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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商部門減碳旗艦行動計畫社會溝通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年 4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地點：環境部（臺北市中華路一段 83號）4樓 401會議室 

三、主席：林副執行長子倫、董政務次長建宏 紀錄：紀宏穎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旗艦行動計畫簡報：（略） 

七、代表性案例及新思維分享：（略） 

八、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李董事長根政） 

1. 地球公民基金會高雄總部裝修，透過雙層玻璃及加裝百葉，夏天西曬的辦

公室成功降溫約 20%，百坪的辦公室可減少至少一座大型冷氣機，並同

時提供溫度濕度控制得宜的舒適空間，由此可見，透過隔熱跟通風的改善，

可節省可觀的空調用電，2050 淨零要兼顧節能跟居住品質，不應只鼓勵

家用電器汰換到一級能效，也要處理既有建築隔熱和通風。 

2. 依本人裝修辦公室跟居家的經驗，臺灣目前相關行業並無將隔熱通風作

為基本的設計原則，目前內政部已提出既有建築物能效改善策略，新建築

物的能效是減緩碳排的增長，但 0到 30年的建築物不算老宅，也不是新

建築物，多數 0到 30年既有建築物不太可能做外殼改善，而室內裝修改

善不應只是貼隔熱紙，我們一直忽略隔熱和通風問題，請教內政部有關鼓

勵既有建築物能效改善，是否包含 0到 30年的建築物，跟環境部提出既

有建築物改善計畫的區隔為何。 

3. 高雄市已通過淨零自治條例，有淨零示範社區的評估，但發現評估一個社

區的屋頂光電非常困難，承辦人就拿 GOOGLE地圖看，作法非常原始。

中央政府可整合相關資源協助地方政府做這件事，不然做淨零示範社區

第一關就卡關。另外，淨零示範社區的範疇廣泛，談創能跟節能，但怎麼

以一個社區來節能，地方政府不知道怎麼做，也找不到顧問公司有能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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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現實的問題。 

4. 對於商業用電大戶，需要重新盤點且重點投入，給他們一點壓力，比照產

業界的用電大戶，應該要讓他們知道自己的節電責任。 

（二）台灣環境規劃協會（趙理事長家緯） 

1. 淨零建築旗艦計畫有考量蘊含碳是一大亮點，有助於減少鋼鐵跟水泥的

使用量，因建築的水泥需求量超過 20%，此項措施很重要。目前規劃 2030

年公有新建建築達一級能效，但蘊含碳方面尚無規範，以加州為例，要求

10 萬平方英尺以上的商用建築進行蘊含碳的揭露，因此建議旗艦計畫應

訂定階段性的推動目標。 

2. 針對既有建築提升能效的政策目標部分，2022年淨零路徑已提出 2040年

50%既有建築物更新為建築能效 1級或近零碳建築之目標，至 2030年預

計多少比例達成此目標，建議嘗試設定階段性的目標。 

3. AI 資料中心屬於商業性的事業，但能源查核的部分還沒有被處理到，建

議能源署於深度節能旗艦計畫納入管理，且從過往自願性要求進到規範

性要求。 

4. 在深度節能推動部分，尚無提及租屋族的困境及對應政策，同時，需強化

房仲業者在淨零轉型中扮演的角色認知，以推廣符合淨零建築標準的物

件，建議盤點出關鍵行動者，並制定相關措施，以利共同參與行動計畫。 

5. 有關擴大建築能效改善的預算於 2030年前有 80幾億，至 2035年前增加

到 248億，請說明此預算之規劃內容。 

6. 有關強化用電揭露方面，服務業已實施能源查核並取得用電資訊，但以商

業機密為由無法揭露，目前環境部規定 2026年起服務業大用戶需揭露碳

排量，考量能源署為能源查核申報之主管機關，能源署可依循此邏輯，強

化服務業用電量及碳排揭露。 

7. 有關租屋族方面，能源署相關節能計畫，調查結果顯示租屋族無法順利參

與節能家電補助計畫，建議可評估包租代管業者扮演角色，以解決租屋族

節能需求困境。 

（三）台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陳創會理事長惠萍） 

1. 這場會議是要公私協力把旗艦計畫做得更好，我們也願意貢獻經驗，希望

落實以人為本的能源轉型，結合公益行動幫助弱勢的能源轉型，這些公益

組織是未來協力推動節能跟創能很重要的夥伴。過去我們幫很多社福單

位蓋太陽能電廠，全面盤點社服單位的能源問題，這部分有把公正轉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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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納進來，未來住商部門相關策略也可以參考。 

