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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建築產業驅動要素
與推動政策之研究

一、緣起：

依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永

續環境建築：挑戰與政策」報告中指出，全球建

築物消耗了32%的資源、12%的水以及40%的能

源；此外有40%的廢棄物亦是來自於建築物，溫

室氣體排放有近40%是來自於居家與商業建築，

尤其中國大陸、印度、巴西及俄羅斯金磚四國崛

起，東南亞諸國之快速發展均加重了人類都市化

所帶來之能源消耗及溫室氣體排放之負面影響，

造成全球氣候持續暖化，引發極端氣候導致水

災、風災及糧食減產等問題，在未來二十年內如

果人類不積極抑制溫室氣體之排放所造成之全球

暖化，若平均溫度升高2℃將造成4~17億人口水

資源匱乏、地球20~30%的物種絕種、300萬人因

海平面上升而必須遷居、10~20億人口面臨疾病

之危害。

史登博士研究報告(Stern Review)指出，氣候

變化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全球國民生產總值

(GDP)的5~20%，相反的，若採取適當行動來緩

和氣候變化，僅需全球生產總值的1%，此外，

每排一噸碳將造成85美元損失，但採取行動，每

降一噸碳僅需25美元，由此可推論排放溫室氣體

的成本是昂貴的，過去200年人類追求經濟之成

長，長期忽略排放溫室氣體之成本，終造成市場

機制、秩序失衡，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

棄形成惡性循環是全球暖化之直接元兇，因此，

讓佔排放溫室氣體40%的建築相關活動反應排碳

成本，進而驅動各種節能減排的技術、方法及資

源投入都市、建築領域，成為世界各國制定節能

減排政策之重點之一，而且以智慧綠建築、環境

共生建築及更大範圍的生態社區或綠色智慧城市

之推動為具體項目。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智慧綠建築」市場

在全球蓬勃發展的主因，除了因為全球能源供

應不足以及環境與氣候變遷造成嚴重問題，而

「迫使」全球各國(及其居民)達成節能、減碳、

環保、永續的共識外，最重要的是這些共識更成

為國際公約、協定以及各個國家本身的永續、能

源、建築或環保政策中的明文規範，更重要的是

智慧綠建築的特點是低收入、高回報，依據相關

資料統計，只須在原有基礎上增加5%，就可增

加20%的回收率；在建築節能應用中，類似之人

工環境下，智慧綠建築約可節能15~30%；系統

化智慧綠建築建置方式，與傳統各系統獨立相

比，約可節省20%的投資。

台灣有77%的人口集中居住在都市，由於都

市的人為熱源多，而且大量使用易蓄熱的建築材

料，致使都市的平均溫度較周邊自然區高，形成

熱島效應，台北市甚至可能比郊區高達4.5℃。

因此高雄、台北、台南三都會區的夏季溫度居全

台之冠。又根據台電統計，夏季當氣溫超過28℃

時，氣溫每升高1℃時，需增加60萬千瓦的電力

供應，這三都會區住宅年用電量佔全國住宅總用

電量的47%，以城市為範疇推動建築的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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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將成為台灣最具有減碳潛力之政策。2010年

行政院吳前院長揭示政府除了推動六大新興產

業外，也將發展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包括雲端

運算、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及發明專利產業

化，而在推動智慧綠建築方面，將以考量落實庶

民生活為前提，運用資通訊高科技軟實力的成就

與節能減碳之綠建築結合，落實推展智慧綠建築

產業，進而提供安全健康、便利舒適及節能環保

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以達成符合庶民生活需求，

促進科技產業發展之目標。

為探討我國推動「智慧綠建築」政策措施

與產業發展之關聯性，將分析「綠建築」、「智

慧建築」及「綠建材」三項推動計畫，各階段發

展歷程之實施之推動政策與智慧綠建築個案成長

情形之關連性，並從中學習歸納推動「智慧綠建

築」之建議策略。

二、「智慧綠建築」相關計畫執行成

效：

台灣從1999年起推動「綠建築標章計畫」，

2003年推動「智慧建築標章計畫」，2005年推動

「綠建材標章計畫」已有豐碩的成果。其中綠

建築標章自2001年實施至2012年4月底止，目前

已有3,363件公私有建築物取得標章或候選證書

之評定，總樓地板面積約為3,993萬平方公尺；

而綠建材標章2005年至2012年4月止共評定702件

標章(涵蓋5586種產品)，目前以塗料類佔32.1%

最多，牆壁類佔24%次之；於標章期限之有效標

章計有403件（318件健康、1件生態、32件再生

與52件高性能）；另外，智慧建築標章歷年申請

案件截至2012年2月中為止，共計已受理申請38

案，其中申請智慧建築標章計有8案，申請候選

智慧建築證書共計有30案。以下分別針對其執行

成效說明如下：

1.綠建築標章：

建築部門為因應永續發展議題所提的具體

策略，就是強調建築應與自然生態共生的設計理

念，以降低建築物對環境的衝擊與破壞，歐洲稱

為「永續建築」，日本稱為「環境共生建築」，

美加與我國都稱為「綠建築」。

(1).執行成效：

截至今（2012）年4月通過評定取得標章或

候選證書的3,363件公私有建築物，在未來長達

40年的生命週期中，預估每年可省電約10.09億

度，省水約4,483萬噸（相當於17,932座國際標準

游泳池的容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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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萬噸，其減碳效益約

