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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99 年政府建立「綠建築標章制度」以來，綠建築政策已經成為我國永

續發展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環。2001 年行政院核定實施「綠建築推動方案」，要

求總工程經費五千萬元以上的公有新建建築物必須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

由公有建築物率先推動作為領頭羊，引導民間業界跟進，更令我國綠建築發展

突飛猛進，十多年來我國的候選綠建築證書與綠建築標章數量已超過四千多

件，成效卓著，成為世界綠建築政策最有成效的國家之一。2008 年行政院推出

「生態城市綠建築推動方案」，使我國的綠建築更進一步邁入永續都市政策的

階段，2010 年更推出「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整合綠建築技術及智慧設備系

統，期發揮更大的整體效益。

惟在前述各項推動方案中，綠建築仍是最核心的關鍵，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為提升國內綠建築技術及擴大評估範疇，於 2012 年完成綠建築分類評估體系，

依建築使用類型分為「綠建築評估手冊－基本型（EEWH-BC）」、「綠建築評估

手冊－住宿類（EEWH-RS）」及「綠建築評估手冊－廠房類（EEWH-GF）」，同

時訂定「綠建築評估手冊－舊建築改善類（EEWH-RN）」及「綠建築評估手冊－

社區類（EEWH-EC）」等 5 類綠建築評估版本，建構完成我國的「綠建築家族評

估體系」，從此我國正式邁入綠建築分類評估的時代。

綠建築標章制度推行以來，深獲社會各界認同，綠建築的思潮廣為媒體所

報導，甚至綠建築標章制度也被納入國中小與高中的教科書中。另外，內政部

頒發之綠建築標章也逐漸成為各級政府的環境政策指標，例如在各級政府之環

境影響評估、都市更新、都市設計審議、地方自治條例、低碳城市白皮書中已

將綠建標章列為必要指標，同時經濟部工業局已將 EEWH-GF 與 EEWH-RN 兩

系統列為「綠色工廠標章」之必要門檻。

由於我國的綠建築評估 EEWH 系統一向堅持科學量化、設計優先、平價

技術、簡易操作的特性，同時因應社會需求、產業結構轉化的趨勢，在評估內

容與操作實務上不斷更新改進。2012 年推動綠建築家族五大系統以來，發現部

分評估內容及方法等仍有改進空間，因此本次特別成立常設性「綠建築評估手

冊編輯委員會」進行全面改善更新，使手冊之客觀評估功能更完備。相信 2015
年實施之最新版評估手冊，當能展現更簡化、更公平、更合理的評估，同時希

望藉此能讓我國的永續營建政策更趨周全，進而為全民居住環境與地球環保做

出最大的貢獻。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所長

謹上

2014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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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世界綠建築評估系統的發展

「綠建築」在日本稱為「環境共生建築」，有些歐美國家則稱之為「生態建築」、

「永續建築」，在美洲、澳洲、東亞國家，北美國家則多稱為「綠建築」。1992年巴西的

地球高峰會議以來，隨著地球環保熱潮，在建築產業界也興起一片綠建築運動。於是，全

球第一部綠建築評估系統BREEAM，在1990年首先由英國建築研究所BRE提出，此方法後

來影響了1996年美國的LEED、1998年加拿大的GBTool等評估法。建立於1999年的台灣綠

建築評估系統EEWH，是來自亞洲的一匹黑馬，也是全球第四個上路的系統。此後，日本

的「建築物綜合環境性能評估系統CASBEE」、澳洲的「Energy Star」，則正式啟動於2002

年。

2000年以後，可說是全球綠建築評估體系發展的顛峰，像德國的LNB、澳洲的

NABERS、挪威的Eco Profile、法國的CECALE、韓國的KGBC、香港的HK-BREEAM與

CEPAS、新加坡的Green Mark，都相繼成立。2006年，中國建設部以節地、節能、節水、節

材為主軸，公佈了「綠色建築評價標準」，成為新興工業國家建築環保的示範。到了2011

年，全球正式擁有綠建築評估系統已達二十六個國家（圖1.1），已成立或正籌組綠建築

相關協會的國家已達89個國家。其中有些系統，像LEED、CASBEE、BREEAM、EEWH、

Green Mark，已繼續擴大其適用範圍，並發展出不同建築類型的專用版，甚至提出舊有建

築物、生態社區的評估版本，有些甚至已變成該國公共建設必要的規範。在地球環境危機

的威脅下，在短短二十年中，綠建築評估工具在全世界已呈現百花齊放、爭奇鬥豔之勢。

圖1.1 目前擁有綠建築評估系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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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台灣綠建築體系的發展

環視世界各國的綠建築系統發展，多少均習自英國的BREEAM或美國的LEED，但台

灣的EEWH系統因為獨力發展甚早，並未搭上歐美系統，是全球第一個獨自以亞熱帶建築

節能特色來發展的系統，也是亞洲第一個綠建築評估系統。它由1995年的台灣節能設計法

規發展而成，以「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為主軸，因而號稱為EEWH系統。1999年，

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公佈第一部「綠建築評估手冊」與「綠建築標章」以來，已變成國

家級之綠建築認證標準；2004年開始引入五等級分級評估法，並建立「綠建材標章」認證

制度，奠定了我國綠建築政策的基礎；2011年更發展出五大建築類型的專用綠建築評估手

冊，建立綠建築家族評估體系，讓我國的綠建築政策成為國際綠建築發展的模範生。

近年來，台灣頻頻遭受山坡地災變、澇旱地震、土石流、都市淹水、缺水缺電之苦，

尤其九二一震災與八八水災之教訓，民眾對於環境保護之期盼日益殷切，使綠建築政策很

順利成為國家永續政策最重要之一環。如今，綠建築政策已蔚為風潮，其「生態、節能、

減廢、健康」之簡易口號，不但已成為政府、媒體、學界朗朗上口的口頭禪，同時也帶動

了節能、再生建材、環保設計的建築環保產業。

2003年，我行政院啟動「綠建築推動方案」四年計畫，強制經費五千萬元以上的公

有建築物必須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參見圖1.2)，使我國綠建築標章認證通過的數量大

增，成為全球難得的綠建築政策成就。台灣執行綠建築標章制度已十年，至2011底評定通

過「綠建築標章」及「候選綠建築證書」近3,000件，使台灣EEWH為僅次於美國LEED，擁

有綠建築認證數量最多的國家，顯示台灣似乎已在世界綠建築政策中一馬當先，甚至在台

灣已經形成一股不可遏止的「綠建築改造運動」。

國際間大部分其他國家的綠建築評估系統，大多採分項獨立計分的「菜單式」評估系

統，常流為強制採購與商品推銷的工具，但台灣的EEWH系統自始即堅持「綜合性能」之

評分方式，設計者可權衡輕重、選擇經濟實惠的技術組合來達成綠建築目標，不但可確保

最大設計彈性與技術選擇之自由，同時可防止過度設備、超量投資之傾向。尤其，EEWH

圖1.2 台灣綠建築標章認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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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評估內容只鎖定建築與都市計畫直接相關之最基本環境效益問題，排除了交通、環

保等其他非建築產業之評估內容，同時避免鼓勵昂貴的綠色採購與高科技設備的評分，甚

至堅守以自然設計優先、被動式設計優先、防止超量設計優先的基本門檻，其節能要求比

現行建築法規至少嚴格20%，要求空調設備減量比傳統設計降低30%以上。雖然台灣綠建

築體系的評估項目相對少，通過門檻相對低，但其操作方法相對簡單，其認證時程相對簡

化，此乃我國的綠建築認證工作得以普遍化、平價化的原因，也是我國綠建築政策得以快

速推廣的原因。

行政院為了延續此一優良成果，在2008年推出「生態都市綠建築推動方案」，在2010

年推出「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決定擴大綠建築成為永續國土綠色產業之政策。然而，

我國過去以單一綠建築評估手冊適用於所有新舊建築與各類建築之評估方法，顯然無法掌

握各類建築在綠建築設計上之差異，也難以發揮綠建築標章認證應有之環境效益。有鑑於

此，各界遂有仿效美日發展分類綠建築評估系統之建議，因此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從2009年

起委託成大建築研究所積極發展不同類型建築物的專用綠建築評估系統，終於啟動了我國

的「綠建築家族評估體系」。

1-3  台灣綠建築家族評估體系概要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為了擴大綠建築評估於不同綠建築類型，決定將1999年以來的「綠

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定位為最基本通用的綠建築基本型，並於2011年正式改編為「綠建

築評估手冊－基本型」(EEWH-BC)，以做為其他類型評估體系之發展平台，同時於2009年

開發完成「綠建築評估手冊－社區類」(EEWH-EC)，又於2010年完成「綠建築評估手冊－

廠房類」(EEWH-GF)以及「綠建築評估手冊－舊建築改善類」(EEWH-RN)，另於2011年完

成「綠建築評估手冊－住宿類」(EEWH-RS)，一共形成五種「專用綠建築評估手冊」，建

構完成我國初步的「綠建築家族評估體系」。

目前建構完成的五類專用綠建築評估系統與其適用對象如表1.1所示，從2011年起台灣

的綠建築評估體系一改一體適用的缺失，邁向更有效、更合理、更多樣的分類評估時代，

表1.1 EEWH綠建築評估系統與適用對象

綠建築評估系統類別 適用對象

綠 建 築 評 估 手 冊 － 基 本
型，又稱EEWH-BC

除了下述二～四類以外的新建或既有建築物

綠 建 築 評 估 手 冊 － 住 宿
類，又稱EEWH-RS

供特定人長或短期住宿之新建或既有建築物（H1、H2類）

綠 建 築 評 估 手 冊 － 廠 房
類，又稱EEWH-GF

以一般室內作業為主的新建或既有工廠建築

綠建築評估手冊－舊建築
改善類，又稱EEWH-RN

取得使用執照三年以上，且建築更新樓板面積不超過40%以上之
既有建築物

綠 建 築 評 估 手 冊 － 社 區
類，又稱EEWH-EC

鄰里單元社區、新開發住宅社區、既成住宅社區、農村聚落或
原住民部落、科學園區、工業區、大學城、商業區、住商混合
區、工商綜合區與物流專用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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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綠建築政策得以達成更高環境效益的水準。EEWH-BC、EEWH-RS、EEWH-GF等三類

版本原則上以分棟評分、分別認證為主，但若有同一棟多類型混合使用建築物時，必須選

定樓地板面積最大的類型為主類建築，再依各類建築所屬版本進行各指標之評估後，再依

其樓地板加權計算該指標之得分。在混合建築物中，若有樓地板面積一千平方米以下且總

樓地板面積5.0%以下的非主類建築物時，則應歸入主類建築中評估，不再另外評估。在多

版本評估之混合建築物中，假如各類建築物相同指標之得分權重不一致時，則以該指標之

得分比例換算成主類建築同指標之得分來評估；假如評估指標項目不一致時，則依主類建

築之指標項目來評估即可，不存在於主類建築的指標項目則不予評估。

EEWH家族評估體系為考慮亞熱帶氣候國家與經濟實惠之營建市場所特別設計之方

法，其評估方法遠較國外評估體系簡便而實用，目前五類專用綠建築評估系統之適用範圍

已涵蓋大部分建築類型與新舊建築市場，若能依此落實綠建築政策，將影響我國九成以上

之建築市場。環顧全球，除了美國LEED與日本CASBEE之外，台灣為南方溫熱氣候國家率

先擁有如此專業分類的綠建築評估體系，其簡便、經濟實惠、本土化的特色在國際間亦屬

罕見，此乃台灣永續營建政策之利器。

2011年新公告的四類專用綠建築評估手冊，盡量依循執行十年的EEWH-BC經驗，以生

態、節能、減廢、健康等四大範疇來設計，其共用指標部分如表1.2所示。這些共用指標部

分只編寫在EEWH-BC中，其他四版本則不再贅述，因此EEWH-BC是其他版本的共同參考

基礎，使用其他版本時，都會參考EEWH-BC手冊來計算。由於建築機能與規模的差異，五

類專用綠建築評估手冊之評估範疇與指標數調整如表1.3所示。由於EEWH-BC與EEWH-RS

兩版本，適用於大部分新建建築物，可能像過去十年一樣，被政府列為強制推動綠建築政

策的依據，但其他三類版本因為牽涉民間建築較多，可能維持自願性申請認證之制度。其

表1.2 EEWH家族共用指標部分

四大範疇 九大指標 EEWH-BC EEWH-RS EEWH-GF EEWH-RN EEWH-EC

生態

一﹒生物多樣性指標 ◎ ◎ ◎ ◎

二﹒綠化量指標 ◎ ◎ ◎ ◎ ◎

三﹒基地保水指標 ◎ ◎ ◎ ◎ ◎

節能 四﹒日常節能指標 ◎ ◎

減廢
五﹒CO

2
減量指標 ◎ ◎ ◎ ◎

六﹒廢棄物減量指標 ◎ ◎ ◎ ◎

健康

七﹒室內環境指標 ◎ ◎

八﹒水資源指標 ◎ ◎ ◎ ◎

九﹒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 ◎ ◎

表1.3 EEWH家族的內容差異概要

手冊類別 大範疇 指標數 門檻指標 性能確認制度

EEWH-BC EEWH 9 節能、水資源 無

EEWH-RS EEWH 9 節能、水資源 無

EEWH-GF EEWH 15 高階主管承諾、設備TAB、節能 有

EEWH-RN EEWH 或 減碳指標 無 有

EEWH-EC 五範疇 22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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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既有建築物，外殼、綠化、保水性能均不足

圖1.4 在設計初期即有良好規劃的優良綠建築實例

中EEWH-GF與EEWH-RN兩版本，由於沒有政府預算執行壓力，並考慮設備投資的實質節

能效益，特別引進建築設備的「性能確認制度」，此乃我國綠建築政策邁向實質設備性能

確認Commissioning的里程碑。

1-4  EEWH-RN緣起與適用範圍

(一)、緣起

本綠建築評估系統-舊建築改善類（EEWH-RN），為台灣「綠建築家族」中繼綠建築

評估系統-社區類（EEWH-EC）、綠建築評估系統-廠房類（EEWH-GF）之後，第四發展

完成的綠建築評估系統。我國的綠建築評估-基本型(EEWH-BC)對於新建建築物之節能減

碳政策實施成效良好，但是尚有兩項遺珠之憾，一是遺漏龐大的舊建築物改善目標，二是

對於綠建築性能缺乏查驗制度。近年來，國外較知名的綠建築評估系統如美國的LEED-EB

及日本CASBEE-EB、RN，亦在其既有的評估體系下提出了既有建築物的綠建築評估及操

作系統，值得我國學習。基於全球和區域性永續發展的CO2減應對措施，本評估系統以既

有建築物的綠建築更新為目標，希望能改善龐大既有建築物之綠色環境性能，使既有建築

物朝向更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方向前進，更有助於生態都市之永續發展。

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綠建築體制，新建築物之綠建築認證均以EEWH-BC（基本

型）、EEWH-RS（住宿類）或EEWH-GF（廠房類）為標準，但舊建築物原則上也可申請

EEWH-BC之認證，唯舊建築物之綠建築更新改造不易，很難通過EEWH-BC、RS或EEWH-

GF之檢驗，因此遂有另立EEWH-RN版以

獎勵舊建築改善之構想。基本上EEWH-

BC之評估是以均勻發展的九大綠建築

指標為藍本，但EEWH-RN乃是考慮部

分重點指標或節能之改善為指引，假如

EEWH-BC、EEWH-GF是對新生兒的優等

生認證，則EEWH-RN是對先天不良的後

段班生的進步獎認證。

本EEWH-RN系統乃參考LEED-EB與

CASBEE-RN關於既有建築物的綠建築評

估方式，同時立機基於綠建築評估系統

EEWH-BC（基本型）之評估架構，並以

內政部長期投入既有綠色廳舍改造與建築

物綠建築更新工程之實務經驗，以提升

舊建築改造市場的環境效益為目標，並希

望能藉此誘導政府在營建及都市更新之相

關政策，建立我國建築市場的永續發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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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EWH-RN適用範圍

建築物是由建築結構體、建築內裝修與建築設備所組成，各自的生命周期並不一致，

一般而言建築結構體的生命週期較建築設備長，亦即建築設備在結構體的生命周期裡需要

更新數次才能維持基本居住品質。在國外，大約是每隔15年做一次建築設備的劣化診斷，

藉由診斷結果判定設備是否需進行更新，也就是說在建築使用過程中每15年的修繕週期

間，未進行大規模劣化性能改善者，或原本就設計不良的建築物，其舊建築改善之潛力越

大。對於生命週期中建築性能逐漸走下坡的建築物，無論進行建築外殼構造、室內裝修或

建築設備的更新，均能提升該部份之建築性能、延長建築物使用壽命(參圖1.5)。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之研究（《住宅整建計畫成果報告》，2004~2006）指出，台灣每年

約有26%住宅進行整建行為，其中重新裝修比率高達9%，因此建築物修繕工程的更新或改

造，尤其進入高度開發之現階段營建環境更顯重要。基本上，不論是新建築物或既有建築

物均可申請EEWH-BC、RS或EEWH-GF認證，但EEWH-RN是用來獎勵先天體質不良的舊建

築改善認證，因此其申請資格必須有所規範以免浮濫。為避免EEWH-RN在後續申請綠建

築標章上產生評估版本之混淆，對於增建或改建案，如拆除重建或增建部位的樓地板面積

已達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40%以上者，則應視同新建建築物而直接申請EEWH-BC、RS或

EEWH-GF之認證，非屬本EEWH-RN之認證範圍。

由於EEWH-RN遠比EEWH-BC、RS、GF等新建築之綠建築認證寬鬆，因此申請EEWH-

RN認證時，必須遵守以下限制條件：

(1)必須有完整的基地範圍，其基地範圍可為單筆或多筆土地，以既有建築物原始申請建照

或竣工圖之基地範圍為依據，可接受複數棟的申請。

圖1.5 建築物之性能與更新修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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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建照之基地面積過大(學校或工廠)，欲申請之建築物可依合理分割或產權範圍方式界

定。 

(3)申請案之劃分基地範圍若以合理分割或產權範圍方式界定時，改善前後與分期申請之

基地範圍不得增減或變更(參圖1.6)。

(4)EEWH-RN以地面以上明顯獨立結構、獨立出入口、獨立營運機能之建築物為申請對

象，亦即可接受以全棟建築物，或同一建照中低層相連而上層分立之局部完整建築棟

作為申請案，但不接垂直分割之局部建築部分作為申請案。

圖1.7 增建或改建樓地板面積限制示意圖

圖1.6 合理分割之基地範圍不得增減或變更

(5)EEWH-RN以獨立棟建築物為評估對象，兩棟分

離之建築物不應作為同一EEWH-RN之申請案(應

分棟申請) 

(6)拆除改建或增建之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不應超過

更新後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之40%。若超過40%

時，該建築物應視同新建案條件以EEWH-BC、

RS或EEWH-GF評估版本進行評估(參圖1.7)。其

中增改建的主體應與原建築相連接，而非基地

內加建一棟建物或以廊道相連之建物。

(7)進行EEWH-RN舊建築改善評估之建築物，應為

完工之合法建築物，且取得使用執照至少三年

以上者。

(8)當建築物或基地其產權分散於不同人或複數以

上者(如公寓型或透天集合住宅、辦公大樓等(參

圖1.8)，申請時應由專責該建築物各項事務之組

織或單位進行申請(如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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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備申請文件

為了提供申請者簡明的操作流程，本手冊另提供EEWH-RN評估所需的各項申請表，作

為協助辨別申請案是否適用本評估手冊之依據，申請單位必須備齊下述文件，送至內政部

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審查。

(一) 基本資料表，表A(見附件一)。

(二) 申請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三)  EEWH-RN系統對於主機裝置容量100USRT以上之中央空調改造案例，申請單位需委託

執業冷凍空調技師，依附件三之空調節能改善性能量測驗証程序執行，並撰寫成空調

節能改善成果報告書以提呈綠建築委員會審查。

(四)  評估報告書，其內容依申請案採用「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或「減碳效益評估法」

而異，以「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申請者，需依該案申請時現行版本之EEWH-BC、

RS或EEWH-GF評估系統中，逐項計算改善前後的各指標項目分數(改善前後需以同一版

本計算)，並檢附必要之圖說照片；以「減碳效益評估法」申請者，需檢附「減碳評估

報告書」，並檢附改善前十二個月連續耗能記錄或模擬之全年耗能量、全年減碳效益

之計算或模擬、減碳改善手法執行記錄、必要之圖說照片等。

(五)  以「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申請者，需檢附改善前後之EEWH-BC、RS或EEWH-GF各

項指標簡易評估表(評估表請參照各評估手冊)。

(六) EEWH性能效益評估總表（表B），或減碳效益評估總表（表C）。(附件一)

(七)  欲申請「綠建築更新創新升級認定」者，必須提出合理可信的實驗或模型分析資料說

明，並附表D EEWH-RN綠建築創新設計升級申請表。(附件一)

圖1.8 公寓型及透天型集合住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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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EWH-RN評估法

EEWH-RN之認證分為「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及「減碳效益評估法」二種，申請

者可任選有利或容易改善之一來申請評估認證。「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是偏重於綠

建築標章全面性指標項目的改善評估，以EEWH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四大範疇的性

能改善效益百分比ΔRSr(EEWH Performance Renovation Ratio)，進行評估及分級認定的計

算。「減碳效益評估法」並非全面性改造評估，而則是針對最實質效益的空調、照明、再

生能源、造林等節能減碳項目來評估，其評估以其建築物基地內各項全年實際耗能量(電

力、燃料、瓦斯等)所換算出的總CO2排放量(Total Carbon Emission)進行評估，以計算出的

減碳效益百分比ΔCRr(Carbon Reduction Ratio)作為分級認定。另外，EEWH-RN對具綠建築

創新技術或環境彌補措拖的改善案，可以創新及其他方法，依其貢獻度給予獎勵得分。

EEWH-RN評估系統之架構如圖1.9所示：

圖1.9 舊建築改善評估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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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分次認證

為了鼓勵持續的舊建築改善行為，本系統特別允許分期分次的EEWH-RN認證，同時也

允許將過去多次的舊建築改善效益累計評估而取得較高等級的EEWH-RN認證，例如某建築

物第一次舊建築改善以「減碳效益評估法」得到減碳11.0%效益，而取得EEWH-RN銅級標

章，假如幾年後再以第二次舊建築改善得到減碳7.5%效益，則兩次可以合計以18.5%之效益

申請認證。然而，由於舊建築更新改善後，其性能會逐漸減衰，太久前的性能更新難以確保

其性能如新，因此本系統之分期分次累計評估只能追遡至五年以內之舊建築改善為限制，亦

即自申請日起算往前60個月內之改善效益均可納入評估範圍。這種多次舊建築改善之EEWH-

RN認證行為，最好能分次逐步確實申請認證，以便能被分期查驗無誤，並能被確實累計評

估而取得較高級之認證。當然，本系統也能接受多次舊建築改善之後，一次申請較高層級的

EEWH-RN認證，但申請者必須確實保有一切可被查驗的資料證據，才能如願取得認證，否

則萬一資料遺失而無法舉證其效益時，評定機構只能就其可靠、可信賴的部分資料審查，並

核發該當等級的EEWH-RN認證而已，申請者宜特別注意。

1-6  創新設計獎勵評估辦法

為恐系統設計有所不足，EEWH評估系統家族均特闢有關創新技術及其他獎勵得分的額

外加分制度，一般建築物或是工廠類建築物凡有合乎EEWH-BC、RS或EEWH-GF規定中，具

綠建築創新技術或環境彌補措拖者，不限採用「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或「減碳效益評估

