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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變遷與建築領域之挑戰

NCKU ecological wetland

\

圖0-1 近百年來地球溫度上升與人類能源使用量
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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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宅安養、在地老化，不但可降低照
護支出，同時可提升高齡者生活尊嚴
及樂趣，但必須有適合高齡者的居住
環境為基礎。

高齡少子化的社會

100年12月底國內65歲以上老年人口，

達到2,528,249人，占總人口比例10.89

％，經建會推估115年將達到20.6％。

2050年 扶養比

1/1.1

2030年 扶養比1/3

2010年 扶養比1/71990年 扶養比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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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以來台灣暖化速度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

2100

台灣二氧化碳人均年排放量全球第16位

每人平均年排放量超過11公噸，約全球
平均值的3倍。

進口能源依存度達99.3% (建築產業佔全
國耗能28.3%)

追求安全、永續、節能、健
康、舒適、人性關懷之生活
環境，已成為各國建築領域
必須面對之課題。

2007

節能減碳 智慧台灣
建 構 無 障 礙 環 境

環境變遷與建築領域之挑戰課題

2008

資料來源： 天下雜誌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科技結合人性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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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綠建築推動執行概況

以建築物為載體，導入綠建築設計與智慧型高科技技
術、材料及產品之應用，使建築物更安全、健康、便
利、舒適、節能減碳又環保 。

安全安全

便利便利 舒適舒適

節能節能 永續永續

健康健康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安全、健康、便利、
舒適、節能、永續

安全健康、便利舒適、
節能減碳又環保

智慧綠建築

安全安全

便利便利 舒適舒適

節能節能 永續永續

健康健康安全安全

便利便利 舒適舒適

節能節能 永續永續

健康健康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安全、健康、便利、
舒適、節能、永續

安全健康、便利舒適、
節能減碳又環保

智慧綠建築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促進建築節能減碳 帶動科技產業發展

配合既有標章與獎勵規定，綠建築與智慧建築並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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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對象：

-設計完成建築物取得「候選綠

建築證書」。

-已完工建築物取得「綠建築標

章」，標章有效期限為3年。

綠建築標章制度

指標名稱  

 1.生物多樣性指標 

 2.綠化量指標 

生態 

 3.基地保水指標 

節能  4.日常節能指標（必要）

 5. CO2減量指標 減廢 

 6.廢棄物減量指標 

 7.室內環境指標 

 8.水資源指標（必要） 

健康 

 9.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綠建築評估系統指標

合格級合格級: 12*~26: 12*~26 銅級銅級: 26~34: 26~34 銀級銀級: 34~42: 34~42 黃金級黃金級: 42~53: 42~53 鑽石級鑽石級: 53: 53以上以上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8

至102年3月底累計評定通過綠建築及候選
綠建築共計3,757案。
民間業界參與逐年增加，比例從開始的6％
至101年已達到23％﹙111案﹚。

綠建築標章推動成效

• 總樓地板面積合計4,285萬m2 。
• 每年約可節水4,854萬噸。
• 每年約可節電10.85億度，固定CO2當量7.29億公斤。

1885個大安森林公園。
• 合計每年約可節省水電費約新台幣30.8億元。
• 尚有生態、保水、綠化、減廢、資源節約等環保效

益。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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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1年5月1日起正式實施

自102年1月1日起正式實施

擴大綠建築家族評估類別

EEWH家族評估體系

適用範圍涵蓋社區及

各類新舊建築，將涵

蓋九成以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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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建築更新診斷計畫

累計至2012年底，完成中央廳舍綠建築更新改善計185案，政

府投入經費累計約7億元。

既有建築物約佔全國建築物總量約97％，雖改善成本偏高，惟

其經濟效益應同時考量節能節水所達成之溫室氣體減量、水資

源節約、及減廢環保效益，以帶動風氣產生等比擴散效應，達

到推廣舊有建築物綠色改造之目的。

綠廳舍改善工程－成大建築系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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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建材與室內健康環境產業綠建材與室內健康環境產業

人的一生約有90％時間於室內空間活動，室內品質對人體健康影響甚鉅。
 台灣位處亞熱帶氣候地區，高溫高濕造成「室內空氣品質不良」問題更加

嚴重。

 101年11月23日公布實施「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室內環境從設計、建材

使用到空氣品質檢測皆將納入規範，將可引導形成室內健康環境產業鏈。

中
央
山
脈

中
央
山
脈 北迴歸線北迴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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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建築技術規則」於7月提升綠建材使用比率至45%，戶
外10％。

‧至102年2月底，累積評定通過803件標章，涵蓋6,122種產
品。

健康生態 再生高性能

綠建材標章推動成效

綠建材標章數量統計百分比

生態, 0.41%

再生, 8.13%

高性能,

14.63%

健康, 76.83%

健康 高性能

再生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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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居住空間
『應用技術』

