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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110年4月27日(星期二)

對象 | 實施者及規劃單位

地點 | 新北市政府307簡報室

講師 / 周俊宏 副主任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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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年度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實務工作坊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修訂說明會議程

都市更新淨零碳政策及措施

日期 | 112年 11 月 02 日(星期四)

地點 | 新北市政府 507簡報室

講師 / 王冠翔 組長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綠建築發展部



2簡報大綱

01.台灣建築中心簡介

02.國際近零排放發展背景、案例、評估方式

03.我國綠建築標章及近零排放發展政策

0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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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台灣建築中心簡介



4建築中心成立沿革及核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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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國際近零排放發展背景、
案例、評估方式



6IPCC特別報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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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50淨零轉型-臺灣與世界共同邁向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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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國際近零耗能建築發展目標

8

中國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德國

2050 1.5-2oC
溫控目標
情景

導入主/被
動式建築

碳中和
100%建
築物須達
淨零碳排

淨零碳排 淨零碳排

減碳80%
或
達成淨零
碳排目標

淨零碳排

減少80%建
築物能源消
耗(以1990
年為基準)

2040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00% 乾
淨能源
電力

無

2030
30% 新
建築達到
超低能耗
標準

>500m2

所有建設
採用ZEB

全數新建
築符合

ZEB標準

綠建築占
比達
80%

所有新建建
築物需達淨
零碳排

碳排量與
2005相
比至少減
少40%

減少40%
建築物能
源消耗

70%電力
來自再生
能源

30%電力
來自再生
能源

2020 低能耗
建築

>1,000m2

公有建築
採用ZEB

半數新建築
符合ZEB標準 無 無 無

新建築皆必
須為NEZB 
40%
電力為低碳
方式產生

減少20%建
築物能源消
耗(以1990
年為基準)

乾淨能源
經濟

2025 超低能
耗建築

>1,000m2

所有建設採
用ZEB

無 無 無 無
國家電
網達成
零碳

無無

亞洲 北美洲 歐洲 大洋洲



9國際相關近零耗能建築評估指標內容與案例

9

標準
依據

獎勵
措施

技術
導入

相關
案例

中國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德國

• 朗詩新西郊
房屋

• 上海綠色電
子園區

• 深圳當代藝
術館

政
策

6 階段政策 ZEH 標準,
BELS

BDCES, 
ECO2 + ZEB 
+ BEMS (標
準規範)

•能源績效證書
EPC

•永續住宅法規
•未來住宅標準
•建築能源效率
指令 (EPBD)

建築物能源
法案(2020)

BCA
認證

ERI標準
家庭能源評
級系統
(HERS)

R2000標準

住戶補助、購
房基金獎勵、
稅收優惠、檢
牌補助金…

ZEB補助金

•智能電網
• BEMS(建
築能源管
理系統)

•加熱回收

• BEMS
• Monitoring

•能源儲存系
統ESS

• 通風系統
• 熱回收系統

• BEMS
•智慧電表
•高效通風
系統

•地下空調、
加熱系統

• 再生熱能獎勵計
畫

• 政府投資支持25
萬個綠能相關高
技術性職缺

• 建築物能源效
率改善補助
20%費用(最
多1萬歐元)

• 生產稅收
抵減

• 投資稅收
抵減

綠色房屋貸款
綠建築貸
款優惠

• 購屋貸款
• 減免財產稅
• 公司所得稅
減免

• 計畫補助

• 區域供
冷系統

• 智慧能源微電
網

• 太陽光電屋頂
• 需求控制通風
系統

• 儲能系統

• 智慧電網系統
• 太陽能光電系
統

• 智慧電表安裝
計畫

• 熱回收機械通
風

• BEMS
• 區域供冷系統

• 零碳排放綠色
房屋

• NOWON EZ 
房屋

• 生態工業園區
• 首爾能源夢想
中心

• 川湯森病院
• 茨城縣私人
住宅

• 阪急電鐵攝
津市車站

• 改建淨零
建築BCA 
Academy

• Good 
Energy 
Haus case

• 溫哥華市
政廳

• 溫哥華公
園廣場

• 金普頓路62號
• 肖姆之家

Shawm House
• 迪茲伯里公園

Disbury Park
• 劍橋郡平房

澳洲國家建築
法規
依8個氣候帶
區分

• 布里斯本綠建
築獎勵政策

• 綠色貸款
• 永續家庭計畫

• 智慧水資源再
利用處理系統

• 能源回收通風
系統

• 冷熱能回收系
統

• 未來辦公室
Pixel

• 特斯拉虛擬
充電樁計畫

• 德國Die 
Gleiche風電
廠

科
技

應
用

亞洲 北美洲 歐洲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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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耗能建築案例-日本



