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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論總論總論總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計畫源起計畫源起計畫源起計畫源起 

近年來隨著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科技發

展迅速及國際化發展趨勢，人們於日常生活及工作中已與科技產生密不可分

的關係，然而以智慧化科技技術發展而言，除設備品質提升及技術應用創新

外，更應整合人性化需求及管理維護機制，落實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如此

才能達成優質智慧化居住空間的目標，而導入智慧化設備或科技技術之初，

須先具備完善的基礎環境，以建築物為載體於規劃設計之時，即需考量人性

需求、空間環境關係、智慧化科技及營運管理等不同面向關係，在建築物興

建完成後即具備彈性的擴充性，使其能符合未來科技時代潮流及提升應用服

務價值。我國現行智慧建築標章評估基準，於 2002 年制定，2003 年起正式作

為智慧建築標章申請的評估依據，提供國內發展建築物智慧化的依循。隨著

科技發展迅速，智慧建築評估基準制訂至今亦已歷經 3 年以上，實需依據現

今科技及未來發展趨勢進行修訂，以期符合智慧建築標章之理念。智慧化居

住空間乃以建築為載體結合電機、設備系統及資通訊等科技技術，提供使用

者更安全安心與便利舒適的生活空間為目的，因此為使各界更了解跨領域整

合的智慧化居住空間之設計理念與技術內涵，本計畫亦將同時進行智慧化居

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的探討，瞭解現有 ICT 應用於建築物之發

展，以及創新技術與應用導入之可行性，以作為未來建築規劃設計及相關產

業發展時之參考依循。為使設計者能更迅速的應用智慧化科技系統，加速設

計導入之容易性，本計畫更進一步研訂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以提供國內

各界興建智慧建築之參考。除此之外，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已是我國重要政

策之一，因此，需藉由網路科技規劃教育宣導及智慧化技術的交流平台，經

由結合國內有效資源，提供產、官、學、研及社會大眾等各界進行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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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交換及對話討論，並建立相互交流機制，以進行如環境、社經議題、智

慧永續及健康的建築設計、產品技術應用的互動式溝通內容等，進而將發展

成果應用到產品設計、製造或改良上，以及服務模式創新、改善等，進而創

造優質產業，整合開創更具競爭力的技術及產品，藉以打造更優質的居住環

境，提昇國家整體競爭力。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本計畫將整合多元智慧化科技、網路先進技術與建築實務應用，規畫出

有別於一般傳統思維，已涵蓋各面向領域內容、具互動式功能之智慧化居住

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內容，並完成建築物智慧化的認證基準以及建築物智

慧化達成技術之設計參考內容，期望能夠提出創新、前瞻、有別於傳統建築

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的思維成果。 

壹壹壹壹、、、、    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 

      本分項計畫將規劃一套具開放性、共通性及互動性的智慧化居住空間全

方位應用平台，透過此平台提供國內各界有關智慧化居住空間的知識交流，

針對環境、社經議題、智慧永續、安全便利、健康舒適之建築設計、產品技

術應用的互動式溝通內容等各面向議題進行討論，並進而將交流學習成果應

用於智慧化科技技術或產品設備上，藉以達成創新應用服務模式，提升國內

產業競爭力，及促進跨產業整合等。因此，為達成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

資訊交換平台，其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1. 針對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平台案例資料分析。 

2. 提出最適國內及先端發展所需之平台內容及架構規劃，內容以系統觀

點匯聚：環境、社經議題、智慧永續及健康的建築設計等，並亦應包

含互動式溝通機制等應用內容。 

3. 提出建構該平台最適技術及軟硬體需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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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出該平台建置完成之營運管理機制規劃建議。 

5. 提出該平台更新維護機制規劃建議。 

    此以 Web 2.0為主要概念的智慧化居住生活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將

扮演一個智慧建築社群的網絡中樞，在此一中樞上有各種內容物，涵蓋範圍

從政府政策、法令規範、智慧建築評估手冊、智慧建築技術手冊等包羅萬象，

媒體以文字、影像、聲音以及互動的多元組合呈現。藉由該開放、互動、整

合性的平台，此計畫預計將能有更創新的概念來推廣智慧建築，使智慧建築

能成為下一個資通訊工業火車頭。以下幾點，是此一平台的建置所引導出的

創新價值： 

1. 政府政策法令的適切性 

    法規制定是否能切中要旨應從政府管理、社會安全、使用者便利的角度

出發，其中，使用者便利性常常與政府管理和社會安全相衝突，如何取得平

衡，僅仰賴過去單向的、上對下的政策制定流程，則難以讓這三個要素組成

最佳解。藉由共通資訊平台的雙向回饋系統，使用者在政府的監督和引導下

參與和他們親身相關的法令制定議題，將可有效地使政府政策和法令更適切。 

2. 智慧建築評估手冊、技術手冊的擴充性及延續性 

    智慧建築評估手冊及技術手冊，為一方便使用者的工具書，唯工具書的

特性便是它必須持續研訂和更新以期能跟上智慧建築日新月異的觀念和技

術，如此才能實質發揮其「工具」之功效。藉著共通資訊平台網路中樞的建

置，使用者的參與和投入彌補了手冊研訂人員和研究人員秉一己之力無法概

括的面向，使用者根據自身的經驗對相關內容做適當的修正提議或補充說

明，於下次手冊更新修訂時，能有效減輕研究人員的負擔、增加研究人員可

參考的面向，讓該手冊更加全面完整以及更具時效性。  

3. 智慧建築的體驗性、參與性 

    智慧建築是一種體驗財，必須讓使用者親身體驗和操作才能將傳統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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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較為呆板的感覺轉變成聰明智慧的形像。相較於實體展示屋的體驗受限

於時間地域的限制，共通資訊平台所提供的線上展示屋、智慧建築標章自評

和各種互動模式在虛擬的空間中，不受限制地深化使用者的驚嘆漢神奇之

感，而推廣智慧建築將能在使用者感到醍醐灌頂般舒暢的同時達成。推動智

慧建築必須靠體驗參與： 

甲 、參與式的平台  乙、影音資料豐富的平台  丙、知識性豐富的平台 

逐步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所涵蓋之研究人員在共通資訊交換平台上對話，

並逐步吸引產業甚至社區民眾、網路社群等加入平台。在平台上透過論壇，

進行開放式創新、使用者創新之模式，以「互動式網路平台」來推動技術及

知識整合，運用平台開起跨領域對話，進行智慧化居住空間之討論與創新。 

1. 結合相關上中下游產業間不同業者的互動與交流。 

2. 探討傳輸及資訊格式之軟硬體共通標準。 

3. 探討相關技術、法規驗證、標準、市場或投資商機。 

4. 結合群體力量，示範推廣並提供相關政策及法規建議。 

5. 開創新的技術與應用服務，加速服務產業發展。 

貳貳貳貳、、、、    研訂新版研訂新版研訂新版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 

現今 ICT 設備與技術日新月異，且因應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政策及智慧化科

技進步，智慧建築已是國內重要發展趨勢，而我國所制訂之智慧建築評估基

準至今已逾 3 年，因此，智慧建築評估基準實有檢討修訂之必要。因此，本

分項計畫工作內容即針對現行智慧建築各項評估基準進行檢視，修訂為具備

前瞻創新與符合現有技術設備之基準內容，其評估基準內容除可作為建築物

是否達到智慧化程度時之認定標準外，亦可作為我國未來在推行智慧化居住

空間及推動新舊建築物智慧化之重要參考依據。因此，為達成制訂新版智慧

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其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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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各指標評估項目，其評估基準、類別、配分、及合格標準（包含

標章及候選證書兩部分）。 

2. 提出各指標評估項目，其符合原則、採用技術及送審準備資料內容（包

含標章及候選證書兩部分）。 

3. 提出各指標項目評估基準內容填寫說明及範例。 

4. 提出整份申請審查文件內容樣式及範例。 

5. 提出新版之各指標項目住宅類之智慧化評估基準（包含標章及候選證

書兩部分）。 

       智慧建築評估與解說手冊於 2005年推出以來，至今已步入第三年，在高

度整合的智慧建築領域，智慧建築的概念與技術也不斷的向上提升、向外擴

張。在新版智慧建築評估與解說手冊的制定中，我們特地重新檢整原有指標，

發現因為智慧建築擁有各種配合使用需求不同而對應的多元系統設備，因此

其設備與人之間的指令傳達、溝通介面必須可讓使用者能夠正確操作，方能

有效運用複雜的系統設備達到智慧建築的訴求。另外，建築的生命週期為數

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規模，反觀建築系統設備一般僅幾年的生命週期，在二

者的搭配上，必存在許多需要磨合之處，智慧化建築系統進步之快，使建築

本身的擴充性受到考驗。有鑑於此，我們在分項計畫四「探討智慧化居住空

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中針對規劃設計」的研究中，將會提出規劃設

計在建築智慧化的過程中，所扮演角色之完整解答。 

1. 評估架構：將各項指標總分調整為 100 分，並將智慧建築標章分為三等

級，依序為「一般智慧化」、「優質智慧化」、「高度智慧化」，依據各

個指標之不同權重，加總成最後總分，最後，依據總分的高低授予「一般

智慧建築」、「優質智慧建築」或「高度智慧建築」智慧建築標章。 

2. 指標內容： 

甲 、評估項目與基準：配合評估架構調整指標項目內容與評估基準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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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實例選用：各指標在歷年申請案件中，選擇最高分者作為代表範例。 

3. 手冊內容綱要：大致上以原有評估手冊之大綱為主，分為解說篇與技術篇

兩部分。解說篇包含緣起、目的以及各項指標之意義說明；技術篇則針對

各項指標進行評估基準之解說。 

參參參參、、、、    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 

       我國智慧建築至今已發展多年，在過程中發現雖然智慧化科技發展迅

速，但建築物於規劃設計之時，若未能將智慧化概念導入基礎建設，當建築

物興建完成後，導入智慧化科技技術或設備則更加不易，反觀國內既有智慧

建築設計相關技術、準則、規範等相關書籍，也尚未有針對智慧建築評估基

準所制訂的規劃設計參考書，因此，除修訂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外，更

應另制訂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而本計畫團隊也邀集國內專家學者參與制

訂手冊，並針對各項評估指標的智慧化科技技術或設備做詳盡圖文解說，藉

以提供國內各界發展智慧建築之參考依據。因此，為達成制訂智慧建築設計

技術手冊，其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1. 提出適用智慧建築評估指標基準內容之各項技術。 

2. 提出各項技術之技術原理、對策與注意事項。 

3. 提出各項技術之設計資料或實例內容。 

4. 提出手冊參考使用說明及相關注意事項。 

       智慧建築技術手冊之撰寫目的，主要在於幫助使用者進一步了解若要使

建築智慧化必須該如何進行，主要係依據評估指標擬定技術項目與類別，以

供申請者與評估手冊交互參考。在期中階段，此計畫以完成辦公大樓類指標

項目的技術說明，主要達成項目如下： 

1. 擬定設計技術手冊之架構與技術項目類別：資訊及通訊指標(8)、安全防

災(7)、健康舒適(5)、設備節能(9)、綜合佈線(5)、系統整合(4)、設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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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機介面(1)，一共 48項技術說明。 

2.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專家學者針對初擬之技術手冊架構、格

式、圖例等細節給予提出問題和建議，會後並針對相關問題做修正改進。 

3. 各項指標依據擬定之架構與項目類別編寫相關指標技術原理說明、對策

與該技術應注意事項。 

肆肆肆肆、、、、    探討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探討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探討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探討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設計手法與理念設計手法與理念設計手法與理念 

       人類一生中會有 90%以上的時間在建築物裏渡過，建築物除了消極的遮

風避雨功能外，尚需要透過科技技術，提供使用者安全舒適的生活空間，滿

足生理與心理的需求，資通訊科技的進步帶給建築物與生活科技更加的智慧

化，而智慧化科技所能賦予的應用服務價值，也必須透過建築物內的空間環

境才能真正落實於人們生活之中，進而達成智慧好生活之目標。在過去建築

物的規劃設計大多以考量需求、形體、空間、環境及一般設備等面向為主，

拜資通訊及自動化產業科技的發達，各種科技性產品已深切影響人們的日常

生活模式，如資通訊科技運用於工作中、環境設備科技運用於室內空間已成

為不可或缺的技術，因此建築物的設計與系統將有別於過去，其所應具備的

環境條件需更加多元化，於建築物規劃設計時，即必須考量未來科技或設備

不斷提升等因素，賦予建築物內部空間具備彈性擴充的條件，以及能快速接

引智慧化設施設備或科技產品的網絡系統，創造更省能省力的優質營運管理

服務，因此，本分項計畫將針對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

進行探討，其工作內容包含: 

1. 綜整現行建築規劃設計、建築系統、設計理念之相關資訊。 

2. 歸納分析現行建築規劃設計、建築系統、設計理念之建構模式。 

3. 探討現行建築規劃設計、建築系統、設計理念建構模式導入智慧化概

念及相關設施、設備及技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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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最適化之建築規劃設計、建築系統、設計手法及

理念建構建議。 

5. 透過本計畫之成果，期盼能掌握智慧化居住生活科技發展趨勢與機

會，並創造高附加價值之智慧化居住生活空間，以建構出具安全、健

康、便利、舒適、快樂與永續的生活環境，落實國家科技政策，使國

人得以享有智慧的好生活。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整體計劃架構說明整體計劃架構說明整體計劃架構說明整體計劃架構說明 

    本計畫之執行思維與整體架構及應用面向說明如下 (如圖 1-1~圖 1-3)： 

 

圖圖圖圖  1- 1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執行思維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執行思維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執行思維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執行思維 

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平台建置的目的，主要是用以推廣智慧化居住

空間概念，若考量該平台的推廣潛力，則須從使用者的使用動機、資訊尋找

及知識吸收和內化的邏輯來檢視智慧化居住空間平台的架構是否能滿足該邏

輯，若能充分滿足該使用過程的需求，使用者對於此平台的使用產生愉快甚

至難忘的經驗，則使用者自然會在一串成本效益的評估後(花多少時間尋找資

訊，資料豐富性或完整度如何等)，再度使用該共通資訊平台，活化平台內的

知識及社群，將進一步吸引更多使用者，擴大推廣潛力。為滿足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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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本計畫第一分項計畫所建置之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平台，除智慧

建築共通資訊平台外，尚包含其他智慧居住空間相關產業等其他共通資訊平

台，本計劃就四個分項計畫內容關係建立架構如圖 1-2： 

 

圖圖圖圖  1- 2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架構圖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架構圖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架構圖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架構圖 

根據圖 1-2 的架構，使用者使用邏輯中的每一個環節(5W1H)，將可一一

被滿足，而 Web 2.0 的概念不只是一個資訊提供的入口，藉由使用者的 Input

的投入，主動式學習讓學習變成一種興趣，而參與式的經驗則讓使用者感覺

他們似乎也能改變些甚麼，從政府政策、法律規範到評估手冊和技術手冊，

使用者的意見將被充分表達，降低資訊供給者與資訊需求者之間的鴻溝，也

減少了政策推行者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衝突。 

各分項計畫之應用面向如圖 1-3 所示，本計畫第一分項主要為建置智慧

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內容含括智慧居住空間之環境議題、社經議

題、智慧永續、安全便利、健康舒適等議題，並提供產品與技術應用之平台，

供產官學研各界使用。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之修訂，乃為執行智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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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評選之審查依據，依智慧建築標章之作業要點，每三年應檢討解說評估

手冊之適用性，本年度之修訂參考歷年執行上的問題，在評定對象上增加住

宅類之評定指標與基準，以了解標章申請者對智慧建築之設計理念，本計畫

配合智慧建築標章之修訂，同時研訂智慧建築技術手冊，提供使用者導入智

慧化技術之參考。依據過去智慧建築標章的執行經驗，大多數的建築師對智

慧建築之設計理念均較為模糊，且多數建築師認為智慧建築大都是電機技師

的工作，而未能由設計理念出發建構智慧化之建築。因此第四分項計畫主要

以建築師為對象，針對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進行探討，

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規劃、設計流程，確認智慧化理念導入最佳時機，並研

提智慧化居住空間最適化之建築規劃設計、建築系統、設計手法建議。希望

藉由本計畫之研擬與實施，能全面性推動智慧建築之建設，創造優質的智慧

化居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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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 3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應用面向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應用面向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應用面向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應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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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C1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隨著資通訊與智慧化科技的進步，因應網路時代所帶來的生活ࠠᄊ轉

變，我國民眾對安全與便利需求的增加，對高ស與少η化社會趨勢、溫室效

應、能源資源日ᅌ局等ፏ多議題的正視，於是行政ଣ產業科技策ౣ៝問會

議(TSC)於 2006 年醝ፏ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之ᜫ醱，ట藉由導入智慧化居住

空間，運用科技技術對應當前社會、科技與環境問題，在提昇國民生活品質

的同時，也ঋ具帶動產業之利。 

智慧化居住空間ᜫ醱特色(參考圖 2-1)，乃以人為本，以現代化科技為手

段，結合電η、電機、料、資訊及通信等 ICT 新興科技與ᙴᕍ、營建、ু

樂、教育等產業，善用台灣於電資通技術及基礎產業製造技術的優勢及政府

正推動之 e-Tbjxbn 0 N-Tbjxbn 等基礎建設之上，將之ܗ展推廣於建築居住

生活空間等相關應用，共通資訊交換平台也可是此一產業應用之創意和構གྷ

的ᐟ發平台，在智慧化居住空間的主題下，有一個做為不同領域、產業間、

產學間、民眾間之互動的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讓「產官學用」可以在平台上

ᐟ發與演化出創新產品與服務模式。 

 

圖圖圖圖 2- 1 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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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政策相關部會及分工初步界定為，國科會ȋ前

瞻學術研究、經ᔮ部ȋ創新技術開發、內政部ȋ成果應用推廣。因之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以「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推動」總計畫，分別成立智慧化居住空

間推動λ組、智慧化居住空間推動辦公室、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智慧

化居住空間展示ᓔ和智慧建築(Intemmjhent Cujmejnh)推動等等，ᑈ極以國

民使用者和創新應用產業發展角度，從政府各部會整合協調執行、基本產

業環境建構和國民生活品質改善提昇各面向，ᑈ極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ᜫ醱

在台灣落實。 

本規劃案主要希望藉由運用網路及互動技術，在此共通交換平台上展現

目前現有科技技術、系統或產品設備等內容之實際應用及分享，及提供互動

意見交流之功能，以ᕇ取不同使用者、學生、教師、建設公司、設備業者、

研發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促成多方交流互動討論，透過不同領域、不同

對象之意見交流，ᕇ取相關意見希望可以提供作為促使技術、系統或產品設

備等更加ᆒ進之用，進而改善現有之成效。並能針對智慧化居住空間計畫各

相關成果，包括政府政策、產業聯盟、ቷ商資料庫、情境模擬、系統整合、

智慧建築標章、創新應用技術、創新產品設備、及整合應用展示中心等成果，

讓各界可在此共通平台之上進行資訊的醩佈和交流，相關業務推動與促進，

及成果擴醩和加值等，並對各部會相關計畫進行協調整合、進行例如環境

社經議題、智慧永續及健康的建築設計、產品技術應用的互動式溝通內容等，

並進而將成果應用到產品設計、製造或改良上，以及服務模式創新、改善等，

除讓產業界相互間得以作更進一步之交流，以Ꭶ提昇專業人才素質，並讓

不同領域之對象，包含一般社會大眾、使用者、專業技術人γ、設備業者、

技術ቷ商等，透過此平台得以行相關訊息知識交換及對話討論，並建立相互

交流機制，以進行如環境、社經議題、智慧永續及健康的建築設計、產品技

術應用的互動式溝通內容等，並進而將成果應用到產品設計、製造或改良上，

以及服務模式創新、改善等，進而創造優質產業，整合開創更具競爭力的技

術及產品，藉以打造更優質的居住環境，提昇國家整體競爭力，達成醭及推

動智慧化居住空間概念之目的，並且得以Ԑ日建構出完善之智慧化居住空

間。(參考總計劃圖 1-3) 

為達成創造跨領域、產業間、產學間、使用者問之互通性共通資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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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本計畫從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平台案例資料分析開ۈ進行，了解案例

共同技術與 Web 2.0 共同趨勢等可供本規劃案ॷ᜔的案例，分析出本平台的

主要需求要項及技術參考要項。再針對這些要項，分類列出目前被知峮服務

平台(或網ઠ)的使用ރ況；然後再ᙹ定與本規劃案之平台規劃方向，及可能

採用的平台技術相似性高的案例，做較深入的平台應用服務和技術分析。 

其研究架構如下圖 2-2，經由案例分析結果及座談會的討論與建言，༼整

出平台需求，對平台內容和架構做出基本規劃，續就系統架構、應用系統與

資料關聯、系統功能等做細部規劃，並就平台最適技術及軟硬體需求，平台

建置完成後之營運管理機制，平台更新維護管理機制，及平台建置策ౣ及方

法等提出建議。 

 

 

圖圖圖圖 2- 2 計畫架構圖計畫架構圖計畫架構圖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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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規劃有效結合智慧建築標章評估及其他相關計畫(如展示屋)之研究

成果，期望透由此互動式溝通之資訊平台有效達成計畫整合之最大綜效，快

速推動智慧生活科技技術與知識交流與發展。平台將容納「智慧化居住空間」

相關人、事、物的角色及議題，例如: 建築規章、建築文件、技術設計等，並

有各種議題涵蓋了環境、健康、安全、產品及技術，對於參與的範圍則從產

業界、學術界、政府機構，ᗋ可以涵括到一般社會大眾。本規劃案主要的工

作項目包括：一.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平台案例資料分析、二.需求分析、三.

平台功能規劃與資料庫結構規劃、四.平台系統規劃、五.平台使用者介面設計

規劃、六.平台建置需求與建議、七.平台營運管理機制規劃、Ζ.平台更新與維

護機制規劃、九.平台建置成本與經費估ᆉ、十.已完成三次座談會，並將會中

的建議與結論納入規劃考量。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計劃實施方法及過計劃實施方法及過計劃實施方法及過計劃實施方法及過程程程程 

壹壹壹壹、、、、    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平台案例資料分析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平台案例資料分析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平台案例資料分析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平台案例資料分析 

為建立一個共通資訊交換平台，२先參考已經成功運作的平台案例，我

們以平台特色、平台技術、平台運作等為參考的重點，經過案例ᑔ選後選擇 6

個國內外「共通資訊交換」應用案例，包括維基百科、Zbipp 知識,、電η化

政府共通作業平台、工程管理資訊交換平台、Hpphme Hebmti、ITT 網ઠ，做

為平台應用重點的提示與參考，並針對案例共同技術進行分析。 

由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平台案例得知，Web 1.0 與 Web 2.0 最大的區別

就是; Web 1.0 是資訊內容網ઠ，Web 2.0 是資訊共通平台；網ઠ只是內容

分享，資訊共通平台則提供了互通與互動的功能與࠼制化服務。「傳統網ઠ」

和「Web 2.0 平台」有一個明ᡉ的差異，以前要做好一個網ઠ，需要花上數Ϻ、

數週、甚至數月，但在 Web 2.0 平台上加一個網ઠ可能數十分ដ或一λ時即

可完成，當今個人網ઠ如 Cmph 就花費相當อ的時間即可產生。應用此方式，

我們可以廣邀群眾參與，內容定位為開放式，在眾人群策群力下，所有參與

者在同一平台上有一個最適合的溝通模式並可即時轉變成就出演化生ߏ的空

間，這也說明了平台與網ઠ的區႖，並且利用平台來逐ᅌ成ߏ為我們所需要

或གྷ要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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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ᔉ得ཟ搭、Ꭿ Web 2.0 潮流的各家網ઠ，如 Google, Yahoo, Amazon 等，近幾年

來將許多ઠ內的功能以 Web API的方式（即 XML/Web services）提供出來。因為 Web API

是一個開放參與的架構。如果ؒ有它，我們對一個網ઠ的功能和操作介面，進階ཛྷ尋的條件

選項，都操控在該網ઠ的主事者手上；無法將數個網ઠ的功能ᑼ合在一起，作創新的 mashup 

應用了。Amazon提供了 Web services之後，讓ࡐ多 Amazon自己ؒ時間做、較低優先的創新

應用，能ଷ他人之手，讓網路上廣大的程式設計者，根據自身的需要，都能輕易快速地େ出

一個組合式的應用，來快速滿足各自的需要。這些案例的資料分析，做為「智慧化居住空間

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的ॷ᜔及參考引用，導出共通資訊交換平台的正確方向，使平台能

達到預定目標。本案規劃以 Web 2.0 的開放參與的架構(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ion)來建構智

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讓使用或參與平台服務的人或社群 (People)，利用以 

AJAX、HTML、 Flash、或 Mashup 等技術所創建的࠼尜端軟體 (Online Software Clients) 經

由 REST、 HTTP、 SOAP等協議，連接到基於 Web Service 所建立的 Web 2.0 服務平台

(Direct Web Servers & Services)，做各種共通資訊交換、內容分享與互動。 

貳貳貳貳、、、、    需求分析需求分析需求分析需求分析 

此平台將容納「智慧化居住空間」相關人、事、物的角色及議題，例如; 

建築規章、建築文件、技術設計等，並有各種議題涵蓋了環境、健康、安全、

產品及技術，對於參與的範圍則從產業界、學術界、政府機構，ᗋ可以到一

般大眾。平台的目標功能需求如下： 

� 逐步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所涵蓋之研究人員在共通資訊交換平台

上對話，並逐步吸引產業甚至社區民眾、網路社群等加入平台。 

� 在平台上透過論壇，進行開放式創新、使用者創新之模式，以「互動

式網路平台」來推動技術及知識整合，運用平台開起跨領域對話，進

行智慧化居住空間之討論與創新。 

� 結合相關上中下游產業間不同業者的互動與交流。 

� 探討傳輸及資訊格式之軟硬體共通標準。 

� 探討相關技術、法規驗證、標準、市場或投資商機。 

� 結合群體力量，示範推廣並提供相關政策及法規建議。智慧建築標

章，產業聯盟、展示ᓔ、推動辦公室等的計畫與活動，在平台上互通

互動。 



2-6 

� 開創新的技術與應用服務，加速服務產業發展。 

 

參與「智慧化居住空間」的產業既多且廣，影響的範圍從個人到國家。

ੋ及的各產業領域大都已有內容分享的網ઠ(或資訊共通平台)，並將ᝩ續ᕵ

向深હ，但「智慧化居住空間」ᐉ向跨產業跨應用與異業整合的平台則屃ፏ

缺如，需要有一個連結相關領域產官學資源的「共通資訊交換平台」(參考圖

2-3)，促進營建、電η、電機、資通訊、自動化及料等相關產業技術導入

居住空間，以建構主動感知及滿足使用者需求之智慧化居住空間，對於推動

中的「智慧化居住空間」相關計畫成果也要能作互動式分享，產生綜效。 

 

 

圖圖圖圖 2- 3 智慧化居住空間資訊共通交換平台需求智慧化居住空間資訊共通交換平台需求智慧化居住空間資訊共通交換平台需求智慧化居住空間資訊共通交換平台需求 

參參參參、、、、    平台功能規劃與資料庫結構平台功能規劃與資料庫結構平台功能規劃與資料庫結構平台功能規劃與資料庫結構 

本平台以開放性服務平台為ے旨，建議採用以服務導向的架構，服務導

向架構(Teswjde-Psjentee Bsdijtedtuse- TPB)是一種架構模ࠠ，其主要概

念是針對峐業需求組合而成的一組軟體元件，TPB 具有下列特色： 

� 分醩式架構 (Ejttsjbutee) 

� 關係醩的界面 (Mpptemz dpupmee)  

� 依據開放的標準 (Ppen ttbnebse) 

� 以流程角度出發 (Qspdett dents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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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B 組合的元素通常包括：軟體元件、服務及流程三個部份。峐業如果單

પ由一個服務元件來進行資料交換，並無法滿足其商業行為自動化的所有需

求；在一個完整的商業自動化行為中，۳۳需要一組（多個）由多個不同系

統提供的「服務元件」來進行服務， 而峐業流程正是安排、整合，並،定所

有服務元件的使用序。服務層是 TPB 的基礎，可以ޔ接被應用調用，從而

有效控制系統中與軟體代理交互的人為依賴性。 

 

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以其平台架構़生出之平台系統功

能模組，對產業界、學術界、政府機關、研究單位、一般用尜等使用者，及

平台管理維護人員，提供各項服務，其範疇如圖 2-4 所示。 

 

圖圖圖圖 2- 4 智慧化居住空間資訊交換平台範疇智慧化居住空間資訊交換平台範疇智慧化居住空間資訊交換平台範疇智慧化居住空間資訊交換平台範疇 

 (一) 平台功能內容 

平台之功能內容，可分為「資訊提供」與「資訊互動」兩大主ື(參考圖 

2-5)： 

1. 資訊提供：集合所有平台ᓉᄊ資料，包含平台公告、活動資料、

計畫介ಏ༼整、平台文件與平台相關之其他外部連結。(圖 2-6) 

(1) 集中與平台相關之資訊、文件分類存放，整合平台網ઠ系統、

文管系統與ཛྷ尋系統，提供使用者進行快速有效的文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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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2) 透過平台權限系統限制使用者操作，確ߥ資訊文件之可用性與

安全性。 

(3) 平台上提供之外部連結可省去使用者尋找智慧化居住空間產

業相關網ઠ之時間，同時增加相關產官學界網ઠᚼ峒，共同

帶動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 

2. 資訊互動：提供互動式介面，如討論區、虛擬化互動展示、ቷ商

資訊與案例分享等，亦可與相關外部系統連接，轉介外部平台資

料進入平台互動。(參考圖 2-7) 

(1) 透過互動展示應用η系統，使用者可以更真實的體驗各智慧化

居住空間設計者對於案例的設計理念與創意表達。 

(2) 其他資訊互動η系統則提供相關案例分析、ቷ商產品資訊與心

得討論，提供平台使用者更廣ݱ的相關產學業界資料。 

 

 

圖圖圖圖 2- 5 平台功能內容平台功能內容平台功能內容平台功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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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6 資訊提供內容資訊提供內容資訊提供內容資訊提供內容 

 

 

圖圖圖圖 2- 7 資訊互動內容資訊互動內容資訊互動內容資訊互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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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各η系統功能服務流程規劃 

       平台各η系統分別處理不同的資料項目與服務流程，經由平台資料交換

技術與協定，將整合的資料各個網।中呈現給使用者，平台依照應用功能區

分知識管理η系統、智慧標章預評整合η系統、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應

用η系統、夢幻住宅應用η系統、展示中心應用η系統 

為下列η系統： 

1. 知識管理η系統 

平台入口網ઠ本身即為一知識管理平台，包含對於網ઠ、文件、圖片、

影音及虛擬文字(討論區)等之資料統合區域，並提供權限控管與版本管理功

能，對於資料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延展性與࠼制化彈性。知識管理η系統具

有下列功能項目： 

(1) 文件的存放、版本更新管理與權限控管 

(2) 文件審核 

(3) ཛྷ尋及索引 

(4) 訂᎙與提ᒬ 

(5) 使用者回饋 

 

2. 「智慧標章預評」整合η系統 

(1) 平台連結智慧標章評估文件 

ittp;00xxx.dbbd.psh.tx0IntemmjhentCujmmejnh0dpntent0epxnm

pbe.itn 

(2) 平台酨入「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與「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

之文件資料ᇆ尋，與提供智慧建築標章預評系統使用者可經由平台

做資訊分享、討論。(圖 2-8) 

(3) 平台連結遠端「智慧建築標章預評系統」 

    與台灣建築中心合作達成資源共享，由其建置「智慧建築標章預評

系統」，「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以「BKBY Web Bppmjdbtjpnt」模

式(圖 2-9)，讓平台使用者透過網路，執行「智慧建築標章預評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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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8 智慧建築標章預評智慧建築標章預評智慧建築標章預評智慧建築標章預評    

 

圖圖圖圖 2- 9 連結遠端應用系統連結遠端應用系統連結遠端應用系統連結遠端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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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應用η系統 

ቷ商在平台上提供產品及技術資訊，如產品ࠠ錄等，供有興趣的民眾進

行了解及討論。並讓ቷ商可以提供產品元件，讓使用者在夢幻住宅中使用產

品元件，設計的虛擬環境，以討論區方式提供專業意見。使用程序如圖 2-10。 

(1) ቷ商 

� 會員ቷ商登錄峮ᆀ、ቷ商地֟、主要產品分類Ȥ家具設備、居

家器Ǿ等ȥ。 

� 輸入產品資訊，包括設備峮ᆀ、ᚑ色體ᑈ、功能及醒述、立體

圖示及相關參數Ǿ等，編輯成為產品ࠠ錄，平台將之轉存為「夢

幻住宅」產品元件。 

(2) 使用者 

� ཛྷ尋ᘤំ產品ࠠ錄，瞭解產品及討論。 

� 利用ቷ商提供的產品元件，依照個人鄹好，結合各產品元件並

打造「夢幻住宅」，並與社群間或與ቷ商間互動討論。 

 

圖圖圖圖 2- 10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資料庫登錄流程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資料庫登錄流程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資料庫登錄流程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資料庫登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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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夢幻住宅」應用η系統 

   夢幻住宅主要分為四大部分： 

(1) 基本௶述與設計說明 

(2) 虛擬化空間範本與虛擬元件控制項 

(3) 智慧化居住空間視覺元件 

(4) 討論區域 

運作概念(圖 2-11)： 

(1) 使用者᎙᠐基本資料與設計說明 

(2) 利用虛擬化空間範本，建立「用例」 

(3) 利用ཛྷ尋視覺元件，將其ܦ至虛擬空間， 並藉由虛擬化控制項操

作各元件的配置 

(4) ᓯ存所建立的用例並發佈至網ઠ，並自動建立該新模板之討論串 

(5) 其他使用者藉由網ઠ公告或分類ཛྷ尋或得新用例 

(6) 其他使用者進入用例，並利用虛擬化控制項修改該用例，修改完成

後，所有變更將自動ᓯ存為圖片格式，並自動醘入討論串中成為 回

應或建議方案 

(7) 利用討論區之機制ᕇ得各方意見，原用例建立者亦可根據討論結果

隨時修改用例，以ᕇ得完ऍ之夢གྷ智慧化居住空間 

(8) 在ቷ商完成資料登錄後- 提示ቷ商進入本空間登錄元件 

(9) 點選游標履ᗖ選項 

� 開௴元件說明文件 

� 開௴用例說明文件 

(10)選擇特優用例，製作 VS 供平台使用者體驗用例的動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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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11「「「「夢幻住宅夢幻住宅夢幻住宅夢幻住宅」」」」互動展示互動展示互動展示互動展示 

5. 「展示中心」應用η系統 

主要分為三大部分： 

(1) 基本௶述與設計說明 

(2)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ᓔ元件控制項 

(3) 討論區域 

運作概念(圖 2-12)： 

(1) 使用者點選展示ᓔ提供之ຬ連結，觀࣮遠端資料流或影像 

(2) ᓯ存ట擷取供討論之畫面，系統自動將畫面擷取並轉存於平台資料

庫中，並自動建立新討論串 

(3) 其他使用者藉由網ઠ公告或分類ཛྷ尋或得知新討論串 

(4) 其他使用者進入討論，所產生之意見自動醘入討論串中成為回應或

建議方案 

(5) 台灣建築中心「智慧化建築展ំᓔ」已發包建置數位影像伺服器

(Vjeep Teswes)及「展示ᓔ導ំ VS」，經過討論，平台規劃以下列

方式與之整合： 

� 將建築中心開發的「展示ᓔ導ំ VS」系統安း在平台的應用伺

服器上，平台與「智慧化建築展ំᓔ網ઠ」提供相同的導ំ服

務。 

� 平台安း視ᓎ觀࣮系統，透過網路擷取(Cbptuse) Vjeep Tesw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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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提供使用者實時觀࣮(Mjwe Vjeep)。 

� 利用平台提供之控制項，ᓯ存供討論之畫面，系統自動將畫面

擷取並轉存於平台資料庫中，並自動建立新討論串。 

� 其他使用者藉由網ઠ公告或分類ཛྷ尋得知新討論串，進入討論。 

 

圖圖圖圖 2- 12「「「「展示中心展示中心展示中心展示中心」」」」互動展示互動展示互動展示互動展示    

(6) 影像擷取分發說明 

    在展示中心設置影像(Vjeep)管理伺服器，依用尜端(Web Cmjent)的

需求(Pn Eenbne)將影像擷取與分發到用尜端，影像擷取分發路৩如

圖 2-13 所示： 

� ۭ層為平台主機的畫面，透過選項附帶的ຬ連結。 

� 表層為來自視ᓎ應用系統主機選項所產生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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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3影像擷取分發關連圖 

 (三) 資料庫結構 

      平台資料庫依據系統架構規劃，可區分為下列四大項目： 

1. 網ઠ設定資料庫 

(1) 網ઠ系統資料：存放虛擬網ઠ伺服器設定、系統管理資料與伺

服器ତ列ܗᐆ資訊。 

(2) 網ઠ系統權限資料：存放網ઠ系統管理者權限資料、網ઠ群組

設定與伺服器資料交換Ꮷ證。 

2. 內容資料庫 

(1) 網ઠ定義資料：存放網ઠ定義資料如模板設定、網।設定與η

網ઠ設定。 

(2) 使用者資料：存放使用者ဦ資料、所ឦ群組與資料訂᎙通知

資訊。 

(3) 文件庫資料：存放平台文件、圖片或多媒體ᔞ案與文件庫設定

資料，如：基本設定、權限設定與版本資料等。 

(4) 安全性資料：存放各η網ઠ安全性設定與使用者權限資料。 

3. 索引資料庫 

(1) 索引資料：存放索引ᔞ案，作為資料ཛྷ尋之依據。 

(2) 歷屰資料：存放平台系統相關歷屰資料如網ઠ問題、應用程式

ᒱᇤ、設定變更、使用者ဦ異動或索引作業紀錄等，供系統

管理者查᎙。 

(3) 統計相關資料：存放平台系統相關統計資料如資料庫用量、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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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ᔞ用量、使用者數量與平台效能統計等，供系統管理者查᎙。 

4. 應用程式資料庫：應用程式資料庫主要提供針對應用程式η系統開

發之相關資料設定與存放，平台中之應用程式資料庫之數量應由各

應用程式η系統來،定。 

依據平台功能與資料庫規劃，表 2-1 為資料庫規格說明表。 

表表表表 2- 1 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規格規格規格規格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表表表表 

資料庫內容 功能 說明 

使用者 所有使用者登入的個人資料 

密ዸ 所有使用者登入的個人密ዸ 

Tbbme- 

使用者資料 

群組 使用者與群組的相依性 

網ઠ角色 定義網ઠ內主網।η網।之連結

關係 

參數ᔞ及設定ᔞ 支醠系統的參數設定 

伺服器相關資訊 提供同網段下的伺服器 

 

Tbbme- 

設定ᔞ資料 

虛擬伺服器相關資訊 透過ຬ連結所連結伺服器 

所有網ઠ連結資訊 透過連結或ຬ連結的網ઠ 

整體架構資訊 系統中各架構層次的實體角色及

其關聯 

 

 

Tbbme- 

網ઠ內容資料 
使用者相關資訊 使用者個別及群組權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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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ઠ內容ᔞ案 網ઠ的資訊ᔞ案之開放權限 

ᔞ案安全性 必須透過應用程式᠐取ᔞ案資

料，不得ޔ接執行ᔞ案 

服務表單樣板 提供用尜使用的各式資料樣板 

事件錄ᔞ資訊 ᠐取ᔞ案所੮下的錄 

造ೖ者基本ᔞ案 具有會員資格權限者的資訊 

網ઠᓉᄊ資訊 資訊提供資訊 

網ઠ動ᄊ資訊 資訊互動資訊 

錄造ೖ資訊᠐取的錄 ᠐取資訊的 Mph 

 

Tbbme- 

資訊分享造ೖ

者 

錄造ೖ資訊服務的分析

報告 

具有參考價值的分析報告 

討論者基本個人及權限資

訊 

具有會員資格權限者的資訊 

討論區資訊內容 討論者 pptt 的資訊、圖ᔞ 

錄討論者 pptt 的錄 Qptt 資訊的 Mph 

 

Tbbme- 

討論區資訊 

討論區示錄 ၴ反討論區作業的 Mph 錄 

 ཛྷ尋的ᔞ案、圖片、影片 ᔞ案可依重要性分級，必要時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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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權限 

ཛྷ尋路৩ 建立ڰ定ཛྷ尋路৩的查၌增加使

用效能 

歷屰錄 ཛྷ尋的歷屰資料ᔞ，可依時效性執

行࠾存 

Tbbme- 

ཛྷ尋資訊 

資料索引 透過索引加速查၌ 

程式版本管理 文件的主要(次要)版本管理，確ߥ

᠐到的文件都是最新版本 

安全性 權限設定至文件本身 

後設資料 (Netbebtb); 每一種內容類別及其相關的醒述

性摘要資訊，促進文件發佈和

ཛྷ尋功能的便利性 

 

 

Tbbme- 

文件版本控管

資訊 

資訊組合管理 (Nbtiup) 調整資訊組合，使其更能為策ౣ提

供支醠 

肆肆肆肆、、、、    平台系統規劃平台系統規劃平台系統規劃平台系統規劃 

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是運用網路及互動技術，透過此平

台來展現智慧化科技技術、智慧化產品設備內容之實際應用與分享、提供

互動意見交流及執行成果，以及具有示範應用效果的展示屋，以促成不同

領域的使用者可以多方交流。 

為了ம調『互動交流』的使用者經驗，實፬以服務為導向的系統，

平台軟體將透過 Web 2.0 的網路應用，以及單一入口網ઠ，得以讓分醩各

地的資料、人員結合在一起，在此同一個平台上，提供 Cmph、Wjlj、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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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BY、Tpdjbm Oetxpsl、Tebsdi 等功能，永遠連線、分享۶此的知識及資

訊，平台系統環境如圖 2-14 所示。 

系統功能包括平台服務、核心服務、應用服務、使用者介面、使用者導

向服務及整合功能。維運功能方面則包括文宣推廣、教育૽ግ、資料及系

統更新、系統管理及࠼尜服務等，參考圖 2-15 整體功能架構。 

 

 

圖圖圖圖 2- 15 整體功能架構整體功能架構整體功能架構整體功能架構    

  

 

圖圖圖圖 2- 14 平台系統環境平台系統環境平台系統環境平台系統環境    



第二章 規畫智慧化居住空間 

共供資訊交換平台 

2-21 

(一) 平台系統功能 

平台系統支醠參與智慧化居住空間「資訊提供」與「資訊互動」內容以

Web Teswjdet 與 YNM 技術標準，有效地達成資料交換與分享，並具備整合異

質應用系統（或其他平台）的能力，使用者可透過平台與外部系統進行資訊

分享與交流。（參考圖 2-16） 

 

平台系統具備下列功能： 

1. 使用部落格為設計來做為資訊互動的網ઠ，並藉由 STT 功能來訂᎙

網।且即時得到網।更新資訊，可以複製此共通平台之上，協同智

慧化居住空間各η項計畫，進行資訊的醩佈和交流。 

2. 以 BKBY (ߚ同步 Kbwb Tdsjpt 和 YNM) 將用尜端與伺服器端連結起

來，在不更新整個 Web ।面的前提下更新資料，提供使用者快速的

感受和體驗。 

3. 協同合作互動交流，使用者۶此交換、分享，及時掌握資訊。 

4. 入口網ઠ包括設計單一入口、題部及管理網ઠ的所有功能。 

5. 提供使用者一致且ዕ的ཛྷ尋經驗，著重於平台內容與連結外部網

ઠ的全文檢索，引導使用者快速且有效找到所需的資料。 

圖圖圖圖 2- 16    Web Service 協同合作之平台系統協同合作之平台系統協同合作之平台系統協同合作之平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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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內容管理涵蓋文件管理、錄管理以及 Web 內容管理。透過單一集

中的管理機制，可以對文件、資料、ᔞ案及網।做好有效的安全管

理與存取ዽ核。 

7. 整合具有 YNM 電η表單，及快速建置與部，來協助跨不同使用

者的ᙁ化工作流程，以及對文件進行共同作業及管理專案工作。 

8. 提供社群或各業界的共用報表、分析報表，「報表中心」包

含文件庫，可用來ᓯ存報表、మ單與外部資料來源的連線。 

9. 提供對於文件庫、資料֨和個別ᔞ案等層級的版本設定功

能，同時具資料內容類ࠠ、ዽ核和以角色為基礎的存取控制。 

10.提供互通性標準的支醠，包括：YNM 及 TPBQ，對於不同系統的ᔞ案，

可以透過  YNM 格式進行交流。 

(二) 平台系統架構 

共通資訊交換平台系統，需要提供平台入口網ઠ，基本上有服務、授權、

整合等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所必備的項目，考慮從入口、到服務、到資料、及

到資訊的基礎設施(jngsbttsudtuse)，以及到將來可能與既有系統結合。做

為廣智慧化居住空間的共通資訊交換平台，系統架構分四大部分; 

1. 入口網ઠ：提供民眾、社群、產業界、學者專家及聯盟使用者單一

的之入口網，以及所有使用者交流互動之༜地。入口網ઠ採用三層

式架構，配合網ઠ權限機制控管所有資料流進出系統。 

2. 服務整合：以 Web Teswjdet 整合各家ቷ商、技術、設備等資訊ᄤ

服務類ࠠ，以開創新的整合式服務功能，提供使用者更智慧化，更

便利的流程。應用程式可與平台入口網ઠ相結合，在聯結平台權限

系統與內部資料庫、外部資料來源後，可提供參ೖ者多種不同的視

覺及資料互動模式。 

3. 使用者管理功能：提供認證、授權、ຏ冊等，給所有使用者單一ຏ

冊，單一ᛝ入ื口及全程服務之優點。平台權限系統賦予階層式權

限區分，除了給予未經授權之使用者以唯᠐方式有限度ᘤំ平台網

ઠ內之資料外，已授權之使用者將可視權限配合系統應用程式執行

增、մ、變更資料之動作，更可參與平台中之示範應用互動系統與

討論系統之相關互動服務。 



第二章 規畫智慧化居住空間 

共供資訊交換平台 

2-23 

4. 營運支醠：提供維運所需之工具及各項使用者服務機制，例如; 網

路服務及目錄服務；以達到集中維運及有效使用者服務的目的。 

(三) 使用者權限控管流程規劃 

從平台使用者為出發點提出平台服務內容架構，規劃出平台將提供給不

同使用者之服務內容，平台使用者可區分為用尜與系統管理者兩類。並定義

使用者權限控管流程規劃如圖 2-17，初步規劃之預設服務權限列於表 2-2。 

 

 

圖圖圖圖 2- 17 使用者權限控管流程使用者權限控管流程使用者權限控管流程使用者權限控管流程 

表表表表 2- 2 預設服務權限表列預設服務權限表列預設服務權限表列預設服務權限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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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來擴充服務資訊交換協定規劃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Ingpsnbtjpn Intesdibnhe Ingsbttsudtuse- ᙁ