等於4.56萬公頃人造林(約等於1.68個台北市面積)

所吸收的CO2量，為業主每年節省之水電費約達

28.8億元。

(2).產業規模：

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與野村總研為「智慧

綠建築推動方案行政院核定本」所做的2010年智

慧綠建築產業規模推估，因推動綠建築所增加之

市場規模約為建築設計11.61億元，綠建材75.86

億，太陽光電、LED照明及其他關聯設備87.12億

元，共約174.60億元。

2.智慧建築標章：

以綠建築為基礎，導入智慧型高科技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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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達到節能減碳及帶

動產業發展為主要發展方向。

(1).執行成效：

歷年申請案件截至101年2月中為止，共計

已完成申請38案，其中申請智慧建築標章計有8

案，申請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共計有30案。

(2).產業規模：

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與野村總研為「智慧

綠建築推動方案行政院核定本」所做的2010年智

慧綠建築產業規模推估，因推動智慧建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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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市場規模約為系統整合30.07億元，機電設計

0.05億，工業電腦及其他智慧元件42.17億元，共

約60.83億元；關聯服務產業如健康照護、安全

安心、永續節能及便利舒適等約134.73億元。

3.綠建材標章：

綠建材係指從原料採取、產品製造到使用過

程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

害的建材，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分為健康、生

態、高性能、再生四大分類，追求「人本健康、

地球永續」的目標。

(1).執行成效：

綠建材標章截至2012年4月止共評定702件

標章(涵蓋5586種產品)，針對生產地

分析，以台灣占78.6%最多，另外包括

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瑞典、法

國、荷蘭等共17個國家地區，對增加

國內建材產業之產品品質與促進國內

建材廠商升級助益頗大。

(2).產業規模：

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與野村總

研為「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行政院核

定本」所做的2010年智慧綠建築產業

規模推估約為75.86億元。

三、推動政策與績效之關係探

討：

為了探討「綠建築」、「智慧建

築」及「綠建材」三項推動計畫在推

動歷程之各階段施行政策對於申請案

件之消長影響，分別就歷年重要推動

政策實施與通過評定案件之相對關係

比較分析，試圖了解個別政策對於智

慧綠建築產業之驅動力度，據以歸納

成功之要素及後續推動之建議。

1.綠建築標章：

分析綠建築標章之推動成功經驗，推動的

初期透過「綠建築評估基準」及「綠建築解說與

評估手冊」的推廣，教育民眾及業界認識綠建築

之意義；接續為提供業界試行場域及商機，另一

方面為宣示政策決心，率先由公有建築物優先導

入；待民眾已經接受綠建築概念，產業界亦有相

當之經驗後，即由建築技術規則制定綠建築專

章，提高產業界綠建築設計水準；緊接建立綠建

築評估分級制度，除了激勵追求更高之設計標準

及提供自我檢視個案優缺點外，也為後續獎勵及

使用管理機制預作準備；待公有建築物導入綠建

築已形成風氣，為了鼓勵民間建築物導入，提供

表1 綠建築推動大事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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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的誘因；最後將佔有數量最多的

既有建築亦納入。以下分析各項重要推動

政策對於推動綠建築之成效：

(1).90年「綠建築推動方案」實施：

針對中央5千萬元以上公有新建建築物全

面進行綠建築設計管制，取得候選綠建築

證書始能申辦建造執照，由表2、圖1~4可

知89、90年間，民間建築較公有建築積極

投入綠建築，但91年因公有建築的強制規

定，候選證書申請案件大幅成長。

(2).94年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

實施：增訂「第十七章綠建築」專章，並

訂於94年1月1日施行，將綠建築標章制度

法制化，由表2、圖1、3可知94年起由於業

界相關設計技術成熟，民間及公有申請案

均大幅成長。

(3).97年「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

實施：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造價在新台幣

表2 截至101年4月綠建築評定案件統計

圖1 公有綠建築候選證書 圖2 公有綠建築標章

圖3 民間綠建築候選證書 圖4 民間綠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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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仟萬元以上者，應先取得候選綠

建築證書，始得申報開工；並於取

得綠建築標章後，始得辦理結算驗

收，由表2、圖2可知97、98年公有

綠建築標章申請案大幅成長，且設

計水準提昇，合格級以上的案件亦

大幅增加。

(4).98年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辦法：綠建築標章銀級以上給予

容積獎勵以10％為上限，由表2、

圖4可知99年民間綠建築標章通過

案件銀級以上比例增加，除民間案

件增加外，整體設計水準亦提高。

表3 智慧建築推動大事紀要表

圖5 公有智慧建築 表4 智慧建築標章評定案件統計

圖6 民間智慧建築 圖7綠建材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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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年行政院核定「智慧

