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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2050 淨零轉型關鍵戰略 5節能之淨零建築及住宅節

能分組社會溝通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11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 

二、 地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材料實驗中心 4樓演講廳 

(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 102號) 

三、 主持人：吳常務次長堂安     紀錄：陳麒任等人 

四、 主持人致詞：(略) 

五、 業務單位簡報說明：(略) 

六、 綜合討論： 

  中華大學 何明錦教授： 

1. 內政部在推動節能減碳的過程當中做了很多的努力，在建築

全生命週期的考量當中，要包括綠建築、智慧建築、還有循

環經濟。 

2. 基本上不管是營建署還是建研所，所用的是所謂的減法設計，

在設計的過程中，用最少的能源、最少的資產以及智慧科技

來達到省能、節能、創能的目的，至於省能、節能、創能這

些產品、設備及器材，就必須要仰仗經濟部工業局或能源局

的創新鼓勵及耗能管制。 

3. 比較重要的是在整個建築的生命週期，我們要怎麼樣達到節

能減碳？這裡面要特別提到循環經濟減少資產跟能源的應用，

減少(Reduce)並充分重複應用(Reuse)以及回收重新使用

(Recycle)。 

4. 使用管理維護過程當中，大部分耗能是用電，就會牽涉到用

電的結構，譬如說住宅的話就會在空調、照明及家電方面都

要考量。整體來講這些都和經濟部的能源效率標示有很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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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性。然而用電又跟發電的結構有關聯性，目前不管是

用天然氣、煤炭或是水力發電以及其他再生能源，其中我們

發現歐美各國、日本，現在逐漸考量要恢復核能，這個是我

們要思考的面向。 

5. 過去核能又稱做潔淨能源，它在碳排量是相對的比較低，另

外先前提到要用充電設備和充電樁，但反過來說，一樣是要

用電！又會回到所謂的能源結構，若要達到淨零節能減碳的

對策，請考量充電樁的安全性以及用電量是很高的。 

6. 先前提到的都更容獎，是會讓建築物規模越來越大，所以容

獎應該要慎重考量。 

7. 在管制方面就要考慮到法治規範，譬如說綠建築基準專章，

現在含括管制範圍可以達到 85%，將來如果漸漸地提升，就

會全面性達到淨零減碳的效果。 

8. 能源標示制度是世界各國都有的策略，建研所已經做好研究，

剩下就是如何去執行，強制化後，建築物於改建、新建若達

不到標準，就拿不到建造執照；或是在使用執照階段的使用

中有稅務的增加。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劉國隆理事長： 

1. 就新建建築物節能方面，一棟建築物如果設計得好可以減少

很多空調類、設備類的使用，未來可以針對設計面向再去提

升加強研究。 

2. 有很多建築師在立面設計上喜歡採用帷幕牆，但帷幕牆相對

也較為耗能，在規劃設計上也應該特別注意這個部分。 

3. 建議可以從都會區甚至是全臺區域，針對 3D BIM模型的能耗、

座向、大氣等進行數據的蒐集及建模，有助於預估未來能效

提升的趨勢及潛力。 

4. 建議現行核發的綠建材標章不單只著重再生的部分，也應該

將節能等因素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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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建築學會 江維華教授： 