11

11

近零耗能建築案例-香港



12近零耗能建築案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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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耗能建築案例-新加坡



14新加坡-超低能耗計畫SLE - Super Low Energy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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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超低能耗計畫SLE - Super Low Energy Programme



16日本-ZEB及Z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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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ZEB及ZEH ZEB 淨零耗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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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ZEB及ZEH ZEB 淨零耗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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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ZEB及ZEH ZEH 淨零耗能住宅
（新建獨棟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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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ZEB及ZEH ZEH-M 淨零耗能住宅
(集合住宅、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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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ZEB及ZEH 登錄制度



22國際近零耗能建築發展策略之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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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我國綠建築標章及近零排
放發展政策



24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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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2050淨零建築發展路徑 建築部門政策

推動 4大面向 8項措施，提升建築能效，加速淨零轉型。



26營建產業的生命週期碳排放量

26

• 全球2020年的營建產業總碳排放量約佔全球的38%，其中使用碳排(OC: Operative 
Carbon)約佔28%、蘊含碳排(EC: Embodied Carbon)約佔10%

• 而2021年統計EC為9%，明確指出建材中混凝土與鋼鐵類約佔6%、磚及玻璃類約
佔3%



27零碳建築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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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建築淨零碳排兩大鑰匙

資料來源：林憲德教授

• 依據建築碳足跡評估標準 ISO 21931-1 或 EN 15978 ，建築全生命週期碳足跡應
包含使用碳排 OC (Operation Carbon) 與蘊含碳排 EC (Embodied Carbon)

• 綠建築標章是綜合型指標，碳排減量雖在綠建築的內涵內，但仍須建立針對碳排放量
進行評估的標示，以利國內外對於淨零碳排評估與各項政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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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
向

指標名稱
評估指標 評估要項

生
態

1.生物多樣性指標
生態綠網、小生物棲地、
植物多樣化、土壤生態

2.綠化量指標 綠化量、CO2固定量

3.基地保水指標 保水、儲留滲透、小基地防洪

節
能

4.日常節能指標（必要） 外殼、空調、照明節能

減
廢

5.二氧化碳減量指標 降低使用建材CO2排放量

6.廢棄物減量指標 減少建造及折除過程廢棄物

健
康

7.室內環境指標 隔音、採光、通風、綠建材

8.水資源指標（必要） 節水器具、雨水再利用

9.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雨水污水分流、垃圾分類處理

29

建築淨零碳排兩大鑰匙

• 綠建築標章是綜合型指標，
碳排減量雖在綠建築的內
涵內，但仍須建立針對碳
排放量進行評估的標示，
以利國內外對於淨零碳排
評估與各項政策的需要。



30台灣的建築能效政策推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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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綠建築標章推動歷程

31



32內政部核發綠建築標章

32



33台灣綠建築標章EEWH評估系統

33

9大指標

• 評估對象
設計階段取得建造執照「候選綠建築證書」

已完工取得使用執照「綠建築標章」。

• 評定原則

至少通過2項日常節能與水資源必要指標。



34建築能效評估與綠建築標章之關係

34

• 我國過去雖有建築外殼節能法規、
綠建築標章及智慧建築標章制度來
規範與評估整體建築設計技術的綜
效水準，但其在於針對建築耗能的
預測範疇、精度、誤差，及對於由
消費者角度帶動市場節能行動的功
能尚嫌不足。

• 透過内政部建築研究所之建築能效
分級評估系統(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 System ，
BERS)在既有綠建築標章體系下執
行建築能效計算、評分與標示，同
時提供大眾一個有感的建築能效標
示方法，藉此能引領民眾輿論與市
場監督機制，以誘導政府、企業、
消費者提升新建築能效水準，改善
既有建築能效，具體落實建築節能
減碳政策。



