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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與永續發展
講師：孫振義（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教授）

（臺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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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建築經理商業同業公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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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綠色建築與永續發展概論
二 EEWH綠建築指標（生態指標群）
三 EEWH綠建築指標（節能指標群）
四 EEWH綠建築指標（減廢指標群）
五 EEWH綠建築指標（健康指標群）
六 綠建築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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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綠色建築與永續發展概論
1、簡介永續發展概念思潮之背景緣起
2、綠色建築定義與使用方式概念說明
3、生態社區概念與推廣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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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簡介永續發展概念思潮之背景緣起

• 何謂永續發展？

• 所謂的永續發展即是：同時能

滿足今日人類生活需求，又能

夠保全未來人類賴以生存環境

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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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永續發展？

• 所謂的永續發展即是：同時能

滿足今日人類生活需求，又能

夠保全未來人類賴以生存環境

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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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需要永續發展？

• 在過去，人類的生活不至於影響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生

存。然而，自從工業革命之後，伴隨而來的是大量的

自然資源使用、污染物排放以及人口增長，最後導致

地球環境破壞與生態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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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影響：溫室效應與地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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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影響：大量的城市與工廠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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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影響：原始地與森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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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影響：地球資源與土地的啃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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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衍生出許

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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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遏止環境破壞…

14



2020/6/3

8

• 人類與環境共生的想法逐漸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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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聯合國於

2015年制訂了

17 項「永續發

展目標」供各國、

各界參考。

17

健康幸福 飲水與衛生

可負擔且潔淨
的能源 永續城市社區

生物與土地氣候變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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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相對應的問題有…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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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綠色建築
生態社區
智慧城鄉
永續國土

20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
版第一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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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共生

永續發展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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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綠色建築定義與發展歷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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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在日本稱為「環境共生建築」，有些歐美國家則稱之為「生

態建築」、「永續建築」，在美洲、澳洲、東亞國家，北美國家則多稱

為「綠建築」。1992年巴西的地球高峰會議以來，隨著地球環保熱潮，

在建築產業界也興起一片綠建築運動。於是，全球第一部綠建築評估系

統BREEAM，在1990年首先由英國建築研究所BRE提出，此方法後來影

響了1996年美國的LEED、1998年加拿大的GBTool等評估法。建立於

1999年的台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是來自亞洲的一匹黑馬，也是全

球第四個上路的系統。

23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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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後，可說是全球綠建築評估體系發展的顛峰，像德國的

DGNB、澳洲的Green Star、挪威的Eco Profile、法國的HQE、泰

國的TREES、香港的BEAM Plus、中國的三星級綠色建築系統、 新

加坡的Green Mark，都相繼成立。到了2018年，全球正式擁有綠

建築評估系統已達三十八個國家，已成立或正籌組綠建築相關協會

的 國 家 已 達 89 個 國 家 。 其 中 有 些 系 統 ， 像 LEED 、 CASBEE 、

BREEAM、EEWH、Green Mark，已繼續擴大其適用範圍，並發

展出不同建築類型的專用版，進而提出舊有建築物、生態社區的評

估版本，有些進而已變成該國公共建設必要的規範。

25

台灣的EEWH系統是全球第一個獨自以亞熱帶建築節能特色來發展的系統，

也是亞洲第一個綠建築評估系統。它由1995年的台灣節能設計法規發展而成，

以 「 生 態 (Ecology) 、 節 能 (Energy Conservation) 、 減 廢 (Waste

Reduction)、健康(Health)」為主軸，因而號稱為EEWH系統。1999年，由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公布第一部「綠建築評估手冊」與「綠建築標章」以來，

已變成國家級之綠建築認證標準；2004年開始引入五等級分級評估法，並建

立「綠建材標章」認證制度，奠定了我國綠建築政策的基礎；2011年更發展

出五大建築類型的專用綠建築評估手冊，建立綠建築家族評估體系，讓我國

的綠建築政策成為國際綠建築發展的模範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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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行政院啟動「綠建築推動方案」四年計畫，強制

經費五千萬元以上的公有建築物必須取得「綠建築候選證

書」，使我國綠建築標章認證通過的數量大增，成為全球難

得的綠建築政策成就。台灣執行綠建築標章制度已十年，至

2017年底評定通過「綠建築標章」及「候選綠建築證書」已

超過6,400件，使台灣EEWH為僅次於美國LEED，擁有綠建

築認證數量最多的國家，顯示台灣似乎已在世界綠建築政策

中一馬當先，甚至在台灣已經形成一股「綠建築改造運動」

之時尚。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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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8，
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冊，台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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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標：40級字

• 中標：24級字

• 內容：18級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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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衣住行減碳計畫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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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綠建築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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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態社區概念與推廣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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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WH-EC的緣起與適用範圍

2008年我行政院推出「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四年計畫，決定擴大

我綠建築政策進入生態都市之範疇，故政府於2009年創立本「生態社區

評估系統 EEWH-EC」以作推動生態社區的依據。當時，美國的LEED-

ND系統與日本的CASBEE-UD系統，均在其既有的「綠建築評估體系」

之下，建立了生態社區的評估體系，值得我國學習。為因應行政院「生態

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之推行，本評估系統參考國內既有綠建築EEWH評

估系統與既有生態都市之研究成果，結合LEED-ND與CASBEE-UD的評

估方式，在營建及都市計畫相關主管權責下，建立本EEWH-EC系統以期

能成為我國永續都市政策的推手。
41

生態社區評估系統EEWH-EC的目的，在於兼顧社區的「生態品質」
與「社區機能」。所謂「生態品質」包括一般動植物的生態與地球環
保、人類永續生存的內容；所謂「社區機能」則包括生活上「最基本
的」方便、健康、舒適、效率、安全、文化之機能。之所以用「最基
本的」用語來描述「社區機能」，是因為如今地球環境危機已危及人
類文明，若當「生態品質」與「社區機能」有所矛盾時，「社區機能」
不應無限擴張人類的慾望與奢華，應以「最基本的」需求來成全「生
態品質」，才是EEWH-EC生態社區評估系統的目標。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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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社區之環境、經濟與生活三方面而言，在環境方面，應尊重自然
並兼顧生態平衡；在經濟方面，產業活動應力求低排放、低耗能；在生
活方面，應兼顧「最基本的」便利性與生活機能，並培育多元文化共生
共榮之環境。台灣現有將近8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地區，不到20%的人
居住在鄉村地區。但這80%的人居住的都市環境卻很難和生態有所聯想，
如何讓都市地區的人口，生活在更接近自在、自然、自主的環境裡，同
時讓其餘不到20%的人，能生活在更便利、更健康、更效率之環境，才
是我國推動生態社區評估之首要課題。

43

Ecological quality 
包括一般動植物的生
態與地球環保、人類
永續生存的內容。

Function of 
community 

包括生活上「最基本的」
方便、健康、舒適、效率
、安全、文化之機能。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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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 社區機能 安全維護節能減廢 健康舒適

物理環境 社區環境

EEWH(Green Building)

EEWH-EC

Eco-Community Evaluation System

45

軸向 大指標

生態
生物多樣性
綠化量
水循環

節能減廢

取得ISO14000
節能建築
綠色交通
減廢
社區照明節能
創新節能措施實績
再生能源
資源再利用實績
碳中和彌補措施

健康舒適

都市
熱島

戶外通風
都市熱島緩效益

人性步行空間
公害污染

社區機能

文化教育設施
運動休閒設施
生活便利設施
社區福祉
社區意識

治安維護 空間特徵
防範設備與守望相助

五軸向、22大指標、71分項指標

物理環境
住宅、非住宅通用

社區環境
住宅用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2019，綠建築評估
手冊-社區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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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
評 估 手 冊 -
社 區 類 ，
台北。 47

節能減廢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2019，綠
建築評估手冊-
社 區 類 ， 台 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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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舒適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
評 估 手 冊 -
社 區 類 ，
台北。 49

