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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綠建築標章」自1999年創制以來，已逾二十年。當時由於社會上普遍

誤認綠建築很貴，或認為因襲歐美綠建築即可，該制度由行政院核定試辦時面臨

各方壓力，例如2000年來申請綠建築認證的案件只有區區五件，讓人有窒礙難行

之嘆。幸而，2001年行政院核定實施「綠建築推動方案」，強制政府經費五千萬

元以上的公有新建建築物必須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之認證，令我綠建築政策

一夕間突飛猛進。如今，輕舟已過萬重山，綠建築之「生態、節能、減廢、健

康」之口號，已成為政府、學界、媒體朗朗上口的口頭禪，甚至綠建築政策已被

寫入國中小教科書，各地方政府爭先恐後制訂「綠建築自治條例」以提升當地綠

建築水準，綠建築的盛況不可同日而語。

我國的綠建築EEWH系統，一路堅持平價技術、環境效率、亞熱帶特色的精

神，採用尊重設計、自然優先的性能式評估，而拒絕商業化綠色採購之菜單式評

估，是彰顯亞洲勤儉價值的綠建築楷模。2017年，因應台商的全球佈局之需求，

本部特別以提供綠建築認證來爭取海外訂單之觀點，開創負壓風扇、當地基準法

等務實的新評估法，提出「綠建築評估手冊-境外版」，即EEWH-OS系統，並啟動

對海外綠建築標章的認證服務，為我國綠建築政策開拓海外市場。本人深信如此

務實、有效益、平民化的EEWH系統，才是展現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的新指引，才

是落實亞熱帶建築環境管理的真武器。

本所自2012年發展綠建築五大評估體系之後，加上2017年新創之EEWH-OS系

統，已形成綠建築六大家族系統，讓我國的綠建築政策成為國際綠建築發展的模

範生。我綠建築標章創制至今二十年來，已有超過8,000件「綠建築標章」及「候

選綠建築證書」，使臺灣EEWH成為全世界推動綠建築最有成效的國家之一。

綠建築政策的推廣，有賴於科學可靠的評估體系，也必須不斷地開創革新。

本次更新綠建築五大評估手冊，為歷年來第八波改版，是因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節能設計法規大量翻新而做的巨幅修改，其中尤其著眼未來能源總量管制方向，

導入最新外殼與空調節能效率之計算法，也針對多年來的審查疑義做了大規模的

改善，並新增綠建築新型技術快速認定得分的方式。本人相信如此不斷精進的

EEWH系統，絕對能提升我國建築環境管理的功能。期待藉此能讓我國的永續營

建政策更趨周全，永保我綠建築一馬當先的氣勢，進而為全民居住環境與地球環

保做出最大的貢獻。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所長  

    謹誌

2019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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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世界綠建築評估系統的發展

「綠建築」在日本稱為「環境共生建築」，有些歐美國家則稱之為「生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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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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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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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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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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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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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2000年以後，可說是全球綠建築評估體系發展的顛峰，像德國的DGNB、澳洲的Green 

Star、挪威的Eco Profile、法國的HQE、泰國的TREES、香港的BEAM Plus、中國的三星級綠

色建築系統、 新加坡的Green Mark，都相繼成立。到了2018年，全球正式擁有綠建築評估

系統已達三十八個國家（圖1.1），已成立或正籌組綠建築相關協會的國家已達89個國家。

其中有些系統，像LEED、CASBEE、BREEAM、EEWH、Green Mark，已繼續擴大其適用範

圍，並發展出不同建築類型的專用版，進而提出舊有建築物、生態社區的評估版本，有些

進而已變成該國公共建設必要的規範。在地球環境危機的威脅下，在短短二十年中，綠建

築評估工具在全世界已呈現百花齊放、爭奇鬥豔之勢。

圖1.1 目前擁有綠建築評估系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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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台灣綠建築體系的發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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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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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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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而成，以「生態(Ecology)、節能(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ction)、健康(Health)」為

主軸，因而號稱為EEWH系統。1999年，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公布第一部

「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與「綠建築標章」以來，已變成國家級之綠建築認證標準；2005

年開始引入五等級分級評估法，並於2004年建立「綠建材標章」認證制度，奠定了我國綠建

築政策的基礎；2012年更發展出五大建築類型的專用綠建築評估手冊，建立綠建築家族評估

體系，讓我國的綠建築政策成為國際綠建築發展的模範生。

近年來，台灣頻頻遭受山坡地災變、澇旱地震、土石流、都市淹水、缺水缺電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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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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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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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再生建材、環保設計的建築環保產業。

2001年，我行政院啟動「綠建築推動方案」六年計畫，強制經費五千萬元以上的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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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全球難得的綠建築政策成就。台灣執行綠建築標章制度已二十年，至2018年底評定通過

「綠建築標章」及「候選綠建築證書」已超過7,500件，使台灣EEWH為僅次於美國L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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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已經形成一股「綠建築改造運動」之時尚。

國際間大部分其他國家的綠建築評估系統，大多採分項獨立計分的「菜單式」評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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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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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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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內容只鎖定建築與都市計畫直接相關之最基本環境效益問題，排除了交通、環保等其他

圖 1.2 台灣綠建築標章認證制度

候 選 綠 建 築 證 書

綠 建 築 標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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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築產業之評估內容，同時避免鼓勵昂貴的綠色採購與高科技設備的評分，甚至堅守以自

然設計優先、被動式設計優先、防止超量設計優先的基本門檻，其節能要求比現行建築法規

至少嚴格20%，要求空調設備減量比傳統設計降低20%以上。雖然台灣綠建築體系的評估項

目相對少，通過門檻相對低，但其操作方法相對簡單，其認證時程相對簡化，此乃我國的綠

建築認證工作得以普遍化、平價化的動力，也是我國綠建築政策得以快速推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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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並於2016年賡續推動「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

動方案」，讓綠建築成為永續國土與綠色產業之政策。然而，我國過去以單一綠建築評估手

冊適用於所有新舊建築與各類建築之評估方法，顯然無法掌握各類建築在綠建築設計上之差

異，也難以發揮綠建築標章認證應有之環境效益。有鑑於此，各界遂有仿效美日發展分類綠

建築評估系統之建議，因此本所從2009年起委託成大建築研究所積極發展不同類型建築物的

專用綠建築評估系統，終於啟動了我國的「綠建築家族評估體系」。

1-3 台灣綠建築家族評估體系概要

我國的「綠建築家族評估體系」將原有「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定位為最通用的綠

建築發展平台，並於2012年改編為「綠建築評估手冊EEWH-BC（基本型）」，同年出版

「綠建築評估手冊EEWH-EC（社區類）」、「綠建築評估手冊EEWH-GF（廠房類）」、

「綠建築評估手冊EEWH-RN（舊建築改善類）」以及「綠建築評估手冊EEWH-RS（住宿

類）」，一共形成五種「專用綠建築評估手冊」，建構完成我國初步的「綠建築家族評估

體系」。此五手冊於2015年再版修正，於2017年又因應台商在全球佈局上新興綠色商機之

需求，導入在地氣候與法令修正之「當地基準評估法」，創立「綠建築評估手冊EEWH-OS

（境外版）」，成為此「綠建築家族評估體系」的第六家族成員。

       1995年內政部營建署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建築設計施工編）中，

設立建築節約能源設計法規以來，已逾二十多年。本所鑑於該法在近年氣候變遷與建築型態

複合化、多樣化的衝擊下已漸失節能管制功能，因而在2016年成立「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節能設計法規因應建築多樣化趨勢應有之調適策略研究」案，並提出建築節能設計法規之

修改建議。依此建議，營建署於2019年完成建築設計施工編之「綠建築基準專章」（以下簡

稱基準專章）法條之修改，同時一併更新基準專章所需之技術規範，並於2020年正式生效上

路。本所因應此建築法令之巨大變革，再加上近年來綠建築新技術發展與地方政府強化綠

建築自治條例的新需求，於2017年展開前五類綠建築評估手冊之更新作業，連同於2018年在

EEWH-RN版中新增對舊建築局部空間更新案件之適用方法，於2019年一併公告此嶄新「綠

建築家族評估體系」的手冊系列。

      最新六類專用綠建築評估手冊之適用對象、共用指標、內容差異如表1.1~1.3所示，其中

境外版EEWH-OS由於必須因應「當地基準評估法」，同時搭配使用另外五類國內版手冊之

一才能執行。其中EEWH-BC、EEWH-RS、EEWH-GF等三類版本，原則上以分棟評分、分別

認證為主，但若有同一棟多類型混合使用建築物時，原則上必須選定樓地板面積最大的類型

為主類建築，並以該主類建築所屬版本進行評估，再依其樓地板面積加權計算其得分，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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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建築物之指標項目與得分權重不一致時，則依主類建築之指標項目與得分權重來計算

之，不存在於主類建築的指標項目則不予評估。在複合用途建築物中，若有一千平方米以下

的非主類建築物時，則應歸入主類建築評估，不再另外評估。

      EEWH家族評估體系不以高科技為取向，而是一重視當地氣候與當地實用技術的評估工

具，其評估方法遠較國外綠建築評估體系簡便而實用，尤其境外版EEWH-OS更是積極以全

表1.1 EEWH綠建築家族評估系統與適用對象

專用綠建築評估系統 適用對象 建照與評估範圍

一
綠建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又稱EEWH-BC
除了下述二～四類以外的新建或既有建築物

同一建照範圍內

建築物必須全數

納入評估範圍

二
綠建築評估手冊-住宿類，

又稱EEWH-RS

供特定人長或短期住宿之新建或既有建築物

（H1、H2類）

三
綠建築評估手冊-廠房類，

又稱EEWH-GF
以一般室內作業為主的新建或既有工廠建築

四
綠建築評估手冊-舊建築

改善類，又稱EEWH-RN

取得使用執照三年以上，且經更新改造之建

築物或面積達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室內空間
全區檢討或合理

分割基地為評估

範圍

五
綠建築評估手冊-社區類，

又稱EEWH-EC
任何合法之複合建築群

六
綠建築評估手冊-境外版，

又稱EEWH-OS

適用境外建築案件申請，並依其建築物特性
自上五類手冊中合理選用版本搭配評估

表1.2 EEWH家族共用指標部分

範疇 九大指標 EEWH-BC EEWH-RS EEWH-GF EEWH-RN* EEWH-EC EEWH-OS

生態

一、生物多樣性指標 ◎ ◎ ◎ ◎ ◎

二、綠化量指標 ◎ ◎ ◎ ◎ ◎ ◎

三、基地保水指標 ◎ ◎ ◎ ◎ ◎ ◎

節能 四、日常節能指標 ◎ ◎ ◎

減廢
五、CO2減量指標 ◎ ◎ ◎ ◎ ◎

六、廢棄物減量指標 ◎ ◎ ◎ ◎ ◎

健康

七、室內環境指標 ◎ ◎ ◎

八、水資源指標 ◎ ◎ ◎ ◎ ◎

九、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 ◎ ◎ ◎

*註: EEWH-RN中另有減碳效益評估法不適用九大指標

表1.3 EEWH家族的內容差異概要

手冊類別 大範疇 指標數 門檻指標 Cx制度

EEWH-BC EEWH 9 節能、水資源 無

EEWH-RS EEWH 9 節能、水資源 無

EEWH-GF EEWH 17 節能 有

EEWH-RN
EEWH 9 無 有

減碳效益法 無 有

EEWH-EC 五範疇 22 無 無

EEWH-OS  依照上開手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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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佈局的角色，搭配「當地基準評估法」而適用於全球，此乃獨領寰宇的綠建築評估體系。

