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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之定義：在建築物中導入智慧化ICT系統及設備，
使建築物具備主動感知之智慧化功能

以價值主張出發，智慧建築強調安全監控、健康照護、舒
適便利與節能，其中節能為未來智慧建築市場比例最高之
應用發展趨勢

智慧建築以ICT整合為發展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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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年全球產值：242.3 bUSD2011年全球產值：18.8 b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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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促成台灣智慧建築發展之拉力與推力

民眾智慧生活需求創造市場拉力
環保意識：民眾對於節能減碳、綠色環保產品愈趨重視
數位匯流：民眾對智慧化ICT提供安全監控、健康照護等服務需求升高

法規技術到位推動產業興起
法規標準：各國制定明確標準規範以推動智慧建築，例：能源消耗率
技術成熟：透過雲端科技串連，智慧建築ICT應用技術日趨成熟

建築智慧生活

 

發展智慧建築

環保意識
數位匯流

民眾智慧生活需求創造市場拉力 法規技術到位推動產業興起

法規

 標準

 

法規

 標準
技術

 成熟

 

技術

 成熟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繁榮，科技之日新月異，人類對於居家生活、休閒旅遊、商務活動、工作場所，日益注重安全、舒適、便捷、環保及節能，因此「智慧綠建築」結合綠建築設計、綠建材、智慧建材、資通訊（ICT）科技及其應用服務等產業，包括應用主動感知之電子產品、資訊家電、安全監控、健康照護、能源管理、物業管理服務，營造人性化生活環境，由家戶到社區推廣，進一步結合城市之基礎建設，包括寬頻網路、數位電視網路、感知網路（如智慧型交通運輸系統、颱風、豪雨、土石流、地震等安全警示及防災逃生系統、休閒旅遊導引服務系統）等公共服務系統，來滿足人類的需求。
現在全球面臨化石能源日益稀缺與氣候變遷雙重的困境。俗語說危機就是轉機，此時應該是我們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結合，發展智慧綠建築的時機，因為即可因應上述雙重困境，又可促進兩個產業發展，引領國家經濟成長，可以說是個創造多贏的工作。
為了要建立優質的產業發展環境，政府除了陸續採行一系列的鬆綁、開放措施，為企業營造自由開放的經營環境外，更進行組織再造以提升行政效能，並加速推動都市更新，以改造老舊建物的地區環境品質，發展具有特色的智慧綠建築。我們相信以台灣在ICT產業上的優勢，與綠建築產業相互結合，定能開創出屬於台灣獨樹一格的智慧綠建築產業，進軍國際市場亦是指日可待。

因應全球的硬科技，發展智慧與綠色產業外，我們也需要延續社會人文層面的軟科技，建築可帶動產業，亦可同時發展文化，如此一來，在面對自然環境的挑戰時，智慧綠建築才能成功，團隊與跨領域的整合才能有永續的產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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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初級能源使用情形分布, 2007
Ref: p.83, ETP 2010, IEA

不同建築節能技術的可能貢獻度
Ref: p. 224, ETP 2010, IEA

智慧建築之節能減碳潛力

建築耗能占全球整體耗能超出30%，是未來節能減碳的重
點，具有高度節能減碳潛力，各國均非常重視

綜合運用智慧感測網控與高效率機電整合科技，建築節能
潛力可達50~70%

智慧建築之節能部分相關產值超過1,440億美金/2011年，
每年均成長20%以上

~ 節能減碳是現階段智慧建築的最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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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

【外部服務】

雲端科技

〔智慧建築〕

數位匯流寬頻網路數位匯流寬頻網路

關聯產業

生態

節能

減廢

健康

安全

舒適

 便利

照護

節能

布線
系統
布線
系統RSP

【內部設備】

智慧家電
智慧家具
智慧建材

〔整合平台〕

平台

 
業者

 

平台

 
業者

公共

 
資訊

 

公共

 
資訊

網路

 
銀行

 

網路

 
銀行

網路

 
購物

 

網路

 
購物

物業

 
管理

 

物業

 
管理

• 數位匯流趨勢帶動頻寬基礎建設之完備，也帶動各類應用興起
• 其中整合平台成為數位匯流趨勢下智慧建築之發展關鍵，對內再家庭中整合各類

 新興產品，對外整合各類服務與業者

智慧建築相關應用服務

~ 整合平台為數位匯流趨勢下，發展智慧建築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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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營建產業為追求專業，故分工細膩，然因缺乏

 
整合管理，且線性作業，造成競爭力下降，例如工

 
期延宕、造價偏高、無人扮演新技術評估之角色，

 
不利新市場之開發

SI+ (系統整合能力及其工具內容) : (1) 減少各分工介

 
面溝通阻礙、(2) 建立本地資料庫、(3) 評估新技術與

 
新產品潛力、(4) 建置數位參數化與可互相操作性之

 
標準模型與工程文件、(5) 建置雲端服務媒合平台與

 
商業模式、(6) 協助推動建築能源標示與分級

SI+

建構領頭羊，推動智慧建築產業

在智慧建築中導入ICT，需要具備高度的科技整合實力，才能夠提供完整且有效的解

 決方案。過往台灣傳統營建產業分工細膩，所以培植SI+（超大型系統整合）業者將

 是推動智慧建築的重要成功關建所在。

~ 促成異業結盟，扶植成立國內具特色的建築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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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

