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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之綠建築議題 
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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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目前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體系，已建立多種審議規範與技術規範，其中尚缺

乏有關建築物評估技術規範或建議，在環境影響評估審議作業體系內評估有關建築

物之興建開發時，不免有考量未盡周延之虞，故建築物評估技術規範或建議事項亟

需建立，並納於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體系內。本研究蒐集現有環境影響評估之各類評

估技術規範及非屬評估技術規範性質之各項建議事項，藉以彙整與環境影響評估相

關之法源、評估作業步驟之重點及注意事項與建議事項。另一方面探討「綠建築九

大評估指標」及「綠建築基準」可融入環境影響評估考量項目；同時回顧國內外曾

經通過「綠建築標章」或曾獲獎之綠建築優良案例。  

最後整合上述評估考量項目，並蒐集主管機關為推動綠建築之相關法令規定及

要點等，針對綠建築評估指標進行綜合比較、初擬環評作業綠建築評估議題以及提

列環評作業之綠建築議題建議事項，供作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時有關綠建築評估審議

之參考。  

【關鍵字】環境影響評估、綠建築、綠建築基準、綠建築評估指標  

*江星仁建築事務所  建築師  

**黎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國立台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研究所  教授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  工程師  



132 環境影響評估之綠建築議題探討與建議  

一、前  言 

建築物是生活、工作、休憩的場所，除了提供給人類遮風蔽雨、安身立命的基

本需求外，建築物的興建開發過程，包括規劃設計、進行施工、及完成後之使用維

護到拆除更新的建築生命週期流程，也代表經濟的進步發展與社會的繁榮安定。近

年來，人類為求高度的經濟發展及滿足自我需求，對環境的開發急遽增加，人類的

生存已遭到嚴重的威脅。因此，建築物的規劃設計與施工過程，如何達成環境保護

與自然資源保育的目標顯得格外重要。為配合此政策，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特別

將「綠建築」列為「城鄉永續發展政策」，內政部營建署也正式聲明，將全面推動

綠建築政策。1999 年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公布了「綠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評估

內容有七大指標。2001 年頒布「公有建築物綠建築標章推動使用作業要點」，規

定工程總造價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公有新建建築物應取得綠建築標章。2003

年時綠建築評估指標增加「生物多樣性指標」與「室內環境指標」修訂成九大指標

[15]。另外在法規層面，建築技術規則增訂「綠建築」專章，於 2005 年 1 月 1 日開

始施行，並於 2009 年修正為「綠建築基準」專章，規範建築物的規劃設計施工應

依據綠建築基準專章之規定進行。  

目前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體系，已建立之多種審議規範與技術規範當中，尚缺乏

有關建築物評估技術規範或建議，致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作業體系內評估有關建築

物之興建開發時有欠週延。而綠建築已是當今為達成環境生態保護與自然資源保育

的目標的建築主流，也是政府積極推動的政策，為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故本

文提出「環境影響評估之綠建築議題探討與建議」，期供政府及各界作為未來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時評估綠建築之參考。  

「綠建築」既係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綱領的重要目標

之一，在建築業界亦係前瞻性又符合世界潮流的新思潮，也是政府自 2001 年以來

強力推動之重要政策 [17]。推動綠建築或與綠色科技結合的智慧綠建築，不僅是世界

潮流所趨，更是我國政府因應節能減碳、清潔生產及綠色生活的主要推動標竿示範

方向，更希望未來的新設建築均能朝前揭目標邁進。目前綠建築在推動上主要有二

方面，一為「綠建築推動方案」，主要係推動工程總造價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16 期(Dec. 2010) 133 

公有新建建築物或其他經主辦工程機關認定之新建建築物，採行綠建築設計及辦理

綠建築標章制度及推動綠廳舍及空調節能暨外殼節能改善計畫，並明訂有綠建築九

大評估指標。另一為「綠建築基準」專章，明訂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十七章內，此基準係規範建築物設計時，有關綠建築法規的基本要求。  

 

二、各國綠建築之現況 

目前世界各國已建立完善體系的綠建築評估方法，如 BREEAM, HK-BEAM 

(Building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香港-建築物環境評估方法)、LEED、

CASBEE(日本-建築物綜合環境性能評價方法)及澳洲的 Green Star[3]，當然也包括

中國大陸的 GOBAS(綠色奧運建築評估體系)及我國的 EEWH 系統，均有其優點及

符合各該國的地區特性。此外，其他的評估系統尚有法國 -ESCALE、澳洲 - 

NABERS、挪威-Eco Profile、德國-生態建築導則 LNB、中國生態住區技術評估手

冊、加拿大-GBTool 評估系統。以下僅就我國的環評技術規範及英美綠建築評估方

法進行彙整與介紹。  

2.1 英國綠建築評估 
世界各國最早提出有關綠建築評估的方法，是英國建築研究所建立的環境評估

方法  (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 簡稱

BREEAM 系統)[1]，BREEAM 是由英國建築研究所於 1990 年首先提出建築物環境

負荷評估方法，針對地球環境問題、建築週遭環境、及室內環境等三大議題，進行

綠建築的量化評估；這套評估工具已在英國對於建築物進行評估，因評估體系的評

估性與完整性佳，亦廣受世界其他各國制定建築環境評估指標時的參考，並建立起

屬於自己國家的綠色評估體系。  

BREEAM 提供給消費者、開發商、設計師、和其他人有關市場認可的低環境

影響的建築物；它保證最佳的環保結合於建築物，它用創新的方法解決方案，大大

的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它是高過於監管的一個基準；它是一個降低營運成本的工

具，改善工作與生活環境；它是企業或組織想提升環境目標的一個標準。BREEAM



134 環境影響評估之綠建築議題探討與建議  

提出廣泛的環境和永續性問題，使開發商和設計師能向規劃者與消費者證明對該建

築物的環境保護的努力。  

BREEAM 評估體系是以建築物生命周期為對象，分為設計建造(設計階段、新

建階段、整建階段)、建築主體效能(設計階段、新建階段、整建階段、閒置建築、

使用中的建築物)、經營管理(使用中的建築物)等三階段。評估項目主要係根據「土

地使用與生態價值」、「能源」、「運輸」、「污染」、「建材」、「水資源」、

「健康與福址」等七項議題來評分，另辦公類建築尚包括「管理」議題來評分。其

評估的對象有辦公建築、住宅、工廠、集合店舖等。  

茲以辦公類建築來說明其評估內容，概述如下：  

 1.管理(Management) 

(1)是否對於使用之商家有簽約，以維護綠建築品質，及提供使用者非技術性的相

關資訊  

(2)是否有設立能源及 CO2 排放自動監測系統  

(3)對營建廢棄物是否有管控，是否有分類及回收，及提出降低空氣污染的方法  

(4)建造期間使用之木構材料，是否為再生建材或可循環使用  

2.土地使用與生態(Land Use and Ecology) 

(1)受污染之基地，經過清理及相關檢測，具證明其符合規定  

(2)基地生態價值的改變，從消極的變化到積極的改變，分 5 個等級評估  

(3)是否有經過及採行保育團體的評估及建議  

(4)是否有將大樹、窪地、水塘保留下來，及採取措施，以保護多種生物存在  

3.能源(Energy) 

(1)具有電力計量的設施及安全保護措施  

(2)耗電負荷(Kwh/m2/year)標準，分 6 個等級評估  

4.運輸(Transport) 

(1)建築物所在區位，依距離遠近及公共運輸便利性分 6 個等級評估  

(2)運輸計畫的實踐性  

(3)具有良好的公共運輸接駁系統  

(4)具腳踏車停放設施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16 期(Dec. 2010) 135 

5.污染(Pollution) 

