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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既有住宅、住宅修繕、節電、節水 

一、研究緣起 

智慧綠建築的推動涉及標章制度、基準制訂及實施落實，108 年度

已蒐集比較綠建築、電力及資通訊技術標準等法令規範，瞭解影響建

築節能節水設計相關法規。考量我國既有建築占比超過 97％，且老舊

住宅建築推都市更新及透過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建築重建條例進行重

建難以立即執行，引導既有住宅於修繕過程導入節能節水理念，亦能

兼顧安全節約及健康用水，讓所有權人掌握修繕策略重點及工項流程

與經費管控，提高改善效益，甚為重要。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前期已就涉及節能與節水相關評定項目，及建築技術規則

綠建築基準、給水排水系統及衛生設備、屋內線路裝置規則及自來水

用戶用水設備標準等相關規定進行比較探討，依據建議事項，本年度

以既有住宅善案例作為標的，進行個案用電節能與節水設計項目比較

分析，並記錄修繕後使用階段的用電數據，分析不同時間區間住宅家

用電器設備的用電情形。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與案例調查方式，蒐集比較既有住宅修繕節

能節水設計相關作業流程，並以個案現勘調查評估修繕作業之可行措

施，透過實例操作經驗，彙整提出修繕檢核表。 

三、研究發現 

（一）住宅修繕涉及室內裝修管理辦法、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建築技術

規則等建築相關法令規範，節能節水設計又與電業法、屋內線路

裝置規則、自來水法、自來水用戶設備設置標準及綠建築、智慧

建築評估手冊節能節水指標項目有關，為利專業人士疑一般社會

大眾均能適當掌握住宅修繕的影響因素，建立標準作業程序有其

必要，並可進一步研擬檢核表供各界參考應用。 

（二）住宅修繕個案節能節水課題涉及現況設施堪用程度，配管線分區



 

X 

回路的修改難易度，及所有權人（業主）的修繕需求，同時必須

考量隱藏配管線與構造體的不確定因素，先期評估作業階段必須

審慎進行現勘調查及資料比對分析，俾能在住宅交易前掌握必要

的修繕支出，作為預算控制的重要參考資訊。 

（三）本研究完成既有住宅個案修繕後用電調查統計，並與氣象資料外

氣溫度（日平均溫及日最高溫）比對分析，結果顯示住宅用電量

因外氣溫度啟動空調之影響顯著，雖然個案選用三段式時間電價

調整習慣，夏月已集中於半尖峰及離峰時段用電，日總用電量仍

與外氣溫度變化趨勢一致。透過智慧電表的手動記錄與分析，逐

步檢討用電耗能行為，自 109 年 6 月起至 10 月止，逐月用電量

已明顯減少，後續將持續進行記錄，並比對用電行為分析可行之

節能策略。 

（四）住宅修繕個案工程項目多作業繁瑣，同時涉及各工項介面整合，

建立評估檢核表，從事前資料蒐集、現勘調查、規劃設計至施工

協調等，均能透過標準化作業程序具體落實修繕需求與節能節水

目標。本研究規劃住宅修繕各階段的檢核表，可提供所有權人、

購屋者及房仲人員、專業設計及施工人員進行先期評估與溝通協

調參考。 

建議一 

持續記錄分析住宅用電變動及分時用電影響因子：立即可行建議。 

建議二 

持續強化既有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計評估檢核表內容並加強推廣：

立即可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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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renewal housing unit, energy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form sreategy 

 

In the fac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demand for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growing, how to breakthrough in gree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f ICT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policy issues and priorities of world's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re are 97% existing building in Taiwan, which use the amounts of electricity 

and water. The main isuue of these building policies is focused o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o as to fulfill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 and water use of existing building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 

here within the building sector.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xisting housing reform design streategy within energy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y literature review, we have compared the Building Regulation, 

the Water Law, the Electricity Act and Green Building evaluation guideline about water 

supply and energy efficicncy design. By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1 existing housing case 

study of it's energy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or being reformed. We had studied a existing 

housing reform check-list for owner, buyer, real estate agent, and designer to evaluate the 

budget and time for reform work for their decision-making. Housing reform work should 

be considered among different renewal item of its lifecycl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nergy 

use efficiency after reform work, this study also collected the daily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data of the investigated reform housing unit.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s and 

career of person living in the house unit are the key factor of energy use.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nthly electricity use, summer season and non-summer season are 2 types 

clearly because the outdoor air temperature and the usage of Air-Conditioning. Based on 

the lifecycle cost evaluation need of housing unit, including reform budget and daily energy 

use payment, the resource use data  should be collected by smart meter and recorded by 

BEMS or HEMS designed in the reform plan step. 

With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housing lifecycle reform check-list, the residential 

ownership regulations, the energy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related code about housing 

reform design must be incorporate into legal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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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年來各國政府為因應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高齡少子化問題，

同時因 ICT 科技發展，智慧網路、雲端技術與物連網之應用，國際間

許多國家政府除開始思考如何在產業發展和促進環境永續之間尋求平

衡點外，並積極開創新科技與生活型態來支撐相關永續政策的推動。 

全球主要國家紛紛提出智慧建築、綠建築、永續智慧社區及智慧

城市等創新規劃理念與對策議題，對於「綠建築」與「智慧建築」所

能發揮的減碳及節水與產業推升效益，均予高度重視。2000 年以後全

球綠建築評估體系發展更達顛峰，如德國的 LNB、日本 CASBEE、澳

洲 NABERS、新加坡 Green Mark、挪威 Eco Profile、法國 CECALE、

韓國 KGBC、香港 HK-BREEAM 與 CEPAS 等都相繼成立，迄 2019 

年全球正式擁有綠建築評估系統已達 38 個國家。 

我國行政院先後核定實施「綠建築推動方案」、「生態城市綠建

築推動方案」、「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及「永續智慧城市-智慧綠建

築與社區推動方案」，「溫室氣體排放管制行動方案」亦於 107 年 10

月 3 日奉行政院正式核定施行，涵蓋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

及環境等六大部門，中央相關部會首次訂定 107 年至 109 年的減碳具

體行動，搭配我國 109 年（西元 2020 年）溫室氣體排放量較基準年 94

年（西元 2005 年）減量 2%的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共同勾

勒出國家整體減碳策略藍圖。另依溫室氣體減量推動方案及我國「能

源發展綱領」，除推動能源轉型外，建築部門亦需積極推動 109 年完

成建築物外殼耗能資訊透明機制並施行，提升新建建築物建築外殼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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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能源設計基準值，109 年較 105 年提高 10%等。我國綠建築標章制

度亦將節能與節水納為評估指標，且 102 年前列為必要項目，智慧建

築亦有節能管理項目納入。[1] 

建築用電節能及節水為智慧綠建築重要推動之指標項目，亦逐步

擴大至既有建築範疇，本研究針對既有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計所涉國

內現行相關法規進行文獻分析，並蒐集住宅修繕案例進行設計策略探

討，記錄用電情形，研擬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計自主查核表，作為購

屋者與業主評估修繕作業與經費估算的參考，俾能擴大建築節能節水

成效。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範圍 

智慧綠建築的推動涉及標章制度、基準制訂及實施落實，108 年度

已蒐集比較綠建築、電力及資通訊技術標準等法令規範，瞭解影響建

築節能節水設計相關法規。考量我國既有建築占比超過 97％，且老舊

住宅建築推都市更新及透過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建築重建條例進行重

建難以立即執行，引導既有住宅於修繕過程導入節能節水理念，亦能

兼顧安全節約及健康用水，讓所有權人掌握修繕策略重點及工項流程

與經費管控，提高改善效益，甚為重要。 

本研究前期已就涉及節能與節水相關評定項目，及建築技術規則

綠建築基準、給水排水系統及衛生設備、屋內線路裝置規則及自來水

用戶用水設備標準等相關規定進行比較探討，依據建議事項，本年度

將以既有住宅善案例作為標的，進行個案用電節能與節水設計項目比

較分析，並記錄修繕後使用階段的用電數據，分析不同時間區間住宅

家用電器設備的用電情形。 

延續前期研究，本案將參考綠建築評估手冊及本部營建署住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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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相關研究成果，以 1 個實際住宅修繕案例進行相關法令與技術探

討，期能研擬既有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評估自主檢查表，供各界參考。 

研究目的包括： 

一、 盤點彙整住宅修繕節能節水相關法令規範或文獻。 

二、 蒐集分析既有住宅修繕個案設計內容與節能節水項目。 

三、 分析住宅修繕個案節電節水設計對策。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回顧法及案例分析法進行既有住宅修繕節能節水相

關法令規範之比較分析，比對建築節能節水設計的建築本體、用電及

用水設備與配管線、排水設備與管線等相關法規，包括建築技術規則

綠建築基準、給水排水系統及衛生設備、屋內線路裝置規則及自來水

用戶用水設備標準等，並以實際住宅修繕個案探討節能節水設計的項

目，透過智慧電表的分時段記錄功能調查修繕完成後的住宅用電狀

況，以作為後續其他住宅修繕前的評估參考。 

研究流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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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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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住宅與服務業部門用電耗能情形 

依據經濟部統計顯示，107 年度電力消費工業部門占 55.93%，住

宅及服務業部門共占 35.29%（其中住宅 17.60%、服務業 17.69%）；

其中住宅及服務業部門用電比例雖較工業部門低，但夏季用電增幅明

顯，故住宅及服務業部門對夏季尖峰用電影響顯著。上述問題在我國

人口密度與都市化持續發展之情況下，依據國內近年來耗電及後續推

估，即使在各界努力下，耗電仍將持續緩步上升，所以如何應用更積

極有效的方式節約能源及降低二氧化碳排放量，推動能源轉型，勢必

為國內未來永續發展重要議題。 

另依經濟部統計顯示，我國住宅部門歷年用電占比雖已呈現逐年

減緩的趨勢，但用電總量仍有持續增加的情形，故針對占全國建築總

量 97%之既有建築，有必要更積極推動節能相關措施。全臺灣服務業

全年總能源消費以電力為主，占 87.0%。各行業建築物耗能設備平均

用電量以空調系統與照明及插座占比較高。辦公大樓用電以空調系

統、照明及插座為主，占比超過 91%；百貨業也是以空調系統、照明

及插座為主，占比超過 81%。[2] 

	 	 	 第二節 建築與住宅耗能現況調查相關文獻 

根據國立成功大學林教授憲德研究文獻指出，建築主要附屬設備

之耗能占比如下：辦公類建築以空調耗能(50%)為主，照明(30%)及其

他設備(20%)居次，外殼熱負荷佔總耗能之比例約為 17%

（34%x50%）；住宅類建築以其他家電設備 (50%)為主，空調耗能 



 

6 

(20%)、照明耗能(30%)，外殼熱負荷佔總耗能之比例約為 7%

（35%x20%）。（圖 2-1）[3] 

配合綠建築標章之推動需要，綠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中納入各建

築類型用電密度基準（2012 年版以前），作為評估日常節能指標中再生

能源設備節約電量佔該類建築物總耗電量占比之依據，並配合相關綠

建築評定需要逐步更新。2015 年版之綠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提供建

築物動態 EUI 標準計算規範，並列出各分類空間耗能密度標準，做為

建築節能評估之參考，不包括瓦斯、熱水與鍋爐等能源使用並排除有

關揚水泵、電梯及電扶梯等傳直輸送設備用電，以避免建築樓層高度

對用電密度評估分析的干擾。 

 

圖 2-1 辦公類建築與住宅類建築耗能占比[4] 

郭柏巖（2005）針對住宅耗電實測解析與評估系統研究指出，透

過公寓式與透天式住宅耗電量與住宅規模、家庭人口、家電普及率以

及生活模式等住宅因子實地調查統計，並對各項家電設備進行電力監

測解析，住宅因子與耗電量交叉分析後發現並無明顯相關性，但與民

眾的使用行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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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宅耗電全年用電比例，在公寓或透天類型的家電類用電比例約

