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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智慧台灣」為國家發展政策的主軸，而智慧建築之建設，則是具體

落實此一政策發展之重要關鍵。透過建築物智慧化相關技術的應用，為使

用者創造出更加人性化與智慧化之生活空間環境，可提升建築物之使用品

質、確保建築物之使用機能、延長建築物之使用壽命以及降低建築物之維

管費用，並藉由優質之智慧建築普及推廣，建設台灣成為安心、便利、人

文與科技並重的優質社會，進而達到智慧台灣之政策發展目標。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自民國 80 年起針對全國智慧建築作全面性的調查

研究，並陸續制定智慧建築相關準則、規範，期以務實的方式逐步推動本

土化智慧化建築的發展。於 92 年完成『智慧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做為

申請與評估智慧建築標章之依循。為配合科技發展與民眾生活需求之改

變，建築研究所於 97 年開始進行現行智慧建築各項評估基準之檢視，並

配合相關應用科技的發展而加以調整，使其具備前瞻創新與符合現有技術

設備之基準內容，並於本年完成「智慧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 2011 年版」

的修訂，加入了「貼心便利指標」成為八大評估指標，並將設備節能指標

更名為節能管理指標。而各評估指標之指標基準內容則依據建築物之智慧

化需求，細分為基本性基準、必要性基準以及鼓勵性基準等三種類別，更

加能反應出智慧化系統之機能性、智慧化功能之整合性、建築使用空間之

舒適性以及使用管理維護之效益性，並滿足智慧建築之綜效評估及設計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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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二十一世紀人類生活環境所面對的問題 

(資料來源：溫琇玲，2009)

大自然周期性的地球暖化氣候變遷問題，加上人類過度開發以致地球高溫化，酸

雨、森林枯竭、臭氧層破壞等異常氣候現象，出現頻率逐年升高，永續發展已成為世

界各國極力推動之重點方向。人類無法對抗自然扭轉乾坤，為適應環境的改變，人們

開始改變居住空間的規劃設計理念與能源的使用觀念，如何有智慧的與環境共生共

存，乃成為建築規劃與設計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另一方面，高齡少子化的整體社會型

態轉變，也使得人們需學習運用科技與設施設備，提供更安全、健康、便利與舒適的

生活環境。除了善用自然環境設計手法的綠建築外，整合有關科技與設施設備，創造

省能、安全、便利與舒適的居住空間，亦不可或缺。因此，居住空間的智慧化乃為人

類環境適應與人性化的生存空間提供了最佳的解決途徑。

高科技資訊化時代的來臨，政

府積極推動要將台灣建構成為亞

太營運中心，以吸引各國企業集團

到台灣設立亞太總部或分支機

構，加上台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WTO)後，國際商業行為更為頻

繁，對高品質辦公大樓之需求將更

形殷切，國際企業集團也紛紛指

定要承租智慧型辦公大樓以作為

台灣企業總部之據點，建築物智慧化之需求與迫切性已不容忽視。配合數位化、網路

化之時代潮流，政府也大力推動全面實施電子商務，而智慧建築之建設乃是國家推動

資訊化的基礎建設，近年來各國也紛紛將各都市的智慧建築數量作為都市資訊化之指

標。面對現今高資訊科技化的社會，人們的生活型態已逐漸改變，居家利用網路從事

辦公工作、資料收集、預約各種票券乃至交友購物等，已儼然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

份。辦公型態與企業組織也順應著社會的潮流而不斷的變革，「高資訊科技化」與「人

性化」的生活空間與環境，成為智慧建築提高生產力與經濟效益外的另一項重要的規

劃設計議題。

除此之外，目前全世界正面臨建築產業對自然環境破壞的問題，建築產業的碳

排放量約佔總排放量的三分之一，如何善用台灣資通訊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產業的技術優勢，以低環境負荷的手法，改善建築產業

的碳排放，研發更安全、健康與節能的智慧建築，乃成為現代建築科技的重要發展方

向。行政院吳敦義院長也於 2009 年第 38 屆建築師節大會上宣佈「加強研發智慧綠建

築產業以促進產業革新及改善人民生活」，清楚指出建築科技的發展方向，乃應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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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擴充性與整合性之智慧建築使用管理功能，使綠建築之各項系統技術能發揮其最大

的效益。創造安全、健康、便利、舒適與節能環保的人性化居住空間，也可以說建築

物智慧化是達成綠建築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

台灣自 1989 年引進智慧建築之觀念以來，受到建築業高度的關心與重視，隨

著建築物自動化理念的推動，各相關產業也隨之活絡，而帶動整個社會的繁榮。一時

之間 「智慧建築」成為建商口中的時髦名詞，「高科技智慧辦公大樓」、「智慧住宅」、

「網路住宅」等字眼快速地出現在我們生活的周遭。然而建築物智慧化的理念與程

度，往往隨著業主成本的高低而有所折扣。由過去的調查研究中也可知道業主建設智

慧建築主要是以提昇企業形象，提高建築附加價值，以易於出租或提高售價為主要目

的，對於智慧建築之高度資訊通信機能、環境控制與節約能源效益、以及高效率使用

管理等之概念較為忽視。又因早期智慧化與自動化之設施與系統規劃大多仰賴國外技

術，雖有許多參考國外指標而訂定之基準，但也經常因忽略我國建築法令制度與建築

使用管理發展上之特有型態，以及氣候環境條件等因素，而造成智慧建築在推展上窒

礙難行(溫琇玲、周鼎金等，1993)。因此如何累積歷年既有的智慧建築調查研究成果，

建立一套適用於台灣環境體制之本土化「智慧建築評估系統」，乃是我國邁向二十一

世紀智慧型都市建設之重要依據。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1992 年參考日本「高度資訊化建築物整備事業融資推薦基

準」，制定了台灣之「智慧型建築指標與基準」（許宗熙、楊逸詠等，1992）於此同時

展開了台灣智慧型建築之發展現況調查與法令研修建議等相關研究。並於 1996 年在

「智慧型公寓大廈自動化系統設計準則研究」(溫琇玲、邵文政等，1996)中將智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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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BAS)，配合建築空間與建築體元件，從人體工學、物理環境、作業型態及管

理型態角度整合，將建築物內之電氣、電信、給排水、空調、防災、防盜及輸送等設

備系統與空間使用之運轉、維護管理予以自動化，使建築物功能與品質提昇，以達到

建築之安全、健康、節能、便利與舒適等目的。其基本之構成要素需包括(1) 建築自

動化系統裝置 (2) 建築使用空間 (3) 建築運轉管理制度」，對我國智慧建築之發展有

了概念性且客觀性的定義，指標基準的訂定也讓業界對智慧建築的設計建造有了依循

的方向。綜觀台灣智慧建築之研究發展，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個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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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台灣智慧建築之研究發展歷程

發展階段與

時間 
研究發展內容 

第一階段 

(1992 年) 
進行全台灣地區智慧型建築之調查研究 

第二階段 

(1993 年) 

進行 『台灣地區智慧型辦公大樓自動化設備使用狀況評估與法令研

修建議』之研究 

制定 『智慧型建築指標與基準』 

舉辦 『第一屆優良智慧型建築評選』 

第三階段 

(1994 年) 

進行 『台北都會區智慧化住宅之發展現況』之研究 

舉辦 『第二屆優良智慧型建築評選』 

第四階段 

(1995 年) 
進行 『既有辦公環境使用現況及智慧化改善策略』之研究 

第五階段 

(1996 年) 

進行 『智慧型公寓大廈自動化系統設計準則』之研究 

舉辦 『第三屆優良智慧型建築評選』 

第六階段 

(2000 年) 

進行 『建築物智慧化設計規範及解說之研訂』之研究 

舉辦 『第四屆優良智慧型建築評選』 

第七階段 

(2002 年) 

進行『「智慧建築標章」之設置與推廣』 

完成『「智慧建築標章」作業要點暨評估系統之建立』研究 

第八階段 

(2003 年) 

進行『「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之研訂』 

制定『「智慧建築標章」解說與評估手冊』 

設立『「智慧建築標章」審查委員會』 

擬定『「智慧建築標章」諮詢服務辦法』 

辦理『「智慧建築標章」推廣講習研討會』 

正式接受各界「智慧建築標章」之申請 

第九階段 

(2005 年) 

行政院產業策略會議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政策 

智慧建築成為智慧化居住空間的關鍵要素 

第十階段 

(2006 年) 

行政院第 26 次科技顧問會議，「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之檢視與前瞻」

子題，智慧建築標章之取得成為政策目標 

第十一階段 

(2007 年)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 小組，在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

年 ─發展優質的網路化社會中提出創新U化生活的政

策措施，其中一項重點工作為「推動智慧安全的優質社區」，將智

慧建築領域更推廣至智慧社區的範疇。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著手規劃設計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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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階段與

時間 
研究發展內容 

第十二階段 

(2008 年) 

行政院第 28 次科技顧問會議主題「智慧台灣」是以「建設安心、舒

適、便利、永續生活的智慧型社會」為願景，內政部「優質生活」

議題，子題一之「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策略」之結論，提出推動智

慧化設備與相關服務應用之整合及認證機制。以及推動新舊建築導

入綜合佈線系統，進行示範推廣。智慧建築標章中之綜合佈線指標，

將優先法制化。經濟部提出之「i236 計畫」計劃在台灣北中南東各

建構一個科技應用開放試驗場域，以智慧小鎮及智慧經貿園區為推

動智慧生活科技應用開放場域的兩大推動主軸。 

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正式落成，提供國人體驗智慧

化生活的最佳場域。 

第十三階段 

(2009 年) 

第八次全國科技會議，子題 1.2「在地智慧住居系統」提出「推動

可因應使用者需求及降低環境負荷之全齡化智慧住居系統。」之推

動策略。 

「2020 臺北市長期發展綱領」提出無限智慧城市、健康優質生活（UI 

Taipei） 

修訂「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解說與評估手冊」 

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持續導入我國智慧科技產業技

術，提供各種智慧化設備之整合與測試。 

第十四階段 

(2010 年) 

行政院提出雲端運算、智慧綠建築、智慧電動車及智慧財產創新產

業等四大智慧型新興產業，並列為重點發展方向，2010 年 12 月核

定通過內政部及經濟部提出的「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 

提出「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解說與評估手冊」。 

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呼應庶民經濟政策，建置智慧

綠建築庶民展示區，提供價廉且可模組化隨插即用的各項智慧化生

活科技產品。 

(資料來源：溫琇玲，2011) 

由上表可以了解我國智慧建築政策的起源，可追朔至 1990 年營建自動化政策的

開始，持續進行智慧建築的調查與指標研究，並研訂了智慧建築的設計規範。於 2002

年制訂了智慧建築的評估指標，2003 年起推出了智慧建築標章，其後行政院為拉抬

ICT 產業創造附加價值，於 2005 年產業策略會議中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政策，主要

以考量人類的文化與生活習俗為出發，瞭解台灣的科技優勢，善用電子化、數位化、

資訊化的科技技術，創造人文與科技兼顧的智慧生活願景，扮演智慧化居住空間重要

載體的智慧建築，更成了智慧化居住空間的關鍵要素。依據智慧化居住空間推動的相

關政策內容，彙整過去八年執行智慧建築標章審查的經驗與問題，考量科技的進步與

發展，開始修訂智慧建築標章解說與評估手冊，提出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解說與評估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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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之發展乃源於電腦科技與資通訊產業之發達以及自動化技術之進步，

應用於建築物之設備自動控制與設施管理。我國於 1985 年起引進國外各項智慧化技

術後，經過二十多年來之研究發展，也逐步走出屬於我國特有之智慧建築系統。因此，

在制定「智慧建築標章」之評估指標時，應以本土性之智慧建築體系作為評估之依據。

才能使智慧建築標章之精神發揮，並落實指標之評估性。智慧建築標章設置之主要目

的如下：

一、 智慧建築之建設乃是 21 世紀都市資訊化之標竿，透過智慧建築標章之推廣，促

使我國建築自動化之技術更快速的成長與應用。建築物之管理更具人性化與智

慧化，進而延長建築物之壽命，節省能源、節約人力，並降低建築物日後之營

運費用。

二、 透過智慧建築標章之宣導與推廣，可整合文創、電子、電機、資通訊、物業管

理等智慧化生活科技產業與建築產業之異業結盟，創造智慧永續之優質建築，

提升國家競爭力。

三、 配合智慧台灣、優質生活之智慧化居住空間國家科技政策，智慧建築標章的認

證乃是優質智慧化居住空間品質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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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乃是綜合結構、系統、服務及營運管理做最佳化之組合與運轉，以達

到高效率、高功能與高舒適性之大樓。換言之，智慧建築之目的就是最大限度的滿足

使用者的舒適性、操作者的方便性、設備的節能性、管理的高效性與資訊化的服務性。

因此對有別於一般建築性能與目的之智慧建築，應有不同之評估系統以評價智慧建築

之系統性能、技術等級、使用管理與經濟效益。

由文獻的收集與彙整，了解建築物之評價方法不下十餘種，例如以資訊技術及

建築為中心的 ORBIT2 方法，以工作人員使用為重點的 POE 方法，以使用者感受度

為重點的 BIU 法，以全面建築物性能為重點的 ABSIC 法，以環境為重點的 BREEAM

法，以環境影響為重點的 EIA 法及以建築物智商為重點的 BIQ 法等（沈驥革、凌智

敏，2002）。其中針對智慧建築之評估方法亞洲與歐美國家之評估概念略有差異，例

如日本較常採用建築查核表作為評估之方法，主要分析影響建築物功能性和行為性的

因素，並加入建築物空間佈局、噪音、照明、溫度及空氣品質等影響環境品質之因素，

較側重物理參數測量手法。中國大陸則有學術領域提倡的智能建築品質評價法（與建

築物智商的 BIQ 法近似），與產業界較常採用的多目標決策分析與層次分析法（AHP

法），但所涉及之範圍包括社會性、經濟性、地域性等問題，評價方法過於複雜，至

今尚無實際評估案例。香港亞洲智能建築學會則以環境保護、空間運用靈活性、運轉

及維護成本、生活舒適、工作效率、安全設施、文化、高科技形象及建築過程等項目

作為智慧建築之評估指標，但因部分項目如文化、工作效率等因較難以量化評估，而

較流於主觀之判別。除此之外，尚有歐洲採用之建築物整體性能評價法，以建築物整

體性能為基礎，對建築物性能及系統整合指標評價，對所要評價之因素採用多重標準。

我國對智慧建築之評估起源於 1992 年參考日本「高度資訊化建築物整備事業融

資推薦基準」所制定之「智慧型建築指標與基準」，作為早期評選優良智慧建築之依

據，但早期指標內容偏重於智慧化系統之評比，較忽略了智慧建築之建築環境、系統

整合與設施管理之特色。由「鑑別分析法應用於建築物智慧化程度之評估研究」（吳

滋聖、溫琇玲，2002）可了解影響台灣地區智慧建築智慧化之因素可概分為建築本體、

建築成本、智慧化系統與使用管理等四大因素，經實證分析結果以智慧化系統與使用

管理因素對建築物智慧化程度之影響最大，智慧化系統中又以資訊通信、建築設備監

控與綜合佈線等子因素對建築物智慧化與否之判斷具顯著之判別力。

綜觀各國與我國智慧建築之評估系統，可以了解因各國建築產業、資訊科技產

業之國情差異，其對智慧建築之評估系統與評估方法也各異其趣。我國「智慧建築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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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於 2003 年初步實施階段，為求評估體系之執行容易，應盡量以簡化及可量化之

指標作為評估之依據，為達上述之目的，以智慧建築之建築物環境、成本效益、智慧

化系統與使用管理來作為智慧建築定義的範疇。依此研訂資訊通信、安全防災、健康

舒適、設備節能、綜合佈線、系統整合及設施管理七大項指標作為「智慧建築標章」

之評估體系。也就是定義智慧建築乃透過資訊通信之傳遞與綜合佈線及系統之整合達

到建築物智慧化之目的，並由自動化技術提昇安全防災之功能，設備連動監控之技術

達成節能之效益並提昇環境之健康舒適，並藉由優良之設施管理維持智慧化功能正常

運作，並提昇建築物整體品質。

為求評估體系之完整與評估項目之簡化與可操作性，評估指標系統之建立乃依

下列原則執行：

一、 智慧建築標章之評估指標需包含（1）建築自動化系統裝置（2）建築使用空間

（3）建築運轉管理制度等三大部分，以涵蓋建築物之硬體設備與使用管理之整

合。（溫琇玲、洪慶雲等，2000 年）

二、 以效益評估作為指標訂定之依據，智慧化系統科技之發展快速，指標之訂定應

以性能評估為原則，以避免因智慧化項目之多寡成為噱頭性之項目比賽。

三、 指標之研訂應盡量簡化並以取用可量化指標為原則。以利「智慧建築標章」評

估之執行。

四、 評估指標之訂定要能確實反應智慧化系統之性能、建築使用空間之舒適性與使

用管理之效益性等智慧建築要素。

五、 評估指標應可作為設計階段前的事前評估以達預測控制目的。（林憲德等，1999）

智慧建築標章自 2003 年起執行共分為資訊通信、安全防災、健康舒適、設備節

能、綜合佈線、系統整合以及設施管理等七大指標作為標章的評估指標，並以其中之

系統整合與設施管理作為門檻指標。標章的推動與執行迄今已八年，過程經歷 ICT

科技與智慧化設備的快速發展，多元化的科技與產品不斷的被導入建築生活空間。由

送審的諸多案例以及審查的討論過程中，我們也發現評估智慧建築之指標內容，部份

項目需要因應資通訊科技與建築技術的發展而做切合時代需求的修正。標章推出初期

為求推廣與執行的順利，僅部份指標對不同建築類型做不同基準之規範，其餘則是以

相同基準處理，由評審案件中也發現，有部分指標內容無法適用多種建築類型。因此

於 2008 年進行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之研修，進行契合時代需求且具前瞻性的指標

修訂，以作為建築物智慧化發展之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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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行政院現階段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計畫之目標，智慧建築乃是

智慧化居住空間的重要載體，因此檢討現行評估架構以及評估指標之內容，以符合行

政院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政策方向之所需。緣此，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解說與評估手

冊，將原始之七項評估指標擴充為八項，增設「貼心便利指標」，並將原「設備節能

指標」更名為「節能管理指標」，以使智慧建築之評估得以更加完備，且更加符合科

技之發展趨勢與使用者需求。此外，為使智慧建築之實際建置內容能符合建築物智慧

化目標，將於申請書中增列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構想說明項目，由申請者依規定要項敘

明智慧化設計理念，並如何落實於各指標項目中，以作為標章證書審查時的參考項

目，為顧及規劃設計內容評估之客觀性，經審查委員會決議初期採用申請者自述方

式，送由審查委員會會議上進行審查。

智慧建築係以「人性化」需求為出發點，整合建築物本體與資通信科技所產生

之結晶。因此，不同用途類別之建築物，隨著使用者需求的差異，其建築物智慧化需

求也會有所不同。有鑑於此，新版智慧建築評估指標將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篇建築

物用途分類之類別，共分為「公共集會類」、「商業類」、「商業類-旅館」、「休閒文教

類」、「衛生福利更生類」、「辦公服務類」、「住宿類」、「其他類」（包含工業倉儲類、

宗教殯葬類及危險物品類）等八大類，並依據其建築物使用特性及需求，調整各項指

標基準之基準類別與配分，使建築物智慧化效益得以彰顯，未來更希望能配合第三公

正單位的補助獎勵措施，舉凡申請政府智慧化居住空間獎勵補助者，均希望能申請通

過智慧建築標章，以落實政府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計畫之目標。

「智慧建築標章」於 2003 年推出初期，希望藉由鼓勵的性質採用自由申請方式，

提供業界檢視所建設之大樓其智慧化之程度。為利於智慧建築概念之推廣，本標章初

期以簡易且容易操作的七大指標作為評估建築物智慧化之依據，初期以通過四項指標

即可獲得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證書，為顧及智慧建築性能之完整性與營運管理之必要

性將「系統整合」與「設施管理」定為四項指標中必要申請之門檻指標。但隨著資通

訊科技的進步，以及生活品質與環境意識的抬頭，居住空間中導入各種科技產品，以

輔助建築物之安全管理與節約能源，已成為各類型建築物必備的設施，其中如安全門

禁系統、能源管理系統、智慧型停車管理系統等，已逐漸成為現代建築不可或缺的設

備系統。另一方面，具創意性高科技的智慧生活科技產品，近年來更是蓬勃發展，協

助人類享有更安全、健康、便利、舒適與環保的生活，例如協助家務勞動的智慧管家

服務、提供社區與居民生活事務服務的數位生活服務平台以及協助現代人消解壓力的

紓壓服務等創新加值服務產業也快速的成長。有鑑於此，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手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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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起進行修訂作業，於 2011 年完成「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解說與評估手冊」。評

估指標由原本的七大項目多增加一項貼心便利指標成為八大項指標。建築物智慧化之

面向包含「主動感知的能力」、「最佳的解決途徑(系統的綜效)」、及「友善的人機介

面」等三大精神，為使智慧建築之評估得以更加符合建築物智慧化精神，新版智慧建

築指標架構依據各指標之性質區分為「基礎設施指標群」與「功能選項指標群」，並

取消門檻指標之限制。

基礎設施指標群包含資訊通信、綜合佈線、系統整合及設施管理等四項指標，

其關係建築物智慧化功能呈現之各項基礎環境之建設及管理維護機制，而功能選項指

標群則包含安全防災、健康舒適、貼心便利及節能管理等四項指標，其為建築物智慧

化功能之具體呈現，並得以清楚顯示智慧建築之具體效益。

為彰顯建築物智慧化之意義，新版智慧建築評估指標依據各指標基準於建築物

智慧化之重要性，將各評估指標基準類別區分為基本性基準、必要性基準與鼓勵性基

準指標等三大類別。

一、 基本性基準

基本性基準為申請智慧建築標章之必要查核項目，必須全部通過並符合要求，

其主要由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理、安全防災、健康舒適、節能管

理等七項指標中所提列，意義乃是智慧建築必要的基礎設施與功能，任何申請智慧建

築標章的建築物都必須滿足基本性基準。

二、 必要性基準

必要性基準是達成建築物智慧化過程中之必要條件，其為通過各項指標申請之

必要查核內容，除貼心便利指標因為新設初期，各評估基準均為鼓勵性外，資訊通信、

綜合佈線、系統整合、設施管理、安全防災、健康舒適、節能管理等七項指標均有各

自之必要性基準項目，申請單位欲通過申請之指標項目，則該項指標之任一項必要性

基準得分不得為零。

三、 鼓勵性基準

鼓勵性基準為彰顯各指標智慧化功能之選擇性項目，其可依各不同建築物類型

之智慧化目標選擇性導入設置。

新版智慧建築標章之評估與通過原則如圖 1-3-1 所示，為彰顯建築物之智慧化程

度，新版智慧建築標章共分五級，分別為一般智慧建築、銅級、銀級、黃金級以及鑽

石級等五種智慧建築級別。除此之外，為判別各項指標之達成度，依各項指標之評估

基準屬性與加總得分後，評定各指標項目之智慧化等級，共分為一般智慧化、優質智

慧化與卓越智慧化等三種等級。因此，新版智慧建築標章之評估，採用各指標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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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加上整體指標項目合格制度，以彰顯各類型建築物各項指標之智慧化功能與整合

性程度，並可提供各縣市政府機關進行智慧建築各項獎勵補助措施之評定參考依據。

以下就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評估與通過原則說明如下：

一、 智慧建築標章證書合格級：申請單位必須申請四項基礎設施指標，並擇一項功能

選項指標進行申請，五項申請指標均需達一般智慧化等級，符合審查基準原則，

則給予核發智慧建築標章證書合格級。

二、 智慧建築標章證書銅級：申請單位需申請四項基礎設施指標外，並擇一項功能選

項指標進行申請，五項指標均需達優質智慧化等級，通過審查後符合審查基準原

則，則給予核發智慧建築標章證書銅級。

三、 智慧建築標章證書銀級：申請單位需申請四項基礎設施指標，並於功能選項指標

群中擇二項申請，六項指標均需達優質智慧化等級，通過審查後符合審查基準原

則，則給予核發智慧建築標章證書銀級。

四、 智慧建築標章證書黃金級，申請單位需申請四項基礎設施指標，並於功能選項指

標群中擇三項申請，七項指標均需達卓越智慧化等級，完成審查後符合審查基準

原則，則給予核發智慧建築標章證書黃金級。

五、 智慧建築標章證書鑽石級：申請單位需申請四項基礎設施指標外，於功能選項指

標群中亦需全數申請，八項指標均需達卓越智慧化等級，審查後符合審查基準原

則，則給予核發智慧建築標章證書鑽石級。

圖 1-3-1 新版智慧建築標章通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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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項目說明包含指標之定義與評估項目、評估基準與

配分原則，以及如何達到及格標準與設計原則之說明。

現代生活環境，為因應安全健康，便利舒適，

網路服務與娛樂環保節能需求，在建築物內必須建

置眾多的資通信與控制系統，傳統上各系統各自建

置，採用不同的線纜種類與配線方式，佔據專有管

道系統，從規劃設計施工到後續維運，形成重複施

作與多重投資，維護運作管理也無法一致，導至服

務與應用效益無法發揮，欲改善此一現像，實須導

入綜合佈線系統之概念與建置模式。

綜合佈線系統是建築物或建築群內訊息網路

的基礎傳輸通道，對於智慧建築而言，就如同體內之神經系統。智慧建築利用基礎佈

線設施做為連結資通信、視訊、監控服務系統的共通平台，將建築物內或建築物群間

之語音、數據、圖像、監控、火災報警與能源管理等系統予以整合，除可減少設施的

安裝與佈線空間，並降低日後的更動改修費用外，亦能提昇對設備的管理維護品質，

更重要的是能較輕易的以便宜的成本及可靠的技術擴充日後新型的系統。所以建築智

慧化，通常須先行建構綜合佈線系統，完成基礎設施佈線平台以供後續智慧服務之導

入。

故綜合佈線指標之目的，即在透過指標之運作，鼓勵智慧佈線系統能夠將建築

物之各系統予以整合，以節省建置費用、管道以及配線的空間，及落實後續維護，確

認銜接服務不再受限於佈線瓶頸而無法實現。在網路技術與新服務不斷的發展下，綜

合佈線系統皆能支應現階段與未來之電信、網路、視訊、建築物自動控制服務需求，

充分滿足智慧生活趨勢下的 ICT 服務供裝要求與對新服務之包容，保障未來智慧服務

與智慧生活的可提供性。

依據各項評估基準之重要程度，篩選通過此項指標關鍵性之相關規劃設計內容

如下表所示，如規劃者能採用下列規劃設計內容，應可容易獲得本指標之基本性與必

要性基準的合格評估。

圖 1-4-1 綜合佈線設備室配線

設施 
(圖片來源：林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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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綜合佈線指標簡易查核表 

項次 規劃設計內容 是否

1 佈線系統之規劃設計須具備系統化之功能與成效。   

2 
各子系統之「配置空間」與「數量」以及「設計方式」至少符合法定

規範(EL-3600)或相關領域公認標準之建議值。 

 

3 
佈線系統可支援之電信服務須具備傳統語音服務與 xDSL 接取服務

之傳輸媒介等功能。 

 

4 
佈線系統可支援之資訊、數據服務須具備寬頻接取服務之傳輸媒介以

及 WAN 、LAN 服務或客戶網路服務等之傳輸媒介等功能。 

 

5 

佈線系統至遲須於建築物主體施工(改善施工)期間導入，並遵循「電

信裝置使用管理作業流程」管制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作業程序」或

其他標準作業程序進行流程管制。 

 

6 
資、通信配線主要依據 TIA-568-B(或 568-C)或 ISO 11801 之基準進行

設計。 

 

7 
配線器材及系統等級之選用須依循TIA或 ISO/IEC標準所建議之等級

基準。 

 

8 
各佈線系統具備未來擴充整合性(系統獨立建置但符合未來整合性，

如預留可供互連之管道、空間、連接埠等） 

 

9 

建立完善之佈線系統管理機制，須具計畫性保存管理規劃、竣工圖

資，相關管線的標示與識別須符合 EL-3600 強制與建議之標示與識別

規範。 

 

拜微電子技術、光電技術及電腦

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與應用，電信產業

也朝向智慧化、綜合化、寬頻化與個人

化之方向快速成長，各種資訊通信產品

與技術應運而生，因此結合電腦軟硬體

技術的資訊通信技術被廣泛的應用於

智慧建築內，提供使用者廣泛多樣的資

訊及通信服務。建築物內的使用者對資

訊通信的需求已不僅滿足於聽覺訊息

（話音），對視覺訊息（文字、圖形、動畫等）以及電腦訊息等非話音的資訊通信需

求與日俱增。對建築管理者而言利用對資訊通信數據的收集、傳輸、存儲與處理，提

供大樓管理的相關訊息也已是智慧建築普遍採用的管理模式。例如數據傳輸、數據庫

檢索、可視圖文、高速數據傳輸、電子郵件、電子數據交換、電子查號、影視電話、

電視會議及多媒體通信等。因此智慧建築之資訊及通信系統應能提供建築物所有者及

使用者最快速及最有效率的通信服務，以期能確實提高建築物及其使用者的競爭力。

圖 1-4-2 公眾行動通信之共構機房 
         (圖片來源：陳衍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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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中資訊通信系統與辦公室自動化（OA）有非常密切的關係，隨著智慧

建築中辦公自動化的運用層面不斷的擴大，用戶辦公工作時運用資訊通信系統之話

音、數據資料、電子文件及圖像傳輸等已成為不可或缺之工作型態。

智慧建築中資訊通信技術重要的發展方向之一是業務的多媒體化，寬頻技術的

發展使得多媒體通訊成為可能，利用寬頻化的訊息傳輸技術傳輸多媒體訊息，在電腦

網絡的環境下，位於不同地點的多個辦公用戶可以相互自由的交談並可看到對方的影

像或共同修改文件、討論同一圖表，檢索數據庫且可利用語音識別或圖像識別等技術

進行媒體轉換，使用人工智慧專家系統等電腦應用程序，使發展的通信技術與電腦技

術緊密結合，使人對機或人對人之遠距離通信達到新的境界。

因此資訊通信技術的快速成長確實能提高建築物及其使用者的競爭力，資訊及

通信指標便成為評量建築物智慧化相當重要的一項指標，而資訊及通信系統機能的規

劃、設計、建置與維運，必須確保系統的可靠性、安全性，使用的方便性及未來的擴

充性，並充分應用先進的技術來實現。此外，智慧建築之資訊及通信系統亦須具備良

好的人機介面，除能讓使用者順利操作使用之外，更需以使用者為中心，貼近使用者

的需求，以創造更舒適便利的智慧化空間。基於上述之目的，可將資訊及通信指標區

分為數位交換、數位式區域行動通信、行動通信共構、衛星通信、區域網路、視訊會

議、公共廣播、公共天線及有線電視以及公共資訊顯示等評估項目。依據各項評估基

準之重要程度，篩選通過此項指標關鍵性之相關規劃設計內容如下表所示，如規劃者

能採用下列規劃設計內容，應可容易獲得本指標之基本性與必要性基準的合格評估。

表 1-4-2 資訊通信指標簡易查核表 

項次 規劃設計內容 是否

1 設置寬頻光纖電路接取廣域網路。   

2 
數位式(含 IP) 電話除具有公眾電話網路連線通話功能，並具有不斷

電設備，停電後能提供一定時間的電話交換功能。  

 

3 
配置適量的資訊及電話插座，同時預留適當的擴充容量及空間，並設

置設置網路管理系統。 

 

4 
設置適當的資訊安全保障設備 (本項於住宅類建築物之評估中屬於

鼓勵性) 。 

 

5 
設置視訊會議系統，其能同時讓兩方或多方人員都可以影像、聲音、

文字及圖形等方式溝通。 

 

6 
公共廣播除作為平時與緊急廣播用外，同時可以提供作為背景音樂播

放之用，並可以區域別之方式，來控制不同區域之播放與否。 

 

7 
在適當地點裝置公共電視天線或衛星直播電視天線，該地區如有有線

電視系統則可以接有線電視系統來加以放大分配至建築物各區域。 

 

8 

在適當公共空間設置明顯之資訊顯示設備，平時可顯示各種固定或動

態訊息或影音多媒體畫面等，緊急狀況時更可以顯示相關之緊急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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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化科技的進步與人們的需求，各種

應用建構在建築物上的自動化服務系統不斷的

創新與發展，種類繁多複雜，如空調監控系統、

電力監控系統、照明監控系統、門禁控制、對講

系統、消防警報系統、安全警報系統、停車場管

理系統等等，而這些不同的系統設備在資源共用

的節省以及未來的維護、變更、擴充、系統彼此

間協調互動，操控管理方式的提升等，都將影響

著建築物的永續發展，因此考量建築物之系統整

合已成為必然的趨勢。

系統整合主要是在解決系統之間的互聯性與互操作性問題，其牽涉之層面包括

建築物內的各類設備、子系統間的整合，以及通訊協定、系統平台、應用軟體及建築

環境、施工配合、組織管理和人員配備等各方面的整合問題。因此系統整合是一個涉

及多學科、多技術的綜合性應用領域，從設計到實施是一個複雜的應用系統工程概

念，在過去建築內所建置的各類自動化服務之子系統雖可執行各自功能，但往往鑒於

系統太多，造成管理上的不便，且由於各子系統各自獨立，訊息無法進行溝通，使得

設備資源重複使用，形成浪費，而且當要實現系統的互操作和系統的互連時，又常因

各子系統在封閉系統的環境下，其通訊介面上無法相容，不能進行整體化的協調運作

與綜合應用。由此可知，系統整合對建築物智慧化與否佔有重要的影響地位，也可以

說沒有系統整合的建築物就無法稱之為具有智慧的建築。

因此，「系統整合指標」是基於建築的永續營運管理與發展來訂定的，其目的是

做為評定在建築物內各項自動化服務系統在系統整合上之作為、成效與效益，也能藉

此讓建築業主與管理者可以了解，對於建築物各項智慧化系統在規劃導入之時，在系

統整合上應考量與注意的重點與方向，期能達到提高整體管理的效率與綜合服務的能

力，降低建築物的營運成本，且能發揮在建築物內發生突發事件之控制與處理能力，

將災害損失減少到最低限度。

依據各項評估基準之重要程度，篩選通過此項指標關鍵性之相關規劃設計內容

如下表所示，如規劃者能採用下列規劃設計內容，應可容易獲得本指標之基本性與必

要性基準的合格評估。

圖 1-4-3 中央監控及防災中心 
(圖片來源：黃國書) 



解說篇 第四章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項目說明

1-17

表 1-4-3 系統整合指標簡易查核表 

項次 規劃設計內容 是否

1 

將建築物內各項機電設備，納入中央監控系統，分散監控集中管理，

被監控的設施設備越多，且多能賦予可遠端遙控的項目則越能展現智

慧化與節能的成效。 

 

2 

在系統整合的平台上，呈現各監控系統或子系統間可能相互整合互動

的積極作為，如消防與門禁系統及空調系統整合互動，或保全系統與

CCTV 監視系統整合互動，或中央監控系統與物業管理系統整合互動

等更有助於整體的應用服務機能。 

 

3 

依據建築物智慧化之目標，規劃各項弱電系統之整合作為，並留設監

控建築物各項機電設備所需要之監控銜接介面。此外，機電與空調系

統監控之整合宜採用同一系統設備統一規劃設計。(相關內容以規劃

書的方式說明合各項弱電系統在系統整合上的作為，並提出詳細的系

統架構圖與圖說，架構圖上應標示各子系統在整合平台上彼此在軟體

與硬體的連結規格與傳輸方式，同時未來在子系統在系統或設備採購

時也都必須要求設備商來提供相關圖說與通訊協定文件。) 

 

4 

中央監控系統具消防、防盜、緊急求救與中央監控系統(室)訊號連線

之整合性功能，並設置監控主機操作之集中處所，提供集中管理的安

全環境。 

 

5 
可在整合系統平台上，設計 web 化之便利性與多元化管理能力的操作

方式。 

 

6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的系統通訊平台，並儘量選擇以開放性與標

準化的平台作為將未來整合應用時的遵循規範，而其他相關聯的子系

統也能具有相同的國際標準化通訊協定。 

 

7 

建立完善之系統整合安全機制，其至少須包含人機介面之管理權限設

置、系統的資安防護設置、系統備援的設置，另必須於在完工時，應

提出具有業主所簽認完整弱電系統的移交清冊，移交清冊至少需有提

供整體系統將來在維護上相關資料與程式項目。 

 

 

智慧型建築之效益係透過自動化系統設備

之應用達到節省能源、節約人力與提高知性生產

力之目的。其所可能涵蓋之系統設施將包括資訊

通信、防災保全、環境控制、電源設備、建築設

備監控、系統整合及綜合佈線與設施管理等系統

之整合連動。即運用高科技把有限資源及建築空

間進行綜合開發利用，以提供安全、健康、便利、

舒適、節能之使用環境，並有效地節省建築物營

運時所衍生之費用、保護環境及降低資源消耗。

所以智慧建築之營運需有良好的設施管理才能

圖 1-4-4 運用整合性之作業系

統進行效能管理 
(資料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

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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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各系統的正常運轉並發揮其智慧化的成效。設施管理系統之設計除須滿足現有相

關法規之基本要求外，並以確保系統的可靠性、安全性、使用方便性及充分應用先進

技術來設計為目標，使建築物保持良好智慧化之狀態，而智慧建築的設施管理能力，

是決定建築智慧化能否維持可持續性經營；能否產生經濟效益；能否達成使用的滿意

水準等的重要關鍵。

「設施管理」指標區分成「使用管理」與「建築設備維護管理」兩分項指標，

其目的是透過有組織、有計劃、有制度及有效能的查核機制，以評定建築物智慧化功

能正常運作的可靠性、異常及故障排除的及時性、服務品質的穏定性、及資訊彙整的

正確性；以發揮建築智慧化的效能水準及的持續性發展。

依據各項評估基準之重要程度，篩選通過此項指標關鍵性之相關規劃設計內容

如下表所示，如規劃者能採用下列規劃設計內容，應可容易獲得本指標之基本性與必

要性基準的合格評估。

表 1-4-4 設施管理指標簡易查核表 

項次 規劃設計內容 是否

1 
訂定資產管理制度以及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理規範、管理規約，並以

動態管理的方式進行相關設施之使用管理  

 

2 
訂定完整之品質管理制度(如 ISO、SOP)，並以設施管理的整合作業

系統進行效能管理及提供決策支援功能  

 

3 
訂定完整之管理組織型態與編制以及設施管理人事管理制度，且依法

令規範配置專業或證照人員 

 

4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管理維護規範、年度設備管理維護計畫(含預算)以

及危機處理與緊急事故應變計畫 

 

5 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具備智慧化自主性的作業管理(E 化整合)  

 

建築物除了要能滿足建築物的使用機能外，最重要

的是要確保建築物可以防範各種災害，使建築物本身隨

時維持其使用機能並且能保障使用者的生命財產安全，

避免造成任何傷亡或損失。然而在建築物的生命週期

中，必然會遭受各種天然災害或人為的蓄意入侵或破

壞，因此如何以各種自動化系統事先防範或防止各種災

害的發生及擴大以確保使用者的生命財產安全，成為評

估智慧建築不可或缺的指標。安全防災系統的先進落後

與優劣好壞也直接影響著智慧建築的等級與人員的生命

財產安全。

圖 1-4-5 透過影音對講設備進行

門禁管制 
(圖片來源：簡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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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相較於一般建築雖可有效的提升資訊的處理能力而提高使用者之工作

效率與舒適性，但同時也投資了許多先進且昂貴的精密設備，一旦發生災害事故，除

了造成人員傷亡外，對各設施及建築物遭受的損害也比一般建築物嚴重，因此智慧建

築中的安全防災系統的設計也就顯得格外重要。

安全防災系統在智慧建築主要架構中通常被視為建築物自動化（BA）的一個非

常重要的獨立子系統，整個系統的運作除可藉由建築物中智慧化的綜合管理系統來做

整合連動的操作控制外，更可於必要時脫離其他系統或網路之情況下獨立運作。

然而，智慧化所追求的並不是漫無止盡的投資與增設系統，而是要在現階段科

技發展下，將應具備之各項設備先行定位後，以可行而且符合法規內容的方式，產生

適當的連動順序，去達到智慧化之程度，進而朝向設備減量與系統整合的目標。

對於建築物各種災害的防制，尤其是防火及耐震等方面，已有各種相關法規加

以規範，因此智慧建築標章中所提出的安全防災指標著重在「主動性防災」以及各自

動化系統間其整合及連動程度的評估，以鼓勵建築物朝向更優質的目標來規劃及建

造。因此與現有法規大部分著重在要求建築物滿足最低設置標準的觀點並不相同；因

為依照法規的設計，所做到的合法，只是達到一個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以消防設備為

例，我國法規係屬於條列式法條，只要依照規定設置即屬合法，並沒有考量各設備間

的連動順序；例如，一個空間內應設火災探測器、氣體滅火設備與排煙設備時，當探

測器偵測到火災並連動滅火設備與排煙設備動作時，將會產生原本欲用來滅火的氣體

反而被排煙設備給排出，形成無效動作。因此，要如何在合法的情況下又要使各系統

能有效運作互不衝突，便是智慧型安全防災系統追求的重點。

再者，每一個系統在平時就要與日常生活結合，朝向人機介面圓滑化的方式去

規劃設計，使其在操作或是顯示資訊的方式上，可以更貼近使用者的需求，如此才能

更容易檢知其效能，也才能在緊急危害發生時，藉由智慧化性能的表現，讓每一項捍

衛人身安全的系統發揮最大功效。此外，每樣考量人身安全而安裝的設備，除了追求

功能之提昇外，其整體外觀及性能展現上，亦需要和建築物之空間意象與營運需求相

結合，避免任何可能的突兀與干擾。

依據各項評估基準之重要程度，篩選通過此項指標關鍵性之相關規劃設計內容

如下表所示，如規劃者能採用下列規劃設計內容，應可容易獲得本指標之基本性與必

要性基準的合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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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5 安全防災指標簡易查核表 

項次 規劃設計內容 是否

1 設置防災中心或中央監控室   

2 

設置可自動探測各種火災徵兆之設備，其必須通過消防單位定期性之

消防設備檢查，並至少須具備下列幾項功能 

(1)顯示火災處所相關室內位址 

(2)能自動確認火災警報之正確性與進行通報 

(3)提供防火系統故障之自動回報及記錄功能 

 

3 
防火系統可自動啟動滅火設備及防止火災擴大，並能於火災發生後自

動並即時有效引導人員避難 

 

4 
設置防盜系統，其包含防盜自動警報設備、人車自動監視設備、自動

門禁管制設備 

 

5 設置致命有害氣體之監測設備或措施(如一氧化碳、瓦斯等)   

6 於電梯、直通樓梯等處設緊急求救按鈕   

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人們的工作與生活型

態也隨之改變，長時間待在室內的生活工作型

態，已成為大多數現代人生活的模式，健康、舒

適符合人體工學的的工作空間，已成為辦公建築

規劃設計的基本考量事項，提升室內環境品質使

其更健康更舒適，更成為近年來熱門的研究課

題。有關室內環境品質的相關規定，除了建築技

術規則的法定項目外，綠建築的室內環境品質指

標，也針對室內音環境、光環境、通風換氣與室

內建材裝修等項目作出評估的依據，鼓勵使用者採用隔音性能佳的門窗牆壁構造，以

及自然通風採光的開口設計，並減少室內裝修建材，或採用綠建材以減低室內有害空

氣汙染物之逸散。智慧建築的健康舒適指標，除了達成上述規定的室內環境品質要求

外，需更進一步的協助室內空間使用者，主動感知室內外環境的變化，提供兼顧健康

舒適與節約能源的最適化環境品質。例如由室內外的溫度感知器知道室內外溫差，透

過中央處理器的整合運算，進而驅動冷氣空調的溫度調整或是送風開關等，若監測到

CO2濃度過高時也可以自動開啟換器設備，經由全熱式交換機，與室內冷空氣做溫度

混合後，引入新鮮空氣，兼顧空間舒適性並避免能源的損耗。

除此之外，智慧型的辦公空間導入多種 OA 機器設備，以減少辦公室的例行性

工作，追求省力化高效率的工作環境品質，提升高知識性與高創造性的知性生產力。

因此智慧型辦公空間將與傳統辦公空間的需求與生產模式不同，將更加重視提升創造

圖 1-4-6 標準層辦公室提供優

質室內環境 
(圖片來源：王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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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環境的構築以及人性化空間的塑造與維護。因此「健康舒適指標」乃是以智慧化的

手法來提昇使用者空間的健康性與舒適性，為達成評估的目的，本指標以使用者之空

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及空氣品質、水資源、室內健康、健康照護等物理環

境項目與人居健康保障程度提昇作為評估項目，考量使用者舒適性的室內空間規模與

尺度，以及能提高工作效率與便利性的天花板與地板的彈性配線空間以及共享空間等

作適當的規範。由建築設計手法、室內外環境感測系統與相關應用設備(如空調、照

明等設備)之整合性規劃與應用來評估建築物是否滿足使用者對建築空間健康性與舒

適性的需求。

依據各項評估基準之重要程度，篩選通過此項指標關鍵性之相關規劃設計內容

如下表所示，如規劃者能採用下列規劃設計內容，應可容易獲得本指標之基本性與必

要性基準的合格評估。

表 1-4-6 健康舒適指標簡易查核表 

項次 規劃設計內容 是否

1 
室內空間之天花板高度大於 2.5 公尺，且水平佈線空間可配合隔間做

彈性調整。 

 

2 

因應各空間使用者需求，設置室內溫濕度偵測裝置並能即時連動空調

系統設備，主動調整室內環境之溫度與濕度。此外亦於室外設置溫度

偵測裝置以提供使用者了解室外環境變化。  

 

3 

因應各空間使用者需求，設置 CO2與 CO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進行室

內環境空氣品質之偵測，並連動排換器設備，使其對汙染源有效排氣

或利用換氣達到降低汙染源濃度至合理標準值。 

 

4 設置液面水位計，監視各水槽之水位狀態，並進行入水控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所提出優良居住

環境之四項原則為「安全性、健康性、便利性、

舒適性」，便利和舒適列為優良居住環境的基本理

念，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生活品質的提升，人們

對生活之便利性和舒適性等需求已逐漸成為建築

物規劃設計之重要發展課題，本指標綜合智慧建

築各項系統設備設置的目的，提供使用者安全、

健康、便利、舒適、高效能和人性化之生活空間，

以貼心通用無障礙之規劃設計，滿足各種類型使

用者之生活需求，並導入各式的資訊和生活服務

模式，提昇使用者生活環境之便利性與舒適性。

圖 1-4-7 透過環境感測裝置聯動

室內相關設備，營造舒適

的環境 
(圖片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

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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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便利指標的設置目的乃為鼓勵智慧建築之規劃設計導入貼心便利之創新加

值服務，提供空間使用者友善無障礙的的導引資訊，透過網路及資通信產業科技的技

術提供智慧型的加值服務，提升生活的便利性，創造優質的居住空間。貼心便利指標

的擬訂，一方面可讓使用者享受高品質的生活模式，鼓勵建築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也

協助政府帶動智慧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讓人人都能享有智慧的便利好生活。因此本

指標以「空間輔助系統」、「資訊服務系統」、「生活服務系統」等三大系統做為主要評

估項目。為鼓勵智慧建築規劃設計與建設業者，朝向優質貼心便利的空間設計，指標

研訂初期全部指標基準以鼓勵性為原則，待智慧化科技更加落實於居住生活空間，智

慧建築逐步走向標準化之後，再依實際情行修正部分指標基準為必要性項目。因此評

估項目之擬訂保留較大之彈性，可由申請者提具相關系統設施之資料，或服務表單等

作為佐證，並詳細述明，以做為評定之參考。

表 1-4-7 貼心便利指標簡易查核表

 

隨著科技的進步，現代建築裡所應用的設備系統愈趨複雜，機能也愈強，相對

地設備費用也高，許多建築物其建築設備佔全部工程經費的比重超過一半以上，而且

這個比重隨著經濟發展有逐漸提高的趨勢。以往建築設備的發展，主要是提高建築的

經濟性與便利性，但隨著社會的富裕，對舒適性的要求逐漸增加。然而為了維持建築

項次 規劃設計內容 是否

1 

空間

輔助

系統 

設有公共資訊顯示設施(如跑馬燈、導引系統、電子公告欄…等)  

具備輔助服務(如通用設計、E 化輔助、無障礙輔助、行動輔助…

等) 

 

具有語音提示服務(如警示區域語音提示、設施使用語音提示、公

共廣播服務…等) 

 

具有導覽服務(如行動導覽、導覽機服務…等)  

2 

資訊

服務

系統 

具備即時訊息服務  

具有數位生活服務平台  

設置環境資訊顯示  

設置能源資訊顯示  

具有儲物管理系統  

3 

生活

服務

系統 

具有訪客服務(如訪客查詢接待及管理服務、收發服務…等)  

具有 E化學習服務(如電子圖書館、遠距教學系統…等)  

具備管家服務(料理服務系統、清潔服務系統、植栽澆灌系統、寵

物照顧服務、智慧家電、垃圾自動處理系統、虛擬管家、設備自動

異常通報…等) 

 

具備娛樂服務(如影音娛樂視訊服務…等)  

4 
其他

服務 
其他生活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申請者可自行詳列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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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舒適，建築設備消耗掉大量的能源，在地

球環境意識抬頭的今日，考慮兼顧舒適性與節能

的技術已漸成為建築設備重要的課題。因此如何

使建築物內之設備保持在最適與最佳化之運轉

控制，乃是實現建築物省人力、省能源與省資源

之重要關鍵。整合建築、通信、辦公與設備自動

化的智慧建築，透過各種控制裝置使大樓的整體

設備系統獲得合理化的運轉控制而實現省人、省

能之目的。

一般而言，建築物內之主要耗能設備可大致

區分為空調、照明與動力系統，其中又以空調系統佔總電力耗能的 20%以上，因此智

慧建築之設備節能指標主要鼓勵智慧建築物採用高效率與節能的設備，空調設備以空

調主機效率應符合政府之規定，再加上鼓勵採用空調節能設計之手法。照明設備與動

力設備主要採用單位面積用電密度之管制，以避免照明設備與動力設備之過量設計，

鼓勵採用節能設計手法以滿足需求。當然更積極的目標，應是兼顧環境舒適條件下實

現省能源之運轉控制，因此除了本項設備節能之考量外尚可藉由舒適健康指標來檢核

環境之健康性與舒適性。

故建築節能管理指標目的，主要在提昇智慧建築設備使用效率，並減少能源費用

支出，更期望借由二氧化碳減量而符合減緩全球暖化之永續環境趨勢。因本指標之內

容主要鼓勵智慧型建築物之空調、照明、動力設備等設備系統具有能源監控功能，空

調、照明、動力設備採用高效率的設備以及各項節能技術，並鼓勵設置再生能源設備。

依據各項評估基準之重要程度，篩選通過此項指標關鍵性之相關規劃設計內容如

下表所示，如規劃者能採用下列規劃設計內容，應可容易獲得本指標之基本性與必要

性基準的合格評估。

表 1-4-8 節能管理指標簡易查核表 

項次 規劃設計內容 是否

1 
設置能源監視系統，其至少須具有空調或動力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

視功能。 

 

2 
設置能源管理系統，其至少須具有空調或動力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

控或需量管理功能。 

 

為使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之申請者能快速自我檢核，特將各指標之

評估項目、評估基準，依據其指標基準類別之區分(基本性基準、必要性基準、及鼓

圖 1-4-8 設置能源監控系統進

行能源使用管理 
(圖片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

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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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性基準)，整合成一評估檢和總表，如表 1-4-9 所示。其配合正式指標申請之作業

流程而提供快速核對之申請項目內容，給對於指標申請內容較不熟悉之申請者作為參

考，以使申請者能快速了解智慧建築標章申請之指標內容，以便於進行設備的設計或

是使用管理的規劃。由於此表為智慧建築標章之各指標項目申請的內容之匯整，故讀

者可以藉此快速理解智慧建築標章之內含。

表 1-4-9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檢核總表

申請類別  □ 智慧建築標章  □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申請編號 建築物名稱

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綜
合
佈
線 

佈線系統規劃設

計 

規 劃 設 計 計 畫

書：佈線規劃設

計之系統化功能

與成效 

系統架構與設計書：佈

線設計須具備系統化

之功能與成效 

系統概述、網路架構

圖、垂直幹管昇位圖、

主幹(垂直)配纜昇位

圖、水平配線/配管

圖、佈線設備設計清單

等 

佈線各子系統設

計之完整性 

各子系統之「配置空

間」與「數量」至少符

合法定規範(EL-3600)

或相關領域公認標準

之建議值 

引進管管徑及數量 

電信室/設備室面積

(或總箱)之配置 

主幹、水平配線系統管

徑及數量(或管道間及

線槽大小數量) 

配線箱空間與配置數

量 

工作區(或宅內配線系

統)配置與數量  

佈線系統可支援

之服務 

作為資、通信等

系統/服務之配

線系統 

電信服務 

須作為傳統語音服務

與 xDSL 接取服務之

傳輸媒介 

資訊、數據服務 
須作為寬頻接取服務

之傳輸媒介 

佈線系統等級與

整合度 

依循共通標準化

程度 

資、通信配線系統（OA 

& CA) 

資、通信配線主要依據

TIA-568-B(或 568-C)

或ISO 11801之基準進

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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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綜
合
佈
線 

佈線系統等級與

整合度 

配線器材暨配線

系統選用之等級

配 線 器 材 等 級 之 選

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議之

等級基準。 

依據 TIA 標準，須符

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 之評量規範；

若依 ISO/IEC 標準，

則須符合其所規範之

Cat 5 或 Cat 6 或 Cat 

7 之評量基準 

配 線 系 統 等 級 之 選

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議之

等級基準。 

依據 TIA 標準，須符

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 之評量規範；

若依 ISO/IEC 標準，

則須符合其所規範之

Class D 或 E 或 F 之

評量基準 

整合度 
各佈線系統具備未來

擴充整合性 

系統獨立建置但符合

未來整合性(如預留可

供互連之管道、空間、

連接埠等） 

資
訊
通
信 

廣域網路之接取 設置寬頻電路接取廣域網路 

數位式(含 IP)電話交換 

具有公眾電話網路連線通話功能，且具備對內

及對外之連接介面(本項基準於住宅類建築物

中屬於「必要性基準」) 

區域網路 
適量配置資訊及電話插座，同時預留適當的擴

充容量 

公共廣播 
除作為平時與緊急廣播用外，同時可以提供作

為背景音樂播放之用 

系
統
整
合 

系統整合之方式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說明書提出(含系統整合架

構圖)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被監控整合之接點

介面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的專屬之通

訊接口與通訊協定資料 

整合管理方式 

中央監控室或管

理室或專有處所

之設置 

設置提供監控主機操作之集中處所 

整合的安全機制 各子系統與整合技術資料的保存 

設
施
管
理 

使用管理 
資產管理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理規範、管理規約 

效能管理 設施管理的整合作業系統 

建築設備維護 

組織管理 管理組織型態與編制 

維運管理 
訂定年度設備管理維護計畫(含預算)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管理維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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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安
全
防
災 

防火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設置防災中心或中央監控室 

設置可自動探測各種火災徵兆之設備及自動

確認火災警報之正確性並通報 

避難引導與緊急

救援 

火災發生後能自動並即時有效引導人員避難

(緊急廣播內容能符合安裝場所使用特徵與災害

境況) 

防盜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設置防盜自動警報設備 

(裝設磁磺式、熱感應式或微波等各種類型之防盜

警報設備。) 

設置人車自動監視設備 

(對主要公共活動場所、通道以及重要區域能進行

有效監視並錄影記錄)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停車管理設備 
(系統具有汽車停車場出入口柵欄門自動控制功

能) 