(1)防止酸雨，採用低 NOx 鍋爐，從 40～140mg/kwh 範圍分 4 個等級評估  

(2)冷凍劑未使用破壞臭氧層的氣體  

(3)雨水貯集設施和保水技術可減少尖峰降雨的 50％逕流  

(4)是否有油脂截留槽或過濾器  

(5)在暖氣或用電上，至少有 10％之用電來源為區域的再生能源  

6.建材(Materials) 

(1)在新建築物的構造體、服務區及電梯等空間，未使用石棉材料  

(2)具有資源回收材料的貯集空間或提供資源回收的途徑  

(3)主要建築單位使用之材料，具有綠色評估說明，其分別在天花板、外牆、屋頂、

窗戶部份分別計入  

(4)建築物構造體或立面裝飾材一定比例使用可回收建材或  再生建材  

7.水資源(Water) 

(1)依每人每年消耗的水量分為 3 個等級評估  

(2)具有輸送水量的計測及滲漏水的偵測設施  

(3)廁所用水器具具有節水控制之功能  

8.健康與舒適度(Health and Wellbeing) 

(1)冷卻水塔規劃在易於清理、維護、及更新的位置，冷卻水塔的菌數(退伍軍人

菌)符合規定  

(2)至少有 5％以上窗戶為可開窗，且具通風效果，並平均分配於各向立面  

(3)不管是機械通風或自然通風，皆符合通風基準；具有引進外氣裝置，避免污染  

(4)能引入自然光源，及具適當視野  

(5)具照明控制系統，高頻安定器及適當照度  

(6)室內容許噪音，依空間大小及性質分為 3 個等級評估  

BREEAM 的評估結果為：綜合以上各個指標算出建築物的得分(Issue Category 

Scores)，可以得到一個建築整體評估的分數；而這些評估項目又分別對設計建造、

建築主體效能、和經營管理這三方面評估，可得到相對分數。最後合計 BREEAM

總得分數；加上環境權重即可得出最終分數並進行分級，分別為：合格(Fair)、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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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Good)、優良(Very Good)、特優(Excellent)等四階段，得分須達 70(%)以上方為

特優等級，然由該機構所公布的資料顯示獲評特優等級者寡，尤其是得分達到 80(%)

以上者更是少有。  

2.2 美國綠建築評估 

美國綠建築評估方法是美國能源與環境領導設計認證(Lead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簡稱 LEED)，LEED 是由美國綠建築協會(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簡稱 USGBC)[5]制定，於 1998 年正式公佈，為全美共通性與市場導向式之

綠建築評估準則，主要在評估全球綠建築的設計、建築及運作，並給予認證，為一

具指標意義的評估系統。完整的 LEED 體系，不僅包括評估指標體系，還提供了完

備的專業培養訓練、認証、資源支持和關於建築性能的第三方認證等一系列服務。

近年來，LEED 發展極其迅速，其突出的實踐性特徵和較高的市場接受度，使其成

為目前國際上最具影響的綠色建築評估體系之一。目前，LEED 已在美國全國範圍

內得到普遍採用。此外，LEED 還被加拿大、印度等數個國家所借鏡使用，我國也

有台積電廠房與台達電廠房申請 LEED 認證。  

LEED 評估內容主要涵蓋六個面向，分別為：永續性基地開發條件( Sustainable 

Sites) 、 水 資 源 利 用 效 率 (Water Efficiency) 、 能 源 與 大 氣 環 境 (Energy and 

Atmosphere)、建築材料與資源利用(Materials and Resources)、室內環境品質(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創新與設計過程(Innovation and Design Process) 

LEED 評估系統版本種類依建築類別不同而有下列不同之版本：(1)LEED-NC     

(新建築版)、(2)LEED-EB (既有建築版)、(3)LEED-CI (商業內裝版)、(4)LEED-CS(構

造體版)、(5)LEED-Home(住宅版)、(6)LEED-ND(社區開發版)、(7)LEED-Schools(學

校版)、(8)LEED-Retail(商店設計版)、(9)LEED-Healthcare(醫療設施版) 。  

LEED 評估系統架構詳如下述：  

1. LEED 評估內容共有六項指標群，分別為永續性基地開發條件 Sustainable Sites 

(占 14 分)、水資源利用效率  Water Efficiency(占 5 分)、能源與大氣環境  Energy 

and Atmosphere(占 17 分)、 建築材料與資源利用  Materials and Resources(占 13

分)、室內環境品質  Indoor EnvironmentalQuality (占 15 分)、創新與設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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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Design Process(占 5 分) ，總分為 69 分。  

2.認證等級：得分在 26～32 分之間為通過認證(LEED Certified)，得分在 33～38

分之間為銀級認證 (LEED Silver)，得分在 39～51 分之間為金級認證 (LEED 

Gold)，而總分在 52 分以上則為最高等級白金級認證(LEED Platinum)。   

因 LEED 評估系統版本種類依建築類別之不同而有下列不同之版本，本研究

以新建築版  (New Construction)為例，介紹 LEED-NC  V2.2 內容 [18]：  

1.永續性基地開發條件(Sustainable Sites)指標群中，共有 1 項必要性指標及 8 項選

擇性指標，內容簡述如下：  

(1)必要性指標：施工活動污染防制(Construction Activity Pollution Prevention) 

(2)選擇性指標：基地選擇(Site Selection) 

(3)選擇性指標：開發密度與社區連結性(Development Density) 

(4)選擇性指標：污染廢棄地(褐地)再開發(Brownfield Redevelopment) 

(5)選擇性指標：替代性交通方案(Alternative Transportation) 

(6)選擇性指標：基地開發(Site Development) 

(7)選擇性指標：暴雨逕流控制設計(Stormwater Design) 

(8)選擇性指標：降低熱島效應(Heat Island Effect) 

(9)選擇性指標：降低光害(Light Pollution Reduction) 

2.水資源利用效率(Water Efficiency)指標群中，計有 3 項選擇性指標，內容簡述如

下：  

(1)選擇性指標：節水景觀設計(Water Efficient Landscaping) 

(2)選擇性指標：創新廢水處理技術(Innovative Wastewater Technologies) 

(3)選擇性指標：降低日常用水量(Water Use Reduction) 

3.能源與大氣環境(Energy and Atmosphere)指標群中，計有 3 項必要性指標及 6 項

選擇性指標，內容簡述如下：  

(1)必要性指標：基本建築能源系統功能驗證 (Fundamental Commissioning of 

Building Energy System) 

(2)必要性指標：最低能源效率需求(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3)必要性指標：基本冷媒控管(Fundamental Refrigera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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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擇性指標：能源效率最佳化(Optimize Energy Performance) 

(5)選擇性指標：現地使用可再生能源(On-Site Renewable Energy) 

(6)選擇性指標：額外加強功能驗證(Enhanced Commissioning) 

(7)選擇性指標：加強冷媒控管(Enhanced Refrigerant Management) 

(8)選擇性指標：節能效益之量測與確認(Measurement & Verification) 

(9)選擇性指標：使用綠色電力(Green Power) 

4.建築材料與資源利用(Materials and Resources)指標群中，共有 1 項必要性指標及

7 項選擇性指標，內容簡述如下：  

(1)必要性指標：回收資源儲存與收集(Storage & Collection of Recyclables)。  

(2)選擇性指標：舊建築再利用(Building Reuse) 

(3)選擇性指標：營建廢棄物管理(Construction Waste Management)。  

(4)選擇性指標：資源再利用(Resource Reuse)。  

(5)選擇性指標：回收再生成分(Recycled Content)。  

(6)選擇性指標：使用當地材料(Regional Materials)。  

(7)選擇性指標：可快速再生材料(Rapidly Renewable Materials)。  

(8)選擇性指標：使用經認證的木料(Certified Wood) 

5.室內環境品質(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指標群中，共有 2 項必要性指標及 8