佔 50％左右，依次為照明用電與空調用電。在空調季節平均每月增加

近 300 度/月空調用電。同時透過逐時耗電量的統計獲得民眾使用行為

與住宅耗電特性間的關係，發現住宅尖峰耗電時間明顯集中在夜間時

段（晚上 18：00 至隔日凌晨 02：00 間），這時段電力使用約佔全日

耗電量近五成（48.7%）。[5] 

黃韻勳（2018）在我國住宅部門電力消費關鍵影響因素分析的研

究指出，建築部門為全球最大的最終能源使用部門，而住宅部門約占

全球建築部門能源耗用的 75%，亟需減緩住宅部門能源需求之成長。臺

灣 2017 年住宅部門電力消費占全國總電力消費量的 18.21%，住宅部門

為近五年來用電成長率最高的主要部門。該研究參考歐盟經驗建構我

國住宅部門因素分解模式，將我國住宅部門電力消費量之變動因素拆

解出氣候、戶數、家電設備擁有、家電設備使用時間、節能、家戶面

積變化等多元因素，並分析 2014~2017 年間我國住宅部門電力消費變

化量，藉以了解各項效果對電力消費量之影響程度。[6] 

第三節 建築節水調查相關文獻 

經濟部水利署 106 年 3 月水利統計簡訊指出，105 年全國每人每日

平均生活用水量為 275.24 公升，較 104 年 273.18 公升增加 2.06 公升

(0.75%)；如以區間年人均用水量比較，97 年至 101 年呈下降趨勢，

102 年反轉上升至 105 年達到最高峰，近 4 年用水量大致呈上升趨勢，

其中 104 年因受天氣乾旱缺水影響，用水量略微下降，但 103 年後之

生活用水量高於近 9 年平均用水量，顯示國人近年來用水量增加的現

象。（圖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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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臺灣每人每日生活用水量及水庫有效蓄水量概況圖[4]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水利統計簡訊，106.03，https://water.taiwanstat.com/#reservoir6  

諶思妗（2015）有關綠建築用水基準與節水潛力之研究指出，近

年來國民生活用水量急速增加，「綠建築評估指標體系」藉由「水資源

指標」及「雨水貯集利用」等節水策略，期望擴大節水成效。基準用

水量是檢視使用者節水與否的重要依據，但目前我國未有針對基準用

水量訂定明確標準規範，故無法精確驗證綠建築的節水效益。該研究

將建築用水量推估加入營建使用時間因素，以建築技術規則之建築類

型分類原則建立 55 類建築用水空間，透過文獻掌握單位樓地板面積

人員密度標準、人均年用水量及設施使用率三項建築用水量評估因

子，量化建築物用水密度 WUI (Water Unit Intensity)，且以簇群原則整

數標準化相關推估計算參數級距，建立各類型建築物之用水需求量基

準表。另對於節水效益評估部分，透過瞭解建築物用水特性，建立建

築用水型態的分類，分別檢討各用水型態之設備節水率及自來水替代

率，以量化建築節水潛力，透過綠建築水資源指標 RS8 系統分數值參

考評估達成率。[10] 

透過該研究完成之建築用水推估模式，推估統計每年取得綠建築

標章案例具體節水成效平均約為 45%，超出一般綠建築平均節水效益

概估值 30%；另該研究建置建築物用水評估系統之電子計算工具，可

提供設計單位於建物規劃設計階段之節水評估，並能作為一般民眾簡

易且快速檢討用水行為的參考，對於綠建築節水政策的推動與落實有



第二章 文獻回顧 

 
 

9 

積極正面引導作用。[10] 

廖慧燕、鄭政利等 103 年研究指出，影響建築物節水效

率之因素相當複雜，除了設備器具之效應外，尚有雨水、中水

利用系統之規劃效益，還有使用者之使用行為與節水意識

等，均可能影響實際之用水量與節水效益。目前相關法令規

章以積極推動省水標章器具之普及率，必須從智慧節水系統

著手，以誘導使用者改變用水習慣，在我國 ICT 技術領先國

際與智慧生活庶民普及的基礎上，智慧水表即為可行的措

施，但相關配套的推動措施，包括汰換費用、推動期程及智

慧連網載具與雲端管理平台等，均需積極規劃整合。  

第四節 建築室內裝修檢核評估相關文獻  

王本楷（2016）在從品質管理觀點探討住宅裝修檢核表設計研究

指出，住宅室內設計業者除透過設計圖面與傳統溝通模式處理室內裝

修課題外，尚有包括業者與客戶在設計、工程面認知落差，缺乏完善

紀錄與查核的溝通依據等問題待突破，該研究透過資料分析法與焦點

團體法，彙整住宅室內設計與裝修工程各工作階段、項目與內容，輔

以實務工作經驗，再經專家深入訪談，建立住宅室內設計裝修檢核

表，並透過實證操作，驗證檢核表應用於實際流程之適用性。該研究

提出之檢核表成果，包括設計類（現場勘查、需求溝通、平面圖規

劃、工程圖規劃、材質確認與裝修歷程簡報等 6 個工作階段）及裝修

工程類（裝修關懷、工程前置作業、拆除工程、水電工程、空調工

程、泥作工程、金屬工程、木作工程、照明工程、石材工程、玻璃工

程、油漆工程、裝飾工程與清潔工程等 14 個工作階段）之檢核表。[7] 

朱啓銘（2018）在住宅設計實務個案之操作研究指出，住宅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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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都是「先破壞、後建設」，基本上會從拆除牆體、清除原有不需

要之物件等工程開始，緊接著是水電配管、木作、泥作、鋼鋁、空調

等工程相繼搭配進場，最後才是油漆、窗簾、家具、清潔、保護等工

程的結尾，並確實執行 7大階段的項目和內容，避免裝修施工時造成

作業錯誤、破壞與瑕疵，耽誤工程進度並損害施工品質。住宅設計實

務成果的優劣，從「設計初起、溝通修正、簽約定案、裝修施作、工

程管理、竣工驗收與使用維護」等 7階段、38 個項目內容，需建立一

套清楚而完整的操作方法與流程，確保設計與施工的品質，以切合業

主端的需求與期望。 
 

表 2-1 建築室內裝修工程施作品項概要[8] 
 

類 別 項  次 時需 施 作 內 容 

 拆 除 工 程 24 天花 +  地板 + 隔間 +  廚具 + 設備 

 木 作 工 程 67 櫃體 +  架高內櫃 +  電視牆 + 矮榻 +  拉門 

 地 坪 工 程 8 泥作 +  實木地板 +  架高實木地板 

裝 修 天 花 工 程 20 防火暗架 +  造型天花 +  窗簾盒 +  燈盒 

 隔 間 工 程 4 單面水泥板隔間 +  隔音水泥板隔間 

 油 漆 工 程 36 批土補修 +  天花 +  牆面 + 櫃體 +  承板 + 門片 

 玻 璃 工 程 3 廚房烤漆玻璃 + 玻璃加工 

 空 調 工 程 22 分離式冷氣 +  軟管 +  出風口 +  吊架 

 水 電 工 程 17 插座 +  資訊 + 影音 +  燈具等配管配線 

設 備 消 防 工 程 20 偵測探測器 +  灑水頭 +  緊急照明 +  喇叭 

 燈 具 工 程 2 感應 /  崁燈 + 吊燈 +  節能燈 +  軌道燈 + 調光器 

 廚 具 工 程 2 結晶烤漆櫥櫃組 +  五金 + 檯面 +  踢腳板 

 門 窗 工 程 2 門斗 +  門片 + 五金鎖件 

裝 飾 窗 簾 工 程 1 捲簾 +  窗簾 + 沙簾 + SOFA 墊 +  靠背 

 保 護 工 程 1 施工保護 +  放樣 +  臨時電盤與照明 

輔 助 清 潔 工 程 6 垃圾清運 +  細部清潔整理 

 其 它 工 程 2 壁面石材 +  異型加工 +  畫軌 

總 計 工期 87  

單位：時需（日） 

該研究並以實際個案探討住宅設計之現地測繪與放樣、環境調查

與評估、家庭結構與行為模式觀察、生理狀態與心理感知分析、參與

式紀錄調查以及案後評估等不同階段的執行成果，並分析分項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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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工時與經費需求。依據實務經驗而言，一般等級的住宅裝修預算，

其新成屋大約 6~8 萬/坪，既有住宅大約 8~10 萬/坪，但如能將工程項

目詳列，且說明不含或選購的項目，對於設計端與業主端均能獲得更

好的保障。[8] 

周釗涁（2002）在建築與室內裝修階段照明系統節能方式之差異

性研究－以台北市辦公空間為例指出，國內辦公空間照明用電狀況來

看，依季節的不同，其照明用電量佔整體用電量的 35%～58%，顯示

辦公空間內人工照明使用率相當高。故探討辦公空間照明系統的耗能

狀況，增加其能源使用的功效，為辦公空間「節能」重要之課題。該

研究藉由專家訪談方式了解業界照明設計的生態及不同階段、專業領

域之照明設計者在照明設計上的看法與差異，以釐清造成建築與室內

裝修階段照明用電量差異的要因；並調查蒐集兩階段個案的照明相關

資料，比較照明用電量，並建構台北市辦公空間照明單位面積電力負

載量及 UPD 的初步資料架構。根據 54 家公司（102 個單位空間）之裝

修個案的照明用電量統計資料結果得知，室內裝修階段的照明單位面

積負載量與照明用電密度較建築階段為高。造成建築與室內裝修階段

照明用電上的差異，則受設計者的專業背景及工作性質、作業流程、

使用對象與需求、照明設計方式與觀念等不同因素影響。[9] 

國內亦有驗證機構推出建物「生產履歷 -建築結構施工品

質查證服務」（Building verification service），服務內容：結

構抗震驗證 /機電管線查證 /防水施工查證 /營建施工材料檢驗 /

環境優化檢測 /結構安全監控等，以及
消費者

最關心的建築物安

全，針對建築物生命週期的每個重要環節，從工程材料、結

構、機電、防水施工、環境品質，以及結構安全之監控等，

提供完整的客製化服務，藉以提升建築物標的品質與市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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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依據  ISO / IEC 17020 標準及  PMI (國際專案管理協會 ) 

作業準則，以創新思維提供營建生命週期自規劃、設計、施

工、維護等階段，最完善之營建管理服務。建物生產履歷報

告書整合專案現場施工現況圖文資料查證紀錄，及實驗室所

出具之相關材料試驗及環境品質分析報告，依據該機構公開

資訊指出，服務內容包括： (1)施工品質查證基礎工程、結構

體鋼筋綁紮、續接器施工、混凝土澆置、接地檢測、給排水

配管、防水塗佈及試水。 (2)營建施工材料檢驗金屬材料：鋼

板、螺栓、鋼筋、續接器、帷幕材。 (3)營建材料：混凝土、

粉刷砂、石材、磚類、裝修材。 (4)高分子材料：防水劑、彈

性水泥、油毛氈、管線材、塗料。 (5)環境優化檢測建築物週

邊環境空氣、飲用水質、噪音、高低頻電磁波、室內空氣品

質等檢測分析報告。 (6)結構安全監控建築物微震動感應器偵

測紀錄及災害提醒與預防等。  

第五節 國內外給排水設計法令規範 

陳瑞鈴、鄭政利等 2008 年研究指出，國內相關專業技術人員除依

既有相關建築管理法令執行設計業務外，多數亦參考沿用歐美與日本

現有建築給排水通氣系統之設計規範美日等先進國家之規範。各國普

遍採用之排水通氣系統設計規範計有 NPC (National Plumbing Code)、

IPC (International Plumbing Code)(1995.01)、給排水衛生設備規準・同

解説（SHASE-S 206-2009）等。歐美給排水系統之設計規範，其相關

研究起步較早，主要是由國家給排水配管規範 NPC（National 

Plumbing Code）收錄整合，成為世界上重要之給排水參考資料；另一

方面，美國國家標準學會 ANSI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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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機 械工程師協會 ASME（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是非營利性質的民間標準化團體。但它實際上已成為美國