緊急求救系統 
避難引導與緊急

救援 

昇降機、直通樓梯等處設緊急求救按鈕或可對

外聯繫之緊急電話 

健
康
舒
適 

溫熱環境指標 
舒適環境偵測系

統 

室內溫度偵測 溫度偵測裝置 

室內濕度偵測 濕度偵測裝置 

節
能
管
理 

能源監視系統 能源監視之功能 
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視功

能 

 

二、 必要性基準（依申請指標項目，任一項配分不得為 0） 

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綜
合
佈
線 

佈線系統規劃設

計 

規劃設計計畫

書：佈線規劃設

計之系統化功

能與成效 

系統規劃書：佈線之規

劃頇具備系統化之功能

與成效 

系統需求書、佈線設備

及空間配置之審查與

檢測計畫書等  

佈線各子系統

設計之完整性 

各子系統之「設計方式」

至 少 符 合 法 定 規 範

(EL-3600)或相關領域

公認標準之建議方式 

引進設施及其線纜設

計方式 

電信室 (或總箱 )之設

計(如：獨立與充分之

空間、維修進出方便、

具防火、防水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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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綜

合

佈

線

佈線系統規劃設

計

佈線各子系統

設計之完整性

 

各子系統之「設計方式」

至 少 符 合 法 定 規 範

(EL-3600)或相關領域

公認標準之建議方式 

電信室總配線架(或總

箱端子對數)之設計容

量應依引進電纜對數

和配線對數設計

主幹系統幹纜設計與

器材之設計方式

主幹備用路由設計方

式  

水平系統線纜設計與

器材之設計方式 

配線服務區設計方式

(每一服務區至多 990
平方公尺) 
每一工作區配置 RJ45
插座兩組作為資訊與

電話插座  

住宅宅內應配置宅內

配線箱，星狀 UTP 電

纜配線至各廳房，採至

少兩組 RJ-45 之出線

匣設計 

佈線系統可支援

之服務 

作為資、通信等

系統/服務之配

線系統 

資訊、數據服務 

作為 WAN 、LAN 服務或

客戶網路服務等之傳

輸媒介 

佈線系統導入時

機與流程管制 

導入時機 建築物建置施工期間 

至遲須於建築物主體

施工(改善施工)期間

導入 

流程管制方式 流程管制計畫 

遵循「電信裝置使用管

理作業流程」管制或符

合「建築技術規則作業

程序」或其他標準作業

程序 

佈線系統管理機

制 

圖資管理 規劃設計與竣工圖資 
具計畫性保存管理規

劃、竣工圖資 

標示與識別  標示、識別與依據標準

符合 EL-3600 強制與

建議之標示與識別規

範

資
訊
通
信 

數位式(含 IP)電話交換 
具有不斷電設備，停電後能提供一定時間的電

話交換功能 

區域網路 
設置網路管理系統 

設置適當的資訊安全保障設備 

視訊會議 
可同時讓兩方或多方人員都可以影像、聲音、

文字及圖形等方式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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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資

訊

通

信 

公共廣播 
可以區域別之方式，來控制不同區域之播放與

否 

公共天線及有線電視 

在適當地點裝置公共電視天線或衛星直播電視

天線，該地區如有有線電視系統則可以接有線

電視系統來加以放大分配至建築物各區域 

公共資訊顯示及導覽 

在適當公共空間設置明顯之資訊顯示設備，平

時可顯示各種固定或動態訊息或影音多媒體畫

面等，緊急狀況時更可以顯示相關之緊急訊息 

系
統
整
合 

系統整合之程度 

中央監控系統 

各類機電設備系統納入監控之比例 (機電設備

系統總數與納入監控機電設備系統總數之比) 

中央監控系統之控制與監視比例 

系統整合之整

合度 

各系統間整合後互動關連程度 (有互動關聯之

子系統與子系統總數之比) 

系統整合之方式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例(子系統軟體整合數

與子系統總數之比) 

整合管理方式 

消防、防盜、對

講、緊急求救信

號之整合對外

傳輸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中央監控系

統(室)訊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 

整合系統管理

操作環境 
主系統採 Web 化操作環境 

系統整合平台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的系統通訊平台的比

例(相同系統數與系統總數之比)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度(國際或工業標

準化平台系統數與系統整合系統總數之比) 

整合的安全機制 

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機制 

系統資安的防護機制 

系統備援的機制 

設
施
管
理 

使用管理 

資產管理 
訂定資產管理制度 

設施使用動態管理 

效能管理 

訂定品質管理制度(如 ISO、SOP) 

提供資訊收集、紀錄、儲存及傳輸的決策支援

糸統功能 

建築設備維護 

組織管理 
法令規範應配置的專業或證照人員 

設施管理人事管理制度 

維運管理 

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具備智慧化自主性的

作業管理(e 化整合) 

訂定危機處理與緊急事故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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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安

全

防

災 

防火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可顯示火災處所相關室內位址 

(系統能顯示火警區域或火警點的狀態信號及其平

面位置) 

通過依據消防法規規定之消防設備檢查 

防火系統故障之自動回報及記錄系統 

避難引導與緊急

救援 

火災發生後能自動並即時有效引導人員避難 

(依據系統智慧化整合程度給予獎勵得分，給分

標準請詳安全防災指標內容) 

侷限與排除性能 可自動啟動滅火設備及防止火災擴大 

防盜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設置防盜自動警報設備 

(依據系統智慧化整合程度給予獎勵得分，給分標準

請詳安全防災指標內容) 

設置人車自動監視設備 

(依據系統智慧化整合程度給予獎勵得分，給分標準

請詳安全防災指標內容)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自動門禁管制設備 

防有害氣體系

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設置致命有害氣體之偵測設備或措施(如一氧

化碳、瓦斯等) 

健
康
舒
適 

空間環境指標 室內空間計畫 

樓層高度計畫 
天花板高度是否大於

2.5公尺 

彈性與共享的空間規劃 
水平佈線空間是否可

配合隔間做彈性調整 

溫熱環境指標 

舒適環境偵測系

統 
室外氣候感測裝置 溫度偵測裝置 

空調設備連動 共有空間 

室內溫度偵測裝置與

空調系統連動 

室內濕度偵測裝置與

空調系統連動 

空氣環境指標 
空氣品質偵測系

統 
排換氣計畫 

CO2 濃度偵測系統裝

置 

CO 濃度偵測系統裝置 

水環境指標 用水管理 自動補水 液面水位計監視 

節
能
管
理 

能源管理系統 能源管理之功能 
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控或需

量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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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勵性基準

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綜 

合 

佈 

線 

佈線系統規劃設

計 

佈線各子系統

設計之完整性 

各子系統之配置設計方

式 優 於 法 定 規 範

(EL-3600)或相關領域

公認標準之建議設計與

配置 

 

電信室/設備室採高架

地板設計  

電信室/設備室設置光

終端配線架  

每一工作區配置 RJ45

插座兩組以上 

住宅內各廳、房、室等

空間皆配置(或預定配

設）至少 3埠以上之

RJ-45 

佈線系統可支援

之服務 

作為資、通信等

系統/服務之配

線系統 

電信服務 

作為 VoIP/VoBB 服務

或其他電信應用服務

等之傳輸媒介 

視訊服務 

作為如類比視訊、數位

視訊、HDTV、IPTV 等

或其他視訊服務之傳

輸媒介 

作為資、通信等

系統/服務之配

線系統 

光纖網路服務 

作為如 FTTB/H、光纖

區域網路、光纖視訊、

光纖社區等光纖化服

務之傳輸媒介 

作為建築物控

制系統與數位

化服務之配線

系統 

建築物控制管理系統 

作為如保全、消防安

全、HAV 控制、能源管

控等系統或其他弱電

系統之傳輸媒介 

數位化服務 

作為如門禁、監控、保

全、節能、居家照護、

AMI 等整合服務之傳

輸媒介 

佈線系統導入時

機與流程管制 
導入時機 建案規劃設計期 

配合整體建築設計預

先規劃 

佈線系統等級與

整合度 

依循共通標準

化程度 

建築物控制管理配線系

統 (BA)  

BA 配線系統主要依據

TIA-862 或其他（敘明

依據）基準而設計 

配線器材/系統

光化程度 

配線器材/系統應用光

纜化設計 

配線器材或配線系統

含光纜化設計 

整合度 
資 、 通 信 配 線 系 統

(CA/OA)整合建置 

主幹整合建置、主幹與

水平整合建置 、主幹/

水平/工作區內皆整合

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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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綜
合
佈
線 

佈線系統等級與

整合度 
整合度 

資、通信與建築物控管

自動化配線系統

(CA/OA/BA)整合建置 

主幹整合建置、主幹與

水平整合建置 、主幹/

水平/工作區內皆整合

建置、或其他部分整合

建置(敘明整合項目)

佈線系統管理機

制 

標示與識別 標示、識別與依據標準
具備進階之標示與識

別(如 TIA-606 規範)

系統測試與維

運管理 
系統測試與維運管理 

具有系統測試報告書

(或測試計畫書）、後續

維護管理計畫 

佈線新技術導入

程度 

佈線新技術應

用項目 

佈線新技術之創新應用

項目 

新技術參考項目：創新

佈線技術、超高速佈線

系統、新世代光纖通信

技術、客戶網路佈線技

術（如 G.hn、MoCA、

HomePNA 、 PLC 、

HomePlug AV 、

HomeGrid 等）、Home 

gateway 應用、Sensor 

network 應用、高速無

線 網 路 應 用 ( 如

WLAN、Zigbee、UWB, 

Wimax 、 Femtocell 

等)、智慧配管與空間

調度整合配線技術應

用(如 BIM)、屋內天線

系 統 ( 如 RF over 

Fiber 等)應用、行動

通信涵蓋輔助設施應

用、其他具體化創新技

術導入與應用。 

佈線新技術應

用功效 

佈線新技術之創新應用

成效 

具備創新意涵及達成

具體功效 

資
訊
通
信 

廣域網路之接取 
設置微波或衛星等裝置或引進第二路由寬頻電

路，作負載共擔或備援通訊使用 

數位式(含 IP)電話交換 

具有雙重處理能力，至少包括共同控制與電源

供應單元 

整合行動通信提供無線分機的功能 

公眾行動通信涵蓋(含共構) 

以室內天線系統、微基地台等輔助涵蓋設施，

提供建築物內(含地下室、電梯間等)行動通信

無死角 

提供建築物內多家行動通信業者通信無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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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資
訊
通
信 

區域網路 

在適當公共空間配置適量無線區域網路 

網管系統提供中文圖形化介面操作功能 

網管系統提供遠端監控及操作功能 

視訊會議 
有專屬空間及會議設備 

傳送到對方的影像畫面與聲音無延遲現象 

公共資訊顯示及導覽 

於建築物之適當公共地點設置資訊站或提供手

持導覽器等進行建築物內部及週遭環境之導覽 

導覽系統提供觸控式螢幕、RFID或語音辨識等

操作功能 

導覽系統提供可攜式設備隨身操作功能 

系
統
整
合 

系統整合之程度 
系統整合項目

(複選) 

電力監控 

空調監控 

照明監控 

衛生給排水監控 

通風換氣監控 

室內環境品質監控 

電梯監控 

門禁系統監控 

保全系統監控 

連絡通信及廣播之對講系統 

消防系統監控 

停車管理系統 

監視系統 

家庭自動化系統 

能源管理系統 

設施管理系統 

其他弱電系統 

系統整合之方式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統監控之整合採同一監

控設備 

整合管理方式 

消防、防盜、對

講、緊急求救信

號之整合對外

傳輸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用戶行動電

話手機訊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 

中央監控室或

管理室或專有

處所之設置 

設置提供監控系統使用之專屬中央監控室或管

理室 

整合系統管理

操作環境 
子系統採 Web化操作環境 

設
施
管
理 

使用管理 

資產管理 
產權(房產)管理制度 

租賃管理制度 

效能管理 
預期使用機能需求評估與規劃 

訂定管理績效評估標準(如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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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設
施
管
理 

建築設備維護 

組織管理 訂定專業協約廠商的管理制度 

長期修繕 
訂定長期修繕計畫(含預算) 

訂定長期修繕財務籌措計畫 

安
全
防
災 

防火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

示性能 

可顯示火災處所相關室內位址 

(建築物各區域或樓層設置識別火警位置的聲

光顯示裝置) 

侷限與排除性

能 
二段式下降防火鐵捲門 

避難引導與緊

急救援 

火災發生後能自動並即時有效引導人員避難 

(依據系統智慧化整合程度給予獎勵得分，給分

標準請詳安全防災指標內容)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

工法。 

防震抗風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

示性能 

設置建築物結構安全狀態監視系統或地震記錄

儀 

侷限與排除性

能 

設置隔震系統或被動、主動制震或抗風系統 

建築物內設置避震裝置及防震管線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

工法。 

防水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

示性能 

設置漏水警告設備  

設置淹水偵測設備  

侷限與排除性

能 

設置防水閘門 

設置抽排水設施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

工法。 

防盜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

示性能 
設置影音對講設備 

侷限與排除性

能 

設置停車管理設備 

(依據系統智慧化整合程度給予獎勵得分，給分

標準請詳安全防災指標內容)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

工法。 

防破壞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

示性能 
設置偵測爆裂物等危險物品設備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

工法。 

防有害氣體系統 

侷限與排除性

能 
設置防止致命有害氣體擴散之設施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

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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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安
全
防
災 

緊急求救系統 

避難引導與緊

急救援 
緊急求助系統能與錄影監視系統連動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

工法。 

健
康
舒
適 

空間環境指標 

室內空間計畫 

樓層高度計畫 

是否整合空調、照明、

消防及廣播等採用系

統天花板設計 

彈性與共享的空間規劃

是否有會議、休憩等共

享空間的規劃與設

計，並具有網路的預約

系統 

色彩計畫 色彩計畫 
針對各空間之使用需

求所因應之色彩計畫

噪音防治對策 音源被動控制對策 
防噪音對策 

防振計畫 

防輻射計畫 
室內工作區域之非游離輻射值檢測 

防輻射對策 

視環境指標 

日照計畫 

日照調節裝置 

室外日照偵測裝置 

自動日照調節裝置之

設置  

晝光利用裝置  

晝光追蹤裝置  

晝光導入裝置  

窗際自動點滅裝置  

照明計畫 
各空間照明計畫 

各空間之照度查核 

各空間之照明均齊度

照度偵測器裝置  

自動調節系統  

眩光現象之對策  作業面輝度比之查核

溫熱環境指標 

舒適環境偵測

系統 

室外氣候感測裝置 雨量偵測裝置 

室內氣流與氣壓偵測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

空調設備連動 

共有空間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

與空調系統連動 

專有空間 

室內溫度偵測裝置與

空調系統連動 

室內濕度偵測裝置與

空調系統連動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

與空調系統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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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健
康
舒
適 

 

空氣環境指標 

空氣品質偵測

系統 
排換氣計畫 

TVOC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HCHO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其他污染源之排換氣對

策(如浮游粉塵、抽煙、

廁所臭氣等之排換氣計

畫) 

排換氣設備連

動 

共有空間 

CO2 偵測系統與排換氣

設備連動 

CO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

備連動 

專有空間 

CO2 偵測系統與排換氣

設備連動 

CO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

備連動 

水環境指標 水質管理 水質查核 
一般用水水質查核 

飲用水水質查核 

健康照護管理指

標 

生理偵測系統 

共有空間 

具傳輸功能之血壓偵測

裝置 

具傳輸功能之心跳偵測

裝置 

具傳輸功能之其他生理

監測裝置 

專有空間 

如移動偵測裝置、血壓

偵測裝置、血糖偵測裝

置、體脂肪偵測裝置、

心跳偵測裝置 

其他如尿液偵測裝置 

健康管理系統 

健康管理 

復健管理 

休閒管理 

共有空間其他管理服務

起居照護 生活作息管理 

健康照護 

如用藥管理、飲食管

理、健康管理 

專有空間其他照護管理

緊急支援服務

系統 
共有空間 

偵測系統連線裝置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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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健
康
舒
適 

健康照護管理指

標 

緊急支援服務

系統 
專有空間 

偵測系統連線裝置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健康資訊照護

系統 

照護資訊及視訊傳送 

遠端診療服務系統 

貼
心
便
利 

空間輔助系統 

公共資訊顯示(如跑馬燈、導引系統、電子公告

欄…等) 

輔助系統(如通用設計、E化輔助、無障礙輔助、

行動輔助…等) 

語音提示服務(如警示區域語音提示、設施使用

語音提示、公共廣播服務…等) 

導覽服務(如行動導覽、導覽機服務…等) 

其他服務 

資訊服務系統 

即時訊息服務 

數位生活服務平台 

環境資訊顯示 

能源資訊顯示 

儲物管理系統 

其他服務 

生活服務系統 

訪客服務(如訪客查詢接待及管理服務、自動收

發服務…等) 

學習服務(如電子圖書館、遠端教學系統…等)

管家服務(如料理服務系統、清潔服務系統、植

栽澆灌系統、寵物照顧服務、智慧家電、垃圾

自動處理系統、虛擬管家、E 化繳費服務、配

膳服務、設備自動異常通報…等) 

娛樂服務(如影音、娛樂、視訊服務…等) 

紓壓服務(如個人化情境控制系統、香氛系統、

情緒感知系統、運動管理系統) 

其他服務 

節
能
管
理 

設備效率 採用高效率設備

冰水主機或冷氣機等空調設備符合能源局之標

準或具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 

螢光燈管或燈具等照明設備符合經濟部能源局

之標準或具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 

泵、電梯等動力設備具有高效率設備的說明資

料 

節能技術 

智慧外層節能措

施 

具有可適應環境、降低室內耗能而可以自動調

整之遮陽或窗戶等(各項節能措施得 4分)。

空調設備節能措

施 

設置主機運轉台數控制、全熱交換器、變冷媒

量、熱回收等(各項節能措施得 4分)

照明設備節能措

施 

採用晝光利用、初期照度調整、作業面照明等

(各項節能措施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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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節
能
管
理 

節能技術 
動力設備節能措

施 

採用有諧波管理之變頻功能、最適契約容量等

(各項節能措施得 4分) 

再生能源設備 
再生能源設備之

功能 
產生電力或熱能等替代能源(各項功能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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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為因應人類生活型態的改變和資源保護意識的抬頭，並配合

「高資訊科技化」與「人性化」的生活空間與環境，於 2001 年起推動「智慧建築標

章」之政策，並於 2002 年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籌設「智慧建築標章評審委員

會」，辦理智慧建築標章之評審作業，為推廣智慧建築之理念，使申請者容易理解與

承辦者易於執行，於 2003 年度制定「智慧建築標章推動使用作業要點」，做為「智慧

建築標章」申請之依據。經四年評審作業之操作後，於 2007 年著手檢討既有智慧建

築標章操作體制與適用建築物類別，復於 2008 年起進行修正與試研擬之討論操作工

作，並於 2011 年完成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解說與評估手冊」，為我國執行建築智慧化

推廣工作奠定深遠基礎。 

智慧建築評定制度分成兩部分評選作業，第一部分為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於建築

物規劃設計階段之時提出申請，第二部份為智慧建築標章，於建築物完工取得使用執

照後提出申請。新建建築物獲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後，已完工取得使用執照或為合法

使用建築物，即可進一步提出智慧建築標章申請。以新建建築物而言，由於規劃設計

時歷經候選智慧建築之評定，因此，完工取得執照後依據「智慧建築標章申請使用須

知」內容規定準備申請案應備之文件。 

申請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之對象資格為規劃設計階段或尚未完工領取使用執照之

新建建築物者。符合本階段之建築物可申請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並依據「智慧建築標

章申請使用須知」內容規定準備申請案應備之文件，向評定機構窗口提出申請。 

評定機構執行單位於申請人送件後，先行針對申請資料是否齊備進行審查，經

初步核對申請資料內容齊備無誤後，隨即將申請文件及相關圖說文件資料寄送各預審

委員進行預審，預審期間如需申請人進行資料補正或說明時，評定機構執行單位將通

知申請人進行資料補正及說明。 

俟預審委員審核結果均為合格完成後，由評定機構提送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

俟審查通過後，評定機構執行單位必須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核

定，並予以頒發「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審查作業流程如圖 1-5-1

所示。 

(一)申請資格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之申請人為係指該建築物之管理機關（或單位）、建造執照

上登記之起造人、或為獲得授權之設計人、監造人、承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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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準備文件 

1.申請書乙份。 

2.建造執照影本乙份。 

3.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4.各指標自我評估表乙式。 

5.各指標自我檢核表乙式。 

6.各指標送審資料及相關文件乙式。 

(三)申請作業流程 

 

圖 1-5-1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申請作業流程圖 

申請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之對象資格為建築物已取得使用執照或既有合法建

築物者。符合本階段之建築物可申請智慧建築標章，並依據「智慧建築標章申請使用

須知」內容規定準備申請案應備之文件，向評定機構窗口提出申請。 

評定機構執行單位於申請人送件後，先行針對申請資料是否齊備進行審查，經

初步核對申請資料內容齊備無誤後，隨即將申請文件及相關圖說文件資料寄送各預審

委員進行預審，預審期間如需申請人進行資料補正或說明時，評定機構執行單位將通

知申請人進行資料補正及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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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預審委員審核結果均為合格完成後，由評定機構通知申請人進行現地履勘以

核對提送審查之書面內容。俟現地履勘合格通過後，隨即提送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

審查通過後，評定機構執行單位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核定，

並予以頒發「智慧建築標章」及證書。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業流程如圖 1-5-2 所示。 

(一)申請資格 

智慧建築標章之申請人為係指該建築物之管理機關（或單位）、建築物之所有

權人、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之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人、管理服務

人。 

(二)準備文件 

1. 申請書乙份。 

2.使用執照影本乙份。 

3.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乙份。(申請人若為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之管理

委員會、管理負責人及管理服務人，應提出住戶委託管理之相關證明文件。) 

4.各指標自我評估表乙式。 

5.各指標自我檢核表乙式。 

6.各指標送審資料及相關文件乙式。 

 (三)申請流程 

 

 

 

 

 

 

 

 

 

 

 

 

 

 

 

圖 1-5-2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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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所涵蓋之範圍領域廣泛，包括建築、電子、機械、自動化控制、通訊

及管理等多項跨領域之專門研究，指標具前瞻性且涵蓋各專門領域，其效益乃透過自

動化之裝置與系統達到節省能源、節約人力與提高知性生產力之目的。而且智慧建築

涵蓋之系統設施將包括基礎設施指標群之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理

等四項指標，以及功能選項指標群之安全防災、健康舒適、貼心便利、節能管理等四

項指標，共八大項指標之整合連動。由此可知，智慧建築涵蓋各專門領域，為建築物

之軟硬體設備與使用管理之整合。為了協助申請人能快速的了解智慧建築標章的申請

程序，執行單位也辦理審核認可作業相關之諮詢輔導服務。 

諮詢案件以執行單位為受理窗口，執行單位受理案件後考量申請案之狀況及工

作量多寡，組成諮詢委員會，由主辦委員（一人）及協辦委員（人數視申請指標項目

多寡而定）及執行單位承辦人員（一人）組成，必要時得依實際需要再行邀聘特定領

域專長之委員，其餘行政支援作業均由執行單位負責執行。 

依據申請案件所組成之諮詢委員會，分案予主辦委員及協辦委員後，訂定工作

執行進度及查核時間點，由主辦、協辦委員與申請人會商溝通後共同研提諮詢服務建

議書草案，再由主辦及協辦委員，共同召開諮詢服務會議，會議結論由主辦、協辦委

員彙整後撰寫諮詢服務建議書，以執行單位名義提送。諮詢服務作業流程如圖 1-5-3

所示。 

有關申請資格、諮詢服務項目、準備檔及作業流程述明如下： 

一、 申請資格 

為符合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之申請人資格者。 

二、 諮詢服務項目 

包括基礎設施指標群之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理等四項指標，

以及功能選項指標群之安全防災、健康舒適、貼心便利、節能管理等四項指標，

共八大項指標相關事項。 

三、 準備文件 

(一)申請書乙份。 

(二)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乙份。(申請人若為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之管理

委員會、管理負責人及管理服務人，應提出住戶委託管理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提供諮詢服務事項說明檔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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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3 諮詢服務作業流程圖

1.提出相關申請資料

否

是

1.主辦委員及協辦委員與
申請人充分溝通

2.申請人提出補充資料

提出諮詢服務初審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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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小結 

我國自 1989 年引進智慧建築之概念，迄今發展逾 21 年，期間除了業界在

建設實務上不斷的開發導入先進的智慧化構想以力求建築物附加價值的提高與

品質的提昇外，建築設備與自動化業界也拜資訊科技與微電腦高科技之進步，不

斷研發出更人性化與自動化之設備產品以因應智慧建築之需求。於此同時政府研

究單位與學術界也積極進行智慧建築相關技術與設計施工規範及評估基準之研

究與擬定，智慧建築之聲浪由早期商業噱頭的炒作到真正落實於各類型各種規模

建築物中成為建築物之必要設施，期間經歷了全球性經濟衰退、建築業蕭條以及

環保意識高漲、永續環境受到高度重視等過程。建築物內導入智慧化設施以達到

建築物省能、省力之永續經營管理概念，已在各類型建築物設計與興建的同時被

廣泛採用。期盼智慧化之理念在資訊與科技日新月益發展迅速的環境下被廣泛納

入操作控制建築物設備之必要手法，但也因為建築業對跨領域學門的自動化或智

慧化理念的掌握僅止於表象上的功能與銷售建築物上的追求，對於智慧化所能帶

給建築物實質的效益部分則觀念較為模糊。因此在此時刻推出「智慧建築標章」

的設置，一方面呼應永續環境政策之推行，另一方面落實建築物智慧化之需求與

提供一個完整正確的智慧建築概念，依循智慧建築標章解說及評估手冊之內容即

可快速了解智慧建築之內涵與必要之設計理念。 

我國率先設置「智慧建築標章」，一方面宣示我國已邁入高度資訊化都市與

高科技先進產業，另一方面更是將高科技與建築、生活緊密結合的象徵。雖然智

慧建築起源於美國並於日本發揚光大，但我國在政府、學術界與業界十多年來的

通力合作之下，不斷從事本土性的調查、研究與開發，終於發展出適合我國的智

慧建築評估體系，與其他國家之智慧建築發展成果比較不遑多讓。智慧建築的發

展，不僅有助於都市資訊化政策的推動，也可以誘導民間投入智慧建築的建設與

開發，創造安全、健康、省能、省力、高效率及人性化的智慧都市，進而帶動設

備製造業的技術提昇、自動化產業的蓬勃發展以及在建築業中注入一股新的楔

機，以提昇國家的競爭力邁向綠色矽島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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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佈線是一種提供通信傳輸、網絡連結，建構智慧服務的基礎設施，其目的

在提供智慧建築得以綜合其結構、系統、服務與營運管理，運行最佳化之組合，達成

高效率、高功能與高舒適性的居住功效，同時滿足使用者的舒適性、操作者的方便性、

設備的節能性、管理的永續性與資訊化的服務性。建築物之智慧化，首要在建置各種

資訊、通信、控制與感知系統，提供現代生活的高速連網、語音數據、資訊擷取、影

音娛樂、監控管理與便利居家等服務，而系統之連結與整合，則須倚賴綜合佈線有效

之規劃建置與管理。傳統上各服務系統通常各自建置，採用不同的佈線方式與線纜，

佔有專設管道空間，從規劃施工到後續維運，難免重複施作，維運管理也無法一致，

導致智慧化所需的資訊互通、資源共享與服務整合皆無從發揮，智慧化成效難以達

成。因此，為改善系統組合與運作功效，各界皆認為應先建構一組「基礎佈線設施」，

作為系統間資訊傳輸連結之共通平台，經過多年異中求同與技術提昇，「一致化的器

材系統與設計施作標準」終獲共識，並具體稱為「綜合佈線」系統，作為業界遵循與

作業依據。「綜合佈線」系統，可將傳統之電話、有線電視到現階段必備之保全、寬

頻上網、控制應用，及未來之數位匯流服務，透過同一的實體佈線，對內互連成網，

共用共享，對外銜接至各服務提供者，實現智慧生活。綜合佈線系統如圖 2-1-1 所示，

其內涵之『基礎佈線設施』，除了含括用以收容各種設備供其履行服務所使用之設施

空間（電信設備室、管道等）與器材（線纜與接續裝置）外，同時也包括為達成預期

功能所需之最佳配線拓樸、及特殊條件如防火、接地等之規劃設計與工法；其對建築

物之功能有如人體之神經系統相對於人之行為，故與建築主體結構、空間應用與建造

工程皆直接關連，須與主體工程同步或連動施作。所以建築物智慧化，須先建構綜合

佈線系統，完成佈線平台以供後續智慧服務之導入，而綜合佈線本身應具備之質量條

件，則有賴建構一評量指標以予控管。爰此，綜合佈線指標是一組評量基準，用以量

化建築物導入綜合佈線之程度與與達成之功能品質，以判斷其智慧化程度，進而確認

其提供智慧化拓展之可應用性，針對評估要項主要包括：（一）佈線系統的規劃設計、

（二）佈線系統可支援的服務、（三）佈線系統導入時機與流程管制、（四）佈線系統

的等級與整合度、（五）佈線系統管理機制、（六）佈線新技術的導入程度等項目之質

量有效化程度進行檢視與判定。

建築物為達成智慧化所需之基礎建置，如圖 2-1-2 所示，主要在整合「通信自動

化 」（ Communication Automation ， 簡 稱 CA ）、「 資 訊 自 動 化 」（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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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Information Automation，簡稱 OA 或 IA）與「建築物控管自動化」（Building

Automation，簡稱 BA）等系統，透過佈線平台，系統化架構整合管理各種服務，使

建築物成為可提供高機能與高效率性的工作與居住空間。資訊系統與通信系統，統稱

為資通信系統，前者為建築內部資訊化而建立之數據應用網路，以共享資訊及終端設

備，如大樓社區之區域網路或客戶網路；後者為對外的通信系統，包括語音數據的傳

輸應用及資通信（ICT）服務之提供。近年來，使用綜合佈線（整合式配線系統：

Structured Cabling System）所架構的乙太基礎層網路，結合 IP 化的數據網路與服務

應用資訊（IT）化下，造就資訊與通信兩大系統成為現今建築物不可或缺之基礎設施，

其中綜合佈線系統，成功的將資訊系統所需的網路配線（LAN Cabling）與通信系統

所需的電信配線（Telecommunications Cabling）予以整合成為一共通基礎平台。同時，

綜合佈線也逐步應用於建築物控管自動化系統（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簡稱

BAS）各子系統之整合，包括之火警生命線警報（Fire/Life/Safety）子系統、保全

（Security）子系統、空調（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簡稱 HVAC）子

系統、能源管理子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EMS）與其他弱電子系統

等，圖 2-1-3 為結合資通信系統與建築物控管自動化系統整合之智慧配線示意圖。故

綜合佈線指標之目的，即在透過指標之運作，鼓勵應用綜合佈線來整合各系統，以節

省管道配線等的空間與建置費用，並可落實後續維運，確認銜接服務不再受限於佈線

瓶頸而無法實現，同時期望在網路技術與新服務不斷的推陳出新下，亦能持續支應未

來之電信、網路、視訊、建築物自動控制服務需求，充分滿足智慧生活趨勢下的 ICT

服務供裝要求與對新服務之包容，保障未來智慧服務與智慧生活的可提供性。

圖 2-1-1 綜合佈線示意圖 (資料來源：周秀華、Y.-c.Li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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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綜合佈線之評估基準，基於實體工程操作之慣性，採用業界熟習之評

估項目作為評估範圍，分別就：（一）佈線系統之規劃設計、（二）佈線系統可支援之

服務、（三）佈線系統導入時機與流程管制、（四）佈線系統的等級與整合度、（五）

佈線系統管理機制、（六）佈線新技術導入程度項目之質量有效化程度進行檢視與判

定，各項目之評估意義說明如下：

表 2-1-1 綜合佈線指標評估項目及其意義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一
佈線系統之

規劃設計

1. 佈線規劃設計之系

統化功能與成效：規

劃設計計畫書。

2. 佈線各子系統設計

之完整性，包括：引

進設施、電信室/設
備室、主幹配線系

統、水平配線系統、

工作區等之設計配

置

佈線系統規劃設計之評估，主要在檢視佈

線之規劃設計是否具備系統化之功能與成

效，及各佈線各子系統設計之完整性。評

估內容係參考業界熟悉之國內電信設備審

驗程序（電信審驗項目 )，與國家規範

EL-3600 所定義之項目作為「量化」基礎，

並導入世界公認之「佈線標準規範」，作為

提升「質化」之標的，依綜合佈線各子系

統（引進設施、電信室/設備室、主幹、水

平/配線室/配線箱、工作區），以公定規範

值進行檢核以確認指標之等級，進而判斷

佈線系統在整體規劃設計上，就空間之設

計應用、配線拓樸架構之採用、材料工法

之選擇、各配線系統之整合上能否支應現

階段與未來智慧化服務之要求。

二
佈線系統可

支援之服務

1. 作為資、通信等系統

/服務之配線系統，

包括是否支援：電

信服務、資訊/數據

服務、視訊服務與

光纖網路服務。

2. 作為建築物控制系

統與數位化服務之

配線系統，包括是

否支援：建築物物

控制管理系統及數

位化服務

評估判斷佈線系統可支援服務之程度，以

引導鼓勵佈線系統能夠由僅具支援「語

音、控制、數據與影像」等傳統服務之功

能，重新進化提升至可支援新世代資通信

統合之智慧服務。評估項目以檢視（1）是

否作為資、通信等系統/服務之配線系統，

包括能否支援：電信服務、資訊/數據服

務、視訊服務與光纖網路服務等項目；（2）
是否作為建築物控制系統與數位化服務之

配線系統，包括能否支援：建築物物控制

管理系統及數位化服務；期以透過多元化

之定位，評估佈線在建築物智慧化服務之

貢獻度。

三

佈線系統導

入時機與流

程管制

1. 導入時機

2. 流程管制計畫

佈線系統導入時機與流程管制，關係建築

整體建造作業，先期作業將影響後續之佈

線功能是否得以發揮，故其導入時機至遲

須於建築物施工期間導入，理想時機應是

在「建築規劃設計期」，以配合整體建築預

先之規劃。有關流程管制方式，則評估是

否遵循「電信裝置使用管理作業流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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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三
佈線系統導

入時機與流

程管制

1. 導入時機

2. 流程管制計畫

制、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

一條」、或採用「其他標準作業程序」辦理，

以確認其作業程序可支應智慧服務之供裝

與後續之擴充。

四
佈線系統等

級與整合度

1. 依循共通標準化程

度

2. 配線器材暨配線系

統選用之等級

3. 配線器材/系統光化

程度

4. 整合度

佈線系統的等級與整合度之評估，在判斷

佈線系統之標準依循程度，及其功能、品

質、服務能力、與佈線資源整合程度（如

網路傳輸之等級、傳輸速率與能量等）。標

準依循程度之評估主要在衡量配線系統是

否符合標準化而達到可互通與共容之使用

需求。基於世界標準界說之嚴謹定義，於

引用其標準進行智慧化評估時，須依「標

準」之原意進行判別，目前在資通信配線

上，以 TIA-568B 與 ISO/IEC 11801 為公認

之標準，兩者在基準與字詞原則上共用，

但在系統等級定義卻不同，故引用標準評

估佈線系統的等級時，將依據申請者所敘

明之引用標準，分別就配線器材與配線系

統，進行質與量之檢核與等級判定。同時，

在 TIA 所規範之建築物控管自動化佈線標

準上（TIA-862），其線材與系統架構亦皆

承襲 TIA-568 等之標準，為鼓勵資源共

用，乃設定整合度之評估，以檢視資通信

（OA/CA）佈線系統與建築物控管自動化

佈線系統（BA）之共構程度，以判定綜合

佈線之整合度與未來擴充性。另外，為鼓

勵善用光纖化佈線系統，提升佈線系統之

容量與因應未來應用需求，乃訂定「配線

器材/系統光化程度」之評估，以強化佈線

系統之功能與未來可用度。

五 佈線系統管

理機制

1. 圖資管理：保存規劃

設計與竣工圖資

2. 標示與識別機制

3. 系統測試與維護管

理

配線管理系統可提供運作及維護方面的優

勢，在運作上可簡化線路之遷移、擴充及

施工變動，在維護上可快速且有系統的界

定線路障礙，更新修護或調度改接。所以，

配線管理實際關係建築物配線系統之實質

有效利用度及使用期限。完整維護良好的

紀錄，更可提供建築物新網路系統更新

時，不必另闢線路設施即能就地提供。配

線管理之精神，在於所有配線基礎設施組

件訂定其獨特之識別碼，並進行標示與資

料記錄建立，集中管理並保持紀錄更新。

本項指標評估之意義，旨在界定是否具備

佈線管理機制與計畫，以保障建築物配線

系統得以永續維持其有效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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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六
佈線新技術

導入程度

1. 佈線新技術應用項

目

2. 佈線新技術應用功

效

在網路技術發展與新服務帶動下，新世代

之綜合佈線系統須能支應現階段與未來之

電信、網路、建築物控管自動化服務基本

需求，並滿足達成智慧功能之整體服務供

裝要求，故須納入佈線新技術應用程度之

評量，以鼓勵佈線新技術之採用與肯定其

對新服務之包容，並保障未來新服務得以

順利進行擴充。同時，期盼業界，基於建

案之規劃願景與設計概念，能適度創新應

用「佈線新技術」，透過「佈線智慧化概念」

之自我提升，發揮創意，將智慧佈線融入

其設計理念中，進而發展出優質的佈線應

用方式。本項指標評估意義，主要在界定

佈線新技術導入之程度、所具備之創新意

涵及達成功效，以鼓勵並肯定業者在創意

與先進設計理念下，建構智慧建築帶動之

貢獻。

綜合佈線指標之評估基準，依下表所列之各評估項目對應之基準進行檢視，綜

合基準類別屬性與加總得分後，評定符合之智慧化等級。

表 2-1-2 綜合佈線指標評估基準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一
佈線系統

規劃設計

規劃設計

計畫書：

佈線規劃

設計之系

統化功能

與成效

系 統 架 構 與 設 計

書：佈線設計須具備

系統化之功能與成

效

系統概述、網路架構圖、垂直幹管昇

位圖、主幹(垂直)配纜昇位圖、水平

配線/配管圖、佈線設備設計清單等

系統規劃書：佈線之

規劃須具備系統化

之功能與成效

系統需求書、佈線設備及空間配置之

審查與檢測計畫書等

佈線各子

系統設計

之完整性

各子系統之「配置空

間」與「數量」至少

符 合 法 定 規 範

(EL-3600)或相關領

域公認標準之建議

值

引進管管徑及數量

電信室/設備室面積(或總箱)之配置

主幹、水平配線系統管徑及數量(或
管道間及線槽大小數量)

配線箱空間與配置數量

工作區(或宅內配線系統)配置與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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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一
佈線系統

規劃設計

佈線各子

系統設計

之完整性

各子系統之「設計方

式」至少符合法定規範

(EL-3600)或相關領域

公認標準之建議方式

引進設施及其線纜設計方式

電信室(或總箱)之設計(如：獨立與

充分之空間、維修進出方便、具防

火、防水等功能)
電信室總配線架(或總箱端子對數)
之設計容量應依引進電纜對數和配

線對數設計

主幹系統幹纜設計與器材之設計方

式

主幹備用路由設計方式

水平系統線纜設計與器材之設計方

式

配線服務區設計方式(每一服務區

至多 990 平方公尺)

每一工作區配置 RJ45 插座兩組作

為資訊與電話插座

住宅宅內應配置宅內配線箱，星狀

UTP 電纜配線至各廳房，採至少兩

組 RJ-45 之出線匣設計

各子系統之配置設計

方式優於法定規範

(EL-3600)或相關領域

公認標準之建議設計

與配置

電信室/設備室採高架地板設計

電信室/設備室設置光終端配線架

每一工作區配置 RJ45 插座兩組以

上

住宅內各廳、房、室等空間皆配置

(或預定配設）至少3埠以上之RJ-45

二

佈線系統

可支援之

服務

作為資、

通信等系

統/服務

之配線系

統

電信服務

須作為傳統語音服務與 xDSL 接取

服務之傳輸媒介

作為 VoIP/VoBB 服務 或其他電信

應用服務等之傳輸媒介

資訊、數據服務

須作為寬頻接取服務之傳輸媒介

作為 WAN 、LAN 服務或客戶網路

服務等之傳輸媒介

視訊服務

作為如類比視訊、數位視訊、

HDTV、IPTV 等或其他視訊服務之

傳輸媒介

光纖網路服務

作為如 FTTB/H、光纖區域網路、

光纖視訊、光纖社區等光纖化服務

之傳輸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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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二

佈線系統

可支援之

服務

作為建築

物控制系

統與數位

化服務之

配線系統

建築物控制管理系統

作為如保全、消防安全、HAV控制、

能源管控等系統或其他弱電系統之

傳輸媒介

數位化服務

作為如門禁、監控、保全、節能、

居家照護、AMI等整合服務之傳輸

媒介

三

佈線系統

導入時機

與流程管

制

導入時機

建案規劃設計期 配合整體建築設計預先規劃

建築物建置施工期間
至遲須於建築物主體施工(改善施

工)期間導入

流程管制

方式
流程管制計畫

遵循「電信裝置使用管理作業流程」

管制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備篇第一條」或其他標準作業程序

四

佈線系統

等級與整

合度

依循共通

標準化程

度

資、通信配線系統（OA 
與 CA) 

資、通信配線主要依據

TIA-568-B(或 568-C)或 ISO 11801
之基準進行設計

建築物控制管理配線

系統 (BA)
BA 配線系統主要依據 TIA-862 或

其他（敘明依據）基準而設計

配線器材

暨配線系

統選用之

等級

配線器材等級之選

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議

之等級基準。

依據 TIA 標準，須符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 之評量規範；若依

ISO/IEC 標準，則須符合其所規範

之Cat 5或 Cat 6或 Cat 7之評量基

準

配線系統等級之選

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議

之等級基準。

依據 TIA 標準，須符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 之評量規範；若依

ISO/IEC 標準，則須符合其所規範

之 Class D 或 E 或 F 之評量基準

配線器材

/系統光

化程度

配線器材/系統應用光

纜化設計
配線器材或配線系統含光纜化設計

整合度

各佈線系統具備未來

擴充整合性

系統獨立建置但符合未來整合性

(如預留可供互連之管道、空間、連

接埠等）

資、通信配線系統

(CA/OA)整合建置

主幹整合建置、主幹/水平整合建

置 、主幹/水平/工作區內皆整合建

置

資、通信與建築物控管

自 動 化 配 線 系 統

(CA/OA/BA)整合建置

主幹整合建置、主幹/水平整合建

置 、主幹/水平/工作區內皆整合建

置、或其他部分整合建置(敘明整合

項目)

五 佈線系統 圖資管理 規劃設計與竣工圖資 具計畫性保存管理規劃、竣工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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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機制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五
佈線系統

管理機制

標示與識

別
標示、識別與依據標準

符合EL-3600強制與建議之標示與

識別規範

具備進階之標示與識別(如TIA-606
規範)

系統測試

與維運管

理

系統測試與維運管理
具有系統測試報告書(或測試計畫

書）、後續維護管理計畫

六

佈線新技

術導入程

度

佈線新技

術應用項

目

佈線新技術之創新應

用項目

佈線新技術參考項目：創新佈線技

術、超高速佈線系統、新世代光纖

通信技術、客戶網路佈線技術（如

G.hn、MoCA、HomePNA、PLC、
HomePlug AV、HomeGrid 等）、

Home gateway 應用、感知網路應

用、高速無線網路應用(如 WLAN、

Zigbee、UWB, Wimax、Femtocell
等)、智慧配管與空間調度整合配線

技術應用(如 BIM 等)、屋內天線系

統(如 RF over Fiber 等)應用、行動

通信涵蓋輔助配線設施應用、其他

具體化配線新技術導入與應用

佈線新技

術應用功

效

佈線新技術之創新應

用成效
具備創新意涵及達成具體功效

綜合佈線之智慧化基準，依達成智慧化程度，分為卓越智慧化、優質智慧化以及

一般智慧化，區分之基準係依評估項目達成數加總後界定，其詳細評分原則與配分方

式，如表 2-1-3 綜合佈線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與表 2-1-4 綜合佈線指標基準配分表所

示。一般智慧化之達成至少須獲得 60 分，以呼應建築物電信佈線國家規範之標準及

符合全民寬頻網路之資訊佈線需求，達成可提供電信、數據與寬頻服務等智慧化所需

之基本要件。如再應用進階化設計，例如使用光纜為主幹設計，且一併提供多樣化智

慧服務等，在加計得分累積超過 70 分時，即成為優質智慧化等級，若能高度整合電

信配線、數據配線及建築物控管自動化配線成為單一佈線系統，支援所提供之智慧服

務時，並於建築物規劃設計期間即導入本系統，具備完善之後續維運管理計畫，且適

度引用佈線新技術，其總分累積超過 80 分時，則達成卓越智慧化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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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綜合佈線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配

分
配分原則

分項 子項

一

佈線系

統之規

劃設計

規劃設

計計畫

書：佈線

規劃設

計之系

統化功

能與成

效

系統架構與設

計書：佈線設

計須具備系統

化之功能與成

效

（基本性）

系統概述、網路架構圖 1
5 分：符合要

件即可得分

（設備設計清

單可與相關圖

說合併辦理）

垂直幹管昇位圖 1

主幹(垂直)配纜昇位圖 1

水平配線/配管圖 1

佈線設備設計清單 1

系統規劃書：

佈線之規劃須

具備系統化之

功能與成效

（必要性）

系統需求書 2 提出相關計畫

書即可得 1
分，再視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至分數上

限

佈線設備及空間配置之審

查與檢測計畫書
2

佈線各

子系統

設計之

完整性

各子系統之

「配置空間」

與「數量」至

少符合法定規

範(EL-3600)或
相關領域公認

標準之建議值

（基本性）

引進管管徑及數量 2

9 分：符合要

件即可得分

電信室/設備室面積(或總

箱)之配置
2

主幹、水平配線系統配管

管徑及數量(或線槽大小與

數量)
2

配線箱空間與配置數量 1
工作區(或宅內配線系統)
配置與數量

2

各子系統之

「設計方式」

至少符合法定

規範(EL-3600)
或相關領域公

認標準之建議

方式

（必要性）

引進設施及其線纜設計方

式
2

各子項符合要

件即可得 1
分，再視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至分數上

限

電信室 (或總箱 )之設計

(如：獨立與充分之空間、

維修進出方便、具防火、

防水等功能)

2

電信室總配線架(或總箱端

子對數)之設計容量應依引

進電纜對數和配線對數設

計

2

主幹系統幹纜設計與器材

之設計方式
2

主幹備用路由設計方式(不
適用住宿類建築) 1

水平系統線纜設計與器材

之設計方式
2

配線服務區設計方式(每一

服務區至多 990 平方公尺)
(不適用住宿類建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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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配

分
配分原則

分項 子項

一

佈線系

統之規

劃設計

佈線各

子系統

設計之

完整性

各子系統之

「設計方式」

至少符合法

定 規 範

(EL-3600) 或

相關領域公

認標準之建

議方式（必要

性）

每一工作區配置 RJ45 插座

兩組作為資訊與電話插座

(不適用住宿類建築)
2 各子項符合要

件即可得 1 分，

再視子項內要

件有效度累計

至分數上限

住宅宅內應配置宅內配線

箱，星狀 UTP 電纜配線至

各廳房，採至少兩組 RJ-45
之出線匣設計(住宿類建築

專用)

5

各子系統之

配置設計方

式優於法定

規 範

(EL-3600) 或

相關領域公

認標準之建

議設計與配

置

（鼓勵性）

電信室/設備室採高架地板

設計
1

0-1 分：依要件

符合度

電信室/設備室設置光終端

配線架
1

0-1 分：依要件

符合度

每一工作區配置 RJ45 插座

兩組以上(不適用住宿類) 2
0-2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住宅內各廳、房、室等空間

皆配置(或預定配設）至少 3
埠以上之 RJ-45（住宿類建

築專用）

2
0-2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二

佈線系

統可支

援之服

務

作為

資、通信

等系統/
服務之

配線系

統

電信服務

須作為傳統語音服務與

xDSL 接取服務之傳輸媒介

（基本性）
3

符合要件即可

得分

作為 VoIP/VoBB 服務 或

其他電信應用服務等之傳

輸媒介（鼓勵性）
1

0-1 分：依要件

符合度

資訊、數據服

務

須作為寬頻接取服務之傳

輸媒介（基本性）
2

符合要件即可

得 2 分

作為 WAN 、LAN 服務或

客戶網路服務等之傳輸媒

介（必要性）
2

符合要件得 1
分，視有效性可

加計至 2 分

視訊服務

（鼓勵性）

作為如類比視訊、數位視

訊、HDTV、IPTV 等或其他

視訊服務之傳輸媒介
4

0-4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光纖網路服

務

（鼓勵性）

作為如 FTTB/H、光纖區域

網路、光纖視訊、光纖社區

等光纖化服務之傳輸媒介
4

0-4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作為建

築物控

制系統

與數位

化服務

之配線

系統

建築物控制

管理系統

（鼓勵性）

作為如保全、消防安全、

HAV 控制、能源管控等系

統或其他弱電系統之傳輸

媒介

4
0-4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數位化服務

（鼓勵性）

作為如門禁、監控、保全、

節能、居家照護、AMI 等整

合服務之傳輸媒介
2

0-2 分：依子項

內有效度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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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配

分
配分原則

分項 子項

三

佈線系

統導入

時機與

流程管

制

導入時

機

建築物建置施

工期間

（必要性）

至遲須於建築物主體施

工(改善施工)期間導入
3

符合要件得 1
分，視有效性可

加計至 3 分

建案規劃設計

期（鼓勵性）

配合整體建築設計預先

規劃
1

0-1 分：依要件

符合度

流程管

制方式

流程管制計畫

（必要性）

遵循「電信裝置使用管理

作業流程」管制或符合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備篇第一條」或其他程序

2
符合要件得 1
分，視有效性可

加計至 2 分

四

佈線系

統等級

與整合

度

依循共

通標準

化程度

資、通信配線系

統（OA & CA)
（基本性）

資、通信配線主要依據

TIA-568-B( 或 568-C) 或
ISO 11801 之基準進行設

計

2
符合要件即可

得 2 分

建築物控制管

理配線系統

(BA)
（鼓勵性）

BA 配線系統主要依據

TIA-862 或其他（敘明依

據）基準而設計
2

0-2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配線器

材暨配

線系統

選用之

等級

配線器材等級

之選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議之

等級基準

（基本性）

依據 TIA 標準，須符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 之評量規範；若依

ISO/IEC 標準，則須符合

其所規範之 Cat 5 或 Cat 
6 或 Cat 7 之評量基準

3
符合要件即可

得 3 分

配線系統等級

之選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議之

等級基準

（基本性）

依據 TIA 標準，須符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 之評量規範；若依

ISO/IEC 標準，則須符合

其所規範之 Class D 或
E 或 F 之評量基準

3
符合要件即可

得 3 分

配線器

材/系統

光化程

度

配線器材/系統

應用光纜化設

計

（鼓勵性）

配線器材或配線系統含

光纜化設計
2

0-2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整合度

各佈線系統具

備未來擴充整

合性

（基本性）

系統獨立建置但符合未

來整合性(如預留可供互

連之管道、空間、連接埠

等）

1
符合要件即可

得分

資、通信配線系

統(CA/OA)整合

建置（鼓勵性）

主幹整合建置、主幹/水
平整合建置 、主幹/水平

/工作區內皆整合建置
3

0-3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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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配

分
配分原則

分項 子項

四

佈線系

統等級

與整合

度

整合度

資、通信與建

築物控管自動

化配線系統

(CA/OA/BA)
整合建置

（鼓勵性）

主幹整合建置、主幹/水平

整合建置 、主幹/水平/工
作區內皆整合建置、或其

他部分整合建置(敘明整合

項目)

4
0-4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五

佈線系

統管理

機制

圖資管

理

規劃設計與竣

工圖資

（必要性）

具計畫性保存管理規劃、

竣工圖資
3

符合要件得 1
分，視有效性可

加計至 3 分

標示與

識別

標示、識別與

依據標準

符合 EL-3600 強制與建議

之標示與識別規範

（必要性）
3

符合要件得 1
分，視有效性可

加計至 3 分

具備進階之標示與識別(如
TIA-606 規範)（鼓勵性）

2
0-2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系統測

試與維

運管理

系統測試與維

運管理計畫書

（鼓勵性）

具有系統測試報告書或後

續維護管理計畫
2

0-2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六

佈線新

技術導

入程度

佈線新

技術應

用項目

佈線新技術之

創新應用項目

（鼓勵性）

佈線新技術參考項目：創

新佈線技術、超高速佈線

系統、新世代光纖通信技

術、客戶網路佈線技術

（ 如 G.hn 、 MoCA 、

HomePNA 、 PLC 、

HomePlug AV、HomeGrid
等）、智慧配管與空間調

度 整 合 配 線 技 術 ( 如

BIM)、其他具體化配線新

技術導入與應用等

3
0-3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佈線新

技術應

用功效

佈線新技術之

創新應用成效

（鼓勵性）

具備創新意涵及達成具體

功效
2

0-2 分：依子項

內要件有效度

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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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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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佈
線
指
標
基
準
配
分
表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分
項

 
子

項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一
 
佈

線
系

統
 

規
劃

設
計

 

規
劃

設
計

計

畫
書

：
佈

線

規
劃

設
計

之

系
統

化
功

能

與
成

效
 

系
統

架
構

與
設

計
書

：

佈
線

設
計

須
具

備
系

統

化
之

功
能

與
成

效
 

系
統

概
述

、
網

路
架

構
圖

、
垂

直
幹

管
昇

位
圖

、

主
幹

(
垂

直
)
配

纜
昇

位
圖

、
水

平
配

線
/
配

管

圖
、

佈
線

設
備

設
計

清
單

等
 

基 本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系
統

規
劃

書
：

佈
線

之

規
劃

須
具

備
系

統
化

之

功
能

與
成

效
 

系
統

需
求

書
、
佈

線
設

備
及

空
間

配
置

之
審

查
與

檢
測

計
畫

書
等

 
 

必 要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佈
線

各
子

系

統
設

計
之

完

整
性

 

各
子

系
統

之
「

配
置

空

間
」

與
「

數
量

」
至

少

符
合

法
定

規
範

(
E
L
-
3
6
0
0
)
或

相
關

領

域
公

認
標

準
之

建
議

值

引
進

管
管

徑
及

數
量

 

基 本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電
信

室
/
設

備
室

面
積

(
或

總
箱

)
之

配
置

 

主
幹

、
水

平
配

線
系

統
管

徑
及

數
量

(
或

管
道

間

及
線

槽
大

小
數

量
)
 

配
線

箱
空

間
與

配
置

數
量

 

工
作

區
(
或

宅
內

配
線

系
統

)
配

置
與

數
量

 
 

各
子

系
統

之
「

設
計

方

式
」

至
少

符
合

法
定

規

範
(
E
L
-
3
6
0
0
)
或

相
關

領
域

公
認

標
準

之
建

議

方
式

 

引
進

設
施

及
其

線
纜

設
計

方
式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5
 

(
1
~
 

1
5
)
 

15
 

電
信

室
(
或

總
箱

)
之

設
計

(
如

：
獨

立
與

充
分

之

空
間
、
維

修
進

出
方

便
、
具

防
火
、
防
水

等
功

能
)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電
信

室
總

配
線

架
(
或

總
箱

端
子

對
數

)
之

設
計

容
量

應
依

引
進

電
纜

對
數

和
配

線
對

數
設

計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主
幹

系
統

幹
纜

設
計

與
器

材
之

設
計

方
式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主
幹

備
用

路
由

設
計

方
式

 
 

1
 

1
N
/
A
N
/
A

1
1
 

1
1

1
1

1
1

1
1

水
平

系
統

線
纜

設
計

與
器

材
之

設
計

方
式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配
線

服
務

區
設

計
方

式
(
每

一
服

務
區

至
多

99
0

平
方

公
尺

)
 

