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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則條文--中華民國101年5月11日修正，101年7月1日施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百九十八條 本章規定之適

用範圍如下： 

一、建築基地綠化：指促進

植栽綠化品質之設計，

其適用範圍為新建新建新建新建建築

物。但個別興建農舍及

基地面積三百平方公尺

以下者，不在此限。 

 

 

 

二、建築基地保水：指促進

建築基地涵養、貯留、

滲透雨水功能之設計，

其適用範圍為新建建築

物。但本編第十三章山

坡地建築、地下水位小

於一公尺之建築基地、

個別興建農舍及基地面

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

，不在此限。 

第二百九十八條 本章規定之適

用範圍如下： 

一、建築基地綠化：指促進

植栽綠化品質之設計，

其適用範圍為本編第五

章第四節規定之學校、

第十二章高層建築物、

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及

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

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之新建建築物。 

二、建築基地保水：指促進

建築基地涵養、貯留、

滲透雨水功能之設計，

其適用範圍為本編第五

章第四節規定之學校、

第十二章高層建築物及

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

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之新建建築物。 

 

一、綠化可多產生氧氣、吸收二氧
化碳、淨化空氣，進而達到
緩和都市氣候溫暖化現象、
促進生物多樣化、美化環境

的目的，效益甚佳，且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多已定
有基地綠化之相關單行法規
，並將全部建築物類型納入

適用，爰修正基地綠化指標
之適用範圍以擴大其成效。
另考量個別興建農舍非屬建
築基地，及基地面積三百平

方公尺以下者，使用階段之
維護管理不易，增訂得免檢
討建築基地綠化指標規定。 

二、為提升基地涵養水分及貯集滲

透雨水的能力，改善生態環

境、調節微氣候、緩和都市

氣候高溫化現象，除屬本編

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因考慮

坡地安全及地下水位小於一

公尺之低濕基地者，保水功

能已無意義，個別興建農舍

非屬建築基地，及基地面積

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其使

用階段之維護管理不易，得

不適用建築基地保水規定外

，其餘基地應予檢討本指標

，以擴大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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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築物僅增建昇降設備申請建造執照時須否檢討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築基準相關規定」乙案，請查照。

(100.11.07營署建管字第1000067051號)

說 明：

三、……。又如屬增建行為，依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尚非為其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築
基準之建築基地綠化、建築基地保水及建
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之適用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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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98年12月10日「研商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17章綠建築基準相關執行疑義會議」紀錄
(內政部營建署98.12.22營署建管字第0982925009號函)

案由一 決 議：

（一）……。惟建築法第7 條所稱雜項工作物雜項工作物雜項工作物雜項工作物單獨申請建
築，如僅為雜項執照之審查許可，且無涉於建蔽率、容積
率之檢討時，依上開綠建築基準專章之立法意旨，非屬該非屬該非屬該非屬該
章適用範圍章適用範圍章適用範圍章適用範圍。是有關建築法第7條所指圍牆圍牆圍牆圍牆符合上開規定
者，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章之規定。

案由二 決 議：

按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昇降設備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昇降設備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昇降設備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昇降設備，為建築法第7條所
稱之雜項工作物雜項工作物雜項工作物雜項工作物之一；如單獨申請建築僅為雜項執照之審
查許可，且無涉建蔽率、容積率之檢討時，依上開案由一
決議（一）所釋，非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
章綠建築基準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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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則條文--中華民國101年5月11日修正，101年7月1日施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百九十九條 本章用詞定義

如下： 

二、最小綠化面積：為基地

面積扣除執行綠化有困

難之面積後與基地內應

保留法定空地比率之乘

積。 

前項第二款執行綠化有

困難之面積，包括消防車輛

救災活動空間、戶外預鑄式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戶外戶外戶外戶外

教育運動設施教育運動設施教育運動設施教育運動設施、工業區之戶

外消防水池與戶外裝卸貨空

間、住宅區及商業區依規定

應留設之騎樓、迴廊、私設

通路、基地內通路、現有巷

道或既成道路。 

第二百九十九條 本章用詞定義

如下： 

二、最小綠化面積：為基地

面積扣除執行綠化有困

難之面積後與基地內應

保留法定空地比率之乘

積。 

 