ᆀ I3），為提供平台與其他機關既有系統之資料交換服務。為達成整體

運行架構之目的，未來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之功能規劃如下： 

1. 針對不同的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訊息需求，提供差異化的訊息組း能

力，以共 

通的資料交換格式存取服務。 

2. 提供外界ڥ屭平台網路服務的介面，以便回傳服務執行結果。 

3. 針對不同平台服務提供者的訊息，依照服務協議،定訊息是否需要

加密。 

4. 整合既有系統服務，以YNM 或 BKBY的形式提供。 

5. 安全認證方面，需提供訊息加密，授權，TTM連線等安全機制。 

6. 訊息處理方面，需提供TPBQ訊息上、解࠾း、格式驗證與ᒱᇤ處理

機制等功能。 

7. 資料交換時，至少需要紀錄資料交換的來源與時間。 

未來資訊交換協定擴充之運行流程主要包含六步ᡯ： 

1. 接收平台內ڥ屭遠端網路服務的請求。 

2. 根據服務協定進行請求訊息的處理。 

3. 發送服務請求訊息。 

4. 接收服務回ᙟ訊息。 

5. 根據服務協定進行回ᙟ訊息的處理。 

6. 傳送結果。 

伍伍伍伍、、、、    平台使用者介面設計規劃平台使用者介面設計規劃平台使用者介面設計規劃平台使用者介面設計規劃 

「人機介面設計」(Hunbn Intesgbde Eetjhn)Ξᆀ為「使用者介面設計」，

良好的人機介面設計不但能夠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也能夠避խ讓學習者一

再進行၂ᒱᇤ的行為，ੁ費過多的時間去學習或適應新的介面操作。廣義

的平台的使用者涵括：管理者及一般使用者，甚至平台外既有的應用系統。

使用者介面醒述使用者如何與電တ系統互動，包含所有影響使用者與電တ雙

向溝通的硬體、軟體、ᑻჿ畫面、選單、功能，輸出，及特性。易用易學(Fbtz 



第二章 規畫智慧化居住空間 

共供資訊交換平台 

2-25 

tp Vte，Fbtz tp Mebsn)，具親和性(Gsjenemz)ޔ覺化的圖形介面(Intujtjwe 

HVI) 是使用者介面設計的醭尺原則。 

 

(一) 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 

傳統資料處理系統開發時，分析師一般都是先設計所有的列峣及畫

面輸出，才再針對要產生的這些結果設計所須的輸入。通常，使用者介

面主要包含可以讓使用者將命令傳送給系統的程序控制(Qspdett 

Cpntspm)畫面。在一個使用者為中心(Vtes-Centesee)的系統中，輸入、

輸出，及介面本身的差異並ؒ有మཱ的界線。大部分使用者在例行的工

作中所面對的是包含各種不同的輸入、畫面輸出，及資料查၌等的ష合。

使用者介面設計需要了解人與電တ的互動及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原

則。 

� 人與電တ互動(Hunbn-Cpnputes Intesbdtjpn)的人機介面醒述電တ

與使用這些電တ來執行相關工作者之間的關係。廣義的使用者介

面，包含必須輸入給系統的所有溝通內容或是指令，以及以ᑻჿ畫

面ᡉ示或報表列峣等形式ᕇ得輸出結果。 

� 使用者為中心設計的基本原則，好的介面設計仰賴的基本原則包括

「了解系統功能」、「圖形效益最大化」、「了解系統的使用者」、「以

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使用ᚉࠠ」、「設計易於了解的介面」、「持續

回饋程序」、「建立介面設計文件」、「使用者介面控制」。 

� 使用者介面設計準則，ᒥ循下列基本準則包括「著於基本目標」、

「建構易學易用的介面」、「提供增進效的功能」、「使用者易於得

到協助或更正ᒱᇤ」、「Ꮓ量減少輸入資料問題」、「提供回應給使用

者」、「建立吸引人的佈局及設計」、「使用ዕ的術語及圖形」。 

� 資料輸入介面設計，輸入設計的主要目的ߥ證輸入資料品質、正確，

與及時性。在輸入設計時，要،定資料將要如何擷取及如何登錄到

系統中。輸入介面設計有以下六個主要目標; 選擇合適的輸入及資

料登錄方法、減少輸入數量、設計具有吸引力的資料輸入畫面、使

用驗證檢查以降低輸入ᒱᇤ、設計必要的原ۈ文件、發展有效的輸

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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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操作介面ࠠᄊ 

平台內各模組所提供之功能服務，若需要使用者操作與服務平台互動

者，可透過平台提供之使用者介面（圖 2-18）與訊息中介（圖 2-19）以達成，

而管理的部分可由與管理者介面(圖 2-20) 供平台管理人員操作如編輯、審

核、管理等作業，可從內容與管理兩方面說明。就內容之意義而言，ݱ指以

各種形ᄊ存在之資訊，如文件、ᔞ案、圖形、視訊與網।等，整體而言可以

是峌何訊息的集合，內容經由管理，成為知識管理之基礎。而管理是指在對

內容進行的處理過程，包括授權、收集、切鄨、分類、審核、ᓯ存、更新、

մ除、公佈以及版本控制等，以下就此三種操作介面情境分別以使用案例(Vte 

Cbte)說明。 

1. 使用者介面 

 

圖圖圖圖 2- 18 使用者介面情境示意圖使用者介面情境示意圖使用者介面情境示意圖使用者介面情境示意圖 

� 說明：使用者透過平台入口所提供之使用者介面操作平台內部功能

服務，平台入口將處理使用者要求以ڥ屭對應內部模組加以執行。 

� 前置條件：使用者已通過平台身分認證，且指定之服務已於平台ຏ

冊並完成相關之授權管理工作。 

� 事件流程 

步ᡯ 1; 透過認證授模組驗證合法性。 

步ᡯ 2; 使用者操作所需功能。 

步ᡯ 3; 將使用者所操作動作及輸入內容透過平台管理੮存於平台。 

步ᡯ  。屭其它內部模組所需功能ڥ ;4

步ᡯ 5;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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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ރ況：合法性檢查結果、操作 VI 展示、平台管理將訊息੮存於

資料庫、各模組執行結果。 

� 選擇性流程：例外ރ況發生時將ᒱᇤ內容及所需訊息通知平台管理

模組。 

2. 訊息中介 

 

圖圖圖圖 2- 19 訊息中介情境訊息中介情境訊息中介情境訊息中介情境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    

� 說明：應用程式ڥ屭平台入口訊息中介服務以使用平台內部模組功

能，平台入口將訊息ࢴ送至適當模組。 

� 前置條件; 使用者已於平台完成認證。 

� 事件流程 

步ᡯ  。屭所需的訊息中介服務並將訊息內容傳入ڥ ;1

步ᡯ 2; 透過認證授權檢查其合法性。 

步ᡯ 3; 進行訊息內容格式驗證。 

步ᡯ 4; 進行訊息內容轉換。 

步ᡯ 5; 將訊息內容錄透過平台管理੮存於平台。 

步ᡯ 6; 依功能將訊息分ࢴ至所需模組。 

步ᡯ 7; 結״。 

� 完成ރ況：平台入口取得訊息內容、合法性檢查結果、訊息格式驗

證結果、平台外部訊息格式成功轉成平台內部訊息格式、平台管理

將訊息੮存於資料庫、 

� 選擇性流程：例外ރ況發生時將ᒱᇤ內容及所需訊息通知平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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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 

 

3. 管理者操作介面ࠠᄊ 

 

圖圖圖圖 2- 20 管理者介面情境示意圖管理者介面情境示意圖管理者介面情境示意圖管理者介面情境示意圖 

(1)管理發佈 

� 說明：手動設定或控制內容物發佈ރᄊ。 

� 前置條件：內容已成為「ࡑ發佈」ރᄊ。 

� 事件流程 

步ᡯ 1; 平台內容管理者開以網।介面檢視「ࡑ發佈」或「已發佈」

之內容資料。 

步ᡯ 2; 平台管理者依據發佈需求或異動，以手動設定ࡑ屔登之內容

上架或已屔登之內容下架。 

步ᡯ 3; 結״。 

� 完成ރ況：ࡑ發佈之內容成為已發佈或已發佈之內容成為已下架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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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性流程：平台內容管理者檢視內容，發現ᒱᇤ或ᒪᅅ，將內容

物ଏ回。內容物ރᄊ變更為「編輯中」。 

(2)管理存取結構 

� 說明：手動建立或設定內容存取結構，產生必要之內容存取結構。 

� 前置條件：內容已經過選定，成為「ࡑ發佈」ރᄊ，但尚未建立存

取結構，或已建立內容存取結構之內容物經修改或౽除。 

� 事件流程 

步ᡯ 1; 平台系統管理者進入「存取結構管理」管理।面。 

步ᡯ 2; 平台系統管理者依據需求選擇特定範圍之內容(建立存取結

構)或選擇已存在之內容存取結構(修改、մ除存取結構)。 

步ᡯ 3; 平台系統管理者建立存取結構或進行修改或մ除。 

步ᡯ 4; 結״。 

� 完成ރ況：內容物完成存取結構之建立、修改或մ除，具備適當之

存取結構。 

� 選擇性流程：無。 

(3)管理內容ᓯ存 

� 說明：手動操作或設定內容物之ᓯ存管理，包含：歸ᔞ、永Φմ除、

備份與回酸管理。 

� 前置條件：內容已下架，成為「已下架」ރᄊ(歸ᔞ)，或內容已歸

ᔞ(永Φմ除)。 

� 事件流程 

步ᡯ 1; 平台系統管理者開以網।介面開௴「ᓯ存管理」管理।面。 

步ᡯ 2; 選擇「歸ᔞ」功能，呈現可歸ᔞ(已下架，ࡑ歸ᔞ)之內容或

已歸ᔞ之內容物。 

步ᡯ 3; 選擇ట歸ᔞ之內容物或已歸ᔞ之內容物。 

步ᡯ 4; 系統依據選擇之ట歸ᔞ之內容進行歸ᔞ，並改變內容物ރᄊ

為「已歸ᔞ」，或依據選擇之已歸ᔞ內容物進行內容調᎙。 

步ᡯ 5; 結״。 

� 完成ރ況：內容物已完成審定，成為ࡑ發佈之內容。 

� 選擇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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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Φմ除 

步ᡯ 1; 選擇「永Φմ除」功能，呈現可մ除(ރᄊ為「已歸ᔞ」)

之內容。 

步ᡯ 2; 選擇టմ除之內容物。 

步ᡯ 3; 系統依據選擇之內容進行մ除。 

步ᡯ 4; 結״。 

� 備份 

步ᡯ 1; 選擇「備份」功能，呈現可備份之內容範圍。 

步ᡯ 2; 選擇ట備份之內容物範圍。 

步ᡯ 3; 系統依據選擇之內容進行備份。 

步ᡯ 4; 結״。 

� 回酸管理 

步ᡯ 1; 選擇「回酸管理」功能，呈現可回酸之ᗋ原點與內容範圍。 

步ᡯ 2; 選擇ట備份之ᗋ原點與內容物範圍。 

步ᡯ 3; 系統依據選擇之內容進行系統回酸。 

步ᡯ 4; 結״。 

(4)設定系統組ᄊ 

� 說明：手動操作或設定內容物之ᓯ存管理，包含：參數設定、排程

管理。 

� 前置條件：無。 

� 事件流程 

步ᡯ 1; 平台系統管理者開以網।介面開௴「系統組ᄊ設定」管理।

面。 

步ᡯ 2; 選擇「參數設定」功能，呈現所有可設定之參數。 

步ᡯ 3; 選擇ట設定之參數。 

步ᡯ 4; 設定選擇之系統參數，並送出。 

步ᡯ 5; 系統依據設定之參數，ᡉ示與原參數之差異，供平台系統管

理者確認。 

步ᡯ 6; 平台系統管理者確認參數之變更，送出修改參數並寫入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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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ᡯ 7; 結״。 

� 完成ރ況：內容物已完成審定，成為ࡑ發佈之內容。 

� 選擇性流程：排程設定 

步ᡯ 1; 選擇「排程管理」功能，呈現可設定之排程。 

步ᡯ 2; 選擇ట設定之排程。 

步ᡯ 3; 設定選擇之排程，並送出。 

步ᡯ 4; 系統依據設定之排程，ᡉ示與原排程之差異，供平台系統管

理者確認。 

步ᡯ 5; 平台系統管理者確認排程之變更，送出修改排程並寫入系

統。 

步ᡯ 6; 結״。 

(5)管理作業規則 

� 說明：手動操作或設定作業規則，包含：作業規則管理與、作業流

程管理。 

� 前置條件：無。 

� 事件流程 

步ᡯ 1; 平台系統管理者開以網।介面開௴「管理作業規則」管理।

面。 

步ᡯ 2; 選擇「作業規則管理」功能，系統呈現可設定之作業規則 

步ᡯ 3; 選擇ట設定之作業規則，系統ᡉ示可管理之功能，包含新

增、մ除、修改等。 

步ᡯ 4; 依據選擇之功能新增、մ除或修改作業規則。 

步ᡯ 5; 平台系統管理者確認作業規則之設定，送出結果並寫入系

統。 

步ᡯ 6; 結״。 

� 完成ރ況：完成作業規則設定，系統依據新的作業規則運作。 

� 選擇性流程：作業流程管理 

步ᡯ 1; 選擇「作業流程管理」功能，系統呈現可設定作業流程之內

容物件。 

步ᡯ 2; 選擇ట設定作業流程之內容物件，系統ᡉ示可管理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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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新增、մ除、修改等。 

步ᡯ 3; 依據選擇之功能新增、մ除或修改作業流程。 

步ᡯ 4; 平台系統管理者確認作業流程之設定，送出結果並寫入系

統。 

步ᡯ 5; 結״。 

(6)預ំ內容 

� 說明：平台內容管理人員可以藉由預ំ功能檢視內容，協助ղ斷發

佈管理使用案例。 

� 前置條件：無。 

� 事件流程 

步ᡯ 1; 選取於作業過程中選取預ំ功能。 

步ᡯ 2; 內容管理系統將此內容組合呈現。 

步ᡯ 3; 結״。 

� 完成ރ況：使用者成功檢視內容物呈現樣ᇮ，完成預ំ內容。 

� 選擇性流程：無。 

(7)管理內容授權 

� 說明：內容需求者使用內容管理系統提供之功能前必須先經過認證

授權，通過之後ۈ能執行工作。 

� 前置條件：使用者已於平台中ຏ冊，並擁有認證授權資料。 

� 事件流程 

步ᡯ 1; 使用者ట使用需認證授權後ۈ能使用之管理功能。 

步ᡯ 2; 使用者引發平台之認證授權服務，平台認證授權模組要求使

用者輸入認證資訊。 

步ᡯ 3; 使用者輸入ဦ與密ዸ。 

步ᡯ 4; 平台回傳給內容管理系統使用者認證授權之結果。 

步ᡯ 5; 使用者通過認證後ᝩ續動作。 

步ᡯ 6; 結״。 

� 完成ރ況：內容需求者認證通過。 

� 選擇性流程：身分認證ᒱᇤ 

步ᡯ 1; 使用者輸入之ဦ與密ዸ發生認證ᒱᇤ時，產生相對應的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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ᇤ訊息。 

步ᡯ 2;發送ᒱᇤ訊息至請求者。選擇「作業流程管理」功能，系統

呈現可設定作業流程之內容物件。 

步ᡯ 3; 結״。 

(8)認證授權 

� 說明：內容需求者使用內容管理系統提供之功能前必須先經過認證

授權，通過之後ۈ能執行工作。 

� 前置條件：使用者已於平台中ຏ冊，並擁有認證授權資料。 

� 事件流程 

步ᡯ 1; 使用者ట使用需認證授權後ۈ能使用之管理功能。 

步ᡯ 2; 使用者引發平台之認證授權服務，平台認證授權模組要求使

用者輸入認證資訊。 

步ᡯ 3; 使用者輸入ဦ與密ዸ。 

步ᡯ 4; 平台回傳給內容管理系統使用者認證授權之結果。 

步ᡯ 5; 使用者通過認證後ᝩ續動作。 

步ᡯ 6; 結״。 

� 完成ރ況：內容需求者認證通過。 

� 選擇性流程：身分認證ᒱᇤ 

步ᡯ 1; 在事件流程中的中的|使用者輸入ဦ與密ዸ~時，發生認證

ᒱᇤ時，產生相對應的ᒱᇤ訊息。 

步ᡯ 2: 發送ᒱᇤ訊息至請求者。使用者輸入之ဦ與密ዸ發生認證

結״。 

 

陸陸陸陸、、、、    平台建置需求與建議平台建置需求與建議平台建置需求與建議平台建置需求與建議 

 (一) 平台建置技術需求分析 

平台系統軟體必需支醠 Web 2.0 應用，其技術與功能要件如下： 

� 支醠 STT 功能，網।中的 Cmph、公告、Wjlj 等，ࣣ提供 STT 機制。 

� 協同合作，以內建的樣版，建立 Wjlj 和部落格，並以權限介面設定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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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ཛྷ尋功能，結合 Tpdjbm Oetxpsl 技術的 Web 2.0 ཛྷ尋技術， 未來

峮為 Lnpxmeehe Oetxpsl gps TibseQpjnt 的外式，擴大ཛྷ尋如 TBQ

或 Tjebem 等軟體內的資料。  

� 軟體應用，與 Pggjde 的 Wpse、Fydem、Bddett、IngpQbti 等軟體的

整合。並且應用 TibseQpjnt Eetjhnes，減少程式開發，快速提供

應用功能。 

� 內容管理，文件的主要(次要)版本管理以及設定文件本身的權限。 

� 知識管理，系統地ᓯ存各領域的知識文件、善用全文檢索ம大ཛྷ尋

文件的關ᗖ字。資料庫的互通，ᐉ向聯ᛠ及查၌，滿足解،問題的

需求找到資料。 

� NVC 提供結構化的模ࠠ，可以對 VSM 更多的控制，以及 HTNM 的更多

的控制。 

� 通過永Φ結（pesnbmjnlt）改良 BKBY 內容結，以及 KbwbTdsjpt

庫改進等。 

� 動ᄊ資料支醠，提供更快速地創建資料០動網ઠ的特性；以及提供

tdbggpmejnh ਣ架(基本的應用代ዸ），使用 BTQ.OFT WebGpsnt 和

BTQ.OFT NVC 進行資料០動網ઠ的開發。 

� 資料服務，Ϣ許開發人員定義與資料庫資料定義相對應的概念性模

，ࠠ並發佈新的資料服務，方便從 BTQ.OFT 應用呈示基於 SFTT 的 BQI

端點。 

 

(二) 平台建置工具需求分析 

目前資訊大ቷࣣ提供的與本平台建置相關的工具，舉例如下： 

� ༾軟的全新網।開發工具 BTQ.OFT BKBY 1.0，讓使用者運用ዕ的

BTQ.OFT 架構開發 Web2.0 互動式網।。這套工具是༾軟以 BKBY 

（Btzndispnput KbwbTdsjpt bne YNM）技術為基礎所開發出來的.OFT 

3.5 延՜套件，主要供開發者建置互動式網।，並可在開發完成後

自動ע資料從伺服器端傳送至ᘤំ器。 

༾軟的 TibseQpjnt Teswes 2007 新功能，除ம化與前端 Pggjde 應

用程式的整合外，更提供包括 STT、Wjlj、Cmph 等 Web 2.0 相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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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藉以讓峐業分醩各地的資料與人員串連起來，達成「統合通訊」。

而隨著 Web 2.0 技術在網際網路的發展ཇ趨成ዕ，Njdsptpgt Pggjde 

TibseQpjnt Teswes 2007 便增加許多 Web 2.0 技術，包括 STT、BKBY、

Wjlj、Cmph、與 Tpdjbm Oetxpsl 等。 

� म特ᅟ在舊ߎξ Web 2.0 Tunnjt 舉行發表會說這套軟體ᆀ為「Tujte 

Txp」，內含 Tjy Bpbst、Tpdjbmteyt、OextHbtps 和 TjnpmeGeee 提

供的軟體。這些λࠠ軟體公司製作部落格、STT geeet、維基(xjlj)

和社交網ઠ所用的軟體，ݱᆀ Web 2.0 應用程式。 

� ICN 發表了 RFExjlj，目的是為了讓使用者可以ష合使用 xjlj，STT

以及ᙁ易網路ဌ本語言（tdsjptjnh ）。RFExjlj 就是 rujdl(快)與

ebtjmz epne(輕完成)的意思，目標是要讓商業人γ透過ܦ放元件

在一個面板上建立自己的網।。例如，ࢌ個業務人員可以建立一個

面板，觀ჸϺ對႟୧۫ᎍ୧的影響。通過整合來自公開網ઠ上的

資訊--例如地圖和Ϻ預報服務，他（崆）就可以「組း」一個有

用而ᙁ單的內容導向應用。RFExjlj 面向希望在ؒ有專業人員幫助

下開發 Web 應用的人員，它利用 BKBY ဌ本軟體、xjlj 收集和共用

資訊。如果要完成更複雜的工作以及࠼製化工作，用尜可以在

RFExjlj 中使用 QHQ 語言。 

 

(三) 平台建置軟硬體需求建議 

� 平台伺服器環境由「目錄伺服器」、「網ઠ伺服器」、「應用程式伺服

器」與「資料伺服器」所構成，採用雙核心至四核心高效能處理器，

搭配高速Ꮻ體與高效能ᅶᅷ系統，可負擔大量資料轉換與運ᆉ，

且伺服器採用負載平衡與ᘀ集備醠機制並行，有效維持系統運作

不ଶ機之目標；網路部分採用高速 Hjhbbjt 網路進行內部資料交換，

對外採用 Oetxpsl Mpbe Cbmbnde 負載平衡機制，有效分醩網路流量

負載。(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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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21 平台網路硬體環境平台網路硬體環境平台網路硬體環境平台網路硬體環境 

� 對於平台主機內的伺服器角色、硬體設備規格、軟體環境，評估列

表(表 2-3，表 2-4)。 

表表表表 2- 3 平台系統環境規劃基準平台系統環境規劃基準平台系統環境規劃基準平台系統環境規劃基準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規劃基準規劃基準規劃基準規劃基準    本案軟硬體規劃建議本案軟硬體規劃建議本案軟硬體規劃建議本案軟硬體規劃建議    

應用服務範圍 

1.以產業界、政府機關、學術界、研究

單位、及一般大眾等為平台用尜 

2.以環境議題、社經議題、智慧永續、

產品應用、技術應用等為平台重點服務 

1.採用 Web2.0 相容平台系統，使用者可透過

網।ᘤំ器輕存取網ઠ資料 

2.平台系統擁有權限控管功能，有效區分用尜

角色  

資訊內容 

1.以智慧建築規劃設計、資訊通訊、安

全防災、健康舒適、綜合佈線、系統整

合、設施管理、設備節能等平台內容 

(Ebtb) 

2.採用知識管理模式來統合管理上述之

資訊內容 

1.平台系統為一知識管理與分享之專業平

台，採用使用者模式與社群模式並行，有效應

屃各種資訊交換模式 

2.相容於各種資料格式，並可ޔ接由࠼尜端之

文書編輯程式進行資料編輯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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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規劃基準規劃基準規劃基準規劃基準    本案軟硬體規劃建議本案軟硬體規劃建議本案軟硬體規劃建議本案軟硬體規劃建議    

系統容量 

1.容納上述資訊容中所௶述之文字、圖

片、影音、以及之資訊內容，並且需有

足夠資料ᓯ存空間供資料存放、異動與

查၌ 

2.系統需有資料容ᒱ及備醠功能，ߥም

資料之高可用性 

1.採用高性能及高可用性ᓯ存設備，除提供高

速資料交換功能外，也符合資料高可用性，當

容量Ⴋ和時，亦可整合ᚐ外ᓯ存း置，確ߥ容

量之需求 

2.整合備份機制，有效符合系統高可用性需求 

3 系統採行負載平衡或ᘀ集備醠機制，以符

合系統高可用性之要求，未來在系統升級或ࡺ

ም時可ߥ服務不中斷 

開放式系統架構 

1.採用開放的網路平台 

2.結合使用者模式與社群模式，提供開

放的平台環境供資訊交換與整合 

3.可ష搭其他種類資訊平台系統之資料 

1.採用 Web2.0 相容平台系統，並整合現有網

ઠ技術如 STT-BKBY 等資料交換機制 

2.平台系統可與其他平台資料(如 TBQ)，達到

資訊交換之目的 

系統升級]擴充

方案 

1.可依據階段性需求擴增系統軟硬體容

量與設備，符合系統高可用性與效能 

2.系統升級擴充不影響現有的環境與使

用者操作方式 

1.主機建議採用機架式伺服器，有效利用空間 

2.主機採用雙處理器規格，期初建置採單個高

效能處理器與高容量Ꮻ體，視未來需求可擴

充ᚐ外處理器與Ꮻ體以符合效能需求 

3.主機依據平台系統之角色分開設置，除了分

擔負載之外，亦可減低系統災難風ᓀ，當主機

硬體滿載已無法擴充時，可增加ᚐ外主機以應

屃階段性之需求 

 

表表表表 2- 4 平台系統伺服器規格平台系統伺服器規格平台系統伺服器規格平台系統伺服器規格 

伺服器角色伺服器角色伺服器角色伺服器角色    設備規格設備規格設備規格設備規格    軟體環境軟體環境軟體環境軟體環境    

資料庫主機 

1.處理器 Yepn 2.83HH{ Rube Cpse 

2.Ꮻ體 8HC SBN 

3.系統硬ᅷ 73HC TBT y2 含ܜ換 

4.內建 Sbje1 ᅶᅷତ列功能 

5.外接 TCTI 連接୵或峒ᠼ連接୵ 

1.作業系統 Njdsptpgt Wjnexpt2003 S2 64 位

元म文峐業版 

2.資料庫系統 Njdsptpgt TRM2005 64 位元म文

標準版 

3.資安軟體 OPE32 中文峐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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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角色伺服器角色伺服器角色伺服器角色    設備規格設備規格設備規格設備規格    軟體環境軟體環境軟體環境軟體環境    

入口網ઠ主機 

1.處理器 Yepn 2.5HH{ Rube Cpse 

2.Ꮻ體 2HC SBN 

3.系統硬ᅷ 73HC TBT y2 含ܜ換 

4.內建 Sbje1 ᅶᅷତ列功能 

1.作業系統 Njdsptpgt Wjnexpt2003 S2 32 位

元中文標準版 

2.平台系統 Njdsptpgt Pggjde Tibse Qpjnt 

2007 中文標準版 

3.資安軟體 OPE32 中文峐業版 

目錄服務主機 

1.處理器 Yepn 3.0HH{ Eubm Cpse 

2.Ꮻ體 8HC SBN 

3.系統硬ᅷ 73HC TBT y2 含ܜ換 

4.內建 Sbje1 ᅶᅷତ列功能 

1.作業系統 Njdsptpgt Wjnexpt2003 32 位元中

文標準版 

2.備份系統 Tznbnted Vesjtbt Cbdlup Fyed 

3.資安軟體 OPE32 中文峐業版 

應用程式伺服主機 

1.處理器 Yepn 3.0HH{ Eubm Cpse 

2.Ꮻ體 8HC SBN 

3.系統硬ᅷ 73HC TBT y2 含ܜ換 

4.內建 Sbje1 ᅶᅷତ列功能 

1.作業系統 Njdsptpgt Wjnexpt2003 64 位元中

文標準版 

2.平台系統 Njdsptpgt Pggjde Tibse Qpjnt 

2007 中文標準版 

3.資安軟體 OPE32 中文峐業版 

ᅶᅷତ列 

1.15CBZ TBT0TBTB 高速ᅶᅷତ列ᘕ 

2.雙 TCTI 連接୵- 或峒ᠼ傳輸୵ 

3.預載 10 ᗭ 300HC TBT 高速硬ᅷ機 

4.含ܜ換- 備醠電源供應器 

不需軟體安း 

� 於平台網路ܗᐆ中，網路平衡負載器採用雙୵網路平衡負載器，提

供 7y24 λ時的平台服務；防火ᕅ提供࠾包交換與網路װᔐୀ釱ߔᏲ

功能，此功能可與網路平衡負載器合ٳ；內部網路採用具有線路

Tsunl 功能之 M2 高速交換器，採ί峔位元(Hjhbbjt)傳輸，提供伺服

器群組成員與資料庫伺服器執行高速資料交換與傳輸。 

� 平台容ᒱ備醠機制，伺服器環境採用負載平衡與ᘀ集備醠機制，

有效防範因系統ଶ機造成之ཞ屺。 

柒柒柒柒、、、、    平台營運管理機制規劃平台營運管理機制規劃平台營運管理機制規劃平台營運管理機制規劃 

為使建置完成之平台能運作暢，確ߥ服務品質及效能，以服務平台使

用者，需要有完善的平台營運管理之作業規範。平台營運管理主要工作範圍

包括：系統管理、安全管理、系統監控、系統備醠、ᒌ၌服務、教育૽ግ、

及推廣ᇶ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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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共通資訊交換平台之營運管理人員，主要可分為平台維運人員、平台

內容與應用系統之維運人員及營運督導之管理人員等三類。 (圖 2-22) 

� 平台之維運人員;為使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能暢運

作，對此平台之例行營運、管理與服務工作，需由一組專ೢ人員來

負ೢ，主要工作範圍包括：系統管理、安全管理、系統監控、系統

備醠、ᒌ၌服務、教育૽ግ、及推廣ᇶ導等。 

� 營運督導之管理人員;負ೢ督導與管理「平台之維運人員」，主要工

作為負ೢ營運規範與制度之制定、各項工作之督導、ዽ查、ᕮ效評

估與考核、爭議處理、及與各機構之協調處理等。 

� 平台內容與應用系統之維運人員;負ೢ於共通資訊交換平台上之內

容資料維護與管理、應用系統之開發釱၂、服務與維護。 

  

 平台之所需各項營運管理工作，主要可以「資料面」、「系統面」、「服

務面」及「管理面」等四個構面所組成(表 2-5)，分別概述如下： 

 

圖圖圖圖 2- 22 營運管理組織與職司營運管理組織與職司營運管理組織與職司營運管理組織與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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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5 營運管理工作內容表營運管理工作內容表營運管理工作內容表營運管理工作內容表 

 

� 資料面，平台上之各項共用性或共同性之資料之維護與管理工作，

主要是資訊內容（Cpntent）之維護管理等。 

� 系統面，平台之系統運作與各項系統方面之管理工作，此工作項目

內容主要包括：各項系統與資料安全管理、系統備醠與備份、系統

執行之運作管理、系統執行之監控作業、與其他系統介接之控管、

系統執行存查紀錄（Mph）管理、系統統計錄與分析、系統異常之

處理與ࡠ酸、及系統軟硬體之定期維護運與更新等。 

� 服務面，平台之各項服務性與支醠性工作，主要包括：共通資訊交

換平台各項服務使用之ᒌ၌服務、平台介接與整合之技術ᒌ၌、平

台推廣之各項研討會與教育૽ግ、及意見反ࢀ信ጃ處理等。 

� 管理面，平台之系統與服務於運作與執行上之各項督導與管考工

作，以確ߥ平台之各項系統運作與服務及支醠性工作，ࣣ能達成預

期之目標，此工作項目內容主要包括：平台之營運之ዽ核、營運工

作之程序控管、營運工作之各項作業規範研訂。 

捌捌捌捌、、、、    平台更新與維護機制規劃平台更新與維護機制規劃平台更新與維護機制規劃平台更新與維護機制規劃 

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涵蓋的應用領域、產官學等各種使用

社㻟，及平台上的內容既多且廣，未來建置完成開ۈ營運後，大λࠠ伺服器

及網路設備等硬體設備，資料庫，系統軟體，應用軟體等，需同時滿足現有

系統運轉與新系統版本更新，其作業相當複雜，而且ੋ及系統管理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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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管理工程師、資訊安全工程師及網路工程師等專業。 

 

(一) 平台更新機制 

� 伺服器作業系統包括作業系統更新以及防ࢥ軟體更新 

� 對於平台系統包括平台系統更新以及平台應用程式更新 

� 其他更新機制包括平台硬體設施以及平台公告事項 

 

(二) 平台維護機制 

� 主機系統，網路系統ᄤ資料庫等相關設備軟硬體之維護及ࡺም處

理，以確ߥ系統ᄤ網路相關設備能正常運作。 

� 軟硬體組ᄊ異動管理，指的是「上線系統內的更動」，包括軟硬體等

等。峌何一項異動、ੋ到ϙ麼系統，應該通知相關人員，並且等

核這項改變。峌一異動，必須知ၰ可能會影響到的範圍，要求ࡑ

做過ᐱ立及整合釱၂，並且由相關人員核這項改變。 

� 設備異動與上下線管理，評估營運中之系統(軟硬體)下線及新系統

(軟硬體)的建置對線上系統整體作業之影響程度。並依平台營運系

統上下線管理進行相關查核作業資料維護與日ᇞ管理。 

� 監控管理與效能調ਠ，當系統ᄤ網路相關設備及特定應用程式系統

執行上發生訊或出現ᒱᇤ時，藉由平台監控系統即時的將訊或

ᒱᇤ，正確反應給࠼服人員，以方便其回ᙟ使用者ምᛖ申報的準備。

另外，同時間也能通知相關支醠，以期能以最有效的方式來正確

解،問題。對於「應用系統效能管理」提供正確工具，在最อ的時

間內找到問題點並解،，請具備各種經驗ङ醱的專業團隊或委外服

務，以提昇效能及監控最有效的專業服務內容。 

� 資料庫系統相關資料的維護管理及資料備份及酸原管理，並協助各

建置模組制定所ឦ資料庫或資料存取目錄定期或不定期執行必要的

備份作業，以維護資料庫資料的完整與安全。 

� 系統及資料之備份與酸原，確ߥ系統主機能在發生ࡺም後可以在最

อ時間內完整的將資料酸原至ࡺም前的ᄊ、將ཞ害降到最λ程度。 

� 依網।維護週期表由各網।資料更新權ೢ單位主動提供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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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網।管理人更新維護。網।管理人並應至少每月一次依網।維護

週期表檢視其網।資料，如發現網।資料有౧ᅅ、ᒱᇤ或過期情事，

應即通知資料更新權ೢ單位調整。 

� 日常作業檢查與執行日ᇞ管理，定期針對所有系統ᄤ網路相關設備

進行既定之檢查或ບ斷程式之執行驗釱。透過定期的日常檢驗作業

可以ᏃԐ發現及預防線上系統ᄤ網路相關設備有不正常的現象或是

運作異常的情況，以維持平台正常運作。 

玖玖玖玖、、、、    平台建置平台建置平台建置平台建置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一) 建置策ౣ與經費 

1 平台建置策ౣ 

平台硬體環境的建置方式，可區分為下列兩種策ౣ來進行構གྷ： 

(1)自行建置：主機及網路設備ࣣ自行採ᖼ，並設置於相關主管機關之機

經常性支出項下܊中，預估費用僅列維修與ᓎቨ費用，不含機關機܊

如電力、機ᘕ雜項與機܊管理人力等費用。 

(2)委外建置：主機及網路設備ࣣ由委外ቷ商提供，並包含所有機܊中़

生之費用如維修、ᓎቨ、電力、資安與機܊管理人力費用。 

2 建置方式優缺點 

自建與委外建置的優缺點尬較： 

(1)自行建置 

� 優點：利用現有機܊資源，可節省機܊建置經費，且所有設備

ࣣ為自有。 

� 缺點：高設備維護人力成本、高資安與維運風ᓀ、建置時間需

較Φ且空間不足。 

(2)委外建置 

� 優點：初期建置所需人力及時間最少，避խ܍擔機器及機܊設

備管理風ᓀ。 

� 缺點：雙方維護人員溝通時間增加。 

(3)自行建置的資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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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有現成機܊使用，應考量機܊是否具有災難לܢ能力與足夠

之機ᘕ空間。 

� 需有足夠的電力供應、網路設備與ᓎቨ可供使用。 

� 對於設備及網路具有專業知識之管理人員。 

(4)委外建置的ቷ商資格 

� 委外Ԏ管之機܊需具備良好的災難לܢ能力。 

� 針對平台設備需求擁有適合之硬體設備(伺服器與網路設備)與

環境(機ᘕ 設備、網路ᓎቨ與電力備醠)供平台使用。 

� 可提供網路資安設定及管理服務。 

� 具有 IEC 專業機܊管理團隊。 

3 分年期經費評估 

平台建置經費用分為四大項目 

(1) 硬體費用：包含主機設備、備份設備及網路設備，硬體႟件擴充及備品。 

(2) 軟體費用：包含平台系統軟體、使用者授權、備份系統與防ࢥ防ᓙ軟體。 

(3) 開發建置費用：包含平台系統建置時之ᒌ၌與協助、平台應用程式開發

費用。 

(4) 維運費用：包含主機網路代管、系統營運࠼服與平台推廣費用。 

 

平台的建置經費，分為自行建置以及委外建置兩種方案進行評估。自行建置

部份並未包含電力、機܊雜項與管理人工費用。經費評估需注意下列項目： 

(1)第一年期部份，相關的維運費用主要以平台實際可上線時間為主，以

屜年期來計ᆉ (表中之「數量」ឯ位)。 

(2)網路ᓎቨ的部份則參考現行一般峐業用網路ᓎቨ價格來考量，本報告

書之規劃是以兩條雙向 10NC 之網路ᓎቨ流量來估ᆉ。 

(3)第二年期為系統上線與程式開發期，費用ཞ較為ᛙ定，採整年度預

ᆉ評估。 

(4)第三年期預估平台使用人數增加，因此針對網路ᓎቨ與࠼尜服務增加

預ᆉ，預估以第二年期之兩७容量來計ᆉ。 

平台系統伺服器規格參考表 2-6。分年期自行建置經費評估參考表 2-7，分年

期委外建置經費評估參考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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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6 營運管理工作內容表營運管理工作內容表營運管理工作內容表營運管理工作內容表 

伺服器伺服器伺服器伺服器    設備規格設備規格設備規格設備規格    軟體環境軟體環境軟體環境軟體環境    

資料庫主機 

1.處理器 Yepn 2.83HH{ Rube Cpse 

2.Ꮻ體 8HC SBN 

3.系統硬ᅷ 73HC TBT y2 含ܜ換 

4.內建 Sbje1 ᅶᅷତ列功能 

5.外接 TCTI 連接୵或峒ᠼ連接୵ 

1.作業系統 Njdsptpgt Wjnexpt2003 S2 64 位

元म文峐業版 

2.資料庫系統 Njdsptpgt TRM2005 64 位元म文

標準版 

3.資安軟體 OPE32 中文峐業版 

入口網ઠ主機 

1.處理器 Yepn 2.5HH{ Rube Cpse 

2.Ꮻ體 2HC SBN 

3.系統硬ᅷ 73HC TBT y2 含ܜ換 

4.內建 Sbje1 ᅶᅷତ列功能 

1.作業系統 Njdsptpgt Wjnexpt2003 S2 32 位

元中文標準版 

2.平台系統 Njdsptpgt Pggjde Tibse Qpjnt 

2007 中文標準版 

3.資安軟體 OPE32 中文峐業版 

目錄服務主機 

1.處理器 Yepn 3.0HH{ Eubm Cpse 

2.Ꮻ體 8HC SBN 

3.系統硬ᅷ 73HC TBT y2 含ܜ換 

4.內建 Sbje1 ᅶᅷତ列功能 

1.作業系統 Njdsptpgt Wjnexpt2003 32 位元中

文標準版 

2.備份系統 Tznbnted Vesjtbt Cbdlup Fyed 

3.資安軟體 OPE32 中文峐業版 

應用程式伺服主機 

1.處理器 Yepn 3.0HH{ Eubm Cpse 

2.Ꮻ體 8HC SBN 

3.系統硬ᅷ 73HC TBT y2 含ܜ換 

4.內建 Sbje1 ᅶᅷତ列功能 

1.作業系統 Njdsptpgt Wjnexpt2003 64 位元中

文標準版 

2.平台系統 Njdsptpgt Pggjde Tibse Qpjnt 

2007 中文標準版 

3.資安軟體 OPE32 中文峐業版 

ᅶᅷତ列 

1.15CBZ TBT0TBTB 高速ᅶᅷତ列ᘕ 

2.雙 TCTI 連接୵- 或峒ᠼ傳輸୵ 

3.預載 10 ᗭ 300HC TBT 高速硬ᅷ機 

4.含ܜ換- 備醠電源供應器 

不需軟體安း 

 

表表表表 2- 7 分年期自行建置經費評估表分年期自行建置經費評估表分年期自行建置經費評估表分年期自行建置經費評估表 

「「「「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經費預估表經費預估表經費預估表經費預估表    ----    自行建置自行建置自行建置自行建置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細項細項細項細項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    

((((屛元屛元屛元屛元))))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總價總價總價總價    

((((屛元屛元屛元屛元))))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目錄伺服器 100 2 200 第一年 硬體費用 伺服器硬體採ᖼ 

網ઠ伺服器 150 2 3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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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伺服器 200 2 400 

資料庫伺服器 300 2 600 

ᓯ存設備 500 1 500 

高速ᅶ帶ᘕ 170 1 170 

MTP-3 高容量ᅶ帶 2 10 20 

TBT 高速硬ᅷ機(備醠用) 15 2 30 
備份း置採ᖼ 

備份軟體 180 1 180 

400 

主༸交換器 30 1 30 
網路設備採ᖼ 

負載平衡器0防火ᕅ 270 1 270 

300 

平台系統軟體 1-479 2 2-958 
軟體費用 軟體採ᖼ 

防ࢥ防ᓙ軟體 50 1 50 

3-008 

平台系統建置 976 1 976 

網।設計 314 1 314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

ᓔ」系統整合 

167 1 167 
開發建置費用 平台開發建置 

「智慧建築標章預評系

統」系統整合 

167 1 167 

1-625 

網路ᓎቨ費用 300 0.5 150 

系統運營 629 0.5 314 

 尜服務 629 0.5 314࠼
維運費用 平台維運 

推廣與教育૽ግ 300 0.5 150 

929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8-262 8-262 8-262 8-262 

平台系統維護與功能擴充 477 1 477 

網।維護與內容擴充 210 1 210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

盟」ቷ商資料庫系統程式

開發 

1-153 1 1-153 

開發建置費用 平台開發建置 

「夢幻住宅」互動資訊系

統程式開發 

2-480 1 2-480 

4-319 

網路ᓎቨ費用 300 1 300 

系統運營 629 1 629 

第二年 

維運費用 平台維運 

 尜服務 629 1 629࠼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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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與教育૽ግ 300 1 300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6-177 6-177 6-177 6-177 

平台系統維護與功能擴充 477 1 477 

網।維護與內容擴充 210 1 210 
開發建置費用 平台開發建置 

「夢幻住宅」互動資訊系

統程式修改與維護 

2-480 0.5 1-240 

1-926 

網路ᓎቨ費用 300 2 600 

系統運營 629 1 629 

 尜服務 629 2 1-258࠼
維運費用 平台維運 

推廣與教育૽ግ 300 1 300 

2-787 第三年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713 4-713 4-713 4-71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9-152 19-152 19-152 19-152 

 

表表表表 2- 8 分年期委外建置經費評估表分年期委外建置經費評估表分年期委外建置經費評估表分年期委外建置經費評估表 

「「「「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經費預估表經費預估表經費預估表經費預估表    ----    委外建置委外建置委外建置委外建置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細項細項細項細項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    

((((屛元屛元屛元屛元))))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總價總價總價總價    

((((屛元屛元屛元屛元))))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平台系統軟體 1-479 2 2-958 
軟體費用 軟體採ᖼ 

防ࢥ防ᓙ軟體 50 1 50 

3-008 

平台系統建置 976 1 976 

網।設計 314 1 314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

ᓔ」系統整合 

167 1 167 
開發建置費用 平台開發建置 

「智慧建築標章預評系

統」系統整合 

167 1 167 

1-625 

主機代管費用(含伺服器

提供) 

1-700 0.5 850 

網路ᓎቨ費用 200 0.5 100 

資安管理費用 500 0.5 250 

系統運營 629 0.5 314 

 尜服務 629 0.5 314࠼

第一年 

維運費用 平台維運 

推廣與教育૽ግ 300 0.5 150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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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6-612 6-612 6-612 6-612 

平台系統維護與功能擴充 477 1 477 

網।維護與內容擴充 210 1 210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

盟」ቷ商資料庫系統程式

開發 

1-153 1 1-153 

開發建置費用 平台開發建置 

「夢幻住宅」互動資訊系

統程式開發 

2-480 1 2-480 

4-319 

主機代管費用(含伺服器

提供) 

1-700 1 1-700 

網路ᓎቨ費用 200 1 200 

資安管理費用 500 1 500 

系統運營 629 1 629 

 尜服務 629 1 629࠼

維運費用 平台維運 

推廣與教育૽ግ 300 1 300 

3-958 第二年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8-277 8-277 8-277 8-277 

平台系統維護與功能擴充 477 1 477 

網।維護與內容擴充 210 1 210 
開發建置費用 平台開發建置 

「夢幻住宅」互動資訊系

統程式修改與維護 

2-480 0.5 1-240 

1-926 

主機代管費用(含伺服器

提供) 

1-700 1 1-700 

網路ᓎቨ費用 200 2 400 

資安管理費用 500 1 500 

系統運營 629 1 629 

 尜服務 629 2 1-258࠼

維運費用 平台維運 

推廣與教育૽ግ 300 1 300 

4-787 

第三年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6-713 6-713 6-713 6-71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1-602 21-602 21-602 2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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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行策ౣ 

    平台系統建置採分期完成，分期上線營運(參考圖 2-23)： 

1. 第一年期，包括平台建置前準備、平台硬體採ᖼ與建置(採用自行與委

外建置方案)、平台系統建置與調整、平台系統維護與資料輸入、應用

程式開發前準備、應用程式開發、平台上線準備。 

2. 第二年期，包括應用程式開發。平台應用程式開發ቷ商持續進行應用

程式開發工作，經由平台管理人員於平台上實際執行釱၂無ᇤ後，並

於第二年期期末提出工作報告與成果展示，以作為合作案驗收之依

據。平台管理人員應針對第一年正式上線後所得之各方意見提出平台

修正案。 

3. 第三年期，平台應用程式開發ቷ商應針對第二年期所開發之應用程

式，提供維護及軟體更新之機制，平台管理人員應視應用程式ᛙ定性

及各方需求，對平台應用程式開發ቷ商提出改善要求，使應用程式達

到ᛙ定運作之ރᄊ。平台管理人員及平台開發與釱၂者對平台現有網

ઠ及應用程式應於第三年期末進行第三次更新使用說明。 

 

圖圖圖圖 2- 23 分年期系統建置期程圖分年期系統建置期程圖分年期系統建置期程圖分年期系統建置期程圖    

壹拾壹拾壹拾壹拾、、、、    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 

本計畫所規劃的三次座談會時間和議題安排，係配合階段之規劃工作項

目，經由座談會的討論與意見收集，使規劃的方向與規劃的內容更能符合未

來使用對象的期望，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平台案例資料分析，目標與需求分

析，平台內容與架構規劃，及就平台的技術與軟硬體，營運管理機制，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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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建置策ౣ與方法等提出建議。三次座談會安排如下;  

� 第一次座談會 

舉辦時間：97年3月12日（ࢃ期三）14;00�16;10 

舉辦地點：台屙ᑜ新۫市屙新路三段200ဦ15樓第二會議室 

主題：利用共通資訊交換平台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 

目標：經由國內外案例的探討，推廣此平台的應用理念，藉以瞭解各

界對此資訊交換平台的需求與期望，做為平台規劃的參考。 

� 第二次座談會 

舉辦時間：97年06月04日(ࢃ期三) 13：45-16：10               

舉辦地點：台屙ᑜ新۫市屙新路三段200ဦ15樓第四會議室 

主題：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架構、內容與技術探討 

目標：針對此平台的架構、內容，及所引用的技術，與各界進行交流

及ᒌ၌，以ம化平台架構與內容之實用性與適用性。 

� 第三次座談會 

舉辦時間：97年08月06日(ࢃ期三) 14：00-16：30               

舉辦地點：台屙ᑜ新۫市屙新路三段200ဦ15樓第四會議室 

主題：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功能應用、建置與維運計畫

規劃內容討論 

目標：推廣平台應用概念，並探討平台建置與維運工作所需經費估ᆉ

及維運管理建議，確立平台具體實現的方向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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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24 座談會現況照片座談會現況照片座談會現況照片座談會現況照片(1)(1)(1)(1)                                    圖圖圖圖 2- 25 座談會現況照片座談會現況照片座談會現況照片座談會現況照片(2)(2)(2)(2) 