目前六類專用綠建築評估系統之適用範圍已涵蓋大部分建築類型與新舊建築市場，若能依此

落實綠建築政策，將影響我國九成以上之建築市場，同時可提供台商全球佈局爭取商機之高

度。放眼全球，台灣的EEWH系統為南方溫熱氣候優先的獨特系統，其多樣化的專業手冊分

類與全球視野的評估體系獨樹一格，其簡便、平價、實惠、在地化的功能更是我國綠建築政

策一路走來的堅持。

　　綠建築政策長期執行以來，不僅帶動新技術的發展以及創新設計的實踐，在評定專業機

構的評定過程中，亦衍生了許多相關的認定原則。這些相關的事項因其獨特性及複雜性，

無法一一在手冊中羅列說明。有鑑於此，本所授權評定專業機構成立「綠建築技術認定小

組」，針對綠建築新型技術認定、綠建築創新設計優惠認定、未於手冊明文規定之技術認定

等事項進行討論及確認，有助於綠建築政策持續精進及永續推動。

1-4 綠建築新型技術認定與計分原則

      任何一種綠建築評估系統，均有美中不足之處。無論多嚴謹周全之評估方式，無論有多

少指標基準，均不能網羅一切優良之綠建築巧思，因此我們必須為一些良好之綠建築技術，

預留一些彈性的評估空間，以補現有系統之不足。有鑑於此，本所授權綠建築評定專業機

構，接受任何對綠建築設計有益之新型技術申請綠建築新型技術認定，並依「綠建築新型技

術認定原則」辦理，以便在本手冊的評估中取得合理的評分，以補本手冊規定之不足。該

「綠建築新型技術」之認定原則如下： 

1. 綠建築新型技術只限於綠建築評估手冊規定不詳盡的相關技術為評定對象。

2. 綠建築新型技術之評定應限制於現有綠建築評估手冊之評分範疇之內，不得超越    

    現行綠建築標章之評分架構之外。

3. 綠建築新型技術之評定應符合比例原則、公平原則，並要求與綠建築評估手冊中

   類似性能技術有大致不差的評分結果。

4. 綠建築新型技術之評定結果應明確敘述其在本手冊中之評分方式、評分值。

5. 綠建築新型技術之評定結果應同時載明該技術於標章審查時之必備文件資料。

6. 綠建築新型技術評分方式由「綠建築技術認定小組」認定之。

      該技術被認定通過後，將被公告於評定專業機構網站上以接受公評，該技術日後只要具

備必備文件，未來於綠建築標章評定中將逕行給分，不必重複審查證明文件。此乃針對本手

冊規定不足的新型技術開闢一條合理的評分管道，期待能對對綠建築產業有鼓舞之作用，綠

建築新型技術之申請與認定原則詳見評定專業機構公告。

1-5 綠建築創新設計優惠加分原則
所謂綠建築創新設計，並非獨一無二或前所未有的設計，而是是現行綠建築評估系統所無法

評估或評估不足，但卻對綠建築有實質貢獻且具有環境教育意義的設計。例如圖1.3所示的

自然建築設計、圖1.4所示的覆土建築與雙層牆通風除濕設計、圖1.5所示的災區重建輕鋼構

構造住宅等作品，均是現行綠建築評估系統所難以評估，但卻是亟待獎勵的綠建築創意。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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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乃特別對於一些不能量化、不能計算的被動式設計、環境生活智慧，或一些合乎環境

美學、健康舒適的巧思進行優惠加分，以彌補現行系統之不足。本原則對於綠建築創新設

計的優惠加分原則如下：

1.被認定為可優惠加分之創新設計，必須具備現有評估手冊所無法評估或評估不足的

內容，同時必須以該案試用版本之指標評估內容密切相關，且應能凸顯綠建築技術

結合造型美學、文化風貌、環境調和、自然生態、再生能源之創意，且對綠建築有

教育示範意義者為限。

2.優惠加分方式可依其各評估指標之貢獻程度以及符合其他項目得分之公平比例原則

下來判斷，可針對各項貢獻給予合理加分至該指標滿分為止，若其貢獻跨越多項指

標，亦可同時取得各項指標優惠加分至各指標最高得分為止。若該指標有申請條件

限制，但申請案因特殊原因擬申請該指標，得由「綠建築技術認定小組」認定之。

如1公頃以下之基地得由「綠建築技術認定小組」評估其申請合理性申請生物多樣性

指標。

3.本優惠加分之申請方式，必須由申請者提出自擬的優惠加分申請表，以及如下

案例A、B、C所示之合理可信之實驗或模擬分析資料或符合科學專業理論與社會經驗

原則之說明書，若遇美學與精神層面上難以量化說明者，亦可以照片圖說做為申請

資料。優惠加分之評審方式由「綠建築技術認定小組」進行技術檢討及認定，確認

該作品之創新設計對綠建築精神有實質貢獻且具教育意義，經該小組成員三分之二

以上投票通過後認定之。                        

圖1.3 以固定捏土牆工法、造型泥塑、編竹夾泥牆等自然建築工法建造的「阿牛村」，在日常節

能、CO2減量、廢棄物減量等指標上建議可被認定為滿分

圖1.4 嘉義市二二八紀念館覆土建築與雙層牆

通風除濕設計，建議在生物多樣性、日常節能

兩指標上可各加2分   
 

圖1.5 採以工代賑完成的輕鋼構造八八風災重建

永久屋，建議在CO
2
減量、廢棄物減量等指標上

可被認定為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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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創新設計優惠加分實例A

1.基本資料：
建築物名稱 : 菩薩寺

建築物類型：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

基地面積：377m2 ，總樓地板面積：634.71m2 ，2009年台灣建築獎入圍作品，2011年台中市都

市空間設計大賞。

2. 綠建築創新設計示意圖與說明：
「菩薩寺」是一個禪意融入建築的現代佛寺。該案採用現代清水混凝土技術來凸顯心靈

境界的綠建築美學。粗獷且不過度修飾的清水模量體與滿牆的綠意，藉由開窗和空間內

縮，塑造出實體與虛空間的對比感。該案無空調、完全自然採光、木造山門、庭院完全

自然碎石鋪面與綠地。二樓大殿的菩薩背後是一整面的玻璃窗，以老榆樹的枝枒、天光

和鄰居的白牆為背景，在晨昏四季變換中，領略天與人的生命對話。造訪該寺讓人清有

淨安寧、療癒人心之感。本案精神層面與實質環境貢獻當然超越綠建築評估手冊評估範

圍，但由本優惠加分辦法依然可予以評分，在綠建築評估時可在生態、日常節能、CO2

減量、廢棄物減量等指標上可被認定為滿分。

菩薩寺一樓平面圖

菩薩寺正面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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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創新設計優惠加分實例B

1.基本資料：
建築物名稱：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房

建築物類型：地下1層，地上4層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

基地面積：8931.12 m2 ，建築面積：4202.23 m2，總樓地板面積：20583.4 m2，法定建蔽率：50%。

2. 綠建築創新設計示意圖與說明：
(1)  本案地下室四周設置採光通風的天溝，室內中間也挖掘許多採光通風的小天井，讓地下室有

如半戶外般光亮乾爽，自然通風效果使停車場維持著良好的室內空氣品質。                          

                【地下室採光通風天溝設計示意圖】

(2)  本案同時採用CO偵側系統，自動控制地下室的排風系統，

至一氧化碳10ppm以上才啟動排風設備，節省了八成以上

的排風用電。本案地下室停車面積6687.72㎡，若以地下室

通風耗電密度平均10.04(kWh/㎡．Yr)、5.34(kg-CO2/㎡．Yr)

計，則可節省每年約5.4萬之電費及28577kg的二氧化碳排放

下室照明耗電密度平均42.2(kWh/㎡．Yr)、22.45(kg-CO2/㎡．Yr)計，可節省每年約9.4萬之電費

及12011kg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4)  本設計除達成節能及減廢之效益之外，亦克服一般地下停車場照明、空氣品質不佳的問題，

並提供了一個健康的停車場環境。

本案為地下停車場自然採光通風的設計巧思，具有優異的節能成效且深具環境教育示範

的意義， 因此「綠建築技術認定小組」可給予4分之優惠加分。

【一氧化碳偵測器位置圖】

量。

(3)  另本案白日時具有良好之自然採光，比一般地下停車

場的點燈時間13小時節省三分之一以上的電力，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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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創新設計優惠加分實例C

1.基本資料：
建築物名稱: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

建築物類型：地下1層，地上3層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

基地面積：85088m2 ，建築面積：23069.46m2，總樓地板面積：93920.6m2，法定建蔽率：27.11%。

2. 綠建築創新設計示意圖與說明：
本案並未申請優惠加分，但其節能分析為優惠加分申請之好典範，故特別列為本書之示範。本案

國際會議廳採用太陽能浮力通風塔設計，在外氣溫28℃以下即停止空調，並改採完全無動力之浮

力自然通風系統，預計室內最高溫度維持於可忍受的30℃以下，室內風速維持於在0.1~0.6m/s 之

舒適範圍，換氣次數維持於每小時5~8次。本案依台灣TMY2氣象資料分析，以及美國ASHRAE 

DOE2.1之模擬分析，本案全年空調時程如下所示，最終全年空調節能約22.5％。本案例只為示範

資料，僅列舉其中部分資料如下，其他尚有詳細分析資料在此省略。

國際會議廳運作時間：每週五天(週一至週五)，上午： 8:00~12:00，下午：12:00~18:00，晚上：

18:00~21:00。人員設定：以200人模擬燈具設定：共6280W，人員、燈具逐時負荷量如下圖所示：

        

空調停開機時程：

MSGT(綠色魔法學校)設計case 一般傳統會議廳對照case

1月1日~1月5日 空調、照明皆停機(假定年假) 空調、照明皆停機(假定年假)

1月6日~3月14日 空調停機 08:00~21:00空調運轉

3月15日~4月6日 12:00~18:00 空調運轉 08:00~21:00空調運轉

4月7日~5月12日 08:00~18:00 空調運轉 08:00~21:00空調運轉

5月13日~7月14日 08:00~21:00 空調運轉 08:00~21:00空調運轉

7月15日~8月14日 空調、照明皆停機(暑假) 空調、照明皆停機(暑假)

8月15日~10月11日 08:00~21:00 空調運轉 08:00~21:00空調運轉

10月12日~10月26日 08:00~18:00 空調運轉 08:00~21:00空調運轉

10月27日~11月5日 12:00~18:00 空調運轉 08:00~21:00空調運轉

11月6日~12月31日 空調停機 08:00~21:00空調運轉

負
載
率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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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為深具科學性、說服力、環境教育示範的技術，同時具有相當優異的節能成效，因此「綠

建築技術認定小組」可給予最高8分之優惠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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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他評定原則