法」中任何一種，均可斟酌其貢獻度給予獎勵得分，或給予晉升一級做為獎勵。創新技術及

其他獎勵得分的評估不接受計劃型等未有實際成效者的申請，申請者必須備妥證明文件提出

相對加分或晉升一級之申請，並以合理可信的實驗或模型分析資料說明。經評定機構籌組特

別綠建築委員會開會討論，經三分之二委員同意並其權衡得分公平性後給予核定。EEWH評

估系統對綠建築創新技術及環境彌補措拖的認定條件如下：

(一)、綠建築創新技術：

申請綠建築創新技術的改善案件必須具備現有EEWH-BC或EEWH-GF評估系統所無法評

估之內容，但為與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密切相關之綠建築新穎革命技術，此技術應由申

請者自我舉證，並經特別綠建築委員會審查合格後認定之。圖1.10即為以浮力通風等創新綠

建築設計取得EEWH-BC獎勵認定的台達電南科廠房。

(二)、環境彌補措拖：

本項目為鼓勵大型企業組織除了既有建築的綠建築改造外，還有餘力對環境的進行彌補

措施者，其具體措施包括對基地外造林、生態棲地復育、公園認養活動等有益於生態環境的

做法，但此加分項目必須為本案之專用彌補措施不能為他案重複使用，此技術應由申請者自

我舉證，並經特別綠建築委員會審查合格後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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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0 以浮力通風設計取得創新手法獎勵得分的台達電南科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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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EWH-RN評估內容

2-1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

2-1.1 評估說明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是以該案EEWH評估系統中，綠建築EEWH性能評分值的最

大改善潛力RSc=RSmax-RSb為分母，改善Δ值為分子，其中RSmax為現行綠建築評估系統

EEWH-BC(基本型)、EEWH-RS(住宿類)或EEWH-GF(廠房類)得分的最大值，BC為70分，RS為

70分，GF(中央空調)為78分，GF(非中央空調)為68分，其公式可簡單表示如下：

ΔRSr(EEWH性能改善百分比)＝ 
RSc

RSa - RSb
 -------------------------------------- (1)

其中：

RSb：改善前EEWH評估得分（分） 

RSa：改善後EEWH評估得分（分）

RSc：最大改善潛力＝ RSmax－Rsb

RSmax：該案最大得分值，BC、RS為70分，EEWH-GF中央空調型為78分，非中央空調型為68

分。在EEWH-BC、RS中，若基地規模小於1公頃者可免除生物多樣性評估，則RSmax可進

行生物多樣性減分基準，即RSmax＝70－6.3＝63.7分(以生物多樣性最大得分權重之七成定

之，適用於EEWH-BC、RS，但EEWH-GF不適用)

圖2.1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得分條狀圖(β值請參閱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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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以既有建築物的最大改善潛力RSc做為改善比例之評分基

準，對先天不良或優良的建築物有寬嚴一致、公平評估的特色，舉例來說，原本只種一棵

喬木的A基地來說，增加十棵喬木也許十分容易，其綠化量亦增長十倍之多，但是對原本種

有百棵喬木的B基地，增加十棵喬木則綠化量則只增長10%，若以原始量之增長比例來評估

則對原本優良的案例顯然不公，同時對綠化量性能原本就很良好的B基地來說，將改善成本

投入綠化量的改善亦屬資源的浪費。因此若以200棵喬木為最大改善目標，則A基地要改善

10%則必須再種20 =（0.1×（200-1））棵才行，但B基地要改善10%，則只要再種10 =（0.1×

（200-100））棵即可。同時申請案亦可依實際情況進行免評估項目的減分基準，例如對於

一公頃以下基地無法評估生物多樣性的改善案，其最大得分值可降低6.3分，即RSmax＝70－

6.3＝63.7分，在評估上有寬鬆一致的修正方法。最大改善潛力RSc最大的意義便在於提供既

有建築物因材施教的機制，讓既有建築物EEWH性能優等生和劣等生，在各自合理的改善範

圍內，就其改善努力及效率給予評估鼓勵(參圖2.1)，才能吸引既有建築物廣大市場對舊建築

改善意願的提高。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主要延續EEWH-BC、RS及EEWH-GF系統在生態、節能、減

廢、健康等四大範疇的架構，各項大指標與分項評估公式請參閱EEWH-BC、RS及EEWH-GF

評估手冊。「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乃指EEWH性能的全面評估，因此評估時不得省略任

何一大項的評估指標。EEWH性能效益善評估法雖然規定各項評估指標均必需檢討，但不制

定門檻指標及合格標準，對於無改善動作的指標項目當然前後分數是一樣而無實質之得分。

另外，EEWH性能效益善評估法之各項標準乃依原EEWH-BC、RS、GF版之規定，因此若經

試評或改善後發現，該建築物己達成BC、RS、GF之標準，則可直接申請EEWH-BC、RS、

GF之綠建築標章認證，但其中BC、RS版日常節能及水資源為必要門檻指標，與RN不制定門

檻及合格標準不同，若直接在改善後申請EEWH-BC、RS、GF者，需依照該手冊之規定進行

申請(參圖2.2)。有關本評估法作業流程，請參照章節3-2所述之「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作

業內容。

圖2.2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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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減碳效益評估法

2-2.1 評估說明

EEWH-RN之第二類評估法，「減碳效益評估法」，著眼於建築物營運中之空調、照

明、熱水設備之效率改善以及增設再生能源設備或基地內造林的減碳效益評估，但不包括

產業生產製程設施之減碳效益。由於建築設備所使用的能源種類不同，因此在計算各項耗

能量時(包含電力、燃料、瓦斯等)時，必需先將各類能源以碳排係數換算成CO2排放量，

再計算改善前後的減碳效益百分比ΔCRr(Carbon Reduction Ratio)為評估標準。假設改善前

之建築物總耗能換算出的碳排放量為CEb，則其減碳效益百分比之公式可簡單表示如下：

ΔCRr(減碳效益百分比)＝ 
0.7 × CEb

ΣCi
 --------------------------------------（1）

CEb＝γ× AFI × EUIc -----------------------------------------------------------------------（2）

其中：

CEb：改善前建築物總碳排量（kg-CO2/yr.）

γ：碳排係數0.532 （kgCO2/kWh），台電2012年公告資料。

Ci：各種節能減碳措施之減碳量（kg-CO2/yr.），見2-2.2節

AFI：室內總樓版面積(m2)

EUId：動態耗能密度（kWh/(m2.yr)），由建築物之平面資料依EEWH-BC版附錄2求得

EUIt：實際耗能密度（kWh/(m2.yr)），由建築物最近一年實際用電資料求得（全年用電量除以

室內總樓版面積）

EUIc：耗能密度基準（kWh/(m2.yr)），當EUId＞EUIt時，EUIc＝EUIt；當EUIt＞EUId時，EUIc

＝EUId

式（2）之意義在於以節能改善前後之減碳百分比來評估，分母為改善前總碳排放量之七

成計，分子為申請案所採用的各種節能減碳措施減碳量Ci之總和，其各項減碳量計算如下節所

示。以改善前總碳排七成為基準乃考慮最大努力之極限，此與前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設定最

大得分值為70分有相同意義。式（2）的耗能密度基準EUIc可由過去實際正常運轉之全年電費

單來計算（全年用電量除以室內總樓版面積），也可由EEWH-BC手冊附錄2之動態EUI計算法

求得，通常取兩者中之較小者為基準以得到較有利的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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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減碳效益評估法得分示意圖

減碳效益百分比ΔCRr是業主投入節能改善手法最直接的回收效益，舉例來說，假設改

善前A建築總碳放放量為1,480,000 kg-CO2/yr.，經節能手法的改善後，建築總碳放放量減少為

1,300,000kg-CO2/yr.。原案用電量甚小，其EUI低於動態耗能密度基準EUId，其基準值CEc經

式（2）計算後為1,036,000kg-CO2/yr.，因此ΔCRr為(1,480,000-1,300,000)/1,036,000=17.37%減碳

效益改善比，這是最直接反應出建築節能減碳成效的評估方式。但此改善效益的評估基點建

立於改善前後的建築物使用類型必須一致，例如改善前為辦公類建築，改善後為學校類建築

等情況，其耗能型態亦隨使用型態巨幅改變，因此本評估法在申請條件中特別規定改善後變

更類型之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原先總樓地板面積的40%，以避免減碳效益之評估產生過大的

誤差。

對於每一項技術的減碳效益Ci計算，本手冊提供以下最基本的「簡易評估法」如2-2.2節

所述，大部分空調、照明、熱水、再生能源設備等四大減碳技術項目之減碳量評估均可依此

完成，其他未列舉之建築設施之減碳技術，只要能提出合理科學之評估法，經委員會認定

後，即可被接受。

2-2.2 簡易評估法

本手冊提供空調、照明、熱水、再生能源等最常用之減碳技術之減碳效益Ci簡易計算法如表

2.2所示，若建築物另涉及表2.2以外的節能減碳手法，其減碳效益由申請單位自行檢附計算書與

性能證明。本簡易評估法為簡單的設備功率與使用時間之累算，不考慮系統效率、氣候變動、稼

動率等變動，特此聲明。表2.7所示之簡易計算法更進一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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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減碳效益之簡易評估法

本本手冊對於舊建築改善的減碳措施只限於與建築營運有關之空調、照明、熱水、再生能

源等具體的減碳技術，但不包括製程機械設備之減碳措施。本手冊提供各種減碳技術減碳量之標

準簡易評估法如下：

（1）空調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簡算法

空調系統之改善措施可分為主機、送風風機、送水水泵、冷卻水塔等設備效率改善以及引

進節能控制技術等措施，其減碳效益Ci簡單以全負載功率×負載率×運轉時間之邏輯來計算即可，

其計算式如下:   

Ci＝γ×Taci×（（HSbi×Rsb－HSai×Rsa）×Lsi＋（CTbi×Rtb－CTai×Rta）×Lfi 

  ＋Σ（Fbi×Rfb－Fai×Rfa）×Lfi＋Σ（Pbi×Rpb－Pai×Rpa）×Lpi）---------（3）

其中

γ：碳排係數0.532 （kgCO2/kWh），台電2012年公告資料。

HSbi、HSai：i空調分區改善前、改善後全負載主機功率（kW），若主機未改善則該大項不計算。二

分區以上時，必須由設計者依其空調負荷計算書算出分區主機功率HSbi、HSai與備載功率，分

區功率HSbi、HSai與備載功率之和必須等於總主機功率，且備載功率係數不得大於EEWH-BC手

冊中之主機容量效率基準HSCc。。

CTbi、CTai：i空調分區改善前、改善後全負載冷卻塔功率（kW），若冷卻塔未改善或為個別空調系

統則該大項不計算。二分區以上時，必須由設計者依其空調負荷計算書算出分區冷卻塔功率

CTbi、CTai與備載功率，分區功率CTbi、CTai與備載功率之和必須等於總冷卻塔功率，且備載

功率係數不得大於EEWH-BC手冊中之主機容量效率基準HSCc。

Fbi、Fai：i空調分區改善前、改善後全負載送風系統功率（kW），若送風機未改善或為個別空調系

統則該大項不計算。

Pbi、Pai：i空調分區改善前、改善後全負載送水系統水泵功率（kW），若水泵未改善或為個別空調

系統則該大項不計算

Rsb、Rsa：引進空調節能技術時在改善前、改善後之熱源特殊節能設計效率，無特殊節能設計時為

1.0，無單位。若為中央空調系統，依EEWH-BC版日常節能指標公式2-4.7d計算，需提特殊節能

設計資料證明。若為個別空調系統時，一級能效空調機為0.8，二級能效空調機為0.9，其他或未

知為1.0。

Rtb、Rta：引進空調節能技術時在改善前、改善後之冷卻塔系統特殊節能設計效率，無特殊節能設計

時為1.0，無單位。若為中央空調系統，依EEWH-BC版日常節能指標公式2-4.7g計算，需提特殊

節能設計資料證明。若為個別空調系統時，均設為0.0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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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b、Rfa：引進空調節能技術時在改善前、改善後之送風系統特殊節能設計效率，無特殊

節能設計時為1.0，無單位。若為中央空調系統，依EEWH-BC版日常節能指標公式

2-4.7e計算，需提特殊節能設計資料證明。若為個別空調系統時，均設為0.0即可。

Rpb、Rpa：引進空調節能技術時在改善前、改善後之送水系統特殊節能設計效率，無特

殊節能設計時為1.0，無單位。若為中央空調系統，依EEWH-BC版日常節能指標公式

2-4.7f計算，需提特殊節能設計資料證明。若為個別空調系統時，均設為0.0即可。

Lsi：i空調分區主機負載率，無單位，取自表2.1

Lpi：i空調分區水泵設備負載率，無單位，取自表2.1

Lfi：i空調分區風機、冷卻塔設備負載率，無單位，取自表2.1

Taci：i空調分區空調運轉時間（hrs），取自表2.2

式（3）看似複雜，實際操作上只針對其中變更設備相關項來計算即可，其他項數

均可省略不計，實際計算相對簡單。式（3）之空調運轉時間、設備運轉負載率並不需

舉證或實測，只依據表2.1之標準來計算即可，絕大部分的空調改善案例多為單一分區

之部分設備的更新改善，但有時候也不排除全系統之更新改造，此時也有可能有多分區

多設備之改善。最大規模改善之情形，例如像飯店可能分為客房、餐廳、休閒、管理等

四空調分區；醫院可能分門診與病房兩空調分區，此時公式（3）就必須計算四次或兩

次。

表2.1負載率乃是依「負荷頻度法」依設備之性能曲線解析而成，其中主機分離

心、往復、吸收式等機械特性分別計算，但風機、冷卻塔、水泵指針對一種最普通性能

曲線計算而成，其他如變頻方式之高級設備則在前述特殊節能設計效率中予以修正，其

負載率不另外羅列，提請注意。

然而，由於風機多依各營運分區分開之系統，但主機、冷卻水塔多為全案統一之

系統，若有複數空調分區改善案例執行上述分區計算時，其主機、冷卻水塔之功率必須

由設計者依其空調負荷計算書，考慮其安全備載因素並分配成各分區之主機（即HSbi、

HSai）、冷卻水塔功率（即CTbi、CTai）以執行其耗能計算，但設計者必須明確列出安

全備載功率與各分區功率，同時其安全備載係數不得大於EEWH-BC手冊中之主機容量

效率基準HSCc。若為超量設計或分區容量不均勻設計，則以本法所計算之最終空調系

統耗能量自然節節上昇，因此本法可明確評估出空調節能設計之效益與空調技師設計者

之用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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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所屬分區 空間名稱

冰水主機負載率Ls

風機負、 

冷卻水塔 

負載率Lf

水泵負載

率Lp

窗
型
冷
氣
、
分
離
式
冷
氣

往
復
式
主
機
、
箱
型
冷
氣

離
心
式
、
螺
旋
式
主
機

吸
收
式
主
機

24小時空調型住宿類空

間
A1

24小時輕設備醫療空間（一般

病房+護理站）
0.73 0.59 0.41 0.38 0.69 0.72

A2
全 年 空 調 住 宿 空 間 （ 飯 店 客

房）
0.76 0.59 0.41 0.39 0.70 0.72

24小時間歇空調型住宿

類空間
B1

間歇空調透天住宅、集合住宅

（含公共空間）
0.98 0.60 0.46 0.40 0.71 0.73

B2
間 歇 空 調 不 常 住 型 住 宿 設 施

（宿舍）
0.98 0.61 0.48 0.42 0.72 0.74

24小時間歇空調常住型

住宿類空間 C1

間歇空調常住型住宿設施（養

老院、孤兒院、療養院） 0.98 0.66 0.54 0.50 0.77 0.78

24小時營業設備間歇使

用類空間
D1

24小時連鎖超商與速食餐廳
1.00 0.77 0.70 0.70 0.90 0.88

D2

24小時重設備醫療空間（加護

病房、急診區） 1.00 0.65 0.54 0.49 0.76 0.77

D3

醫院手術房(含其附屬空間)

1.00 0.65 0.54 0.50 0.77 0.77

D4

24小時冷凍冷藏空間（飯店、

餐廳、量販店之大型專用冷凍

冷藏空間）

1.00 0.67 0.58 0.54 0.80 0.80

24小時營業設備穩定使

用類空間 E1

電腦、電信機房（內含高密度

電 腦 、 電 信 設 備 之 全 空 調 機

房）

1.00 0.75 0.68 0.66 0.88 0.86

18小時交通運輸類空間

G1

車 站 、 轉 運 站 、 航 站 之 大 廳

（業務大廳區以外空間以12小

時營業空間處理） 0.86 0.60 0.45 0.37 0.64 0.69

15小時視聽娛樂類空間

H1

電影院（包括走廊、前廳）

0.81 0.59 0.44 0.35 0.62 0.68

表2.1 空調使用時間與設備負載率標準表



19

12小時營業類空間

I1

一 般 商 店 、 超 市 （ 未 設 商 店

街、百貨、餐飲、美食街等）
0.99 0.66 0.55 0.51 0.77 0.78

I2

高照明商場（百貨一樓美妝商

場） 1.00 0.72 0.64 0.62 0.85 0.84

I3

專用餐廳、飯店宴會場（中西

餐 廳 ， 特 色 餐 廳 ， 含 附 屬 廚

房、備餐區、冷凍冷藏區） 1.00 0.67 0.57 0.53 0.79 0.79

I4

有大量冷凍冷藏設備之生鮮商

場、量販店 1.00 0.72 0.64 0.62 0.85 0.84

I5
中央廚房、中央洗衣房

0.99 0.66 0.55 0.50 0.76 0.78

I6

12小時輕設備醫療空間（醫院

之門診部、診所、大廳等） 0.84 0.61 0.46 0.38 0.65 0.70

I7

12小時重設備醫療空間（醫院

之檢驗部、藥劑部、放射科、

血液透析中心、復健部等）
1.00 0.67 0.56 0.52 0.78 0.79

I9

運動場館空間（健身房、舞蹈

室、室內球場、保齡球場、運

動練習室、運動俱樂部、室內

游泳池，含附屬空間） 0.90 0.62 0.48 0.41 0.68 0.7

I10

娛 樂 空 間 （ 電 子 遊 樂 場 、

KTV、網咖、撞球、酒吧、舞

廳、卡拉OK等，含附屬空間）
0.81 0.60 0.45 0.37 0.63 0.69

I11

有大量加熱設備之專用休閒設

施（營業專用SPA &三溫暖、

溫泉澡堂，不含附屬於其他空

間之小休閒設施）

1.00 0.69 0.60 0.57 0.82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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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時間歇使用類空間
J1

展覽空間（美術館、文物陳列

室、商業展覽場等）
0.94 0.64 0.52 0.46 0.72 0.74

J2

專 用 演 講 廳 、 禮 堂 、 會 議 中

心、會議廳、演講活動兼用之

宗教集會廳

0.82 0.61 0.47 0.38 0.64 0.70

J3
演藝廳、表演廳、演藝活動兼

用之體育館
0.82 0.61 0.46 0.38 0.64 0.69

J4

體育館專用室內座位區

0.77 0.60 0.45 0.36 0.62 0.68

10小時行政辦公類空間

K1

辦公類空間（辦公、會議、行

政、視聽、研究、實驗相關空

間及其附屬大廳與室內公共空

間）

0.86 0.62 0.49 0.42 0.68 0.72

K2

圖書館（含閱讀區、書庫區與

及 其 附 屬 大 廳 與 室 內 公 共 空

間）

0.91 0.63 0.50 0.43 0.70 0.73

K3

學校教室與辦公行政（普通教

室、專科教室、視聽教室、學

校辦公行政區）

0.83 0.59 0.43 0.34 0.62 0.68

K4

機關餐廳（學校、企業、工廠

之大眾餐廳，含附屬廚房、備

餐區、冷凍冷藏區）

0.99 0.67 0.57 0.53 0.78 0.79

K5

工廠實驗、研究室（研發空間

及 其 附 屬 大 廳 與 室 內 公 共 空

間）

0.93 0.64 0.51 0.45 0.71 0.74

工廠廠房製程空間「10

小時行政辦公類」
L1 無空調一般工廠作業區(10hr) - - - - - -

L2 空調型一般工廠作業區(10hr) 1.00 0.73 0.66 0.64 0.86 0.85

L3 空調型精密製造區(10hr) 1.00 0.74 0.67 0.66 0.87 0.86

L4 空調型清潔生產區(10hr) 1.00 0.71 0.63 0.61 0.84 0.83

工廠廠房製程空間「24

小時設備穩定使用類」
L1 無空調一般工廠作業區(24hr) - - - - - -

L2 空調型一般工廠作業區(24hr) 1.00 0.70 0.62 0.60 0.84 0.83

L3 空調型精密製造區(24hr) 1.00 0.71 0.63 0.62 0.85 0.84

L4 空調型清潔生產區(24hr) 1.00 0.68 0.59 0.56 0.81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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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本負載率依據「負荷頻度法」理論以下列程序求得：

平均室溫上昇量△θi (℃) = 室內顯熱發熱Qg ÷ ( 外殼總熱流失Qe + 新鮮空氣總熱流失Qa )

室內顯熱發熱Qg(W/hr): 依各空間設備密度換算而得。

外殼總熱流失Qe (W/(℃hr))：依假定建築平面空間30m*20m*3.7m；立面開窗率20%；外牆U值=3.49 

W/m2.℃；玻璃U值=4 W/m2.℃計算而得外殼總熱流失為1329 W/℃

新鮮空氣總熱流失Qa(W/(℃hr))=0.3(kcal/m3.℃) × 1.163(W/kcal) × 新鮮外氣量(m3/hr，依各空間人員密

度換算)

逐時室內外溫差 = 逐時外氣溫Tj - ( 26℃ - △θi )

逐時外氣溫Tj：取自台北市平均氣象年TMY2資料

全年最大室內外溫差 = 36.2℃ - ( 26℃ -△θi )＝10.2＋△θi

逐時空調熱負荷率Rj＝（Tj－26℃ - △θi）/（10.2＋△θi），j＝1, 全年空調時間Taci累算

逐時主機負載率Lsi＝Σfs(Rj)/ Taci，j＝1, 全年空調時間Taci，（fs(Rj)見下表a，Taci見表2.2）

逐時水泵負載率Lpi＝Σfp(Rj) / Taci，j＝1, 全年空調時間Taci，（fp(Rj)見下表a，Taci見表2.2）

逐時風機負載率Lfi＝Lti＝Σff(Rj) / Taci，j＝1, 全年空調時間Taci，（ff(Rj)見下表a，Taci見表2.2）

圖a 空調主機、水泵、風機部份負載功率變化圖(松尾陽，1986)