1. 淨零建築之推動，除都更外，應投入更多人力推動既有建築

(私有如住宅、辦公、百貨、飯店，公共建築不分類型)的整

建，整建時一併做結構補強與機能(無障礙設施等)調整。結

構上可以藉由汰換 RC、磚造內牆或甚至外牆為輕量化構造，

達到補強效果，並可藉此統整屋頂加蓋的構造系統。整建時

同時推動建材生產、營造階段碳排減量，以及基於循環經濟

下之廢棄物減量、再生建材、組構式構築。但是，財務上的

誘因(稅賦減免之外應還有電價、碳稅等因素)仍是推動的重

點，建議內政部聯合部內單位，及其他相關部會部門，共同

研商策略。 

2. 都市建築中分散、微型電網占總體發電量，未來期望的比重

有待確認，次世代太陽光電與儲能系統，在 2030 年成熟後，

進入都市建築的時機與推廣方式也應有所規劃，例如在近零

新建或整建時，究竟是先做與再生能源無關內容(但預留管線

空間)，等次世代太陽光電成熟後再裝，還是先裝現有的光

電、儲能系統，待新產品上市後再更換，應有所規劃。此外，

從提升建築物太陽能光、熱應用占總體比重的角度來看，住

宅也應朝中低層發展，此做法也會影響都市型態，建議納入

整體評估。 

3. 依 IEA 資料顯示，使用控制和行為也對耗能有達 12%的減碳

效益，應由行政院帶頭推動輕、短之夏季工作服裝(日本 311

地震後對東京夏季服裝的影響)；空調應用上推動非全年空

調、間接空調區、半戶外遮蔭空間、個體控制性，全面推動(戶

內外)吊扇，照明上強調個別與整體照明的搭配等；室內促進

爬樓梯。當隔熱遮陽強化、省能照明與家電到位後，大型建

築中風機、馬達的耗能也須精準地控制。（淨零綠生活） 

4. 都市、社區型態涉及交通行為，也可納入考量，也符合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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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世界綠建築規範的發展趨勢。超高齡化社會也是促進綠色

交通的機會，如果搭配疫情的影響，建構 15-20分鐘生活圈，

減少遠程交通行為，提供友善的都市遮陰遮雨廊道。此改變

會影響都市型態，也有利城鄉平衡發展。（運具電動化及無碳

化） 

5. 運具電動化與無碳化有待再生能源比重先行提升，大幅提升

前之過度時期也依應同時鼓勵混和動力或他類其他減碳運

具，純電動車市場未能平民化前更關乎社會正義，因此，於

建築物內部或基地劃設專屬停車格或者擴充電力容量提供充

電設施，都不宜倉促，於既有建築物之應用，更應審酌消防

安全問題。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秦書淮研究員： 

1. 簡報第 6頁：雖訂定 2040年達成 50%既有建築物更新為建築

能效 1 級，但目前策略為補助等較無強制性作法，也缺乏資

訊揭露機制，目標達成路徑不夠明確。建議參考新北市節能

E 好宅計畫，跟房仲業者合作，揭露建築能效資訊，將節電

表現優良的社區公布在房屋交易平臺，民眾買房或租屋的時

候，可以瞭解建築物的用電表現，同時也讓社區規劃師進駐

進行輔導改造等等，搭配完整配套措施，提供私有建築節能

誘因。 

2. 簡報第 17頁：目前 KPI主要是針對新建建物，但既有建物才

是台灣主要建物型態。其中鼓勵民間以都市更新提升既有建

築能效，並沒有訂相關 KPI，除了都更之外，建議訂定既有

建築的「翻修」目標，以《臺北市淨零排放路徑評估報告》

住商淨零路徑為例，訂定公有建築翻修 3%樓地板面積目標，

期待內政部也訂定相關目標，並且進一步把翻修目標擴大到

私有建築。 

3. 簡報第 18頁：本戰略對於地方政府角色著墨過少，僅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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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節能志工培訓等，相關措施過去幾年住商節電計畫已經

持續在做，但成效難評估，需參考地方政府推廣的經驗，過

去是否有哪些窒礙難行的部分，中央可以如何提供資源及協

助。建議內政部詳述本戰略中地方政府的協力角色，以及如

何結合既有的中央節電夥伴計畫等。 

4. 簡報第 28頁：改善既有建築物能源效率中，針對「政府機關

及學校用電效率提升」，建議訂定具體目標。 

5. 簡報第 29 頁：「建立建築物智慧能源管理服務平台及建築物

能源管理資料庫」，建議搭配智慧電錶建置的進度，訂定相應

的階段推動期程跟目標。 

6. 改善既有建築能耗將高度影響經濟弱勢族群，須提出比補助

更完整的整體規劃，也須強化與公正轉型戰略之連結。 

7. 簡報並未提到建築節能的管考機制，如果達不到目標的話要

如何改善？管考是否會納入公民參與的機制？建議內政部提

出明確規劃，以利公民團體後續監督。 

  媽媽氣候行動聯盟協會 楊順美秘書長： 

1. 在相關期程裡 2030、2040、2050針對新舊建物或綠建築、建

築能效，從鼓勵、規範著手，應揭露推動淨零建築相關措施

之經費。 

2. 現有的鼓勵跟後續增加的鼓勵看不出差異，為什麼能提高大

家去做的意願?是否有規劃如法規等具強制力之措施去執行? 

