、抽水站、水庫、電廠等國家級建設案。

所以也可以說，三聯科技就是伴隨台灣基礎建設一起成長的。我們公司一直秉持著一個信念，就

是「技術要根植本土，服務要對應國情」。這樣的精神到現在我們依然堅持不變。

 從配電盤一路走到智慧監測，聽起來不只是業務轉型，更像是對整體產業需求的回應？
林董事長：是的，我們的轉型其實是「被需求推動」的。早期我們做配電盤設備，後來服務的單

位越來越多樣，包括工業區、水資源處理、交通建設等。我 1981年進入三聯科技，把我個人的土
木背景帶進來，開始思考這些設備能不能用在地工領域？可不可以拿來解決邊坡、地層下陷這些

風險？

我慢慢觀察到，大地工程的現場，其實比工廠還複雜。它暴露在自然環境中，變化快速、風險

大，而且一出事往往影響非常深遠。這時候，如果沒有資訊輔助判斷，其實非常危險。

二、監測技術於大地工程之應用

 董事長剛剛提到很多基礎建設上的應用，那我們也很好奇，現在很多都市更新、大型建築也開始做智慧監測與節能管理，三聯在這方面是否也有新的嘗試？

林董事長：當然有，我們現在也跟集團旗下的璞真建設密切合作，將智慧監測技術真正落實在建

築施工與永續設計中。像我們已經完工的台中「勤美之森」建案，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勤美之森」的基地大概有 4,000 坪，規劃要興建地上 35 層、地下 5 層的大樓。如果用傳統工
法，在開挖階段可能要設置超過 20 口地下水井才能應付抽水需求，這不但會造成水資源及電力的浪
費，也會增加施工期間的環境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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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科技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專訪

主題｜監測技術於大地工程之應用與發展

在大地工程領域，「監測」已不再只是附屬配備，而成為安全與決策的關鍵依據。本期

《大地技師期刊》專訪三聯科技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林廷芳，帶領我們回顧台灣工程監測產業

的歷程，見證三聯科技從 1967年創立至今，如何跨足拓展至陸（Soil）、海（Sea）、空
（Sky）、太空（Space）等 4S領域，實現自製儀器外銷、建構智慧預警系統，並積極推廣工
程知識，將艱深技術轉化為社會理解與信任。

林廷芳
記錄整理 江承家 大地技師

從配電盤到智慧監測─

技術傳承與跨域整合，

站上世界舞台，

打造台灣智慧地工典範

主題｜監測技術於大地工程之應用與發展

站上世界舞台，站上世界舞台，

打造台灣智慧地工典範打造台灣智慧地工典範



98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Geotechnical Engineers, No. 30 第 30 期 9第 30 期8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Geotechnical Engineers, No. 30

三聯科技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 林廷芳先生三聯科技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 林廷芳先生人物專訪人物專訪

所以我們在這案子中導入了智慧大數據分析與地下水位模擬技術，根據歷史資料、當地地質特性

與即時監測結果，動態調整抽水策略。在即時監測配合的條件下原本預估需設置 21 口井，實際只挖了 
13 口，且僅需抽其中的 5 到 8 口井即可完成降水目標。

節能、節水與社會共享：與台積電建立產業水資源鏈

林董事長：除了在施工端節水、減井之外，我們也思考這些抽出的地下水能不能有更大的價值？

所以我們在「勤美之森」這個案子裡，採取了一個全新的策略 — 無償提供所抽出的地下水給周邊
工業與民生使用。我們主動與台中科學園區聯繫，後來甚至與台積電展開溝通，願意將抽出的水供應