項選擇性指標，內容簡述如下：  

(1)必要性指標：最低空氣品質要求(Minimum IAQ Performance)。  

(2)必要性指標：環境菸害控制(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 Control)。  

(3)選擇性指標：室外空氣引進監測(Outdoor Air Delivery Monitoring)。  

(4)選擇性指標：提高換氣量(Increased Ventilation)。  

(5)選擇性指標：工地空氣品質管理計劃(Construction IAQ Management Plan) 

(6)選擇性指標：低逸散性材料(Low-Emitting Materials)。  

(7)選擇性指標：室內化學品與污染源控制 (Indoor Chemical & Pollutant Source 

Control)。  

(8)選擇性指標：室內環境系統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 of Systems)。  

(9)選擇性指標：舒適熱環境(Thermal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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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選擇性指標：自然採光與視野(Daylight & Views)。  

6.創新與設計過程(Innovation and Design Process)指標群中，計有 2 項選擇性指

標，內容簡述如下：  

(1)選擇性指標：創新設計(Innovation in Design)。  

(2)選擇性指標：LEED 認證專業人員(LEED Accredit Professional)。  

2.3 我國綠建築評估 

我國綠建築評估方法係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公布的綠建築九大評估指標系

統，分別為「生物多樣性指標」、「綠化量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

能指標」、「二氧化碳減量指標」、「廢棄物減量指標」、「室內環境指標」、「水

資源指標」、「污水及垃圾改善指標」，其排序與地球環境關係如表 1 所示，稱為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評估指標系統(簡稱 EEWH 系統)，此為我國綠建築九大

評估指標系統的特色，也是專為位於亞熱帶地區量身打造的綠建築評估系統。  

 

表 1  綠建築九大評估指標系統之排序與地球環境關係  

與地球環境關係 
指標群 指標名稱  

生物 氣候 水 土壤 能源 資材 
1、生物多樣性指標  ★  ★  ★ ★    
2、綠化量指標  ★  ★  ★ ★    生態 E  
3、基地保水指標  ★  ★  ★ ★    

節能 E 4、日常節能指標   ★    ★   
5、CO2減量指標     ★  ★  ★  

減廢 W  
6、廢棄物減量指標     ★   ★  
7、室內環境指標     ★  ★  ★  
8、水資源指標   ★  ★    健康 H  
9、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   ★   ★  

    資料來源：綠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2007。 

 

綠建築九大評估指標系統中各項評估指標系統總分及其子項目詳如下述：  

1.生物多樣性指標係用於 1 公頃以上的基地規模，才適用於本指標之評估，其子

指標包括：生態綠網、小生物棲地、植物多樣性、土壤生態、生物共生障礙等，

來反應基地的生態品質；總得分 BD＝ΣXi≧55～75 分，始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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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綠化量指標之評估係以各種喬木、灌木、或混種複植複層的二氧化碳固定效果

作為綠化量評估方法的換算標準。本項評估是要求基地最小綠地面積內實施全

面綠化，綠化總二氧化碳固定量應大於其二分之一法定空地面積與二氧化碳固

定量基準值之乘積之 1.5 倍。  

3.基地保水設計主要分為兩大部分，一是「直接滲透設計」、另一是「貯集滲透

設計」。直接滲透設計包括：綠地、被覆地或草溝設計；透水舖面設計；貯集

滲透空地；滲透排水管設計；滲透陰井設計；滲透側溝設計。貯集滲透設計包

括：花園土壤雨水截留設計；景觀貯集滲透水池設計；地下礫石貯集滲透設計。

本評估對於「基地保水性能」以「基地保水指標 λ」來評估，其意義為開發前

自然土地之保水量與開發後之土地保水量之相對比值，需大於基地保水指標基

準。  

4.日常節能指標以建築外殼、空調系統、及照明系統的能源效率為評估對象。建

築外殼節能效率 EEV 要比建築技術規則之要求再高過 20％；空調系統節能效率

EAC≦0.8；照明系統節能效率 EL≦0.7。  

5.二氧化碳減量指標評估之內容主要係以形狀係數、結構系統係數、輕量化係數、

非金屬再生建材使用係數組成。綠構造係數≦0.82 才能符合要求。  

6.廢棄物減量指標著眼於工程不平衡土方、施工廢棄物、拆除廢棄物之固體廢棄

物以及施工空氣污染等四大營建污染源。營建污染指標 PI≦3.3 才能符合要求。 

7.室內環境指標由音環境、光環境、通風環境、及室內裝修等四部分綜合而成，

其合格判斷公式為 IE≧60。  

8.水資源指標以大便器省水器材、小便器省水器材、供公眾使用水栓省水器材、

浴缸或淋浴、雨中水設施為評估對象。其合格判斷公式為 WE≧2.0。  

9.污水及垃圾改善指標包括污水改善指標與垃圾改善指標，這兩項指標中有一項

不合格時，則整體「污水及垃圾改善指標」即不合格。  

污水改善指標中之一般生活雜排水、洗衣雜排水、廚房雜排水、浴室雜排

水等之排水管應確實接管至污水處理設施或污水下水道始為合格。至於垃圾改

善指標之垃圾處理指標 GI≧10 始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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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綠建築分級評估系統之方式為視總得分 RS 之大小而定：12≦RS＜26 為

合格級，26≦RS＜34 為銅級，34≦RS＜42 為銀級，42≦RS＜53 為黃金級，53≦

RS＜34 為鑽石級。  

本文參考林憲德 [19]修訂我國公有建築物綠建築標章標準化作業流程圖，在省

略政府部門審查內容及作業時程後，精簡之作業流程圖示如圖 1。  

 

 

 

 

 

 

 

 

 

 

 

 

 

 

 

 

 

 

圖 1  建築物綠建築標章標準化作業流程示意圖資料來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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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綠建築評估共同點  

各國的評估體系的研究時間，技術水準，操作理念等狀況各不相同，但是從評

估體系成果中發現一些共同點︰  

1.共同的立足點和目標：各國的評估都是在明確的可持續發展原則指導下進行

的，基本都可以實現以下目標︰為社會提供一直普遍的標準，指導綠色建築的

決策與選擇；透過標準的建立，可以提升公眾的環保產品和環保標準意識，提

倡與鼓勵好的綠建築設計；而且刺激提升了綠建築的市場效益，推展其在市場

範圍的實踐；另外由於評估體系提供了可考核的方法和架構，使得政府制定有

關綠建築的政策和規範更為方便。  

2.共同的關注點：各國的評估體系都有明確清晰的分類和組織體系，可以將指導

目標(建築的永續發展)和評估標準聯繫起來，而且都有一定數目的包括定性和定

量的關鍵問題可供分析。這些問題展現了各國對綠建築技術和文化層面的思考

和研究。評估體系中都還包括一定數量的具體指導原則(如對資源回收物的收集)

或綜合性指導要項 (如對綠色動力和能源的使用 )，為評估作業提供更清晰的指

示。  

3.開放性和專業性：各國的評估體系評估的數據和方法都向公眾公開，任何人都

可以了解使用，從網際網路上便可得到各國的完整的評估手冊或作業方法。數

據和方法的開放性並不意味著評估過程簡單，各國對評估的步驟皆有嚴格的專

業要求，其評估是由相關部門給與專業認證的評估人員執行的。如 BREEAM 的

評估是由持有 BRE 執照的專業人員進行，而 LEED 的評估則要求所評估的項目

組中至少有一位主要參與人員透過 LEED 專業認證考試。  

4.不斷的更新和發展：綠建築系統是複雜並且不斷發展的，因而評估應當是可重

複的、可適應的，對變化和不確定性能做出及時回應。各國在制定自己的評估

體系時都充分考慮到了這一點︰BREEAM 對辦公建築分冊分別於 1993 年、1998

年迄 2006 年進行了多次修改；LEED 評估系統要求每 5 年便要更新升級一個版

本，GBTool 的版本也在不斷更新。我國的綠建築九大指標評估體系也是由 1999

年開始施行時的七大指標評估體系至 2003 年時才更新為九大指標評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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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綠建築案例介紹 