國家標準化中心，主導了美國各界標準化活動，使政府有關系統和民

間系統相互配合，發揮到了政府和民間標準化系統之間的橋梁作用。

國外重要之建築給排水設計技術規範重點架構列表如下：[11] 

各國法規雖然均規範衛生器具、給水系統、熱水系統、排水系統

及通氣系統之相關內容，但由於各國系統發展及國情上之差異，條文

規範之內容亦不相同。此外，在排水系統設計依循方面，國外規範雖

然較國內規範相對充實完善，其內容多仍以排水管徑、管材、洩水坡

度之決定，以及衛生器具之數量計算為主；在通氣系統之設計依循方

面，以通氣管徑、管材及各類通氣方式之設計標準為主。 

依該研究成果與建議，內政部於 102 年除發布建築技術規則給水

排水修正條文外，並於同年 12 月 31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20813315 號令

發布「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為我國自 63 年 2 月 15 日

首次訂定該部分規定以來，運用我國實驗設備研究成果所完成全面更

新的重要技術規範。 

經濟部 105 年修正自來水法第 50 條，明定自來水用戶用水設備，

應依用水設備標準裝設，並優先採用具省水標章之省水器材，經自來

水事業或由自來水事業委託相關專業團體代為施檢合格後，始得供

水。前項用水設備標章及優先採用省水器具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另經濟部修訂自來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第 19 條，明定用戶管線與

其管件及衛生設備，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其中

衛生設備最大使用水量，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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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外重要之建築給排水設計技術規範架構分析資料表 
法令規範 訂頒 

主體 
主要架構 

National Plumbing 
Code (NPC) 美國 

1.管理政策與程序
2.定義 
3.一般準則 
4.器具、水拴及集器具配件等 
5.熱水系統 
6.給水及配管 
7.排水系統 

8.間接及特殊污水排水 
9.通氣系統 
10.存水彎、阻集器及分離器 
11.雨水排水 
12.特殊配管與儲水系統 
13.參考標準 

2003 International 
Plumbing Code  
(IPC) 

美國 

1.管理事項 
2.定義 
3.一般準則 
4.器具、水拴及集器具配件等 
5.熱水系統 
6.給水及配管 
7.排水系統 
8.間接及特殊污水排水 
9.通氣系統 
10.存水彎、阻集器及分離器 
11.雨水排水 
12.特殊配管與儲水系統 
13.參考標準 

其中，有關排水系統性能試驗部分，明
訂於以下章節： 
312.1.1 試驗標準 
312.2 排水通氣系統 水試驗 
312.3 排水通氣系統 空氣試驗 
312.4 排水通氣系統 最終試驗 
312.5 給水系統試驗 
312.6 重力式污水試驗 
312.7 外力式污水試驗 
312.8 暴雨排水系統試驗 

Uniform Plumbing 
Code (UPC) 

美國 

Part 1. 管理事項
Part 2. 設施要求 
1.定義 
2 材料與替代品. 
3.一般準則 
4.給排水系統 
5.通氣系統 
6.間接及特殊污水排水

7.存水彎及阻集器 
8 接頭與配管 
9.衛生器具 
10.給水配管系統 
11.建築污水排水系統 
12.瓦斯燃料配管系統 
13.給水加熱氣與通氣系統 
Part 3. 附錄-參考標準 

給排水衛生設備
規 準 ‧ 同 解 說
（SHASE-S） 

日本 

（一）設計技術規範架構：
1.基本原則 
2.用語定義 
3.配管 
4.排水通氣設備 
5.衛生器具設備 
6.排水再利用設備與雨水利用設 
 備 
7.特殊設備 
8.性能評價 
 

（二）技術要項架構： 
1.衛生器具設置數量的檢討與確  
 定 
2.給水管徑的決定 
3.排水通氣管徑的決定 
4.雨水排水管徑的決定 
5.油脂截留器的決定 
（三）施工階段試驗要求事項：10.4.3 
建築物內污水與雜排水通   
      氣系統的試驗 
10.4.4 敷地排水系統的試驗 
10.4.5 建築物內雨水系統的試驗 
10.4.6 設備單元類的試驗 

資料來源：陳瑞鈴、鄭政利等，「增修訂建築技術規則給排水系統及衛生設備條文與規範」，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協同研究成果報告，2008.12。 

表 2-3 經濟部修訂衛生設備最大使用水量標準 

衛生設備種類 最大使用水量 

水龍頭(不包括浴缸水龍頭) 每分鐘流量不超過九公升。 

小便器 每分鐘沖水量不超過三公升。 

一段式水洗馬桶 每分鐘沖水量不超過六公升。 

兩段式水洗馬桶 每分鐘沖水量不超過六公升，小號不超過三公升。 

蓮蓬頭 每分鐘流量不超過十公升，但最低不得少於五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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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綠建築節能節水評估相關規定 

綠建築標章日常節能指標之建築外殼耗能評估[13]，是以現行建築

技術規則節能法規標準嚴格 20%作為基準；同時再加入中央空調系統

納入節能管制規定及照明系統的節能要求，對於建築的節能設計有更

大的保證。其中空調節能評估除規範採用高效率冷凍主機外，並鼓勵

採用變頻、主機運轉台數組合、CO2濃度外氣控制等節能設備系統，

建置建築能源管理系統，執行空調系統設計測試調整平衡（TAB）與

性能確認（Cx）作業等；照明節能評估則以提高燈具效率與照明功率

為主，在確保健康照明前提下，規範照明總耗電量。 

住宿類綠建築(2019 年版)日常節能另需評估固定耗能設備節能，

因住宿單元之家電設備耗能約佔其總耗能之五成，且大部分家電設備

為非固定型而難以評估，但如熱水、廚房、衛浴等設備為固定型的耗

能設備，其節能潛力應予以評估。EEWH-RS 特別對於熱水器、熱水

管、廚房、衛 浴、電梯等固定型耗能設備進行評估。依逐項節能得分

與其使用率 Ui（使用數量除以總數量計，全採用則為 1.0）之乘積累算

可得該項評估得分。 

表 2-4 住宿類綠建築日常節能固定耗能設備節能得分 

固定耗能設備 耗能型 標準型 節能型 審查資料 
熱水設備得分
Eq1 

無 蓄 熱 之 瞬間
電熱器 0 分 

電熱水爐或瓦
斯熱水爐一
級、二級能效
各 1.5 分、 
1.0 分 

熱泵熱水器或足量的太陽
能熱水器 3.0 分（太陽
能熱水面積每戶 3.6m2

為滿分，依比例給分，
但電熱爐與瓦斯熱水爐不
能重複給分） 

瓦斯配管圖、一、二
能效熱水爐配備型
錄、熱泵熱水器系統
圖與型錄或太陽能熱
水器系統圖與型錄 

端末蓄熱瞬
熱或熱水管
保溫得分 Eq2 

無保溫 0 分 中央熱源且全
熱水管路有保
溫材 U 值 ＜
4. 1W/m2K，1.0
分 

「端末蓄熱瞬熱一
體」(註 1)且端末熱水
管路有 2保溫材 U 值＜
4.1W/mK，得 3.0 分 

「端末蓄熱瞬熱一
體」附型錄與性能證
明，熱水管保溫附圖
說與保溫材熱導係數 K
值測試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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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設備得分
Eq3 

電熱爐 0 分 瓦斯爐 0.5 分 IH 爐 1.5 分 瓦斯爐應附瓦斯配管
圖， IH 爐應附 220V
配線圖，且廚房無其
他瓦斯設備 

沐浴設備得分
Eq4 

按摩浴缸 0 分 淋浴加浴缸 
0.5 分

淋浴 1.0 分 沐浴設備圖 

節能電梯 Eq5 一般電梯 0 分 能源回收型電梯 2.0 分 電梯型錄 
註 1:所謂「端末蓄熱瞬熱一體」就是瞬熱與蓄熱保溫桶置於熱水使用端附近而使熱水管路熱損減

至最少者，其特徵是分散於至少兩個熱水使用端以上的蓄熱瞬熱設備者。 
註 2:上述設備若非 100%採用，則以使用百分比計分。 
註 3:保溫材 U 值之計算依營建署「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計算。 

台灣目前已處於在新水源開發不易的情況下，節約用水勢必成為

缺水對策最重要的方法。作為「水資源指標」的規劃策略，以下對策

可提供設計參考： 

1.大小便器與公共使用之水栓必須全面採用具省水標章或同等用水量

規格之省水器材。 

2.將一段式馬桶改成具省水標章的兩段式馬桶。 

3.省水閥、節流器、起泡器等省水水栓之節水效率較有限，改用自動

感應、自閉式或腳採式水栓，有更好的節水效率。 

4.採用具備減少冷卻水飛散、蒸發、排放功能之節水型冷卻水塔。 

5.冷卻水塔除垢方式由化學處理方式改為物理處理方式。 

6.飯店旅館類建築之浴室盡量以淋浴替代浴缸。 

7.鼓勵設置空調冷凝水回收系統。 

8.盡量不要設置大耗水的人工草坪或草花花圃，假如裝設的話，盡量

以自動偵濕澆灌等節水澆灌系統來彌補。 

9.設陸上親水設施、游泳池、噴水池、戲水池、SPA 或三溫暖等耗水

公用設施時，必須設置雨水貯集利用或中水利用設施。 

10.開發總樓地板面積兩萬 m2 以上或基地規模 2 公頃以上者，必須

設置雨水貯集利用或中水利用設施。 

EEWH-BC 之「水資源指標」為門檻指標之一，水資源指標的評

估法其系統得分必須大於 1.5 才算合格。水資源指標亦先計算 WI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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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WI 指標由各節水項目（大便器、小便器、水栓、浴缸或淋浴、雨

中水設施及空調節水）得分累計而成。申請者使用應提出省水器材的

統計表以利查核。 

第七節 智慧建築節能節水評估相關規定 

智慧建築「節能管理指標」主要評估精神在於掌握建築物生命週

期的使用階段耗能，期望以主動控制的節能設備與技術，達成低耗能

的建築，並朝向零耗能的目標邁進。建築物生命週期主要耗能為空

調、照明、動力等設備的耗電，因此首要重視的是高效率設備。高效

率設備需要配合好的節能技術才能發揮最佳運轉效率，再加上利用能

源監控管理系統，達成省能省人力的效益。 

指標係以「節能效益」與「能源管理」等面向為評估內容，主要

評估建築物之空調、照明、動力等設備系統之節能效益，是否採用高

效率設備，具有相關節能技術，備有再生能源設備，及設有能源監控

管理功能等。效益主要在於節約能源，若採用節能管理指標之評估內

容，依照建築需求設置能源管理系統，搭配高效率設備及符合實際需

求的節能技術，將可節約建築運轉之能源支出。[12] 

一、基本規定內容：主要建置建築之能源監視、能源管理系統、設

備等，並具有建築物耗能可視化功能，進而達成節能之目的。 

二、鼓勵項目內容： 

（一）能源管理：鼓勵將耗能的各項空調設備或機電設備，透過

其設備提供監控介面，連結於網路化之自動化控制裝置，

檢測設備及系統之能源耗能情況，以邏輯化的運作方式及

節能管制方法，達到節能的成效。 

（二）設備效率：建築物之空調、照明、動力等設備系採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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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備。 

（三）節能技術：鼓勵建築物之空調、照明、動力等設備，具有

感知環境條件而能連動智慧控制技術達成節能效益。 

（四）再生能源設備：鼓勵設置太陽光電、風力發電等系統創造

能源供建築使用，達成建築節能減碳之目的。 

表 2-5 智慧建築評估手冊「6.節能管理指標」基本規定[12] 

