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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重點 回應辦理情形

1. 請修正簡報部分內容引用資訊，COP28共識中，
並非能源使用效率增加兩倍，而是能源效率年均
改善率由2022年的2%提升到2030年達到4%，
再請修正確認。

感謝委員指正。
已修正簡報內容引用COP28共識部分，調整為能源效率年均
改善率由2%提升到4%。

2. 有關簡報內容台灣淨零建築路徑2050年達到碳
中和部分，依定義碳中和只能用負碳的碳匯來達
成，然再生能源是零碳不是負碳，所以本身是無
法達成碳中和。考量內政部原意應為透過建築節
能後，剩餘用電採行不排碳的再生能源，故建議
應修正敘述。

感謝委員指正。
已修正簡報內容有關淨零建築路徑部分，調整文字為先建築
節能50%，其餘用電再使用零碳再生能源，達成2050年淨
零建築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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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永續會第60次工作會議委員意見回復



委員建議重點 回應辦理情形

3. 有關簡報提到日常節能指標，其中有關外殼
節能(EEV)部分，因應台灣氣候條件與歐美
等溫帶國家不同，故針對其EEV的檢討方式
是否有所區別，請補充說明我國的標章評核
方式。

本部長期推動綠建築標章，其中日常節能指標之外殼節能EEV的
計算方式，係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計算，且需高於法規20%以
上始能取得標章。

4. 有關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其中淨零建
築分別訂有2030、2040及2050年的目標值，
惟缺少較明確且可量化的趨勢跟評估，故建
議提供相關參考資料，以檢視是否能順利達
成減碳目標。

1. 淨零建築2030年目標，本部已建立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制度，
並自112年7月1日起分年分階段由公有建築物帶頭做起，預計
至115年7月1日提前達成2030目標。

2. 有關2040及2050的既有建築更新目標，涉及後續年度既有建
築總量、新建及既有建築能效改善量之盤點，本部研訂可量化
之評估公式如下，將做為檢視是否達成目標之量化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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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永續會第60次工作會議委員意見回復



委員建議重點 回應辦理情形

5. 有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訂定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
設施標準草案，對於1,000平方公尺以上設置條
件仍有所疑義，為避免法令條件門檻太低，無法
有效達成2050淨零目標，建議內政部應多做協
調與討論。

考量本草案為新強制性規定，涉及新行政程序流程等，為利
後續推動順利，先以建築面積達1,000平方公尺以上為推動
對象。待整體新設制度推動穩健後，再視推動成果調整相關
內容。本部已於113年7月15日召開「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
具體措施第7次研商會議邀集相關單位、公協會團體表示意
見，相關意見將納入草案條文參考意見，如有意見可再向本
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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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永續會第60次工作會議委員意見回復



貳、淨零排放國際發展趨勢

淨零排放國際趨勢

因應氣候變遷及地球暖化，超過150個國家宣示淨零排放，歐盟、

美日等國陸續提出於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倡議。

淨零
排放

2021年 2050年 6



第28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 28） (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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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再生能源增加3倍、

能源效率年均改善2%提升至4%。

◼能源轉型脫離化石燃料。

◼加速去除煤炭、碳捕捉和封存技術。

COP 28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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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30 2024/6/192023/2/15 2024/4/22

參、臺灣淨零建築路徑規劃

淨零入法
《氣候變遷因
應法》納入
「2050
淨零排放」目標

公布施行路徑公布

國發會公布

「臺灣2050
淨零排放路徑
及策略總說明」

五大策略

賴總統宣告

推動淨零轉型
五大策略，啟
動二次能源轉
型

社會對話

賴總統召集

總統府下成立
「國家氣候變
遷對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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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圖-國發會111.3.30公布

2030 2040 2050



淨零轉型12項關鍵戰略-(內政部協辦8項)

10資料來源:環保署（現為環境部）111. 8.30簡報

(建築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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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淨零建築路徑

內政部規劃

參考國際趨勢，先建築節能50%，其餘用電再使用零碳再生

能源，達成2050年淨零建築之目標。

再生能源供應

近零碳建築技術

基準年

50

-50

年份

100

0

-50

能源基準

2000 2021 2025 2030 204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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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民間辦理既有建築能效提升
• 推動節能家電貨物稅減徵
• 補助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 補助公有既有建築物及緊急避難空間能效改善
• 鼓勵企業將建築能效納入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

•低蘊含碳標示
•木竹構造、預鑄工法等

淨零建築路徑4大主軸



淨零建築推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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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

民間

淨零
建築1

2 新建建築物

4

公有帶頭，引導民間建築

耗能量大之建築優先

3
既有建築物
公有 逐步強制

民間 鼓勵為主

先
鼓
勵

後
強
制

推動順序

跨部會分工
家電節能

再生能源

節能減碳科技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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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智慧綠建築現況

•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1990年英國BREEAM開始，各國陸續發展綠建築評估系

統，目前已約有38個國家、地方有評估系統。

亞洲第一個上路、
全球第4個實施具
科學量化的評估
系統。

1. 2.