表a 主機、風車、水泵負載率函數（依圖a 性能曲線做成）

負載率函數（Rj；熱負荷率）

主

機

離心式、螺旋式 fs1(Rj)=0.5536×Rj 2+0.1821×Rj+0.2693

往復式或箱型冷氣 fs2(Rj)=0.5379×Rj 2-0.0401×Rj+0.502

吸收式 fs3(Rj)=0.2946×Rj 2+0.6415×Rj+0.0687

窗型冷氣、分離式冷氣 若Rj≦0, 則fs4(Rj)=0 ； 若Rj＜0, 則fs4(Rj)=1

風機或冷卻塔（曲線1） ff(Rj)=-0.4732×Rj 2+1.1589×Rj+0.3107

水泵（曲線1） fp(Rj)=-0.1205×Rj 2+0.6391×Rj+0.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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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各空間分區之營運時間與設備使用標準

空間所屬營運分區 營運時間Ti
全年設備使用時間（hrs/yr）

空調Taci 照明Tli

24小時空調型住宿類空間 8760 8760 3650

24小時間歇空調型住宿類空間 8760 1132 2920

24小時間歇空調型常住型住宿類空間 8760 2508 3285

24小時營類設備間歇使用類空間 8760 8760 8213

24小時營類設備穩定使用類空間 8760 8760 8213

24小時無空調類空間 8760 0 4380

18小時交通運輸類空間 6570 6570 5913

15小時視聽娛樂空間 5445 5445 3052

12小時營業類空間 3756 3756 4288

12小時間歇使用類空間 2288 2288 2716

10小時行政辦公類空間 2540 2540 2876

表2.3 空調系統改善減碳效益評估表

改善前空調設備耗電量Eb計算

運轉時間

（hrs/yr）

功率

（kW）
負載率 耗電量(kWh/yr)

分區1 Tac1＝

主機 HSb1＝      Ls1＝    Tac1×HSb1×Ls1＝

冷卻塔 CTb1＝      Lf1＝    Tac1×CTb1×Ls1＝

送風系統 Fb1＝ Lf1＝    Tac1×Fb1×Ls1＝

送水系統 Pb1＝ Lp1＝    Tac1×Pb1×Ls1＝

分區2

(依分區數

增減之）

Tac2＝

主機 HSb2＝      Ls2＝    Tac2×HSb2×Ls2＝

冷卻塔 Tac2＝ Lf2＝    Tac2×CTb2×Ls2＝

送風系統 Fb2＝ Lf2＝    Tac2×Fb2×Ls2＝

送水系統 Pb2＝ Lp2＝    Tac2×Pb2×Ls2＝

改善前總耗電量b＝

改善後空調設備耗電量Ea計算

運轉時間

（hrs/yr）

功率

（kW）
負載率 耗電量(kWh/yr)

分區1 Tac1＝

主機 HSa1＝      Ls1＝    Tac1×HSa1×Ls1＝

冷卻塔 CTa1＝      Lf1＝    Tac1×CTa1×Ls1＝

送風系統 Fa1＝ Lf1＝    Tac1×Fa1×Ls1＝

送水系統 Pa1＝ Lp1＝    Tac1×Pa1×Ls1＝

分區2

(依分區數

增減之）

Tac2＝

主機 HSa2＝      Ls2＝    Tac2×HSa2×Ls2＝

冷卻塔 CTa2＝      Lf2＝    Tac2×CTa2×Ls2＝

送風系統 Fa2＝ Lf2＝    Tac2×Fa2×Ls2＝

送水系統 Pa2＝ Lp2＝    Tac2×Pa2×Ls2＝

改善後總耗電量a＝

空調改善之減碳量Ci＝0.536×（b－a）＝                                    kgCO2/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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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所示之負載率是一般系統的數值，對於有儲冰、變頻、全熱交換器等特殊節能設

計者，另外以EEWH-BC版對特殊節能設計之效率Rs、Rf、Rp、Rt來優惠計算，這些係數之

計算請參照EEWH-BC版計算即可，若無特殊節能設計，則把這些係數設為1.0即可。

針對熱源系統、送風、送水、冷卻塔等四系統之改善部份之全負載功率認定（非改

善部份不管），在建物主機總裝置容量超過100USRT以下時可提出證明文件以供認定即

可，但在建物主機總裝置容量超過（含）100USRT以上時，必須依附錄3「空調設備節能

改善性能量測驗證規範」所提供之量測數據認定之。當量測時間為非全載季節時，其部份

負載功率需以合理方法推算成全負載功率作為依據，但全負載功率量測值與公式（3）所

採用計算值之誤差不得大於5%。針對空調四系統改善前之全負載功率可依附錄3之量測數

據認定，亦可以能源局公告COP值之八成數值來推算即可。上述針對主機總裝置容量超過

（含）100USRT以上之全負載功率之量測驗證，必須委託執業冷凍空調技師，依附錄3所

規定之測驗証程序執行，並撰寫成空調系統性能驗證報告書以供認定（唯測試範圍僅限於

改造設備單體之性能，對於主機總裝置容量小於100USRT規模以下之改善案例，則以證明

文件供認定即可，不需要求量測驗證報告）。

基本上，本手冊以上內容已提供熱源系統、送風、送水、冷卻塔等四系統改善工程之

減碳效益評估，甚至對於EEWH-BC版所述眾多之種空調系統特殊節能設計之減碳效益也

足以計算，幾乎可應付大部份空調改善案例的評估，唯有一些特殊改善技術，如調整設定

溫、水溫、水量、風量、運轉模式或導入能源監控系統等節能技術，並非公式（3）所能

涵蓋，此時則可採用2-2.3節所述的「能源成本分析法」來評估。空調減碳效益之評估應提

出表2.3之評估表以利審查。

（2）照明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簡算法

照明系統之改善措施相對簡單，只要針對實際改變燈具的數量與功率來計算即可，其

減碳效益Ci簡單以功率×運轉時間之邏輯來計算，其計算式如下:

Ci＝γ×(Lpb－Lpa)×Tli--------------------------------------------------------------------（4）

其中

γ：碳排係數0.532（kgCO2/kWh），台電2012年公告資料。

Lpb：改善前照明功率（kW）

Lpa：改善後照明功率（kW）

Tli：照明使用時間（hrs），取自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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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系統之節能改善措施理論上是經專業人員以合於國家照度規範設計後之結果，不考慮

其超量設計或照度不足之問題，在此只針對改善前後之設備量來評估即可。式（4）之照

明使用時間則依據表2.2之標準來計算即可。

（3）熱水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簡算法

熱水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基本上是由熱源設備效率、熱水用量、熱水管保溫來決定。

本手冊提供電熱水器、熱泵熱水器、瓦斯熱水器、柴油鍋爐、燃氣鍋爐等五種加熱設備之

效率以及其單位熱水量之碳排標準Ch如表2.4所示，同時提供住宿、旅館、醫療等建築類別

之全年熱水使用量標準如表2.5所示，若有本手冊不克列舉之其他資料，則必須由申請單位

自行計算並提出證明以供審查。最後熱水系統改善之減碳效益Ci依下式計算之：

Ci＝Qh×（Chb×Irb－Cha×Ira）--------------------------------------------（5）

其中

Qh：全年熱水使用量（m3），住宿、旅館、醫療等建築類請依表2.5計算之，其他類建築自行

計算提出證明

Chb、Cha：改善前後熱水量碳排標準（kgCO2 /m3），見表2.4

Irb 、Ira：改善前後熱水管保溫係數，無保溫時為1.0；熱水管保溫層大於2mm(4.1＜U值(W/

m2K)）時為0.9；熱水管保溫層大於2mm(4.7＜U值(W/m2K)）時為0.8

表2.4 熱水設備碳排標準

設備種類
加熱溫差

θ
碳排係數γ 熱值q

設備效

率r

單位熱水量碳排

Ch（θ×γ÷q÷r）

電熱水器 15℃ 0.532 kgCO2/kWh 860kcal/度 0.9 10.31 kgCO2 /m
3

熱泵熱水器 15℃ 0.532 kgCO2/kWh 860kcal/度 3.0 3.10 kgCO2 /m
3

瓦斯熱水器 15℃ 2.09 kgCO2/ m
3 8900kcal/m3 0.8 4.40 kgCO2 /m

3

柴油鍋爐 15℃ 2.73 kgCO2/ L 8800kcal/L 0.88 5.29 kgCO2 /m
3

燃氣鍋爐 15℃ 2.09 kgCO2/ m
3 8900kcal/m3 0.91 3.87 kgCO2 /m

3

註：冷熱水溫差取台灣平均沐浴熱水溫39-平均常水溫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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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照明設備改善前後設備規格及營運時間表(簡易評估法) 

建築類別 熱水量使用密度 全年熱水用量（m3/yr）

透天住宅、集合住宅 0.047 m3/(人.日) Qh＝0.047 （m3/(人.日)）×4×戶數×使用率0.8×365

住宿類建築（宿舍、

養老院等）
0.047 m3/(人.日)

Qh＝0.047（m3/(人.日)）×0.05（人/m2）×地面以上

樓地板面積（m2）×使用率0.7×365（日/yr）

旅館類建築 0.056 m3/(房.日)
Qh＝0.056（m3/(房.日)）×客房數（房）×使用率

0.75×365（日/yr）

醫療類建築 0.070 m3/(床.日)
Qh＝0.07（m3/(房.日)）×病床數（床）×使用率

0.75×365（日/yr）

表2.6 再生能源減碳計算法

再生

能源

技術

太陽能熱水

以全年節電量設計值（kWh/yr）換算成抵碳量，換算係數為0.532 Kg-CO2/

度；或以全年熱水設計值換算成瓦斯LPG抵碳量，換算係數為1.75Kg-CO2/

M3，熱水設計值由申請單位自行檢附計算書與性能證明。

太陽能光電

以全年發電量設計值換算成抵碳量，換算係數為0.532 Kg-CO2/度。其中太

陽光電版每年平均發電量（kWh/yr）可依圖4.26之所在位置每日平均日射

量（kWh/(m2.day)）× 修正係數0.8(m2/kW) × 太陽光電設置容量（kW）×365

（days/yr）計算，或申請單位自行檢附計算書與性能證明。

風力發電
以全年發電量設計值換算成抵碳量，換算係數為0.532 Kg-CO2/度，發電量由

申請單位自行檢附計算書與性能證明。

小水力發電
以全年發電量設計值換算成抵碳量，換算係數為0.532 Kg-CO2/度，發電量由

申請單位自行檢附計算書與性能證明。

生質能利用
以全年燃燒熱量設計值換算成天然瓦斯LNG抵碳量，換算係數為2.09Kg-CO2/

M3，燃燒熱量由申請單位自行檢附計算書與性能證明。

基地內造林
以造林面積視為人工林面積來換算成抵碳量，換算係數為15Kg-CO2/(m

2.yr)。

(有關造林之種苗、面積密度等，本手冊依林務局獎勵造林實施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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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再生能源設備之減碳效益簡算法

若申請建築物或基地範圍上，新增再生能源

設施者，如太陽能光電板、太陽能熱水器、風力

發電、小水力發電、生質能利用、基地內造林 (參

圖2.5、2.6)，其再生能源的全年發能量可認定為

建築物全年發能量抵消的碳放放量。依表2.6所示

的抵碳量基準值，將各種再生能源全年發能量換

算其CO2抵碳量，以作為「減碳效益評估法」對再

生能源採用者之鼓勵。其中太陽光電版每年發電

量（kWh/yr）＝圖2.4之所在位置每日平均日射量

（kWh/(m2.day)）× 修正係數0.8(m2/kW) × 太陽光電

設置容量（kW）×365（days/yr）。由申請單位自

行檢附計算書與性能證明，並提出再生能源設備

的規格書與規範圖說。

2-2.3 能源成本評估法（中央空調設備更新專用）

以上是以功率×效率×時間方式之簡算法，它幾乎可應付大部份設備改善的減碳量評估

計算，但對一些特殊空調設備改善的技術，例如調整水溫、設定溫、水量、風量、運轉模

式或導入能源監控系統等，則非簡算法所能應付，此時就建議採用本節所述之「能源成本

分析法」來評估，即須採用以DOE或e-QUEST等動態建築能源軟體，在 工廠建築之潔淨室

空間也可採用FECC軟體(參見EEWH-GF手冊)，但氣象資料必須採用我國 標準氣象年資料

TMY2，來解析其改善前後的節能效益CEb、CEa。此方法以標準化的運轉 模式、室內條

件、外氣候條件來解析其全年耗能量，可以消除各種變動的不確定性，此模擬通常必委由

訓練有素的空調專業者來完成。「能源成本評估法」的一些規定如下：

（１）｢能源成本評估法｣之耗能解析及條件設定：

「能源成本評估法」必須確認改善前後基準月，改善前建築耗能查核為依改善前各 

種建築情況條件，以電腦模擬之連續12個月的耗能計算，減碳效益則為完成所有改善措施 

後，進行改善後連續12個月的耗能計算，與改善前耗能查核之減碳量。本評估系統所容許 

的最大更新期為五年，因此若是在改善後基準月五年前所執行的改善措施，則不得計入減 

碳效益並視為改善前當時的建築現況條件。以「能源成本評估法」所建立的「改善前後設 

計模型」，可依表2.7之設定條件，來進行模型建立及數據輸入的工作。

圖 2.4台灣各地區每日平均日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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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5 於基地內空地營造之人工密林                圖2.6 以再生能源代替部份建築耗能

表2.7「能源成本評估法」改善前後設計模型之設定條件

設定條件 內容

氣候資料
氣象資料以台灣平均氣象年資料為基準，依該案基地平均氣象年TMY2資料，計

算全年8760小時，模擬建築物的耗能表現。

建築物方位形狀 如建築物方位、形狀、樓層數、樓地版面積等，依申請案類型設定。

建築物類型 依申請案類型設定。

外殼區設定 依改善前後建築物之狀況建立模型，如開窗尺寸、比例等。

遮陽設定 依改善前後建築物之狀況建立模型，但手動控制遮陽或百葉視為無遮陽。

材料與結構 依改善前後建築物之狀況建立模型。

照明系統 依改善前後建築物之狀況建立模型。

HVAC HVAC系統依改善前後建築物之狀況建立模型。

熱水系統 熱水系統依改善前後建築物之狀況建立模型。

設備性能 依改善前後設備性能建立模型

營運控制 依改善前後營運控制條件建立模型

室 內 空 間 負 荷 及

營運模式設定

1、室內人員密度及其他設備標準發熱量及耗能量，以ASHRAE  Std_90.1

規範或新建建築物節能設計標準，依建築與空間類型進行設定。

2、建築物全年營運時程設定、設備營運時程設定，依模擬軟體預設的不 同建築

類型或自行設定標準營運模式。

3、室內設定溫度、停開機溫度及設備暖機或停機時間設定。

4、申請資料必須載明所有改善前後之情況設定條件以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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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後設計模型」的氣候資料必須依其建築物基地平均氣象年TMY2資料輸入， 

無論建築物改善前後，都應在同樣氣候條件下進行分析模擬。而建築物外殼、遮陽、材料 

及結構，以及機械效率，營運控制模式則以改善前後的建築物之狀況來進行模型建立及數 

據輸入的工作。其中有關耗能設備改善前後的的性能，應以能源模擬軟體所要求之各項數 

據實測值為原則。以中央空調設備為例，改善前後需至少應量測空調主機冷凍能力COP值 

及冷卻水泵之水泵流量、提程、輸入功率，以作為比較基準；假如改善前設備已失去量測

可能，除非另有證據，否則主機效率以能源公告效率之八成計之，水泵、送風機則以型號

之效率計之。

室內空間負荷設定，則統一依ASHRAE Std_90.1規範或新建建築物節能設計標準的規

定輸入，而營運模式可由模擬 軟體依建築類型預設的標準，或由申請者自行提出一標準的

耗能設備營運模式來設定。同 時，室內空間設定資料及營運模式改善前後可依實際條件輸

入，若有營運控制之差異必須 詳細敘明以備查核(圖2.7)，另外，由於再生能源已於表2.5中

另有獨立優惠計分，在此不再重複計算。

圖2.7 能源成本法改善前後之減碳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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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能源成本評估法｣之營運時間設定：

正確的營運時間設定，有助於幫助耗能模擬的結果更加準確，更加接近實際的情況，

比如大樓工作人員何時開始工作，何時下班，學校上半年和下半年以及中間的假期，每個

星期的排程等，室內設定溫度，空調系統和室內其它設備的運行時刻表。許多耗能解析軟 

體，如e-Quest或FECC軟體，會根據不同的建築類型（辦公建築、住宅、學校、商場等）設

定相應的預設營運時程，申請者可直接以預設的建築類型來評估，或自行提出設備營運的

時程表，此時的時程表應說明建築物全年至少一般季節、夏季的日期與天數，一週內每日

的營運啟停時間，以及設備暖機或停機時間設定。由於該類建築類築相關的營運時間設置

會大幅改變耗能的標準，因此本評估系統要求，申請案中變更使用類型之樓地板面積不得

超過原先總樓地板面積的40%，若為40%以內小幅的空間使用改變時，則可以改善前後各

別的空間條件及營運時間設定進行模擬。有關改善前後的能源成本計算書請參考附錄2。

2-3 EEWH-RN分級評估

接著，進入最後的EEWR-RN分級評估。根據過去對EEWH-RN之評估經驗，發現下列

現象：

（1）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之改善百分比ΔRSr對越大規模建築物、原本EEWH性能

得分越高的建築物呈現越不利的現象。

（2）減碳效益評估法之改善百分比ΔCRr對越大建築規模、耗電強度越高的建築物呈

現越不利的現象。

為了改善上述不公平現象，本手冊首先對「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與「減碳效益評

估法」兩者，設定13%、25%、35%、43%、50%為合格、銅、銀、黃金、鑽石之分級門檻

基準值，接著再採用式（6）或式（7）之分級修正係數β來調整其分級評估之門檻值，

亦即修正後合格、銅、銀、黃金、鑽石之分級門檻值調整為13%×β、25%×β、35%×β、

43%×β、50%×β。

採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時：

β＝α1×α2----------------------------------------------------------------------------（6）

採減碳效益評估法時：

β＝α2×α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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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1＝1.0－0.0 2×（RSb－10.0），唯0.5≦α1≦1.0 -------------------------（8）

α2＝1.0－0.000005×AFI，唯0.5≦α2≦1.0------------------------------------（9）

α3＝1.0－0.002×（EUId－100），唯0.5≦α3≦1.0-------------------------（10）

其中

β：分級修正係數，無單位

α1：綠建築得分修正係數，無單位

α2：建築面積修正係數，無單位

α3：耗電強度修正係數，無單位

RSb：改善前EEWH評估得分（分）

EUId：動態耗能密度（kWh/(m2.yr)），依EEWH-BC版附錄2計算

AFI：總室內樓地板面積（m2），依EEWH-BC版附錄2計算

公式（6）乃是在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中針對原本綠建築高得分、大規模建築物放寬

分級門檻之修正。α1是對原本綠建築得分在10分以上的案例開始有優惠計算，在得分35

分以上的案例則可到達最高打五折的優惠計算。α2是對對大面積建築物的優惠計算，對

室內建築面積十萬m2以上的大型建築物到達最高打五折的優惠評估。例如某醫院，其改善

前EEWH評估得分RSb為9.0分則α1為1.0，其室內樓地板面積高達10萬m2則α2為0.5，因此

分級修正係數β為0.5，亦即EEWH性能改善百分比在25.0%（50%×0.5）以上即為鑽石級，

6.5%（13%×0.5）以上即為合格級之意。

另一方面，公式（7）乃是在減碳效益評估法中針對大規模建築物、高耗電強度的建

築物放寬分級門檻之修正。α3是動態耗電強度EUId在100 kWh/(m2.yr)以上的案例開始有優

惠計算，在350 kWh/(m2.yr)以上的案例則可到達最高打五折的優惠計算。例如餐廳與辦公

混用之超高層建築，其EUId為150 kWh/(m2.yr)則α3為0.90，其室內樓地板面積高達10萬m2

則α2為0.5，因此分級修正係數β為0.45，亦即減碳效益百分比在22.5%（50%×0.45）以上

即為鑽石級，5.9%（13%×0.45）以上即為合格級之意。又如某小住宅，其EUId為50 kWh/

(m2.yr)則α3為1.0，其樓地板面積為300m2則α2為1.0，因此分級修正係數β為1.0，亦即減

碳效益改善百分比在50.0%以上始為鑽石級，13.0%以上始為合格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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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EWH-RN評估作業

3-1 EEWH-RN之準備工作

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RN(舊建築改善類)之執行，在國內尚屬創新工作，考慮其評估

內容繁複，評估專業度要求高，對一般民眾及申請者而言，並不容易，因此建議其申請作

業採自願性、鼓勵性質。為了順利進行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RN(舊建築改善類)之評估，

本手冊借鏡過去綠建築評估系統之執行經驗，提出下列申請作業流程及其準備工作做為參

考。

1.  一個完整的舊建築改善評估，首先必須收集充足圖檔資料，尤其對於改造前及改造後均

必須針對評估項目進行詳細記錄、資料蒐集，然後依照計算公式計算其得分。

2.  由於評估作業牽涉建築、景觀圖說，建築物理相關理論計算，因此所有評估作業最好委

由建築專業人員或經舊建築改善評估作業講習訓練的人員來進行。

3.  製作評估報告書時，評估計算之變數、面積、數量、形狀、設備，必須有憑有據，因此

必須檢附詳細而可供查驗之圖說表格，必要時還需檢附照片、型錄、證明，以供審查之

依據。

4.  目前受理申請單位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所委託之評定機構，當申請案件受理後，再以專

家委員會進行審查評估認證作業。

5.  由於EEWH-RN評估系統在評估上跨越改善前及改善後二個階段，申請案改善前之設備狀

況、節能改善策略、減碳效益解析，為了確保作業無誤，申請者最好能在改造前先行掛

號，經評審委員會現勘確認後給予EEWH-RN候選證書之認證。待EEWH性能改造完成或

待減碳改善完工，檢具改善後之設備性能量測資料證明，以及經內政部認可之評定機構

查驗其成效無誤後，發給正式的EEWH-RN標章。當然為了鼓勵自發性的綠建築改造，本

系統也接受在綠建築改造後直接申請正式的EEWH-RN標章，但此法具有較大的風險，因

為申請者還是必須提出所有「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或「減碳效益評估法」的申請資

料，同時必須提出所有可供查證的證明文件、照片、資料，經委員會確認無誤之後，始

可被承認。

6.  申請EEWH-RN評估之作業時間，收集耗能記錄、建築、設備圖說等前置工作約須花費一

個月的時間，書面作業時間約需兩個人力花費一至二個月時間，基地面積或建築物規模

越大，本系統之評估作業時間越長，一般而言，「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所需的作業

時間約為二個月，「減碳效益評估法」的作業時間約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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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作業內容