2
 

2
N
/
A
N
/
A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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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分
項

 
子

項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一
 
佈

線
系

統
 

規
劃

設
計

 

佈
線

各
子

系

統
設

計
之

完

整
性

 

各
子

系
統

之
「

設
計

方

式
」

至
少

符
合

法
定

規

範
(
E
L
-
3
6
0
0
)
或

相
關

領
域

公
認

標
準

之
建

議

方
式

 

每
一

工
作

區
配

置
R
J
4
5
插

座
兩

組
作

為
資

訊
與

電
話

插
座

 
 

必 要
 

2
 

2
N
/
A
N
/
A

2
2
 

2
2

2
2

2
2

2
2

 
 

住
宅

宅
內

應
配

置
宅

內
配

線
箱
，
星

狀
U
T
P
電

纜

配
線

至
各

廳
房
，
採

至
少

兩
組

R
J
-
4
5
之

出
線

匣

設
計

 

N
/
A
 N
/
A

5
5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各
子

系
統

之
配

置
設

計

方
式

優
於

法
定

規
範

(
E
L
-
3
6
0
0
)
或

相
關

領

域
公

認
標

準
之

建
議

設

計
與

配
置

 

電
信

室
/
設

備
室

採
高

架
地

板
設

計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4
 

電
信

室
/
設

備
室

設
置

光
終

端
配

線
架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每
一

工
作

區
配

置
R
J
4
5
插

座
兩

組
以

上
 

2
 

2
N
/
A
N
/
A

2
2
 

2
2

2
2

2
2

2
2

住
宅

內
各

廳
、

房
、

室
等

空
間

皆
配

置
(
或

預
定

配
設

）
至

少
3
埠

以
上

之
R
J
-
4
5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二
 
佈

線
系

統
可

支
援

之
服

務
 

作
為

資
、

通

信
等

系
統

/

服
務

之
配

線

系
統

 

電
信

服
務

 

須
作

為
傳

統
語

音
服

務
與

 
x
D
S
L
接

取
服

務
之

傳

輸
媒

介
 

基 本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作
為

V
o
I
P
/
V
o
B
B
 
服

務
 
或

其
他

電
信

應
用

服
務

等
之

傳
輸

媒
介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資
訊

、
數

據
服

務
 

須
作

為
寬

頻
接

取
服

務
之

傳
輸

媒
介

 
基 本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作
為

W
A
N
 、

LA
N
服

務
或

客
戶

網
路

服
務

等
之

傳

輸
媒

介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視
訊

服
務

 
作

為
如

類
比

視
訊
、
數
位

視
訊
、
H
D
T
V、

I
P
T
V
等

或
其

他
視

訊
服

務
之

傳
輸

媒
介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光
纖

網
路

服
務

 
作

為
如

F
T
T
B
/
H、

光
纖

區
域

網
路
、
光

纖
視

訊
、

光
纖

社
區

等
光

纖
化

服
務

之
傳

輸
媒

介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作
為

建
築

物

控
制

系
統

與

數
位

化
服

務

之
配

線
系

統

建
築

物
控

制
管

理
系

統
作

為
如

保
全

、
消

防
安

全
、

H
A
V
控

制
、

能
源

管

控
等

系
統

或
其

他
弱

電
系

統
之

傳
輸

媒
介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數
位

化
服

務
 

作
為

如
門

禁
、
監

控
、
保

全
、
節

能
、
居

家
照

護
、

A
M
I
等

整
合

服
務

之
傳

輸
媒

介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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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分
項

 
子

項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三
 

佈
線

系
統

導

入
時

機
與

流

程
管

制
 

導
入

時
機

 

建
築

物
建

置
施

工
期

間
至

遲
須

於
建

築
物

主
體

施
工

(
改

善
施

工
)
期

間

導
入

 

必 要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建
案

規
劃

設
計

期
 

配
合

整
體

建
築

設
計

預
先

規
劃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流
程

管
制

方

式
 

流
程

管
制

計
畫

 

遵
循
「

電
信

裝
置

使
用

管
理

作
業

流
程

」
管

制
或

符
合
「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備

篇
第

一
條

」
或

其
他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四
 
佈

線
系

統
等

級
與

整
合

度
 

依
循

共
通

標

準
化

程
度

 

資
、
通

信
配

線
系

統
（
OA
 

& 
CA
) 

資
、
通

信
配

線
主

要
依

據
T
I
A
-
5
6
8
-
B
(
或

5
6
8
-
C
)

或
I
S
O
 
1
1
8
0
1
之

基
準

進
行

設
計

 

基 本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建
築

物
控

制
管

理
配

線

系
統

 
(
B
A
)
 
 

B
A
配

線
系

統
主

要
依

據
T
I
A
-
8
6
2
或

其
他
（

敘
明

依
據

）
基

準
而

設
計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配
線

器
材

暨

配
線

系
統

選

用
之

等
級

 

配
線

器
材

等
級

之
選

用
，

須
依

循
T
I
A
或

I
S
O
/
I
E
C
標

準
所

建
議

之
等

級
基

準
。

 

依
據

 
T
I
A
 
標

準
，
須

符
合

C
a
t
 5
e
或

 
C
a
t
 6
 
或

C
a
t
 
6
A
之

評
量

規
範

；
若

依
I
S
O
/
I
E
C
 
標

準
，

則
須

符
合

其
所

規
範

之
C
a
t
 5

或
 
C
a
t
 6

或
 
C
a
t
 

7
之

評
量

基
準

 

基 本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配
線

系
統

等
級

之
選

用
，

須
依

循
T
I
A
或

I
S
O
/
I
E
C
標

準
所

建
議

之
等

級
基

準
。

 

依
據

 
T
I
A
標

準
，

須
符

合
C
a
t
 5
e
或

 
C
a
t
 6
 
或

C
a
t
 
6
A
之

評
量

規
範

；
若

依
I
S
O
/
I
E
C
 
標

準
，

則
須

符
合

其
所

規
範

之
C
l
a
s
s
 D
 
或

 
E
 
或

 
F
之

評
量

基
準

 

基 本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配
線

器
材

/

系
統

光
化

程

度
 

配
線

器
材

/
系

統
應

用

光
纜

化
設

計
 

配
線

器
材

或
配

線
系

統
含

光
纜

化
設

計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整
合

度
 

各
佈

線
系

統
具

備
未

來

擴
充

整
合

性
 

系
統

獨
立

建
置

但
符

合
未

來
整

合
性

(
如

預
留

可

供
互

連
之

管
道

、
空

間
、

連
接

埠
等

）
 

基 本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資
、

通
信

配
線

系
統

(
C
A
/
O
A
)
整

合
建

置
 

主
幹

整
合

建
置
、
主

幹
/
水

平
整

合
建

置
 、

主
幹

/
水

平
/
工

作
區

內
皆

整
合

建
置

 

鼓 勵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資
、

通
信

與
建

築
物

控

管
自

動
化

配
線

系
統

(
C
A
/
O
A
/
B
A
)
整

合
建

置

主
幹

整
合

建
置
、
主

幹
/
水

平
整

合
建

置
 、

主
幹

/
水

平
/
工

作
區

內
皆

整
合

建
置
、
或

其
他

部
分

整

合
建

置
(
敘

明
整

合
項

目
)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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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分
項

 
子

項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五
 
佈

線
系

統
管

理
機

制
 

圖
資

管
理

 
規

劃
設

計
與

竣
工

圖
資

具
計

畫
性

保
存

管
理

規
劃

、
竣

工
圖

資
 

必 要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標
示

與
識

別
標

示
、

識
別

與
依

據
標

準
 

符
合

E
L
-
3
6
0
0
強

制
與

建
議

之
標

示
與

識
別

規
範

必 要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具
備

進
階

之
標

示
與

識
別

(
如

T
I
A
-
6
0
6
規

範
)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測
試

與

維
運

管
理

 
系

統
測

試
與

維
運

管
理

具
有

系
統

測
試

報
告

書
(
或

測
試

計
畫

書
）、

後
續

維
護

管
理

計
畫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六
 
佈

線
新

技
術

導
入

程
度

 

佈
線

新
技

術

應
用

項
目

 

佈
線

新
技

術
之

創
新

應

用
項

目
 

佈
線

新
技

術
參

考
項

目
：
創

新
佈

線
技

術
、
超
高

速
佈

線
系

統
、
新

世
代

光
纖

通
信

技
術
、
客

戶
網

路
佈

線
技

術
（

如
G.

hn
、

M
oC

A
、

H
om

eP
N

A
、

PL
C、

H
om

eP
lu

g 
AV

、
H

om
eG

rid
等

）、
H

om
e

ga
te

w
ay

應
用
、

Se
ns

or
 n

et
w

or
k 
應

用
、
高
速

無

線
網

路
應

用
(如

W
LA

N
、

Zi
gb

ee
、

U
W

B
,

W
im

ax
、

Fe
m

to
ce

ll
等

)、
智

慧
配

管
與

空
間

調

度
整

合
配

線
技

術
應

用
(如

B
IM

)、
屋

內
天

線
系

統
(如

R
F 

ov
er

 F
ib

er
等

)應
用

、
行

動
通

信
涵

蓋

輔
助

設
施

應
用
、
其

他
具

體
化

配
線

新
技

術
導

入

與
應

用
。

 

鼓 勵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佈
線

新
技

術

應
用

功
效

 

佈
線

新
技

術
之

創
新

應

用
成

效
 

具
備

創
新

意
涵

及
達

成
具

體
功

效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類
別

配
分

 

基 本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必 要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鼓 勵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0
 
4
0 

合
計

總
分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智
慧

化
等

級
 

□
 
1
0
0
-
8
0
 
分

／
卓

越
智

慧
化

 
 
 
 
 
□

 
7
9
~
7
0
 
分

／
優

質
智

慧
化

 
 
 
 
 
□

6
9
~
6
0
 
分

／
一

般
智

慧
化

 
  
 
 
□

 
5
9
 
分

以
下

／
未

達
智

慧
化

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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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佈線基準達成方法與實際設計建置原則，依指標內容說明如下：

1. 本項指標之達成，於規劃設計時，建議以世界公認之佈線標準（TIA -568B 或

ISO/IEC 11801 與 TIA -862）為原則，以國家規範 EL-3600（建築物屋內外電信

設備工程技術規範）所定義之設計規劃項目為細部設計最低基準，再適度整合

與應用佈線新技術，透過「規範」與「標準」之引用，參考智慧建築技術彙編，

依綜合佈線子系統（如圖 2-1-4 所示）所規範之工作區（WA）或宅內設施、水

平設施、主幹設施、電信空間（設備室/配線室、箱）、及引進設施等分別進行規

劃設計，即可達成建築物智慧化之綜合佈線應設定之基準。

圖 2-1-4 綜合佈線各子系統示意圖

2. TIA-568B 與 ISO/IEC 11801 定義之綜合佈線系統 (整合式配線系統)，其系統架

構，如圖 2-1-5 與 2-1-6 所示，分為工作區（Work Area，簡稱 WA）配線系統、

水平配線（Horizontal Cabling）系統、配線室(箱) （Telecommunications Closet

或 Telecommunications Room，簡稱 TC 或 TR）、主幹配線（Backbone Cabling）

系統、設備室（Equipment Room，簡稱 ER）及引進設施（Entrance Facilities，

簡稱 EF）等基本組成。另外定義建築物控管自動化系統配線標準之 TIA-862，（如

圖 2-1-7 所示），除了工作區另外命名為涵蓋區(CA: Covering Area)外，其餘各子

系統皆與上述 568B 定義之子系統相同，可互為參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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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TIA-568B 定義之綜合佈線系統 (資料來源：周秀華、Y.-c. Li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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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為水平配線與工作區配線的介面；工作區配線設計取決於所用之終端設備(如

電話、數據終端機、電腦等)，為非永久性的配線。每一工作區的大小約為 10

平方米，或依用戶需求決定之。工作區跳接線的規劃應小於 5 米，居家住宅之

各廳室得視為單獨之工作區。

(6)主幹配線系統：主幹配線系統為提供配線室(箱)、設備室及引進設施設備間的連

接，包括建築物內主幹配線以及園區內建築物之間主幹配線兩部分。

(7)水平配線系統：為配線室(箱)與出線匣之間配線，包括水平線纜、TC 的接續硬

體及所使用之跳接線、安裝於出線匣之資訊插座。水平配線均以星狀架構從

TR/TC 配線至各工作區（WA），為點對點配線，一般 WA 與所屬的 TR/TC 應在

同一樓層，不論是電纜系統或光纜系統，水平配線應注意不得有 T 接或接續存

在、僅能容許一個集中轉接點存在、水平線纜長度不得超過 90 米、兩端跳接線

總長度不得超過 10 米、不得混用不同等級的線纜及配線器材及不得使用特性阻

抗不為 100 的線纜及配線器材。

配合新世代智慧服務概念與資通信整合趨勢，新服務皆朝向整合化與 IP 化，佈

線系統亦須重新定位並釐清在電信服務、建築控制服務、資訊/數據服務、視訊服務、

光纖化之新世代服務、數位服務等之技術要求，其技術內涵與欲達成指標所需之參考

技術分析如表 2-1-5。

表 2-1-5 綜合佈線可支援服務項目相關之技術參考標準

評估項目 技術內涵 可供參考之技術標準與應用規範

電信服務 傳統語音與 xDSL 服務 EL-3600、TIA-568B、570B
建築物控管自

動化服務
Building Automation Service TIA-862 

資訊/數據服務
寬頻服務， LAN ， Ethernet ，
Customer Premise Network 等

EL-3600、TIA-568B、570B、
HomePNA 3.0、G.hn 

視訊服務
類比視訊，音訊，數位視訊，

IPTV，HDTV，數位匯流等
EL3600、TIA-568B、570B

光纖化之新世

代服務
光纖網路服務與高速寬頻網路 EL3600、TIA-568B、570B

數位化服務
數位化服務（門禁、監控、保全、

居家照護、自動讀錶等）
EL3600、TIA-570B、
CENELEC-CWA 50487 

佈線系統導入時機與流程管制，關係建築整體作業與佈線功能是否得以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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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達成本項指標，應在「建築規劃設計期」隨即導入，相關作業程序與管制流程建議

參考圖 2-1-8 內容所示。

圖 2-1-8 綜合佈線導入時機及管制審驗示意圖

為達成佈線系統的等級與整合度之評量，建議參考綜合佈線相關標準進行設計與

整合。由於目前公認之 ANSI/TIA 與 ISO/IEC 兩大標準，在字面上某些程度共用，但

在系統等級定義卻不同，故佈線系統的等級之設計，應依器材與系統分別進行評量，

及以兩系統分別定義之等級與區分法進行設計：

1. 線纜與配線器材的等級（應擇一應用），TIA 與 ISO 之定義如下：

(1)TIA 標準：以「Cat 3、Cat 5、Cat 5e、Cat 6、Cat 6A、光纖」作等級定義。

(2)ISO/IEC 標準：以「Cat 3、Cat 5、Cat 6、Cat 7、光纖」作等級定義。

2. 配線系統應用的等級（應擇一應用），TIA 與 ISO 之定義如下：

(1)TIA 標準：以「Cat 3、Cat 5、Cat 5e、Cat 6、(Cat 6A)、光纖」作等級定義。

(2)ISO/IEC 標準：以「Class C、Class D、Class E、Class F、光纖」作等級定義。

有關佈線等級分類與對應之傳輸頻寬說明如表 2-1-6。

審查 審驗

設計簽證

起造人

洽辦 審圖 檢驗

洽請市內網
路業者諮商
辦理：
•引進管、
•電信室或
總配線箱
•線纜位置
等事項。

重點項目：
電信室
配線箱
配管
線纜
插座
接地
設計清單

(1)完成洽辦及簽證之申請表。
(2)建築物電信設備設計清單
(3)建築基地位置圖（含配置圖）。
(4)垂直昇位圖：電信管線暨配線垂直昇
位圖。
(5)平面配置圖：各樓層電信管線平面配
置圖。

審查項目：
(1)電信室或總配線箱
(未設電信室者)。
(2)主幹配線系統(含配
線總線數，總配線箱
(架)及主配線箱或宅
內配線箱（未設主配
線箱者）)。

審查紀錄表

承攬人

•檢查
•測試
•簽證

施工

檢測紀錄表

審驗項目：
•檢測紀錄（表）
•抽驗任一項目
•檢視實際配置與
原送審圖說包括：
•電信室/總配線箱
•主/宅內配線箱
•配線數

審驗紀錄表

檢測

審查 審驗

設計簽證

起造人

洽辦 審圖 檢驗

洽請市內網
路業者諮商
辦理：
•引進管、
•電信室或
總配線箱
•線纜位置
等事項。

重點項目：
電信室
配線箱
配管
線纜
插座
接地
設計清單

(1)完成洽辦及簽證之申請表。
(2)建築物電信設備設計清單
(3)建築基地位置圖（含配置圖）。
(4)垂直昇位圖：電信管線暨配線垂直昇
位圖。
(5)平面配置圖：各樓層電信管線平面配
置圖。

審查項目：
(1)電信室或總配線箱
(未設電信室者)。
(2)主幹配線系統(含配
線總線數，總配線箱
(架)及主配線箱或宅
內配線箱（未設主配
線箱者）)。

審查紀錄表

承攬人

•檢查
•測試
•簽證

施工

檢測紀錄表

審驗項目：
•檢測紀錄（表）
•抽驗任一項目
•檢視實際配置與
原送審圖說包括：
•電信室/總配線箱
•主/宅內配線箱
•配線數

審驗紀錄表

檢測



評估技術篇 第一章 綜合佈線指標

2-23

表 2-1-6 等級分類與對應之傳輸頻寬

項目 等級分類 傳輸頻寬

配線器材

之等級

Cat 3 16 MHz 
Cat 5、Cat 5e 100 MHz 
Cat 6 250 MHz 
Cat 6A 500 MHz 
Cat 7 600 MHz 

配線系統應用

之等級

Class C、Cat 3 16 MHz 
Class D、Cat 5e 100 MHz 
Class E、 Cat 6 250 MHz 
Cat 6A 500 MHz 
Class F 600 MHz 

配線管理系統可提供運作及維護方面的優勢，運作上可簡化線路之遷移、增加

及改變的動作，在維護上可以更為快速且有系統的界定故障，進行更新、修護或調度

改接。所以，配線管理實際上關係建築物配線系統之實質有效利用度及使用壽命，完

整維護良好的紀錄，更可提供建築物新網路系統更新時，不必另闢線路設施即能就地

提供。配線管理之精神，在於所有配線基礎設施組件訂定其獨特之識別碼，並進行標

示與建立資料記錄，集中管理與保持紀錄更新；智慧建築物為維持其自動化與智慧

化，其佈線管理機制之評估實為不可或缺之要件，且應是「設施管理」之一環，有關

管理與標示，亦可引用 TIA -606 等標準規範，進行設計。

在網路新技術不斷發展與新服務帶動需求下，新世代之綜合佈線系統須能支應

現階段與未來之電信、網路、建築物自動控制服務需求，以滿足智慧生活趨勢下的 ICT

服務供裝要求，同時因應「智慧化居住空間」之推展與「智慧建築」、「綠色建築」、「ICT

服務」、「智慧服務與經營」、「辦公/生產環境自動化與智慧化」總體營運模式，佈線

新技術必須能適時導入，以展現其對未來之包容，進而保障未來新服務之擴充性。佈

線新技術如創新佈線技術、超高速佈線系統、新世代光纖通信技術、客戶網路佈線技

術（如 G.hn、MoCA、HomePNA、PLC、HomePlug AV、HomeGrid 等）、Home gateway

應用、感知網路應用、高速無線網路應用(如 WLAN、Zigbee、UWB, Wimax、Femtocell

等)、智慧配管與空間調度整合配線技術應用(如 BIM)、屋內天線系統(如 RF over Fiber

等)應用、行動通信涵蓋輔助設施應用、其他具體化佈線新技術導入與應用等皆可參

考導入與整合。業者對於佈線新技術之採用，或創新應用模式，對新服務之包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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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來新服務之擴充保障，皆可於本項評量中，具體敘明所具備之創新意涵及達成之

具體功效，並提出佐證資料，以展現創意與先進設計理念，達成本項指標期望與配分，

以提升綜合佈線總體智慧化程度。

綜合佈線指標設置效益，可鼓勵各自為政的個體佈線系統進行整合，將佈線整

合為單一的綜合佈線系統，既可節省建置費用、管道以及配線的空間，亦可落實後續

維護與運作，進而確保智慧服務可不受限於佈線瓶頸而具體實現。另一方面，合格之

綜合佈線亦能在網路技術與新服務不斷的更新下，持續支應現階段與未來之電信、網

路、視訊、建築物控管自動化服務需求，充分滿足智慧化趨勢的 ICT 服務供裝要求與

對新服務之包容，保障未來智慧服務之可提供性與建築空間下智慧生活的永續經營。

為加快審查速度並避免送審單位遺漏相關附件資料，送審單位應依照附表2-1-7

之建議項目準備相關送審資料，填具表2-1-8「綜合佈線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

送審。

表 2-1-7 綜合佈線指標送審資料建議表

項次 送審資料 送審資料 備註

a 綜合佈線規劃計畫書
系統概述、系統需求分析、規劃說

明、整合說明

b
綜合佈線系統架構設

計書

網路架構圖 各種圖說、表件與

設計格式，可參考

「建築物屋內外電

信設備工程技術規

範 EL-3600」最新

版之規定辦理；設

備設計清單可單獨

提列或與相關圖說

合併辦理

垂直幹管昇位圖

主幹配纜昇位圖

水平配線/配管圖

電信室/設備室配置圖

c 佈線設備設計清單 器材類別、數量、等級

d
佈線設備及空間配置

之審查與檢測計畫書

洽辦設計簽證表、審圖紀錄表、審

議紀錄表、檢測紀錄表、測試報告

書等

可參考或直接引用

「建築物電信設備

及空間設置使用管

理規則」內之規定

方式與送件辦理之

資料

e
佈線系統維運管理計

畫書
配線標示計畫書、維運管理計畫書

f 其他
佈線新技術規劃或應用計畫書、具

體成效說明、相關佐證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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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綜合佈線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

建築物概要

申請編號 建築物名稱

一、評估「綜合佈線指標」查核資料

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分項 子項

一

佈線系統

之規劃設

計

規劃設

計計畫

書：佈

線規劃

設計之

系統化

功能與

成效

系統架構與設

計書：佈線設

計須具備系統

化之功能與成

效

系統概述 a

網路架構圖 b

垂直幹管昇位圖 b

主幹(垂直)配纜昇位圖 b

水平配線/配管圖 b

佈線設備設計清單 c
系統規劃書：

佈線之規劃須

具備系統化之

功能與成效

系統需求書 a

佈線設備及空間配置之審查與

檢測計畫書
d

佈線各

子系統

設計之

完整性

各 子 系 統 之

「配置空間」

與「數量」至

少符合法定規

範(EL-3600)或
相關領域公認

標準之建議值

引進管管徑及數量  a、b、c
電信室/設備室面積(或總箱)之
配置

a、b、c

主幹、水平配線系統配管管徑

及數量(或線槽大小與數量) a、b、c

配線箱空間與配置數量 a、b、c

工作區(或宅內配線系統)配置

與數量
a、b、c

各 子 系 統 之

「設計方式」

至少符合法定

規範(EL-3600)
或相關領域公

認標準之建議

方式

引進設施及其線纜設計方式 a、b、c

電信室(或總箱)之設計(如：獨

立與充分之空間、維修進出方

便、具防火、防水等功能)
a、b、c

電信室總配線架(或總箱端子對

數)之設計容量應依引進電纜對

數和配線對數設計

a、b、c

主幹系統幹纜設計與器材之設

計方式
a、b、c

主幹備用路由設計方式 a、b、c
水平系統線纜設計與器材之設

計方式
a、b、c

配線服務區設計方式(每一服務

區至多 990 平方公尺)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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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分項 子項

一

佈線系統

之規劃設

計

佈線各

子系統

設計之

完整性

各 子 系 統 之

「設計方式」

至少符合法定

規範(EL-3600)
或相關領域公

認標準之建議

方式

每一工作區配置RJ45插座兩組

作為資訊與電話插座
a、b、c

住宅宅內應配置宅內配線箱，

星狀 UTP 電纜配線至各廳房，

採至少兩組 RJ-45 之出線匣設

計

a、b、c

各子系統之配

置設計方式優

於 法 定 規 範

(EL-3600)或相

關領域公認標

準之建議設計

與配置

電信室/設備室採高架地板設計 a、b、c
電信室/設備室設置光終端配線

架
a、b、c

每一工作區配置RJ45插座兩組

以上
a、b、c

住宅內各廳、房、室等空間皆

配置(或預定配設）至少 3 埠以

上之 RJ-45
a、b、c

二

佈線系統

可支援之

服務

作為

資、通

信等系

統/服務

之配線

系統

電信服務

須作為傳統語音服務與 xDSL
接取服務之傳輸媒介

a、b

作為 VoIP/VoBB 服務 或其他

電信應用服務等之傳輸媒介
a、b

資訊、數據服

務

須作為寬頻接取服務之傳輸媒

介
a、b

作為 WAN 、LAN 服務或客戶

網路服務等之傳輸媒介
a、b

視訊服務

作為如類比視訊、數位視訊、

HDTV、IPTV 等或其他視訊服

務之傳輸媒介

a、b

光纖網路服務

作為如 FTTB/H、光纖區域網

路、光纖視訊、光纖社區等光

纖化服務之傳輸媒介

a、b

作為建

築物控

制系統

與數位

化服務

之配線

系統

建築物控制管

理系統

作為如保全、消防安全、HAV
控制、能源管控等系統或其他

弱電系統之傳輸媒介

a、b

數位化服務

作為如門禁、監控、保全、節

能、居家照護、AMI 等整合服

務之傳輸媒介

a、b

三

佈線系統

導入時機

與流程管

制

導入時

機

建案規劃設計

期
配合整體建築設計預先規劃 a、d

建築物建置施

工期間

至遲須於建築物主體施工(改善

施工)期間導入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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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分項 子項

三

佈線系統

導入時機

與流程管

制

流程管

制方式
流程管制計畫

遵循「電信裝置使用管理作業

流程」管制或符合「建築技術

規則作業程序」或其他標準作

業程序

a、d

四

佈線系統

等級與整

合度

依循共

通標準

化程度

資、通信配線系

統（OA & CA) 

資 、 通 信 配 線 主 要 依 據

TIA-568-B(或 568-C)或 ISO
11801 之基準進行設計

a、b、c

建築物控制管

理 配 線 系 統

(BA)

BA 配 線 系 統 主 要 依 據

TIA-862 或其他（敘明依據）

基準而設計

a、b、c

配線器

材暨配

線系統

選用之

等級

配線器材等級

之選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議之

等級基準

依據 TIA 標準，須符合 Cat
5e或 Cat 6 或 Cat 6A之評量

規範；若依 ISO/IEC 標準，則

須符合其所規範之 Cat 5 或

Cat 6 或 Cat 7 之評量基準

a、b、c

配線系統等級

之選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議之

等級基準

依據 TIA 標準，須符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 之評量規

範；若依 ISO/IEC 標準，則須

符合其所規範之 Class D 或
E 或 F 之評量基準

a、b、c

配線器

材/系統

光化程

度

配線器材 /系統

應用光纜化設

計

配線器材或配線系統含光纜

化設計
a、b、c

整合度

各佈線系統具

備未來擴充整

合性

系統獨立建置但符合未來整

合性 (如預留可供互連之管

道、空間、連接埠等）

a、b、c

資、通信配線系

統(CA/OA)整合

建置

主幹整合建置、主幹/水平整

合建置 、主幹/水平/工作區內

皆整合建置

a、b、c

資、通信與建築

物控管自動化

配 線 系 統

(CA/OA/BA) 整

合建置

主幹整合建置、主幹/水平整

合建置 、主幹/水平/工作區內

皆整合建置、或其他部分整合

建置(敘明整合項目)

a、b、c

五
佈線系統

管理機制

圖資管

理

規劃設計與竣

工圖資

具計畫性保存管理規劃、竣工

圖資
e

標示與

識別

標示、識別與依

據標準

符合 EL-3600 強制與建議之

標示與識別規範
b、e

具備進階之標示與識別 (如
TIA-606 規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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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分項 子項

五
佈線系統

管理機制

系統測

試與維

運管理

系統測試與維

運管理計畫書

具有系統測試報告書或後續維

護管理計畫
d、e

六

佈線新技

術導入程

度

佈線新

技術應

用項目

佈線新技術之

創新應用項目

佈線新技術參考項目：創新佈

線技術、超高速佈線系統、新

世代光纖通信技術、客戶網路

佈線技術、智慧配管與空間調

度整合配線技術(如 BIM)等

f

佈線新

技術應

用功效

佈線新技術之

創新應用成效
具備創新意涵及達成具體功效 f

二、送審單位補充說明

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

CLE-EL3600-6」，2004。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

CLE-EL3600-8」，2010。
3. 林益全、周秀華，「智慧化建築之佈線技術與應用」，2005 無疆界時代智慧

化居住空間願景與應用技術研討會，2005。
4. TIA-862-2002, “Building Automation Cabling Standard for Commercial 

Buildings”, April 11, 2002. 
5. BICSI TDM Manual,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s”, 2000. 
6. ISO/IEC 118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Generic Cabling for Customer 

Premises”, 1995. 
7. ISO/IEC 118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Generic Cabling for Customer 

Premises”, Edition 1.2, 2000. 
8. ISO/IEC 15018, “Information Technology-Generic Cabling for Homes”, 2004.  
9. TIA-568-A, “Commercial Building Telecommunications Cabling Standard”, 

Oct. 1995. 
10. TIA-568-B, “Commercial Building Telecommunications Cabling Standard”, 

2000.
11. TIA-568-C.0, “Generic Telecommunications Cabling for Customer Premises”, 

Feb. 2009. 
12. TIA-568-C.1, “Commercial Building Telecommunications Cabling Standard”, 

Feb., 2009. 
13. TIA-568-C.2, “Balanced Twisted-Pair Telecommunications Cabling and 

Components Standards”, Aug., 2009. 
14. TIA-568-C.3, “Optical Fiber Cabling Components Standard”, June, 2008. 
15. TIA-569-B, “Commercial Building Standard for Telecommunications Pathways 

and Spaces”, 2004. 
16. TIA-570B, “Residential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Standard”, Apri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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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所需之資訊及通信系統應能對於建築物內外所須傳輸的訊息(包含語

音、文字、圖形、影像或視訊等)，具有傳輸、儲存、整理、運用等功能；由於科技

發展快速，資訊及通信之傳輸速度也在不斷的提高，所需傳送的資訊量也不斷的增

加；智慧化建築物在規劃、建設之初，必須得特別考量此點。

因此有必要研究發展各項資訊及通信指標之評估項目，並研訂可量化評估之基準

與依據，以期進一步能夠評量建築物智慧化之程度。

智慧建築之資訊及通信系統應能提供建築物所有者及使用者最快速及最有效率

的資訊及通信服務，以期能確實提高建築物及其使用者的競爭力；因此資訊通信指標

便成為評量建築物智慧化相當重要的一項指標，相關資訊及通信系統機能的規劃、設

計、建置與維運，必須確保系統的可靠性、安全性，使用的方便性及未來的擴充性，

並充分應用先進的技術來實現。

此外，智慧建築之資訊及通信系統亦須具備良好的人機介面，除能讓使用者順利

操作使用之外，更能以使用者為中心，貼近使用者的需求，以創造更舒適便利的智慧

化空間。

基於上述資訊通信指標之目的，其評估項目與意義如下：

1. 智慧建築使用者對內部與外部之各項資訊與通信需求，無論有線或無線、固定

通信或行動通信，抑或是語音、文字、圖形、影像、視訊等各種型態之資通訊

應用與服務。

2. 智慧建築使用者對各項資訊及通信服務的可靠性、安全性、方便性與未來之擴

充性等功能的需求。

考量上述評估基準，智慧建築之資訊通信指標的評估項目應至少包括：廣域網路

之接取、數位式(含 IP)電話交換、公眾行動通信涵蓋(含共構)、區域網路、視訊會議、

公共廣播、公共天線及有線電視及公共資訊顯示及導覽等八項，其每一評估項目之意

義說明如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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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資訊通信指標評估項目與意義

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意義

一
廣域網路

之接取

判別智慧建築內與外部有線、無線數據傳輸及處理運用之

智慧化程度。

二
數位式(含 IP)
電話交換

判別智慧建築內數位式(含 IP)電話傳輸及處理運用之智慧

化程度。

三
公眾行動通信

涵蓋(含共構) 判別智慧建築內公眾行動傳輸及處理運用之智慧化程度。

四 區域網路
判別智慧建築內部有線、無線數據傳輸及處理運用之智慧

化程度。

五 視訊會議 判別智慧建築內與外部視訊會議處理運用之智慧化程度。

六 公共廣播
判別智慧建築內部或週遭公共廣播處理運用之智慧化程

度。

七
公共天線及

有線電視

判別智慧建築內部公共天線或有線電視處理運用之智慧化

程度。

八
公共資訊

顯示及導覽

判別智慧建築內部及週遭公共資訊顯示及導覽等處理運用

之智慧化程度。

資訊通信指標之評估基準，依表 2-2-2 列之各評估項目對應之基準進行檢視，綜

合基準類別屬性與加總得分後，評定符合之智慧化等級。

表 2-2-2 資訊通信指標評估基準表

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一 廣域網路之接取 

設置寬頻電路接取廣域網路 

設置微波或衛星等裝置或引進第二路由寬頻電路，作負

載共擔或備援通訊使用 

二
數位式(含 IP)電話交

換 

具有雙重處理能力，至少包括共同控制與電源供應單元

具有公眾電話網路連線通話功能，且具備對內及對外之

連接介面 

具有不斷電設備，停電後能提供一定時間的電話交換功

能。 

整合行動通信提供無線分機的功能 

三
公眾行動通信涵蓋(含

共構) 

以室內天線系統、微基地台等輔助涵蓋設施，提供建築

物內(含地下室、電梯間等)行動通信無死角 

提供建築物內多家行動通信業者通信無死角 

四 區域網路 

適量配置資訊及電話插座，同時預留適當的擴充容量。

在適當公共空間配置適量無線區域網路。 

設置網路管理系統 

網管系統提供中文圖形化介面操作功能 

網管系統提供遠端監控及操作功能 

設置適當的資訊安全保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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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五 視訊會議 

可同時讓兩方或多方人員都可以影像、聲音、文字及圖

形等方式溝通 

有專屬空間及會議設備 

傳送到對方的影像畫面與聲音無延遲現象 

六 公共廣播 

除作為平時與緊急廣播用外，同時可以提供作為背景音

樂播放之用 

可以區域別之方式，來控制不同區域之播放與否 

七
公共天線及 

有線電視 

在適當地點裝置公共電視天線或衛星直播電視天線，該

地區如有有線電視系統則可以接有線電視系統來加以

放大分配至建築物各區域 

八 公共資訊顯示及導覽 

在適當公共空間設置明顯之資訊顯示設備，平時可顯示

各種固定或動態訊息或影音多媒體畫面等，緊急狀況時

更可以顯示相關之緊急訊息 

於建築物之適當公共地點設置資訊站或提供手持導覽

器等進行建築物內部及週遭環境之導覽 

導覽系統提供觸控式螢幕、RFID 或語音辨識等操作功能

導覽系統提供可攜式設備隨身操作功能 

由於「資訊通信」指標是由廣域網路之接取、數位式(含 IP)電話交換、公眾行動

通信涵蓋(含共構)、區域網路、視訊會議、公共廣播、公共天線及有線電視、公共資

訊顯示及導覽等八項所組成。各個指標項目之評估內容說明如表 2-2-2 所示，另外各

指標項目相關系統之設計原則如表 2-2-3 所示，以作為設計智慧建築之參考。

表 2-2-3 資訊通信指標項目相關系統之設計原則

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設計原則

一 廣域網路之接取

智慧建築應設置足夠之寬頻電路以接取廣域網路，同時

考量不同建築物之功能需求，設置適量之備援接取電

路。

二
數位式(含 IP)電話

交換

應依據建築物使用者的各種需要，設置相對應以達其所

需的系統設備；交換系統應採用數位式(含 IP)處理，以

便直接作各種數位式(含 IP)傳輸及處理運用，且同時應

具有話務分配、電話費用管理、自動總機、遠端維護、

租戶分群等功能；並依據用戶的需要，交換系統可以提

供各種介面以因應不同的需求，同時需具有擴充能力。

三
公眾行動通信涵蓋(含

共構)

可依不同建築物之功能，並整體考量 GSM、PHS 及 3G
等系統之需求情況，提供完整而嚴密的電波涵蓋，達到

行動通信無死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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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設計原則

四 區域網路

應在建築物各層樓配置適量的資訊及電信插座，可以讓

使用者很方便的透過各插座連接區域網路系統與建築

物內外作溝通。

五 視訊會議

可運用各種通信介面(如 ISDN、專線或 IP Based)，以點

對點或點對多點方式溝通，包括雙方之影像、聲音及資

訊等，以期達到如直接面對面的溝通效果。

六 公共廣播

應考量能提供建築物內所有空間的廣播服務，平時可提

供作為一般大樓廣播、背景音樂或各種音樂播放用；同

時可與緊急廣播系統整合在一起，作為緊急事件時廣播

之用。

七 公共天線及有線電視

應可以接收當地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的信號並加以放

大、分配到建築物各個出線口，所播放節目可以另外加

以編碼、加密或個別編解碼處理運用。

八 公共資訊顯示及導覽

應提供智慧建築內部及週遭公共資訊顯示與處理運

用，須為動態顯示系統，平時除可顯示建築物內各樓層

用途外，也可作為宣傳用；在緊急狀況時更可以作為緊

急狀況顯示相關訊息。

同時考量不同建築物之功能需求，可於建築物之適當公

共地點設置觸控式螢幕資訊站或提供手持多媒體導覽

器等進行建築物內部及週遭環境之資訊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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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數位式(含 IP) 電話交換網路服務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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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共構架構示意圖

 

 

圖 2-2-3 廣域網路之接取衛星通訊備援服務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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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區域網路服務設置之實例 (圖片來源：溫琇玲)

圖 2-2-5 大型視訊會議室設置之實例 (圖片來源：陳衍霆)

圖 2-2-6 分區公共廣播服務設置之實例 (圖片來源：溫琇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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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衛星直播電視服務設置之實例 (圖片來源：溫琇玲)

圖 2-2-8 公共資訊顯示服務設置之實例 (圖片來源：蔡翠文)

資訊通信基準之達成，依程度不同，分為卓越智慧化、優質智慧化以及一般智慧

化，區分之基準係依評估項目達成數加總後界定，其設定準則與配分，如表 2-2-5 資

訊通信指標基準配分表所示，資訊通信指標之基本合格標準總分為一般智慧化的

60~69 分，再往上才是優質智慧化的 70~79 分，而最高等級則是卓越智慧化的 80~100

分。其中各個指標項目之子項配分大概分為主要子項配 6 分，加強子項(鼓勵性質)配

4 分，由於不同使用類別之智慧建築在各項資訊及通信服務上的需求不盡相同，因此

在實務面應該依不同建築物類別之需求，考量在個別指標項目作不同之評估要求或權

重分配，例如對於住宅類建築，有關數位式(含 IP)電話交換項目中之子項，「具有公

眾電話網路連線通話功能，且具備對內及對外之連接介面」，便由基本性項目調整為

必要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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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資訊通信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廣域網路之

接取

設置寬頻光纖電路接取廣域網路（基本性） 6
依需求 

確實設置

設置微波或衛星等裝置或引進第二路由寬頻光纖

電路，作負載共擔或備援通訊使用（鼓勵性）
4

依需求 

確實設置

二

數位式(含
IP) 電話交

換

具有雙重處理能力，至少包括控制與電源供應單元

（鼓勵性）
4

依需求 

確實設置

具有公眾電話網路連線通話功能，且具備二種(含)
以上之連接介面（基本性）

6
依需求 

確實設置

具有不斷電設備，停電後能提供一定時間的電話交

換功能（必要性）
6

依需求 

確實設置

整合行動通信提供無線分機的功能（鼓勵性） 4
依需求 

確實設置

三

公眾行動通

信涵蓋(含共

構)

以室內天線系統、微基地台等輔助涵蓋設施，提供

建築物內(含地下室、電梯間等)行動通信無死角

（鼓勵性）
6

依需求 

確實設置

提供建築物內多家行動通信業者通信無死角

（鼓勵性）
4

依需求 

確實設置

四 區域網路

在各樓層配置適量的資訊及電話插座，同時預留適

當的擴充容量及空間，主幹管部份，也應可以容易

擴充（基本性）
6

依需求 

確實設置

在適當公共空間配置適量無線區域網路（鼓勵性） 4
依需求 

確實設置

設置網路管理系統（必要性） 4
依需求 

確實設置

網管系統提供中文圖形化介面操作功能（鼓勵性） 1
依需求 

確實設置

網管系統提供遠端監控及操作功能（鼓勵性） 1
依需求 

確實設置

設置適當的資訊安全保障設備（必要性） 4
依需求 

確實設置

五 視訊會議

能同時看到對方通話人員的容貌及自己方面所

傳送出去的影像內容等訊息

可同時讓兩方或多方人員都可以影像、聲音、文

字及圖形等方式溝通

（必要性）

6
依需求 

確實設置

有專屬空間及會議設備（鼓勵性） 4
依需求 

確實設置

傳送到對方的影像畫面與聲音無延遲現象

（鼓勵性）
4

依需求 

確實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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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公共廣播

除作為平時與緊急廣播用外，同時可以提供作為背

景音樂播放之用（基本性）
6

依需求 

確實設置

可以區域別之方式，來控制不同區域之播放與否

（必要性）
4

依需求 

確實設置

七
公共天線及

有線電視

在適當地點裝置公共電視天線或衛星直播電視天

線，該地區如有有線電視系統則可以接有線電視系

統來加以放大分配至建築物各區域（必要性）
6

依需求 

確實設置

八
公共資訊

顯示及導覽

在適當公共空間設置明顯之資訊顯示設備，平時可

顯示各種固定或動態訊息或影音多媒體畫面等，緊

急狀況時更可以顯示相關之緊急訊息（必要性）
6

依需求 

確實設置

於建築物之適當公共地點設置資訊站或提供手持

導覽器等進行建築物內部及週遭環境之導覽

（鼓勵性）
2

依需求 

確實設置

導覽系統提供觸控式螢幕、RFID 或語音辨識等操

作功能（鼓勵性）
1

依需求 

確實設置

導覽系統提供可攜式設備隨身操作功能（鼓勵性） 1
依需求 

確實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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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5
資
訊
通
信
指
標
基
準
配
分
表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一
 
廣

域
網

路
之

接
取

 

設
置

寬
頻

電
路

接
取

廣
域

網
路

 
基 本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設
置

微
波

或
衛

星
等

裝
置

或
引

進
第

二
路

由
寬

頻
電

路
，

作
負

載
共

擔

或
備

援
通

訊
使

用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二
 
數

位
式

(
含

I
P
)
電

話
交

換
 

具
有

雙
重

處
理

能
力

，
至

少
包

括
共

同
控

制
與

電
源

供
應

單
元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具
有

公
眾

電
話

網
路

連
線

通
話

功
能

，
且

具
備

對
內

及
對

外
之

連
接

介

面
 

基 本
 

6
 

6

6
/

必 要 性

6
/

必 要 性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具
有

不
斷

電
設

備
，

停
電

後
能

提
供

一
定

時
間

的
電

話
交

換
功

能
 

必 要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整
合

行
動

通
信

提
供

無
線

分
機

的
功

能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三
 
公

眾
行

動
通

信
涵

蓋
(
含

共
構

)
 

以
室

內
天

線
系

統
、
微
基

地
台

等
輔

助
涵

蓋
設

施
，
提
供

建
築

物
內

(
含

地
下

室
、

電
梯

間
等

)
行

動
通

信
無

死
角

 

鼓 勵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提
供

建
築

物
內

多
家

行
動

通
信

業
者

通
信

無
死

角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四
 
區

域
網

路
 

適
量

配
置

資
訊

及
電

話
插

座
，

同
時

預
留

適
當

的
擴

充
容

量
 

基 本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在
適

當
公

共
空

間
配

置
適

量
無

線
區

域
網

路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設
置

網
路

管
理

系
統

 
必 要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網
管

系
統

提
供

中
文

圖
形

化
介

面
操

作
功

能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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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四
 
區

域
網

路
 

網
管

系
統

提
供

遠
端

監
控

及
操

作
功

能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設
置

適
當

的
資

訊
安

全
保

障
設

備
 

必 要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五
 
視

訊
會

議
 

可
同

時
讓

兩
方

或
多

方
人

員
都

可
以

影
像

、
聲

音
、

文
字

及
圖

形
等

方

式
溝

通
 

必 要
 

6
 

6

6
/

鼓 勵 性

6
/

鼓 勵 性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有
專

屬
空

間
及

會
議

設
備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傳
送

到
對

方
的

影
像

畫
面

與
聲

音
無

延
遲

現
象

 
鼓 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六
 
公

共
廣

播
 

除
作

為
平

時
與

緊
急

廣
播

用
外

，
同

時
可

以
提

供
作

為
背

景
音

樂
播

放

之
用

 

基 本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可
以

區
域

別
之

方
式

，
來

控
制

不
同

區
域

之
播

放
與

否
 

必 要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七
 
公

共
天

線
及

 

有
線

電
視

 

在
適

當
地

點
裝

置
公

共
電

視
天

線
或

衛
星

直
播

電
視

天
線

，
該

地
區

如

有
有

線
電

視
系

統
則

可
以

接
有

線
電

視
系

統
來

加
以

放
大

分
配

至
建

築

物
各

區
域

 

必 要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八
 
公

共
資

訊
顯

示
及

導
覽

 

在
適

當
公

共
空

間
設

置
明

顯
之

資
訊

顯
示

設
備

，
平

時
可

顯
示

各
種

固

定
或

動
態

訊
息

或
影

音
多

媒
體

畫
面

等
，

緊
急

狀
況

時
更

可
以

顯
示

相

關
之

緊
急

訊
息

 

必 要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於
建

築
物

之
適

當
公

共
地

點
設

置
資

訊
站

或
提

供
手

持
導

覽
器

等
進

行

建
築

物
內

部
及

週
遭

環
境

之
導

覽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導
覽

系
統

提
供

觸
控

式
螢

幕
、

R
F
I
D
或

語
音

辨
識

等
操

作
功

能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導
覽

系
統

提
供

可
攜

式
設

備
隨

身
操

作
功

能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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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類
別

配
分

 

基 本
 
2
4

2
4

1
8

1
8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4
 
24
 

必 要
 
3
6

3
6

3
6

3
6

3
6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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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通信指標的設置，主要便是要評估建築物的各項資訊與通信系統的設置，是

否足以提供穩定可靠及完整的資訊與通訊服務。申請資訊通信指標各個項目時，建議

提供審查之相關計畫書、圖說及設備型錄等資料如表 2-2-6：

表 2-2-6 資訊通信指標送審資料建議表

項次 送審資料 備註

a
廣域網路之接取(含備援)服務設置相關計畫書、圖說及設備型錄等

資料

b
數位式(含 IP) 電話交換服務設置相關計畫書、圖說及設備型錄等

資料

c
公眾行動通信涵蓋(含共構)服務設置相關計畫書、圖說及設備型錄

等資料

d 區域網路服務設置相關計畫書、圖說及設備型錄等資料

e 視訊會議服務設置相關計畫書、圖說及設備型錄等資料

f 公共廣播服務設置相關計畫書、圖說及設備型錄等資料

g 公共天線及有線電視服務設置相關計畫書、圖說及設備型錄等資料

h 公共資訊顯示及導覽服務設置相關計畫書、圖說及設備型錄等資料

i 其他相關圖說與資料等

此外，為利於審查單位可快速找尋或避免遺漏申請者之送審資料，申請者於申請

本指標時需檢具資訊通信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如表 2-2-7 所示，將送審資料對

應之頁次或圖號加以標示，以利翻閱及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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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資訊通信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

建築物概要

申請編號 建築物名稱

一、評估「資訊通信指標」查核資料  

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分項 子項 

一 廣域網路之接取

設置寬頻電路接取廣域網路 

a設置微波或衛星等裝置或引進第二路由寬頻電

路，作負載共擔或備援通訊使用

二
數位式(含 IP)
電話交換

具有雙重處理能力，至少包括控制與電源供應單

元

b
具有公眾電話網路連線通話功能，且具備一種以

上之連接介面

具有不斷電設備，停電後能提供一定時間的電話

交換功能

整合行動通信提供無線分機的功能

三
公眾行動通信涵蓋

(含共構)

以室內天線系統、微基地台等輔助涵蓋設施，提

供建築物內(含地下室、電梯間等)行動通信無死

角 c

提供建築物內多家行動通信業者通信無死角

四 區域網路

在各樓層配置適量的資訊及電話插座，同時預留

適當的擴充容量及空間，主幹管部份，也應可以

容易擴充
d在適當公共空間配置適量無線區域網路

設置圖形化介面網路管理系統

設置適當的資訊安全保障設備

五 視訊會議

能同時看到對方通話人員的容貌及自己方面所

傳送出去的影像內容等訊息

e
可同時讓兩方或多方人員都可以影像、聲音、文

字及圖形等方式溝通

有專屬空間及會議設備

傳送到對方的影像畫面與聲音無延遲現象

六 公共廣播

除作為平時與緊急廣播用外，同時可以提供作為

背景音樂播放之用 f
可以區域別之方式，來控制不同區域之播放與否

七
公共天線及有線電

視

在適當地點裝置公共電視天線或衛星直播電視

天線，該地區如有有線電視系統則可以接有線電

視系統來加以放大分配至建築物各區域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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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溫琇玲等，「建築物智慧化之設計規範暨解說」，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0。
2. 溫琇玲等，「智慧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3。
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

CLE-EL3600-7」，2010。

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分項 子項

八
公共資訊

顯示及導覽

在適當公共空間設置明顯之資訊顯示設備，平時

可顯示各種固定或動態訊息或影音多媒體畫面

等，緊急狀況時更可以顯示相關之緊急訊息
h

於建築物之適當公共地點設置觸控式螢幕資訊

站或手持多媒體導覽器等方式進行建築物內部

及週遭環境之資訊導覽

二、送審單位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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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化科技的進步與人們的需求，各種應用建構在建築物上的自動化服務系

統不斷的創新與發展，種類繁多複雜，如空調監控系統、電力監控系統、照明監控系

統、門禁控制、對講系統、消防警報系統、安全警報系統、停車場管理系統等等，但

因這些不同的應用服務子系統，常出自不同的製造商或系統商，使得系統設備間無法

資源共享，彼此間的訊息也無法相互溝通與綜合協調運用，而限制了建築物整體服務

管理的成效，也阻礙了建築物未來的永續發展。

「系統整合指標」就是作為評估應用於建築物的各項自動化服務系統在整合運作

上之作法與成效的考核指標，包括了系統整合之程度、系統整合之方式、系統管理方

式、系統整合之平台、與整合之安全性等評估項目，賦予各項評估項目的配分權重，

經評定後加總，並區分不同種類型的建築物訂定合格標準，以期能作適切地判斷與檢

核。

圖 2-3-1 辦公類建築系統整合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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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世代來臨與經濟的發達，人的生活水平也逐漸提高，不管是既有建築或新

建建築都會隨著人的需求而引進新的科技化自動化服務系統，不但系統種類都有所不

同，種類有可能越來越多，而對於一種具有現代化科技、高性能且提供多元化服務的

智慧建築，這些不同的系統設備在資源共用的節省以及未來的維護、變更、擴充、系

統彼此間協調互動，操控管理方式的提升等，都將影響著建築物的永續發展，因此考

量建築物之系統整合已成為必然的趨勢。

此外，在過去建築案例也發現，其內所建置的各類自動化服務之子系統雖可執行

各自功能，但往往鑒於系統太多，在沒有做好統合設計規劃情況下，造成管理與操作

上的不便，且由於各子系統各自獨立，訊息無法進行溝通，無法多元化整合運用，使

得設備資源重複使用，形成浪費，而且當要實現系統的互操作和系統的互連時，又常

因各子系統在封閉系統的環境下，其通訊介面上無法相容，不能進行整體化的協調運

作與綜合應用。

因此，「系統整合指標」是基於建築的永續營運管理與發展來訂定的，其目的是

做為評定在建築物內各項自動化服務系統在系統整合上之作為、成效與效益，也能藉

此讓建築業主與管理者可以了解，對於建築物各項智慧化系統在規劃導入之時，在系

統整合上應考量與注意的重點與方向，期能達到提高整體管理的效率與綜合服務的能

力，降低建築物的營運成本，且能發揮在建築物內發生突發事件之控制與處理能力，

將災害損失減少到最低限度。

由於自動化科技的發展非常迅速，也常常牽動在各系統在整合時的方式與方法，

引用的技術也不一而足，因此，本指標並不對系統整合在技術上的評鑑，不牽涉系統

整合技術的內容與程序，而是著重在評估建築物內各種智慧化或自動化服務系統在整

合上之規劃設計與執行上的水準，擬定不同的評估項目，包括整合程度、整合方式、

系統管理方式，系統整合平台、安全機制等，以其性能、手法與可量化的評估方式，

來適切的判斷建築物在系統整合上的優、劣、良、窳，同時也能建立系統整合在建築

物智慧化的觀念與作法，並成為智慧生活空間整合成效的參考依據，對業主或系統建

設業者藉此評估結果，更具有擬定未來改進方向之具體依據。

有關系統整合指標之各項評估項目內容與評估意義說明如表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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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系統整合指標評估項目與意義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一 系統整合之程度 

中央監控系統 

判斷建築物機電設備被監控管理

的多寡以及其監測與被控制的多

寡 

系統整合項目 
判斷在系統整合平台上所涵蓋服

務的弱電子系統或功能項目 

系統整合之整合度 
判斷在系統整合平台上，各子系

統可互動關聯或協調運作的多寡 

二 系統整合之方式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書

提出(含系統整合架構圖) 

判斷建築物之各項弱電系統在系

統整合的規劃策略與執行作法是

否具有特色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

被監控整合之接點介面 
判斷監控介面是否被留設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例

(子系統軟體整合數與子系

統總數之比) 

判斷子系統整合的技術層次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統

監控之整合採同一監控設

備 

判斷系統整合性的優劣程度與未

來的整合管理運作能力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

供各自的專屬之通訊接口

與通訊協定資料 

判斷在軟體與程式整合上之基本

要件是否具備 

三 系統管理方式 

消防、防盜、對講、緊急

求救信號之整合對外傳輸 

判斷是否具消防、防盜、對講、

緊急求救信號之對外傳輸基本需

求能力。 

中央監控室或管理室或專

有處所之設置 

判斷建築物之整合服務在功能面

的完整度 

整合系統管理操作環境 
判斷系統操作的便利性與多元化

管理能力 

四 
系統整合 

平台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

的系統通訊平台的比例 

判斷執行系統整合上的相容性程

度與可行性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

程度 

判斷執行系統整合上的標準化與

相容性程度 

五 整合的安全機制 

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設置 
判斷整合系統在系統操作使用的

管理機制 

系統資安的防護設置 
判斷整合系統在資訊傳輸上的安

全機制 

系統備援的設置 
判斷整合系統在系統故障發生之

預防機制 

各子系統與整合技術資料

的保存 

判斷各子系統與整合系統將來維

護、變更、擴充上之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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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建築物之系統整合評估指標，總共區分為五大指標項目，考量在實務上評估

的操作執行，每一項都訂定若干個以性能高低評估為主的評估項目，在評估基準中規

範基本性、必要性、鼓勵性項目，作為實踐系統整合的評估分數基本原則，並在各評

估基準賦予不同的權重配分，其中基本性項目是一定全部得分，必要性項目分數則不

得為零，鼓勵性則為加分項目，經評估並加總分數後，再依照建築物類型之合格基準

等級表，以判斷是否合格與高低標準，如表 2-3-2 所示。

表 2-3-2 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基準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一 
系統整合之

