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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綠建築產業發展 

一、臺灣綠建築市場概況 

 臺灣綠建築發展背景 

我國建築產業發展己有相當長久歷史，綠建築發展建基於建築產業之上，

我國 1999 年設立綠建築標章制度，91 年公部門強制要求造價 5,000 萬新台幣

以上之建築物需取得綠建築標章，創造綠建築標章在我國起飛的契機。 

2005 年建築技術規則設立綠建築專章，希望整體提升我國建築產業水準；

行政院於 2010 年核定「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規劃整體推動目標及時程，

另於 2013 年進行修正；2015 年進一步推出「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

區推動方案(核定本)」，延續智慧綠建築之推動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整理(2018/05) 

圖 1  我國綠建築制度發展歷史 

與建築產業關係密切的建材產業，受綠建材標章制度影響甚深，建築技術規

則中，明確訂立綠建材使用比重要求，影響整個綠建材組成變化以及我國建材產

業之發展，我國綠建材制度的變化以及修正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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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5) 

圖 2  我國綠建材制度變革 

 我國綠建築市場規模 

我國自民國 89 年推動綠建築標章制度以來，至今己近廿年，初期由公部

門建築所帶動，在「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中，要求 1.民國 101 年，要求公

部門造價五仟萬以上，應取得合格級以上綠建築標準、2. 民國 102 年，要求

公部門造價 2 億以上，應取得合格級以上智慧綠建築標準、3. 民國 103 年，

要求公部造價五仟萬以下者，應通過綠建築標章裡「日常節能」、「水資源」

二項指標。以上要求，帶動綠建築產業發展。 

2017 年我國綠建築產業規達到 805 億新台幣，約佔建築業產值 16%，為

推動綠建築以來第三次負成長。2009 年因為金融風暴，我國經濟受到影響，

連帶影響建築業以及綠建築行業；2014 年第二次負成長，主要來自於當年度

不論是主力申請的公部門建案，或是申請綠建築標章案量仍少的民間建案，

取得標案數量均呈現衰退之勢所致。 

2017 年再次負成長，主要是受到 2015 年之後公有建築申請候選標案案

件數逐年下降，以致於影響 2017 年取得綠建築標章建案數量，取得綠建築標

章件數中，公部門案件持續減少，由於公部門單案建案樓地板面積普遍較大，

正式運作，
先針對健康
綠建材以及
再生綠建材
進行核發

修正建
築技術
規則納
入綠建
築專章
中

2004 2005

要求室內
裝潢面積
需有5%

使用綠建
材

2005

要求室內
裝潢面積
需有30%

使用綠建
材

2009

要求室內裝潢
面積需有45%

使用綠建材，
室外使用率
10%之要求，
著重保水

2012

開始全面
推動，再
維入生態
綠材以及
高性能綠
建材

2005

建築節能
設計規範
修改

2013

開始全面
推動，再
導入生態
綠建材以
及高性能
綠建材



 

3 

 

即便民間部門取得綠建築標章建案數量增加，，也難以彌補公部門案件衰退。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5) 

圖 3  我國綠建築市場規模 

     我國綠建築標章獲證情況 

我國推動綠建築標章近廿年，單一年度取得綠建築標章，以及候選標章

件數合計已突破 600 件。 

我國綠建築評指標可分為四大指標群，包括：1.生態指標（Ecology）、

2.節能指標（Energy Saving）、3.減廢指標（Waste Reduction）、4.健康指標

（Health）。2012 年前我國綠建築標章認證只存在一套系統，以新建建築物為

主軸，2012 年建研所一口氣推出社區類（EEWH-EC）、舊建築改善類

（EEWH-RN）、廠房類（EEWH-GF）、基本型（EEWH-BC）及住宿類

（EEWH-RS）綠建築申請，並在 2015 年予以更新，讓我國綠建築申請走向

客制化以及多元化。目前綠建築評估系統以及適用對象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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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建築評估系統適用對象 