3-2.1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之申請作業流程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的申請作業流程延襲EEWH-BC綠建築標章證書制度，分

為候選證書及標章證書二階段，其中候選證書乃就建築物欲改善項目進行預期的效益評

估，給予「準」EEWH-RN的資格，待改善完成後，再進一步申請標章證書之認證，候選

證書之功能只是在事前確保改善設計之效益無誤而已，如不在乎事前確認，亦可不申請候

選證書而直接在綠建築改造完成後申請EEWH-RN標章證書。採用「EEWH性能效益評估

法」申請者，應於候選證書及標章階段必須提出附件一所示之基本資料表(表A)與EEWH

性能效益評估總表(表B)，以及此二表相關指標得分之原EEWH-BC、EEWH-RS、EEWH-GF

之評估表及圖說。EEWH-RN候選證書及標章證書以「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申請者，

其作業流程分別如圖3.1、圖3.2所示。

圖3.1「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候選證書申請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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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標章證書申請流程示意圖

3-2.2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之評估作業內容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的評估內容既為EEWH-BC、RS及EEWH-GF評估系統中，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四大範疇中各分項評估項目。本法依其建築類型，以該案申請時

現行版本之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或EEWH-GF(廠房類)評估系統進行計算

改善前後的得分(改善前後需以同一版本計算)。EEWH性能分項評估中各類變數及公式說明

可參照EEWH-BC、RS及EEWH-GF評估手冊中的規定及說明計算。進行評估作業時，應提

供改善前後EEWH-BC或EEWH-GF專用之「綠建築評估資料總表」、「分項指標評估資料

表」、各分項指標計算說明、圖說、施工文件或照片證明等，以利申請審查實務之檢查。

改善前的評估，若申請者亦無法提出建照或施工圖說、施工過程照片記錄時，則由現況、

評定委員之專業來判斷其綠建築性能(如是否為透水鋪面、屋頂、外牆的隔熱表層、材料種

類等)，但改善過程的施工記錄及圖說則應盡量詳實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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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實例

由於EEWH-RN中，EEWH性能效益改善是指四大範疇全面性的性能改善。因此評估時

不得遺漏EEWH-BC(基本型) 、EEWH-RS (住宿類)或EEWH-GF(廠房類)任何評估項目的改善

前後分數，以EEWH-BC、EEWH-RS評估者，若其申請建築物符合免評估生物多樣性時，

可不計算該項得分並及於分級評估時進行減分基準，但以EEWH-GF評估者不適用任何的免

評估項目。同時為了避免申請單位於改善前特意低報其得分以達成較高的改善效益者，因

此每一項評估項目，若無原施工圖面等資料，則應提出可被信賴的佐證資料以供評定委員

判斷。

3-2.3.1  生態範疇

「生態」是綠建築評估系統的第一範疇，生態之於綠建築評估體系的重要性，代表

建築物對自然與物種存在的尊重，也是人與自然互動的空間。本生態範疇之評估方式完全

承襲綠建築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或EEWH-GF(廠房類)系統之規定(參表

3-1)，各類指標性能及基準可參照EEWH-BC及EEWH-GF評估手冊中的規定及說明計算，而

EEWH-GF(廠房類)則以得分率Rec作為指標性能優劣的判斷，以下為針對本範疇評估指標項

目的說明。

（一）生物多樣性之評估實例

（A）評估相關規定

「生物多樣性」，是以建築景觀實務所能操作的範疇，透過綠地品質的提升來掌握生

物多樣性活動的生態基盤，其內容以EEWH-BC、RS評估版本中(1)生態綠網、(2)小生物棲

地、(3)植物多樣性、(4)土壤生態、(5)照明光害、(6)生物移動障礙等六項領域之生態改善品

質來計算其生物多樣性指標得分BD及生物多樣性指標基準BDc，申請EEWH-RN之評估案例

並為適用EEWH-BC(基本型)或EEWH-RS (住宿類)者，若基地規模大於一公頃時，則必需進

行此項評估計算，未滿一公頃之案件則可免除本項目之評估，並進行減分基準的步驟。

（B）評估說明

表3.1 生態範疇評估指標項目

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 EEWH-GF(廠房類)

生物多樣性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BD

綠化量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ec1*1

指標基準 BDc

綠化量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TCO2 基地保水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ec2*1

指標基準 TCO2C 

基地保水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λ 註1：適用EEWH-GF版本之指標得分率

Rec，其計算公式及換算係數請參照EEWH-

GF評估手冊之規定。指標基準 λ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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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評估系統關於生物多樣性的評估，依據EEWH-BC、RS評估手冊對生物多樣性

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生物多樣性指標得分BD及生物多樣性指標基準BDc之檢討，並

提出改善前後的生物多樣性指標評估表。但原EEWH中土壤生態對表土保護之評估，其對

象僅限定於生態條件良好的山坡地、農地、林地、保育地之基地新開發案，因此不適用於

既有建築物之舊建築改善評估，該項之得分不論於改善前或改善後均不認可。「生物多樣

性」指標的更新改造所需之工程專業度雖高，但對既有建築物的生態環境卻有非常大的助

益，於過去之更新改造案例中亦有實例(參圖3.3、3.4)。

（二）綠化量之評估實例

（A）評估相關規定

綠建築評估系統關於「綠化量」的評估，特別以CO2固定量標準作為綠化量評估法的

共同換算標準。此數據是成大建築研究所根據國外溫暖氣候下的樹葉光合作用之實驗值，

以台中的日照氣候條件及樹形、葉面積實測值，解析合成而得的CO2固定效果。這數據雖

然有極大的誤差，但是作為植物對環境貢獻量之換算係數，卻有很大的方便。申請EEWH-

RN之評估案例均必需進行其改善前後綠化量TCO2及綠化量基準TCO2C之評估計算，以

EEWH-GF(廠房類)版本評估者還需進一步依其手冊公式計算綠化量指標之得分率Rec1。

（B）評估說明

有關綠化量的評估，依據申請案適用之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或

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綠化量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綠化量TCO2、綠化量基準

TCO2C、綠化量指標得分率Rec1(以EEWH-GF版本申請者)之檢討，並提出改善前後的綠化量

指標評估表。但於由原EEWH評估系統並不助長以移植老樹來偽裝自然之歪風，故改善後

不論由外移植來或基地內移植的老樹一律視同新樹評估，不予以樹冠面積的優惠計算。

「綠化量」指標的更新改造，對於既有建築基地空地比例小的建築執行上較為困難，

但若適當利用生態複層的手法，仍有機會於有限的空地上取得最大的綠化量(參圖3.5)，同

時既有建築物也可於屋頂、牆面、花台或陽台等部位進行立體綠化(參圖3.6)。但為了保

圖3.3 宏遠紡織廠房水域生物棲地改造實例 圖3.4 國立高雄大學水域生物棲地改造實例



36

有植物樹冠及根部充份的生長空間，所改善之植裁其喬木間距及覆土深土規定必需符合

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或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的規定。

（三）基地保水之評估實例

（A）評估相關規定

綠建築系統對於「基地保水性能λ」之評估其意義為開發前自然土地之保水量Q0與開

發後之土地保水量Q'之相對比值。分子Q'即為各保水設計之保水量Qi總合。申請EEWH-RN

之評估案例均必需進行改善前後基地保水性能λ及基地保水基準λC的評估計算。以EEWH-

GF(廠房類)版本評估者還需進進一步依手冊公式計算基地保水指標之得分率Rec2。

（B）評估說明

有關基地保水的評估，依據申請案適用之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或

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基地保水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基地保水性能λ、基地

圖3.5 複層綠化改造實例

圖3.6 立體綠化改造實例及覆土深度示意圖

最小覆土
深度要求

0.7M

0.4M

0.1M

草花、草坪 灌木 大小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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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水基準λC、基地保水指標得分率Rec2(以EEWH-GF版本申請者)之檢討，並提出改善前後

的基地保水指標評估表。「基地保水」性能的更新改善，必先瞭解當地水文地質情形。當

該地位於地下水位小於1m之低濕基地時，保水功能的改善已無意義，因此可直接令改善前

後的基地保水性能λ等於基地保水基準λC。基地保水性能的改善技術，可藉由改善既有建

築基地的不透水鋪面達成，除了綠地與透水鋪面可被普遍採用之外(參圖3.7、3.8)，為了考

量地盤土質之安定，對於擋土牆、重要構造物及道路周圍有地盤流失之虞處，必須保持安

全距離（通常為距離其高差兩倍以外）才能進行滲透管溝或滲透水池之設計，尤其在山坡

地及地盤滑動危機之區域，也應嚴禁用滲透管溝或滲透水池之設計。基本上，在地盤土質

安定無虞之處，基地位於透水良好之粉土或砂質土層時，「基地保水」性能的更新改善以

「直接滲透設計」為主；基地位於透水不良之黏土層時，則以「貯集滲透設計」為主。

3-2.3.2  節能範疇

「節能」是綠建築評估系統的第二範疇，節能改善對於綠建築評估體系的重要性，可

直接反應在建築物使用期間能源的節約與減碳成效。EEWH-BC評估系統中日常節能指標是

以外殼節能、空調節能及照明節能所組成的評估指標，其中尤以空調節能為重點，EEWH-

RS (住宿類)除外殼節能、空調節能、照明節能外，特別對於熱水、廚房、衛浴等固定型耗

能設備進行評估。而EEWH-GF評估系統中日常節能項目則分為「分項節能評估法」或「能

源成本評估法」兩種，申請者可於此二種方式中擇一評估即可，但非中央空調型建築物必

須以「分項節能評估法」為唯一選擇，而EEWH-GF除日常節能評估項目外，尚有綠色交

通及再生能源設施二項評估指標(參表3.2)。本節能範疇之評估方式完全承襲綠建築EEWH-

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或EEWH-GF(廠房類)系統之規定，各類指標性能及基準可

參照EEWH-BC、RS及EEWH-GF評估手冊中的規定及說明計算，而EEWH-GF(廠房類)則以

得分率Ren作為指標性能優劣的判斷，以下為針對本範疇評估指標項目的說明。

圖3.8 以停車場不透水鋪面改造為透水鋪面的實例圖3.7 鋪面改善前後的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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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殼節能之評估實例

（A）評估相關規定

對有既有建築物來說，建築物外殼節能效率改善的工作並不容易，但藉由增加外遮陽

(參圖3.9)、外殼隔熱性能或改善玻璃日射透過率等項目，仍有機會可以達到提升建築外殼

節能效率的機會，申請EEWH-RN之評估案例均必需進行改善前後外殼節能效益EEV的評估

計算(中央空調型工廠建築物採用「能源成本評估法」者除外)。同時以EEWH-GF(廠房類)

版本評估者還需進進一步依手冊公式計算外殼節能指標之得分率Ren1。

另外EEWH-BC、RS及EEWH-GF評估手冊中尚規定水平天窗部分之日射遮蔽HWs需合

格之要求，以及建築技術規則中屋頂構造平均熱傳透率Uar、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Gri等

需逐一合格之要求，對既有建築物之改造可能過於嚴苛，因此EEWH-RN評估系統免除建築

外殼節能效率外的評估項目，即EEWH-BC依建築節能設計技術規範中各類適用的外殼節能

效率EEV、EEWH- RS以等價開窗率Req、外牆平均熱傳透率Uaw、窗平均熱傳透率Uaf等三

項、EEWH-GF以窗面平均日射取得量AWSG為標準，進行此外殼節能效率改善前及改善後

之數值計算即可，並不強制規定申請建築物需達成所有條件之合格要求。

表3.2 節能範疇評估指標項目

EEWH-BC(基本型) EEWH-GF(廠房類)

外殼節能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EEV*1

日
常
節
能
︵
擇
一
︶

分 項
評 估

法

外殼節能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en1*2

指標基準 0.8

空調節能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EAC

空調節能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en2*2

指標基準 0.8

照明節能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EL

照明節能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en3*2

指標基準 0.8

EEWH-RS (住宿類)

能源成本評估
法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en4*2

外殼節能一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EEV*1

指標基準 0.8

外殼節能二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Uaw

指標基準 3.0

外殼節能三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Uaf

指標基準 5.5

空調節能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EAC

綠色交通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en5*2

指標基準 0.8

照明節能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EL

再生能源設施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en6*2

指標基準 0.8

固定耗能設備 計算性能得分RS46

註2：適用EEWH-GF版本之指標得分率Ren，
其計算公式及換算係數、基準分等請參照
EEWH-GF評估手冊之規定。

註1：外殼節能效率EEV=EV/Evc，其中外殼耗能指標
EV依照內政部營建署最新版「建築物節能設計技術規
範」計算；外殼耗能基準EVc依照建築技術規則「綠
建築專章」最新規定基準值(政府依能源政策需要，隨
時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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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評估說明

有關外殼節能的評估，依據申請案適用之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或

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外殼節能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建築外殼節能效率EEV或

外殼節能指標得分率Ren1(以EEWH-GF版本申請者)之評估，並提出改善前後的日常節能指標

評估表。而建築外殼節能效率EEV及外殼耗能指標EV之計算，則依照內政部營建署最新版

「建築物節能設計技術規範」所規定之簡算法或精算法來評估，但依該規範規定免計算而在

建管上通過之案例，在EEWH-RN評估審查中，必須重新依該規範完成正常之計算值，方能

評估。即使規模低於建築技術規則所定計算規模，仍必須依該規模完成指標計算才能進行認

證。若為多類複合之建築物，且各類面積均低於法定計算規模者，則以最大面積部分之建築

類別計算、規範之；複合建築物若該項類別樓地板面積未達技術規則法定計算規模者，以原

來主要類別併入檢討之。若為大型空間建築類型，且開窗率低於10%之法定免計算規模者，

則比照開窗率10～20%之基準為EVc，但EEV得以採0.9規範之。

（C）案例計算實例(辦公大樓，地點：台南)

  

    Step 1建築基本資料：

(1) 本大樓為地上七層樓建築物，主要用途係供辦公廳使用，地下一層防空避難室兼地

下停車場、台電受電室、空調機械室等。

(2)構造：鋼骨構造、玻璃帷幕外牆。

(3)建築物高度379.5m，總樓地板面積16908.88m2。

(4)本案適用EEWH-BC之外殼節能效率評估。

    

    Step 2計算改善前外殼節能效率EEV：

(1) 本棟建築物改善前南北向有大面積玻璃帷幕外牆，其格柵遮陽效果有限(參圖3.10)。

(2) 本棟建築物改善前辦公類外殼耗能量指標ENVLOAD依據2009年「建築物節能設計技

術規範」之規定計算，為126.21 (kWh/ m2-fl-area．yr)，外殼耗能基準EVc依照建築技

圖3.9 以增加外遮陽的外殼節能改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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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規則「綠建築專章」規定為115 (kWh/ m2-fl-area．yr)。

(3) 改善前外殼節能效率EEVb=EV/Evc=1.09。

Step 3外殼節能改善手法(參圖3.11)：

圖3.11某辦公大樓外殼節能改善手法

圖3.10某辨公大樓改善前立面開口及格柵遮陽現況

(1)降低立面開窗面積。

(2)增加既有遮陽板遮陽效能。

(3)南北向帷幕增加垂直遮陽板。

(4)天井帷幕增加水平遮陽

Step 4計算改善後外殼節能效率EEV：

(1) 本棟建築物改善後辦公類外殼

耗能量指標ENVLOAD依據2009

年 「 建 築 物 節 能 設 計 技 術 規

範」之規定計算，為89.48 (kWh/ 

m2-fl-area．yr)，外殼耗能基準

EVc依照建築技術規則「綠建

築專章」規定為115 (kWh/ m2-fl-

area．yr)。

(2) 改善後外殼節能效率EEVa=EV/

Evc=0.78。

於天井帷幕增
加水平遮陽。

南北向帷幕增
加垂直遮陽板。

增加既有遮陽
板遮陽效能，
於水平格柵遮
陽條上加裝鋁
沖孔板。

降低立面開窗
面積，部份玻
璃帷幕以內襯
隔熱材封矽酸
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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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調節能之評估說明

（A）評估相關規定

在既有建築物的營運過程中，空調用電所佔的比例約40%，可謂是最大宗的耗能項

目，同時也是舊建築改善的重點目標，申請EEWH-RN之評估案例均必需進行改善前後空調

系統節能效率EAC的評估計算(中央空調型工廠建築物採用「能源成本評估法」者除外)。

同時以EEWH-GF(廠房類)版本評估者還需進一步依手冊公式計算外殼節能指標之得分率

Ren2。依EEWH-BC及EEWH-GF評估手冊中規定，法定中央空調型建築物及中央空調型廠

房建築物需符合HSC主機容量效率評估公式的合格標準，以達成防止主機容量超量設計及

鼓勵高效率主機的目的，因此申請EEWH-RN者於更新後至少必需達成HSC之合格要求，但

以EEWH-BC評估之大型空間類及其他中央空調型建築物或以EEWH-RS 評估之中央型空調

住宿類，由於難以採用明確的量化基準來評估，因此需依EEWH-BC、RS手冊評估規定，提

出「空調節能計畫書」作為審查方式，判定其空調節能設計合格時，即認定HSC主機容量

效率評估為合格，關於空調系統節能評估指標的項目如表3.3所示。

以EEWH-BC、RS評估之申請案，由於窗形或分離式空調機目前已有經濟部能源局之

COPc規定，不符COP規定之空調機者自然無法上市，因此本手冊對此並不重複把關，但為

了鼓勵既有建築物採用節能標章的空調設備，對於全面採用具有節能標章之個別空調系統

的建築物，可依EEWH-BC、RS中節能標章採用面積比的方式計算其EAC；若改善前後其中

一階段，對於無裝設任何空調設備或裝設無能源效率標示證明之窗形或分離式空調機時，

則令EAC為0.8基準分即可。然而，建築空間複雜、無通風採光的空間多、大型空間等，明

顯無法以個別空調系統達成者，或設有空調機房的一般建築物，不得以窗形或分離式空調

系統的建築物為藉口來逃避本指標之規範。另外，VRV系統或立式箱型機系統，必須視同

中央空調系統來審查其空調節能效率。

EEWH-BC(基本型) EEWH-GF(廠房類)

改善前 空調系統節能效率EACb 改善前 空調系統節能效率EACb

改善後

空調系統節能效率EACa

改善後

空調系統節能效率EACa

法定中央空調型建築物 HSC主機容量效率評估合格

中 央 空 調 型 廠

房建築物

HSC主機容量

效率評估合格

大型空間類及其他中央
空調型建築物

提出「空調節能計畫書」審
查合格

EEWH-RS (住宿類)

改善前 空調系統節能效率EACb

改善後

空調系統節能效率EACa

中央空調型住宿型建築
提出「空調節能計畫書」審
查合格

表3.3 空調系統節能評估指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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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評估說明

有關空調節能的評估，依據申請

案適用之EEWH-BC(基本型)、EEWH-

RS (住宿類)或EEWH-GF(廠房類)評估手

冊對於空調節能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

行空調系統節能效率EAC或空調節能指

標得分率Ren2(以EEWH-GF版本申請者)

之檢討，並提出改善前後的日常節能指

標評估表。

（三）照明節能之評估說明

（A）評估相關規定

既有建築物的照明系統及設備的

改善，不僅最為普遍便利的舊建築改善

手法，同時對耗能也有極大的改善效益

(參圖3.12)，適用EEWH-BC(基本型)及

EEWH-RS (住宿類)之評估案例均需進

行改善前後照明系統節能效率EL的評

估計算，以EEWH-GF(廠房類)版本評估

者，則依其手冊公式計算外殼節能指標

圖3.12以高光源及燈具效率且防眩光之設計代替原效

率不佳的照明

之得分率Ren3(中央空調型工廠建築物採用「能源成本評估法」者除外)。

EEWH-BC(基本型)之照明評估乃是以照明水準較具共同標準供公眾使用之空間為限，

至於儲藏室、停車場、倉庫、樓梯間、茶水間、廁所等非居室空間，與住宅、宿舍、療養

院、旅館客房等屬於私人生活氣氛之住宿空間，以及門廳、梯廳暫不列入EEWH-BC之評估

範圍，因此若某建築物改善前後其中一階段，其所有空間均屬上述免予評估之空間或無任

何照明設備時，則逕令其指標EL＝0.8。EEWH-RS (住宿類)對於私人住宿單元部分可允以免

評估，但也不排除其評估；EEWH-GF(廠房類)之照明評估對象依據主要作業空間所計算之

室內照明效率EL來進行評估，申請時應特別注意。

（B）評估說明

有關照明節能的評估，依據申請案適用之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或

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照明節能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照明系統節能效率EL或

照明節能指標得分率Ren3(以EEWH-GF版本申請者)之檢討，並提出改善前後的日常節能指

標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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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源成本評估法(適用EEWH-GF廠房類)之評估說明

（A）評估說明

EEWH-GF評估系統中日常節能的部份除以上所述之外殼、空調、照明的「分項節能評

估法」，逐一計算評估外，亦可採取「能源成本評估法」來評估。「能源成本評估法」必

須依其「改善前設計模型Original Model」、「改善後設計模型Renovation Model」以DOE、

e-Quest或FECC等軟體來模擬計算，分析其能源成本節能效率(參圖3.13)，關於其得分計算，

以「改善後能源成本」相對於「改善前能源成本」之節能效率(%)，作為得分率Ren4得分

計算之依據。而進行兩項模型的能源模擬時，各設定條件需依EEWH-GF評估手冊之規定辦

理，並檢附其手冊規定之改善前後評估表、圖說等。

圖3.13 舊建築改善能源成本法

（五）綠色交通(適用EEWH-GF廠房類)之評估說明

（A）評估說明

國際上對於利用綠色交通工具節能減碳皆有共識，各國對於「綠色交通工具」 的作法

大多為大眾交通工具、非石化交通工具的使用，亦有減低石化交通工具使用量的制度與做

法，如：合租共乘、合車共乘制、電動車、自行車道系統等，不論何種作法皆有助於地球

節能減碳之效。申請案適用EEWH-GF者，依其手冊規定計算改善前後綠色交通指標得分率

Re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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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再生能源設施(適用EEWH-GF廠房類)之評估說明