35台灣建築能效評估系統TBERS 緣起

35

• 台灣建築能效評估系統 TBERS (Taiwan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 System)，為台灣亞熱帶氣候與空間複合化、
多樣化建築特性所量身訂做的簡易有效的建築能效評估工具。

主系統 次系統 評估依據 適用對象與功能

建築能
效評估
系統
BERS

新建建築能效評估系統
BERSn

建築外殼節能設計效率EEV、
空調系統設計效率EAC、照明
節能設計效率EL

6類12組新建建築之設計能效揭露

既
有
建
築
能
效
評
估
系
統

既有建築能效評估系統
BERSe

建物營運條件、建築圖說修正
電費單資料

6類12組既有建築之營運能效揭露

既有機構建築能效評估
系統

BERSi

以機構建築母體EUI統計，與
建物營運條件、建築圖說修正
電費單資料

辦公、旅館、百貨商場、醫院等四類建築
群組機構組織對旗下既有建築之營運能效
揭露

既有便利商店能效評估
系統

BERSc

連鎖便利商店母體EUI統計修
正電費單資料

連鎖超商對旗下既有便利商店分店之營運
能效揭露

住宅能效評估系統
R-BERS

建築外殼節能設計效率EEV、
以及9項固定耗能設備

新建集合住宅及住宅之設計能效揭露，另
見EEWH-RS評估手冊

• TBERS 評估法
•新建建築之能效評估只採「計算評估法」
•既有建築之能效評估則「計算評估法」與「能源單據評估法」兩者併用之方法



36TBERS 的理論

36

台灣建築能效評估系統TBERS 為兩大建築能源解析理論發展而成

• 動態分區EUI 理論

• EUI 右偏分佈理論

所有建築物空間拆解成數種以空調營運模式、
室內發熱水準分類的耗能分區，並建立各分區
的耗電密度EUI 基準值，再以此基準值與其建
築外殼與設備之設計效率來預測整體建築耗能
的方法

TBERS 的EUI 右偏分佈理論一種更簡化的虛擬
EUI 母體分佈的評估法，它直接由外殼、設備
的節能技術潛力抓出EUI 分佈的最大值、中位
值、最小值，並依此建立出EUI 評量尺度。

動態分區EUI 理論



37國際間建築能效標示制度比較

37

• 建築能效分級評估：指針對建築物之能源使用效率，依綠建築評估手冊訂定之建築
能效評估方法，評定建築能效等級，由高至低依序為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
四級、第五級、第六級、第七級等七級。

• 建築能效分級屬第一級之建築物，且能效評分尺度為前百分之五十者，為近零碳建
築，以第一+級標示之。取得近零碳建築，且其剩餘用電量採用再生能源碳中和至
零排放者，為淨零建築，以零標示之。



38建築能效評估系統(BERS, Building Energy-Efficiency Rating System)

38



39BERS 的適用對象

39

非住宅類建築

• 限用於較具規律使用特性的部分非住宅類建築，此類建築物室內發熱較大、空調
時間較長、耗能較高、較具公益性、營運模式較類似、評估精準度較高。

• 限用於低於海拔八百公尺地區，因現有耗能軟體缺乏山地氣象資料，難以精確預
測耗能。

• 新建建築能效評估系統 BERSn、既有建築能效評估系統 BERSe 適用下列6類12組
建築類型範圍。

(1)A-1 集會表演：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及舞位於臺之場所。

(2)B-1 娛樂場所：供娛樂消費，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

(3)B-2 商場百貨：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4)B-3 餐飲場所: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5)B-4 旅館：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6)D-1 健身休閒：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7)D-2 文教設施：供參觀、閱覽、會議，且無舞臺設備之場所。

(8)F-1 醫療照護：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9)G-1 金融證券：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10)G-2 辦公場所：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11)H-1 宿舍安養: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宿舍、民宿)

(12)H-2 住宅：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但不含集合住宅、住宅。(照護機構)



