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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3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前言： 

建築研究所因應科技進步、自然、社會環境及高齡少子化

等變遷，研訂符合時代需求之建築法令及研發相關技術、政策

與法令，以誠懇踏實的態度出發，積極思考各議題的發展趨勢，

秉持建築研究所研究創新的精神，以前瞻的視野，辦理永續健

康綠建築環境科技計畫、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人工智慧物聯網

科技計畫、建築工程技術精進創新與應用效能提升計畫、建築

防火科技與智慧應用研發前瞻精進計畫、建築與城鄉減災調適

與智慧韌性科技發展計畫、建築資訊跨領域整合創新應用計畫、

高齡者安居敬老環境科技發展中程個案計畫等研究及推廣業

務，開創安全、舒適、健康、便利、永續之建築環境。 

建築研究所依據行政院 113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

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

編定 113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1.辦理永續健康綠建築環境科技計畫： 

本計畫依據內政部「安居環境－國土永續、居住正義」之施政

目標，與國家科學技術發展之目標四「升級智慧生活，實現安

心社會」之「建造安居家園」扣合，同時順應聯合國 IPCC氣候

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為控制未來全球暖化程度，

應持續抑制累積之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永續發展目標 

(SDGs)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之理念，發展符合臺灣亞熱帶氣候環境之永續發展與減碳策略，

創造節能、健康、減廢與減排之健康綠建築體系，彙整相關成

果轉化為政策方案與施政措施之規劃與執行基礎，對於我國施

政措施具體化具有相當貢獻，預期可藉由本計畫持續推動，強

化我國建築部門整體節能與二氧化碳減量，實現共生共榮的永

續健康社會。同時以永續健康綠建築環境設計技術與科技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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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軸計畫，執行時將著重上中下游各計畫之整合，研究成果

可提供其他計畫應用；下游計畫則為政策面公共建設計畫之執

行與應用，將綠建築科技研究成果，落實於法規、基準、規範、

國家標準等，俾利全面推動。 

2.辦理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人工智慧物聯網科技計畫： 

依據總統 2020 年就職演說，推動資訊數位核心戰略產業及行

政院推動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 年)，於本所 2004年建立智

慧建築標章制度基礎上，推動以人為本之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

建築應用為願景，依據內政部推動「營造安居家園」政策目標，

訂定推動使人民有感安全安心、健康照護、便利舒適及節能永

續之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 AIoT科技發展。透過引進外部資源、

聚焦推動臺灣具利基應用之策略，規劃促進創新技術產品及服

務發展、培育人才發展數位國家、研修法規與推動辦公室及展

示推廣等 4 大工作主軸，辦理如：定期召開跨域研商會議匯聚

共識、引進及發展臺灣具利基應用標準、編寫建築師等專業指

引、開設培訓課程、辦理創意競賽、結合危老建築物重建獎勵

智慧化、資料應用資安及隱私注意事項、營運更新實體及虛擬

展示場所、維運更新主題專屬網站等行動計畫，期能使人民感

受創新科技之益處，並促進資通訊(ICT)產業創新發展維持國際

競爭優勢。 

3.辦理建築工程技術精進創新與應用效能提升計畫： 

依據內政部 112 年度的施政計畫，為營造安定、安居、安心的

生活環境之施政目標（四）「營造安居家園，加速都市更新」，

推動「建築結構耐震技術研究」、「建築延壽技術研究」、「建

築風工程技術研究」等研究，發展建築結構耐震監測及健康診

斷技術；精進建築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技術與制度；並加強精

進建築構件耐久性之診斷技術，發展建築構件劣化之補修技術，

開發實尺寸構造物耐風試驗與精進風場量測、擴展都市風場環

境數位化之應用與評估、應用風場特性執行跨領域研究等，結

合工程技術與智慧工具，提升使用效能，並強化技術規範之落

實與應用，促進建築產業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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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建築防火科技與智慧應用研發前瞻精進計畫： 

