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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智慧綠建築 
現況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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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雲端產業 

網路化社會 

世界越來越近 世界越來越熱 

節能減碳 

綠能產業 

世界越來越老 

高齡少子 

智慧生活產業 智慧 綠 

重要趨勢關鍵議題 
網路化社會、能源效能提昇、人口結構轉變 



使用者 智慧綠建築/介面 
實體空間 

物聯網/虛擬空間 

智慧綠建築之深層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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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的環保思維 

 
削減建築物生命週期CO2排放量 

 
削減建築物的燃料消耗率 

留意建材使用 
再生建材、天然材料、木質
類建材、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運送方式 

建築物被動式設計 
日射利用、隔熱、通風、氣密
性、景觀設計、土地選擇 

消減運出的能源 
雨水利用/滲透、家庭種

菜、堆肥 

再生能源的活用 
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
汽電共生、生物質、地熱 

提昇設備效率 
利用低耗能設備、高效率設
備機、省水器材、廢熱回收 

        建築物的長壽化 
高強度/耐久性、保養、整修、
建築物覆歷、優良住宅認證、
無障礙設計、通用設計 

減少建築物對環境影響 提昇建築資能使用效率 

生活方式巧思 
著衣量(cot值)的調整、
住較小的房子，集合住

宅、監控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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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的精神與定義 

圖片來源: CDC-innov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延長建築物使用壽命與降低建築物之維護管理費用 

提升建築物之使用品質與確保建築物使用機能 

創造安全安心的人性化與永續化生活空間環境 

主動感知的能力 
最佳化解決途徑(系統綜效) 
友善的人機介面 

資料來源：CCU-IBS Lab.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模擬實驗室 溫琇玲教授 

• 藉由導入資通訊系統及設備之手法，使空間具
備主動感知之智慧化功能，以達到安全健康、
便利舒適、節能永續目的之建築物 



智慧綠建築概念 

綠建築 
• 促進建築節能、節水效益 
• 減少廢棄物對環境之衝擊 
• 創造環保、健康、人性的空間 

智慧綠建築 
• 結合高科技之建築設備 
• 提昇建築節能永續 
• 建構人性健康之居住空間 
• 提供舒適便利之生活 

智慧建築 
• 運用ICT感知技術 
• 使建築空間具備主動反應使用者需求 
• 建構安全、舒適、便利、節能之建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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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智慧台灣 
     
智慧綠建築                        智慧生態城市                             永續智慧臺灣 

智慧住家→ 智慧綠建築→ 

智慧綠社區→ 智慧生態城市→ 永續智慧臺灣 

1.未來生活環境情境模擬 
2.室內舒適環境控制  
3.安全環境營造  
4.資訊取得與傳遞 
5.家務代勞功能  
6.家戶智慧控制平台 
7.資訊家電發展   

1.資訊通信系統 
2.安全防災系統  
3.健康舒適系統  
4.設備節能系統 
5.綜合佈線系統  
6.系統整合 
7.設施管理 

1.安全門禁系統  
2.住戶及訪客辨識系統  
3.掛號信函收取系統  
4.垃圾自動分類收集系統 
5.社區公共空間監視系統  

1.都市資訊網路基盤建設 
2.都市機能管理中心建置  
3.智慧型交通系統導入  
4.智慧型防犯罪系統導入 
5.電子化政府行政電子化  
6.都市智慧控制平台建置  

G I - Taiwan 
U - Taiwan 
M - Taiwan  
E - Taiwan  

G + 



1 智慧綠建築推動重要政策
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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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建築推動重要政策與歷程 

1999 

綠建築評估指標系統、
綠建築標章制度 

2003 

智慧建築評估指標系統、
智慧建築標章制度 

2005 

綠建材評估指標系統、
綠建材標章制度 

1999 2001 2007 2011 2015 2019 

2001~2007 
2008~2011 綠建築推動方案 

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 
2010~2015 

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 

2016~2019 
永續智慧城市- 
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 

   