程度 

中央監控系統 

各類機電設備系統納入監控之比例 (納入監控

機電設備系統總數與機電設備系統總數之比) 

中央監控系統之控制與監視比例 

系統整合項目 

電力監控 

空調監控 

照明監控 

衛生給排水監控 

通風換氣監控 

室內環境品質監控 

電梯監控 

門禁系統監控 

保全系統監控 

連絡通信及廣播之對講系統 

消防系統監控 

停車管理系統 

監視系統 

家庭自動化系統 

能源管理系統 

設施管理系統 

其他弱電系統 

系統整合之整

合度 

各系統間整合後互動關連程度 (有互動關聯之

子系統與子系統總數之比) 

二 系統整合之方式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說明書提出(含系統架構圖)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被監控整合之接點介

面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例(子系統軟體整合數

與子系統總數之比)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統監控之整合採同一監

控設備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的專屬之通訊

接口與通訊協定資料 



評估技術篇 第三章 系統整合指標 

 2-49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三 
整合管理 

方式 

消防、防盜、對

講、緊急求救信

號之整合對外

傳輸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中央監控系

統(室)訊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用戶行動電

話手機訊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 

中央監控室或

管理室或專有

處所之設置 

設置提供監控主機操作之集中處所 

設置提供監控系統使用之專屬中央監控室或管

理室 

整合系統管理

操作環境 

主系統採 Web化操作環境 

子系統採 Web化操作環境 

四 系統整合平台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的系統通訊平台的比

例(相同系統數與系統總數之比)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度(國際或工業標

準化平台系統數與系統整合系統總數之比) 

五 整合的安全機制 

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機制 

系統資安的防護機制 

系統備援的機制 

各子系統與整合技術資料的保存 

第五節 如何達到智慧化基準 

系統整合是一種跨不同產業領域的專業技術，整合應用的規模可大可小，是必須

經過對建築物內部各系統做現況分析與審慎的考量才進行規劃與建置，應考量整合各

子系統間整合的能力與希望獲得的效益，而不是所有的訊息全部整合在一起就是好，

也不要因為整合而另外再去以設計一套更封閉的整合程式，不但失去了整合的美意，

也讓將來的維護更困擾。因此對於系統整合成效的確保，建議應當由專業的系統整合

商來協助規劃與建置，且能根據業主或使用者的需求目標，並經各子系統設備的配合

協調，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由於本指標各項評估項目，大都以性能作為評估的原則，才能突顯系統整合成效

的高低，因此，為了業者或設計單位能更明瞭對於達到各指標項目合格標準的要求，

對於各指標項目合格標準提供其相關的參考設計原則作為參考，如下表 2-3-3 所示，

有關系統整合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及基準配分表可參考表 2-3-4及表 2-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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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系統整合指標評估項目之設計原則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設計原則 

一 
系統整合 

之程度 

中央監控系統 

綜合檢討建築物內各項機電設備，納入

中央監控系統，分散監控集中管理，被

監控的設施設備越多，且多能賦予可遠

端遙控的項目則越能展現智慧化與節能

的成效。 

系統整合項目 

檢討建築物內使用管理的需求，在系統

整合共通平台上可導入多項的服務子系

統，來呈現多元的服務機能。 

系統整合之整合度 

在系統整合的平台上，呈現各監控系統

或子系統間可能相互整合互動的積極作

為，如消防與門禁系統及空調系統整合

互動，或保全系統與 CCTV 監視系統整合

互動，或中央監控系統與物業管理系統

整合互動等更有助於整體的應用服務機

能。 

二 
系統整合 

之方式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說

明書提出(含系統整合

架構圖) 

檢討智慧化系統的目標，以規劃書的方

式說明合各項弱電系統在系統整合上的

作為，並提出詳細的系統架構圖與圖

說，架構圖上應標示各子系統在整合平

台上彼此在軟體與硬體的連結規格與傳

輸方式。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

提供被監控整合之接

點介面 

檢討建築物各項機電設備當要被監控時

所需要的監控銜接介面應加以說明留

設，並在工程執行階段時作為相關機電

圖控制盤結線圖或設備圖之留設監控介

面的依據，具體來達成系統整合的接取。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

比例(子系統軟體整合

數與子系統總數之比)

檢討在系統整合平台架構上子系統以軟

體相互整合的總數除以在系統整合平台

架構上子系統的類別總數，比例越高則

表示其整合的技術層次越高。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

系統監控之整合採同

一監控設備 

機電與空調本同屬為機電設備，若監控

系統採用同一系統設備統一規劃設計，

則較能呈現較高的系統整合性與未來的

整合管理運作能力。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

應提供各自的專屬之

通訊接口與通訊協定

資料 

系統與系統間以軟體方式整合是必須透

過各子系統的軟體通訊接口與通訊接口

所定義的通訊協定來達成，這些都是在

執行軟體系統整合之基本規格，因此在

整合設計上是必須加以考量，同時未來

在子系統在系統或設備採購時也都必須

要求設備商來提供相關圖說與通訊協定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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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設計原則 

三 
整合管理方

式 

消防、防盜、對講、緊

急求救信號之整合對

外傳輸 

設計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

中央監控系統(室)訊號連線之整合性基

本需求功能之能力。 

中央監控室或管理室

或專有處所之設置 

設計具專屬的中央監控室，提供集中管

理的安全環境。 

整合系統管理操作環

境 

可在整合系統平台上，設計 web 化之便

利性與多元化管理能力的操作方式。 

四 
系統整合平

台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

相同的系統通訊平台

的比例 

整合系統有主系統與子系統之分，在以

軟體整合的狀況下，系統間的通訊平台

採用相同的通訊協定，將會縮短整合時

效並降低整合成本，也會更則越容易達

成整合的結果，以相同通訊協定之子系

統總數除以系統整合平台上的系統總

數，比例越高表示相容性越高。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

準化程度 

建築物的生命週期長達四、五十年之

久，選擇建構系統整合的平台，是一項

重要的指標，也影響建築物將來的維護

管理成敗，因此整合系統在建置時要選

擇一開放性與標準化的平台作為將未來

整合應用時的遵循規範，而其他相關聯

的子系統也能具有相同的國際標準化通

訊協定，則對未來建築物的永續發展(修

改、擴充、整合、管理、維護)更加保障。 

五 
整合的 

安全機制 

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

設置 

整合系統在系統操作使用上的相關管理

權限功能，有效界定操作使用範圍與責

任，竣工時應以圖控畫面來呈現管理機

制。 

系統資安的防護設置 

應在整合系統架構與圖說上說明整合系

統在資訊傳輸上的安全作法，防止有心

人的破壞與竊取，保障整體系統的安全

性。 

系統備援的設置 

應在整合系統架構與圖說上說明有關整

合系統在系統故障發生之預防機制，確

保系統不間斷的運作。 

各子系統與整合技術

資料的保存 

在完工時，應提出具有業主所簽認完整

弱電系統的移交清冊，移交清冊至少需

有提供各子系統與整體系統將來在維

護、變更、擴充上之管理機制上相關資

料與程式項目，以保障系統運作之永續

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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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系統整合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系統整合

之程度 

 

 

 

 

 

 

 

 

 

 

 

 

 

 

 

 

 

 

 

 

中央監控系統 

各類機電設備系統納入監控

之比例 (機電設備系統總數

與納入監控機電設備系統總

數之比)（必要性） 

5 

查中央監控系統總點數

表，〔(納入監控機電設備系

統總數) / (機電設備系統

總數)〕×5 

中央監控系統之控制與監視

比例（必要性） 
5 

查中央監控系統總點數

表，〔(DO+AO)/(DI+AI)〕×5 

DO：數位輸出監控點 

AO：類比輸出監控點 

DI：數位輸入監控點 

AI：類比輸入監控點 

 

 

 

 

 

 

 

 

 

 

 

 

 

 

系統整合項目 

 

 

 

 

 

 

 

 

 

 

 

 

 

 

 

 

 

 

電力監控（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空調監控（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照明監控（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衛生給排水監控（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通風換氣監控（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室內環境品質監控 

（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電梯監控（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門禁系統監控（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保全系統監控（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連絡通信及廣播之對講系統

（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消防系統監控（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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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系統整合

之程度 

 

 

 

 

 

 

 

 

系統整合項目 

停車管理系統（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監視系統（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家庭自動化系統（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能源管理系統（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設施管理系統（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其他弱電系統（鼓勵性） 2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 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

系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系統整合之整

合度 

各系統間整合後互動關連程

度 (有互動關聯之子系統與

子系統總數之比)（必要性） 

5 
〔(有整合互動功能之子系

統數)/(總子系統數)〕×5 

二 系統整合之方式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書提

出(含系統架構圖)（基本性） 
3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3 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被

監控整合之接點介面 

（基本性） 

3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3 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例

(子系統軟體整合數與子系

統總數之比)（必要性） 

5 
〔 ( 子 系 統 以 軟 體 整 合

數)/(子系統總數)〕*5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統監

控之整合採同一監控設備

（鼓勵性） 

3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3 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

各自的專屬之通訊接口與通

訊協定資料（基本性） 

3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3 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三 

 

 

整合管理 

方式 

 

消防、防盜、

對講、緊急求

救信號之整合

對外傳輸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

求救與中央監控系統(室)訊

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必要

性） 

2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2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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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三 

 

 

 

 

 

 

 

 

整合管理 

方式 

消防、防盜、

對講、緊急求

救信號之整合

對外傳輸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

求救與用戶行動電話手機訊

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鼓勵

性） 

2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2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中央監控室或

管理室或專有

處所之設置 

設置提供監控主機操作之集

中處所（基本性） 
2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者

即可得分 

設置提供監控系統使用之專

屬中央監控室或管理室 

（鼓勵性） 

2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者

即可得分 

整合系統管理

操作環境 

主系統採 Web化操作環境 

（必要性） 
4 

2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4 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子系統採 Web化操作環境 

（鼓勵性） 
4 

2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4 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四 系統整合平台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的

系統通訊平台的比例(相同

系統數與系統總數之比) 

（必要性） 

5 

〔(與主系統相同通訊協定

之子系統總數 )/(系統總

數)〕*5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

度(國際或工業標準化平台

系統數與系統整合系統總數

之比)（必要性） 

5 

〔(與主系統相同國際標準

通 訊 協 定 之 子 系 統 總

數)/(系統總數)〕*5 

五 整合的安全機制 

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機制 

（必要性） 
2 

1 分:具個別系統操作管理

權限功能設置 

2 分：具跨平台系統操作管

理權限功能設置 

系統的資安的防護機制 

（必要性） 
2 具系統資安防護機能設置 

系統備援的機制（必要性） 2 

1分:具系統備源機能設置 

2 分：具完整性之系統備源

設置 

各子系統與整合技術資料的

保存（基本性） 
2 

確實保存並提列各子系統

與整體系統相關技術資料

與圖說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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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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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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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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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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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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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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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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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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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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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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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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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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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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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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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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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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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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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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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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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監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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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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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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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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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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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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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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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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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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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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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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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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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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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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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2
 

2
 

照
明

監
控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衛
生

給
排

水
監

控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通
風

換
氣

監
控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室
內

環
境

品
質

監
控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電
梯

監
控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門
禁

系
統

監
控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保
全

系
統

監
控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連
絡

通
信

及
廣

播
之

對
講

系
統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消
防

系
統

監
控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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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類 別
 

辦
公
 

服
務
類

 
住

宿
類

 衛
生

福
利

更
生

類
 

商
業

類

-
旅

館
 
商

業
類

 
休

閒
 

文
教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其

他
類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一
 
系

統
整
合

之
程

度
 

系
統

整
合

項
目

 

停
車

管
理

系
統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監
視

系
統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家
庭

自
動

化
系

統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設
施

管
理

系
統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其
他

弱
電

系
統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整
合

之
整

合

度
 

各
系

統
間

整
合

後
互

動
關

連
程

度
 
(
有

互
動

關
聯

之
子

系
統

與
子

系
統

總
數

之
比

) 

必 要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二
 
系

統
整
合

之
方
式

 

整
體

系
統

整
合

方
式
說
明

書
提
出

(含
系
統
整

合
架
構

圖
) 

基 本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建
築

物
機

電
等

設
備
需
提

供
被
監

控
整
合

之
接
點

介
面

 
基 本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子
系

統
以

軟
體

整
合

之
比

例
(子

系
統

軟
體

整
合
數

與
子

系
統
總

數

之
比
) 

必 要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建
築

機
電

系
統

與
空
調
系

統
監
控

之
整
合

採
同
一

監
控
設

備
 

鼓 勵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以
軟

體
整

合
之

子
系

統
應

提
供

各
自

的
專

屬
之

通
訊

接
口

與
通

訊

協
定

資
料

 

基 本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三
 
整

合
管
理

 

方
式

 

消
防

、
防

盜
、

對

講
、

緊
急

求
救

信

號
之

整
合

對
外

傳

輸
 

具
消

防
、
防

盜
、
對

講
、
緊

急
求

救
與
中

央
監
控

系
統

(室
)訊

號
連

線
之

整
合

性
功

能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具
消

防
、
防

盜
、
對

講
、
緊

急
求

救
與
用

戶
行
動

電
話
手

機
訊
號

連

線
之

整
合

性
功

能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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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類 別
 

辦
公
 

服
務
類

 
住

宿
類

 衛
生

福
利

更
生

類
 

商
業

類

-
旅

館
 
商

業
類

 
休

閒
 

文
教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其

他
類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三
 
整

合
管
理

 

方
式

 

中
央

監
控

室
或

管

理
室

或
專

有
處

所

之
設

置
 

設
置

提
供

監
控
主

機
操
作

之
集
中

處
所

 
基 本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設
置

提
供

監
控

系
統
使
用

之
專
屬

中
央
監

控
室
或

管
理
室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整
合

系
統

管
理

操

作
環

境
 

主
系

統
採

W
eb

化
操
作
環

境
 

必 要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子
系

統
採

W
eb

化
操
作
環

境
 

鼓 勵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四
 
系

統
整
合

平
台

 

主
系

統
與

子
系

統
使

用
相

同
的
系

統
通

訊
平

台
的
比

例
(
相

同
系

統

數
與

系
統

總
數

之
比

) 

必 要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系
統

整
合

平
台

通
訊

標
準

化
程
度

(
國

際
或

工
業

標
準

化
平

台
系

統

數
與

系
統

整
合

系
統
總
數

之
比

)
 

必 要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五
 
整

合
的
安

全
機
制

 

人
機

介
面

之
管

理
權
限
機

制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資
安

的
防

護
機
制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備
援

的
機

制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各
子

系
統

與
整

合
技
術
資

料
的
保

存
 

基 本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類
別

配
分

 

基 本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必 要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鼓 勵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合
計
總
分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智
慧
化
等

級
 

□
 
10
0
-8

0
 分

／
卓
越
智

慧
化

 
 
 
  

□
 
7
9~
7
0 

分
／
優

質
智
慧

化
 
 
  
 □

 
69
~
60
 分

／
一

般
智

慧
化

 
  
 □

 
59

分
以

下
／

未
達

智
慧

化
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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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使建築物智慧化，導入各項弱電服務子系統是必然的手段，而系統整合往往

是智慧化的重要執行方式，也是未來建築物永續化服務的關鍵因素，因此系統整合指

標的設置效益，預期可有效呈現與達到下列效益： 

1. 在「系統整合之程度」評估方面：確保智慧化系統服務應兼具監測與控制功

能，將來可以做到省人與省能的功效，以達降低營運成本的目的，以及系統

整合操作使用與相關聯的綜合服務範疇，展現其所涵蓋的技術領域能力。 

2. 在「系統整合之方式」評估方面：確保在建立系統整合時需要以整合運作的

觀念，打破水電與空調監控分別設計的傳統思維，並對於相關軟硬體銜接界

面的留設與重視通訊協定的關鍵性，提供系統整合未來發展的可能性。 

3. 在「系統管理方式」評估方面：確保消防、防盜、緊急求救信號之對外傳輸

基本需求能力以及具有專屬的中央監控室，提供集中管理的安全環境並兼具

以 web 化之便利性與多元化管理能力的操作方式。 

4. 在「系統整合之平台」評估方面：展現系統整合平台採用開放性、標準化與

國際化的重要性，與不同系統平台架構在通訊傳輸運作的差異。 

5. 在「整合系統之安全性」評估方面：確保系統應具備有關在操作權限與責任

的管理、系統通訊傳輸的保密性，系統運作可靠性，資料保存永續性等之措

施。 

由於智慧建築標章之申請有對於「建築規劃設計階段申請之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與「建築物完成後申請之智慧建築標章」兩類，為讓智慧建築「系統整合」指標之申

請者對送審資料有所依循以利審查作業，因此建議申請者(單位)提送審查文件時，參

照指標中各指標項目之評估基準項目依序以文字提出規劃說明書(含計算說明)，並依

照表 2-3-4 之項目準備相關送審資料，其他舉凡有助於確認系統整合指標各項評估基

準之圖說或證明文件，申請者均可檢具送審。 

此外，為利於審查單位可快速找尋或避免遺漏申請者之送審資料，申請者於申請

本指標時需檢具系統整合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如表 2-3-7 所示，將送審資料對

應之頁次或圖號加以標示，以利翻閱及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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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系統整合指標送審資料建議表

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料 備註 

 

 

 

 

 

 

 

 

 

 

 

 

 

 

 

 

 

 

 

一 

 

 

 

 

 

 

 

 

 

 

 

 

 

 

 

 

 

 

 

 

 

 

 

 

 

 

 

 

 

 

 

 

 

 

 

 

 

 

 

 

 

系統整

合之程

度 

 

 

 

 

 

 

 

 

 

 

 

 

 

 

 

 

 

 

 

 

中央監

控系統 

各類機電設備系

統納入監控之比

例 (機電設備系

統總數與納入監

控機電設備系統

總數之比) 

a-1
中央監控(BA)系統功能總 

點數表(含機電與空調監控) 需另附文字

說明與計算

方式書文件

(申請正式

標章時另附

相關人機介

面圖片) 

a-2 中央監控(BA)系統架構圖 

(含機電與空調監控) 

a-3 空調設備表(圖) 

a-4 電力負載表(圖) 

中央監控系統之

控制與監視比例 a-5
中央監控(BA)系統功能總 

點數表(含機電與空調監控) 

 

 

 

 

 

 

 

 

 

 

 

 

 

 

系統整

合項目 

 

 

 

 

 

 

 

 

 

 

 

 

 

 

 

 

電力監控 
a-6

電力系統圖與其電力監控功

能點數表 
 

 

 

 

 

 

 

 

 

 

 

 

需另附文字

說明與計算

方式說明文

件(申請正

式標章時另

附相關人機

介面圖片) 

 

 

 

 

 

 

 

 

 

 

 

 

 

a-7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電力監控

系統架構圖 

空調監控 

a-8 空調系統圖 

a-9 空調昇位圖 

a-10 空調設備監控控制說明圖 

a-11

系統整合平台下空調監控系

統架構圖與其監控功能點數

表 

照明監控 

a-12 照明系統負載回路圖(表) 

a-13

系統整合平台下照明監控系

統架構圖與其監控功能點數

表 

衛生給排水監控

a-14 衛生給排水系統昇位圖 

a-15

系統整合平台下衛生給排水

監控系統架構圖與其監控功

能點數表 

通風換氣監控 

a-16 通風換氣系統昇位圖 

a-17

系統整合平台下通風換氣監

控系統架構圖與其監控功能

點數表 

室內環境品質監

控 

a-18
與室內環境品質相關之空調

系統圖 

a-19

系統整合平台下室內環境品

質監控系統架構圖與其監控

功能點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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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料 備註 

 

 

 

 

 

 

 

 

 

 

 

 

 

 

 

 

 

 

 

 

 

 

一 

 

 

 

 

 

 

 

 

 

 

 

 

 

 

 

 

 

 

 

 

 

系統整

合之程

度 

 

 

 

 

 

 

 

 

 

 

 

 

 

 

 

 

 

 

 

 

 

系統整

合項目 

電梯監控 

a-20 電梯系統昇位圖  

 

 

 

 

 

 

 

需另附文字

說明文件

(申請正式

標章時另附

相關人機介

面圖片) 

a-21

系統整合平台下電梯監控系

統架構圖與其監控功能點數

表 

門禁系統監控 a-22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門禁系統

監控系統架構圖與其連動功

能規範 

保全系統監控 
a-23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保全系統

監控架構圖與其連動功能規

範 

連絡通信及廣播

之對講系統 
a-24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對講系統

架構圖與其連動功能規範 

消防系統監控 
a-25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消防系統

監控架構圖與其連動功能規

範 

停車管理系統 
a-26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停車管理

系統架構圖與其連動功能規

範 

監視系統 a-27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監視系統

架構圖與其連動功能規範 

家庭自動化系統
a-28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家庭自動

化系統架構圖與其連動功能

規範 

能源管理系統 
a-29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能源管理

系統架構圖與其連動功能規

範 

設施管理系統 
a-30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設施管理

系統架構圖與其連動功能規

範 

其他弱電系統 
a-31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其他弱電

系統架構圖與其連動功能規

範 

系統整

合之整

合度 

各系統間整合後

互 動 關 連 程 度

(有互動關聯之子

系統與子系統總

數之比) 

a-32 系統整合架構圖 
需另附文字

說明與計算

方式說明文

件(申請正

式標章時另

附相關人機

介面圖片) 

a-33 各主、子系統圖說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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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料 備註 

二 
系統整合之方

式 

整體系統整合方

式說明書提出(含

系統整合架構圖)

a-32

系統整合架構圖說(含整合目

的、系統組成、主系統與子系

統的種類、整合平台整合涵蓋

範圍、整合方式與流程、整合

功能、管理操作環境、呈現效

益(架構圖應以實體連結線會

製出平台主系統與子系統的

關連並註明通訊介面、通訊協

定之種類) 

需另附文字

說明與計算

方式說明文

件(申請正

式標章時另

附相關人機

介面圖片) 

建築物機電等設

備需提供被監控

整合之接點介面

b-1 監控系統之監控控制介面圖 

 
b-2

受控機電設備之控制盤控制

介面圖 

子系統以軟體整

合之比例(子系統

軟體整合數與子

系統總數之比) 

a-32 系統整合架構圖 
需另附文字

說明與計算

方式說明文

件(申請正

式標章時另

附相關人機

介面圖片) 

a-33

各主、子系統圖說與規範 

建築機電系統與

空調系統監控之

整合採同一監控

設備 

b-3 機電系統含空調系統監控架

構圖與規範 

需另附文字

說明文件

(申請正式

標章時另附

相關人機介

面圖片) 

b-4 機電系統含空調系統監控功

能點數表 

以軟體整合之子

系統應提供各自

的專屬之通訊接

口與通訊協定資

料 

a-32 系統整合架構圖 
需另附文字

說明文件

(申請正式

標章時另附

相關人機介

面圖片) 

a-33 各主、子系統圖說規範 

 

 

 

 

 

三 

 

 

 

 

 

 

 

 

整合管

理方式 

 

 

 

 

消防、

防盜、

對講、

緊急求

救信號

之整合

對外傳

輸 

具消防、防盜、對

講、緊急求救與中

央監控系統(室)

訊號連線之整合

性功能 

a-1
中央監控(BA)系統功能總 

點數表(含機電與空調監控) 

需另附文字

說明文件 

a-2 連絡通信及廣播之對講系統 

具消防、防盜、對

講、緊急求救與用

戶行動電話手機

訊號連線之整合

性功能 

a-1
中央監控(BA)系統功能總 

點數表(含機電與空調監控) 

a-2 連絡通信及廣播之對講系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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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料 備註 

 

 

 

 

 

三 

 

 

 

 

整合管

理方式 

 

 

中央監

控室或

管理室

或專有

處所之

設置 

設置提供監控主

機操作之集中處

所 

c-1
中央監控室(或專用處所)之

平面圖及設備配置圖 
 設置提供監控系

統使用之專屬中

央監控室或管理

室 

整合系

統管理

操作環

境 

主系統採 Web 化

操作環境 
a-33

各主、子系統圖說規範(申請

正式標章時另附相關人機操

作畫面) 

需另附文字

說明文件 子系統採 Web 化

操作環境 

四 系統整合平台 

主系統與子系統

使用相同的系統

通訊平台的比例

(相同系統數與系

統總數之比) 

d-1
各主、子系統一覽表(註明通

訊介面、通訊協定之種類) 

需另附文字

說明與計算

方式說明文

件(申請正

式標章時另

附相關人機

介面圖片) 

a-33 各主、子系統圖說規範 

系統整合平台通

訊標準化程度(國

際或工業標準化

平台系統數與系

統整合系統總數

之比) 

d-1
各主、子系統一覽表(註明通

訊介面、通訊協定之種類) 

需另附文字

說明與計算

方式說明文

件(申請正

式標章時另

附相關人機

介面圖片) 

a-33 各主、子系統圖說規範 

 

五 

 

 

整合的安全機

制 

人機介面之管理

權限機制 
e-1

相關個別與跨平台整合系統

之人機介面管理之圖說規範

(申請正式標章時另附相關人

機操作畫面) 

需另附文字

說明文件與

操作畫面 

系統的資安的防

護機制 
e-2

相關資安防護之系統架構與

圖說規範(申請正式標章時另

附相關人機操作畫面) 

需另附文字

說明文件與

系統設置架

構圖 
系統備援的機制 e-3

相關系統備源機制之系統架

構與圖說規範(申請正式標章

時另附相關人機操作畫面) 

各子系統與整合

技術資料的保存
e-4

各項弱電子系統設備型錄、設

備點收與軟體通訊協定資料

與整合設定技術資料移交清

單(申請正式標章時另附須經

起造人移交單位簽認證明) 

需另附文字

說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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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系統整合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

建築物概要

申請編號 建築物名稱

一、評估「系統整合指標」查核資料

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說

或頁

次 

一 
系統整合 

之程度 

中央監控系

統 

各類機電設備系統納入監控之比例 (機

電設備系統總數與納入監控機電設備系

統總數之比) 

a-1 

a-2 

a-3 

a-4 

 

中央監控系統之控制與監視比例 a-5  

系統整合項

目 

電力監控 
a-6  

a-7 

 

空調監控 

 

a-8  

a-9 

a-10 

a-11 

照明監控 
a-12 

a-13 

衛生給排水監控 
a-14 

a-15 

通風換氣監控 
a-16 

a-17 

室內環境品質監控 
a-18 

a-19 

電梯監控 
a-20 

a-21 

門禁系統監控 a-22 

保全系統監控 a-23 

連絡通信及廣播之對講系統 a-24 

消防系統監控 a-25 

停車管理系統 a-26 

監視系統 a-27 

家庭自動化系統 a-28 

能源管理系統 a-29 

設施管理系統 a-30 

其他弱電系統 a-31 

系統整合之

整合度 

各系統間整合後互動關連程度 (有互動

關聯之子系統與子系統總數之比) 

a-32 

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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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說

或頁

次 

二 系統整合之方式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說明書提出(含系統架

構圖) 
a-32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被監控整合之

接點介面 

b-1 

b-2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例(子系統軟體整

合數與子系統總數之比) 

a-32 

a-33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統監控之整合採

同一監控設備 

b-3 

b-4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的專屬

之通訊接口與通訊協定資料 

a-32 

a-33 
 

三 
整合管理 

方式 

消防、防

盜、對講、

緊急求救信

號之整合對

外傳輸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中央監

控系統(室)訊號連線之整合性功能 
a-1 

a-2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用戶行動

電話手機訊號連線之整合性功能 

中央監控室

或管理室或

專有處所之

設置 

設置提供監控主機操作之集中處所 

c-1  設置提供監控系統使用之專屬中央監控

室或管理室 

整合系統管

理操作環境 

主系統採 Web 化操作環境 
a-33  

子系統採 Web 化操作環境 

四 系統整合平台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的系統通訊平

台的比例(相同系統數與系統總數之比)

d-1 

a-33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度(國際或工

業標準化平台系統數與系統整合系統總

數之比) 

d-1 

a-33 
 

五 整合的安全機制 

人機介面之管理權限機制 e-1  

系統的資安的防護機制 e-2  

系統備援的機制 e-3  

整合技術資料的保存 e-4  

二、送審單位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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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設施管理指標 

第一節 何謂設施管理指標 

智慧型建築之效益係透過自動化之裝置與系統達到節省能源、節約人力與提高知

性生產力之目的。其所可能涵蓋之系統設施將包括資訊通信、防災保全、環境控制、

電源設備、建築設備監控、系統整合及綜合佈線與設施管理等系統之整合連動。即運

用高科技把有限資源及建築空間進行綜合開發利用，以提供舒適、安全、便捷之使用

環境，並有效地節省建築費用、保護環境及降低資源消耗。所以需有良好的設施管理

才能確保各系統的正常運轉並發揮其智慧化的成效。設施管理系統之設計除須滿足現

有相關法規之要求外，確保系統的可靠性、安全性、使用方便性及充分應用先進技術

來設計為目標，以使建築物保持良好智慧化之狀態。 

「設施管理」指標區分成「使用管理」與「建築設備維護管理」兩分項指標。所

謂「使用管理」分項指標，包括資產管理及效能管理兩個評估項目；所謂「建築設備

維護管理」分項指標，包括組織管理、維運管理及長期修繕計畫三個評估項目。 

「設施管理」指標著重於制度建構、行政監督及作業管制等管理功能的實踐，相

關評估目的內容或階段，目的是週期性的確認及監控管理系統正常運轉，評估項目是

在一定時期內根據需要而建立的，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增加或減少，評估事項應該在

管理制度或流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並能透過質化及量化的方法，以產生可提供決策

性的資訊。  

第二節 設施管理指標之設置目的 

智慧建築的設施管理能力，是決定建築智慧化能否維持可持續性經營；能否產生

經濟效益；能否達成使用的滿意水準等的重要關鍵。智慧建築設施管理指標的目的，

是透過有組織、有計畫、有制度及有效能的查核機制，以評定建築物智慧化功能正常

運作的可靠性、異常及故障排除的即時性、服務品質的穏定性、及資訊彙整的正確性；

以發揮建築智慧化的效能水準及持續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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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管理」指標區分為「使用管理」指標與「建築設備維護管理」指標兩大分

項，根據其分項指標特性再細分成五個評估項目，各評估項目之意義說明如表2-4-1。 

表 2-4-1 設施管理指標評估項目及其意義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一 使用管理 

資產管理 

1.建築物的設備是屬於所有權人的資產，依設施服務機能

的不同而種類繁多，使用操作、維修、費用支出及使用

限制亦因廠牌、規格或技術等而有所不同，是故將設備

進行有系統的資產管理，是設施使用管理的基礎工作。

2.建築物與設施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的權利歸屬，因產權、

租賃、約定使用的變更而異動，必需建立對應機制有效

的管理。 

3.各項設施設備的使用方式與權限，應訂定適切對應的使

用管理規約及辦法予以規範，以維護設施設備的正常使

用。 

4.評估資產管理機制及其應用智慧化的程度。 

效能管理 

1.設施的服務對象包括使用者及管理者，其效益除反應在

使用率的高低外，更重要的是滿意水準的評估及不滿意

事項的改善；故預期使用機能需求評估與規劃，及實施

設施管理績效評估，以確保設施設備的服務價值。 

2.設施的服務過程及績效的管理，應實施作業標準及績效

標準機制，以作為監督管理與維持設施設備效能的正常

狀態。 

3.各項設施可應用各單元系統管理維運，但如果能應用設

施管理的整合作業系統，提供收集並記錄各項資料來源

及時間、具備資料安全儲存及傳輸功能，供管理需求彙

整及分析各項資訊，則是達成效能管理，提供決策支援

功能的智慧化基礎。 

4.評估效能管理機制及其應用智慧化的程度。 

二 
建築設備

維護管理 
組織管理 

1.設施設備管理組織的職能的發揮，決定於組織的管理和

技術兩項能力。管理能力的關鍵在組織編制配置必需要

齊全，而組織成員的技術能力必需要具備適任的水準，

更重要的是能發揮團隊合作的能力，以產生綜效。 

2.依法配置專業證照人員，以及配置設施活動所必需以人

機系統(服務人員及設備)來完成任務的專業服務人

員，維持應備的技術及服務水準。 

3.組織的成員，需要訂定一套符合設施管理的人事制度予

以管理；對於委外管理的專業協約廠商，亦需訂定管理

機制。以對委外廠商的行政監管與確保其履約能力。

4.評估組織管理機制及其應用智慧化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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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二 
建築設備

維護管理 

維運管理 

1.訂定設施設備的年度管理維護計畫，必需對構成建築物

的設備作通盤的檢討，分析各項設備管理需求及規範，

然後據以訂定檢查、保養及維修的期間作業時程、技術

人力資源的編制、財務預算的編列及籌措等分項計畫。 

2.針對設施設備的生命週階段，訂定相關的管理維護規

範，包括法規規範、作業週期、費用預算、耗材明細、

技術規範、人資需求、證照項目、管理辦法、標準作業

流程等。並彙總擬訂保養維修、人員組織、財務預算、

物料庫存、使用管制等子計畫。 

3.設施設備的自然與人為緊急或危機事故，必需研訂相關

應變計畫，以降低各種意外或災變發生的風險。 

4.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如電氣、空調、昇降機、消防、

照明、給排水、弱電、熱源、保全、中央監控等，均可

經由相關機合系統的自主性，完成控制、監測、紀錄、

矯正及告警等執行作業。 

5.評估維運管理機制及其應用智慧化的程度。 

長期修繕 

1.針對建築物、應用技術及設備使用等管理維護應以生命

週期為基礎，訂定各階段的必要管理維護事項及更新標

準，並同時編列長期管理費用預算據以籌措財源。 

2.評估長期修繕機制及其應用智慧化的程度。 

第四節 設施管理指標之評估基準 

基於設施管理指標之設置目的，智慧建築標章「設施管理」指標的評估基準如下： 

一、 建築智慧化對設施設備功能的控制、監測、紀錄、矯正及告警等自主性作業能力

的評估。 

二、 建築智慧化對設施設備管理維護的可靠性、即時性、穏定性、正確性、安全性、

相容性等效能的評估。 

三、 建築智慧化對設施管理相關資訊的收集、記錄、儲存及傳輸功能，供管理需求彙

總分析，提供管理及決策使用能力的評估。 

四、 建築智慧化對設施管理相關效能的有效維持所導入應用相關必要管理技術或管

理制度的評估。 

五、 建築智慧化的應用，必需符合設施管理相關基本的設置、使用、管理維護及更新

等法規的評估。 

六、 針對辦公及住宅用途、既有及新建的智慧建築，分別研擬其設施管理指標的評估

項目及評估基準。  

 



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2011 年版 

2-70 

 

表 2-4-2 設施管理指標評估基準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一 使用管理 

資產管理 

訂定資產管理制度 

產權(房產)管理制度 

租賃管理制度 

設施使用動態管理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理規範、管理規約 

效能管理 

預期使用機能需求評估與規劃 

訂定品質管理制度(如 ISO、SOP) 

訂定管理績效評估標準(如 KPI) 

設施管理的整合作業系統 

提供資訊收集、記錄、儲存及傳輸的決策支援糸統

功能 

二 建築設備維護 

組織管理 

管理組織型態與編制 

法令規範應配置的專業或證照人員 

訂定專業協約廠商的管理制度 

設施管理人事管理制度 

維運管理 

訂定年度設備管理維護計畫(含預算)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管理維護規範 

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具備智慧化自主性的作業

管理(e化整合) 

訂定危機處理與緊急事故應變計畫 

長期修繕 
訂定長期修繕計畫(含預算) 

訂定長期修繕財務籌措計畫 

第五節 如何達到智慧化基準 

智慧建築標章的「設施管理指標」，評估項目係依設施管理的性質內容細分為若

干分項，各分項依評估基準予以配分；評估基準類別分為基本性、必要性及鼓勵性三

類，基本性基準必需全部獲得該項最高配分，任一項必要性基準不得為0分，總計[得

分/基準總分*100]達到60分以上，即通過智慧化設施管理指標；除申請候選智慧建築

證書以預期計畫書為評估依據採形式審查外，申請智慧建築標章必需彙整建置完成的

實質紀錄資料為審查依據。以下表2-4-3智慧建築「使用管理」之基準評分原則表，

表2-4-4智慧建築「建築設備維護管理」之基準評分原則表，表2-4-5為「設施管理」

評估項目分項指標之智慧化評分標準，以供作為設計智慧建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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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智慧建築「使用管理」之基準評分原則表

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使用 

管理 

資產 

管理 

訂定資產管理制度
＊ 

（必要性） 5、10
3 分：明確的規範文件 

4 分：應用單元的作業系統 

5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統 

(10 分配分為上列標準之 2 陪)

產權(房產)管理制度（鼓

勵性） 5 

租賃管理制度 

（鼓勵性） 5 

設施使用動態管理 

（必要性） 5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

管理規範、管理規約 

（基本性） 
5 

3 分：概括的規範文件 

5 分：詳實的規範文件 

效能 

管理 

預期使用機能需求評估

與規劃（鼓勵性） 5 
3 分：概括的評估規劃文件 

5 分：詳實的評估規劃文件 

訂定品質管理制度(如

ISO、SOP)（必要性） 4 

1 分：概括的規範文件 

2 分：詳實的規範文件 

3 分：應用單元的作業系統 

4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統 

訂定管理績效評估標準

(如KPI)（鼓勵性） 5 

2 分：概括的規範文件 

3 分：詳實的規範文件 

4 分：應用單元的作業系統 

5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統 

設施管理的整合作業系

統（基本性） 5 

2 分：管理作業應用 e 化程度未

達 40% 

3 分：管理作業應用 e 化程度未

達 60% 

4 分：管理作業應用 e 化程度未

達 80% 

5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統 

提供資訊收集、記錄、儲

存及傳輸的決策支援糸

統功能（必要性） 
5 

2 分：概括的規範文件 

3 分：詳實的規範文件 

4 分：應用單元的作業系統 

5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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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智慧建築「建築設備維護管理」之基準評分原則表

項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二 

建築 

設備 

維護 

組織 

管理 

管理組織型態與編制
＊ 

(基本性） 5、10

3 分：明確的組織規範文件 

4 分：明確的人員編制 

5 分：應用作業系統 

(10 分配分為上列標準之 2 陪) 

法令規範應配置的專業或証照

人員（必要性） 5 
3 分：依法配置証照人員 

5 分：配置相關專業人員 

訂定專業協約廠商的管理制度

（鼓勵性） 5 2 分：概括的規範文件 

3 分：詳實的規範文件 

4 分：應用單元的作業系統 

5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統

設施管理人事管理制度 

（必要性） 5 

維運 

管理 

訂定年度設備管理維護計畫

(含預算) （基本性） 
5 

2 分：概括的規範文件 

3 分：詳實的規範文件 

4 分：應用單元的作業系統 

5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統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管理維護規

範（基本性） 
5 

3 分：概括的規範文件 

5 分：詳實的規範文件 

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具備

智慧化自主性的作業管理(e

化整合)（必要性） 

5 

2 分：具備自主性功能的設備作

業未達 40% 

3 分：具備自主性功能的設備作

業未達 60% 

4 分：具備自主性功能的設備作

業未達 80% 

5 分：應用整合作業系統

訂定危機處理與緊急事故應變

計畫（必要性） 
4 

3 分：概括的規範文件 

4 分：詳實的規範文件

長期 

修繕 

訂定長期修繕計畫(含預算) 

（鼓勵性） 
5 3 分：概括的規範文件 

5 分：詳實的規範文件訂定長期修繕財務籌措計畫 

（鼓勵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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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管理的目的除了管理建築物各種設備或設施使之保持正常運轉狀態以達到

原先設置的功能外，最重要的任務在於透過作業流程的規劃與執行、使用效益的評估

與監督管理，以有效能的達成設施設置或使用機能目的。設施管理內涵的資產管理、

效能管理、組織管理、維運管理、長期修繕等評估項目，參考應用技術如下： 

應用資產管理作業系統或模組，處理設施資產的購置、分類、編號、登錄、建檔、

報廢等相關行政作業，並確切管控在任何時點均可了解設備的數量、價值、運轉狀態、

履歷記錄等資訊。 

 

圖 2-4-1 資(財)產管理應用技術範例 1

(資料來源：NewCity 物業管理系統，新都興資訊服務(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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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資(財)產管理應用技術範例 2

(資料來源：CVMS 物業管理系統，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 

應用房產與租賃管理作業資訊化系統或模組，針對設施的不動產進行集中管理的

資訊化，詳細記錄不動產產權的位置、使用用途、房屋結構、地址戶號、戶型，權狀

登載資料、產權異動等基本內容；及該戶專有部分設施如水、電、瓦斯、電信、空調

等電子儀表計費的資訊連結。對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的不動產如有租賃事項，建立詳

細記錄租賃標的的位置、使用用途、地址戶號、所有權人等基本資料；及使用權人、

使用期間、租賃條件等租賃內容的資訊化系統或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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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房產管理應用技術範例 1

(資料來源：NewCity 物業管理系統，新都興資訊服務(股)公司) 

圖 2-4-4 房產管理應用技術範例 2

(資料來源：CVMS 物業管理系統，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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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房屋驗收管理應用技術範例

(資料來源：NewCity 物業管理系統，新都興資訊服務(股)公司) 

應用設施使用動態管理作業資訊化系統或模組，將共用部分設施使用者集中管理

的資訊化，如辦公大樓的會議中心、社區的會所或俱樂部等共用設施，包括使用的設

施項目、位址、日期時段、計費、預約登記、門禁、遵守規定等使用事項。 

圖 2-4-6 設施預約使用管理應用技術範例 1

(資料來源：NewCity 物業管理系統，新都興資訊服務(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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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設施預約使用管理應用技術範例 2

(資料來源：Search888 生活服務平台，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 

建築物的設施管理或因使用者、管理者、決策者等不同對象，或因管理使用授權

的不同位階，其所應用資訊的需求並一致，應用整合資訊管理系統提供互動式的作業

平台，即可提升管理的效能。 

管理維護作業系統與設施管理系統的整合，針對各種設備的使用管理，分析其日

常、定期、臨時等管理維護方式與重點的內容，按各種建築物設施設備定期檢查保養

的種類及時程需求，制訂作業周期結構排程計畫、更新改造及各種保養維修年度計畫

與長期修繕計畫，以提供工作執行的依據。 

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如電氣、空調、昇降機、消防、照明、給排水、弱電、熱

源、保全、中央監控等設備，均可經由相關機合系統的自主性，完成控制、監測、紀

錄、矯正及告警等執行作業。其所持續收集及傳輸產生儲存在電腦的相關紀錄及資

料，可進行計劃性的各項彙總、統計及分析，對於故障即時排除、預防性維修保養、

系統運作績效評估等事務，均可隨時獲得詳細而且正確的資訊，以提供管理者及決策

者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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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8 設備維護管理應用技術範例 1

(資料來源：NewCity 物業管理系統，新都興資訊服務(股)公司) 

 

 

 

 

 

 

 

 

 

 

 

 

 

 

 

 

 

圖 2-4-9 設備維護管理應用技術範例 2 

(資料來源：CVMS 物業管理系統，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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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認證的推行，是維持品質的制度，但卻是項費時費力的工作，因此，如能應

用文件作業系統來幫助品質系統的建置及管理，將可解決人力負荷及文件製作與管理

上的問題。 

圖 2-4-10 管理制度線上檢索應用技術範例

(資料來源：NewCity 物業管理系統，新都興資訊服務(股)公司) 

   

圖 2-4-11 管理制度線上檢索

(資料來源：Search888 生活服務平台，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 



智慧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 2011 年版

2-82

組織管理應用人力資源管理系統(HR)，模組化功能包含人事、薪資、教育訓練、

績效考評、資源管理、福利補助等，整合 HR 所有行政事務管理需求，有效節省人力

與工時。 

應用線上議價(網路競標)系統及協約廠商管理系統，是透過電腦軟體將相關作業

程序與管理單位，對採購、招標、合約管理等工作檢查和監督，進行集中化、有序化、

資訊化的科學管理，並可逹到資源分享，有效利用的目的。 

應用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築資訊模型，是以建築生命週期各

階段生產的資訊作有效整合的過程，在各階段不同的知識介入，是屬於資訊的發展式

整合；在設計階段中是屬於虛擬資訊的創造式整合；在施工階段中是屬於由虛擬資訊

變成實質產品的轉換式整合，最後整理成維護實體的MI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BIM能把所有階段性任務串聯起來，提供設施管理者所有需要的資訊，並透

過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或設施管理平台來做整體性

的整合。 

設施管理指的設置效益，預期可有效揭示及達成下列效益： 

一、 設施管理的目標。 

二、 設施管理的任務。 

三、 智慧化的自主性功能。 

四、 維持智慧化機能的能力。 

五、 智慧化設施設備的加值應用。 

六、 智慧化資訊對決策支援應用的價值。 

七、 設施管理組織的執行能力。 

為加快審查速度並避免送審單位遺漏相關附件資料，送審單位應依照附表2-4-6

所列送審資料，填具附表2-4-7「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送審。 

表 2-4-6 設施管理指標送審資料建議表

項次 送審資料 備註 

a 資產管理制度、或作業系統  

1.制度以書面文件送

審。 

 

2.作業系統以系統規

格、功能及操作說明書

面文件送審。 

b 產權(房產)管理制度、或作業系統 

c 租賃管理制度、或作業系統 

d 設施使用動態管理制度、或作業系統 

e 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理規範、管理規約 

f 預期使用機能需求評估與規劃 

g 作業品質管理制度(如 ISO、SOP) 

h 設施管理績效評估標準(如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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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送審資料 備註 

i 設施管理的整合作業系統的功能  

1.制度以書面文件送

審。 

 

2.作業系統以系統規

格、功能及操作說明書

面文件送審。 

 

j 
提供資訊收集、記錄、儲存及傳輸的決策支援糸統

功能 

k 設施管理組織型態與編制 

l 法令規範應配置的專業或證照人員名冊 

m 專業協約廠商的管理制度、或作業系統 

n 設施管理人事管理制度、或作業系統 

o 年度設備管理維護計畫(含預算) 

p 各項設施設備管理維護規範、或作業系統 

q 
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具備智慧化自主性的作

業管理(e 化整合)、或作業系統 
1.制度以書面文件送

審。 

2.作業系統以系統規

格、功能及操作說明書

面文件送審。 

r 危機處理與緊急事故應變計畫 

s 長期修繕計畫(含預算) 

t 長期修繕財務籌措計畫 

表 2-4-7 設施管理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

建築概要 

申請編號  建築物名稱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一 使用管理 

資產管理 

1.訂定資產管理制度 a  

2.產權(房產)管理制度 b  

3.租賃管理制度 c  

4.設施使用動態管理 d  

5.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理規範、管理規約 e  

效能管理 

1.預期使用機能需求評估與規劃 f  

2.訂定品質管理制度(如 ISO、SOP) g  

3.訂定管理績效評估標準(如KPI) h  

4.設施管理的整合作業系統 i  

5.提供資訊收集、記錄、儲存及傳輸的決策支援

糸統功能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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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二 
建築設備 

維護 
組織管理

1.管理組織型態與編制 k  

2.法令規範應配置的專業或証照人員 l  

3.訂定專業協約廠商的管理制度 m  

4.設施管理人事管理制度 n  

二 
建築設備 

維護 

維運管理

1.訂定年度設備管理維護計畫(含預算) o  

2.訂定各項設施設備管理維護規範 p  

3.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具備智慧化自主性

的作業管理(e 化整合) 
q  

4.訂定危機處理與緊急事故應變計畫 r  

長期修繕
1.訂定長期修繕計畫(含預算) s  

2.訂定長期修繕財務籌措計畫 t  

(符合相關指標之佐證資料) 

 

1. NewCity 物業管理系統，新都興資訊服務(股)公司。

2. CVMS 物業管理系統，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

3. Search888 生活服務平台，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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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災指標是於評估建築物透過自動化系統，分別從「偵知顯示與通報性能」、

「侷限與排除性能」、「避難引導與緊急救援」三個層面下，對於可能危害建築物或威

脅使用者人身安全之災害，達到事先防範、防止其擴大與能順利避難之智慧化性能指

標，如圖 2-5-1。因此，安全防災主要目標(Goals)是以保命護財為核心，以更有效且

符合人性化與生活化設計為方向，提供使用者一安全無虞之使用及生活環境；其執行

目標(Objectives)則並不是漫無止盡的投資與增設系統，而是於現階段科技發展下，思

考以合法規設之安全相關設備如何以可行、有效之方式，產生適當的連動順序，進而

達到設備減量與系統整合，以及主動性防災智慧化程度。

安全防災指標主要著重在「主動性防災」及「各自動性系統間整合及連動程序的

評估」，其包含「建築物防災」與「人身安全」兩個分項指標。所謂「建築物防災」

指標乃是用來評估建築物藉由自動化系統對地震、水災、火災等災害事先防範或防止

其擴大與順利誘導人員避難逃生的智慧化性能指標項目。而「人身安全」指標則是用

來評估建築物藉由自動化系統對盜匪入侵、人為故意破壞、有害氣體外洩等危害或威

脅建築物使用者人身安全等事故，事先防範或防止其擴大，以及當使用者遇到危急事

故時能藉由自動化系統求助之智慧化性能指標項目。

圖 2-5-1 安全防災示意圖

（資料來源：簡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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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消防系統資訊圖控化

(圖片來源：呂澤明)

建築物除了滿足建築物的使用機能外，最重要的便是要確保建築物可以防範各種

災害使建築物本身隨時維持其使用機能，並且能保障使用者的生命與財產安全，避免

造成不必要的傷亡或損失。然而在建築物的生命週期中，必然會遭受各種天然災害或

人為的蓄意入侵或破壞，因此如何以各種自動化系統達到事先防範或防止各種災害的

發生及擴大與人員的避難引導，以確保使用者的生命與財產安全，成為評估智慧建築

不可或缺的指標。

對於建築物各種災害的防制，尤其是防火及耐震等方面，已有各種相關法規加以

規範，因此智慧建築標章中所提出的安全防災指標著重在「主動性防災」以及「各自

動化系統間其整合及連動程度的評估」，以鼓勵建築物朝向更優質的目標來規劃及建

造。因此與現有法規大部分只著重在要求建築物滿足最低設置標準的觀點並不相同；

因為依照法規設計，所做到的合法，只是達到一個最基礎的習知作法。以消防設備為

例，我國法規係屬於條列式法條，只要依照規定設置即屬合法，並沒有考量各設備間

的連動順序；例如，一個空間內應設火災探測器、氣體滅火設備與排煙設備時，當探

測器偵測到火災並連動滅火設備與排煙設備動作時，將會產生原本欲用來滅火的氣體

反而被排煙設備給排出，無法及時建立並維持必要的滅火濃度。因此，要如何在合法

的情況下又要使各系統能有效運作互不衝突，便是追求的重點。

再者，每一個系統在平時就要與日常生活結

合，朝向人機介面圓滑化的方式去規劃設計，使

其在操作或是顯示資訊的方式上，可以更貼近使

用者的需求，如此才能更容易檢知其效能，如圖

2-5-2，消防系統資訊圖控化，也才能在緊急危害

發生時，藉由智慧化性能的表現，讓每一項捍衛

人身安全的系統發揮最大功效。此外，每樣考量

人身安全而安裝的設備，除了追求功能之提昇

外，其整體外觀及性能展現上，亦需要和建築物

之空間意象與營運需求相結合，避免任何可能的

突兀與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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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安全防災指標之設置目的，安全防災指標區分成「建築物防災」與「人身安

全」兩個分項指標，探討「偵知顯示與通報性能」、「侷限與排除性能」、「避難引導與

緊急救援」三個評估項目在「建築物防災」與「人身安全」分項指標中所應具有的性

能，而其評估項目及其意義如表 2-5-1 所列。

每一個指標項目根據其特性再細分成七小項，如表 2-5-2 所列，各指標項目是以

整體系統為評估對象，評估該系統的智慧化程度。所謂系統的智慧化程度則是指該系

統主動防制災害的性能及與其他系統連動順序的正確性及性能情形。

表 2-5-1 安全防災指標評估類別及其意義

指標

名稱
評估類別 評估意義

安
全
防
災
指
標

偵知通報與顯示性能
評估各項設施設備針對建築物安全與人身安全，其偵

知危害、通報訊息與顯示相關資訊的智慧化程度。

侷限與排除性能
評估各項設施設備針對建築物安全與人身安全，其侷

限災害擴大與排除危害狀況的智慧化程度。

避難引導與緊急救援
評估各項設施設備針對建築物安全與人身安全，其受

困人員的避難引導與緊急救援的智慧化程度。

表 2-5-2 安全防災指標項目及其意義

項次 分項指標 指標項目 評估意義

一
建築物

防災

防火系統
評估建築物防火系統，如火警警報、人員疏散導引、

自動滅火及消防設備監控的智慧化程度。

防震抗風

系統

評估建築物防震或抗風系統，如隔震、制震、抗風以

及結構體安全狀態監測設備的智慧化程度。

防水系統
評估建築物防水系統，如對滲漏水預警、監視設備及

防淹水措施的智慧化程度。

二 人身安全

防盜系統
評估建築物防盜系統，如門禁管制及防盜監控設備的

智慧化程度。

防破壞

系統

評估建築物防破壞系統，如偵測爆裂物、防止人為蓄

意破壞的智慧化程度。

防有害氣

體系統

評估建築物防有害氣體系統，如瓦斯、一氧化碳外洩

偵測及警報設備的智慧化程度。

緊急求救

系統

評估建築物緊急求救系統，如使用緊急按鈕求救設備

的智慧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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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災指標每一評估項目之智慧化評估基準區分「基本性基準」、「必要性基準」

及「鼓勵性基準」三類。基本性基準為必要查核項目，必須全部通過並符合要求，任

何申請智慧建築標章的建築物都必須滿足基本性基準；必要性基準是達成建築物智慧

化過程中，安全防指標申請之必要查核內容，且任一必要性基準之得分不得為零，若

任一必要性基準得分為零，視為不通過；而鼓勵性基準為選擇性加分項目，可依各不

同建築物類型之智慧化目標選擇性導入設置。

「建築物防災」指標是評估建築物防範地震、水災、火災等災害或防止這些災害

擴大之智慧化程度，其著重在「主動性防災」及「各自動化系統間有機整合及正確順

序連動程度的評估」。即基於建築物的各種設計已滿足建築技術規則及各種相關設計

規範或法令對於耐震或防火等要求的情況下，進一步評估建築物主動防範地震、水

災、火災等災害或防止災害擴大，以及順利誘導人員避難逃生的智慧化程度，而不再

重複評估其是否達到既有相關規範的基本標準，並鼓勵採用創新有效的與技術與工

法，在合用且有效的前提下，獲得鼓勵性的分數。本智慧建築標章中對「建築物防災」

指標之評估基準訂定如表 2-5-3 所示。

表 2-5-3 安全防災指標之「建築物防災」指標評估基準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一 防火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性能

設置防災中心或中央監控室 

設置可自動探測各種火災徵兆之設備及自動確

認火災警報之正確性並通報。 

可顯示火災處所相關室內位址 

通過消防單位定期性之消防設備檢查 

防火系統故障之自動回報及記錄系統 

侷限與排除性能 可自動啟動滅火設備及防止火災擴大 

避難引導與緊急救援 火災發生後能自動並即時有效引導人員避難 

其他 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二 
防震抗風

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性能
設置建築物結構安全狀態監視系統或地震記錄

儀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隔震系統或被動、主動制震或抗風系統 

建築物內設置避震裝置及防震管線 

其他 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三 
防水 

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性能
設置漏水警告設備  

設置淹水偵測設備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防水閘門 

設置抽排水設施 

其他 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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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指標是評估建築物藉由自動化系統對於盜匪入侵、人為蓄意破壞、

有害氣體外洩等危害或威脅建築物使用者人身安全等事故進行事先防範或防止其擴

大，以及當使用者遇到危急事故時能藉由自動化系統有效避難或待援求助之智慧化性

能指標項目，並且鼓勵採用更好的新工法新技術，在合用並且有效的前提下，亦能獲

得鼓勵性的分數。本智慧建築標章中對「人身安全」指標之評估基準訂定如表 2-5-4

所示。

表 2-5-4 安全防災指標之「人身安全」指標評估基準表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一 防盜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性能