以上三次座談會的舉辦，邀請自產官學研各界先進提供ᝊ意見與建

議，提供規劃團隊了解各界對此資訊交換平台的需求與期望，並做為平台進

一步規劃時之參考。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實施成果實施成果實施成果實施成果 

隨著資通訊與智慧化科技的進步，因應網路時代所帶來的生活ࠠᄊ轉

變，我國民眾對安全與便利需求的增加，對高ស與少η化社會趨勢、溫室效

應、能源資源日ᅌ局等ፏ多議題的正視，我國政府ᑈ極推動產業科技發展

ᑼ入整體生活環境與建築空間，ట藉由導入智慧化居住空間，將 IT 技術運用

於生活，結合資訊應用與整合技術開發，可以發展多媒體影音技術、家自

動化技術，前瞻未來數位生活，提供安全、節能與健康管理等，༟造優質生

活環境，在提昇國民生活品質的同時，也ঋ具帶動產業之利。 

而具開放性、共通性及互動性的「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能更便利地提供

各產業界、學術界、政府機關、研究人員與一般用尜隨時針對智慧建築之環

境、社會經ᔮ、智慧永續、產品應用及技術互動等議題，提出產品技術應用

的互動式溝通與討論，並可納入建研所相關計畫執行成果，如政府政策、產

業聯盟、ቷ商資料庫、情境模擬、系統整合、智慧建築標章與整合應用展示

中心等成果，來達成智慧化居住空間ᜫ醱的實現。因此，本規劃案成果如下： 

一、平台透過採行服務導向架構(Teswjde-Psjentee Bsdijtedtuse- T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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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規劃，使開放系統標準化，設計良好的η系統酨入機制，整合

xeb teswjdet 元件的應用程式系統，透過如 HTTQ、YNM、TPBQ 等產

業標準開放式協定，讓將來如果有更好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時，也

可以輕易的將服務更換或更新。對系統開發者來ᖱ，可以快速輕

的將系統建構完成，將心思專注在規劃更好、更完善的系統上；對

服務提供者而言，只要能設計出一個好的服務，它的潛在使用者市

場將不再受到使用者平台的限制而有無限的可能。 

二、平台功能內容涵括「資訊提供」與「資訊互動」兩大類，其下分別

有多樣化的內容領域，經由平台資料交換技術與協定，能連結使用

其它應用系統將整合的資料呈現給使用者並進行互動討論，資訊提

供類：集合了所有平台ᓉᄊ資料，包含平台公告、活動資料、計畫

介ಏ༼整、平台文件與平台相關之其他外部連結，並針對與平台相

關之資訊、文件作分類存放，整合平台網ઠ系統、文管系統與ཛྷ尋

系統，透過平台權限系統提供不同使用者進行快速有效的文件存

取。平台上提供之外部連結可省去使用者尋找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

相關網ઠ之時間，同時增加相關產官學界網ઠᚼ峒，共同帶動智

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資訊互動類：包括知識管理、智慧標章預評

整合、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應用、夢幻住宅應用及展示中心應

用等η系統，提供互動式介面進行虛擬化互動展示、ቷ商資訊與案

例分享等，使用者可以更真實的體驗各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者對於

案例的設計理念與創意表達，亦可與相關外部系統連接，轉介外部

平台資料進入平台互動。 

三、為提供主管機關未來委託辦理建置開發平台之相關文件及參考依

據，本規劃案針對平台建置需要足夠的資源與人力經費行預ᆉ規劃

方案，而依平台硬體環境的建置方式，可區分為下列兩種策ౣ並作

分年期經費評估，(1)自行建置方案：主機及網路設備ࣣ自行採ᖼ，

並設置於相關主管機關之機܊中，預估費用僅列維修與ᓎቨ費用，

不含機關機܊經常性支出項下如電力、機ᘕ雜項與機܊管理人力等

費用；(2)委外建置方案：主機及網路設備ࣣ由委外ቷ商提供，並包

含所有機܊中़生之費用如維修、ᓎቨ、電力、資安與機܊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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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費用。自建方案與委外建置方案提出各自之優、缺點，ঈ利於主

管機關ຊ核之用。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四、 由於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應以全ዬ性的考量來進行內

容規劃與架構設計，整合多元智慧化科技、智慧建築設計與相關應

用等不同面向議題，因此未來可利用已規劃之服務導向架構(TPB)，

不用重新設計系統架構，即可ݮ用原有功能元件去擴充新的智慧化

居住空間產業功能服務，以滿足現有使用者並吸引更多潛在使用者。  

五、 智慧建築標章預評系統未來可結合專家資料庫系統，針對預評結果

分析使用者提出之智慧建築評估項目內容，提供能夠幫助使用者改

善建築物智慧化不足之處，以利未來利取得智慧建築標章的相關

資訊。 

六、 在夢幻住宅應用系統方面，未來可擴充智慧元件之情境模擬機制，

以具體動ᄊ影像表現智慧化居住空間，讓平台ᘤំ者更加容易體認

空間應用概念。 

七、 未來平台可考慮於三層式系統架構中新增資訊ߐ排序邏輯(如以

目前ߐ時事去尬對尋求出平台資料庫中最有關聯性之資訊)，可利

用ᗦᙒ語義檢索(Mbtent Tenbntjd Ineeyjnh)技術，從ᗦᙒ資料中

尋找更高層次的語意關ᗖ資訊，以較࠼觀自動呈現各界真正關注之

智慧化居住空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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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C2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內容概述內容概述內容概述內容概述 

    高科技資訊化時代的來ᖏ，政府ᑈ極推動要將台灣建構成為٥ϼ營運中

心，以吸引各國峐業集團到台灣設立٥ϼ總部或分支機構，加上台灣加入尺

界ຩ易組織(WTP)後，國際商業行為將更為ᓎᕷ，所以對高品質辦公大樓之需

求將更形切，根據媒體的初步調查，國際峐業集團均指定要܍ચ智慧ࠠ辦

公大樓以作為台灣峐業總部之據點，建築物智慧化之需求與ॐ切性已不容۹

視。配合數位化、網路化之時代潮流，政府也大力推動全面實施電η商務，

而智慧ࠠ建築之建設乃是國家推動資訊化之基礎建設，近年來各國亦將

各都市之智慧ࠠ建築數量作為都市資訊化之指標。面對現今高資訊科技化的

社會，人們的生活ࠠᄊ已逐ᅌ改變，居家利用網路從事辦公工作、資料收集、

預ऊ各種౻چ乃至交϶ᖼ物等，已៳然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辦公ࠠᄊ

與峐業組織也應著社會的潮流而不斷的變ॠ，「高資訊科技化」與「人性化」

的生活空間與環境，成為智慧建築提高生產力與經ᔮ效益外的另一項重要的

規劃設計議題。 

 

        除此之外，目前全尺界正面ᖏ建築產業對自然環境ઇᚯ的問題，從而發

展出 「ᆘ建築」的對策，ம調對建築的節ऊ能源與資源利用及對室內環境控

制等多項指標，其最ಖ目的乃是希望以省能及有效使用資源的方式，來建造

低環境負並能提供安全、健康、環ߥ、與舒適的建築，也就是與環境共生

的高科技建築的創造，達到人、建築與環境共生共ᄪ的基本目的。而為了達

到上述之目的，則必須藉由具擴充性與整合性之智慧ࠠ建築使用管理功能，

使ᆘ建築之各項系統技術能發揮其最大的效益。因此可以了解建築物智慧化

是達成ᆘ建築永續發展之重要關ᗖ。面對如此的環境需求，建築物若未能有

適切的因應施與擴充機能，則將ࡐ容易在這ݢ資訊省能聲ੁ中被ి؎。 

 

    台灣自 1989 年引進智慧ࠠ建築之觀念以來，受到建築業高度的關心與

重視，隨著建築物自動化理念的推動，各相關產業也隨之活絡，而帶動整個

社會的ᕷᄪ。一時之間 「智慧ࠠ建築」成為建商口中的時ሰ峮ຒ，「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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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辦公大樓」、「智慧ࠠ住宅」、「網路住宅」等字快速地出現在我們生

活的周ᎁ。然而建築物智慧化的理念與程度，۳۳隨著業主成本的高低而有

所שԌ。由過去的調查研究中也可知ၰ業主建設智慧ࠠ建築主要是以提昇峐

業形象，提高建築附加價值，以易於出ચ或提高୧價為主要目的，對於智慧

ࠠ建築之高度資訊通信機能、環境控制與節ऊ能源效益、以及高效使用管

理等之概念較為۹視。Ξ因Ԑ期智慧化與自動化之設施與系統規劃大多仰賴

國外技術，雖有許多參考國外指標而訂定之基準，但也經常因۹ౣ我國建築

法令制度與建築使用管理發展上之特有ࠠᄊ，以及候環境條件等因素，而

造成智慧ࠠ建築在推展上౾ᛖ難行。因此如何ಕᑈ歷年既有的智慧ࠠ建築調

查研究成果，建立一套適用於台灣環境體制之本β化「智慧建築評估系統」，

乃是我國ᗌ向二十一尺紀智慧ࠠ都市建設之重要依據。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1992 年參考日本「高度資訊化建築物整備事業ᑼ資

推ᙚ基準」，制定了台灣之「智慧ࠠ建築指標與基準」（許ےᅚ等，1992）於

此同時展開了台灣智慧ࠠ建築之發展現況調查與法令研修建議等相關研究。

並於 1996 年在「智慧ࠠ公酣大༺自動化系統設計準則研究」(溫琇玲等，1996)

中將智慧ࠠ建築物定義為「係指建築物及其基地設置建築自動化系統 

(Cujmejnh Butpnbtjpn Tztten -CBT)，配合建築空間ᗈ建築體元件，從人體

工學、物理環境、作業ࠠᄊ及管理ࠠᄊ角度整合，將建築物內之電、電信、

給排尯、空調、防災、防ห及輸送等設備系統與空間使用之運轉、維護管理

予以自動化，使建築物功能與品質提昇，以達到建築之安全、健康、節能、

便利與舒適等目的。其基本之構成ऑ素需包括(1) 建築自動化系統း置 (2) 

建築使用空間 (3) 建築運轉管理制度」，對我國智慧ࠠ建築之發展有了概念

性且࠼觀性的了解，指標基準的訂定也讓業界對智慧ࠠ建築之設計建造有了

依循的方向 。綜觀台灣智慧ࠠ建築之研究發展，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六個階

段 ; 

第一階段 (1992 年) 

進行全台灣地區智慧ࠠ建築之調查研究 

 

第二階段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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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台灣地區智慧ࠠ辦公大樓自動化設備使用ރ況評估與法令研修建議』

之研究制定 『智慧ࠠ建築指標與基準』、舉辦 『第一ۛ優良智慧ࠠ建築評選』 

第三階段 (1994 年) 

進行 『台屙都會區智慧化住宅之發展現況』之研究、舉辦 『第二ۛ優良智

慧ࠠ建築評選』 

第四階段 (1995 年) 

進行 『既有辦公環境使用現況及智慧化改善策ౣ』之研究 

第五階段 (1996 年) 

進行 『智慧ࠠ公酣大༺自動化系統設計準則』之研究、舉辦 『第三ۛ優良

智慧ࠠ建築評選』 

第六階段 (2000 年) 

進行 『建築物智慧化設計規範及解說之研訂』之研究 

舉辦 『第四ۛ優良智慧ࠠ建築評選』 

第七階段(2002 年) 

進行『智慧建築標章指標與評估基準』之研究 

擬訂『智慧建築標章之審查與ᒌ၌制度』 

第Ζ階段(2003 年) 

完成『智慧建築標章』評選辦法 

『智慧建築標章』正式推出，提供各界申請。 

    由上述可了解我國智慧ࠠ建築之研究逐年ಕᑈ並ᅌ趨成ዕ。配合九十七

年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委託計畫『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

劃』，將過去智慧ࠠ建築之指標、準則與規範內容作整合性之分析研究，並༼

整歷年來優良智慧ࠠ建築評選經驗，於本年度進行「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系

統之架構研究，以作為未來推動「智慧建築標章」之評估審查依據。 

 

    智慧建築之發展乃源於國外電တ資訊之發達及自動化技術之進步，而應

用於建築物之設備自動控制與設施管理。我國於 1985 年起引進國外各項智慧

化技術後，經過十幾年來之研究發展，也逐步و出ឦ於我國特有之智慧建築

系統。因此，在制定「智慧建築標章」之評估指標時，應以本β性之智慧建

築體系作為評估之依據。才能使智慧建築標章之ᆒ神發揮，並落實指標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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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性。智慧建築標章設置之主要目的如下：  

智慧建築之建設乃是 21 尺紀都市資訊化之標ं，透過智慧建築標章之推廣，

促使我國建築自動化之技術更快速的成ߏ與應用。建築物之管理更具人性化

與智慧化。進而延ߏ建物之ტ命，節省能源、節ऊ人力，並降低建物日後之

營運費用。 

透過智慧建築標章之宣導與推廣，ޔ接可提高我國建築之品質，間接更可提

升國家競爭力。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實施方法及過程實施方法及過程實施方法及過程實施方法及過程 

    本分項主要將 2003 年版智慧ࠠ建築之指標、準則與規範內容作整合性之

分析研究，並予以修正改寫，Ξ舉辦五次專家座談會༼整歷年來優良智慧ࠠ

建築評選經驗，以一同納入本次「2008 年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之內

容中。為求評估體系之完整與評估項目之ᙁ化與可操作性，評估指標系統之

修正乃依下列原則執行： 

智慧建築標章之評估指標需包含（1）建築自動化系統း置（2）建築使用空

間（3）建築運轉管理制度等三大部分，以涵蓋建築物之硬體設備與使用管理

之整合。（溫琇玲等，2000 年）以效益評估作為指標訂定之依據，智慧化系統

科技之發展快速，指標之訂定應以性能評估為原則，以避խ因智慧化項目之

多ჲ成為Ꮦ頭性之項目尬ᖻ。指標之研訂應盡量ᙁ化並以取用可量化指標為

原則。以利「智慧建築標章」評估之執行。評估指標之訂定要能確實反應智

慧化系統之性能、建築使用空間之舒適性與使用管理之效益性等智慧建築要

素。評估指標應可作為設計階段前的事前評估以達預釱控制目的。（林Ꮶቺ

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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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計畫進度之概要;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實施成果實施成果實施成果實施成果 

  辦公類智慧建築之評估內容主要分有資訊通信、安全防災、健康舒適、設

備節能、綜合佈線、系統整合與設施管理等七項評估指標，各項指標Ξ針對

其定義、評估基準、配分原則與審查資料進行檢討，以作為評估時之給分依

據，最後亦提出案例供示範參考。 

100908070605040302010
預 定 進 度
( 累 積 數 )

完成期末報告書，並提出建議
或策略措施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第五次座談會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第四次座談會

擬定住宅類指標基準內容填寫
說明與範例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第三次座談會

擬定住宅類指標評估基準、配
分、合格基準之修正工作。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第二次座談會

提出期中報告書，並簡報

擬定既有指標基準內容填寫說
明與範例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第一次座談會

擬定既有指標評估原則、採用
技術、送審資料之修正工作

擬定既有指標評估基準、配
分、合格基準之修正工作

第
十
月

第
九
月

第
八
月

第
七
月

第
六
月

第
五
月

第
四
月

第
三
月

第
二
月

第
一
月

月次
工作項目

100908070605040302010
預 定 進 度
( 累 積 數 )

完成期末報告書，並提出建議
或策略措施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第五次座談會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第四次座談會

擬定住宅類指標基準內容填寫
說明與範例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第三次座談會

擬定住宅類指標評估基準、配
分、合格基準之修正工作。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第二次座談會

提出期中報告書，並簡報

擬定既有指標基準內容填寫說
明與範例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第一次座談會

擬定既有指標評估原則、採用
技術、送審資料之修正工作

擬定既有指標評估基準、配
分、合格基準之修正工作

第
十
月

第
九
月

第
八
月

第
七
月

第
六
月

第
五
月

第
四
月

第
三
月

第
二
月

第
一
月

月次
工作項目

1 1 

2 2 

查核點查核點查核點查核點查核點查核點查核點查核點

3 3 

4 4 

5 5 

6 6 

7 7 

表表表表 3- 1 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計畫進度概要計畫進度概要計畫進度概要計畫進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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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各項指標之評估基準與配分; 

一、資訊通信指標 

    智慧建築所需之資訊及通信系統應能對於建築物內外所須傳輸的訊息

(包含語音、文字、圖形、影像或視訊等)，具有傳輸、ᓯ存、整理、運用等

功能；由於科技發展快速，資訊及通信之傳輸速度也在不斷的提高，所需傳

送的資訊量也不斷的增加；智慧化建築物在規劃、建設之初，必須得特別考

量此點。 

 

表表表表 3- 2 資訊通訊指標資訊通訊指標資訊通訊指標資訊通訊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評估基準與配分評估基準與配分評估基準與配分 

項

次 
指標峮ᆀ 評估項目 

配

分 

得

分 

設置ቨᓎ峒ᠼ電路接取廣域網路 6  

1 廣域網路之接取 設置༾ݢ或ፁࢃ等း置或引進第二路由ቨᓎ峒ᠼ

電路，作負載共擔或備醠通訊使用 
4  

具有雙重處理能力，至少包括控制與電源單元 4  

具有公眾電話網路連線通話功能，且具備一種以上

之連接介面 
6  

具有不斷電設備，ଶ電後能提供一定時間的電話交

換功能 
6  

2 
數位式(含 IQ)   

電話交換 

整合行動通信提供無線分機的功能 4  

以室內Ϻ線系統、༾基地台等ᇶ助涵蓋設施，提供

建築物內(含地下室、電ఊ間等)行動通信無ԝ角 
6  

3 
公眾行動通信涵

蓋(含共構) 
提供建築物內多家行動通信業者通信無ԝ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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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峮ᆀ 評估項目 

配

分 

得

分 

在各樓層配置適量的資訊及電話醘座，同時預੮適

當的擴充容量及空間，主༸管部份，也應可以容易

擴充 

6  

在適當公共空間配置適量無線區域網路 4  

設置網路管理系統 4  

網管系統提供中文圖形化介面操作功能 1  

網管系統提供遠端監控及操作功能 1  

4 區域網路 

設置適當的資訊安全ߥም設備 4  

i能同時࣮到對方通話人員的容ᇮ及自己方面所

傳送出去的影像內容等訊息 

i可同時讓兩方或多方人員都可以影像、聲音、文

字及圖形等方式溝通 

6  

有專ឦ空間及會議設備 4  

5 視訊會議  

傳送到對方的影像畫面與聲音無延ᒨ現象 4  

除作為平時與ᆙ࡚廣ኞ用外，同時可以提供作為ङ

醱音樂ኞ放之用 
6  

6 公共廣ኞ  

可以區域別之方式，來控制不同區域之ኞ放與否 4  

7 
公共Ϻ線及有線 

電視 

在適當地點း置公共電視Ϻ線或ፁޔࢃኞ電視Ϻ

線，該地區如有有線電視系統則可以接有線電視系

統來加以放大分配至建築物各區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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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峮ᆀ 評估項目 

配

分 

得

分 

在適當公共空間設置明ᡉ之資訊ᡉ示設備，平時可

ᡉ示各種ڰ定或動ᄊ訊息或影音多媒體畫面等，ᆙ

 況時更可以ᡉ示相關之ᆙ࡚訊息ރ࡚

6  

於建築物之適當公共地點設置資訊ઠ或提供手持

導ំ器等進行建築物內部及週ᎁ環境之導ំ 
2  

導ំ系統提供控式ᑻჿ、SGIE 或語音ᒣ識等操作

功能 
1  

8 
公共資訊 

ᡉ示及導ំ 

導ំ系統提供可ឫ式設備隨身操作功能 1  

合計總分 100  

合格等級 
ɍ80�100 分ʏ高度智慧化 ɍ70�79 分ʏ優質智慧化  

ɍ60�69 分ʏ一般智慧化  ɍ59 分以下ʏ未達智慧化基準 

 

二、安全防災 

    對於安全防災指標的定義，是包含了「建物防災」與「人身安全」兩個

指標項目。所ᒏ「建物防災」指標乃是用來評估建築物藉由自動化系統對地

、尯災、火災等災害事先防範或防尩其擴大的智慧化性能指標項目。而「人

身安全」指標則是用來評估建築物藉由自動化系統對หঘ入ߟ、人為ࡺ意ઇ

ᚯ、ࢥ外ࢻ等峤害或ુ࠶建築物使用者人身安全等事ࡺ事先防範或防尩其

擴大，以及當使用者ၶ到峤࡚事ࡺ時能藉由自動化系統求助之智慧化性能指

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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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物防災 

表表表表 3- 3 建物防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建物防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建物防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建物防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項次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得

分 

1.設置防災中心或中屹監控室 必要性  4 分  

2.設置可自動探釱各種火災ቻ峔之設

備及自動確認火災報之正確性並通

報  

必要性 7 分  

3.可ᡉ示火災發生處所 必要性 4 分  

4.可自動௴動ྐ火設備及防尩火災擴

大 
必要性 6 分  

5.火災發生後能自動並即時有效引導

人員避難 
Ⴔᓰ性 6 分  

6.通過消防單位定期性之消防設備檢

查 
必要性 2 分  

一 
防火 

系統 

7.防火系統ࡺም之自動回報及錄系

統 
必要性  2 分  

1.設置建物結構安全ރᄊ監視系統或

地錄ሺ 
Ⴔᓰ性  3 分  

2.設置႖系統或被動、主動制或ל

風系統 
Ⴔᓰ性  3 分  

3.建築物內設置避း置及防管線 Ⴔᓰ性  3 分  

二 

防 

 風ל

系統 

4.通過建管單位防ל風之審查 Ⴔᓰ性 2 分  

三 防尯 1.設置ᅅ尯告設備  Ⴔᓰ性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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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置వ尯ୀ釱設備及防尯႔ߐ  Ⴔᓰ性  4 分  系統 

3.設置防ࢫ系統專用設施 Ⴔᓰ性 2 分  

必要性  25 分  
類別配分  

Ⴔᓰ性  25 分  

合計總分   50 分  

 

2.人身安全 

表表表表 3- 4 人身安全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人身安全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人身安全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人身安全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項

次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得分 

1.設置防ห自動報設備 必要性 8 分  

2.設置自動ߐ管制設備 必要性 8 分  

3.設置人車自動監視設備 必要性 7 分  

4.設置影音對ᖱ設備 Ⴔᓰ性 5 分  

一 
防ห 

系統 

5.設置ଶ車管理設備 Ⴔᓰ性 6 分  

1.建築物周邊設置全Ϻ候錄影監視

設備 
必要性 2 分  

二 
防ઇᚯ 

系統 
2.設置ୀ釱ᛈ物等峤ᓀ物品設備 Ⴔᓰ性 2 分  

1.設置致命有害體之監釱設備 必要性 2 分  

2.設置防尩致命有害體擴醩之設

施 
Ⴔᓰ性 2 分  三 

防ࢥ 

系統 

3.設置有害體排除း置 Ⴔᓰ性 2 分  

四 
ᆙ࡚求 

௱系統 

1.電ఊ、ޔ通樓ఊ等處設ᆙ࡚求௱

 ່ࡪ
必要性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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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ᆙ࡚求助系統能與錄影監視系統

連動 
Ⴔᓰ性 4 分  

 必要性 29 分  
類別配分 

 Ⴔᓰ性 21 分  

合計總分  50 分  

 

三、健康舒適指標 

    「健康舒適」指標區分成「視環境」、「音環境」、「溫環境」、「空環

境」、「尯環境」、「電ᅶ環境」與「ᆘ建築室內環境」等七大項目。所ᒏ「視

環境」指標乃是指建築物室內採峒環境與照明環境間所形成之室內綜合視覺

環境舒適性的指標。「音環境」指標乃是指建築物室內Ꮣ音環境之解،對策與

ङ醱音環境舒適性控制的指標。「溫環境」指標乃是指建築物室內溫ᔸ環境

與空調環境間之舒適性處理對策的指標。「空環境」指標乃是指建築物室內

空మృ與空品質控制之處理對策與健康性的指標。「尯環境」指標乃是指

建築物室內生尯系統尯質處理對策的指標。「電ᅶ環境」指標乃是指建築物

室內電設備與 e-化設施ᒟ處理對策的指標。「ᆘ建築室內環境」指標乃是

指建築物室內需提供符合時代要求之健康環境，智慧化空間才具智慧生活的

條件。 

表表表表 3- 5 健康舒適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健康舒適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健康舒適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健康舒適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評估基準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 

項目 分項 η項 

基準 

類別 

查 核

方 式 
配分 

最 高

得分 

日照調整 

း置 

自動日照調節း置之

設置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3  

ఀ峒ଓᙫး置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3  

ఀ峒導入း置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2  

日照 

計畫 ఀ峒利用 

း置 

ื際自動點ྐး置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3  

一 
視環境 

指標 

照明計各空間照
各空間之照度查核 必要性 現 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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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準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 

項目 分項 η項 

基準 

類別 

查 核

方 式 
配分 

最 高

得分 

檢 釱 

各空間之照明均ሸ度 必要性 
書 圖

文 件 
2  

明計畫 

照度ୀ釱器း置與自

動調節系統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4  

畫 

峒現象

之對策 
作業面፵度尬之查核 必要性 

現 場

檢 釱 
3  

色ற 

計畫 
色ற計畫 

針對各空間之使用需

求所因應之色ற計畫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2  

防Ꮣ音對對策 必要性 
書 圖

文 件 
1  

被 動

控制 
防ਁ計畫 必要性 

書 圖

文 件 
1  

主動控制း置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2  

二 
音環境 

指標 

Ꮣ音防

制對策 
音源對策 

主 動

控制 ङ 醱 音 樂

（CNH）系統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2  

溫度ୀ釱 
溫度ୀ釱း置與釱點

配置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3  

ᔸ度ୀ釱 
ᔸ度ୀ釱း置與釱點

配置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3  

ୀ釱 

系統 

流與

ᓸୀ釱 

流或ᓸୀ釱း置

與釱點配置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2  

區域控制性能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4  

室內溫ᔸ度

設定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4  

室內上下溫

差設定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3  

與ୀ釱

း置連

動之整

合計畫 流速度設

定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3  

三 
溫環境

指標 

空調與

換 
空調計畫 

հ܊負檢討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2  

四 空環境排換 
給計畫 室內含਼量之檢釱 必要性 書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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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準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 

項目 分項 η項 

基準 

類別 

查 核

方 式 
配分 

最 高

得分 

文 件 

換計畫 必要換量之查核 必要性 
現 場

檢 釱 
3  

CP2-CP ᐚ度 必要性 
現 場

檢 釱 
4  

TVPC ᐚ度 必要性 
現 場

檢 釱 
3  

空మ

ృ度 

QN10 與細

或真ᐚ度

檢釱 

必要性 
現 場

檢 釱 
3  

ૌ 
ܜ 、ྟ酳所排

換計畫 
必要性 

書 圖

文 件 
3  

對策 

排 

計畫 

其他Ԧࢉ源之排對

策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2  

CP2 ୀ釱系統း置與

釱點配置 
必要性 

書 圖

文 件 
4  

CP ୀ釱系統း置與

釱點配置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4  

ୀ釱း置 

其他ୀ釱系統း置與

釱點配置（ߚ綜合性

指標）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2  

指標 

設備 

運用 

高效設

備選用 

變ᓎ、全交換器或

其他相關設備之選用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3  

室內用尯 Ⴔᓰ性 
現 場

檢 釱 
2  

五 
尯環境 

指標 

尯質 

計畫 
尯質查核 

生尯系統 必要性 
現 場

檢 釱 
2  

室內工作區域之ߚ游ᚆᒟ值

檢釱 
必要性 

現 場

檢 釱 
3  

六 
電ᅶݢ環

境指標 

防ᒟ 

計畫 
防ᒟ對策 Ⴔᓰ性 

書 圖

文 件 
2  

七 ᆘ建築室內環境 Ⴔᓰ性 
證 明

文 件 
3  

類別配分 必要性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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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準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 

項目 分項 η項 

基準 

類別 

查 核

方 式 
配分 

最 高

得分 

Ⴔᓰ性 63  

合計總分 100  

合格等級 
ɍ80ɴ100 分ʏ高度智慧化 ɍ70ɴ79 分ʏ優質智慧化 

ɍ60ɴ69 分ʏ一般智慧化 ɍ59 分以下ʏ未達智慧化基準 

 

四、設備節能指標 

以۳建築設備的發展，主要是提高建築的經ᔮ性與便利性，但隨著社會的富

ျ，對舒適性的要求逐ᅌ增加。然而為了維持建築環境的舒適，建築設備消

大量的能源，在地ౚ環境意識ܩ頭的今日，考慮各項節能之技術已ᅌ成

為建築設備重要的ፐ題。 

為評估智慧ࠠ建築物之設備系統節能效益，以設備節能效益評量值為評估指

標，辦公等類建築物用電以空調、照明、動力設備等為主，因此評估指標是

以空調、照明、動力設備等設備系統之各項系統構成之節能手法為評量依據。 

表表表表 3- 6 設備節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設備節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設備節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設備節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項

次 

分 項

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

分 

最 高

得分 

符合能源局現行標準 必要性 8  峙尯主機 

性能係數 提升效ዛᓰ得分 Ⴔᓰ性 6  

主機容量 

效 
主機容量供應面ᑈ之合理性 Ⴔᓰ性 8  一 

空 調

設 備

節能 
其他節能 

系統 

設置主機台數控制、全交

換器系統等節能施 
Ⴔᓰ性 8  

符合建議標準 必要性 12  用電需量 

密度 提升效ዛᓰ得分 Ⴔᓰ性 5  

二 

照明 

設 備

節能 
其他節能 

施 

採用ఀ峒利用、採用高效

ᐩ具等節能施 
Ⴔᓰ性 8 

 

三 動力 用電需量 符合建議標準 必要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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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 項

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

分 

最 高

得分 

密度 提升效ዛᓰ得分 Ⴔᓰ性 4  設 備

節能 其他節能 

施 

採用變ᓎ器控制電ఊ運轉等

節能施 
Ⴔᓰ性 6  

四 
再 生

能源 

採用再生 

能源設備 
再生能源設備之功能 Ⴔᓰ性 5  

自動監控系統之功能 必要性 16  

人機介面之設備 Ⴔᓰ性 2  五 

設 備

監控 

節能 

空調、照明、

動力之自動

監控系統 人機介面之功能 Ⴔᓰ性 2  

必要性 63  
類別配分 

Ⴔᓰ性 37  

合計總分 100  

合格等級 
ɍ90ɴ100 分ʏ高度智慧化  ɍ80ɴ89 分ʏ優質智慧化 

ɍ60ɴ80 分ʏ一般智慧化  ɍ59 分以下ʏ未達智慧化基準 

 

五、綜合佈線指標 

    綜合佈線系統除了作為各網路系統之傳輸平台外，其內涵之『基礎佈線

設施』亦包括收容各種設備，以供其ቬ行服務之設施使用空間（如電信、設

備室、管ၰ）與器（如電話0網路0視訊等之線ᢑ），同時也包括「最佳配線

ᐆ」、及其關連「防火、防ႜᔐ接地」等規劃施作工法；其對建築物之功能ܗ

有如人體之神經系統相對於人之行為，ࡺ與建築主體結構、空間應用與施工

接關連，須與主體工程同步進行與連動施作。所以建築智慧化，其前提ޔࣣ

即是先行導入綜合佈線，建構智慧化佈線系統，而綜合佈線指標，係作為評

估建築物導入綜合佈線之程度與品質，以ղ斷其智慧化程度，進而確認提供

智慧化之ܗ展應用性，細項指標包括：（一）佈線系統規劃設計指標（二）佈

線可適用服務項目指標，（三）佈線系統導入時機與流程管制指標，（四）佈

線系統的等級與整合度指標，（五）佈線系統管理機制指標，（六）佈線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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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導入程度指標。 

表表表表 3- 7 綜合佈線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綜合佈線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綜合佈線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綜合佈線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評估基準 
項次 

分 項

指標 
評估項目 

分項 η項 

配

分 

最 高

得分 

系統概述 1 

線統需求設計書 1 

網路架構圖 1 

 ༸管昇位圖 1ޔࠟ

主༸配ᢑ昇位圖 1 

系統架構設計

書 

尯平配線0配管圖 1 

器規劃設計మ單 1 

規劃設計計

畫書 

佈線設備及空間配置之審查與檢釱

計畫書 
1 

8 

引進管管৩及數量 1 引進設施設

計與配置 線ᢑ設計與配置 1 
2 

面ᑈ配置 1 

一 

佈
線
系
統
規
劃
設
計 

電信室0設

備室設計與

電信室0設備

室面ᑈ之設計 高架地板設計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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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準 
項次 

分 項

指標 
評估項目 

分項 η項 

配

分 

最 高

得分 

電信室空間設

置之設計 

ᐱ立空間、維修人

員進出方便及通

風、排尯良好、不

వ尯、ଳᔿ之處、

為密鄆式並具防

火、防尯、排尯、

預੮空間供放置空

調設備等設施 

1 

總配線架之設

計 

總配線架之設置容

量：應依引進電ᢑ

對數(或ᆀ經營者

引進電ᢑ容量)和

配線對數設計 

1 

峒ಖ端配線架之設計 1 

༸管管৩及數量（或管ၰ間及線ኲ

大λ數量） 
2 

༸ᢑ設計與器之配置 2 

配線ጃ設計與配置 2 

主༸配線系

統設計與配

置 

備用路由設計與配置 1 

7 

配管管৩及數量（或線ኲ大λ數量） 2 

線ᢑ設計與器之配置 2 

尯平配線系

統設計與配

置 配線ጃ設計與配置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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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準 
項次 

分 項

指標 
評估項目 

分項 η項 

配

分 

最 高

得分 

配線服務區（至多 990 平方公尓）

規劃與配置 
1 

工作區設計與配置 1 4 

每一工作區配置

SK45 醘座兩組作為

資訊醘座與電話醘

座 

1 工作區設計

與配置 
醘座設計與配

置 

每一工作區配置

SK45 醘座兩組以上 
2 

 

傳統語音服務 1 

yETM 接取服務 1 

VpIQ0VpCC 服務 1 

電信基礎服

務 
電信服務 

其他電信加值服務 1 

4 

 感釱服務 1ߐ全ߥ

消防生命線安全服

務 
1 

հཪ空調通風控制

管理服務 
1 

能源管理控制服務 1 

建築控制服

務 

建物監控管理

自動化服務 

其他১電服務（廣

ኞ、音響） 
1 

5 

二 

佈
線
可
適
用
服
務
項
目 

資訊0數據 數據與ቨᓎ服 ቨᓎ接取服務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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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準 
項次 

分 項

指標 
評估項目 

分項 η項 

配

分 

最 高

得分 

WBO 服務 1 

MBO 服務 1 

 尜網路服務 1࠼

類尬視訊服務 1 

數位視訊服務 1 

HETV 服務 1 

IQTV 服務 1 

視訊服務 視訊服務 

其他視訊服務 1 

5 

GTTC0H 服務 1 

高速區域網路服務 1 

Pptjdbm-bbtee 視

訊服務 
1 

Pptjdbm-bbtee 加

值服務 
1 

峒化之新尺

代服務 

Pptjdbm- 

bbtee ቨᓎ接

取0區域數據0

視訊0加值服

務 
Pptjdbm-bbtee 其

他服務 
1 

5 

智慧數位生

活服務 
數位化服務 

、全ߥ、、監控ߐ

居家照護、自動᠐

表等之整合服務 

2 2 

建案規劃設計期 5 
三 

導
入
時
機

與
流
程
管

導入時機 

（單選） 

建 築 物 初 期

（單選） 建物建置施工期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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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準 
項次 

分 項

指標 
評估項目 

分項 η項 

配

分 

最 高

得分 

建築物完成後 
建物完工後（二次

施工） 
1 

ᒥ循「電信း置使用管理作業流程」

管制 
1 

流程管制計

畫（單選）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作業程序」或

其他標準作業程序 
1 

1 

TIB0FIB568C 2 

ITP 11801 2 

FM-3600 2 

PB（IB）0CB

（單選） 

其他 2 

2 

TIB0FIB 862 2 

標準化依據 

CB（單選） 
其他 2 

2 

Cbt 3 0 

Cbt 5，5e 2 

Cbt 6 3 

Cbt 6B 3 

TIB0FIB ( 除

峒 ᠼ 可 加 總

外，其Ꭹ採單

選） 
峒ᠼ 4 

Cbt 3 0 

Cbt 5 2 

Cbt 6 3 

Cbt 7 3 

四 

佈
線
系
統
的
等
級
與
整
合
度 

線ᢑ與配線

器的等級 

（單選） ITP0IFC ( 除

峒 ᠼ 可 加 總

外，其Ꭹ採單

選） 
峒ᠼ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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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準 
項次 

分 項

指標 
評估項目 

分項 η項 

配

分 

最 高

得分 

Cbt 3 0 

Cbt 5，5e 2 

Cbt 6 3 

Cbt 6B 3 

TIB0FIB ( 除

峒 ᠼ 可 加 總

外，其Ꭹ採單

選） 
峒ᠼ 4 

Cmbtt C 0 

Cmbtt E 2 

Cmbtt F 3 

Cmbtt G 3 

配線系統應

用的等級 

（單選） 
ITP (除峒ᠼ

可加總外，其

Ꭹ採單選） 

峒ᠼ 4 

7 

各系統ᐱ立建置 1 

主༸0尯平0工作區

內ࣣ整合建置 
3 

主༸0尯平整合建

置 
2 

CB0PB(IB) 整

合建置（單選） 

主༸整合建置 1 

主༸0尯平0涵蓋區

內ࣣ整合建置 
4 

主༸0尯平整合建

置 
3 

整合度 

（單選） 

CB0PB(IB)0CB

整合建置（單

選） 

主༸整合建置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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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準 
項次 

分 項

指標 
評估項目 

分項 η項 

配

分 

最 高

得分 

其他部分整合

建置 

（說明整合之項

目） 
2 

TIB0FIB 606 3 

FM-3600 1 

具備標示與

識別與依據

標準（單選） 其他 1 

 存規劃與ฺ工圖資 2ߥ

具有系統釱၂報告書 2 

五 

佈
線
系
統
管
理
機
制 

具備後續維護管理計畫（納入設施物業管理相關

機制） 
1 

8 

新技術應用

項目與功效 

新技術參考項目： 

OHO 佈線技術、ຬ高速佈線系統、

新尺代峒ᠼ通信技術、࠼尜網路佈

線技術（NpCB、HpneQOB、QMC、

HpneQmuh BV、uQOQ、HENI、） 

4 

六 

佈
線
新
技
術
導
入
程
度 

符合相關指

標0認證 

ዛᓰ得分 

௶明ᕇ得之認證、指標峮ᆀ、數量

及證資料 
3 

7 

合計總分 100  

合格等級 
ɍ85ɴ100 分ʏ高度智慧化   ɍ70�84 分ʏ優質智慧化 

ɍ50�69 分ʏ一般智慧化   ɍ50 分以下ʏ未達智慧化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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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統整合指標 

   「系統整合指標」就是作為評估應用於建築物的各項自動化服務系統在整

合運作上之作法與成效的考核指標，包括了系統整合之程度、系統整合之方

式、系統整合之服務、系統整合之平台、與整合系統之安全性等評估項目，

賦予各項評估項目的配分權重，經評定後加總，並區分不同種類ࠠ的建築物

訂定合格標準，以期能作適切地ղ斷與檢核。 

表表表表 3- 8 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項次 項目 分項 η項目 
基準 

類別 

權重 

配分 

最 高

配分 

1.建築物內部機電設備納入監控之尬例 

(機電設備總數與監控機電設備總數之尬) 

ɍ 50&以下(不含 0&) Ⴔᓰ性 3 

ɍ 50&�80& Ⴔᓰ性 6 

ɍ 80&以上 Ⴔᓰ性 9 

2.機電設備受控制與監視之尬例 

ɍ 50&以下(不含 0&) Ⴔᓰ性 3 

ɍ 50&�80& Ⴔᓰ性 6 

中屹監

控系統 

ɍ 80&以上 Ⴔᓰ性 9 

1.系統間整合後互動關連程度 (有互動關

聯之η系統與η系統總數之尬) 

ɍ 50&以下(不含 0&) Ⴔᓰ性 3 

ɍ 50&�80& Ⴔᓰ性 6 

1 
系統整合之程

度 

η系統

之整合 

ɍ 80&以上 Ⴔᓰ性 9 

27 

1.建築物機電設備是否具提

供被監控整合之接點介面 

必要性 6 

2.η系統以軟體整合之尬例(η系統軟體整

合數與η系統總數之尬) 

2 系統整合之方

式 

 

ɍ 50&以下(不含 0&) Ⴔᓰ性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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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分項 η項目 
基準 

類別 

權重 

配分 

最 高

配分 

ɍ 50&�80& Ⴔᓰ性 6 

ɍ 80&以上 Ⴔᓰ性 9 

3.以軟體整合之η系統應提

供各自的專ឦ之通訊接口與

通訊協定資料<而以硬體整

合之η系統應提供各自系統

在控制器上之輸入輸出接點

介面 

必要性 10 

1.整合系統操作之範圍(可複選) 

ɍ 自動控制層 Ⴔᓰ性 1 

ɍ 區域乙ϼ網路層 Ⴔᓰ性 2 

ɍ 網際網路環境 Ⴔᓰ性 2 

ɍ 行動通訊網路層 Ⴔᓰ性 2 

2.系統整合服務內容程度(可複選) 

ɍ 電力系統 Ⴔᓰ性 1 

ɍ 空調系統 Ⴔᓰ性 1 

ɍ 照明系統 Ⴔᓰ性 1 

ɍ 動力系統 Ⴔᓰ性 1 

ɍ ߐ系統 Ⴔᓰ性 1 

ɍ ߥ全系統 Ⴔᓰ性 1 

ɍ 對ᖱ系統 Ⴔᓰ性 1 

ɍ 消防系統 Ⴔᓰ性 1 

ɍ ଶ車管理系統 Ⴔᓰ性 1 

ɍ 監視系統 Ⴔᓰ性 1 

3 

 

 

 

 

 

 

 

 

 

系統整合之服

務 

 

ɍ 物業管理系統 Ⴔᓰ性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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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分項 η項目 
基準 

類別 

權重 

配分 

最 高

配分 

1.主系統與η系統使用相同的系統通訊平

台的尬例(相同系統數與系統總數之尬) 

ɍ 50&以下(不含 0&) Ⴔᓰ性 3 

ɍ 50&�80& Ⴔᓰ性 6 

ɍ 80&以上 Ⴔᓰ性 9 

2.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度(國際標準

化平台系統數與系統整合系統總數之尬) 

ɍ 50&以下(不含 0&) Ⴔᓰ性 3 

ɍ 50&�80& Ⴔᓰ性 6 

ɍ 80&以上 Ⴔᓰ性 9 

3.傳輸網路架構方式 

ɍ 對等式傳輸網路 Ⴔᓰ性 4 

4 系統整合平台  

ɍ 主從式傳輸網路 Ⴔᓰ性 2 

22 

1.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設置 Ⴔᓰ性 2 

2.系統的資安的防護設置 Ⴔᓰ性 2 

3.系統備醠的設置 Ⴔᓰ性 2 

5 
整合的安全機

制 
 

4.採用整合技術資料的ߥ存 Ⴔᓰ性 2 

8 

合計 100 

一般智慧化 優質智慧化 高度智慧化 
合格等級 

50�69 分 70�89 分 90�100 分 

 

七、設施管理指標 

「設施管理」指標區分成「使用管理」與「建築設備維護管理」兩分項指標。

所ᒏ「使用管理」分項指標，包括資產管理及效能管理兩個評估項目；所ᒏ

「建築設備維護管理」分項指標；包括組織管理、維運管理及ߏ期修ᙄ計畫

三個評估項目。 

「設施管理」指標著重於制度建構、行政監督及作業管制等管理功能的實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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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評估目的內容或階段，目的是週期性的確認及監控管理系統正常運轉，

評估項目是在一定時期內根據需要而建立的，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增加或減

少，評估事項應該在管理制度或流程中具有重要的義意，並能透過質化及量

化的方法，以產生可提供،策性的資訊。 

表表表表 3- 9 設施管理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設施管理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設施管理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設施管理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指

標 

分項

指標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

分 

最 高

得分 

1.訂定資產管理制度 必要性 5  

2.產權(܊產)管理制度 必要性 5  

3.ચၛ管理制度 Ⴔᓰ性 5  

4.設施使用動ᄊ管理 必要性 5  

資產

管理 

5.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理規

範、管理規ऊ 
必要性 5  

1.預期使用機能需求評估與規劃 Ⴔᓰ性 5  

2.訂定品質管理制度(如 ITP、TPQ) 必要性 5  

3.訂定管理ᕮ效評估標準(如 LQI) Ⴔᓰ性 5  

4.設施管理的整合作業系統 必要性 5  

使
用
管
理 

效能

管理 

5.提供،策支醠統的功能 必要性 5  

1.管理組織ࠠᄊ與編制 必要性 5  

2.法令規範應配置的專業或ຓ照人

員 
必要性 5  

3.訂定專業協ऊቷ商的管理制度 Ⴔᓰ性 5  

組織

管理 

4.設施管理人事管理制度 必要性 5  

設
施
管
理
指
標 

建
築
設
備
維
護
管
理 

維運

管理 

1.訂定年度設備管理維護計畫(含預

ᆉ) 
必要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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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分項

指標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

分 

最 高

得分 

2.訂定各項設施設備管理維護規範 必要性 5  

3.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具備智

慧化自主性的作業管理(e 化整合) 
必要性 5  

4.訂定峤機處理與ᆙ࡚事ࡺ應變計

畫 
必要性 5  

1.訂定ߏ期修ᙄ計畫(含預ᆉ) Ⴔᓰ性 4  ߏ期

修ᙄ 2.訂定ߏ期修ᙄ財務ᝢ計畫 Ⴔᓰ性 4  

正式標章 符合相關 

指標0ዛᓰ

得分 

政府辦理優良公酣大༺

或社區評選ᕇዛ事項或

其他舉ຓ項 

標章候選

證書 

Ⴔᓰ性 2  

必要性 70  
類別配分 

Ⴔᓰ性 30  

合計總得分 100  

基準等級 
ɍ80ɴ100 分ʏ高度智慧化  ɍ70ɴ79 分ʏ優質智慧化 

ɍ60ɴ69 分ʏ一般智慧化  ɍ59 分以下ʏ未達智慧化基準 

 

    住宅類智慧建築之評估內容則是包含有基礎設施、安全監控、健康照護、

便利舒適與永續節能等五項評估指標，每項指標Ξ分別針對共用空間與專用

空間訂定其評估基準與配分。 

以下為各項指標之評估基準與配分; 

一、基礎設施指標 

    住宅之基礎設施係指建構一具備智慧功能生活指標之住宅建築應有之基

本資通信軟硬體設施、服務整合與管理維運平台，包括資通信賴以維持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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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佈線基礎設施，ICT 服務得以方便到家之系統整合，及智慧服務能夠永續發

展之設施管理維運機制。住宅建築是以居住用為目的，提供安全便利、健

康舒適的居家環境為訴求，以滿足現代生活需求為導向，因此應用科技產業

發展的技術，建構因應生活需求的智慧化住宅為現階段與未來住宅必然之趨

勢。住宅智慧化主要在建構住宅必須提供之生活功能，如安全監控、健康照

護、便利舒適、及賴以永續發展之節能減ᅹ功能。而建構這些功能，則須仰

賴各種資通信與新服務技術，透過一基礎設施平台，進行整合及ִ善管理維

運，方能發揮具體功效，進而達成居家住宅ଓ求之智慧生活。 

表表表表 3- 10 基礎設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基礎設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基礎設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基礎設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項

次 

分

項

指

標 

空

間

類

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分 

線統需求設計書、網路架

構圖、ࠟޔ༸管昇位圖、

主༸配ᢑ昇位圖、尯平配

線0配管圖、佈線設備及空

間配置మ單ᄤ審查檢釱計

畫書 

必要性 2 

引進設施設、電信室0設備

室0總ጃ、主༸與尯平配線

系統之設計與配置符合

FM-3600 規範 

必要性 4 

一 

共

用

空

間 

住宅佈線系

統規劃設計

之完整性 

上述之規劃書與各佈線系

統 之 設 計 與 配 置 優 於

FM-3600 規範 

Ⴔᓰ性 2 

8 

二 

資

通

信

與

綜

合

佈

線

系

統

指

標 

32 

共

用

資通信、視訊

服務與佈線

電信基礎服務（傳統語音

服務、公眾電話） 
必要性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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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

項

指

標 

空

間

類

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分 

ቨᓎ接取服務（如 yETM 接

取服務、或有線ቨᓎ服

務、或其他可接取網際網

路服務之ቨᓎ服務） 

基礎視訊服務（公共Ϻ

線、或有線電視、視訊隨

選服務） 

具備進階之優質資訊0數

據服務（如 30Nbpt 以上之

ቨᓎ接取服務、或社區區

域網路服務、或無線區域

網路、或峒ᠼ到家服務） 

具備進階之優質視訊服務

（如數位視訊服務、HETV 

服務、IQTV 服務、或其他

等同服務） 

Ⴔᓰ性 2 

空

間 

系統可支醠

之功能 

佈線系統可支醠共同空間

設施之控制自動化0智慧

化服務（如佈線系統應用

於ߥ全ߐ感釱服務、或

消防生命線安全服務、或

հཪ空調通風控制管理服

務、或能源管理控制服

務、或其他智慧化服務） 

Ⴔᓰ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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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

項

指

標 

空

間

類

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分 

電信基礎線ᢑ配線器須

符合 Cbt3 等級以上，數據

區域網路線ᢑ與配線系統

須符合 Cbt5（或 Cmbtt E）

等級以上 

資通信配線系統須整合為

單一系統 

具備規劃設計與ฺ工圖資

 存與更新之機制ߥ

必要性 4 

配線系統含峒ᢑ化之規劃

設計 
Ⴔᓰ性 1 

達 成 設 施 配 線 系 統 在

CB0CB0IB 之整合 
Ⴔᓰ性 1 

三 

共

用

空

間 

住宅佈線系

統之等級、整

合度與管理

維運 

具備系統釱၂驗證、與後

續管理計畫 
Ⴔᓰ性 1 

7 

居家宅內配線設計與配

置：採用宅內配線ጃ，ࢃ

ރ VTQ 電ᢑ配線至各

SK-45，܊ 出線պ設計 

四 

專

用

空

間 

宅內配線系

統之規劃配

置與服務功

能 

居家宅內配線系統達成資

通信整合應用 

必要性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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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

項

指

標 

空

間

類

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分 

配線系統支醠居家自動控

制0智慧化服務（如居家ߐ

、監控、ߥ全、照護、

自動᠐表、能源管理等智

慧化服務） 

Ⴔᓰ性 2 

宅內配線系統達成在「資

通 信 」 、 「 Hpne 

butpnbtjpn」之佈線整合 

在࠼、ታ܊、書܊、ޮ

室與工作܊等空間ࣣ配置

至少 3 ୵以上之 SK-45 或

設置無線區域網路，並預

੮電源供應 

Ⴔᓰ性 2 

Hpne hbtexbz 導入與應用 

家網路導入與應用：

HpneQOB- NpCB- HpneQmuh 

BV- HpneHsje- VQB- 

Gjsexjse- HENI etd. 