台灣的綠建築發展，10 年來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及相關部會與機構等產官學

界共同努力下，歷經研究、宣導、推廣等工作，已逐漸進入全面落實的階段，綠建

築將與國人的生活全面發生關聯和影響。綠建築已成為人類的住居共通發展方向，

也是 21 世紀的世界主流。台灣綠建築自 2000 年以來至 2010 年 3 底，曾經通過「綠

建築標章」案件總共有 487 件，仍然有效的案件總計有 324 件。 [15]詳表 2 所示：  

 

表 2  台灣綠建築通過「綠建築標章」案件一覽表(迄 2010 年 3 月)[15] 

 
 

在台灣綠建築曾經通過「綠建築標章」的案例中，本研究認為「南區環保科技

園區管理研究大樓」及「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房」兩件通過九項評估

指標，實為國內佳作。另通過 BREEAM 認證且得獎的案例，亦堪稱綠建築代表作

品。茲將上述 3 件案例簡介如後。  

 

 

年度 公有有效 公有過期 民間有效 民間過期 有效合計 過期合計 

2000 年 0 1 0 0 0 1 

2001 年 0 0 0 2 0 2 

2002 年 0 0 0 2 0 2 

2003 年 0 0 0 8 0 8 

2004 年 0 14 0 3 0 17 

2005 年 0 36 0 6 0 42 

2006 年 0 61 1 16 1 77 

2007 年 66 11 15 3 81 14 

2008 年 74 0 22 0 96 0 

2009 年 99 0 27 0 126 0 

2010 年 17 0 3 0 20 0 

總 計 256 123 68 40 32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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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綠建築案例一 

2010 年甫出爐的 BREEAM 得獎案例 [1]，2010)種類含括多種建築型態，其首要

前提須為 Excellent/優良等級，本文針對通過 BREEAM 辦公室類 2006 年版且得分

最高，位於英國西南部港市 Bristol 的 Horizon House 做一簡略的介紹。  

 

 
            圖 2  Horizon House 外觀現況 [1] 

 

1.基本概況  

HORIZON HOUSE 為環境署所有的辦公室，由著名的 Westmark 負責開發，

座落在 Bristol 市中央一片頗大、混合用途的開發區，並有其他辦公樓及住宅居

其間。此一以高 BREEAM 標準為目標的建築由 Westmark 籌設，同時也確保環

境署的租約，此建案的開發讓建築達到最高環境標準的可實行性提高。  

2.評估結果  

(1)BREEAM 評等：特優，評分為 85.06% 

(2)階段：設計及採購  

(3)BREEAM 版本：Offices 2006(辦公室類 2006 年版) 

3.環境特色概要  

(1)透過混合模式的通風系統達到能耗最小化  

(2)以策略性建物設計讓具深度的辦公室也能有效率的自然通風  

(3)建物使用地熱泵、太陽能熱水以及光電版作為再生能源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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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水系統(屋頂收集雨水)用以沖洗馬桶  

(5)貼佈張力地板，使建物於可用年限中降低環境衝擊  

(6)建材來自 ISO14001 認可的供應商  

(7)所有木材均考量永續性  

(8)辦公室頂樓設置野花草地  

(9)永續排水系統(SUDs)之策略，減少基地洪氾  

(10)發展綠色旅遊計畫以符合建物使用者的需求  

4.綠色策略  

本建案在環境面抱負之高，於其設計之始便已高度展現，相關數據如下：  

(1)由建物的自我規範，使 CO2 減量 26.32% 

(2)再生能源科技提供 19.5%的能源需求  

(3)預設的運輸 CO2 排放量為 254.8kg/人 /年  

(4)密集提供循環設施  

(5)超過 80%的建物元件均為 A 等級且對其來源負責  

(6)水的消耗量為 1.27 噸 /人 /年  

(7)於市中心的建案場址加強及維護其基地生態  

5.建築物暖氣、通風、電力設備  

(1)地熱泵為其熱源的初級來源，復以瓦斯鍋爐補充。分區暖氣由樓板架空層設置

的風扇線圈所提供  

(2)混合系統提供通風。機械式通風於溫度較低時使用，用以回暖；而於溫度較高

時使用，則用以冷卻。而溫度適中的季節裡，建物以開放氣窗及中庭天井，得

以自然通風  

(3)冷卻的初級來源為地熱泵  

(4)熱水由太陽能版提供，且由地熱泵及瓦斯鍋爐補充  

(5)光電版補充供應主要電力  

3.2 綠建築案例二 

南區環保科技園區係配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署 )於國內推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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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之生態化工業園區，園區總面積約 40 公頃，進駐

產業類別有環境與清潔生產技術(綠色設計、綠色消費與法規)、資源化技術(污染防

制、循環再利用技術、環境技術&資料庫)、潔淨能源技術(綠能、再生能源)等，園

區內「管理研究大樓」於民國 94 興建完工，為地下一層地上六層鋼骨構造辦公廳

類之建築物，領有(94)高縣建使字第 04404 號使用執照。該大樓規劃設計階段即有

為推動興建省能源、省資源、低污染之綠建築建立舒適、健康、環保之居住環境，

發展以「舒適」、「自然調和健康」、「環保」等三大設計理念，故該大樓有申請

並已取得生物多樣性指標、基地綠化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二氧化

碳減量指標、廢棄物減量指標、室內環境指標、水資源指標、污水及垃圾改善指標

等綠建築九大指標之候選綠建築證書。藉此將使綠建築由過去「消耗最少地球資

源，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的消極定義，擴大為「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

建築物」的積極定義。  

 

 

 

 

 

 

 

 
圖 3.2-1 南區環保科技園區管理研究大樓設計外觀  

 

南區環保科技園區管理研究大樓申請綠建築九大指標之評估結果為(參照 97年

10 月 15 日台內建研字第 0970850111 號函及其附件，綠建築標章證書編號 GB330)：

因園區面積大於一公頃，故有考慮生物多樣性評估。生物多樣性指標設計值 BD＝

ΣXi＝47 分＞標準值 45 分 [11]，本項合格。綠化量指標設計值綠化總二氧化碳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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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4012005.71＞標準值 3970316.4，本項合格。基地保水指標 λ2.41＞標準值 0.32，

本項合格。日常節能指標之設計值 EEV＝0.79≦標準值 0.8、EAC＝0.67≦標準值

0.8 、EL＝0.76≦標準值 0.8(綠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2003)，本項合格。二氧化碳

減量指標之設計值 0.84≦標準值 0.88，本項合格。廢棄物減量指標設計值 PI＝2.85

≦3.3，本項合格。室內環境指標之設計值 IE≧標準值 60，本項合格。水資源指標

之省水器材合格、雨水貯集槽容量足夠，本項合格。污水及垃圾改善指標之污水指

標(配管檢查)合格、垃圾處理指標之 GI＝10≧標準值 10，本項合格。  

本案例基地範圍在地質上無斷層、弱震帶經過，而且歷史文獻記載沒有淹水記

錄，可以免除自然災害造成廠區毀壞或停工的損失。該園區水電供應無虞外，園區

內服務中心、電信道路、停車場、排水、中水道系統、公園、隔離綠帶等公共設施

一應俱全。推廣入區產業生產品鍊結，建立資源回收體系，以達零排放的目標。 廠

區用水藉由高效率污水處理設施，以及廢水回收再利用儲存系統，充分回收再利用

珍貴的水資源。園區路燈照明及環境監測系統，應用太陽能及風力等環保清潔能

源。研發大樓便用自然素材與原生植生，與周邊城鄉風貌結為一體，並融合岡山地

區特有的歷史文化，使環境意象之造形設計更富地方色彩。總體而言，南區環保科

技園區管理研究大樓應可算是近年來的國內綠建築優良範例。  

3.3 綠建築案例三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房坐落於台南科學園區內，為地上 4 層、地