    

綠
建
築 

綠
建
材 

智
慧
建
築 

發展出5種不同建築類型的評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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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 EEWH評估系統 

生物多樣

性 
綠化量 基地保水 日常節能 

二氧化碳

減量 

廢棄物減

量 
室內環境 水資源 

污水垃圾

改善 

候選 137 3701 3428 4689 1231 1014 1633 4694 2916

標章 103 1864 1642 2416 667 568 875 2416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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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9年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公佈實施以來，已變成
國家級之綠建築認證規範。 
 

 建立具環亞熱帶氣候特色之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 
EEWH），為全世界第4個綠建築評估系統，以「生態
、節能、減廢、健康」為主軸，因而號稱為EEWH系
統。 
 

 其中包括生物多樣性、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
、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室內環境、水資源、
污水垃圾改善等九大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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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WH綠建築標章家族架構 
EEWH家族評估體系適用範圍涵蓋各類建築與新舊建築市場，將影響九成以上建築市場 



公有建築物須申請綠建築標章 
依據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臺幣5仟萬元
以上者須申請綠建築標章。 
 
修正規定 
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臺幣5仟萬元以上者，自101年1月1日起
，建築工程於申報一樓樓版勘驗時，應同時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綠建築證書，於
工程驗收合格並取得合格級以上綠建築標章後，始得發給結算驗收證明書。 

原規定 
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臺幣5仟萬元以上者，取得候選綠建築證
書後，始得辦理開工，並於取得綠建築標章後，始得辦理結算驗收。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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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5000萬之公有新建建築物 
103年1月1日起 
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未達新臺幣5仟萬元者，應通過日常節能與水資源2
項指標，並採由建築師自主檢查方式辦理，通過後始得發給結算驗收證明書。另應將
本規定納入勞務、工程採購合約，工程主辦機關並應於契約明訂必要時得委請各地建
築師公會、內政部指定之綠建築標章評定專業機構或其他方式，於填發結算驗收證明
書前完成確認。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本項規定辦理： 
1.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98條第3款規定免檢討建築物節約能源者。 
2. 建築物僅具有頂蓋、樑柱，而無外牆或外牆開口面積合計大於總立面面積三分之二者。 
3. 建築法第7條規定之雜項工作物。 
4.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下者。 
5. 屬國家機密之建築物。 
6. 其他經內政部認定無須辦理評估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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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 
取得建造執照後 

取得使用執照後 

      

 

 

 

 

 

      

 

 

 

 

 

 

 

    

 
  

    
  

 

    

 
  

    

 
 

 

 
 

費用計算 

 

# 綠建築評估手冊，得依建築執造申請日適用之版本或依當
時版本辦理，惟建築執照有記載法規適用日，應從其規定辦

理 

• 資料公開閱覽或複製之授權書  
• 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合法房屋使用證明或特種建築物許可文件  
• 建築物之概要（含各樓層平面圖及各向剖立面圖或社區概要）  
• 各項評定指標評估說明  
• 就建築物改善類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等事項，應檢附該
審核許可文件  

申請書表 
• 綠建築評估資料總表  
• 綠建築分級評估計分表  
• 聯絡人資料表  
• 申請人、設計人切結書。申請人為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之管理委
員會、管理負責人者，並應檢附住戶委託管理之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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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推動重要政策與歷程 
1992年 

進行台灣地區智慧型建築之調查研究 1993年 
制定『智慧型建築指標與基準
』 

2002年 

一. 完成『智慧建築標章』作業要點暨評估系
統之建立研究 

二. 進行『智慧建築標章』之設置與推廣 2003年 

一. 制定2003年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二. 正式接受『智慧建築標章』申請 

2005年 

行政院產業策略會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政策 2008年 

內建部建築研究所著手規劃設計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2009年 

一. 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主題「智慧台灣」 
二.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正式落成 2010年 