前項第二款執行綠化有

困難之面積，包括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

之戶外教育運動設施之戶外教育運動設施之戶外教育運動設施之戶外教育運動設施、工業

區之戶外消防水池與戶外裝

卸貨空間、住宅區及商業區

依規定應留設之騎樓、迴廊

、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路。 

考量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於災

害發生時需提供救災車輛進入或

停駐；戶外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

設施需考量污水排放之高程，致其

上方覆土不足；基地內之現有巷道

與既成道路已供鄰地通行使用時

，不易進行綠化，爰修正第二項，

增訂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戶外

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現有

巷道及既成道路為執行綠化有困

難之面積，以利執行；另非屬學校

用地之戶外教育運動設施亦無法

執行綠化，並修正「學校用地之戶

外教育運動設施」文字為「戶外教

育運動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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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則條文--中華民國101年5月11日修正，101年7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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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則條文--中華民國101年5月11日修正，101年7月1日施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百零六條 建築基地之保水

設計檢討以一宗基地為原則；

如單一宗基地內之局部新建執

照者，得以整宗基地綜合檢討

或依基地內合理合理合理合理分割範圍單獨

檢討。 

第三百零六條 建築基地之保水

設計檢討以一宗基地為原則；

如單一宗基地內之局部新建執

照者，得以整宗基地綜合檢討

或依基地內道路分割範圍單獨

檢討。 

比照第三百零三條建築基地綠化

檢討修正為得以整宗基地綜合檢

討或依基地內合理分割範圍單獨

檢討建築基地之保水設計，並依建

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α：生態綠化優待係數，亦即針對有

計畫之本土植物、誘鳥誘蝶植物

等生態綠化之優惠（查本部建築

研究所出版之「應用於綠建築設應用於綠建築設應用於綠建築設應用於綠建築設

計之臺灣原生植物圖鑑計之臺灣原生植物圖鑑計之臺灣原生植物圖鑑計之臺灣原生植物圖鑑」或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無

特殊生態綠化者設αααα =0.8=0.8=0.8=0.8。

100%、80%、60%之綠地面積以上

有生態綠化者優待係數分別為

1.3、1.2、1.1。此優待必須由設

計者提出之整體植栽生態計畫說

明書以供認定。 

α：生態綠化優待係數，亦即針對有

計畫之本土植物、誘鳥誘蝶植物

等生態綠化之優惠（查表 3）。

最無特殊生態綠化者設α＝

1.0。80%綠地面積以上有生態綠

化者優待係數為 1.2，60%綠地

面積以上有生態綠化者優待係

數為 1.1。此優待必須由設計者

提出之整體植栽生態計畫說明

書以供認定。 

 

●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中華民國101年6月27日修正，自101年7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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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中華民國101年6月27日修正，自101年7月1日生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A0：基地總面積（m2）。以申請建照基

地一宗土地範圍為準。若為單一宗

基地內之局部新建執照，可以整宗

基地綜合檢討或依基地內合理分

割範圍單獨檢討。所謂合理分割，

即以建築物周圍道路、設施之邊界

或與他棟建築物之中線區分為準。 

A0：基地面積[㎡]。以申請建照基

地一宗土地範圍為準。若為單

一宗基地內之局部新建執照，

可以整宗基地綜合檢討或劃定

合理建築基地範圍內單獨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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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中華民國101年6月27日修正，自101年7月1日生效

綠建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網站提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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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中華民國101年6月27日修正，自101年7月1日生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Ap（m2）：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指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戶外預鑄

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戶外教育

運動設施、工業區之戶外消防水池

與戶外裝卸貨空間、住宅區及商業

區依規定應留設之騎樓、迴廊、私

設通路、基地內通路、現有巷道或

既成道路等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

積。如田徑場、球場等，以場地線以場地線以場地線以場地線

內面積計之內面積計之內面積計之內面積計之。若無上述適用之基

地，則設 Ap 為 0。 

Ap（㎡）：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指

學校之球場、田徑場、游泳池等

戶外教育運動設施、工業區之戶

外消防水池、戶外裝卸貨空間、

以及住宅區、商業區內依法應留

設之騎樓、迴廊、私設通路或基

地內通路等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

積。如田徑場、球場等，以場地

線內面積計之。若無上述適用之

基地，則設 Ap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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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中華民國101年6月27日修正，自101年7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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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中華民國101年6月27日修正，自101年7月1日生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照原) 8.1 種植面積規定 