智慧居住空間
『載體』

智慧居住空間
『使用者』

溫馨．人性溫馨．人性活力．創造活力．創造

人人

ICTICT建築建築

健康健康

舒適舒適

安全安全

便利便利

智慧建築發展概念智慧建築發展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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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的服務功能及應用

Ethernet

Power Line

Power Line

iL100

電燈 電風扇空氣
清淨機

X10 2-way 
Transceive
r

RS232

心電圖機

電燈

血糖計

RS232 to 
BT 
Bridge

BlueTooth

攝影機

iL100

煙霧
感測器

三合一
感測器

瓦斯
感測器

瓦斯
遮斷器

灑水裝置 警報器

Twisted Pair

RS232

internet

家庭保全服務

健康照護服務

家庭自動化服務

影音娛樂服務

遠端管理
Server

Twisted Pair數位電錶

節約能源服務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居家照護 環境感知監控保全 自動讀表 物業管理能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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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與服務帶給使用者的使用經驗成為關鍵所在
‧ 行動裝置已進入智慧家庭
‧ 當物件具備人機介面、清楚的服務邏輯與機能、以

及連線控制功能後才能成為真正的智慧建材

行動裝置後ＰＣ時代與未來建材結合的智
慧綠建築

衣櫃電子穿衣鏡與穿衣建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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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
(利用感測器及
通訊網路與目
標物連接)

智慧城市監控
觀光、人口移動、
大型傳染病、突發
事件等自動偵測通報

智慧城市監控
觀光、人口移動、
大型傳染病、突發
事件等自動偵測通報

自然災害監控
颱風、土石流、
水災、火災、地
震等狀況自動偵

測通報

自然災害監控
颱風、土石流、
水災、火災、地
震等狀況自動偵

測通報

急病、事故、
災難地點

位置、身體狀
況、環境狀況等

自動通報

急病、事故、
災難地點

位置、身體狀
況、環境狀況等

自動通報

經濟活動與運
作監控

物流、供應鏈狀
況、作業狀況等
監控與自動通報

經濟活動與運
作監控

物流、供應鏈狀
況、作業狀況等
監控與自動通報

智慧電網

再生能源利用、
電力調度、停電
即時回饋、自動
抄表等應用

智慧電網

再生能源利用、
電力調度、停電
即時回饋、自動
抄表等應用

遠距交通監控
山洞、高速公

路、港口、海關
通行狀況監控

遠距交通監控
山洞、高速公

路、港口、海關
通行狀況監控

居家鄉里監控
偷竊、搶奪、不良事件
、異常等自動通報

居家鄉里監控
偷竊、搶奪、不良事件
、異常等自動通報

資料來源：拓墣產業研究所整理, 2010/01

‧物聯網透過RFID、感測器、辨識技術...等，將智慧家庭應用終端的規模更加地擴
大，從自家與社區環境至交通監控、城市監控、自然災害、智慧電網等均可透過物
聯網相互串聯，進行資訊採集、自動化控制或整合性管理等應用。

物聯網的興起將結合生活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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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系統

 為善用國內ICT產業優勢，本所於93年開始發展智慧建築。

 智慧建築定義：藉由導入資通訊系統及設備之手法，使空間具備主動感知與
控制之功能，以達到安全健康、便利舒適、節能永續目的之建築物。

能源監視系統、能源管理系統、設備
效率、節能技術...8.節能管理指標

空間輔助系統、資訊服務系統、生活
服務系統...7.貼心便利指標

空間環境、視環境、溫熱環境、空氣
環境、水環境...6.健康舒適指標

建物防災、人身安全...5.安全防災指標

功能指標

使用管理、建築設備維護管理...4.設施管理指標

系統整合程度、整合方式、管理方
式、整合平台...3.系統整合指標

廣域網路之接取、數位式(含IP)電話
交換、公眾行動通信涵蓋(含共構) ...2.資訊通信指標

佈線系統之規劃設計、可支援之服
務、導入時機與流程管制...1.綜合佈線指標

基礎指標

評估要項指標名稱大指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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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認證：至102年3月底累計評定

通過智慧建築及候選智慧建築共計

51案。

推動綠色便利商店分級認證
1.為加強業者節能改善及培養正確用電習慣，以省減

能耗，樹立企業節能典範，累計完成認證之綠色便

利商店達9,010家，佔全國便利商店90％以上）。

2.總計每年約可節省1億6,700萬度電，約10萬噸之減

碳量，每年至少節省4億3,900萬元以上之電費。

經濟部嘉義創新研發中心

Crystal House 

台科大研揚大樓

士林電機仰德大樓

泰安連雲接雲樓

智慧建築標章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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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老人房餐廳與廚房兒童房 主臥室離床導引