     我國綠建築標章制度自1999年執行以來，評定通過八千多件案例，其間難免出現評定上

的疑義。這些疑義一直以來敦促本手冊不斷修正、更新而日漸提升其信賴度、公信力。目前

本所對於評定疑義之對策有二：一是關於法令手冊規定不怠之處，由本所以解釋公文頒布其

對策；二是無關法令但有關評定技術之解釋疑義，以「綠建築技術認定小組」決議之對策做

成判例，以供後續遵循。這兩項對策均即時揭露於評定機構的網站上以供查詢。然而，為減

少手冊規定不殆之處，並使評定作業更臻合理、有效、透明、公平，再揭示一些評定原則如

下：

1.迴避原則

      為了維持評定的公正性，評定小組成員應避免與送審單位有利害關係，凡與送

審單位有僱傭、親屬、債務訴訟糾紛關係之評定小組成員，應迴避該案件之評審。

2.法系順位原則

      綠建築標章制度是環保生態的道德層面要求，其上另有涉及公共安全的建管、

營建法令、工程規範與國家標準之較高階法系，本手冊所揭示的綠建築設計技術可

權衡輕重、自由取捨，自不可以綠建築的要求而違反更高階法令，設計者若違反此

順位而觸法者應自行負責。

3.從新從優原則

      由於綠建築評估手冊多年來有多種版本，手冊內容亦難免有規定不盡周到之

處。案件適用手冊原則上以申請當時最新版本為依據，遇有舊申請案之審查項目在

新舊版寬嚴不一時，或遇手冊規定不詳之處，評定小組應在合法、合理、合乎比例

原則下，選用對申請者有利之版本或有利的解釋處理之。

4.替代情境原則

      申請單位遇建築分類、手冊公式規定不殆之處，可提出替代情境之說明與成效

分析作為建議案申請之，評定小組可在合法、合理、合乎經驗、合乎比例原則下處

理之。

5.有效審查原則

     評定作業對於物理數據、審查項目、證明文件，應在法令、手冊明文規定範圍

內要求之，不應額外要求非本手冊明文規定外之項目與資料而延宕評定作業。未於

手冊明文規定之技術認定原則、應檢附資料等相關事項，應由「綠建築技術認定小

組」做成判例後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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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EWH-GF的緣起與適用範圍

本評估系統EEWH-GF，為台灣「綠建築家族」中繼生態社區EEWH-EC之後，第三發

展完成的系統。為了我國政府推行「綠色工廠」之認證，將執行兩階段之雙認證系統（如

圖1.6所示），其第一階段將以綠建築工程為範圍，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執行EEWH-GF

評估或舊工廠改善之EEWH-RN認證；第二階段將以工業減廢、污染預防、清潔生產為範

圍，由經濟部工業局執行「清潔生產」之認證。此雙認證制度未來可能連動獎勵機制以推

動全面綠色工廠的政策。本手冊之目的只針對第一階段EEWH-GF的綠建築標章提供評估

認證之依據，另外有關舊工廠之改善也可依EEWH-RN來認證，請參見EEWH-RN手冊，至

於有關清潔生產相關內容之評估，則請依經濟部工業局之規定辦理。 

本EEWH-GF評估主要以一般室內作業為主的新建或既有廠房為評估對象，以一宗基

地內包含至少一整棟建築物為考量範圍，若以一宗基地內不同分期建築物申請評估，可採

合理分割之基地為評估範圍，其評估範圍包括製程廠房及廠務、宿舍、餐廳等支援廠房作

業之相關部分。本手冊不接受環保事業、鋼鐵冶煉、石化煉解廠等以戶外作業為主的廠房

之評估(由評定專業機構認定)，也不接受一棟建築物中局部樓層廠房的評估。廠房基地需

依建照範圍做申請，若廠房內面積過大之基地，可依基地內合理範圍分割方式界定。例如

:道路邊界、建築物量體、基地內道路、植栽、水溝等明顯邊界。

基本上EEWH-GF系統是適用於新舊廠房之評估，只不過舊廠房常因先天不良，較難

通過EEWH-GF之評估。為了鼓勵舊廠房的環境效率改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另外設有綠

建築改善EEWH-RN版本，對於舊廠房的綠建築改善有較務實與優惠的評估方法，因此舊

廠房可由EEWH-GF或EEWH-RN兩系統中選擇較合適版本做認證。

EEWH-GF之適用對象為廠房類建築，但廠房因為組成部分複雜，大多依建照來分

類，依使用類型大致上可分為作業廠房、廠辦複合兩種類型，其他支援設備設施暫不考

量。所謂作業廠房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認定如表1.4所示，廠辦複合建築則依建照認定之。

工廠範圍內若為純辦公棟則應以EEWH-BC處理，若為工廠之宿舍則應以EEWH-RS處理，

亦即視其建築空間內涵而選用不同版本，通常是廠務辦公與製程混用的廠房才適用本
EEWH-GF版本。

表1.4 工業廠房建築分類

作業廠房

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72條：

一、 辦公室（含守衛室、接待室及會議室）及研究室之合計面積不得超過作

業廠房面積五分之一。 

二、 作業廠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得附設單身員工宿舍，其合

計面積不得超過作業廠房面積三分之一。 

三、 員工餐廳（含廚房）及其他相關勞工福利設施之合計面積不得超過作業

廠房面積四分之一。 

前項附屬空間合計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作業廠房面積之五分之二。

廠辦複合類型 廠房內附屬空間面積超過上述規定者，依建照申請類別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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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綠色工廠標章」兩階段雙認證系統示意圖

1-8  EEWH-GF的評分法

EEWH-GF承襲既有EEWH-BC之架構，以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四範疇來設計評分

項目，另外加入不計分之必要門檻指標群以及額外加分之創新指標群，其評估架構與計分

權重如表1.5所示。各指標之內容詳述如第二章，申請案之得分計算依表1.6所得之五範疇

指標群得分率與得分權重之乘積累計而成，其計算如下所述：

圖1.7 環保事業 圖1.8 鋼鐵冶煉 圖1.9 石化煉解

圖1.10  不接受建築物中局部樓層廠房評估 圖1.11  整棟檢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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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ΣReci×Weci＋ΣReni×Weni＋ΣRwi×Wwi＋ΣRhi×Whi＋ΣRii×Wii ------（1-8.1）

其中

Ts：總得分

Reci、Reni、Rwi、Rhi、Rii：表1.6所示的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創新等五指標群之得分    

    率，無單位

Weci、Weni 、Wwi、Whi、Wii：表1.6所示的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創新指標群之得分

                                                      權重                        

除了創新技術為額外之優惠加分，全部評估項目滿分之總得分為100分，其中各指標分

配的得分率計算與得分權重為內政部建研所EEWH-GF研究團隊，六家企業、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兩間大學研究單位，經兩年研究會議的專家共識決定，之後再經幾次改版修正而

成。

EEWH-GF評估系統中「日常節能指標」為必要門檻指標，任何案件均不得放棄其評

估。基本上，本EEWH-GF適用於大部分廠房建築，但因為全面中央空調的高科技廠與局部

不空調或分散空調的一般廠房在耗能評估上有明顯差異，因此在表1.6之得分權重設計上有

明顯區分（見日常節能部分），以便對大小企業廠房取得較公平合理之評估。

本EEWH-GF版得分之難易度與指標計算法，基本上力求與EEWH-BC版相近，但科技廠

房因為投資大，使其節能措施較容易表現突出而較易獲得高分。對於投資額大之科技企業較

為有利，故本系統對中央空調型廠房比對非中央空調型廠房設定較高的分級門檻，亦即本系

統設定中央空調廠房的分級門檻比非中央空調廠房高出10分的水準如表1.5所示。申請者必

須填妥附表所示EEWH-GF評估架構與計分權重換算表以及各指標評估表以利評審。

表1.5 EEWH-GF綠建築認證分級

非中央空調型廠房（註） 中央空調型廠房

分級 分數範圍 分級 分數範圍

鑽石級 Ts > 68分 鑽石級 Ts > 78分

黃金級 56 < Ts ≦68分 黃金級 66 < Ts ≦78分

銀級 48 < Ts ≦56分 銀級 58 < Ts ≦66分

銅級 40 < Ts ≦48分 銅級 50 < Ts ≦58分

合格級 27 < Ts ≦40分 合格級 37 < Ts ≦50分

   註： 全廠扣除室內停車場面積之室內面積50%以上為中央空調者視為中央空調型廠房，其他則
           屬非中央空調型廠房

中央空調

型廠房

   非中央空調

型廠房

圖1.12 EEWH-GF 分級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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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6 EEWH-GF評估架構與計分權重

必要項目指標

大分類 得分率 得分權重 四大範疇得分

一、Ecology生態指標群

Eco1.綠化量指標 Rec1 Wec1＝10
A＝ΣReci×Weci

Eco2.基地保水指標 Rec2 Wec2＝7

二、Energy節能指標群

日
常
節
能
指
標

分 項
評 估
法   *1

En1外殼節能EEV Ren1

非中央空調型工廠*1
Wen1＝18

中央空調型工廠*2
Wen1＝9

B＝ΣReni×Weni

En2 空調節能EAC Ren2

非中央空調型工廠*1

Wen2＝9

中央空調型工廠*2

Wen2＝18

En3照明節能 Ren3 Wen3＝8

能 源
成 本
評 估 
*1

En4動態能源解析 Ren4 Wen4＝35

En5空調系統測試平衡TAB 義務規定無得分計算, Ren5=0

En6.綠色交通 Ren6 Wen6＝3

En7.再生能源設施 Ren7 Wen7＝4

三、Waste減廢指標群

W1. 建築CO2減量指標 Rw1 Ww1＝5

C＝ΣRwi×Wwi
W2. 營建廢棄物減量指標 Rw2 Ww2＝5

W3. 水資源指標 Rw3 Ww3＝5

W4. 生活污水及垃圾指標 Rw4 Ww4＝3

四、Health健康指標群

H1.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Rh1 Wh1＝3

D＝ΣRhi×Whi

H2.音環境 Rh2 Wh2＝5

H3.光環境 Rh3 Wh3＝5

H4.通風換氣環境 Rh4 Wh4＝5

H5.室內建材裝修 Rh5 Wh5＝5

創新技術優惠加分E E：依1-5規定評估

總得分Ts＝ A＋B＋C＋D＋E

*1：分項評估法與能源成本評估法只能任選一法計算，亦即Ren1～Ren3與Ren4兩邊只能
任選一方得分

*2：全廠扣除室內停車場面積後之室內面積50%以上為中央空調者視為中央空調型廠房，
其他則屬非中央空調型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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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EWH-GF的評估內容

2-1 生態指標群

生態指標群的評估包括綠化量與基地保水兩指標之評估，其評估方法如下：

2-1.1 綠化量指標評估法

本手冊關於綠化量指標的評估，承襲EEWH-BC之方法，以

固碳當量標準作為綠化量環境效益的共同換算標準，其計算公

式及相關係數內容請依EEWH-BC手冊計算。本手冊對於綠化量

指標的得分率Rec1之計算法如下列公式所示，對於不申請本指

標者以零分計算：

R e c 1 ＝ T C O 2  /  ( 3 . 0 × T C O 2c  ) ， 且 0 . 0 ≦ R e c 1 ≦ 1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1 ）

其中

Rec1: 綠化量指標之得分率（無單位）

TCO2：基地綠化之總固碳當量計算值（kg）

TCO2 c：綠建築綠化總固碳當量基準值（kg）

上述TCO2及TCO2 c計算內容及公式請依EEWH-BC手冊。

2-1.2 基地保水指標評估法

本評估對於基地保水指標的得分率Rec2，以基地保

水指標設計值λ與基準值λC之比值來計算，其得分率

Rec2之評分如公式2-1.2所示。Rec2值越大，代表保水性

能越佳，反之則越差。λ以及λc相關計算公式及相關

變數內容請參依循EEWH-BC手冊計算，不申請本指標者

以零分計算之。若地下水位小於1.0m而免評估時，逕令

Rec2=0.5。

Rec2＝λ/ (2.0×λC )，且0.0≦Rec2≦1.0 ----（2-1.2）

其中

Rec2: 基地保水指標得分率，無單位。

λ：基地保水指標，無單位。

λC：基地保水指標基準，無單位。

上述λ及λC計算內容及公式請依EEWH-BC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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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節能指標群