項目 評估內容 

6.1.1 能源監視 6.1.1 設置數位電錶、數位水錶。 

6.1.2 能源管理

系統 

6.2.1 具備將主要耗能，如空調、動力、照明、插座設備

等各幹線或分路之能耗，即時視覺化顯示於電能管

理系統(固裝或手持式)監視控制盤。顯示值至少含電

壓、電流、實(虛)功率、功因及累積瓩數(kWh)等。 

6.2.2 數據庫：具備將即時監測電力及水需量數據儲存資

料庫。線上(on-line)數據庫至少需能儲存系統上各類

別數據達一年量以上。 

6.2.3 功能及分析：即時用電、用水量視覺化管理；監視

功因改善；累計主要耗電設備運轉小時數、設備運

轉可靠度分析；協助電力故障/事故分析等。可以選

擇時間(日、週、月、年)起止，以圖型表示(如：曲

線、圓餅、棒狀圖等)即時及累計用電情形等。可支

援時間電價(Time Of Use)用電管理。 

6.1.3 設備效率 6.3.1 冰水主機應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空調系統冰

水主機能源效率標準」；窗(壁)型、分離型及箱型空

調機應符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

準」。 

6.1.4 需量控制 6.4.1 能源管理系統可依用電需量，即時進行用電設備卸

載，以達電力能源管理之功效。 

6.4.2 用電需量管理與能源管理具整合連動。 

第八節 室內裝修與公寓大廈管理相關規定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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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由內政部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4 項授

權，於 85 年 5 月 29 日以（85）台內營字第 8572676 號令訂定發布全

文 25 條規定，係規範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迄 108 年 6 月 17 日止歷經 7 次修正，

現行條文計 42 條（含 1 條刪除）。 

該辦法第 3 條所稱室內裝修，指除壁紙、壁布、窗簾、家具、活

動隔屏、地氈等之黏貼及擺設外之下列行為：（一）固著於建築物構

造體之天花板裝修、（二）內部牆面裝修、（三）高度超過地板面以

上一點二公尺固定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裝修、（四）分間牆

變更。第 4 條規定室內裝修從業者包括：開業建築師、營造業及室內

裝修業。 

第23條規定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時，應檢附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

圖、室內裝修平面圖或申請建築執照之平面圖及室內裝修圖說等圖說

文件。第24條則規定室內裝修圖說包括下列各款： 

（一）位置圖：註明裝修地址、樓層及所在位置。 

（二）裝修平面圖：註明各部分之用途、尺寸及材料使用，其比例尺

不得小於一百分之一。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同

意者，比例尺得放寬至二百分之一。 

（三）裝修立面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四）裝修剖面圖：註明裝修各部分高度、內部設施及各部分之材

料，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五）裝修詳細圖：各部分之尺寸構造及材料，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三

十分之一。 

第25條規定室內裝修圖說應由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署

名負責。但建築物之分間牆位置變更、增加或減少經審查機構認定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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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安全時，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 

第2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應就下列

項目加以審核： 

（一）申請圖說文件應齊全。 

（二）裝修材料及分間牆構造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三）不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 

第28條規定室內裝修不得妨害或破壞消防安全設備，其申請審核

之圖說涉及消防安全設備變更者，應依消防法規規定辦理，並應於施

工前取得當地消防主管機關審核合格之文件。 

第32條規定室內裝修工程完竣後，應由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

或使用人會同室內裝修從業者向原申請審查機關或機構申請竣工查驗

合格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

明。新建建築物於領得使用執照前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者，應於領得使

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後，始得使用。室內裝修涉及消防安全設

備者，應由消防主管機關於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前完成消防安全設

備竣工查驗。 

第33條規定申請室內裝修之建築物，其申請範圍用途為住宅或申

請樓層之樓地板面積符合該條規定之一，且在裝修範圍內以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防火門窗區劃分隔，其未變更防火避難設施、

消防安全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者，得檢附經簽章負責之室內裝

修圖說申報施工，經主管建築機關核給期限後，准予進行施工。工程

完竣後，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請審查許可，經審核其申

請文件齊全後，發給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第34條規定申請竣工查驗時，應檢附（一）申請書、（二）原領

室內裝修審核合格文件、（三）室內裝修竣工圖說、（四）其他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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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指定之文件等圖說文件。 

綜觀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的內容，其規範管制目的主要為建築物使

用之公共安全，包括建築安全及消防安全。另有關用電及瓦斯安全、

給排水設備設施項目部分，則不在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範圍。 

二、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相關規定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105年11月16日修正）第4條規定區分所有權

人除法律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益、處分，並

排除他人干涉。專有部分不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

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離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第5條規

定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利用，不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

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利益之行為。第6條規定住戶應遵守下列事項： 

（一）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行使其權利時，不得

妨害其他住戶之安寧、安全及衛生。 

（二）他住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

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不得拒絕。 

（三）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

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不得拒絕。 

（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

共用部分時，應經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 

（五）其他法令或規約規定事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進入或使用，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

法為之，並應修復或補償所生損害。 

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經協調仍不履行時，住戶、管理負責人或

管理委員會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住宅裝修或修繕涉及建築配管線拆除、裝設及使用，均需依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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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規定及公寓大廈管理規約辦理。 

第九節 電業法及自來水法相關規定 

一、電業法節能相關規定 

108 年 5 月 22 日修正發布之電業法中，第四章第 27 條規定：為確

保供電穩定及安全，發電業及售電業銷售電能予其用戶時，應就其電

能銷售量準備適當備用供電容量，並向電業管制機關申報。另依第 28

條規定：公用售電業銷售電能予其用戶時，其銷售電能之電力排碳係

數應符合電力排碳係數基準，並向電業管制機關申報。 

前項電力排碳係數基準，由電業管制機關依國家能源及減碳政策訂

定，並定期公告。同時，第五章第 47 條第 4 項更明定：為落實節能減

碳政策，售電業應每年訂定鼓勵及協助用戶節約用電計畫，送電業管

制機關備查。電業管制機關應就售電業訂定之計畫，公布年度節約用

電及減碳成果，以符合國家節能減碳目標。 

另電業法第 51 條規定經由輸配電業線路供電之用戶，應無償提供

場所，以裝設電度表。前項電度表由輸配電業備置及維護。此外，107

年 7 月 17 日修正發布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對於電燈及家庭用電

器具（第 2 章）、特殊場所（第 5 章）及低壓接戶線、進屋線及電度表

工程（第 8 章）等均有規定，但僅針對用電安全項目進行規範。有關

電業法第 47 條售電業鼓勵及協助用戶節約用電計畫部分，並未落實至

實際的設計管制規定中。 

我國電力政策在電業（電力公司）方面多是著重於供電備載容量

與供電安全議題，需量反應及時間電價措施即是在減緩尖峰供電壓力

及移轉用電負荷，針對實質用電減量，則是較少全面性的節電作為；

在對整體國家總用電節約的迫切性，仍有各個部門努力的空間，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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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應可擴大既有建築具體的節電措施，從「知」開始著手，進一步

透過管理與獎勵作為，誘導使用者落實節電。 

目前智慧綠建築已陸續將新建建築及既有建築都納入評定認可的

範圍，既有建築首重用電設備能源效率提升「實質減量」，以資通訊

技術創造智慧節能應用科技，強化建築用電目標管理與智慧化節電、

鼓勵住商加速低效率設備汰換等措施。 

具體的建築節電措施以用電器具效率與能源管理為主，透過智慧

可視化介面科技，記錄建築單元、用電回路及用電器具的逐時用電狀

況，能夠引導使用者與管理者掌握影響能源使用量的關鍵因素，進而

實施改善作為。 

針對建築實質節電部分，應於電業法及屋內線路裝置規則強調建

築用電節能設計的重要性與相關規範，包括用電分區、用電回路設

計、智慧能源管理系統及智慧電表等（如圖 4-2）。 

 

圖 2-3 建築用電節能設計概念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台電公司目前針對住商型簡易時間電價用戶，免費更換為數位電

表，如擴充 AMI 模組，即可串接至智慧電網，接受尖峰卸載的整合能

源管理。時間電價依夏月與非夏月不同時段計收流動電費，例假日及

國定假日全日電價皆按離峰時間計價，可以引導使用者改變用電習

慣，達成節電的目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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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住商型簡易時間電價[13] 
資料來源：台電公司網站 http://taipowerdsm.taipower.com.tw/。 

二、自來水法節水相關規定 

自來水法第 50 條規定， 自來水用戶用水設備，應依用水設備標

準裝設，並經自來水事業或由自來水事業委由相關專業團體代為施檢

合格後，始得供水。前項用水設備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另依第 63 條規定：自來水事業向自來水用戶收取水費，應儘量裝

置量水器，以度數計算，每一立方公尺水量為一度，並得呈經主管機

關核准後規定每月用水底度。自來水事業裝置前項量水器，得向用戶

酌收使用費。自來水用水設備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並由自來水

事業或由自來水事業代為施檢，故自來水事業是目前給水設計規範的

主要執行單位。 

自來水法明定自來水用戶用水設備，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之「用水設備標準」裝設，自來水事業應儘量裝置量水

器，以度數計算向自來水用戶收取水費，同時該法並於 105

年修正節約用水相關省水標章產品規定。依據水量計檢定檢查技

術規範，水表檢定合格有效期間為 8年，水公司為確保水表計量的正

確性，在水表檢定合格有效期間到期前，會主動免費辦理水表更換作

業。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為瞭解用水情形需再派人至現場查看，無法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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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解決用戶的需求，且增加額外管理作業等困境，自 104 年起逐步推

動智慧水表，透過智慧水表(Smart Water Meter, SWM)及自動讀表系

統(Automatic Meter Reading, AMR)即時回傳用水相關數據來獲得改

善，是用水管理的好幫手。智慧水表的功能包括： 

1.水表度數直接傳送、無需人工抄表，可提升用戶的居家隱私。 

2.使用手機或電腦查詢即時用水量，有效管理用水方式，達到節約

用水。 

3.主動偵測漏水等用水異常狀況，並可設定警訊通知，以避免異常

現象持續發生。 

該處 105 年 3 月 1日起以免費安裝智慧水表方式輔導大用戶進行

節水，並配合臺北市公宅安裝智慧三表政策擇定 5 處公宅免費安裝，

累計至 106 年完成 1,800 戶大用水戶的智慧水表安裝。為符合臺北市

建構智慧城市之政策，將於 109 年度起新建物全面付費安裝智慧水

表，舊建物則逐年免費更換智慧水表，智慧水表之收費方式將改依申

裝智慧水表數量及口徑收費，並自 109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但依據本

研究實際申辦電話諮詢結果顯示，目前臺北市尚無既有住宅建築完成

更換智慧水表的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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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現行智慧水表收費價格表[14] 

 
註：(適用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 

表 2-6 自 109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智慧水表之收費方式 

 

資料來源： https://www.water.gov.taipei/cp.aspx?n=2E9B17EFBF12FB2C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及臺灣自來水公司報奉核定的自來水

水價，目前均採累進差別水價方式計價，分別區分為 5 段及 8

段計費級距，已加大累進價差，以抑制浪費，基本費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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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用水費差別費率，耗用愈多付愈多。同時為保障人民基

本生活，接近 62%用戶平均每月用水量 20 度以下不調整，也

無累進價差。  

表 2-7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自來水水費價格表[14] 

月用水級距(度) 0-20 21-60 61-200 201-1,000 1,001 以上

用戶數(萬戶) 94.1 51.6 5.4 0.79 0.18

原單價(元) 5 5.2 5.7 6.5 7.6

新單價(元) 5 6.7 8.5 14 20

累進差額 － 34 142 1,242 7,242

註：奉臺北市議會 105 年 1 月 20 日議財字第 10505000050 號函暨臺北市政府 105 年 1

月 25 日府授水財字第 10530128900 號函核定，自 105 年 3 月 1 日起實施，每度

平均單價為 11.56 元(含稅 12.14 元)。 

表 2-8 臺灣自來水公司水價表 [15] 