社區機能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
評 估 手 冊 -
社 區 類 ，
台北。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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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維護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
評 估 手 冊 -
社 區 類 ，
台北。 51

2007-2011

2001-2007

1999

綠建築推動方案

綠建築標章制度 & 
EEWH 綠建築評估系統

生態社區評估系統

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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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綠建築的發展

1995 增訂「建築技術規則」之建築節約設計法令

1999 制訂「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七大指標)、制訂「綠建築標章」

1999 成立「綠建築委員會」

2001 「綠建築推動方案」(2001-2007)(總經費為18億4362萬元)

2002 「挑戰2008年---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之「水與綠建設計畫」

2002 強制公有建築物進行綠建築設計(5000萬以上)

2003 開始「優良綠建築獎」選拔

53

2004 增訂「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專章(2005/01/01分階段實施)

2005 成立「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2006 建築技術規則要求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室內裝修應使用5%綠建

材。

2007 行政院張院長96年8月指示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學校之新建建築物，

應符合綠建築節能規定。

2007 推動綠建築分級評估制度。

2008 「生態城市綠建築推動方案」(2008-2011)(總經費為20億元)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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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建築技術規則 「綠建築專章」更名為「綠建築基準專章」，並提昇室

內裝修綠建材使用比率至30%。

2010 都市更新獎勵辦法，明定獲得綠建築標章銀及以上者可獲得容積獎勵，

並以10％為上限。

2011 「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2010-2015) (總經費為32.36億元)

2011 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推廣暨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廣講習計畫

2012 修正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基準專章」，擴大適用範圍，所有新建建

築物均應採建築基地綠化及建築基地保水設計，且總樓地板面積達10000m2

以上之新建建築物之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均應回收再利用。提昇室內裝修綠建

材使用比率至45%，並規定戶外地面材料之綠建材使用率應達10 %以上。
55

2016 『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2016-2019) (總

經費為27.44(16.5)億元)

2017 因應台商在全球佈局上新興綠色商機之需求，導入在地氣候與法

令修正之「當地 基準評估法」，創立「綠建築評估手冊-境外版

（EEWH-OS）」，成為此「綠建築家族評 估體系」的第六家族成員。

2018 營建署完成「綠建築基準專章」法條修改，同時一併更新技術規

範。

2019 內政部公告「綠建築家族 評估體系」的2019版手冊。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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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二 EEWH綠建築指標（生態指標群）
1、生物多樣性指標評估要項與使用情形說明
2、綠化量指標評估要項與使用情形說明
3、基地保水指標評估要項與使用情形說明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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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多樣性指標評估要項與使用情形說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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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需「生物多樣性」

在過去，人類的生活不至於影響地球上其

他生物的生存。然而，自從工業革命之後，

伴隨而來的是大量的自然資源使用、污染

物排放以及人口增長，最後導致地球環境

破壞與生態浩劫。

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議制訂

了「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來，「生物多樣

性」一直是地球環保的最高指導原則。

61

基因多樣性是延續人類文明最重要的關鍵

人類文明的建立仰賴生物多樣性地球（藥材、食物、用品…）

多一隻蝴蝶、多一種植物，就多一份子孫生存的機會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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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指標」如何評估？

我們無法創造一個完全符合生態鏈下的自然生態，而只是要求降低、

減緩生態破壞之「生態療傷」

創造多樣化的土壤、植披、水文、氣候、空間來提供多樣化的綠地品

質，以造就藏身、築巢、覓食、繁殖等功能的生物棲息環境，藉此豐

富一些生物。

針對一公頃以上基地進行評估。

(1)生態綠網、(2)小生物棲地、(3)植物多樣性、(4)土壤生態、(5)照

明光害。

63

生態綠網

綠地環境的生物多樣性設計，貴在有全面化的 生態綠
網系統，偏頗分斷的綠地配置，容易造成生物遷移、
覓食、求偶甚至遺傳基因交流的障礙。根據研究通常
大部份的生物都不喜歡離開隱蔽的綠地環境太遠，因
此綠地間的分斷距離太大，則可能造成這些生物物種
間交流的障礙，反之綠地之 間的距離都能夠維持在許
多生物行動能力半 徑之內，一定可減少這些生物移動
的障礙， 並增加物種的交流繁殖，對生物多樣性環境
有莫大助益。所謂的生態綠網計畫，就是將基地內外
許多綠地連成一個網狀交流的的綠地系統，以期能對
生態環境有所助益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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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綠網

「生物多樣性」最重要的基礎在於總綠地面積，
綠地面積不足則難以成就良好的生態綠網，總
綠地面積越少的基地就必須在以下的綠地品質
與生物棲息密度上加倍努力方能合格。本指標
同時將建築立體綠化視為垂直綠網之系統，依
屋頂、陽台之綠化面積予以加分。最後，本指
標特別鼓勵興建穿越道路的生物廊道以促進交
流，這些生物廊道通常必須附有導引、安全、
隱蔽、避免天敵攻擊設施的涵洞、陸橋，以提
供有效生物交流之路徑。

65

小生物棲地

在不干擾人類生活之前提下，生物多樣性綠地設計，應盡可能在 基
地之一隅，保留枯木、樹根、樹洞、亂石堆、石灰岩、土丘、岩洞
等，充滿孔洞的「多 孔隙環境」世界，以便容納水分空氣、滋養微
生物。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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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物棲地

「小生物棲地」評估主要鼓勵在綠地中能保有(1)水域生物棲地、
(2)綠塊生物棲地、(3)多孔隙生物棲地等，多樣化之小生物棲地。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2018，綠
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
第一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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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多樣性

主要在培育植物物種、氣候、空間之多樣性，
以創造多樣化生物棲地條件。「少物種大量
栽培」的景觀環 境，一旦發生病蟲害或異常
氣候時，植物就會變得毫無抵抗能力，甚至
導致全體死亡，因此「植物多樣性」設計首
重植物之「歧異度」設計。

「原生或誘鳥誘蝶植物採用比例」也是「植
物多樣性」設計的重點項目。此乃因為原生
植物擁有最珍貴的遺傳基因寶庫，同時誘鳥
誘蝶植物可提供生物充足的覓食環境，不僅
是最適合當地自然條件的種類，而且在演化
過程中，亦與當地各種生物形成生物鏈中共
生共榮的有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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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多樣性

「複層綠化」也是「植物
多樣性設計」之一環，其
目的在於建立穩定的植群
社會，塑造其自我調適的
生態系，使綠地具有更高
的涵養水源、淨化空氣、
調節氣候、隱蔽、美觀及
提供生物棲地等功能。其
具體的作法就是採用不同
樹種、不同高低喬木、灌
木、草花、蔓藤混種的園
藝，任由樹木枝條形態自
由雜生成長，只做最少的
修剪管理。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8，

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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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生態

「土壤生態」之評估內涵，包括「表
土保護」、「有機園藝」、「廚餘堆
肥」、「落葉堆肥」等四部分。所謂
「表土保護」，就是 保護土壤內原有
微小生物之分解功能，以提供萬物生
長的養分。表土是由枯樹、落葉、動
物屍體經微生物分解後形成的土壤。
形成1cm的表土約需100至400年的歲
月，一般30至 50cm厚的自然表土，
至少經歷了三千至兩萬年的歲月。哺
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或是昆
蟲，均需依靠綠色植物所創造的營養
而生存，而所有綠色植物必需依附於
表土方得以生育，因此表土幾乎可說
是生物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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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一條路可能引起生態浩劫