綠建築評估系統 適用對象 

一、EEWH-BC 二~四類以外之新建及既有建築 

二、EEWH-RS 特定人長、短期住宿之新建及既有建築 

三、EEWH-GF 一般室內作業為主的新建或既有工廠建築 

四、EEWH-RN 取得使用執照三年以上，且建築更新樓地板面積不超過 40%以上既有建築 

五、EEWH-EC 鄰里單元社區、新開發住宅社區、既成住宅社區、農村聚落或原住民部落、工業

區、科學園區、工業區、大學城、商業區、住商混合區、工商綜合區等 

資料來源：綠建築標章評估手冊 2015版 

1.綠建築標章獲證件數 

民國 100 年受金融風暴重挫景氣所致，不論是標章或是候選標章第一次

呈現負成長，走過金融風暴綠建築回復正成長，2013 年回復正成長，2014

年後全球景氣減緩。景氣不佳時利用投資成本下降，加快硬體投資，此舉可

於 2015 年取得標章的案件中得到印證，2015 年取得綠建築標章中，光台積

電即有六案，不論是大型空間、其它或是辦公廳類建築均有取得實績。2016

年後我國建築業景氣呈現衰退，但是綠建築標章取得件數因為受到之前候選

標章數量仍在正成長，以及建築業工程完工以及使用時間遞延因素，2015 年

~2017 年取得綠建築標章件數仍是正成長之勢。 

候選標章部份影響與未來 2~4 年標章件數取得數量呈現連動。候選標章

件數在 2015 年達到 380 件之後，2016~2017 年候選標章件數均是下降的，對

於未來綠建築標章取得件數會埋下隱憂。 

 

資料來源：台灣建築中心、工研院 IEK(2018/05) 

圖 4  綠建築標章取得件數及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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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標章數量上，公部門因為造價五仟萬以上需取得綠建築標章的規定，

讓我國綠建築標章制度自推出以來，以公部門建築為成長主力。近年我國六

都不約而同推出綠建築自治條例，重劃區等區域建置新建築物時需要取得綠

建築標章的規範，民間案件數則是緩慢增加，近年申請綠建築標章民間業者

多樣化己逐步擴大(初時集中在部份業者申請為主)，且申請地域不再侷限於

北部，於全國各縣市開枝散葉。 

藉由更多民間業者有執行綠建築標章相關案例成功經驗，以及制度推動

長久逐漸對民眾形成教育知識，在建築供、需二端推動之下讓越來越多建築

物可以具備綠建築標章。 

資料來源：台灣建築中心 

圖 5  2013~2017綠建築標章申請件數-公有/民間 

2.綠建築標章獲證件數分析：級別、應用別 

我國綠建築標章共分五個等級：鑽石、金級、銀級、銅級以及合格級，

近五年取得綠建築標章案件級別中，銅級以上比例在加大中，主要原因有二：

1.六都綠建築自治條例要求、2.都更容積獎勵辦法。 

六都綠建築自治條例部份要求需達到一定等級以上，如台南市要求「非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須為合格級以上之綠建築，公有及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須為銀級以上之綠建築。但經本府指定之低碳示範社區公有建築物須為鑽石

級綠建築。」。再者在「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中第 8 條有提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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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及建築物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

分級評估銀級以上者，得給予容積獎勵，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

上限。」，讓更多業者願意嚐試設計、建造銅級以上的綠建築，符合政策規範

也可以為建案創造更多效益。 

資料來源：台灣建築中心(2018/05) 

圖 6  2013~2017綠建築標章申請件數-級別 

取得綠建築標章的各類別建築物如下圖 7 所示，由五年變化可以見到明

顯三個趨勢如下：1.過去佔最大宗的學校類建築物比重減少、2.生產工廠以及

公部門運動中心為主申請大型空間類以及工業倉儲類建築比重增加、3.建築

比重中最大宗的住宿類建築成為綠建築標章申請主流。 

三個趨勢中，大型空間類以及工業倉儲類建築比重增加可以與我國產業

界經濟發展相搭配，除了產業界龍頭大廠針對綠建築效益出書證明效益外，

產業界龍頭大廠更有機會在景氣不好時，考量建築成本相對便宜以及為未來

發展打下基礎，擴大投資，讓此二市場應用在近年比重越來越大。 

住宿類建築取得綠建築標章比重增加，且成長快速。近二年我國房市雖

然價仍高，但是不若之前熱絡，更多業者期望藉由取得國家頒發綠建築標章

除了符合各地政府自治條例要求之外，也藉此為建案創造更多附加價值以利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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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建築中心(2018/05) 

圖 7  2013~2017 綠建築標章申請件數-應用別 

3.綠建築標章節能效益 

依據綠建築評估手冊，取得綠建築標章的建築物，其節能要求比現行建

築法規至少嚴格 20%，要求空調設備減量比傳統設計降低 30%以上。我國綠

建築標章自民國 89 年推動近廿年，到 2017 年年底累計取得綠建築標章的案

件數有 2,357 件，候選標章件數有 4,507 件，依據台灣建中心所公佈其節水以

及節電效率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綠建築標章節能及節水效益 

 節電 節水 

節省水、電耗用量 1,700.75佰萬(kWh/年) 80.68佰萬(m3/年) 