2-2.1日常節能指標評估

廠房建築通常分廠務部門與製程部

門，在廠務部門通常被認定為辦公室類建

築而採用ENVLOAD指標，此兩部門的節

能評估均依照本節規定辦理。本日常節能

指標可依實況由「逐項節能評估法」或

「能源成本評估法」兩種方式中擇一評估

即可。「逐項節能評估法」較為簡單，但

對建築外殼規定較為細緻，「能源成本評

估法」乃考慮建築外殼、空調機械效率之

動態評估，必須由空調專業者使用建築能

耗動態模擬軟體模擬計算建築物的全年能

耗才能完成，但評估較具彈性。

本手冊規定個別空調以及水簾或負

壓風扇系統之非中央空調型建築物必須以

「逐項節能評估法」為唯一選擇，但對於

中央空調型建築物廠房，規定必須依照EEWH-BC之HSC指標先行評估，保證其空調主

機無超量設計的情形之後，再選擇「逐項節能評估法」或「能源成本評估法」進行評

估，其評估流程，如圖2-2.2所示。

2-2.1.1 選項一：逐項節能評估法

所謂「逐項節能評估法」，就是依據廠房類建築物之建築外殼、空調、照明等三

大節能要項，逐一檢討其節能設計之方法，以下依此三項分述其評估法：

A、 建築外殼節能逐項評估法

建築外殼之節能評估必須依屋頂、開窗、外牆

之部位逐一檢討其隔熱性能，亦即先依據建築技術

規則之步驟及流程，必須在屋頂構造平均熱傳透率

Uar、透光天窗部分之平均日射透過率HWsc、外殼玻

璃可見光反射率Rvi、以及ENVLOAD等四指標上完全

取得合格之後（如下步驟(1)~步驟(4)所示，其合格基

準參照最新技術規則），再依下述步驟(4)計算其得

分率Ren1。

圖2-2.1 日常耗能以建築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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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Yes!

圖2-2.2 EEWH-GF日常節能評估步驟

（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Uar評估：

廠房建築外殼第一項需要檢討合格的項目為屋頂構造平均熱傳透率Uar，其合格判

斷式如下：

Uar＝Σ（Ari × Uri + Agi × Ugi） /Σ（Ari+Agi）≦Uars  --------------- (2-2.1)

其中

Uar：屋頂構造平均熱傳透率[W/(㎡.K)]

Uri：屋頂不透光部位熱傳透率[W/(㎡.K)]，依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之規定計算。

Ugi：屋頂透光部熱傳透率[W/(㎡.K)]，依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之規定計算。

Ari：屋頂不透光部位水平投影面積(㎡)。

Agi：屋頂透光部位水平投影面積(㎡)。

Uars：屋頂構造平均熱傳透率基準值[W/(㎡.K)]，參照建築技術規則最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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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光天窗部分之平均日射透過率HWs之評估:

廠房建築外殼第二項需要檢討合格的項目為室內門廳走道與居室等空間之透光

天窗日射透過率HWs，如設有水平仰角≦80度的透光天窗水平投影總面積HWa大於

1.0m2時（仰角＞80度或面積1.0m2以下時免檢討），依下式檢討其透光天窗日射透過率

HWs：

HWs＝Σ（(1.0-Khi)×ηi×Agi）/ΣAgi ＜ HWsc -----------------------（2-2.2）

其中

當HWa ＜30 m2時，HWsc＝0.35 --------------------------------------（2-2.3a）

當HWa ≧30 m2且＜230 m2時，HWsc＝0.35－0.001×（HWa－30.0）（2-2.3b）      

當HWa ≧230 m2時，HWsc＝0.15 ------------------------------（2-2.3c）

其中

HWs：透光天窗部分之平均日射透過率，無單位

HWa：天窗水平投影總面積（m2），天窗包括窗框與玻璃部分，窗框不可除外計算。

HWsc： 水平透光開窗日射透過率基準，無單位，若為半透光薄膜或半透光PC版，因均小

於0.15，故免檢討。

Agi：屋頂透光部位水平投影面積(㎡)。

ηi：i部位玻璃日射透過率。

Khi： 天窗內外遮陽對天窗之遮陽係數，無單位。依建築物節約能源技術規範規定計算。

（3）外殼玻璃之可見光反射率Rvi之評估：

廠房建築外殼第三項需要檢討合格的項目為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Rvi。根據建築設

計施工編308條之1規定，為了防止玻璃反光公害對於交通安全、生活隱私與動物生態之傷

害，要求所有設置於建築外殼（包括開窗、外牆、屋頂）上玻璃之可見光反射率必須低於

建築技術規則所規定的基準值，其檢討如下式：

玻璃可見光反射率Rvi＜0.2，i=1~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4）

（4）ENVLOAD指標合格評估與分項得分率Ren1： 

       廠房建築外殼第四項需要檢討合格的項目為其廠務部分的ENVLOAD指標，由於廠房

建築（C類第一、二組）只被要求檢討非倉儲製程部分的ENVLOAD指標，其它倉儲製程部

分只檢討屋頂隔熱規定。為了維護建築外殼節能設計與建築外觀整體機能的合理平衡，現

行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設定廠房建築非倉儲製程部分之外殼節能極限值EVmin如

表2-2.1所示。本評估要求外殼節能效率EEV20％以上的水準，亦即要求EEV值不得小於0.2

之意，其計算與判斷如式2-2.5所示。最後，其外殼節能之分項得分率Ren1設為EEV即可，

亦即ENVLOAD指標達到外殼節能極限值EVmin即為滿分之意，其計算如式2-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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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廠房建築非倉儲製程部分ENVLOAD基準值與其節能極限值

氣候分區 基準值EVc 外殼節能極限值EVmin

北區 <150 kWh/m2.yr <108 kWh/m2.yr

中區 <170 kWh/m2.yr <118 kWh/m2.yr

南區 <180 kWh/m2.yr <123 kWh/m2.yr

     
   EEV＝(EVc–EV)/(EVc–EVmin) ≧ 0.2------------------------------------（2-2. 5）

        系統得分Ren1＝EEV，且0.2≦Ren1≦1.0---------------------------------（2-2. 6）

其中

Ren1 : 建築外殼節能得分率，無單位

EEV：建築外殼節能效率，無單位

EV、EVc：ENVLOAD指標設計值，ENVLOAD指標基準值，見表2-2.1

EVmin：外殼節能極限值，見表2-2.1

B. 空調節能指標逐項評估法

廠房建築可能同時擁有採用個別空調及負壓風扇系統

之非中央空調系統，以及中央空調系統部分之空間。EEWH-

GF的空調節能逐項評估法，必須將非中央空調部分與中央空

調系統部分之範圍界分清楚，對於非明顯裝設中央空調系統

之一般居室空間，不論已裝或未裝空調機，均應視同採個別

空調系統來評估。為了防止申請單位規避空調審查，本手冊

對於建築空間複雜、無通風採光的居室空間、大型空間等，明顯無法以個別空調系統達成

者，或設有空調機房的建築物，均認定為中央空調系統，不得以個別空調系統的建築物為

藉口來逃避本指標之規範。另外，14kW冷卻能力以上冰水機、非單體機組、變冷媒量熱源

系統或箱型機系統，必須視同中央空調系統來審查其空調節能效率。

假如同一申請案同時具有中央空調系統、負壓風扇系統與非中央空調系統三部分。先

依非中央空調或中央空調計算式，計算其空調系統節能效率EAC1~EAC3，再依空調樓地

板面積加權計算其最終EAC值，假如某案只有單一空調系統，則一次計算其EAC值即

可。最後再以EAC值由式(2-2.7)求其系統得分率Ren2。式(2-2.7)之意義，在於假設系統

節能效率越高得分越高，當EAC＝1.0時（即毫無節能設計）得零分，EAC≦0.4時則可

達該指標滿分之水準。上述EAC及樓地板加權計算內容及公式請依EEWH-BC手冊。

R e n 2 ＝ 1 . 6 7  - 1 . 6 7  ×  E A C ， 且 0 . 0 ≦ R e n 2 ≦ 1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7 )   

其中

Ren2 : 空調節能得分率，無單位

EAC：空調系統節能效率，依EEWH-BC手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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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照明分項節能評估法

      在「逐項節能評估法」中關於照明節能得分率之計算如式

(2-2.8)所示，此式依據主要作業空間所計算之室內照明效率EL

來評分，EL為1.0以上時為0.0，EL為0.5以下時為滿分1.0。EL依

照EEWH-BC手冊計算，在此不予贅述。

Ren3＝2.0×( 1.0 - EL )，且0.0≦Ren3≦1.0 --（2-2.8）

其中

Ren3 : 照明節能得分率，無單位

EL：室內照明系統效率，無單位，依EEWH-BC手冊計算

2-2.1.2 選項二：能源成本評估法

以上所述林林總總為日常節能的「逐項節能評估法」，此法只要依2-2.1.1逐項節

能評估法規定逐一計算評估即可，但此法對建築外殼規定較為嚴格，對於空調性能規

定較無彈性，假如逐項評估法實行上有困難時，可採取本節「能源成本評估法」來評

估，其好處是不必遵守逐項合格之限制，可納入空調機械效率與控制效率之彈性動態

評估，可截長補短取得最佳設計，但此評估必須花更多酬勞委由空調專業者動用複雜

計算軟體才能完成，此乃申請者必須權衡輕重以定取捨之處。

「能源成本評估法」必須依其設計之「設計模型Proposed Model」以及標準化之

「基準模型Baseline Model」，各分析其能源成本，只要「設計模型」之能源成本低於

「基準模型」之能源成本即可合格，在此所謂能源成本乃是空調與照明全年之耗電

量，其單位為kwh/yr。本手冊對其解析軟體之規定，可採用國際通用的DOE、e-Quest、

EnergyPlus等軟體，遵循ASHRAE標準來模擬，最後關於日常節能指標之得分計算，本

手冊以相對於「基準模型」之節能百分比，作為得分計算之依據，如式(2-2.9)所示。                                

e-Quest等軟體之解析，依照ASHRAE90.1 appendix G關於「基準模型」外殼開窗率

的設定，對廠房來說較不合理，原ASHRAE設定基準模型為40%的立面開窗率，但在台

灣大部分密閉型作業廠房為了製程空調需求，其開窗率皆小於5%以下，故若密閉型作

業廠房之標準模型立面開窗率設定，僅考量逃生口與梯間開口之設置，應設定為5％，

而辦公、展示、餐廳等廠務部份以及以人員作業為主的辦公型製程廠房空間之標準模

型開窗率則設為40％，在潔淨室則設為無開窗，以避免標準模型過於寬鬆，而失其評

估之客觀性。以上種種規定可歸納如表2-2.2所示，申請資料必須明示「基準模型」與

「設計模型」之差異才能知其節能效益。另外，由於再生能源已於2-2.4 節中另有獨立

優惠計分，假如有再生能源設施，在本能源成本分析中也不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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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3 EEWH-GF 廠房能源成本分析概念