高速無線網路導入與應

用; WMBO- [jhbee- VWC- 

Cmutppi- Wjnby etd. 

五 專

用

空

間 

資通信與佈

線新技術之

導入程度 

Tentps netxpsl 導入與

應用 

Ⴔᓰ性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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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

項

指

標 

空

間

類

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分 

居家宅內智慧配管與家具

整合配線技術 

室內Ϻ線系統、༾基地台

或డ༾基地台等ᇶ助行動

通信涵蓋設施導入與應用 

其他具體化新技術導入與

應用 

六 

共

用

空

間 

中屹監控統

(CB)之建立 

建立中屹監控系統(CB 

Tztten) 
必要性 8 8 

七 

共

用

空

間 

中屹監控室

或管理室或

專有處所之

設置 

設置提供監控系統使用之

中屹監控室或管理室等專

有處所 

必要性 8 8 

Ζ 

共

用

空

間 

建築機電之

監控介面之

੮設 

提供動力、空調、照明、

通風等機電設備控制ዬ之

遠端監控介面 

必要性 8 8 

九 

住

宅

系

統

整

合

指

標 

32 
專

用

空

間 

消防、防ห、

對ᖱ、ᆙ࡚求

௱信ဦ之整

合對外傳輸 

具消防、防ห、對ᖱ、ᆙ

࡚求௱與中屹監控系統訊

ဦ連線之整合性功能 

必要性 8 8 

十 住  使用之資產 1.訂定資產管理制度 Ⴔᓰ性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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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

項

指

標 

空

間

類

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分 

2.產權(܊產)或ચၛ管理

管理制度 
Ⴔᓰ性 1 

3.設施使用動ᄊ管理 Ⴔᓰ性 1 

管理 

4.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

管理規範、管理規ऊ 
必要性 2 

1.訂定品質管理制度(如

ITP、TPQ) 
Ⴔᓰ性 2 

十

一 
 

使用之效能

管理 2.設施管理的整合作業系

統 
必要性 2 

4 

1.管理組織ࠠᄊ與編制 必要性 2 

2.法令規範應配置的專業

或ຓ照人員 
必要性 2 

3.訂定專業協ऊቷ商的管

理制度 
Ⴔᓰ性 2 

十

二 
 

建築設備維

護管理之組

織管理 

4.設施管理人事管理制度 Ⴔᓰ性 1 

7 

1.訂定年度設備管理維護

計畫(含預ᆉ) 
必要性 2 

2.訂定各項設施設備管理

維護規範 
必要性 2 

3.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

作具備智慧化自主性的作

業管理(e 化整合) 

必要性 2 

十

三 

宅

設

施

使

用

管

理

指

標 

32 

 

建築設備維

護管理之維

運管理 

4.訂定峤機處理與ᆙ࡚事

 應變計畫ࡺ
必要性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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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

項

指

標 

空

間

類

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分 

1.訂定ߏ期修ᙄ計畫(含

預ᆉ) 
Ⴔᓰ性 1 

十

四 
 

建築設備維

護管理之ߏ

期修ᙄ 
2.訂定ߏ期修ᙄ財務ᝢ

計畫 
Ⴔᓰ性 1 

2 

1.智慧化設施之功能說明

書及操作手冊冊 
必要性 2 

2.智慧化設施設備之ࡺም

排除及維修服務 
必要性 2 

3.有效期之智慧化設備ߥ

 書ڰ
必要性 1 

十

五 
 

專有部分之

維運管理與

服務 

4.有效期之智慧化支醠服

務合ऊ或相關書件 
必要性 1 

6 

十

六 

公認標準之

佈線系統配

置與整合之

「認證」、「標

章」、「ዛᓰ」

事ᙬ 

ICV 標章、其他具體之「認

證」、「標章」、「ዛᓰ」 
Ⴔᓰ性 2  

十

七 

符

合

相

關

指

標 0

ዛ

ᓰ

得

分 

4 

 
政府辦理優

良公酣大༺

或社區評選

ᕇዛ事項或

其他舉ຓ事

項 

正式標章 

標章候選證書 
Ⴔᓰ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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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監控指標 

    安全監控指標乃是評估建築物藉由自動化系統下，分別從ୀ知ᡉ示與通

報性能、߳限與排除性能、避難引導與ᆙ࡚௱醠三個層面下，對峤害建築物

或ુ࠶使用者人身安全等災害，能夠達到事先防範、防尩其擴大與能夠利

避難的智慧化性能指標。然而，智慧化所ଓ求的並不是ᅐ無尩盡的投資與增

設系統，而是要在現階段科技發展下，將應具備之各項設備先行定位後，以

可行而且符合法規現況的方式，產生適當的連動序，去達到智慧化之程度，

進而醹向設備減量與系統整合的目標。 

表表表表 3- 11 安全監控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安全監控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安全監控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安全監控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項

次 

分 項

指標 

空 間

類別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 分 

設置防災中心、中屹

監控室或同性質場所 
必要性 4  

設置可自動探釱各種

火災ቻ峔之設備，並

ᡉ示火災發生處所。 

必要性 4  

自動確認火災報之

正確性並通報，當系

統ࡺም時能自動回報

及錄。 

必要性 4  

設置వ尯ୀ釱設備。 Ⴔᓰ性 3  

建物安

全監控 

設置建物結構安全ރ

ᄊ監視系統或地

錄ሺ。 

Ⴔᓰ性 3  

一 
ୀ 知

通 報

與 ᡉ

示 性

能 

共 用

空間 

人身安
設置防ห自動報設 必要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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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 項

指標 

空 間

類別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 分 

備 

設置影音對ᖱ設備 Ⴔᓰ性 2  
全監控 

設置致命或有害體

之監釱設備。 
必要性 4  

新技術

新工法 

其他創新並有效之新

技術與新工法。 
Ⴔᓰ性 2  

設置安全ఊ防火ߐ定

位報設備。 
必要性 4  

災害ୀ知後可連動௴

動ྐ火設備。 
必要性 4  

設置防尯႔ߐ等ᙁ易

設備。 
必要性 3  

建物安

全監控 

建築物設置避系

統。 
Ⴔᓰ性 3  

設置自動ߐ管制設

備。 
必要性 4  

設置ଶ車管理設備。 必要性 3  人身安

全監控 設置可有效排除或ี

ញ有害體的連動設

備或空間設計 

必要性 3  

二 

߳ 限

與 排

除 性

能 

新技術

新工法 

其他創新並有效之新

技術與新工法。 
Ⴔᓰ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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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 項

指標 

空 間

類別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 分 

建物安

全監控 

避難௱醠動線上的៓

ߐ或安全ߐ等設

備，設有ᆙ࡚開௴或

連動之း置。 

必要性 4   

火災發生後能連動並

有效引導人員避難之

設備。 

Ⴔᓰ性 3  
人身安

全監控 
酳所、電ఊ等處，設

ᆙ࡚求௱່ࡪ設備。 
必要性 3  

三 

避 難

引 導

與 ᆙ

࡚ ௱

醠 

新技術

新工法 

其他創新並有效之新

技術與新工法。 
Ⴔᓰ性 2  

建物安

全監控 

設置可自動探釱各種

火災ቻ峔之設備。 
必要性 4  

設置致命或有害體

之監釱設備。 
必要性 4  

設置防ห自動報設

備。 
Ⴔᓰ性 3  

人身安

全監控 

設置影音對ᖱ設備。 必要性 3  

四 

ୀ 知

通 報

與 ᡉ

示 性

能 

新技術

新工法 

其他創新並有效之新

技術與新工法。 
Ⴔᓰ性 2  

五 
߳ 限

與 排

專 用

空間 

建物安

全監控 

災害ୀ知後可連動௴

動ྐ火設備。 
必要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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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 項

指標 

空 間

類別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 分 

人身安

全監控 

設置可有效排除或ี

ញ有害體的連動設

備或空間設計 

必要性 3  

除 性

能 

新技術

新工法 

其他創新並有效之新

技術與新工法。 
Ⴔᓰ性 2  

建物安

全監控 

等設有能ߐ៓、ื៓

ᆙ࡚開௴或連動之း

置。 

Ⴔᓰ性 3  

人身安

全監控 

居室、酳所等處，設

ᆙ࡚求௱່ࡪ設備。 
必要性 3  

六 

避 難

引 導

與 ᆙ

࡚ ௱

醠 新技術

新工法 

其他創新並有效之新

技術與新工法。 
Ⴔᓰ性 2  

必要性 67  
類別配分 

Ⴔᓰ性 33  

合計總分 100  

合格等級 
ɍ高度智慧化 

88ɴ100 分 

ɍ優質智慧

化 

78 ɴ87 分 

ɍ一般智慧化 

67ɴ77 分 

未達智慧化 

=67 分 

 

三、健康照護指標 

    本指標主要透過規範各項相關所需設備系統來確ߥ並評估住家環境中在

增進健康、預防、ບ斷、ݯᕍ、酸健等各階段，都可適當且充分地與ᙴᕍ機

構ᆙ密結合，提供給使用者最即時之照護協助，並且各項း置ࣣ在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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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可應符合人體工學並也能使ަ體行動不便者方便操作，以達到適合各年

ស層各類ࠠ居住者使用之智慧住家。 

表表表表 3- 12 健康照護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健康照護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健康照護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健康照護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項

次 

分項 

指標 

空間

類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高

得分 

行動ᇶ助း置 必要性 5  
ᇶ助း置 

導ޓᇶ助း置 必要性 5  

公共ᡉ示及導

ំး置 
必要性 5  

共用

空間 
示း置 

聲響示း置 必要性 5  

事ࡺ防ݯး置 必要性 5  

ᇶ助း置 減身體負

း置 

Ⴔᓰ性 
3  

聲響示း置 Ⴔᓰ性 2  

一 
無ምᛖ

系統 

專用

空間 

示း置 
視覺示း置 Ⴔᓰ性 2  

酸健管理 Ⴔᓰ性 2  

峈໕管理 必要性 5  
共用

空間 
健康管理 

其他管理服務 Ⴔᓰ性 2  

起居照護 生活作息管理 Ⴔᓰ性 2  

用ᛰ管理 必要性 5  

१管理 Ⴔᓰ性 2  

運動管理 Ⴔᓰ性 2  

ऍ容照護 Ⴔᓰ性 2  

二 
照護管

理系統 
專用

空間 健康照護 

其他照護管理 Ⴔᓰ性 2  

照護資訊及視

訊傳送 
必要性 5  三 

健康服

務系統 

共用

空間 
資訊服務 

遠端ບᕍ服務

系統 
Ⴔᓰ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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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項 

指標 

空間

類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高

得分 

Ոᓸୀ釱း置 Ⴔᓰ性 2  

Ոᑗୀ釱း置 Ⴔᓰ性 2  

心ၢୀ釱း置 Ⴔᓰ性 2  

生理監釱

系統 

其他監釱း置 Ⴔᓰ性 2  

ୀ釱系統連線

း置 
Ⴔᓰ性 4  

ᆙ࡚處္

း置 ᆙ࡚處理支醠

服務 
必要性 5  

౽動ୀ釱း置 Ⴔᓰ性 2  

Ոᓸୀ釱း置 Ⴔᓰ性 2  

Ոᑗୀ釱း置 Ⴔᓰ性 2  

心ၢୀ釱း置 Ⴔᓰ性 2  

生理監釱

း置 

其他ୀ釱း置 Ⴔᓰ性 2  

ୀ釱系統連線

း置 

Ⴔᓰ性 
4  

專用

空間 

ᆙ࡚處理

服務 ᆙ࡚處理支醠

服務 
必要性 5  

必要性 50  
類別配分 

Ⴔᓰ性 50  

合計總分 100  

合格等

級 

ɍ高度智慧化 

85ɴ100 分 

ɍ優質智慧化 

75 ɴ84 分 

ɍ一般智慧化 

65ɴ74 分 

ɍ 未達智慧化 

=65 分 

 

四、便利舒適指標 

建築物除了要能滿足建築物的使用機能外，提供在室內使用者一個便利舒適

之場所，亦為重要之住宅建築目標之一。本指標則在便利的部分針對資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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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能力、協助း置與個人化系統服務進行討論；舒適的部分則是多為環境監

釱與控制。在共用空間，主要評估有環境控制、資訊傳ኞ兩項目；專用空間

則是家事服務、環境控制與家影音資訊服務系統三評估項目。 

表 3- 13變力舒適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項

次 

分項指

標 

空間類

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

分 

最高

得分 

日照感釱း置 Ⴔᓰ性 2  

溫度感釱း置 Ⴔᓰ性 2  
室外候

感釱း置 
雨量感釱း置 Ⴔᓰ性 2  

照度感釱း置 Ⴔᓰ性 1  

溫度感釱း置 Ⴔᓰ性 1  

CP2 感釱း置 Ⴔᓰ性 1  

室內環境

感釱း置 

其他ୀ釱း置 Ⴔᓰ性 2  

共用空

間 

連動း置 連動系統之設計 Ⴔᓰ性 5  

照度感釱း置 Ⴔᓰ性 1  

溫度感釱း置 Ⴔᓰ性 1  

CP2 感釱း置 Ⴔᓰ性 1  

室內環境

感釱း置 

其他ୀ釱း置 Ⴔᓰ性 2  

一 
環境監

控系統 

專用空

間 

連動း置 連動系統之設計 Ⴔᓰ性 5  

視訊會議 必要性 5  
ু樂服務 

ङ醱音樂系統 Ⴔᓰ性 1  

電η圖書ᓔ Ⴔᓰ性 2  

F 化學習系統 Ⴔᓰ性 2  
學習服務 

其他學習服務系

統 

Ⴔᓰ性 
1  

公共廣ኞ系統 必要性 5  

二 生活服

務系統 

共用空

間 

資訊服務 

公共電視及有線 必要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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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項指

標 

空間類

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

分 

最高

得分 

電視 

१Պ住行等各項

生活資訊服務 
Ⴔᓰ性 2  

資訊平台ᡉ示與

操作介面 
必要性 5  

料理服務系統 Ⴔᓰ性 2  

మዅ服務系統 Ⴔᓰ性 2  

释ਭ照護系統 Ⴔᓰ性 1  

用電管理系統 Ⴔᓰ性 2  

虛擬管家 Ⴔᓰ性 5  

家事服務 

其他服務系統 Ⴔᓰ性 2  

視訊း置 必要性 5  

ङ醱音樂系統 Ⴔᓰ性 1  ু樂服務 

線上ᖼ物系統 Ⴔᓰ性 1  

個人化情境控制

系統 

Ⴔᓰ性 
5  

調३系統 Ⴔᓰ性 2  

情ᆣ感知系統 Ⴔᓰ性 2  
Ờᓸ服務 

其他Ờᓸ服務系

統 

Ⴔᓰ性 
2  

學習服務 F 化學習系統 Ⴔᓰ性 2  

物品紀錄 Ⴔᓰ性 2  

尯電岣醬紀錄 Ⴔᓰ性 2  

環境監控紀錄 Ⴔᓰ性 1  

專用空

間 

資訊服務 

१Պ住行等各項

生活資訊服務 
Ⴔᓰ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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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分項指

標 

空間類

別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

分 

最高

得分 

資訊平台ᡉ示與

操作介面 
必要性 5  

必要性 30  
類別配分 

Ⴔᓰ性   

合計總分 100  

合 格 等

級 

ɍ高度智慧化 

88ɴ100 分 

ɍ優質智慧化 

78 ɴ87 分 

ɍ一般智慧化 

67ɴ77 分 

ɍ 未達智慧化 

=67 分 

 

 

 

 

五、永續節能 

    住宅永續節能指標主要評估建築物之空調、照明、動力等設備之節能，

以۳建築設備的發展，主要是提高建築的經ᔮ性與便利性，但隨著社會的富

ျ，對舒適性的要求逐ᅌ增加。然而為了維持建築環境的舒適，建築設備消

大量的能源，在地ౚ環境意識ܩ頭的今日，考慮各項節能之技術已ᅌ成

為建築設備重要的ፐ題。因此評估指標是以空調、照明、動力設備等設備系

統之各項系統構成之節能手法為評量依據。 

表表表表 3- 14 永續節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永續節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永續節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永續節能指標評估基準與配分 

項

次 

空

間

類

別 

分

項

指

標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

分 

符合能源局現行標準 必要性 6  峙尯主機性能

係數 提升效ዛᓰ得分 Ⴔᓰ性 6  一 

共

用

空

空

調 

設
主機容量效 主機容量供應面ᑈ之 Ⴔᓰ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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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空

間

類

別 

分

項

指

標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

分 

合理性 間 備 

其他節能系統 設置主機台數控制、

全交換器系統等節

能施 

Ⴔᓰ性 6  

符合建議標準 必要性 6  
用電需量密度 

提升效ዛᓰ得分 Ⴔᓰ性 6  

二 

共

用

空

間 

照

明 

設

備 
其他節能施 

採用ఀ峒利用、採用

高效ᐩ具等節能

施 

Ⴔᓰ性 5 

 

符合建議標準 必要性 6  用電需量密度 

提升效ዛᓰ得分 Ⴔᓰ性 4  
三 

動

力 

設

備 

其他節能施 採用變ᓎ器控制電ఊ

運轉等節能施 
Ⴔᓰ性 4  

四 

共

用

空

間 

再

生

能

源 

採用再生能源

設備 

再生能源設備之功能 

Ⴔᓰ性 5  

自動監控系統之功能 必要性 16  

人機介面之設備 Ⴔᓰ性 2  
五 

共

用

空

間 

設

備 

監

控 

空調、照明、

動力之自動監

控系統 人機介面之功能 
Ⴔᓰ性 2  

空調設備用電

容量密度 

60VB0n2 
Ⴔᓰ性 2 

 

一 

專

用

空

用

電

容 照明設備用電 15VB0n2 
Ⴔᓰ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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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空

間

類

別 

分

項

指

標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準 

類別 
配分 

最 高 得

分 

間 容量密度 

二 

專

用

空

間 

量 

醘座設備用電

容量密度 
25VB0n2 Ⴔᓰ性 2  

三 

專

用

空

間 

設

備 

節

能 

設備效與能

源監控管理等

施 

 

採用或預੮高效設

備、節能監控設備之

空間、管路、系統、

控制介面等 

Ⴔᓰ性 

 
14 

 

必要性 34  
類別配分 

Ⴔᓰ性 66  

合計總分 100  

格等級 

ɍ高度智慧

化 90ɴ100

分 

ɍ優質智慧化

80ɴ89 分 

ɍ一般智慧化 

60ɴ80 分 

ɍ未達智慧化

基準 ɦ60 分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一、人機介面指標之深入研討 

    人機介面須考慮之各層面內涵並於各項指標中應檢討之適ە評估項目內

容。 

二、權重配尬之訂定 

    採用國外規範或分析歷年申請者，檢討並訂定出適用之權重。 

三、住宅類實例之撰寫 

    擇用適ە之住宅類案例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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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C3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內容概述內容概述內容概述內容概述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民國 80年起推動智慧ࠠ建築之相關研究，十多年來ಕᑈ了

許多的經驗與研究的成果，其間主要研究ፐ題包括智慧ࠠ建築之規劃設計、自動化設

備系統與使用管理維護等調查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 81 年執行的我國智慧建築

之現況調查與 82 年智慧ࠠ辦公大樓自動化設施之使用特性調查研究與智慧建築相關

法令之研修與建議，於 83 年更進行智慧ࠠ住宅之發展特性與設備系統之調查研究，

以及智慧ࠠ建築管線空間標示系統之研究，並於 85 年整合學界及業界共同組成之研

究λ組完成我國「智慧ࠠ公酣大༺自動化系統設計準則」，提供業界在智慧住宅自動

化系統設計上之參考依循。 

    除此之外，自 83年起每年主辦「優良智慧ࠠ建築評選ዛᓰ」，組成評審委員會，

對國內智慧建築進行評選工作，並收集國內智慧ࠠ建築設施等相關資料，對本β化之

智慧建築研究，具有重要之意義。於此期間建築業受全ౚ性經ᔮ૰ଏ之影響，面ᖏ醱

ᑵ條之問題，但隨著網路與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醹向ᆒጏ化及高科技化之智慧ࠠ

建築需求ࠅ日益切，如何以最快速度ᕇ取資訊，以最有效方式管理建物，更以最

省能方法提供舒適之辦公環境，已經成為 21尺紀建築物興建時必備之設施與重要之

ፐ題。因此更於 88 年再度委由業界與學界整合歷年既有的智慧ࠠ建築調查研究成

果，針對新建建築和既有建築建立一套適用於台灣本β化環境體制的「建築物智慧化

之設計規範ᄤ解說」，成為我國ᗌ向二十一尺紀提昇建築品質之重要依據。 

    為因應高科技資訊化時代的來ᖏ，政府ᑈ極推動台灣成為٥ϼ營運中心，以吸引

各國峐業集團到台灣設立٥ϼ總部或分支機構。台灣在 2001 年加入尺界ຩ易組織

（WTO）之後，國際商業行為更為ᓎᕷ，對高品質之辦公大樓需求更為切。於此

同時內政部建研所配合政府推動『台灣科技』及打造『數位台灣計畫』，除了針對

全國智慧建築作全面性的調查研究，並制定智慧建築相關準則、規範。更於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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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以務實的方式推廣智慧建築標章制度。 

    Ξ於 2005/2006年，行政ଣ科技產業策ౣ（SRB）會議醝㇞「便利新科技、智慧

好生活」主題，並定義智慧化居住空間為「建築物導入永續環ߥ觀念與智慧化等相關

產業技術，建構主動感知及滿足使用者需求之建築空間，以創造及享有安全、健康、

便利、舒適、節能與永續的工作及生活環境」。目前政府相關部ߐ也根據智慧化居住

空間發展的會議結論及策ౣ，進行分工規劃並陸續展開相關的計畫與工作，期ࡑ發展

出創新的 ICT 技術來服務人們的生活環境。 

    全ౚ經ᔮ的起०與科技的發達，提升了人類的生活品質，也改變了人類生活方

式，建築物是人類每日活動的重要場所，藉由建築智慧化來提供安全、健康、舒適、

便利、節能與永續服務已成為現代化建築的趨勢。 

    內政部自從在 2003年訂定了台灣第一本「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並大力推

動智慧建築標章後，這幾年來，廣受建築設計規劃、投資業界以及機電等建築設備業

界的重視，以建造高科技高資訊化智慧建築作為܊地產ᎍ୧之宣傳，業主方也以

能取得智慧建築標章作為ո力的目標，不但ᕇ得廣大消費者的認同，成為建商ᎍ୧業

ᕮ的ߥ證。 

    由此可知，建築智慧化之設計乃成為現代建築設計中不可或缺的設施之一，也是

未來建築發展的潮流，加上近年來政府訂定以「智慧生活空間」做為未來國家重要發

展政策之一，更讓建築智慧化的技術，受到建築相關產業的重視，目前「智慧建築解

說與評估手冊」雖已有各類智慧建築設計準則與規範之制定，但因其性質內容較ឦ條

文式之說明，對初入ߐ之使用者或設計者而言，較ᡉ生ᔴ難ᔉ，為了明確訂定出建築

物智慧化相關實務的設計規劃技術，本計畫將根據目前內政部最新更新「新版智慧建

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之內容架構為基本ᙔ圖，除了對其各項智慧化評估指標項目內之

技術加以架構分類、解析與說明外，並賦予適合適當的圖例、圖表或設計資料以及భ

ᡉ易ᔉ之圖例配合案例作為規劃設計之運用。 

    除此之外，藉由本研究之成果希望進而可以༼編成一套符合國內標準之智慧建築

設計技術手冊，教導設計者正確與實務上的規劃設計理念，使參與智慧建築規劃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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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確瞭解智慧化系統導入建築物的技術手法，成為智慧建築設計之基礎工具書，提

供初學者或是建築物設計者與管理者భᡉ易ᔉ之入ߐ專業書籍，也能成為智慧建築標

章之推廣手冊，對智慧建築設計之推廣具將具有相當正面之意義。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實施方法及過程實施方法及過程實施方法及過程實施方法及過程 

    隨著科技的發達，建築物之設備也隨著建物的高層化與複雜化ຫᡉ出其重要性，

其設備內涵與機能也ຫ發ᖱ究整合與自動化之控制，智慧建築之理念即是以配合建築

空間ᗈ建築體元件，從人體工學、物理環境、作業ࠠᄊ及管理ࠠᄊ角度整合，將建築

物內之電、電信、給排尯、空調、防災、防ห及輸送等設備系統與空間使用之運轉、

維護管理予以自動化，使建築物功能與品質提昇，以達到建築之安全、健康、節能、

便利與舒適等目的。 

因此，建築智慧化之設計乃成為現代建築設計中不可或缺的設施之一，也是未來建築

發展的潮流，加上近年來政府訂定以「智慧生活空間」做為未來國家重要發展政策之

一，更讓建築智慧化的技術，受到建築相關產業的重視，為了明確訂定出建築物智慧

化相關實務的設計規劃技術，本計畫將根據目前內政部更新之「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

評估手冊」為基本ᙔ圖，對其各項智慧化評估指標項目內之技術加以架構分類、解析

與說明，使參與智慧建築規劃者能更明確瞭解智慧化系統導入建築物的技術手法，並

賦予適合適當的圖例、圖表或設計資料或應用實例作為實務運用的參考，本分項計畫

具體之實施的方法歸納如下： 

1. 根據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建立設計技術手冊之技術架構與項目類別。 

2. 擬定設計技術手冊之各項相關指標之技術原理、技術對策與注意事項。 

3. 擬定設計技術手冊之各項相關指標之設計資料或參考實例。 

4. 擬定技術手冊參考使用說明及相關注意事項。 

5. 舉辦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整重要之參考建議，作為技術內容擬定之參考 

6. 完成期末報告書，並依據研究成果提出建議或策ౣ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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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本本分項分項分項分項計畫研究之計畫研究之計畫研究之計畫研究之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時程項目如下時程項目如下時程項目如下時程項目如下：：：：    

表表表表 4- 1 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之工作時程之工作時程之工作時程之工作時程 

月次月次月次月次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第

一

月 

第 

二

月 

第

三

月 

第

四

月 

第

五

月 

第

六

月 

第

七

月 

第

Ζ

月 

第

九

月 

第

十

月 

備ຏ 

擬定設計技術手冊之技術擬定設計技術手冊之技術擬定設計技術手冊之技術擬定設計技術手冊之技術

架構與項目類別架構與項目類別架構與項目類別架構與項目類別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

談會第一次座談會談會第一次座談會談會第一次座談會談會第一次座談會    
  

  
       

擬定各項相關指標之技術擬定各項相關指標之技術擬定各項相關指標之技術擬定各項相關指標之技術

原理原理原理原理、、、、對策與注意事項對策與注意事項對策與注意事項對策與注意事項。。。。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

談會第二次座談會談會第二次座談會談會第二次座談會談會第二次座談會    
           

擬定各項相關指標之設計擬定各項相關指標之設計擬定各項相關指標之設計擬定各項相關指標之設計

資料或參考實例資料或參考實例資料或參考實例資料或參考實例 
     

  
    

擬定技術手冊參考使用說擬定技術手冊參考使用說擬定技術手冊參考使用說擬定技術手冊參考使用說

明及相關注意事項明及相關注意事項明及相關注意事項明及相關注意事項    
      

 
    

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

談會第三次座談會談會第三次座談會談會第三次座談會談會第三次座談會    

           

完完完完成期末報告書成期末報告書成期末報告書成期末報告書，，，，並提出並提出並提出並提出

建議或策ౣ施建議或策ౣ施建議或策ౣ施建議或策ౣ施    

           

預 定 進 度預 定 進 度預 定 進 度預 定 進 度    

(((( ಕ ᑈ 數ಕ ᑈ 數ಕ ᑈ 數ಕ ᑈ 數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說明：預定評估基準之查核點（完成日期） 

1.完成設計技術手冊之技術架構與項目類別。（第二個月） 

2.完成「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定」第一次座談會。（第三個月） 

3.完成設計技術手冊之各項相關指標之技術原理、技術對策與注意事項。（第五個月） 

4.完成「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定」第二次座談會。（第六個月） 

5.完成設計技術手冊之各項相關指標之設計資料或參考實例。（第七個月） 

6.完成擬定技術手冊參考使用說明及相關注意事項。（第Ζ個月） 

7.完成「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定」第三次座談會。（第九個月） 

8.完成期末報告書，並依據研析成果提出建議或策ౣ施。（第十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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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實施成果實施成果實施成果實施成果         

       本分項計畫所研擬之「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乃基於ᇶ政府推動智慧建築

的政策，以建築物智慧化之設計規劃實務為觀點，提供建築產業相關人員對智慧建

築之規劃設計能力，進而創造及享有更安全、健康、便利、舒適、節能與永續的智

慧生活空間。 

    因此本分項計畫是基於「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之各項評估指標項

目為研擬對象，針對其意義內涵，賦予更實務化技術說明與解析，預期之研究成果

及ଅ獻，列如下： 

1. 提出適用於新版智慧建築評估指標基準內容之各項技術。 

2. 完成各項技術之技術原理、對策與注意事項。 

3. 完成各項技術之設計資料或實例內容。 

4. 完成手冊參考使用說明及相關注意事項。 

5. 舉辦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整重要之參考建議，作為技術內容擬定

之參考 

6. 完成撰寫報告書，並依據研析成果提出建議或策ౣ施。 

 

    由於本研究成果都是有關各類智慧建築評估指標之相關技術內容，內容資料相當

多，每種技術均ࡐᐱ立的來解說，在此摘要版無法詳實備載，詳細內容可參考研究之

本文內容，因此本研究之成果將以蓋括性的方式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    在在在在「「「「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之編輯原則方面之編輯原則方面之編輯原則方面之編輯原則方面 

智慧化建築之規劃設計是需將整體建築空間與智慧化系統一起來考量，有關智

慧化建築空間相關之設計手法與理念將由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

劃計畫之第四分項計畫來加以擬訂，至於智慧化系統則由本計畫來研訂「智慧建築

設計技術手冊」作為規劃智慧化系統之參考，但由於智慧建築內之智慧化系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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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相當廣ݱ，項目不鄭ݍ舉，甚至有部份是跨領域之技術，無法一一網羅於本手

冊中，基於智慧建築標章已成為目前建築智慧化認定的象ቻ，其作為審查用之「智

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之評估指標項目乃為最佳研訂「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

依據，如今隨著「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指標項目的更新，本計劃也將

以此為依據研訂其評估指標項目之相關技術內容，並加以༼編成「新版智慧化建築

設計技術手冊」，其主要的編輯原則可概述如下： 

1、 以「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之指標項目為設計ᙔ本。 

2、 內容定義為對智慧化系統相關技術與觀念的建立。 

3、 以建築規劃設計及設備計劃相關從業人員為將來的使用對象。 

4、 以對應智慧建築標章指標內容之設計技術為優先考量。 

5、 設計技術內容力求適用於我國之建築產業環境。 

6、 以「新版智慧建築標章」指標架構作為技術分類依據，以方便快速查၌ 

7、 技術內容以確實能反應智慧建築安全、健康、省能及高度化設施管理等要

素為主。 

8、 力求ᙁ單易ᔉ、圖文並प之編排方式，以提高᎙᠐性。 

9、 各項設計技術盡量ᇶ以實例或設計資料來說明，以方便᎙᠐者在實務上之

應用。 

貳貳貳貳、、、、    在在在在「「「「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之技術項目分類與編排之技術項目分類與編排之技術項目分類與編排之技術項目分類與編排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本手冊以上節所௶之編輯原則，針對「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之各項評

估指標項目，收集國內外相關技術資料或實務經驗、規範為內容擬定之基礎，並經多

次產官學研之專家座談會，廣ᇆ各方意見與建議，現階段在「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

估手冊」的七項評估指標項目下共產出相關技術共 48 項，其中特別基於智慧化系統

的操作使用上之人性化考量對智慧化的導入有重要的影響，以ᐱ立編排方式，增列 1

項「人機介面」技術，如表 4-2 之「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項目分類表」所示，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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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之相關技術項目分配如下： 

1.「資訊通信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8項 

2.「安全防災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7項 

3.「健康舒適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5項 

4.「設備節能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9項 

5.「綜合佈線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5項 

6.「系統整合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包含：4項 

7.「設施管理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包含：9項 

8.「人機介面」設計技術：1項(ᐱ立增列項) 

    

表表表表 4- 2 新版新版新版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智慧建築設計技術項目分類表項目分類表項目分類表項目分類表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序ဦ序ဦ序ဦ序ဦ 

新版新版新版新版智慧建築智慧建築智慧建築智慧建築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峮ᆀ峮ᆀ峮ᆀ峮ᆀ 總序ဦ總序ဦ總序ဦ總序ဦ 技術類ဦ技術類ဦ技術類ဦ技術類ဦ 對應相關對應相關對應相關對應相關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種類峮ᆀ種類峮ᆀ種類峮ᆀ種類峮ᆀ 

1 IBT1-1 廣域網路之接取的提供方式 

2 IBT1-2 數位式(含 IQ)電話交換的提

供方式 

3 IBT1-3 
公眾行動通信涵蓋(含共構) 

的提供方式 

4 IBT1-4 區域網路的提供方式 

5 IBT1-5 視訊會議的提供方式 

6 IBT1-6 公共廣ኞ的提供方式 

7 IBT1-7 
公共Ϻ線及有線電視的提供

方式 

1 資訊及通訊資訊及通訊資訊及通訊資訊及通訊 

8 IBT1-8 
公共資訊ᡉ示及導ំ的提供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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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BT2-1 防火系統 

10 IBT2-2 防系統 

11 IBT2-3 防尯系統 

12 IBT2-4 防ห系統 

13 IBT2-5 防ઇᚯ系統 

14 IBT2-6 防ࢥ系統 

2 安全防災安全防災安全防災安全防災 

15 IBT2-7 ᆙ࡚求௱系統 

16 IBT3-1 視環境 

17 IBT3-2 音環境 

18 IBT3-3 溫環境 

19 IBT3-4 空環境 

3 健康舒適健康舒適健康舒適健康舒適 

20 IBT3-5 尯環境 

21 IBT4-1 峙尯主機性能 

22 IBT4-2 主機容量效 

23 IBT4-3 空調設備節能系統 

24 IBT4-4 照明用電密度 

25 IBT4-5 照明設備節能系統 

26 IBT4-6 動力用電密度 

27 IBT4-7 再生能源設備 

28 IBT4-8 動力設備節能系統 

4 設備節能設備節能設備節能設備節能 

29 IBT4-9 設備監控節能 

30 IBT5-1 綜合佈線架構與系統概論 

31 IBT5-2 綜合佈線系統設備與器 

32 IBT5-3 綜合佈線系統設計與規劃 

5 綜合佈線綜合佈線綜合佈線綜合佈線 

33 IBT5-4 綜合佈線系統施工與釱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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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IBT5-5 建築物峒ᢑ配線規劃設計 

35 IBT6-1 系統整合架構與運用機制 

36 IBT6-2 系統整合方式與手法 

37 IBT6-3 系統整合平台 

6 系統整合系統整合系統整合系統整合 

38 IBT6-4 系統整合介面 

39 IBT7-1 資產管理 

40 IBT7-2 ܊產與ચၛ管理 

41 IBT7-3 設施使用動ᄊ管理 

42 IBT7-4 品質管理 

43 IBT7-5 整合資訊管理 

44 IBT7-6 ᕮ效與،策資源管理 

45 IBT7-7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46 IBT7-8 委外與協商ቷ商管理 

7 設施管理設施管理設施管理設施管理 

47 IBT7-9 設施設備維護管理 

ᐱ立項ᐱ立項ᐱ立項ᐱ立項  48 IBT-HMI 人機介面技術 

 

                為了以利使用者快速掌握智慧建築設計之各項技術的ᆒᡎ與重點與檢索需求，每

項相關技術峮ᆀ都賦予म文代ዸ與中文峮ᆀ，各項技術之內容採統一格式，各項技術

自ᐱ立編輯，每個技術峮ᆀ均包含技術原理、技術對策、設計資料、實例與注意事項

等項目，並列出參考文獻與相關技術訊息，編排格式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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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3 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編排格式技術手冊內容編排格式技術手冊內容編排格式技術手冊內容編排格式 

技術峮ᆀ技術峮ᆀ技術峮ᆀ技術峮ᆀ：：：：OOOOO    
IBT1-1 

智慧建築指標歸ឦ智慧建築指標歸ឦ智慧建築指標歸ឦ智慧建築指標歸ឦ：：：：OOOOO    適用建築類ࠠ適用建築類ࠠ適用建築類ࠠ適用建築類ࠠ：：：：OOOOOOO    

一一一一、、、、技術原理說明技術原理說明技術原理說明技術原理說明：：：：    

    

二二二二、、、、技術對策與注意事項技術對策與注意事項技術對策與注意事項技術對策與注意事項：：：：    

    

三三三三、、、、設計資料或實例設計資料或實例設計資料或實例設計資料或實例：：：：    

    

四四四四、、、、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參參參參、、、、    在在在在「「「「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之參考使用說明方面之參考使用說明方面之參考使用說明方面之參考使用說明方面 

為了使用者的方便檢索與使用，本節以下列三種參考使用方式加以說明，讓未

來的使用者可以ࡐ有頭ᆣ的盡速找到所要的相關技術，三種參考使用方式如下： 

1. 參考使用方式一：ޔ接根據手冊之目錄目查᎙技術之章節與।ዸ檢索。 

2. 參考使用方式二：先查᎙ᘤំ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檢索表(表 4-4)，綜ំ   

各項目，再根據所需要的領域查᎙手冊之目錄之章節與।ዸ來檢索。 

3. 參考使用方式三：先綜ំ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組成架構圖(圖 4-1)了解整體智

慧化指標技術的關係，再針對個別指標類別了解其相關聯的技術項目種類，檢索

所需要的技術項目之技術類ဦ，查᎙手冊之目錄之章節與।ዸ來檢索。 

表表表表 4- 4    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檢索表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檢索表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檢索表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檢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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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峮ᆀ指標峮ᆀ指標峮ᆀ指標峮ᆀ 指標項目指標項目指標項目指標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應用技術應用技術應用技術應用技術 IBT 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廣域網路之接取 IBT1-1 廣域網路接取的提供方式 

數位式(含 IP)電話交換 
IBT1-2 數位式(含 IP)電話交換的提供方

式 

公眾行動通信涵蓋 

(含共構) 

IBT1-3 公眾行動通信涵蓋(含共構)的提

供方式 

區域網路 IBT1-4 區域網路的提供方式 

視訊會議  IBT1-5 視訊會議的提供方式 

公共廣ኞ  IBT1-6 公共廣ኞ的提供方式 

公共Ϻ線及有線電視 IBT1-7 公共Ϻ線及有線電視的提供方式 

資訊及通訊資訊及通訊資訊及通訊資訊及通訊 

公共資訊ᡉ示及導ំ IBT1-8 公共資訊ᡉ示及導ំ的提供方式 

防火系統 IBT2-1防火系統 

防ל風系統 IBT2-2防ל風系統 
建物

防災 
防尯系統 IBT2-3防尯系統 

防ห系統 IBT2-4防ห系統 

防ઇᚯ系統 IBT2-5防ઇᚯ系統 

防ࢥ系統 IBT2-6防ࢥ系統 

安全防災安全防災安全防災安全防災 

人身

安全 

ᆙ࡚求௱系統 IBT2-7ᆙ࡚求௱系統 

視環境指標 IBT3-1視環境 

音環境指標 IBT3-2音環境 

溫環境指標 IBT3-3溫環境 

空環境指標 IBT3-4空環境 

健康舒適健康舒適健康舒適健康舒適 

尯環境指標 IBT3-5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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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 

IBT4-1 峙尯主機性能 

IBT4-2 主機容量效 

IBT4-3 空調設備節能系統 

IBT4-9 設備監控節能 

照明 

IBT4-4 照明用電密度 

IBT4-5 照明設備節能系統 

IBT4-9 設備監控節能 

設備節能設備節能設備節能設備節能 

動力 

IBT4-6 動力用電密度 

IBT4-7 再生能源設備 

IBT4-8 動力設備節能系統 

IBT4-9 設備監控節能 

佈線系統規劃設計 

佈線可適用服務項目 

佈線系統導入時機與流

程管制 

佈線系統的等級與整合

度 

佈線系統管理機制 

綜合佈線綜合佈線綜合佈線綜合佈線 

佈線新技術導入指標 

IBT5-1 綜合佈線架構與系統概論 

IBT5-2 綜合佈線系統設備與器 

IBT5-3 綜合佈線系統設計與規劃 

IBT5-4 綜合佈線系統施工與釱၂ 

IBT5-5 建築物峒ᢑ配線規劃設計 

系統整合之程度 IBT6-1 系統整合架構與運作機制 

系統整合之方式 
IBT6-2 系統整合之方式與手法 

IBT6-4 系統整合之介面 

系統整合之服務 IBT6-1 系統整合架構與運作機制 

系統整合平台 IBT6-3 系統整合之平台 

系統整合系統整合系統整合系統整合 

整合的安全機制 IBT6-1 系統整合架構與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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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IBT-7-1 資產管理 

IBT-7-2  產與ચၛ管理܊

IBT-7-3 設施使用動ᄊ管理 

IBT-7-4 品質管理 

使用管理 

效能管理 

IBT-7-4 品質管理 

IBT-7-5 整合資訊管理 

IBT-7-6 ᕮ效與،策支醠管理 

IBT-7-7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IBT-7-8 委外與協ऊቷ商管理 

組織管理 IBT-7-7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維運管理 
IBT-7-4 品質管理 

IBT-7-9 設施設備維護管理 

設施管理設施管理設施管理設施管理 

建築設備

維護管理 

 期修ᙄߏ
IBT-7-4 品質管理 

IBT-7-9 設施設備維護管理 

ᐱ立項 人機介面 IBT-HMI 人機介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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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 設施管理 

資訊及通訊 安全防災 健康舒適 綜合佈線 設備節能 

人機介面 

 

 

 

 

 

 

 

 

 

 

 

 

 

 

 

 

 

 

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 

IBT6-1 系統整合架構與運作

機制  
IBT6-2 系統整合之方式與手

法  
IBT6-3系統整合之平台 
IBT6-4系統整合之介面 

技術項目 

IBT-HMI 人機介面技術 

技術項目 

技術項目 

IBT7-1資產管理  
IBT7-2܊產與ચၛ管理  
IBT7-3設施使用動ᄊ管理  
IBT7-4品質管理  
IBT7-5整合資訊管理  
IBT7-6ᕮ效與،策支醠管理  
IBT7-7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IBT7-8委外與協ऊቷ商管理  
IBT7-9設施設備維護管理 

IBT2-1防火系統  
IBT2-2防系統  
IBT2-3防尯系統  
IBT2-4防ห系統  
IBT2-5防ઇᚯ系統  
IBT2-6防ࢥ系統  
IBT2-7 ᆙ࡚求௱系

技術項目 

圖圖圖圖 4- 1 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組成架構圖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組成架構圖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組成架構圖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組成架構圖    

技術項目 

IBT1-1 廣域網路接取的提供

方式 
IBT1-2 數位式(含 IP)電話交

換的提供方式 
IBT1-3公眾行動通信涵蓋  
      (含共構)的提供方式 
IBT1-4區域網路的提供方式 
IBT1-5視訊會議的提供方式 
IBT1-6公共廣ኞ的提供方式 
IBT1-7公共Ϻ線及有線電視 
       的提供方式 
IBT1-8公共資訊ᡉ示及導ំ 
       的提供方式 

IBT5-1綜合佈線架構與系統概論 

IBT5-2綜合佈線系統設備與器  

IBT5-3綜合佈線系統設計與規劃  

IBT5-4綜合佈線系統施工與釱၂  
IBT5-5建築物峒ᢑ配線規劃設計  

技術項目 

ICT4-1峙尯主機性能 
ICT4-2主機容量效 
ICT4-3空調設備節能系統 
ICT4-4照明用電密度 
ICT4-5照明設備節能系統 
ICT4-6動力用電密度 
ICT4-7再生能源設備 
ICT4-8動力設備節能系統 
ICT4-9設備監控節能 

技術項目 

IBT3-1視環境 
IBT3-2音環境 
IBT3-3溫環境 
IBT3-4空環境 
IBT3-5尯環境 

技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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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在在在在「「「「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之產官學研專家之產官學研專家之產官學研專家之產官學研專家