（A）評估說明

EEWH-GF評估系統中對再生能源設施設計量之發能量換算其抵碳量，以其比例做為此

項目改善前後再生能源得分率Ren6之計算。其評估方式依EEWH-GF評估手冊規定，在此，

廠房類物進行綠建築新改造者，可因地制宜、選取高效率且符合美學要求的再生能源來設

計，發揮其最大彈性。

（七）固定耗能設備(適用EEWH-RS住宿類)之評估說明

（A）評估說明

住宿單元之家電耗能約佔其總耗能之五成，其節能改善後的成效不容忽視。然而，由

於大部分家電設備為非固定型而難以評估，但如熱水、廚房、衛浴等設備為固定型的耗能設

備，其節能潛力應予以評估。EEWH-RS特別對於熱水、廚房、衛浴等固定型耗能設備進行

評估。其評估方式依EEWH-RS評估手冊規定，以固定耗能設備的逐項節能得分Eqi與其使用

率Ui，計算其改善前後的系統得分RS46。

3-2.3.3  減廢範疇

「減廢」是綠建築評估系統的第三範疇，建築產業是高污染的產業，它不只是在水

泥、煉鋼、燒窯之建材生產階段產生高污染，在營建過程及日後的拆除廢棄物之污染也非常

嚴重，而既有建築的改造，本身就具有延長建築物使用壽命，減少資源耗廢及垃圾廢棄量產

生的精神，應於本範疇中給予充分的給分鼓勵。EEWH-BC及EEWH-RS評估系統中減廢範疇

由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所組成。而EEWH-GF評估系統中則包含建築CO2減量、營建廢

棄物指標、水資源指標及生活污水及垃圾指標四項(參表3.4)。

表3.4 減廢範疇評估指標項目

EEWH-BC(基本型)、EEWH-RS(住宿類) EEWH-GF(廠房類)

二 氧 化 碳 減

量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CCO2

建築CO2減量指標 指標性能改善前後Rw1*1

指標基準 0.82

廢棄物減量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PI

營建廢棄物減量指標 指標性能改善前後Rw2*1

指標基準 3.30 

註1：適用EEWH-GF版本之指標得分率

Rw，其計算公式及換算係數請參照EEWH-

GF評估手冊之規定。

水資源指標(生活節水)指標性能改善前後Rw3*1

生活污水及垃圾指標 指標性能改善前後Rw4*1



45

本減廢範疇之評估方式完全承襲綠建築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或

EEWH-GF(廠房類)系統之規定，各類指標性能及基準參照該類評估手冊中的規定及說明進

行評估計算，而EEWH-GF(廠房類)則以得分率Rw作為指標性能優劣的判斷，以下為針對本

範疇評估指標項目的說明。

（一）二氧化碳減量(EEWH-BC、RS)、建築CO2減量(EEWH-GF)之評估說明

（A）評估相關規定

二氧化碳減量及建築CO2減量二項指標於EEWH-BC(基本型) 、EEWH-RS (住宿類)或

EEWH-GF(廠房類)中，均以綠構造係數CCO2為評估項目，申請EEWH-RN之評估案例必需進

行改善前後綠構造係數CCO2評估計算。以EEWH-GF(廠房類)版本評估者還需進一步依手冊

公式計算建築CO2減量指標之得分率Rw1。

（B）評估說明

有關二氧化碳減量及建築CO2減量二項指標的評估，依據申請案適用之EEWH-BC(基本

型)、EEWH-RS (住宿類)或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綠構

造係數CCO2或建築CO2減量指標得分率Rw1(以EEWH-GF版本申請者)之檢討，並提出改善前

後的二氧化碳減量或建築CO2減量指標評估表。

但既有建築物受到先天條件的限制，於構造、建築使用、形狀等建築物軀體等評估項

目較難有大的改善，同時、對於過去所使用的建材種類、數量等資料也多難取得可信之佐

證，因此在進行綠構造係數CCO2評估時，舊有建築物可依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手冊規定中，有關舊結構再利用率Sr (再利用舊結構體與總結構體之樓地板面積比)

的綠構造係數CCO2計算公式，進行改善前後的CCO2檢討，如此一來，舊有建築物若進行結

構補強、外牆、屋頂或樓版構造改善、室內隔間、設備管線整修等之空間，只要在保留原

有主要結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或屋頂)有過半的前提下，均視為舊結

構再利用之空間，而令改善前之舊結構再利用率Sr = 0.0。

如此一來，既有建築物便無需因興建時的不良設計，而苦於難以評估或改善難度過高

的困擾。進行舊結構再利用認定時。申請者應提出再利用空間部位的說明、面積計算書及

改造施工過程的照片記錄，經舊建築改善委員會評定認可。

（二）廢棄物減量(EEWH-BC、RS)、營建廢棄物減量指標 (EEWH-GF)之評估說明

（A）評估相關規定

廢棄物減量及營建廢棄物減量指標二項指標於EEWH-BC(基本型) 、EEWH-RS (住宿類)

或EEWH-GF(廠房類)中，均以營建汙染指標PI為評估項目，申請EEWH-RN之評估案例均必

需進行改善前後營建汙染指標PI的評估計算。以EEWH-GF(廠房類)版本評估者還需進進一

步依手冊公式計算營建廢棄物減量指標之得分率R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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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評估說明

有關廢棄物減量及營建廢棄物減量指標二項指標的評估，依據申請案適用之EEWH-

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或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

進行廢棄物減量PI或營建廢棄物減量指標得分率Rw1(以EEWH-GF版本申請者)之檢討，並

圖3.14 改造涉及土方工程或增修改建等建

築工程時應評估PIe、PIa

用率Sr = 0.0。

（三）生活節水指標(適用EEWH-GF)之評估說明

（A）評估相關規定

日常用水在取得水資源之後必產生污水，因此生活節水指標在EEWH-GF被視為減廢指

標群之一環。EEWH-GF(廠房類)中，以生活節水指標得分率Rw3為評估項目，工廠類建築申

請EEWH-RN之案例均必需進行其改善前後之計算。

（B）評估說明

有關生活節水指標得分率Rw3的評估，依據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其指標的規

定及說明，對工廠建築物所使用的省水器材及大耗水項目進行檢討，並提出改善前後的生活

節水指標評估表。

（四）生活污水及垃圾指標(適用EEWH-GF)之評估說明

提出改善前後的廢棄物減量及營建廢棄物減量指標

評估表。

於由本指標的評估涉及建築物因施工所引起

的污染項目，因此進行本項目之評估時，改善前有

關工程不平衡土方比例PIe及施工空氣污染防治PIa

等既有建築物已無從改善之評估項目，可直接令改

善前PIe=0.9，PIa=0.6之基準值。同時，若申請案之

更新改造未涉及土方工程或增建、改建、修建等建

築工程時，亦可直接令改善後之PIe=0.9，PIa=0.6。

而有關施工廢棄物比例PIb及拆除廢棄物比例PId之

計算，涉及建築物興建時構造、建築材料及工法使

用等，非既有建築物所能改善之範疇，但考慮既

有建築的改造再利用己具有減少資源耗廢及垃圾

廢棄量產生的精神，因此同樣可依EEWH-BC(基本

型)、EEWH-RS (住宿類)手冊規定，進行舊結構再

利用率Sr (再利用舊結構體與總結構體之樓地板面

積比)，及其改善前後施工廢棄物比例PIb及拆除廢

棄物比例PId之計算，此時令改善前之舊結構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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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評估相關規定

EEWH-GF(廠房類)中只針對日常生活所產生的污水與垃圾之環保設施來評估，另外製程

的事業廢棄物部分屬於工業局管轄的清潔生產評估部分，不列為本手冊的評估範圍。生活污

水及垃圾指標評估分為生活污水與垃圾兩部分，更新改造之申請案於污水部分之評估在更新

完成後必須達到EEWH-GF手冊對生活污水部份通過之門檻，但不予計分；垃圾部分之評估

亦依其手冊所述垃圾處理措施，計算改善前後的垃圾處理分項得分Gi之後，累計生活污水及

垃圾指標之得分率Rw4。

（B）評估說明

有關生活污水及垃圾指標指標得分率Rw4的評估，依據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

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檢討，並提出改善前後的生活污水及垃圾指標評估表。

3-2.3.4  健康範疇

「健康」是綠建築評估系統的最後一項範疇，於追求建築室內空間的健康與舒適、良

好之衛生環境等使用機能需求。EEWH-BC、RS評估系統中健康範疇由室內環境、水資源、

污水垃圾改善所組成。而EEWH-GF評估系統中室內環境評估項目擴大成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音環境、光環境、通風換氣環境、室內建材裝修等五項指標，並另納入員工休閒健康管

理指標(參表3.5)。本健康範疇之評估方式完全承襲綠建築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

宿類)或EEWH-GF(廠房類)系統之規定，各類指標性能及基準參照EEWH-BC、RS及EEWH-GF

評估手冊中的規定及說明進行評估計算，而EEWH-GF(廠房類)則以得分率Rh作為指標性能優

劣的判斷，以下為針對本範疇評估指標項目的說明。

表3.5 健康範疇評估指標項目

EEWH-BC(基本型)、EEWH-RS(住宿類) EEWH-GF(廠房類)

室內環境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IE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h1*1

音環境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h2*1

指標基準 60
光環境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h3*1

通風換氣環境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h4*1

水資源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WI 室內建材裝修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h5*1

指標基準 2.0 員工休閒健康管理指標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Rh6*1

污水垃圾改善

指標性能 改善前後GI
註1：適用EEWH-GF版本之指標得分率Rh，其計算

公式及換算係數請參照EEWH-GF評估手冊之規定。指標基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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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5 經濟部水利署所認證之省水標章圖樣

（一）室內環境(適用EEWH-BC、RS)之評估說明

（A）評估相關規定

EEWH-BC(基本型)及EEWH-RS (住宿類)中，室內環境指標由音環境、光環境、通風換

氣環境及室內裝修等四部份綜合組成，並以四部份之加權計算評估其室內境指標得分IE，基

本型申請EEWH-RN之評估案必需進行改善前後室內境指標得分IE的評估計算。於由本指標

的評估乃是針對一般建築之居室空間，因此對變電所、倉庫等無人居住使用的建築空間則免

予評估，若申請之建築物於更新改善前後之其中一階段，所有室內空間均屬無人居住使用情

況時，直接令該階段之室內環境指標得分IE=60即可。

（B）評估說明

有關室內境指標得分IE的評估，依據EEWH-BC(基本型)、EEWH-RS (住宿類)評估手冊對

於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檢討，並提出改善前後的室內境指標評估表。

（二）水資源指標(適用EEWH-BC、RS) 之評估說明

（A）評估相關規定

EEWH-BC(基本型)及EEWH-RS (住宿類)中，以水資源指標總得分WI為評估項目，主要

針對建築物省水器材及大耗水項目是否設置彌補措拖進行評估，一般建築物申請EEWH-RN

之評估案必需進行改善前後水資源指標得分WI的評估計算。若申請之建築物於更新改善前

後之其中一階段，無任何耗水器材之需要且無大耗水項目時，表示該建築物並無對水資源的

消耗，可直接令該階段之水資源指標得分WI=2.0基準值即可。

（B）評估說明

有關水資源指標得分WI的評估，依據

EEWH-BC(基本型)及EEWH-RS (住宿類)評估手

冊對於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水資源指

標得分WI之檢討，並提出改善前後的生活節

水指標評估表。本指標的更新改善，可以藉

由替換原本省水效率不佳的器材(大便器、小

便器、供公眾使用之水栓)達成(參圖3.15)，亦

可對大耗水項目，例如採用大量人工草皮、草

花花圃之設計，或設置按摩浴缸、SPA、三溫

暖、噴水池、戲水池、游泳池等大耗水設施，

設置對應的節水澆灌系統、雨水貯集利用或中

水利用設施等彌補措施，以取得獎勵性的得分

(參圖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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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6 增設雨水貯集利用設施之更新改造實例

（三）污水垃圾改善指標(適用EEWH-BC、RS)之評估說明

（A）評估相關規定

EEWH-BC(基本型)及EEWH-RS (住宿類)中，污水垃圾改善指標分為污水與垃圾兩部分

評估項目，其中污水及垃圾指標以建築景觀衛生與使用管理上的配套設計為考量，對污水

及垃圾處理並非以環工技術面來考量，因此關於污水處理及放流水質標準在「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水污染防治法」中已有詳細規範，本指標

不另行評估。更新改造之申請案於污水部分之評估在更新完成後必須達到EEWH-BC手冊對

污水指標通過之門檻，但不予計分；垃圾部分之評估亦依其手冊所述垃圾處理措施，計算改

善前後的垃圾處理分項得分Gi，累計污水垃圾改善指標之總得分GI。若申請之建築物於更新

改善前後之其中一階段，屬無人居住使用之建築且無產生污水及垃圾情況時，直接令該階段

之污水垃圾改善指標GI=10基準值即可。

（B）評估說明

有關污水垃圾改善指標GI的評估，依據EEWH-BC(基本型)及EEWH-RS (住宿類)評估手

冊對於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污水與垃圾處理分項得分Gi檢討，並提出改善前後的污水

垃圾改善指標評估表。本指標的得分，可藉由改善後開始確實執行廚餘收集再利用或源垃圾

分類回收等垃圾管理而達成，同時也可考慮於基地內規畫充足垃圾儲存處理運出空間，或設

置一處經綠美化或景觀化處理的專用垃圾集中場(參圖3.17)。

（四）室內空氣品質管理(適用EEWH-GF)之評估說明

EEWH-GF(廠房類)中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指標由菸害防制、CO2濃度監測、CO濃度監測

等三部分綜合組成，以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指標得分率Rh1為評估項目。工廠類建築物申請

EEWH-RN之評估案，必需依據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

改善前後得分率Rh1的評估計算，並提出改善前後的空氣品質管理指標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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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改善後經綠美化或景觀化處理的專用垃圾集中場

（五）音環境(適用EEWH-GF)之評估說明

EEWH-GF(廠房類)中，對音環境指標之評估，由外牆及分界牆、外牆開窗構造、樓版構

造等三部分綜合組成，以音環境指標得分率Rh2為評估項目。工廠類建築物申請EEWH-RN之

評估案，必需依據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改善前後得分

率Rh2的評估計算，並提出改善前後的各項指標評估表。

（六）光環境(適用EEWH-GF)之評估說明

EEWH-GF(廠房類)中，對光環境指標之評估，由自然採光與人工照明兩部分綜合組

成，以光環境指標得分率Rh3為評估項目。工廠類建築物申請EEWH-RN之評估案，必需依

據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改善前後得分率Rh3的評估計

算，並提出改善前後的各項指標評估表。

（七）通風換氣環境(適用EEWH-GF)之評估說明

EEWH-GF(廠房類)中，對通風換氣指標評估主要評估人員常在的居室空間，倉庫、無人

製程空間不再評估範圍內，評估對象分為（1）非全年空調空間部分之居室空間可自然通風

評估，以及（2）全年空調型空間部分之居室空間換氣評估，以通風換氣指標得分率Rh4為

評估項目。工廠類建築物申請EEWH-RN之評估案，必需依據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

於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改善前後得分率Rh4的評估計算，並提出改善前後的各項指標

評估表。

（八）室內建材裝修(適用EEWH-GF)之評估說明

既有建築物在更新維護過程中，經常面臨室內重新裝修的況，因此，可利用其改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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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室內裝修之天花、牆壁、地板等表面裝修建材，改以具綠建材標章資格的裝修材料，而提

高其綠建材採用比例；或者，對一般主要居室空間的室內裝修減少原有不必要之裝潢量，

以提倡儉樸高雅的生活(參圖3.18)。EEWH-GF(廠房類)中，對室內建材裝修之評估，以室內

裝修程度及綠建材使用率兩部分綜合組成，以其得分率Rh5為評估項目。工廠類建築物申請

EEWH-RN之評估案，需依據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其指標的規定及說明，進行改

善前後得分率Rh5的評估計算，提出改善前後的指標評估表。

（九）員工休閒健康管理(適用EEWH-GF)之

評估實例

為了避免長時間因工作壓力而造成員工

身心疲憊及集體的健康事故發生， EEWH-

GF(廠房類)中對企業員工之健康管理，以員工

休閒健康管理指標得分率Rh6為評估項目。工

廠類建築物申請EEWH-RN之評估案，必需依

據EEWH-GF(廠房類)評估手冊對於其指標的規

定及說明，進行改善前後得分率Rh6的評估計

算，並提出改善前後的員工休閒健康管理指標

評估表，且申請單位應提出相關公司管理計畫

書與活動記錄，以備查核。

圖3.18 改善後採用綠建材及簡單的天花板

裝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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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減碳效益評估法」作業內容

3-3.1 減碳效益評估法之申請作業流程

「減碳效益評估法」除以減碳效益ΔCRr作為評估依據外，為了確認改善前後建築物

節能減碳的因果關係，於申請候選證書及標章時需提出「減碳評估報告書」，此報告書與

減碳效益ΔCRr應有明確、可說服人的因果關係。評定機構依據申請者所提之「減碳評估

報告書」做為最終評估之依據。候選證書乃就建築物欲改善項目進行預期的減碳效益評估

ΔCRr，給予「準」EEWH-RN的資格，待改善完成後，再進一步申請標章證書之認證，但亦

可直接在綠建築改造完成後申請EEWH-RN標章證書。EEWH-RN以「減碳效益評估法」申請

時，於候選證書階段必須提出以下資料以供審查：

1. 附錄1所示之基本資料表（表A）

2. 附錄1所示之減碳效益評估總表（表C）

3. 減碳技術相關圖說

4. 依下節方法提出「減碳評估報告書」

評審委員會根據上述資料審查通過後，則可發給合格候選證書。該案經過實質改善且

依實況提出修正「減碳評估報告書」之後，即可邁入標章證書之申請。若此案為「簡易評估

法」評估之非中央空調改善案，則經評審委員會確認資料無誤且經現場勘驗無誤後，即可取

得正式標章。若此案為主機總設置容量超出(含)100USRT之中央空調改善案，則必須委託執

業冷凍空調技師在「減碳評估報告書」中提出符合附錄3規範要求之「空調節能改善成果報

告書」，再經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且經現場勘驗無誤後，始可取得正式標章。假如申請者自

始均能保有供查證之完整資料時，不申請候選證書，逕行申請標章證書亦無不可，但資料不

全時，常有礙於認證之順利。

3-3.2 「減碳評估報告書」之內容

以「減碳效益評估法」申請EEWH-RN認證時，必須提出「減碳評估報告書」以供審

查，此報告書必須包含下列內容：

1. 附錄2所示之建築物基本資料（附表2-1）

2. 附錄2所示之建築物改善前總排碳量CEb計算表（附表2-2）

3. 若採「簡易評估法」則提出附錄2所示之總減碳效益簡易評估表（附表2-3）

4. 若採「能源成本法」則提出附錄2所示之減碳效益能源成本評估表（附表2-4）

5.  若此案為空調主機裝置容量「空調系統」改善案，則必須委託冷凍空調技師執行設

備功率支測量驗證，並提出符合附錄3規範要求之「空調設備單機運轉性能測量驗

證」以及「空調系統連續運轉耗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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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EWH-RN評估實例

4-1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實例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ΔRSr)案例試評的部份，特別選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台

灣建築中心辦理的「94年度綠色廳舍改善計畫」案之一，隸屬於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

部辦公室的「台灣藝術設計與建築展演中心~花雕儲酒廠」舊建築改善案進行試評，係源自

於，相較於過去僅作「局部舊建築改善」案例而言，本案例對綠建築應用於舊建築「全面實

質改善」更深具特別意義。

█ 建築物基本介紹：
「台中花雕儲酒廠」為地面三層、地下一層的加強磚造建築，其原有基地面積為

1939.2m2，建築面積為699.91m2，過去為儲藏酒類之倉儲廠，經過綠建築整修與改善後作為

「文建會中區行政交流辦公室」用途為主，因此在進行EEWH-RN舊建築改善評估時，其評

估內容採用EEWH-BC做依據。基本資料表及改善前建築外觀如表4.1、圖4.1所示。

表4.1 「台中花雕儲酒廠」基本資料表

所在位置與全區面積 台中市南區與後火車站西側相鄰，全區占地6.3 公頃

「 台 中 花 雕 儲

酒 廠 」 建 築 現

況與基本資料

申請案例劃設面積 1939.2m2（＜1公頃）

建築規模 地下一層、地上三層

創建年、建築座向 1979年，長軸為東西向

建築面積 1F~3F：各699.91m2，B1：47.05m2

總樓地板面積 2190.78 m2

 
圖4.1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前各向立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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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範疇：

酒廠周圍環境綠美化嚴重匱乏，原有綠

地距離建築案例過遠，因此造成不連續生態綠

網等情形發生，而酒廠周圍道路皆因過去貨運

往來所致，故四周皆為不透水鋪面，而此現象

將使周圍環境及地表過熱，更致使基地內地表

熱負荷增加。

（１）生物多樣性：

本案申請基地面積1939.2m2＜1公頃(參圖

4.2)，因此可免除本項評估，於分級評估計算

時進行基準減分。

（２）綠化量：

█ 改善前： 本案建築物四周無任何的綠化

措施，基地內原有之二塊綠地

花雕儲酒廠

申請基地面
積1939.2m2

圖4.2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前基地配置圖

面積均位於申請劃分之基地外，因此本案改善前TCO2b=0，綠化基準值TCO2C 

＝1.5×（0.5×A’×β）＝1.5×（0.5×1163.52×400）＝349,056 (kg)。

█ 改善後： 除了基地周圍進行平面綠化景觀設計外，也將其延伸至建築物本體的屋頂花

園、退縮騎樓所增設的陽台等立體綠化，故以大、小喬木為主要樹種，結合

這些生態綠化、立體綠化及人工地盤綠化等設計手法為栽種重點。其中，大

喬木類含：台灣欒樹、樟樹；小喬木類有杜英、欖仁樹；灌木及藤蔓類：鵝

掌藤、南美蟛蜞菊等來達到最佳綠化量效益(參表4.2、圖4.3)，因此本案改善

後TCO2a=440,965。

表4.2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後植栽綠化表

樹種名稱 植栽數量或面積 栽種間距 樹冠投影面積Ai CO2固定量Gi

樟樹 7 5m 25m2 900

台灣欒樹 6 4m 16m2 900

杜英 22 3.5m 12.25m2 600

欖仁樹 6 2.5m 6.25m2 600

鵝掌藤 42m2（3.5×12）棵 300

南美蟛蜞菊 13.26m2 20

TCO2 =Σ（Gi×Ai）綠化設計值為：

綠化設計值TCO2a＝（6×6.25×600）＋（22×12.25×600）＋（6×16×900）＋（7×25×900）＋（42×300）

＋（13.26×20）＝440,965（㎏）

綠化基準值TCO2c＝1.5×（0.5×A,×β），本案實際建蔽率=0.4

最小綠地面積A,＝（Ao-Ap）×（1-r）＝（1939.2－0）×（1－0.4）＝1163.5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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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後綠化植栽配置圖

圖4.4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後基地保水設施配置圖

屋頂設有人工地盤的

屋頂花園，可貯集體

積為0.015m3，覆土深

度為0.3m；基地後方

設置有貯集留滲透池

（雨水回收池），可

貯集面積為74.8m2，可

貯集體積為224.4m3。

本 案 改 善 後 基 地 保

水性能λa=0.55(參表

4.3，圖4.4)。

（３）基地保水：

█ 改善前： 本案原為工廠使用，為了運輸貨物，建築物四周均為不透水的道路鋪面，基

地內原有之二塊綠地面積均位於申請劃分之基地外，因此本案改善前基地保

水性能λb=0，保水性能基準值λc＝0.8×（1-40%）＝0.48。

█ 改善後： 案例土壤最終入滲率為10-4的黏土質礫石(GC)地層。除了採納綠地、透水鋪

面及屋頂花園土壤雨水回收等外，亦加入貯集滲透水池作為本指標的特殊保

水手法。入口前鋪面為考量未來展演中心內裝卸車運出動線及北側防火巷

為不透水鋪面外，其他周圍皆為透水鋪面且計有787.32m2，透水基層厚度為

18cm；鄰近建築物邊緣則為綠地及被覆地環繞的植栽區，面積為179.78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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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後基地保水量計算表