給他們作為產業用水使用。

這個作法其實很簡單，但背後的關鍵在於我們有完善的監測系統與數據支持，能確保抽水不過

度、不破壞原水位、也不危及鄰房或地層。

這不只是工程的一部分，更是我們對環境永續與公共利益的承諾。

關鍵效益 -智慧監測成為建築決策輔助的「隱形工程」

 聽起來這不僅是工程效益，也是一種對城市資源更高層次的管理與共享。
林董事長：完全正確。我們內部常說，監測是一種隱形的公共建設。它可能不是每個人看得到的

設備，但它卻是讓整體工程可以更聰明、更穩定、更對社會負責的底層支撐。

「勤美之森」就是很好的例子，它證明了：當工程背後有智慧系統在支撐，施工可以更環保、建

設可以更負責任，甚至可以帶動社區、產業與城市間的資源共享循環。

 監測看起來也不只是安全用途，它其實在成本與施工管理上也有助益？
林董事長：監測讓你能提前發現問題、做預防措施。這比等災害發生後再來補救，成本低太多

了。 我們曾經在一個工地中，監測發現側壓異常，立刻調整支撐結構，最終避免了一起潛在的滑
動災害。光是避免這個事件，為業主省下千萬以上的潛在損失。

更進一步地，我們也發展出一套施工階段監測與施工管理整合模組，可以根據監測數據調整施工

順序、工法、進度，非常有助於大型專案的風險控管與資源調度。

三、監測技術發展趨勢與挑戰

 從技術角度來看，您認為監測系統未來會朝什麼方向發展？
林董事長：我們觀察到幾個明確趨勢：一是感測器小型化與低功耗，二是 AI 模型結合預測與判讀
能力，三是系統整合性越來越高，甚至與設計、營運、維護階段緊密連動。

以我們的實務經驗來說，監測系統不再只是「裝了就好」，而是要能自己判斷、預警、甚至提出建

議。我們現在推動的系統，可以將感測器收集的資訊送進我們雲端平台，由 AI 進行趨勢擬合與風險分
類，進一步產出簡報、圖像、甚至語音提示。

面對困難，就是找到機會的起點

當然，這一路上並不輕鬆。監測技術真正的挑戰，往往不在於技術，而在「野外的現實」裡。

像我們在布設邊坡、溪流、山區、甚至水下監測時，最大問題其實是電源、無線訊號穩定性、感

測器精度會隨環境變動，還有颱風、野獸干擾、甚至蛇爬進箱體的狀況都遇過。

但我始終相信一句話：「面對困難，解決它，就是機會。」因為這些挑戰逼得我們必須去優化系

統，讓它更穩定、更自動化、更能容錯。這反過來也讓我們累積了大量野外環境的運作經驗與大數

據，這是很多只做實驗室模型的人得不到的。

地震儀監測數據的延伸應用

另外，我們有一項很有價值的資料，就是地震儀器長期紀錄下來的地動反應。這些不是只有防災

用途，其實未來可以回饋給大地設計使用。

像我們在國內累積了將近十年的微震數據，搭配加速度、位移反應與不同深度的波傳記錄，這些

資料對土壤液化分析、地層變形模型參數設定都有幫助。我們也希望未來這些能成為台灣大地工程設

計的一部分基礎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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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

 我們公會一直非常重視產學合作與技術傳承，想請問三聯科技在這方面有什麼具體作法與經驗？您怎麼看產學界在監測技術上的角色扮演？

林董事長：我非常認同這一點，其實三聯科技從早期就不只是做案子，也很重視知識的整理與傳

承。我們在 1985 年就開始編輯與發行《三聯技術期刊》，初衷是把現場的實務經驗、監測案例、
儀器應用方式，用工程師能理解的語言寫下來，讓同業、學界、政府單位都能參考。我們從未間

斷，這個期刊至今已經出了四十年了。

知識傳承與公開教育：從技術期刊到影音平台

近年來，我們發現新世代的接收方式變了，所以我們也開始嘗試用影音來講工程。我們建立了自

己的 YouTube 頻道，會將監測的原理、現場操作流程、甚至軟體平台的使用方法，拍成動畫與實景影

片上傳。像我們有一支關於地震預警系統的影片，已經有超過 90萬次的點閱。

這也表示，其實社會是關心工程的，只是我們過去說的方式太專業、太艱澀，導致大眾無法理解

我們現在嘗試用圖像化、故事化的方式來說明，讓學生、市民甚至國外客戶都能理解這些技術在現實

中如何應用。

 這樣的做法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等於是讓工程專業「走出實驗室」，進入社會對話與教育場域。