設置防盜自動警報設備 

設置人車自動監視設備 

設置影音對講設備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自動門禁管制設備 

設置停車管理設備 

其他 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二 
防破壞 

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性能 設置偵測爆裂物等危險物品設備 

其他 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三 
防有害氣

體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性能
設置致命有害氣體之監測設備或措施(如一氧化

碳、瓦斯等)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防止致命有害氣體擴散之設施 

其他 其他創新並有效之新技術與新工法 

四 
緊急求救

系統 

避難引導與緊急救援

昇降梯、直通樓梯等處設緊急求救按鈕或可對外

聯繫之緊急電話 

緊急求助系統能與錄影監視系統連動 

其他 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雖然為方便評估，將「安全防災」指標以各種評估基準來加以界定，但最重要的

規劃設計觀念，是以線路減量之「系統整合」觀念，先建構整合的安全防災系統，如

圖2-5-3之安全防災整合系統示意圖，可作為安全防災系統規劃設計之參考。此外為

求整體系統之親和性與簡易性，仍應提供使用者易查核是否產生異常的標示或正常桿

位的設計，讓整個安全防災系統融入使用者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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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 安全防災整合系統示意圖

安全防災系統硬體整合，若各系統間能相互連動，則更彰顯智慧化的效能，例如：

1. 當火警系統確認有火災發生，能立即連動語音緊急廣播系統，說明火警發生樓

層及位置，並啟動具有聲響效果的避難指示燈，清楚導引人員順利疏散避難。

運轉中之昇降梯強制運轉至地面層或避難層疏散人員，除緊急升降機於地面層

待命以備消防人員使用外，一般昇降梯停止運轉。

2. 當盜匪入侵時（如圖 2-5-4），防盜系統除啟動防盜警報外，也能連動門禁系統

（如圖 2-5-5），關閉被入侵區域之門禁，啟動被入侵區域之照明設備恫嚇盜

匪，並以自動語音電話系統撥打 110 向警察機關報案。

3. 當有人使用緊急求救系統求救時，能連動照明系統及防盜系統之監視設備，以

攝錄求救地點之畫面。

圖 2-5-4 紅外線周界防護

(圖片來源：呂澤明)

圖 2-5-5 門禁系統

(圖片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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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災指標之達成，是依人命安全重要性及能營造更安全之生活環境之不同智

慧化程度予以配分，其操作流程如圖 2-5-6。申請單位可依安全防災指標各評估項目

之設計原則與說明，如表 2-5-5 及表 2-5-7，作為規劃設計安全防災系統之參考，以可

獲得及爭取較高基準得分，其指標基準評分原則如表 2-5-6 及表 2-5-8 所示。最後再

依獲得之基準得分加總後界定智慧化等級。

依所獲得之基準總分，予以不同程度之智慧化等級，其分為卓越智慧化、優質智

慧化、一般智慧化及未達智慧化基準。但總分必須獲得 60 分以上，才算通過智慧化

安全防災指標，屬為一般智慧化等級；於總分超過 70 分，即已具備優質智慧化等級；

若總分累積超過 80 分以上，則為卓越智慧化。除申請候選證書以預期計畫書為評估

依據採形式審查外，申請智慧建築標章必須彙整建置完成的實質紀錄資料為審查依

據。安全防災指標配分如表 2-5-9 所示。

申請指標項目設計原則

申請指標基準評分

基本性基準 必要性基準 鼓勵性基準

必須全部符合 任一項不得為零 選擇性加分項目

申請指標得分總計
合計總分 標準化加權

智慧化等級界定

分
卓越智慧化

分
優質智慧化

分
一般智慧化

分以下
未達智慧化基準

圖 2-5-6 安全防災指標評分操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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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 安全防災指標之「建築物防災」設計原則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設計原則

一 防火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防災中心或中

央監控室

防災中心（或中央監控室）內設置系

統主機、監控主機、火警廣播設備的

控制設備以及消防專用通信設備。

火警裝置可自動探

測各種火災徵兆並

自動確認火災警報

之正確性並通報

系統設置火警自動探測設備，以探測

煙霧濃度、溫度差、光電或其他可燃

性氣體濃度等。

系統設置火警警鈴、緊急廣播等避難

系統，各系統由防災中心直接分層監

控，其電源應連接至緊急供電系統。

系統能檢測火警自動探測設備之警

報正確性。

系統能提供可靠的監測數據和警報

資訊。

可顯示火災處所相

關室內位址

系統能顯示火警區域或火警點的狀

態信號、平面位置。

建築物各區域或樓層設置識別火警

位置的聲光顯示裝置。

通過依據消防法規

規定之消防設備安

全檢查

通過依據消防法規規定之消防設備

安全檢查

防火系統故障之自

動回報及記錄系統

系統平時與各子系統動作迴路自動

檢測並記錄其檢查結果，故障時即發

出信號警報。

侷限與排除

性能

可自動啟動滅火設

備及防止火災擴大

系統能顯示所有消防設備的狀態。

系統能擔負整體滅火的連絡與調度

功能。

系統能監控排煙設備。

系統能監控防火門及防火鐵捲門。

避難引導與

緊急救援

火災發生後能引導

人員避難

系統設置符合需求之緊急疏散廣播

系統。

系統採用具有聲響的避難方向指示

燈。

火災發生時，系統能以自動或手動方

式控制昇降機依次迫降於避難層，使

一般昇降機停止運轉，緊急昇降機待

命。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勵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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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設計原則

二
防震抗風

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建築物結構安

全狀態監視系統或

地震記錄儀

建築物重要結構桿件可設置監控裝

置以監控其桿件應力變化狀況，以便

進行結構補強或更新以確保建築物

結構系統之安全。

建築物可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安

裝地震記錄儀，以掌握建築結構對每

次地震之反應。

侷限與排除

性能

設置隔震系統或被

動、主動制震或抗

風系統

建築物可採用基礎隔震、阻尼消能裝

置或主動控制等減震技術以降低建

築物所受地震力。

建築物可設置抗風系統，以降低風力

對建築物之搖晃程度。

建築物內設置避震

裝置及防震管線

建築物地板設置避震裝置，以防止重

要設備或物品遭地震破壞。

各種管線具有足夠耐震能力或韌性

以防止其因地震位移而斷裂。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勵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三 防水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漏水警告設備

於建築物需嚴密控管濕度或水氣之

空間設置漏水感應器。

於機電設備空間等相關場所，偵測漏

水現象並自動發佈警告信號。

設置淹水偵測設備
建築物地下室或低窪地區設置淹水

偵測設備。

侷限與排除

性能

設置防水閘門
建築物地下入口設置防水閘門並與

監控設備連動。

設置抽排水設施

建築物之地下室或低窪地區，依據該

區域之災害潛勢分析，設置幫浦設

備，並與淹水偵測設備連動。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勵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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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6 安全防災指標之「建築物防災」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防火系統

設置防災中心

或中央監控室

防災中心(或中央監控室)
內設置系統主機、監控主

機、火警廣播設備控制裝置

及消防專用通信設備。

(基本性)

2
符合各類場所消防

安全設置標準規定

之各子系統。

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可自動探

測各種火災徵

兆並自動確認

火災警報之正

確性並通報。

系統設置火警自動探測設

備，以探測煙霧濃度、溫度

差、光電或其他可燃性氣體

濃度等。(基本性)

2
經查核火警自動警

報設備具有檢知之

性能。

系統設置火警警鈴、緊急廣

播等警報避難系統。

(基本性)
2

該避難系統必須由

防災中心直接分層

監控。

系統能檢測火警自動探測

設備之警報正確性。

(基本性)
2

經查核系統能檢測

火警自動探測設備

之警報正確性。

系統對火警自動探測設備

提供可靠的監測數據和警

報資訊。(基本性)
2

對火警自動探測設

備提供可靠的監測

數據和警報資訊。

可顯示火災處

所相關室內位

址

系統能顯示火警區域或火

警點的狀態信號及其平面

位置。(必要性)
2

1 分：能定址出火警

之區域所在。

2 分：符合上述，並

以圖控方式詳細顯

示火警區域/位置/火
災程度和疏散等資

訊。

建築物各區域或樓層設置

識別火警位置的聲光顯示

裝置。(鼓勵性)
2

1 分：在各區域或樓

層裝有聲光顯示裝

置。

2 分：在各區或樓層

裝有圖控軟體等聲

光顯示裝置。

通過依據消防

法規規定之消

防設備檢查

通過依據消防法規規定之

消防設備安全檢查。(必要

性)
2

1 分：委託專業單位

每 12 個月定期性之

消防設備檢查。

2 分：委託專業單位

每 6 個月定期性之

消防設備檢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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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防火系統 

防火系統故障

之自動回報及

記錄系統 

系統平時與各子系統動作

迴路自動檢測並記錄其檢

查結果，故障時即發出信號

警報。(必要性) 

2 

1 分：系統保持檢測

狀態，電路故障隨即

發出警報。 

2 分：符合上述，且

系統與各子系統動

作迴路自動檢測並

記錄其檢查結果，故

障時即發出信號警

報並標示出故障位

置。 

可自動啟動滅

火設備及防止

火災擴大 

系統能顯示所有消防設備

之狀態。(必要性) 
2 

1 分：系統以 LCD

中文顯示幕監測消

防設備之狀態。 

2 分：系統以圖控軟

體之顯示監測消防

設備之狀態。 

系統能擔負整體滅火的聯

絡與調度功能。(必要性) 
1 經查核確實裝設。 

系統能監控排煙設備。(必

要性) 
1 經查核確實裝設。 

系統能監控防火門及防火

鐵捲門。(必要性) 
2 

1 分：經查核確實裝

設。 

2 分：符合上述，並

且為「住宿類」、「衛

生福利更生類」或

「商業類 -旅館」

者。 

二段式下降防火鐵捲門 

(鼓勵性) 
1 

為「住宿類」、「衛

生福利更生類」或

「商業類 -旅館」

者。 

火災發生後能

自動並即時有

效引導人員避

難 

設置符合需求之緊急廣播

系統。(基本性) 
4 

2 分：緊急廣播內容

能符合安裝場所使

用特徵與災害境況。 

3 分：符合上述，並

且為「商業類-旅館」

及「商業類」者。 

4 分：符合上述，且

採分區廣播，並為

「公共集會類」或

「衛生福利更生類」

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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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防火系統 

火災發生後能

自動並即時有

效引導人員避

難 

系統採用具有聲響的避難

方向指示燈。(鼓勵性) 
2 

1 分：系統採用具有

聲響的避難方向指

示燈。 

2 分：符合上述，並

且可視情況調整指

示方向。 

火災發生時，系統能以自動

或手動方式控制昇降機依

次迫降於避難層，並使一般

昇降機停止運轉，而緊急升

降機待命。(必要性) 

1 

系統能以自動或手

動 方 式 控 制 升 降

機，並顯示升降梯目

前狀態。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

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

法。(鼓勵性) 

2 

依需求及其達實質

成效之相關佐證斟

酌給分。 

二 
防震抗風

系統 

設置建築物結

構安全狀態監

視系統或地震

記錄儀 

建築物設置監控裝置以監

控重要結構桿件或部位之

結構變化狀況，以便進行結

構桿件補強或更新以確保

建築物結構系統安全。 

(鼓勵性) 

1 

設置建築物結構體

控制系統，採用圖控

軟體，隨時監控結構

體安全性。 

建築物設置地震紀錄儀，以

記錄地震反應。(鼓勵性) 
1 經查核確實裝設。 

設置隔震系統

或被動、主動

制震或抗風系

統 

建築物採用基礎隔震、阻尼

消能裝置或主動控制等減

震技術以降低建築物所受

地震力。(鼓勵性) 

2 
經查核確實採用減

震技術。 

建築物設置抗風系統，以降

低風力對建築物之搖晃程

度。(鼓勵性) 

1 經查核確實裝設。 

建築物內設置

避震裝置及管

線耐震設計 

建築物地板設置避震裝

置，以防止重要設備或物品

遭地震破壞。(鼓勵性) 

2 經查核確實裝設。 

建築物各種管線具有足夠

耐震能力或韌性以防止其

因地震力作用而斷裂。 

(鼓勵性) 

2 

建築物各種管線具

有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與解說規定以

上之耐震能力或韌

性以防止其因地震

力作用而斷裂。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

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

法。(鼓勵性) 

2 

依需求及其達實質

成效之相關佐證斟

酌給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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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三 防水系統 

設置漏水警告

設備 

於建築物需要嚴密控管溼

度或水氣之空間設置感應

器。(鼓勵性) 

1 經查核確實裝設。 

於機電設備空間等相關場

所偵測漏水現象並自動發

佈警告信號。(鼓勵性) 

1 經查核確實裝設。 

設置淹水偵測

設備 

建築物之地下或低窪地區

設置淹水偵測設備。 

(鼓勵性) 

1 

設有淹水偵測裝置

並 可 顯 示 水 位 高

低，發出不同警報。 

設置防水閘門 

建築物之地下入口設置防

水閘門並與監控設備連

動。(鼓勵性) 

3 

1 分：建築物之地下

入口設置手動防水

閘門。 

2 分：防水閘門連接

監控設備並且可自

動 (手動裝置為輔 )

開啟與關閉。 

3 分：符合上述之

一，並且為「住宅類」

或「衛生福利更生

類」者，予以加分(一

分為限)。 

設置抽排水設

施 

建築物之地下室或低窪地

區依據該區域之災害潛勢

分析，設置抽排水設施。 

(鼓勵性) 

3 

1 分：建築物之地下

室或低窪地區依據

該區域之災害潛勢

分析，設置抽水幫

浦。 

2 分：符合上述設置

之抽排水設施可與

淹水偵測設備連動。 

3 分：符合上述之

一，並且為「住宿類」

或「衛生福利更生

類」者，予以加分(一

分為限)。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

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

法。(鼓勵性) 

2 

依需求及其達實質

成效之相關佐證斟

酌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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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7 安全防災指標之「人身安全」設計原則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設計原則

一 防盜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防盜自動警報

設備

建築物於重要出入口及區域，安裝熱

感應或微波等各種類型防盜警報設

備。

系統應能顯示警報位置和相關警報

資訊，並能紀錄及提供連動控制所需

之介面信號。

系統應能按照時間或位置之需求，限

制防盜警報設備之解除或設定。

系統能自動對防盜警報設備之運轉

狀態和信號傳輸線路進行檢測，並及

時發出故障報警和指示故障位置。

設置人車自動監視

設備

系統依據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之需

要，對主要公共活動場所、通道以及

重要區域能進行有效監視並錄影記

錄。

系統的監視畫面能夠任意組合，可自

動或手動切換畫面，在畫面上應有攝

影機編號、攝影機的位置和錄影時

間、日期等。

系統能與防盜報警系統、門禁管制系

統連動，能根據需要自動把現場畫面

切換到指定的監視器上顯示，並自動

錄影。

系統應能對重要區域和設施的特殊

位置進行長時間的錄影。

設置影音對講設備

系統可讓使用者與訪客雙向通話並

可顯示訪客影像畫面。

系統具有能讓使用者進行遠端遙控

開啟或關閉大樓入口大門的控制裝

置。

系統提供住戶或使用者向中央監控

室直接報警之功能。

侷限與排除

性能

設置自動門禁管制

設備

根據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之需要，在

通行門、出入口通道、昇降梯等位置

設門禁管制設備。

系統對門禁管制區域的範圍、通行對

象以及通行時間可進行即時控制或

設定程序性控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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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類別 評估基準 設計原則 

一 防盜系統 

侷限與排除

性能 

設置自動門禁管制

設備 

門禁系統能與消防系統連動，在發生

火災時能及時封鎖有關通道和門，並

迅速啟動消防通道和安全門。 

系統對於重要門禁區域能與監視系

統連動以錄製現場聲音及現場影像

畫面。 

設置停車管理設備 

系統具有汽車停車場進出口及停車

場內通道的行車信號指示、車位狀態

顯示功能。 

系統具有汽車停車場出入口自動檢

索、柵欄門自動控制功能。 

系統具有車輛和車牌號碼自動識別

功能。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勵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二 
防破壞 

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偵測爆裂物等

危險物品設備 

系統具有偵測各種爆炸物品，以防止

通行人車攜帶具爆炸性之危險物品

入內之功能。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勵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三 
防有害氣

體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致命有害氣體

之偵測設備或措施

(如一氧化碳、瓦斯

等) 

系統能偵測各種對人體有害氣體如

瓦斯、一氧化碳等氣體並可立即發出

警報或導引人員疏散。並於常時有人

之處所設置排除或稀釋有害氣體之

裝置或空間設計。 

侷限與排除

性能 

設置防止致命有害

氣體擴散之設施 

系統能主動關閉有害氣體來源開關

或阻斷其繼續外洩，以防止事故擴

大。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勵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四 
緊急求救

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昇降梯、直通樓梯

等處所，設置緊急

求救按鈕或可對外

聯繫之緊急電話 

為使在電梯、直通樓梯等處之使用者

遇到緊急狀況可向外求援，應在該處

所設置緊急求救按鈕或對講設備。 

侷限與排除

性能 

緊急求助系統能與

錄影監視系統連動 

系統能顯示求救訊號之樓層或位置。 

系統可與防盜系統之監視設備連動

攝錄求救地點之畫面。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勵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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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8 安全防災指標之「人身安全」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防盜系統

設置防盜自動

警報設備

建築物於重要之出入口及

區域，安裝熱感應或微波等

各種類型防盜警報設備。

(基本性)

3

2 分：裝設磁磺式、

熱感應式或微波等

各種類型之防盜警

報設備。

3 分：符合上述，並

且 為 「 辦 公 服 務

類」、「住宿類」或「商

業類」者。

系統能顯示警報位置和相

關警報資訊，並能紀錄及提

供連動控制所需之介面信

號。(必要性)

2

1 分：能以聲光等方

式顯示警報位置。

2 分：符合上述，且

具圖控介面，以便清

楚顯示現場資訊，並

能紀錄及提供連動

控制所需之介面信

號。

系統能按照時間或位置之

需求，限制防盜警報設備之

解除或設定。(必要性)
1

能按照時間或位置

之需求，限制防盜警

報設備之解除或設

定。

系統能對自動防盜警報設

備之運轉狀態和信號傳輸

線路進行檢測，並及時發出

故障警報和指示故障位

置。(必要性)

1

能自動對運轉狀態

和信號傳輸線路進

行 檢 測 與 發 出 警

報，並指示故障位

置。

為「辦公服務類」、「住宿

類」或「商業類」者。

(必要性)
1

符合「設置防盜自動

警報設備」上述「必

要性」項目。

設置人車自動

監視設備

系統能依據建築物安全維

護設計之需要，對主要公共

活動場所、通道以及重要區

域能進行有效監視並錄影

記錄。(基本性)

4

對主要公共活動場

所、通道以及重要區

域能進行有效監視

並錄影記錄。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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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防盜系統

設置人車自動

監視設備

系統的監視畫面能夠任意

組合，可自動或手動切換畫

面，在畫面上應有攝影機編

號、位置、錄影時間等相關

資訊。(必要性)

1

監視畫面能夠任意

組合，可自動或手動

切換畫面，在畫面上

應有攝影機編號、位

置等相關資訊。

系統能與防盜報警系統、門

禁管制系統連動，根據需

要，手動/自動把現場畫面

切換到指定的監視器上顯

示，並自動錄影。(必要性)

2

1 分：與防盜報警系

統、門禁管制系統連

動，根據需要，以手

動方式把現場畫面

切換到指定的監視

器上顯示。

2 分：符合上述外，

並自動把現場畫面

切換到指定的監視

器上顯示，並錄影。

系統應能對重要區域和設

施的特殊位置進行長時間

的錄影。(必要性)
1

系統應能對重要區

域和設施的特殊位

置進行錄影。

設置影音對講

設備

系統能讓使用者與訪客雙

向通話並可顯示訪客影像

畫面。(鼓勵性)
2

1 分：能使訪客與使

用者雙向通話。

2 分：符合上述外，

能使訪客與使用者

雙向影像通話。

系統具有讓使用者進行遠

端遙控開啟或關閉大樓入

口大門的控制裝置。

(鼓勵性)

1

讓使用者進行遠端

遙控開啟或關閉大

樓入口大門的控制

裝置。

系統提供住戶或使用者向

中央監控室直接報警之功

能。(鼓勵性)
1

提供住戶或使用者

向中央監控室直接

報警之功能。

為「辦公服務類」、「住宿

類」或「商業類-旅館」者。

(鼓勵性)
1

符合「設置影音對講

設備」上述「鼓勵性」

項目之一。

設置自動門禁

管制設備

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防範

管理之需要，在通行門、出

入口通道、昇降機等位置設

門禁管制設備。(必要性)

2

1 分：設置傳統感應

式 IC 卡管制。

2 分：設置系統指

紋、虹膜、靜脈、紅

外 線 臉 部 辨 識 系

統…等。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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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防盜系統 

設置自動門禁

管制設備 

系統能對門禁管制區域的

範圍、通行對象以及通行時

間進行即時控制或設定程

序式控制。(必要性) 

2 

1 分：能對門禁管制

區域的範圍、通行對

象以及通行時間進

行即時控制。 

2 分：符合上述外，

並可設定程序式控

制及留存登入登出

系統之資料。 

門禁系統能與消防系統連

動，在發生火災時能即時啟

動消防通道和安全門。 

(必要性) 

1 

能 與 消 防 系 統 連

動，在發生火災時能

手動或自動開啟消

防通道和安全門。 

系統對於重要門禁區域能

與監視系統連動以錄製現

場聲音及現場影像畫面。

(必要性) 

1 

對於重要門禁區域

能與監視系統連動

以錄製現場影像畫

面。 

為「辦公服務類」、「住宿

類」或「商業類-旅館」者。 

(必要性) 

1 

符合「設置自動門禁

管制設備」上述「必

要性」項目。 

設置停車管理

設備 

系統具有汽車停車場進出

口及停車場內通道的行車

信號指示、車位狀態顯示功

能。(鼓勵性) 

1 

具有汽車停車場進

出口及停車場內通

道 的 行 車 信 號 指

示、車位狀態顯示功

能。 

系統具有汽車停車場出入

口柵欄門自動控制功能。

(基本性) 

1 

具有汽車停車場出

入口柵欄門自動控

制功能。 

系統具有車輛和車牌號碼

自動識別功能。(鼓勵性) 
1 

具有自動識別車牌

之功能。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

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

法。(鼓勵性) 

2 

依需求及其達實質

成效之相關佐證斟

酌給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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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二
防破壞

系統

設置偵測爆裂

物等危險物品

設備

系統具有偵測各種爆炸物

品，以防止通行人車攜帶具

爆炸性之危險物品入內之

功能。(鼓勵性)

2

1 分：利用手持式偵

測系統。

2 分：設有柵欄式爆

裂物偵測設備。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

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

法。(鼓勵性)
2

依需求及其達實質

成效之相關佐證斟

酌給分。

三
防有害氣

體系統

設置致命有害

氣體之偵測設

備或措施(如一

氧化碳、瓦斯

等)

系統能偵測各種對人體有

害氣體如瓦斯、一氧化碳等

氣體，並發出警報或引導疏

散。(必要性)

2

可偵測瓦斯、一氧化

碳等氣體，並發出警

報聲響或導引人員

疏散。

設置排除或稀釋有害氣體

之裝置或空間設計。

(必要性)
2

於常時有人之處所

設置排除或稀釋有

害氣體之裝置或空

間設計。

為「住宿類」、「衛生福利

更生類」或「商業類」者。

(必要性)
1

符合「設置致命有害

氣體之偵測設備或

措施(如一氧化碳、

瓦斯等)」上述「必

要性」項目。

設置防止致命

有害氣體擴散

之設施

系統能主動關閉有害氣體

來源開關或阻斷其繼續外

洩，以防止事故擴大。

(鼓勵性)

3

1 分：偵測到管路有

害氣體外洩時，系統

便關閉該管路或容

器閥。

2 分：符合上述外，

能監控各個有害氣

體之開關閥，並依濃

度值不同而開啟、關

閉空調。

3 分：符合上述之

一，並且為「住宿

類」、「衛生福利更

生類」或「商業類」

者，予以加分(一分

為限)。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

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

法。(鼓勵性)
3

2 分：依需求及其達

實質成效之相關佐

證斟酌給分。

3 分：符合上述，並

且為「住宿類」、「衛

生福利更生類」或

「商業類」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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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四 
緊急求救

系統 

昇降機、直通

樓梯等處設置

緊急求救按鈕

或可對外聯繫

之緊急電話 

建築物使用者能於遇到緊

急狀況時向外求援。在建築

物昇降機、直通樓梯等處設

置緊急求救按鈕或對講設

備等。(基本性) 

3 

2 分：設置緊急按

鈕，或將對講設備兼

用緊急求救裝置。 

3 分：符合上述，並

且為「住宿類」、「衛

生福利更生類」、「商

業類-旅館」或「公

共集會類」者。 

緊急求助系統

能與監視系統

連動 

系統能顯示求救訊號之樓

層或位置。(鼓勵性) 
2 

1 分：僅以燈號等方

式顯示僅發出信號

者之位置。 

2 分：符合上述外，

能以圖控方式顯示

發出信號處之相關

資訊。 

系統可與防盜系統之監視

設備連動攝錄求救地點之

畫面。(鼓勵性) 

2 

1 分：監視設備連動

攝錄求救地點之畫

面。 

2 分：符合上述外，

並且發出廣播聲響

震嚇或影音對談。 

為「住宿類」、「衛生福利

更生類」或「商業類」者。

(鼓勵性) 

1 

符合「緊急求助系統

能與監視系統連動」

上述「鼓勵性」項目

之一。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

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

法。(鼓勵性) 

3 

2 分：依需求及其達

實質成效之相關佐

證斟酌給分。 

3 分：符合上述，並

且為「住宿類」或「商

業類-旅館」或「公

共集會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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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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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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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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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類
別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建
築

物
防

災

一

防 火 系 統

偵
知

通
報

與

顯
示

性
能

設
置

防
災

中
心

或
中

央
監

控
室

防
災

中
心

(或
中

央
監

控
室

)內
設

置
系

統
主

機
、
監

控
主

機
、

火
警

廣
播

設
備

控
制

裝
置

及
消

防
專

用

通
信

設
備

。

基 本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設
置

可
自

動
探

測
各

種
火

災
徵

兆
之

設
備

及
自

動
確

認
火

災
警

報
之

正
確

性
並

通
報

系
統

設
置

火
警

自
動

探
測

設
備

，
以

探
測

煙
霧

濃

度
、
溫

度
差
、
光

電
或

其
他

可
燃

性
氣

體
濃

度
等

。

基 本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設
置

火
警

警
鈴

、
緊

急
廣

播
等

警
報

避
難

系

統
。

基 本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能
檢

測
火

警
自

動
探

測
設

備
之

警
報

正
確

性
。

基 本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對
火

警
自

動
探

測
設

備
提

供
可

靠
的

監
測

數

據
和

警
報

資
訊

。

基 本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可
顯

示
火

災
處

所
相

關
室

內
位

址

系
統

能
顯

示
火

警
區

域
或

火
警

點
的

狀
態

信
號

及

其
平

面
位

置
。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建
築

物
各

區
域

或
樓

層
設

置
識

別
火

警
位

置
的

聲

光
顯

示
裝

置
。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通
過

依
據

消
防

法
規

規
定

之
消

防
設

備
安

全
檢

查

通
過

依
據

消
防

法
規

規
定

之
消

防
設

備
安

全
檢

查
。

必 要
2

N
/A

 
2

N
/A

2
N

/A
2

N
/A

2
N

/A
2

N
/A

2
N

/A
 

2 
N

/A

防
火

系
統

故
障

之
自

動
回

報
及

記
錄

系
統

系
統

平
時

與
各

子
系

統
動

作
迴

路
自

動
檢

測
並

記

錄
其

檢
查

結
果

，
故

障
時

即
發

出
信

號
警

報
。

。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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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1
年

版
 

2
-1

0
6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類
別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類 別
 

辦
公

 

服
務
類

 
住

宿
類

 
衛

生
福

利

更
生

類
 

商
業

類
-

旅
館

 
商

業
類

 
休

閒
 

文
教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其
他

類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建
築
物
防

災
 

一
 

防 火 系 統  

侷
限
與

 

排
除
性
能

 

可
自

動
啟

動
滅

火
設

備
及

防
止

火
災

擴
大

 

系
統

能
顯

示
所
有

消
防
設

備
之
狀

態
。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能
擔

負
整
體

滅
火
的

聯
絡
與

調
度
功

能
。

 
必 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系
統

能
監

控
排
煙

設
備
。

 
必 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系
統

能
監

控
防
火

門
及
防

火
鐵
捲

門
。

 
必 要

 
1

 
1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二
段

式
下

降
防
火

鐵
捲
門

 
鼓 勵

 
0

 
0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避
難
引
導

與
 

緊
急
救
援

 

火
災

發
生

後
能

自
動

並
即

時
有

效
引

導
人

員
避

難
 

設
置

符
合

需
求
之

緊
急
廣

播
系
統

。
 

基 本
 

2
 

2
 

2
 

2
 

4
 

4
 

3
 

3
 

3
 

3
 

2
 

2
 

4
 

4
 

2
 

2
 

系
統

採
用

具
有
聲

響
的
避

難
方
向

指
示
燈

。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火
災

發
生

時
，
系

統
能
以

自
動
或

手
動
方

式
控
制

昇

降
機

依
次

迫
降
於

避
難
層
，
並
使

一
般

昇
降
機
停

止

運
轉

，
而

緊
急

昇
降
機
待

命
。

 

必 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其
他

 

其
他

可
達

實
質

成
效

且
視

需
求

採
用

之
創

新
技

術
與

工
法

。
 

其
他

可
達

實
質

成
效

且
視

需
求

採
用

之
創

新
技

術

與
工

法
。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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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類
別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建
築

物
防

災

二

防 震 抗 風 系 統

偵
知

通
報

與

顯
示

性
能

設
置

建
築

物
結

構
安

全
狀

態
監

視
系

統
或

地
震

記
錄

儀

建
築

物
設

置
監

控
裝

置
以

監
控

重
要

結
構

桿
件

或

部
位

之
結

構
變

化
狀

況
，
以

便
進

行
結

構
桿

件
補

強

或
更

新
以

確
保

建
築

物
結

構
系

統
安

全
。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建
築

物
設

置
地

震
紀

錄
儀

，
以

記
錄

地
震

反
應

。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侷
限

與

排
除

性
能

設
置

隔
震

系
統

或
被

動
、

主
動

制
震

或
抗

風
系

統

建
築

物
採

用
基

礎
隔

震
、
阻

尼
消

能
裝

置
或

主
動

控

制
等

減
震

技
術

以
降

低
建

築
物

所
受

地
震

力
。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建
築

物
設

置
抗

風
系

統
，
以

降
低

風
力

對
建

築
物

之

搖
晃

程
度

。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建
築

物
內

設
置

避
震

裝
置

及
管

線
耐

震
設

計

建
築

物
地

板
設

置
避

震
裝

置
，
以

防
止

重
要

設
備

或

物
品

遭
地

震
破

壞
。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建
築

物
各

種
管

線
具

有
足

夠
耐

震
能

力
或

韌
性

以

防
止

其
因

地
震

力
作

用
而

斷
裂

。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其
他

其
他

可
達

實
質

成
效

且
視

需
求

採
用

之
創

新
技

術
與

工
法

。

其
他

可
達

實
質

成
效

且
視

需
求

採
用

之
創

新
技

術

與
工

法
。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續
下
頁
）



智
慧
建
築

解
說
與

評
估
手

冊
2

0
1
1
年

版
 

2
-1

0
8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類
別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類 別
 

辦
公

 

服
務
類

 
住

宿
類

 
衛

生
福

利

更
生

類
 

商
業

類
-

旅
館

 
商

業
類

 
休

閒
 

文
教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其
他

類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建
築
物
防

災
 

三
 

防 水 系 統
 

偵
知
通
報

與

顯
示
性
能

 

設
置

漏
水

警
告

設
備

 
 於

建
築

物
需

要
嚴

密
控

管
溼

度
或

水
氣

之
空

間
設

置
感

應
器

。
 

鼓 勵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於
機

電
設

備
空

間
等

相
關

場
所

偵
測

漏
水

現
象

並

自
動

發
佈

警
告
信

號
。

 

鼓 勵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設
置
淹

水
偵

測
設

備
 
建

築
物

之
地
下
或

低
窪
地

區
設
置

淹
水
偵

測
設
備

。
 
鼓 勵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侷
限
與

 

排
除
性
能

 

設
置
防

水
閘

門
 

建
築

物
之

地
下

入
口

設
置

防
水

閘
門

並
與

監
控

設

備
連

動
。

 

鼓 勵
 

2
 

2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設
置

抽
排

水
設

施
 

建
築

物
之

地
下

室
或

低
窪

地
區

依
據

該
區

域
之

災

害
潛

勢
分

析
，
設

置
抽
排

水
設
施

。
 

鼓 勵
 

2
 

2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其
他

 

其
他

可
達

實
質

成
效

且
視

需
求

採
用

之
創

新
技

術
與

工
法

。
 

其
他

可
達

實
質

成
效

且
視

需
求

採
用

之
創

新
技

術

與
工

法
。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續
下
頁
）

    



評
估

技
術

篇
第

五
章

安
全

防
災

指
標

2-
10

9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類
別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人
身

安
全

一

防 盜 系 統

偵
知

通
報

與

顯
示

性
能

設
置

防
盜

自
動

警
報

設
備

建
築

物
於

重
要

之
出

入
口

及
區

域
，
安

裝
熱

感
應

或

微
波

等
各

種
類

型
防

盜
警

報
設

備
。

基 本
3

3 
3

3
2

2
2

2
3

3
2

2
2

2
2 

2 

系
統

能
顯

示
警

報
位

置
和

相
關

警
報

資
訊
，
並

能
紀

錄
及

提
供

連
動

控
制

所
需

之
介

面
信

號
。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能
按

照
時

間
或

位
置

之
需

求
，
限

制
防

盜
警

報

設
備

之
解

除
或

設
定

。

必 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系
統

能
對

自
動

防
盜

警
報

設
備

之
運

轉
狀

態
和

信

號
傳

輸
線

路
進

行
檢

測
，
並

及
時

發
出

故
障

警
報

和

指
示

故
障

位
置

。

必 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為
「

辦
公

服
務

類
」、
「

住
宿

類
」
或
「

商
業

類
」
者

。
必 要

1
1 

1
1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設
置

人
車

自
動

監
視

設
備

系
統

能
依

據
建

築
物

安
全

維
護

設
計

之
需

要
，
對

主

要
公

共
活

動
場

所
、
通

道
以

及
重

要
區

域
能

進
行

有

效
監

視
並

錄
影

記
錄

。

基 本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系
統

的
監

視
畫

面
能

夠
任

意
組

合
，
可

自
動

或
手

動

切
換

畫
面

，
在

畫
面

上
應

有
攝

影
機

編
號

、
位

置
、

錄
影

時
間

等
相

關
資

訊
。

必 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系
統

能
與

防
盜

報
警

系
統

、
門

禁
管

制
系

統
連

動
，

根
據

需
要
，
手
動

/自
動

把
現

場
畫

面
切

換
到

指
定

的

監
視

器
上

顯
示

，
並

自
動

錄
影

。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應
能

對
重

要
區

域
和

設
施

的
特

殊
位

置
進

行

長
時

間
的

錄
影

。

必 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續
下
頁
）



智
慧

建
築

解
說

與
評

估
手

冊
20

11
年

版

2-
11

0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類
別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人
身

安
全

一

防 盜 系 統

偵
知

通
報

與

顯
示

性
能

設
置

影
音

對
講

設
備

系
統

能
讓

使
用

者
與

訪
客

雙
向

通
話

並
可

顯
示

訪

客
影

像
畫

面
。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具
有

讓
使

用
者

進
行

遠
端

遙
控

開
啟

或
關

閉

大
樓

入
口

大
門

的
控

制
裝

置
。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系
統

提
供

住
戶

或
使

用
者

向
中

央
監

控
室

直
接

報

警
之

功
能

。

鼓 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為
「

辦
公

服
務

類
」、
「

住
宿

類
」
或
「

商
業

類
-旅

館
」

者
。

鼓 勵
1

1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侷
限

與

排
除

性
能

設
置

自
動

門
禁

管
制

設
備

依
據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防

範
管

理
之

需
要
，
在

通
行

門
、
出

入
口

通
道
、
昇

降
機

等
位

置
設

門
禁

管
制

設

備
。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
統

能
對

門
禁

管
制

區
域

的
範

圍
、
通

行
對

象
以

及

通
行

時
間

進
行

即
時

控
制

或
設

定
程

序
式

控
制

。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門
禁

系
統

能
與

消
防

系
統

連
動
，
在

發
生

火
災

時
能

即
時

啟
動

消
防

通
道

和
安

全
門

。

必 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系
統

對
於

重
要

門
禁

區
域

能
與

監
視

系
統

連
動

以

錄
製

現
場

聲
音

及
現

場
影

像
畫

面
。

必 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為
「

辦
公

服
務

類
」、
「

住
宿

類
」
或
「

商
業

類
-旅

館
」

者
。

必 要
1

1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
續
下
頁
）



評
估

技
術

篇
 
第

五
章

 
安

全
防

災
指

標
 

2
-1

1
1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類
別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類 別
 

辦
公

 

服
務
類

 
住

宿
類

 
衛

生
福

利

更
生

類
 

商
業

類
-

旅
館

 
商

業
類

 
休

閒
 

文
教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其
他

類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人
身
安
全

 

一
 

防 盜 系 統
 

侷
限
與

 

排
除
性
能

 
設

置
停

車
管

理
設

備
 

系
統

具
有

汽
車

停
車

場
進

出
口

及
停

車
場

內
通

道

的
行

車
信

號
指
示

、
車
位

狀
態
顯

示
功
能

。
 

鼓 勵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系
統

具
有

汽
車

停
車

場
出

入
口

柵
欄

門
自

動
控

制

功
能

。
 

基 本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系
統

具
有

車
輛
和

車
牌
號

碼
自
動

識
別
功

能
。

 
鼓 勵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其
他

 

其
他

可
達

實
質

成
效

且
視

需
求

採
用

之
創

新
技

術
與

工
法

。
 

其
他

可
達

實
質

成
效

且
視

需
求

採
用

之
創

新
技

術

與
工

法
。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二
 

防 破 壞 系 統
 

偵
知
通
報

與

顯
示
性
能

 

設
置

偵
測

爆
裂

物
等

危
險

物
品

設
備

 

系
統

具
有

偵
測
各

種
爆
炸

物
品
，
以

防
止
通

行
人
車

攜
帶

具
爆

炸
性
之

危
險
物

品
入
內

之
功
能

。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其
他

 

其
他

可
達

實
質

成
效

且
視

需
求

採
用

之
創

新
技

術
與

工
法

。
 

其
他

可
達

實
質

成
效

且
視

需
求

採
用

之
創

新
技

術

與
工

法
。

 

鼓 勵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三
 

防 有 害 氣 體 系 統
 

偵
知

通
報

與

顯
示
性
能

 

設
置

致
命

有
害

氣
體

之
偵

測
設

備
或

措
施

(如
一

氧
化

碳
、
瓦

斯

等
) 

系
統

能
偵

測
各
種

對
人
體

有
害
氣

體
如
瓦

斯
、
一
氧

化
碳

等
氣

體
，
並

發
出
警

報
或
引

導
疏
散

。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設
置

排
除

或
稀
釋

有
害
氣

體
之
裝

置
或
空

間
設
計
。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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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災」指標設置目的就是要以應用各種現代化科技，能讓建築物更智慧化

的預防災害之發生或降低災害之損失，並更能確保建築物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因此可

就各子系統來說明「安全防災」指標設置之效益，如表 2-5-10 及表 2-5-11 所示。 

目前各指標設置之效益僅能暫時以定性之方式加以說明，配合進一步之研究，可

將指標設置之效益加以量化，以讓智慧建築投資業者或使用者更具體瞭解智慧建築之

投資效益。

表 2-5-10 智慧建築設置「建築物防災」指標之效益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設置效益

一 防火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防災中心或中

央監控室

建築物設置防災中心(或中央監控室)
之設置不但可將各種系統或設備之

反應訊號集中管理並整合應用，而且

可以提升建築物的管理效率及節約

管理人力。

設置可自動探測各

種火災徵兆之設備

及自動確認火災警

報之正確性並通報

利用各種探知火災徵兆之設備可預

先識別出火災發生之前兆而快速加

以撲滅以減少發生火災之機會。且系

統能自動確認警報之正確性，則可避

免滅火設備之不必要啟動及浪費，甚

至損及其他設施。若系統能在確認警

報之正確性後自動通報，則可再第一

時間內採取各種消防動作，以降低生

命財產之損失。

可顯示火災發生樓

層或區位

若系統能顯示出火警區域或火警點

的狀態信號、平面位置，則可讓消防

人員立即掌握火災狀況，迅速採取正

確的消防措施，防止火災之擴大。

通過相關單位定期

性之消防設備檢查

若防火系統之各項消防設備能通過

相關單位定期性之消防設備檢查，則

於發生火災時，可確保設備正常運轉

以達消防之功效。

防火系統故障之自

動回報及記錄系統

系統能自我檢測其系統本身是否損

壞或故障，並發出警報聲響來記錄與

回報，以便於檢視系統迴路功能之完

善。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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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設置效益

一 防火系統

侷限與排除

性能

可自動啟動滅火設

備及防止火災擴大

若系統於確認火災警報之正確性，能

於消防人員未到達之前的黃金時

間，自動啟動適當的滅火設備以有效

壓制火災的擴大，則可有效降低火災

的損失。

避難引導與

緊急救援

火災發生後能自動

並即時有效引導人

員避難

火災發生後，建築物使用者會處於緊

張慌亂的狀態且因煙霧瀰漫影響逃

生視線，若系統能以聲光方式主動引

導人員循正確方向避難，必可降低人

員之傷亡。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勵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二
防震抗風

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建築物結構安

全狀態監視系統或

地震紀錄儀

建築物設置結構安全監測系統可隨

時掌握建築物結構狀態，已進行結構

桿件補強或更新以確保建築物結構

系統之安全，並且透過建築物安裝地

震紀錄儀，亦可掌握建築結構對每次

地震反應，也可以識別建築物之動力

特性是否改變。

侷限與排除

性能

設置隔震系統或被

動或主動制震或抗

風系統

建築物設置基礎隔震、阻尼消能或主

動控制等減震設施，可降低建築物結

構體所受地震力，進而保護結構系統

之安全，且透過抗風系統，可降低風

力對建築物之搖晃，確保使用者之舒

適度。

建築物內設置避震

裝置及避震管線

建築物樓地板設置避震裝置，可以避

免其上重要設備或物品因劇烈震動

而破壞，而管線設置韌性接頭，可防

止管線因樓層層間變位過大而斷裂。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勵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三 防水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漏水警告裝置

於建築物須嚴密控管濕度或水氣之

空間設置漏水感應器，可防止重要文

件或貴重設備因漏水而損失。

設置淹水偵測設備
建築物地下室入口或低窪地區設置

淹水偵測設備，有效偵知淹水情況。

侷限與排除

性能
設置防水閘門

建築物地下室入口或低窪地區設置

防水閘門設備，可防止建築物地下室

淹水而遭受損失。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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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設置效益

三 防水系統

侷限與排除

性能
設置抽排水設施

抽排水設施將發生之災害排除，以利

正常的運作，並避免其擴大，為災害

發生時緊急應變與復原的首要目

標。因此當發生水災時，必要的設備

如連動裝置、緊急發電機、污水幫浦

等均不可或缺，這些專用設施不但能

有效控制災害且能防止其擴大。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勵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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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1 智慧建築設置「人身安全」指標之效益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設置效益

一 防盜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防盜自動警報

設備

建築物於重要出入口與門窗設置防

盜自動警報設備可防止盜匪入侵，可

避免危及建築物人員生命安全及防

止設備或財產之損失。

設置人車自動監視

設備

建築物對主要公共活動場所、通道和

重要區域進行監視及錄影，可追蹤人

車進出記錄並防止各種破壞活動。

設置影音對講設備

影音對講設備可提供訪客與室內人

員之雙向通話並可過濾拜訪人員，保

護建築物內部人員之安全。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自動門禁管制

設備

建築物設置門禁管制系統，可對各入

口或通道依對象或時間進行出入控

管，可確保建築物內部空間之安全。

設置停車管理設備

建築物設置停車管理系統，除可控管

車輛之進出外，亦兼具停車自動計費

及收費之功能，可降低管理人力。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勵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二
防破壞

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偵測爆裂物等

危險物品設備

建築物設置偵測爆裂物品之設備，可

防止人車攜帶爆炸性等危險物品入

內，以確保建築物及人員之安全。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勵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三
防有害氣

體系統

偵知通報與

顯示性能

設置致命有害氣體

之監測設備或措施

(如一氧化碳、瓦斯

等)

建築物設置有害氣體之偵測設備或

措施(如一氧化碳、瓦斯等)，可防止

人員因吸收有害氣體而傷亡。當偵測

系統動作後，即將有害氣體排除或稀

釋，以避免人員傷亡。

侷限與排除

性能

設置防止致命有害

氣體擴散之設施

建築物設置主動關閉有害氣體來源

開關或阻斷其繼續擴散，可避免意外

事故之擴大。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勵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四
緊急求救

系統

避難引導與

緊急救援

昇降機、直通樓梯

等處所，設置緊急

求救按鈕

昇降梯、直通樓梯等處所，設置緊急

求救按鈕或對講設備，可讓人員遇到

緊急狀況可向外求援，以減少傷亡。

緊急求助系統能與

錄影監視系統連動

緊急求救系統與防盜系統之監視設

備連動，可讓管理人員立即掌握求救

地點狀況，以立即展開對應之救援作

業。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

術與工法

鼓勵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

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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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智慧建築「安全防災」指標之申請者對送審資料有所依循以利審查作業，因

此建議申請者可依照表 2-5-12 之項目準備相關送審資料，但並不是只限於表 2-5-12

所列之內容，舉凡有助於確認安全防災指標各項評估基準之圖說或證明文件，申請者

均可檢具送審。

表 2-5-12 申請「安全防災」指標送審資料建議表 

項次 送審資料 備註

a 消防設備圖

b
消防單位年度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及申報表

送審候選證書者免檢附，因此免計入必要性指

標

c 隔、減震或抗風結構圖 設置隔震或減震或抗風之圖說部分即可

d 隔、減震或抗風結構計算書
設置隔震或減震或抗風之結構計算書部分即

可

e 水電圖 附有防止漏、淹水設施圖說部分即可

f 各系統整合架構圖 若各子系統有整合者，請檢具

g 弱電圖 與監控相關之弱電圖部分即可

h 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 輔助審查單位快速查核送審資料

i 其他圖說資料
凡有助於確認安全防災指標各項評估基準之

書圖或證明文件

j 資料備份程序 輸出紀錄等資料文件備份

k 火災誤報之處理程序 制訂火災誤報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l 設計構想 各系統整體設計整合概念

m 各設備連動順序及邏輯關係圖 各個設備間其動作時序及邏輯關係圖

n
緊急電源容量核算書及供電優

先序列

以便確保災害發生時防災設備之動作能夠正

常

o
創新有效之技術與工法之相關

設計說明資料
相關證明文件與設計資料

此外，為利於審查單位可快速找尋或避免遺漏申請者之送審資料，申請者於申請

本指標時需檢具安全防災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如表 2-5-13 所示，將送審資料

對應之頁次或圖號加以標示，以利翻閱及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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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3 安全防災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 

建築物概要

申請編號 建築物名稱

一、評估「建築物防災指標」查核資料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圖號

或頁次

一 防火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設置防災中心或中央監控室 a、l、n
設置可自動探測各種火災徵兆之設備及自動確

認火災警報之正確性並通報
a、k、n

可顯示火災處所相關室內位址 a、n
通過消防單位定期性之消防設備檢查 b
防火系統故障之自動回報及記錄系統 a、j

侷限與排除

性能
可自動啟動滅火設備及防止火災擴大 a、f、n

避難引導與緊急

救援
火災發生後能自動並即時有效引導人員避難 a、n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術與工法 o

二
防震抗風

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設置建築物結構安全狀態監視系統或地震記錄

儀
c、i、j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隔震系統或被動、主動制震或抗風系統 c、d、i
建築物內設置避震裝置及防震管線 c、i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術與工法 o

三 防水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設置漏水警告設備 e
設置淹水偵測設備  m、e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防水閘門 m、e
設置抽排水設施 m、e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術與工法 o
二、評估「人身安全指標」查核資料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類別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圖號

或頁次

一 防盜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設置防盜自動警報設備 g、i
設置人車自動監視設備 f、g、i
設置影音對講設備 g、i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自動門禁管制設備 f、g、i
設置停車管理設備 g、i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術與工法 o

二
防破壞

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設置偵測爆裂物等危險物品設備 i

其他 其他創新並有效之新技術與新工法 o

三
防有害氣

體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

性能

設置致命有害氣體之監測設備或措施(如一氧

化碳、瓦斯等) a、i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防止致命有害氣體擴散之設施 a、i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術與工法 o

四
緊急求救

系統

避難引導與緊急

救援

昇降梯、直通樓梯等處設緊急求救按鈕 i
緊急求助系統能與錄影監視系統連動 f

其他 其他創新有效之技術與工法 o
送審單位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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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舒適」指標區分成「空間環境」、「視環境」、「溫熱環境」、「空氣環境」、「水

環境」與「健康照護管理系統」等六大項目。所謂「空間環境」指標乃是指建築物室

內空間具有開放性與彈性，可提供高效率與便利的工作環境，以保持室內空間的便利

性與舒適性。「視環境」指標乃是指建築物室內採光環境與照明環境間所形成之室內

綜合視覺環境舒適性的指標。「溫熱環境」指標乃是指建築物室內溫濕環境與空調環

境間之舒適性處理對策的指標。「空氣環境」指標乃是指建築物室內空氣清淨與空氣

品質控制之處理對策與健康性的指標。「水環境」指標乃是指建築物室內生飲水系統

水質處理對策的指標。「健康照護管理系統」指標乃指藉由醫療支援服務提供共用空

間與專用空間中醫療資訊服務與醫療服務之健康環境。 

「健康舒適指標」乃是以智慧化的手法來提昇使用者空間的健康性與舒適性，為

達成評估的目的，本指標以使用者之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及空氣品質、

水資源、室內健康、健康照護等物理環境項目與人居健康保障程度提昇作為評估項

目，考量使用者舒適性的室內空間規模與尺度，以及能提高工作效率與便利性的天花

板與地板的彈性配線空間以及共享空間等作適當的規範，並對已經獲得綠建築室內環

境指標的建築物給予鼓勵性的認可分數。由建築設計手法、室內外環境感測系統與相

關應用設備(如空調、照明等設備)之整合性規劃與應用來評估建築物是否滿足使用者

對建築空間健康性與舒適性的需求。並透過所需設備系統來確保並評估住家環境中在

增進健康、預防、診斷、治療、復健等各階段，都可適當且充分地與醫療機構緊密結

合，提供給使用者最即時的照護協助。 

基於健康舒適指標之設置目的，區分為「空間環境」、「視環境」、「溫熱環境」、「空

氣環境」、「水環境」與「健康照護管理系統」等六大項目。每一大項根據其指標特性

分有若干評估項目，空間環境指標包含室內空間計畫、色彩計畫、噪音防治對策、防

輻射計畫等四項評估項目，視環境指標分有日照計劃、照明計畫等二分項評估項目；

溫熱環境指標有舒適環境偵測系統裝置、空調設備連動等二分項評估項目；空氣環境

指標有空氣品質偵測系統裝置、排換氣設備連動等二分項評估項目；水環境指標則是

分有用水管理與水質管理等兩分項評估項目；健康照護管理系統則是包括生理偵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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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健康管理系統、緊急支援服務系統、健康資訊照護系統等四分項評估項目。而為

使上述評估項目能再更加明確，有針對其可能之智慧化手法再細分作為評估基準。而

其評估意義分別如表 2-6-1 所示。 

表 2-6-1 健康舒適指標評估項目與意義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一 空間環境指標 

室內空間計畫 

確保建築物內的空間具有開放性，以保持室內空間的

便利性與舒適性。 

確保辦公區的樓層空間配置具備共享與彈性的調整

機能，以提供高效率與便利的工作環境。 

色彩計畫 判別室內對於使用需求所因應之色彩規劃合宜性。

噪音防治對策 

檢討針對噪音源設置之隔音、吸音或消音裝置可否有

效削減噪音至容許噪音值。並檢討設置之防振裝置是

否可有效降低振動使達標準值。 

防輻射計畫 
檢測各空間區域之非游離輻射值是否達標準值。 

檢視防範非游離輻射之對策計畫適宜性。 

二 視環境指標 

日照計畫 

判別是否設置日照調節裝置以適當調整夏季日光照

射過強現象。 

判別能否有效利用晝光裝置與晝光利用連動相關裝

置之節能成效。 

照明計畫 

判別各室照度及均齊度是否達到標準值，檢視是否裝

設照度偵測器並能適度連動燈具調節其照度大小。

判別作業面之輝度比是否達標準值。 

三 

 

 

 

 

溫熱環境指標 

 

 

 

舒適環境偵測

系統 

檢視溫度、濕度及氣流偵測器之設置與否及其配置和

設定值之合理性。 

空調設備連動 

 

檢視溫度、濕度及氣流偵測器之設置與否及其配置和

設定值之合理性。 

四 空氣環境指標 

空氣品質偵測

系統 

設置相關 CO2、CO、TVOC、HCHO、其他污染源偵測裝

置，判別室內空氣環境是否達到標準值的合理性。

排換氣設備連

動 

檢視 CO2、CO、TVOC、HCHO、其他污染源偵測裝置之

連動系統改善空氣品質的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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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五 水環境指標 

用水管理 判別貯水槽儲水量是否正常。 

水質管理 判別室內一般用水、生飲水是否符合基準規定。 

六 
健康照護管理

系統 

生理偵測系統

是否設置相關之血壓、心跳、其他生理監測裝置並能

有效啟動。 

是否設置相關之移動、血壓、血糖、體脂肪、心跳、

其他如尿液監測裝置並能有效啟動。 

健康管理系統

是否設置簡易復健設備、健身或休閒設備、他項設備

並有效監視管理設備與使用者使用情形。 

針對使用者之需求作適當之生活作息安排與提醒。

針對使用者之需求作適當之用藥時程、飲食調整、運

動時程、他項照護之安排與提醒。 

緊急支援服務

系統 

是否連線偵測裝置，有效紀錄並當超出標準範圍時能

夠連動相關設備改善身理狀況或啟動求救系統。連線

求救系統並區域診所或醫院，以能於適當時機作緊急

處理。 

是否連線偵測裝置，有效紀錄並當超出標準範圍時能

夠連動相關設備改善身理狀況或啟動求救系統。連線

求救系統並區域診所或醫院，以能於適當時機作緊急

處理。 

健康資訊照護

系統 

是否可提供相關照護資訊查詢，以及即時醫療諮詢服

務。 

能與區域診所或相關醫療單安全記錄住戶病歷與偵

測結果，供遠端醫療使用。 

健康舒適指標之各項評估項目主要審查評估分項與基準內容如下： 

一、空間環境 

本指標所指的空間環境乃針對辦公建築之室內空間計畫，包括室內空間樓層高度

的規劃、彈性空間、共享空間與通用的設計理念等，以提供使用者健康舒適便利的工

作空間。為評估健康舒適的辦公環境，本指標主要針對建築物的使用空間進行天花板

高度、佈線方式與彈性隔間改變的調整可能性，以及是否規劃有提升辦公工作者健康

及舒適的共享空間如分散於樓層空間的共享會議室、交誼空間、公用健身房、圖書資

訊室或休憩空間等作為評估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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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樓層高度計畫 