為了確保植物樹冠充分成長的空間，喬木必須保有適當的種植

距離。本評估規定大喬木應維持在表 2 所示之最小種植間距與

面積。喬木間距大於或等於此間距者，以表中所列樹冠投影面

積 Ai基準值計算其 CO2固定量；喬木間距小於此間距者，以實

際間距之平方面積計算其 CO2固定量。在評估時，可在每棵樹

中心劃上正方形之最小種植面積格子，來檢驗每棵喬木最小種

植面積範圍內是否重疊、或有建築物障礙，種植面積計算時應

扣除其重疊面積與建築障礙面積。當有眾多喬木成區混種時，

亦可以外圍樹心往外繪製栽種間距連成一區，當區內面積大於

該區喬木應有種植總面積時，即可承認其確保充分成長空間，

不必一一核算其重疊面積。 

 



15

●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中華民國101年6月27日修正，自101年7月1日生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8.4 大小喬木的認定 

臺灣常見的闊葉大喬木闊葉大喬木闊葉大喬木闊葉大喬木，有榕樹、刺桐、樟樹、楓香、

梧桐、菩提、臺灣欒樹、火焰木等。此類喬木類植物的

特色是較為樹形高大，樹葉量多，其 CO2 的固定效果亦

屬最佳，常用於遮蔭、觀景與行道樹。所謂闊葉小喬木闊葉小喬木闊葉小喬木闊葉小喬木

就像阿勃勒、無患子、含笑、海檬果、黃槿、羊蹄甲、

枇杷等；針葉木針葉木針葉木針葉木就如小葉南洋杉、龍柏、圓柏、琉球松

等；疏葉型喬木疏葉型喬木疏葉型喬木疏葉型喬木就如小葉欖仁、木棉、相思樹、垂柳等。

此類樹種之葉面積量較闊葉大喬木少，其 CO2 固定效果

亦較小。大小喬木的認定，依表 3 所示，另可查詢本部

建築研究所出版之「應用於綠建築設計之臺灣原生植物應用於綠建築設計之臺灣原生植物應用於綠建築設計之臺灣原生植物應用於綠建築設計之臺灣原生植物

圖鑑圖鑑圖鑑圖鑑」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野生植物資料庫野生植物資料庫野生植物資料庫野生植物資料庫。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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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栽植類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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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刪除) 10101010....常用綠化方式常用綠化方式常用綠化方式常用綠化方式    

基地內常見之綠化手法，包括複層植栽、、人工地盤綠化、垂

直綠化、陽台露台綠化等得參考表4列舉之案例及說明。 

表 4-a 常見綠化方式（複層植栽及人工地盤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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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01規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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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1010701

22

覆土深度 
植栽種類 屋頂、陽

台、露台 
其他 

固定量 Gi 栽種面積 Ai 
計算值
Gi×Ai 

生態
複層 

大小喬木、灌木、花草密植混
種區(喬木間距 3.5m 以下) 

1200 m2  ㎡ 

闊葉大喬木 

1.0m 以上 

900 ___株×___m2 ㎡ 

小喬木(闊葉小喬木、針葉喬
木、疏葉型喬木) 

600 ___株×___m2 ㎡ 喬木 

棕櫚類 

0.7m 以上 

1.0m 以上 

400 ___株×___m2 ㎡ 

灌木(每㎡至少栽植 2 株以上） 300    m
2 
 ㎡ 

多年生蔓藤 
0..4m 以上 0.5m 以上 

100 m
2 
 ㎡ 

草花花圃、自然野草地、水生
植物、草坪 

0.1m 以上 0.3m 以上 20 
  

m
2 
 

㎡ 

900900900900    ____________株株株株××××___m___m___m___m2222    ㎡㎡㎡㎡    老樹保留老樹保留老樹保留老樹保留((((米高徑米高徑米高徑米高徑 30cm30cm30cm30cm 以上或樹以上或樹以上或樹以上或樹
齡齡齡齡 20202020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1.0m1.0m1.0m1.0m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600600600600    ____________株株株株××××___m___m___m___m2222    ㎡㎡㎡㎡    

 

基地保留老(大)樹時，建議使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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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101年6月27日修正，自101年7月1日生效

原公式：Q2=A2.f.t+0.1h.A2

原公式：Q3=0.05.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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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101年6月27日修正，自101年7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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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則條文--中華民國101年11月7日修正，102年1月1日施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百零八條之ㄧ 受建築

節約能源管制建築物之屋

頂平均熱傳透率應低於零零零零

點點點點 八八八八 瓦 ／ （ 平 方 公 尺 ．

度），…… 
 

第三百零八條之ㄧ 受建築

節約能源管制建築物之屋

頂 平 均 熱 傳 透 率 應 低 於

一．○瓦／（平方公尺．

度），…… 
 

為提昇建築物節約能源管

制之效益，爰將屋頂平均

熱傳透率基準值由一點零

瓦／（平方公尺．度），

修正為零點八瓦／（平方

公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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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則條文--中華民國101年11月7日修正，102年1月1日施行