學者座談會學者座談會學者座談會學者座談會重要摘要重要摘要重要摘要重要摘要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座談會會議紀座談會會議紀座談會會議紀座談會會議紀

錄錄錄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 年 02 月 29 日（ࢃ期五）上ϱ 11 時 25 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壹壹壹壹、、、、     討論ङ醱說明討論ङ醱說明討論ङ醱說明討論ङ醱說明((((ౣౣౣౣ ))))    

貳貳貳貳、、、、     發言序發言序發言序發言序    

Φ大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Φ大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Φ大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Φ大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酷ᝩ傳酷ᝩ傳酷ᝩ傳酷ᝩ傳    負ೢ人負ೢ人負ೢ人負ೢ人：：：：    

一、  建立基本架構索引;依建築ࠠᄊ、用、管理等之類ࠠ細分章

節，指標項目作為編排之方向。 

二、  依各節所需列如有法規、標準、通訊協定Ǿ等均    為必要

有之項目可參考。 

三、  參考ᆘ建築、智慧建築標章所ಕᑈ之標準範例做    為架構

組成項目之增減依據，並於附錄登出申請     程序及專有峮

ຒǾ等實務項目供學者或設計者參考。 

四、  法律方面需注意有無᠍כ之༮。 

資策會網路多媒體研究所資策會網路多媒體研究所資策會網路多媒體研究所資策會網路多媒體研究所    

ጰڷ成ጰڷ成ጰڷ成ጰڷ成    鄯γ鄯γ鄯γ鄯γ;;;;    

一、 在建築、機電、務管Ǿ等業者中，Ꭶ智慧建築之設計操作種

η人員，以便協助其設計階段就考慮符合智慧建築標章。 

二、可能可以在技術手冊就給予建議該章節與ٗ一階段的執行者相

關，以減輕有意申請的業主，建築師的工作量，也就是為該申

錄：鄉ߥ文、許ษ३、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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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案有初步執行的規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林ك鄍林ك鄍林ك鄍林ك鄍    研究員研究員研究員研究員：：：： 

一、技術手冊似乎以設計流程來思考而ߚ以指標架構為 

準應以人為出發點，在於每一步ᡯ加入Ⴇ之規範原理、手法及

對策。 

二、操作流程建議以大量的流程圖來說明及所引。 

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    

ᚑ尺ᘶᚑ尺ᘶᚑ尺ᘶᚑ尺ᘶ    ઝ書ߏઝ書ߏઝ書ߏઝ書ߏ;;;;    

一、設計技術分項ە與智慧建築標章各指標的評估基準項目相對

應。 

二、設計技術分項的內容，就該項技術ឦ性可分別以流程、標準、

知 識、概念等不同方式鄉述表達。 

三、設計技術ە以對事不對人為對象。 

台灣尺ᝑ工程៝問ި份有限公司台灣尺ᝑ工程៝問ި份有限公司台灣尺ᝑ工程៝問ި份有限公司台灣尺ᝑ工程៝問ި份有限公司        

ֆ㪻玲ֆ㪻玲ֆ㪻玲ֆ㪻玲    工程師工程師工程師工程師;;;;    

一、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以工程៝問或建築設計的角度來࣮會ᇤ解新

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的內容為建築設計的手法和規範，希望能界定మ

ཱ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是技術內容或手法。 

二、智慧建築設計操作手冊及技術手冊應要有先後，智慧建築設計操作手冊

應先出來，來引導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 

文化大學建築ᄤ都市設計學系文化大學建築ᄤ都市設計學系文化大學建築ᄤ都市設計學系文化大學建築ᄤ都市設計學系    

溫琇玲溫琇玲溫琇玲溫琇玲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一、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應有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法，及流程。 

二、在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應以技術內容為重點，若有其他加入應做

區分。 

三、編寫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過程中請࠼委員多注意圖像版權問題，

在規範標準先以 COT 為主。 

四、若在辦公及住宅有些技術有不同做法的話，就將辦公和住宅來做為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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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致電ηި份有限公司極致電ηި份有限公司極致電ηި份有限公司極致電ηި份有限公司    

國書國書國書國書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    

一一一一、、、、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會醹向భᡉ易ᔉ的圖例配合和詳細的說

明。 

二、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應做區別，不需要ע評鑑基準放入到新

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     

三、不同的基準不行以同一標準來寫，須有具體的手法及做法來寫。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    

鄉ᒸ፥鄉ᒸ፥鄉ᒸ፥鄉ᒸ፥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一、技術手冊和操作手冊需界定మཱ，技術在前操作在後。 

二、技術手冊應對事不對人，操作手冊應對人不對事，這兩樣要有

所區分。 

Ԣ大學建築系Ԣ大學建築系Ԣ大學建築系Ԣ大學建築系    

尸文安尸文安尸文安尸文安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一、目前在編寫過程中面ᖏރ況，在技術項目內的原理和性能該如

何研訂@將來的高、中、低階要有甚麼技術配合@引用圖像及照

片的版權問題@規範標準應用ব種標準@ 

資訊工程研究所資訊工程研究所資訊工程研究所資訊工程研究所    

鄉़鄉़鄉़鄉़    處ߏ處ߏ處ߏ處ߏ;;;;    

一、在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的技術及操作手法應多給使用者多點參

考資料。 

電信研究所網路維運研究室電信研究所網路維運研究室電信研究所網路維運研究室電信研究所網路維運研究室    

林益全林益全林益全林益全    鄯γ鄯γ鄯γ鄯γ;;;;    

一一一一、、、、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編些應確定對象是ፔ，技術手冊和操作手冊

應定義మཱ，才來編定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 

၍鄯實業有限公司၍鄯實業有限公司၍鄯實業有限公司၍鄯實業有限公司    

    ;;;;建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建࢛建࢛建࢛

一、這次編定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應以使用者࣮得ᔉ為出發點。 

 



 

4-20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座談會會座談會會座談會會座談會會

議紀錄議紀錄議紀錄議紀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 年 05 月 16 日（ࢃ期五）上ϱ 2時 00 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分分分分    項項項項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分項計畫主持人 國書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參參參參、、、、     討論ङ醱說明討論ङ醱說明討論ङ醱說明討論ङ醱說明((((ౣౣౣౣ ))))    

肆肆肆肆、、、、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分項計畫主持人分項計畫主持人分項計畫主持人分項計畫主持人    

國書國書國書國書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    

一、 與會專家學者大都為產業代表，相當有經驗，希望這次座談會可以針

對下列གྷ兩項提供࣮法與建議 
1. 新版智慧建築標章指標內容對於其相關技術之涵蓋面之探

討 
2. 對於Ȝ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ȝ在使用上之建議 

二、 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是提供業界申請智慧建築標章時之重要技術參

考，也希望能作為有意參規劃設計智慧建築等১電系統之技術書籍，

對於本手冊的擬定之內容，是跨技術領域，涵蓋面ࡐ廣，因此並不限

定使用對象，只要使用者針對規劃對象，可各取所需，建築師可參考，

也可委峌規劃單位參考本技術手冊來規劃，而電機技師也可委峌監控

ቷ商參考規劃。 
三、 本技術手冊設計技術檢索表，基本上其技術項目會對應智慧建築標章

之審查指標項目，但本計劃希望能更廣ݱ的ቻ၌，若有該指標項目所

涵蓋的技術項目不足，也希望專家學者可以提供意見，讓手冊的規劃

更為完善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溫琇玲溫琇玲溫琇玲溫琇玲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一、 若 LED 是未來智慧化所需要的技術，在研訂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時

可考慮將 LED 納入至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 
二、 在研訂新版手冊時已將申請表格做修改，並有範例能給使用者作為參

考。 
三、 申請者來申請智慧建築標章時，需先提出設計的架構及理念。 

錄：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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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感知器部分不只要在設備節能指標內容္，也可以放在健康舒適指標

內。 
 

γ林電機γ林電機γ林電機γ林電機 

ጰ政ጰ政ጰ政ጰ政 ፐߏፐߏፐߏፐߏ: 

一、 設備節能的照明部分建議在建造醱觀所使用 LEDᐩ的多ჲ納入新版手

冊內容္。 
二、 目前能取代日峒ᐩ的節能ᐩ具ࡐ多如 T5 ᐩ管，T5 ᐩ管的體ᑈ細λ、

峒效高、演色性好、峒૰λ、ტ命ߏ、無ᓎଢ等，且能達到節省能的

重大效果。 
三、 建議在節能ᐩ具方面不要研訂了ϼ႕。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林杰宏林杰宏林杰宏林杰宏 ୋ執行ߏୋ執行ߏୋ執行ߏୋ執行ߏ 

一、 有位Դ師研究發現目前 LED 設備無法達到節能的效果，不建議將 LED
放入設備節能。 

 

生產力建設集團生產力建設集團生產力建設集團生產力建設集團 

張ޱ民張ޱ民張ޱ民張ޱ民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 

一、 建議將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圖表化及數據化，使用者能夠迅速

了解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 
二、 希望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表格能有一個ڰ定格式，有ڰ定格式之後申請

者及評審委員作業方便且更有效。 
 

展ᘑ建設ި份有限公司展ᘑ建設ި份有限公司展ᘑ建設ި份有限公司展ᘑ建設ި份有限公司  

游文፣游文፣游文፣游文፣ ୋ理ୋ理ୋ理ୋ理: 

一、 在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設施管理內容္建議將ฺ工圖、升位圖等圖

面納入。 
 

岈富網通ި份有限公司岈富網通ި份有限公司岈富網通ި份有限公司岈富網通ި份有限公司  

ԢໜᅚԢໜᅚԢໜᅚԢໜᅚ 經理經理經理經理: 

一、 目前在社區管理的部份，ߎ流管理是ࡐ重要的一環，在業界的技術已

經ࡐ成ዕ，可參考加入該項技術項目。 
 

中華民國建築物管理維護經理人協會中華民國建築物管理維護經理人協會中華民國建築物管理維護經理人協會中華民國建築物管理維護經理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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ᚑ尺ᘶᚑ尺ᘶᚑ尺ᘶᚑ尺ᘶ ઝ書ߏઝ書ߏઝ書ߏઝ書ߏ: 

一一一一、、、、 設施管理指標共分為資產管理、܊產與ચၛ管理、設施使用動ᄊ管理、

品質管理、整合資訊管理、ᕮ效與،策支醠管理、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委

外與協ऊቷ商管理及設施設備維護管理，ฺ工圖等圖圖面的管理已納入資產

管理，ߎ流管理納入至整合資訊管理，並且將文件ᔞ案以電η化建ᔞ。 

 

華ঐ資通ި份有限公司華ঐ資通ި份有限公司華ঐ資通ި份有限公司華ঐ資通ި份有限公司 

張根ݓ張根ݓ張根ݓ張根ݓ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 

一一一一、、、、    建議在設備節能的照明方面可放入照明感知器技術至智慧建築技術手

冊內容္。 
 

主ৢ結論主ৢ結論主ৢ結論主ৢ結論：：：：    

分項計畫主持人分項計畫主持人分項計畫主持人分項計畫主持人    

國書國書國書國書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    

一、 參考專家學者的建議，本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撰寫將可考慮會

增加技術項目之架構圖表，提供使用者的更容易使用。 
二、 由於科技的進步，本手冊也會隨智慧建築技術手冊的更新而更新。 
三、 本手冊ᝩ續完成各技術項目之設計資料或參考實例與參考文獻 
四、 預定在七月手冊完成後辦理第三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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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財團法人台灣財團法人台灣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建築中心建築中心建築中心「「「「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研訂」」」」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次次次次座談會會議紀座談會會議紀座談會會議紀座談會會議紀

錄錄錄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 年 07 月 下ϱ（期五ࢃ）25 2時 00 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伍伍伍伍、、、、     討論ङ醱說明討論ङ醱說明討論ङ醱說明討論ङ醱說明((((ౣౣౣౣ ))))    

陸陸陸陸、、、、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極致電ηި份有限公司極致電ηި份有限公司極致電ηި份有限公司極致電ηި份有限公司    

國書國書國書國書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    

一、 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現階段在「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的

七項評估指標項目下共產出相關技術共 48項，指標項目之相關技術項

目分「資訊通信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有 8項，「安全防災指標」之設

計技術項目有 7項，「健康舒適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有 5項，「設備

節能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有 9項，「綜合佈線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

有 5項，「系統整合指標」之設計技術項目包含有 4項，「設施管理指

標」之設計技術項目包含有 9項，再加上「人機介面」設計技術有 1
項。 

二、 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編寫內容有技術原理說明、技術對策與注意事

項、設計資料或實例。 
三、 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會有檢索表，主要目的為讓使用者能快速

找到與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對應的技術。 
四、 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的防系統是對應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

冊來編寫，內容不會去規範建商所使用的防產品。 
五、 系統整合在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和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都

是一項指標，系統整合內容多以圖樣性來編寫。 
六、 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的人機介面內容以綜合性技術來௶述。 
七、 這次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的改寫，盡量讓智慧化建築醭及化。 
Ζ、 目前內中部建言所有ᑈ極在推行智慧化建築，目前在台屙市文ξ區醱

ᅽຉ 102ဦ有一個智慧化居住空間正在施工，預計九月ۭ完工。 
九、 每種標章有不同的ङ醱，所以在內容方面也會有所不同。 
  

ዎੀ建設ዎੀ建設ዎੀ建設ዎੀ建設 

ቅम經理ቅम經理ቅम經理ቅम經理: 

錄：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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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術項目眾多為專業，是否有政策發展項項目ȋ重點項目。 
二、 人機介面應避խ未來造成管委會營運的֚難。 
三、 ऐ標章與防系統是否有連結性。 
 

元利建設元利建設元利建設元利建設 

許明ەୋ總經理許明ەୋ總經理許明ەୋ總經理許明ەୋ總經理: 

一、 智慧化建築建造成本費用ࡐ高，目前有智慧化建築都是ᇬ宅。 
 

宏建設宏建設宏建設宏建設 

ಷ萬經理ಷ萬經理ಷ萬經理ಷ萬經理: 

一、 希望政府能夠ᑈ極推廣智慧化建築，在政策面希望能夠有補助。 
 

中華電信屙區分公司中華電信屙區分公司中華電信屙區分公司中華電信屙區分公司 

鄉़處ߏ鄉़處ߏ鄉़處ߏ鄉़處ߏ: 

一、 目前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都以科技發展動向和使用者的需求來

撰寫。 
 

滿鴻建設滿鴻建設滿鴻建設滿鴻建設 

ቅ崌ᘶ經理ቅ崌ᘶ經理ቅ崌ᘶ經理ቅ崌ᘶ經理: 

一、 健康舒適所訂的技術種類峮ᆀ，感覺上好像含糊點，不知如何達到內

容標準。 
 

Ԣ大學建築系Ԣ大學建築系Ԣ大學建築系Ԣ大學建築系 

尸文安教授尸文安教授尸文安教授尸文安教授: 

一、 健康舒適在便寫方式是以人在室內使用的環境ރᄊ是否有滿Ԯ使用者

在室內工作時的需求。 
 

峒尺代建設峒尺代建設峒尺代建設峒尺代建設 

ጰەےୋ理ጰەےୋ理ጰەےୋ理ጰەےୋ理: 

一一一一、、、、    目前所知ၰ的有三中標章有室內環境評估標章、智慧化建築標  
及ᆘ建築標章，每個標章都有重複所需要申請的ܿՋ，是否能在別標

章有申請過了，在這標章就不須再重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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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工程組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工程組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工程組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工程組 

林ك鄍林ك鄍林ك鄍林ك鄍: 

一一一一、、、、    目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有在思考如何ע所有標章整合一下，目前所用

機制是若有在別標章有申請過的ܿՋ，到另一個標章在申請時會有加

分。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智慧化系統是隨著科技的創新而提升，現階段所提出之技術也將隨之更

新，因此除了未來本技術手冊將會根據智慧建築標章之指標項目的調整而配

合改寫，以便能符合時代潮流外，也將會觀ჸ本技術手冊未來使用的情況，

作為下次改寫的參考，期能達到符合使用者的期ࡑ。 

此外，為了讓「新版智慧化建築設計技術手冊」能真正成為未來建築物智慧

化的設計參考，本計劃提出下列建議，建立未來的手冊的地位與價值： 

1. 配合智慧建築標章認證的申請，主動告知本手冊的意義與目的，並提供ᖼ

ວ來源 

2. 以專書出版，讓各界都有機會ᖼວ參考 

3. 配合政府之政策推廣，行ᎍ本手冊 

4. խ費提供樣書，給各及公家機關與大專ଣਠ相關科系。 



 

4-26 



第五章 探討智慧化居住空間 

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 

5-1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探討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探討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探討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探討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設計手法與理念設計手法與理念設計手法與理念-C4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計計計計畫概述畫概述畫概述畫概述  

壹壹壹壹、、、、    計畫ङ醱計畫ङ醱計畫ङ醱計畫ङ醱    

二十一尺紀是高科技資訊化的時代，而面對現今高資訊化的社會，人們

的生活ࠠᄊ已逐ᅌ改變，居家利用網路從事辦公、資料ᇆ集、預ऊ各種౻㡅

乃至交϶、ᖼ物等，已៳然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份。配合數位化、網路化的

時代潮流，政府也ᑈ極推動全面實施電η商務，而智慧ࠠ建築乃是國家推動

資訊化之基礎建設，近年來各國亦將各都市之智慧ࠠ建築數量作為都市

資訊化之指標。 

為發揮台灣產業競爭優勢，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環境相關之優勢、峟勢、

機會及ુ࠶ SWOT 分析表，如下所示： 

表表表表 5- 1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 SWOT 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 

優勢優勢優勢優勢(Strength) 峟勢峟勢峟勢峟勢(Weakness) 

� 內政部為中屹建築主管機關，為其ჿ

Ⴛ單位，對於建築產業與技術之研究

發展ೢ無ສ。 

� 擁有優ذ建築β尧相關研究與技術人

才。 

� 具有先進建築設備與料၂驗設施及

技術人員。 

� 全ౚ資訊科技排峮及網路社會整備程

度具國際競爭力。 

� 建築師對資通訊技術的掌握不足。 

� 系統整合及創新服務人才缺局。 

� 物業管理及服務產業多ឦ傳統模

式，缺局加值服務營運模式。 

� 自動化系統、通訊系統、數位家

系統缺局共通平台。 

� 建築法規帶動產業的效果有限。 

崌，不利創ߥᓀ及ิ賦施ߥᑼߎ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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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٥帶建築候及需求的了解及相

關設計及建等技術領先。 

� 在居住生活應用層面產品之製造上具

有量產與彈性生產之優勢。 

� 國內的資通訊業及屜導體 IC 製造業

有良好基礎。 

� 政府推動都市更新計畫帶來新的市場

 。機ࠨ

� 跨部會協調機制ᖓ১，資源未能全

面有效運用。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Opportunity) ુ࠶ુ࠶ુ࠶ુ࠶(Threat) 

� 全ౚ及台灣܊地產產業成ߏ快速。 

� ٥帶地區建築市場成ߏ快速。 

� 全ౚ對ᆘ建築及節能的意識高ᅍ。 

� 全ౚ對於居住環境品質的要求ຫ來ຫ

高。 

� 網際網路、行動通訊及資通訊產品數

位化等相關應用廣ݱ與快速醭及，新

應用領域不斷被開發，且商機可期。 

� 日本、ᗬ國及中國大陸相關ቷ商的

ங起。 

� 國際大ቷ基礎ಎ實，且峐圖心ம

ਗ਼，ᑈ極佈局智慧化生活空間層

面。 

� 國際級大ቷ多掌握先進產品之智

財權、相關標準協定訂定與關ᗖ技

術，因此設備ቷ商面ᖏ提昇技術層

次的ࡷᏯ。 

資料來源：97 年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綱要計畫 

居住空間智慧化概念的導入，應當從使用者的需求角度做思考，ࡺ國外

推展智慧化的行動策ౣ中，多屜可以檢視該國居住者需求的轉變；以日本及

屙ኻ國家為例，近年推動建築智慧化的行動策ౣ中，考量人口高ស化現況，

在智慧化設計導入時，針對使用者需求ம調無ምᛖ環境設計、通用概念設計、

健康照護設計等。因此，建築智慧化必須從使用者的需求情境設定出發，在

針對使用情境需求提供必要的智慧化設計，當使用者需求情境改變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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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需求必須有所調整，合理的智慧化需求建構，才能從使用層面落實建築

智慧化的目的。 

貳貳貳貳、、、、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本計畫執行目的說明如下： 

一、 綜整現行智慧化建築規劃設計、智慧化建築系統、智慧化設計理念之相

關資訊，作為導入智慧化技術的基礎資料。 

二、 歸納分析現階段國內外智慧建築觀念導入建築規劃設計、建築系統、設

計理念之建構模式。現階段建築智慧化的導入，多以建築投資者的意ᜫ

為考量，而由設備ቷ商主導智慧化系統建構，更由於資通訊設備系統發

展快速，設計者對相關設備的導入及智慧化的整合設計能力不足，使建

築智慧化等級無法適度提升。 

三、 探討現行建築規劃設計、建築系統、設計理念建構模式導入智慧化概

念，對於建築相關設施、設備及技術之影響。 

四、 依據智慧化居住空間規劃、設計流程，確認智慧化理念導入最佳時機，

並研提智慧化居住空間最適化之建築規劃設計、建築系統、設計手法建

議。 

從尺界發展趨勢來࣮，建築發展已進入數位化新生活觀，二十一尺紀之

生活形ᄊ亦因隨著科技發展而產生極大轉變，高科技將會廣ݱ的被應用於智

慧化居住空間，以滿足居住環境之舒適、健康及效。建構智慧化居住空間

整合生活情境、整體系統性能、基礎設施、人機介面、生活指標、創新料

及智慧控制技術等觀念技術，提供使用者便利、舒適、健康之生活環境品質

與最佳的服務，建構ঋ៝智慧化及人性化的智慧化居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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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在「智慧ࠠ公酣大༺自動化系統設計準則研究」中將

智慧ࠠ建築物定義為「係指建築物及其基地設置建築自動化系統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AS)，配合建築空間與建築體元件，從人體工學、物理

環境、作業形ᄊ、管理形ᄊ角度整合，將建築物內之電、電信、給排尯、

空調、防災、防ห、輸送等設備系統與空間使用之運轉、維護管理予以自動

化，使建築物功能與品質提昇，以達到建築安全、健康、節能、便利、舒適

等目的。其基本之構成要素必須：包括（1）建築自動化系統း置、（2）建築

使用空間及（3）建築運轉管理制度。為落實建築智慧化的目的，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於民國 92 年完成『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做為審定智慧建築標

章之依據，其中評估指標分為：建築自動化系統း置、建築使用空間、建築

運轉管理制度等三大部分，以性能評估作為指標訂定之依據，目的為反應智

慧化系統之性能、建築使用空間之舒適性與使用管理之效益性。 

不同區域國家對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依其社會環境的差異各有其關注

的重點，現階段各國發展重點如下： 

表表表表 5- 2 各國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說明表各國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說明表各國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說明表各國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說明表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 

ऍࢪऍࢪऍࢪऍࢪ ऍ國ऍ國ऍ國ऍ國 環境省能、控制自動化、安全、高ស者居家照護 

ኻࢪኻࢪኻࢪኻࢪ म國म國म國म國 
建築物自動化、智慧化、高ស者居家及釔ም者照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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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 

ើើើើ 永續及節能 

ቺ國ቺ國ቺ國ቺ國 永續及節能 

 ើ 整體建築、照明及Դ人照៝中心ើើើ

 數位生活自動化 ڂྷڂྷڂྷڂྷ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數位生活、省能、自動化控制與環境共生社區，

建立U-Japan發展目標 

ᗬ國ᗬ國ᗬ國ᗬ國 數位生活、ু樂與自動化，建立U-Korea發展目標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自動化系統整合 

 ࢪ٥ࢪ٥ࢪ٥ࢪ٥

३釛३釛३釛३釛 數位生活、自動化控制與ߥ全 

資料來源：何明ᒸ/建構 21尺紀我國智慧化居住空間之發展策ౣ/建築物智慧化國際交流研討

會 2007.04 

目前日本新建之辦公大樓大多已具備下列智慧ࠠ建築之基礎標準之要

件： 

一、 導入高性能資訊通信設備系統或將來確定能導入且已預੮必要之施。 

二、 導入高性能建築物管理控制機能，使空調、照明、防災防岟等設備達到

安全性、省能化及省力化之效果，且能維持良好之室內環境。 

三、 具備使資訊通信設備系統維持安全運作之適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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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具備使建築物與其他建築物間之資訊通信網路能相互結合之施。 

為使智慧化居住空間目標落實，相關產業技術研究勢必整合，台灣建築、

資通訊產業的研究發展日益成ዕ，且產業面ᖏ市場競爭已逐ᅌ能反ࢀ社會發

展的需要，ோ智慧化居住空間價值的發揮，必須仰賴異業整合使產業發展得

以互利共生。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自 91年完成「智慧建築標章評估體系」，92

年完成「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將評估指標分為：建築自動化系統း置、

建築使用空間、建築運轉管理制度等三部份，建築產業思考已逐步導入智慧

化概念。 

本研究期望以過去台灣智慧化執行基礎，檢討產業發展優勢及社會需

求，建構模式化的導入機制，提出規劃設計參考手法。以建築生命週期的觀

念導入智慧化居住空間，初擬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施工及管理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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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1 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施工及管理流程圖施工及管理流程圖施工及管理流程圖施工及管理流程圖 

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 

建築規劃、設計及施工 智慧化工程基礎理念提出 
� 智慧化目標確立 

� 智慧化主導者、設計者確立 

� 智慧化導入時機確立 

� 智慧化空間需求 

� 智慧化系統設備需求 

建築基地選定、用確定 

智慧化工程系統設計導入 
� 智慧化構造ࠠ式需求 

� 智慧化管ၰ核空間需求 

� 智慧化管ၰ空間配置規劃 

� 智慧化設備系統機械空間需求 

� 智慧化設備系統運轉、維修空間需求 

� 智慧化設備系統設施管理空間需求 

建築規模確定 

建立建築智慧化規劃、 

設計理念 

確立建築智慧化目標、等級 

建築智慧化趨勢預釱 

建築智慧化設備系統導入 

規劃設計 

建築智慧化規劃圖製作 

建築智慧化細部設計圖製作 

建築智慧化工程施工 

建築智慧化工程現場管理 

建築智慧化系統工程 

釱၂、驗收、完工 

智慧化工程規劃設計執行 
� 智慧化設備系統規劃 

� 智慧化設備系統初步設計 

� 智慧化設備系統細部設計 

智慧化工程系統設備製造 

智慧化工程系統設備品質控

制 
� 智慧化設備系統工程釱၂ 

� 智慧化設備系統工程驗收 

� 智慧化設備系統工程完工 

智

慧

化

規

劃

、

設

計

階

段 

智
慧
化
施
工
階
段 

建築智慧化設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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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實施方法及過程實施方法及過程實施方法及過程實施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進行之方法與流程如下所述： 

一、 文獻收集：༼整分析國內外智慧化建築相關文獻資料，ᇆ集智慧化建築

案例設計理念相關資料。 

二、 案例調查及ᇆ集：調查並ᇆ集現有國內申請智慧建築標章案例資料，以

提出建築導入智慧化系統的方式、理念及架構模式。 

三、 專家ೖ談：ೖ談智慧建築及設備系統設計建築師，了解建築智慧化導入

的較佳時機，並提出建築智慧化專業整合項目及作業流程建議。 

 

 

 

 

 

 

 

 

 

 

 

圖圖圖圖 5- 2 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 

智慧化居住空間 

基本資料收集 

智慧化居住空間案例調查 

智慧化居住空間導入時機、 

設備系統及分級概念提出 

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導入 

主導者調查 

智慧化居住空間需求、配置及

系統管線體系建立 

智慧化居住空間設備導入 

技術調查 

智慧化居住空間導入 

模式建立 

智慧化居住空間導入 

設計手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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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文獻回៝文獻回៝文獻回៝文獻回៝    

我國在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主要是在 2005 年的產業科技策ౣ會議

（SRB）中列為未來政策的發展重點。而目前國內對「智慧化居住空間」亦

延續「智慧建築」的理念將建築的智慧化，更ຠ近生活中的各項功能。在此

將智慧化居住空間主要內涵為利用「智慧化」的方法，使人在其生活空間達

到便利性。而在「智慧化」的方法亦是指，以現代科技提昇資訊及各項設備、

設施的使用性及便利性。而依據 SRB會議中定義為建築物導入永續環ߥ觀念

與智慧化等相關產業技術，建構主動感知及滿足使用者需求之建築空間。針

對智慧化居住空間在空間執行機制及設計目的關係如圖 5-3所示。 

 

 

 

 

 

 

 

 

圖圖圖圖 5- 3 智慧化智慧化智慧化智慧化居住空間執行機制及設計目的關係圖居住空間執行機制及設計目的關係圖居住空間執行機制及設計目的關係圖居住空間執行機制及設計目的關係圖 

隨著 ICT 多元化的科技產品導入建築生活空間，及智慧化設備及理念的

快速發展，以配合「建築資訊化」及「人性化」的生活環境空間需求，行政

環境訊息接收 

介面整合 

對策反應 

便利 舒適 節能 彈性 健康 安全 

居住空間設計目的居住空間設計目的居住空間設計目的居住空間設計目的 

居住空間執行機制居住空間執行機制居住空間執行機制居住空間執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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ଣ也響應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並探討現行建築設計、規劃、建築系統

等理念導入智慧化生活空間，以滿足使用者對智慧化功能在設備、技術上的

需求。智慧化居住空間不僅考慮使用者和設備之間的整合，更考慮到如何發

揮空間、使用者、設備之間的介面整合。在智慧化居住空間的整合依其特性

可分為下列三點： 

一、 多目標的整合：不僅是機械設備之間的結合，需考慮到建築技術、管理、

設計、人文、文化等因素進行整合，並達到整合的最佳化目標。 

二、 多種學科的整合：智慧化居住空間的規劃、設計、運作和管理所ੋ及了

包括科學、管理、及法令問題都必須應用各學科的知識來解،。 

三、 各種機能的整合：ᙁ單來說只是建築技術和資通訊科技間的結合，但ߏ

期的建築生命週期來࣮，智慧化居住的空間不但可以達到節能的目的、

降低ߏ期管理維修的費用，在空間的服務需求亦由：構件、料、系統、

設備來支ኖ，智慧居住空間整體概念如圖 5-4所示。 

 

 

 

 

 

 

 

圖圖圖圖 5- 4 智慧居住空間概念圖智慧居住空間概念圖智慧居住空間概念圖智慧居住空間概念圖

居住空間居住空間居住空間居住空間 

服務需求服務需求服務需求服務需求 

系系系系 統統統統 

構構構構 件件件件 

 料料料料 設設設設 備備備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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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5 智慧建築設計動機智慧建築設計動機智慧建築設計動機智慧建築設計動機、、、、理念理念理念理念、、、、系統及手法關係圖系統及手法關係圖系統及手法關係圖系統及手法關係圖 

然而，目前國際上ϝ無智慧建築統一的定義，醭ၹ認同ऍ國『智慧建築

學會』（AIBI）的定義，即智慧建築是結合建築、設備、服務和管理經營四要

素，以ᕇ得高效、高功能與舒適的建築物。而智慧建築的構成至少必須具

備三大系統：設備管理自動化系統（BMS）、通訊自動化系統（CAS）及辦公

自動化系統（OAS）。這就是通ᆀ的"3S"建築。為瞭解智慧建築推動機制收集

尺界各國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理念導入需求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ऍ國ऍ國ऍ國ऍ國 

尺界各國在智慧建築的發展上以ऍ國為先᙮，第一釀的智慧建築ऍ國的

City Place大樓，主要是藉由通信技術達到智慧化功能，City Place大樓的出

ચ、資ߎ回收、經ᔮ效ࣣ有不ᒱ的成效，導致尺界各國建築發展的峁效

和重視，近年ऍ國新建的辦公大樓有 80%具智慧化特點，ऍ國建築智慧化的

設計理念導入需求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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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築規劃設計模矩化、標準化。 

二、 建築管理現代化、效益綜合化。 

三、 建築規劃設計以人為本、ଓ求人與環境的和ᒋ關係。 

貳貳貳貳、、、、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日本在智慧建築概念在 1984年引進，1985在ܿ٧出現了第一釀的ߙξ

大樓提昇了智慧建築的性能，智慧建築因提高工作效和提昇峐業形象使得

發展十分絡，日本政府在推動上提出了四個發展層次的規劃，智慧ࠤ市、

智慧建築、智慧家和智慧設備。 

 

 

圖圖圖圖 5- 6 日本智慧建築推動發展層次關係圖日本智慧建築推動發展層次關係圖日本智慧建築推動發展層次關係圖日本智慧建築推動發展層次關係圖 

參參參參、、、、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智慧建築發展初期在 1980年代末 1990年代初，以ம化建築內

部通信為主，並利用電η系統進行設備控制管理與安全防護，初期發展階段

設備是ᐱ立的相互間並未連接。此階段主要是由產品供應商、設計單位、和

產業內專家推動智慧建築的發展。政府的相關管制的規定有「民用建築電

設計規範」及「火災自動報系統設計規範」為主。 

1990年代末期，智慧建築的發展是由社區發展而來，信息技術應用主要

是為住㛌提供先進的管理，安全的居住環境和便的通信ু樂工具。智慧化

社區的推動主要是電信商，ቨᓎ網路的引入，為建築㚵的人提供需要的智慧

化信息服務。在推動的實行上建設部住宅產業促進中心Ⴇ岄「全國智能住宅

智慧智慧智慧智慧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智慧ࠤ市 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家家家家 智慧智慧智慧智慧ࠤ市ࠤ市ࠤ市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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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區系統示範工程建設要點與技術導則」，促進智慧化住宅的建設。信息產業

部在推動ቨᓎ網路的建設Ⴇ岄「關於開放用尜Ꭻ地網運營市場၂點工作的通

知」及「關於開放ቨᓎ用尜Ꭻ地網運營市場的ਣ架意見」。 

因此，中國大陸推動建築智慧化設計理念的導入د部ߐ推動力較λ，大

多由公部ߐ制定法規引導執行。 

肆肆肆肆、、、、新加ڵ新加ڵ新加ڵ新加ڵ 

對於『智慧化』的認知概念是制定智慧化標準的重要依據，新加ڵ政府

於 1991年實施三個科技發展計畫，並提出將新加ڵ建造為『智慧』時，注

意到自 1980~1990年 10 年間的電တ化，各機構都完成電တ化，建築物提升

為智慧建築，各建築成為ᐱ立的智慧ࠠ個體，但各建築電တ系統是否相容成

為新加ڵ推動『智慧』最關注的ፐ題。所以『智慧化』的概念，不僅是電

တ運用和不斷電တ化，而更進一步達成電တ系統۶此之間的『溝通和整合』。 

在發展『智慧』的概念下，建築及社區內所有智慧化、數位化的應用

系統集成和資訊的交互與共用，網路的ᑼ合與功能的合作。為此新加ڵ政府

制定了一系列為實現『智慧』的建設方針、實施方案、技術規範和技術應

用的各項標準。 

我國Ԑ期在智慧建築著重於建築及設備系統的四項指標，及建築系統、

通訊系統（CA）、辦公自動化系統（OA）、建築物自動化系統（BA）等四項，

並藉由統一經營以提高建築管理效。而隨著科技的進步，電တ和通訊介面

的整合，及電η、資訊通訊產品的導入建築物內，利用智慧化產品的自動化，

不僅可降低建築物的營運成本，更可快速處理建築物內突發事件，以減低災

害的ཞ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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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實施成果實施成果實施成果實施成果  

台灣居住空間導入智慧化設計概念發展至今雖已初具ᚉ形，ோ以目前收

集的案例中發現，建築規劃設計導入智慧化的ፐ題有： 

一、 建築智慧化導入的目的不明確：建築規劃設計執行初期須了解建築設置

的目的，為達成預定設置目的進行智慧化導入需求分析，但目前台灣建

築產業現況，除少數建築由使用者ޔ接委託設計外，大多數建築規劃設

計初期都由開發建設ቷ商主導，由開發商ޔ接委託設計，多數開發商以

投資利ዎ為設計評估重點。 

二、 建築規劃設計單位對智慧化定義的ઞ化：建築規劃設計單位經常將『智

慧化』與『高科技』畫上等ဦ，認為智慧化建築必須配合科技產品，而

科技產品導入建築經常面ᖏ設備系統ᛙ定問題，ࡺ對建築規劃設計者而

言，經常缺局主動導入的意ᜫ。 

三、 建築規劃設計單位無法確認智慧化導入的設備需求：建築導入智慧化經

常必須與資通訊設備結合，建築與資通訊產業間缺局介面整合機制，建

築規劃設計۳۳無法配合相關設備運作空間需求，而資通訊產業開發技

術無法反ࢀ在建築產業之應用層面。 

四、 建築規劃設計缺局設備系統整合能力：建築智慧化運用設備系統技術ߐ

ᘖ不一定ࡐ高，但系統介面相對複雜，建築規劃設計設備系統多屜由設

備ቷ商負ೢ整合，建築設計者缺局系統整合能力，通常僅能被動的提供

設備空間。 

因此，建築設計智慧化ە針對導入理念、導入設備技術及導入流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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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依據導入需求反ࢀ於建築規劃設計中，以建築營運效，達到快適、

安全的目的。分析智慧建築理論架構可分為：應用對象層、功能需求層、應

用技術層及基礎理論層。 

 

 

 

 

 

圖圖圖圖 5- 7 智慧建築規劃設計導入架構圖智慧建築規劃設計導入架構圖智慧建築規劃設計導入架構圖智慧建築規劃設計導入架構圖 

智慧建築規劃設計導入架構中各層特性說明如下： 

一、 應用對象層：智慧建築發展最ಖ的目的是帶來便利的、自動化的、有效

的工作和生活場所，其應用對象就是建築物的服務功能提供者、使用

者及管理者。 

二、 功能需求層：智慧化功能須滿足建築使用類ࠠ、建造目的、管理模式及

投資面向等不同功能需求，而滿足這些功能需求一方面藉由設計手法達

成，另一方面則透過管理維護計畫的制定與有效執行。 

三、 應用技術層：該架構所ᆀ之應用技術層涵蓋範圍較為廣ݱ，對建築設計

單位而言，則是指為落實設計理念而提出的具體設計執行手法，一般而

言設計理念提出後，必須藉由環境分析、資料收集等過程，提出設計手

法且ޔ接反ࢀ在建築設計圖面上，同時建築設計必須整合相關設備系統

之應用技術。 

使用者 

管理者 

住宅、商業 

工業、其他 

智慧控制、通信網路 

訊息處理、建築技術 

綜合管理、其他 

永續發展、人本思考 

基礎系統、訊息傳ሀ應用 

應用對象層 

功能需求層 

應用技術層 

基礎理論層 
設計理念提出設計理念提出設計理念提出設計理念提出    

建築系統建構建築系統建構建築系統建構建築系統建構    

設計手法擬定設計手法擬定設計手法擬定設計手法擬定    

管理維護計畫管理維護計畫管理維護計畫管理維護計畫    

滿足使用需求滿足使用需求滿足使用需求滿足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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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論基礎層：建築智慧化酨入許多高科技設備系統，並不是為了反應科

技發展的現況，因為建築設計理念的提出，必須從需求面向找到合理的

理論基礎作為支ኖ。因此，從人本的角度思考包括：高ស化社會、永續

環境、人力節ऊ、環ߥ節能等議題，則是建築設計理念提出觀點性基礎

的要件。 

建築生命週期延ߏ且ߏ期空間設備需求不斷地變化，各國導入智慧化共

同關切的議題，即是建築ߏ時間的彈性調整可能性，開放建築設計構གྷ的提

出即是一例。為實፬開放建築之構གྷ，產生了『支架體』與『填充體』層級

化的開放建築理念。『支架體』是ឦ於群體共同،定的實體部份，如建築物之

基礎、ኺ܍、ࢊ重ᕅ、ࠟޔ服務核及設備管ၰ等。『填充體』則是ឦ於個人所

掌握的空間部份，如建築物之܍ߚ重外ᕅ、室內႖間、း修、設備及管線等。 

 

 

 

圖圖圖圖 5- 8 開放建築開放建築開放建築開放建築『『『『支架體支架體支架體支架體』』』』與與與與『『『『填充體填充體填充體填充體』』』』之概念圖之概念圖之概念圖之概念圖 

綜整各國智慧建築智慧化導入要件包含： 

一、 高性能通信機能包含：高性能資訊處理機能、基本通信之周邊設備、基

本通信設備、高性能資訊、通信設備、受電設備、༸線設備及二次配線

設備。 

二、 管理控制機能包含：環境維護機能、省能化設備、省力化設備、無人化

設備、建築環境、空調設備及照明設備。 

填充體填充體填充體填充體    支架體支架體支架體支架體    建築體建築體建築體建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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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全運轉機能包含：防災設備、ߥ全設備。 

四、 設施服務機能包含：管理營運體制。 

壹壹壹壹、、、、    國內智慧建築標章案例智慧化導入模式分析國內智慧建築標章案例智慧化導入模式分析國內智慧建築標章案例智慧化導入模式分析國內智慧建築標章案例智慧化導入模式分析  

建築規劃設計導入智慧化時程ཇԐ，則智慧化的目的ཇ明確；ோ國內智

慧化的導入多基於市場需求，而建築投資者則關心投資平衡問題，雖然智慧

化的導入效益多反ࢀ在使用維護階段，但是使用者的需求۳۳無法在建築規

劃設計過程中受到關注。 

 

 

 

 

 

 

 

圖圖圖圖 5- 9 建築智慧化設計理念演變圖建築智慧化設計理念演變圖建築智慧化設計理念演變圖建築智慧化設計理念演變圖 

資料來源：ṅ配（2000）࠶/智能ࠠ辦公建築空間特ቻ之研究/ࠄܿ：٧ࠄ大學鄯γ論文 

 

1950年代 1960年代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省力化、集中化 

省力化、一人控制 

省力化、能源高效利用 

整合化、人性及分享 分醩管理ࠠᄊ 

/6
集中管理ࠠᄊ 

集中管理ࠠᄊ、機能分醩ࠠᄊ 

網路管理、矩ତ機能分醩ࠠ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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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10 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施工及維運管理流程圖施工及維運管理流程圖施工及維運管理流程圖施工及維運管理流程圖 

參考資料：岨有݊ 編（1990）/智慧ࠠ大樓設計計劃指ࠄ/台屙：中華尯電空調雜ᇞ社 P.28、29

自用辦公大樓自用辦公大樓自用辦公大樓自用辦公大樓    
� 知識性的生產提高 

� 創造性的業務擴大 

� 業務形象的變ॠ 

� 峐業形象的提升 

� 工作環境的改善 

� 大樓機能的充實 

� 附加價值的提高 

� 事業內容的擴大 

基本構གྷ基本構གྷ基本構གྷ基本構གྷ 現況調查分析現況調查分析現況調查分析現況調查分析 峐劃提案峐劃提案峐劃提案峐劃提案 基本計畫基本計畫基本計畫基本計畫 

業務的現ރ分析和將業務的現ރ分析和將業務的現ރ分析和將業務的現ރ分析和將

來預釱來預釱來預釱來預釱    
� 峐業特性的現ރ和動向 

� 各事業所的立地和相互

關係 

� 經營ރ況的現況和動向

（業務的流程和改善事

項） 

� 資訊管理的現ރ和動向 

� 資訊通信設備的現ރ和

動向 

智慧化導入系統智慧化導入系統智慧化導入系統智慧化導入系統    
� 建築系統 

 

 

 

 

 

 

� 大樓自動化系統 

 

 

� 通訊系統 

 

 

� OA 系統 

智慧化等級的،定智慧化等級的،定智慧化等級的،定智慧化等級的،定    
� 變更彈性系統 

� 辦公室鄝ॿ系統 

� 人體工學計畫系統 

� 舒適性計畫系統 

� 維護性計畫系統 

� 生命週期計畫 

� 指標系統 

� 大樓管理系統 

� 安全系統 

� 省能源系統 

� 傳送交換機能 

� 電ηແሀ系統 

� 通信會議系統 

� 文書處理機能（基本） 

� 資訊處理機能（應用） 

基本設計條件،定基本設計條件،定基本設計條件،定基本設計條件،定 

    ચ尜需求分析預釱܍ચ尜需求分析預釱܍ચ尜需求分析預釱܍ચ尜需求分析預釱܍
� 可行性研究 

� 競爭案件調查 

ચၛ大樓ચၛ大樓ચၛ大樓ચၛ大樓    

運用運用運用運用，，，，FM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辦公室服務機能،定辦公室服務機能،定辦公室服務機能،定辦公室服務機能،定 

建設計畫建設計畫建設計畫建設計畫               計畫表計畫表計畫表計畫表、、、、規模規模規模規模、、、、工程設定工程設定工程設定工程設定 

收支計畫收支計畫收支計畫收支計畫               工程費概ᆉ工程費概ᆉ工程費概ᆉ工程費概ᆉ、、、、收入預釱收入預釱收入預釱收入預釱 

峐劃峐劃峐劃峐劃、、、、條件༼整條件༼整條件༼整條件༼整    
� 建地規模，新建0改建 

� 資0ߎચߎ 

與智慧化有關的成本與智慧化有關的成本與智慧化有關的成本與智慧化有關的成本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 智慧化成本尬較 

 

基本設計基本設計基本設計基本設計 實施設計實施設計實施設計實施設計 

智慧化建築設計智慧化建築設計智慧化建築設計智慧化建築設計    
� 平面計畫、ও面計畫 

� 立面外း計畫 

� 結構計畫 

� 屋頂計畫 

� 室內內း計畫 

� 管ၰ配線計畫 

� 內部、環境計畫 

� 標示系統計劃 

� 外釖計畫 

� 醱觀計畫 

設備計畫設備計畫設備計畫設備計畫    
� 電器設備計畫 

� ፁ生及給排尯設備計畫 

� 空調節設備計畫 

� 輸送系統設備計畫 

� 防災設備計畫 

資資資資訊訊訊訊通信通信通信通信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 系統設計 

� 資訊通信設備計畫 

� 資訊處理設備計畫 

施施施施    工工工工 維運管理維運管理維運管理維運管理    

智慧化建築維護智慧化建築維護智慧化建築維護智慧化建築維護    
� 建築維護 

� 建築ບ斷 

� 建築改建 

� 建築增建 

� 設備維護更新 

� 設備增設 

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化建築營運化建築營運化建築營運化建築營運    
� 通訊、辦公室自動化 

� 建築ચၛ服務 

� 事務܍ᡙ服務 

� 業務指導服務 

� 人才ࢴᇾ服務 

� 財務服務 

構གྷ提出及調查構གྷ提出及調查構གྷ提出及調查構གྷ提出及調查    建築細部設計建築細部設計建築細部設計建築細部設計    發包發包發包發包、、、、施工施工施工施工、、、、驗收驗收驗收驗收    

維運體制،定維運體制،定維運體制،定維運體制،定 

工程設計ଓ加工程設計ଓ加工程設計ଓ加工程設計ଓ加    

    ચ尜ᎂ入܍ચ尜ᎂ入܍ચ尜ᎂ入܍ચ尜ᎂ入܍
ચ尜辦公需求܍ �

確認 

ચ尜內部空間܍ �

需求設計 

ચ尜標示系統܍ �

設計 

 ચ尜設備設計܍ �

維運૽ግ維運૽ግ維運૽ግ維運૽ግ 

成本計畫成本計畫成本計畫成本計畫、、、、預估預估預估預估、、、、審定審定審定審定、、、、ࠨऊࠨऊࠨऊࠨऊ 工程管理工程管理工程管理工程管理 維運管理維運管理維運管理維運管理 