在生態保育區開闢一條路，也會中斷

生物物種的交流

開闢道路有如將生態金字塔砍成兩邊

71

土壤生態

「有機園藝或自然農法」，首先要全面
禁用農藥、化肥、殺蟲劑、除草劑等化
學藥劑，以免破壞土壤中生物存活空間。
人類使用農藥、化肥、除草劑來整理園
藝簡直就是全面屠殺土壤基礎生物之行
為，因此生物多樣性指標於綠地經營必
須要求全面禁用農藥、化肥、殺 蟲劑、
除草劑等毒藥；反之，本指標則鼓勵使
用莘香酸辣植物混種以避蟲害、使用醋
酸柑橘類溶劑作為除蟲劑、使用堆肥、
有機肥料來作為綠地栽培之養分。現在
最新的「自然農法」，甚至完全不施藥
施肥，順著節令、土壤、氣候等大自然
的作息去栽種最適當作物的 方法，是最
生態的園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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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光害

光害的定義為「在特定場合下，逸散光的
數量、逸散方向或光譜引起人煩躁、分心
或視覺能力下降的情形」，另外還有一種
對於天文觀測與夜間飛行生物產生障礙的
「天空輝光」。過度的戶外照明投射進入
住宅室內，會造成居民頭疼、失眠、焦慮、
致癌的症狀；過強的眩光，造成交通安全
與治安之障礙；不必要的照明光線進入天
空與鄰地，也造成能源浪費、天文觀測障
礙、動植物生態時序擾亂的問題。

「照明光害」之評估由「路燈眩光」、
「鄰地投光、閃光」、「建物頂層投光」
等三方面著手。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8，
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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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燈眩光」是專指夜間路燈照明對生物之
傷害，例如昆蟲被獵食、鳥類安眠被干擾、
引誘動物產生車禍、向光性動物被錯誤引導
等，其防制方法在於採用遮光罩之「防眩光
型燈具」以減少產生眩光的戶外照明設計。

所謂「鄰地投光、閃光」就是照明投射到鄰
地的眩光、閃爍光，是造成神經衰弱、 偏頭
痛、失眠的重要因素，是最忌諱的光害種類。

所謂「建物頂層投光」就是投光到建物頂層
的照明光線洩漏到天空的情形，是造成 天文
觀測與夜間飛行生物產生障礙的主因，其管
制對象為投光至建築頂層立面與頂層廣告 之
照明，但對於向下投光、或向上投光於建築
低層的立面與廣告則不在檢討之列。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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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綠地面積越多越好，最好在25%以上

2. 基地內綠地分布儘量均勻而連貫

3. 基地內大廣場或大停車場最好每20m間距以內設有樹林

4. 基地內道路最好設有路邊綠帶，20m以上大馬路最好設有中間綠帶

5. 喬木種類越多越好，最好20種以上

6. 灌木及蔓藤植物種類越多越好，最好15種以上

7. 植物最好選用原生種或誘鳥誘蝶物種

8. 綠地採用複層綠化方式，最好三成以上綠地採複層綠化

9. 以亂石、多孔隙材料疊砌之邊坡或綠籬灌木圍成之透空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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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設置有自然護岸之生態水池

11. 設置30m2以上隔絕人為侵入干擾之密林或混種雜生草原

12. 留設自然護岸之埤塘、溪流，或水中有設有植生茂密之島嶼

13. 屋頂、陽台、牆面實施立體綠化

14. 在隱蔽綠地中堆置枯木、亂石瓦礫、空心磚、堆肥的生態小丘

15. 全面採用有機肥料，禁用農藥、化肥、殺蟲劑、除草劑

16. 利用原有生態良好的山坡、農地、林地、保育地之表土為綠地土壤

17. 不要採用高反射之玻璃以免造成光害

18.不要採用霓虹燈、跑馬燈、閃光燈、雷射燈、探照燈等有光害之戶外
照明

19. 所有戶外照明以遮光罩防止光源眩光

77

生物多樣性設計概要
(1)除建築物及必要聯絡通道外
，保留自然裸露之土壤及植 被
，以多層次植栽綠化之。

(2)建築物周圍及塊狀空地以喬
木及灌木叢進行多層次立體 綠
化，營造塊狀生物棲地。

(3)於道路兩邊種植樹木及綠籬
，形成連接塊狀綠地的生態 綠
廊，以此構成連結良好之生態綠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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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川流經基地邊緣，則道路
與建物退縮以保留其自然 的河
川濕地，岸上混種喬木、灌木與
爬藤水邊富挺水、 水面及水中
植物，使綠帶與藍帶銜接，形成
良好生態綠 廊。

(5)採用多樣化的植栽種類混種
，並採用許多原生種植物及 誘
蝶誘鳥植物以營造更多樣化及合
於本土的生態體系。

(6)建築物邊坡，使用多孔隙砌
塊構築，營造小生物棲地。

79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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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綠化量指標評估要項與使用情形說明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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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2019，綠建築評估
手冊-基本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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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量指標」與前「生物多樣
性指 標」均為評估綠地環境之
指標，有「質」與「量」互補之
功能。「生物多樣性指標」主要
在評估一公頃以上大型基地開發
之「綠地生態 品質」，而「綠
化量指標」則在於掌握「綠化
量」之基本功能，其評估對象不
限於任何基地。

綠化量指標希望空地一半以上執
行高品質之綠化，並且綠化從小
樹苗種起。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2018，
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
版第一冊，台北。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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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勵複層綠化
高低層次植栽的CO2固定效果可以重複累加計算。

(2)鼓勵立體綠化
屋頂、陽台、牆面的立體綠化對於氣候及生態環境有很
大助益。對於蔓藤類植物在牆面、涼亭、花架上的綠化
，以實際攀附面積作為計算。

87

(3)不鼓勵大量的草坪與人工園藝
過渡人工園藝化，相對的將使物種少樣化

(4)特殊優惠方式
採用老樹、本土植物、誘鳥誘蝶植物等生態
綠化的手法，對於總CO2可重複給予1.0～
1.3倍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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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確保容積率條件下，儘量縮小實際建蔽率以
爭取更多的綠地

2. 綠地面積儘量維持在15%以上

3. 除了最小必要的鋪面道路以外儘量保留為綠地

4. 建築配置避開既有老樹設計，施工時保護老樹
不受傷害

5. 大部分綠地種滿喬木或複層綠化，小部分綠地
種滿灌木，減少人工草坪或草花花圃

6. 即使在人工鋪面上，也應以植穴或花台方式儘
量種植喬木

7. 利用多年生蔓藤植物攀爬建築立面以爭取綠化
量

8. 儘量在屋頂、陽台、牆面加強立體綠化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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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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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地保水指標評估要項與使用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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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流量計算
• Qp=CIA

• C=R/P
• Qp：為尖峰流量畝‐吋/時 (are‐

inches/hour)

• C：逕流係數，因集水區水文、地文特
性而定

• I：降雨強度 (inches/hour)

• A：集水區面積 (acres)

• R：逕流量
• P：降雨量

95

「基地保水指標」就是建築基地 涵養水分
及貯集滲透雨水的能力。基地的保水性能愈
佳時，基地涵養雨水的能力愈好，有益於土
壤內微生物的活動，進而改善土壤之有機品
質並滋養植物，對生態環境有莫大助益，這
是人類居住環境中不可或缺的生態指標。

基地保水之規劃，必先瞭解當地土壤滲透情
形，才能進行有效的保水設計。基本上作為
「基地保水指標」規劃策略的第一步，乃是
在確保容積率條件下，儘量降低建蔽率，並
且不要全面開挖地下室，以爭取較大保水設
計之空間。
。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
，綠建築評估手冊-基本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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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地表逕流
• 藉由基地內的透水設計

與貯留設計等措施降低
公共排水設施負荷、減
少都市洪水發生率

• 降低都市溫度
• 調節微氣候、緩和氣候

高溫化現象

• 平衡土壤生態
• 促進大地之水循環能力、

改善生態環境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
，綠建築評估手冊-基本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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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保水設計」主要分為，「直接滲透設計」與「貯集滲透設計」兩大
部分。前 者是利用土壤孔隙的毛細滲透原理來達成土壤涵養水分的功能，
而後者為設法讓雨水暫 時留置於基地上，然後再以一定流速讓水滲透循環
於大地的方法。