保水手法 保水量計算

裸露綠地及被覆地保水

量Q1

Q1＝Σ A1× f × t ＝179.78 × 10-4 × 86400＝1553.3m3

透水鋪面保水量Q2

Q2＝ΣA2×f×t＋0.1×h×A2＝787.32×10-4×86400＋0.1×0.18×787.32＝

6816.6m3

屋頂花園保水量Q3 Q3＝0.05×V3＝0.015 m3

貯集雨水回收池保水量

Q4

Q4＝A4×f×t＋V4

＝（13.6×5.5）×10-4×86400＋（13.6×5.5）×3＝870.8 m3

Q’＝ΣQi 9240.7 m3

Q0＝Ao×t×k＝1939.2×86400×10-4＝16754.7 m3

基地保水設計值λa＝Q’/ Q0＝9240.7 / 16754.7＝0.55

基地保水及格基準值λc＝0.8×（1-40％）＝0.48

（二）節能範疇：

 （４）日常節能：

圖4.5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前屋頂外觀

█  外殼節能改善前：本案原為工廠使用，

本身為「RC加強磚造」的舊有酒廠，無

水平透光開窗，故En1=0；屋頂部份原先

之構造性能，從外觀判斷為面磚平屋頂

構造型式(參表4.4、圖4.5)，其Uar=1.0，

其EEVb=0.8。

表4.4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前屋頂隔熱Uar性能計算

構 造 大 樣
厚 度 dx

[ m ]

熱阻係數

1/kx

[m.K/W]

熱傳透率

Ui =1/R

[W/(㎡.k)]

面

磚

平

屋

頂

外氣膜

面磚

黏貼材

泡沫混凝土

瀝青油毛氈

水泥砂漿

鋼筋混凝土

水泥砂漿

內氣膜

----

0.0100

0.0050

0.1000

0.0100

0.0200

0.1500

0.0150

----

1/23.000

1/ 1.300

1/1.500

1/0.170

1/ 0.110

1/ 1.400

1/ 1.500

1/1.400

1/7.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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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殼節能改善後：更新後作為辦公暨展示空間為主，故設計手法即是保留局部磚牆並

經適度水平、垂直水刀開口切割後形成ㄇ型開口窗亦留下原有小百葉開口窗。再者，

案例受限在展演中心區內必須以西向作為未來出入口，故採落地明窗形式結合退縮騎

樓等深遮陽設計手法來降低外殼熱負荷、減少室內熱量來源。

另外則是搭配外遮陽（垂直遮陽、水平遮陽），屋頂部分則是以架高木平台方

式減少與屋頂地板直接接觸之熱負荷等外殼節能設計使整體建築外殼節能達到最佳效

益，詳圖4.6。由於改造後使用情況為辦公類建築，依外殼耗能指標與基準應評估建

築外殼耗能量ENVLOAD，本案依ENVLOAD試算後結果其外殼節能設計值（EEVa）

＝0.76。

█  空調節能改善前：本案原為工廠使用，無任何空調設備，可免評估此項計算。令

EACb=0.8。

█  空調節能改善後：更新後作為辦公暨展示空間，並於一期工程中除一樓尚未設置空調

箱外，二樓至三樓皆設有直膨式空調箱（30RT）各一台，再各別連接至屋突（2RF）

的氣冷式冰水主機（25RT）；本案空調箱與冰水主機平面配置，並試算其空調節能效

率EACa=0.73。。

圖4.6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後外殼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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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節能改善前：本案原為工廠使用，室內均為特殊工作空間而非居室空間，且無任

何照明設備，故可免評估此項計算。令ELb=0.8。

█  照明節能改善後：更新後作為辦公暨展示空間，本案在一至三層主要空間中採用「工

作面直、間接照明並用系統（task-ambient lighting system）」之照明設計，以高效率

複金屬燈向上投射天花板使光源反射至空間中，均勻擴散後提供低照度背景，並在

作業面上以檯燈提供所需的高照度標準，便能達到照明節能與良好照明環境之雙重

目標(參圖4.7)。本案對照明部分進行電腦模擬後，決定在採用具有高效率光源之220V 

150W 複金屬燈，計有116盞作為本案主要空間之燈具，另採用電子安定器及天花板導

光方式達到室內照明均齊度，使照明節能評估發揮最大效益以符合評估要求，對室內

工作品質提升舒適、環保、健康等需求，並計算其照明節能效率ELa=0.51。

圖4.7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前後照明空間比較

（５）二氧化碳減量：

█  改善前：有關綠構造係數CCO2的計算，採用舊結構

再利用率Sr (再利用舊結構體與總結構體之樓地板

面積比)，進行改善前後的CCO2檢討，令改善前之

舊結構再利用率Sr = 0.0，本案改造前CCO2b＝0.82-

0.5×Sr=0.82。

█  改善後：舊有建築物若進行結構補強、外牆、屋頂

或樓版構造改善、室內隔間、設備管線整修等之

空間，只要在保留原有主要結構(基礎、樑柱、承

重牆壁、樓地板、屋架或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

半的前提下，均視為舊結構再利用之空間。本案保

留原本之酒廠過半以上的主要結構樑柱、樓地板，

以及部份的牆面，進行各項軀體構造改善、室內隔

間、設備管線的整修，其改善前之舊結構再利用

率逹到100%，故Sr = 1.0，本案改造後CCO2a＝0.82-

0.5×Sr=0.32。

圖4.8 「台中花雕儲酒廠」舊結

構再利用率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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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廢棄物減量：

█  改善前：工程不平衡土方比例部分，直

接令改善前之PIe=0.9，施工廢棄物比例

部份，本案改造前無使用任何營建自動

化工法，令Plb=1.0。拆除廢棄物比例部

份，本案改造前無使用任何再生建材，

令Pld=1.0，施工空氣污染比例部份，令

PIa=0.6，前善前無任何公害防治措施，

β=0。本案改造前PIb=PIe＋PIb＋PId＋

PIa－β=3.5。

█  改善後：工程不平衡土方比例部分，因

有施作雨水回收池及污水處理槽必須進

圖4.9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期間廢棄物採

用防塵布緊密覆蓋

行開挖土方且部分再次作為回填土，其餘部分作為未來展演中心其他整修工程再次使

用，並未有任何廢棄物土方產生，故PIe=0.5，施工廢棄物比例部份，本案改造後仍為

RC構造但室內隔間均採用輕隔間，故Plb=0.97。拆除廢棄物比例部份，本案改造後無

使用任何再生建材，令Pld=1.0，施工空氣污染比例部份，本案更新造過中依表4.5進行

各項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如圖4.9)，PIa=0.38，改善後無任何公害防治措施，β=0。本

案改造後PIa=PIe＋PIb＋PId＋PIa－β=2.85。

表4.5 「台中花雕儲酒廠」更新工程中空氣污染防制措施效率α3評估表

防 制 措 施 措  施  內  容 防制效率α3i 有無 得分

1.清洗措施 工地設有專用洗滌車輛或與土石機具之清洗措施 0.10

2.污泥沈澱過濾處理設

施

工地對於車輛污泥、土石機具之清洗污水與地下

工程廢水排水設有污泥沈澱、過濾、去污泥、排

水之措施（需檢附設施設計圖或照片）

0.15

3. 車行路面防塵 工地車行路面全面舖設鋼板或打混凝土 0.05

4.灑水噴霧

工地的車行路面 0.03 ◎

堆料棄土區/傾卸作業 0.03 ◎

裸露地面 0.03 ◎

5.防塵罩網等措施

結構體施工後加裝防塵罩網，採用網徑0.5mm，

網距3mm為基準
0.08 ◎

土石運輸車離工地前覆蓋不透氣防塵塑膠布 0.08 ◎

6.防塵圍籬等措施 工地周界築有高1.8m以上之圍籬 0.08 ◎

7.防塵覆被 在裸露地或堆料上植被、噴灑化學防塵劑等措施 0.05 ◎

8.其它措施
指非上述其它防塵措施（提出說明自行採認定值

以供認可）
認定值

總得分Σα3i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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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室內環境：

█ 改善前：本案改善前為廢棄無人使用之酒廠，因此令IEb=0。

█  改善後：針對改善後『居室空間』：交流展示中心（1F）、簡報室（1F）、小會議室

（2F）、辦公室（2~3F）等主要居室空間來評估。音環境部份：本案外牆材料為「磚

造」單層牆，厚度1又1/2B約37㎝≧20 cm，採用氣密窗，樓板厚度15cm，故音環境得

分=16；光環境部份：本案辦公空間均達自然採光深度以內(參圖4.10)，人工照明採用

具防眩光燈罩之複金屬燈，故光環境得分=17；通風換氣環境部份：本案所有空間均

可自然通風，並結合機械輔助方式、浮力通風、通風塔、送風管及通風道系統同時達

到室內良好的通風路徑與通風效果，故通風換氣得分=20；室內建材裝修部份：本案

屬中等裝修，室內天花板及牆面全部採用環保油漆簡單粉刷，因此採過半之綠建材，

故室內建材裝修得分=14，更新後IEa=67。

（８）水資源：

█  改善前：本案改善前為廢棄無人使用之酒廠，無任何耗水設備亦無任何省水器材，因

此令WIb=2。

█  改善後：本案建築物內全面採用『省水標章』之省水器材並集中於二、三樓的辦公

室男女廁中，計有一段式省水馬桶12 處、自動感應沖便器7 處及供公眾使用之自動感

應省水水栓10處等。此外，本案有人工草坪之耗水設施，特別設置雨水回收池做為彌

補，故此部分另可得到3分；更新後經過水資源指標計算後，WIa＝6.0。

圖4.10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後採光深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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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污水垃圾改善：

█  改善前：本案改善前人員使用，故無垃圾污水之疑慮，因此令GIb=10。

█  改善後：本案改善後污水部分於建築物東側納入「50 人份污水處理設施」一套，以

有效的管路設計處理整體建築的生活雜排水與污水導入系統；此外，垃圾處理方面將

在有限基地範圍內有效利用建築空間內設置集中垃圾儲放設施，期望透過有效除臭消

毒的維護管理方式執行垃圾分類與資源回收，並界定充足的運出動線空間以定期清運

儲存之垃圾，以提升整體建築空間的環境品質(參表4.6)，GIa＝11。

（１０）評估總分：

本案更新前及更新後EEWH-BC各項指標性能及指標之分級得分RS計算公式如表5.7所

示，依其EEWH-RN評估系統得分總(表4.8)判斷，EEWH性能改善效益(ΔRSr)為58.63%，為

鑽石級最高分級得分。

表4.6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後垃圾處理獎勵得分Gi

垃  圾  處  理  措  施（檢附相關圖說） 獎勵得分Gi 改善前 改善後

1.  當地政府設有垃圾不落地等清運系統，無須設置專用垃圾

集中場及密閉式垃圾箱者（本項與6.7.9.項不能重複得分）
G1＝8分 免評估

2.  設有廚餘收集處理再利用設施並於基地內確實執行資源化

再利用者（必須有發酵、乾燥處理相關計畫書及設備說明

才能給分）

G2＝5分 免評估

3.  設有廚餘集中收集設施並定期委外清運處理，但無當地資

源化再利用者（2.與3.只能任選其一）
G3＝2分 免評估 ◎

4.  設有落葉堆肥處理再利用系統者（必須有絞碎、翻堆、發

酵處理相關計畫書及設備說明才能給分）
G4＝4分 免評估

5. 設置冷藏、冷凍或壓縮等垃圾前置處理設施者 G5＝4分 免評估

6.  設有空間充足且運出動線說明合理之專用垃圾集中場（運

出路徑必須有明確之圖示）
G6＝3分 免評估 ◎

7. 專用垃圾集中場有綠化、美化或景觀化的設計處理者 G7＝3分 免評估

8.  設置具體執行資源垃圾分類回收系統並有確實執行成效者 G8＝2分 免評估 ◎

9. 設置防止動物咬食且衛生可靠的密閉式垃圾箱者 G9＝2分 免評估 ◎

10.  垃圾集中場有定期清洗及衛生消毒且現場長期維持良好者

（限已完工建築申請）
G10＝2分 免評估 ◎

11. 上述以外之垃圾處理環境改善規劃，經評估認定有效者 G12＝認定值 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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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台中花雕儲酒廠」改善前後各項指標性能及基準

大指標
設計值

基準值 分級評估公式(RSi)
改善前 改善後

生物多樣性 BDb=免評估 BDa=免評估 60 RS1＝18.75×R1+1.5

綠化量 TCO2b=0 TCO2a=440,965 TCO2C=349,056 RS2＝6.81×R2+1.5

基地保水 λb=0 λa=0.55 λc=0.48 RS3＝4.68×R3+1.5

日常

節能

外殼節能 EEVb=0.8 EEVa=0.76 0.8
RS41=14.7×R41+3.0(其他類)

RS41=29.3×R41+3.0(辦公類)

空調節能 EACb=0.8 EACa=0.73 0.8 RS42=18.6×R42+3.0

照明節能 ELb=0.8 ELa=0.51 0.8 RS43 =8.00×R43+3.0

二氧化碳減量 CCO2b=0.82 CCO2a=0.32 0.82 RS5=19.40×R5+1.5

廢棄物減量 PIb=3.5 PIa=2.85 3.30 RS6=13.13×R6+1.5

室內環境 IEb=0 IEa=67 60 RS7=18.67×R7+1.5

水資源 WIb=2.0 WIa=6.0 2.0 RS8=2.50×R8+1.5

污水垃圾改善 GIb=10 GIa=11 10 RS9=5.15×R9+1.5

本表以2012年之EEWH-BC為依據

各項Ri、RSi之計算依EEWH-BC評估手冊規定計算之

表4.8 「台中花雕儲酒廠」EEWH-RN評估系統得分總表

EEWH性能效益分級評估總表

大指標 配分 改善前(RSb) 改善後(RSa)

生物多樣性 0~9分 RS1b=免評估 RS1a=免評估

綠化量 0~9分 RS2b=0 RS2a=3.29

基地保水 0~9分 RS3b=0 RS3a=2.18

 日常節能

外殼節能 0~14分 RS41b=3.0 RS41a=4.47

空調節能 0~12分 RS42b=3.0 RS42a=4.63

照明節能 0~6分 RS43b=3.0 RS43a=5.17

二氧化碳減量 0~8分 RS5b=1.5 RS5a=8.00

廢棄物減量 0~8分 RS6b=0.7 RS6a=3.29

室內環境 0~12分 RS7b=0 RS7a=3.68

水資源 0~8分 RS8b=1.5 RS8a=6.50

污水垃圾改善 0~5分 RS9b=1.5 RS9a=2.01

RS總分 ΣRSb=14.2 ΣRSa=43.22

各項RSi之計算依EEWH-BC評估系統計算之

(RSmax)=70-免評估基準減分 RSmax =70-6.3=63.7

最大改善潛力RSc= RSmax-ΣRSb=63.7-14.2= 49.5

EEWH性能改善值ΔRS= ΣRSa－ΣRSb= 29.02

性能改善效益百分比ΔRSr = =ΔRS/ RSc = 29.02/49.5=58.63%

EEWH性能效益分級概率範圍

分級

範圍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金級 鑽石級

13β%≦ΔRSr＜25β% 25β%≦ΔRSr＜35β% 35β%≦ΔRSr＜43β% 43β%≦ΔRSr＜50β% 50β%≦ΔRSr

ΔRSr=

58.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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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EEWH性能效益評估

故β=α1×α2

其中

α1= 1.0-0.02 × (RSb-10.0) 

= 1.0-0.02 × (14.2-10.0) = 0.92

α2= 1.0-0.000005 × (AFI) 

= 1.0-0.000005 × (2190.78) = 0.99

故β= 0.92 × 0.99 = 0.91

即本案分級基準值修正後為合格級（11.83%），銅級（22.75%），銀級（31.85%），黃

金級（39.13%），鑽石級（45.50%）

本案更新後性能改善效益百分比ΔRSr為58.63%，遠遠超過鑽石級最高分級得分。但本

案所執行的改善項目、花費及投入時間，均以做為舊建築改善的全面性指標改造示範案例為

目標，一般改善案難有同樣的能力去執行如此多的改善項目，通僅能採用3~4項改善技術者

為多數。本案若單以生態、節能、減廢、健康之改善範疇計算，預期之EEWH性能改善效益

百分比ΔRSr約為9.22~21.64%，多為接近銅級得分等級，亦為一般改善案可能的得分情況(參

圖4.11)。 

圖4.11 「台中花雕儲酒廠」EEWH性能效益條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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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減碳效益評估法實例

採用「簡易評估法」時，可由改善前後

的耗能設備規格、性能、運作時間、使用模式

等各項耗能因子改善或變化，估算出全年的節

能量，此方法較適用於小規模建築物或耗能結

構較為單純者，例如小型住宅或採用窗、箱型

及分離式等空調系統的建築物，或單純的照明

設備更換，可直接由設備節電量×全年營運小

時數等簡單算式說明者，以下為一以簡易評估

法進行照明設備節能改善之案例，及其減碳效

益ΔCRr評估的計算過程。

4-2.1 照明改善減碳效益評估法實例

某中部辦公大樓的室內燈具數量多，部

分燈具老舊且照度不足、燈具迴路設計不當，

現場採用燈具使用傳統T8燈管，照度效果不

佳、消耗電力較一般節能燈具高，造成能源浪

費，本案照明燈具改換高效率T5燈具，其改

善之情況如表4.9所示。改善前後的建築物之 圖4.12 淘汰原有耗能之T8燈具，改採節能之T5燈

具之減碳改善照明配置圖說資料在此省略之。

表4.9 某辦公大樓照明設備改善前後設備規格及營運時間表

改善前 改善後

空間 數量 燈源 功率（W） 燈源 功率（W）

辦公室A 66 T8,20W×4 2640 T5,14W×4 728

辦公室B 40 T8,40W×3 4800 T5,28W×3 3360

辦公室C 52 T8,40W×4 4160 T5,28W×2 2912

大廳A 3 T8,20W×3 180 T5,14W×3 84

大廳B 28 T8,20W×1 560 T5,14W×1 392

走廊 42 T8,40W×1 1680 T5,28W×1 1176

合計 14020 8652

此辦公大樓之照明系統改善前後的功率計算如表4.9所示，改善前後總功率各為14,020、

8,652kW，再由表2.2查其全年開燈時間為2876hrs，因此其減碳效益依式（7）可計算為Ci



65

＝0.532×（14.02－8.652）×2876＝8213.21 kgCO2。另外，此辦公大樓之室內樓地板面積為

1200m2，收集此辦公大樓在改善前之12個月電費單（附單證明），證實其改造前一年之

年度總耗電量為152,582kWh，計算其EUId為127.15kWh/m2。總耗電量換算為碳排CEb ＝

0.532×152,582＝81173.62 kgCO2。依公式（1）算出其減碳百分比△CRr如下：

△CRr＝Ci÷（0.7×CEb）＝14.45％

再計算其分級評估之修正係數β如下：

α2＝1－0.000005×1200＝0.994

α3＝1－0.002×（127.15-100）＝0.946

β＝α2×α3＝0.994×0.946＝0.940

依此計算此案之合格門檻為13％×0.940＝12.22％。此案減碳百分比△CRr為14.45％，大

於12.22％，剛好超越合格級門檻，故此案為通過EEWH-RN之合格級認證。

4-2.2 空調改善減碳效益評估法實例

茲有一電子工廠進行某一台老舊空調主機設備更新，該主機全負載功率依能源局公告

COP值推算為1000kW（提出計算書），新更換高效率主機經附錄4之性能驗證後確認其全負

載功率為767.7kW（檢附空調技師簽證之報告書如附錄4所示之主機驗證部份），因此其減碳

效益Ci可簡單計算如表4.10所示。此表中負載率乃查表2.1 之L3類空間為0.63，空調運轉時間

乃查表2.2為8760hrs。接著，其減碳效益Ci可依公式(3)計算為682,033 kgCO2/yr。其後的減碳

效益百分比則依公式（1）另行計算，在此省略之。

表4.10 某工廠空調主機改善減碳效益計算表

改善前空調設備耗電量Eb計算

運轉時間（hrs/yr） 全 負 載 功 率

（kW）

負載率 耗電量kWh/yr

分區1 Tac1＝8760 主機 HSb1＝1000      Ls1＝0.63    Tac1×HSb1×Ls1＝5518800kWh

改善前總耗電量b＝ 5518800kWh

改善後空調設備耗電量Ea計算

運轉時間（hrs/yr） 全 負 載 功 率

（kW）

負載率 耗電量kWh/yr

分區1 Tac1＝8760 主機 HSa1＝ 767.7     Ls1＝0.63    Tac1×HSa1×Ls1＝4236783 kWh

改善後總耗電量a＝ 4236783 kWh

空調改善之減碳量Ci＝0.532×（b-a）＝  682033 kgCO2/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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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舊建築改善評估申請表

表A  基本資料表（2015年版）

申請案件是否有以下情況？ 是

1.拆除改建或增建之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超過更新後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之40%時

2.建築物更新評估以建築物部份或局部更新申請者

3.取得使用執照不足三年以上者

註：若申請案件附合上1、2、3項任一情況者，本舊建築改善評估統不接受評估申請。

申請評估法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 ΔRSr=              %

減碳效益評估法 ΔCRr=              %

相關

資料

申請單位

連絡人姓名及電話

建築物地址

建築名稱

建築物基本概要

申請項目 綠建築標章□   候選綠建築證書□

文

件

檢

核

表

EEWH性能效益評估法 減碳效益評估法

文件名稱 確認 文件名稱 確認

表B：EEWH性能效益評估總表 表C：減碳效益評估總表

改善前後之EEWH-BC、RS或

EEWH-GF各項指標簡易評估表

(取自各手冊)
採用空調能源成本計算者

另附附錄2 附表2-1
各指標改善前後指標計算書圖

空調總裝置容量大於100USRT時

之空調設備更新案，應依附錄2提

出性能測量報告書

申請單位： （單位名稱）

簽　章： （業主或機關高階主管）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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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EEWH性能效益評估總表(以EEWH-BC評估者)

EEWH性能效益評估總表(以EEWH-BC評估者)

申請項目：   綠建築標章□   候選綠建築證書□                     2015年版

一、建築名稱：

二、建物概要：地下□層；地上□層造；□□□構造；□□□類建築物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

              改善前基準月:   年   月   改善完成基準月:   年   月

三、各項評估結果

大指標 配分 改善前得分(RSb) 改善後得分(RSa)