林董事長：是的，我們始終相信：技術不只是會操作而已，還要會分享、會說明，才能真正發揮

影響力。這也是我們在推動監測產業時，一直很重視的「知識公共性」。 

人 才培育：從實習到跨域歷練

 除了知識傳播以外，您對人才培育方面的策略是什麼？
林董事長：我們的內部有一套「跨域歷練制度」，新人進公司後不會只在單一部門，而是會歷經案

場、研發、系統設計、客戶溝通這四個核心環節，讓他們理解「監測」不只是操作儀器，而是整

個系統與使用者之間的橋梁。

我們也每年提供十幾個實習名額給大專院校學生，甚至國外學生來我們這邊實習。我們要培養的

是未來能溝通、能整合、能跨界的人才，而不是只會看數據表的操作員。

對年輕技師的期待：讓專業「說得懂、講得出」

 對於剛進入這個領域的年輕技師，您會給什麼建議？
林董事長：我會說：專業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能轉譯成讓別人理解的語言。

未來的技師要能「看得懂圖，寫得出程式，說得清道理」。你可能會用到 AI、用到感測網、資料平
台，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能把這些資訊「講給別人聽」，讓客戶懂、讓主管懂、讓社會大眾也懂。

五、公會交流與合作展望

 大地工程技師公會非常希望未來能與三聯科技建立更深層的合作關係，除了技術交流，也包含人才交流、國際連結。您這邊有什麼建議？

提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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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董事長：我們非常樂意。我其實一直很希望公

會可以多往國際串聯這一塊前進。像我們公司正

在籌備一場在泰國舉辦的 AIT 國際研討會，那次
主題是關於東南亞地區的地震與地工災害防治，

背景是因為緬甸剛好發生了地震，對整個中南半

島的地質穩定與工程安全提出挑戰。

這個會議很特別，除了泰國當地學者與政府官

員外，還有日本、印度、越南的地震與工程專家。

我們受邀參加，代表台灣介紹我們在地震監測、地

層反應觀測、即時預警與系統整合方面的技術實

績，也包含我們在台中、南投、花蓮等高震區的實

際應用案例。

將台灣技術輸出國際，是產業的責任與機會

我在那場研討會裡，特別強調一件事：台灣雖然地震多，但我們不只是受災戶，更是有能力輸出

解決方案的技術提供者。我們不只自己會做，還知道怎麼教別人做。

包括像我們自己開發的監測系統、傾斜與沉陷儀器，甚至整合平台、災前模擬演算模組，對國際

學界與業界來說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

所以我也建議，大地技師公會未來可以主動牽線、協助串聯這些國際會議，讓台灣的大地工程

技師有站上國際舞台的機會，不只是聽講，也可以是分享者、輸出者，這樣我們的影響力才會真正

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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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後合影，左起曾孝欽技師、江承家技師、鄭清江技師、林廷芳董事長、施志鴻理事長、謝志龍經理、楊智堯技師、

高秋振技師

結語：從一家工廠到一個平台，三聯科技的智慧轉身

三聯科技的發展歷程，正是一部台灣地工監測技術演進的縮影。從 1967年的工業設備製
造者，到如今的智慧感測與資料整合平台建構者，三聯用實力與理想實踐技術本土化、知識

透明化與市場國際化的三大目標。

林廷芳董事長所強調的「工程的責任、技術的溝通、知識的分享」，不僅是三聯的價值，

也是整個大地工程界邁向未來的方向。

✦ 監測不是加選項，而是基本配備；技術不是冰冷的設備，而是讓社會安心的語言。

建議與公會未來合作方向

 這真的是非常實質的國際交流碩果，未來如果要建立制度化的合作方式，董事長有沒有具體建議？

林董事長：我有幾個建議：

1. 公會可以與我們或其他企業聯合組團出國際研討，針對特定主題（如邊坡、隧道、地震等）去參與
國際論壇。

2. 設立「台灣地工監測推廣平台」網站，並有雙語版本，讓國際找得到我們的案例與技術。

3. 鼓勵年輕技師參與國際工作坊、實地演講機會，由我們這些業界前輩協助培訓上場。

這樣，台灣的技師不只技術夠，也可以在國際社群裡成為「能說的代表」。

三聯科技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林廷芳喜歡爬山，不但鍛鍊體能，挑戰極限，也能享受獨處時間；

儘管不再是選手，他也帶領中華台北代表隊參加亞洲冬季運動會。

提問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