智慧建築辦公空間近年來因 OA 設備逐漸網路化，且多種建築設備如空調、

照明、消防、廣播等設施整合成為系統天花板，透過網路傳輸做為控制依據，

以提供健康、舒適及安全的室內環境，為確保辦公空間的水平佈線空間與設施

設備裝置空間的充足性，通常智慧建築的辦公空間天花板高度至少要維持在 2.5

公尺以上。本評估分項，即是評估天花板高度是否達到適當高度，更進一步鼓

勵業者採用系統天花板的設計概念，以達到室內空間的便利性與舒適性。 

    (二)彈性與共享的空間規劃 

彈性與共享的空間規劃，在彈性空間規劃理念上主要闡明智慧建築室內空

間具彈性隔間的特性，通常隔間的更動將造成電力插座、照明、空調、電話以

及網路出口等的變更，一般狀態下均需從新裝修施工，耗能耗時，造成工作區

域使用中斷等問題。智慧辦公空間的特性即是能透過高架地板、地毯下配線或

是地板線槽等配線方式，達到插座出口可配合隔間的改變作快速的更動對應，

而無需從新打牆或樓板來埋設線路。另一方面，智慧辦公建築的空間規劃著重

租戶共享空間的設計理念，例如將大小規模不一的會議空間分別設計於各樓

層，透過網路預約系統，提供承租戶共享使用，降低承租戶設備購置的負擔，

設置健身房、圖書資訊或休憩空間提供工作者舒展筋骨，放鬆身心的設施設備，

也是近年來各大企業及辦公大樓紛相導入的設計重點。本評估分項屬鼓勵性項

目，評估申請標章之建築物是否具有上述人性化空間之設計考量。 

    (三)色彩計劃 

色彩計劃主要針對使用者需求進行因應之室內色彩計畫以及相關照明之色

溫計畫，使室內空間環境可獲得優質之視覺環境，提升優質建築物之環境基礎。 

(四)音源被動控制對策 

在建築物設計規劃時應先行檢討建築外部環境與可能影響室內聽覺之噪音

源（如室內設備機械噪音）或者或因直接衝擊樓地板而產生振動並藉由結構傳遞

之噪音干擾情形。目前噪音改善對策皆多與建築構造或室內建材相關，本指標則

不針對此進一步評估，而主要評估綜合評估各種噪音源作用於室內之總括情形，

並檢視其採用之隔音、吸音、消音或防振等設備裝置之應用。 

1、室內噪音評價與允許聲級 

主要依據各空間之機能判別是否滿足容許之噪音值。室內噪音容許標準值可

如下表 2-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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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2 室內容許噪音標準值 

dB(A)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NC~ 

NR 

10~1

5 
15~20 20~25 25~30 30~35 35~40 40~45 45~50 50~55 

噪音 

程度 

無聲感-----------非常安靜---------------無特殊感覺-------感覺有噪音------無法忽

視噪音 

辦公類 

空間 
   

大型 

會議室
接待室

小型

會議室

一般 

辦公室 
 

打字室 

電腦室 

（資料來源：CASBEE，2005） 

2、噪音防治對策 

本評估基準主要判別建築物內

所應用之設備裝置是否可針對各項

噪音源（如戶外交通噪音以及室內

設備運轉噪音），達到隔音、吸音、

消音以及防振效果使室內能達到允

許值內，而較不考慮所使用之相關

構造材。 

(1).隔音裝置：判別裝設之吸音

設備是否可使噪音源產生

之噪音削減至允許聲級(dB)

或噪音評價指數（N值）之

範圍。 

(2).吸音裝置：判別裝設之吸音設備是否可使噪音源產生之噪音削減至允許聲級

(dB)或噪音評價指數（N值）之範圍。 

(3).消音裝置：判別裝設之消音設備是否可使噪音源產生之噪音削減至允許聲級

(dB)或噪音評價指數（N值）之範圍。 

(4). 防振裝置：判別所使用設備是否可有效阻斷振動或使用之防振設備具有

適當之振動衰減係數。振動暴露限制值可如圖 2-6-1 所示。 

(五)  防輻射計畫 

輻射（radiation）是傳遞或發射能量的一種方式，依照其能量的大小可以區分

為游離輻射（ionizing radiation）與非游離輻射（non-ionizing radiation）。事

實上，輻射在自然環境中是無所不在的，如天然放射性物質、紫外線輻射或太陽光輻

射等背景輻射，我們生存的環境早與輻射是共生共存的，而由於科技的進步，也有愈

圖 2-6-1 振動暴露限制（資料來源 ISO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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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愈多人造的輻射被廣泛地應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如 X光、放射性同位數（例如

鈷 60）等游離輻射，以及微波（microwaves）、廣播通訊產生之射頻輻射

（radiofrequency）等非游離輻射，均被大量應用於醫療、民生與工業用途上，與現

代人類日常生活實在密不可分。 

表 2-6-3 非職業場所之一般民眾於環境中暴露各頻段非游離輻射之建議值 

頻   段 
電場強度 

(V/m) 

磁場強度 

(A/m) 

磁通量密度 

(μT) 

功率密度 

Seq(W/m2)

<1Hz - 3.2x104 4x104 - 

1-8Hz 10,000 3.2x104/f2 4x104/f2 - 

8-25Hz 10,000 4,000/f 5,000/f - 

0.025-0.8KHz 250/f 4/f 5/f - 

0.8-3KHz 250/f 5 6.25 - 

3-150KHz 87 5 6.25 - 

0.15-1MHz 87 0.37/f 0.92/f - 

1-10MHz 87/f1/2 0.37/f 0.92/f - 

10-400MHz 28 0.037 0.092 2 

400-2000MHz 1.375f1/2 0.0037f1/2 0.0046f1/2 f/200 

2-300GHz 61 0.16 0.2 10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

http://ivy1.epa.gov.tw/nonionized_net/EME/safety.aspx） 

游離輻射本身具有較高的能量，若使用或防護不慎則可能會造成人體健康上的不

良效應，因此國內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也已針對游離輻射訂定了明確的防護規範，而

比起游離輻射，舉凡各類家電、螢幕或通訊器材等所產生之非游離輻射更是無所不在

地穿梭且貼近於日常生活環境中，因此，本評估指標主要針對非游離輻射進行評估，

判別室內各設備幅射源並相鄰幅射源之區域其輻射值是否達到行政院環保署之建議

值以內。各頻段非游離輻射之建議值如表 2-6-3 所示。 

二、視環境 

建築物之視環境規劃應於設計規劃階段時就先針對各向之日照時間與陰影情形

進行分析討論，檢視其是否有終日影與永久影的現象，以及室內可接受日照的範圍與

此範圍內之採光照度程度。而在此基礎依據下再應用其他相關設備裝置使能夠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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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調節日照或室內照明以符合使用者需求。故本指標項目主要即是針對後者為對象進

行檢討評估。 

(一) 日照計劃 

此評估項目主要以日照調整裝置與晝光利用做為評估基準。 

1. 日照調整裝置 

在採光上為了使室內取得適切的照度，所以光量的調節是必要的。除可以建

築物面向、植栽、遮陽構造(如遮陽板、屋簷、或凹窗等防止陽光直射的構造形

式) 之手法外，遮陽設備裝置 (如自動百葉窗調節裝置及電致變色玻璃窗) 亦可

達到調節日照之效果。本評估基準則為審查是否有設置相關遮陽設備裝置與其系

統運作說明。 

2. 晝光利用裝置 

透過各種導光裝置(如晝光追蹤裝置、導光板、集光器及光導纖維等)有效提

高室內之採光，並透過自動點滅裝置來降低人工照明的使用率。本評估基準除審

查檢視導光裝置之設置與否外，亦以該建築物平均晝光利用熄燈率(一幢或連棟

建築物之日照範圍內，其全年晝光利用時所累計之熄燈時數，與該建築物全年白

晝開燈總時數之比)作為效益呈現之依據。 

(二) 照明計劃 

照明計畫是依據空間機能所需之照度選擇光源種類、位置、適用燈具、燈具數目

以及照明方式等，此評估項目則以空間照度、空間均齊度以及眩光對策做為評估基準。 

1. 各空間照度要求 

以 IES 美國照明工程學會之建議值作為依據，檢討各空間與作業面是否達到

使用機能之適宜照度值範圍。可參見表 2-6-4 所示。 

2. 空間均齊度 

判別空間整體光線分布是否均勻。同一作業範圍之較佳均齊度至少需達到

1：1.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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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4 辦公空間照明範圍建議值 

活動類型 
照明

類型

照度範圍（Lux） 

低-中-高 
涉及工作面 

較黑暗的公共區域 A 20-30-50 

整體空間 短暫造訪之簡易方位辨認 B 50-75-100 

偶需視覺作業之工作場所 C 100-150-200 

執行高對比或大尺寸之視覺作業 D 200-300-500 

作業面 執行中對比或小尺寸之視覺作業 E 500-750-1000 

執行低對比或大尺寸之視覺作業 F 1000-1500-2000 

需長期執行對比低且小尺寸之視覺作業 G 2000-3000-5000 
作業面且包

含整體空間

與區域空間 

需長期執行精確之視覺作業 H 5000-7500-10000 

需長期執行對比極低且精細尺寸之視覺

作業 
I 10000-15000-20000

(資料來源：IES,1982) 

3. 眩光現象之對策 

作業面之照明若設計不良會產生所謂的眩光現象(直接眩光或反射眩光)。故

本評估基準期能透過各燈具之最大輝度以及與作業面之輝度比(luminance 

ratio)作為評估項目。輝度比之建議值如表 2-6-5 所示。 

表 2-6-5 輝度比建議值 

項目 輝度比 

作業：鄰近區域 3：1 

作業：遠處暗區 10：1 

作業：遠處亮區 1：10 

(資料來源：IES,1982) 

三、溫熱環境 

(一)溫熱舒適環境之偵測 

1. 偵測裝置 

檢視是否裝設溫度偵測器或相關溫熱舒適偵測器以及與其他系統之連動適宜性。 

2. 測點位置 

測點之配置需因應各空間使用者需求，以達到裝設偵測裝置之目的並能即時啟

動連動系統，使室內保持在舒適標準範圍內。 

(二)設備連動 

1. 空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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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評估項目，主要檢討所採用空調方式對室內局部環境舒適性影響進行檢視評估。 

(1)溫濕度設定 

針對各空間之使用機能訂定空調系統於各時節之溫濕度值（人體舒適溫濕度

值如表 2-6-6 所示），且室內上部與下部（即地板以上 0.1m 與 1.7m）之溫度差亦

不宜超過 3℃，或可直接使用 PMV 與 PPD 值（ISO7730）之綜合指標作為依據標準

（如表 2-6-7 所示）。 

表 2-6-6 辦公室室內溫度舒適範圍 

舒適範圍 溫度 相對濕度 

冬季 22℃～24℃ 
45％～55％ 

夏季 24℃～26℃ 

（資料來源：オフィスの室内環境評価法「POEM-O」，1996） 

表 2-6-7 PMV 值之對應舒適程度 

PMV 值 舒適程度 

+3 熱 

+2 溫暖 

+1 微暖 

0 適中 

-1 微涼 

-2 涼 

-3 冷 

（資料來源：ISO7730） 

(2)氣流速度 

氣流促進人體皮膚表面的對流與蒸發散熱，當風速越大時，表皮上的溫度，

也下降的越快，表皮的溫度也就越接近空氣溫度。因此本評估基準主要為檢視

室內因空調系統所造成之氣流速度值，一般舒適值應為 1 m/s 以下，如表 2-6-8

所示。 

表 2-6-8 風速對人體及作業的影響 

風速(m/s) 人體反應 

0~0.25 不易察覺 

0.25~0.5 愉快，不影響工作 

0.5~1.0 一般愉快 

1.0~1.5 稍有風擊與令人討厭之吹襲 

1.5~7.0 風擊明顯，薄紙吹揚，厚紙吹散 

(資料來源：賴榮平，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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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氣環境 

在空氣環境主要檢討室內環境之空氣品質、清淨度等各種影響人體健康之汙染源

是否達到基準值。其中影響空氣品質之主要常見因子包含有 CO2、CO、VOCs 以及 HCHO

等，而影響空氣清淨度常見的則是懸浮粉塵以及浮油微生物細菌，另外廁所以及抽煙

所產生之臭氣亦會影響室內之空氣環境之舒適度。因此本項指標乃就以上所討論之污

染源或空氣中含氧值是否達到標準值來檢視給排氣與換氣計畫之適宜性。 

(一)空氣品質偵測計畫 

1. 換氣計畫 

判別能否透過換氣系統使室內達到合宜熱舒適度與達到 ASHRAE 62-2001 辦

公空間之必要換氣量規範，如下表 2-6-9 所示。 

表 2-6-9 相關辦公類之必要換氣量 

場所 

空間最

大密度 
換氣量 

備註 

P/100m2 cfm/人 cfm/ft2 

辦公空間 7 20  
可要求具備有區域

排氣設備 

接待區 60 15   

電信聯絡中心

與資料登入區 
60 20   

會議室 20 20  可要求提供排煙設備

走廊   0.05  

公共廁所  50  
必須為非廢棄循環

之機械通風 

衣帽間   0.5  

吸煙室 70 60  
必須為非廢棄循環

之機械通風 

電梯   1.0 提供正常換氣 

(資料來源：ASHRAE 62-2001) 

2. 排氣計畫 

判別是否針對汙染源有效排氣或利用換氣達到降低汙染源濃度至合理標準

值，各國標準值與建議值如表 2-6-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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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0 空氣污染源濃度標準值與建議值（辦公類） 

污染源 標準值與建議值 污染源 標準值與建議值 

CO2 

＜710ppm(日本) 

＜800ppm(美國)  

＜920ppm（WHO） 

總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

（TVOC） 

＜200μg/m3(芬蘭) 

＜300μg/m3(WHO) 

＜500μg/m3 

CO 

＜9 ppm (WHO、台灣) 

＜10 ppm（日本） 

＜11 ppm(加拿大) 

NO2 

＜50 ppb (加拿大) 

＜100 ppb(美國) 

＜150 ppb（香港） 

甲醛（HCHO） 
＜ 0.08ppm (日本、WHO) 

＜ 0.1ppm (美國、台灣) 
O3 

＜50 ppb(WHO、美國) 

＜70 ppb(歐洲) 

細菌濃度 ＜1000 cfu/ m3  
浮游粉塵 

PM10 

＜20μg/m
3(芬蘭) 

＜100μg/m3(WHO) 

＜150μg/m3(日本、台灣)真菌濃度 ＜1000 cfu/ m3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二)排換氣設備連動 

判別是否裝置偵測系統（如：CO2、CO 偵測器）與其測點配置是否合宜，並適當

連接所因應之連動系統。 

五、水環境 

 (一)用水管理 

監視各水槽之水位液面計是否正常運作，並判別室內一般用水以及生飲水之水質

是否達到標準值。 

 (二) 水質管理 

查核室內一般用水、生飲水是否符合基準規定，一般用水與飲用水之檢驗標準值

如表 2-6-11 所示。 

表 2-6-11 一般用水與飲用水之檢驗標準值 

一般用水 飲用水 

PH:5.8<PH<8.6 

濁度:1~4 度 

大腸菌數＜230/100g 

結合殘留鹽素:0.4mg/L 

游離殘留鹽素:0.1mg/L 

（資料來源：室内の環境を測る─ビル・住まい・学校環境，2005） 

六、健康照護管理系統 

(一)生理偵測系統 

    生理監測系統可透過共用與專用空間傳輸血壓、血糖、心跳、體重等生理量測基

本資料，透過健康照護集線器之自動偵測、設定、通報功能，傳輸予合作之區域診所、

醫院計入日常病歷資料。而資訊服務系統則提供掛號約診、視訊診視與溝通問診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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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醫療與用藥諮詢功能。 

 

 

 

 

                              
 

 

 

 

 

   

 

 

 

 

 

 

 

 

 

 

(二) 健康管理系統 

健康管理系統指標則是冀期維護居住者日常恢復健康、保養維持健康與提醒日常

作息正常之智慧化輔助之指標。健康管理之目的為當居住者曾有因損失健康而需復建

輔助時，能藉由復健與運動器材設備之正常操作恢復與維持健康，當其運轉突發中斷

時能感知警示其他關係人連絡救援，以輔助獨居或臨缺照料者得以於黃金時間得以被

照護。起居照護之目的為當其久臥未進行正常起居作息時亦能藉由床舖下方感測裝

置，提供探視者或社會工作者藉由連線及早關懷。健康照護之目的為提供居家休養、

慢性病罹患者，能有自主健康照護能力者，避免遺忘日常之正常用藥時間、飲食時間、

運動時間、美容照護時間之提醒與警示通知。 

(三)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緊急處理裝置系統則可提供生理數值異常與啟動求救系統運轉時，連接醫療支援

服務，於適當時機進行緊急處置，在醫療支援服務系統中，評估資訊交換功能以及提

圖 2-6-5 床舖下方感測裝置提

供圖臥床警示通知

(圖片來源：王文安) 

圖 2-6-3 居家者每日可進行量

測、傳輸與諮詢處理

(圖片來源：王文安) 

圖 2-6-2 血壓、心跳等量測與

傳輸設備

(圖片來源：王文安)

圖 2-6-4 體脂肪資料量測、傳輸

與顯示介面

(圖片來源：王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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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支援之服務內容是否完善，並檢視共用空間是否能夠提供復建輔助設備、診療檢測

設備以及完整緊急處理資源服務。 

 

 

 

 

 

 

 

 

 

 (四) 健康資訊照護系統 

    照護服務系統指標則為提供居家者遠距醫療預約、資料傳輸、視訊診斷、緊急救

援功能之指標，雖未能滿足醫療診斷所需之望、聞、切、問的全部功能，但能提供初

步診斷判別與緊急告知就醫之需求。 

「健康舒適」指標乃是以評估建築物於空間環境、視環境、溫熱環境、空氣環境、

水環境與健康照護管理系統之智慧化程度，而不再重複評估其是否達到既有建築技術

規則相關規範的基本標準。本指標評估方式包括書圖文件查核與現場檢測兩部份，現

場檢測方法與儀器校正查核方式另行訂定，在完整現場檢測機制建構之前，暫以書圖

文件查核方式查核。各分項指標之基準、判別類型與查核方式如表 2-6-12 所示： 

 

表 2-6-12 健康舒適指標評估基準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一 
 
 
 

 

 

 
 
 
 
空間環境指標 
 
 
 

 

室內空間計畫

樓層高度計畫 

天花板高度是否大於 2.5 公尺 

是否整合空調、照明、消防及廣

播等採用系統天花板設計 

彈性與共享的空

間規劃 

水平佈線空間是否可配合隔間

做彈性調整 

是否有會議、休憩等共享空間的

規劃與設計，並具有網路的預約

系統 

色彩計畫 色彩計畫 
針對各空間之使用需求所因應

之色彩計畫 

圖 2-6-6 啟動求救系統運轉連

接醫療支援服務

(圖片來源：王文安) 

圖 2-6-7 資訊服務系統的視訊

診視與溝通問診即時醫療與用

藥諮詢 

(圖片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

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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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一 空間環境指標 

噪音防治對策 音源被動控制對策
防噪音對策 

防振計畫 

防輻射計畫 
室內工作區域之非游離輻射值檢測 

防輻射對策 

二 視環境指標 

日照計畫 

日照調節裝置 
室外日照偵測裝置 

自動日照調節裝置之設置 

晝光利用裝置 

晝光追蹤裝置 

晝光導入裝置 

窗際自動點滅裝置 

照明計畫 
各空間照明計畫

各空間之照度查核 

各空間之照明均齊度 

照度偵測器裝置 

自動調節系統 

眩光現象之對策 作業面輝度比之查核 

三 溫熱環境指標 

舒適環境偵測

系統 

室外氣候感測裝置
溫度偵測裝置 

雨量偵測裝置 

室內溫度偵測 溫度偵測裝置 

室內濕度偵測 濕度偵測裝置 

室內氣流與氣壓

偵測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 

空調設備連動 

共有空間 

室內溫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

連動 

室內濕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

連動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與空調系

統連動 

專有空間 

室內溫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

連動 

室內濕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

連動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與空調系

統連動 

四 空氣環境指標 

空氣品質偵測

系統 
排換氣計畫 

CO2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CO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TVOC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HCHO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其他污染源之排換氣對策(如

浮游粉塵、抽煙、廁所臭氣等

之排換氣計畫) 

排換氣設備連

動 
共有空間 

CO2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CO 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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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分項 子項 

四 空氣環境指標 
排換氣設備連

動 
專有空間 

CO2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CO 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五 水環境指標 

用水管理 自動補水 液面水位計監視 

水質管理 水質查核 
一般用水水質查核 

飲用水水質查核 

六 
健康照護管理

系統 

生理偵測系統

共有空間 

具傳輸功能之血壓偵測裝置 

具傳輸功能之心跳偵測裝置 

具傳輸功能之其他生理監測裝

置 

專有空間 

如移動偵測裝置、血壓偵測裝

置、血糖偵測裝置、體脂肪偵

測裝置、心跳偵測裝置 

其他如尿液偵測裝置 

健康管理系統

健康管理 

復健管理 

休閒管理 

共用空間其他管理服務 

起居照護 生活作息管理 

健康照護 

如用藥管理、飲食管理、健康

管理 

專用空間其他照護管理 

緊急支援服務

系統 

共有空間 
偵測系統連線裝置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專有空間 
偵測系統連線裝置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健康資訊照護

系統 

照護資訊及視訊傳送 

遠端診療服務系統 

由於「健康舒適」指標是評估空間環境、視環境、溫熱環境、空氣環境、水環境

與綠建築室內環境、健康照護管理系統之智慧化程度，申請評核之建築物提具室內環

境控制對策計畫與自動監控設備設置計畫，即可以書圖面文件查核方式進行評審作

業，再配合現場檢測查核方式配合評審作業，綜合計分決定最終計分數值，進而判定

是否可取得本項指標。 

智慧建築標章為獎勵性質之標章，因此每一分項指標依其設備設置程度與設備設

置效檢核分別予以計量核分，指標之總分為 100 分，超過總分之 60﹪即可獲得該項

指標，亦即以 60 分為合格基準，又按所得分之高低給予不同等級，現階段由申請單

位研提書圖文件或計劃書方式進行查核予以評分。本項指標最高可計算之總分為 100

分。詳細評分原則如表 2-6-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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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3 健康舒適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空間環境指標 

室內空間計畫 

天花板高度大於2.5公

尺（必要性） 
2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

得分。 

系統天花板設計 

（鼓勵性） 
2 

彈性佈線空間設計 

（必要性） 
2 

共享空間規劃設計 

（鼓勵性） 
2 

色彩計畫 

針對各空間之使用需

求所因應之色彩計畫 

（鼓勵性） 

2 色彩計畫書 

噪音防治對策 
防噪音對策（鼓勵性） 2 

防噪音振動計畫書 
防振計畫（鼓勵性） 2 

防輻射計畫 

室內工作區域之非游

離輻射值檢測 

（鼓勵性） 

2 
相關單位檢測報告書並達

建議值 

防輻射對策（鼓勵性） 2 

針對電氣設備進行防輻射

及諧波管理之對策手法說

明。 

 

 

 

 

 

 

 

 

 

 

 二 

 

 

 

 

 

 

 

 

 

 

 

 

 

 

 

 

 

 

 

視環境指標 

 

 

 

 

 

 

 

 

 

日照計畫 

室外日照偵測裝置 

（鼓勵性） 
3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

得分。 

自動日照調節裝置之

設置（鼓勵性） 
2 

晝光追蹤裝置 

（鼓勵性） 
2 

晝光導入裝置 

（鼓勵性） 
2 

窗際自動點滅裝置 

（鼓勵性） 
2 

 

 

 

 

 

照明計畫 

 

 

 

 

各空間之照度查核 

（鼓勵性） 
2 

2 分：照度介於表 1-3-4 標

準照度範圍中-高 

1 分：照度介於表 1-3-4 標

準照度範圍低-中 

各空間之照明均齊度 

（鼓勵性） 
2 均齊度≧1：1.5 

照度偵測器裝置 

（鼓勵性） 
2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

得分。 自動調節系統 

（鼓勵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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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二 

 

 

 

視環境指標 

 

 

 

照明計畫 
作業面明輝度比之查

核（鼓勵性） 
2 

2 分：作業面對鄰近區域、

作業面對遠處暗處

與作業面對遠處亮

區之輝度比皆達標

準值 

1 分：作業面對鄰近區域之

輝度比達標準值 

 

 

 

 

 

三 

 

 

 

 

 

 

 

 

 

 

 

溫熱環境指標 

 

 

 

 

 

 

 

 

舒適環境偵測

系統 

室外氣候感測裝置—

溫度偵測裝置 

（必要性） 

3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

得分。 

室外氣候感測裝置—

雨量偵測裝置 

（鼓勵性） 

3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

得分。 

溫度偵測裝置 

（基本性） 
4 

4 分：依施作設施影響範

圍，設置溫度偵測器

並有效配置測點 

2 分：設置溫度偵測裝置 

濕度偵測裝置 

（基本性） 
4 

4 分：依施作設施影響範

圍，設置濕度偵測器

並有效配置測點 

2 分：設置溫度偵測裝置 

氣流或氣壓偵測 

（鼓勵性） 
2 

2 分：依施作設施影響範

圍，設置氣流或氣壓

偵測器並有效配置

測點 

1 分：設置氣流或氣壓偵測

裝置 

空調設備連動

--- 共 有 空

間、專有空間

室內溫度偵測裝置與

空調系統連動 

（必要性） 

2 

依施作設施影響範圍，經查

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得分。

室內濕度偵測裝置與

空調系統連動 

（必要性） 

2 

必要換氣量與偵測裝

置與空調系統連動 

（鼓勵性） 

2 

 

 

 

 

四 

 

 

 

 

 

 

 

空氣環境指標 

 

 

 

 

 

 

 

空氣品質偵測

系統 

 

 

CO2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必要性） 
4 

依施作設施影響範圍，經查

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得分。

CO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必要性） 
4 

TVOC 濃度偵測系統裝

置（鼓勵性） 
2 

HCHO 濃度偵測系統裝

置（鼓勵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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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四 

 

 

 

空氣環境指標 

 

 

 

空氣品質偵測

系統 

其他污染源之排氣對

策，如 PM10、PM2.5、抽

煙、廁所等臭氣之排換

氣計畫（鼓勵性） 

2 
針對其他污染源之排換氣

計畫 

排換氣設備連

動---共有空

間、專有空間 

CO2偵測系統連動排換

氣設備（鼓勵性） 
3 

依施作設施影響範圍，經查

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得分。CO 偵測系統連動排換

氣設備（鼓勵性） 
3 

五 水環境指標 

用水管理 
液面水位計監視 

（必要性） 
3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即可

得分。 

水質管理 

一般用水水質查核 

（鼓勵性） 
2 符合相關標準值 

飲用水水質查核 

（鼓勵性） 
2 符合相關標準值 

 

 

 

 

 

 

 

 

 

 

 

 

 

六 

 

 

 

 

 

 

 

 

 

 

 

 

 

 

 

 

 

 

 

 

 

 

 

健康照護管理

指標 

 

 

 

 

 

 

 

 

 

共有空間 

生理偵測系統 

具傳輸功能之血壓偵

測裝置（鼓勵性） 
3 

設置相關感測裝置即可得

分 

具傳輸功能之心跳偵

測裝置（鼓勵性） 
3 

設置相關感測裝置即可得

分 

具傳輸功能之其他生

理監測裝置（鼓勵性）
3 

設置相關感測裝置即可得

分 

專有空間 

生理偵測系統 

如移動偵測裝置、血壓

偵測裝置、血糖偵測裝

置、體脂肪偵測裝置、

心跳偵測裝置 

（鼓勵性） 

3 
擇一設置相關感測裝置即

可得分。 

其他如尿液偵測裝置 

（鼓勵性） 
3 

3 分: 設置尿液偵測裝置

並有效管理設備與使

用情形。 

1 分:設置其他相關偵測裝

置。 

 

 

 

 

 

健康管理系統 

 

 

復健管理（鼓勵性） 3 

3 分: 設置相關設備並有

效管理設備與使用情

形。 

1 分:設置相關設備。 

休閒管理（鼓勵性） 3 

3 分: 設置相關設備並有

效管理設備與使用情

形。 

2 分: 設置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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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六 

 

 

 

 

 

 

 

 

 

 

 

 

 

 

 

 

 

 

 

 

 

 

 

 

 

 

 

 

 

 

 

 

 

 

 

 

 

 

 

 

 

 

健康照護管理

指標 

 

 

 

 

 

 

 

 

 

 

 

 

 

 

 

 

 

 

 

 

 

 

 

 

 

 

 

 

 

 

 

健康管理系統

共有空間其他管理服

務（鼓勵性） 
3 

3 分: 設置其他相關設備

並有效管理設備與使

用情形。 

1 分:設置其他相關設備。

生活作息管理 

（鼓勵性） 
3 

3 分: 可配合使用者需求

進行時程提醒。 

1 分: 可配合使用者需求

顯示時程計畫。 

如用藥管理、飲食管

理、健康管理（鼓勵性）
3 

3 分:可有效進行藥品紀錄

與管理並可即時監測

及提醒用藥。 

2 分:可有紀錄藥品並管

理。 

專有空間其他照護管

理（鼓勵性） 
3 

2 分:可有效紀錄相關設備

數值，並進行管理與

提醒。 

1 分: 可有效紀錄相關設

備數值。 

 

緊急支援服務

系統 

共有空間 

偵測系統連線裝置 

（鼓勵性） 

4 

4 分:可有效連線感測裝置

查看數值並及時記錄

與連線緊急處理裝

置。 

2 分:可手動連線各項感測

裝置並查看數值。 

共有空間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鼓勵性） 

4 

4 分:可即時連線區域診所

或醫院，並提供相關

資訊做適時緊急處

理。 

2 分:可連線區域診所或醫

院。 

專有空間 

偵測系統連線裝置 

（鼓勵性） 

4 

4 分:可有效連線感測裝置

查看數值並及時記錄

與連線緊急處理裝

置。 

2 分:可手動連線各項感測

裝置並查看數值。 

專有空間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鼓勵性） 

4 

4 分:可即時連線區域診所

或醫院，並提供相關

資訊做適時緊急處

理。 

2 分:可連線區域診所或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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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六 

 

 

健康照護管理

指標 

 

健康資訊照護

系統 

照護資訊及視訊傳送 

（鼓勵性） 
2 

可兩方或多方端以影像、聲

音或文字圖形方式溝通。

遠端診療服務系統 

（鼓勵性） 
3 

可連線區域診所或醫院進

行診療。 

依上表所示，每一分項指標依其設備設置程度與設備設置成效檢核分別予以計

量核分，即可按得分之高低來加以區分健康舒適指標等級，其總分超過 60 分以上者，

即可獲得本項指標，並又依照所得總分之多寡分有卓越智慧化、優質智慧化、一般智

慧化等級；60 分以上者為一般智慧化等級，70 分以上者為優質智慧化等級，80 分以

上者為卓越智慧化等級，其設定準則與配分，如表 2-6-14 健康舒適指標基準配分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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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舒
適
指
標
基
準
配
分
表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分
項

 
子

項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一
 空

間
環

境
指

標
 

室
內

空
間

計
畫

樓
層

高
度

計
畫

 

天
花

板
高

度
是

否
大

於
2
.
5
公

尺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是
否

整
合

空
調

、
照

明
、

消
防

及
廣

播
等

採
用

系
統

天
花

板
設

計
 

鼓 勵
2
 

2
 

2
2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彈
性

與
共

享
的

空
間

規

劃
 

水
平

佈
線

空
間

是
否

可
配

合
隔

間
做

彈
性

調
整

 

必 要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是
否

有
會

議
、

休
憩

等
共

享
空

間
的

規
劃

與
設

計
，

並
具

有
網

路
的

預
約

系
統

 

鼓 勵
2
 

2
 

2
2

2
2

4
4

N
/
A
N
/
A

2
2

4
4

2
 

2
 

色
彩

計
畫

 
色

彩
計

畫
 

針
對

各
空

間
之

使
用

需
求

所
因

應
之

色
彩

計
畫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2
2

2
2

N
/
A 
N
/
A 

噪
音

防
治

對
策

音
源

被
動

控
制

對
策

 

防
噪

音
對

策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2
2

4
4

4 
4
 

防
振

計
畫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2
2

4
 

4
 

防
輻

射
計

畫
 

室
內

工
作

區
域

之
非

游
離

輻
射

值
檢

測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4
 

4
 

防
輻

射
對

策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3
 

3
 

二
 視

環
境

指
標

 
日

照
計

畫
 

日
照

調
節

裝
置

 

室
外

日
照

偵
測

裝
置

 
鼓 勵

3
 

3
 

3
3

3
3

N
/
A
N
/
A

3
3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自
動

日
照

調
節

裝
置

之
設

置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2
2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晝
光

利
用

裝
置

 
晝

光
追

蹤
裝

置
 

鼓 勵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2
2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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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分
項

 
子

項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二
 視

環
境

指
標

 

日
照

計
畫

 
晝

光
利

用
裝

置
 

晝
光

導
入

裝
置

 
鼓 勵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3
3

2
2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窗
際

自
動

點
滅

裝
置

 
鼓 勵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3
3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照
明

計
畫

 

各
空

間
照

明
計

畫
 

各
空

間
之

照
度

查
核

 
鼓 勵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3
3

4
4

2
2

4
4

4
 

4
 

各
空

間
之

照
明

均
齊

度
 

鼓 勵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3
3

2
2

2
2

2
2

2
 

2
 

照
度

偵
測

器
裝

置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3
3

2
2

2
2

3
3

3
 

3
 

自
動

調
節

系
統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3
3

2
2

2
2

2
2

2
 

2
 

眩
光

現
象

之
對

策
 

作
業

面
輝

度
比

之
查

核
 

鼓 勵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三
 

   

      溫
熱

環
境

指

標
 

   

舒
適

環
境

偵
測

系
統

 

室
外

氣
候

感
測

裝
置

 

溫
度

偵
測

裝
置

 
必 要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雨
量

偵
測

裝
置

 
鼓 勵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室
內

溫
度

偵
測

 
溫

度
偵

測
裝

置
 

基 本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室
內

濕
度

偵
測

 
濕

度
偵

測
裝

置
 

基 本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室
內

氣
流

與
氣

壓
偵

測
氣

流
或

氣
壓

偵
測

裝
置

 
鼓 勵

2
 

2
 

2
2

2
2

4
4

4
4

2
2

4
4

4
 

4
 

 空
調

設
備

連
動

 共
有

空
間

 
室

內
溫

度
偵

測
裝

置
與

空
調

系
統

連
動

 
必 要

2
 

2
 
N
/
A
N
/
A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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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分
項

 
子

項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三
   溫

熱
環

境
指

標
 

 空
調

設
備

連
動

 共
有

空
間

 

  

室
內

濕
度

偵
測

裝
置

與
空

調
系

統
連

動
 

必 要
2
 

2
 
N
/
A
N
/
A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氣
流

或
氣

壓
偵

測
裝

置
與

空
調

系
統

連
動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4
4

4
4

2
2

4
4

4
 

4
 

空
調

設
備

連
動

專
有

空
間

 

室
內

溫
度

偵
測

裝
置

與
空

調
系

統
連

動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室
內

濕
度

偵
測

裝
置

與
空

調
系

統
連

動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氣
流

或
氣

壓
偵

測
裝

置
與

空
調

系
統

連
動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四
 空

氣
環

境
指

標
 

空
氣

品
質

偵
測

系
統

 
排

換
氣

計
畫

 

C
O 2
濃

度
偵

測
系

統
裝

置
 

必 要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C
O
濃

度
偵

測
系

統
裝

置
 

必 要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T
V
O
C
濃

度
偵

測
系

統
裝

置
 

鼓 勵
2
 

2
 

2
2

2
2

4
4

4
4

2
2

4
4

3
 

3
 

H
C
H
O
濃

度
偵

測
系

統
裝

置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其
他

污
染

源
之

排
換

氣
對

策
(
如

浮
游

粉

塵
、
抽

煙
、
廁

所
臭

氣
等

之
排

換
氣

計
畫

)

鼓 勵
2
 

2
 

2
2

2
2

4
4

3
3

2
2

4
4

4
 

4
 

排
換

氣
設

備
連

動
 

共
有

空
間

 

C
O2
偵

測
系

統
與

排
換

氣
設

備
連

動
 

鼓 勵
3
 

3
 
N
/
A
N
/
A

3
3

4
4

5
5

4
4

5
5

4
 

4
 

C
O
偵

測
系

統
與

排
換

氣
設

備
連

動
 

鼓 勵
3
 

3
 
N
/
A
N
/
A

3
3

4
4

5
5

4
4

5
5

4
 

4
 

專
有

空
間

 

C
O 2
偵

測
系

統
與

排
換

氣
設

備
連

動
 

鼓 勵
3
 

3
 
N
/
A
N
/
A

3
3

4
4

5
5

4
4

5
5

4
 

4
 

C
O
偵

測
系

統
與

排
換

氣
設

備
連

動
 

鼓 勵
3
 

3
 
N
/
A
N
/
A

3
3

4
4

5
5

4
4

5
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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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分
項

 
子

項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五
 水

環
境

指
標

 

用
水

管
理

 
自

動
補

水
 

液
面

水
位

計
監

視
 

必 要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水
質

管
理

 
水

質
查

核
 

一
般

用
水

水
質

查
核

 
鼓 勵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2
2

2
 

2
 

飲
用

水
水

質
查

核
 

鼓 勵
2
 

2
 
N
/
A
N
/
A

2
2

4
4

4
4

4
4

3
3

3
 

3
 

          六
 

         

          健
康

照
護

管

理
指

標
 

        

生
理

偵
測

系
統

共
有

空
間

 

具
傳

輸
功

能
之

血
壓

偵
測

裝
置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具
傳

輸
功

能
之

心
跳

偵
測

裝
置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具
傳

輸
功

能
之

其
他

生
理

監
測

裝
置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專
有

空
間

 

如
移

動
偵

測
裝

置
、

血
壓

偵
測

裝
置

、
血

糖
偵

測
裝

置
、

體
脂

肪
偵

測
裝

置
、

心
跳

偵
測

裝
置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其
他

如
尿

液
偵

測
裝

置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健
康

管
理

系
統

   

健
康

管
理

 

復
健

管
理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休
閒

管
理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共
有

空
間

其
他

管
理

服
務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起
居

照
護

 
生

活
作

息
管

理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評
估

技
術

篇
第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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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舒
適

指
標

2-
14

5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分
項

 
子

項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六
 

   

       健
康

照
護

管

理
指

標
 

 健
康

管
理

系
統

健
康

照
護

 
如

用
藥

管
理

、
飲

食
管

理
、

健
康

管
理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專
有

空
間

其
他

照
護

管
理

 
鼓 勵

N
/
A
 N
/
A

3
3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系
統

 

共
有

空
間

 

偵
測

系
統

連
線

裝
置

 
鼓 勵

N
/
A
 N
/
A

4
4

4
4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系
統

 
鼓 勵

N
/
A
 N
/
A

4
4

4
4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專
有

空
間

 

偵
測

系
統

連
線

裝
置

 
鼓 勵

N
/
A
 N
/
A

4
4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系
統

 
鼓 勵

N
/
A
 N
/
A

4
4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健
康

資
訊

照
護

系
統

 

照
護

資
訊

及
視

訊
傳

送
 

鼓 勵
N
/
A
 N
/
A

2
2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遠
端

診
療

服
務

系
統

 
鼓 勵

N
/
A
 N
/
A

3
3

2
2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N
/
A
 

類
別

配
分

 

基 本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必 要
2
1 

2
1

1
7

1
7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1
 
2
1 

鼓 勵
7
1 

7
1

7
5

7
5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71
 
7
1 

合
計

總
分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智
慧

化
等

級
 

□
 
1
0
0
-
8
0
分

／
卓

越
智

慧
化

 
 
 
 
 
□

 
7
9
~
7
0
 
分

／
優

質
智

慧
化

 
 
 
 
 
□

 
6
9
~
6
0
 
分

／
一

般
智

慧
化

 
 
 
 
 
□

 
5
9
分

以
下

／
未

達
智

慧
化

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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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利於審查單位快速搜尋與避免遺漏送審資料，申請者於申請時應依照下表 2-6-15 所

列送審資料並宜同時檢附「健康舒適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撿核表」，如表 2-6-16 所示，將送審

資料對應之頁次或圖說加以標示，以利審查作業。 

表 2-6-15 健康舒適指標送審資料建議表 

項次 送審資料 備註 

一 
空間環境

指標 

樓層高度計畫 
a1 辦公空間剖面圖說 

 

a2 天花板裝修圖說 

彈性與共享空

間規劃 

a3 辦公空間剖面圖及配線圖 

a4 
設置共享空間樓層之平面圖

說 

色彩計畫 a-5 空間色彩計畫書  

噪音防治 

對策 
a-6 防噪音振動計畫書  

防輻射計畫 
a-7

室內工作區域之非游離輻射

值檢測 
 

a-8 防輻射對策  

二 
視環境 

指標 

日照計畫 
b-1 相關裝置設置圖說與相片  

b-2 平均晝光利用熄燈率  

照明計畫 

b-3
各空間之照度與均齊度查核

說明 
 

b-4
照度偵測器裝置設置圖說與

相片 
 

b-5 自動照明調節系統圖說  

b-6 作業面輝度比之查核  

三 
溫熱環境

指標 

舒適環境偵測

系統 
c-1

溫度、溼度、氣流或氣壓相

關裝置設置圖說與相片 
 

設備連動 
c-2

與溫度、溼度、氣流或氣壓

偵測裝置連動之整合計畫與

設置圖說 

需說明溫濕度設定、上下

溫度差設定以及氣流速

度設定 

c-3 必要換氣量之查核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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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送審資料 備註 

四 
空氣環境

指標 

空氣品質偵測

系統 

d-1 室內含氧量之查核說明  

d-2 空氣品質排換氣計畫 

包含 CO2、CO 濃度、

TVOC、HCHO 濃度查核說

明 

空氣品質偵測

系統 
d-3 其他污染源之排氣對策 

PM10、PM2.5、臭氣排換氣

計畫 

設備連動 

d-4

連動 CO2、CO 濃度、TVOC 濃

度、HCHO 濃度偵測裝置之相

關裝置設置圖說與相片 

 

d-5
變頻、全熱交換器或其他相

關設備之選用 
 

五 
水環境 

指標 

用水管裡 e-1
液面水位計相關裝置設置圖

說與相片 
 

水質管理 
e-2 室內一般用水查核檢驗報告  

e-3 生飲水系統查核檢驗報告  

六 
健康照護

管理指標 

生理偵測系統 f-1
相關設備照片、圖說與系統

說明。 
 

健康管理系統 f-2
相關設備照片、圖説與管理

服務內容說明。 
 

緊急支援服務

系統 
f-3

相關設備照片、圖説與管理

系統流程說明。 
 

健康資訊照護

系統 

f-4
相關設備照片、圖說與系統

說明。 
 

f-5
可提供遠端診療服務之單位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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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6 健康舒適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 

建築物概要 

申請編號  建築物名稱  

 

一、評估「健康舒適指標」查核資料 

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分項 子項 

一 
空間環

境指標 

 

室內空間計

畫 

樓層高度計畫 

天花板高度是否大於2.5公尺 a-1  

是否整合空調、照明、消防及

廣播等採用系統天花板設計 
a-2 

 

彈性與共享的空間

規劃 

水平佈線空間是否可配合隔

間做彈性調整 
a-3 

 

是否有會議、休憩等共享空間

的規劃與設計，並具有網路的

預約系統 

a-4 

 

色彩計畫 色彩計畫 
針對各空間之使用需求所因

應之色彩計畫 
a-5 

 

噪音防治對

策 
音源被動控制對策

防噪音對策 
a-6 

 

防振計畫  

防輻射計畫 
室內工作區域之非游離輻射值檢測 a-7  

防輻射對策 a-8  

二 
視環境

指標 

日照計畫 

日照調節裝置 
室外日照偵測裝置 

b-1 
 

自動日照調節裝置之設置  

晝光利用裝置 

晝光追蹤裝置 

b-2 

 

晝光導入裝置  

窗際自動點滅裝置  

照明計畫 
各空間照明計畫 

各空間之照度查核 
b-3 

 

各空間之照明均齊度  

照度偵測器裝置 b-4  

自動調節系統 b-5  

眩光現象之對策 作業面輝度比之查核 b-6  

三 
溫熱環

境指標 

舒適環境偵

測系統 

室外氣候感測裝置
溫度偵測裝置 

c-1 

 

雨量偵測裝置  

室內溫度偵測 溫度偵測裝置  

室內濕度偵測 濕度偵測裝置  

室內氣流與氣壓偵

測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 

 

空調設備連

動 
共有空間 

室內溫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

統連動 
c-2、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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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分項 子項 

三 
溫熱環

境指標 

空調設備連

動 

共有空間 

室內濕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

連動 

c-2、c-3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與空調系

統連動 

 

專有空間 

室內溫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

連動 

 

室內濕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

連動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與空調系

統連動 

 

四 
空氣環

境指標 

空氣品質偵

測系統 
排換氣計畫 

CO2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d-1、

d-2、d-3

 

CO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TVOC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HCHO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其他污染源之排換氣對策(如浮

游粉塵、抽煙、廁所臭氣等之排

換氣計畫) 

排換氣設備

連動 

共有空間 
CO2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d-4、d-5

 

CO 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專有空間 
CO2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CO 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五 
水環境 

指標 

用水管理 自動補水 液面水位計監視 e-1  

水質管理 水質查核 
一般用水水質查核 e-2  

飲用水水質查核 e-3  

六 

健康照

護管理

系統 

生理偵測系

統 

共有空間 

具傳輸功能之血壓偵測裝置 

f-1 

 

具傳輸功能之心跳偵測裝置 

具傳輸功能之其他生理監測裝

置 

專有空間 

如移動偵測裝置、血壓偵測裝

置、血糖偵測裝置、體脂肪偵測

裝置、心跳偵測裝置 

其他如尿液偵測裝置 

健康管理系

統 

健康管理 

復健管理 

f-2 

 

休閒管理 

共用空間其他管理服務 

起居照護 生活作息管理 

健康照護 

如用藥管理、飲食管理、健康管

理 

專用空間其他照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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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

圖號

或頁

次 

分項 子項 

六 

健康照

護管理

系統 

緊急支援服

務系統 

共有空間 
偵測系統連線裝置 

f-3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專有空間 
偵測系統連線裝置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健康資訊照

護系統 

照護資訊及視訊傳送 f-4  

遠端診療服務系統 f-5 
 

二、送審單位補充說明 

 

1. 村上周三，「CASBEE 入門」，日經 BP 社，2004。 

2. 健康をつくる住環境編集委員会，「健康をつくる住環境」，井上書院，1998。 

3. 經濟部技術處，「優化城市、優質生活」，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07。 

4. 日本建設省建築研究所，「オフィスの室内環境評価法 『POEM-O』」，ケイブン出版，

1996。 

5. 松村學等，「室内の環境を測る─ビル・住まい・学校環境」，オーム社，2005。 

6.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游離輻射防護法規彙編」，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3。 

7. 「電化住宅のための計画設計マニュアル」編集委員会，「電化住宅のための計画

・設計マニュアル〈2004〉」，日本工業出版株式会社，2004 

8. 江哲銘、王文安，「建築室內環境保健控制綜何指標之研究」，中華民國建築會研究，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1999。 

9. 賴榮平，「台灣地區建築通風問題之探討」，建築師雜誌，P.17~33，1980。 

10. ASHRAE 62，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2001。 

11. ISO7730，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1984。 

12. 行政院環保署 http://ivy1.epa.gov.tw/nonionized_net/EME/safe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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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所提出優良居住環境之四項原則為「安全性、健康性、

便利性、舒適性」，便利和舒適列為優良居住環境的基本理念，當安全和健康無法被

滿足時，可能對使用者造成傷害，但便利和舒適則是為提升居住環境生活品質的重要

評估指標。眾所周知，智慧建築的源起除了起因於科技進步外，因勞動力工作的式微，

取而代之以服務業為主的工作性質，促使健康舒適、便利高效的辦公空間的需求日益

增高。近年更拜資通信產業的發達，透過網路隨手可得最新消息、氣象、事件查詢、

線上學習甚至各行各業的優惠商品購物資訊等，琳瑯滿目多元多樣的貼心便利加值服

務如雨後春筍般的快速成長。科技的進步日新月異，憑藉著科技帶來的便利也衍生出

各式的創新服務模式，以往讀萬卷書不如行萬里路的想法，已成為秀才不出門能知天

下事，所有的資訊都可透過科技、網路源源不絕的取得，也包含了各種消費行為、服

務娛樂的享受。透過科技加值享受高品質的居住環境，也逐漸成為現代人的生活模

式，每個人都希望能將有限的時間和氣力做最大的運用並發揮最大的效益。導入各項

智慧化設施設備的智慧建築，除了能達到安全健康、節能舒適等功能外，提供使用者

貼心便利的服務也成為建築物智慧化的重要評估指標。 

近年來服務業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心，也是未來發展的一大趨勢與國家經濟

發展的主幹，更可以說是帶領台灣繼續成長的重要引擎。而跟隨著科技發展的腳步，

服務也突破以往既定的模式。智慧化的建築空間中提供貼心通用的無障礙空間環境、

隨手可得的各種資訊顯示服務，以及貼心便利的生活娛樂管家服務等，已逐漸被導入

優質的智慧化居住空間中，成為一種生活的模式。貼心便利指標主要區分為『空間輔

助系統』、『資訊服務系統』、『生活服務系統』三項指標項目，「空間輔助系統」係指

能提供使用者在空間中迅速搜尋公共資訊，且能安全便利無障礙的抵達地點，包含了

公共空間資訊顯示、各種通用且無障礙的輔助系統、語音提示服務和導覽服務。「資

訊服務系統」則是提供使用者即時的訊息服務，能快速了解食衣住行娛樂相關訊息，

並透過環境和能源的顯示了解空間環境和能源使用狀態，此指標的評估項目包括即時

訊息服務、線上購物系統、食衣住行等各項生活資訊服務、環境資訊和能源資訊的顯

示以及儲物管理系統等。「生活服務系統」則是指生活中貼心的服務系統，如訪客的

接待和信件的收發、管家服務、娛樂服務以及創造各種情境環境的紓壓服務。本指標

之擬訂乃為提升使用者之生活品質，鼓勵「人性化」之空間規劃設計，創造「便利」

的貼心服務，以期塑造出優質的智慧化居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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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標的設置目的乃為鼓勵智慧建築之規劃設計導入貼心便利之創新加值服

務，提供空間使用者友善無障礙的導引資訊，透過網路及資通信產業科技的技術提供

智慧型的加值服務，提升生活的便利性，創造優質的居住空間。貼心便利指標的擬定，

一方面可讓使用者享受高品質的生活模式，鼓勵建築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也協助政府

帶動智慧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讓人人都能享有智慧的便利好生活。因此本指標以「空

間輔助系統」、「資訊服務系統」、「生活服務系統」等三大系統做為主要評估項目。為

鼓勵智慧建築規劃設計與建設業者，朝向優質貼心便利的空間設計，指標研訂初期全

部規劃為鼓勵性評估項目，待未來生活模式逐漸走向標準化之智慧建築，再逐步調整

為必要性之評估基準。評估項目的擬定以建築物或空間中能提供使用者友善的人機介

面以及智慧型的加值服務並提升生活便利性的技術服務項目作為評估基準之擬定原

則。(如圖 2-7-1)  

圖 2-7-1 貼心便利指標評估架構圖 

(資料來源：溫琇玲，2009) 

 

基於貼心便利指標之設置目的，本指標之整體評估意義如下： 

1. 評估智慧建築空間之無障礙性與人機介面的友善性(操作便利性)。 

2. 評估智慧建築空間對各式服務模式提供主動或被動查詢的能力。 

3. 評估智慧建築空間導入的各種資訊與生活服務內容、顯示方式、設置空間及智慧

化加值服務等，其提升使用者便利性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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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便利指標區分為『空間輔助系統』、『資訊服務系統』、『生活服務系統』三大

分項，根據其分項指標特性分別訂定評估項目，各評估項目之意義說明如表 2-7-1。 

表 2-7-1 貼心便利指標評估項目及其意義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一 
空間輔助

系統 

公共資訊顯示(如

跑馬燈、引導系

統、電子公告欄…

等) 

判斷是否具有提供空間方向指引、活動引導及緊

急避難引導，平時可呈現動態或靜態訊息、顯示

環境狀態資訊，緊急狀況時可顯示緊急訊息。 

輔助系統 

(如通用設計、E

化輔助、無障礙輔

助、行動輔助…

等) 

判斷是否以通用設計概念提供的空間環境設計，

或是具有數位化、電子化之空間環境輔助設施，

並提供無障礙空間輔助(如無障礙通路、樓梯、昇

降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輪椅觀眾席位、停

車空間、無障礙標誌等…) 以利行動不便者在空

間中便利的移動。 

語音提示服務(如

警示區域語音提

示、設施使用語音

提示、公共廣播服

務等等) 

判斷建築物中警示區域是否有提供語音提醒服

務，如動線上遇障礙或高低差以及危險區域之提

醒，或設施設備提供語音操作提示引導，如電梯

樓層提醒等。 

導覽服務 

(如行動導覽、導

覽機服務…等) 

判斷是否具有提供行動式導覽或定點導覽資訊服

務，使用者可透過有線或無線方式取得數位引導

內容，並可互動式檢索相關資訊，獲得多樣化的

適地性服務。 

其他服務 
其他空間輔助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申請者

可自行詳列敘述。 

二 
資訊服務

系統 

即時訊息服務 

判斷是否具有提供立即的文字資訊交流、多媒體

方式交流、語音或視訊、傳送檔案等互動且無時

空限制的訊息取得。 

數位生活服務平

台 

判斷是否具有數位化生活服務平台，提供使用者

方便快速的生活資訊查詢。 

環境資訊顯示 

判斷於公共區域是否具有顯示並記錄環境資訊之

設施，如溫度、濕度、二氧化碳、聲音、照度、

水質等環境品質相關資訊，當環境資訊超過標準

可主動通報，或依據邏輯控制作系統連動。 

能源資訊顯示 
判斷是否具備能源使用資訊顯示，並可紀錄能源

使用情形。 

儲物管理系統 
判斷是否具有可迅速簡易查詢物品儲藏資訊的系

統設施，以進行有效率的收納管理。 

其他服務 
其他資訊服務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申請者

可自行詳列敘述。 

 

三 

 

 

 

生活服務

系統 

 

訪客服務 

(如訪客查詢接待

及管理服務、自動

收發服務…等) 

判斷是否可提供訪客查詢、接待、留言或留影等

服務，可記錄訪客資訊並執行樓層管制。無人在

家時可提供物流業者收發服務，並可作收發記錄

或通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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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三 

 

 

 

 

 

 

 

 

 

 

 

 

 

 

 

 

生活服務

系統 

e 化學習服務 

(如電子圖書館、

遠端教學系統…

等) 

判斷是否具有利用數位工具，透過有線或無線網

路，取得數位教材，進行線上或離線學習活動之

設施設備。 

管家服務 

(如料理服務系

統、清潔服務系

統、植栽澆灌系

統、寵物照顧系

統、智慧家電、垃

圾 自 動 處 理 系

統、虛擬管家、e

化繳費服務、配膳

服務、設備自動異

常通報…等) 

判斷是否具備下列功能之相關系統設施： 

1.有效協助料理事務，如提供即時料理食譜查

詢、影音料理教學、食材物流查詢和訂購。 

2.有效協助清潔事務，如自動或定時進行環境清

潔，有效去除環境髒汙。 

3.可偵知環境和植物狀態，進行自動澆灌，或是

定時澆灌維護植栽。 

4.提供寵物自動或定時的餵養和糞便清潔。 

5.符合人性化的操作，且能夠容易的與其他相關

的設備整合，並可方便的查詢能源使用記錄。

6.可做垃圾分類，並自動定時集收清運。 

7.結合資訊平台、安全監控、使用者習慣以及時

程進行適宜之管理、提醒與服務，且介面可簡

易操作，並可快速與使用者互動。 

8.當異常發生時可自動通報管理者，進行設備的

維護和修繕，或立即進行修復或暫停運作，以

避免災害的擴大與發生。 

娛樂服務 

(如影音娛樂視訊

服務…等) 