減廢

安全監控

便利舒適

健康照護

智慧設計/管理
地產開發
建設商 室內

設計
綜合

管理服務

水處理
環保

化糞池

垃圾處理

災難
預防

遠端
監控

遠距
醫療

生理
監測

智慧
監控

家庭
管理系統

銀行

都

 市

 與

 社

 區
規

 劃
房仲業

• 家具
• 裝潢材料
• 家電

• 智慧電表、能源管理
• 保養裝修
• 防災、住家/物流管

 
理、保險、搬家

約35 bUSD

約13 bUSD

約26 bUSD

約2.7 bUSD

約2.7 bUSD

智慧

 
交通

網路

 
設施

能源

再生
能源

節能顧問

生物植栽

資源回收

設備(空調、照明、

 
機電、水處理)

建材

微電網/ 
智慧電網

SI+

約100~300 bUSD

SI+概念係提供整體系統服務與評估之營運模式，其搭配技術包
 括：建材測試與資料庫建置、產品與系統可靠度驗證、設計與

 分析、運算邏輯開發等。

SI+的關鍵角色定位

建築師

約100~300 bUSD

~以SI+引導建築業將智慧節能與環保趨勢內化為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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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以智慧建築為龍頭產業，塑造品牌，
搶占先機，重塑產業結構，帶動國內相關製
造業與服務業的發展

策略思維

技術面：異業整合，扶植成立
國內具特色的建築SI+能力

產業面：配合政府可運作之試
點 (如工業區與智慧綠園區)，
建置SI+試練場域

法規面：健全國內建築節能法
規，創造內需市場

~ 從技術、法規與產業三構面推動智慧建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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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Energy 
SimulationSimulation

0

0

0

0

0

0
MWh

Virtual Virtual 
realityreality

線上分析服務平台廠商

SI+雲端服

 務平台

 

SI+雲端服

 務平台

設計分析服務供應商(平台工具如

 
DOE II, CFD, ITRI-1,2…)

建材物流和金融服務公司建材、器具、施工廠商

規格認證廠商

驗證服務供應商(UL, SGS, BSRIA, ITRI-1,2…)

測試費用 資料登錄

 
費用

平台費用

使用端介面軟體

使用者

策略思維一：提升國內業者技術能量

成立SI+雲端服務平台為產業推力，由協力廠商與法人提供技術與產品資料至平
台，供上中下游業者使用。
由SI+核心業者擔任領頭羊，串連並帶領上中下游供應業者提供完整之整合性ICT
服務到智慧建築。

~ 透過SI+雲端服務平台匯集產業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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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策略思維二：建置試練場域

透過政府帶動核心業者投入，建置台灣本地試煉以累積經驗，將各項關鍵技術導入

 城市建築、工業區或園區新舊建築，創造SI+成功實績，厚植產業國際競爭力。

~ 以台灣為試練場域，打造本地SI+業者



15

IDB

建立國內練兵機會 創造國際輸出環境

一、設定智慧建築標準，促使建築符合智

 慧指標(產業推力)
• 外殼耗能指標
• 規範建築能耗設備裝置容量
• 制定單位面積空調容量
• 單位面積照明用電量等基準等…

二、配套獎勵制度與租稅減免，促成業者

 打造智慧園區(產業推力)
• 民間智慧園區(如:台達竹北園區)
• 新智慧建築推動(如:合宜住宅)
• 智慧綠能建築護照

一、鬆綁投資法令，透過法規達成試煉及

 輸出
• 協助台商在大陸園區合作
• 兩岸試點合作
• 提供整案輸出貸款或保證

策略思維三：健全國內法規

以法律規範形塑發展環境為產業推力，檢討相關法制規範及措
 施內容，並制定推動智慧建築相關標準與獎勵機制，以建立國
 內練兵機會並創造國際輸出環境。

~ 修正法規以促使建築符合智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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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趨勢
智慧建築市場起飛：受到環保意識抬頭、數位匯流與雲端科技等新興技術影
響，民眾對智慧建築的需求愈來愈高。

節能減碳是智慧建築發展重點：建築耗能占全球整體耗能超出30%，是未來
節能減碳的重點，綜合運用智慧感測網控與高效率機電整合科技，建築節能潛
力可達50~70%。

推動策略
塑造SI+：運用雲端科技與系統整合，促成國內形成具特色之SI+，由此連結建
築業、設備業與服務業，創造產業推力。

制度建立：強化本土建築法規與標準供業者遵循，擬定獎勵制度或租稅減免等
配套措施，以完善智慧建築產業發展環境，形成產業推力。

本地試煉：建置台灣本地試煉以累積經驗、建立實績與品牌，厚植產業競爭力
以收固本培元之效，增加產業國際競爭力。

先以獨棟建築(住屋或工廠)導入智慧建築技術，再擴大到社區型建築。

針對新建築與老舊建築各擬定具體執行項目，讓智慧建築產業發展更順利。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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