基地保水之規劃，必先瞭解當地水文地質情形。當該地位於地下水位小於
1m之低濕基地時，保水功能已無意義，因此可免除本指標之評估（多孔地
質鑽探資料中有一孔地下水位小於1m時即可免評估）。

基本上，基地位於透水良好之粉土或砂質土層時，以「直接滲透設計」為
主；基地位於透水不良之黏土層時，則以「貯集滲透設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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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水設計技術之中，除了綠地與透水鋪面可被普遍採用之外，為了考量地
盤土質之安定，對於擋土牆、重要構造物及道路周圍有地盤流失之虞處，
必須保持安全距離（通常為距離其高差兩倍以外）才能進行滲透管溝或滲
透水池之設計，尤其在山坡地及地盤滑動危機之區域，也應嚴禁用滲透管
溝或滲透水池之設計。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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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至Q8之保水項目對於建築物、擋土牆、圍牆及道路周圍有地盤流失之
虞處，必須至少保持3m以上的安全距離，尤其在山坡地及地盤滑動危機
之區域應嚴禁採用之；此外，Q4至Q8特殊保水項目間之設置間距至少須
保持4m以上(陰井搭配設計除外)，保留各保水項目的保水範圍，使其滲透
能力不互相干擾，保持最佳保水效能，其建物結構安全距離與保水設施設
置間距。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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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直接滲透設計

B.貯集滲透設計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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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表層下的基層則由透水性十分良好的砂石級配構成。基層本身可依孔隙
率0.05與體積計算其保水量，但基層厚度以25cm為上限。
依地面的承載力要求，其表層材料及基層砂石級配的耐壓強度有所不同
，但是絕不能以不透水的混凝土作為基層結構以阻礙雨水之滲透。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綠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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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鋪面下方必要要是
可以接觸土壤層，否則
失去鋪設連鎖磚的意義。

錯誤的施工方式
105

有一種在通氣導管塑膠
框架上打上混凝土的高
承 載 結 構 型 透 水 鋪 面
（JW工法），其表層
綿密的通氣管連通充滿
粗骨材的基層空隙空間，
具有絕佳的透氣、透水、
保水與蓄洪功能。此種
透水工法依其承載需要
可調整其通氣管與混凝
土之厚度與強度，適用
於高交通量與高承載量
之鋪面，但必須依照其
特殊規範施工，確保其
保水品質。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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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貯集滲透空地：利用停車場、廣場之空間平時為一
般的活動空間，在下大雨時則可暫時貯存雨水。

為了公共安全，這些「貯集滲透空地」的蓄水量必
須在24小時內消退完畢，因此在土壤滲透係數k在
10-7m/s以上時，其蓄水深度在小學校必須在20cm
以內，在中學校必須在30cm以內，在一般情形則在
50cm以內，但其邊緣高差應分段漸變以策安全。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107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8，
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冊，台北。

108



2020/6/3

55

(4)滲透排水管設計
將基地內無法由自然入
滲之降水集中於管內後，
然後慢慢往土壤內入滲
至地表中。

(5)滲透陰井設計
可做為「滲透排水管」
之間聯接的節點，容納
排水過程中產生的污泥
雜物。

(6)滲透側溝設計
可與上面兩種併用，也
可單獨使用於較大面積
的排水區域邊緣，來容
納較大之水量。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綠

建築評估手冊-基本型，台北。
109

(6)滲透側溝設計
「滲透排水管」及「滲透陰井」通常設置於操場、庭院
、坡崁、檔土牆來收集土壤內積水，是地面下的排水系
統。「滲透側溝」則是收集屋頂排水或表面逕流水的地
表排水系統，其管涵斷面積也較滲透排水管為大。在管
涵材料的選擇上，必須以多孔隙的透水混凝土（即無細
骨材混凝土）、紅磚、水泥磚為材料，或是以多孔型的
預鑄管涵為設計，管涵四周包圍以礫石、不織布，以利
雨水入滲，同時也必須定期清洗以防青苔、泥沙阻塞孔
隙而失去功能。「滲透側溝」最好不要鄰接建築牆面、
擋土牆、圍牆而設(距離應大於70cm)，以免失去滲透之
功效。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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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
基 本 型 ， 台
北。

111

貯集滲透設計

(1)人工地盤花園貯集

利用土壤間隙暫時貯存
雨量，在土壤透水能力
不佳或人工地盤過多的
基地中使用。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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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集滲透設計-(2)地面貯集滲透設計
景觀貯集滲透水池：低水位部分底層以不透水層為之，
高水位部分四周則以自然滲透土壤設計做成。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113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部 建 築 研 究 所，
2018，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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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集滲透設計-(3)地下礫石貯集滲透
讓雨水暫時貯集於礫石間的孔隙之中，再以自然
滲透方式入滲至土壤的方法，以不織布防止表層
土壤沖蝕在礫石層中淤積。

參考資料：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
2019 ， 綠 建 築
評估手冊-基本
型，台北。

115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8，綠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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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基地位於透水良好之粉土或砂質土層時，以下設計對策可
提供參考：

1. 建築空地儘量保留綠地

2. 排水路儘量維持草溝設計

3. 將車道、步道、廣場全面透水化設計

4. 排水管溝透水化設計

5. 在空地設計貯集滲透廣場或空地

當基地位於透水不良之黏土層時，以下設計對策可提供參考：

1. 在屋頂或陽台大量設計良質壤土人工花圃

2. 在空地設計貯集滲透水池、地下礫石貯留來彌補透水不良

3. 將操場、球場、遊戲空地下之黏土更換為礫石層，或埋入
組合式蓄水框架，以便 貯集雨水並促進滲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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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綠建築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2018，綠建築數位教
材民眾版第一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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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三 EEWH綠建築指標（節能指標群）
1、日常節能指標說明-外殼評估
2、日常節能指標說明-空調評估
3、日常節能指標說明-照明節能評估
4、日常節能指標說明-固定耗能設備評估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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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節能指標是EEWH- BC的必要「門檻指標」，亦即

本指標不合格則無法取得 EEWH-BC之認證。唯本指標

以建築外殼、空調系統及照明系統等三項來進行節能評

估，任一建築物必須同時通過三項評估才算合格。本指

標對於建築外殼節能的要求，比現行「建築技術規則」

中的節能基準強化約20％；對於空調設備系統設計勵行

防止冰水主機超量設計的機制，平均可節約20％以上的

空調設備容量； 對於照明設計，強制要求採用高效率燈

具設 計，平均大約節約20％的照明用電，可說是一個十

分周全而有效的節能指標。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123

4. 固定耗能設備(住宿類)

參考資料：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
位教材民眾版第
一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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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1、日常節能指標說明-外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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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花大錢的綠建築手法--建築外殼與開
窗設計

許多人都認為建造綠建築一定是要購買昂
貴的設備與花大錢！其實，建築師只要在
建築物的開窗設計、遮陽設計、屋頂與外
牆隔熱設計、及通風設計上多用點心，綠
建築也就可以又便宜又酷（Cool）！

首先，在確保採光無虞的條件下儘可能降
低開窗面積，便可減少過多的太陽日射造
成建築物室內過熱，並且在開窗部位增設
適當的遮陽板以降低日曬，同時強化屋頂
與外牆材料的隔熱性能，再加上適當地保
留建築物自然通風的路徑，其實就可以達
到健康、舒適、節能的綠建築目的，並不
一定需要砸大錢買設備。

參考資料：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
位教材民眾版第
一冊，台北。

127

1面水平窗＝2.7面南面開窗

強化水平天窗窗的日射遮蔽要求：第
一項評估在於減少天窗太陽輻射，以
減緩熱衝擊、降低空調能源，亦即對
於室內空間如設有水平仰角≦80度的透
光天窗水平投影總面積大於1.0m2時
（仰角＞80度或面積1.0m2以下時免
檢討），依規定檢討其水平透光天窗
日射透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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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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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參考資料：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
位教材民眾版第
二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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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建築立面每增加1﹪之玻
璃開窗，約增加空調耗電量1﹪