判斷公共區域是否提供具有多樣性的娛樂服務，

如影音的隨選隨錄、多方遊戲競賽以及視訊享受

等。 

紓壓服務 

(如個人化情境控

制系統、香氛系

統、情緒感知系

統、運動管理系

統…等) 

判斷是否具有下列功能之系統設施： 

1.可針對使用者之生活作息、習慣與喜好設定各

項設備啟動情形與模式。 

2.可主動感知使用者狀態，或是依據使用者需求

提供可舒緩壓力或情緒的情境環境。如情緒感

知系統，可針對使用者之情緒變化，調整環境

香氛、燈光模式、背景音樂、改變外牆玻璃顯

示景色等。 

3.提供健身或休閒設備並能管理使用者之健康資

訊，或提供有效之建議。 

其他服務 
其他生活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如 E化繳費

服務、配膳服務…等，申請者可自行詳列敘述。

 

本指標所指空間輔助系統乃指建築空間的便利性與無障礙輔助服務，包括公共

資訊顯示、語音提示服務和導覽服務等，以貼心友善的人機介面提供使用者便利安全

的空間環境。 

1. 公共資訊顯示(如跑馬燈、引導系統、電子公告欄…等) 

在公共區域設置公共資訊顯示設施，由控制中心傳送顯示訊息、包含管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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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訊、能源使用、緊急事件等的顯示，裝置於公共空間除具資訊顯示功能外，亦

可達到教育宣導之作用。公共資訊顯示設施除了傳統的跑馬燈或螢幕顯示器外，亦可

以互動式顯示器提供使用者觸控選取資訊，或透過感應辨識提供使用者各別的需求資

訊。(圖 2-7-2)  

圖 2-7-2 公共資訊顯示案例(可於公共空間或電梯內提供資訊服務) 

(資料來源：智慧建築標章申請案例) 

2. 輔助系統(如通用設計、e化輔助、無障礙輔助、行動輔助…等) 

以人性關懷為出發點，考量各年齡層及身障或行動不便等不同使用需求的設計概

念。針對不同需求的使用者提供空間環境的貼心輔助，透過設計手法以及各種輔具減

少空間的不便性、危險性以及使用時的障礙。(圖 2-7-3) 

圖 2-7-3 裝設輔助裝置協助高齡者與行動不便者於各空間輕鬆移動 

(資料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3. 語音提示服務(如警示區域語音提示、設施使用語音提示、公共廣播服務…等) 

提供空間環境語音提示，不論針對視障者或一般需求者，皆可安全無慮的在空間

中活動，警示區域語音提示乃為協助使用者預警危險物件與高低障礙所須注意之安全

行為，以構成無障礙之環境條件。 

4. 導覽服務(如行動導覽、導覽機服務…等) 

在公共空間設置導覽系統，可有效得引導使用者抵達目的或取得資訊，導覽機

提供使用者資訊查詢和導覽、各種廣告訊息播放、資訊下載等各種整合的服務，亦或

透過行動導覽服務提供多國語言的語音解說，感應式的自動導覽，提供便利的空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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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圖 2-7-4) 

圖 2-7-4 手機導覽案例(電信業者手機結合名畫導覽、成大校內手機導覽古蹟) 

(資料來源：http://3c.msn.com.tw/、

http://www.ncku.net/index.php/component/content/article) 

 

網路科技的的發達，資料的搜尋和網路購物與社交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趨勢，消

費者購物行為的改變，也使網路購物成為另一主要銷售通路市場。除此之外，兼顧健

康與節能的樂活生活型態，也逐漸受到重視，生活環境中的氣候與空氣品質相關資

訊，以及環保能耗等資訊成為現代人生活中關注的訊息。因此本指標項目針對與資訊

相關之智慧型加值服務模式，包括即時訊息服務、可提供食衣住行等各項生活資訊及

線上購物之服務的數位生活服務平台、環境資訊顯示、能源資訊顯示以及儲物管理系

統等服務系統進行評估，提供使用者更輕鬆便利的生活環境。 

1. 即時訊息服務 

能夠提供即時的文字資訊或多媒體交流方式，或以語音或視訊、檔案傳送等互動

且無空間限制的訊息取得。亦或整合更多元的服務內容提供包含手機簡訊、IP 電話、

網路會議、以及應用程式共享、電子白板等遠端協作的服務模式。 

2. 數位生活服務平台 

近年來國人消費型態改變，網路上資訊的收集與消費行為已成為多數現代人的生

活模式，各行各業也透過網路的平台，推出各種生活服務模式。近年來智慧建築的大

樓管理業者，也應用數位化網路化的優勢，順應使用者的需求整合安全、健康、便利、

節能等社區重要議題提供數位生活服務平台，讓大樓的管理更精進，對使用者的服務

更上一層樓，使用者家中坐就能知天下事，還能對社區或大樓的狀況瞭如指掌。數位

生活服務平台包括可提供食衣住行等各項生活資訊及線上團購等服務，依使用者需求

也可以進行健康管理、在宅學習、旅遊預約等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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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資訊顯示 

顯示室內外環境資訊，透過公共顯示供使用者了解環境資訊，如溫度、濕度、二

氧化碳、噪音、照度、水質等影響環境品質之相關訊息，除可以顯示資訊外還需具備

監視和記錄的功能，當品質超過標準時可主動進行通報，或者透過邏輯控制系統設

備，以無線或有線的方式驅動系統設備的運作，使環境回復到良好的狀態，例如當室

內溫度高於室外溫度時，可驅動自動開窗納入外氣，或當外氣無法利用時可開啟空調

降低室內溫度。(圖 2-7-5) 

圖 2-7-5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智慧外層環境資訊顯示系統 

(資料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4. 能源資訊顯示 

氣候變遷和能源短缺造成節能意識的抬頭，越

來越多人重視能源的使用和節約，相較以往電費大

都是人力抄表，僅能在當月收到帳單時知道能源使

用狀況，無法有效的管理能源使用。因此能源使用

的即時顯示、紀錄更顯重要，此評估項目就是希望

能透過能源資訊的顯示，喚起使用者的節能意

識，進而達到節能的目的。(圖 2-7-6) 

5. 儲物管理系統 

將物品透過智慧化的系統管理，以輸入或感應

方式確認物品的位置，使用者可以迅速的查詢物品

儲藏的資訊，以進行有效率的收納管理。讓因長時

間收藏而被遺忘的物品，能再度被利用，對於儲藏

空間的物品管理，或是家中年長者的物品收納問題

有實質的助益。(圖 2-7-7) 

 

 

圖 2-7-7 廚房的儲物管理系統 

(資料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圖 2-7-6 建築物內能源資訊顯示系統

(資料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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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便利的生活服務系統主要是提供居住空間中的使用者輕鬆、便利、舒適的生

活服務，其評估項目可包含訪客的接待、查詢以及郵件收發管理等訪客服務系統，提

供遠端數位化電子化的圖書資訊學習等 e 化學習服務，協助料理、清潔、寵物照顧、

植栽澆灌、垃圾處理等減輕家務勞動的管家服務，或是提升健康、紓解壓力、變換情

境等紓壓服務，都可以稱之為貼心便利的生活服務。本指標的擬訂，希望透過鼓勵加

分，發掘並促進更多的智慧型創新加值服務，以提升生活品質，創造優質的智慧化居

住空間。因此除了評估項目所羅列的服務項目外，若有其他智慧型創新加值服務的內

容，都可以書面述明服務內容，提出申請。 

1. 訪客服務(如訪客查詢接待及管理服務、自動收發服務…等) 

提供訪客來訪的查詢接待，可對訪客進行樓層管制，或是透過互動式訪客系統，

連結受訪者的手機或所在位置之分機等，確保接待品質，增加安全性(圖 2-7-8)。若

受訪者不在時亦可透過影像留言，通知受訪者的手機或其它接收設備，並可記錄管理

訪客資料，提供來訪者高品質的接待服務。除此之外，智慧型的收發服務，無人在家

時可提供物流業者收發服務，並可作收發記錄或通知服務，以降低人力，節省成本。 

圖 2-7-8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訪客系統 

(資料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2. e 化學習服務(如電子圖書館、遠距教學系統…等) 

透過網路科技的運用，學習可以不受空間時間的限制，任何時候任何地點都可以

透過網路進行學習，使學習更方便且更有效率。『即時、影音、互動』成為網路科技

應用在教學上的特性和優勢，因此 e化的學習服務主要提供使用者一個隨處學、隨時

學、人人可學、更容易學的學習模式。 

3. 管家服務(如料理服務系統、清潔服務系統、植栽自動澆灌系統、寵物照顧系統、

智慧家電、垃圾自動處理系統、虛擬管家、設備異常自動通報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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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為追求更舒適的生

活，不斷的透過科技深化以提

供使用者更便利的生活。舉凡

料理、清掃、澆灌、寵物照顧、

垃圾處理、設備維修等家務勞

動，都希望能借助智慧化或自

動化科技的輔助而享有更輕鬆

更便利的生活品質。智慧生活

科技產業的興起正是為因應現

代人生活型態的改變，不斷研

發更安全、更便利、更健康以

及更環保的各種科技產品及服務模式。貼心便利的管家服務包含了智慧廚房服務系

統、清潔服務系統、植栽自動澆灌系統、寵物照顧系統等都可透過偵知而自動進行清

潔、澆灌、餵食等服務，植物有自動調節水量和灑水系統，出門不再擔心植物枯萎、

寵物餓死，智慧家電可以回報能源使用狀態或進行遠端控制操作，當設備出現異常也

能夠自動通報，或是立即的作回復或暫停運作，避免意外的發生。(圖 2-7-9) 

4. 娛樂服務(如影音娛樂視訊服務…等) 

隨著網路技術的寬頻化與光纖化，具有龐大資料量的影音資料，透過高速寬頻的

合法傳輸，讓使用者影音的享受不再有時間的限制，可隨時取得多樣化的影音娛樂服

務，例如音樂、電視、電影的隨選視訊、多方遊戲競賽以及雙向或多方的視訊享受等

娛樂服務。 

5. 紓壓服務(如個人化情境控制系統、香氛系統、情緒感知系統、運動管理系統…

等) 

現代人因大環境的不景氣加上工作壓力大，身心疲勞的狀況日益嚴重，智慧化的

居住空間應能提供使用者紓解壓力、振奮心情以及做好健康管理等服務，因此貼心便

利的生活服務中，紓壓服務成為不可或缺的評估項目。其內容包括可針對使用者之生

活作息、習慣與喜好設定各項設備的啟停模式(如晨間喚醒、背景音樂設定等)。可主

動感知使用者狀態，或是依據使用者需求提供可舒緩壓力或情緒的情境環境(如情緒

感知系統，可針對使用者之情緒變化，調整環境香氛、燈光模式、背景音樂、改變外

牆玻璃顯示景色等)。可提供健身或休閒設備並能管理使用者之健康資訊，或提供有

效之建議 (如智慧型的運動器材，可依使用者的屬性資料提供最佳運動模式建議

等) 。(圖 2-7-10、2-7-11) 

圖 2-7-9 智慧廚房料理服務系統以及植栽自動澆灌施

肥系統 

(資料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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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1 具燈光、影音調控的情境控制

系統，提供辦公空間紓壓服務 

(資料來源：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圖 2-7-10 健康管理與促進服務平台

(資料來源：(財)工研院服務科技中心)

 

 

 

 

6. 其他服務 

其他未含括於上述項目的生活服務以及可促使生活便利且符合人性需求的創新

服務模式，讓使用者享受更多元多樣的服務型態、使空間環境能獲得有效的品質提升

者，皆可以書面詳細敘述內容，提出申請。 

 

表 2-7-2 貼心便利指標評估項目與設計原則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設計原則 

 

 

 

 

 

 

 

 

 

 

一 

 

 

 

 

 

 

 

 

 

 

 

空間輔助

系統 

公共資訊顯示(如

跑馬燈、引導系

統、電子公告欄…

等) 

跑馬燈 是否設置跑馬燈顯示資訊。 

引導系統 是否設置空間引導系統。 

電子公告欄 

顯示動態或靜態訊息、宣導提示緊急

訊息或環境狀態資訊。 

可觸控感應圖示更換資訊，或感應使

用者類型主動變更公共資訊顯示內

容。 

輔助系統(如通用

設計、e化輔助、

無障礙輔助、行動

輔助…等) 

通用設計 是否使用通用設計手法作空間設計。

e化輔助 
是否使用 e 化輔助設施提升空間便利

性。 

無障礙輔助 是否提供無障礙空間輔助設施。 

行動輔助 是否提供行動輔助設施。 

語音提示服務(如

警示區域語音提

示、設施使用語音

提示、公共廣播服

務…等) 

警示區域語音

提示 

是否提供空間中警示區域語音提示服

務，提升空間移動的安全性。 

設施使用語音

提示 

是否提供設施設備操作使用的語音提

示引導，提升使用者便利性。 

公共廣播服務 

除作為平時與緊急廣播用外，同時可

以提供作為背景音樂播放之用。 

可以依區域別控制不同區域之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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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設計原則 

 

 

 

 

 

 

一 空間輔助

系統 

導覽服務(如行動

導覽、導覽機服

務…等) 

行動導覽 

導覽系統提供可攜式設備隨身操作、

以特定區感應或輸入方式提供資訊、

具定位或身分辨識、多國語言等功

能。或可以有線或無線的方式，將資

訊提供使用者存取於行動裝置、提供

互動式快速檢索相關資訊。 

導覽機服務 

於建築物之適當公共地點設置資訊站

導覽系統提供多國語言、資訊存取、

觸控式螢幕、RFID 或語音辨識功能等

操作功能。 

其他服務 
其他空間輔助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

務，申請者可自行詳列敘述。 

二 
資訊服務

系統 

即時訊息服務 

能夠提供即時的文字資訊或多媒體交

流方式，或以語音或視訊、檔案傳送

等互動且無空間限制的訊息取得。亦

或整合更多元的服務內容提供包含手

機簡訊、IP 電話、網路會議、以及應

用程式共享、電子白板等遠端協作的

服務模式。 

數位生活服務平台 
是否具有數位化生活服務平台，提供

使用者方便快速的生活資訊查詢。 

環境資訊顯示 

是否顯示並記錄相關環境資訊(如溫

度、濕度、二氧化碳、噪音、照度、

水質等相關環境資訊)。 

當品質超過標準時是否能夠自動通

報，或具邏輯的連動系統，使環境回

到良好的品質狀態。 

能源資訊顯示 
是否設置能源資訊顯示進行能源管

理，提供顯示、查詢能源使用狀態。

儲物管理系統 
是否透過智慧化的系統作有效的物品

管理，提供查詢物品儲藏資訊。 

其他服務 
其他資訊服務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

務，申請者可自行詳列敘述。 

 

 

 

三 

 

 

 

 

生活服務

系統 

 

 

訪客服務(如訪客

查詢接待及管理服

務、自動收發服

務…等) 

訪客查詢接待

及管理服務 

是否提供訪客查詢、接待、留言或留

影等服務，並可進行訪客樓層管制或

區域管制之管理。 

自動收發服務 
是否具無人在家時可提供物流業者收

發服務，並可作收發記錄或通知服務。



智慧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 2011 年版 

2-162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設計原則 

 

 

 

 

 

 

 

 

 

 

 

 

 

 

 

 

 

 

 

 

 

三 

 

 

 

 

 

 

 

 

 

 

 

 

 

 

 

 

 

 

 

 

 

生活服務

系統 

e化學習服務(如電

子圖書館、遠距教

學系統…等) 

電子圖書館、遠

距教學系統 

可隨時下載或閱覽、查詢各種 e 化刊

物、數位教材。 

可遠距隨時參與即時課程或教育訓練

等互動式的學習課程、並以數位影音

教材進行學習活動。 

管家服務(如料理

服務系統、清潔服

務系統、植栽自動

澆灌系統、寵物照

顧系統、智慧家

電、垃圾自動處理

系統、虛擬管家、

設備自動異常通

報…等) 

料理服務系統 

是否提供食譜查詢、影音料理教學、

食材物流查詢訂購等有效協助料理的

服務。 

清潔服務系統 
是否提供自動或定時的去除環境髒汙

的服務，有效的協助環境清潔。 

植栽自動澆灌

系統 
是否提供自動或定時的植物澆灌。 

寵物照顧系統 
是否提供自動或定時的寵物照護、餵

食、糞便清理。 

智慧家電 

是否提供友善的介面，並顯示能源使

用記錄。 

是否提供遠端控制操作並能回報操作

狀態，能與其他家電或系統進行整合。

垃圾自動處理

系統 

是否提供垃圾的自動分類或定時的收

集、儲藏及清運。 

虛擬管家 

是否能以簡易操作介面與使用者互

動，並執行設備的操控、提醒與管理

之服務。 

設備自動異常

通報 

是否能於設備異常時自動的通報，或

及時的修復或暫停運作，以避免災害

發生。 

娛樂服務(如影音

娛樂視訊服務…

等) 

影音娛樂視訊

服務 

是否提供影音娛樂服務，或提供視訊

服務，可同時讓兩方或多方人員都可

以影像、聲音、文字及圖形等方式溝

通。 

紓壓服務(如個人

化情境控制系統、

香氛系統、情緒感

知系統、運動管理

系統…等) 

個人化情境控

制系統 

是否有個人化的情境控制，配合使用

者行為進行設備的調控，如背景音

樂、情境燈光、空調香氛…等。 

香氛系統 

是否有環境香氛系統，提供使用者選

擇或搭配情境控制釋放可影響情緒的

香味。 

情緒感知系統 

是否可辨識使用者情緒之感知系統，

並進行空間情境之調整，讓使用者情

緒得以紓緩。 

運動管理系統 

是否有針對使用者需求作適當之運動

時程安排與提醒，可有效的記錄生理

資訊。 

其他服務 
其他相關的生活服務或創新服務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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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標評估項目之基準類別，初期為鼓勵建設規劃設計業者以及使用者導入貼心

便利的智慧化服務系統，全部指標基準以鼓勵性為原則，待智慧化科技更加落實於居

住生活空間，智慧建築逐步走向標準化之後，再依實際情形修正部分指標基準為必要

性項目。因此評估項目之擬訂保留較大之彈性，可由申請者提具相關系統設施之資

料，或服務表單等作為佐證，並詳細述明，以做為評定之參考。表 2-7-3 為各項評估

項目之評估基準與配分： 

表 2-7-3 貼心便利指標之評估基準表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一 
空間輔助

系統 

公共資訊顯

示 ( 如 跑 馬

燈、引導系

統、電子公告

欄…等) 

1. 可提供空間方向指引、活動引導及緊急避難引導。

2. 平時可呈現動態或靜態訊息、顯示環境狀態資訊，

緊急狀況時可顯示緊急訊息。 

輔助系統 

( 如 通 用 設

計、E 化輔

助、無障礙輔

助、行動輔

助…等) 

1. 以通用設計概念提供的空間環境設計。 

2. 具有數位化、電子化之空間環境輔助設施。 

3. 可提供無障礙之空間輔助(如無障礙通路、樓梯、昇

降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輪椅觀眾席位、停車

空間、無障礙標誌等…) 以利行動不便者在空間中

便利的移動。 

語音提示服

務(如警示區

域 語 音 提

示、設施使用

語音提示、公

共廣播服務

等) 

1. 建築物中警示區域可提供語音提醒服務，如動線上

遇障礙或高低差以及危險區域之提醒。 

2. 設施設備可提供語音操作提示引導，如電梯樓層提

醒等。 

導 覽 服 務 

( 如 行 動 導

覽、導覽機服

務…等) 

1. 可提供行動式導覽或定點導覽之資訊服務。 

2. 使用者可透過有線或無線方式取得數位引導內容。

3. 可互動式檢索相關資訊，獲得多樣化的適地性服務。

其他服務 
其他空間輔助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申請者可自行

詳列敘述。 

 

 

二 

 

 

 

 

 

資訊服務

系統 

 

 

即時訊息服

務 

1. 可提供立即的文字資訊或多媒體方式的交流。 

2. 可提供語音、視訊、檔案傳送等互動且無時空限制

的訊息取得。 

數位生活服

務平台 

1. 具有數位化生活服務平台，提供使用者方便快速的

生活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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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二 

 

 

 

 

資訊服務

系統 

環境資訊顯

示 

1. 公共區域具有顯示並記錄環境資訊之設施(如溫

度、濕度、二氧化碳、聲音、照度、水質等環境品

質相關資訊) 。 

2. 當環境資訊超過標準可主動通報，或依據邏輯控制

作系統連動。 

能源資訊顯

示 
1. 具備能源使用資訊顯示，並可紀錄能源使用情形。

儲物管理系

統 

1. 具有可迅速簡易查詢物品儲藏資訊的系統設施，以

進行有效率的收納管理。 

其他服務 
其他資訊服務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申請者可自行

詳列敘述。 

 

 

 

 

 

 

 

 

 

 

 

 

 

 

三 

 

 

 

 

 

 

 

 

 

 

 

 

 

 

 

 

 

 

 

 

 

 

 

 

 

 

 

 

 

 

生活服務

系統 

 

 

 

 

 

 

 

 

 

 

 

 

 

 

 

訪客服務 

(如訪客查詢

接待及管理

服務、自動收

發服務…等) 

1. 可提供訪客查詢、接待、留言或留影等服務。 

2. 可記錄訪客資訊並執行樓層管制。 

3. 無人在家時可提供物流業者自動收發服務，並可作

收發記錄或通知服務。 

學習服務 

(如電子圖書

館、遠端教學

系統…等) 

1. 具有利用數位工具，透過有線或無線網路，取得數

位教材，進行線上或離線學習活動之設施設備。 

管家服務 

(如料理服務

系統、清潔服

務系統、植栽

澆灌系統、寵

物 照 顧 系

統、智慧家

電、垃圾自動

處理系統、虛

擬管家、e 化

繳費服務、配

膳服務、設備

自動異常通

報等) 

具備下列功能之相關系統設施： 

1.可有效協助料理事務，如提供即時料理食譜查詢、影

音料理教學、食材物流查詢和訂購。 

2.可有效協助清潔事務，如自動或定時進行環境清潔，

有效去除環境髒汙。 

3.可偵知環境和植栽土壤狀態，進行自動澆灌，或是定

時澆灌維護。 

4.可提供寵物自動或定時的餵養和糞便清潔。 

5.符合人性化的操作，且能夠容易的與其他相關的設備

整合，並可方便的查詢能源使用記錄。 

6.可做垃圾分類，並自動定時集收清運。 

7.結合資訊平台、安全監控、使用者習慣以及時程進行

適宜之管理、提醒與服務，且介面可簡易操作，並可

快速與使用者互動。 

8.當異常發生時可自動通報管理者，進行設備的維護和

修繕，或立即進行修復或暫停運作，以避免災害的擴

大與發生。 

 

娛樂服務 

(如影音娛樂

視訊服務…

等) 

1.可於公共區域提供具有多樣性的娛樂服務，如影音的

隨選視訊、多方遊戲競賽以及視訊享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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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三 

 

 

 

 

生活服務

系統 

紓壓服務 

(如個人化情

境控制系

統、香氛系

統、情緒感知

系統、運動管

理系統…等) 

具有下列功能之系統設施： 

1.可針對使用者之生活作息、習慣與喜好設定各項設備

啟動情形與模式。 

2.可主動感知使用者狀態，或是依據使用者需求提供可

舒緩壓力或情緒的情境環境。如情緒感知系統，可針

對使用者之情緒變化，調整環境香氛、燈光模式、背

景音樂、改變外牆玻璃顯示景色等。 

3.提供健身或休閒設備並能管理使用者之健康資訊，或

提供有效之建議。 

其他服務 
其他生活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申請者可自行詳列

敘述。 

 

「貼心便利指標」為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解說與評估手冊新設立之指標，評估項

目係依貼心便利的性質內容細分為若干分項，各分項依評估基準予以配分；因本指標

為新設立指標且為鼓勵建設規劃設計業者以及使用者導入貼心便利的智慧化服務系

統，全部指標基準以鼓勵性為原則，待智慧化科技更加落實於居住生活空間，智慧建

築逐步走向標準化之後，再依實際情行修正部分指標基準為必要性項目。因此評估項

目之擬訂保留較大之彈性，可由申請者提具相關系統設施之資料，或服務表單等作為

佐證，並詳細述明，以做為評定之參考。其計分方式，採指標總分[合計總分×標準化

加權]達到 60 分以上，即可視為通過智慧化貼心便利指標；除申請候選證書以送審之

計畫書做為審查評估依據外，申請智慧建築標章必需具備完整的紀錄資料作為審查依

據。指標基準之達成，依達成智慧化程度，分為卓越智慧化、優質智慧化以及智慧化，

區分之基準係依評估項目達成數加總後界定，其設定準則與配分，如表 2-7-5 貼心便

利指標基準配分表所示，基本合格標準，依總分區分為 60~69 分屬一般智慧化，70~79

分為優質智慧化，80~100 分則是卓越智慧化。本指標因為新設立之鼓勵性指標，因

此評估基準僅具鼓勵性而無基本性與必要性項目，各評估項目之配分原則，以該評估

項目所包含之子系統數量作為配分多寡之依據，如表 2-7-4。由於不同使用類別之智

慧建築在各項貼心便利的服務需求不盡相同，因此本指標依實際需求面於不同建築類

別，考量個別指標項目作不同之評估要求或權重分配。下表 2-7-5 為「貼心便利」評

估項目分項指標之智慧化評分標準，以供智慧建築設計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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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4 貼心便利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空 間 輔 助

系統 

公共資訊顯示

(如跑馬燈、引

導系統、電子

公告欄…等) 

(鼓勵性) 

1. 可提供空間方向指

引、活動引導及緊急避

難引導。 

2. 平時可呈現動態或靜

態訊息、顯示環境狀態

資訊，緊急狀況時可顯

示緊急訊息。 

8 

8 分：設置公共資訊顯

示並有效管理設備與

多樣化的訊息整合即

時更新者即可得分 

4 分：經查核確實裝設

裝置即可得分 

輔助系統 

( 如 通 用 設

計 、 E 化 輔

助、無障礙輔

助 、 行 動 輔

助…等) 

(鼓勵性) 

1. 以通用設計概念提供

的空間環境設計。 

2. 具有數位化、電子化之

空間環境輔助設施。

3. 可提供無障礙之空間

輔助(如無障礙通路、

樓梯、昇降設備、廁所

盥洗室、浴室、輪椅觀

眾席位、停車空間、無

障礙標誌等…) 以利

行動不便者在空間中

便利的移動。 

8 

8 分：在設計時期以通

用設計概念設計空間

環境，經查核確實者即

可得分 

6 分：於特殊需求空間

以數位化、電子化空間

輔助設施，經查核確實

裝設及可得分。 

4 分：於需求空間設置

無障礙空間輔助，經查

核確實裝設及可得分。

語音提示服務

(如警示區域

語音提示、設

施使用語音提

示、公共廣播

服務等) 

(鼓勵性) 

1. 建築物中警示區域可

提供語音提醒服務，如

動線上遇障礙或高低

差以及危險區域之提

醒。 

2. 設施設備可提供語音

操作提示引導，如電梯

樓層提醒等。 

8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

即可得分。 

導覽服務 (如

行動導覽、導

覽 機 服 務 …

等) 

(鼓勵性) 

1. 可提供行動式導覽或

定點導覽之資訊服務。

2. 使用者可透過有線或

無線方式取得數位引

導內容。 

3. 可互動式檢索相關資

訊，獲得多樣化的適地

性服務。 

8 

8 分：經查證確實裝設

行動式無線並主動提

供資訊服務者即可得

分 

6 分：可互動式檢索相

關資訊即可得分。 

4 分：經查核確實裝設

定點導覽即可得分 

其他服務 

(鼓勵性) 

其他空間輔助相關之智慧

創新加值服務，申請者可

自行詳列敘述。 

2 

詳列敘述其他相關創

新加值服務，經查核確

實裝設裝置即可得分 

 

二 

 

 

 

資 訊 服 務

系統 

 

 

即時訊息服務 

(鼓勵性) 

 

 

1. 可提供立即的文字資

訊或多媒體方式的交

流。 

6
 

6 分：設置語音、視訊、

檔案傳送等雙向即時

互動且無時空限制的

訊息取得者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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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二 

 

 

 

 

 

 

 

 

 

 

 

 

資 訊 服 務

系統 

 

即時訊息服務

(鼓勵性) 

2. 可提供語音、視訊、檔

案傳送等互動且無時

空限制的訊息取得。
6 

4分：設置即時訊息(文

字或多媒體)交流者即

可得分 

數位生活服務

平台 

(鼓勵性) 

1. 具有數位化生活服務

平台，提供使用者方便

快速的生活資訊查詢。
6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

即可得分 

環境資訊顯示

(鼓勵性) 

1. 公共區域具有顯示並

記錄環境資訊之設施

(如溫度、濕度、二氧

化碳、聲音、照度、水

質等環境品質相關資

訊) 。 

2. 當環境資訊超過標準

可主動通報，或依據邏

輯控制作系統連動。

8 

8 分:設置相關設備並

將多項的環境資訊經

分析後顯示並主動通

報管理者改善 

6 分：設置相關設備並

若有超過標準情況能

主動警示。 

4分: 設置相關設備並

有效紀錄相關資訊提

供查詢。 

能源資訊顯示

(鼓勵性) 

1. 具備能源使用資訊顯

示，並可紀錄能源使用

情形。 
8 

8分: 設置相關設備並

若有能源使用超標情

況能主動通報。 

6分: 設置相關設備並

有效紀錄相關資訊提

供查詢。 

儲物管理系統

(鼓勵性) 

1. 具有可迅速簡易查詢

物品儲藏資訊的系統

設施，以進行有效率的

收納管理。 

4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

即可得分 

其他服務 

(鼓勵性) 

其他資訊相關之智慧創新

加值服務，申請者可自行

詳列敘述。 
2 

詳列敘述其他相關創

新加值服務，經查核確

實裝設裝置即可得分 

 

 

 

 

 

 

 

 

三 

 

 

 

 

 

 

 

 

 

 

 

 

 

生 活 服 務

系統 

 

 

 

 

訪客服務 

(如訪客查詢

接待及管理服

務、自動收發

服務…等) 

  (鼓勵性) 

1. 可提供訪客查詢、接

待、留言或留影等服

務。 

2. 可記錄訪客資訊並執

行樓層管制。 

3. 無人在家時可提供物

流業者自動收發服

務，並可作收發記錄或

通知服務。 

6 

6分: 設置相關設備並

有效管理設備與使用

情形，並能主動通報。

4分: 設置相關設備並

有效管理設備與使用

情形，可紀錄相關資訊

提供查詢。 

學習服務 

(如電子圖書

館、遠端教學

系統…等) 

  (鼓勵性) 

1. 具有利用數位工具，透

過有線或無線網路，取

得數位教材，進行線上

或離線學習活動之設

施設備。 

4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

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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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三 

 

 

 

 

 

 

 

 

 

 

 

 

 

 

 

 

 

 

 

 

 

 

 

 

 

 

 

 

 

 

 

 

 

 

 

 

 

 

 

 

 

 

 

 

生 活 服 務

系統 

 

 

 

 

 

 

 

 

 

 

 

 

 

 

 

 

 

 

 

 

 

管家服務 

(如料理服務

系統、清潔服

務系統、植栽

澆灌系統、寵

物照顧系統、

智慧家電、垃

圾自動處理系

統、虛擬管

家、e化繳費

服務、配膳服

務、設備自動

異常通報等) 

  (鼓勵性) 

具備下列功能之相關系統

設施： 

1. 可有效協助料理事

務，如提供即時料理食

譜查詢、影音料理教

學、食材物流查詢和訂

購。 

2. 可有效協助清潔事

務，如自動或定時進行

環境清潔，有效去除環

境髒汙。 

3. 可偵知環境和植栽土

壤狀態，進行自動澆

灌，或是定時澆灌維

護。 

4. 可提供寵物自動或定

時的餵養和糞便清潔。

5. 符合人性化的操作，且

能夠容易的與其他相

關的設備整合，並可方

便的查詢能源使用記

錄。 

6. 可做垃圾分類，並自動

定時集收清運。 

7. 結合資訊平台、安全監

控、使用者習慣以及時

程進行適宜之管理、提

醒與服務，且介面可簡

易操作，並可快速與使

用者互動。 

8. 當異常發生時可自動

通報管理者，進行設備

的維護和修繕，或立即

進行修復或暫停運

作，以避免災害的擴大

與發生。 

8 

8 分: 設置 7項以上相

關設備並有效管理設

備與使用情形，經主動

感知、自動通報和提供

個人化服務。 

 

6 分: 設置 5項以上相

關設備並有效管理設

備與使用情形，相關設

備可經手動設定，並可

查詢相關資料。 

 

4 分: 設置 5項以上相

關設備經查核確實裝

設裝置即可得分 

娛樂服務 

(如影音娛樂

視 訊 服 務 …

等) 

  (鼓勵性) 

1.可於公共區域提供具有

多樣性的娛樂服務，如

影音的隨選視訊、多方

遊戲競賽以及視訊享

受等。 

4

 

 

經查核確實裝設裝置

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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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三 

 

 

 

 

 

 

 

 

生 活 服 務

系統 

 

 

紓壓服務 

(如個人化情

境控制系統、

香氛系統、情

緒感知系統、

運 動 管 理 系

統…等) 

  (鼓勵性) 

具有下列功能之系統設

施： 

1.可針對使用者之生活作

息、習慣與喜好設定各

項設備啟動情形與模

式。 

2.可主動感知使用者狀

態，或是依據使用者需

求提供可舒緩壓力或

情緒的情境環境。如情

緒感知系統，可針對使

用者之情緒變化，調整

環境香氛、燈光模式、

背景音樂、改變外牆玻

璃顯示景色等。 

3.提供健身或休閒設備並

能管理使用者之健康

資訊，或提供有效之建

議。 

8 

8分: 設置相關設備並

有效管理設備與使用

情形，經主動感知使用

者需求，提供相關個人

化服務，並針對使用者

狀態和異常主動回報。

 

6分: 設置相關設備並

有效管理設備與使用

情形，相關設備可經手

動設定，並可查詢相關

資料。 

 

4分: 經查核確實裝設

裝置即可得分 

其他服務 

(鼓勵性) 

其他生活相關之智慧創新

加值服務，申請者可自行

詳列敘述。 
2 

詳列敘述其他相關創

新加值服務，經查核確

實裝設裝置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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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一
 空

間
輔
助
系

統
 

公
共
資
訊
顯
示
(如

跑
馬
燈
、
引
導
系

統
、
電
子
公
告
欄
…

等
) 

1
.

可
提

供
空

間
方

向
指

引
、

活
動

引
導

及
緊

急
避

難
引
導
。
 

2
.

平
時

可
呈

現
動

態
或

靜
態

訊
息

、
顯

示
環

境
狀

態
資
訊
，
緊
急
狀
況
時
可
顯
示
緊
急
訊
息
。
 

鼓 勵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輔
助
系
統
 

(如
通
用
設
計
、
E
化

輔
助
、
無
障
礙
輔

助
、
行
動
輔
助
…
等
) 

1.
以
通
用
設
計
概
念
提
供
的
空
間
環
境
設
計
 

2.
具
有
數
位
化
、
電
子
化
之
空
間
環
境
輔
助
設
施

3
.

可
提

供
無

障
礙

之
空

間
輔

助
(
如

無
障

礙
通

路
、
樓

梯
、
昇

降
設

備
、
廁

所
盥

洗
室
、
浴

室
、

輪
椅

觀
眾

席
位

、
停

車
空

間
、

無
障

礙
標

誌

等
…

) 
以

利
行

動
不

便
者

在
空

間
中

便
利

的
移

動
。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語
音
提
示
服
務
(如

警
示
區
域
語
音
提

示
、
設
施
使
用
語
音

提
示
、
公
共
廣
播
服

務
等
) 

1
.

建
築

物
中

警
示

區
域

可
提

供
語

音
提

醒
服

務
，

如
動

線
上

遇
障

礙
或

高
低

差
以

及
危

險
區

域
之

提
醒
 

2
.

設
施

設
備

可
提

供
語

音
操

作
提

示
引

導
，

如
電

梯
樓
層
提
醒
等
。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導
覽
服
務
 

(如
行
動
導
覽
、
導
覽

機
服
務
…
等
) 

1
.

可
提

供
行

動
式

導
覽

或
定

點
導

覽
之

資
訊

服

務
。
 

2
.

使
用

者
可

透
過

有
線

或
無

線
方

式
取

得
數

位
引

導
內
容
。
 

3
.

可
互

動
式

檢
索

相
關

資
訊

，
獲

得
多

樣
化

的
適

地
性
服
務
。
 

8
8 

N
/A

N
/A

6
6

N
/A

N
/A

6
6

6
6

10
10

N
/A

 N
/A

 

其
他

服
務

 
其

他
空

間
輔

助
相

關
之

智
慧

創
新

加
值

服
務
，
申

請
者

可

自
行

詳
列

敘
述

。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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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二
 資

訊
服
務
系

統
 

即
時
訊
息
服
務
 

1
.

可
提

供
立

即
的

文
字

資
訊

或
多

媒
體

方
式

的
交

流
。
 

2
.

可
提

供
語

音
、

視
訊

、
檔

案
傳

送
等

互
動

且
無

時
空
限
制
的
訊
息
取
得
。
 

鼓 勵

6
6 

6
6

10
10

8
8

10
10

8
8

8
8

6 
6 

數
位
生
活
服
務
平
台
 
1
.

具
有

數
位

化
生

活
服

務
平

台
，

提
供

使
用

者
方

便
快
速
的
生
活
資
訊
查
詢
。
 

6
6 

10
10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環
境

資
訊

顯
示

 

1
.

公
共

區
域

具
有

顯
示

並
記

錄
環

境
資

訊
之

設
施

(
如

溫
度

、
濕

度
、

二
氧

化
碳

、
聲

音
、

照
度

、
水

質
等

環
境

品
質

相
關

資
訊

)
 

2
.

當
環

境
資

訊
超

過
標

準
可

主
動

通
報

，
或

依
據

邏
輯

控
制

作
系

統
連

動
。

 

8
8 

8
8

8
8

8
8

10
10

10
10

10
10

8 
8 

能
源

資
訊

顯
示

 
具

備
能

源
使

用
資

訊
顯

示
，

並
可

紀
錄

能
源

使
用

情
形

。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儲
物

管
理

系
統

 
具

有
可

迅
速

簡
易

查
詢

物
品

儲
藏

資
訊

的
系

統
設

施
，
以

進
行

有
效

率
的

收
納

管
理

。
 

4
4 

6
6

6
6

4
4

6
6

4
4

4
4

4 
4 

其
他

服
務

 
其

他
資

訊
服

務
相

關
之

智
慧

創
新

加
值

服
務
，
申

請
者

可

自
行

詳
列

敘
述

。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三
 

   

   生
活

服
務

系

統
 

  

訪
客

服
務

 

(
如

訪
客

查
詢

接
待

及

管
理

服
務

、
自

動
收

發

服
務

…
等

)
 

1
.

可
提

供
訪

客
查

詢
、

接
待

、
留

言
或

留
影

等
服

務
。

2
.

可
記

錄
訪

客
資

訊
並

執
行

樓
層

管
制

。
 

3
.

無
人

在
家

時
可

提
供

物
流

業
者

自
動

收
發

服
務

，
並

可
作

收
發

記
錄

或
通

知
服

務
。

 

6
6 

6
6

6
6

6
6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學
習

服
務

 

(
如

電
子

圖
書

館
、
遠
端

教
學

系
統

…
等

)
 

具
有

利
用

數
位

工
具
，
透

過
有

線
或

無
線

網
路
，
取

得
數

位
教

材
，

進
行

線
上

或
離

線
學

習
活

動
之

設
施

設
備

。
 

4
4 

4
4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10
10

N
/A

N
/A

N
/A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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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三
             生

活
服

務
系

統
 

管
家

服
務

 

(
如

料
理

服
務

系
統
、
清

潔
服

務
系

統
、

植
栽

澆

灌
系

統
、

寵
物

照
顧

系

統
、

智
慧

家
電

、
垃

圾

自
動

處
理

系
統

、
虛

擬

管
家
、
e
化

繳
費

服
務
、

配
膳

服
務

、
設

備
自

動

異
常

通
報

等
)
 

具
備

下
列

功
能

之
相

關
系

統
設

施
：

 

1
.
可

有
效

協
助

料
理

事
務

，
如

提
供

即
時

料
理

食
譜

查

詢
、

影
音

料
理

教
學

、
食

材
物

流
查

詢
和

訂
購

。
 

2
.
可

有
效

協
助

清
潔

事
務
，
如
自

動
或

定
時

進
行

環
境

清

潔
，

有
效

去
除

環
境

髒
汙

。
 

3
.
可

偵
知

環
境

和
植

栽
土

壤
狀

態
，
進

行
自

動
澆

灌
，
或

是
定

時
澆

灌
維

護
。

 

4
.
可

提
供

寵
物

自
動

或
定

時
的

餵
養

和
糞

便
清

潔
。

 

5
.
符

合
人

性
化

的
操

作
，
且

能
夠

容
易

的
與

其
他

相
關

的

設
備

整
合

，
並

可
方

便
的

查
詢

能
源

使
用

記
錄

。
 

6
.
可

做
垃

圾
分

類
，

並
自

動
定

時
集

收
清

運
。

 

7
.
結

合
資

訊
平

台
、
安
全

監
控
、
使

用
者

習
慣

以
及

時
程

進
行

適
宜

之
管

理
、
提

醒
與

服
務
，
且

介
面

可
簡

易
操

作
，

並
可

快
速

與
使

用
者

互
動

。
 

8
.
當

異
常

發
生

時
可

自
動

通
報

管
理

者
，
進

行
設

備
的

維

護
和

修
繕
，
或

立
即

進
行

修
復

或
暫

停
運

作
，
以

避
免

災
害

的
擴

大
與

發
生

。
 

鼓 勵

8
8 

8
8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N
/A

 

娛
樂

服
務

 

(
如

影
音
、
娛

樂
、
視

訊

服
務

…
等

)
 

1
可

於
公

共
區

域
提

供
具

有
多

樣
性

的
娛

樂
服

務
，

如
影

音
的

隨
選

視
訊

、
多

方
遊

戲
競

賽
以

及
視

訊
享

受
等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紓
壓

服
務

 

(
如

個
人

化
情

境
控

制

系
統

、
香

氛
系

統
、

情

緒
感

知
系

統
、

運
動

管

理
系

統
…

等
)
 

具
有

下
列

功
能

之
系

統
設

施
：

 

1
.
可

針
對

使
用

者
之

生
活

作
息
、
習

慣
與

喜
好

設
定

各
項

設
備

啟
動

情
形

與
模

式
。

 

2
.
可

主
動

感
知

使
用

者
狀

態
，
或

是
依

據
使

用
者

需
求

提

供
可

舒
緩

壓
力

或
情

緒
的

情
境

環
境
。
如

情
緒

感
知

系

統
，

可
針

對
使

用
者

之
情

緒
變

化
，

調
整

環
境

香
氛

、

燈
光

模
式
、
背
景

音
樂
、
改

變
外

牆
玻

璃
顯

示
景

色
等
。

3
.
提

供
健

身
或

休
閒

設
備

並
能

管
理

使
用

者
之

健
康

資

訊
，

或
提

供
有

效
之

建
議

。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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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基
準

 

基 準 類 別

辦
公

 

服
務

類
 

住
宿

類
衛

生
福

利

更
生

類

商
業

類

-
旅

館
商

業
類

休
閒

 

文
教

類

公
共

 

集
會

類
其

他
類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標 章
 

候 選
 

三
 生

活
服

務
系

統
 

其
他

服
務

 
其

他
生

活
相

關
之

智
慧

創
新

加
值

服
務
，
申

請
者

可
自

行

詳
列

敘
述

。
 

鼓 勵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類
別

配
分

 
10

0 
10

0 
98

98
92

92
82

82
88

88
94

94
88

88
74

 
74

 

合
計

總
分

 
10

0 
10

0 
98

98
92

92
82

82
88

88
94

94
88

88
74

 
74

 

標
準

化
加

權
 

1
1 

1.
02

1.
02

1.
09

1.
09

1.
22

1.
22

1.
14

1.
14

1.
06

1.
06

1.
14

1.
14

1.
35

 1
.3

5 

總
得

分
=
合

計
總

分
×
標

準
化

加
權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智

慧
化

等
級

 
□

 
1
0
0
-
8
0
分

／
卓

越
智

慧
化

 
 
 
 
□

 
7
9
~
7
0
 
分

／
優

質
智

慧
化

 
 
 
 
□

 
6
9
~
6
0
 
分

／
一

般
智

慧
化

 
 
 
 □

 
5
9
分

以
下

／
未

達
智

慧
化

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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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的智慧化精神為增加建築主動感知的能力、提供有效解決途徑和提供

有善的人機介面，依據這三點原則並結合此指標以人為本的理念，此指標設置的目的

預期達到下列效益： 

1. 達成貼心便利指標的目標和任務 

2. 鼓勵建設業者、建築師、使用者將貼心便利服務納為生活必需項目 

3. 推動智慧化創新加值服務，促成產業間的異業結盟，創造生活新價值。 

為加快審查速度並避免送審單位遺漏相關附件資料，送審單位應依照附表 2-7-6

所列送審資料，填具表 2-7-7「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送審 

表 2-7-6 指標送審資料建議表 

項次 送審資料 備註 

a 
相關計畫書、設備型錄、設備照片、圖說

與系統說明 
送審候選證書者免檢附設備照片 

b 系統情境控制說明 
對於系統設備之控制邏輯和情境設

計說明 

c 各系統整合架構圖 若各子系統有整合者，請檢具 

d 其他圖說資料 
凡有助於確認貼心便利指標各項評

估基準之書圖或證明文件 

e 
其他生活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之設計

說明相關資料 
相關證明文件與設計資料 

表 2-7-7 貼心便利指標送審資料自我檢核表 

建築物概要 

申請編號  建築物名稱  

一、評估「貼心便利指標」查核資料 

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圖

號或頁

次 

一 
空間輔

助系統 

公共資訊顯

示 ( 如 跑 馬

燈、引導系

統、電子公告

欄…等) 

1.可提供空間方向指引、活動引導及緊急

避難引導。 

2.平時可呈現動態或靜態訊息、顯示環境

狀態資訊，緊急狀況時可顯示緊急訊

息。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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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圖

號或頁

次 

一 
空間輔

助系統 

輔助系統(如

通用設計、e

化輔助、無障

礙輔助、行動

輔助…等) 

1.以通用設計概念提供的空間環境設計。 

2.具有數位化、電子化之空間環境輔助設

施。 

3.可提供無障礙之空間輔助(如無障礙通

路、樓梯、昇降設備、廁所盥洗室、

浴室、輪椅觀眾席位、停車空間、無

障礙標誌等…) 以利行動不便者在空

間中便利的移動。 

a、d  

語音提示服

務(如警示區

域 語 音 提

示、設施使用

語音提示、公

共 廣 播 服

務…等) 

1.建築物中警示區域可提供語音提醒服

務，如動線上遇障礙或高低差以及危

險區域之提醒。 

2.設施設備可提供語音操作提示引導，如

電梯樓層提醒等。 

a、c、d  

導覽服務(如

行動導覽、導

覽機服務…

等) 

1.可提供行動式導覽或定點導覽之資訊

服務。 

2.使用者可透過有線或無線方式取得數

位引導內容。 

3.可互動式檢索相關資訊，獲得多樣化的

適地性服務。 

a、c  

其他服務 
其他空間輔助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

務，申請者可自行詳列敘述。 
a、c  

二 
資訊服

務系統 

即時訊息服

務 

1.可提供立即的文字資訊或多媒體方式

的交流。 

2.可提供語音、視訊、檔案傳送等互動且

無時空限制的訊息取得。 

a、c  

數位生活服

務平台 

具有數位化生活服務平台，提供使用者

方便快速的生活資訊查詢。 
a、c  

環境資訊顯

示 

1.公共區域具有顯示並記錄環境資訊之

設施(如溫度、濕度、二氧化碳、聲音、

照度、水質等環境品質相關資訊) 

2.當環境資訊超過標準可主動通報，或依

據邏輯控制作系統連動。 

a、c  

能源資訊顯

示 

具備能源使用資訊顯示，並可紀錄能源

使用情形。 
a、c  

儲物管理系

統 

具有可迅速簡易查詢物品儲藏資訊的系

統設施，以進行有效率的收納管理。 
a、c  

其他服務 
其他資訊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申

請者可自行詳列敘述。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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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圖

號或頁

次 

三 
生活服

務系統 

訪客服務(如

訪客查詢接

待及管理服

務、自動收發

服務…等) 

1.可提供訪客查詢、接待、留言或留影等

服務。 

2.可記錄訪客資訊並執行樓層管制。 

3.無人在家時可提供物流業者自動收發

服務，並可作收發記錄或通知服務。

a、c  

e化學習服務

(如電子圖書

館、遠距教學

系統…等 

具有利用數位工具，透過有線或無線網

路，取得數位教材，進行線上或離線學

習活動之設施設備。 

a、c  

管家服務(如

料理服務系

統、清潔服務

系統、植栽自

動 澆 灌 系

統、寵物照顧

系統、智慧家

電、垃圾自動

處理系統、虛

擬管家、設備

自動異常通

報…等) 

具備下列功能之相關系統設施： 

1.可有效協助料理事務，如提供即時料理

食譜查詢、影音料理教學、食材物流

查詢和訂購。 

2.可有效協助清潔事務，如自動或定時進

行環境清潔，有效去除環境髒汙。 

3.可偵知環境和植栽土壤狀態，進行自動

澆灌，或是定時澆灌維護。 

4.可提供寵物自動或定時的餵養和糞便

清潔。 

5.符合人性化的操作，且能夠容易的與其

他相關的設備整合，並可方便的查詢

能源使用記錄。 

6.可做垃圾分類，並自動定時集收清運。

7.結合資訊平台、安全監控、使用者習慣

以及時程進行適宜之管理、提醒與服

務，且介面可簡易操作，並可快速與

使用者互動。 

8.當異常發生時可自動通報管理者，進行

設備的維護和修繕，或立即進行修復

或暫停運作，以避免災害的擴大與發

生。 

a、b、c  

娛樂服務(如

影音娛樂視

訊服務…等) 

可於公共區域提供具有多樣性的娛樂服

務，如影音的隨選視訊、多方遊戲競賽

以及視訊享受等。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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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料名稱 

對應圖

號或頁

次 

三 
生活服

務系統 

紓壓服務(如

個人化情境

控制系統、香

氛系統、情緒

感知系統、運

動 管 理 系

統…等) 

具有下列功能之系統設施： 

1.可針對使用者之生活作息、習慣與喜好

設定各項設備啟動情形與模式。 

2.可主動感知使用者狀態，或是依據使用

者需求提供可舒緩壓力或情緒的情境

環境。如情緒感知系統，可針對使用

者之情緒變化，調整環境香氛、燈光

模式、背景音樂、改變外牆玻璃顯示

景色等。 

3.提供健身或休閒設備並能管理使用者

之健康資訊，或提供有效之建議。 

a、b、c  

其他服務 
其他生活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申

請者可自行詳列敘述。 
a、c  

二、送審單位補充說明(符合相關指標/獎勵得分之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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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新發現誌，No.21，2009.12。 

3. 溫琇玲，「台灣智慧建築標章的評估機制與發展策略」，智慧建築標章推廣

研討會論文集，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2009。 

4. 台北市居住空間通用設計指南，http://housing.taipei.gov.tw 。 

5.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政部營建署，2008.12。 

6. 內政部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網站，http://www.living3.org.tw。 

 

溫琇玲、游璧菁、黃健瑋，「居住者生活行為與室內環境控制系統之互動研究」，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二十二屆第二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論文集，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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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十條定義，建築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電氣、煤氣、給水、排水、空氣

調節、昇降、消防、防空避難及污物處理等之設備。隨著科技的進步，現代建築裡所

應用的設備系統愈趨複雜，機能也愈強，相對地設備費用也高，許多建築物其建築設

備佔全部工程經費的比重超過了一半以上，而且這個比重隨著經濟發展有逐漸提高的

趨勢。

以往建築設備的發展，主要是提高建築的經濟性與便利性，但隨著社會的富裕，

對舒適性的要求逐漸增加。然而為了維持建築環境的舒適，建築設備消耗掉大量的能

源，在地球環境意識抬頭的今日，考慮各項節能之技術已漸成為建築設備重要的課題。

本指標以「節能效益」與「能源管理」等面向為評估內容，主要評估智慧型建築

物設備系統之節能效益，以各類建築物用電之空調、照明、動力設備等為主，評估空

調、照明、動力設備等設備系統是否採用高效率設備，是否具有空調、照明、動力設

備之節能技術，是否具有再生能源設備等，再配合評估是否具有能源監控管理功能。

台灣自產的能源比例極小，幾乎均仰賴自國外進口，而在電力的消耗方面，住

宅及商業建築的耗電量達總耗電量的 30%左右，是非工業用電中最多的部分。這些電

力的消耗以辦公大樓為例，以空調耗電量佔最多，約佔一半左右，其次照明耗電佔亦

是重要的一項，其餘包括電梯、污水泵、通風扇等其他耗電量。

學校建築設備節約能源技術，若落實電力、照明、空調、事務設備等方面節能

改善，平均約有 15-20 %之節能潛力。至於有關住宅之設備節能，依據 92 年能源統

計全國最終電力消費統計共 1,959.64 億度電，商業部門電力消費 208.55 億度電，約

佔全國消耗電力之 10.64%，住宅部門電力消費 391.47 億度電，約佔全國消耗電力之

19.98%，住宅與商業用電合計約佔全國 30.6%。由我國歷年之用電統計顯示住宅部門

用電持續以 4~5%的速度成長，因此依世界趨勢發展，我國之住宅用電將會因生活品

質漸次提高而再創新高。 

因此建築節能管理指標目的，在提昇智慧型建築設備使用效率，不但減少能源費

用支出，且因為二氧化碳減量而符合全球暖化之永續環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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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節能管理指標之評估意義 

本指標之內容主要鼓勵智慧型建築物之空調、照明、動力設備等設備系統具有能

源監控管理功能，空調、照明、動力設備採用高效率的設備以及各項節能技術，並鼓

勵設置再生能源設備。各評估項目之意義說明如表 2-8-1。 

 

表 2-8-1 節能管理指標評估項目及其意義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一 能源監視系統 能源監視之功能 
要求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具有之能源

監視功能。 

二 能源管理系統 能源管理之功能 
要求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具有能源監

控或需量用電管理功能。 

三 設備效率 採用高效率設備 

鼓勵採用高效率之冰水主機或冷氣機等空

調設備，以達節能效益。 

鼓勵採用高效率之螢光燈管或燈具等照明

設備，以達節能效益。 

鼓勵採用高效率之泵等電氣設備，以達節

能效益。 

四 節能技術 

智慧外層節能措施 
具有可適應環境、降低室內耗能而可以自

動調整之遮陽或窗戶等。 

空調設備節能措施 

鼓勵設置主機運轉台數控制、全熱交換

器、變冷媒量、熱回收等各項節能措施，

以增進節能效益。 

照明設備節能措施 
鼓勵採用晝光利用、初期照度調整、作業

面照明等各項節能措施，以增進節能效益。 

動力設備節能措施 
鼓勵採用有諧波管理之變頻功能、最適契

約容量等各項節能措施，以增進節能效益。 

五 再生能源設備 再生能源設備之功能 
鼓勵採用產生電力或熱能等替代能源之設

備，以達節能減碳效益。 

第四節 節能管理指標之評估基準 

節能管理指標由表 2-8-2 求得空調、照明、動力設備等設備系統具有能源監控功

能，空調、照明、動力設備採用高效率的設備以及各項節能技術，並鼓勵設置再生能

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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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2 節能管理指標評估基準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一 能源監視系統 能源監視之功能 
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視