唯一獨立發展
且適用於熱帶
及亞熱帶的評
估系統。

首創將綠建築納
入法令落實到新
建建築物均一體
遵行的國家。

3. 4.

全世界綠建築
密度最高的國
家。



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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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制度-被動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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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評估系統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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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

規劃



臺灣亞熱帶熱濕氣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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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不同氣候區不同建築節能需求與策略

◼ 歐美寒溫帶國家強調建築外殼隔熱保溫，建築節能則以節約
冬季暖氣空調耗能為主。

◼ 熱帶國家則注重於建築外殼遮陽，建築節能則以節約冷氣空
調耗能為主。

 位於亞熱帶熱濕氣候的臺灣，不同寒溫帶及熱帶氣候區，面臨的
建築節能挑戰更大

◼ 建築外殼需兼具隔熱、遮陽及通風設計，以因應四季氣候變
化之需求。

◼ 建築節能則以節約夏季冷氣空調耗能(6-9月)為主。



臺灣綠建築標章之日常節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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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節能指標包括：

◼ 外殼節能效率（EEV），比現行法規嚴格20%

◼ 空調系統節能效率（EAC）

◼ 室內照明系統節能效率（EL）

◼ 再生能源

 平均節能約至少有20%。

良好通風及遮陽設計(台南新南國小) 優良遮陽範例(北投圖書館)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綠建材標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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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技術規則自110年1月1日起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綠建材使用率提升至室內
60％、室外20％。

 持續擴大再生、節能、防音綠建材之評定範圍，引導傳統建材產業升級轉型，

帶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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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以
上)

F類 衛生、福利、更生類 F-1醫療照顧

G類 辦公、服務類
G-1金融證券
G-2辦公場所

H類 住宿類
H-1宿舍安養
H-2住宅

公有建築強制申請綠建築、智慧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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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有智慧綠建築實施方針：

 101年1月1日起，公有新建建築

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臺幣5

仟萬元以上者，需取得綠建築證

書。

 102年7月1日起，下表所列之新

建公有建築物總工程造價達新臺

幣二億元以上者，需取得智慧建

築證書。



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條例-納入綠建築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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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政部「公有智慧綠建築實施方針」之規定，針對公
有新建建築物總工程建造經費達5,000萬元以上進行綠建
築設計管制。

內政部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條例納入綠建築容獎

◼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10條）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7條）分

別訂有綠建築獎勵容積之規定。

鑽石級：基準容積10%

黃金級：基準容積8%

銀級：基準容積6%

銅級：基準容積4%

合格級：基準容積2%



綠建築標章推動成效

22

1. 綠建築標章持續成長，累計破
萬件，達13,172件。

2. 預估每年可：

• 省電28. 86億度。

• 省水1億4,320萬噸。

• 節省水電費約115.34億元。

• 減少之CO2排放量約為160.6
萬噸。

* 以上數據統計至113年7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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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築淨零轉型

臺灣推動淨零建築不是從零開始

綠建築推動已超過20年，成效良好

在綠建築設計節能20％及既有公有建築節能改善
30%的基礎上

推動新建建築能效分級評估及既有建築能效改善

達到2050淨零排放目標



綠建築與近零碳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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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建築 近零碳建築

1.目標 永續發展(SDGs) 2050淨零碳排

2.系統 綠建築評估(9大指標) 建築能效評估(1指標)

3.標章(示)推動 1999(超過20年) 2022開始

4.推動方式 公有帶動民間 公有帶動民間

5.公有改善
既有公有

建築節能改善
既有建築能效評估改善

6.節能效益 門檻制(至少20%) 分級制(最高50%)

7.預期成果 成效良好(基礎) 綠建築基礎向上提升

8.法制化
2005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

基準專章
研議中

(預定2025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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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2050淨零建築推動策略說明

1 2 3 4 5

公有新建
建築

已函頒公有辦公、服
務類建築自112.7.1起
實施，並逐年擴大適
用對象

建立建築能效
及強制實施

公有既有
建築

113年投入4.38億補助
公有既有建築物能效
善及導入再生能源、
儲能系統

能效改善及示
範補助

1.經濟部 (商業服務業
節能設備補助)

2.環境部 (碳權獎勵)
3.金管會 (綠色金融)

跨部會多元
鼓勵措施

本部國土管理署規劃
於114年完成建築能
效法制化作業。

建築法規
強制規定

淨零建築推動策略

民間新建
建築

民間既有
建築



建立建築能效等級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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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能效等級:由高至低

依序分為第1+至7級。

其 餘 用 電
再使用零碳
再 生 能 源

◆(1+級)
◆約節能50%。

淨零建築近零碳建築

NEARLY ZERO NET ZERO

1



建築能效評估制度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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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作業要點

出版評估手冊

111年試辦

112年公有先行

完成「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
及使用作業要點」修正，納入建
築 能 效 評 估 相 關 規 定 ， 自
111.1.1生效。