• 住宅類建築的開窗率應維持在
30﹪以下，而其他大型建築的
開窗率應在40﹪以下

• 增加一米深的水平遮陽或陽台，
在台北可降低10﹪，在高雄約
可降低15﹪的空調耗電

133

參考資料：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
位教材民眾版第
二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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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位教材民
眾版第二冊，台北。

參考資料：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
位教材民眾版第
二冊，台北。

135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位教材民
眾版第二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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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署

台東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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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殼節能的規劃重點：

a1. 學校、辦公類建築物，應儘量設計成建築深
度14米以下的平面，以便在涼爽季節採 自然通
風，並停止空調以節能。

a2. 切忌採用全面玻璃造型設計，辦公類建築開
窗率最好在35%以下，其他建築在合理 採光條
件下，不宜採用太大開窗的設計。

a3. 儘量少採用屋頂水平天窗設計，若有水平天
窗其開窗率應抑制於10%以下，且必須 採用低
日射透過率的節能玻璃。

a4. 開窗部位儘量設置外遮陽或陽台以遮陽。 a5.
東西日曬方位避免設置大開窗面。

a6. 空調型建築多採用Low-E玻璃。

a7. 做好屋頂隔熱措施(U值在0.8W/(m2.K)以下)。

參考資料：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
位教材民眾版第
一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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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常節能指標說明-空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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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熱舒適與節能的空調系統

臺灣在夏季酷熱難耐，冷氣空調成為維持
熱舒適性的民生必需品，因此空調系統的
節能更顯重要。夏季需要空調時，力求空
調系統不超量設計，並且配合冷、熱季不
同的空調需求，拆分成不同噸數之空調主
機，以增加不同季節空調需求時搭配使用
之彈性，特別是在涼爽季節儘量提高採用
自然通風之機會，更是降低空調耗電斧底
抽薪的方式。對於空調設備系統設計勵行
防止空調主機超量設計，並且配合台數控
制等各項空調節能措施，即可節約可觀之
空調耗電量。

參考資料：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
位教材民眾版第
二冊，台北。

143

日常節能第二分項指標為空調系統節能之
評估，空調系統視為一種廣泛的熱環境調
節系統，因此本評估系統不只提供最新空
調機器的空調系統之節能評估，同時也將
傳統的自然通風、負壓風扇系統視之為空
調系統之一環而納入本空調系統節能評估
之中：

（一）中央空調系統；

（二）個別空調系統；

（三）負壓風扇系統。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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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空調節能手法
對於擁有炙熱夏季的臺灣而言，規劃不良
或超量設計的空調系統，很容易就成為夏
季耗電的大怪獸！因此，設計優良的空調
系統，方可確保民眾在生活中兼顧舒適與
節能的需求。在複雜的空調系統規劃中，
挑選高效率空調主機與高效率冷卻水塔便
是空調節能的第一步。
此外，若搭配能隨著室內溫度需求而調整
送水流量（或送冷媒量）的節能變頻馬達
、能調整風量的送風機，並且依據功能與
使用情況進行空調分區合理區劃，甚至以
個別空調搭配中央空調以因應少數空間的
特殊使用需求，以上種種方式均有助於讓
冷氣吹的又舒服又有效率。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2018，綠建築數位
教材民眾版第二冊，台北
。 145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位教材民
眾版第二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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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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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空調節能的規劃重點：

b1. 嚴格執行空調熱負荷計算，避免冷凍主機超量
設計，依空調重要度而定其備載容 量，且不宜採太
高的備載設計。

b2. 選用高效率冷凍主機或冷氣機，切勿貪圖廉價
雜牌貨或來路不明的拼裝主機，以免浪費大量能源
而得不償失。

b3. 採用主機台數控制、冰水出水溫重置、變頻主
機、VAV等節能設備系統

b4. 主機及送水馬達採用變頻控制等節能設備系統

b5. 風管式空調系統採用全熱交換器等節能設備系
統

149

B. 空調節能的規劃重點：

b6. 採用CO2濃度外氣控制、外氣冷房空調系統

b7. 大型醫院或旅館等需要大量熱水之建築物可
採用熱回收式或熱泵式冷凍機系統

b8. 辦公室、展示館、體育館等尖離峰明顯之建
築物可採用儲冰空調系統

b9. 大型高耗能中央空調建築物宜採用建築能源
管理系統BEMS及執行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
(TAB)及性能確認(Cx)

b10. 冷卻水塔依據冰水主機性能採用出水溫度
控制、濕球接近溫度控制、最佳濕球接近溫度重
置策略控制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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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常節能指標說明-照明節能評估
4、日常節能指標說明-固定耗能設備評估

152

3、日常節能指標說明-照明節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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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節能與照度需求的綠建築照明設計
在綠建築中，適當地運用自然採光，便能有效降低照明耗電量與提升室內照明品
質，一舉數得！此外，妥善地選擇節能照明燈具、完善地配置照明控制分區更是
節能的重要基礎。例如，以較節約用電的LED燈取代傳統燈泡、選擇附防眩光鏡
面隔柵且具高反射鏡面塗裝反射板之燈具、採用晝光感知或人員感知自動點滅控
制系統、不設計超出照度標準太高的照明配置…等手段，就是兼具建築室內照明
品質與節能減碳最簡單的方式。符合綠建築標章之建築物，在照明設計上強制要
求採用高效率燈具與妥善的照明配置設計，平均大約節約20％的照明用電，節
能效果不容小覷。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155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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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2018，綠建築
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二冊
，台北。

157

苗栗醫院-綠色廳舍改善計畫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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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那瑪夏民權國小 159

C. 照明節能的規劃重點：

c1. 所有居室應保有充足開窗面以便利用自然採
光。

c2. 儘量避免採用鎢絲燈泡、鹵素燈、水銀燈之
低效率燈具。

c3. 一般空間儘量採用高反射塗裝燈具之螢光燈。

c4. 高大空間儘量採用高效率投光型複金屬燈、
鈉氣燈來設計。

c5. 閱覽、製圖、縫紉、開刀房、雕刻室等精密
工作空間之天花照明不必太亮，儘量採 用檯燈、
投光燈來加強工作面照明。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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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照明節能的規劃重點：

c6. 不要採用超過合理照度需求的超量燈具設計。

c7. 配合室內工作模式做好分區開關控制，以隨
時關閉無人使用空間之照明。

c8. 合理設置自動調光控制、紅外線控制照明自
動點滅等照明設計。

c9. 於大型辦公室之窗邊設置晝光感知控制自動
照明點滅控制系統。

c10. 室內採用高明度的顏色，以提高照明效果。

161

162

4、日常節能指標說明-固定耗能設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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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熱水、廚房、衛浴與電梯設備節能，一起
動起來！

住宿單元之家電設備耗能約佔總耗電量五
成，尤其是熱水系統與設備、烹飪設備、
衛浴設備與電梯系統…等，均為固定型的
耗能設備，故其節能潛力不容小覷。例如：
採用節能型熱水器、熱泵熱水器或太陽能
熱水器，並且加上保溫效果佳的熱水管，
便能確保熱水供應不浪費能源；使用高效
率的爐具可大幅提昇烹飪設備能耗效率；
相較於浴缸，100%採用淋浴可有效節約用
水並直接降低熱水加熱能耗；運用能源回
收型的節能電梯，將能有效降低電梯耗電
量。上述各項日常天天要使用的固定耗能
設備，節省下來的能源才是可觀！

參考資料：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
位教材民眾版第
二冊，台北。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住宿類，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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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熱水系統忌諱採電熱加熱系統，儘量使
用效率高的瓦斯熱水器，更鼓勵使用熱泵
熱水或太陽能熱水系統。

2. 廚房烹飪設備忌諱採電熱爐，儘量使用
有節能標章的瓦斯爐。

3. 浴室內少用耗電的按摩浴缸，儘量使用
一般浴缸或淋浴設備。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
，綠建築評估手冊-住宿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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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耗能設備 耗能型 標準型 節能型 審查資料