成本確定成本確定成本確定成本確定 工程資ߎ調ࢴ工程資ߎ調ࢴ工程資ߎ調ࢴ工程資ߎ調ࢴ 資ߎ回收資ߎ回收資ߎ回收資ߎ回收 

 ऊࠨચ尜܍ऊࠨચ尜܍ऊࠨચ尜܍ऊࠨચ尜܍ ચ尜،定܍ચ尜،定܍ચ尜،定܍ચ尜،定܍ ચ尜延ᡙ܍ચ尜延ᡙ܍ચ尜延ᡙ܍ચ尜延ᡙ܍ ચ尜市場需求預釱܍ચ尜市場需求預釱܍ચ尜市場需求預釱܍ચ尜市場需求預釱܍

 ચ尜៝問服務܍ચ尜៝問服務܍ચ尜៝問服務܍ચ尜៝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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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建築智慧化概念多數於،策階段即已導入，若،策單位並ߚ日

後建築使用者，則導入的目的多數為尋求更高的投資效益，建築設計單位則

因為ؒ有法令限制，或其他ዛᓰᇨ因，對智慧化的設計及整合相對多為被動

ᄊ度，由設備ቷ商提供資訊及設備空間需求，建築設計提供空間配合，建築

規劃設計單位大多無法提出導入智慧化設計理念。以國內通過『智慧建築標

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案例為例，智慧化申請整合單位以建築投資、

開發單位及建築使用、維護管理單位為主。 

表表表表 5- 3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智慧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或或或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案例申請單位統計表案例申請單位統計表案例申請單位統計表案例申請單位統計表 

案峮 

 

項目 

२ৢ大樓 Ϙང 116大樓 雙ᛎ大樓 γ電仰ቺ大樓 

展ᘑ 307案

集合住宅 
尺和ஷल大樓 

元大證چ集

團峐業總部

大樓 

申請別 

候選智慧建

築證書 

（93年度） 

候選智慧建

築證書 

（93年度） 

候選智慧建

築證書 

（94年度） 

智慧建築標

章（95年度） 

候選智慧建

築證書 

(95年度） 

候選智慧建

築證書 

（95年度） 

候選智慧建

築證書 

(96年度） 

申請單位 

建築投資、

開發單位 

建築投資、

開發單位 

建築投資、

開發單位 

建築投資、

開發單位 

建築使用、

維護管理單

位 

建築投資、

開發單位 

建築投資、

開發單位 

建築投資、

開發單位 

建築使用、

維護管理單

位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本表統計ᄒ至 96.12.31尩 

表表表表 5- 4 智慧建築指標評估中與建築規劃智慧建築指標評估中與建築規劃智慧建築指標評估中與建築規劃智慧建築指標評估中與建築規劃、、、、設計相關之評估基準表設計相關之評估基準表設計相關之評估基準表設計相關之評估基準表 

指標峮ᆀ 指標項目 建築規劃、設計相關之評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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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峮ᆀ 指標項目 建築規劃、設計相關之評估基準 

資訊及通信指標 視訊會議 
專ឦ視訊會議空間及႖音設計（Ⴔᓰ

性） 

建物防災指標 

防火系統 
設置防災中心或中屹監控室（必要性） 

安全防災指標 

人身安全指標  

視環境指標 
色ற計畫：室內空間色ற計畫（Ⴔᓰ

性） 
健康舒適指標 

音環境指標 
Ꮣ音႖音與吸音對策計畫：室內建

Ꮣ音႖音與吸音對策計畫書（必要性） 

設備節能指標   

綜合佈線指標 
佈線系統設計規

劃 

設備室的設計：採用標準高架地板設

計（必要性） 

管ၰ間的設計：空間ऊ 600MM（D）

×1200MM（W）大λ，但配線架不能

λ於 150MM（D）×450MM（W） 

系統整合指標   

使用管理指標 

綜合管理：提供監控系統設施空間（必

要性） 

管理人員管理：提供預੮管理人員使

用空間（Ⴔᓰ性） 
設施管理指標 

建築設備維護管

理指標 
 

評估指標中『系統整合指標』及『設施管理指標』為ߐᘖ指標，但除在

設施管理指標中提及提供監控系統設施空間、管理人員空間之外，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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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並ؒ有與建築規劃設計有ޔ接的對應關係，指標評估內容與設施設備關

係較密切，ࡺ目前案例智慧化整合多數由設備ቷ商主導。智慧建築設計整合

需解،各種專業化分工，因此設計上應具有機組合的彈性，藉由模矩整合關

係ߥ੮彈性變動可能。建築設計模矩化考慮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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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5 建築模矩化設計考慮項目對應關係表建築模矩化設計考慮項目對應關係表建築模矩化設計考慮項目對應關係表建築模矩化設計考慮項目對應關係表 

建築本體中 
之考慮項目 
 
 

模矩應用對象 

建
築
物
結
構
系
統 

建
築
物
高
度 

樓
地
板
面
ᑈ 

Ϻ
花
板
面
ᑈ 

ଶ
車
空
間 

防
火
區
劃 

日
照
採
峒 

防
火
避
難 

電

設
備 

給
排
尯
設
備 

消
防
設
備 

升
降
設
備 

電
話
設
備 

空
調
設
備 

空間尓度 ◎◎◎◎ ɄɄɄɄ ɄɄɄɄ  ◎◎◎◎          

ኺ跨ຯ ◎◎◎◎  ɄɄɄɄ            

            間ຯ ◎◎◎◎  ɄɄɄɄࢊ

服務核 ◎◎◎◎ ɄɄɄɄ ɄɄɄɄ   ◎◎◎◎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樓層高度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標準層高度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ኺ版下ృ高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構

造

體 

ჿᕅ ɄɄɄɄ ɄɄɄɄ             

照明設備   ɄɄɄɄ    ɄɄɄɄ        

空調設備   ɄɄɄɄ           ɄɄɄɄ 

ୀྟ設備   ◎◎◎◎   ɄɄɄɄ     ◎◎◎◎    

᠀尯頭   ◎◎◎◎   ɄɄɄɄ     ◎◎◎◎    

建

築

設

備 

尯平向管線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Ϻ花板 ɄɄɄɄ          ◎◎◎◎   ɄɄɄɄ 

室內႖間 ɄɄɄɄ            ɄɄɄɄ  

室

內

း

修 地板Ⴌ             ɄɄɄɄ  

辦公空間   ɄɄɄɄ          ɄɄɄɄ  

公共空間 ɄɄɄɄ  ɄɄɄɄ            

建

築

空

間 ଶ車空間 ɄɄɄɄ    ◎◎◎◎          

基本模矩 ◎◎◎◎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 ɄɄɄɄ ɄɄɄɄ ɄɄɄɄ 

ຏ：『◎◎◎◎』表在設計過程中之考慮因素具有ம制性的關係 

『ɄɄɄɄ』表在設計過程中之考慮因素具有配合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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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ṅ配（2000）࠶/智能ࠠ辦公建築空間特ቻ之研究/ࠄܿ：٧ࠄ大學鄯γ論文 

智慧化建築設計導入時另一重要的ፐ題為彈性共用設計概念，其概念可

分為三個部份說明： 

一、 彈性設計概念：彈性設計考量主要因應永續觀念之提ঀ，使建築生命週

期有延ߏ趨勢，為使設計結果可以滿足未來使用模式，在設計時預釱每

種模式之平面規劃與動線，使既有之建築દ理如：原有結構與服務核(樓

電ఊ 酳所等)，透過彈性使用設計應日後使用形ᄊ。目前住எ之彈性

使用設計常將室內႖ᕅ以輕႖間或尧႖間方式，配合ྖॉ或属ᄰ設計預

੮未來可變化的空間ࠠᄊ。 

表表表表 5- 6 智慧辦公建築彈智慧辦公建築彈智慧辦公建築彈智慧辦公建築彈性設計概念因應對照表性設計概念因應對照表性設計概念因應對照表性設計概念因應對照表 

彈性設計項目 彈性設計內容 彈性設計手法 

彈性空間設計 空間配置 

� 模矩化設計 

� 彈性႖間 

� 系統Ϻ花板 

� 高架地板、網路地板等 

� 系統鄝ॿ 

� 其他 

彈性設備設計 空調設備 

� 空調區劃設計（可配合空間彈性

變動） 

� 採用可變負控制方式（如：

VAV 方式、變ᓎ器方式） 

� 採用可個別控制方式（以對應不

同上時間、人數、位置等之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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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設計項目 彈性設計內容 彈性設計手法 

照明設備 

� 照明路設計（可配合空間彈性

變動） 

� 採用可個別控制方式 

� 照明控制方式無線化（如：ᇿ控

方式） 

電設備 

� 電力供應彈性設計（可配合空間

彈性變動） 

� 可配合電力容量需求的增加 

通訊設備及線路 

� 通訊༸線、LAN（LOCAL AREA 

NETWORK）、PBX（PRIVATE 

BRANCH EXCHANGEد用線

路交換機）等可配合通訊機能多

樣化或資訊量的增加 

� 配線方式或出線口可配合通訊

機械配置位置之變更 

� 預੮Ꭹျ空間通訊機械的增加 

二、 共享設計概念：日本智慧建築推動可分享的公共空間設計概念，以辦公

建築為例，日建建設在ܿ٧的總部大樓設計時，則௭去過去擴張د人辦

公空間的གྷ法，大量的增設共享空間包含：提供舒適的會議空間、會࠼

交ፉ空間、具員工交流性的ૡ尯間等，在每人使用平均面ᑈ不變的情形

下增加共享空間，提升辦公室員工互動機會，也增進辦公工作效。在

住宅案例中，大ٞ岣醬公司興建的實驗住宅案例 NEXT 21，即將傳統ຉ

屋ຉၰ的概念運用在集合住宅中，以立體ຉၰ的概念創造共享空間，有

效的提升住尜交流的機會，有利於集合住宅ߏ期的使用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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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辦公建築共享空間大概可以公用空間及專用空間做區分，以專用辦

公大樓而言，無論公用或專用空間都會提升使用者服務品質，但對ચၛ辦公

建築而言，公用空間無法取的出ચ收益，一般܍ચ尜希望在專用空間內有最

大的使用彈性，且供用空間由多各܍ચ尜共同使用，空間維護品質不易掌握。

因此，國外智慧建築設計概念導入初期，都會評估該建築ឦ於專用峐業辦公

大樓或ચၛ大樓，再،定共享空間設計面ᑈ及模式。 

表表表表 5- 7 智慧辦公建築公用與專用空間分類表智慧辦公建築公用與專用空間分類表智慧辦公建築公用與專用空間分類表智慧辦公建築公用與專用空間分類表 

空間ឦ性 空間分類 空間峮ᆀ 

� 大ߐ入口 

� ᘕᘚ 

 酲、樓ఊو �
公用動線空間 

� 電ఊ 

� 酳所 

� 健康服務空間、থ٢室 

� ૡ尯間 

� 雜用室 

公用服務空間 

� ຟᙒ空間 

� 管理事務室 

� ፁ室 

� 維修人員室 

� 值室 

� 防災中心 

公用管理空間 

� 避難空間 

公用空間 

 （收益部分ߚ）

公用設備空間 � 中屹監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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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ឦ性 空間分類 空間峮ᆀ 

� 電機械室 

� 空調機械室 

� 電ఊ機械室 

� 發電機室 

� 不斷電း置室 

� 各類管ၰ空間 

� 接ࡑᘕᘚ 

� 交ፉ空間 專用動線空間 

 酲و �

� 辦公ਫ空間 

� OA 空間 

 商空間ࢳ �

� 收納空間 

辦公空間 

� 辦公區內動線空間 

� 會議室、會࠼室 

� 視訊會議室 

� ૽ግ室 
會議、資料室空間 

� 資料室（資料庫、圖書室） 

� 電တ室 

� OA 室 

� 資訊中心 
事務機器空間 

� 峣ڇ室、影峣室 

� ᓓ（含ታ܊及配ᑧ室） 

專用空間 

（收益部分） 

健康服務空間 

� 更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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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ឦ性 空間分類 空間峮ᆀ 

� 峈息室 

� 商۫空間 

� 健康管理中心（ᙴ務室） 

� 健康中心 

� 職員室 

� VIP 專用大 

� VIP 室 
VIP 空間 

� ،策空間 

參考資料：岨有݊ 編（1990）/智慧ࠠ大樓設計計劃指ࠄ/台屙：中華尯電空調雜ᇞ社 P.77 

 

三、 通用設計概念：通用設計主要有七項設計原則，包含： 

1. 峌何人都能公平的去使用 

2. 容許各式各樣的方法使用 

3. 使用方法ᙁ單並且能夠容易去理解 

4. 透過多種的感覺器官去理解訊息 

5. 在ᒱᇤ使用方法下使用也不會造成事ࡺ並且能夠ࡠ酸原ރ 

6. 減輕使用之身體的負擔 

7. 可確ߥ容易使用的大λ和空間 

另外，通用設計應考量：ߏΦ使用產品並且ߥ持經ᔮ性、品質優良及充

滿ऍ觀、使人的身體及週ᎁ環境無害。通用設計並不一定讓每個人都能夠去

使用，而是包括：正常使用群，有特ਸ需求的使用者，及身心ምᛖ、年ߏ

者、ζ、ูٽ等群，分析他們與環境的對應關係，設計盡量滿足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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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需求。 

 

 

圖圖圖圖 5- 11 智慧化建築共用設計概念圖智慧化建築共用設計概念圖智慧化建築共用設計概念圖智慧化建築共用設計概念圖 

本研究智慧建築案例收集分析及專家問ڔೖ談，初步發現國內智慧建築

的推動雖已ᅌ趨成ዕ，相關產業環境技術支醠也能滿足需求，但在建築規劃

設計方面，應更ᑈ極的研擬提出設計理念及具體的設計手法，ۈ建築規劃設

計者在智慧化的導入過程中，不再ଶ੮於被動的與設備系統配合。一般建築

與智慧建築設計理念的差異： 

表表表表 5- 8 一般建築與智慧建築設計理念的差異分析表一般建築與智慧建築設計理念的差異分析表一般建築與智慧建築設計理念的差異分析表一般建築與智慧建築設計理念的差異分析表 

空間

分類 
一般建築 智慧建築 

專

有

部

份 

� 採用࠾鄆式、ᓉᄊ且已定位

的空間設計，滿足單一性的

作業內容。一般Ꮓ可能增加

特定空間使用面ᑈ，減少公

用面ᑈ。 

� 設備系統為最基本的需求尯

� 採用開放式、動ᄊ的空間設

計，提供機械設備、管ၰ空

間有充分的Ꭹျ因應未來需

求的變動，具有空間共享的

特色。 

� 提供各項支應系統空間包

共用共用共用共用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共享設計共享設計共享設計共享設計+通用設計通用設計通用設計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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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分類 
一般建築 智慧建築 

準，未考慮擴充可能，缺局

營運管理及環境品質概念。 

� 空間大多依確定的使用對象

而設計，ࡺ不易應使用者

或市場需求的變化，而彈性

調整。 

含：通訊系統、自動化系統、

環境控制系統、營運、管理

及維護等系統。 

� 可彈性調整空間使用，ଓ求

新的作業需求。 

� 除了對應各種設備負之

外，就操作系統而言，大都

採中屹監控，分區控制以對

應個別需求，ࡺ有較細ጏ的

環境控制體系。 

� 可對應不確定的空間使用需

求。 

ߚ

專

有

部

份 

� 為ଓ求最大的使用空間，各

項支應性空間大都集中化，

Ꮓ可能ᕭλ面ᑈ，對施工

性、控制性及未來彈性較不

注重。 

� 專有空間要求集ऊ，ߚ專有

空間則分醩，以對應專ߐ性

的支應性空間。 

� ଓ求人性、分享的空間特

質。 

從一般建築、智慧建築差異分析中，可以了解建築智慧化導入必須以使

用端需求為前提，從空間、設備、系統等方面整合規劃設計著手，由於智慧

化主導者立場意識的差異，解،的ፐ題不同，因此ޔ接影響導入模式與時機。 

貳貳貳貳、、、、    智慧化居住空間系統設計導入需求擬定智慧化居住空間系統設計導入需求擬定智慧化居住空間系統設計導入需求擬定智慧化居住空間系統設計導入需求擬定  

智慧建築的醇念是將建築物從傳統的空間提供的角色，提升到可以事先

架構好必要的設備，以因應使用者所需的各項機能及服務。將相關設備作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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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管理，提高建築物的居住性、便利性、生產性、經ᔮ性，以而提供最佳的

居住空間環境為目標。 

由於建築智慧化相關系統相關設備、服務都醹標準化整合，加上科技日

新月異，尒其是網路、ፁࢃ通訊、建築管理系統等更是快速更新。相較於建

築物本身，更ᡉ生命週期之อኩ，因而在設計規劃期間必須考慮對將來技術

更新或需求之改變時之應變能力。 

建築規劃設計者只要掌握如何整合相關設備及機電系統，提供相對應之

設備及配管空間，同時要求機電設計部ߐ提供各系統之相關資訊及整合管理

之建議，如此才能落實智慧化建築目的。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需求擬定說明

如下： 

一、 設計檢查表之擬定 

二、 資訊及通訊 

1. 電話交換機系統  ：電話交換機系統除了傳統的 PBX（PRIVATE 

BRANCH EXCHANGE）外，最近 IP 網路上提供  交換機功能的

IP-PBX 也ሥ受注目。可分為ޔ接取代原有 PBX 的硬體設備外，也

有ޔ接在伺服器上用作的軟體版本。或是在 PBX 上面加設 VOIP

（VOICE OVER IP網路電話）功能，PBX 和 IP-PBXష用的設備。 

2. 網路系統：由於峒ᠼቨᓎ網路的醭及，於網路系統規劃時，必須考慮

到架構 FTTH（FIBER TO THE HOME）之相應設備空間，由機܊到

各尜之管線安排。 

3. 高架地板：高架地板提供配線方變，႖間變動ᙁ單的優勢。可依使用

需求選用合適規格外，電တ機܊更可考慮խ性的高架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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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訊及通信」指標是由數位式(含 IP)電話交換、公眾行動通信涵

蓋(含共構)、區域網路、視訊會議、公共廣ኞ、公共Ϻ線及有線電視、公共

資訊ᡉ示及導ំ等Ζ項所組成。現依各指標項目相關系統之設計原則加列建

築設計理念如表 4-1所示，以作為設計智慧建築之參考。 

表表表表 5- 9 資訊及通信指標項目相關系統之建築設計理念資訊及通信指標項目相關系統之建築設計理念資訊及通信指標項目相關系統之建築設計理念資訊及通信指標項目相關系統之建築設計理念 

項次 指標峮ᆀ 設計原則 建築設計理念 

1 

數 位 式 ( 含

IP) 電話交

換 

應依據大樓用尜的各種

需要，設置相對應以達

其所需的系統設備；交

換系統應採用數位式(含

IP)處理，以便ޔ接作各

種數位式(含 IP)傳輸及

處理運用，且同時需具

有話務分配、電話費用

管理、自動總機、遠端

維護、ચ尜分群等功

能；並依據用尜的需

要，交換系統可以提供

各種介面以因應不同的

需求，同時需具有擴充

能力。 

交換機܊(可與 IT 機܊整

合)、附設電ԣ室(ᐱ立)、空

調、消防、接地、高架地板

(一定要有) 。 

2 

公眾行動通

信涵蓋(含共

構) 

可依不同建物之功能，

並整體考量 GSM、PHS

及 3G 等系統之需求情

況，提供完整而ᝄ密的

電信機܊(主機)、空調、消

防、接地、高架地板(有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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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峮ᆀ 設計原則 建築設計理念 

電ݢ涵蓋，達到行動通

信無ԝ角的目標。 

3 
廣 域 網 路    

之接取 

智慧建築應設置足夠之

ቨᓎ峒ᠼ電路以接取廣

域網路，同時考量不同

建物之功能需求，設置

適量之備醠接取電路 

電信機܊需預੮管路至電

信公司 

4 區域網路 

應在建築物各層樓配置

適量的資訊及電信醘

座，可以讓使用者ࡐ方

便的透過各醘座連接區

域網路系統與建築物內

外作溝通。 

IT 機܊、附設電ԣ室(ᐱ

立)、空調、消防、接地、

高架地板(一定要有) 。 

5 視訊會議 

可運用各種通信介面(如

ISDN 、 專 線 或 IP 

Based)，以點對點或點對

多點方式溝通，包括雙

方之影像、聲音及資訊

等，以期達到如ޔ接面

對面的溝通效果。 

會議室、專用機܊、鄛լ

風、會議ਫ醿(含網路)、階

ఊ地板(視規模) 、投影設

備、ឪ影、視訊、照明、吸

音、႖音等 

三、 安全防災 

1. 防災系統：防火、防、防尯、防台等都是防災範圍，防系統除了

建築物本身結構系統的制或խ系統外，目前國外象局已提供

地發生時的ᆙ࡚通報系統，透過峒ᠼ網路立即將地訊息傳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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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區域。以爭取到 0至數 10ࣾ的應變時間，以期減少Ϋ。當運行

中的電ఊ接受到報時，也會自動ଶ到最近樓層並打開ߐ，等所有

人都ᚆ開以後ߐע關上並ଶ尩運作。 

2. 防岟系統：防岟系統中監視系統是重要的環，目前的監視ឪ影機除

了提供監視及錄影的功能外，本身已具備相當的ᒣ識能力。例如在

電ఊ間必備的ឪ影機，已可自動ղ斷電ఊ車ጃ內是否有異常，如打

ର或有人突然ॹ下等ރ況。 

四、 設備節能 

1. 空調系統：空調系統除了硬體設備外，可於空調負載端（預հ空調ጃ

（PAH）、空調ጃ （AHU）、送風機（Fan Coil Unit）、ጃࠠհ

（Package）安း電တ監控設備及各式感應設備（溫度、ྒྷ度、二਼

化ᅹ、人體౽動），結合網路化管理維運系統達到管理維運自動化，

使空調設備運轉更有效，達到節省電費的目的。運轉時程表可依

週或年為週期訂定，再依實際需要針對特定區域作調整，也可

設定收費時間帶，預設時間自動關機以防ੁ費。 

2. 照明系統：依統計辦公室所消費電力的三分之(ऊ 36%)是用於照明

跟醘座，因此規劃照明系統時，२先必須៝慮到省能設計。採用高

效ᐩ具再配合自動時程控制及自動感應器，作適度的開關及調

峒，避խ不必要的照明及過度使用的問題，在省能的前提下也不能

۹ౣ使用者的舒適性。最後如何用最省力的方法來達成省能的目

的，我們可以使用電တ管理系統自動常時監視並不斷做調整，並控

制用電在ࠨऊ容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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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給排尯系統、電力系統、空調系統、১電系統、消防系統 

管ၰ間配置原則與一般相同，但須注意對建築空間之影響。 

1. 尯平配管配線：不可能ऀኺ的有空調風管、消防排ྟ風管、匯流排

（Busway）、峙尯主༸管、發電機排風管。必須考慮空間可使用ృ

高，尒其這些管線Ξ產生交ΰ或重᠄時，影響更甚。如需ऀኺ需事

先進行套圖以利正確੮設套管以避խੁ費成本。 

2. ࠟ 管ၰ間必須預੮足夠之空間並੮設維修口，考慮維ޔࠟ：管ၰ間ޔ

修作業尓κऊ為 40cm(D)*60cm(H)；資通訊管ၰ間需設一處以上之

專ឦ配線架，並與動力線ߥ持 15cm 以上ຯᚆ；設置於防火區劃內

且周圍為防火板，且上下樓層有防火填༞。需੮設空間以供綜合佈

線ዬ使用。管ၰ空間ऊ60cm*120cm，但配線架不能λ於15cm*45cm。 

3. 管ၰ核位置：依給排尯、ம電、১電、空調分開設置，再依建築物平

面ߏቨ尬例،定位置；可搭配電ఊ、樓ఊ等ࠟޔ動線設置；考慮設

備進出，至少੮設 90cm維修通ၰ。 

表表表表 5- 10 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服務核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服務核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服務核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服務核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 

分

類 
服務核ࠠ式 特色說明 

A 

 

邊

核

ࠠ 

B 

 

1. 樓地板面ᑈ增大時，核以外需設生設

施、設備管ၰ等。 

� A、B：W=10~20m 

�C、D：W=20~25m 

2. 標準層樓地板面ᑈ： 

�A、B：500~2000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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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服務核ࠠ式 特色說明 

C 

 

D 

 

�C、D：500~1000ʤ 

3. 建築重心與খ心一致，防尩ୃ心。 

4. 樓層過高在結構上並不理གྷ。 

5. 通常用於樓地板面ᑈ較λ的辦公大樓。 

E 

 

外

核

ࠠ 

F 

 

1. 與單邊核特ቻ大致相同。 

2. 將設備管線以及配管從服務核導入辦

公室空間內時，易受到結構的限制。 

3. 較不利於防災，ࡺ當樓地板面ᑈ增大

時，需要設置包含生設施在內的ୋ服

務核。 

�E、F：W=10~25m 

4. 需避խ服務核之接合部位的變形過大。 

5. 辦公室ऐᏛ常限於設置在外周部分。 

6. 服務核可以採取配合其ࠠᄊ的結構方

式。 

7. 較不利於結構ऐ。 

8. 由單邊服務核發展出來的ࠠ式，辦公空

間使用較具自由度。 

中

屹 

核

G 

 

�G、H、I：W=10~15m，為一般ࠠ。 

�J：W=20~25m適用於室內面ᑈ較大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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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服務核ࠠ式 特色說明 

ࠠ 

H 

 

I 

 

 

J 

 

1. 標準層面ᑈ： 

�G、H：1000~2000ʤ 

�I、J：1500~3000ʤ 

�Gࠠ式的效最高，以出ચ辦公大樓

為最具經ᔮ效益。 

2. 為較理གྷ的結構核ࠠᄊ 

�G、H、I 將ࢊη設置在外周部的計

畫，能ᕇ得容易使用的辦公空間。 

3. 高層與ຬ高層多採用此ࠠ式，由中屹服

務核構成一體化的ऐ架構。 

4. 多用於樓地板面ᑈ較大的辦公大樓。 

5. 內部空間與外觀容易變化，但作為自用

大樓較不理གྷ。 

K 

 

兩

端 

核

ࠠ L 

 

�K、L：W=20~25 m適用於各種大ࠠ

空間。 

�標準層面ᑈ：1000~1500ʤ 

1. 防災性佳（二方向生） 

2. K ࠠ式中ऐᏛ被設置在外圍服務

核，因此當核的間႖較大時需檢討中屹

部位的ऐ性。 

3. 適用自用大樓或需要大空間的辦公空

間。 

4. 可做為分層出ચ，但樓層分鄨出ચ需連

接二端服務核的و酲，降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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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服務核ࠠ式 特色說明 

M 

 

N 

 

O 

 

P 

 

其

他

ࠠ 

Q 

 

�M、N 為分醩核ࠠ，防災性佳。 

�O、P、Q：W=10~20m，中屹核ࠠ的

變形。 

�Q在劃分之時，作為大空間易於使

用。 

�M 的核可視為高খ性的ࢊη。 

�O、P、Q的結構造價高。 

�M ࠠ式可༟造大ࠠ空間。 

�除 Pࠠ外 M、N、O、Qࠠ的外ᕅ

高，因此造價相對較高。 

參考資料：日本建築學會編，1997，ᆒᙁ版建築設計資料集成，၏尮書局。P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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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11 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作業區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作業區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作業區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作業區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 

佈局方式 空間說明 

面 對 面

式 佈 局 
 

Ȝ優點ȝ 

位置明確、便利流程作業，減少公共設備

設置及空間ੁ費。 

Ȝ缺點ȝ 

前方的人會ߔᛖ視線、ਁ 動會傳到其他辦

公ਫ、文件易ᔒᓸ在ਫ上、ङ後通ၰ感覺

不適。 

學 ਠ 式

佈 局 
 

Ȝ優點ȝ 

工作者視線不接注意力較集中，座位空

間較少有影響、通ၰ明確。 

Ȝ缺點ȝ 

作業部ߐ和組別不易區別，電話分機需較

多、商談事務不便。 

ᒱ 開 式

佈 局 

 

Ȝ優點ȝ 

個人收納空間增加，個人作業空間增加，

減少電話分機量，適合流程作業，能有效

利用空間，通ၰ明確容易商談事務。 

Ȝ缺點ȝ 

個人空間會增加，容易୴放無用資料。 

工 作 ઠ

ࠠ 式 一 
 

Ȝ優點ȝ 

同面對面式佈局，並可增加公共設備區。 

Ȝ缺點ȝ 

前方的工作者會ߔᛖ視線，ਁ 動會傳到其

他辦公ਫ，文件易ᔒᓸ在ਫ上，ङ後通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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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方式 空間說明 

感覺不適。 

工 作 ઠ

ࠠ 式 二 

 

Ȝ優點ȝ 

可有效分配作業空間，有公共設備區域，

適合流程作業需要。 

Ȝ缺點ȝ 

共用空間較大。 

參考資料：安富重文，1980，智慧ࠠ辦公大樓計畫，၏尮書局。p7~p21 

表表表表 5- 12 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空調機械室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空調機械室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空調機械室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空調機械室佈局導入方式說明表 

組合方式 特ቻ 

中

屹

方

式 

 

� 空調機械設置在中屹機械室中，設置ಖ

端機數部至 10~20部。 

� 各層雖無機械室，但需੮設風管空間。 

單 一 風

管 方 式 各

層

機

組

方

式 
 

� 各層設置空調機械室一至數部。 

� 各層必需設置機械室，但是需ೣऀ樓版

的風管需求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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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方式 特ቻ 

中

屹

方

式 

 

� 空調機械設置在中屹機械室中，因使用

F.U.C.，空調機變λ。 

� 設置ಖ端機數部至 10~20部。 

� 各層雖無機械室，但需੮設風管空間。 

� 不適用於܂ᅅ尯的空間（如：ऍ術ᓔ、

電တ教室等。） 

� 在環境品質要求較高的空間不適用。 

第 一 段

空 

+F.C.U.

方 式 
各

層

機

組

方

式 
 

� 各層設置空調機械室一至數部。 

� 各層必需設置機械室，但是需ೣऀ樓版

的風管需求較少。 

� 使用 F.U.C.，空調機變λ。 

� 不適用於܂ᅅ尯的空間（如：ऍ術ᓔ、

電တ教室等。） 

ጃ ࠠ 機

組 方 式 

各

層

機

組

方

式 
 

� 因源一體化，ࡺ不需中屹的源設

備，外部機組可設置在屋頂或其他位置。 

� 空調服務等級ั差。 

� 可對應 24λ時運轉機動調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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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方式 特ቻ 

λ

ࠠ

分

醩

方

式 
 

� 基本系統為源一體化，ࡺ不需中屹的

源設備，外部機組設置在屋頂或其他

位置。 

� 室內機組呈λࠠ分醩化。 

� Ϻ花內容納機組，各層不需機械室。 

� 使用單元機組ࠠ的全交換機，各層個

別處理空調外。 

� 可採取各別空調。 

� 適用於中λ規模的建築物。 

參考資料：日本建築學會編，1997，ᆒᙁ版建築設計資料集成，၏尮書局。P502 

表表表表 5- 13 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樓版配線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樓版配線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樓版配線導入方式說明表智慧化辦公空間系統設計樓版配線導入方式說明表 

地板ࠠ式 說 明 

高

架

地

板  

圖 片 來 源 ：

http://www.naka-kogyo.co.jp/cn/prd/prd6.html 

� 可容納大量配線。 

� 佈局可依使用需求變更。 

� 現有產品多樣化可依使用需求選用

不同高度。 

� 配線擴充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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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式 說 明 

樓

版

內

配

管 

� 樓版內শ設電線管，可作為電力、

電信等用配線。 

� 配線不易擴充使用 

地

釗

下

配

線 

度ऊࠆ � 1mm的ࡧ平電ᢑᎎ設在地

釗下的方式。配線於樓版上方，ࡺ

配線變更容易。 

細

झ

管

路 

� 利用ݢદᒳ板中屑屓空間作為容納

配線空間。 

� 尬樓版內配管的配線容納量更大。 

 平電ᢑࡧ

電力、資訊、電話 

可ܨ式方༧地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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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式 說 明 

格

ރ

樓

版

方

式 

 

� 係利用שદᒳ板突ኲ的下方做為配

線空間，溝管當作格ރ樓版的༸管

使用，為地板下配線的一種。 

� 較地板下配線彈性大，容納配線量

大，可使用較ಉ的電線。 

� 格ރ樓版的設備費可當作結構構件

設計的一部分考慮。 

參考資料：日本建築學會編，1997，ᆒᙁ版建築設計資料集成，၏尮書局。P533 

安富重文，1980，智慧ࠠ辦公大樓計畫，၏尮書局。p147~p148 

 

 

 

 

 

 

 

 

 

 

圖圖圖圖 5- 12 智慧化建築設備周邊管線導入計畫圖智慧化建築設備周邊管線導入計畫圖智慧化建築設備周邊管線導入計畫圖智慧化建築設備周邊管線導入計畫圖    

配線ዬ、 

分電ዬ 

出線口 

主要線路管 

 管ၰ檢修Ͼޔࠟ

系統Ϻ花 

尯平管線 

樓板內配管 

 平配線ࡧ

分線ዬ、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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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日本建築學會編，1997，ᆒᙁ版建築設計資料集成，၏尮書局。P528 

          本研究整理 

參參參參、、、、    智慧化居住空間分級概念的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分級概念的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分級概念的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分級概念的提出  

有鑑於過去的智慧建築評估方法無法指出「全部指標合格」與僅「跨ຫ

合格ߐᘖ」二者之區別，亦無法指出ࢌ項指標僅達合格標準。因此尚有必要

再進一步研擬「智慧建築分級標準」，以便於指出合格者係ឦ於「智慧平ன」

或者「智慧出眾」之程度區別，ࡺ進一步將各指標評估基準再予以細分為若

υ細項以便於分別評分，再根據其評分之ಕ計結果。 

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制定之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現行ᆵ灣智慧

建築評估方法所涵蓋之內容ੋ及：「資訊及通信」、「安全防災」、「健康舒適」、

「設備節能」、「綜合佈線」、「系統整合」及「設施管理」等 7 項指標。目前

建築物通過智慧建築評估並ߚ取得建築許可之必要條件，而是採取由申請人

自行،定是否檢具申請書圖向該所申請審查，當通過該 7 項指標之其中 4 項

時，即可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或「智慧建築標章」之ߚம制性規定，

而其中「系統整合」及「設施管理」係必須通過之指標。 

參考了前述各種智慧建築評估方法，並ઠ在過去ᆵ灣的智慧建築評估的

研究基礎上，ᆵ灣所發展的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體系所採取的空間分級評估

方式係依據 7 項指標分別再訂定更進一步之量化評估項目及基準，由評審依

受評估之建築物是否達到各評估項目之基準分別予以評分後，依其ಕ計總分

高低依序區別為：「高度智慧化」、「優質智慧化」、「一般智慧化」、「不合格」

（尸文安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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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資訊及通信指標」被進一步細分為：數位式電話交換、公眾

行動通信涵蓋、廣域網路之接取、區域網路、視訊會議、公共廣ኞ、公共Ϻ

線及有線電視、公共資訊ᡉ示及導ំ等 8 項評估項目，各項目配分自 6 分至

20分不等，若各項目均得最高分則ಕᑈ後可得滿分 100分，表示這是一個「高

度資訊及通信智慧化」的建築物。 

肆肆肆肆、、、、    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手法分析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手法分析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手法分析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手法分析  

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手法分析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手法分析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手法分析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手法分析 

綜理各國智慧建築辦公樓空間建築系統要素及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

以『建築層高設計』、『結構ࢊຯ設計』、『設施功能需求空間』、『標準層設計』、

『室內環境設計』、『彈性共用空間設計』、『人因工學設計』等七項建築系統

要素及建築系統設計手法提供參考。 

表表表表 5- 14 智慧建築系統要素及設計手法考量需求表智慧建築系統要素及設計手法考量需求表智慧建築系統要素及設計手法考量需求表智慧建築系統要素及設計手法考量需求表 

智慧建築系統要素智慧建築系統要素智慧建築系統要素智慧建築系統要素 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 

建築層高設計 

1. 辦公使用功能空間所需ృ高 

2. 系統Ϻ花設計所需ృ高 

3. 地板及佈線系統ృ高地板及佈線系統ృ高 

4. 建築層高ɨ使用空間ృ高ɠ結構樓版及ఉ深

ృ高ɠ空調管線及其它機電配管ృ高ɠ地板

及佈線系統ృ高 

模矩化設計 
1. 自然採峒之要求 

2. 空間使用單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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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系統要素智慧建築系統要素智慧建築系統要素智慧建築系統要素 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 

3. 環境心理因素 

4. 地下ଶ車位之需求 

設施功能需求空間 

因應智慧建築基於自動化需求新增之功能要求及

空間如下： 

1. 設備室 

2. 監控室 

3. 電信室 

4. 共用Ϻ線電視和ፁࢃ電視接收設備 

5. 交換機室(或資訊室) 

6. 管ၰ空間 

標準層設計 
1. 標準層規模 

2. 服務核規模 

室內環境設計 

1. 工作ઠ之平面佈局形式 

2. 室內視環境設計 

3. 室內音環境設計 

4. 室內空環境設計 

5. 室內色ற設計 

彈性共用設計 

1. 彈性概念設計 

2. 共享概念設計 

3. 通用概念設計 

人因工學設計 1. 人體工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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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系統要素智慧建築系統要素智慧建築系統要素智慧建築系統要素 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智慧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考量 

2. 力學設計 

3. 色ற學 

4. 感性工學設計 

參考資料：ᝠד、ᇳ௵ 編著（2003）/建築師與智能建築/屙٧：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智慧化居住空間規劃設計與建築構造形式有關之設計手法大致可分為： 

一、 建築層高設計：智慧建築層高設計通常要考量空間使用ృ高需求、系統

Ϻ花設計需求（如：尯平管線空間੮設）、地板及佈線系統空間需求，

足夠的建築層高設計可以確ߥ智慧化系統導入的機會，同時提供建築生

命週期中空間及使用變動的彈性。 

二、 模矩化設計：依據本研究所收集的智慧建築案例分析結果發現，無論住

宅、辦公等其他功能使用智慧建築，多屜在設計階段導入模矩化設計的

概念，模矩化設計實際上是將通用設計的理念，落實在建築空間系統

中，智慧化建築藉由模矩化設計的方式，接受多元使用及系統、設備導

入的機會。 

三、 設施功能需求空間：智慧建築設施功能需求空間，如同建築的運轉中

樞，運轉中樞空間的੮設ޔ接影響未來建築維運ރᄊ，理གྷ的維運ރᄊ

是推動建築智慧化的基礎。我國相關規定（如：台電營業規則）中雖已

規定機܊੮設空間，但隨著智慧化系統、設備的日新月異，設施功能需

求空間有必要醹整合設計的方式考量，以提升空間使用的效及樓地板

有效面ᑈ的尬。 

四、 標準層設計：由於智慧建築經常採取模矩化的設計方式，因此，標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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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對智慧化導入的等級影響ࡐ大，特別是有關：服務核組成、服務核

佈局及服務核規模之考量。 

智慧化居住空間規劃設計與建築空間系統有關之設計手法大致可分為： 

一、 室內環境設計：智慧建築的導入२要滿足使用者健康、舒適及便利需

求，對室內環境設計考量應從：工作ઠ之平面佈局形式、室內視環境、

室內音環境、室內空環境及室內色ற設計等方面考量，當環境品質ᕇ

得滿足時ᕇ得使用者認同時，智慧化的導入建築才具有意義。 

二、 彈性共用設計：彈性共用設計概念導入智慧化空間系統中，其概念為：

彈性設計、共享設計概念及通用設計概念的整合，透過彈性共用設計概

念的導入，創造滿足峌何時間、峌何使用者的϶善空間系統。 

三、 人因工學設計：有關人因工學設計的考量應涵蓋：人體工學設計、力學

設計、色ற學及感性工學設計，以建立及維持設備、工具、工作及環境

因η的相容性，滿足使用者生理、心理需求。 

智慧化居住空間規劃設計與建築管理系統之設計手法，實際上是整合在

構造形式及空間系統中，智慧建築管理系統運作機制的良⫠，關乎智慧建築

品質是智慧建築的神經中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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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15 智慧建築設計手法考量需求參考表智慧建築設計手法考量需求參考表智慧建築設計手法考量需求參考表智慧建築設計手法考量需求參考表 

智慧建築系統 
要 素 

智 慧 建 築 系 統 
設 計 手 法 考 量 

智慧建築設計參考建議 

1. 辦公使用功能空間所需ృ高 
� 辦公空間所需ృ高：建議 2.4~3.0公

尓，建議取 2.6公尓。 

� 辦公室會議空間所需ృ高：建議不λ

於 2.6公尓。 

� 辦公室و酲空間所需ృ高：建議不λ

於 2.1公尓。 

2. 系統Ϻ花設計所需ృ高 
� 系統Ϻ花設計所需ృ高:建議 1.1~1.6

公尓。 

� 結構樓版及ఉ深ృ高：可採無ఉ樓

版、雙向密Ի及組合樓版設計以減少

ఉ高。 

� 空調管線及其它機電配管ృ高：可採

適當增加ቨ度減少高度之設計或較

高之空調管配置於وၰ。 

� 其它系統設施安း：如消防系統、照

明系統及自控系統等須以三向度考

量佈設，以取得最少尓κ。 

3. 地板及佈線系統ృ高 
� 地板及佈線系統ృ高：建議 0.02~0.35

公尓。 

建 築 層 高 設 計 

4. 建築層高ɨ使用空間ృ高ɠ結構樓

版及ఉ深ృ高ɠ空調管線及其它

機電配管ృ高ɠ地板及佈線系統

ృ高 

� 建議適ە之建築層高應在 3.8~4.2 公

尓之間。 

1. 自然採峒之要求 
� 單ୁ採峒建議最佳深度 10~12公尓。 

模 矩 化 設 計 

2. 空間使用單元需求 辦公單元之要求： 

� ऍ國、加৾大建議為 14~19平方公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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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系統 
要 素 

智 慧 建 築 系 統 
設 計 手 法 考 量 

智慧建築設計參考建議 

� 日本建議為 5~12平方公尓 

� ቺ國建議為 7~11平方公尓。 

3. 環境心理因素 
� 建議 12×30公尓ऊ 400平方公尓之辦

公空間為較理གྷ。 

4. 地下ଶ車位之需求 
� 建議ଶ車需求結構ࢊຯ 11公尓。 

因應智慧建築基於自動化需求新增之

功能要求及空間如下： 

1. 設備室 

� 建議每 10平方公尓用尜工作ઠ面ᑈ

需設置 0.07平方公尓設備室，可置

於地下一層、一層或二層。 

2. 監控室 
� 建議 50~80平方公尓，可置於地下一

層或一層(可與設備室合ٳ設計)。 

3. 電信室 
� 建議每 900平方公尓設置 3×3公尓電

信室。 

4. 共用Ϻ線電視和ፁࢃ電視接收設備 
� 共用Ϻ線電視接收設備ە設於屋頂，

以得良好接收品質。ፁࢃ電視接收設

備可設於屋頂或地面。 

� 需考量接收設備之空間、載重及避խ

接收信ဦ受υᘋ及ߔᛖ。 

5. 交換機室(或資訊室) 
� 建議依電話ߐ數設置ᐱ立交換機室

(或資訊室)，並預੮增設空間。 

� 建議ە設於五層以下以ᕭอ佈線ຯᚆ

及減少信ဦ૰減。 

設施功能需求空

間 

6. 管ၰ空間 
�  

標 準 層 設 計 

1. 標準層規模 
� 依採峒因素、防火規範及平面利用

對智慧ࠠ辦公大樓標準層規模之影

響：當層數一定時，標準層面ᑈ為

2,000平方公尓時，平面利用ऊ

78%為最高。一般在 2,000~2,500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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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系統 
要 素 

智 慧 建 築 系 統 
設 計 手 法 考 量 

智慧建築設計參考建議 

方公尓之間，當層數增高時，服務核

面ᑈ相對增大，標準層面ᑈ隨之增

大。 

2. 服務核規模 
� 服務核組成：由服務空間(酳所、ૡ尯

間及ᓯᙒ室等)、交通空間(電ఊ、樓

ఊ及و酲等)及技術空間(設備管ၰ

間、智慧佈線管ၰ間及設備室等)組

成，為智慧ࠠ辦公大樓標準層設計之

核心。 

� 服務核佈局：集中式(中心式、對ᆀ集

中式、ୃ心集中式、ᐱ立集中式)、

分醩式(對ᆀ分醩式、自由分醩式、

ᐱ立分醩式)及綜合式。 

� 服務核規模：智慧ࠠ佈線所需面ᑈऊ

՞標準層面ᑈ之 1.1%~4.3%；日本平

均՞標準層面ᑈ之 2.0%；當標準層

面ᑈ為 2,000平方公尓時，可達到較

高之平面利用。 

1. 工作ઠ之平面佈局形式 
� 工作ઠ之平面佈局形式：面對式、學

ਠ式、交ΰ式、自由式。 

2. 室內視環境設計 
� VDT 色ற、反及配置 

� 自然採峒設計 

� 一般辦公室建議፵度值 2000cd/m² 

� 室內照明設計：一般照明、局部照明、

ష合照明。 

3. 室內音環境設計 
� 室內音環境設計考量：控制Ꮣ音源、

႖音、吸音、消音處理。 

室 內 環 境 設 計 

4. 室內空環境設計 
� 溫ྒྷ度、二਼化ᅹᐚ度、有害體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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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系統 
要 素 

智 慧 建 築 系 統 
設 計 手 法 考 量 

智慧建築設計參考建議 

5. 室內色ற設計 
� 建議地板面色ற：明度 3-5度、無ற

色、反 20~40%。 

� 建議ᕅ面色ற：明度 7-8度、色றࢋ

和、反 40~60%。 

� 建議Ϻ花板色ற：明度 9度以下、色

றభ而明ߝ、反 80~90%。 

� 建議作業面反 25~45%，作業對

象與周圍環境之፵度尬 3:1。 

1. 彈性概念設計 
� 彈性႖間設計方式：輕ࠠ႖間設計、

活動႖間設計、系統႖ࡀ設計 

2. 共享概念設計 
� 辦公共享空間（會議空間、交ፉ空

間）、生活共享空間（公用健康中心、

圖書共享、生活設施共享） 彈 性 共 用 設 計 

3. 通用概念設計 
� 峌何人都能公平的使用、使用ᙁ單易

於理解、多種感覺器官理解（如：手

控、聲控、自動感應）、ߏΦ使用的

可能性 

1. 人體工學設計 
� 建立及維持設備、工具、工作、及環

境因η間之相容性。 

� 人體工學檢核內容： 

1. 工作ઠ設計及佈置與人體能力關

係分析 

2. 設備使用的可信度和方便性 

3. 物理性工作負的峤ᓀ度 

4. 資訊處理及،策 

5. 調查環境因η如：照明、Ꮣ音、ਁ

動以及候情況 

6. 工作時間表 

人 因 工 學 設 計 

2. 力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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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系統 
要 素 

智 慧 建 築 系 統 
設 計 手 法 考 量 

智慧建築設計參考建議 

3. 色ற學 
 

4.  感性工學設計 
� 感性工學有關『心理感受』與『實體

物件』關係之人因工程 

� 包含生理上的『感覺量』和心理上的

『感受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  

預期對推動建築智慧化對我國建築及相關產業助益說明如下： 

一、 滿足建築產業發展的社會需求，以智慧化的方式解،高ស化社會問題、

降低建築運轉管理成本、提高建築使用效、提ਁ建築產業價值。 

二、 透過智慧化居住空間研究，整合資通訊與建築產業，運用台灣 ICT 產業

發展的優勢，提升傳統建築產業的服務性價值，使台灣的 ICT 產業由代

工、設計轉入ᑈ極整合服務時代。 

三、 以資通訊產業發展特質，加ம建築整體產業效，節省人力及成本，滿

足居住空間品質、節ऊ能源消及便於管理，達成建築永續發展的目標。 

四、 有效ᑈ極的異業整合模式，將創造產業需求，提昇台灣產業競爭力。 

為發揮我國產業發展特色，提升建築產業價值並提升建築產業服務品

質，建築智慧化的研究應產生延續性成果ಕᑈ成效。本研究完成後續擬建議

我國智慧建築標章申請，納入建築規劃設計評估項目，使建築設計者依循導

入智慧化建築設計理念、建築系統及設計手法，後續研究建議說明如下： 

一、 建立智慧建築標章申請有關『規劃設計』評估項目之評估架構，以引導

建築規劃者在規劃初期導入智慧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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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智慧化的導入२先應從使用者的角度設定需求情境，從需求情境提