完成建築能效評估手冊，自
111.1.1實施。

第1年為試辦期，有意願申請者，
於申請綠建築標章時 併同受理申請。

112.7.1起公有建築分年強制。

社會住宅自112年起帶頭做起。



公有建築能效標示制度分年分階段實施

28

 函頒公告以耗能量大的公有辦公、服務類建築自112.7.1起實施能效制度。
 分年分階段實施：112.7.1起需申請建築能效評估，自115.7.1起須達1級或

近零碳建築(1+級)。

2023 2025 20302024

建
築
能
效
評
估
制
度
上
路

2026

辦公、服務類（G-1金融證券、G-2辦公場所）

•公共集會類（A-1集會表演）

•商業類（B-1娛樂場所、B-2商場百貨、B-3餐飲場所、B-4旅館）

•休閒、文教類（D-1健身休閒、D-2文教設施）

其他建築類組

•衛生、福利、更生類（F-1醫療照護）

•住宿類（H-1宿舍安養、H-2住宅）

2022

7月1日 7月1日 7月1日 7月1日

2

公有新建建築物達建
築能效1級或近零碳

提前達成



建築能效標示申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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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計建築能效申請評定80件：

◼ 共計完成認可41件，其中有
21件取得近零碳建築(1+級)
能效標示。

◼ 其中2件社會住宅取得近零
碳建築(1+級)能效標示。

建築能效 (1+級)

鳳翔安居

• 高雄市/鳳山區

• 基地面積：7070.47m2

• 總戶數：440戶

• 附屬設施：托嬰中心

簽約日期 開工日期 竣工日期

110年7月30日 111年7月15日 115年5月25日

* 以上數據統計至113年7月底



內政部於112年世界地球日宣布：

◼ 112年度起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招標的社會住宅及
公辦都更建物，將率先全面
導入新建住宅能效標示1級。

◼ 擔任起建物節能改造的領頭
羊，以落實2050淨零排放施
政目標。

打造永續淨零之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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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社會住宅之減碳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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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有社會住宅帶頭進行節能減碳
◼ 所有社會住宅均需取得綠建築標章。
◼ 國家住都中心興建社會住宅，提前自112年起率先全面導入能效1級

以上之規劃設計。
◼ 地方興建社會住宅，預定自114年7月1日起達能效1級以上。

興建社會住宅之總減碳量
◼ 至113年累計達12萬戶(中央6.8萬戶、地方5.2萬戶)，預估每年減碳

量約4.74萬噸。
◼ 至121年累計達25萬戶，預估每年可減碳約11.23萬噸。

社宅累計數量 預估每年減碳量

12萬戶 4.74萬噸/年

25萬戶 11.23萬噸/年



 公有既有建築物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112-113前瞻基礎建設)

◼ 公有既有建築物能效改善及示範

◼ 公共緊急避難空間導入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

補助對象
補助經費
(元)

申請案件資訊

申請案件數 初選案件數 核定補助案件數

地方政府 1億8,602萬
94件

(18個縣市政府)
55件 20件

中央政府 2億5,197萬
81件

(39個機關)
49件 15件

合計 4億3,800萬 175件 104件 35件

公有既有建築能效改善及示範補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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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建築(節能/創能/儲能/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建築外殼隔熱改善

空調/照明/家電等能源效率提升

節能
改善

強化自主發電

4研發建材導入再生能源示範與實證

創能
提升

擴大
儲能

擴大所需儲能設備

擴充智慧電網基礎設施

智慧
控能

結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監控建築能源使用

建築物安全前提下



示範補助效益佳，帶動民間跟進

建築智慧節能減碳

導入再生能源與儲能

外殼 空調

照明

智慧節能策略
技術導入

再生能源

儲能系統

節能
創能
儲能

熱泵

節、創、儲、控 34

113年度核定補助35件，改善總
樓地板面積約25.4萬m2。（預估
每年可減碳9,66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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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國土管理署刻正研擬建築能效評估制度法制化
條文，預定於114年前完成法制化作業

新建建築物若有需求，可申請標示

規範民間新建建築能效之法制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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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獎勵民間既有建築能效改善

既有建築

能效改善
(導入民間
節能產業)

ESCO

都更容獎

(獎勵能效改善)

ESG、CSR

(建築能效導入
綠色金融工具)

家電補助

(導入稅賦減免)

5

公有帶頭改善
(補助公有既有
建築改善)

碳權獎勵

(爭取能效改善
取得碳權)

整建維護

(能效改善
納入補助)



成立建築能效改善輔導團

 內政部將成立輔導團，整合各部會資源，協助民間建築能效改善

辦理建築能效改善示範

擴
大
推
動

建
築
能
效

改
善
輔
導
團

整合各部資源

確認建築外殼隔熱

診斷空調照明設備

汰換老舊家電

導入再生能源

促進使用
行為模式改變等

37



柒、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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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歷年實施成效良好之綠建築及建築節
能改善基礎，進行淨零轉型。

 推動建築節能，先達到近零建築(1+)，再
整合節能/創能/儲能/控能，邁向淨零建築。

 藉由既有建築物能效改善及近零碳建築示
範，以激發全民的重視。

 期許臺灣淨零建築成為環亞熱帶氣候區典
範共同邁向2050淨零建築願景。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