修正條文 
現行

條文 
說明 

第三百零八條之二 受建築節約能源管制建築物之

外牆平均熱傳透率、立面開窗部位（含玻璃與窗

框）之窗平均熱傳透率及窗平均遮陽係數應低於

下表所示之基準值。但符合本編第三百零九條、

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一條或第三百十二條規定

者，不在此限。 

 

 

 

 

 

 

 

 

 

 

 

 

 

 

 

建築物位於海拔高度八百公尺以上者，其窗

平均遮陽係數不受前項限制。 

住宿類建築物每一居室之可開啟窗面積應大

於開窗面積之百分之十五。但符合本編第三百十

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強化建築物節能減

碳，提昇節約能源管制

之效益，參考相近緯度

國家有關建築物外殼部

位之隔熱要求，增訂建

築物外牆及開窗部位之

隔熱與遮陽最低標準。

至海拔高度在八百公尺

以上設置之建築物，因

考量需大量日照，是排

除窗平均遮陽係數之限

制。 

三、另已符合本編第三百零

九條至三百一十二條規

定基準之一者，其節能

效益與本條相當，得擇

一進行檢討，爰排除本

條之管制。 

四 、 為 明 定 受 建 築 節 約

能 源 管 制 建 築 物

之 外 牆 平 均 熱 傳

透 率 、立 面 開 窗 部

位 （ 含 玻 璃 與 窗

框 ）之 窗 平 均 熱 傳

透 率 及 窗 平 均 遮

陽 係 數 之 基 準 ， 爰

新 增 附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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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則條文--中華民國101年11月7日修正，102年1月1日施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百零九條 辦公廳類、百

貨商場類、旅館餐飲類及醫

院類建築物，為維持室內熱

環境之舒適性，其外殼耗能

量應低於下表之基準值。但

符合本編第三百零八條之

二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十條  住宿類建築物

外殼不透光之外牆部分之平均

熱傳透率應低於三點五瓦∕（

平方公尺．度），且其建築物

外殼等價開窗率之計算值應低

於下表之基準值。但符合本編

第三百零八條之二規定者，不

在此限： 

第三百零九條 辦公廳類、百

貨商場類、旅館餐飲類及醫

院類建築物，為維持室內熱

環境之舒適性，其外殼耗能

量應低於下表之基準值： 

 

 

第三百零九條  住宿類建築

物外殼不透光之外牆部分之平

均熱傳透率應低於三點五瓦∕

（平方公尺．度），且其建築

物外殼等價開窗率之計算值應

低於下表之基準值。 

配合本編第三百零八條之 

二之增訂，因符合該條之 

建築物節能效益與本條相 

當，得擇一進行檢討，爰 

修正排除本條之管制。 

 

28

參 考 資 料 一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大樹保護技術手冊
公視 我們的島--樹教我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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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植栽帶優於植栽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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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0.2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2.2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42小時蒸發量小時蒸發量小時蒸發量小時蒸發量

36

空
氣
溫
度
的
降
低

℃

植被覆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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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根系吸收水分時需要大量的氧根系吸收水分時需要大量的氧根系吸收水分時需要大量的氧根系吸收水分時需要大量的氧，，，，而而而而1公尺以下的土壤幾乎沒有氧氣公尺以下的土壤幾乎沒有氧氣公尺以下的土壤幾乎沒有氧氣公尺以下的土壤幾乎沒有氧氣

圖片來源：洪家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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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圖片來源：劉東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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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林務局「樹木醫學中心之危木檢查及檢測服務」摺頁

42

●舖面可能成為細菌喜歡停留的棲地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 (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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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 (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44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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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46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被壓密的土壤造成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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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48樹穴積水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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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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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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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 (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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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太硬造成盤根土壤太硬造成盤根土壤太硬造成盤根土壤太硬造成盤根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

5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 (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55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公視我們的島 (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劉東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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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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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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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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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樹木安全修剪手冊樹木安全修剪手冊樹木安全修剪手冊樹木安全修剪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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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樹木安全修剪手冊樹木安全修剪手冊樹木安全修剪手冊樹木安全修剪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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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



67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大樹保護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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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樹木安全修剪手冊樹木安全修剪手冊樹木安全修剪手冊樹木安全修剪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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