下 1 層鋼筋混凝土構造之健康環保綠色廠房。新建之初即已全面納入綠建築設計手

法進行規劃，設計精神涵蓋綠建築指標之四大範疇，以「生態」、「節能」、「減

廢」、「健康」為主要設計構想，為台灣首座通過黃金級綠建築九項指標的電子廠

房，並包含多項綠建築創新科技設計手法，同時採取照明能源效率提升與綠化改善

技術，再創「黃金級」升級為「鑽石級」的綠建築廠房先例，為我國推動綠建築技

術的重要指標。本研究蒐集經濟日報 2007 年 3 月 18 日之報導：這棟台灣首座「綠

色廠辦」－台達電台南廠，總計建築成本約 1 億元，比傳統施工方式約多出 15%到

20%，在建築節能部分，效果高達 31%，營建廢棄物減量效果達 10%，因為設有中

水處理系統，日常節約用水效果可達 50%。依據經濟部 EUI 值的標準，每年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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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樓地板面積的耗電量要在 241.9 度以下才是節能建築，台達電南科廠只有 148

度，約標準值的 59.4%。也就是說，台達電南科廠比起一般的節能建築還省了 40%

的用電量。台達電南科廠還設計有空氣浮力塔，當大門打開、氣流進入室內時，冷

空氣留在室內，熱空氣會上升到上層，由頂樓的空氣浮力塔排出，可隨時維持空氣

的清新。比起一般冷氣最強勁的無塵室，空氣中二氧化碳含量約 600PPM，台達電

南科廠只有 530PPM，比室外的 200 到 300PPM 高出不多，讓員工有更好的工作環

境。台達電選擇正面朝北，因為北向的日照穩定，台達電在正面使用 LOW-E 的低

能量、低幅射玻璃，可以隔熱透光，省掉空調照明的用電，東西向部分則是以不同

方向的窗戶避免太陽直射，讓太陽發揮到照明的功能，卻避免日曬造成室內溫度上

升。北面朝向的問題是冬天風大，一樓大門的前景除了造景，最重要的是還有擾風

的功能，冬天時可以阻隔風向，減低大門的風壓。   

台達電這所「綠色廠辦」將環保節能功效發揮得淋漓盡致，捨棄了通常國內最

常見的玻璃帷幕設計，反而以「深深的遮陽」造成「變化多端的陰影」等符合亞熱

帶氣候的建築表現，來搭配南台灣的風土特色，達到最有效的建築節能設計。在入

口處設計了一個戶外的玄關，就像跟飯店一樣，車子停下來可以不淋雨，順便也可

以當遮陽。另外內凹的深開窗與水平金屬外遮陽，來產生美麗的陰影變化，再利用

金屬百葉導光板，導引自然光進入室內中庭，增加室內採光的均齊度，尤其可節省

空調與照明耗電量。在生物多樣性方面，台達電綠建築廠房設置了兩處喬木灌木混

種的生態密林，以最少管理、最不受人為干擾的綠地，作為野鳥及昆蟲的棲地；並

大量採用台灣原生樹種與誘鳥誘蝶植物，作為提供鳥類與昆蟲食物的來源，對地球

環保與生態環境有莫大貢獻；在綠建築廠房外，不僅設置了三處生態水池，發揮生

態滯洪池的功能，並以半滲透的池底結構、多孔隙的自然護岸與豐富的水岸植物，

形成良好的水岸生態系統，引來很多水鳥、蜻蜓、青蛙。  

在節水方面，除一般大樓常見的省水器材外，台達電綠建築廠房更利用屋頂、

露台、雨水回收池來截取雨水，收集至設置在地下室高達 200 公噸的雨水儲水槽，

經過簡易處理後，作為澆灌庭園的用水。因此，目前不僅該廠房戶外庭園全數仰賴

雨水澆灌，還利用自動偵濕系統，一旦偵測到下雨時，就會立即停止景觀噴灌，避

免水資源的浪費。這所「綠色廠辦」一改目前多數大樓將電梯設在大廳前，把樓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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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於隱蔽處，讓員工全部搭電梯上下班的設計，台達電綠建築廠房設計一座綠意盎

然的生態中庭，在中庭中設置一座光亮輕巧的樓梯，讓老闆、管理者、員工等上班

時可穿梭在綠意之中。所有員工上下樓層時喜歡走樓梯，代替非人性化的電梯，創

造更健康活潑的工作環境，此項創意實在難能可貴。台達電這幢獲有九項評估指標

的綠建築，不僅有上述各項實質好處，也大大提高了企業形象。  

 

           
 
 
 
 
 

圖 4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房外觀  

 

四、綠建築之環境影響評估分析 

  4.1 綠建築評估指標綜合比較  

我國綠建築 EEWH 評估指標系統有九大指標，概括而言就是考量生態、節能、

減廢、健康等 4 個層面。英國 BREEAM 評估法除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外，將

建築物之使用管理面亦列入評估。美國 LEED 綠建築評估準則則將創新與設計過程

列入考量。前述三者均各有其優異特殊處。我國綠建築 EEWH 評估指標系統與英

國 BREEAM 環境評估方法、美國 LEED 綠建築評估準則三者之比較列表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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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綠建築評估方法之比較  

 
由上述之比較表可知我國綠建築 EEWH 評估指標系統採取全方位之考量比起

其他國家之綠建築評估毫不遜色，甚至更為週延、完整，且 EEWH 評估指標系統

符合我國國情、地理，亞熱帶高溫高濕本土化氣候的條件，與其他位於溫帶或寒帶、

熱帶的國家有所不同，而且我國綠建築評估過程有一項是評估委員需至「現場勘

查」，是其他國家沒有的做法，非常有特色。  

我國的綠建築政策，係行政院於 2001 年 3 月 8 日核定實施「綠建築推動方案」

開始，至今成果非凡，比較重要者為：(1)推動工程總造價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

公有新建建築物或其他經主辦工程機關認定之新建建築物，採行綠建築設計及辦理

綠建築標章制度。(2)推動舊有建物進行綠色改造及空調節能暨外殼節能改善計畫。

據查至 2009 年 12 月底止，國內已有 2,418 件建築物取得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

證書認證。因為「綠建築推動方案」限縮於一定金額以上的公有新建建築物或主辦

工程機關認定之新建建築物才符合推動方案之原則，如為民間建築物或規模較小

者，則屬鼓勵性質，自動自發者並不多，故建築法規的訂定便顯得重要。建築技術

規則始於 2004 年 3 月 10 日增訂「綠建築」專章，並公布於 2005 年 1 月 1 日開始

施行，並於 2009 年 7 月 1 日修正為「綠建築基準」專章。  

我國的綠建築政策起步雖晚，但在「綠建築推動方案」的帶動下成果非凡，已

使台灣成為國際間執行永續建築政策的優等生，在國際綠建築組織中傳為佳話。例

如台灣是全球第四個正式執行綠建築評估認證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對公有建築管制

評估法 英國 BREEAM 美國 LEED 我國 EEWH 
管理 永續性基地開發 生物多樣性 

土地使用與生態 用水效率 綠化量 
能源 能源與大氣 基地保水 
運輸 材料與資源 日常節能 
水資源 室內環境品質 二氧化碳減量 
污染 創新與設計過程 廢棄物減量 
建材  室內環境 

健康與舒適度  水資源 

評估 
內容 

  污水垃圾改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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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綠建築設計的國家、亦是第一個由政府執行舊有廳舍之綠建築改造的國家，還

是第一個在建築法規訂定綠建築專章的國家。我國執行綠建築政策以來，效益明

顯，為國內國家永續政策立下非常好的典範。  

本研究整合「綠建築推動方案」之九大評估指標與「綠建築基準專章」之法規

內容後，歸納為生態、節能、減廢及健康等項目，宜列為「環境影響評估綠建築議

題建議事項」之考量重點，，至於詳細之建議事項則於後續章節說明之，以供實際

執行環境影響評估審議作業之參考。  

3.2 環評作業綠建築評估議題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進行除依已建立之各類評估技術規範及建議事項或建議