段                   別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每     度     單     價 7.35 9.45 11.55 12.075 

每月抄表 
實用度數（立方公尺） 1-10 度 11-30 度 31-50 度 51 度以上 

累進差額   （元） 0 -21 -84 -110.25 

隔月抄表 
實用度數（立方公尺） 1-20 度 21-60 度 61-100 度 101 度以上 

累進差額   （元） 0 -42 -168 -220.5 

註：86 年 5 月 1 日實施，奉台灣省政府 86.4.25(86)府建六字第 42984 號函核定，暨經

濟部 96.7.12 經水字第 09600577790 號函核准修正各段水價內含 5%營業稅。 

資料來源：https://www.water.gov.tw/ct.aspx?xItem=1977&ctNode=813&mp=1 

本研究電話洽詢台北市自來水事業處申裝智慧水表業務，

目前既有建築或住宅自行申裝智慧水表必須以社區或大樓全

體為申請單位，且必須自行負擔費用，以一般公寓住宅為

例，每戶申裝所需的智慧水表加上通訊模組，大致需要支付

4-5 萬元費用，相較於水價，已成為實質推動上極大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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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小結 

本研究檢視節約用水設計的相關研發與技術應用，並探討建築中

自來水用水的其他改進策略，包括新建築設計與舊建築改修等，有關

自來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是否有可行修正建議。 

現行綠建築與智慧建築指標針對（日常）節能指標分別扮演不同

角色，綠建築針對節電部分以空調、照明 2項為主要項目，但有關建

築能源管理系統僅列為加分項目，且無因應負載分區及回路節電設計

等實質節約用電的具體項目，應可比照其他加分項目，將良好的用電

節能設計導入綠建築評估，並進一步發展建築及住宅用電節能設計規

範，提供作為電業法主管機關修訂屋內線路裝置規則及其規範的依

據；至於智慧建築部分，智慧電表、建築能源管理系統等為基本得分

項目，但在綜合佈線、系統整合面向，仍須加強用電資訊可視化的技

術開發、整合與應用，並以最終使用者自我能源管理為推動目標。 

節水部分，綠建築強調用水器具與系統的省水性能，包括省水標

章器具及補償給水措施，並未納入用水資訊可視化技術的加分或鼓勵

項目；智慧建築指標則強調智慧水表的安裝，但尚必須結合用水資訊

紀錄與資料庫整合應用，如何加強分區或分項用水配管線的規劃，納

入數位計量裝置，搭配雲端資料庫平台與載具介面，提供營建業界、

物業管理與使用者均能即時掌握用水，達成積極節水管理的目的。 

建築物節水設計依照供水側、用水側及排水側三個面向思考，綠

建築水資源指標偏重於用水側的節能設計，包括採用各類節水器具，

全面使用取得省水標章大小便器與公共使用水栓，一段式馬桶改

成具省水標章的兩段式馬桶，採用自動感應、自閉式或腳採

式水栓，選用節水型冷卻水塔，飯店旅館類建築浴室以淋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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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浴缸，鼓勵設置空調冷凝水回收系統，避免設置大量耗

水設施等。  

如設置耗水公用設施、開發總樓地板面積或基地面積達一定規模

時，則需於供水測需設置雨水貯集利用，或於排水側設置中水利

用設施，以彌補用水側過度耗水的用水需求。  

住宅修繕涉及室內裝修管理辦法、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建築技術

規則等建築相關法令規範，節能節水設計又與電業法、屋內線路裝置

規則、自來水法、自來水用戶設備設置標準及綠建築、智慧建築評估

手冊節能節水指標項目有關，為利專業人士疑一般社會大眾均能適當

掌握住宅修繕的影響因素，建立標準作業程序有其必要，並可考量以

檢核表方式進行規劃，研究成果可供各界參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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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課題探討與案例調查 

住宅節能節水課題與修繕的需求、設計、施工與品質關係密切，

不論是從業主的觀點或是購屋者，對住宅現況的現勘調查，比對未來

使用階段的需求構想，是達成修繕目標的關鍵作為。當使用者提出住

宅空間用途與節能節水需求後，比對現況可列出修繕設計的構想，包

括全室修繕（含配管線）及部分空間或配管線局部修繕，參與者即能

瞭解基本修繕項目與初步概算規模；但在現況拆除後，隱藏配管線及

構造瑕疵（如滲漏水及壁癌）等顯露，必須配合適當調整修繕項目與

預算分析。住宅修繕前的現勘項目與內容，必須考量不同工程階段所

含括的工程項目，包括水電、空調、泥作、金屬、木作、照明、石

材、玻璃、油漆及裝飾工程等。 

參與者專業程度越高，所獲得的修繕評估資訊越充足具體，如所

有權人對於現有住宅的現況及隱藏配管線與瑕疵較能掌握，甚至有相

關圖說建檔資料可以參閱，當專業設計或施工人員陪同現勘，即能輕

鬆掌握修繕需求與現況的處理方向；如為購屋者進行現勘（看屋），

則需仰賴仲介人員的專業引導，並備妥必要圖說資訊，甚至邀請建築

或室內設計、設備專業人員輔助，以充分掌握修繕需求的全貌。 

本研究以使用者觀點的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計評估作業探討，提

出適當的檢核表資訊，供所有權人、購屋者、房仲人員及室內裝修設

計施工專業技術人員進行修繕個案前置評估作業參考。 

第一節 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評估事項分析  

一、住宅修繕動機 

住宅修繕或裝修的動機，從新屋、換屋、原屋修繕都是其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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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面而言，可能也包括：室內裝修與設施老舊不堪使用、室內使用

空間不足、空間需求功能變更（如高齡友善環境、高齡長者及嬰幼兒

照顧）等。以住宅修繕需求面而言，包括： 

1.空間格局變動 

2.設施與設備汰換更新 

3.屋頂隔熱、遮陽 

4.屋頂及用水空間防漏水 

5.氣密隔音 

6.通風換氣 

7.採光照明 

8.設施與設備汰換更新 

9.強弱電與通訊配管線 

10.給排水配管線 

其中既有建築節能（電力、瓦斯）節水（給排水）修繕需求相關

項目則有：(1)配管線更新汰換、(2)設施與設備更新升級及(3)後續使

用控制分區回路連動控制等。 

 

二、住宅修繕預算試算 

住宅修繕所需經費來源，影響個別項目之規劃與施工，也是評估

在資金應用面上的重要資訊，如為新購住宅（新建或既有），住宅建

物及土地產權為初始期間最大占比的支出，第二部分才是修繕跟家具

家電採購費用，同時必須預留搬遷所需委託費用。經費來源與支出項

目必須同時考量： 

1.自備款 

2.可籌措資金 

3.室內裝修設計及竣工查驗簽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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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繕費 

5.搬家費 

6.家電傢俱費 

住宅修繕經費評估另受修繕標的建築物所在樓層、建材與施工設

備搬運動線、工作性等因素影響，如公寓、電梯大樓，臨街或面向道

路通路、中庭、防火巷、窄巷，緊鄰障礙物或危險設施等，在人力工

時、假設工程及材料機具搬運上，都會衍生不同程度的經費，必須全

盤審慎評估，才不會造成修繕經費大幅超支。 

第二節 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計前現勘調查  

掌握住宅的現況與既有圖說（包括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水電配

管線），有助於修繕前評估作業的進行，必須各方確認調查及丈量項

目與必要的工具器材等。首先蒐集瞭解房屋資料、屋主資料、居住成

員、居住需求、風格材質喜好、居住安全及預算分析等，確認修繕的

需求方向與項目。 

其次為針對現場調查，如建物資訊、拍攝紀錄、尺寸丈量、屋況

勘查等，以及設計、工程、異常狀況的分析判讀，透過平面圖繪製居

住單元、現況條件及規劃限制，並測繪空間單元各方尺寸、面積、門

窗位置、單元體積、家具與家電尺寸等，記錄瞭解空間修繕的健康舒

適、友善空間與節能節水永續性；室內裝修現況調查，則著重於牆

面、天花板與櫥櫃、地坪飾材等固定裝修項目，包含照明燈具、固定

設備項目（空調、影音器材）；水電調查包括強弱電、電話網路及給

水排水等器具與露明配管線、出線盒及配電盤箱等，掌握規格、材

質、數量與堪用程度，作為修繕更新的評估依據。必要時可提前評估

住宅修繕相關歷程的檢核事項，包括：前置作業、開工、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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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泥作、金屬、空調、木作等工程項目，照明、石材、玻璃、油

漆等設備材料項目。不論是所有權人或購屋者都能確實掌握住宅現況

與待修善範圍、工程項目與預算可及範圍，達到知己知彼、運籌帷幄

的有效先期評估作業目標，以利執行住宅購置交易、修繕及更新等重

要決策的參考。 

既有住宅個案現勘紀錄彙整如下 

一、案例概況：民國 73 建造取得使用執照 5 樓連棟公寓 

二、建築物概況：5 樓（頂層，無電梯） 

三、面積：室內約 32 坪、樓層高度 3 公尺、天花板高度 2.85 公尺、

既有格局 4 房 2 廳 1.5 套衛浴。 

四、既有設施：台電供電、自來水、污水下水道接管及天然瓦斯 

五、屋內管線設施概況初步調查： 

1.屋內管線：廚房及衛浴設備給排水及熱水管改管，部分明管配置。 

2.落地窗及各室外窗氣密水密不佳，開啟關閉不順。 

3.塑膠地磚凹凸不平整，部分破損起翹。 

4.木作櫃體面板及表面貼皮材起翹膨脹。 

5.陽台及女兒牆外牆面磚部分膨脹剝落、雨遮破損髒污。 

6.後陽台牆面油漆斑駁。 

7.浴廁馬桶、面盆及乾濕分離玻璃門污損老舊、防水失效，鄰室出

現壁癌。 

8.配電盤箱、開關插座及燈具老舊。 

9.弱電電信線路明線修改。 

10.部分室內天花板滲漏水 

六、審核認可及登記書圖： 
 



既有住宅修繕案例之節能節水設計策略探討 

36 

 
圖 3-1 既有住宅個案地籍測繪圖 

 

 
圖 3-2 既有住宅個案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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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既有住宅個案使用執照影本 

 

圖 3-4 既有住宅個案使用執照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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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既有住宅個案現況平面繪製圖 

 
圖 3-6 既有住宅個案現況 3D 格局圖 

 
既有住宅客廳、入口玄關、配電盤

箱及窗型冷氣原貌。 

圖 3-7 既有住宅客廳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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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廚房廚具、工作台原貌。 

圖 3-8 既有住宅廚房設施原貌 

 
既有住宅廚房廚具及櫥櫃分類拆除

作業。 

圖 3-9 既有住宅廚房廚具櫃 

 

既有住宅廚房與玄關櫃隔屏原貌。 

圖 3-10 既有住宅客餐廳木作玄關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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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主臥室木作櫥櫃原貌。 

圖 3-11 既有住宅木作櫥櫃 

 

既有住宅主臥室空調插座及窗戶原

貌。 

圖 3-12 既有住宅空調配電路 

 

既有住宅大門及入口玄關原貌。 

圖 3-13 既有住宅大門及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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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浴廁（乾濕分離）及衛生

器具原貌。 

圖 3-14 既有住宅衛浴空間既有衛浴設備器具 

 

 

既有住宅書房木作櫥櫃原貌，天花

板屋頂配電管路滲漏水情形。 

圖 3-15 既有住宅木作及屋頂配電管路滲漏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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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窗框變形朽壞，無法正常

推關。 

圖 3-16 既有住宅窗框變形朽壞 
既有住宅配電盤箱原貌及配電

斷路器標註。 

圖 3-17 既有住宅既有配電盤箱與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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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屋頂排水立管身頂通氣管