3. 建築能效標示一定要跟綠建築結合在一起嗎?希望能獨立出

來變成一個建築物能源效率表現的參考依據。 

4. 建議找一個台灣代表性建築物做能效改造及示範場域，讓人

了解能效改造是有效且可行。 

  地球公民基金會 王敏玲副執行長： 

1. 未來各項措施實施後，是不是能夠逐年、兩三年後回頭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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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評估依據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或是能夠執行更好?來

做進一步的檢核。建議可以規劃一個滾動式的檢討，這個檢

討機制希望能夠每年都有個比較明確的會議，讓相關部會來

邀請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能夠持續像這樣來進行溝通和參

與。 

2. 目前建築能效揭露今年有研究計畫納入，後續會提出揭露方

式的建議，因為從一個研究計畫做完到提出建議、到決策、

到真的落實時候，都需要花很多時間，所以建議儘快規劃未

來揭露的方式。 

3. 建議能夠多花一點預算、力氣在既有的建築物上。因既有建

築物最不好處理，尤其是用住宅、商業(如大型商辦、承租場

所)等用電大戶建築。 

4. 節能戰略計畫裡面，工業節能由工業局舉辦、商業節能商業

司、住宅節能由內政部舉辦。目前內政部誰主責?因為好像

都看到是建研所?坦白說公務機關未來有很多政策要討論跟

協調，要共同作戰跟決策的時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就必須

要跟很多跨部會(經濟部能源局、工業局、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等)不同層級的單位一同推動及決策。惟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畢竟是研究單位，是否適合擔任主責單位?更重要是不

是有得到內政部的充分授權? 

5. 建築能效法制化為2030年?考量氣候變遷很緊急，有急迫性，

所以建議把目標年期往前移一些。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詹詒絜組長： 

1. 本基金會配合氣象局導入建築氣象服務的管理，基本上根據

在地氣象預報去看針對建築的冰水主機跟連動設備進行管

理，很明顯地看到，不管是尖峰的時刻用電，還是春、秋季

節的用電，有非常明顯的減量的效果。老舊設備汰換固然重

要，但怎麼針對設備做有效的管理才是重點。建議公有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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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也可以評估針對既有建築導入這套系統來做示範，

基金會可以協助支援去幫大家去做既有建築改善的部分。 

2. 有關隱含碳的部分，營建研究院已經有一套方法學去計算既

有建築的循環度，包含像是建築外殼、機電、工法、空調設

備、家具等五大面向。就我所知，現在有導入建築循環度概

念的公共建築其實是社會住宅，建議針對公有建築能納入隱

含碳概念進行示範、推廣。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吳心萍資深主任： 

1. 戰略對接及分工:環保署主責的淨零綠生活，也包含居住品質

下的 3-1 推廣被動式節能建築、3-2 示範推廣智慧控制導入

與深度節能、3-3 示範推廣高效設備與多元電力整合等具體

行動，請說明要如何分工或是合作? 

2. 簡報中有回應本會 9月 21日的發言，但本會意見並非針對太

陽能架設高度及免雜照，而是針對違建認定的系統性問題，

小至如首爾的陽台上可設置延伸出屋外的太陽能板，但在台

灣卻可能被列為違建；大至中央綠屋頂政策開放違建架設太

陽能，但縣市執行時卻因違建安全的認定，而影響到縣市的

執行意願與程度。應全面盤點我國建築法規上對綠能設施的

障礙，並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期間，一併檢討目前有哪

些在符合安全原則下，不利於屋頂型太陽能發展的法規且排

除之。 

3. 金門縣已 100%裝設智慧電表，且結合 APP使用，應有未來推

廣至全國之規劃路徑。另應搭配行為改變的引導。 

4. 除了都更外，老宅也應有節能翻修的輔導規劃，可針對包租

代管政策中，房東修繕補助的部分，要求更新節能家電，以

利出租住宅電器更換；或若私有建物都依賴都更時，需考量

後續的社會溝通，以及豐足(Sufficiency)的概念，若依靠容

積獎勵等作法鼓勵都更，可能會使得新建建物更加巨大且耗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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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環境規劃協會 趙家緯理事長： 