熱水設備得分Eq1
無蓄熱之瞬 間
電熱器

電熱水爐或瓦斯 熱
水爐一級、二 級能
效各1.5分、 1.0分

熱泵熱水器或足量的太陽
能熱水器3.0分（太陽能
熱水面積每戶3.6m2為滿
分，依比例給分，但電熱
爐與瓦斯熱水爐不能重複
給分）

瓦斯配管圖、一、二能 效
熱水爐配備型錄、熱 泵熱
水器系統圖與型錄 或太陽
能熱水器系統圖 與型錄

端末蓄熱瞬熱或 熱
水管保溫得分 Eq2 無保溫0分

管 路 保 溫 材 U
值(厚約6mm)＜
4.7W/m2K，1.0分

「端末蓄熱瞬熱一體」保 溫
型(註1)得2.0分

「端末蓄熱瞬熱一體」 附
型錄與性能證明，熱 水管
保溫附圖說

烹飪設備得分Eq3 電熱爐0分 瓦斯爐0.5分 IH爐1.5分

瓦斯爐應附瓦斯配管
圖，IH爐應附220V配線
圖，且廚房無其他瓦斯
設備

沐浴設備得分Eq4 按摩浴缸0分 淋浴加浴缸
0.5分 淋浴1.0分 沐浴設備圖

節能電梯Eq5 一般電梯0分 能源回收型電梯2.0分 電梯型錄
註1:所謂「端末蓄熱瞬熱一體」就是瞬熱與蓄熱保溫桶置於熱水使用端附近而使熱水管路熱損減至

少者，其特徵是有分散於至少有兩個熱水使用端以上的蓄熱瞬熱設備者。
註2:上述設備若非100%採用，則以使用百分比計分。
註3:保溫材U值之計算依營建署「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計算。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2019，綠建築評估手
冊-住宿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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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EWH綠建築指標（減廢指標群）
1、二氧化碳減量指標
2、廢棄物減量指標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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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氧化碳減量指標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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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建築是高污染建築

RC建築導致盜採砂石破壞橋樑

拆除後的廢棄物很難處理

173

建築物軀體構造的建材，在
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能源而
換算出來的CO2排放量

藉由節約建材來間接縮減地
球CO2排放量之政策

台灣是世界上RC(鋼筋混凝土)
建築密度 高的區域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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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材省料就是環保-形狀方正、輕量化的綠建築
建築材料一磚一瓦，其在原物料開採、運送、加工製造
、組裝施工等過程中，均在消耗能源與地球資源，更會
衍生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然而，建築物在地球上被建造出來，無法避免受到地心
引力的影響，因此，平面形狀方整、樓層高度均勻、外
觀完整不扭曲、無過量出挑或退縮的建築物，才無須增
加建築材料補強弱點，才能節約材料使用。
此外，採用鋼構造、木構造、室內輕隔間與整體衛浴的
輕量化建築物，能夠有效避免建築受風力與地震力的破
壞，進而節省結構所需之建築材料。另外，減少不必要
的建築物造型、外觀裝飾與室內裝修之材料使用，更是
綠建築提倡之環保風格。

175

建築物CO2減量 有效的對
策在於節約建材使用量，其

大 影響因素在於「結構合
理化」、「建築輕量化」、
「耐久化」與「再生建材使
用」等四 大範疇。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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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結構合理化」的規劃重點：
a1. 建築平面設計儘量規則、格局方正對稱
a2. 建築平面內部除了大廳挑空之外，儘量減少其他樓層
挑空設計
a3. 建築立面設計力求均勻單純、沒有激烈退縮出挑變化
a4. 建築樓層高均勻，中間沒有不同高度變化之樓層
a5. 建築物底層不要大量挑高、大量挑空
a6. 建築物不要太扁長、不要太瘦高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179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2018，綠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二
冊，台北。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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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181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2018，綠
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
第二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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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築輕量化」的規劃重點：
b1. 鼓勵採用輕量鋼骨結構或木結構
b2. 採用輕量乾式隔間
b3. 採用輕量化金屬帷幕外牆
b4. 採用預鑄整體衛浴系統
b5. 採用高性能混凝土設計以減少混
凝土使用量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183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184



2020/6/3

11

「耐久化」與「再生建材使用」是低碳建築的基礎

建築物二氧化碳減量 有效的策略在於節約建材使用量、
使用再生建材以及讓建築物延年益壽！採用廢玻璃、廢輪
胎、廢磚瓦、廢木材、廢爐渣所製成的再生建材，可以有
效達到再生建材強調降低建築材料在原物料開採、運輸所
衍生的碳排放量，並且同時減少廢棄物的環保問題。

另一方面，在建築規劃上採用明管設計讓設備管線與主結
構體脫離，有降低將來設備管線更換或修繕時對於建築結
構的損害；使用耐震斜撐與隔震裝置以強化建築結構耐震、
制震性能，則能夠讓建築物有機會在遭遇強震時保持安全、
不受破壞。一棟能被耐久使用的建築物，並且同時大量使
用再生建材的綠建築，就是能夠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環保好建築。

185

C.「耐久化」的規劃重點：

c1.結構體設計耐震力提高20~50％

c2. 柱樑鋼筋之混凝土保護層增加1~2cm厚度

c3. 樓板鋼筋之混凝土保護層增加1~2cm厚度

c4. 屋頂層所有設備以懸空結構支撐，與屋頂防
水層分離設計

c5. 空調設備管路明管設計

c6. 給排水衛生管路明管設計

c7. 電氣通信線路開放式設計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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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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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位教材民
眾版第二冊，台北。

189

D. 「再生建材使用」的規劃重點：

d1. 採用爐石粉替代率約30％的
高爐水泥作為混凝土材料

d2. 採用再生面磚作為建築室內外
建築表面材

d3. 採用再生骨材作為混凝土骨料

b4. 採用回收室內外家具與設備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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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建築物再利用是降低CO2
減量 有效的對策！自來水
博物館與北投溫泉博物館就
是 好的案例。

191

綠建築可以降低地球資源的啃蝕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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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2、廢棄物減量指標

營建業是高污染的產業

建築施工及日後拆除過程中產生大量工程不平衡土方、棄土、廢棄建材、

逸散揚塵，台灣的RC建築物每平方米樓版面積排放：『施工階段』約產

生1.8kg粉塵及 0.314m3的固體廢棄物、0.242m3之剩餘土方；『在拆

除階段』約產生1.23m3的固體廢棄物。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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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廢棄物減量指標」針對工程

平衡土方、施工廢棄物、拆除

廢棄物之固體廢棄物以及施工

空氣污染等四大營建污染源，

進行全面性控管，其中尤其鼓

勵「營建自動化」對於廢棄物

減量的效果。

195

「廢棄物減量指標」的規劃策略：
1. 儘量減少地下室開挖以減少土方
2. 多餘土方大部分均用於現場地形改造或用於其他基地工程之土方
平衡
3. 採用木構造以減少水泥用量
4. 採用輕量鋼骨結構以減少水泥用量
5. 若為RC構造，可採用爐石粉替代率約30％的高爐水泥作為混凝
土材料
6. 若為RC構造，可採用再生面磚作為建築室內外建築表面材
7. 若為RC構造，可採用再生級配骨材作為混凝土骨料
8. 戶外道路、鋪面、設施儘量採用再生建材
9. 若為RC構造，可採用金屬系統模版以減少木模版使用
10.若為RC構造，可採用預鑄外牆以減少木模版使用
11.若為RC構造，可採用預鑄柱樑以減少木模版使用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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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減量指標」的規劃策略：
12. 多採用預鑄浴廁以減少現場廢棄物
13. 多採用乾式隔間以減少現場廢棄物
14. 建築工地設有施工車輛與土石機具專用洗滌措施
15. 工地對於車輛污泥、土石機具之清洗污水與地下工程廢水排水
設有污泥沈澱、 過濾、去污泥、排水之措施
16. 車行路面全面舖設鋼板或打混凝土以防營建污染
17. 土石運輸車離工地前覆蓋不透氣防塵塑膠布以防營建污染
18. 結構體施工後加裝防塵罩網以防營建污染
19. 施工工地四周築有1.8m以上防塵圍籬以防營建污染