口（土地公廟）及各戶自來水表與

給水配管。 

圖 3-18 既有住宅給水水表 
既有住宅後陽台天然氣明管配管與

手動遮斷閥。 

圖 3-19 既有住宅瓦斯明管配管 
既有住宅陽台外牆欄杆與面磚

朽壞，鋁格柵朽蝕，外牆磁磚

剝落掉落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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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既有住宅陽台外牆欄杆與面磚朽壞情況 
既有住宅既有機械式電表。 

圖 3-21 既有住宅既有機械式電表 
 

第三節 住宅修繕拆除與現勘調查 

依設計圖說或需求檢視個案現場的構造設施、室內裝修項目及設

備器具保留、拆除或移置，包括木作、泥作、金屬、門窗、廚具櫥

櫃、給排水衛生器具設備與電氣消防安全設備等；再依圖說現場放樣

逐一確認拆除與移置項目、保留範圍，並予以標示，由業主、設計者

及施工人員檢核無誤後進行拆除。拆除工程進行階段，需同時調查記

錄配管線情形，檢查是否堪用或修改配置，尤其在此階段必須掌握前

期現勘無法調查掌握的埋管、隱藏構造部位配置與材質劣化情形，以

作為修繕計畫滾動調整的依據。另因拆除作業屬強力破壞作業模式，

需同時檢查鑿除或破碎清運作業過程所造成的損害，併同納入修繕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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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客廳既有配電盤箱與

新設盤箱、牆面配電管及插座

管槽 

圖 3-22 既有住宅既有配電盤箱 

 

既有住宅客廳既有配電盤箱與新設

盤箱、牆面配電管及插座管槽施工 

圖 3-23 既有住宅配電盤箱鑿除及新設孔位 
既有住宅廚房廚具流理台分類

拆除完成。 

圖 3-24 既有住宅廚房廚具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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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廚房廚具流理台牆面

磁磚及地坪面材鑿除。 

圖 3-25 既有住宅廚房牆面鑿除後配管情況 

 
既有住宅廚房牆面磁磚及地坪

面材鑿除完成。 

圖 3-26 既有住宅廚房地坪牆面鑿除後配管情況 
既有住宅廁所施工前管道間防

止磚石塊掉落前置發泡劑灌注

施工作業。 

圖 3-27 既有住宅廁所拆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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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浴廁衛浴設備及天花板拆

除。 

圖 3-28 既有住宅衛浴設備拆除後 

 
既有住宅浴廁牆面磁磚及地磚

鑿除、給水配管檢查。 

圖 3-29 既有住宅浴廁地坪牆面鑿除後配管情況 
既有住宅浴廁牆面鑿除後給水

配管檢查。 

圖 3-30 既有住宅浴廁地坪牆面鑿除後配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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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主臥室廁所牆面磁磚及地

磚鑿除、給排水配管檢查。 

圖 3-31 既有住宅廁所地坪牆面鑿除後配管情況 
既有住宅主臥室廁所管道間牆面敲

除，管道間內配管檢查。 

圖 3-32 既有住宅管道間配管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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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廚房地坪鑿除後，廚房與

後陽台高程落差位置埋設自來水及

熱水給水配管、天然氣配管等，配

管路雜亂且已朽蝕。 

圖 3-33 既有住宅地坪鑿除顯現增配管路雜亂 
既有住宅鑿除廢料清運吊掛作業。

圖 3-34 拆除廢料清運 
既有住宅拆除作業排水管口清

潔，不當施工鑿破埋管，並損

及下層天花板，造成該排水管

路無法繼續使用廢棄填實。 

圖 3-35 拆除作業清潔錯誤施工鑿破埋管損及下層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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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拆除作業排水管口清

潔，不當施工鑿破埋管，並損

及下層天花板，造成鄰損情

況，額外增加修復作業及支

出。 

圖 3-36 拆除作業清潔埋管損及下層天花板 
 

第四節 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計評估檢核表探討 

既有建築占全國建築總量超過 97％，建築生命週期中又面臨每

10-15 年週期多次的室內裝修或修繕需求，所有權人（業主）隨著身心

理變化、經濟情況提升、使用成員增減、設施擴增等因素，面對既有

住宅空間格局與設施設備的服務功能，產生新的使用需求，必須透過

修繕或室內裝修予以實現。修繕或室內裝修必須以使用者需求為導

向，透過專業設計與施工者的技術參與，轉換落實。 

比較個別住宅室內修繕或裝修與新建建築工程，在整體空間連續

性及機電給排水系統的服務配置上，則屬同一系統架構的性能，僅在

規模上與設備設施主支系統有所差異，故在修繕規劃設計的考量上，

必須完整涵蓋主次系統的連接性與使用性能的提升。相關研究及工程

管理文獻均指出，由於住宅修繕工項繁多且介面複雜，設計施工作業

變數大，建立一套標準化作業管理模式，將可有效提升品質與進度預

算管控，業界紛紛建立個別的檢核系統，並簡化匯出為檢核表，作為

現場溝通、設計施工協調與性能查核驗證的共同規範清單。「檢核表

法」（Checklist Method）由哈佛大學教授狄奧提出，是將每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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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依流程與內容製成一套具有提醒、檢查、思考的檢核性工具，

除可減少管理疏漏，還可形成預防性的思考模式。 

住宅修繕導入檢核表法，從需求溝通、現勘調查、設計協調、材

料設備選擇、需求核對與查核驗收等各個階段，均能詳細呈現各分項

工程細目與工作檢核清單，最終達成所有權人（業主）或委託人的要

求與期待。除此，檢核表也能提供事前評估的參考功能，輔助購屋者

或房仲業者分析既有住宅案件成交後順利面對緊接的修繕工作，在工

程及預算上預先因應。 

本研究將針對不同使用對象（包括購屋前之房仲業者及購屋者、

使用階段之所有權人、修繕設計規劃或施工室內裝修設計及施工專業

人員等）在住宅修繕各個階段的認知需求規劃檢核表，如看屋前的資

料蒐集與評估事項，釐清房仲及投資客的遊說內容。需蒐集圖說包

括： 

1.土地及建物權狀、圖面（地籍圖及使用執照圖） 

2.標的建築物不動產交易實價登錄歷史資料 

3.建築物室內裝修許可核可竣工圖說（對照現況格局及防火避難與消

防安全設施設備） 

4.建築物給排水及衛生設備圖說 

5.建築物電力配線回路圖及配電盤箱、電力配管線與開關插座配置圖

說 

6.建築物弱電配線回路圖及電信網路盤箱、電話及網路配管線與出線

口配置圖說 

7.門窗配置圖及規格圖 

8.燈具配置圖 

9.空調電力配線回路圖及排水配管接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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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室內外排水口及洩水坡度圖 

11.電表盤箱及電表、屋頂給水集水頭及水表、瓦斯管路及瓦斯表 

12.對講機及門鈴配置配線圖 

13.建物周遭環境說明 

第五節 小結 

住宅修繕個案節能節水課題涉及現況設施堪用程度，配

管線分區回路的修改難易度，及所有權人（業主）的修繕需

求，同時必須考量隱藏配管線與構造體的不確定因素，先期

評估作業必須審慎進行現勘調查及資料比對分析，俾能在住

宅交易前亦可掌握必要的修繕支出，作為預算控制的重要參

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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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既有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計策略探討 

本研究所探討之既有住宅個案，經事前現勘評估之修繕

需求，彙整如下：  

一、原室內格局修繕  

二、室內及陽台地板刨除重新施作  

三、配電回路規劃檢討  

四、室內配電管線重新配管配線  

五、配電盤箱、開關、插座及燈具汰換更新  

六、室內給排水管及自來水給水管重新配管  

七、衛生設備及排水器具汰換更新  

八、瓦斯管線重新配管  

九、內外門窗汰換  

十、內外牆壁磚及油漆粉刷重新施作  

十一、改設智慧電表及增設數位水表  

本案因係依原格局修繕，未涉及防火避難與消防安全項

目變更修繕，且未達室內裝修管理辦法規定之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定義範疇，毋須申請室內裝修設計及施工許可，故未委

託室內設計專業技術人員設計，僅就個別工程項目分別委託

施工。經過拆除木作、門窗、鑿除地坪面磚及重新丈量放樣

後，部分牆面平整度需配合修正，故牆面水泥粉刷層併予鑿

除；另配合電力及電信網路配管線施工需要，全室牆面整

平，同時配合照明配置需要，增項施作木作天花板，包括崁

燈及間接照明，俟完成後全室粉刷上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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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住宅修繕節能設計構想 

參考業界推動系統配管線的施作經驗（如圖 4-1 及 4-

2），本研究探討之住宅個案在電力插座、電信網路及空調電

力配管線汰換部分，設置空調、廚房及浴廁暖風換氣專用回

路，採地面系統配管方式由配電盤箱經由走廊地面擴散配置

至各室。照明回路部分採分區控制方式配置，同時於住宅出

入口大門內側增設照明總開關，俾能於全室無人使用或返回

時啟閉照明，以達到照明節能控制的積極目的。  

此外，為導入智慧綠建築節能設計的設備節能管理概

念，透過申請三段式住宅時間電價由台電公司協助換裝智慧

電表，可分時記錄住宅日常用電量（尖峰、半尖峰及離峰時

段），以引導住宅落實節能及改變用電行為，發揮修繕節能

的積極效益。  
利用樓板牆面預留配管溝槽，連結牆面

插座出口，增加配線施工明確度與查驗

便利性，並有利於後續管線維修作業。

圖 4-1 住宅室內修繕地板配管參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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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上方整交錯但整齊

劃一的配線配管與牆面

配管，有利於配線施工

與後續維護作業。 

 

圖 4-2 住宅室內修繕牆面出線口配管參考構想 

 

 

 

圖 4-3 住宅個案室內照明燈具配置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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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客廳牆面地坪強弱電盤箱

定位及配線管槽。 

圖 4-4 既有住宅新設配電盤箱及弱電盤箱 

 
既有住宅客廳牆面地坪強弱電盤

箱及配線管鋪設完成。 

 

圖 4-5 既有住宅配電盤箱新設配電管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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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中間走廊地坪強弱電配

線管鋪設定位。 

 

圖 4-6 既有住宅新設室內配電管路 

 
既有住宅客廳及中間走廊地坪強弱

電配線管鋪設定位。 

圖 4-7 既有住宅新設室內配電管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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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客廳地坪強弱電配線管

鋪設完成。 

圖 4-8 既有住宅新設室內配電管路 

 
既有住宅客廳地坪強弱電配線管

鋪設定位完成，預先以水泥砂漿

填實固定。 

圖 4-9 既有住宅新設室內配電管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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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中間走廊強弱電配線管

鋪設定位完成。 

圖 4-10 既有住宅新設室內配電管路 

 
既有住宅客廳牆面強弱電盤箱及

配管溝槽、配線管鋪設完成。 

圖 4-11 既有住宅新設配電盤箱及室內配電管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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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客廳牆面配管溝槽整平

粉光，配電盤配線更新完成。 

圖 4-12 既有住宅新設配電盤箱 

 
既有住宅客餐廳及廚房牆面與

地坪整平，牆面配管溝槽整平

粉光。 

圖 4-13 既有住宅客餐廳及廚房地坪整平 

 
既有住宅室內地坪給排水及配

電管路、牆面插座預留定位鋪

設。 

圖 4-14 既有住宅室內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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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室內地坪給排水及配

電管路預留定位鋪設。 

圖 4-15 既有住宅室內配管 

 
既有住宅室內地坪整平，窗戶

拆除及預留插座配管溝槽。 

圖 4-16 既有住宅室內地坪整平 

 
既有住宅室內地坪整平，窗框定

位安裝及預留插座配管溝槽。 

圖 4-17 既有住宅室內地坪整平 



 

62 

 