1. 工業節能和商業節能先前都已經有開過會議了，且都已有公

布相關完整的預算以及預估的節能量，另外在今天的簡報裡

面並沒有這方面的數據，請補充並說明。 

2. 簡報中有兩個比較具體的數字，如能源服務業(ESCO)的節能

績效保證專案，每年推動有 32案，這個部分會不會是一個太

不積極的目標，假設每年每一個縣市推一案的話案量就已經

快到這個目標了，是依據什麼訂定 32案的目標? 

3. 上個禮拜在商業建築節能會議得到的資訊是綠建築的目標是

每年增加 450棟，今天一口氣變到 800棟，請予以說明。 

4. 建議住宅的節能汰換、節能家電的汰換，是否列在過往的縣

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裡面，這件事是大家都相當關心的一個

議題，請說明一下。 

5. 希望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的報告裡面能把建築這一塊拉進去，納入房屋服務業者(如信

義房屋、日勝生等營建集團)，這部分可以跟金管會合作，針

對營建業者訂定相關的特別準則。 

  荒野保護協會－ 

  黃嘉瑩議題專員： 

1. 全國核發使用執照的既有建築的樓地板面積占所有建築樓地

板面積的比例是多少， 2025、2030、2045 年預估的數據為

多少? 

2. 既有建築物期待都更去改善，達到淨零的狀況，依照過往的

經驗在都更其實要花十幾年，可是到 2050年，只剩下 27年，

把重點放在都更的進度是不是夠快，如果不夠快的話，既有

建築最耗能的地方是在空調，關鍵其實是建物隔熱性能，建

議提供相關的指引告訴民眾可以怎麼做？或是有其他的配套

措施、獎勵的辦法甚至法規。 



9 
 

3. 都更勢必會產生很多的營建廢棄物，這部分與住宅節能沒有

直接相關，針對營建廢棄物通常都是交由環保署來處理，但

是建材的源頭，其實最熟悉的是各位與會的建築主管單位，

建議加強營建廢棄物管理，或許也是一種節能的措施。 

  陳江河常務監事： 

1. 目前的規定於申請綠建築標章時，自願併同申請建築能效評

估，如果只想要單純針對建築能效的部分申請標章，變成還

要針對綠建築的部分進行評估。這樣會造成民眾的負擔，建

議儘快地去脫鉤，這樣也比較容易去推動。 

2. 有關建築能效標示的系統，目前還沒有包括住宅類，這個部

分也還沒有公告實施，建議盡快處理，這樣有益於在住宅的

部分來推動建築能效標示。 

3. 有關於都會區的屋頂、再生能源，自發自用的一個綠能系統，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在建築能效的這方面有一些加分？這樣子

來做的話，才可以看見台電的整體用電量，有比較實質性的

減少，有利於我們減碳的部分。 

4. 碳中和的方式有很多種，再生能源是其中一種，建議可評估

將來納入植樹造林之碳匯，例如農委會在推的森林碳匯，不

但可以達到所謂「淨零的建築」，也有機會讓整體環境綠化的

方式。 

  台灣綠領協會 陳重仁理事長： 

1. 從全球耗能量來看，營建產業能源消耗約 35%，碳排佔 40%，

碳排放高了一點是因為隱含碳的關係。以建築師的角度，在

設計裡面如何將隱含碳降低，誘因及配套措施相當重要。 

2. 政府提出獎勵措施，可以想見成效並不佳，因為無約束力，

仍須落實於法規。 

3. 在國際趨勢及企業對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ESG)的要求下，民間業者腳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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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府相關配套無法支援，如饋線申請耗時且金額龐大，又