系統建置：69家廠商，158項產品
開放日期：98年3月5日
參訪人次：31,682人（至101年10月31日）

預約導覽服務
網址：www.living3.org.tw
電話：02-29300575

以安全安心、節能永續、健康照護、便利舒適為目標規劃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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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2F2F辦公空間辦公空間

2F2F庶民生活專區庶民生活專區

智慧住宅單元展示區

智慧住宅智慧住宅
單元展示區單元展示區

以考慮不同使用者如高齡者、一般家庭，價格合理且技
術成熟穩定之設備及系統規劃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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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水馬桶

智慧生活輔助面板

防滑地板

L型安全扶手

二氧化碳偵測器

全熱交換器

血壓機

血糖機

體重體脂機

計步器

一氧化碳、瓦斯複合式感應器

瓦斯遮斷閥

智慧型門口機

智慧型門禁感應門鎖

磁簧感應器

警報器

智慧型監視器

防乾燒安全爐

紅外線人體感知器

高效率照明設備

高效率空調

智慧住宅單元展示區系統設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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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綠建築產業範疇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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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營建
健康管理

遠端照護

能源管理

物業管理

影音娛樂

居家保全

電子電機

傳遞需求

呼應需求

主軸產業
建築設計、施工營造、綠建材以及能源管理、安全監控、節能家電、自動控制、
空調節能、室內環境品質、節水設備系統、照明節能等設備系統
其他關連產業
安全安心類智慧化產品/服務系統 健康照護類智慧化產品/服務系統
節能永續類智慧化產品/服務系統 舒適便利類智慧化產品/服務系統
綠色電網及公共服務內容建置系統

安全安全

便利便利 舒適舒適

節能節能 永續永續

健康健康

智慧化
居住空間

智慧綠建築關聯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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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綠建築全球產值估計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綠色經濟下智慧綠建築之推動趨勢，溫麗琪

新台幣5,640億元

新台幣72,690億元
（以2011/12/31匯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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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我國智慧綠建築產業整體規模達到 3,707.89億元，
其中將近 4 成為建築物使用及外銷所衍生之附加價值-370.16億元

0%

20%

40%

60%

80%

100%

不動產開發＋建築工程規模
2,278.41億元

建築主體 智慧綠附加價值 關連外銷

太陽能面板
850.56億元

CCTV 88.93億元

ONU 61.84億元

綠建材
（非標章建築使用）

37.93億元

工業電腦 15.23億元
建築照明LED 4.83億元

2,278.41億元 370.16億元 1,059.32億元

資料來源：企業訪談，企業年報，智慧綠建築標章核可一覽，NRI製作

我國智慧綠建築產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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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綠建築發展願景與藍圖

Crystal House Shihlin Electric

Tai-An Lien-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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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於99年12月核定「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期程
六年﹙99-104﹚，101年正式編列經費推動執行。

工作重點
1.進行創新技術研發提升產業競爭力。
2.健全法制規範以消弭產業發展限制。
3.推動綠建築、智慧建築標章。
4.辦理智慧綠建築推廣宣導。
5.推動既有建築智慧化、能源效率提升改善計畫。

綠建築推動方案 生態城市與綠建築推動方案 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

91 - 96 101 - 10497 - 100

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

本方案為跨領域整合，主辦機關除內政部外，尚包
括經濟部、財政部、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國家
科學委員會等，相關工作積極推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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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推動綠建築標章，鼓勵新建及既有建築與

社區納入綠建築評估範圍，並簡化評估內容與
操作程序

2.除造價5000萬以上公有建築外，未來將擴大適用
5000萬以下公有建築物亦須取得候選綠建築證
書及綠建築標章。

3.持續辦理既有建築能源效率與綠建築改善，提升
能源使用效率

4.持續推動環保健康綠建材標章，101年7月1日起
規定綠建材使用比例室內提升至45％、室外10
％，有效促進綠建材研發，並加強國際接軌以
協助廠商拓展海外市場

加強推動節能減碳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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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智慧建築

1.推動綠色便利商店節能分級認證計畫，102
年完成9800戶的便利商店認證作業

2.擴大都市更新容積獎勵，採智慧型建築設
計或取得銀級綠建築標章以上者，得給予
容積獎勵，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百分之
十為上限。

3.推動合宜住宅導入適當智慧綠建築，提升
合宜住宅品質，並推廣運用至公營住宅、
世大運選手村，帶動民間住宅市場。

4.加強辦理既有建築物智慧化改善，引導提
升建築品質及效能並帶動產業發展。

5.積極推動公有建築申請智慧及綠建築標章
，102年7月1日起2億以上之辦公廳舍等，
則應再取得智慧建築標章。

經濟部嘉義創新研發中心

新北市板橋浮洲合宜住宅全區規劃設計構想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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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組別