「能源成本評估法」解析後的空調節能指標得分率Ren4，乃是以設計模型對標準

模型的節能比例來評分，在此設定對標準模型能源成本節省三分之一以上時可得滿

分，其得分率Ren4計算如下：

Ren4 ＝ 3.0 × （SEC-DEC）/ SEC，且0.0≦Ren4≦1.0 --------------（2-2.9）

其中

Ren4：動態能源解析得分率，無單位

SEC：標準模型能源成本（kWh/yr）

DEC：設計模型能源成本（kWh/yr）

另外，以「能源成本評估法」申請者，必須提出下列資料以利審查：

1. 解析方法概說(內含解析人員資格及簽證、解析軟體、氣象資料等說明)

2. 「設計模型」與「基準模型」之差異比較表(內容包括建築設計、室內條件、設

備設計、使用排程之條件差異，必須附上可供查核驗證之相關圖說)

3. 「設計模型」與「基準模型」之耗能計算書(內含輸入出條件、逐月耗能與全年耗

能輸出)

4. Ren4得分率計算書(內含可供查核驗證之相關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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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能源成本評估法關於設計模型與基準模型的設定條件規定

設定條件 設計模型 基準模型

氣候資料
氣象資料以台灣平均氣象年資料為基準，依該基地之最新版標準氣象年資料，計算全

年8760小時，模擬建築物的耗能表現。

外殼區

設定

依設計提案之狀況

建立模型。

依提案之設計狀況建立基準模型。但以下條件需另外設定：

1、 垂直牆面開窗率平均於建築物四周：以機械、貨品存放為主的

密閉型製程廠房或倉儲空間5％，辦公、餐廳、展示等廠務部

份或以人員作業為主的辦公型製程空間為40％，潔淨室為0%。

若設計案開窗率不超過上述，則標準案開窗率設定與設計案相

同。設計案開窗率超過上述，則標準案開窗率以上述為限。

2、 屋頂或天花板開窗面積設定0％。

3、 方位：將基準模型依0°、90°、180°、270°模擬四次，再取四次平

均值為基準案之數值。

遮陽設定 依設計提案設定。 無

材料與

結構

與設計提案相同設

定。
外牆隔熱U值材料需依建築技術規則最低標準設定。

室內空間

設定資料

照明與設計提案相

同設定。

照明依EEWH-BC手冊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密度基準LPDcj設定，

其他未規定空間依設計現況設定。

室內人員、設備、使用排程、室內溫濕條件依實況合理設定，提案與標準模型須相

同。

熱水、

HVAC系統
依設計案實況設定

依建築物類型、燃料、設備形式、效率等，選擇ASHRAE Std_90.1 

2013規範內指定之標準類型。

2-2.2 空調系統性能查核

本指標為二項必要門檻指標之二，其目的在於確保空調系統性能無誤，為空調系統正常

完工驗收之必要工作。空調系統性能查核，乃為了消除建築物完工後之實際使用狀況與原

先於設計階段預估之差異，採用適當之空調系統性能查核，使其運轉處於最適化狀態，而

達到良好之能源效率之作業流程。空調系統性能查核方式及項目，依據附錄3『綠建築空

調系統性能查核項目明細表』執行。

本指標適用於空調系統主機容量超過500RT以上之大型中央空調廠房，對於單一空調系

統主機容量500RT以下之中央空調廠房或非中央空調型之廠房（含個別空調與水簾或負壓

風扇系統），則免除本指標之評估。

本指標參照世界先進國家執行性能驗證之制度，依據台灣本土建築業現有條件與環境，

配合現有採購政策與會計制度，只針對主機、送風、送水、冷卻塔等四個系統之部分設備

及冰水系統耗電(kW/USRT)情況進行空調系統性能查核，以建立本簡易型建築空調系統性

能確認制度，是兼顧實務可行性且對性能控制大致有效的方法。在執行本指標的申請單位

必須先進行空調系統之TAB之工作並於完成後交付報告，本指標對於空調系統性能確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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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委託空調性能查核專業人員依據照附錄2所示的「空調系統性能查核簡易原則」及附錄3

「綠建築空調系統性能查核項目明細表」執行。對於符合主機容量500RT以上之大型空調

廠房，申請EEWH-GF候選證書或標章時，必須提出附錄2所示表格作為審查依據，並撰寫

成「空調系統性能查核報告書」以提呈評定專業機構審查，但量測查核設備對象只要達總

設置數量之5%以上，抑或針對不同機種各抽取一件即可。本項TAB為義務式規定，符合單

一空調系統主機容量超過500USRT者必須強迫執行，但並無得分計算，因此其得分率Ren5

設為零即可。

2-2.3 綠色交通指標評估

國際上對於利用綠色交通工具節能減碳皆有共 

識，各國對於「綠色交通」 的作法大多為大眾交

通工具、非石化交通工具的使用，亦有減低石化

交通工具使用量的制度與做法，如：合租共乘、

合車共乘制、電動車、自行車道系統等，不論何種作法皆有助於地球節能減碳之效。

本綠色交通之評分法依表2-2.3~4讀取各小項得分率 R 6 i 後再累算成本指 標的得分率 

Ren6，如式2-2.10所示。本評估小項共有8小項，得到其中5項以上者即可得滿分（Ren6

＝1.0）。

Ren6＝ΣR6i，且0.0≦Ren6≦1.0 -------------------------------------（2-2.10）

表2-2.3 綠色交通簡易評估表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得分率R6i

1. 捷運或公車
甲類廠房周邊800m範圍內有捷運站或公車站。 0.3

乙類廠房周邊1200m範圍內有捷運站或公車站。 0.3

2.
廠房公車或制度化汽車共
乘系統

廠房設公用汽車或社區共乘服務系統。 0.2

3. 電動汽車或電動摩托車
廠房設有電動汽車或電動摩托車車專用停車場者與
加電站者。

0.2

4. 自行車租用制度
廠房設自行車租用站且與周邊公共交通站區域形成
系統者。

0.2

5. 自行車道
廠房內與周邊社區均劃設自行車專用道或自行車專
用道路系統(寬度>1.5m，道路單側設置即可)

0.2

6. 自行車停車場 廠房設有表2-3.4所示之充足自行車停車場者。 0.2

7. 雇用在地居民 雇用在地里或村鎮居民達本國籍員工三成以上者。 0.5

8. 提供員工宿舍 在場周邊一公里內提供兩成以上員工宿舍者。 0.5

註：甲類廠房 : 位於工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之廠房，乙類廠房 : 非都市計畫區內之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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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4  廠房自行車專用停車位數量密度

廠房總人數 n 自行車停車位設置比例

n<200 1/20

200 ≦ n < 600 1/30

600≦ n <1000 1/65

1000≦ n <2000 1/90

2000≦ n 1/100

2-2.4 再生能源指標評估

本手冊所謂的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熱水、太陽能

發電、風力發電、其他再生能源與基地內造林等五

項，其評估是以非製程倉儲部分之30%建築面積裝滿

太陽能光電設施的發電量，或購入之再生能源電量之

抵碳量為基準值Cn’，再以各種再生能源設計量換

算其抵碳量（設計容量乘上表2-2.5所示的抵碳量基準

值），以其比例做為此項目之得分率Ren7，其評估如

下2-2.11式所示。在此，設計者可從五種再生能源中因地制宜，選取高效率且符合

美學要求的再生能源來設計，發揮設計之最大彈性。

Ren7 ＝ Cn / Cn’，且0.0≦Ren7≦1.0 ----------------------------- (2-2.11)

Cn ＝ 2.09 ×E1＋0.529×E2＋0.529 × E3 ＋0.529×E4+1.5× E5-- (2-2.11a)

Cn’＝0.3 ×A1 × Cn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11b)

Cni ＝ 0.529 × 365 × SPV -------------------------------------------------- (2-2.11c)

其中

Ren7：再生能源設施得分率，無單位

Cn: 最大設計抵碳量（kg/yr）。

Cn’: 最大抵碳量基準（kg/yr）。

Cni： 以太陽能光電為基準之再生能源抵碳係數（kgCO2e/(m2.yr)）

SPV：太陽光電發電量基準值kWh/(m2.day)，由圖2-2.4讀取

E1:  太陽能熱水所節約的全年天然瓦斯量（m3/yr），檢附計算書與性能證明。

E2： 太陽能光電所產生的年發電量或購入之太陽能光電之發電量（kWh/m2.yr），檢附

計算書與性能證明。若為購入之電量需檢附再生能源憑證，且承諾未來5年皆會

購入與第1年同樣之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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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風力發電所產生的年發電量或購入之風力之發電量（kWh/yr），檢附計算書與性

能證明。若為購入之電量需檢附再生能源憑證，且承諾未來5年皆會購入與第1年同

樣之電量。

E4：其它再生能源(如生質能、地熱......等) 所產生的年發電量或購入之其它再生能源發電

之發電量（kWh/yr），檢附計算書與性能證明。若為購入之電量需檢附再生能源憑

證，且承諾未來5年皆會購入與第1年同樣之電量。

E5：基地內喬木面積（m2），檢附計算書與圖說。(面積依EEWH-BC綠化量指標計算)

A1：非製程倉儲部分之建築面積(m2)，若製程倉儲部分與非製程倉儲部分混雜使用者，以該兩

        部分之樓地板面積比例計算其建築面積。

表2-2.5 再生能源抵碳量換算法

評估項目 認定條件

E1.太陽能熱水 以年熱水設計值換算成天然瓦斯LNG抵碳量，換算係數請依據最新公告值

E2.太陽能光電 以年發電量設計值換算成抵碳量，換算係數請依據最新公告值

E3.風力發電 以年發電量設計值換算成抵碳量，換算係數請依據最新公告值

E4.其他再生能源
以年發電量設計值或購入之其它再生能源發電之發電量換算成抵碳量，檢附
計算書與性能證明

E5.造林（基地內） 以造林面積視為人工林面積來換算成抵碳量，換算係數為1.5 kgCO2e/(m2.  yr)

圖2-2.4 太陽光電發電量基準值kWh/(m2.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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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減廢指標群

EEWH-GF關於減廢領域的評估，包括C O 2減量指標、營建廢棄物減量指標、水資

源指標（生活節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指標等四項，其評估內容如下所示：

2-3.1 建築CO2減量指標評估

2-3.1.1 評估公式

C O 2 減量指標是以減少建材用量、減少建材生產

與運輸耗能為目的，在學理上的精密評估，必須由建

材使用量、與建材生產運輸之C O 2 排放量統計量來解

析，但由於建築物各類建材的正確使用數量難以取得

與查證，使其評估法難以實用化，有執行上的困擾，

因此本手冊乃採用簡易的綠色構造評估法來進行。所

謂低碳、節約建材的建築構造評估，其最大影響因素

在於「結構合理化」、「建築輕量化」、「耐久化」

與「再生建材使用」等四大範疇。本指標乃依此四大

範疇之特徵創立下述簡易實用的評估法，以讓建築設

計者能輕易操作控制CO2排放量之影響因子，並落實

政府推廣綠建築政策的美意。

基於節約建材之觀點，在此採用EEWH-BC手冊所述CO2減量指標之綠構造係數

CCO2為指標，本指標之得分率Rw1之計算如式2-3.1所示，其意義在於CCO2達到0.8開始

起算得分，達到0.4以下時可得滿分。假如為舊廠房再利用之開發案，因為可減少大量

建築軀體之拆除廢棄物，經申請者提出說明並經評定專業機構認定達到廢棄物減量效

果後可直接令Rw1＝1.0而得滿分。假如為部分比例之舊建築物利用案例，則依其新舊

建築部分分別計算其Rw1，再以新舊建築面積比例計算其Rw1。

Rw1＝2.0 － 2.5 × CCO2 ， 且0.0≦Rw1≦1.0 -------------------------（2-3.1）       

上述CCO2計算內容及公式請依EEWH-BC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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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營建廢棄物減量指標評估