40BERS能效標示與認證

40

• 新建建築能效標示
揭露建築完工時的設計節能效
率狀況，它只以理論模擬計算
值來評估，無須採實際耗能數
據來印證。

• 既有建築之能效標示
揭露建築外殼、能源設備、使
用行為與營運管理之綜合影響
下之實際節能效率，它必須經
市場耗電統計值之核對，證實
具有實測耗電揭露之精度與信
賴度。

建築機能與營運條件改變或標
示過時太久時，會造成標示失
真現象，必須有定期檢驗、定
期標示，才能確保其節能減碳
的功能。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評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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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ERS能效標示與認證

跟節能標章一樣，民眾看得懂且有感的標示



42非住宅建築專用的 BERS理論

42

• 以我國綠建築制度啟動之 2000 年為起算點

• EUIm 是以 2000 年空調、照明平均耗能水準
之條件模擬而成

• 綠建築基準值 EUIg(GB 基準值)與近零碳建築
水準的 EUIn(NZCB 基準值)是以空調與照明
的節能比例 20%、50%之條件模擬而成。

• EUImax 是以空調與照明耗能水準為 2000 年
平均值兩倍之條件模擬而成。

• EUI 評分尺度之評分法，以 EUIn、EUIg、
EUImax 設為 90、50、 0 分之基線，亦GB
基準值設為合格分界

• GB 基準值左側 EUIn~EUIg 區間分割成四個
等分間距訂為 4、3、2、1、1+之能效分級，
其中≧90 分區間為近零碳建築之 1+等級區間。

• GB 基準值右側 EUIg~EUImax 區間訂有不及
格部分之 5、6、7 能效分級， 6、7 等級乃
是市場上能效極差的不良建築。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評估手冊



43住宅能效評估系統(R-BERS)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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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評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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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能效評估系統均設有能效
計 算 邊 界 ECB(Energy-Efficiency
Calculation Boundary)以做為評估依
據，例如歐盟的能效認證EPC在部分會
員國不包含家電設備耗能，部分則包
含家電設備耗能，又如日本的BELS則
不評估家電設備耗能。

R-BERS界定ECB於可操作之能效技術
範疇，亦即設定透天住宅之ECB為空調、
照明、熱水、爐台等四項設備之範疇，
並設定非透天集合住宅的ECB應包括住
宿單元之空調、照明、熱水、爐台等
四項設備，以及公用空間之空調、照
明、電梯、揚水、地下停車場送排風
機等五項設備(共九項)之範疇。

評估耗能分區 耗能計算邊境ECB

透天
住宅

全棟單一分區
(但不含地下室)

空調、照明、熱水、爐台
等四項設備

非
透天
集合
住宅

住宿單元部分
空調、照明、熱水、爐台
等四項設備

公用分區部分
空調、照明、電梯、揚水、
地下停車場送排風機等五
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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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國的綠建築標章是以實施綠建築標章之
2000年之平均耗能水準為計量基準，因此R-
BERS能效計算邊界ECB之減碳率CRR(Carbon
Reduction Rate)來定義住宅之綠建築基準與
近零碳建築基準如下：

• 住宅之綠建築GB基準定義: 相對於能效計算
邊界ECB，減碳率CRR10%以上之住宅建築。

• 住宅之零碳建築NZCB基準定義: 相對於能效
計算邊界ECB，減碳率CRR30%以上之住宅
建築。

• 以2000年最差節能水準所模擬之碳排水準設
為最大值CEImax

由於住宅設備之耗能可能包含電力能源與燃料
能源，為了統一其單位並呼應政府的減碳政策，
R-BERS採用電力能源與燃料能源所換算的碳
排密度CEI(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單位
KgCO2/(m2.yr))為最終能效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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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BERSn BERSe R-BERS

對象 新建建築、既有建築
取得使照滿三年以上之

既有建築
新建住宿類建築

能效評估
參考效益

未來電力使用推估值 既有電力使用分析值 未來二氧化碳排放量推估值

評估所需
參考依據

綠建築日常節能指標之
EEV、EAC、EL值

最近四年內連續 24 個
月之用電度數資料

綠建築日常節能指標之EEV、
EAC、EL值

住宅單元固定設備、公共區域
動力設備

計算級距
參考值

EUIm為查表值
EUIn = 0.5 x EUIm

EUIg = 0.8 x EUIm

EUImax = 2.0 x EUIm

EUIm為查表值
EUImin為查表值

EUIg = 0.8 x EUIm

EUImax為查表值

CEIm為查表值
CEIn = 0.7 x CEIm

CEIg = 0.9 x CEIm

CEImax為查表值

評估項目
範圍

建築外殼、空調、
照明、電器

排除輸送、揚水、加熱、
其他特殊用電後評估
空調、照明、電器

建築外殼、空調、照明、電器、
住宅單元固定設備(熱水器、爐

台)
公共區域動力設備(電梯、送排

風機、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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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碳(