值外，亦需依「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以下簡稱作業準則)辦理，目前

作業準則內提及有關建築議題的有第 41 條「開發單位興建教育、研究機構、行政

辦公中心或醫療院所，凡設有實驗室、解剖室、手術室與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處理設

施者，對所產生之廢液、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污泥及其它廢棄物等，應分別估算產

生量，規劃設置分類、貯存、收集運輸及處理系統。不能自行處理者，應檢附合格

清除、處理機構之證明文件或調查當地合格清除、處理機構之家數，且註明最終處

理  (置) 地點之容量負荷，並承諾取得同意處理之文件後發包施工」。另第 42 條

為「開發單位規劃新市區、新市鎮或新社區時，應預測其對當地及鄰近地區水源供

應、排水或防洪系統、廢棄物清理及交通設施等之影響。舊市區之更新，舊房舍與

公共設施拆除所產生之廢棄物，須先詳細調查、規劃運輸路線及適當之處理場。規

劃高樓建築時，應重視其品質與景觀之整體性；並評估高樓建築對周遭環境所產生

之風場、日照、電波、交通、停車或帷幕牆反光以及室內停車場廢氣排放等之衝擊」。

就上述作業準則有關建築議題建議的內容，均係屬消極之環境保護作為，尚缺乏有

關綠建築規劃、設計、施工、管理的積極作為。  

此外，作業準則第 2-1 條「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

所定綜合評估者，其資格為：領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年以上之環境影

響評估工作經歷者、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歷，且有 2 年以上之

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歷，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練達 40 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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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者、曾擔任 2 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

格之一，且有 3 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歷者」。且「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三

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其資格為：領有本國技師證書，

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歷，且

有 1 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歷或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練達 10

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明者、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歷，且有 2 年

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歷或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練達 20 小時以

上領有合格證明者」。由前述可知，本法規未規範綠建築(方案)相關撰寫者或評估

者之資格，此點亦為有待改進之處。  

是故，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時，有關建築物綠建築之評估，依據開發行為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四十九條規定精神，從其規定辦理，且該規範未規定者，考

量依其他相關法令擬訂。進而提出開發行為可能規劃的建築物或構造物是否應實施

綠建築評估之關係，詳表 4。以工廠設立為例，工廠開發時，可能規劃的建築物或

構造物有：廠房、辦公室、單身宿舍、變電室、警衛室等，依建築物用途分類一覽

表，廠房屬 C 類、辦公室屬 G 類、單身宿舍屬 H 類、變電室屬 C 類、警衛室屬 C

類。本研究建議廠房、辦公室、單身宿舍等之規劃設計應符合「綠建築基準」要求，

也要進行「綠建築評估」並申請綠建築標章。變電室及警衛室因多屬小型建築物，

可免考慮「綠建築基準」要求，亦免進行「綠建築評估」。但此二類建築物如合併

於大型建築物內，則當符合「綠建築基準」要求，也要進行「綠建築評估」並申請

綠建築標章。因符合「綠建築基準」要求是申請建造執照階段之必要條件，故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在審查建造執照就會要求起造人檢討或設計建築師簽證。

至於「綠建築評估」方面，建議開發單位向內政部指定之綠建築標章評定專業機構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申請綠建築標章評定，其評估指標合格至少達 4 項(含)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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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開發建築物與綠建築評估之關係  

開發行為類別 可能規劃的建 
築物或構造物 建築物類別 綠建築基準 綠建築評估 

工廠之設立 

廠房 
辦公室 
單身宿舍 
變電室 
警衛室 

C 類 
G 類 
H 類 
C 類 
C 類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工業區 
生物科技園區 

管理中心 
污廢水處理 
廢棄物處理場 
道路、排水溝 

G 類 
------ 
------ 
------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高速公路 
快速道(公)路 
高架路橋、橋樑 
立體家叉工程 
隧道或地下道路 

收費站 
管控中心 
道路、地下道路 
路橋 
橋樑 
隧道 

G 類 
G 類 
------ 
------ 
------ 
------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高速鐵路 
一般鐵路 

高鐵車站 
高鐵高架橋 
鐵路車站 
鐵路橋樑 

A 類 
------ 
A 類 
------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大眾捷運系統 

捷運車站 
共構大樓 
機車、維修廠房 
捷運高架橋 

A 類 
A 類 
C 類 
------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港灣 

管理中心 
服務中心 
碼頭 
水運客站 

G 類 
A 類 
------ 
A 類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機場 

機場大樓 
導航中心 
飛機庫 
儲油庫 
機場跑道地坪 

A 類 
G 類 
C 類 
I 類 
------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土石採取 管理中心 
土石堆置場 

G 類 
------ 

是 
否 

是 
否 

探礦、採礦 管理中心 
礦物堆置場 

G 類 
------ 

是 
否 

是 
否 

蓄水工程 管理中心 
蓄水池 

G 類 
------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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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開發建築物與綠建築評估之關係(續) 

開發行為類別 可能規劃的建 
築物或構造物 建築物類別 綠建築基準 綠建築評估 

供水工程 管理中心 
水管鋪設 

G 類 
------ 

是 
否 

是 
否 

防洪排水工程 滯洪池 
排水溝、箱涵 

------ 
------ 

否 
否 

否 
否 

休閒農場 
農產品加工場所 
農業科技園區 

管理中心 
農產品加工場 
溫、網室 
污廢水處理 

G 類 
------ 
------ 
------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林地之開發利用 無 ------ 否 否 
魚池之開發利用 無 ------ 否 否 
牧地之開發利用 無 ------ 否 否 

遊樂區 
管理中心 
服務中心 
遊樂器具 

G 類 
G 類 
------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風景區 管理中心 
公共廁所 

G 類 
G 類 

是 
是 

是 
否 

高爾夫球場 管理中心 
草坪球場 

G 類 
------ 

是 
否 

是 
否 

運動場 管理中心及看台 
田徑場、球場 

G 類 
------ 

是 
否 

是 
否 

文教建設 

活動中心 
演藝場所 
學校 
實驗室 
農校農學院牧場 
廟宇或教會 

A 類 
A 類 
D 類 
D 類 
------ 
E 類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醫療建設 

醫院 
療養院 
醫事檢驗所 
停車場 

F 類 
F 類 
F 類 
------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新市區建設 

國民住宅 
勞工住宅 
社區活動中心 
百貨公司 
市場 
道路 

H 類 
H 類 
A 類 
B 類 
B 類 
------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高樓建築 三十層以上住宅 
二十層以上商辦 

H 類 
G 類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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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開發建築物與綠建築評估之關係(續) 

開發行為類別 可能規劃的建 
築物或構造物 建築物類別 綠建築基準 綠建築評估 

舊市區更新 
拆除重建 
整舊復新 
維護保存 

不一定 
不一定 
不一定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環境保護工程 

水肥處理廠 
污水處理廠 
一般廢棄物處理場 
一般事業廢棄物處

理場 
堆肥場 
一般廢棄物掩埋場 
一般事業廢棄物掩

埋場 
一般廢棄物焚化廠 
一般事業廢棄物焚

化廠 
廢棄物轉運站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

理場 
營建混合物資源分

類處理場 

C 類 
C 類 
C 類 

 
C 類 

 
------ 
------ 

 
------ 

 
C 類 

 
C 類 

 
C 類 
------ 

 
------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核能發電廠 
水力發電廠 
火力發電廠 
汽電共生廠 
風力發電機組 

發電廠 
管控中心 
屋內型變電所 
辦公室 
倉庫 

I 類 
G 類 
I 類 
G 類 
C 類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放射性核廢料之儲