2-3.2.1 評估公式

本廢棄物減量指標得分率Rw2，以營建污染指標

PI式來換算，其營建污染指標PI請參照EEWH-BC所計

算之工程平衡土方、施工廢棄物、拆除廢棄物之固體

廢棄物以及施工空氣污染等四大營建污染源比例來計

算。式2-3.2得分率Rw2方程式，以過去EEWH-BC審查

案例之經驗，以營建污染指標PI達1.5時為滿分，以PI

高於3.5為零分設計而成。

假如為舊廠房再利用之開發案，因為可減少大量

建築軀體之拆除廢棄物，經申請者提出說明並經評定專業機構認定達到廢棄物減量效

果後可直接令Rw2＝1.0而得滿分。假如為部分比例之舊建築物利用案例，則依其新舊

建築部分分別計算其Rw2，再以新舊建築面積比例計算其Rw2。

Rw2＝1.75－0.5 × PI ，且0.0≦Rw2≦1.0 -------------------------------(2-3.2) 

上述 PI 計算內容及公式請依EEWH-BC手冊。

圖2-3.1 廢棄物減量指標在於減少施工中與拆除後之環境污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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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水資源指標(生活節水)

2-3.3.1 水資源指標評估公式

本指標指針對工廠內供公眾使用之生活用水水栓為評

估對象，對於工業用水或專供清潔用途之水栓不列入評

估。此指標之計算完全依照EEWH-BC手冊規定辦理，其中

中水利用於澆灌、沖廁可視為大耗水項目之彌補措施，但

用於生產製程之回收水為工業主管單位之管轄，不應納入

本指標彌補措施之項目。本指標以EEWH-BC水資源指標WI

為變數，其得分率Rw3依下式來計算，此式以得分1.0為滿

分設計而成。

Rw3＝WI÷5，且 0 .0  ≦ Rw3  ≦ 1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 3）

W I ＝ ( a + b + c + d + e + f +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3 . 4 ）

其中：

WI：水資源指標，無單位

a：大便器省水器材得分，無單位

b：小便器省水器材得分，無單位

c： 供公眾使用水栓省水器材得分，無單位

d：浴缸或淋浴得分，無單位

e：雨中水設施得分，無單位

f：空調節水得分，無單位

g：智慧水表得分，無單位

上述WI、a、b、c、d、e、f、g計算內容公式及計算案例請依EEWH-BC手冊。

2-3.4 生活污水及垃圾指標評估

本手冊所謂的污水及垃圾處理只針對日常生活

所產生的污水與垃圾之環保設施來評估，另外製程

的事業廢棄物部分屬於工業局管轄的清潔生產評估

部分，不列為本手冊的評估範圍。本指標評估分為

生活污水與垃圾兩部分，其評估必須依表EEWH-BC

版來評估，並求得垃圾改善指標得分GI之後，可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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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分率Rw4如下式所示：

Rw4=(ΣGi-8)/10 ,且ΣGi≧10 , 0.0≦Rw4≦1.0--------------------------（2-3.5）

其中：

GI：垃圾改善指標得分，由EEWH-BC版求得

Gi：垃圾處理措施獎勵得分(分)

2-4 健康指標群

本指標只針對非製程倉儲部分空間進行評估，倉儲及製

程空間不納入評估。

2-4.1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本指標分CO2濃度監測、CO濃度監測等兩部分，其此

兩部分內容說明如下述，其得分率計算如式2-4.1所示，其

中兩項評估中每項合格之得分率Rh1i為0.5，兩項全合格者

得滿分，即總得分率Rh1＝1.0。

Rh1＝ΣRh1i，i＝1~2，且0.0≦Rh1≦1.0  -（2-4.1）

A.CO2濃度監測

本手冊為了優質健康環境起見，要求遵照國際標準ASHRAE62(2013)有關室內空氣

品質的標準。凡合乎下列規定者，本項得分率Rh11為0.5，否則為零。

安裝CO2濃度監測器之位置，需於人員密集度高或變化大之室內居室(如會議室、

員工餐廳)以及需要自然通風之空間，每一空間至少設置一處監測顯示器，CO2偵測裝

置設置空間範圍應佔居室總樓地板面積30%以上，同時在空調回風路徑必設置CO2偵

測器，當回風CO2濃度超過1000ppm，監測器應能連動警報器並能指示通風系統調整風

量。申請者必須檢附CO2濃度監測器與通風系統控制之系統圖以供查核。

B.CO濃度監測

本指標針對室內停車場及其他有CO氣體產生疑慮之空間進行CO濃度監測之評

估。本手冊以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室內空氣中CO濃度需小於9ppm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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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來辦理。凡合乎下列規定者，本項得分率Rh12為0.5，否則為零。

於地下室及室內停車場或其他會產生CO氣體之空間（鍋爐間、廚房、燃燒實驗室

等）應設置CO濃度偵測器並與送風機、排風機連線動作，除可定時進行抽排風換氣

外，更可以在一氧化碳偵測器測得空間內一氧化碳濃度超過標準值時，連帶啟動排風

機將室內濃煙廢氣排除，再經送風機提供過濾後的新鮮空氣，營造清新、有氧的室內

空間（附系統圖說），無上述產生CO氣體之空間者，本項不予計分。申請者必須檢附

CO濃度監測器與通風系統控制之系統圖以供查核。

圖2-4.1 一氧化碳偵測器設置實例

2-4.2 音環境指標評估

音環境之評估主要包括空氣傳音、固體傳音兩個

部分。空氣傳音的控制方法以隔絕噪音為主，其評估

在於選擇隔音性能良好的牆板及開口部構材來對應。

音環境之評估請參照EEWH-BC手冊表2-7.1之構造說明

與圖例，並依該手冊表2-7.2音環境項目評估A～B分項

得分，再計算本指標之得分率Rh2，如式2-4.2所示。

Rh2＝(A＋B)÷100，且0.0≦Rh2≦1.0 ------（2-4.2）

其中

A：外牆及分界牆得分，無單位

B：外牆開窗構造得分，無單位

上述A、B各變數之評估請參照EEWH-BC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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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 案例計算實例

一、建築空間基本資料： 

(一)  用途－廠房：1F~5F為實驗廠房，6F為機械空間，地下室為停車空間及機電空

間， 1F~5F樓高5.5m，6F樓高3.4m，地下室樓高4.5m。

(二) 空間大小：本棟建築物為廠房使用。 

(三) 構造：外牆為RC外牆20cm，樓版為15cm RC樓版。

(四)  開窗立面圖：如立面圖所示，本棟建築物開窗部份大多為固定窗及橫拉窗，玻

璃厚度為6mm及10mm，玻璃全面採用清玻璃。

二、音環境指標計算與檢討：

STEP 1判斷外牆材料特性，RC外牆依分類屬A1，評比後A=50。

STEP 2判斷開窗特性，依分類屬B4，評比後B=30。

STEP 3代入公式，計算其得分率Rh2＝(A＋B)÷100＝(50＋30)÷100＝0.8分

2-4.3 光環境指標評估

光環境評估分自然採光與人工照明兩部分、三個項目

來評估，並依EEWH-BC表2-7.2評估D～F之分項得分，再計

算本指標之得分率Rh3，如式2-4.3所示。

Rh3＝(D＋E＋F)÷100，且0.0≦Rh3≦1.0 -（2-4.3）

其中

D、E：自然採光環境之玻璃透光性及自然採光得分

F：人工照明環境得分

上述D、E、F各變數之評估請參照表EEWH-BC表2-7.2計算。

在自然採光部分首先評估玻璃對可見光的透光性，在此鼓勵採用明亮的清玻璃或

low-E玻璃，而對高反射玻璃予以最低之評價（因容易造成室內陰暗與反光公害）。有

鑑於此，本評估對於辦公室、娛樂室、餐廳等非製程之一般居室空間，儘量鼓勵其善

儘自然採光開窗之設計以提昇室內環境品質，但是對於非居室或製程空間，則不予自

然採光之評估。此自然採光之評估必須針對EEWH-BC附錄3所規定之空間，以平面圖

繪製可採光面積來求得自然採光性能NL，然後依EEWH-BC表2-7.2來評估。

在人工照明評估部分，為評估燈具之眩光影響。燈具與背景輝度對比等皆會影響

眩光之有無，但是為了簡化與操作之方便，本手冊僅以格柵、燈罩或具有類似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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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燈具之眩光防護設施來作評估之依據，其目的在於確保視覺健康與舒適。防止照

明眩光之方法並非難事，只要慎選具有燈罩防止裸露燈管直接照射眼睛之燈具即可，

一般辦公室均已普遍採用之高反射塗膜處理的格柵日光燈均具有良好的眩光防護效

果。此眩光之評估只是針對門廳、會議室、教室或辦公空間進行評估，對於非居室或

製程空間則不予評估以免產生困擾。

2-4.4 通風換氣指標評估

廠房建築屬於採ENVLOAD指標之空調型建築，其通風換氣指標評估主要評估人員

常在的廠務、辦公部分之居室空間，製程與倉儲空間不在評估範圍內，評估對象分為

（1）可自然通風空間，以及（2）全年空調型空間兩部分之居室空間換氣評估。本指

標之得分率Rh4之評估依下2-4.4式所示。

Rh4＝（G1×A1＋G2×A2）/（A1＋A2）÷100 ，0.0≦Rh4≦1.0------（2-4.4）

其中

G1：倉庫、製程空間以外之居室空間，採季節性自然通風之「非全年空調空間」之自然通

風得分，無單位

G2：倉庫、製程空間以外之居室空間，採密閉設計之「全年空調空間」之外氣設計得

分，無單位

A1：可自然通風空間（非中央空調空間）部分之總面積（m2）

A2：中央空調空間部分之總面積（m2）

所謂「全年空調空間」是指窗戶幾乎全密閉設計而完全依賴空調維生的空間，

「非全年空調空間」是指在全年或部分季節採用開窗對流方式，來達到換氣以維繫健

康的目的。「全年空調空間」之判斷主要在其窗戶大部分為密閉不可開關，而以AHU

或FCU、VRV中央空調配管系統設計為主，「非全年空調空間」之判斷主要在於窗戶

大部分可開啟，其空調方式多採窗型或分離式冷氣機，在冬天停機並開窗以通風。

「全年空調空間」必須有專用外氣配管系統才能確保足夠的外氣量，因此本指標必須

檢視其是否設專用外氣系統才算合乎健康之要求，亦即在AHU系統應有外氣專用引入

口，在FCU或VRV系統需有獨立新鮮外氣配管系統，其外氣設計得分G2，必須以空調

外氣配管圖來評估。另外，完全不設空調之居室空間，或設有分離機或窗型機空調的

居室空間，皆視為「非全年空調空間」，通常在不開空調的涼爽季節必須以開窗來確

保其換氣，其自然通風得分G1，必須以建築平面繪圖方式來評估。G1與G2之評估請依

EEWH-BC表2-7.2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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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室內裝修指標評估