197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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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
第二冊，台北。

199

鋪設鋼板 

防塵圍籬 

防塵罩網 

防塵被覆 

粉土清掃 

灑水噴覆 

清洗措施 

鋪設鋼板 

防塵圍籬 

防塵罩網 

防塵被覆 

粉土清掃 

灑水噴覆 

清洗措施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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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倡導惜物觀念的舊建築再利用與再生建材綠建築

建築物的拆除固體廢棄物產生量，與該建築物構造方式及建材回收
情形有密切關係。因此，使用將來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構造及建築材
料，或是優先選用再生建材，便是降低營建廢棄物的好方法！例如
採用鋼構造、鋼模版、金屬管等將來幾乎能100%回收的建材，抑
或是在鋪面、磁磚與混凝土等方面積極採用再生建材、高爐水泥，
就是綠建築推廣的惜物環保理念。此外，設法讓既有建築物延長使
用壽命，並且極儘所能地進行老屋與舊建築物再利用，不但能有效
降低建築物拆除重建所產生的廢棄物，更可以讓建築興建時所消耗
的資源、材料、能源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 大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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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8，
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二冊，台北。 203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2018，綠建築數位教
材民眾版第二冊，台北。

204



2020/6/3

21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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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綠建築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209

210

五 EEWH綠建築指標（健康指標群）
1、室內環境指標要項評估
2、水資源指標要項評估
3、污水垃圾改善指標要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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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內環境指標要項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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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類一生中有90%之時間均處於室 內環境下，而
現代室內環境卻充滿有對人體 有害物質與化學污染物，
令人處於致癌物 質、突變誘導物質、畸形發生物質或
有損神 經與肝肺機能的有毒物質侵襲中，深受白血 球
症、腦腫瘤、癌症之威脅，因此室內環境 品質格外引
起社會大眾之關切。

「室內環境 指標」同時評估室內環境設計對人體健康
與 地球環境的負荷，主要以音環境、光環境、通風換
氣與室內建材裝修等四部份為主要評 估對象。

213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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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環境方面，鼓勵採用較佳隔音 性能之門窗及牆壁構
造，以保障居住之安寧；在光環境方面，鼓勵一般居室空
間均能 自然開窗採光；在通風換氣方面，鼓勵室內引入
足夠之新鮮空氣，尤其要求對流通風設計，以稀釋室內污
染物濃度而保障居家之健康；在室內建材裝修方面，鼓勵
儘量減少室內裝修量，並儘量採用具有綠建材標章之健康
建材，以減低有害空氣污染物之逸散，同時也要求低污染、
低逸散性、可循環利用之建材 設計。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
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建築評估手冊-基
本型，台北。

215

音環境之評估主要以隔絕噪音為主，其評估在於選擇
隔音性能良好的牆板及開口部構材。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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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
二冊，台北。

217

M Taiwan CTC Building：
大廳因挑高採用沖孔吸音板
控制餘響時間，避免產生回
音。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二冊，台北。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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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前鎮區紅毛港國小二
期校舍新建工程：外牆、分
界牆、樓板厚度超過15公分
以上，玻璃厚度達5公釐以
上且氣密性2等級，具有良
好的隔音與防震動性能。

219

中空樓版有助於杜絕上下樓層之噪音干擾。

220



2020/6/3

29

設計良好的採光深度與照明燈具配置
為塑造良好的室內光環境，綠建築非常重視自然採光與人工照明兩
部分。在自然採光部分首重玻璃的透光性，因此鼓勵採用明亮的清
玻璃或low-E玻璃，並且儘量將室內深度控制在2.5倍樓層高度（
單面採光）或5倍樓層高度（雙面採光）的範圍內，以確保建築物
室內各空間均能達到自然採光之目標。
此外，在人工照明環境部分，綠建築則是需優先確保在維護照度品
質的條件下的燈具眩光防制，亦即採用具有格柵、燈罩或其他眩光
防護的燈具以達目的。
一棟良好的綠建築設計，必須同時結合自然採光、足量不過量的照
度、無眩光疑慮、分區燈具控制、以及用個別桌燈補充光源等方式
，才稱的上是一個精明的採光與照明計畫。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三冊，台北。

221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2018，綠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三
冊，台北。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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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三冊，台北。 223

華南銀行總部大
樓充足的自然採
光設計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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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風及有新鮮外氣引入的空調系統，能確保室內不窒息

開窗必須能利用自然通風達到有效的換氣效果，才能為建築物
引進新鮮氧氣並帶走室內污濁空氣，因此，綠建築特別強調通
風路徑及室內深度的考量。

單側開窗的建築物的室內深度必須維持在2.5倍樓層高度以下，
而雙側開窗的建築則亦需將室內深度保持在5倍樓層高度以下，
方可確保室內能有足夠的自然通風品質。

此外，其他如配合機械輔助或熱浮力動力之通風方式，也有助
於形成良好的通風路徑。至於主要以空調維持室內舒適溫度的
建築物（例如：辦公室、圖書館、體育館等），則必須配合專
用的新鮮外氣供應系統或其他外氣引入方式，方可以確保室內
環境之健康與衛生品質。

225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2018，綠建築數位
教材民眾版第三冊，台北
。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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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2018，
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
版第三冊，台北。

A.自然通風型
鼓勵室內引入足夠之新鮮空氣，尤其要
求對流通風設計，以稀釋室內污染物濃
度而保障居家之健康

下列三種條件之空間為「可
自然通風空間」來作為自然
通風之評估條件：
（1）單側或相鄰側通風路
徑開窗之空間深度，在二點
五倍室內淨高以內者、
（2）相對側或多側通風路
徑開窗之空間，至少有一向
度深度在五倍室內淨高以內
者，
（3）以通風塔、通風道系
統、送風管或其他通風器輔
助達成自然通風效果者

227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9 ， 綠 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台北。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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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2018，
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
版第三冊，台北。

B.空調換氣型
採用密閉空調的大型
建築空間大 多非採中
央空調不可，它們必
須設有專用的新鮮外
氣管路才能維持健康
環境，因此適合採 用
空調換氣評估法來計
分。

229

簡約的室內裝修與綠建材，永保地球與使用者安康

為達到同時照顧使用者與地球環境之目標，綠建築一方面
強調減少建築物室內裝修量以節約地球資源，另一方面則
鼓勵使用有「綠建材標章」之建材，藉以降低甲醛及揮發
性有機物質等空氣污染源，並維護居住者之健康。所謂
「綠建材」即是對人體與地球環境較友善之建築材料，例
如：以自然材料為主而製成的「生態綠建材」；低逸散與
揮發性有機物質的「健康綠建材」；使用再生材料製作的
「再生綠建材」；以及能克服傳統建材缺陷、高度發揮性
能特性（例如：隔音、隔熱、透水、結構強度等）的「高
性能綠建材」。若能夠儘量降低室內裝修的建材使用，並
且在必要的裝修材料上儘量選用「綠建材」，便可以達到
兼具地球環保與使用者健康之理想。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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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三冊，台北。

231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三冊，台北。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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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位教材民
眾版第三冊，台北。

233

「室內環境指標」的規劃策略：

1. 採用厚度15cm以上RC外牆以隔絕戶外噪音

2. 採用氣密性二級以上玻璃窗，並搭配8mm以上玻璃或膠合玻璃以
保有良好隔音性能

3. 儘量採用清玻璃或淺色low-E玻璃，不要採用高反射玻璃或重顏
色之色版玻璃以保 有良好採光

4. 建築深度儘量維持在14公尺以內，外形儘量維持一字形、L形、
ㄇ形、口形的配 置，以保有通風採光潛力

5. 絕大部分居室空間進深不要太深，以保有良好通風採光功能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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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環境指標」的規劃策略：