       行政院核定「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 2011年 

公告2011年版智慧建築標章解說與評估手冊 2012年 

一.受理「智慧建築標章評定機構」申請 
二.評估認證分級 

2013年 

公有新建建築物2億以上取得智慧建築認證 2016年 

公告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解說與評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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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建築物強制申請智慧建築標章 
依據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於102年7月1日起，下表所列之新建公有建築物總工程造價
達新臺幣二億元以上者，於申報一樓樓版勘驗時，應同時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智慧建築
證書；於工程驗收合格並取得合格級以上智慧建築標章後，始得發給結算驗收證明書。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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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評估方式 
1. 評估項目僅分為基本與鼓勵兩種。 
2. 基本規定為智慧建築之門檻，各項目均不計分，符合所有基本規定之要求者為合格級。 
3. 鼓勵項目總分為200分，各指標權重配分原則如下。                  

指標鼓勵項目權重配分原則表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內容 
智慧建築標章：共分為八項指標，藉由導入資通訊系統及設備手法，使
空間具備主動感知之智慧化功能，以達到安全健康、便利舒適、節能永
續目的之建築物。 



智慧建築基本規定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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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不計分)為智慧建築標章之基本門檻 

智慧建築鼓勵項目 

銅級 

銀級 

智慧建築等級鼓勵項目採加計總分方式，依總得分判定等級。 

20 

室內空
氣品質 

視訊會
議系統 

防止 
淹水 

防盜 
安全 

網路備
援系統 

有害氣
體防制 



智慧建築標章 

     

 

 

 

 

 

     

 

 

 

 

 

 

 

    

    
  

 

費用計算 

取得建造執照後 

取得使用執照後 

• 智慧建築評定申請表及建築物資料總表  

• 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或合法房屋使用證明或特種建築物許可文件  

• 申請人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 資料公開閱覽或複製之授權書  

• 建築物概要（含面積計算表、基地位置圖、建築物各層平面、各向立面、剖面圖、透視圖、智慧化建
築設備圖說及計算書...等規定必要文件）  

• 申請各項指標評估基準自主檢討說明  

• 相關切結書  

• 其他相關之補充資料  

申請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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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資料範本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已提供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資料範本供各界參考，歡迎至

（ http://www.abri.gov.tw/tw/news/show/808）下載相關文件。 

台灣建築中心網站►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網站 



2 智慧綠建築推動之績效
與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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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推動之績效與實績 

既有建築物智慧化改善輔導工作 歷年智慧建築標章認可通過案件分級評估統計表 

•93年起至107年8月底，共計認可通過328件；公有建築部分，總計認可通過219件，其中
標章46件、候選173件;民間建築部分，總計認可通過109件，其中標章45件、候選64件。 

•100年起開始推動分級評估，至107年8月底，總共合格級164件、 銅級41件、 銀級40件、 
黃金級9件、 鑽石級24件。 

申請項目 

•預估每年可節電約0.9958億度，省水約357.69萬噸，若按每度(噸)水需耗1度電計算(含都市供水、揚水
及淨水處理)，則兩者合計減少之CO2排放量約為221.40萬噸，每年節省之水電費約達新臺幣3.166億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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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推動之績效與實績 
•89年起至107年6月底，總計認可通過標章2509件;候選4686件，共計認可通過7195件
，不論標章或是候選證書案件都持續增加 。 

•96年起開始推動分級評估，至107年6月底，總共合格級3039件、 銅級795件、 銀級1130件、 黃金
級493件、 鑽石級288件。 

歷年通過案件綠建築等級分析 

•預估每年可節電約17.45億度，省水約8,276萬噸，若按每度(噸)水需耗1度電計算(含都市供水、揚水
及淨水處理)，合計減少之CO2排放量約為98.35萬噸，每年節省之水電費約達新臺幣69.3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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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材推動之績效與實績 