因應國內近年特殊建築火災問題及未來新能源可能面臨火災風

險課題，以研發具備功能可靠性、智慧化效能、調和永續與韌

性等之防火安全設計及工程技術，俾能達成人與建築物俱能安

心安全之目標。辦理原有合法建築物火災風險管理、智慧化防

火安全技術精進、建築永續性與防火安全調合、區劃構件與結

構耐火技術精進等領域之研究，精進與防火技術實務整合，研

議建築、消防法規及標準修正建議，增進防火檢測量能及驗證

能力，並持續強化推廣應用與國際交流合作。 

5.辦理建築與城鄉減災調適科技研究： 

因應氣候變遷極端天氣及高齡社會環境，應用災害韌性策略及

結合智慧防災科技，提升建築與城鄉減災調適能力，辦理氣候

變遷極端天氣城鄉災害韌性提升、減災智慧科技研發與防災輔

導、高齡社會減災與疫情後都市發展等研究，推動建築與城鄉

減災調適科技研發與加強推廣宣導及實務應用。 

6.辦理建築資訊跨領域整合創新應用計畫： 

BIM跨領域結合 AI人工智慧、GIS 地理資訊系統、IoT 物聯網、

大數據、5G、VR 虛擬實境、AR 擴充實境、MR 混合實境、雲端

計算、邊緣計算、Digital Twins數位雙生等技術應用於智慧

營造、建築工程使用及維護管理階段，並發展數位建築，及促

進建築產業數位轉型。BIM跨領域結合 AI、IoT、雲端計算等工

具，與城市裡的交通、自來水道、電力設備、建築物等設備系

統形成有效率的互動，並配合國發會 3D 國家底圖建置，建構

數位居住環境，及供建構數位城市發展基礎。應用 BIM於社會

住宅維護管理、建築公共工程與建築管理行政，並結合數位城

市發展，應用大數據技術彙整及分析相關資訊，供建構數位政

府發展基礎，並推廣國內 BIM應用。 

7.辦理高齡者安居敬老環境科技發展中程個案計畫： 

因應超高齡社會來臨，以建築環境及都市環境改造之角度，從

生活圈之環境架構，提出高齡社會之都市、建築及社區生活願

景，建構「安居、敬老之生活環境」為目標。在既有無障礙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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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高齡環境建構之基礎上，辦理高齡安居空間環境、社會住

宅通用環境設計、高齡社會環境法令改善、高齡者移動安全環

境建構等研究，研提建築法令、高齡環境法令及社會住宅法令

修訂建議，研訂相關高齡空間環境設計基準，並持續進行國內

外研究交流，以擴大研究成果推廣應用。 

貳、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建築研究業務 一 永續健康綠建築環境科技計

畫 

一、研發「生態、節能、減廢、

健康」之永續綠建築環境科

技。 

二、將永續健康綠建築導入建築

防疫措施。 

三、發展被動式及主動式建築設

計，協助整體城市之節能減

排，帶動永續綠建築朝淨零

城市目標發展。 

四、加強宣導永續健康綠建築並

應用於實務。 

二 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人工智

慧物聯網科技計畫 

一、辦理研究探討 5-10 年內可

實現之使民眾安全、健康、

節能與舒適之應用 AIoT 科

技環境設計技術。 

二、舉辦青年學生創意競賽，鼓

勵青年學生參與，培育新

秀，協助產業發掘潛力人

才。 

三、引進及發展臺灣具利基之國

際相關技術標準、產業標

準、相關法規，納入我國智

慧建築評估基準。 

四、營運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

心，使產業及國民獲得智慧

化居住空間應用 AIoT 之實

體體驗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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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五、持續維運主題網站，增加智

慧建築 AIoT發展新知。 

三 建築工程技術精進創新與應

用效能提升計畫 

一、發展建築結構耐震監測及健

康診斷技術，研發減輕地震

災害及健康管理等優化調

控策略。 

二、精進建築構件耐久性診斷技

術，發展建築構件補修技

術。 

三、提升新建建築結構及非結構

構材耐震之設計技術與施

工品質，研修建築相關規

範。 

四、發展實尺寸構造物耐風試驗

驗證技術，開發新興檢測試

驗項目，確保建築耐風能力

與安全。 

五、運用數位科技，跨領域整合

建立智慧風場，加強風工程

實務應用即時運算效能。 

四 建築防火科技與智慧應用研

發前瞻精進計畫 

一、辦理建築物火災風險管理研

究，精進老舊住宅、既有建

築物防火安全風險改善對

策與技術。 

二、持續智慧化防火安全技術精

進應用研究，提升人員避難

安全與消防救災效率。 

三、發展建築永續性與防火安全

調合研究，促進綠能設備、

建築減碳構造工法衍生之

火災安全技術。 

四、深化區劃構件與結構耐火技

術精進研究，完善結構火害

後耐震韌性之評估及火害

鑑定與補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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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五、提升防火實驗研究專業能

力，強化火災科學國際交

流，落實成果應用推廣及科

普宣導。 

 五 建築與城鄉減災調適與智慧

韌性科技發展計畫 

一、研發減災韌性與土地使用規

劃技術，提升氣候變遷城鄉

災害韌性。 

二、執行減災智慧科技與推動防

災輔導研發，提升洪災、坡

地社區災害韌性。 

三、因應社會需求研擬避難空間

規劃策略。 

 六 建築資訊跨領域整合創新應

用計畫 

一、結合 BIM技術建構模組化預

鑄元件最佳化流程。 

二、研發應用 BIM及 IoT於建築

預鑄工程組裝技術。 

三、研發結合 BIM及區塊鏈技術

於建築構件生命履歷及建

築資料控管平台技術。 

四、研發應用數位雙生於建築室

內設備控管及空氣品質優

化及大數據資料分析技術。 

 七 高齡者安居敬老環境科技發

展中程個案計畫 

一、推動安居敬老環境規劃，完

善高齡安全照顧環境。 

二、研析社會住宅環境設計，強

化公共設施照顧環境。 

三、建構高齡社會環境法令，研

擬在地安養空間對策。 

四、研析高齡者移動與環境，確

保居住生活安全安心無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