新型技術(如氫燃料電池)引進，無相關法規，建築師或技師

無設計依據，建議相關主管機關能加速相關法規的訂定。 

  聯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珮慈經理： 

1. 台電公司智慧電表的布建係電錶本體(Route A)，是由能源業

者使用；當家戶開始對接數據進行 EMS 相關的後續延伸應用

(Route B)的時候，需另行安裝相關軟硬體。使用者多以為家

庭能源管理系統(HEMS)是軟體服務，但其實他要從前面

Route B的建置開始走起。將面臨下列問題： 

(1) 因涉及安全、電錶資安問題，所以與台電有相當多的流

程須完成，這個是目前第一個會遇到流程面上的痛點。 

(2) 社區內部流程，如要求比照充電樁共同去支出的電費，

需要社區所有權人大會來決定，所以在整個過程之中，

這是我們第二個面臨的問題，住戶的意願會因為剛剛上

述這樣的問題去流失而下降。 

(3) 第三個問題就是「產權問題」，因為房東是電錶持有者，

所以台電會只認電錶持有者為申請人，所以當電錶的持

有者不同意這個資訊，租(住)客其實是沒有辦法，當然

有一些法務上的方式可以解決，租客跟房東的契約，租

客可以選擇過戶，但大家不會選擇這麼複雜。 

2. 目前建築類相關標章之獎勵方式都沒有含 HEMS項目，希望後

續可以從標章著手，不論是獎勵項目還是基本項目，都可以

帶進。 

  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趙宏耀理事長： 

1. 感謝能源局對能源服務業(ESCO)的補助與支持，不過因為量

體較少，就長遠來看還是要把 ESCO的生態發展起來，畢竟補

助不是長遠之計，生態系的發展是比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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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SCO節能量不是量出來的，是經過一些推測分析出來的，所

以前期對案場的診斷評估是很重要的，但是問題來了，台灣

的顧問業通常拿不到診斷費用，多數被要求是免費的，故診

斷成果良劣很容易衍生問題，建議發展量測驗證人員證書/

證照制度，這兩個部分是目前比較需要突破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魏榮宗特聘教授： 

1. 路徑圖是參考國際能源署(IEA)畫的，2000年到 2025年，在

25 年期間，那條線幾乎快平了，2025 年到 2050 年那條線的

斜率較陡，請再修正或說明。 

2. 新建築節能應該要用地方自治條例或相關法規，要求做再生

能源發電，不是建築節能就沒有再生能源 

3. 有關建研所的 KPI 部分，只看到每年綠建築 700 件的量化目

標，建議換一個面向來定義，例如綠建築標章覆蓋率，或是

用其他的數據。另有關能源局的 KPI 部分，從早期的縣市節

電計畫，鼓勵民眾汰換家電，該專案非常的受歡迎，現在這

個專案經費限縮，民眾半夜 12點拿椅子去排隊，這個績效是

讓民眾有感，就應該讓它持續往前。 

4. 有關明年建築能效評估，先做辦公跟服務類，後年才做公共、

商業跟文教類，依量體應該要顛倒過來，耗能大的應該先做，

比較沒有的往後做，以上是 KPI的調整建議。 

  淡江大學 廖惠珠教授(書面意見)： 

1. 內政部可以節能減碳的部分，遠高於簡報第 15頁建築外殼及

空調用電占比的 20%。 

2. 依照簡報第 15 頁資料，目前住宅用電占比，其中照明 30%、

家電 50%，這是因為既有建築的設計既不通風也未善用日

照。 

3. 正確的日照是善用其光線以減少照明需求。另外，於冬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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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暖和的暖氣，夏天再正確遮陽以降低冷氣空調的需求。 

4. 國際建築都越來越講究善用自然光與自然能源，建研所若可

規劃推廣的更好，照明與家電的用電占比將大幅下降，而可

以大大增加節能減碳的效果。 

5. 若更進一步規劃綠色廊道，讓各式建物依序排列，則綠廊所

帶來源源不斷的涼風，更可大大降低夏天的冷氣需求。 

七、 結論： 

(一) 請業務單位彙整與會人員發言意見及相關單位回應說明，俟

完成後公開揭露於本部建築研究所淨零建築網頁專區，以利

外界瞭解相關意見參採情形。 

(二) 請相關單位參酌與會人員意見修正各項推動策略，並送經濟

部彙整修正臺灣 2050淨零轉型節能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