節省水、電費用 5,952.62佰萬(元/年) 80.68佰萬(元/年) 

節省 CO2當量 901.63佰萬(kg/年) 55.96佰萬(kg/年) 

註：89年度至 107年度 3月份總計 

資料來源：台灣建築中心(2018/05)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標章-大型空間類建築 標章-百貨商場類建築 標章-住宿類建築

標章-其他類建築 標章-旅館餐飲類建築 標章-學校類建築

標章-辦公廳類建築 標章-醫院類建築 標章-非住宅型社區工業區/科學園區

標章-舊建築改善 標章-工業倉儲 標章-加油站

標章-廠房 標章-辦公廳及大型空間類建築 標章-大型空間及其它



 

8 

 

 我國綠建築產業鏈 

建築業為我國內需最大龍頭產業，綠建築產業即是建構在既有建築產業

上，主體為建築設計、開發以及營造，可存在同一公司體系內，也可獨立成

為個體公司，再相互合作。 

上游各式建築材料，有部份會與綠建築產生交互關係，如：節能窗在綠

建築評估上可以適當加分，絶大部份在建築物本體完成後再予以附加的。下

游家電應用，則是在建築物硬體竣工後再予以採購設置使用。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5) 

圖 8  我國綠建築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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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綠建築產業政策 

我國綠建築推動至今歷經四個方案，分別為 1.90-96 年：綠建築推動方

案、2.97-100 年：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3.99-104 年：智慧綠建築推動

方案，以及 4.105-108 年：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4-6

年推動一個主軸方案。 

資料來源：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政策簡介，建研所(2017/06) 

圖 9  我國綠建築相關政策方案發展 

現行施行政策重點工作項目有二，各有相對應工作項目，如表 3 所示： 

表 3  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工作項目及推動策略 

工作項目 工作標的 推動策略 

智慧綠建

築深耕普

及 

 新建築物：公部門綠建築標

章以及智慧建築標章取得有

條件強制要求。 

 既有建築物改善：推動技術

推廣應用以及協助辦理建築

診斷及提供技術諮詢。 

 提升智慧綠色科技應

用創新技術研發競爭

力。 

 健全法制及技術規範

消弭發展限制。 

 培養跨領域人才及建

構產學研發展平台。 

 推動永續智慧社區創

新實證示範計畫。 

 宣導推廣與拓展產業

國際化。 

永續智慧

社區創新

實證示範

計劃 

 推動建置永續智慧社區：於

不同場域推動示範應用計

劃，以促進我國 ICT 與智慧

化相關產業全球競爭力。 

 住宅社區改善：提供部份補

助經費及技術協助，以協助

住宅社區進行改善。 

資料來源：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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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點業者動態 

遠雄為近年在住宿類建築取得綠建築標章案件數最多的單一業者，在北

部部份地區進行造鎮計劃，推出不少建案，近年取得綠建築標章的建案包括：

2015 年的新北市中和區住宅工程、內湖漂美新建工程、遠雄人壽台中中港辦

公大樓新建工程、遠雄國都住商大樓等；2016 年錦繡園、新宿住辦大樓、左

岸紫金園社區、文青社區、國匯住商大樓；2017 年則有山晴集合住宅、左岸

遠雄錸儷社區、左岸牡丹園住宅等。 

興富發對於綠建築標章的投資始於 2013 年左右，取得綠建築標章的建案

包括台北市中山區建案、新莊副都心商業大樓建案、基隆暖暖集合住宅等。 

民間業者包括 TSMC、台達電、3M、日月光、南茂等不論是本國業者或

是外商均有申請取得綠建築標章的案例，產業界基於企業形象，以節綠建築

所帶來的節能節水的確能夠為其營運產生實質效益，所以在相關的設備使用

以及建築物的興建上，會更重視節能建材，以及高能效設備的使用。 

四、綠建築產業發展趨勢 

(一)既有建築改造為綠建築發展重點市場 

我國既有建築佔 97%，在舊建築改善制度被提出後，不少已存在商辦建

築物本就存在綠建築標章認證需求，欲取得 EEWH-RN 認證。依據營建署「住

宅整建計畫成果報告」提出台灣每年約有 26%住宅產生整建行為，建研所

EEWH-RN 評估手冊也提到每 15 年建築物即會有一次大規模改造的機會，如

圖 10 所示。 

推動 EEWH-RN 可於建築物改造時一併取得綠建築標章，針對減碳效益

或是性能效益進行認證，二種之認證均有可能創造設備或是建材不等商機。

針對減碳效益認證上，包括高效率空調、高效率照明，以及再生能源技術等

等之使用。性能效益則針對綠建築標章九大指標分別進行評估，也可在當中

創造不少產品的商機，如：透水建材、減廢建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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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綠建築評估手冊 