生物多樣性 0~9分 RS1b= RS1a=

綠化量 0~9分 RS2b= RS2a=

基地保水 0~9分 RS3b= RS3a=

日常節能

外殼節能 0~14分 RS41b= RS41a=

空調節能 0~12分 RS42b= RS42a=

照明節能 0~6分 RS43b= RS43a=

二氧化碳減量 0~8分 RS5b= RS5a=

廢棄物減量 0~8分 RS6b= RS6a=

室內環境 0~12分 RS7b= RS7a=

水資源 0~8分 RS8b= RS8a=

污水垃圾改善 0~5分 RS9b= RS9a=

RS總分 ΣRSb= ΣRSa=

各項Ri、RSi之計算依EEWH-BC評估手冊規定計算之

(RSmax)=70-免評估基準減分 RSmax =70-免評估基準減分=

最大改善潛力RSc= RSmax-ΣRSb= 

EEWH性能改善值ΔRS= ΣRSa－ΣRSb= 

性能改善效益百分比ΔRSr = =ΔRS/ RSc = 

四、綠建築標章分級評估等級

α1=             ，α2=             ，分級修正係數β=α1×α2=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金級 鑽石級

13β%≦ΔRSr＜25β% 25β%≦ΔRSr＜35β% 35β%≦ΔRSr＜43β% 43β%≦ΔRSr＜50β% 50β%≦ΔRSr

五、填表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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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EEWH性能效益評估總表(以EEWH-RS評估者)

EEWH性能效益評估總表(以EEWH-RS評估者)

申請項目：   綠建築標章□   候選綠建築證書□                     2015年版

一、建築名稱：

二、建物概要：地下□層 地上□層造 □□□構造 □□□類建築物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

              改善前基準月:   年   月   改善完成基準月:   年   月

三、各項評估結果

大指標 配分 改善前得分(RSb) 改善後得分(RSa)

生物多樣性 0~9分 RS1b= RS1a=

綠化量 0~9分 RS2b= RS2a=

基地保水 0~9分 RS3b= RS3a=

日常節能

外殼節能一 0~8分 RS41b= RS41a=

外殼節能二 0~4分 RS42b= RS42a=

外殼節能三 0~4分 RS43b= RS43a=

空調節能 0~6分 RS44b= RS44a=

照明節能 0~5分 RS45b= RS45a=

固定設備耗能 0~6分 RS46b= RS46a=

二氧化碳減量 0~8分 RS5b= RS5a=

廢棄物減量 0~7分 RS6b= RS6a=

室內環境 0~12分 RS7b= RS7a=

水資源 0~8分 RS8b= RS8a=

污水垃圾改善 0~5分 RS9b= RS9a=

RS總分 ΣRSb= ΣRSa=

各項Ri、RSi之計算依EEWH-RS評估手冊規定計算之

(RSmax)=70-免評估基準減分 RSmax =70-免評估基準減分=

最大改善潛力RSc= RSmax-ΣRSb= 

EEWH性能改善值ΔRS= ΣRSa－ΣRSb= 

性能改善效益百分比ΔRSr = =ΔRS/ RSc = 

四、綠建築標章分級評估等級

α1=             ，α2=             ，分級修正係數β=α1×α2=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金級 鑽石級

13β%≦ΔRSr＜25β% 25β%≦ΔRSr＜35β% 35β%≦ΔRSr＜43β% 43β%≦ΔRSr＜50β% 50β%≦ΔRSr

五、填表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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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EEWH性能效益評估總表(以EEWH-GF評估者)

EEWH性能效益評估總表(以EEWH-GF評估者)

申請項目：   綠建築標章□   候選綠建築證書□                     2015年版

一、建築名稱：

二、建物概要：地下□層 地上□層造 □□□構造 □□□類建築物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

              改善前基準月:   年   月   改善完成基準月:   年   月

三、各項評估結果

大指標 配分 改善前(RSb) 改善後(RSa)

Eco1.綠化量 0~10分 RSec1b= RSec1a=

Eco2.基地保水 0~7分 RSec2b= RSec2a=

日

常

節

能

分項評估法

En1.外殼節能 A:0~17分 B:0~11分 RSen1b= RSen1a=

En2.空調節能 A:0~11分 B:0~17分 RSen2b= RSen2a=

En3.照明節能 A:0~7分 B:0~7分 RSen3b= RSen3a=

能 源 成 本 評

估法

En4.綜合動態能

源解析
0~35分 RSen4b= RSen4a=

En5.綠色交通 0~3分 RSen5b= RSen5a=

En6.再生能源設施 0~3分 RSen6b= RSen6a=

W1.CCO2綠構造係數 0~5分 RSw1b= RSw1a=

W2.營建汙染指標 0~5分 RSw2b= RSw2a=

W3.水資源指標（生活節水） 0~5分 RSw3b= RSw3a=

W4.生活汙水及垃圾指標 0~3分 RSw4b= RSw4a=

H1.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0~3分 RSh1b= RSh1a=

H2.音環境 0~5分 RSh2b= RSh2a=

H3.光環境 0~5分 RSh3b= RSh3a=

H4.通風換氣環境 0~5分 RSh4b= RSh4a=

H5.室內建材裝修 0~5分 RSh5b= RSh5a=

H6.員工休閒健康管理指標 0~1分 RSh6b= RSh6a=

RS總分 ΣRSb= ΣRSa=

各項Ri、RSi之計算依EEWH-GF評估系統計算之(A:非中央空調,B:中央空調)

最大改善潛力RSc= RSmax-ΣRSb

其中(RSmax)=中央空調為78分，非中央空調為68分
RSmax-ΣRSb=

EEWH性能改善值ΔRS= ΣRSa－ΣRSb= 

性能改善效益百分比ΔRSr = =ΔRS/ RSc = 

四、綠建築標章分級評估等級

α1=             ，α2=             ，分級修正係數β=α1×α2=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金級 鑽石級

13β%≦ΔRSr＜25β% 25β%≦ΔRSr＜35β% 35β%≦ΔRSr＜43β% 43β%≦ΔRSr＜50β% 50β%≦ΔRSr

五、填表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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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減碳效益評估總表

減碳效益評估總表

申請項目：   綠建築標章□   候選綠建築證書□                     2015年版

一、建築名稱：

二、建物概要：地下□層 地上□層造 □□□構造 □□□類建築物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

              改善前基準月:   年   月   改善完成基準月:   年   月

三、各項評估結果

減碳技術概說（空調、

照明、熱水、再生能源

等技術，多項技術時自

行另增欄位送審）

減碳技術減碳量Ci簡易評估法

計算內容（依2-2.2公式計算）

減 碳 技 術 圖 說 、 照 片 、 規 範

（欄位不足時，另附資料）

耗能資料依據（另附計算書） □動態EUId計算   □實際用電資料

耗能密度標準EUIc（kWh/(m2.yr)）

改善前總碳排量CEb（kg-CO2/yr）

減碳百分比ΔCRr＝ΣCi÷(0.7×CEb)

四、綠建築標章分級評估等級

α2=             ，α3=             ，分級修正係數β=α2×α3=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金級 鑽石級

13β%≦ΔRSr＜25β% 25β%≦ΔRSr＜35β% 35β%≦ΔRSr＜43β% 43β%≦ΔRSr＜50β% 50β%≦ΔRSr

五、填表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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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  EEWH-RN綠建築創新設計升級申請表（不申請者免填）

主旨：假如本作品具備一些不能量化的設計巧思，或一些結合綠建築技術與環境美學的

特殊「綠建築創新科技」，申請單位可提出下表簡要說明，並提送合理可信之相關資料

證明該創意之貢獻，本中心將召開綠建築委員會確認該作品對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等四範疇之實質貢獻後，再依據委員會的共識與慣例，給予升級與否的認定。

原等級： 申請升級等級： 特殊貢獻所屬之範疇：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其他手法□

申請理由概說

（證明及補充資料另附）：

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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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改善前後能源成本計算書

附表2-1 建築物基本資料表

改善前基準月 年 月

建築名稱

主要建築類型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m2)

解析軟體名稱

氣象資料說明

空調減碳技術概說（另附

計算書）

軟體解析法與參數設定以及

減碳技術效益Ci概說（欄位

不足時，另附資料）

圖 說 、 照 片 、 規 範 （ 欄 位 不 足

時，另附資料）

性能驗證人員姓名：

空調技師證照號碼：

技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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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空調設備節能改善性能量測驗証規範

本規範規定建築物空調裝置總容量超過(含)100RT以上時，申請單位需委託執業冷凍空

調技師，完成本章節所規範空調節能改善性能量測驗証程序，並撰寫成「系統性能驗證報告

書」(如附錄4)，提交綠建築評定委員會評定。

一、量測驗証程序

本規範提供空調節能改善性能量測驗証程序包括改善前後之量測驗証如下：

1. 空調改善前性能量測驗証 

空調改善前需針對其空調改善項目，執行空調設備系統效率耗能等改善前之性能量

測驗証程序，並撰寫空調改善前報告，報告書內容需明確記載既設空調系統架構、

空調改善項目內容與改善前針對空調改善項目執行性能量測驗証程序後，所得空調

設備系統效率耗能資訊等。假如無法執行空調改善前之性能量測驗証，則必須提出

可信之文件證明作為認定之依據。 

2. 空調改善後性能量測驗証 

空調改善程序完成後，需針對其空調改善項目執行空調設備系統效率耗能資訊等之

量測驗証程序，並撰寫完整空調改善成果報告，報告書內容需明列記載前述空調改

善前報告書內容、空調改善項目內容、空調改善技術、空調改善後，空調設備效率

耗能及空調改善前後節能成果與減碳效益分析。空調節能改善性能量測驗証程序皆

需委託執業空調技師執行，並將空調節能改善成果報告書簽証，提交綠建築評定委

員會審查。

二、量測驗証作業之內容

由於空調設備及節能產品市場型式眾多，在此僅提供常用空調設備性能量測驗証準

則，未提列部份由申請單位自行提供量測驗証方法與流程，供綠建築評定委員會審查。本量

測驗証規範依據冷凍空調技師公會所出版之「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操作程序指針」

來執行，提供以下簡易空調節能改善性能量測驗証程序作業準則以供遵循。

空調節能改善後性能量測驗証作業至少應包括以下二項內容：

1. 空調設備單機運轉性能量測驗證（以附表3-1~3-4提出）

2. 空調設備系統連續運轉耗能記錄（至少一週記錄，格式自訂） 

空調設備單機運轉性能量測驗證，其目的為了解空調設備改善前後之運轉效率，進而

驗証可推估其改善成果，空調改善前後空調設備系統連續運轉耗能記錄需連續記錄七天以

上，運轉耗能記錄可於空調設備系統掛表量測或透由中央監控記錄而得之。記錄空調設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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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改善前後耗能值，其目的可分析空調節能改善前後之耗能與節能成果。

三、空調設備性能測試程序

3-1空調冰水主機性能測試程序

空調冰水主機、熱回收空調主機、熱泵主機之性能量測皆可參考以下量測方法。 

A、測試儀器規格：請參考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操作程序指針表3-1。

B、測試項目：

1. 冷凝器性能 

冷卻水流量、冷卻水入水溫度、冷卻水出水溫度、冷卻水溫差、冷凝器能力。

2. 冰水器性能 

冰水流量、冰水入水溫度、冰水出水溫度、冰水溫差、冰水器能力。

3. 主機電力狀態 

三相平均電壓、三相平均電流、功率因數、三相平均功率。

4. 機組性能 

機組熱平衡值、單位噸位耗電量、COP。

C、量測方法與要求：

1. 量測冷凝器與冰水器進出水溫度時，需將電阻式溫度計實際插入流體中量測或採用

表面溫度或經溫度計套筒間接量測方式取得數值。

2. 採用電力分析儀即時量測空調主機耗電量。

3. 採用雙迴路超音波流量計即時同時量取冷卻水與冰水流量。

4. 冷凝器與冰水器之進出水溫度、流量及空調主機耗電量即時量測數值全部經電腦圖

控系統顯示、運算、紀錄。

5. 取樣方式為連續一小時，每分鐘自動取樣一筆性能資料，且不得中斷取樣，熱平衡

值10%內方為有效取樣樣本。



75

附表3-1 空調主機性能驗證測試表

空調主機性能驗證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測試日期

委託單位 會測人員

測試單位
測試人員

測試設備編號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平均電壓值 (V)

2 三相平均電流值 (A)

3 三相平均功率值 (kW)

4 三相平均功率因數 (%)

5 冷卻水入水溫度 (℃)

6 冷卻水出水溫度 (℃)

7 冷卻水流量 (LPS)

8 冷凝器能力 (kW)

9 冰水入水溫度 (℃)

10 冰水出水溫度 (℃)

11 冰水流量 (LPS)

12 冰水器能力 (KW)

13 冷凝器壓降 (kpa)

14 冰水器壓降 (kpa)

15 機組效率COP值

16 熱平衡值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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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冷卻水塔性能測試程序

A、測試儀器規格：請參考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操作程序指針表3-1。

B、測試項目：

冷卻水塔入水溫度、 出水溫度、進風側風速、截面積、輸入功率、外氣乾球溫度、濕球溫

度、冷卻水流量、風車輸入功率、電壓、功因、電流、頻率。

C、測試方法與要求： 

1. 採用超音波流量計及RTD溫度傳訊器、外氣乾球/相對溼度傳訊器，即時量測冷卻水塔冷

卻水流量、入水溫度、出水溫度、外氣乾球溫度、相對溼度，並演算冷卻水塔散熱能力

及濕球溫度值與趨近溫度。

2. 手持式熱線風速計，多點量測冷卻水塔入風側風速，演算風車排風量。

3. 電力分析儀量測風車輸入功率。

4. 計算冷卻水塔L/G比值。

5. 計算冷卻水塔KAV/L值。

6. 依原設計冷卻水塔標準曲線，回歸分析目前量測冷卻水塔之性能值。

7. 取樣方式為連續10分鐘，每分鐘自動取樣一筆性能資料，且不得中斷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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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2 空調冷卻水塔性能驗證測試表

空調冷卻水塔性能驗證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測試日期

委託單位 會測人員

測試單位
測試人員

測試設備編號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平均電壓值 (V)

2 三相平均電流值 (A)

3 三相平均功率因數 (kW)

4 馬達輸入功率與頻率 (kW/HZ)

5 三相平均功率值 (kW)

6 冷卻水塔總送風量 (LPS)

7 冷卻水塔入風面積 (m²)

8 冷卻水塔入風平均風速 (m/s)

9 冷卻水塔入水溫度 (℃)

10 冷卻水塔出水溫度 (℃)

11 冷卻水塔流量 (LPS)

12 趨近溫度 (℃)

13 冷卻水塔入風條件 (℃)

14 冷卻水塔散熱能力 (kW)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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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空調水泵性能測試程序

A、測試儀器規格：請參考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操作程序指針表3-1。

B、測試項目：

水流量、水泵出入水壓差值、水泵效率、三相平均功率、三相平均電壓值、三相平均電流、

運轉頻率。

C、測試方法與要求： 

1. 採用超音波流量計、水壓差傳訊器、電力分析儀分別即時記錄水泵流量、水泵出入水壓

差值、輸入功率值，並演算水泵揚程值與葉輪效率值。

2. 取樣方式為連續10分鐘，每分鐘自動取樣一筆性能資料，且不得中斷取樣。

3. 繪製水泵H-Q測性曲線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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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4 空調箱性能驗證測試表

空調箱性能驗證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測試日期

委託單位 會測人員

測試單位
測試人員

測試設備編號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平均電壓值 (V)

2 三相平均電流值 (A)

3 馬達輸入功率與頻率
(kW/

HZ)

4 三相平均功率因數 %

5 風車總送風量 (LPS)

6 機外靜壓 External S.P. Pa

7 風機吸入靜壓 Pa

8 風車總靜壓 (pa)

9 冰水或熱水盤管表面積 (㎡)

10 盤管表面平均風速 (M/S)

11 冰水或熱水盤管入水溫度 (℃)

12 冰水或熱水盤管出水溫度 (℃)

13 冰水或熱水盤管冰水流量 (LPS)

14 冰水或熱水盤管冷凍能力 (kW)

15 冰水或熱水盤管入風條件 (℃)

16 冰水或熱水盤管出風條件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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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空調系統性能驗證報告書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
空調系統性能驗證報告書

工程計畫名稱
名稱：○○股份有限公司○○空調工程
           空調系統性能驗證量測技術服務
地址：○○科學園區○○路

空調施工單位
名稱：○○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性能驗證量測執行者、空調技師： 
名稱：○○○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技師
報告日期： ○○○○年○○月○○日



81

目 錄

壹、空調系統性能量測儀器說明與校正報告----- 2

一、測試儀器及分析軟硬體規格---------------- 2

二、 相關儀器校正報告---------------------------- 3

貳、空調系統性能量測方法與量測結果數據----- 5

一、空調主機性能量測報告---------------------- 5

二、泵浦性能量測報告----------------------------- 9

三、冷卻水塔性能量測報告--------------------- 16

四、空調箱性能量測報告------------------------ 20

工程名稱：○○股份有限公司○○空調工程

執

業

圖

記

內政部登記證號：○○○○○○

技     師     簽     章



82

壹、空調系統性能量測儀器說明與校正報告

一、測試儀器及分析軟硬體規格

1. 雙迴路超音波流量計：廠牌型號/ CONTROLOTRON 1010P1

2. 電力分析記錄儀：廠牌型號/ HIOKI 3169-21 

3. 溫溼度量測計：廠牌型號/ TESTO 445

4. 熱球型風速計：廠牌型號/ TESTO 445

5. 水壓差傳訊器：廠牌型號/ HONEYWELL P7620C0040A

6. 電阻式溫度計RTD：PT100 精度±0.1℃

7. 皮式管

8. 以上各項測試儀器量測數據需經電子信號傳輸至PLC為架構之之小型監控系統進行資料蒐

集，並以圖控系統進行「即時」之數據紀錄分析，並能同時以趨勢圖顯示各時間點之量測分

析性能資料。資料庫需採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以上版本，並可輸出為EXCEL檔案供報表

製作及數據分析使用，以上測試設備及儀器需由性能驗證單位提供。

 

圖1-1. 測試儀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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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儀器校正報告

圖1-2. 超音波流量計(CONTROLOTRON 1010P1)校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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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流量計(CONTROLOTRON 1010P1)校正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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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空調系統性能量測方法與量測結果數據

一、空調主機性能量測報告

<一>量測設備：離心式空調主機CHU-2

<二>量測項目與方法：

1.量測項目：冷卻水流量、冷凝器進出水溫度、冰水流量、冰水器進出水溫度。

2.量測方法：採用雙迴路超音波流量計、RTD水溫度傳訊器分別即時記錄冷卻水流量、

冷凝器進出水溫度、冰水流量、冰水器進出水溫度、輸入功率值，並演算冷凝能力、

冷凍能力與COP值。

<三>量測數據與性能分析：

1.即時量測數值報告詳附件。

2.空調機組即時輸出冷凍能力約92%，部份負載較小，已接近機組可輸出能力之上限，

機組實測COP值已接近選機特性，顯示本機機組性能優越。

3.機組輸出冷凍能力1194RT時，其冰水設計流量需求為11940LPM，實測冰水流量為

10942LPM，比設計需求值減少8%，顯示空調主機並聯冰水流量平衡需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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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主機性能驗證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空調工程 測試日期 ○○○○/○○/○○
委託單位 ○○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測人員 ○○○
測試單位 ○○○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測試人員 ○○○、○○○
測試設備編號 CHU-2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平均電壓值 (V) 4160 4126

2 三相平均電流值 (A) － 126

3 三相平均功率值 (KW) 767.7 711

4 三相平均功率因數 － 0.86

5 冷卻水入水溫度 (℃) 32 31.4

6 冷卻水出水溫度 (℃) 37 35.6

7 冷卻水流量 (LPM) 15546 16729

8 冷凝器能力 (RT) 1522 1396

9 冰水入水溫度 (℃) 12 12.7

10 冰水出水溫度 (℃) 7 7.2

11 冰水流量 (LPM) 13062 (60HZ) 10942(37HZ)

12 冰水器能力 (RT) 1300 1194

13 機組效率COP值 5.85 (Load@100%) 5.9 (Load@92%)

14 機組耗電效率 (KW/RT) 0.6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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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調主機CH2性能驗證紀錄表
項
次