供適當且必要的智慧化導入空間及設備、系統需求，因此，建議後續研

究可以提出建築智慧化基本需求檢核表，在透過使用需求從檢核表中選

出是當的導入需求，才可使智慧化設計及相關設備、系統的投資滿足使

用者的需要。因此，建築智慧化情境的設定與需求的建立，可與智慧化

分級概念整合，使智慧化的投資更為有效合理。 

三、 建立智慧建築標章申請分級執行制度，將建築智慧化概念的導入以需求

做導向，避խ過多或不足的智慧化系統導入，造成智慧化投資ੁ費。同

時透過智慧化建築分級制度，亦可循序ᅌ進的要求建築智慧化滿足使用

者環境條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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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面對大自然周期性的地ౚཪ化候變ᎂ問題，人類無法對ל自然ס轉ଳ

改變居住空間的規劃設計理念與能源的使ۈ為適應環境的改變，人們開，ڷ

用觀念，如何有智慧的與環境共生共存，乃成為建築規劃與設計時的重要考

慮因素，善用自然環境設計手法的ᆘ建築與ঋ៝人性化需求的智慧建築，將

成為 21 尺紀建築規劃設計的主流。另一方面，高ស少η化的整體社會ࠠᄊ轉

變，也使得人們需學習運用科技與設施設備，提供更安全、健康、便利與舒

適的生活環境。因此，居住空間的智慧化乃為人類環境適應與人性化的生存

空間提供了最佳的解،৩。緣此，本計畫由智慧化居住空間的建築系統、

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切入，綜合分析現行智慧化建築之規劃設計、建築系統

與設計理念等相關資訊，作為導入智慧化技術的基礎，並依據智慧化居住空

間規劃、設計流程，確認智慧化理念導入的最佳時機，並研提智慧化居住空

間最適化之建築規劃設計、建築系統與設計手法建議。除此之外並建立智慧

建築的評估指標系統，針對 2003 年所推出的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依據多

年來的執行過程與經驗，進行辦公類智慧建築的指標修訂工作，並為因應不

同建築類ࠠ的評估需求以及智慧化居住空間的政策推動，本年度更增訂智慧

住宅評估指標， 提供住宅類建築智慧化的評估依據。智慧建築乃是整合建

築、機電、資通訊以及設施管理等多樣的科技技術，創造新的服務ࠠᄊ。因

此跨領域的技術整合與系統設計能力成為建築物智慧化程度的重要影響因

素，為使智慧化居住空間的理念以及智慧建築的設計能更加落實與推廣，本

計畫更依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內容研定了建築物智慧化的技術手冊，並提

出智慧化居住空間網路互動平台的規劃設計，期望藉由網路平台的互動式設

計提供對智慧建築、智慧生活科技與智慧服務模式有興趣的各界人γ，一個

學習、互動與交流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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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經由四個主要團隊十數位成員十個月的ո力與十多次的專家座

談會的ቻ၌互動，以及多次的整合性會議的တ力ᐟᕏ下(附件三)，執行期程

雖ั༮不足，但也如期如質的從規劃設計、技術評估到教育推廣一ڛ成，

完成了智慧化居住空間中智慧建築的各項工作的要求，研訂出如上述具體可

行的智慧化居住空間規劃設計手法、辦公類與住宅類的智慧建築評估指標基

準、技術手冊與互動式的網路平台的規劃設計。(圖 6-1)  

圖 6- 1計劃架構各階段之內容 

 

計畫綜合成果概述如下，各分項計畫之詳細內容請參࣮各分項計畫之報

告。 

一、本計畫將智慧化居住空間的重要載體智慧建築從規劃設計、技術評估到

教育推廣做了完整性的規畫與研究。未來可提供消費者、建築師、建設業

者與各界對智慧化居住空間或智慧建築有興趣的人γ一個完整的參考內

容。 

二、由過去推廣智慧建築的過程中發現，建築物在規劃設計的階段，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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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智慧化的導入，多取،於投資者的成本意ᜫ考量，加上資通訊設備系

統逐ᅌ應用到建築物內部，提供建築更安全便利的管理模式，以及更健康

舒適的生活空間。建築設計者對智慧化相關設備的導入已無法置身事外，

因此如何快速的提升建築設計者智慧化的整合設計能力與相關專業知

識，成為建築物智慧化等級提升的重要關ᗖ。本計畫మཱ規畫出智慧建築

設計的流程，並提出設計者在規劃設計階段所應著重的基礎設施，以及具

系統整合性的設計理念。ம調智慧化居住空間於規劃設計的同時就應以設

計的手法建置人性化舒適的居住空間，並且賦予建築內部空間具備彈性擴

充的條件。使現代的規劃設計者都能在面對候變ᎂ、溫室效應與能源使

用觀念的轉變，以及高ស化少η化整體社會ࠠᄊ的改變下，能有效的應用

智慧化設施設備或科技產品的網絡系統，才能創造省能Ξ省力的最高效

營運管理服務，提供使用者便利、舒適、健康之生活環境品質與最佳的服

務，建構ঋ៝智慧化及人性化的智慧化居住空間。 

三、本計畫針對 2003 起執行的『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之內容與基準，依

據執行過程所ᎁၶ的問題以及智慧化科技技術的進展ރᄊ與社會環境的

變ᎂ等問題，做了全面性的檢討與修訂。在過去審查的討論過程中，發現

有多項指標內容無法適用於多種建築類 ，ࠠ因此本次修訂也分別針對建築

類ࠠ訂制出辦公類與住宅類智慧化評估基準。辦公類智慧建築之評估內容

主要分有資訊通信、安全防災、健康舒適、設備節能、綜合佈線、系統整

合與設施管理等七項評估指標，住宅類智慧建築之評估內容則是包含有基

礎設施、安全監控、健康照護、便利舒適與永續節能等五項評估指標，每

項指標Ξ分別針對共用空間與專用空間訂定其評估基準與配分。其中舉辦

多場座談會，分別針對建設業者及 ICT 產業業者等產官學研等各界ቻ၌對

於各項指標研訂的修正建言，使其能更符合現有技術設備之內容，新版智

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必能作為未來我國在推行智慧化居住空間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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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建築物智慧化之重要的參考依據。 

四、為協助建築師或智慧化系統設計者能快速的掌握各項智慧化系統技術的

設計內ڄ，本計畫規劃研擬提出了「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的七

項評估指標項目下相關技術共 48 項，資訊及通訊指標(8)、安全防災(7)、

健康舒適(5)、設備節能(9)、綜合佈線(5)、系統整合(4)、設施管理(9)、

人機介面(1)，一共 48 項技術說明。其中更考量到智慧化系統操作使用的

人性化將對智慧化的導入有重要的影響，特別以ᐱ立編排方式，增列 1

項「人機介面」技術。智慧建築技術手冊主要以「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

估手冊」之指標項目為設計ᙔ本，並於各項設計技術盡量以భᡉ易ᔉ的圖

例配合案例作為規劃設計時的運用，以方便᎙᠐者在實務上之應用，給予

設計者正確且實務的規劃設計理念，除了成為智慧建築設計的基礎工具

書，對於智慧建築設計的推廣也有相當正面的意義。 

 

五、܍前所述，本計畫從智慧建築的規劃設計、評估方法到技術手冊編定，

提供了智慧建築學習參考的完整內容，為了使上述成果能夠更快速更活ዃ

的被各界應用，本計畫除了平面文字、圖文並प的௶述外，更配合數位化、

網路化的時代潮流，以智慧化居住空間為主題規畫設計網路互動平台，以

做為不同領域、產業間、產學間、民眾間之互動的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讓

「產官學用」可以在平台上ᐟ發與演化出創新產品與服務模式。此共通資

訊互動平台的設計乃是以Web 2.0為主要概念的智慧化居住生活空間共通

資訊交換平台，扮演智慧建築社群的網絡中樞，此一中樞涵蓋範圍從政府

政策、法令規範、智慧建築評估及技術手冊查᎙等包羅萬象，資訊的互動

媒體以文字、影像、聲音以及互動的多元組合呈現，藉由該開放、互動、

整合性的平台，預計將能有更創新的概念來推廣智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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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來將收集༼整網路互動平台上的訊息，以及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的

執行過程與問題，經歸納分析後做為未來指標修訂與智慧建築技術發展的

依據。除此之外，為有效評尬建築物的智慧等級，將再更進一步的對智慧

化居住空間以及智慧建築做等級上的評尬與分類，並分年完成辦公、住宅

以外的各類建築智慧化的評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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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回應期中審查會議紀錄回應期中審查會議紀錄回應期中審查會議紀錄回應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 間：97年 4月 30日（ࢃ期三）下ϱ 2時 30分 

二、地 點：本所ᙁ報室（台屙ᑜ新۫市屙新路三段 200ဦ 13樓） 

三、主持人：何所ߏ明ᒸ 錄：鄉֗ࢋ 

四、出ৢ人員：（如ᛝ到單） 

五、 ᙁ報內容：（ౣ） 

六、 綜合討論意見：（ࡪ照發言序排列） 

項次 審查單位0委員 具體審查意見 分項 期末因應說明 

1.人機介面指標涵蓋層

面包含軟硬體設備，此部

分將如何進行ǻ目前人

機介面是業界較難以掌

握的部分，建議可先訂定

大原則方向，再逐步涵括

細部技術。 

二 

三 

業經後續之工作會議討論，鑑於

อ期內將人機介面所ੋᕷ雜項

目進行統整之֚難度，因此،議

先將人機介面之指標內容分醩至

其他指標中討論，而不另ᐱ立成

為一評估指標。 
一 

行政ଣ國科會

工程技術發展

處 
2.規劃設計指標具有一

定難度，若無法協助建築

師進行智慧化規劃與設

計，৮ϝ將此部分工作切

鄨給機電技師，鄺屺原規

四 

本計畫將整理相關案例及文獻，

收集༼整建築規劃設計手法，提

供建築設計者規劃智慧建築時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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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ऍ意，請研究團隊再詳

加考量ִ適的進行方式。 

1.請補充ᙁ報第14।「示

範應用」項目的內容 

一 

此部分之規畫主要是提供使用者

在平台上ᘤំ智慧化居住空間展

示ᓔ空間，以利推廣。再者，亦

提供既有建築智慧化案例，供使

用者進行線上討論與交流。 二 經ᔮ部技術處 

2.ᙁ報第 20 ।資訊通信

指標包含 8個η項，其中

各η項配分不盡相同，請

補充說明其配分依據。 

二 

ᒥ照辦理，各分項指標已補充說

明各項評估基準項目之配分原則

以及配分依據。 

三 
中華民國建築

師公會全聯會 

1.第 4 分項調查結果ᡉ

示：智慧建築規劃設計導

入關ᗖ將視投資者意ᜫ

而定；由此ᡉ示建築師۳

۳在投資،策完成後，再

搭配機電技師共同參與

規劃設計，或ޔ接將智慧

化相關系統規劃設計工

作切鄨給機電技師，因而

產生建築師參與有限的

現象。建議研究團隊設計

提升峐業形象與產品價

四 

目前專家問ڔ及ೖ談結果，智慧

建築規劃設計導入關ᗖ要素為投

資者意ᜫ，由於居住空間品質提

升、控制系統人性化、管理流程

ᙁ化，智慧建築概念導入ཇ來ཇ

醭及化，建築投資者投入智慧化

意ᜫ將提高，在提升產品價值的

ᇨ因下，引導建築規劃設計階段

導入智慧化設計理念、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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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ᇨ因機制，以使投資

階段即可引入智慧建築

之相關概念。 

2.計畫書內容除引用單

一國家規範標準外，亦可

增加跨國尬較與時間ङ

醱說明等項目。 

二 

三 

ᒥ照辦理，本研究之評估架構與

標準規範將會加入跨國尬較與ङ

醱說明作為採納選用規範或標準

之依據。 

3.建議計畫內容ە在文

字、圖ဦ或相關說明指ᆀ

上మཱ對應，以符合మ醮

易ᔉ的原則。 

總 

感ᖴ委員見意，ᒥ照辦理 

四 
中華電信研究

所 

有關資訊通信部分目前

似較著重於建築本身，ோ

其內容、介接標準、人機

介面等面向多ੋ及服務

的提供，請補充說明服務

面向的規劃。 

二 

三 

ᒥ照辦理，補充說明服務面向之

規劃。 

五 ԙୋ處ߏ᐀ 

1.目前已有多項政府補

助計畫預計成立資訊交

換平台，且均以 xeb2.0

概念建立互動式網ઠ，請

補充說明此平台與其他

平台之差異性與互補

性，並於報告書緣起部分

一 

本平台係以應用交流為主，透由

使用者協同創作模式，針對智慧

化居住空間產業相關資訊進行探

討與知識ಕᑈ，促使跨領域之間

能於平台上۶此ޔ接進行對話，

並於平台上展示現有科技、產

品、智慧建築之實際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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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岭鄉述，以ញᅪ慮。 藉以打造優質的智慧化居住空

間，提升相關產業價值與產業競

爭力。 

2.智慧建築指標是否採

分級制，ە再審評估考

量，建議可參考過去申請

情形，再檢討分級之必要

性。 

二 

智慧建築指標分級評估制度將列

為後續建議工作事項，本年度先

就各分項指標訂定高度智慧化、

優質智慧化以及一般智慧化三個

等級。 

六 尸ୋ主峌興ኾ 

1.有關共通資訊交換平

台的產出成果是規劃報

告書或是具體網ઠ0網

।，平台內容的提供者是

ፔǻ網।維護者與設置

地點在ব္ǻ請補充說

明。 

一 

1.為完善設計涵蓋各面向領域內

容、具互動式功能之共通資訊交

換平台，本年度第一分項計畫主

要致力於進行規劃「智慧化居住

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報告

書。為供大家進一步瞭解平台面

ᇮ，本計畫預計產出部份原ࠠ系

統(psptptzpe)。 

2.本平台規劃以資訊互動為主，

主要內容由產、官、學、研各界

所提供，۶此間進行資訊分享與

交流。 

3.本計畫已規劃系統管理團隊

(系統維護人員、內容維護人員、

監督人Ǿ等)進行平台維護工

作，而設置地點將經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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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作適當選擇之。 

2.在解說與評估手冊的 8

項指標中，似乎尨缺新產

品0新服務導入的彈性，

包括擴充性、產品或服務

的相容性（共通性）。 

二 

各項指標已修正用語具廣義涵蓋

層面，使申請者能提出新技術、

產品及服務之導入說明，以Ⴔᓰ

並ޭ定業者採用新技術之具體作

為、對新產品之包容以及對未來

新服務之擴充ߥም。 

3.請說明手冊的版權歸

ឦ，係以ᜄ᎙或ೡ୧方式

提供ǻ 

總 

手冊版權歸ឦ為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手冊之ೡ୧以公共出版品之

規定辦理。 

七 游教授張݊ 

1.有關「資訊通信指標」

之項目與配分建議如下： 

b. 建議將區域網路區

分為建物內網路、社

區網路與廣域網路 3

項，並提高其配分尬

重。 

b. 有關「數位式（含

IQ）電話交換」項目，

若指的是大樓內部對

ᖱ系統，因無ੋ及相

關智慧化概念，建議

考慮մ除，或更峮為

Intsbdpn等較為ຠ切

的峮ᆀ。 

d. 「公眾行動通信涵

蓋（含共構）」是否為

行動通信公司的業

務ǻ本地所設基地台

主要供給ᎃ區使用，

但本地（本建物）則

二 

三 

b. 廣域網路依法應由電信公司

提供，因此以廣域網路之接取

項目定之；目前之審查標的為

一ቯ辦公類建築，因此未將社

區網路列入，考量前述各節，

目前之配分尚ឦϢ當。 

b. 「數位式（含 IQ）電話交換」

在於規範辦公類智慧建築內

外之電話通訊，考量電話通訊

ϝ為目前最主要之通訊，似乎

應有ߥ੮之必要。 

d. 「公眾行動通信涵蓋（含共

構）」項目之目標在於希望智

慧建築內公眾行動通信涵蓋

無ԝ角，對於單一行動通信業

者可以設置ᅅݢ電ᢑ、மݢ器

或༾基地台等方式為之，若是

希望主要業者之涵蓋無ԝ

角，則需邀集主要業者共構為

之；此目標ߚ但不是行動通信

業者單力可達成，甚且規劃階

段若未考量，等到建築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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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ᎃ區基地台服

務，ࡺ建議修正。 

e. 建議增加「資訊通信

管ၰ間」設計項目。 

後，就可能有相當難度。 

「資訊通信管ၰ間」已含於綜合

佈線指標項目中。 

2.第 3分項健康舒適技術

之峒環境項目，ە採量化

方式深入醒述，例如以

「流明照度」、「演色

性」、「峒源ᛙ定度」、「環

 。性」等項目進行說明ߥ

二 

三 

已調整指標內容，採用量化方式

說明各項基準項目。 

3. 第 3 分項設備節能技

術項目建議加入節能效

、流明效或 CO2減量

等項目。 

二 

三 

委員意見納入修訂之參考。 

1.建議增加一張總表，分

述各η項計畫查核點與

自評情形，並對未達成的

項目提出說明。 

總 

感ᖴ委員建議，本平台規劃將參

考更多相關資訊。 

2.計畫內容ੋ及ङ醱概

述與國外文獻等部分，建

議可增加跨國差異性尬

較，並說明本計畫擬採用

方式與採用理由。 

總 

感ᖴ委員建議，將於各分項計畫

中加入報告內容執行。 

Ζ 鄉教授ࡿᄪ 

3.目前資訊交換平台採

用「認同度高、易評量、

聚࠼能力ம」等標準進行

案例ᑔ選，৮與實際產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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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異，建議多參考同

類ࠠ平台的作法。 

4.各分項計畫執行起ّ

時間不一，請予以調整。 
總 

感ᖴ委員建議，已將期程起ّ時

間統一。 

5.智慧建築各指標標準

是否會隨不同年份而有

所不同ǻ如何因應已ᕇ

得智慧建築標章之建物

在五年後已不符標準甚

或落伍的情形ǻ 

二 

ᕇ智慧建築標章認證之建築物乃

依不同出版版本評估基準所評

估，已ᕇ標章之建築物可再改善

提升性能已符合不同時代之智慧

化需求。 

九 ቅ教授ٵ玲 

1.請研究團隊針對各分

項計畫研訂明確目標，例

如： 

a. 共通資訊交換平台

著重於資訊交流、服

務平台、或是ᐟ發創

意ǻ此三項工作重

點相當不同，ִە予

ᙶమ。 

b. 智慧建築標章的申

請者是ፔǻ建商、峐

業、܊屋峊介或是住

尜ǻ 

c. 設計技術手冊提供

給ፔ參考ǻ 

d. 建築手法、理念探討

成果提供給ፔ參

考ǻ如何推廣ǻ 

一 

二 

三 

四 

b.本平台主要著重於資訊交流，

藉以提供各界針對智慧建築、產

品技術應用的等個面向議題進行

互動式溝通與討論。 

b.ᒥ照辦理，本研究將於資訊通

信指標章節中說明。 

d.智慧建築標章之申請者為建築

物擁有者。 

e.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是提供

業界申請智慧建築標章時之重要

技術參考，也希望能作為有意參

規劃設計智慧建築等১電系統之

技術書籍，對於本手冊的擬定之

內容，是跨技術領域，涵蓋面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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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因此並不限定使用對象，只

要使用者針對規劃對象，可各取

所需，建築師可參考，也可委峌

規劃單位參考本技術手冊來規

劃，而電機技師也可委峌監控ቷ

商參考規劃。 

g.建築設計手法將提供給建築規

劃設計者參考，從建築規劃設計

理念導入設計中，使智慧建築的

概念ᄇۭ落實。讓建築設計者瞭

解如何將智慧化的概念納入設

計，將智慧建築在環境中實現，

即是最佳的智慧建築推廣。 

2.請進一步說明共通資

訊交換平台與一般網ઠ

的差異性。 
一 

本平台主要特點為提供϶善化之

人機互動介面，供線上使用者針

對智慧化居住空間各層面之相關

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流。 

3.智慧建築標章部分評

估項目互岐，例如：其中

一項得分，另一項就無法

得分，或是因建築用不

同，導致ࢌ些項目無法適

用等。 

二 

ᒥ照辦理，不同指標必要性設置

與Ⴔᓰ性設置之項目通過目標不

同，本案將查核必要設置通過項

目互岐部分並進行協調調整。其

中綜合佈線指標的部分並無評估

互岐之情形，有關其中因系統技

術醒述不同，如評估配線等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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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引用 ITP 或 TIB0FIB 系統，採

用平行選擇法（即 2選 1），其各

自系統尬重一致，且下ឦ配分ࣣ

相同。 

4.如ᙁ報第 44 ।所示，

本計畫似ϝ將建築師峌

務߳限於空間設計上，在

推動智慧建築時，是否應

對其傳統定位加以檢

討ǻ 

四 

現階段建築師的工作除了空間設

計之外，亦包含相關設備系統的

整合，但相關專業設備設計ϝ由

專業ቷ商負ೢ，因此，除了空間

設計，應包含設備系統的協調整

合，並提供正常維運所需之空

間。 

5.智慧建築標章各指標

評估項目架構不ϼ一

致，例如：資訊通信指標

列出各項技術，健康舒適

指標以使用者角度出

發，設備節能指標則是以

設備規格進行說明。 

二 

將統一以智慧化手法或自動化控

制系統及း置作為主要評估項目

之架構。 

6.由於技術進步一日ί

ٚ，建議將設計技術手冊

內容置入共通資訊交換

平 台 ， 並 利 用 類 似

xjljpeejb 方式供人上載

最新技術，隨時更新。 

一 

感ᖴ委員建議，本平台將運用知

識管理機制與便使用介面，將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手冊、技術手

冊、設計手法等內容有效導入平

台，以與其他分項計畫內容作有

效整合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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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於計畫總論加ம

各分項計畫相關性說明。 
總 

感ᖴ建議，已於總計劃報告中加

入各分項摘要說明。 

2.各分項計畫請統一撰

寫格式。 
總 

感ᖴ建議，已將統一格式發送各

分項計畫執行。 

3.共通資訊交換平台部

分，建議詳述業者、設計

者、使用者等不同對象的

應用0適用範圍。 

一 

感ᖴ委員建議，本平台依不同用

尜提供適用服務初擬如下，期末

將提出更完善之適用規劃;(1)產

業界-用尜登錄、全文檢索、資訊

交流、ቷ商資料登錄、提供產業

消息、交流商業情報<(2)政府機

關-用尜登錄、全文檢索、資訊交

流、提供政府計畫成果<(3)學術

界-用尜登錄、全文檢索、資訊交

流<(4)一般用尜-用尜登錄、全文

檢索、資訊交流。 

4. 解說與評估手冊部

分，建議再述明各指標分

級與配分原則，指出不同

使用分類的差異性。 

二 

ᒥ照辦理，各分項指標將補充說

明各項評估基準項目之配分原

則、配分依據以及各分級之差異

性。 

十 Ԣ教授ণሎ 

5.設計技術手冊部分：ە

考量如何讓業者、設計

者、使用者容易了解且方

便使用ǻΞ「新建築」與

「舊建築」如何對應同一

二 

三 

本評估手冊同時適用於新建與既

有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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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而有不同處

理ǻ 

6.關於智慧化居住空間

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部

分，是否可歸納出各類ࠠ

建築物基本「不變」的部

分ǻ而科技進步一日ί

ٚ，住尜是否可利用局部

外加改造即可自行就地

升級ǻ 

四 

現階段歸納申請智慧建築標章及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由於建築類

ࠠ、使用、需求差異極大，為求

永續發展建築設計設定的生命週

期都有增ߏ趨勢，規畫上多盡可

能預੮『可變動』的彈性，以因

應未來使用需求的變動及智慧化

升級的可能。 

1. 為提升標章申請動

機，建議將標章由原先ڰ

定年限的方式改為紀錄

領取時間的方式。 

二 

既有標章Ⴇ發時，ࣣ已錄Ⴇ發

時間。 

2.健康舒適指標與設備

節能指標缺少使用者行

為分析，例如：會議室、

ఊ間等ᐱ立空間容易發

生忘關ᐩ的情況，如能

在指標中加入自動感釱

與控制，更能發揮節能效

果。 

二 

ᒥ照辦理，將針對可ୀ釱室內人

員源與結合無線ᓎ方式規劃

者，予以Ⴔᓰ加分。 

十一 ጰ組ڷߏ成 

3.關於空調品質、設備節

能指標方面，可考量加入
二 

ᒥ照辦理，已納入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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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P7730 品質評估項目；

該指標係依據溫度、ྒྷ

度、空流速、ᒟ、

人員Պ著、ߔ及使用者

活動量指標等，綜合評估

環境品質。另亦可考量不

同設備在不同環境ރ況

下的 QNV 運作效，自動

選用當時QNV效最高且

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設

備，將環境品質調整在最

適化ރᄊ。 

1.建議研究團隊多加ᇆ

集國內相似類ࠠ的平台

案例，並詳加尬較分析，

應有助於ᙶమ共通資訊

平台之定位。 

一 

感ᖴ委員建議，本平台規劃將參

考更多相關資訊，ᙶమ共通資訊

平台之定位。 

2.解說與評估手冊新增

之人機介面與規劃設計

指標，是否ᗋ有分項指

標ǻ其配分百分尬為

何ǻ請補充說明。 

二 

 

經後續之工作會議討論，鑑於อ

期內將人機介面所ੋᕷ雜項目

進行統整之֚難度，因此،議先

將人機介面之指標內容分醩至其

他指標中討論，而不另ᐱ立成為

一評估指標。 

十二 尸組ߏᄪ進 

3.綜合佈線指標總分共
二 

ᒥ照辦理，各分項指標已補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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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00 分，各η項配分尬

重不同，請研究團隊補充

說明以۳審查委員評分

與給分之原則。 

明各項評估基準項目之配分原

則、配分依據以及各分級之差異

性。 

4.目前第2分項設備節能

指標修改部分較多，第 3

分項設計技術手冊ە配

合新指標修正相關內容。 

三 

技術手冊內容除了配合指標之修

訂外，也增加相關之技術說明以

供參考。 

5.第 4分項計畫工作項目

亦包含「導入設計手法」

一項，目前在計畫書中似

無述及，請補充說明。 

四 

將於期末報告中說明 

1. 請將各分項計畫緣

起、目的మཱ述明，於總

論中說明各分項計畫的

關連性，並ᙶమ定位與使

用對象，務使計畫成果符

合可操作、可應用之原

則。 

總 

總計劃報告已將各分項計畫關聯

性述明，並加入各分項計畫的摘

要內容。 

十三 何所ߏ明ᒸ 

2.本計畫擬訂之手冊ە

考量新舊建築的適用

性，對於分級、分階段等

實施方式請詳加尬較評

估。 

二 

本手冊評估項目同時適用於新建

與既有建築物。本年度各分項指

標將補充說明各項評估基準項目

之配分原則、配分依據以及訂定

高度智慧化、優值智慧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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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等分級之差異性。而不同

指標間如何訂定整體分級評估制

度列入後續工作建議項目中。 

3.本計畫期中審查原則

通過，請研究團隊重新檢

討計畫撰擬格式的一致

性，參考審查委員及出ৢ

單位代表所提意見修正

執行內容，並於期末報告

中回應相關處理情形，以

達到本計畫之預期成果。 

總 

感ᖴ各位委員的ᝊ意見，本計

畫內容將ᒥ照會議結論進行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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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期末審查意見回應期末審查意見回應期末審查意見回應期末審查意見回應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資訊平台規畫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資訊平台規畫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資訊平台規畫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資訊平台規畫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一、時間：97 年 10 月 02 日上ϱ 9時 30 分 

二、地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ᙁ報室 

三、主持人：主峌ઝ書岡生                             紀錄：鄉֗ࢋ 

項次 審查單位0委員 具體審查意見 分項 期末回應說明 

一 

台屙市公酣大

༺管理維護商

業同業公會 

1. 系統設備建置後常

有໕置不用的ރ況發

生，建議執行單位後續

推廣時，多加與管理維

護單位進行合作，以ೣ

ᄇ計畫成效。 

總計劃 

本計畫已規劃完善的平

台營運管理角色及負ೢ

內容，使未來建置完成之

平台能運作暢，並確ߥ

服務品質及效能，以服務

平台使用者。 

1. 本案內容涵括智慧

化居住空間評估、設計

及資訊交流平台等，為

使其成果確實對國內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生

助益，相關宣導實ឦ必

要，請執行單位補充說

明。 
總計劃 

一 

本計畫執行內容雖未包

含宣導與推廣之工作，但

因各分項計畫內容均ޔ

接關係智慧建築標章審

查基準與既有建築智慧

化ዛ助施之評選標

準，因此本計畫於 10 月

ۭ結案後，將利用到年ۭ

的兩個月時間針對辦公

及住宅類建物做案例的

檢釱，以瞭解評估指標與

基準的適用性與問題

點。並藉由智慧建築標章

ᒌ၌ᇶ導服務案之推廣

研討會的舉辦以及公開

說明會等之辦理，推廣智

慧建築標章之概念。 

二 尸ୋ主峌興ኾ 

2. 請將分項2至分項4

研究成果納入資訊交 一 

平台除容納「智慧化居住

空間」相關人、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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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平台中，以助益宣傳

成果。 

角色及議題，也將有效結

合其他相關計畫之研究

成果，期望透由此互動式

溝通之資訊平台有效達

成計畫整合之最大綜

效，快速推動智慧生活科

技技術與知識交流與發

展。 

3. 分項 2評估手冊ە

考量新舊建築差異，對

於分級、分階段等實施

方式值得執行單位再

詳加評估。 
二 

感ᖴ評審委員的ᝊ意

見。針對此問題，本研究

團隊將審評估對於新

建築物與既有建築物之

分際，並且考量其差異性

質，從中修正並予以建議

最適化之評估方式；至於

分級與階段性部分，本研

究團隊建議視初步執行

情形，再予以修正。 

4. 此分項 3與分項 2

關係密切，辦公類 7大

指標均相互Ԍ合，ோ住

宅類 5大評估指標在

分項 3中並未ੋ及，請

補充䁃明。 三 

住宅類指標係由辦公類

指標相關技術़生而

來，在專業技術層面上差

異不大，因此本計劃是以

提供智慧化系統指標中

系統設計之綜合性技術

介ಏ為主ື，未來在住宅

類指標執行後，在觀ჸ是

否有其他必須要納入的

技術項目作為下次編修

之補充。 

5.  

(1) 分項 4 智慧建築系

統設計手法考量及設

計參考建議，與現今一

般建築設計手法差異

何在ǻ 

(2) 分項 4 中提及 7 項

智慧建築系統要素與

四 

（1） 

期末報告中第七章結論

與建議內容中，一般建築

與智慧建築設計理念的

差異分析表，已針對一般

建築與智慧建築設計『專

有部分空間』及『ߚ專有

部分空間』差異做說明，



附錄二 期末審查意見回應 

9-3 

分項 2、3 關聯度似乎

不高，建築師或專業者

如何依據本分項內容

執行，來達成智慧建築

之評估標準ǻ 

除新建建築可導入智慧

化的設計概念，從差異分

析中亦可評估既有建築

智慧化的可行性，是未來

推動建築智慧化的重要

參考。 

（2） 

現階段智慧標章評估尚

未納入『建築規劃設計指

標』，新版申請書僅要求

填寫建築設計理念，未來

將逐步推動建築設計者

對智慧化導入設計的觀

念，進一步制定『建築規

劃設計指標』，ۛ時建築

設計者的設計理念就可

與標章評估內容整合。 

1. 交換平台期能確實

達到求新、求變、求

ᛙ、求安(全)、求發

(展)之成效。 

一 

平台透過採行服務導向

架構(Teswjde-Psjentee 

Bsdijtedtuse- TPB)架構

規劃，使開放系統標準

化，設計良好的η系統酨

入 機 制 ， 整 合 xeb 

teswjdet 元件的應用程

式系統，讓將來如果有更

好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

時，也可以較輕易的將服

務更新，以達到求新、求

變、求ᛙ、求安(全)、求

發(展)之成效。 

三 ఉ教授漢ྛ 

2.  

(1)目前評估指標項目

與內容眾多，৮不利於

後續評估作業執行，建

議先擇重點執行，再配

合࠼觀量化準則，以階

段性推動方式進行較

二 

(1)針對此問題，本研究

團隊當初擬定評估指

標，乃是基於智慧ࠠ建築

之整體性考量，希Ꮗ能適

切地納入其所應有之評

估項目，若是峌意減少評

估項目，৮會有後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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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ە。 

(2)報告書第 1-3 ।，

提及「智慧建築標章作

業要點」是否亦為本計

畫工作內容，請補充說

明。 

產生；但是若以階段性的

方式推動，則建議可以納

入下年度執行考量。 

(2)報告書第 1-3 ।，提

及「智慧建築標章作業要

點」ߚ為本計畫工作內

容，已修正。 

3. 技術手冊部分圖

表、語༼使用較不利於

建築師理解，建議針對

建築師0專業技術人員

分層說明。 
三 

設計技術手冊旨在提供

各種專業技術者在執行

設計智慧化系統之參考

依據，在未來智慧化指標

評估執行後，也會持續注

意其運用ރ況，作為下次

再次更新編修的參考，持

續ո力使其更容易使用。 

4. 有關建築設計理念

部分，除專業問ڔ外，

可再考量適法、適用性

等面向。 

四 

目前報告中所整理的智

慧建築系統及設計手

法，除專家問ڔ結果整理

外，亦收集國內外案例、

評估標準等相關資料，參

考設計手法的提出，並已

針對國內建築適用性及

與法規間之適法性做檢

討，可提供建築規劃設計

者參考。 

四 鄉教授ࡿᄪ 

1. 資訊交換平台採用

最新網路技術及軟

體，並ঋ៝相關資料、

雙向溝通及未來升級

空間之考量，為期利

完成平台建置作業，建

議執行單位具體列出

各項功能，尒其是未來

三年開發程式內容，並

進一步評估期程ᕭอ

（至一年或一年屜）之

可行性，以便讓智慧化

一 

有關三年開發程式內容

已具體分別列示於表

10-2「分年期自行建置經

費評估表」及表 10-3「分

年期委外建置經費評估

表」(報告書第 116 至 118

।)。另外關於網ઠ上線

期程可否ᕭอ、程式系統

開發序，本分項將擇重

點安排優先次序，期望能

盡速完成，以發揮推廣之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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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間相關研究成

果及推廣事項Ꮓ速達

到良好的成效。 

2. 目前各項指標配分

詳細且易於評分，ோ指

標項目內容眾多，部分

指標內容有申請߳限

性，例如：防尯與舒適

等指標內容，並未考量

使用者實際需求（居住

地區是否會వ尯，及居

住習ᄍ為何等）。在此

架構下，採用ཇ多系統

之申請者，將會৾到ཇ

高的分數。 

(2) 請補充說明區分高

度 智 慧 化 (80�100

分 ) 、 優 質 智 慧 化

(70�79 分)及一般智慧

化(60�69 分)分數如何

訂定。 

(3) 為Ⴔᆸ智慧建築標

章之申請件數，應讓

「一般智慧化」等級更

容易達成。 

二 

(1)由於建築物性質與所

在區位之差異性，勢必產

生此類ࠠ之問題，本研究

目前就推廣的角度，在此

部份僅能依據採用系統

多ჲ給予分數，至於未來

則應將性質與區位加以

界定，而給予不同之要求

標準與依據。有關防尯內

容方面，考量其߳限性，

必要ߚ訂為Ⴔᓰ性，並ࡺ

性。 

(2)此分級標準乃是參考

ᆘ建築指標評估系統，並

且依據各指標之評估基

準之達成難易分岄之情

形，而訂定各指標之高度

智慧化、優質智慧化及一

般智慧化之分類，可參考

報告書中各指標「評估基

準與配分」一節，然該數

值並๊ߚ對，於未來實施

後，將依據實際情形予以

調整修正。 

(3) 一般智慧化之等級主

要期能ຬ過法規規範之

上，且具有基本智慧化之

條件。 

五 ቅ教授ٵ玲 

1. 整體計畫應考量未

來推廣方式。 

總計劃 

本計畫執行內容雖未包

含宣導與推廣之工作，但

因各分項計畫內容均ޔ

接關係智慧建築標章審

查基準與既有建築智慧

化ዛ助施之評選標



 

9-6 

準，因此本計畫於 10 月

ۭ結案後，將利用到年ۭ

的兩個月時間針對辦公

及住宅類建物做案例的

檢釱，以瞭解評估指標與

基準的適用性與問題

點。並藉由智慧建築標章

ᒌ၌ᇶ導服務案之推廣

研討會的舉辦以及公開

說明會等之辦理，推廣智

慧建築標章之概念。 

2. 分項 1共通資訊交

換平台目前著重於資

訊交流，未來應考慮具

有 teyt njnjnh 功能 

一 

有關資料採部分在第

五章第三節(第 61 ।開

詳述規劃內容，可提(ۈ

供委託單位作為未來執

行參考。 

3.分項 2 

(1) 必要性與Ⴔᓰ性指

標項目ە再ཤଜ。 

(2) 辦公類與住宅類之

評估準則應Ꮓ量力求

一致。 

(3) 智慧設備管理配分

ౣ低，建議提升實質管

理面之配分。 

(4) 是否應加入分項 4

所分析之通用、彈性設

計項目ǻ 

(5) 目前住宅類分為共

用與專用空間，部分內

容有重複性問題，例

如：有些設備若已配置

於共用空間，專用空間

是否不需再重複建

置ǻ建議可考量共用

與專用設備相互搭配

的彈性。 

二 

(1) 將會ཤଜ考慮各評估

項目之必要性與Ⴔᓰ性

並予以修正於期末報告

中。 

(2) 辦公類與住宅類之需

求不同，不易將評估準則

統一，本研究已於計畫初

參考各國規範，進而،定

將建築類ࠠ針對需求訂

定專ឦ評估準則。 

(3) 將參考並修正於期末

報告中。 

(4) 分項四之內容不易量

化，需經過ᑞ密研究，ࡺ

於本次研究不適將其納

入。 

(5) 評估基準主要評估空

間是否具備有內入技術

之條件，而共用空間與專

用空間之評估對象不

同，雖評估基項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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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手法ࠅ不盡相同。將會

考量其中之重複性而予

以適當調整。 

4.分項 4 

(1) 設計手法應進一步

考慮如何與分項 2、現

行法規、現實ރ況搭配

實施。 

(2) 建議未來可考慮既

有建築智慧化改善之

設計手法、準則。 

四 

（1） 

建築設計手法將階段性

與分項計畫 2、3 進行整

合，本計畫先ᙶమ智慧建

築規劃設計建築系統及

相關設計手法，提供建築

設計者參考，下一階段將

『建築規劃設計指標』納

入智慧建築評估項目

中，逐步搭配落實。 

（2） 

既有建築智慧化需求大

於新建建築，本計畫雖已

初步說明一般既有建築

與新建智慧建築的差

異，但既有建築在規劃初

期多位考量空間變更的

彈性，因此產生建築智慧

化導入的限制條件，建議

後續研究可針對既有建

築限制因素，提出智慧化

改善之設計手法、準則。 

六 
ᖙୋဠ事ࡿߏ

信 

1.智慧建築應是可成

可進化的建築。現、ߏ

今的建築完工後，就逐

ᅌو向Դ化、ԝΫ之

路，若智慧建築能夠著

於建築擴充與成ߏ

能力的Ꭶ，ᓯ備建築

造價 3&到 5&的維修準

備，使ࠤ市、ᎃٚ、社

區、建築、住尜0單元、

系統、η系統、設備

等，均有被維護、被檢

一 

感ᖴᖙୋဠ以實務經驗

所提的ᝊ建議，本計畫

亦深有同感，因此在綜合

佈線與系統整合的指標

撰寫上亦是採用開放性

的系統架構撰寫，並提供

使用者或建設者ᅌ進式

的智慧化導入觀念。 

至於ᓯ備建築造價 3&到

5&的維修準備，本計畫則

在第二分項新版智慧建

築標章評估手冊研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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釱、被ܜ換、再使用的

可能性，成為一個開放

系統(ppen tztten)，

真正的智慧建築。這是

平台的概念，ࡺ平台並

不߳限於網ઠ，而是建

築智慧化的架構。 

之設施管理指標，提出ߏ

期修ᙄ計畫的項目，期望

智慧建築業者能預先提

出未來修ᙄ費用的計

畫，並期許政府建管單位

能配合此計畫的進行給

予相對經費的補助，以Ⴔ

ᓰ民間業者持續對建物

做設施設備系統的維

護，確ߥ居住空間的性能

與品質。 

2.有關ࠟޔ尯平標準

值得深入考慮，住宅設

備尯平、樓板之間中空

設備尯平未來應ᑈ極

發展。 
四 

智慧建築設計中考量層

高問題，為確ߥ建築未來

使用變更、空間變更、管

線變更等需求，的確有設

置尯平管ၰ空間的需

要，ோ目前法規樓層高度

的限制，將ߔᛖ尯平管ၰ

੮設的推動。 

1. 本計畫為我國२度

針對智慧化居住空間

評估進行之系統化研

究，以建立應用評估體

系與資訊共通平台，成

果良好。 

總計畫 

感ᖴ委員的意見。 

七 ླྀ教授߷ 

2. 分項 2 為增加本計

畫於實際工程應用之

可行性，建議將目前研

究成果၂套用於國

內最近完工௴用之指

標性建築，以作為案例

分析，並評估其應用可

行性，作為後續計畫修

正之參考。 

 

二 

᠙於目前完工之智慧建

築建案數量較少並且對

於各指標執行程度不

一，ࡺ本研究ϝ以ଷ設案

例作為示範。但後續將會

檢視申請案件與執行情

形，適當納入實際案例以

作為參考依據。 

Ζ 尸組ߏᄪ進 
1. 分項 2 

(1)請執行單位統一各 二 

(1)評分表格ឯ位項目統

一，但因各指標之討論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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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評分表格式。 

(2) 報告書第 1-31 ।

「防ל風系統」之

「通過建管單位之防

ל風檢查」一項及其

內容௶述所指為何ǻ

若所指為「ऐ標章」

則ߚ建管單位所Ⴇ證

書，請執行單位適當調

整。 

構之不同而有所相異。 

(2) 關於審查委員提出

安全防災指標之防ל

風系統部份內容有ᇤ之

處，已經ᒥ照意見修改。 

2. 分項 3部分指標項

目未附上設計資料或

實例，請補充。 
二、三 

本項意見ឦ於第二分

項，應為第二分項回應，

但經查並無未附設計資

料或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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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總計畫工作會議紀錄總計畫工作會議紀錄總計畫工作會議紀錄總計畫工作會議紀錄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總總總總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 年 01 月 18 日（ࢃ期五）上ϱ 9時 30 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財)台灣建築中心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錄：鄉ߥ文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一、 主ৢ致ຒ 

1. 未來一個月屦開一次總計劃會議，各分項計畫會議由個η計

畫主持人來屦開，但請通知總計畫。 

2. 第一分項計畫會以較ᐱ立的方式在工研ଣ進行。 

3. 第二、三、四分項計畫為智慧建築解說評估手冊的改寫、修

訂，預計推出 2009 年版的手冊。而過去的指標手冊是以辦

公建築為主，但在本次的修訂中將會加入住宅建築，其他類

ࠠ建築也會在製作過程中導入。二、三、四分項的人員會共

同交ΰ參與這三個分項計畫，根據各專家的專ᆒ領域來分

工，請參照圖表一 第二、三、四分項計畫交ΰ執行解說及

圖表 2 二、三分項指標分工模式。B、C、C、E都會參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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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溫琇玲教授、林杰宏ୋ執行ߏ，周Ⴓߎ教授；參與 B、C、

C三項的有尸文安教授、ᙁ፣文教授、鄉़處ߏ、林益全

鄯γ、國書ୋ總經理、ᚑ尺ᘶઝ書ߏ及࢛健總經理。 

 

4. 第四分項於此次也是較為ᐱ立的一༧，ั後請游Դ師說明。 

5. ལ請執的專家委員們，撰寫時多方面考量指標的不足性。 

 

 

 

 

 

 

 

 

 

 

 

 

 

 

 

 

圖 1 第二、三、四分項計畫交ΰ執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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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分項報告(林లᗪ經理) 

目前計畫在六個月內就能規劃出案出來。案例分析上已針對

維基百科全書(Wjljpeejb.psh)、知識管理資訊系統平台、電

η化政府共通作業平台及台灣ଚ公司。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

會定於二月份下Ԓ，主題為將案例研習的結果作總檢討，請專

家學者提出意見，作為後續規劃參考。而本次訂出的平台主要

峌務為：「智慧生活的應用」和「提供智慧建築標章自我評估

的環境」。 

 

三、 第二分項(尸文安教授) 

圖 1 分項計畫二、三執行分工 



 

10-4 

目前已針對各國智慧建築標章或指標研究中，預計下個月可以

提出於會議中，以供各指標改寫λ組參考。在內容的部分，也

會提出完整的示範案例、評估基準說明、樣式以明確化指標意

義。預期在期中報告前，可以ע辦公類先完成(預定 4個月)，

在期末報告前再將住宅類建置完成(9 個月)。 

 

四、 第三分項(國書ୋ總經理) 

此計畫主要目的為以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評估手冊為ᙔ本，訂定

各項技術手冊，因此建議各研究人員在制定指標時，可同時ᇆ

集相關圖面、資訊。預期可能為智慧建築設計的工具書，能夠

భᡉ易ᔉ地讓建築師、設計師或電機技師使用。目前已經依 93

年制定的範本先將結案報告書目錄以及技術手冊分類制訂

出，各專家可依實際情況增減調整。請第三分項助理協助給

相關研究人員，預計於下次會議中針對該內容做討論。建議日

後第二、第三分項會議共同舉行，而第一次會議希望能於

1025(五)下ϱ 2;00 於建築中心進行。 

五、 第四分項 

第一， 文件ᇆ集的方式，將༼整國內外相關資料，特別針對「何

時、如何導入智慧化設計」做相關研究。第二，案例調查，

針對國內申請智慧建築標章的建築做個案瞭解。第三，以

專家ೖ談的方式，ೖ談智慧建築及設備系統設計建築師，

了解建築智慧化導入的較佳時機，並提出建築智慧化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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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項目及作業流程建議。 

 

 

六、 各分項座談會計畫時程 

各分項座談會預定時程 

分項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分項 2 月   4 月   6 月 

第三分項 2 月   5 月   8 月 

第四分項 1�2 月   4�5 月   7�8 月 

分項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二分項 2 月 28 日 3 月 31 日 6 月 30 日 7 月 31 日 8 月 31 日 

 

共同座談會可參考時程 

場次 場次一 場次二 場次三 

月份 2 月ۭ 5 月ۭ 7 月ۭ 

參與分項計畫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二、三、四 

 

七、 行政事項 

1. 經費核ᎍ流程，由各分項助理於每月總計畫會議會後，向總

計畫助理提出，相關報單據填寫、手續由總計畫助理在༼

整後向各分項助理說明。 

2. 計畫經費ߎᚐ，總經費的 20&將提ኘ為總計畫統ᝢ運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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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書的峣製統一由建築中心來進行，因此峣ڇ費用全੮置總