綠建築推動方案」：行政院核定

「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明訂由

政府部門公有建築率先做起，以

帶動風潮，由表4、圖5、6可知

100年民間候選智慧建築證書申

請案大幅成長，民間已接受智慧

建築概念，並成為行銷之賣點，

經過94年SRB會議，97年智慧化

居住空間展示中心的推廣對民間

消費者的教育宣導已起發酵作

用。

3.綠建材標章：

綠建材標章之推動，主要透過強制規範室內

裝修之使用量及公共工程綠色內涵採購之機制。

以下分析各項重要推動政策對於推動智慧建築之

成效：

(1).95年「建築技術規則明定綠建材使用需

達總面積5%」：建築技術規則明定室內裝修材

料及樓地板材料應採綠建材，且使用面積需達總

面積之5%以上，由表6、圖7可知95年申請案有

大幅成長。

(2).98年建築技術規則明定綠建材使用需達

總面積30%，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落

實節能減碳執行方案，規定至少要有10%之綠色

內涵採購經費：由表6、圖7可知99年政策效應顯

現申請案有大幅成長。

(3).99年綠建材標章納入環保署「第三類環

境保護產品」並列為「綠色採購清單」：由表

6、圖7可知100年申請案大幅成長，其中健康類

綠建材成長幅度最大，跨部會資源的整合推動發

揮效果，民眾對綠建材之消費建立認同感。

四、結論與建議：

藉由前節分析「綠建築」、「智慧建築」及

2.智慧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之推動途徑與綠建築標章相

似，但其起步較晚且預計102年才開始對公有建

築強制要求，因此通過評定之案件較少。以下分

析各項重要推動政策對於推動智慧建築之成效：

(1).94年「行政院產業策略會議提出SRB計

畫」：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政策」，智慧建築成

為智慧化居住空間的關鍵要素，由表4、圖5、6

可知並未有明顯趨勢。

(2).97年建置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Living 

3.0：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規劃建置「智慧化居住

空間展示中心Living 3.0」成為對民間及產業推廣

智慧建築概念之平台，由表4、圖5、6並未有明

顯趨勢。

表5 綠建材推動大事紀要表

表6 綠建材評定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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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材」在推動歷程之各階段施行政策與推動

成效之分析，了解各項政策對於產業及民間之推

力與拉力，由於排碳的成本長期被忽略，使建築

領域的節能減排工作推動無法開展，觀察世界各

國的推動政策無不圍繞著反應排碳成本或是提供

有利的經濟性競爭環境等思維著手，以下試歸納

我國的推動政策及後續推動事項：

1.成功關鍵因素：

(1).制定明確規範及基準：「綠建築」、

「智慧建築」及「綠建材」在推動初期均經過嚴

謹的研究過程制定明確量化的評估規範及標準，

除提供與國家上位節能減碳政策扣合引導建築產

業發展外，也使建築之設計及改善有明確依據，

在制度推動之初期發揮相當之教育宣導之力量。

(2).優先由公有建築物推動，規範公部門採

購綠色內涵產品：可宣示推動政策之決心，並提

供業界試行場域及受保障之市場商機，對於提

昇培育產業技術能力及扶植關聯產業發揮重要影

響。

(3).分級評估，漸進提高標準：透過分級評

估及標示制度可以激勵業界及建築物漸進提高標

準，並且了解建築物之性能 ，規劃改善之最佳

化策略，並帶動相關連技術、產業之升級，也為

後續獎勵及管理機制建立基礎。

(4).提供誘因引導民間導入：鼓勵民間導入

綠建築設計概念，在推廣綠智慧綠建築的初期發

揮效用，基於反應排碳成本的思維，對於民間自

發投資綠建築者給予優惠。

2.後續推動政策建議：

(1).加速民間導入「智慧綠建築」概念：依

據統計資料民間申請案所佔比例約佔綠建築評定

申請案之10%左右，如何在兼顧社會正義及反應

排碳成本建立適當政策應是重要的工作項目，例

如建築能源護照制度、住宅性能評估與標示制度

結合等。

(2).既有建築物「智慧綠建築」改善：對於

數量龐大（97%）且不符合「智慧綠建築」設計

概念之既有建築，應建立評估基準及配套機制，

透過建築使用管理、都市更新、產權交易轉換或

保險機制等，使既有建築持續進行「智慧綠建

築」改善。

(3).與建築法及相關配套法令配合推動：

100年12月30 日通過的住宅法第四章居住品質，

明定中央應訂定基本居住水準，而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主動辦理提升住宅社區環境品

質的相關計畫，「智慧綠建築」之推動可透過

「住宅法」整合充分應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資

源。

(4).引入民間資源：營造有利之產業發展環

境，透過節能績效保障服務專案（ESCO）及都

市更新等方式利用民間資源投入，一方面減輕政

府負擔另一方面創造商機及就業市場 ，實踐綠

色經濟及永續經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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