既有住宅個案申請時間電價，台

電公司進行智慧電表換裝作業。 

圖 4-18 既有住宅換裝智慧電表 
 

第二節 住宅修繕節水設計構想 

住宅用水需求項目相對單純，包括衛浴設備、廚房烹飪

洗滌、洗衣機及非常用水拴用水等，全室均採用節水器具。

為能瞭解並記錄住宅日常用水情形，該個案並自行於計費水

表後側加裝智慧水表，可透過電腦連線擷取用水量資料，惟

目前尚未完成電腦連線進行資料收集作業。  

熱水給水配管部分，以常用熱水之衛浴空間最短距離設

置瓦斯熱水器，減少管路傳輸熱損，至於廚房熱水給水管除由

該熱水器供應外，另於廚房外側預留熱水給水管及瓦斯管，

以供未來增設廚房獨立熱水器之用。（節水 -昇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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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修繕個案自行購置安

裝於水公司水表後智慧水表。 

圖 4-19 目前臺北地區採用之智慧水表 
既有住宅修繕個案自行於水公

司水表後安裝智慧水表，再連

線至家用電腦進行用水數據資

料收集。 

圖 4-20 既有住宅水表後自行裝設之智慧水表 

 

 

既有住宅自來水給水管路更新汰

換加壓泵浦及給水配管。 

圖 4-21 既有住宅新設之給水加壓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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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浴廁自來水及熱水給

水管配管情形。 

圖 4-22 既有住宅衛浴空間給排水配管 

 
既有住宅浴廁自來水及熱水給

水管配管，及地板污雜排水配

管預留接管口定位埋設。 

圖 4-23 既有住宅衛浴空間給排水配管定位埋設 

 
既有住宅浴廁給水及排水出水口

配設情形，及浴廁內牆面與地坪

整平確定洩水坡度。 

圖 4-24 既有住宅衛浴空間地坪牆面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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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浴廁浴缸裝設定位及

壁磚鋪貼。 

圖 4-25 既有住宅衛浴空間器具安裝定位 

 
既有住宅浴廁浴缸裝設及壁磚

及地磚鋪貼，馬桶污水、雜排

水及地板落水預留口。 

圖 4-26 既有住宅衛浴空間器具安裝定位及面磚鋪貼 

 
既有住宅主臥室廁所及管道間

給排水配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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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既有住宅廁所給排水配管 
既有住宅主臥室廁所給排水配

管定位。 

圖 4-28 既有住宅廁所給排水配管 
既有住宅主臥室廁所給排水配管

鋪設。 

圖 4-29 既有住宅廁所給排水配管定位埋設 
既有住宅主臥室廁所給排水配管

定位鋪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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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既有住宅給排水配管定位埋設 
既有住宅主臥室廁所給排水預留

配管口定位及牆面、地坪整平。 

圖 4-31 既有住宅給排水配管地坪牆面整平 

 

既有住宅主臥室廁所給排水預留

配管口定位及牆面、地坪磁磚鋪

設完成。 

圖 4-32 既有住宅廁所地坪牆面面磚鋪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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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廚房給排水配管定

位，含第二組熱水供應預備用

配管，牆面配電配管槽定位。 

圖 4-33 既有住宅廚房給排水配管定位 
既有住宅廚房第二組熱水供應

預備用配管，牆面配電配管槽

定位。 

圖 4-34 既有住宅廚房給排水配管定位 

 
既有住宅廚房給排水配管定

位，及具存水彎功能地板落水

頭與配管定位。 

圖 4-35 既有住宅廚房地板落水器具定位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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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廚房地板落水頭高程

定位檢討。 

圖 4-36 既有住宅廚房給排水配管定位埋設確認 
既有住宅廚房天然氣配管引入

口施工。 

圖 4-37 既有住宅廚房瓦斯配管穿孔施工 

 
既有住宅廚房天然氣配管引入口

施工完成。 

圖 4-38 既有住宅廚房地板排水器具與瓦斯管路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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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廚房地板落水頭高程

水平定位檢查。 

圖 4-39 既有住宅廚房地板排水器具水平確認 
既有住宅廚房地板含存水彎功能

落水頭構造分解檢視。 

圖 4-40 既有住宅廚房地板排水器具安裝完成 
既有住宅廚房地坪整平及地磚

施工。 

圖 4-41 既有住宅廚房地板地磚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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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廚房地坪地磚施工完

成，預留天然氣明管引入溝槽。 

圖 4-42 既有住宅廚房地板瓦斯管路配管預留溝槽 
既有住宅廚房地坪整平及地磚

鋪設完成，牆面預留電源供應

用插座口（已完成配管）。 

圖 4-43 既有住宅廚房地坪牆面面磚鋪設完成 

 
既有住宅廚房地坪整平及地磚

鋪設完成，預留廚具流理台給

排水及天然氣配管，現場廚具

平面及背立面 1:1 放樣檢查。

圖 4-44 既有住宅廚房廚具配管銜接口定位放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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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宅前陽台牆面及地坪磁磚鑿

除，給排水配管鋪設定位。 

圖 4-45 既有住宅陽台地坪給排水配管 
既有住宅後陽台外女兒牆磁磚及地磚鑿

除，臥室外窗拆除及自來水、熱水給水

管配設。 

圖 4-46 既有住宅陽台地坪給水配管 

 
既有住宅前陽台地磚及地板落水口鋪設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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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既有住宅陽台地板落水器具及地磚鋪設完成 

 

既有住宅前陽台壁磚及地磚鋪設完成。

 

圖 4-48 既有住宅陽台壁磚及地磚鋪設完成 
 

第三節  既有住宅外牆修繕評估  

依據 108 年 2 月 22 日修正發布實施之臺北市建築管理自

治條例規定，領得使用執照達一定年限或外牆飾面具風險之

建築物，其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或管理負責人應

定期委託專業診斷機構或人員辦理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

及申報。臺北市另於 109 年 2 月 4 日公告實施建築物外牆安

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明定須辦理外牆安全診斷檢查之建

築物及申報作業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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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9 臺北市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相關說明 
資料來源：臺北市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相關書表研習課程講義 

考量住宅周遭環境的公共安全及修繕完整性，該個案協

調同幢公寓住戶外牆拉皮未獲共識後，採人員吊掛垂降方式

進行外牆立面面磚檢修及汰換補作業，整體安全性及外觀部

分均有顯著改善。另為改善住宅空間隱私問題，陽台格柵欄

杆並加裝霧面玻璃，視覺上適當予以區隔。  
既有住宅外牆面磚有剝落之虞部分剔

除，以水泥沙漿填實補平。 

圖 4-50 既有住宅外牆面磚修繕期間情況 

 



第四章 既有住宅修繕節水設計策略探討 

 
 

75 

既有住宅外牆面磚有剝落之虞部分，採

吊掛蜘蛛人專業施工方式剔除，並以水

泥沙漿填實補平，最外層以同色系防水

面漆塗佈修飾。 

圖 4-51 既有住宅外牆面磚吊掛修繕作業 

 

既有住宅外牆面磚採吊掛蜘蛛人專業施

工方式修繕，最外層以同色系防水面漆

塗佈修飾。 

 

圖 4-52 既有住宅外牆面磚吊掛修繕作業 

既有住宅外牆面磚採吊掛蜘蛛人專業施

工方式修繕，最外層以同色系防水面漆

塗佈修飾。 

圖 4-53 既有住宅外牆面磚吊掛修繕作業 

第四節  既有住宅使用階段用電調查分析  

本研究完成修繕的住宅個案，使用人員組成為一家三口，一般上



 

76 

班族夫妻及小學生，109 年 6~7 月期間尚有 2位青年學生親友短期共同

居住使用，用電量與使用人數及使用行為相關性顯著。依台電智慧電

表用電量紀錄，調查自 109 年 6 月起迄 11 月 18 日收集夏月及非夏月

用電情形，包括尖峰、半尖峰及離峰時段的用電量。依使用人數及家

電設備運轉情形分析，影響個別住宅修繕後用電的原因，主要在於外

部氣候及使用人數，其次是用電管理；外部氣候對於住宅用電的影響

主要反映在空調設備使用運轉，使用人數的影響則顯現在空間的使用

率（連動空調的運轉啟閉）；而用電管理則是有效移轉夏季尖峰與半

尖峰用電的占比，將高耗電設備項目移轉至夜間 22 時 30 分以後至清

晨 7 時 30 分運轉，本研究調查住宅個案在積極導入使用管理策略後，

離峰用電占比超過 60％，有效降低尖峰負載及高費額時段的用電，節

省電費。 

表 4-1 既有住宅個案用電量調查比較表    （單位：度） 

月份  類別 用電量 尖峰用電量 半尖峰用電量 離峰用電量 

109 年 7 月 914 89 319 507

109 年 8 月 833 38 254 540

109 年 9 月 562 44 168 349

109 年 10

月 
410 1 146 263

 

圖 4-54 既有住宅個案用電量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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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夏月）（914 度） 2020 年 8 月（夏月）（833 度） 

 
 

2020 年 9 月（夏月）（562 度） 2020 年 10 月（非夏月）（410 度） 

圖 4-55 既有住宅個案尖離峰用電占比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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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6 既有住宅個案每日總用電量(度)與氣溫(℃)趨勢比較 

 

圖 4-57 既有住宅個案尖峰用電統計 

圖 4-58 既有住宅個案半尖峰用電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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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9 既有住宅個案離峰用電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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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108 年 10 至 109 年 10 月用水量資料 

期別（年月） 實用度數 

10910 27 

10908 34 

10906 20 

10904 6 

10902 6 

10812 4 

10810 0 

表 4-3 109 年 10 月水費明細資料 

項目  內容  費用別  金額  

本期指針：  271 基本費：  84 

上期指針：  244 用水費：  45 

當期推定原因：  無 維護費： 0 

本期實際用水度： 27 代徵清除處理費： 0 

分攤總表度： 0 汙水下水道使用費： 135 

總用水度數： 27 C 退還(B 追收)金額 0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14 

     違約金： 0 

     營業稅： 0 

     應繳總金額： 278 
註：1.本表僅供查詢水費詳細資料之用。 

2.本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自 95 年 1 月 1 日起附徵，95 年 3 月起收費，該欄收費
年月如為 95 年 3 月前，為「水源回饋費用」。

第五節  既有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計評估檢核表規劃  

住宅修繕包括既有住宅及新建住宅等二大類，二者在設備管線、

設備器具及建築構造面的的修繕內容需求不盡相同。國內目前新建住

宅包括預購屋及新成屋，多數仍以主要構造完成之毛胚屋為標的辦理

交屋，地坪飾材以依銷售標示施作為主，給排水管線均已完成，少數

則包含廚具，但必須檢視給水配管是否已採不銹鋼壓接配管，以確保

水質及提高耐久性。修繕裝修內容以室內照明、空調、木作、金屬、



第四章 既有住宅修繕節水設計策略探討 

 
 

81 

玻璃、廚房、工作區及外牆設施等，原則上在現有新建構造與空間架

構下進行擴增，假設工程及鑿除清運部分少，如能在新建過程中即導

入室內修繕需求，預留所需配管線或銜接介面，將能有效減省不必要

的重複施工及支出。 

既有住宅修繕所涉及的內容繁複，以住宅標的來源可區分為自

有、換屋及租賃（含借用）等三類，各有不同的需求及目的，包括修

繕項目、內容、修繕方式及使用年限，除了與新建住宅評估相同的設

施項目需求外，既有住宅尚需檢討冷熱水水質、給排水配管，電力負

載、電力配管線及配電盤箱容量，電信弱電盤箱及配管線等使用年期

與堪用程度，門窗密合度及氣密水密性，外牆及屋頂、露台、陽台滲

漏水或壁癌，外牆飾材是否牢固有無剝落之虞，這些修繕項目另涉及

鑿除清運、泥作修補、粉平油漆及木作修飾等工程項目，在整體修繕

工程規劃過程中經常是隱藏性的工項與支出，對於掌握工程進度及預

算控制極為重要。另因修繕預算與施工時程考量，亦有分期施作部分

施作的可能性，在需求與修繕項目評估過程中必須審酌考量使用者的

需求與急迫性。 

表 4-4 既有住宅與新建住宅修繕評估關聯表 
修繕類別 修繕目的 修繕項目 關係人 相關法規 

1. 既有住宅
（自有、
換屋及租
賃） 

2. 新建住宅
（預購屋
或新成
屋） 

1. 自用 
2. 租賃 
3. 投資 

4. 空間格局變更 
1. 衛浴廚房修繕 
2. 水電配管線修繕
3. 室內外門窗修繕
4. 外牆面飾材修繕
5. 屋頂隔熱防水修

繕 
6. 櫥櫃木作修繕 
7. 照明燈具 
8. 空調設備 
9. 分期修繕施工 

1. 所有權人 
2. 購屋消費者 
3. 不動產投資

者 
4. 專業設計人

員 
5. 專業施工人

員 
(使用年限) 