室內裝修指標是除了倉庫、製程空間以外之全棟居

室空間之建材使用與裝修做檢討，主要以EEWH-BC手冊

所規定之「整體裝修建材」及「綠建材」以及「其他生

態建材」三部分來評估，得分H～O分項得分，再計算本

指標之得分率Rh5，如式2-4.5所示。

R h 5  ＝  ( H ＋ I + J + K + L + M + N + O ) ÷ 1 0 0 ，

且 0 . 0 ≦ R h 5 ≦ 1 . 0   - - - - - - - - - - - （ 2 - 4 . 5 ）

其中

H：整體裝修建材之評估，無單位

I：綠建材之評估，無單位

J～O：其他生態建材之評估，無單位

室內建材裝修評估只針對倉庫、製程空間以外之居室空間來評估，其評估大項包

括「整體裝修建材」得分H、「綠建材」得分I，以及「其他生態建材」得分J～O。這

些得分之評估法均依EEWH-BC表2-7.2中的室內建材裝修項目來執行之。



35

附錄1、EEWH-GF申請專用表格
附表1-1    EEWH-GF評估架構與計分權重換算表       2019年版

申請項目： 綠建築標章□   候選綠建築證書□

一、建築物名稱:

二、建築物概要:

地下□層    地上□層造    □□構造    □□□類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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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本系統配分，分為非中央空調型廠房，中央空調型工廠

門檻
指標

指標項目 設計值 系統得分率R

配分W
得分S
＝R×W非 中 央

空調
中 央
空調

綠化量指標 TCO2= Rec1＝ 10 10

基地保水指標 λ= Rec2＝ 7 7

◎
日 常 節
能指標

分 項
評 估
or

外殼節能 EEV= Ren1＝ 18 9

空調節能 EAC= Ren2＝ 9 18

照明節能 EL= Ren3＝ 8 8

能源成本評估 DEC= Ren4= 0 35

測試調整平衡TAB Ren5＝0 - -

綠色交通 ΣR6i= Ren6＝ 3 3

再生能源設施 Cn= Ren7＝ 4 4

建築CO2減量 CCO2= Rw1＝ 5 5

營建廢棄物減量 PI= Rw2＝ 5 5

水資源指標 WI= Rw3＝ 5 5

生活污水、垃圾設施 ΣGi= Rw4＝ 3 3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管理

CO濃度監測
ΣRhli= Rh1＝ 3 3

CO2監測

音環境 A+B+C= Rh2＝ 5 5

光環境 D+E+F= Rh3＝ 5 5

通風換氣環境 (G1+G2)÷100= Rh4＝ 5 5

室內建材（低揮發） (H+I+J+K+M+N+O)÷100= Rh5＝ 5 5

創新技術優惠加分 依認定得分 - -

總分 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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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2     EEWH-GF 綠色交通指標評估表                  2019年版

須檢附證明文件(路線圖與照片)

甲類廠房：位於工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之廠房，乙類廠房：非都市計畫區內之廠房

1.
捷運或公車 

（附路線圖）

下列二者擇一 No Yes, 得分率0.3

甲類廠房周邊800m範圍內有捷運站或公車站。

乙類廠房周邊1200m範圍內有捷運站或公車站。

2.
廠 房 公 車 或 制
度 化 汽 車 共 乘
系統

廠房設公用汽車或社區共乘服務系統。 Yes, 得分率0.2

3.
電 動 汽 車 或 電
動摩托車

房設有電動汽車或電動摩托車車專用停車場者與加電
站者。

Yes, 得分率0.2

4.
自 行 車 租 用 制
度

廠房設自行車租用站且與周邊公共交通站區域形成系
統者。

Yes, 得分率0.2

5. 自行車道
廠房內與周邊社區均劃設自行車專用道或自行車專用
道路系統(寬度>1.5m，道路單側設置即可)

Yes, 得分率0.2

6. 自行車停車場 廠房設有表2-3.4所示之充足自行車停車場者。 Yes, 得分率0.2

7. 雇用在地居民 雇用在地里或村鎮居民達本國籍員工三成以上者。 Yes, 得分率0.5

8.. 提供員工宿舍 在場周邊一公里內提供兩成以上員工宿舍者。 Yes, 得分率0.5

系統得分率  Ren6＝ΣR6i＝                        

附表1-3    EEWH-GF 再生能源指標評估表           2019年版

評估項目   設計值 換算係數 抵碳量（kg/yr）

E1、太陽能熱水 m3 × 2.09kgCO2e/m3

E2、太陽能光電 kWh × 0.529kgCO2e/kWh

E3、風力發電 kWh × 0.529kgCO2e/kWh

E4、其他再生能源 kWh × 0.529kgCO2e/kWh

E5、造林（基地內） m2 × 1.5 CO2kgCO2e/(m2. yr)

總抵碳量Cn ＝ 2.09 × E1＋0.529 × E2＋0.529 × E3 ＋0.529×E4+1.5× E5＝

基地基準抵碳量Cni ＝ 0.529 × 365 × SPV（查圖2-2.4）＝

Cn’＝0.3×A1 × Cni ＝

Cni/Cn＝

※上述項目，需檢附計算書與性能證明，造林需附造林面積圖說與照片證明。

系統得分率  Ren7＝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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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空調系統性能查核簡易原則

本原則規定建築物空調主機總容量超過(含)500USRT以上時，申請單位需委託執業冷

凍空調技師，完成本原則空調設備性能查核，並撰寫成「空調系統性能查核報告書」，提

交評定專業機構評定。

一、空調系統性能查核作業之內容

由於空調設備及節能產品市場型式眾多，在此僅提供常用空調設備性能量測驗證準

則，未提列部份由申請單位自行提供設備系統性能查核方法與流程，供綠建築技術認定小

組審查。本原則空調系統性能查核規範依據冷凍空調技師公會所出版之「空調系統性能確

認(Cx)及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

針」或相關規範最新版來執行，提供以下簡易空調系統性能查核程序作業準則以供遵循。

空調系統性能查核作業至少應包括以下四項內容：

1.  空調設備單機運轉性能量測驗證（以附表2-1～2-4提出）查核抽測比例為5% 但最

    少要一台。

2. 空調設備系統連續運轉耗能記錄(冰水系統的24Hr連續運轉紀錄7天計算空調設備系

    統耗能比(kW/USRT)參考附表2-5)。

3. 附錄3『綠建築空調系統性能查核項目明細表』內項目

4. 空調系統性能查核報告書

空調系統性能查核，其目的為了解空調設備新建或改善前後之運轉效率，進而查核

節能成果，空調工程完成後空調設備系統連續運轉耗能記錄於報告書中說明需驗證查核之

連續記錄之方式，運轉耗能記錄可於空調設備系統掛表量測或透由中央監控記錄而得之。

最後做成分析與結論說明系統情況。

二、空調系統性能查核測試程序

2-1空調主機性能查核程序

空調冰水主機、熱回收空調主機、熱泵主機之性能量測皆可參考以下量測方法。 

A、測試儀器規格：請參考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儀器選用及校正規

       定。

B、測試項目：

1. 冷凝器性能 : 冷卻水流量、冷卻水入水溫度、冷卻水出水溫度、冷卻水溫差、冷凝

器能力。

2. 冰水器性能 : 冰水流量、冰水入水溫度、冰水出水溫度、冰水溫差、冰水器能力。

3. 主機電力狀態 : 三相電壓、三相電流、功率因數、三相平均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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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組性能 : 機組熱平衡值10%以內、單位噸位耗電量、COP。

C、量測方法與要求：

    空調設備系統性能確認規範依據冷凍空調技師公會所出版之「空調系統性能確認(Cx)及

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或

國際相關規範來執行。取樣方式為連續60分鐘，每分鐘自動取樣一筆性能資料，且不得中

斷取樣，熱平衡值10%內方為有效取樣樣本。

附表2-1 空調主機性能查核測試表

空調主機性能查核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測試日期

委託單位 會測人員

測試單位
測試人員

測試設備編號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電壓值 (V)

2 三相電流值 (A)

3 三相平均功率值 (kW)

4 三相平均功率因數 (%)

5 冷卻水入水溫度 (℃)

6 冷卻水出水溫度 (℃)

7 冷卻水流量 (LPS)

8 冷凝器能力 (kW)

9 冰水入水溫度 (℃)

10 冰水出水溫度 (℃)

11 冰水流量 (LPS)

12 冰水器能力 (KW)

13 冷凝器壓降 (kpa)

14 冰水器壓降 (kpa)

15 機組效率COP值

16 熱平衡值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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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冷卻水塔性能測試程序

A、測試儀器規格：請參考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儀器選用及校正規定。

B、測試項目及需求：冷卻水塔入水溫度、 出水溫度、外氣(入風條件)乾球溫度、濕球溫度

      (相對溼度)、排出風溫、風車輸入功率、電壓、功因、電流、頻率。      

C、測試方法與要求：空調設備系統性能確認規範依據冷凍空調技師公會所出版之「空調系

       統性能確認(Cx)及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

       作業程序指針」或國際相關規範來執行。

1. 取樣方式為連續10分鐘，每分鐘自動取樣一筆性能資料，且不得中斷取樣。

2. 利用近似溫度的近似效率(%)來作為指標查核冷卻水塔性能。  

                                                
修正近似效率(%)=  Ti –To   x 100% x  DBd -WBd

                              

  ________                __________

                     

           Ti –Tw                   DBt -WBt

Ti=冷卻水入口溫度、To=冷卻水出口溫度、Tw=外氣濕球溫度、DBd=設計乾球溫度、

WBd=設計濕球溫度、DBt=現場量測乾球溫度、WBt=現場量測濕球溫度。

附表2-2 空調冷卻水塔性能查核測試表

空調冷卻水塔性能查核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測試日期

委託單位 會測人員

測試單位
測試人員

測試設備編號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電壓值 (V)

2 三相電流值 (A)

3 三相平均功率因數 (kW)

4 馬達輸入功率 (kW)

5 馬達運轉頻率 (HZ)

6 三相平均功率值 (kW)

7 冷卻水塔入水溫度 (℃)

8 冷卻水塔出水溫度 (℃)

9 冷卻水塔流量 (LPS)

10 冷卻水塔入風條件 (℃)/ RH%

11 外氣濕球溫度 (℃)

12 修正近似效率 (%)

備註



40

2-3空調水泵性能查核程序

A、測試儀器規格：請參考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儀器選用及校正規定。

B、測試項目：水流量、水泵出入水壓差值、水泵效率、三相平均功率、三相電壓、三相

      電流、運轉頻率。

C、測試方法與要求：空調設備系統性能確認規範依據冷凍空調技師公會所出版之「空調系

     統性能確認(Cx)及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

     作業程序指針」或國際相關規範來執行。

1.  定頻水泵是量流量、壓差，量10分鐘找運轉點，廠商應提供H-Q性能曲線。無該性能

    曲線，要量測5點找出運轉性能曲線。無法做性能曲線，要量測1小時，要量壓差及電

    功率。

2. 變流量水泵要量流量、壓差及要轉速資料，量測24小時，廠商應提供不同轉速H-Q性

   能曲線。無該性能曲線，要量測60HZ、50HZ 、40HZ 各5點，找出運轉性能曲線。無

   法做性能曲線，要量測72小時，要量壓差、電功率。

3.施工時一定要在泵的進出口安裝考克詳圖示位置，提供查核測試使用。            

                        

圖2.1泵的進出口安裝考克壓力表組安裝位置示意圖



41

附表2-3 空調水泵性能查核測試表

空調水泵性能查核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測試日期

委託單位 會測人員

測試單位
測試人員

測試設備編號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馬達馬力Motor Hp （ Kw )