時間 冷卻水 冷卻水 冷卻水 冷卻水
散熱能

力
冰水 冰水 冰水 冰水

冷凍能
力

標稱能
力

負載率

出水
溫℃

入水
溫℃

溫差℃
流量
LPM

USRT
出水
溫℃

入水
溫℃

溫差℃
流量
LPM

USRT USRT ％

1 2011/8/3 14:25:50 34.0 30.9 3.1 16356 1006 7.4 12.6 5.1 7310 740 1300 56.9 

2 2011/8/3 14:26:00 34.0 31.0 3.0 16380 975 7.4 12.6 5.2 7605 785 1300 60.4 

3 2011/8/3 14:26:10 34.0 31.0 3.0 16363 974 7.3 12.6 5.3 7632 804 1300 61.9 

4 2011/8/3 14:26:20 34.0 31.0 3.0 16323 972 7.2 12.6 5.4 7421 796 1300 61.2 

5 2011/8/3 14:26:30 34.0 31.0 3.0 16350 973 7.3 12.6 5.3 7632 803 1300 61.7 

6 2011/8/3 14:26:40 34.0 31.0 3.0 16289 970 7.3 12.6 5.3 7484 802 1300 61.7 

7 2011/8/3 14:26:50 34.0 31.0 3.0 16366 974 7.3 12.6 5.3 7364 771 1300 59.3 

8 2011/8/3 14:27:00 34.0 31.0 3.0 16311 971 7.3 12.7 5.4 7424 795 1300 61.2 

9 2011/8/3 14:27:10 34.0 31.0 3.0 16430 978 7.2 12.7 5.5 7149 766 1300 58.9 

10 2011/8/3 14:27:20 34.1 31.0 3.1 16365 1007 7.3 12.7 5.4 7176 769 1300 59.1 

11 2011/8/3 14:27:30 34.2 30.9 3.3 16383 1073 7.2 12.8 5.6 7155 794 1300 61.1 

12 2011/8/3 14:27:40 34.2 31.0 3.2 16256 1032 7.2 12.9 5.8 7290 839 1300 64.5 

13 2011/8/3 14:27:50 34.3 31.0 3.4 16410 1107 7.2 12.9 5.7 7072 800 1300 61.5 

14 2011/8/3 14:28:00 34.3 30.9 3.4 16417 1108 7.2 13.0 5.8 7249 828 1300 63.7 

15 2011/8/3 14:28:10 34.4 30.9 3.5 16336 1135 7.1 13.1 6.0 7303 860 1300 66.2 

16 2011/8/3 14:28:20 34.4 30.9 3.5 16417 1140 7.1 13.1 6.0 7592 919 1300 70.7 

17 2011/8/3 14:28:30 34.4 31.0 3.4 16470 1111 7.1 13.0 5.9 8304 987 1300 76.0 

18 2011/8/3 14:28:40 34.4 30.9 3.5 16504 1146 7.0 12.9 5.9 7830 917 1300 70.5 

19 2011/8/3 14:28:50 34.2 30.9 3.3 16457 1078 7.1 12.7 5.6 7397 824 1300 63.4 

20 2011/8/3 14:29:00 34.0 30.9 3.1 16420 1010 7.0 12.6 5.6 7404 823 1300 63.3 

21 2011/8/3 14:29:10 33.9 30.9 3.0 16434 978 7.0 12.6 5.6 7706 856 1300 65.9 

22 2011/8/3 14:29:20 33.9 30.9 3.0 16423 978 7.0 12.5 5.5 8280 920 1300 70.7 

23 2011/8/3 14:29:30 33.9 30.9 3.0 16450 979 7.0 12.5 5.5 8236 899 1300 69.1 

24 2011/8/3 14:29:40 34.0 30.9 3.1 16470 1013 7.0 12.5 5.5 8330 902 1300 69.4 

25 2011/8/3 14:29:50 34.1 30.9 3.2 16497 1048 7.2 12.7 5.5 8613 940 1300 72.3 

26 2011/8/3 14:30:00 34.2 30.9 3.3 16242 1064 7.2 12.8 5.6 9046 1003 1300 77.2 

27 2011/8/3 14:30:10 34.3 30.9 3.4 16350 1103 7.3 12.9 5.6 9029 984 1300 75.7 

28 2011/8/3 14:30:20 34.4 30.9 3.5 16309 1133 7.3 12.8 5.5 9036 981 1300 75.5 

29 2011/8/3 14:30:30 34.5 31.0 3.5 16309 1133 7.2 12.9 5.7 9217 1041 1300 80.1 

30 2011/8/3 14:30:40 34.6 31.0 3.6 16474 1177 7.2 12.9 5.7 9136 1033 1300 79.5 

31 2011/8/3 14:30:50 34.7 31.0 3.7 16403 1204 7.2 13.0 5.8 9412 1065 1300 81.9 

32 2011/8/3 14:31:00 34.7 31.1 3.6 16417 1173 7.2 12.9 5.7 9338 1066 1300 82.0 

33 2011/8/3 14:31:10 34.7 31.1 3.6 16390 1171 7.2 12.9 5.7 9297 1052 1300 80.9 

34 2011/8/3 14:31:20 34.8 31.1 3.7 16437 1207 7.2 12.9 5.8 9512 1095 1300 84.2 

35 2011/8/3 14:31:30 34.8 31.1 3.7 16390 1203 7.2 12.9 5.7 9717 1098 1300 84.5 

36 2011/8/3 14:31:40 34.8 31.1 3.7 16336 1199 7.2 12.9 5.7 9727 1100 1300 84.6 

37 2011/8/3 14:31:50 34.9 31.1 3.8 16444 1240 7.2 12.9 5.7 9662 1093 1300 84.1 

38 2011/8/3 14:32:00 34.9 31.1 3.8 16403 1237 7.2 12.8 5.6 9754 1084 1300 83.4 

39 2011/8/3 14:32:10 34.9 31.1 3.8 16363 1234 7.2 12.7 5.5 9714 1060 1300 81.5 

40 2011/8/3 14:32:20 34.9 31.2 3.7 16282 1195 7.3 12.8 5.5 9613 1049 1300 80.7 

41 2011/8/3 14:32:30 34.9 31.2 3.7 16350 1200 7.2 12.7 5.4 10150 1088 1300 83.7 

42 2011/8/3 14:32:40 34.9 31.2 3.7 16365 1201 7.1 12.7 5.6 10117 1104 1300 84.9 

43 2011/8/3 14:32:50 35.0 31.3 3.8 16215 1223 7.1 12.6 5.4 9848 1055 1300 81.2 

44 2011/8/3 14:33:00 35.0 31.3 3.7 16393 1204 7.2 12.7 5.5 10117 1104 1300 84.9 

45 2011/8/3 14:33:10 35.1 31.3 3.8 16336 1232 7.2 12.7 5.5 10083 1100 1300 84.6 

46 2011/8/3 14:33:20 35.1 31.3 3.8 16403 1237 7.2 12.7 5.5 9942 1085 1300 83.5 

47 2011/8/3 14:33:30 35.2 31.3 3.9 16336 1264 7.1 12.7 5.5 9955 1086 1300 83.6 

48 2011/8/3 14:33:40 35.2 31.4 3.8 16296 1229 7.1 12.7 5.6 10029 1108 1300 85.2 

49 2011/8/3 14:33:50 35.2 31.4 3.8 16363 1234 7.2 12.7 5.5 10157 1108 1300 85.3 

50 2011/8/3 14:34:00 35.2 31.4 3.8 16316 1230 7.1 12.7 5.6 10315 1146 1300 88.2 

51 2011/8/3 14:34:10 35.3 31.4 3.9 16276 1260 7.1 12.7 5.6 11057 1228 1300 94.4 

52 2011/8/3 14:34:20 35.3 31.4 4.0 16729 1295 7.2 12.7 5.5 10942 1194 1300 91.9 

53 2011/8/3 14:34:30 35.3 31.4 3.9 16699 1294 7.2 12.7 5.5 11164 1229 1300 94.5 

54 2011/8/3 14:34:40 35.4 31.4 4.0 16497 1309 7.2 12.7 5.6 11191 1245 1300 95.8 

55 2011/8/3 14:34:50 35.5 31.4 4.1 16437 1337 7.2 12.7 5.5 11033 1204 1300 92.6 

56 2011/8/3 14:35:00 35.5 31.4 4.1 16376 1332 7.1 12.7 5.6 11882 1278 1300 101.6 

57 2011/8/3 14:35:10 35.6 31.4 4.2 16376 1365 7.2 12.8 5.6 11923 1300 1300 100.0 

58 2011/8/3 14:35:20 35.7 31.4 4.3 16524 1410 7.2 12.8 5.6 11795 1311 1300 100.9 

59 2011/8/3 14:35:30 35.7 31.4 4.3 16350 1395 7.3 13.0 5.7 11768 1331 1300 102.4 

60 2011/8/3 14:35:40 35.8 31.4 4.4 16417 1433 7.4 13.1 5.7 12023 1355 1300 104.3 

61 2011/8/3 14:35:50 35.9 31.4 4.5 16393 1464 7.5 13.2 5.7 12305 1392 1300 107.1 

62 2011/8/3 14:36:00 35.9 31.4 4.5 16390 1463 7.6 13.3 5.7 12020 1360 1300 104.6 



88

空調主機性能驗證量測照片    執行量測日期：○○○○/○○/○○

【空調主機冰水管路超音波流量計安裝】 【空調主機冷卻水管路超音波流量計安裝】

【空調主機冰水出入端溫度計安裝】 【空調主機冷卻水出入端溫度計安裝】

【空調主機測試分析儀架設】 【測試分析儀空調主機資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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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泵浦性能量測報告

<一>量測設備：冷卻水泵CWP-1

<二>量測項目與方法：

1.量測項目：水流量、水泵出入水壓差值、水泵效率、三相平均功率、三相平均電壓

值、三相平均電流。

2.量測方法：採用超音波流量計、水壓差傳訊器、電力分析儀分別即時記錄水泵流量、

水泵出入水壓差值、輸入功率值，並演算水泵揚程值與水泵效率值。

<三>量測數據與性能分析：

1.即時量測數值報告及原廠選機表設計點與運轉點詳附件。

2.冷卻水系統量測時只開啟冷卻水泵CWP-1一台運轉，實際運轉點參考原廠選機表馬達

效率採82%，推估水泵效率為80.2%，實際水泵效率會因電力功因與馬達效率等因素有

所差異。

3.量測數值符合原始設計要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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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冷卻水泵性能驗證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空調工程 測試日期 ○○○○/○○/○○
委託單位 ○○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測人員 ○○○
測試單位 ○○○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測試人員 ○○○、○○○
測試設備編號 CWP-1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平均電壓 (V) 380 376

2 三相平均電流 (A) 167 154

3 馬達裝置容量 (KW) 90 90

4 水泵出口壓力 (Kg/㎝²) － 3.2

5 水泵入口壓力 (Kg/㎝²) － 0.8

6 水泵揚程 (MAg) 25 24

7 水泵流量 (LPM) 15534 15286

8 水泵壓差 (Kg/㎝²) 2.5 2.4

9 輸入功率 (KW) 90 87

10 水泵效率 (%) 82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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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冷卻水泵CWP-1性能曲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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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測設備：冰水泵CHP-1

<二>量測項目與方法：

1.量測項目：水流量、水泵出入水壓差值、水泵效率、三相平均功率、三相平均電壓

值、三相平均電流。

2.量測方法：採用超音波流量計、水壓差傳訊器、電力分析儀分別即時記錄水泵流量、

水泵出入水壓差值、輸入功率值，並演算水泵揚程值與水泵效率值。

<三>量測數據與性能分析：

1.即時量測數值報告及原廠選機表設計點與運轉點詳附件。

2.冰水系統量測時開啟冰水泵二台並聯運轉，並在部分負荷變頻運轉於37HZ轉速，因

低負荷運轉由全載60HZ變頻至37HZ運轉，運轉點由轉速1775RPM葉輪曲線，變頻至

1095RPM葉輪曲線，葉輪效率不因低負荷而使效率大量衰退，可見本案一次變流量冰水

節能成效甚佳。

3.量測數值符合原始設計要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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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冰水泵性能驗證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空調工程 測試日期 ○○○○/○○/○○
委託單位 ○○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測人員 ○○○
測試單位 ○○○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測試人員 ○○○、○○○
測試設備編號 CHP-1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平均電壓 (V) 380 378

2 三相平均電流 (A) 204 106

3 馬達裝置容量 (KW) 110 110

4 水泵出口壓力 (Kg/㎝²) － 3.6

5 水泵入口壓力 (Kg/㎝²) － 0.8

6 水泵揚程 (MAg) 35 19

7 水泵流量 (LPM) 13062 7518

8 水泵壓差 (Kg/㎝²) 3.5 1.9

9 輸入功率 (KW) 110 56.8

10 水泵效率 (%) 88 75

11 運轉頻率 (HZ) 6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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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冰水泵CHP-1性能曲線表



95

空調水泵性能驗證量測照片    執行量測日期：○○○○/○○/○○

【冷卻水泵壓差計安裝】 【冷卻水泵超音波流量計安裝】

      

【冷卻水泵電力分析儀安裝】 【測試分析儀冷卻水泵資料紀錄】

【冰水泵壓差計安裝】 【冰水泵超音波流量計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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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卻水塔性能量測報告

<一>量測設備：冷卻水塔CT（1 Cell）

<二>量測項目與方法：

1.量測項目：冷卻水塔入水溫度、 出水溫度、進風側風速、截面積、輸入功率、外氣

乾球溫度、相對溼度、濕球溫度、冷卻水流量。

2.量測方法：(1)採用超音波流量計及RTD溫度傳訊器、外氣乾球/相對溼度傳訊器，即時

量測冷卻水塔冷卻水流量、入水溫度、出水溫度、外氣乾球溫度、相對溼度，並演算

冷卻水塔散熱能力及濕球溫度值。

(2)手持式熱線風速計，多點量測冷卻水塔入風側風速。

(3)電力分析儀量測風車輸入功率。

<三>量測數據與性能分析：

本機組經變頻器控制輸出60HZ運轉條件，推估得出結果：

1.冷卻水塔風車送風量符合設計參數值。

2.外氣濕球溫度26℃時，冷卻水出水溫度28.5℃，趨近溫度為2.5℃，符合設計参數值。

3.冷卻水總流量約32300LPM（3 Cell），量測1 Cell冷卻水塔流量為11822LPM，顯示冷卻

水量平衡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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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性能驗證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空調工程 測試日期 ○○○○/○○/○○
委託單位 ○○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測人員 ○○○
測試單位 ○○○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測試人員 ○○○、○○○
測試設備編號 CT（1 Cell）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平均電壓值 V 380 364

2 三相平均電流值 A 61 57

3 三相平均功率因數 － －

4 馬達裝置容量 kW 30 30

5 冷卻水塔總送風量 CMH 330000 336357

6 冷卻水塔入風面積 m² 33.25 33.25

7 冷卻水塔入風平均風速 m/s 2.75 2.81

8 冷卻水塔入水溫度 ℃ 37 34

9 冷卻水塔出水溫度 ℃ 32 28.5

10 冷卻水塔流量 LPM 9566 11822

11 趨近溫度 ℃ 3 2.5

12 冷卻水塔入風條件 29℃WB 31.4℃DB/26℃WB/65.1%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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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性能驗證紀錄表

項
次

時間 入水 出水 出水 出水 平均出 出入水
管路流

量1
管路流

量2
總流量

散熱能
力

乾球 溼球 相對

溫度℃ 溫度1℃ 溫度2℃ 溫度3℃ 水溫℃ 溫差℃ LPM LPM LPM USRT 溫度℃ 溫度℃ 溼度%

1 2011/8/4 11:18:40 34.5 29.3 29.2 29.6 29.4 5.1 5844 6004 11848 1206.7 31.4 26.5 68.3

2 2011/8/4 11:18:50 34.6 29.2 29.4 29.7 29.4 5.2 5873 5939 11812 1210.9 31.5 26.6 68.8

3 2011/8/4 11:19:00 34.6 29.1 29.5 29.7 29.4 5.2 6068 5998 12066 1236.9 31.5 26.4 67.3

4 2011/8/4 11:19:10 34.6 29.1 29.7 29.6 29.5 5.1 5839 6174 12013 1223.5 31.4 26.0 65.3

5 2011/8/4 11:19:20 34.7 29.1 29.5 29.6 29.4 5.3 5786 5978 11764 1237.1 31.4 25.8 64.4

6 2011/8/4 11:19:30 34.7 29.0 29.2 29.8 29.3 5.4 5839 6042 11881 1265.1 31.4 26.2 65.4

7 2011/8/4 11:19:40 34.7 29.1 28.9 29.8 29.3 5.4 5585 6135 11720 1263.5 31.5 26.1 65.5

8 2011/8/4 11:19:50 34.7 29.0 28.8 29.7 29.2 5.5 5673 6137 11810 1296.6 31.5 26.0 64.9

9 2011/8/4 11:20:00 34.7 29.0 28.8 29.7 29.2 5.5 5835 6120 11955 1312.5 31.6 26.0 64.7

10 2011/8/4 11:20:10 34.8 28.9 28.7 29.7 29.1 5.7 5883 6105 11988 1355.8 31.6 25.9 64.2

11 2011/8/4 11:20:20 34.7 28.9 28.6 29.5 29.0 5.7 5835 6018 11853 1340.5 31.6 25.9 64.1

12 2011/8/4 11:20:30 34.7 28.9 28.6 29.4 29.0 5.7 5703 6137 11840 1346.9 31.6 25.9 63.7

13 2011/8/4 11:20:40 34.7 28.9 28.4 29.3 28.9 5.8 5482 6018 11500 1331.0 31.6 25.9 63.9

14 2011/8/4 11:20:50 34.6 28.9 28.2 29.3 28.8 5.8 5445 6032 11477 1320.8 31.6 26.1 64.1

15 2011/8/4 11:21:00 34.6 28.9 28.2 29.2 28.8 5.8 5780 6035 11815 1367.5 31.6 25.9 63.7

16 2011/8/4 11:21:10 34.5 28.9 28.1 29.1 28.7 5.8 5768 6052 11820 1360.2 31.7 26.0 64.1

17 2011/8/4 11:21:20 34.5 28.9 28.1 29.1 28.7 5.8 5932 6136 12068 1388.8 31.8 26.2 64.6

18 2011/8/4 11:21:30 34.4 28.9 28.2 28.9 28.7 5.7 5365 5920 11285 1283.7 31.9 26.8 67.4

19 2011/8/4 11:21:40 34.4 29.2 28.4 29.0 28.9 5.5 5243 6039 11282 1238.6 31.8 26.7 66.8

20 2011/8/4 11:21:50 34.3 29.4 28.9 29.3 29.2 5.1 5482 6113 11595 1173.3 31.7 26.4 66.1

21 2011/8/4 11:22:00 34.3 29.5 29.1 29.4 29.3 5.0 5639 6188 11827 1165.5 31.8 26.4 65.6

22 2011/8/4 11:22:10 34.2 29.4 29.2 29.4 29.3 4.9 5756 5930 11686 1128.4 31.7 26.3 64.5

23 2011/8/4 11:22:20 34.2 29.4 29.2 29.2 29.3 4.9 5665 5964 11629 1138.3 31.8 26.9 68.7

24 2011/8/4 11:22:30 34.2 29.7 29.3 29.3 29.4 4.8 5878 6047 11925 1127.8 31.9 27.4 70.2

25 2011/8/4 11:22:40 34.1 30.0 29.6 29.6 29.7 4.4 5766 6060 11826 1024.6 31.8 27.3 70.6

26 2011/8/4 11:22:50 34.1 30.1 29.7 29.6 29.8 4.3 5687 5931 11618 991.2 31.8 27.3 71.0

27 2011/8/4 11:23:00 34.1 30.1 29.9 29.7 29.9 4.2 5736 5974 11710 975.8 31.7 27.0 69.3

28 2011/8/4 11:23:10 34.1 30.0 29.9 29.6 29.8 4.3 5569 6047 11616 983.4 31.6 26.8 69.3

29 2011/8/4 11:23:20 34.1 30.0 29.9 29.5 29.8 4.3 5962 6120 12082 1030.8 31.5 26.7 67.6

30 2011/8/4 11:23:30 34.1 29.9 29.9 29.6 29.8 4.3 5912 5956 11868 1012.5 31.7 27.5 72.8

31 2011/8/4 11:23:40 34.1 29.8 29.8 29.7 29.8 4.3 5609 6069 11678 1004.1 31.8 27.6 73.1

32 2011/8/4 11:23:50 34.0 29.8 29.8 29.7 29.8 4.2 5614 6038 11652 978.7 31.6 27.4 72.5

33 2011/8/4 11:24:00 34.0 30.0 29.8 29.7 29.8 4.2 5849 6009 11858 980.3 31.6 27.6 71.5

34 2011/8/4 11:24:10 34.0 30.2 29.9 29.7 29.9 4.1 5565 6135 11700 944.0 31.5 27.0 70.9

35 2011/8/4 11:24:20 34.0 30.1 29.9 29.9 30.0 4.0 5375 6101 11476 918.4 31.4 26.7 68.2

36 2011/8/4 11:24:30 34.0 29.8 29.7 29.8 29.8 4.2 5702 6024 11726 984.9 31.3 26.0 66.1

37 2011/8/4 11:24:40 34.0 29.5 29.4 29.7 29.5 4.5 5785 6188 11973 1061.1 31.4 26.0 65.4

38 2011/8/4 11:24:50 34.1 29.2 29.2 29.5 29.3 4.8 5468 6147 11615 1106.2 31.4 26.1 66.2

39 2011/8/4 11:25:00 34.1 29.0 29.0 29.3 29.1 5.0 5537 5915 11452 1136.1 31.5 26.6 68.2

40 2011/8/4 11:25:10 34.1 28.9 28.8 29.3 29.0 5.1 5976 6052 12028 1217.1 31.4 26.2 65.6

41 2011/8/4 11:25:20 34.0 28.8 28.8 29.3 29.0 5.0 6100 6174 12274 1225.8 31.5 25.9 64.6

42 2011/8/4 11:25:30 34.0 28.7 28.5 28.9 28.7 5.3 5619 6020 11639 1223.9 31.4 25.7 63.9

43 2011/8/4 11:25:40 34.1 28.7 28.2 28.7 28.5 5.6 5668 6081 11749 1297.7 31.7 26.8 70.1

44 2011/8/4 11:25:50 34.1 28.8 28.2 28.9 28.6 5.5 5614 6010 11624 1260.8 31.7 27.2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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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塔性能驗證量測照片    執行量測日期：○○○○/○○/○○

【冷卻水塔超音波流量計管路1安裝】 【冷卻水塔超音波流量計管路2安裝】

【冷卻水塔出水端溫度計安裝】 【冷卻水塔外氣溫濕度計安裝】

【冷卻水塔入風風速量測】 【冷卻水塔測試分析儀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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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調箱性能量測報告

<一>量測設備：空調箱RCU-101

<二>量測項目與方法：

1.量測項目：空調箱冷卻盤管入水溫度、出水溫度、冰水流量、入風側溫度、濕度值、

出風側溫度、濕度值、冷卻盤管表面平均風速、有效面積、空調箱風車靜壓值、輸入

功率。

2.量測方法：(1)採用超音波流量計及手持式溫度計，即時量測冷卻盤管入水溫度、出水

溫度、冰水流量，並演算冷卻盤管能力。

(2)手持式溫度計，量測冷卻盤管入風側與出風側溫度、相對濕度值，電力分析儀量測

風車輸入功率。

(3)手持式熱線風速計多點量測冷卻盤管表面風速。

(4)手持式皮托管壓力計量測風車出入口靜壓值。

<三>量測數據與性能分析：

本機組經變頻器控制輸出35HZ運轉條件，推估得出結果：

1.風車輸出風量、靜壓，符合設計參數。

2.冷卻盤管出風條件、冷凍能力，符合設計參數。

3.機組因配置變頻器控制風車負荷輸出值，節能成效良好。

4.量測數值符合原始設計要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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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箱性能驗證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空調工程 測試日期 ○○○○/○○/○○
委託單位 ○○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測人員 ○○○
測試單位 ○○○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測試人員 ○○○、○○○
測試設備編號 RCU-101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平均電壓值 (V) 380 377

2 三相平均電流值 (A) 45 22

3 馬達裝置容量 (KW) 22 11.9

4 三相平均功率因數 (Kg/㎝²) － －

5 風車總送風量 (CMH) 47100 (60HZ) 53498 (35HZ)

6 風車總靜壓 (pa) 750 (60HZ@機外) 428 (35HZ@機外)

7 冷卻盤管表面積 (㎡) 5.76 5.76

8 冷卻盤管表面平均風速 (M/S) ≦2.5 2.58

9 冷卻盤管入水溫度 (℃) 7 8.7

10 冷卻盤管出水溫度 (℃) 12 13.5

11 冷卻盤管冰水流量 (LPM) 1100 1310

12 冷卻盤管冷凍能力 (RT) 110 126

13 冷卻盤管入風條件 24℃DB/19℃WB/62.7%RH 23.8℃DB/21℃WB/74.2%RH

14 冷卻盤管出風條件 13℃DB/12.5℃WB/94.6%RH 13.2℃DB/12.7℃WB/94.6%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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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箱性能驗證量測照片    執行量測日期：○○○○/○○/○○

【空調箱出入端溫度計量測】 【空調箱超音波流量計安裝】

【空調箱盤管入風風速量測】 【空調箱吸入端靜壓量測】

【空調箱出風風管靜壓量測】 【空調箱流量顯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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