低
蘊
含
碳)

建
築
評
估
手
冊

公
告

113.01.01 113.07.01

低
碳(
低
蘊
含
碳)

建
築
評
估
手
冊

正
式
實
施

試評作業 試辦作業 正式辦理

遴選不同建築類型、
結構型式、規模之
建築物進行試評作
業，回饋評估手冊

指定專業評定機構
辦理試辦作業

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正式公告時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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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全生命週期碳足跡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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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低碳(低蘊含碳)建築的方法

提升低碳等級的方法，包括合理的結構設計、採用低碳混凝土、選擇低碳建築構件、
鋼構造或木構造、舊建築再利用等。



50

50

建築工程蘊含碳排的方法論

資料來源:112年度低碳（低蘊含碳）建築標示制度推廣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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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蘊含碳排的方法論

資料來源:112年度低碳（低蘊含碳）建築標示制度推廣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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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蘊含碳排的方法論

資料來源:112年度低碳（低蘊含碳）建築標示制度推廣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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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全生命週期碳足跡評估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對於營建碳排採用建築能效評估系統BERS作為評估與標示
之依據，對於蘊含碳排採用低碳建築評估系統LEBRS作為評估與標示之依據。

LEBRS參考EN15798(2011)、ISO21931-1(2022)所建議的全生命週期計算
邊境共16個項目，扣除B6、B7的使用碳排(已納入建築能效標示)後，共14個
必要項目。

資料來源:LEBR手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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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
建築主結構的計算法

資料來源:LEBR手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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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
建築非主結構構件的計算法

資料來源:LEBR手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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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

資料來源:112年度低碳（低蘊含碳）建築標示制度推廣講習會

非主結構構件

申請案建築蘊含碳排
=主結構建材+非主結構建材+施工

+更新修繕+拆除廢棄
+舊建材再利用減碳量
+低碳循環建材減碳量
+低碳工法減碳量



57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

57

低碳(低蘊含碳)建築等級的評估法

STEP 01.計算基準案與設計案的

•評估範疇蘊含碳排放量EEC (kgCO2)
•蘊含碳牌指標ECI (kgCO2 / m2)
•碳足跡減碳率CFR (比值，無單位)

STEP 02.依據LEBR分級評估間距求取分級

ΔCF=(CFS-CFSC)+(ΔCFow+ ΔCFw+ ΔCFcw+ ΔCFiw+ ΔCFf+ ΔCFp)

- ΣRMk ╳ Rk - ΣLCRk ╳ Lk     - ΣLCCm

地上層主結構減碳量 非主結構減碳量

舊建材再利用減碳量 低碳循環建材減碳量 低碳工法減碳量

CFR=ΔCF ╳ ( 1.0+ LL ) / EECc

資料來源:LEBR手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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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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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資料來源:112年度低碳（低蘊含碳）建築標示制度推廣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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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資料來源:112年度低碳（低蘊含碳）建築標示制度推廣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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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國外推動策略的參考

壹、強制手段: 法令、管制
• 劃定示範區
• 一定規模以上
• 局部管制:建材材質、設施或設備

貳、鼓勵措施: 補助方案、稅率減免措施、融資貸款優惠
• 容積獎勵
• 特殊設備、工法納入共同負擔營建費用
• 鼓勵研發創新或引進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

參、溝通工具: 提供產業/民眾免費諮詢服務、公聽會
• 提供產業設計工具(BIM樣板)
• 辦理產業/民眾推廣宣導會

肆、滾動式檢討:期程、參考標準
• 合理推動期程( 宣導期、試辦期、正式啟動 )
• 配合中央公告之標準適時調整(範圍、取得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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