6. 中央空調系統與分離式系統均
應設置新鮮外氣系統以保有良好
空氣品質

7. 大部分燈具均設有防止炫光之
燈罩或格柵設計（燈管不裸露）

8. 室內裝修以簡單樸素為主，儘
量不要大量裝潢，不要立體裝潢

9.室內裝修建材儘量採用具備國內
外 環 保 標 章 、 綠 色 標 章 之 建 材
（即低逸散、低污 染、可循環利
用、廢棄物再利用之建材）

10. 室內裝修建材儘量採用無匱乏
危機之天然生態建材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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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2、水資源指標要項評估

善用省水龍頭與省水便器，就是缺水王國的救星

臺灣因人口稠密，故雖年平均降雨量高達2500公釐以上，但每人平
均所能分配的雨量僅為世界平均值的六分之一，是聯合國組織認定
的缺水國家之一。在處於新水源開發不易的情況下，節約用水儼然
成為臺灣缺水對策 重要的方法，因此，綠建築特別提倡採用省水
龍頭、自動感應、自閉式或腳採式水栓、省水馬桶、自動感應沖水
小便器及以淋浴代替浴缸…等節省水資源之策略。亦即，大小便器
與公共使用之水栓必須全面採用具省水標章、或同等用水量規格之
省水器材，或者是將一段式馬桶改成具省水標章的兩段式馬桶，甚
至是採用自動感應沖水或無水小便斗…等措施，均有助於提升自來
水使用效率，並有助於讓臺灣舒緩水資源不足的問題。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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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廠房新建工程：腳踏

式沖水省水小便器設備。

241

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三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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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淋浴代替泡澡、以雨水利用代替自來水

近年來，在極端氣候的影響下全球漸漸出現旱澇分布不均的狀態，
不勻稱的降雨更使得臺灣用水顯得捉襟見肘。為了達到整體水資源
開源節流的目標，以淋浴代替泡澡與以雨水、中水利用代替自來水
等方式，是綠建築特別強調的重點項目。

例如：住宿類與飯店旅館類建築之浴室儘量以淋浴替代浴缸，便可
以大幅降低盥洗所需要的用水量；儘量不要設置會大量耗水的人工
草坪或草花花圃，倘若設置也儘量輔以自動偵濕澆灌等節水澆灌系
統來彌補；對於設置親水設施、游泳池、噴水池、SPA或三溫暖等
耗水公用設施之建築物，抑或是總樓地板面積2萬m2以上或基地規
模2公頃以上的開發案，綠建築亦會要求其必須設置雨水貯集利用或
中水利用設施，以達到水資源管理之目標。

243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
第三冊，台北。

李長榮集團養水種電教
育展示中心：屋頂採用
折板設計以解決室內通
風換氣問題，並兼具集
水功能，將屋頂版雨水
進行回收再利用。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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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8，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
第三冊，台北。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民小
學：雨水回收裝置，節約
日常自來水用量。

245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2018，綠
建築數位教材民眾版
第三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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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指標」的規劃策略：
1. 大小便器與公共使用之水栓必須全面採用具省水標章或同等用水
量規格之省水器材
2. 將一段式馬桶改成具省水標章的兩段式馬桶
3. 省水閥、節流器、起泡器等省水水栓之節水效率較有限，改用自
動感應、自閉式或 腳採式水栓，有更好的節水效率
4. 採用具備減少冷卻水飛散、蒸發、排放功能之節水型冷卻水塔
5. 冷卻水塔除垢方式由化學處理方式改為物理處理方式

247

「水資源指標」的規劃策略：
6. 飯店旅館類建築之浴室儘量以淋浴替代浴缸
7. 鼓勵設置空調冷凝水回收系統
8. 儘量不要設置大耗水的人工草坪或草花花圃，假如裝設的話，
儘量以自動偵濕澆灌 等節水澆灌系統來彌補
9. 設陸上親水設施、游泳池、噴水池、戲水池、SPA或三溫暖等
耗水公用設施時，必 須設置雨水貯集利用或中水利用設施
10. 開發總樓地板面積兩萬m2以上或基地規模2公頃以上者，必須
設置雨水貯集利用或 中水利用設施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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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3、污水垃圾改善指標要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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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污水分流設計與截留器設置

為了徹底實現污水管理，綠建築設計對於生活雜排水之配管施工，
特別強調貫徹雨水污水分流的設計。例如許多辦公大樓中的餐飲咖
啡廳、學校的學生餐廳、機關的員工餐廳等空間內的專用廚房，與
旅館、醫院、療養院等建築物內的專用洗衣間，以及俱樂部、運動
設施等建築物內的更衣浴室等產生大量雜排水的空間，均應徹底將
雜排水配管導入污水處理系統之中。

此外，為了防止排水管線阻塞、確保建築物使用性能與壽命，在綠
建築亦特別要求於寄宿舍、療養院、旅館、醫院、洗衣店等建築物
的專用洗衣空間之排水系統中須加裝毛髮截留器，另於設有專用廚
房之建築物的廚房污水系統中加裝油脂截留器並定期清理，同時將
排水管確實接管至污水處理設施或污水下水道。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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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2018，綠建築數位教
材民眾版第三冊，台北。

256



2020/6/3

47

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冷藏垃圾降低污染、落葉堆肥

為了落實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有效利用，並且確保建築環境公共衛
生與觀瞻，綠建築特別將垃圾管理納入評估與推廣項目。除了當地
政府設有垃圾不落地等清運系統，無須設置專用垃圾集中場及密閉
式垃圾箱者外，綠建築鼓勵設置專用垃圾集中場並且予以綠化、美
化或景觀化設計處理，同時配合空間充足且運出動線合理之規劃設
計，更重要的是必須確保垃圾集中場有定期清洗及衛生消毒維護。
此外，綠建築亦鼓勵廚餘收集處理再利用系統、落葉堆肥處理再利
用系統、設置冷藏、冷凍或壓縮等垃圾前置處理設施、設置具體執
行資源垃圾分類回收系統…等，促使建築物在使用階段能夠對地球
環境之負擔儘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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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綠建築數
位 教 材 民 眾 版 第
三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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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三
冊，台北。

259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
民小學：資源集中回
收場綠美化設計。

國立臺東大學師範學院及
理工學院大樓：校園內具
體落實垃圾分類。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三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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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 垃圾改善指標」的規劃策略：

1. 要求所有浴室、廚房及洗衣空間之生活雜排水均接管至污水下水
道或污水處理設施。
2. 要求所有專用洗衣空間，必須設置截留器並接管至污水下水道或
污水處理設施。
3. 要求所有餐廳之專用廚房，必須設有油脂截留器並將排水管確實
接管至污水處理設 施或污水下水道。
4. 要求所有專用浴室必須將雜排水管確實接管至污水處理設並施或
污水下水道
5. 建築物應設有充足垃圾儲存處理運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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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 垃圾改善指標」的規劃策略：

6. 對於專用垃圾集中場應有綠美化或景觀化的處理
7. 鼓勵設置廚餘收集再利用系統
8. 鼓勵設置資源垃圾分類回收系統
9. 對專用垃圾集中場鼓勵設置設置冷藏、冷凍或壓縮前置處理設施
10. 對專用垃圾集中場要求設置防止動物咬食的密閉式垃圾箱，並
定期執行清洗及衛 生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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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綠建築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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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幸福 飲水與衛生

可負擔且潔淨
的能源 永續城市社區

生物與土地氣候變遷

聯合國於2015

年 制 訂 了 17

項「永續發展

目標」供各國、

各界參考。

永續發展
綠色建築
生態社區
智慧城鄉
永續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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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內政部建
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建築數位教材民眾
版第一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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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綠建築

參考資料：內政部建築
研 究 所 ， 2018 ， 綠 建
築數位教材民眾版第一
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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