歷年綠建材標章通過案件數統計圖 

前五大申請產品類別為 
1.牆壁類  (4,027) 
2.塗料類  (3,935) 
3.地板類  (1,423) 
4.透水磚  (963) 
5.陶瓷面磚  (596)、高壓混凝土空心磚  (522) 

•94年起至106年6月底，共計標章1,775件；其中，健康類
1,342件、再生類156件、高性能類271件，生態類6件；
申請產品總計12,868件。 

•依據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之產業情報網評估臺灣每
年建材市場規模約在新臺幣1,325億至2,000億之間，若
以其中10%之使用於強制使用綠建材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且室內裝修使用面積應達45%，則每年臺灣綠建材之產
值應在新臺幣59.62億至90億之間。 

歷年綠建材標章申請產品類別統計圖 26 



3 政府政策下智慧綠建築之
機會與挑戰 

5+2產業推動 Ⅱ 新南向政策 

Ⅲ 危險老舊房屋加速重建條例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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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產業推動 
全球產業鏈變化

的衝擊 
衝擊一、新工業革命開啟 
衝擊二、數位新經濟崛起 重新定位在全球產業鏈的角色 

掌握新經濟發展契機 

來 

在 

由中央主導，轉為中央
與地方合作，促進跨領
域創新與跨區合 

從生產與貿易結構，轉
向技術、人才、資金、
市場的結合 

以創新帶動既有產業
升級與進化 

連 
結 

未 

全 

球 

連 結 

地 

連 
結 

三 大 連 結 

創新為動能， 
發展三大產業，五大創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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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產業推動 亞洲●矽谷 

•發展物聯網產業及強化創新創業生態系兩大主軸。 

•以智慧物流、未來汽車、健康照護、智慧機器人及智慧城市為主，根據應用領域需求發展各種智慧化整合系統及
服務。 軟硬整合建構物聯網價值鏈 成立智慧應用的研發中心與試驗場域 

29 



沙崙 
綠能科學城 

促進環境永續 

5+2產業推動 

05 

06 

03 

04 

01 

02 

秉持和諧共生的概念擘劃社區藍圖 

孕育生物多樣性發展的生態環境 

運用綠能科技成果，建立低碳省能社區 

應用智慧科技，創造便捷的生活空間 

完善安家配套措施 

推動循環經濟概念，資能循環利用 

與大自然共生，永續發展的理念，建構社區，發展生
活系統 

維護在地原生動植物生態所需環境及微氣候，豐富當
地生物的多樣性 

應用綠能科技，建置智慧電網及低碳運輸系統，裝設
能源設施，採用綠能標章產品 

完善住宅及辦公空間的基礎設施及智慧服務系統，建
立國際級智慧城市，吸引國內外綠能科技人才進駐。 

建構具高品質生活機能的周邊環境，提高對外交通的
便利性，設立國際學校安家配套措施 

無論生活型態、建設開發或生產，均儘量以循環經濟
概念進行規劃 

建構智慧生態城市 

綠能科技 

創造綠色經濟 強化能源安全 
30 



新南向政策 

 

 

 

 

 

 

 

 

 

 

 

 

 

 

 
 

 

 

 
 

 

前進十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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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 

01 

02 03 

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 
•推動與印尼、印度、泰、馬、越、菲之產業
合作，設置臺灣投資窗口，協助台商佈局。 