功能。 

二 能源管理系統 能源管理之功能 
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控

或需量用電管理功能。 

三 設備效率 採用高效率設備 

冰水主機或冷氣機等空調設備符合能源局

之標準或具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 

螢光燈管或燈具等照明設備符合能源局之

標準或具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 

泵、電梯等動力設備具有高效率設備的說

明資料。 

四 節能技術 

智慧外層節能措施 

具有可適應環境、降低室內耗能而可以自

動調整之遮陽或窗戶等。(各項節能措施最

高得 4 分)。 

空調設備節能措施 

設置主機運轉台數控制、全熱交換器、變

冷媒量、熱回收等(各項節能措施最高得 4

分)。 

照明設備節能措施 
採用晝光利用、初期照度調整、作業面照

明等(各項節能措施最高得 4 分)。 

動力設備節能措施 
採用有諧波管理之變頻功能、最適契約容

量等(各項節能措施最高得 4 分)。 

五 再生能源設備 再生能源設備之功能 
產生電力或熱能等替代能源(各項功能最

高得 4 分)。 

第五節 如何達到智慧化基準 

智慧建築標章的「節能管理指標」，評估項目係依節能管理指標的性質內容分為

五個指標項目，各項目依評估基準予以配分，表 2-8-3 節能管理指標基準評分原則，

供作為設計節能管理之智慧建築參考。表 2-8-4 為節能管理指標基準配分表，評估基

準類別分為基本性、必要性及鼓勵性三類，基本性基準必需全部獲得該項最高配分，

任一項必要性基準不得為 0 分。正式智慧建築標章與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評估總分為

100 分，得分達到 60 分以上，即通過節能管理指標。申請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以各項

設備計畫書為評估依據採形式審查外，申請智慧建築標章除了提供規劃時之設備計畫

書外，尚需彙整建置完成的設備系統資料作為審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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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3 節能管理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配分 配分原則 

一 
能源監視

系統 

能源監視

之功能 

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

備之能源監視功能(基本性) 
10 

能源監視功能齊全，提出相關資料

經審查通過得 10 分。 

二 
能源管理

系統 

能源管理

之功能 

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

備之能源監控或需量用電管

理功能 

(必要性) 

20 

能源監控與管理功能齊全，提出相

關資料經審查通過得 20 分。 

能源監控與管理功能中等，提出相

關資料經審查通過得 10 分。 

能源監控與管理功能低，提出相關

資料經審查通過得 5 分。 

三 設備效率 
採用高效

率設備 

冰水主機或冷氣機等空調設

備符合能源局之標準或具有

各國節能標章認證(鼓勵性) 

8 

採用率 100%，提出相關資料經審

查通過得 8 分。 

採用率中等，提出相關資料經審查

通過得 4 分。 

採用率低，提出相關資料經審查通

過得 2 分。 

螢光燈管或燈具等照明設備

符合經濟部能源局之標準或

具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鼓勵

性) 

6 

採用率 100%，提出相關資料經審

查通過得 6 分。 

採用率中等，提出相關資料經審查

通過得 3 分。 

泵、電梯等動力設備具有高效

率設備的說明資料(鼓勵性) 
4 

採用率 100%，提出相關資料經審

查通過得 4 分。 

採用率中等，提出相關資料經審查

通過得 2 分。 

四 節能技術 

智慧外層

節能措施 

具有可適應環境、降低室內耗

能而可以自動調整之遮陽或

窗戶等(鼓勵性) 

8 

裝置功能優良，提出相關資料經審

查通過得 8 分。 

裝置功能佳，提出相關資料經審查

通過得 6 分。 

裝置功能尚佳，提出相關資料經審

查通過得 4 分。 

空調設備

節能措施 

設置主機運轉台數控制、全熱

交換器、變冷媒量、熱回收等

(鼓勵性) 

16 

採用率高，提出相關資料經審查通

過得 4 分。 

採用率中等，提出相關資料經審查

通過得 2 分。 照明設備

節能措施 

採用晝光利用、初期照度調

整、作業面照明等(鼓勵性) 
12 

動力設備

節能措施 

採用有諧波管理之變頻功

能、最適契約容量等(鼓勵性) 
8 

五 
再生能源

設備 

再生能源

設備之功

能 

產生電力或熱能等替代能源

(鼓勵性) 
8 

裝置功能與效益佳，提出相關資料

經審查通過得 4 分。 

裝置功能與效益尚佳，提出相關資

料經審查通過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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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源監視系統 

本指標對建築設備要求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至少有一種設備具有能

源監視功能，以符合智慧建築設備監視之目標，因此列為基本性項目。具有空調、

照明、動力等相關設備之任何一項監視功能，提出設備計畫書，再經由委員會審查

認定，本項得 10 分。 

二、 能源管理系統 

本指標對建築設備要求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控或需量用電

管理功能，其中任何一項能源監控管理功能，因此列為必要性項目。提出設備計畫

書，再經由委員會審查認定，本項得 20 分。 

三、 設備效率 

空調設備部分鼓勵冰水主機或冷氣機等空調設備，具有符合能源局之標準或具

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本項最高得 8 分。照明設備部分鼓勵螢光燈管或燈具等照明

設備，具有符合能源局之標準或具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本項最高得 6 分。動力設

備部分鼓勵泵等電氣設備，具有高效率設備的說明資料，本項最高得 4 分。提出設

置設備規格與相關認證等資料，再經由委員會審查認定，總計本項目可得 18 分。 

四、 節能技術 

智慧外層節能措施，係指建築物外牆設置具有可適應環境自動調整之遮陽或窗

戶等，達到降低室內耗能之功能，提出設置系統計畫且內容完整，再經由委員會審

查認定最高可得 4 分，每項可得 4 分，本項最高得 8 分。 

 其他節能措施包括主機台數控制、儲冰空調系統、吸收式冷凍機器、設置變冷

媒量系統、全熱交換器、外氣冷房等系統、空調與風扇並用系統等空調節能設計，

提出設置系統計畫且內容完整，再經由委員會審查認定，每項最高可得 4 分，本項

最高得 16 分。 

 照明其他節能措施包括照明採用電子之安定器、高效率燈具、晝光利用等，提

出設置系統計畫且內容完整，再經由委員會審查認定，每項最高可得 4 分，本項最

高得 12 分。 

鼓勵動力相關設備之其他節能措施，電梯設備採用有諧波管理之變頻器控制電

梯運轉等，提出設置系統計畫且內容完整，再經由委員會審查認定，每項最高得 4

分，本項最高得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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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再生能源設備 

本指標鼓勵建築物利用太陽能、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等有助於降低用電，計畫

書說明設備內容完整，再經由委員會審查認定，採用太陽能設備、風力發電設備最

高各得 4 分，本項最高得 8 分 

第六節 節能管理指標設置效益及審查資料 

本指標設置之效益主要在於節約能源，若節能管理指標得分大於基準值且得分

越高者，將可節約大樓運轉之電費支出。各項設備系統之節能效益評估如下，建築設

備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控管理功能，一般大約省電 15~25%左右。

以空調設備而言，符合能源會標準之冰水主機比低效率之冰水主機約可節約 20﹪-30

﹪之空調用電，設置儲冰空調系統可以減少尖峰用電、減少主機容量、空調設備維修

不影響空調運轉，並且因為離峰之電價優惠而減少空調用電支出，吸收式冰水機的耗

電量約為傳統冰水機的 3~5％，變冷媒量系統比一般空調系統大約省電 30%左右，外

氣冷房系統較機械式空調系統減少 70﹪用電，至於空調風扇並用系統約可節約空調

用電 15﹪。。。。以照明設備而言，採用之燈具為附電子安定器者較傳統安定器者約可節

約 20﹪之照明用電，採用高效率燈具比一般普通燈具可節約 25﹪~30﹪之照明用電，

至於採用照明自動控制可節約 10~25﹪之照明用電。由以上之說明，可知節能管理指

標有助於節能，因此採用之項目越多得分越高，其節能之效益將非常大。 

表 2-8-5 節能管理指標送審資料建議表 

項次 送審資料 備註 

a 建築物平面圖 含各層樓地板面積計算與總樓地板面積 

b 建築物立面及剖面圖 含建築外層智慧化機構之書圖說明 

c 監控設備系統圖與性能說明 含設備容量與規格 

d 空調設備系統圖與性能說明 含設備容量與規格 

e 照明設備系統圖與性能說明 含設備容量與規格 

f 動力設備系統圖與性能說明 含設備容量與規格 

g 再生能源設備系統圖與性能說明 含設備容量與規格 

h 其他圖說資料 
有助於確認節能管理指標各項評估基準

之書圖或證明文件 

為加快審查速度並避免送審單位遺漏相關附件資料，送審單位應依照附表2-8-5

所列送審資料，填具附表2-8-6「送審資料自我檢核表」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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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6 節能管理指標送審資料自我檢核表 

建築物概要 

申請編號  建築物名稱  

一、評估「綜合佈線指標」查核資料 

項

次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基準 

送審資

料名稱 

對應

圖說

或頁

次 

一 
能源監視

系統 

能源監視之

功能 

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

視功能 
c 

 

二 
能源管理

系統 

能源管理之

功能 

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

控或需量用電管理功能 
c 

 

三 設備效率 
採用高效率

設備 

冰水主機或冷氣機等空調設備符合能源

局之標準或具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 
d 

 

螢光燈管或燈具等照明設備符合能源局

之標準或具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 
e 

 

泵、電梯等動力設備具有高效率設備的

說明資料 
f 

 

四 節能技術 

智慧外層節

能措施 

具有可適應環境、降低室內耗能而可以

自動調整之遮陽或窗戶等(各項節能措

施最高得 4 分) 

b 

 

空調設備節

能措施 

設置主機運轉台數控制、全熱交換器、

變冷媒量、熱回收等(各項節能措施最高

得 4 分) 

d 

 

照明設備節

能措施 

採用晝光利用、初期照度調整、作業面

照明等(各項節能措施最高得 4 分) 
e 

 

動力設備節

能措施 

採用有諧波管理之變頻功能、最適契約

容量等(各項節能措施最高得 4 分) 
f 

 

五 
再生能源

設備 

再生能源設

備之功能 

產生電力或熱能等替代能源(各項功能

最高得 4 分) 
g 

 

二、送審單位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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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申請書及建築物相關資料表

附-1

申請類別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一、建築物基本資料

建築物名稱

建築物類別
□辦公服務類 □住宿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商業類-旅館

□商業類 □休閒文教類 □公共集會類 □其它類

申請人姓名

基地位址

二、基地概要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法定建蔽率 實際建蔽率

三、申請項目與評估結果

申請項目 指標名稱
基本性基準

是否通過

合格

基準
得 分 智慧化等級

□
基

礎

設

施

綜合佈線

□是

□否

□ 資訊通信

□ 系統整合

□ 設施管理

□
功

能

選

項

安全防災

□ 健康舒適

□ 貼心便利

□ 節能管理

四、聲明

（一）如有擅自使用或仿冒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者，本中心除公告該

冒用者及建築物名稱外，並得依法向行為人請求民事損害及追究刑事責任。

（二）申請人獲得標章或候選證書，除因不可抗拒之因素外，否則應按候選證書所

表彰之符合指標項目確實執行，如有廣告不實，應由申請人自負相關法律責

任。

五、申請人簽章 六、評估結果（本項申請者免填）

合格

不合格



附件一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申請書及建築物相關資料表

附-2

建築物名稱： 備註

起造人： 「建造執照」、「建造執照第○

次變更設計」核發日期：

竣工日：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類別：

建築師 備註

構造

空調設備

電氣設備

弱電設備

給排水設備

昇降機設備

消防設備

建築工程 備註

構造工程

空調設備工程

電氣設備工程

弱電設備工程

給排水設備工程

昇降機設備工程

消防設備工程

基地面積 ㎡

樓層數及構造方式：

地上 層 造

地下 層 造

備註

建築面積 ㎡

外牆材料：

南北向

東西向

總樓地板面積 ㎡ 設備層： 層 ╱ 層

總樓地板面積(不含停車空間)      ㎡
建築物高度 ｍ

模矩尺寸： ｍ ×      ｍ
標準層的高度 ｍ

建築物用途： 主要用途：



附件一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申請書及建築物相關資料表

附-3

管理模式：□業主自行管理 □委外管理

停車數量 輛

停車型式：□坡道式 □機械式 □坡道及機械式

電氣設備

空調設備 備註

照明設備

給排水設備

熱源設備

昇降機設備

弱電設備

消防設備

中央監控設備

一、智慧化規劃設計目標： 備註

二、設置主體：

三、內容概要：

1、綜合佈線 備註

2、資訊通信

3、系統整合

4、設施管理

5、安全防災

6、健康舒適

7、貼心便利

8、節能管理



附件一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申請書及建築物相關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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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書及建築物相關資料表

附-5

申請類別 □智慧建築標章

一、建築物基本資料

建築物名稱

建築物類別
□辦公服務類 □住宿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商業類-旅館

□商業類 □休閒文教類 □公共集會類 □其它類

申請人姓名

基地位址

二、基地概要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法定建蔽率 實際建蔽率

三、申請項目與評估結果

申請項目 指標名稱
基本性基準

是否通過

合格

基準
得 分 智慧化等級

□
基

礎

設

施

綜合佈線

□是

□否

□ 資訊通信

□ 系統整合

□ 設施管理

□
功

能

選

項

安全防災

□ 健康舒適

□ 貼心便利

□ 節能管理

四、聲明

（一）如有擅自使用或仿冒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者，本中心除公告該

冒用者及建築物名稱外，並得依法向行為人請求民事損害及追究刑事責任。

（二）申請人獲得標章或候選證書，除因不可抗拒之因素外，否則應按候選證書所

表彰之符合指標項目確實執行，如有廣告不實，應由申請人自負相關法律責

任。

五、申請人簽章 六、評估結果（本項申請者免填）

合格

不合格



附件二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書及建築物相關資料表

附-6

建築物名稱： 備註

起造人： 「使用執照」核發日期：

竣工日：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類別：

建築師 備註

構造

空調設備

電氣設備

弱電設備

給排水設備

昇降機設備

消防設備

建築工程 備註

構造工程

空調設備工程

電氣設備工程

弱電設備工程

給排水設備工程

昇降機設備工程

消防設備工程

基地面積 ㎡

樓層數及構造方式：

地上 層 造

地下 層 造

備註

建築面積 ㎡

外牆材料：

南北向

東西向

總樓地板面積 ㎡ 設備層： 層 ╱ 層

總樓地板面積(不含停車空間)      ㎡
建築物高度 ｍ

模矩尺寸： ｍ ×      ｍ
標準層的高度 ｍ

建築物用途： 主要用途：



附件二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書及建築物相關資料表

附-7

管理模式：□業主自行管理 □委外管理

停車數量 輛

停車型式：□坡道式 □機械式 □坡道及機械式

電氣設備 備註

空調設備

照明設備

給排水設備

熱源設備

昇降機設備

弱電設備

消防設備

中央監控設備

一、智慧化規劃設計目標： 備註

二、設置主體：

三、內容概要：

1、綜合佈線 備註

2、資訊通信

3、系統整合

4、設施管理

5、安全防災

6、健康舒適

7、貼心便利

8、節能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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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基本性基準檢核表 

附-9 

 

基本性基準檢核表 

申請編號  建築物名稱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是否

符合分項 子項 

佈線系統規

劃設計 

規劃設計計畫書：佈

線規劃設計之系統

化功能與成效 

系 統 架 構 與 設 計

書：佈線設計須具備

系統化之功能與成

效 

系統概述、網路架構圖、垂直幹管

昇位圖、主幹(垂直)配纜昇位圖、

水平配線/配管圖、佈線設備設計

清單等 

 

佈線各子系統設計

之完整性 

各子系統之「配置空

間」與「數量」至少

符 合 法 定 規 範

(EL-3600)或相關領

域公認標準之建議

值 

引進管管徑及數量  

電信室/設備室面積(或總箱)之配

置 
 

主幹、水平配線系統管徑及數量

(或管道間及線槽大小數量) 
 

配線箱空間與配置數量  
工作區(或宅內配線系統)配置與

數量  
 

佈線系統可

支援之服務 
作為資、通信等系統

/服務之配線系統 
電信服務 須作為傳統語音服務與 xDSL 接

取服務之傳輸媒介 
 

資訊、數據服務 須作為寬頻接取服務之傳輸媒介  

佈線系統等

級與整合度 

依循共通標準化程

度 
資、通信配線系統

（OA & CA) 

資、通信配線主要依據

TIA-568-B(或 568-C)或 ISO 11801
之基準進行設計 

 

配線器材暨配線系

統選用之等級 

配線器材等級之選

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議

之等級基準。 

依據 TIA 標準，須符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 之評量規範；若

依 ISO/IEC 標準，則須符合其所

規範之 Cat 5 或 Cat 6 或 Cat 7 之

評量基準 

 

配線系統等級之選

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議

之等級基準。 

依據 TIA 標準，須符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 之評量規範；若

依 ISO/IEC 標準，則須符合其所

規範之Class D 或 E 或 F之評量

基準 

 

整合度 各佈線系統具備未

來擴充整合性 

系統獨立建置但符合未來整合性

(如預留可供互連之管道、空間、

連接埠等） 

 

廣域網路之接取 設置寬頻電路接取廣域網路  

數位式(含 IP)電話交換 
具有公眾電話網路連線通話功能，且具備對內及對外之

連接介面(本項基準於住宅類建築物中屬於「必要性基

準」) 

 

區域網路 適量配置資訊及電話插座，同時預留適當的擴充容量  



附件三  基本性基準檢核表 

附-10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是否

符合 分項 子項 

公共廣播 
除作為平時與緊急廣播用外，同時可以提供作為背景音

樂播放之用 

 

系統整合之方式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書提出(含系統架構圖)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被監控整合之接點介面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的專屬之通訊接口與

通訊協定資料 

 

中央監控室或管理室或專有處所

之設置 
設置提供監控主機操作之集中處所 

 

整合的安全機制 各子系統與整合技術資料的保存  

使用管理 
資產管理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理規範、管理規約  

效能管理 設施管理的整合作業系統  

建築設備維

護 

組織管理 管理組織型態與編制  

維運管理 
訂定年度設備管理維護計畫(含預算)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管理維護規範  

防火系統 

偵知通報與顯示性能 

設置防災中心或中央監控室  

設置可自動探測各種火災徵兆之設備及自動確認火災

警報之正確性並通報 

 

避難引導與緊急救援 
火災發生後能自動並即時有效引導人員避難(緊急廣播

內容能符合安裝場所使用特徵與災害境況) 

 

防盜系統 

侷限與排除性能 
設置停車管理設備 

(系統具有汽車停車場出入口柵欄門自動控制功能) 

 

偵知通報與顯示性能 

設置防盜自動警報設備 (裝設磁磺式、熱感應式或微波

等各種類型之防盜警報設備) 

 

設置人車自動監視設備 (對主要公共活動場所、通道以

及重要區域能進行有效監視並錄影記錄) 

 

緊急求救系

統 
避難引導與緊急救援 

昇降機、直通樓梯等處設置緊急求救按鈕或可對外聯繫

之緊急電話(設置緊急按鈕，或將對講設備兼用緊急求

救裝置) 

 

溫熱環境指

標 
舒適環境偵測系統 

室內溫度偵測 溫度偵測裝置 

 

室內濕度偵測 濕度偵測裝置 
 

能源監視系

統 
能源監視之功能 具有空調或動力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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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評估表範例 

附-11 

一、綜合佈線指標自我評估表 

申請編號 CIB 建築物名稱 案例一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分項 子項 

一 佈線系統 
規劃設計 

規劃設計

計畫書：佈

線規劃設

計之系統

化功能與

成效 

系統架構與設計

書：佈線設計須具

備系統化之功能與

成效 

系統概述、網路架構圖、垂直幹管昇位

圖、主幹(垂直)配纜昇位圖、水平配線/
配管圖、佈線設備設計清單等 

基

本 
5 5 5

系統規劃書：佈線

之規劃須具備系統

化之功能與成效 

系統需求書、佈線設備及空間配置之審

查與檢測計畫書等  
必

要 4 3 3

佈線各子

系統設計

之完整性 

各子系統之「配置

空間」與「數量」

至少符合法定規範

(EL-3600)或相關

領域公認標準之建

議值 

引進管管徑及數量 

基

本 
9 9 9

電信室/設備室面積(或總箱)之配置 

主幹、水平配線系統管徑及數量(或管道

間及線槽大小數量) 

配線箱空間與配置數量 

工作區(或宅內配線系統)配置與數量  

各子系統之「設計

方式」至少符合法

定規範(EL-3600)
或相關領域公認標

準之建議方式 

引進設施及其線纜設計方式 

必

要 

2 2 2
電信室(或總箱)之設計(如：獨立與充分

之空間、維修進出方便、具防火、防水

等功能) 
2 2 2

電信室總配線架(或總箱端子對數)之設

計容量應依引進電纜對數和配線對數設

計 
2 2 2

主幹系統幹纜設計與器材之設計方式  2 2 2
主幹備用路由設計方式  1 0 0
水平系統線纜設計與器材之設計方式 2 2 2
配線服務區設計方式(每一服務區至多

990 平方公尺) 2 2 2

每一工作區配置 RJ45 插座兩組作為資

訊與電話插座  2 2 2

住宅宅內應配置宅內配線箱，星狀 UTP
電纜配線至各廳房，採至少兩組 RJ-45
之出線匣設計 

N/A

各子系統之配置設

計方式優於法定規

範(EL-3600)或相

關領域公認標準之

建議設計與配置 

電信室/設備室採高架地板設計  

鼓

勵 

1 1 1
電信室/設備室設置光終端配線架  1 1 1
每一工作區配置 RJ45 插座兩組以上 2 0 0
住宅內各廳、房、室等空間皆配置(或預

定配設）至少 3 埠以上之 RJ-45 N/A



附件四 評估表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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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分項 子項

二

佈線系統

可支援之

服務

作為資、通

信等系統/
服務之配

線系統

電信服務

須作為傳統語音服務與 xDSL 接取服務

之傳輸媒介
3 3 3

作為 VoIP/VoBB 服務 或其他電信應用

服務等之傳輸媒介

鼓

勵
1 1 1

資訊、數據服務

須作為寬頻接取服務之傳輸媒介 2 2 2

作為 WAN 、LAN 服務或客戶網路服務

等之傳輸媒介

必

要
2 2 2

視訊服務
作為如類比視訊、數位視訊、HDTV、

IPTV 等或其他視訊服務之傳輸媒介

鼓

勵
4 2 2

光纖網路服務

作為如 FTTB/H、光纖區域網路、光纖

視訊、光纖社區等光纖化服務之傳輸媒

介

鼓

勵
4 3 3

作為建築

物控制系

統與數位

化服務之

配線系統

建物物控制管理系

統

作為如保全、消防安全、HAV 控制、能

源管控等系統或其他弱電系統之傳輸媒

介

鼓

勵
4 2 2

數位化服務
作為如門禁、監控、保全、節能、居家

照護、AMI 等整合服務之傳輸媒介

鼓

勵
2 1 1

三

佈線系統

導入時機

與流程管

制

導入時機

建築物建置施工期

間

至遲須於建築物主體施工(改善施工)期
間導入

必

要
3 3 3

建案規劃設計期 配合整體建築設計預先規劃
鼓

勵
1 1 1

流程管制

方式
流程管制計畫

遵循「電信裝置使用管理作業流程」管

制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作業程序」或

其他標準作業程序

必

要
2 2 2

四

佈線系統

等級與整

合度

依循共通

標準化程

度

資、通信配線系統

（OA & CA) 
資、通信配線主要依據 TIA-568-B(或
568-C)或 ISO 11801 之基準進行設計

2 2 2

建築物控制管理配

線系統 (BA)
BA 配線系統主要依據 TIA-862 或其他

（敘明依據）基準而設計

鼓

勵
2 0 0

配線器材

暨配線系

統選用之

等級

配線器材等級之選

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

議之等級基準。

依據 TIA 標準，須符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之評量規範；若依 ISO/IEC 標

準，則須符合其所規範之 Cat 5 或 Cat 6
或 Cat 7 之評量基準

3 3 3

配線系統等級之選

用，須依循 TIA 或

ISO/IEC 標準所建

議之等級基準。

依據 TIA 標準，須符合 Cat 5e 或 Cat 6 
或 Cat 6A之評量規範；若依 ISO/IEC 標

準，則須符合其所規範之 Class D 或 E 
或 F 之評量基準

3 3 3

配線器材/
系統光化

程度

配線器材/系統應

用光纜化設計
配線器材或配線系統含光纜化設計

鼓

勵
2 2 2

整合度
各佈線系統具備未

來擴充整合性

系統獨立建置但符合未來整合性(如預

留可供互連之管道、空間、連接埠等）
1 1 1



附件四 評估表範例

附-13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分項 子項

四
佈線系統

等級與整

合度

整合度

資、通信配線系統

(CA/OA)整合建置

主幹整合建置、主幹/水平整合建置 、

主幹/水平/工作區內皆整合建置

鼓

勵
3 0 0

資、通信與建築物

控管自動化配線系

統(CA/OA/BA)整
合建置

主幹整合建置、主幹/水平整合建置 、

主幹/水平/工作區內皆整合建置、或其他

部分整合建置(敘明整合項目)

鼓

勵
4 1 1

五
佈線系統

管理機制

圖資管理
規劃設計與竣工圖

資
具計畫性保存管理規劃、竣工圖資

必

要
3 3 3

標示與識

別

標示、識別與依據

標準

符合 EL-3600 強制與建議之標示與識別

規範

必

要
3 3 3

具備進階之標示與識別(如 TIA-606 規

範)
鼓

勵
2 0 0

系統測試

與維運管

理

系統測試與維運管

理

具有系統測試報告書(或測試計畫書）、

後續維護管理計畫

鼓

勵
2 2 2

六

佈線新技

術導入程

度

佈線新技

術應用項

目

佈線新技術之創新

應用項目

佈線新技術參考項目：創新佈線技術、

超高速佈線系統、新世代光纖通信技

術、客戶網路佈線技術 （如 G.hn、
MoCA、HomePNA、PLC、HomePlug
AV、HomeGrid 等）、智慧配管與空間

調度整合配線技術(如 BIM)、其他具體

化配線新技術導入與應用等

鼓

勵
3 1 1

佈線新技

術應用功

效

佈線新技術之創新

應用成效
具備創新意涵及達成具體功效

鼓

勵
2 0 0

類別配分

28 28 28

必

要
32 30 30

鼓

勵
40 18 18

合計總分 100 76 76

智慧化等級

□ 100-80 分／卓越智慧化 ▓ 79~70 分／優質智慧化

□ 69~60 分／一般智慧化 □ 59 分以下／未達智慧化基準



附件四 評估表範例

附-14

申請編號 CIB 建築物名稱 案例一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一
廣域網路

之接取

設置寬頻電路接取廣域網路 6 6 6

設置微波或衛星等裝置或引進第二路由寬頻電路，作負載共擔或備援

通訊使用

鼓

勵
4 0 0

二

數位式(含
IP)電話交

換

具有雙重處理能力，至少包括共同控制與電源單元
鼓

勵
4 0 0

具有公眾電話網路連線通話功能，且具備對內及對外之連接介面 6 6 6

具有不斷電設備，停電後能提供一定時間的電話交換功能
必

要
6 6 6

整合行動通信提供無線分機的功能
鼓

勵
4 4 4

三

公眾行動

通信涵蓋

(含共構)

以室內天線系統、微基地台等輔助涵蓋設施，提供建築物內(含地下

室、電梯間等)行動通信無死角

鼓

勵
6 6 6

提供建築物內多家行動通信業者通信無死角
鼓

勵
4 0 0

四 區域網路

適量配置資訊及電話插座，同時預留適當的擴充容量 6 6 6

在適當公共空間配置適量無線區域網路
鼓

勵
4 4 4

設置網路管理系統
必

要
4 4 4

網管系統提供中文圖形化介面操作功能
鼓

勵
1 0 0

四 區域網路

網管系統提供遠端監控及操作功能
鼓

勵
1 0 0

設置適當的資訊安全保障設備
必

要
4 4 4

五 視訊會議

可同時讓兩方或多方人員都可以影像、聲音、文字及圖形等方式溝通
必

要
6 6 6

有專屬空間及會議設備
鼓

勵
4 4 4

傳送到對方的影像畫面與聲音無延遲現象
鼓

勵
4 4 4

六 公共廣播

除作為平時與緊急廣播用外，同時可以提供作為背景音樂播放之用 6 6 6

可以區域別之方式，來控制不同區域之播放與否
必

要
4 4 4

七

公共天線

及有線電

視

在適當地點裝置公共電視天線或衛星直播電視天線，該地區如有有線

電視系統則可以接有線電視系統來加以放大分配至建築物各區域

必

要
6 6 6



附件四 評估表範例

附-15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八

公共資訊

顯示及導

覽

在適當公共空間設置明顯之資訊顯示設備，平時可顯示各種固定或動

態訊息或影音多媒體畫面等，緊急狀況時更可以顯示相關之緊急訊息

必

要
6 6 6

於建築物之適當公共地點設置資訊站或提供手持導覽器等進行建築物

內部及週遭環境之導覽

鼓

勵
2 2 2

導覽系統提供觸控式螢幕、RFID 或語音辨識等操作功能
鼓

勵
1 1 1

導覽系統提供可攜式設備隨身操作功能
鼓

勵
1 0 0

類別配分

24 24 24

必

要 36 36 36

鼓

勵
40 25 25

合計總分 100 85 85

智慧化等級

▓ 100-80 分／卓越智慧化 □ 79~70 分／優質智慧化

□69~60 分／一般智慧化 □ 59 分以下／未達智慧化基準



附件四 評估表範例

附-16

申請編號 CIB 建築物名稱 案例一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分 審核

一
系統整合之

程度

中央監控系統

各類機電設備系統納入監控之比例 (機電設備系

統總數與納入監控機電設備系統總數之比)
必

要
5 3.8 3.8

中央監控系統之控制與監視比例
必

要
5 0.6 0.6

系統整合項目

電力監控
鼓

勵
2 2 2

空調監控
鼓

勵
2 2 2

照明監控
鼓

勵
2 2 2

衛生給排水監控
鼓

勵
2 2 2

通風換氣監控
鼓

勵
2 2 2

室內環境品質監控
鼓

勵
2 2 2

電梯監控
鼓

勵
2 0 0

門禁系統監控
鼓

勵
2 2 2

保全系統監控
鼓

勵
2 2 2

對講系統
鼓

勵
2 0 0

消防系統監控
鼓

勵
2 2 2

停車管理系統
鼓

勵
2 0 0

監視系統
鼓

勵
2 2 2

家庭自動化系統
鼓

勵
2 0 0

能源管理系統
鼓

勵
2 2 2

設施管理系統
鼓

勵
2 2 2

其他弱電系統
鼓

勵
2 0 0

系統整合之整

合度

各系統間整合後互動關連程度 (有互動關聯之子

系統與子系統總數之比)
必

要
5 3.3 3.3



附件四  評估表範例 

附-17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類

別 

配

分 

得分 審核 

二 系統整合之方式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書提出(含系統架構圖) 
基

本 
3 3 3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被監控整合之接點介面 
基

本 
3 3 3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例(子系統軟體整合數與子

系統總數之比) 

必

要 
5 3.3 3.3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統監控之整合採同一監控

設備 

鼓

勵 
3 3 3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的專屬之通訊接

口與通訊協定資料 

基

本 
3 3 3 

三 
整合管理方

式 

消防、防盜、

對講、緊急求

救信號之整合

對外傳輸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中央監控系統(室)

訊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 

必

要 
2 2 2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用戶行動電話手

機訊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 

鼓

勵 
2 0 0 

中央監控室或

管理室或專有

處所之設置 

設置提供監控主機操作之集中處所 
基

本 
2 2 2 

設置提供監控系統使用之專屬中央監控室或管理

室 

鼓

勵 
2 2 2 

整合系統管理

操作環境 

主系統採 Web 化操作環境 
必

要 
4 4 4 

子系統採 Web 化操作環境 
鼓

勵 
4 0 0 

四 系統整合平台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的系統通訊平台的比例

(相同系統數與系統總數之比) 

必

要 
5 3.3 3.3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度(國際或工業標準化

平台系統數與系統整合系統總數之比) 

必

要 
5 3.3 3.3 

五 整合的安全機制 

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機制 
必

要 
2 2 2 

系統的資安的防護機制 
必

要 
2 2 2 

系統備援的機制 
必

要 
2 2 2 

整合技術資料的保存 
基

本 
2 2 2 

類別配分 

基

本 
13 13 13 

必

要 
42 32.6 32.6 

鼓

勵 
45 28 28 

合計總分 100 73.6 73.6 

智慧化等級 

□ 100-80 分／卓越智慧化 ▓79~70 分／優質智慧化 

□ 69~60 分／一般智慧化 □59 分以下／未達智慧化基準 



附件四 評估表範例

附-18

申請編號 CIB 建築物名稱 案例一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一 使用管理

資產管理

訂定資產管理制度
必

要
5 4 4

產權(房產)管理制度
鼓

勵
5 4 4

租賃管理制度
鼓

勵
5 1 1

設施使用動態管理
必

要
5 4 4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使用管理規範、管理規約 5 5 5

效能管理

預期使用機能需求評估與規劃
鼓

勵
5 3 3

訂定品質管理制度(如 ISO、SOP) 必

要
5 2 2

訂定管理績效評估標準(如 KPI) 鼓

勵
5 0 0

設施管理的整合作業系統 5 5 5

提供決策支援糸統的功能
必

要
5 3 3

二 建築設備維護

組織管理

管理組織型態與編制 5 5 5

法令規範應配置的專業或證照人員
必

要
5 5 5

訂定專業協約廠商的管理制度
鼓

勵
5 2 2

設施管理人事管理制度
必

要
5 3 3

維運管理

訂定年度設備管理維護計畫(含預算) 5 5 5

訂定各項設施設備管理維護規範 5 5 5

各項設施設備的機能運作具備智慧化自主性

的作業管理(e 化整合)
必

要
5 3 3

訂定危機處理與緊急事故應變計畫
必

要
5 2 2

長期修繕

訂定長期修繕計畫(含預算) 鼓

勵
5 3 3

訂定長期修繕財務籌措計畫
鼓

勵
5 0 0



附件四 評估表範例

附-19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類別配分

25 25 25

必

要
40 26 26

鼓

勵
35 13 13

合計總分 100 64 64

智慧化等級

□ 100-80 分／卓越智慧化 □ 79~70 分／優質智慧化

▓ 69~60 分／一般智慧化 □ 59 分以下／未達智慧化基準



附件四  評估表範例 

附-20 

五、安全防災指標自我評估表 

申請編號 CIB 建築物名稱 案例一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類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建築物防災 

一 防火系統 

設置防災中心

或中央監控室 

防災中心(或中央監控室)內設置系統主機、監控主

機、火警廣播設備控制裝置及消防專用通信設備。 

基

本 
2 2 2 

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可自動探

測各種火災徵

兆並自動確認

火災警報之正

確性並通報。 

系統設置火警自動探測設備，以探測煙霧濃度、溫度

差、光電或其他可燃性氣體濃度等。 

基

本 
2 2 2 

系統設置火警警鈴、緊急疏散廣播等避難系統。 
基

本 
2 2 2 

系統能檢測火警自動探測設備之警報正確性。 
基

本 
2 2 2 

系統對火警自動探測設備提供可靠的監測數據和警

報資訊。 

基

本 
2 2 2 

可顯示火災處

所相關室內位

址 

系統能顯示火警區域或火警點的狀態信號及其平面

位置。 

必

要 
2 2 2 

建築物各區域或樓層設置識別火警位置的聲光顯示

裝置。 

鼓

勵 
2 2 2 

通過消防單位

定期性之消防

設備檢查 

通過依據消防法規規定之消防設備檢查。 
必

要 
N/A N/A N/A 

防火系統故障

之自動回報及

記錄系統 

系統平時與各子系統動作迴路自動檢測並記錄其檢

查結果，故障時即發出信號警報。 

必

要 
2 2 2 

可自動啟動滅

火設備及防止

火災擴大 

系統能顯示所有消防設備之狀態。 
必

要 
2 2 2 

系統能擔負整體滅火的聯絡與調度功能。 
必

要 
1 1 1 

系統能監控排煙設備。 
必

要 
1 1 1 

系統能監控防火門及防火鐵捲門。 
必

要 
1 1 1 

火災發生後能

自動並即時有

效引導人員避

難 

設置符合需求之緊急疏散廣播系統。 
基

本 
2 2 2 

系統採用具有聲響的避難方向指示燈。 
鼓

勵 
2 0 0 

火災發生時，系統能以自動或手動方式控制升降機依

次迫降於避難層，並使一般升降機停止運轉，而緊急

升降機待命。 

必

要 
1 1 1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鼓

勵 
2 0 0 

 

二 

 

 

防震抗風

系統 

設置建物結構

安全狀態監視

系統或地震記

建築物設置監控裝置以監控重要結構桿件或部位之

結構變化狀況，以便進行結構桿件補強或更新以確保

建築物結構系統安全。 

鼓

勵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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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二 防震抗風

系統

設置建物結構

安全狀態監視

系統或地震記

錄儀

建築物設置地震紀錄儀，以記錄地震反應。
鼓

勵
1 0 0

設置隔震系統

或被動、主動制

震或抗風系統

建築物採用基礎隔震、阻尼消能裝置或主動控制等減

震技術以降低建築物所受地震力。

鼓

勵
2 0 0

建築物設置抗風系統，以降低風力對建築物之搖晃程

度。

鼓

勵
1 0 0

建築物內設置

避震裝置及防

震管線

建築物地板設置避震裝置，以防止重要設備或物品遭

地震破壞。

鼓

勵
1 0 0

建築物各種管線具有足夠耐震能力或韌性以防止其

因地震位移而斷裂。

鼓

勵
1 1 1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鼓

勵
2 0 0

三 防水系統

設置漏水警告

設備

於建築物需要嚴密控管溼度或水氣之空間設置感應

器。

鼓

勵
1 0 0

於機電室等相關場所偵測漏水現象並自動發佈警告

信號。

鼓

勵
1 0 0

設置淹水偵測

設備
建築物之地下或低窪地區設置淹水偵測設備。

鼓

勵
1 0 0

設置防水閘門 建築物之地下入口設置防水閘門並與監控設備連動。
鼓

勵
2 2 2

設置抽排水設

施

建築物之地下室或低窪地區依據該區域之災害潛勢

分析，設置抽排水設施。

鼓

勵
2 0 0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鼓

勵
2 0 0

人身安全

一 防盜系統

設置防盜自動

警報設備

建築物於重要之出入口及區域，安裝熱感應或微波等

各種類型防盜警報設備。

基

本
3 3 3

系統能顯示警報位置和相關警報資訊，並能紀錄及提

供連動控制所需之介面信號。

必

要
2 2 2

系統能按照時間或位置之需求，限制防盜警報設備之

解除或設定。

必

要
1 1 1

系統能對自動防盜警報設備之運轉狀態和信號傳輸

線路進行檢測，並及時發出故障報警和指示故障位

置。

必

要
1 1 1

符合「設置防盜自動警報設備」上述「必要性」項目。

並且為「辦公服務類」、「住宿類」或「商業類」者。

必

要
1 1 1

設置人車自動

監視設備

系統能依據建築物安全防範管理之需要，對主要公共

活動場所、通道以及重要區域能進行有效監視並錄影

記錄。

基

本
4 4 4

系統的監視畫面能夠任意組合，可自動或手動切換畫

面，在畫面上應有攝影機編號、位置、錄影時間等相

關資訊。

必

要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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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類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一 

 

 

 

 

 

 

 

 

 

防盜系統 

 

 

設置人車自動

監視設備 

系統能與防盜報警系統、門禁管制系統連動，根據需

要，手動/自動把現場畫面切換到指定的監視器上顯

示，並自動錄影。 

必

要 
2 2 2 

系統應能對重要區域和設施的特殊位置進行長時間

的錄影。 

必

要 
1 1 1 

設置影音對講

設備 

系統能讓使用者與訪客雙向通話並可顯示訪客影像

畫面。 

鼓

勵 
2 1 1 

系統具有讓使用者進行遠端遙控開啟或關閉大樓入

口大門的控制裝置。 

鼓

勵 
1 0 0 

系統提供住戶或使用者向中央監控室直接報警之功

能。 

鼓

勵 
1 0 0 

符合「設置影音對講設備」上述「鼓勵性」項目之一。

並且為「辦公服務類」、「住宿類」或「商業類-旅館」

者。 

鼓

勵 
1 0 0 

設置自動門禁

管制設備 

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防範管理之需要，在通行門、出

入口通道、電梯等位置設門禁管制設備。 

必

要 
2 2 2 

系統能對門禁管制區域的範圍、通行對象以及通行時

間進行即時控制或設定程序式控制。 

必

要 
2 2 2 

門禁系統能與消防系統連動，在發生火災時能即時啟

動消防通道和安全門。 

必

要 
1 1 1 

系統對於重要門禁區域能與監視系統連動以錄製現

場聲音及現場影像畫面。 

必

要 
1 1 1 

符合「設置自動門禁管制設備」上述「必要性」項目。

並且為「辦公服務類」、「住宿類」或「商業類-旅館」

者。 

必

要 
1 1 1 

設置停車管理

設備 

系統具有汽車停車場進出口及停車場內通道的行車

信號指示、車位狀態顯示功能。 

鼓

勵 
1 1 1 

系統具有汽車停車場出入口柵欄門自動控制功能。 
基

本 
1 1 1 

系統具有車輛和車牌號碼自動識別功能。 
鼓

勵 
1 1 1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鼓

勵 
2 0 0 

二 
防破壞系

統 

設置偵測爆裂

物等危險物品

設備 

系統具有偵測各種爆炸物品，以防止通行人車攜帶具

爆炸性之危險物品入內之功能。 

鼓

勵 
2 0 0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鼓

勵 
2 0 0 

 

 

三 

 

 

 

 

 

防有害氣

體系統 

 

 

設置致命有害

氣體之監測設

備或措施(如一

氧化碳、瓦斯

等) 

系統能偵測各種對人體有害氣體如瓦斯、一氧化碳等

氣體，並發出警報或引導疏散。 

必

要 
2 2 2 

設置排除或稀釋有害氣體之裝置或空間設計。 
必

要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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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類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三 

 

 

防有害氣

體系統 

 

設置防止致命

有害氣體擴散

之設施 

系統能主動關閉有害氣體來源開關或阻斷其繼續外

洩，以防止事故擴大。 

鼓

勵 
2 2 2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鼓

勵 
2 0 0 

四 
緊急求救 

系統 

電梯、直通樓梯

等處設置緊急

求救按鈕 

建築物使用者能於遇到緊急狀況時向外求援。在建築

物電梯、直通樓梯等處設置緊急求救按鈕或對講設備

等。 

基

本 
2 2 2 

緊急求助系統

能與監視系統

連動 

系統能顯示求救訊號之樓層或位置。 
鼓

勵 
2 2 2 

系統可與防盜系統之監視設備連動攝錄求救地點之

畫面。 

鼓

勵 
2 2 2 

其他 其他可達實質成效且視需求採用之創新技術與工法。 
鼓

勵 
2 0 0 

類別配分 

基

本 
22 22 22 

必

要 
30 28 28 

鼓

勵 
49 16 16 

合計總分 101 66 66 

智慧化等級 

=合計總分×標準化加權 

=66×0.99 

=65.34 

□ 100-80 分／卓越智慧化 □79~70 分／優質智慧化 

▓ 69~60 分／一般智慧化 □ 59 分以下／未達智慧化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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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 CIB 建築物名稱 案例一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分項 子項

一
空間環境

指標

室內空間計

畫

樓層高度計畫

天花板高度是否大於 2.5 公尺
必

要
2 2 2

是否整合空調、照明、消防及廣

播等採用系統天花板設計

鼓

勵
2 2 2

彈性與共享的空間規

劃

水平佈線空間是否可配合隔間做

彈性調整

必

要
2 2 2

是否有會議、休憩等共享空間的

規劃與設計，並具有網路的預約

系統

鼓

勵
2 0 0

色彩計畫 色彩計畫
針對各空間之使用需求所因應之

色彩計畫

鼓

勵
2 0 0

噪音防治對

策
音源被動控制對策

防噪音對策
鼓

勵
2 2 2

防振計畫
鼓

勵
2 2 2

防輻射計畫

室內工作區域之非游離輻射值檢測
鼓

勵
2 0 0

防輻射對策
鼓

勵
2 0 0

二
視環境指

標

日照計畫

日照調節裝置

室外日照偵測裝置
鼓

勵
2 2 2

自動日照調節裝置之設置
鼓

勵
2 2 2

晝光利用裝置 晝光追蹤裝置
鼓

勵
2 0 0

晝光利用裝置

晝光導入裝置
鼓

勵
2 0 0

窗際自動點滅裝置
鼓

勵
2 0 0

照明計畫

各空間照明計畫

各空間之照度查核
鼓

勵
2 2 2

各空間之照明均齊度
鼓

勵
2 2 2

照度偵測器裝置
鼓

勵
2 0 0

自動調節系統
鼓

勵
2 0 0

眩光現象之對策 作業面輝度比之查核
鼓

勵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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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分項 子項

三
溫熱環境

指標

舒適環境偵

測系統

室外氣候感測裝置

溫度偵測裝置
必

要
2 2 2

雨量偵測裝置
鼓

勵
2 0 0

室內溫度偵測 溫度偵測裝置 4 4 4

室內濕度偵測 濕度偵測裝置 4 4 4

室內氣流與氣壓偵測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
鼓

勵
2 2 2

空調設備連

動

共有空間

室內溫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連

動

必

要
2 2 2

室內濕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連

動

必

要
2 2 2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

連動

鼓

勵
2 2 2

專有空間

室內溫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連

動

鼓

勵
2 2 2

室內濕度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連

動

鼓

勵
2 2 2

氣流或氣壓偵測裝置與空調系統

連動

鼓

勵
2 0 0

四
空氣環境

指標

空氣品質偵

測系統
排換氣計畫

CO2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必

要
4 4 4

CO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必

要
4 4 4

TVOC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鼓

勵
2 0 0

HCHO 濃度偵測系統裝置
鼓

勵
2 0 0

其他污染源之排換氣對策(如浮

游粉塵、抽煙、廁所臭氣等之排

換氣計畫)

鼓

勵
2 2 2

排換氣設備

連動

共有空間

CO2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鼓

勵
3 3 3

CO 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鼓

勵
3 3 3

專有空間

CO2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鼓

勵
3 0 0

CO 偵測系統與排換氣設備連動
鼓

勵
3 0 0

五 水環境

指標

用水管理 自動補水 液面水位計監視
必

要
3 3 3

水質管理 水質查核

一般用水水質查核
鼓

勵
2 2 2

飲用水水質查核
鼓

勵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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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分項 子項

六 健康照護

管理指標

生理偵測系

統

共有空間

具傳輸功能之血壓偵測裝置
鼓

勵
N/A N/A N/A

具傳輸功能之心跳偵測裝置
鼓

勵
N/A N/A N/A

具傳輸功能之其他生理監測裝置
鼓

勵
N/A N/A N/A

專有空間

如移動偵測裝置、血壓偵測裝

置、血糖偵測裝置、體脂肪偵測

裝置、心跳偵測裝置

鼓

勵
N/A N/A N/A

其他如尿液偵測裝置
鼓

勵
N/A N/A N/A

健康管理系

統

健康管理

復健管理
鼓

勵
N/A N/A N/A

休閒管理
鼓

勵
N/A N/A N/A

共有空間其他管理服務
鼓

勵
N/A N/A N/A

起居照護 生活作息管理
鼓

勵
N/A N/A N/A

健康照護

如用藥管理、飲食管理、健康管

理

鼓

勵
N/A N/A N/A

專有空間其他照護管理
鼓

勵
N/A N/A N/A

緊急支援服

務系統

共有空間

偵測系統連線裝置
鼓

勵
N/A N/A N/A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鼓

勵
N/A N/A N/A

專有空間

偵測系統連線裝置
鼓

勵
N/A N/A N/A

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鼓

勵
N/A N/A N/A

健康資訊照

護系統

照護資訊及視訊傳送
鼓

勵
N/A N/A N/A

遠端診療服務系統
鼓

勵
N/A N/A N/A

類別配分

基

本
8 8 8

必

要
21 21 21

鼓

勵
71 41 41

合計總分 100 70 70

智慧化等級

□ 100-80 分／卓越智慧化 ▓79~70 分／優質智慧化

□69~60 分／一般智慧化 □59 分以下／未達智慧化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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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 CIB 建築物名稱 案例一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一 
空間輔助

系統 

公共資訊顯示(如

跑馬燈、引導系

統、電子公告欄…

等) 

1. 可提供空間方向指引、活動引導及緊急

避難引導。 

2. 平時可呈現動態或靜態訊息、顯示環境

狀態資訊，緊急狀況時可顯示緊急訊

息。 

鼓

勵 

8 4 4

輔助系統 

(如通用設計、E

化輔助、無障礙輔

助、行動輔助…

等) 

1. 以通用設計概念提供的空間環境設計 

2. 具有數位化、電子化之空間環境輔助設

施 

3. 可提供無障礙之空間輔助(如無障礙通

路、樓梯、昇降設備、廁所盥洗室、浴

室、輪椅觀眾席位、停車空間、無障礙

標誌等…) 以利行動不便者在空間中

便利的移動。 

8 4 4

語音提示服務(如

警示區域語音提

示、設施使用語音

提示、公共廣播服

務等) 

1. 建築物中警示區域可提供語音提醒服

務，如動線上遇障礙或高低差以及危險

區域之提醒 

2. 設施設備可提供語音操作提示引導，如

電梯樓層提醒等。 

8 0 0

導覽服務 

(如行動導覽、導

覽機服務…等) 

 

1. 可提供行動式導覽或定點導覽之資訊

服務。 

2. 使用者可透過有線或無線方式取得數

位引導內容。 

3. 可互動式檢索相關資訊，獲得多樣化的

適地性服務。 

8 4 4

 

 

 

 

 

二 

 

 

 

 

 

 

 

 

 

資訊服務 

系統 

 

 

 

 

 

即時訊息服務 

 

1. 可提供立即的文字資訊或多媒體方式

的交流。 

2. 可提供語音、視訊、檔案傳送等互動且

無時空限制的訊息取得。 

10 10 10

數位生活服務平

台 

1. 具有數位化生活服務平台，提供使用者

方便快速的生活資訊查詢。 
6 0 0

環境資訊顯示 

 

1. 公共區域具有顯示並記錄環境資訊之設施

(如溫度、濕度、二氧化碳、聲音、照度、

水質等環境品質相關資訊) 

2. 當環境資訊超過標準可主動通報，或依據邏

輯控制作系統連動。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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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二 資訊服務

系統 

能源資訊顯示 
具備能源使用資訊顯示，並可紀錄能源使用情

形。 
10 10 10

儲物管理系統 
具有可迅速簡易查詢物品儲藏資訊的系統設

施，以進行有效率的收納管理。 

鼓

勵 

4 4 4

三 
生活服務

系統 

訪客服務 

(如訪客查詢接待及

管理服務、自動收發

服務…等) 

1. 可提供訪客查詢、接待、留言或留影等服

務。 

2. 可記錄訪客資訊並執行樓層管制。 

3. 無人在家時可提供物流業者自動收發服

務，並可作收發記錄或通知服務。 

10 4 4

學習服務 

(如電子圖書館、遠

端教學系統…等) 

具有利用數位工具，透過有線或無線網路，取

得數位教材，進行線上或離線學習活動之設施

設備。 
6 3 3

三 
生活服務

系統 

管家服務 

(如料理服務系統、

清潔服務系統、植栽

澆灌系統、寵物照顧

系統、智慧家電、垃

圾自動處理系統、虛

擬管家、e 化繳費服

務、配膳服務、設備

自動異常通報等) 

具備下列功能之相關系統設施： 

1.可有效協助料理事務，如提供即時料理食譜

查詢、影音料理教學、食材物流查詢和訂購。 

2.可有效協助清潔事務，如自動或定時進行環

境清潔，有效去除環境髒汙。 

3.可偵知環境和植栽土壤狀態，進行自動澆

灌，或是定時澆灌維護。 

4.可提供寵物自動或定時的餵養和糞便清潔。

5.符合人性化的操作，且能夠容易的與其他相

關的設備整合，並可方便的查詢能源使用記

錄。 

6.可做垃圾分類，並自動定時集收清運。 

7.結合資訊平台、安全監控、使用者習慣以及

時程進行適宜之管理、提醒與服務，且介面

可簡易操作，並可快速與使用者互動。 

8.當異常發生時可自動通報管理者，進行設備

的維護和修繕，或立即進行修復或暫停運

作，以避免災害的擴大與發生。 

N/A N/A N/A

娛樂服務 

(如影音娛樂視訊服

務…等) 

1 可於公共區域提供具有多樣性的娛樂服務，如

影音的隨選視訊、多方遊戲競賽以及視訊享

受等。 
N/A N/A N/A

紓壓服務 

(如個人化情境控制

系統、香氛系統、情

緒感知系統、運動管

理系統…等) 

具有下列功能之系統設施： 

1.可針對使用者之生活作息、習慣與喜好設定

各項設備啟動情形與模式。 

2.可主動感知使用者狀態，或是依據使用者需

求提供可舒緩壓力或情緒的情境環境。如情

緒感知系統，可針對使用者之情緒變化，調

整環境香氛、燈光模式、背景音樂、改變外

牆玻璃顯示景色等。 

3.提供健身或休閒設備並能管理使用者之健康

資訊，或提供有效之建議。 

8 3 3

三 
生活服務

系統 
其他服務 

其他生活相關之智慧創新加值服務，申請者可

自行詳列敘述。 

鼓

勵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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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類別配分 100 55 55

合計總分 100 55 55

智慧化等級 

總得分＝合計總分×標準化加權 

總得分＝55×1＝55

□ 100-80 分／卓越智慧化 □ 79~70 分／優質智慧化

□ 69~60 分／一般智慧化 ▓ 59 分以下／未達智慧化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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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 CIB 建築物名稱 案例一

項

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基

準

類

別 

配

分 

得

分 

審

核

一 
能源監視系

統 

能源監視之功

能 
具有空調或動力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視功能 10 10 10

二 
能源管理系

統 

能源管理之功

能 

具有空調或動力或照明等設備之能源監控或需量管

理功能 

必

要 
20 20 20

三 設備效率 
採用高效率設

備 

冰水主機或冷氣機等空調設備符合能源局之標準或

具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 
鼓

勵 

8 8 8

螢光燈管或燈具等照明設備符合經濟部能源局之標

準或具有各國節能標章認證 
6 6 6

泵、電梯等動力設備具有高效率設備的說明資料 4 0 0

四 節能技術 

智慧建築外層

節能措施 

具有可適應環境、降低室內耗能而可以自動調整之遮

陽或窗戶等(各項節能措施得 4 分。) 

鼓

勵 
8 0 0

空調設備節能

措施 

設置主機運轉台數控制、全熱交換器、變冷媒量、熱

回收等(各項節能措施得 4分。) 

鼓

勵 
16 16 16

照明設備節能

措施 

採用晝光利用、初期照度調整、作業面照明等(各項

節能措施得 4分。)。 

鼓

勵 
12 12 12

動力設備節能

措施 

採用有諧波管理之變頻功能、最適契約容量等(各項

節能措施得 4分。)。 

鼓

勵 
8 4 4

五 
再生能源設

備 

再生能源設備

之功能 
產生電力或熱能等替代能源(各項功能得 4 分) 

鼓

勵 
8 4 4

類別配分 

10 10 10

必

要 
20 20 20

鼓

勵 
70 50 50

合計總分 100 80 80

智慧化等級 

▓ 100-80 分／卓越智慧化 □ 79~70 分／優質智慧化 

□ 69~60 分／一般智慧化 □ 59 分以下／未達智慧化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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