圖 10  建築物修繕生命周期 

(二)住宿類建築為建築最大市場，理應成為綠建築申請之中堅份子 

住宿類建築為我國建築物類型之大宗，依據營建署營建統計年報之資料，

我國新建建築物中取得使用執照件數類別住宿類建築佔比約 80%。故若能夠

把住宿類建築在綠建築標章的比重提高，有利於綠建築標章使用率之擴大。 

依據台灣建築中心統計資料，2017 年住宿類建築取得綠建築標章的情況，

己成為各式建築應用之首，住宿類建築取得綠建築候選標章以及綠建築標章

件數，近年變化如下圖 11 所示。 

興建中建案以取得候選標章為主，完工後再取得正式標章。再加上考量

較具規模之建案興建至完工至少需要 2~3 年以上，故觀察候選件數變化，也

可以預期在未來住宿類建築取得綠建築標章情況，2013~2016 年取得候選標

章件數均高出取得標章的件數許多，埋下 2017 年取得標章件數大幅成長主

因。 

仔細觀察 2016~2017 年的綠建築候選標章取得件數，明顯的看到相較

2015 年連續降低，此情況也會為 2018-2020 年的住宿類標章取得件數埋下隱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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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建築中心、工研院 IEK整理(2018/05) 

圖 11  我國近五年住宿類綠建築標章及候選標章取得件數 

(三)因應新技術對建築所帶來的衝擊 

近年因應大數據以及 IoT 發展，對於建築物興建以及日常運作均產生衝

擊，全球己開發國家均面對勞動人力減少、勞動人力成本高等等問題，透過

資訊科技導入減少勞動力成本為建築業導入 IoT 關鍵。包括建案測量、設計、

施工、檢查以及維運等均可以藉由 IoT 技術導入，讓建築物興建更有效率而

更省成本，如圖 12 所示。 

依據日本研究，建築營造業導入 IoT，短期之內雖然會提升其對於 ICT

設備以及相關建築機器投入成本，但是長期在相關設備普及後，二者成本均

可以有效降低。以建設 1.5m3 道路為例，導入 IoT 初期會增加相關成本約 1.1

倍，但是未來則是因為普及化後可以有效降低興建成本。 

此外新興的 3D 列印技術也被導入建築興建，以加快工期以及減少人力

成本，如：新創公司 ICON 使用 3D 列印技術所打造的 22 坪大房屋，法國南

特市(Nantes)，使用 3D 列印機器人 BatiPrint3D ， 利用 18 天完成空心牆，隨

後再以混凝土作填充隔熱的工序，此房屋面積 95 平方公尺（約 28 坪），設

有擁有 5 間房，以供公共住宅使用。 

故現今雖有討論綠建築興建成本高於一般成本的討論，但是在相關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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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導入，未來擴大應用建築物的興建成本可以因為時間縮短、人力節省而帶

來成本降低的可能。 

資料來源：i-Constructionについて，國土交通省，工研院 IEK整理(2017/06) 

圖 12  IoT導入對建設成本之影響 

五、小結 

(一)民間住宿類建築成為取得綠建築標章主流標的，讓我國綠建築產業走向

新世代 

我國每年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以住宿類建築樓地板面積最多。綠建築標

章推動前十多年以公部門學校建築物為主流，努力了十多年後近年才開始翻

轉。除了十多年下來執行綠建築標章建築師增多之外，各地方縣市政府要求，

也埋下伏筆。 

住宿類建築是民眾最常接觸建築物，若能夠讓具備綠建築標章住宿類建

築成為市場主流，或是普及於所有住宿類建築，對於帶動我國綠建築相關行

業則多所助益，如：綠建築對於日常節能的要求，有助於帶動更節能窗戶以

及隔熱材料在市場上普及。 

 

 

以建設15000m3的道路試算

過去施工

未來

機械費 勞力成本及其它經費

ICT導入成本增加 勞動力節省

ICT導入機械成為標準
配備

機械導入ICT普及化

過去施工成
本的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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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新技術的衝擊所帶來的挑戰 

建築業由來有數千年，多年來也成為極為穩固的體系，近年受到人力成

本壓力，不少可以節能人力、減少工時新技術均被試著導入建築行業中，但

是各式工法以及產品導入如何讓行業內的人員有信心願意導入，為其後續發

展的最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