2 水泵/馬達轉速Pump/Motor Speed RPM

3
吸入靜壓(關斷出口閥時)  
No Flow Suction Pressure kPa

4
排出靜壓(關斷出口閥時)  
No Flow Discharge Pressure kPa

5
差壓(關斷出口閥時)  
No Flow Differential Pressure kPa

6
最終吸入靜壓 
Final Suction Pressure kPa

7
最終排出靜壓  
Final Discharge Pressure kPa

8 總揚程 Total Dynamic Head kPa

9 總水量 Final Flow L/s

10 馬達額定電流 Motor Rated Amperage

11
最終運轉電壓 
Final Operating Voltages

12
最終運轉電流Final Operating Amperages 
T1/T2/T3

13 最終運轉頻率 Final Operating HZ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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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空調箱性能查核程序

A、測試儀器規格：請參考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儀器選用及校正規定。

B、測試項目：空調箱冰水或熱水盤管入水溫度、出水溫度、冰水或熱水流量、入風側溫度

    、濕度值、出風側溫度、濕度值、冰水或熱水盤管表面平均風速、有效面積、空調箱風

    車靜壓值、輸入功率、馬達運轉頻率等。

C、測試方法與要求： 空調設備系統性能確認規範依據冷凍空調技師公會所出版之「空調系

      統性能確認(Cx)及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

      作業程序指針」或國際相關規範來執行。

1. 取樣方式為除電功率外其他均取瞬間值。

2. 定風量電功率取樣方式為連續10分鐘，每分鐘自動取樣一筆性能資料，且不得中斷取樣。

3. 變流量電功率系統連續60分鐘，每分鐘自動取樣一筆性能資料，且不得中斷取樣。

4. 盤管表面平均風速為瞬間值，但空調箱體無法進入者不必量測。

附表2-4 空調箱性能查核測試表

空調箱性能查核測試表

專案工程名稱 測試日期

委託單位 會測人員

測試單位
測試人員

測試設備編號

測試項目 設計規範值 實際測試平均值

1 三相電壓值 (V)

2 三相電流值 (A)

3 馬達輸入功率 (kW)

4 運轉頻率 (HZ)

5 三相平均功率因數 %

6 風車總送風量 (LPS)

7 機外靜壓 External S.P. Pa

8 風車總靜壓 (pa)

9 過濾網壓降(壓損) (Pa)

10 冰水或熱水盤管表面積 (㎡)

11 盤管表面平均風速 (M/S)

12 SA送風風量 LPS

13 RA回風風量 LPS

14 OA外氣風量 LPS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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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空調系統性能查核程序

空調冰水系統之性能量測可參考以下量測方法。

A、測試儀器規格：請參考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儀器選用及校正規定。

B、測試項目：

       1.  冰水系統性能

系統總冰水流量、總冰水入水溫度、總冰水出水溫度或採用區域迴路各分區統計求

出冰水系統總冷凍頓。

2.  冰水系統電力狀態

系統三相電壓、系統三相電流、總功率因數、總功率或採個別量測功率加總求得總

平均功率。總功率包含冰水機、冰水泵、冷卻水泵，冷卻水塔等水側系統設備的合

計總用電，當設備使用電壓為中壓以上(600V以上)設備之監控系統必須安裝瓦力計

等可讀取紀錄功率kW/電壓V/電流A等相關資訊。

3. 計算空調冰水系統性能指標

單位噸位耗電量 kW/RT。

4. 控制系統須裝置空調系統總用電力計、水系統總用電力計或分區電力計、冰水及冷

  卻水系統流量計、進出水溫感測器並預留校驗點(須加裝3/8”球型閥及止漏測試頭)作

  為系統儀表比對查核使用。

                          圖2.2 系統儀表比對查核使用測試頭安裝方式

C、測試方法與要求： 空調設備系統性能確認規範依據冷凍空調技師公會所出版之「空調

系統性能確認(Cx)及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

作業程序指針」或國際相關規範來執行。執行時可採用外掛儀表測試得到或採用經TAB&

Cx程序比對監控點得監控系統紀錄得到量測數據。

1. 冰水系統的24Hr連續運轉紀錄7天一分鐘一筆計算空調設備系統耗能比(kW/USRT)，

報告採用每小時平均提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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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5空調冰水系統性能查核測試表

日      
期

時
間

冰
水
總
出
水
溫    
度

冰
水
總
回
水
溫
度

冰
水
系
統
總
流
量

Qe
冰
水
能
力

(總噸位)

冷
卻
水
總
送
水
溫
度

冷
卻
水
總
回
水
溫
度

冷
卻
水
系
統
總
流
量

Qc
冷
卻
能
力
量

熱
力
平
衡

(Qc-Qe ) /
Qc

x100%

空
調
冰
水
系
統
總
耗
電

冰
水
系
統
噸
位
耗
電
比

外
氣
溫
度

外
氣
濕 
度

℃ ℃ LPM kW RT ℃ ℃ LPM kW % kW
k W /
RT

℃ %

2.結論分析

依據空調設備系統性能確認的工作確認系統有達成預定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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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綠建築空調系統性能查核項目明細表
           (由空調性能查核專業人員查核工作)

項次
查核報
告名稱

查核報告主要
工作項目

報告內容
及資料說明

適用綠建築
版本及範圍

1 空 調 設 備
出 廠 測 試
查核報告

查核空調設備:
冰水主機、
分離式(VRF)、
風機(5HP以上)、
水泵(5HP以上)、
空調箱(5HP以上)
出廠性能測試報告

1.申請單位提供由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
與環境研究所及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
同業公會推動單位核發冰水機合格證
明標示(水冷機800RT、氣冷機60RT以
下)。如果效率高於國家標準10%，則
應提第三方之測試報告(台灣區冷凍空
調工程同業公會推動單位認可之試車
站)。

2.水泵要有5%數量之TAF實驗室第三方
測試報告(依據CNS659系列)，但該個
案廠商全部符合ISO9906第1及2級證明
者，附證明既可，不用另外做第三方
測試報告。

3.風機要有5%數量之TAF實驗室第三
方測試報告。依據CNS7778/ISO5801/
AMCA210測試。有節能標章者，附
證明既可，不用另外做第三方測試報
告。

4.空調箱要有5%數量之測試報告，只要
風量測試報告，測試方式由製造廠自
行規定，但要有風量、機外靜壓量測
位置圖及數據報告。

5.分離式(含VRF)要提供驗證登錄證書，
如果效率高於國家標準，則應提第三
方之測試報告數據。

6.FCU及其他空調設備不用出廠測試報
告。

2019-BC
2019-GF

2 節 能 技 術
功 能 查 核
報告( α係
數)

 α各項節能技術
控制設定值確認，
查核節能控制是否
可依要求自動控制
節能

申請單位提供各項控制設定值及控制方
塊流程圖說明如何控制及相關書面資
料，交由空調性能查核專業人員查看設
定值變更時，自動控制可否配合操作，
查核專業人員再製作報告。

有引用2019-BC-之
EAC計算時

3 節 能 技 術
功 能 查 核
報告( β係
數)

 β各項節能技術
控制設定值確認，
查核節能控制是否
可依要求自動控制
節能

申請單位提供監控系統各項功能報表圖
控資料交由空調性能查核專業人員查
看，監控系統有無規定功能報表圖控資
料，再由查核專業人員製作報告。

有引用2019-BC-之
EAC計算時

4 節 能 技 術
TAB及Cx
查核報告( 
β係數)

查核申請單位提供
之TAB及Cx報告。

申請單位必須依據，官方版本公共工
程施工綱要規範15912及15950規定，委
託規範規定合格單位實施TAB及Cx。該
TAB及Cx工作報告提供給空調性能查核
專業人員核對。該報告之負責技師不得
與空調性能查核專業人員同一單位。

有引用2019-BC-之
EAC計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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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查核報
告名稱

查核報告主要
工作項目

報告內容
及資料說明

適用綠建築
版本及範圍

5 空 調 冰 水
機 系 統 性
能 量 測 查
核報告

依據手冊附錄量測
規定，量測冰水系
統運轉情形

1.量測由空調性能查核專業人員赴現場
量測。量測設備5%數量，主要是:冰
水主機、一次冰水泵、二次冰水泵、
三次冰水泵、冷卻水泵、冷卻水塔、
空調箱。

2.定頻冰水主機要量測可自動做負載變
化的機組，量測1小時。

3.變頻冰水主機要量測可自動做負載變
化的機組，量測1小時。

4.定頻水泵是量流量、壓差，量10分
鐘找運轉點，廠商應提供H-Q性能曲
線。無該性能曲線，要量測5點找出
運轉性能曲線。無法做性能曲線，要
量測1小時，要量壓差及電功率。

5.變流量水泵要量流量、壓差，量測24
小時，廠商應提供不同轉速H-Q性能
曲線。無該性能曲線，要量測60HZ、
50HZ 、40HZ 各5點，找出運轉性能
曲線。無法做性能曲線，要量測72小
時，要量壓差、電功率及要轉速資
料。

6.冷卻水塔及空調箱則依據附錄規定量
測。

7.FCU及其他空調設備不必量測。

2019-GF
500RT以上

6 空 調 系 統
製 冷 能 力
量 測 查 核
報告

依據附錄量測冰水
系統運轉情況

申請單位必須有系統kW/RT之監控設
備，由空調性能查核專業人員赴現場配
合監控系統數據並比對兩者數據。共量
測1週，其誤差在10%之內。

2019-GF
500RT以上

7 空 調 系 統
V R F 運 轉
性能查核

查核VRF系統運轉
性能是否合乎現場
要求性能

依據冷凍空調技師公會指針，測試系統
是否可正常運轉，並提交測試報告書。

2019-BC—VRF系
統總容量達100RT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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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EEWH-GF 2019年版修正概要
大
綱 修正重點

緒論
與整
體架
構

1.與EEWH-BC同步，全面更新緒論1-1~1-6內容

2.因應內容修改一併修改附表1-1～1-3

3.表1.5~1.6對中央空調型廠房之認定改為：全廠扣除室內停車場面積之室內面積50%以上為
中央空調者。

4.刪除高階主管承諾評估項目 

5.因應GF只檢討非倉儲製程部分的ENVLOAD指標，調降外殼評分比重，加重對空調、照明
節能評分比重

6.刪除員工休閒健康管理指標

第二
章
GF

評估
內容

1.配合技術規則修改，外殼節能指標由AWSG改為ENVLOAD指標，同時只檢討非倉儲製程
部分的ENVLOAD指標

2.公式2-2.5~2-2.6得分率Ren1計算改為外殼節能效率EEV計算法，並以外殼節能極限值EVmin
換算，其基準值改為≧0.2

3.新增表2-2.1 GF建築外殼耗能指標、基準與外殼節能極限值

4.與EEWH-BC同步，修改公式2-2.8EL基準值改為1.0

5.2-2.1.2能源成本法刪除FECC軟體計算法

6.能源成本法氣象資料可採用TMY2或TMY3

7.TAB查驗改為：查核抽測比例為5% 但最少要一台。

8.修改附錄2空調設備測試調整平衡TAB簡易規範

9.修改附錄3、綠建築空調系統性能查核項目明細表

10.表2-3.3綠色交通評估項目新增雇用在地居民與提供員工宿舍項目

11.再生能源指標改以非製程倉儲部分之30%建築面積裝滿太陽能光電設施為計算基準，修改
公式2-2.11b

12.更新圖2-2.4

13.室內空氣品質管理項目中，CO2偵測裝置設置空間範圍由總樓地板面積30%改為居室總樓
地板面積30%。

1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項目中，室內空氣中CO濃度要求由10ppm改為9ppm

以上修改內容，相對應內文一併修改，因內容繁複，不克一一羅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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