1. 建築物室
內裝修管
理辦法 

2. 公寓大廈
管理條例 

3. 各類場所
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
標準 

4. 建築物屋
內線路線
路裝置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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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綠建
築評估手
冊 

住宅修繕規劃架構如以節能及節水區分，包括節能之用電、天然

氣（瓦斯）、外牆屋頂隔熱、通風換氣及採光照明，以及節水之自來

水用水、污雜排水及雨水收集利用等。本研究以一般住宅空間別（包

括：室內側之客廳、餐廳、廚房、主臥、臥室、工作室、書房、衛

浴、廁所、玄關、室內走廊等，及室外側之前後陽台、屋頂、露台）

歸納修繕節能節水設計之整體架構如下： 

表 4-5 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計之整體架構 

 空間別 節能 節水 說明 

室內 客廳 照明、插座、空
調、玻璃隔熱、弱
電網路 

 晝光利用 
強弱電盤箱及分
區回路 
能源管理可視化 

餐廳 照明、插座、空調   

廚房 照明、插座、空
調、瓦斯天然氣 

烹飪用水、洗滌
用水 
省水器具 

高耗電功率家電 
專用回路及預備
負載容量 

主臥 照明、插座、空調   

臥室 照明、插座、空調   

工作室 照明、插座、空調  電腦、事務機
器、工作用機器 

書房 照明、插座、空調   

衛浴 照明、插座、空
調、瓦斯天然氣 

盥洗用水、沖廁
用水、省水器具

雜排水回收再利
用 

廁所 照明、插座、暖風
乾燥機 

盥洗用水、沖廁
用水、省水器具

雜排水回收再利
用 

玄關（含間
接照明） 

照明、插座   

室內走廊 照明、插座   

室外 前陽台 照明、插座、外牆
隔熱及遮陽 

清洗用水、澆灌
用水 

 

後陽台 照明、插座（家用
機器）、外牆隔熱
及遮陽 

洗衣機用水  

屋頂、露台 照明、插座、屋頂
隔熱及遮陽、加壓

清洗用水、澆灌
用水 

雨水收集 
屋頂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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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浦 智慧水表及記錄
器 

 

 

圖 4-60 住宅修繕評估檢核作業流程 

 

 

圖 4-61 評估檢核表辦理重點 

第六節  小結  

住宅修繕個案工程項目多、作業繁瑣，同時涉及各工項介面整

合，建立評估檢核表，從事前資料蒐集、現勘調查、規劃設計至施工

協調等，均能透過標準化作業程序具體落實修繕需求與節能節水目

標。 

□ □ □ □ □ □ □

□ □ □ □ □ □ □

新購住
宅（新
建或既
有）現
況、修
繕與財
務評估

修
繕
需
求
評
估

住宅
現勘
與修
繕需
求評
估

修
繕
設
計

現
場
施
工

查
核
驗
收

使
用
管
理

所有權人

購屋消費者

不動產投資者

房仲人員

專業設計員

專業施工人員

相關法規

申請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看屋評估階段
• 設計評估階段
• 施工品質管理階段
• 查核驗收階段
• 使用管理階段

• 文件收集
• 法令查詢檢討
• 修繕需求評估
• 修繕項目及預算評估
• 節能節水
• 智慧綠建築設計
• 修繕查核
• 改變生活

• 分階段評估檢核表
• 現勘資料蒐集
• 修繕材料來源管理
• 施工紀錄
• 修繕項目與性能查核
• 修繕履歷建檔登錄
• 使用管理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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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住宅修繕各階段的規劃檢核表，期使研究成果能夠切

合所有權人、購屋者及房仲人員、專業設計及施工人員的先期評估作

業與溝通協調需求，擴大應用成效。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85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與案例調查方式，蒐集比較既有住宅修繕節

能節水設計相關作業流程，並以個案現勘調查評估修繕作業之可行措

施，期能透過實例操作經驗，彙整提出修繕檢核表。研究發現如下： 

（一）住宅修繕涉及室內裝修管理辦法、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建築技術

規則等建築相關法令規範，節能節水設計又與電業法、屋內線路

裝置規則、自來水法、自來水用戶設備設置標準及綠建築、智慧

建築評估手冊節能節水指標項目有關，為利專業人士疑一般社會

大眾均能適當掌握住宅修繕的影響因素，建立標準作業程序有其

必要，並可進一步研擬檢核表供各界參考應用。 

（二）住宅修繕個案節能節水課題涉及現況設施堪用程度，配管線分區

回路的修改難易度，及所有權人（業主）的修繕需求，同時必須

考量隱藏配管線與構造體的不確定因素，先期評估作業階段必須

審慎進行現勘調查及資料比對分析，俾能在住宅交易前掌握必要

的修繕支出，作為預算控制的重要參考資訊。 

（三）本研究完成既有住宅個案修繕後用電調查統計，並與氣象資料外

氣溫度（日平均溫及日最高溫）比對分析，結果顯示住宅用電量

因外氣溫度啟動空調之影響顯著，雖然個案選用三段式時間電價

調整習慣，夏月已集中於半尖峰及離峰時段用電，日總用電量仍

與外氣溫度變化趨勢一致。透過智慧電表的手動記錄與分析，逐

步檢討用電耗能行為，自 109 年 6 月起至 10 月止，逐月用電量

已明顯減少，後續將持續進行記錄，並比對用電行為分析可行之

節能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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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宅修繕個案工程項目多作業繁瑣，同時涉及各工項介面整

合，建立評估檢核表，從事前資料蒐集、現勘調查、規劃設計

至施工協調等，均能透過標準化作業程序具體落實修繕需求與

節能節水目標。本研究規劃住宅修繕各階段的檢核表，可提供

所有權人、購屋者及房仲人員、專業設計及施工人員進行先期

評估與溝通協調參考。 

第二節 建議 

針對本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建議： 

建議一 

持續記錄分析住宅用電變動及分時用電影響因子：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無 

建議二 

持續強化既有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計評估檢核表內容並加強推廣：

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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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審查會議紀錄與回應 

109 年 3 月 2 日研究業務協調會報紀錄及處理情形 

審查意見 辦理情形 
1.有關預期成果擬提出之既有住宅修繕自主檢查

表，除採勾選節能節水修繕項目及概算需求外，

建議參考綠建築評估手冊舊建築改善類評估納

入可量化的效益評估項目。 

將納入期末研究階段妥予分析

探討。 

2.後續自主檢查表之研究產出應用，建議可結合

室內裝修與物業管理專業、房仲人員相關講習

培訓活動進行成果推廣。 

後續檢核表的研究成果將轉換

納為相關教育訓練教材推廣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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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9 月 2 日期中審查會議紀錄及處理情形 

審查意見 辦理情形 
1.考量一般民眾對相關法規及申請程序較不熟

悉，建議本案後續可於自主檢核表納入相關法

規及申請程序資訊說明，或列入檢核項目提醒，

以利一般民眾參考運用。 

評估檢核作業所涉及之相關法

規及申請程序等，將納入檢核

表備註說明，以利參用。 

2.建議本研究可就住宅修繕之誘因跟宣導等方式

研擬策略，如省電燈泡、節水設備、外牆窗戶遮

陽等，並考慮其所需成本，以利民眾參採。 

後續檢核表的研究成果將轉換

納為相關教育訓練教材推廣應

用。 

3.評估檢核表在設計及執行上，建議可再徵詢或

參考專業團體意見或與其討論，並說明專業團

體在修繕評估檢核表所扮演之角色，以利未來

落實執行。 

本研究著重於一般消費者及業

主的評估引導功能分析，期使

住宅修繕之利害關係人之間資

訊透明，溝通流暢，修繕順利如

期如質進行。 

4.住宅修繕與綠建築、智慧建築節能節水指標相

關，建議檢核表可將兩標章的節能節水指標要

求納入表中，以擴大效益。 

遵照委員指示辦理。 

5.外牆結合隔熱材料進行修繕，可能有助於外殼

節能改善，建議考量納入後續修繕技術選項，

以呼應本研究之住宅修繕節能策略。 

既有住宅外牆修繕涉屬對公寓

大廈共用部分的處置，需經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後始得為

之，外牆修繕另涉關飾材的固

結耐久性，故本研究暫不討論。

6.既有住宅修繕，節能節水有無不同時期法規之

限制，案例節能節水設備管線設計與一般設計

之成本可考量進行比較。 

本研究因係個別案例之探討，

尚難就不同時其法規進行比

較；另有關一般修繕與節能節

水修繕之成本差異，將在後續

研究中再蒐集相關文獻進行彙

整。 

7.評估檢核表建議可增加使用流程圖，並加註填

表人、應用時間及注意事項等操作說明，俾利

民眾參考應用。 

遵照委員建議辦理，先將評估

檢核表使用流程納入規劃。 

8.建議從消費者觀點考量使用者對於住宅修繕的

需求，研擬可行對策。 

本研究所設定之利害關係人業

包含一般消費者，相關對策分

析即從消費者觀點出發進行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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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議先提出節能節水設計之整體架構，例如先

由建築構體探討外遮陽、屋頂隔熱、玻璃貼膜

等設計手法，後續再分項評估修繕對策。 

參照委員意見，業已於第四章

提出既有住宅修繕節能節水設

計之整體架構。 

10.請補充說明智慧三表之推動現況、主管機關及

辦理方式。 

智慧三表係依電業法、自來水

法及天然氣事業法等法源所規

範，主管機關經濟部，至於推動

現況部分，將視後續研究之課

題與資源情形審酌調查。 

11.建議彙整相關工法與設計圖說，供既有住宅裝

修節能節水參考。 

囿於人力、時間及資源有限，本

項建議留參待後續如有相關課

題研究時一併納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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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2 月 4 日期末審查會議紀錄及處理情形 

審查意見 辦理情形 
1.研究報告中施工圖片建議加註文字說明。 遵照委員指示辦理。 

2.評估檢核表建議考量以文字說明各種節能、節

水設施或設計，及適用的住宅空間類別。 

遵照委員指示辦理。 

3.研究流程表建議依實際研究項目與進程審酌修

正。 

業補充納於成果報告。 

4.修繕個案之用電資料未顯示數據圖形，請再檢

視補充於成果報告。 

業補充修正於成果報告。 

5.建議補充調查個案改善前基礎資料，如使用人

員組成及職業，及住宅用電變動記錄期程多久

較為適當？ 

業於成果報告補充調查個案之

使用人員組成相關說明。 

6.本案節能、節水提出智慧電表、智慧水表的運

用為主要策略，建請補充說明相關法規如何配

合。 

本研究所分析之節水節電策略

係以依循現行法規為主，並未

涉及法令配套之檢討。 

7.建議後續可評估本案修繕建議策略對既有住宅

節能節電的可能效益，如固定耗能設備節能效

率的提升。 

有關住宅修繕之節電效益及固

定耗能設備效率提升，將視課

題迫切性與經費人力狀況審酌

規劃後續研究。 

8.簡報第 37 頁所列住宅修繕評估檢核作業流程，

建議納入成果報告。 

遵照委員建議辦理。 

9.請考量補充說明修繕後使用管理階段之追蹤評

估對象與目的。 

遵照委員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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