Ａ類 公共集會類
A-1 集會表演

A-2 運輸場所

Ｂ類 商業類
B-2 商場百貨

B-4 旅館

Ｄ類 休閒、文教類
D-2 文教設施

D-4 校舍（大專校院以上）

Ｆ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醫療照護

Ｇ類 辦公、服務類
G-1 金融證券

G-2 辦公場所

備註：組別項目內容，請參考附表舉例。

公有建築強制申請智慧建築標章

依據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建議宜分階段推動，初期以正向表列方式訂
適用範圍。建議102年7月1日起，下表所列之新建公有建築物總造價達
新臺幣二億元以上者，應於申報一樓樓版勘驗時，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
書，並於取得智慧建築標章後，始得辦理工程驗收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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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x 40,000元/㎡= 400,000,000元建築建設成本

成本概估(元)說明

7.5﹪ ~30,010,000~鑽石級

4.7﹪~ 7.5﹪18,790,000~30,010,000黃金級

3.2﹪~ 4.7﹪12,820,000~18,790,000銀 級

2.7﹪~ 3.2﹪10,610,000~12,820,000銅 級

2.5﹪~ 2.7﹪9,840,000~10,610,000合格級

增加成本比率(％)成本概估(元)智慧化等級

參考資料來源:台電公司智慧建築執行策略之研究報告

1.成本概估項目內、估價，係以建築規模10,000平方公尺之辦公服務類建築為例。
2.主系統、次系統或設備成本，為建築工程之必要項目，不屬於智慧化所需增加之

成本則不予納入。主系統、次系統或設備成本單價，將因應建置方式、規模、物
價等因素而變動，成本概估僅供參考。

依據擬定之智慧化各評估指標成本概估，在各項子系統、設備均佈設的條件

下，各智慧化等級成本概估如下表:

成本概估顯示，合格級
增加成本約2.5%，達到
鑽石級門檻則需增加成
本7.5%以上，但挹注智
慧化成本將提升建築運
轉效率，故可相對縮短
成本回收年限。

智慧建築增加之經費概估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33

本所於98年4月17日及5月7日邀請相關單位及公會團體針對5000萬以上，
並於102年2月21日針對未達5000萬之公有建築物作業服務費用進行研商，
獲得共識之申請費用如下表。

1.本表作業服務費用不包含相關審查規費，並以取得「綠建築標章」之分級等
第為給付標準。

2.各機關辦理作業服務費用之給付，應於契約中明訂付款方式，並可採分階段
方式辦理，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時先行支付55％費用，取得「綠建築標
章」後依實際取得之綠建築標章分級結算支付餘款。

3.未達5仟萬元之公有新建建築物，經建築師完成自主檢查，符合「日常節能」
及「水資源」2項指標者，其作業服務費用為新臺幣30,000元，付款方式應於
契約中明訂，並於完成填發結算驗收證明書後支付。

附註

300,000元400,000元銀級以上

200,000元280,000元銅 級

150,000元200,000元合格級

其他
（1）總樓地板面積超過10,000m2或
（2）總樓地板面積超過5,000m2且中央空調主機容量50噸以上

作業服務費用金額

綠建築標
章分級

申請綠建築標章作業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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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智慧建築標章作業服務費用

400,000360,000320,000鑽石級

360,000320,000280,000黃金級

320,000280,000240,000銀 級

280,000240,000200,000銅 級

260,000220,000180,000合格級

30,001以上15,001~30,00015,000以下

樓地板面積（㎡）智慧建築標章
級別

申請智慧建築候選證書及標章案件作業服務費用（元）

本所於101年3月9日邀請相關單位及公會團體召開「公有建築申請智慧建築
證書及標章作業服務費用研商會議」，獲得共識之申請費用如下表。

本智慧建築及綠建築作業費用編列表，將俟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修正通過本智慧建築及綠建築作業費用編列表，將俟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修正通過
後，由營建署函發給各機關參辦。後，由營建署函發給各機關參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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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1.智慧綠建築依據國人生活習慣與文化特性，考量建築節能、環境永續，善

用台灣現有ICT科技優勢，提出人文與科技兼顧的智慧綠色生活願景。

2.推動綠建築標章，以公有建築物帶頭引導激發業界追情更佳品質之綠建

築，平均可節電20%，節水30%，成效卓著。

3.透過綠建材評定制度，遏止劣質建材傾銷我國，保障國人健康，並促進國

內優良建材產業市場商機，達到雙贏目標。

4.本年將推動綠建築家族評估系統，擴大評估範圍，更能逐步達到整體環境

符合生態環保、節能減碳之目標。

5.智慧綠建築是未來來工作重點，將可藉由綠建築與智慧建築二者併同推動

建置一個更安全健康、節能永續、舒適便利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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