計劃內來執行。其它經費交由各分項自行運用。請總計畫助

理ߥ文在༼整後向各分項主持人0研究助理說明，期初可先

預支 30&。 

 

Ζ、 下次會議時間 

例行性總計劃會議，定於每月的第三週ࢃ期五Ԑ上每月的第三週ࢃ期五Ԑ上每月的第三週ࢃ期五Ԑ上每月的第三週ࢃ期五Ԑ上 9;309;309;309;30，ோ二二二二

月適ࡾ節改為月適ࡾ節改為月適ࡾ節改為月適ࡾ節改為 2029(2029(2029(2029(五五五五))))Ԑ上Ԑ上Ԑ上Ԑ上 9;309;309;309;30 舉行，ۛ時請各分項計畫

作進度說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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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總總總總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 年 02 月 29 日（ࢃ期五）下ϱ 2時 00 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台灣建築中心 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錄：鄉ߥ文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一一一一、、、、    第一次座談會的綜合結論第一次座談會的綜合結論第一次座談會的綜合結論第一次座談會的綜合結論(C2(C2(C2(C2 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內容研訂內容研訂內容研訂內容研訂、、、、C3C3C3C3 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 

1. 分類問題：依建築類ࠠ分類，已取得共識。 

2. 分級問題 

j. 分級：峮ᆀ適當性之ཤଜ。 

jj. 不分級：於標章上標示所得的指標項目。 

jjj. 目前尚未取得共識，於下次分項工作會議中確認「分級與

否、有無ߐᘖ指標、何者為ߐᘖ指標」等問題。 

3. 新建或既有建築之適用性問題：綜合佈線較會有新舊建築之差

別，但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進步，許多新的技術取代了綜合

佈線的舊ምᛖ，例如無線發展等，促使新舊建築之差異性逐

ᅌ化，手冊的制定不用特別區分新舊建築，已取得共識。 

4. 指標權重和優先次序問題：等手冊完成撰寫後，進行權重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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ᆉ，於下次座談會以及下次工作會議中討論，已取得共識。 

5. 檢核辦法與施配套：檢核辦法可以利用工研ଣ或其他技師公

會的規範，配套施也可以涵括教育૽ግ，例如使用者對峐

業教育，峐業對使用者教育，政府對峐業教育、峐業對政府

教育等。 

6. 指標修訂技岁：需要各執委員的智慧，以達到既符合法規也

符合需求，並充分的ᡉ示出智慧之處。 

7. 住宅類公د領域問題：必須一起著，無法分ᚆ。د領域依照

各個指標的需求(以每一項的基準來確認)，以加分的方式來

處理，主要ϝ以公領域為主要的評估對象。其中，綜合佈線

方面，或許可用技術性ೢ峌分界點的方式來ᒣ別。已取得共

識。 

8. 會議中確認技術手冊以ಕᑈ的方式來進行，逐ᅌ擴充該手冊內

容。操作手冊和技術手冊無法完全配合的情況下，在技術手

冊上ߥ੮一點彈性的擴充空間，才可真正使手冊達到實用、

好用的目的。 

9. 手冊撰寫方向和架構問題 

j. 程序和步ᡯ是否加入的問題：根據各個指標專家自行،定

是否加入，自行選擇最佳的表現方式。 

jj. 索引表、手冊上的整合、峮ຒ式索引、中म文對照等手冊

的功能性，於下次分項工作會議中進行討論。 

jjj. 請執委員以台灣建築中心的標準格式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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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 法規參考：是否需要有一ឯ可讓使用者知ၰ該技術可以參

考的法律，尚未取得共識，於下次分項會議中進行討論。 

w. 技術原理說明：針對技術的思考邏輯，給予一個流程圖、

邏輯圖或是概念圖，圖面加上條列式文字。 

wj. 關於圖片的部分，ࣣ須另存ᔞ案，圖片的部分要మཱ(360 

epj 以上)。 

二、 進度回報進度回報進度回報進度回報 

1. C4 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 

j.文獻收集：持續進行中 

jj.案例調查：完成案例༼整表，請分項計畫四將該༼整表提供給

各分項工作უՔ以作參考和了解。 

jjj.專家座談：完成ೖ談問ڔ初ዺ，在問ڔ的設計上，要有延՜問

題(請ၢ至第 Y題作答)以加ம問ڔ深度。 

jw.評估指標和設計者的關係圖的建立與分析：主要探討「對建築

設計者而言，從指標中該如何著力ǻ」陸續針對指標項目進

行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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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會議總結會議總結會議總結會議總結    

1. 第三次總計劃會議各分項要達成的事項 

j.各分項工作結果提出 

jj.架構格式的訂定 

jjj.座談會問題說明和解،策ౣ 

jw.確認整個階段性結果 

w.請各分項準備ऊ 5分ដ的ᙁ報，並請中心確認期中ᙁ報時間ߏ

度。 

2. 三月份總計劃會議、分項計劃會議、資料ᛦ交時間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會議峮ᆀ會議峮ᆀ會議峮ᆀ會議峮ᆀ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3014301430143014    上ϱ：第四分項座談會、分項工作會議  

3021302130213021    上ϱ：第二、三分項工作會議 會議資料於 3020302030203020 中ϱ以前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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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分項助理 

3028302830283028    上ϱ：第三次總計劃會議 各分項會議資料請於 3024302430243024 前

ᛦ交至總計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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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次次次次總總總總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 年 03 月 28 日（ࢃ期五）上ϱ 9時 30 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台灣建築中心 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錄：鄉ߥ文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一一一一、、、、    各分項各分項各分項各分項期中期中期中期中報告書和ᙁ報補充說明之參考報告書和ᙁ報補充說明之參考報告書和ᙁ報補充說明之參考報告書和ᙁ報補充說明之參考    

1. C1 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 

j. 研究動機可增加「為何須建構此一平台，該平台與國科會

內部其他平台是否有重᠄之處ǻ」的說明，並附上現

有國科會相關平台尬較表。 

jj. 研究目的可補充說明「平台建置完成後的主要使用對象範

圍」以及可提供的服務種類和性質」等，以讓計畫更

加具體。前者如「知識提供、互動討論、相關聯結、

工商服務、產業媒介」等。 

jjj. 研究架構處建議增加完整研究架構圖。 

2. C2 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研訂、 C3 新版智慧建築技術

手冊內容研訂 

j. 於研究架構說明為何有解說篇、技術篇，並說明期中報告

的進度以辦公大樓為主要研究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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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於研究內容解ញ分級之意義以及命峮之ᙁ單概念，不ە使

用「高、中、低」分級。確認採用由ᚑઝ書ߏ提出的「高度

智慧化、優質智慧化、一般智慧化、不及格」之分級峮ᆀ。 

jjj. 第二分項內容豐富且專業，但因ᙁ報時間限制，盡量以表

格、條列說明取代文字，讓審查委員更能ᙁ單理解。 

jw. 確認手冊之研訂時程為 96.12�97.09。 

3. C4 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 

j. 於研究目的預作聲明，表示未來會將本計畫所產出的「智

慧建築規劃設計手法」導入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中。 

二二二二、、、、    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    

1. 參考文獻標示，尒以數據、量化方面的資料必須提供證。 

2. 報告書格式統一以ແ件附件二之「095Z0E002087-05(附件 8

最後研究成果報告格式)」為範本。 

3. 統一納入座談會專家學者之意見，內容大ऊ一張投影片，以概

要方式呈現。 

三三三三、、、、    會議總結會議總結會議總結會議總結    

1. 期中ᙁ報之投影片格式如ແ件附件一，請助理協助套入格式。 

2. 期中報告ᛦ交時間、四月份總計劃會議、第二次座談會時間：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403403403403    期中報告書ᛦ交至總計劃 

404404404404    期中報告書ᛦ交建築中心 

407407407407    期中報告ᛦ交建研所、期中ᙁ報ᛦ交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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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5402540254025    第四次總計劃會議第四次總計劃會議第四次總計劃會議第四次總計劃會議    

502502502502    第二三分項第二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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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次次次次總總總總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 年 4月 3日（ࢃ期五）下ϱ 2時 00 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台灣建築中心 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錄：鄉ߥ文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一一一一、、、、    智慧化居住空間平台架構確認智慧化居住空間平台架構確認智慧化居住空間平台架構確認智慧化居住空間平台架構確認    

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平台建置的目的，主要是用以推廣智

慧化居住空間概念，若考量該平台的推廣潛力，則須從使用者

的使用動機、資訊尋找及知識吸收和內化的邏輯來檢視智慧化

居住空間平台的架構是否能滿足該邏輯，若能充分滿足該使用

過程的需求，使用者對於此平台的使用產生愉快甚至難忘的經

驗，則使用者自然會在一串成本效益的評估後(花多少時間尋

找資訊，資料豐富性或完整度如何等)，再度使用該共通資訊

平台，活化平台內的知識及社群，將進一步吸引更多使用者，

擴大推廣潛力。為滿足使用者使用邏輯，建立平台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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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圖的架構，使用者使用邏輯中的每一個環節(5W1H)，將可一

一被滿足，而 Web 2.0 的概念不只是一個資訊提供的入口，藉由使

用者的 Input 的投入，主動式學習讓學習變成一種興趣，而參與式

的經驗則讓使用者感覺他們似乎也能改變些甚麼，從政府政策、法

律規範到評估手冊和技術手冊，使用者的意見將被充分表達，降低

資訊供給者與資訊需求者之間的鴻溝，也減少了政策推行者和利害

關係人之間的衝突。 

 

 

 

 

 

 

 

 

圖 3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架構圖 

圖 2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執行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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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次次次次總總總總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 年 05 月 09 日（ࢃ期五）上ϱ 9時 30 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台灣建築中心 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錄：鄉ߥ文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平台的定位與其他η計畫的關聯性平台的定位與其他η計畫的關聯性平台的定位與其他η計畫的關聯性平台的定位與其他η計畫的關聯性    

平台的定位及與其他η計畫的關連性，將由總計畫加以說明。 

智慧居住空間與智慧建築標章的差異智慧居住空間與智慧建築標章的差異智慧居住空間與智慧建築標章的差異智慧居住空間與智慧建築標章的差異，，，，引՜既有建築智慧化ዛᓰ引՜既有建築智慧化ዛᓰ引՜既有建築智慧化ዛᓰ引՜既有建築智慧化ዛᓰ

施的評估問題施的評估問題施的評估問題施的評估問題，，，，ੋ智慧住宅的指標撰寫架構ੋ智慧住宅的指標撰寫架構ੋ智慧住宅的指標撰寫架構ੋ智慧住宅的指標撰寫架構。。。。 

智慧居住空間和智慧建築標章是否ಥϭ將引՜出既有建築智

慧化ዛᓰ評估將如何進行的問題，考量建研所政策的推動力ၰ和一

ೣ性的立場，既有建築智慧化補助和智慧建築標章應有「共同的、

一致的」評估標準，除了能夠降低政策規範的複雜性，也能進一步

推廣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的運用。 

未來既有建築評估將分成辦公類和住宅類，前者之評估準則

依據「2003智慧辦公建築評估指標」，後者則是依據「2008智慧住

宅評估指標」，如下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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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類的申請者依據ట改善之指標，檢核項目進行智慧化，

峌何一個指標完成智慧化之改善，便可主動邀請申請智慧建築標

章。如下圖 2所示： 

 

 

 

 

 

 

圖 2 既有辦公建築評估架構 

既有住宅智慧化之評估，將分成「基本項目」和「加分項目」，

基本項目有「基礎設施指標」一個指標，而加分項目為「安全監控

指標、健康照護指標、便利舒適指標、永續節能指標」四個指標，

圖 1 既有建築智慧化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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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指標都以「空間、設備、人機介面、服務」四個不同的面向加

以評估。由申請者提出ట智慧化項目，並說明改善之空間、導入何

種設備、使用何種人機介面以及後端是否有服務平台，做為加分評

估之依據。如下圖 3所示 

 

 

 

 

 

 

 

 

圖 3 住宅類評估指標 

以健康照護指標為例：社區健康中心的設置以及週邊ບ所連

線的推動，可讓社區居民隨時受到照護，խ除Ճ車鄬Ⴅ，ບ所可主

動開發࠼源，並ޔ接推動遠ຯᙴ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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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既有

住宅 智慧

化-健康照護指標 

既有建築與新建建築是否適用同一指標之問題既有建築與新建建築是否適用同一指標之問題既有建築與新建建築是否適用同一指標之問題既有建築與新建建築是否適用同一指標之問題    

以γ林電機大樓為例，該大樓ߚ新建築，ϝ能在၂和ո力

之下得到智慧建築標章，因此不管是既有建築或新建築，ࣣ具有達

到建築物智慧化的潛力。當申請ዛᓰ者符合其一或其二的項目，可

認定該建築物已針對智慧化去作改善，而給予其適用項目的補助，

而當達到一定數量的項目時，進一步邀請該被補助者來申請智慧建

築標章，達到智慧建築標章與既有建築智慧化之雙គ之ဤ，也能讓

టଓ求智慧化之業者更容易掌握相關標準。  

智慧建築的配分原則及分級智慧建築的配分原則及分級智慧建築的配分原則及分級智慧建築的配分原則及分級、、、、人機介問題面人機介問題面人機介問題面人機介問題面 

關於配分原則，必須加ம說明其理論依據和方法準則，先說

明為何在「此項目配分為六分」，而「這六分Ξ是如何給分」。前者

有指標項目權重的問題，此部分擬由總計劃設計出權重分析的問

由執委員和座談會邀請的專家學者進行填寫，以求得適當之，ڔ

權重。 

每一種指標的評定方式不盡相同，例如設施管理與資訊通訊之

評定便不大相同，由於指標內涵的不同會導致評定方式不同，但在

各指標必須相同維持同一標準。 

設備節能和健康舒適與「ᆘ建築指標」有部分重複，以智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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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標準來評估的話，需以「智慧化」作為前提，必須ឍ明其智慧化

的意義。智慧化ᆒ神主要有「系統控制」和「管理方式」，而最基

本的ᆒ神是要「監視」、「紀錄」、「控制」、「操作」、「分析」，於指

標撰寫時可注意這些ᆒ神是否能夠ೣऀ其中。 

建議配分原則可參考ᚑઝ書ߏ的配分方式，明訂出可以量化的ղ斷

準則。 

關於人機介面指標存在與否，在「辦公類」،議將其分醩至各

個指標中，而在「住宅類」會成為一個ᐱ立的指標。辦公類的指標

項目須預先設གྷ人機介面所՞之尬重，在不同的指標中可能會有不

同的尬重，由指標執委員和人機介面執委員共同討論。 

智慧居住空間的設計理念ᗋ是智慧建築的設計理念智慧居住空間的設計理念ᗋ是智慧建築的設計理念智慧居住空間的設計理念ᗋ是智慧建築的設計理念智慧居住空間的設計理念ᗋ是智慧建築的設計理念，，，，最後成果呈現最後成果呈現最後成果呈現最後成果呈現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智慧居住空間最適化的設計理念，最後成果須能讓建築師మཱ

知ၰ如何及何時導入智慧化的概念手法，將於第四分項工作會議討

論該如何呈現最ಖ設計理念。 

،議「規劃設計」成為「加分項目」但不成為指標，評估手冊

的格式需預੮該加分項目的格式。 

技術手冊的使用對象與撰寫格式內容技術手冊的使用對象與撰寫格式內容技術手冊的使用對象與撰寫格式內容技術手冊的使用對象與撰寫格式內容 

第四分項的訴求使用者是建築師，談的是建築師如何將建築設

計的導入智慧化概念，而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所訴求的對象是

業主，至於技術手冊則是電機技師、整合業者和建築師的工具書。

ལ請各分項依據ట訴求的使用對象撰寫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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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住宅申請者可能是系統商或建商，而智慧住宅的評估空間

是公共領域，ࡺ申請的標的物必須是一整釀建築物而ߚ႟醩的住

尜。 

關於服務的問題，以「既有建築」的層面來࣮，「服務多於技

術」，因其導入硬體有實質上的֚難，而以軟體的加ம來ᇶ助硬體

的不足。而「新建築」必須在硬體的技術層面便能達到智慧化之效

果，若是「硬體或技術」已具備，則服務的達成自然可期。而智慧

化的意義便在於新舊建築物是否具備能夠引進多元智慧服務的條

件。 

指標評估以「公共空間」為主要對象，但必定會和專用空間產

生關係，申請者必須మཱ說明現況和智慧化後的效益。 

 

請執委員們將以下四項能力納入指標撰寫之原則： 

 

提高使用者工作效的能力 
舒適健康或高效的資通訊傳輸能

力 

降低營運成本的能力 
智慧化設備等級的問題、節能的問

題 

防尩及控制自然或人為災害的

能力 

以智慧化的方法預防與控制 

對未來發展變化的適應能力 彈性化、具擴充性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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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進度說明工作進度說明工作進度說明工作進度說明 

下一次總計畫會議訂於 6013(6013(6013(6013(五五五五) ) ) ) 上ϱ上ϱ上ϱ上ϱ 09;309;309;309;30000     

下次總計畫會議前各分項的工作進度： 

第一分項 
1.平台內容及架構定ዺ 

2.完成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預定 6月份第一或第二週) 

第二分項 

1.訂定統一個的指標內容和格式，例如：指標項目、評估

項目、評估基準、基準說明、配分配尬等 

2.辦公類標章定ዺ 

3.住宅類標章評估分項大綱 

4.完成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5016) 

第三分項 

1.確認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評估手冊之技術對應檢索

表 

2.完成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5/16) 

第四分項 
1.初步完成各指標項目設計手法擬定 

2.完成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預定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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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次次次次總總總總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工作會議紀工作會議紀工作會議紀工作會議紀錄錄錄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年 06月 13日（ࢃ期五）上ϱ 9時 30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台灣建築中心  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錄：鄉ߥ文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 (ౣ )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C2 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尸Դ師表示，訂 6/20為辦公類最後ᛦ交期限，並希望在六月

ۭ前將辦公類建築完整定案，詳細內容也請工作團隊共同

來協助檢視，以確認各指標間之撰寫口֍、架構以及配分

標準一致。 

關於「人機介面」是否打醩的問題，ϝ需要再討論，目前各

項指標幾乎ࣣ尚未放入人機介面。ރ況如下： 

ୋ總經理表示，目前僅針對「使用者」的人機介面࢛ 1.1.1

來做評分，而使用者的定義廣ݱ，管理人員或 end-user

也都ᆉ，是否ࣣ須加入ϝ須再討論。 

1.1.2 目前ࣣ以「Ⴔᓰ性」的方式加分處理，且只有三項指

標有：「設備節能、安全防災、資訊通訊指標」。 

1.1.3 安全防災指標作法，指標ᐱ立،定人機介面的Ζ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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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是否納入評分的基準說明。 

ୋ總建議各項指標撰委員可先行၂ᆉ，以評估分數合理

性。 

實例的部分，統一使用 A、B、C大樓或ࢌ大樓ǻࡑ最後檢整

完後再作確認。 

關於設備節能指標，再生能源部份係採用加分的方式，確認

以總分不ຬ過 100分的方式處理。 

關於必要性與Ⴔᓰ性的問題，會中確認不需有必要性和Ⴔᓰ

性之分，僅依照每個指標的特性撰寫，但必須要有「配

分標準」。 

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完成後的推廣行ᎍ階段，可ቻ၌一

些建築人的意見，使它能更容易讓建築人親近。 

會中確認採用第 9।的分數區間以及第 151।的分級方式： 

A 90~100 分分分分 高度智慧化高度智慧化高度智慧化高度智慧化 

B80~90 分分分分 優質智慧化優質智慧化優質智慧化優質智慧化 

C70~79 分分分分 一般智慧化一般智慧化一般智慧化一般智慧化 

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 未達智慧化基準未達智慧化基準未達智慧化基準未達智慧化基準 

住宅類撰寫架構訂於 7/11ᛦ交 

1.1.4 以「原則性」方式撰寫：找出要素或標的物，根據原

則提出建議，列舉有ব些方式可以達成。 

1.1.5 「標的物」：社區ࠠ、大樓ࠠ、ᐱ立ࠠ。 

1.1.6 公有和專用：可依據指標特性差異有不同的定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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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空間的路設計須智慧化。在安全指標部分，公共

空間和專用空間之間溝通連動管ၰ須建立。健康舒適指

標部分，則需要佈到專有空間。 

1.1.7 「既有建築」的部分：著重在告訴住尜「如何智慧

化」、「如何改善」，著重在「智慧化的改造」，例如：遮

 v.s. း有 sensor的自動遮。 

1.1.8 請執委員以建商建造的角度來出發，該៝慮到ব些

面向。 

1.1.9 指標撰寫分配 

指標項目指標項目指標項目指標項目 撰委員撰委員撰委員撰委員 

基礎設施指標 國書、林益全、ᚑ尺ᘶ 

安全指標 ᙁ፣文 

健康指標 鄉़、尸文安 

便利指標 鄉़、尸文安 

節能指標 周Ⴓߎ 

 

C3 新版智慧建築設計與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設計與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設計與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設計與技術手冊 

圖片的部分，若有ᙁ體字務必要重畫或改成ᕷ體字。 

確認技術手冊檢索表、技術手冊組成架構圖，唯檢索表有重

複的序ဦᗋ需要再調整。在目錄上，將會有峮ຒ索引(峮

ຒ索引，以尬劃排序，主要解ញ峮ຒ定義)。請委員在撰

寫時將關ᗖ字和定義列出，未來索引製作更容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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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在第三次座談會後，提出初ዺ，並峣出、檢討、修改。 

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 

在設計手法༼整中有關數據的部分，須提出相關的理論依

據，未來若數據ᎁ到質ᅪ或ࡷᏯ須能提出依據基礎。 

設計手法目前分為六大要素： 

1.1.10 建築層高設計 

1.1.11 結構ࢊຯ設計 

1.1.12 設施功能需求空間：請鄉處ߏ和林鄯γ協助列出電信

相關空間峮ᆀ和需求。如：電信室、行動共構、交換機

室(可涵蓋電信室)、資訊室(Ԑ期為資訊中心，置放中屹

監控大ࠠ電တ主機；現則以網路管理為主，為各種系統

servers集中處)、中屹監控室等。 

1.1.13 標準層設計 

1.1.14 室內環境設計：撰寫時請與健康舒適指標相互配合。 

1.1.15 開放建築設計 

關於電信相關空間得խ計入容ᑈ(技術規則第 162條)，唯須取

得中屹電信或電業主管機管之同意；建築執照是地方單位

核發，但須呈報到中屹電信或電業主管機關(交通部)才能

取得ዛᓰ實造成許多֚ᘋ與不便，須考量修正建築技術規

則 162條。 

提高խ計容ᑈ的尬能不能有效的提昇大家設置電信室的意

ᜫǻ尚有ࡑ討論，現在不論是電信室(交換機室)、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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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室，請第四分項先依照電信法和電業法之相關規定

提出數據。 

請各指標項目之執委員列出相關之「建築空間需求」，以便

讓建築師在進行建築設計時便能納入考量。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溫Դ師表示，希望各執委員在撰寫時，能夠至少提出一個

既有建築智慧化的案例，未來將整合各項指標的案例作為參考。 

第二、三分項第三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訂於 7/18 上ϱ上ϱ上ϱ上ϱ 09:30，第二

分項須於 7/11前ᛦ交住宅類，第三分項則須於 7/11前ᛦ交初ዺ。 

第七次總計畫會議訂於 7/11(五五五五)上ϱ上ϱ上ϱ上ϱ 09:30 

下次總計畫會議前各分項的工作進度： 

第一分項 完成與總計畫之ೖ談 

第二分項 6/20辦公類定案、7/11提出住宅類大綱 

第三分項 7/11提出初ዺ 

第四分項 提出智慧建築設計手法(含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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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次次次次總總總總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 年 08 月 01 日（ࢃ期五）下ϱ 2時 00 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建築研究所 第三會議室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錄：林鈺琪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壹壹壹壹、、、、主ৢ主ৢ主ৢ主ৢ    

目前進度：第一分項完成平台的規畫 

第二分項將辦公類撰寫完成，目前撰寫住宅類的部分 

第三分項技術手冊已完成初ዺ 

第四分項各項指標的設計手法 

期末報告書預計ᛦ交五本，總計畫(第一章,各分項摘要,總結論)、

各分項一本，會請助理盡快將摘要的格式訂定，請各分項協助摘

要，報告書依照建研所的格式。 

貳貳貳貳、、、、第一分項第一分項第一分項第一分項：：：：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    

一. 平台的運用 

(1)夢幻住宅：供大眾規畫 5�10 年理གྷ中的智慧化居住空

間 

(2)智慧新知：相關法令應用討論與交流，和應用開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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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3)產業聯盟：提供ቷ商峮錄與ࠠ錄，連結產品資料庫 

(4)智慧建築：智慧建築標章預評服務  

(5)展示中心：透過 xebdbn 連結到伺服器和後端互動 

(6)言論廣場：IMT 遠醱定義進行討論與發གྷ。 

二. 營運管理的建議：營運管理可分成三個部分(平台維運人

員、平台內容與應用系統之維運人員、營運督導之管理人

員) 平台建置建議方案一：設備委外營運設，方案二：設

備自建營運。 

三. 第一分項為規畫案，規劃完成後建研所可委外發包或自行

建置，但針對委外維護的部分得視日後建研所是否有經費

進行。未來智慧建築審查希望可開發到峁照國科會審查，

在平台上進行智慧標章預評，可節省下報告峣ڇ等費用，

也方便各委員進行審查，未來由中心建置智慧建築標章網

।。 

㡋㡋㡋㡋、、、、第二分項第二分項第二分項第二分項：：：：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訂新版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訂    

一. 7025 第三次座談會，主要邀請建設業者提供對於規劃設計

時的ߐᘖ應具有ব些條件，和智慧建築標章對於設計理念

上的助益和建置的各階段有何需要注意的事項。請各委員

參照當日會議紀錄內容。 

二. 第四次座談會時間，8015 針對系統整合商和業者，可針對

住宅類指標訂定項目提供意見，議程與第三次座談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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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但邀請不同類ࠠ的專家提供意見。當日討論議程為 1.

認證對於業者有何幫助 2.智慧住宅建置基本ߐᘖ跟項目

有ব些 3.在執行建置好宅的理念中有ব些該注意的事

項。8022 座談會邀請智慧建築標章委員會的委員，在做期

末ᙁ報前請委員在協助檢視。溫Դ師建議可在住宅類架構

內容更完備後，邀請系統整合商來討論，可以得到ࡐ多ᝊ

意見，且系統商參與的意ᜫ會尬建設業者高，研華代表

建議可找ୋ總。 

三. 住宅類撰寫討論 

1.住宅類大綱的部分，安全監控、健康照護、便利舒適、

永續節能目前尬較完整，基礎設施的部分ࡑ林鄯γ匯整。 

2.綜合佈線請林鄯γᙁ化細項，避խ日後在住宅類評分有

֚難。配分方式基礎設施總分一百(三個分項指標：綜合

佈線、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在三分項指標中各自有公

用和專有空間的部分。配分請三位委員討論調整。 

3.在住宅中安全監控指標，智慧化是希望有設備連動可以

預知災害、減少ཞ屺或是制尩災害的擴大，也未必要ᒥ

循過去的災害種類。ᗋ請ம調在智慧化的部分，安全防

災再鄜ྠᙁԴ師訂出分項。張技γ提出防災中心，ଷ設

在既有建築案中住宅面ᖏؒ有多Ꭹ的空間可設置防災中

心的問題，建議可虛擬一個防災中心連結到外部的公

司，不一定要設置真正的硬體在建築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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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預計 806 周三前各指標資料做一次更新跟整合，請中心

發文。 

肆肆肆肆、、、、第三分項第三分項第三分項第三分項：：：：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    

一. 表目錄圖目錄摘要都完成但在排版上有修正的空間 

1.確認不加新版字樣 

2.圖的下方(Q44)參考文獻改成ߓդ數字流尯ဦ，參考文

獻的總表ࡪ中文、म文、網路索引的方式編排。中文資

料可ࡪ畫或年分。 

3.圖峮說明應該更మཱ(例 Q170 富ٖᅽ安紀念ᓔ)，圖和表

要ຏ明資料來源(10 ဦ字)。圖片也請選用較易理解的圖

片。 

4.請各委員回去檢查圖峮圖ဦ、表峮表ဦ，告知第三分項

需修改的部分。 

伍伍伍伍、、、、第四分項第四分項第四分項第四分項：：：：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設計手法與理念探討    

一. 期末報告整合的結果，期末報告時會將流程圖更新，關於

建築模矩化對於規劃設計影響ࡐ大(構造體、建築設備、

室內း修、建築空間)，以相對應關係作出整理。設計手

法中已將數據ܜ出，僅ߥ੮原則和數值上的參考，期末報

告初ዺ已完成匯整。 

二. 開放建築設計峮ᆀ更改為彈性共用空間設計，另外建築系

統來源根據要標明మཱ。溫Դ師建議有些案例的參考可讓

建築師知ၰ目標如何達成，例如服務核，就可以參考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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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各地的資料，在參考值置入圖片讓設計者一目了然，就

可提供既有建築或新建建築完備的參考依據。部分項目就

是ᝄ格規定設備或是達到目標(釱量值)。智慧化的意義

(主動感知整個環境達成最佳化的生活空間)。住宅類醹向

有達到部分性能就提供認定，在指標上提出如何達到智慧

化的ᆒ神在何處。 

陸陸陸陸、、、、會議總結會議總結會議總結會議總結    

一. 905 總計畫會議前完成報告書。分項報告書格式和總計畫

報告書格式再請助理協助給各分項。 

二. 9 月上Ԓ提交報告書，九月中Ԓ期末ᙁ報。 

三. 各分項座談會時間 

 

 

 

 

 

 

 

 

 

 

 

 

8 月 15 日 第二分項座談會 

9 月 5日 第Ζ次總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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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智慧化居住空間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評估與平台規劃計畫」」」」第第第第ΖΖΖΖ次次次次總總總總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工作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 年 09 月 05 日（ࢃ期五）下ϱ 1時 30 分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台灣建築中心 第一會議室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溫總計畫主持人琇玲     錄：林鈺琪 

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出ৢ人員：：：：詳如ᛝ到表    

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主ৢ致ຒ：：：：ౣ 

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一一一一、、、、    總計畫總計畫總計畫總計畫    

1.1.1.1. 各計畫期末報告ᛦ交時程各計畫期末報告ᛦ交時程各計畫期末報告ᛦ交時程各計畫期末報告ᛦ交時程    

1.1.1.1. 9018 ᛦ交報告書給建築中心 

2.2.2.2. 9029�1005 建研所-期末ᙁ報 

3.3.3.3. 第一分項：9010 ᛦ交給總計畫༼整 

4.4.4.4. 第二分項：9013 ᛦ交給ษ३，9014 ᛦ交給總計畫༼整 

5.5.5.5. 第三分項：9010 ᛦ交給λण，9012 ᛦ交給總計畫༼整 

6.6.6.6. 第四分項：908 ᛦ交給總計畫༼整 

 期日ࢃ 期六ࢃ 期五ࢃ 期四ࢃ 期三ࢃ 期二ࢃ 期一ࢃ

    5 6 7 

 

8C4C4C4C4 9 10C1C1C1C1 11 12C3C3C3C3 13 14C2C2C2C2 

15 16 17 18 19 20 21 

 總計劃༼整總計劃༼整總計劃༼整總計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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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0月1日 2 3 4  5 

 

二二二二....    總計畫中各分項摘要內容及格式總計畫中各分項摘要內容及格式總計畫中各分項摘要內容及格式總計畫中各分項摘要內容及格式    

各分項摘要內容部分： 

壹、 內容概述 

貳、 實施方法及過程 

參、 實施成果 

肆、 建議事項 

格式設定格式設定格式設定格式設定：：：：    

1. 版面邊界：上 3dn 下 3dn 岂 3.4 履 3.5 

2. 標題：字 14 ಉ 標ི體 

3. 內文：字 12 標ི體  

4. 共 50 ।，請附圖目錄及表目錄，方便一同整合。 

三三三三、、、、如何將四項計畫結合是目前總計畫的峌務，四個分項先後排序建議

是第四分項優先，先ᖱ智慧建築該如何設計，再來是第二分項解說如何評估，

接續著第三分項該如何執行，所以建置評估手冊，最後再以平台規劃進行推

廣，架構一平台讓產官學研各界可在此平台上進行討論或是技術交流。總計

劃預計的編排方式，將第四分項放置到第一位說明，第一分項平台規劃最後

建置會放在後面，提出最ಖ平台建置建議包含經費等等部分。 

另因參ଜ期中報告的模式過於ᚺߏ，期末報告希望各分項能呈現 15 分ដ

期末ᙁ報期末ᙁ報期末ᙁ報期末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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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履的說明ᙁ報，Ꮓ量以最ף要的內容呈現報告方式。 

二、 第一分項成果報告 

一. 平台功能規劃 

     以全ዬ性的考量來進行內容規劃與架構設計，有效結合智慧建築標

章評估、設計技術與相關領域之先進技術與實務應用，並加入其他相關

計畫之研究成果，除了能有效達成計畫整合之最大綜效，讓各界得以在

這個以 Web2.0 概念打造的平台上，創造更多前瞻與創新的應用發གྷ。 

二. 建置預ᆉ方案 

     實際落實此平台建置需要足夠的資源與人力預ᆉ，預計就目前平台

規劃內容作預ᆉ規劃，以提供委託單位未來落實平台建置所需預ᆉ考量

依據。 

三. 建置分期規劃 

     將針對目前平台規劃內容發展的重要性制定其建置的優先序，預

計分三年進行平台建置工作，快速推動基礎建置及智慧生活應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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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四四四四  各分項計畫進度月報各分項計畫進度月報各分項計畫進度月報各分項計畫進度月報表表表表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執行進度 
 
工作項目峮ᆀ：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評估與共通平台規劃計畫 負ೢ人  填表人 鄉ߥ文 月份： 7 
推動䄻由與目的 我國現行智慧建築標章評估基準於 2002年制定，2003年起正式作為智慧建築標章申請的評估依據，提供國內發

展建築物智化的依循。隨著科技發展迅速，智慧建築評估基準制訂至今亦已歷經 3 年以上，實需依據現今科技及未

來發展趨勢進行修訂，以期符合智慧建築標章之理念。智慧化居住空間乃以建築為載體結合電機、設備系統及資通

訊等科技技術，提供使用者更安全安心與便利舒適的生活空間為目的，因此為使各界更了解跨領域整合的智慧化居

住空間之設計理念與技術內涵，本計畫亦將同時進行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的探討，瞭解現有

ICT 應用於建築物之發展，以及創新技術與應用導入之可行性，以作為未來建築規劃設計及相關產業發展時之參考依

循。為使設計者能更迅速的應用智慧化科技系統，加速設計導入之容易性，本計畫更進一步研訂智慧建築設計技術

手冊，以提供國內各界興建智慧建築之參考。除此之外，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已是我國重要政策之一，因此，需藉

由網路科技規劃教育宣導及智慧化技術的交流平台，經由結合國內有效資源，提供產、官、學、研及社會大眾等各

界進行相關訊息知識交換及對話討論，並建立相互交流機制，以進行如環境、社經議題、智慧永續及健康的建築設

計、產品技術應用的互動式溝通內容等，進而將發展成果應用到產品設計、製造或改良上，以及服務模式創新、改

善等，進而創造優質產業，整合開創更具競爭力的技術及產品，藉以打造更優質的居住環境，提昇國家整體競爭力。 
工作項目與執行方式 本計畫將整合多元智慧化科技、網路先進技術與建築實務應用，規劃出有別於一般傳統思維，以涵蓋各面向領

域內容、具互動式功能之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內容，並完成建築物智慧化的認證基準以及建築物智慧

化達成技術之設計參考內容，及提出創新、前瞻、有別於傳統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的思維成果。 

查核點執行ރ況 
97年預定達成具體目標 實際執行內容 

提Ԑ完成 如期完成 進行中 落後 

一一一一、、、、智慧化居住空間共智慧化居住空間共智慧化居住空間共智慧化居住空間共

通資訊交換平台規通資訊交換平台規通資訊交換平台規通資訊交換平台規

劃劃劃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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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

平台案例資料分析（2

月） 

1.已於 97年 1月 18日屦開第一次總計畫會議，並安排後續工作項目及時程規劃。 
2.已ᇆ集國內外相關資訊交換平台資料，針對 7 個案例進行ཛྷ尋，並針對其中較適

合的三個作分析。 
 

 

Ʉ  

 

2.專家座談會第一場（2

月） 

1.已於 97年 3月 12日屦開第一次座談會。 
 
 

 
Ʉ  

 

3.提出期中報告書，並

ᙁ報（4月） 

1.已於 4 月下Ԓ將智慧化居住空間共通資訊交換平台規劃期中報告書ᛦ交至總計

劃。 

 
Ʉ  

 

4.平台內容及架構規劃

（5月） 

1.完成平台內容服務架構、系統架構、應用系統與資料關聯、系統功能等細部規劃。  
Ʉ  

 

5.專家座談會第二場（5

月） 

1.已於 6月 4日屦開第二次座談會。 

2.針對平台架構與內容作功能展開，與專家學者進行討論可行性。 
3.༼整座談會討論內容及專家學者們之建議，並適當調整平台建置規劃內容。 

 
Ʉ  

 

6.平台最適技術及軟體

需求（6月） 

1.提出平台建置技術需求、建置工具規劃與軟硬體需求項目表。  
Ʉ  

 

7.平台建置完成之營運

管理機制規劃（7月） 

1.進行平台功能應用、建置與營運管理機規劃。 
2.研擬未來平台建置與維運工作所需之經費估ᆉ。 

 
Ʉ  

 

8.平台更新維護機制規

劃（7月） 

1.進行平台維護系統管理與資料維護機制之規劃。  
Ʉ  

 

9.專家座談會第三場（8

月） 

1.預定於 8月 6日屦開第三次座談會。 
 

 
 Ʉ 

 

10.規劃報告書（9月） 1.已完成分項計劃一的摘要報告。 

2.已完成期末報告書༼整初ዺ，目前持續修正中，預計於 9月 5日提送完整報告書。 
  

Ʉ 
 

二二二二、、、、新版智慧建築解說新版智慧建築解說新版智慧建築解說新版智慧建築解說

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與評估手冊內容研與評估手冊內容研

訂訂訂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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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擬定既有指標評估基

準、配分、合格基準

之修正工作（1月） 

1.已於 97年 1月 18日屦開第一次總計畫會議，並安排後續工作項目及時程規劃。 
2.已於 97年 1月 25日屦開第二次工作λ組會議，並分配擬定既有指標評估基準、

配分、合格基準之修正工作。 

 

Ʉ  

 

2.擬定既有指標評估原

則、採用技術、送審

資料之修正工作（2

月） 

1.已於 97年 1月 25日屦開第二次工作λ組會議，並分配擬定既有指標評估原則、

採用技術、送審資料之修正工作。 
 

Ʉ  

 

3.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

者座談會第一次座談

會（2月） 

1.已於 2月 29日屦開第一次座談會。 
2.針對擬定之評估原則及採用技術與專家學者進行討論。 
3.༼整座談會討論內容及與會者之建議，並適當調整先前擬定之評估架構。 

 

Ʉ  

 

4.擬定既有指標基準內

容填寫說明與範例（4

月） 

1.統計已申請案件中，各項指標之得分高低。 
2.選出各指標得分最高者，以擬定之評估方法與原則進行分析，成為該項指標之參

考範例。 
3.針對辦公類部分，依擬定之撰寫方向與原則修正或改寫既有指標基準內容。 

 

Ʉ  

 

5.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

者座談會第二次座談

會（4月） 

1.已於 5月 16日屦開第二次座談會。 
2.提出新版辦公類評估手冊初ዺ內容，與專家學者進行討論。 
3.༼整座談會討論內容及與會者之建議，並適當調整辦公類評估手冊之初ዺ內容。 

 

Ʉ  

 

6.提出期中報告書，並

ᙁ報（4月） 

1༼整辦公類修正內容並依座談會與會者之建議做適當調整。 
2.提出期中報告書並ᙁ報。 

 
Ʉ  

 

7.擬定住宅類指標評估

基準、配分、合格基

準之修正工作（6月） 

1.擬定住宅類評估指標之內容大綱。 
2.研擬住宅類評估手冊之撰寫架構與大綱。 

 

Ʉ  

 

8.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

者座談會第三次座談

會（6月） 

1.已於 7月 18日舉行第三次座談會。 

2.提出住宅類架構，與專家學者進行討論。 
3.將納入專家建議，將評估項目予以調整。 

 

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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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

者座談會第四次座談

會（7月） 

1.已於 8月 15日舉行第四次座談會。 

2.提出住宅類評估基準內容，與專家學者進行討論。 
3.將納入專家建議，將各評估項目之內容予以調整。 

 

Ʉ  

 

10.擬定住宅類指標基

準內容填寫說明與

範例（8月） 

1.擬定住宅類評估指標之評估項目與基準。 
2.撰寫評估內容與、估基準之配分原則與審查資料說明。 

 

 Ʉ 

 

11.辦理產官學研專家

學者座談會第五次

座談會（8月） 

1.預定於 9月 5日舉行第五次座談會。   

Ʉ 

 

12.完成期末報告書，並

提出建議或策ౣ

施（9月） 

1.期末報告之撰寫   

Ʉ 

 

三三三三、、、、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新版智慧建築設計

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技術手冊內容研訂 

     

1.擬定設計技術手冊之

技術架構與項目類別

（1月） 

1.已於 97年 1月 18日屦開第一次總計畫會議，並安排後續工作項目及時程規劃。 
2.已於 97年 1月 25日屦開第一次工作λ組會議，並進行設計技術手冊之技術架構

與項目類別初擬工作。 

 

Ʉ  

 

2.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

者座談會第一次座談

會（2月） 

1.預定 2月 29日屦開第一次座談會。並༼集相關學者專家之意見與建議，提供研究

團隊撰寫方向之參考。 
2.已於 97年 2月 29日下ϱ屦開第二次工作λ組會議，進行討論有關座談會所提出

之建議，以便確立未來撰寫研究內容之方向與方式，並擬定 3 月 28 日屦開第三次

本案之工作會議，來༼整研究團隊對於期中報告應完成的撰寫資料。 

 

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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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擬定各項相關指標之

技術原理、對策與注

意事項（4月） 

1.將於 3 月 28 日前༼整研究團隊之對於期中報告應完成的撰寫資料，包括確立技

術手冊之技術架構與項目類別與各項相關指標之技術原理、對策與注意事項等內

容。 
2. 3月 28日屦開第三次本案之工作會議，並討論研究團隊所完成之撰寫資料。 
3.將討論研究案期中報告之作業方式與預定時程。 

  

Ʉ 

 

4.提出期中報告書，並

ᙁ報（4月） 

1.已於 97年 4月 4日將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期中報告書ᛦ交至總計

劃。 
 

 
Ʉ 

  

5.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

者座談會第二次座談

會（5月） 

1.完成新版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內容研訂技術對應檢索表。 
2. ᝩ續完成後續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撰寫，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預定七月

全部完成交ዺ。 
3. 已於 5月 16日屦開第二次座談會。 

 

Ʉ  

 

6.擬定各項相關指標之

設計資料或參考實例

（6月） 

1.ᝩ續完成後續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撰寫，訂於 7月 18日前全部完成交ዺ。 
2.預定於 7月 25日舉行第三次座談會。 
 

 

Ʉ 

  

7.擬定技術手冊參考使

用說明及相關注意事

項（7月） 

1.完成後續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內容撰寫，新版智慧建築技術手冊於 7月 18日全

部完成交ዺ。 
2.已於 7月 25日舉行第三次座談會。 

 

Ʉ 

  

8.辦理產官學研專家學

者座談會第三次座談

會（8月） 

1. 目前已完成期末報告書༼整初ዺ。 
2. 期末報告書內容持續修正中。 

 

Ʉ 

  

9.完成期末報告書，並

提出建議或策ౣ施

（9月） 

1. 完成期末報告書  

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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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智慧化居住空間建智慧化居住空間建智慧化居住空間建智慧化居住空間建

築系統築系統築系統築系統、、、、設計手法設計手法設計手法設計手法

與理念探討與理念探討與理念探討與理念探討 

     

1.「智慧化居住空間建

築系統、設計手法與

理念探討」第一次座

談會(3 月) 

1. 已於 97年 1月 18日屦開第一次總計畫會議，並安排後續工作項目及時程規劃。 
2. 已於 97年 2月 2日屦開第一次第四分項計畫工作會議，確定報告書章節架構，

確立各章節負ೢ整合人，並安排後續工作項目及時程規劃。 
3. 已於 97年 2月 10日屦開第二次第四分項計畫工作會議，確定第一次座談會計

畫，包含：邀請專家、座談會時程安排及專家問ڔ之擬定。 
4. 已於 97年 3月 14日完成第一次專家座談會。並於會中執行專家問ڔ調查，初

步調查結果已載於分項計畫書初ዺ中。 
5. 已於 97年 3月 14日屦開第三次第四分項計畫工作會議，確定報告書ᛦ交時程，

並安排後續工作項目及時程規劃。 
6. 已於 97年 3月 28日屦開第四次第四分項計畫工作會議，確定報告書ᛦ交時程，

並安排後續工作項目及時程規劃。 
7. 已於 97年 5月 9日屦開第五次第四分項計畫工作會議，針對期中報告評審建議

事項做一回應及報告書內容之修正。 

 

Ʉ  

 

2.完成智慧化居住空間

基本資料收集(3 月) 

1. 已初步完成國內『智慧建築標章』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案例基本資料收集

分析 
2. 已完成部份國外智慧建築案例設計手法整理、分級制度、評估指標等資料收

集。 
3. 目前正進行各文獻資料整理，部分已經完成，並節錄於期中報告中。 

 

Ʉ  

 

3.「智慧化居住空間建

築系統、設計手法與

理念探討」第二次座

談會(5 月) 

1. 於第二次座談會前執行建築規劃設計專家ೖ談並完成ೖ談紀錄。 
2. 預計於 5月 9日屦開第五次第四分項計畫工作會議。 
3. 已初步擬定第二次座談會內容和與會人員初步峮單。聯ᛠᝢ備第二次座談會。 
4. 已於 6月 6日完成第二次專家座談會。 

 

 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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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智慧化居住空間

需求、配置及系統管

線體系建立(6 月) 

1. 已初步完成智慧化居住空間需求、配置及系統管線之初擬。 
2. 目前正進行智慧化居住空間系統管線體系建立。 
3. 目前正進行智慧案例設計理念、建築系統、設計手法分析。 
4. 針對智慧建各指標項目應對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手法之設計手法提出 
5. 正進行智慧化居住空間在建築設計手法之擬定。 

  

Ʉ 

 

5.提出期中報告書，並

ᙁ報(5 月) 

1. 期中報告初步成果已於 4月 2日完成ᛦ交。 
2. 期中ᙁ報評審建議內容已完成對照回ᙟ，並於 5月 16日ᛦ交於總工作計畫。 

 
Ʉ 

  

6.「智慧化居住空間建

築系統、設計手法與

理念探討」第三次座

談會(8 月) 

1. ༼整智慧化居住空間建築系統、設計手法與理念。 
2. ༼整智慧化居住空間需求、配置及系統管線體系建立。 
3. 7月 6日完成屦開第七次第四分項計畫工作會議。 
4. 8月 8日屦開第三次專家座談會，邀集專家討論智慧建築設計手法相關ፐ題。 

 

Ʉ  

 

7.完成期末報告書(9

月) 

1. 目前已完成期末報告書༼整初ዺ 
2. 期末報告書內容持續修正中。 
3. 完成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流程、建築系統之擬定 
4. 完成修正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手法之擬定༼整、期末報告書初ዺ。 
5. ༼整國外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案例資料。 

 

 Ʉ 

 

落後原因說明： 
 
 
預計完成日期： 
 
 
 ：辦人查核意見܍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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