•協助電商新南向之拓展，每年帶動200家臺
灣品牌上架至少3,000巷產品。 

•強化輸入銀行融資功能 
•強化海外信保基金保證功能 

•爭取ETC、都會捷運顧問諮詢服
務、環保建案、電廠及石化整場
輸出建案 

基礎建設工程合作與 
系統整合輸出 金融支援 

經貿合作議題 

•成立資通訊、工程、安控及綠能等
四個產業聯盟，加強系統整合輸出 

32 



新南向政策 

33 

推動東南亞台商EEWH綠色工廠標章制度 
• 建置綠色工廠標制度，引導產業轉型與國際接軌，創造綠色工廠高附加價值。 

• 落實綠色工廠標章理念，促進產業升級與綠色競爭力。 

標章制度建立 
受理工廠申請 
開發清潔生產標準 

創造綠色工廠價值 

第 四階段 

標章制度宣導 
工廠輔導、訓練 
申請、審核 
獎勵表揚 

綠色創新與價值鏈 
國際採購驅動力 
帶動週邊產業發展 

國際接軌/認同 
國內宣導/推廣 

行銷綠色工廠 

建立標章制度 

推廣標章制度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加速+獎勵】重建 

提供小面積危險建築物
重建管道 

打造樂齡住宅 

危險老舊建物經100%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免經都市更新
審查程序，申請獎勵後即可重建。 

讓無法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的小基
地也可以進行重建，解決危險及老
舊建物的問題。 

關懷高齡化社會，老屋重建可改善
生活品質，符合高齡者居住需求。 34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VALUE 

02 
VALUE 

01 
VALUE 

03 

放寬建蔽率及高度管制 容積獎勵 減免稅賦 
•最高可達建築基地1.3倍之基準容積或1.15
倍原建築容積 

•三年內提出申請，再給予基準容積10%獎勵 
•若合併鄰接建築基地或土地重建時，鄰接基
地或土地之容積獎勵計算限定1,000m2內 

•由地方主管機關另訂標準酌予放寬 
•建蔽率之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
且不得超過原建蔽率。 

•本條例施行後5年內申請重建者，享有下列
減免： 

•重建期間，免徵地價稅 
•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2年 
•重建後未移轉所有權者，房屋稅減半徵收期
間得延長，以10年為限。(合計最長12年) 
 

三大獎勵 

容積
獎勵 

基本 
條件 

結構
安全 

居住
品質 

 
 
•原容積高於基準容積 
•符合危老條件 
•建築基地退縮 

•耐震設計標章 
•新建住宅性能評估
之結構安全性能 

•綠建築 
•智慧建築 
•無障礙設計 
•協助開闢周邊公設 

規定優先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35 



住宅性能評估 

耐震設計標章 

候選智慧建築 

候選綠建築 

獎勵容積：10 ％ 

新建結構安全性能者： 
獎勵容積2-6％ 
新建無障礙環境性能者： 
獎勵容積3-4％ 

獎勵容積：2-10％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之發佈實施與中心執行相關業務機會： 

1 

2 

3 

4 

獎勵容積：2-10％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36 



~3% 3%~6% 6%~9% 

結
構 
無
障
礙 

0% ~0.5% 0.5%~1% 

第三級分 第二級分 第一級分 

第三級分 第一級分 
選擇申請住宅性能評估時，
不再增加額外成本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黃金級 鑽石級 

2.5%~2.7% 
2.7%~3.2% 

3.2%~4.7% 
4.7%~7.5% 

7.5%~ 

台電公司研究報告 
10,000m2辦公類建築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黃金級 鑽石級 

0% 1%~2% 2%~4% 4%~7% 7%~10% 

台灣建築中心彙整 

•個案統計約為工程建造費用（實際發包費用）之1.2～2％ 
•美國special  inspection為 0.8~2％ （資料來源：台科大陳正誠教授95年『推動公有建築特別監督之研究』） 

第二級分 

( 結構施工特別監督費用約25-27萬-人/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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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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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39 

總結 

制定明確規範及基準 

優先由公有建築物推動 

分級評估漸進提高標準 

強制性或獎勵性政策工具之運用 

提供產業鏈相關利害人實質誘因 

鏈結相關產業發展及推廣 

加強政策行銷工作主動積極推廣 
05 

設置跨部會跨領域
之整合性之「智慧
綠建築」推動機關 

既有建築
智慧綠建
築改造政
策之推動 

引進民間企業資源
創造節能減碳綠色
循環商機 智慧綠建築推動政策之經驗總整 

後續政策推動建議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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