存或處理場所 

倉庫 
地下處理場 
放射性核廢料焚化

爐 
放射性核廢料最終

處置場 
用過核燃料中期貯

存場 

I 類 
I 類 
I 類 

 
----- 

 
-----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工商綜合區 
購物專用區 
大型購物中心 

管理中心 
工商服務中心 
展覽館 
大賣場 

G 類 
B 類 
B 類 
B 類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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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開發建築物與綠建築評估之關係(續) 

開發行為類別 可能規劃的建 
築物或構造物 建築物類別 綠建築基準 綠建築評估 

展覽會 
博覽會 
或展示會場興建 

展覽館 
展示中心 
管理中心 
服務中心 

B 類 
B 類 
G 類 
G 類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公墓 管理中心 
墓地 

G 類 
----- 

是 
否 

是 
否 

殯儀館、骨灰(骸)存
放設施 

殯儀館 
墓地 
管理中心 
祭拜堂、靈骨塔 

E 類 
------- 
G 類 
E 類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人工屠宰場 
電動屠宰場 

屠宰場 
管理中心 
倉庫 
牲畜待宰區 

C 類 
G 類 
C 類 
-------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動物收容所 動物收容所 
管理中心 

------- 
G 類 

否 
是 

否 
是 

地下街工程 地下街 ------- 否 否 

輸電線路工程 
輸電線路、 
鐵塔 
室內變電所 

------- 
------- 
C 類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港區設置水泥儲 
庫者 倉庫 C 類 免 免 

輸送天然氣 
油品管線工程 

天然氣管線 
油品管線 
變壓室 

------ 
------ 
I 類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安養中心 
老人福利機構 

寄宿舍 
管理中心 
餐廳 
活動中心 

H 類 
G 類 
B 類 
G 類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軍事營區 
 
飛彈試射場 
靶場 
雷達站 

宿舍、辦公室 
軍事訓練場 
管控中心 
管控中心 
管控中心 

H 類、G 類 
------ 
G 類 
G 類 
G 類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觀光飯店 
旅館 

觀光飯店大樓 
旅館 

B 類 
B 類 

是 
是 

是 
是 

媒體園區 媒體展示館 
管理中心 

B 類 
G 類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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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開發建築物與綠建築評估之關係(續) 

開發行為類別 可能規劃的建 
築物或構造物 建築物類別 綠建築基準 綠建築評估 

設置液化天然氣接

收站(港) 危險廠庫 I 類 免 免 

人工島嶼之興建 無 ------ 免 免 

加工出口區開發 廠房 
管理中心 

C 類 
G 類 

是 
是 

是 
是 

核子反應器設施 危險廠庫 I 類 免 免 
火化場 火化場 E 類 免 免 

纜車之興建或擴建 
纜線及塔架設 
纜車車站 
維修廠房 

------ 
A 類 
C 類 

免 
是 
免 

免 
是 
免 

 

3.3 環評作業之綠建築議題建議事項 

國內現行之個案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相關技術規範，係提供針對開發行為預為評

定其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以及經濟、文化、生態等不同層面可能受衝擊

的程度與範圍，事前進行科學、客觀、綜合性的調查、預測、分析與評定，提出環

境管理計畫及預防措施之審議或施作基準，惟尚無綠建築議題相關規範；另查內政

部已有「綠建築基準」及「綠建築評估」相關技術規範，對綠建築之推廣尚屬順暢，

經本研究彙整檢討，應無另設綠建築相關評估技術規範之必要。  

是故為增進資源之永續利用、減低廢棄物及溫室氣體排放，同時避免對環境生

態的破壞，推廣生態、節能、減廢及健康之綠建築，本研究參照「建築物生活污水

回收再利用建議事項」、「高速鐵路最大音量建議值」及「非游離輻射環境建議值」

及「綠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等，建議按行政程序法第 165 條之

立法意旨，訂定「綠建築議題建議事項」(以下簡稱建議事項) ，據為之環評審議

綠建築議題時之參考；並能於未來函知相關機關，作為綠建築議題初步遵循依據，

並供有關機關作為訂定相關規範的依據與參考。有關環境影響評估審議作業之開發

建築物與綠建築亟待補強改善之處，本研究特彙整歸納下列建議事項，作為環評及

相關審議作業過程中之參考。下列建議事項第一項屬總論建議，第 2 至第 10 項屬

法規建議或與其他法令相關之建議，第 11 至第 20 項屬綠建築細部分類建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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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與第 22 項則為環評作業準則未臻健全之補充建議。  

1.基於國家長期發展利益，顧及環境及生態保護與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兼籌並

顧，有關建築物之開發行為，建議在規劃設計階段應同時考量生態、節能、減

廢、健康等層面，未考量者，不得興建，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而且，無論開

發計畫有多迫切，仍必須考慮到環境生態負面衝擊及應以整體環境考量為出發

點。  

2.本建議事項之適用範圍係指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規定之各類開發行為，其可

能附帶開發興建之建築物。  

3.有關建築物之規劃設計，建議開發單位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委託開業建築師依

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綠建築基準」專章之規定辦理。該專章內提

及之下列設計技術規範，責成被委託之開業建築師依其規定辦理並簽證負責，

並依建築法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辦建造執照。  

(1)建築基地綠化設計技術規範  

(2)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3)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  

(4)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設計技術規範  

(5)建築物雨水貯留利用設計技術規範  

(6)綠建材設計技術規範  

3.單一建築工程造價達新臺幣 5,000 萬元(含)以上者，建議開發單位向內政部指定

之綠建築標章評定專業機構「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申請綠建築標章評定，

其評估指標合格至少達 4 項(含)以上。  

4.單一建築工程造價未達新臺幣 5,000 萬元，但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認定有

必要者，建議開發單位仍應向內政部指定之綠建築標章評定專業機構「財團法

人台灣建築中心」申請綠建築標章評定，其評估指標合格至少達四項 (含 )以上。 

5.建議開發單位向內政部指定之綠建築標章評定專業機構「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

心」申請綠建築標章之建築物，要與「綠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

點」之規定相符合，即應至少通過四項指標，且包括「日常節能」及「水資源」

二項門檻指標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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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環評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

目撰寫者，評估或撰寫有關綠建築議題者，建議應為大學(含)以上建築系畢業並

接受綠建築評估專業講習或訓練達 20 小時以  上、且領有合格證明者。  

7.建議各類開發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材料及樓地板面材料應採用綠建材，其使用率

應達室內裝修材料及樓地板面材料總面積之 30%以上。  

8.建議綠建築及其相關建築物除應符合本建議事項外，另應符合主管建築機關及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9.建議無論建築物之規模大小及申請綠建築標章與否，建築物之開發興建應儘量

依「綠建築基準」及「綠建築評估指標」規劃設計，包括基地生物多樣性、基

地綠化、基地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量、廢棄物減量、建築物

室內環境及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10.建議景觀方面考量：建築外觀應與周圍環境取得和諧，以可表達自然特性或彰

顯地方特色為主，並儘量採用當地生產的材料；避免採用要經長途運輸才能取

得之材料。  

11.建議配置方面考量：建築的配置儘量以迴避炎熱夏天的陽光、觀迎冬天的陽

光，座北朝南為主，若無特別因素，南方可以多開窗，北方少開窗為開窗之原

則。法定空地可多種樹木，綠色植被，減少熱島效應或以遮陽及隔熱，迎風(夏

天)避風(冬天)之設計手法來處理，  

12.建議綠化植栽方面考量：以各種喬木、灌木或混種複植複層植栽，儘量選擇原

生植物或誘鳥誘蝶之植物。綠化植栽儘可能以野花草原取代傳統性草皮，除可

增加草原生態之多樣化外並可降低傳統草皮所需之灌溉及剪草等維護費用。建

議基地內原有老樹應做好保護措施。  

13.建議基地保水方面考量：基地內建築物之外之舖面採用透水舖面，可以減少雨

水逕流量，增加滲流量以補注地下水，建議透水性舖面的基本構造可由底土整

平夯實加上粒徑不同大小之碎石夯實並刮平，最後再舖上表面層。  

14.建議通風、採光方面考量：設計以採用自然通風、自然採光為主，如環境條件

不允許，須採用機械通風時，應訂定機械換氣設備及維修計劃，該計劃應包括

換氣設備之位置、型式、機種等。如需採用人工照明時，應採用節能燈管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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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燈泡。  

15.建議二氧化碳減量方面考量：儘量採用「建築輕量化設計」來達到節約建築材

料與降低二氧化碳排放量的目的。例如，儘量採用荷重較輕的鋼骨結構，避免

採用笨重的鋼筋混凝土結構，根據成功大學建研所的研究指出，鋼筋混凝土建

築的耗能量，約為鋼骨構造建築的 1.2 倍 [12]。  

16.建議水資源方面考量：衛生設備應採用具省水標章者。建議設置貯留雨水再利

用裝置。並設計中水再利用系統，回收後經過濾系統並儲藏其回收之用水以可

做為庭園花圃澆溉或再利用為沖水馬桶用水。   

17.建議建築物室內環境方面考量：建築物各居室儘量要有自然通風之開口，牆壁

或天花板採用綠建材裝修材料，室內空氣品質應符合行政院環保署公布之室內

空氣品質建議值。  

18.建議廢棄物減量方面考量：建築物之挖、填方著眼於土方平衡，如有甚剩餘土

方，儘量以現地利用原則下做整體規劃設計。  

19.建議污水及垃圾改善方面考量：建築物內之一般生活雜排水、洗衣雜排水、廚

房雜排水、浴室雜排水等之排水管應確實接管至污水處理設施或污水下水道。

至於建築物產生之垃圾處理應要做到配合垃圾分類、垃圾不落地的清運方式，

設有充足垃圾儲存處理之運出空間，及設有廚餘收集利用之空間。  

20.除依環評作業準則第 41 條「開發單位興建教育、研究機構、行政辦公中心或

醫療院所，凡設有實驗室、解剖室、手術室與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者，

對所產生之廢液、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污泥及其它廢棄物等，應分別估算產生

量，規劃設置分類、貯存、收集運輸及處理系統。不能自行處理者，應檢附合

格清除、處理機構之證明文件或調查當地合格清除、處理機構之家數，且註明

最終處理(置 )地點之容量負荷，並承諾取得同意處理之文件後發包施工」之規定

外，建議應依本文「開發建築物與綠建築評估之關係」進行綠建築基準檢討或

綠建築評估。  

21.除依環評作業準則第 42 條「開發單位規劃新市區、新市鎮或新社區時，應預

測其對當地及鄰近地區水源供應、排水或防洪系統、廢棄物清理及交通設施等

之影響。舊市區之更新，舊房舍與公共設施拆除所產生之廢棄物，須先詳細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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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規劃運輸路線及適當之處理場。規劃高樓建築時，應重視其品質與景觀之

整體性；並評估高樓建築對周遭環境所產生之風場、日照、電波、交通、停車

或帷幕牆反光以及室內停車場廢氣排放等之衝擊」之規定外，建議應依本文「開

發建築物與綠建築評估之關係」進行綠建築基準檢討或綠建築評估。  

 

五、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自 1994 年 12 月 30 日公布實施以來，已有 15 年之久，實

際上各種開發行為之環境影響評估審議作業，已臻週延；而政府自 2001 年 3 月行

政院核定施行的「綠建築推動方案」，明定由政府部門公有建築率先做起，並規定

「中央機關或受其補助達二分之一以上之公有新建建築物，總造價在新台幣伍仟萬

元以上者，應先行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始得申請核發建造執照發包施工」。而在

2003 年 7 月核定修正方案中加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各該管公有建築物亦比

照辦理」。2009 年 10 月公布「綠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規定

工程造價在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公有新建建築物，應申請取得綠建築標章。在在

均係要求政府部門應率先將綠建築理念落實至公有建築中。再者，建築技術規則之

綠建築專章之公布實施亦已五年有餘。顯見綠建築已自試行推廣階段，進入成熟發

展階段，在世界上有綠建築評估的國家中，不但名列前矛，而且有亞熱帶地區綠建

築評估的特色；經本研究觀察目前我國雖有環境影響評估法之規定，對開發行為可

能對環境造成影響時，有針對環境、經濟、文化、生態等不同層面可能受衝擊的程

度與範圍，事前進行科學、客觀、綜合性的調查、預測、分析與評定，提出環境管

理計畫，並且公開說明及審查，此等環評程序看似合理；但觀之對開發興建建築物

之審查卻欠缺相關綠建築之評析準則，加上以往環保署環評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

員，具建築專業背景者寡，不免有考量未盡周延之虞；故綠建築評估技術規範或建

議事項亟需建立，並納於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體系內。  

目前世界各國在「永續發展」前題下，任何開發行為均應注意節能、減廢、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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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及對環境生態的影響，有關「節能減碳」或減少「碳足跡」及維護生態環境亦已

成全人類共同努力的共同目標。本研究基於環境影響評估審評作業階段，認為除應

做好減低開發興建之建築物對環境的影響衝擊外，並應積極規劃設計出生態、節

能、減廢、健康的綠建築，以符合世界各國潮流「永續發展」的正面走向，故本文

以野人獻曝的想法，提出前章揭示之「開發建築物與綠建築評估之關係」與「環評

作業之綠建築議題建議事項」，供作行政院環保署針對開發行為相關建築物進行環

境影響評估審評作業時審評有關「綠建築議題」時之參考之用。希能發揮拋磚引玉

之功效，期待未來有愈來愈多的單位或研究者能提出更嚴密且更佳的「環評作業之

綠建築議題建議事項」。  

5.2 建議 

就開發行為之實務面而言，環境影響評估係對開發行為可能對環境造成影響

時，開發單位是有針對「環境現況」、「氣象」、「地形與地質」、「空氣品質」、

「噪音及振動」、「水資源、水文及水質」、「土壤」、「廢棄物處理」、「有毒

廢棄物處理」、「生態」、「景觀」、「社會經濟」、「人口成長與人口結構」、

「產業分布」、「生活水準」、「土地使用」、「公共設施」、「文化資源」、「道

路及交通」等等，於開發中、開發後所可能受衝擊影響的程度與範圍，採取之因應

對策，甚至提出替代方案。此外也會提出「綠建築計畫」、「環境管理計畫」、「環

境監測計畫」及「防災計畫」等，供環境影響評估審議作業時審評之用。但上述實

務，一般而言係開發單位自行提出的自我要求提供給環評單位審查，有關「環評作

業之綠建築評估建議事項」或「環評作業之綠建築評估技術規範或建議事項」則尚

付諸闕如。  

本研究雖分析「開發建築物與綠建築評估之關係」與提出「環評作業之綠建築

評估建議事項」，供作行政院環保署於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階段時，對相關開發興建

建築物「綠建築議題」之參考。但此等建議受限於研究時間期程與人力物力不足之

故，未免有不盡周詳之實，但希望能對公部門有拋磚引玉之功效，期待未來有更多

的學者專案、學術單位及研究機構加入此議題之探討，並研擬出更周詳嚴密的「環

境影響評估之綠建築評估技術規範」或「環境影響評估之綠建築評估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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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政府相關部門參考之用。此外，  「環境影響評估之綠建築議題建議事項」是

否有與「都市計畫」、「區域計畫」、「都市設計審議」或「生態城市」之法規或

理念有無競合之處，亦有賴政府相關部門，做跨部、會、局、處之整合，始可能有

完美的成果。也期待「國土計畫」儘快誕生，期能對下位階的各類計畫有領航指引

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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