2. 有關節能志工或社區講座，應該可以拉高層次，在推動旗艦計畫同時，推

動節能或是淨零建築，我們是否能搭配相關綠領人才培力計畫，我們可以

培力女性或弱勢族群參與能源健檢服務，不只幫助這些人，可以得到創能

或節能的知識能力，也帶他去社福機構協助盤點他們的能源問題，就是多

重循環效力。 

3. 今天重點討論旗艦計畫如何加速，剛提到現況跟制度面的問題，我們要檢

視跟思考政府如何去創新，因為政府創新會受限框架，有些可能的模式要

讓它落地，還是可以透過尋求試點的社區，可以用類似沙盒概念讓法規上

目前不可行的事情，先小規模嘗試，比如陽台上可否裝太陽能，可能可以

在這樣沙盒的環境由政府結合相關資源人力或技術、金融資源落地試試

看，才能跳脫現有的瓶頸找出新的可能性。 

（四）台灣綠領協會（陳理事長重仁） 

1. 都更的案子有兩條路，一條是打掉重建，一條是整建，過去大家大多談重

建，可是整建這一塊過去很少人談，現在臺北市有大案子，量體蠻大的，

無法都更就整建，臺北市政府也有相關整建的補助，但是相關標準和定義

還不夠明確，有辦法執行的團隊也不多，建議要有輔導團隊或類似危老推

動師的角色，才有辦法推動既有建築整建維護。 

2. 整建維護和拉皮一定會有蘊含碳，要如何降到最低，是必須思考的，另外

大家都認同節能減碳，但實踐的意願還是不夠高，應該要有一些創意和誘

因，才能順利推動。 

3. BIPV定義應沒問題，但是沒有足夠的產品，建築行業跟綠能行業中間有

個空白，需要建築專業背景的人參與才有辦法解決，BIPV用在外皮整建，

可以不必刨掉原來外牆再貼磁磚，直接覆蓋上去就可以發電，希望能源署

可以協助推動。 

（五）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林教授憲德） 

1. 舊建築物的改善，我們要先思考要減碳還是要舒適度，並先診斷是否值得

改善，有些節能改造後電費單反應不出來，花了很多錢但電費沒有差異，

所以要先診斷有沒有改造的效益。 

2. 舊建築物的改造，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延壽、居住正義及舒適度，

第二個層面是節能減碳，居住正義的部分應該要有指標，因為節能減碳是

科學的，改造多少省多少電是可以量化的。兩個層面不應該混為一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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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拉皮是居住正義並可以延壽，但無減碳成效。 

3. 住宅類建築在臺灣要減碳不太有空間，它是乾毛巾，每平方米耗電僅約 40

度電，乾毛巾擠不出水，但不同醫院間，耗電量卻可以差 3倍以上，所以

非住宅改造潛力較大，一所醫院的節能減碳量可能勝過 1 千棟住宅，它

的經濟效益是高的，換言之，非住宅類建築節能減碳效益才是我們溫室氣

體管制策略 CP值比較高的部分。 

（六）媽媽氣候行動聯盟協會（楊秘書長順美） 

1. 推動淨零要成功必須由下而上響應，尤其建築物整建維護，牽涉整棟樓或

整個社區，並不容易，但還是會有人想改善自己的建築能耗，以我的朋友

親身經驗而言，想要用雙層玻璃，想要做隔熱的瓷磚，發現臺灣市場這些

東西非常貴，必須有政策才有產業出來，價格才會便宜，一般住家自己想

先改善才有機會。 

2. 談到淨零建築，期待可以找公有建物做整個淨零改善，公告它整個改善結

果，最好是臺灣有代表性的公有建築做整體改善，像過去美國紐約帝國大

廈改善成果，確實有很好的效果，如果臺灣有做這樣的改善，才能讓大家

知道節能是可能的。 

3. 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部分，障礙很多，要思考怎麼從法規上解除這些障

礙，讓更多人願意嘗試，尤其對透天厝有屋頂的人而言，不只是發電，透

過太陽光電還有隔熱效果。我認為臺灣公有建物的屋頂光電大概都有達

標，但那個標目標可以設定高一點，盡可能把屋頂光電做滿，因為它對一

個環境的衝擊相對比較少，但現在私有建物屋頂光電的量還是少的，我發

現越高級的社區屋頂裝光電的越少，這是很諷刺的情況，應加強宣導。 

4. 屋頂太陽光電過去有違建問題，雖然放寬高度 4.5米以下免雜照，但各縣

市政府態度不一樣，有違建物諮詢表，大家看到就不敢填，這部分還要跟

縣市政府協調。 

（七）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吳資深主任心萍） 

1. 要引導使用者行為改變必須做到資訊揭露，例如紐約市的建築大門口大

多都有張貼能效等級標示，雖然我們也有建築能效制度，但需要有更透明

及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讓使用者更有動機選擇能效更好的建築物。 

2. 另一個荷蘭小鎮 Loenen的案例是家戶都有加裝太陽能板，發電量好的時

候剛好遇到市場售電價格不好，大家便集體將發的電存到電動車裡，等到

黃昏電價較好時，再集體把電賣出，臺灣若要仿效 Loenen案例，缺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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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電表（AMI），目前智慧電表已加裝 300 萬戶，每年裝 100 萬戶的速

度，可能要花 15年才會裝完。我們參與很多能源政策，很多縣市反應無

法分析 AMI資料，無法做出節能策略。 

3. 相關案例顯示，屋頂有太陽能板的教室比其他教室降溫 4.2度，而峨眉停

車場實測降溫幅度更大，以德國的經驗而言，已有相關法令，讓租客可要

求房東在陽台加裝太陽能光電設施，因此討論住商部門節電不只是內政

部或其他單位的事，社規師跟物業業者可以進來討論，可對住戶有更大的

影響。 

4. 有關維生系統部分，日本要求建築物在災後可以自主生存 20天，臺灣討

論糧食只有泡麵，系統只有發電機，不足以應變災害，屋頂光電可以有更

多應用，例如韓國首爾就把太陽能光電板跟牆面結合，平日還可以擋西

曬，但德國陽台型太陽光電在臺灣則有違建的可能，其實很可惜，臺灣違

建也很多，若太陽光電可跟建築物結合，可提升我們的韌性，建議在安全

上、法規上可適度的放寬。 

（八）荒野保護協會（李理事長騏廷） 

降溫問題是很重要的，建議未來做都市規劃時，將降溫納入考慮。另外簡

報有提到風災後容易成為孤島的社區，我們接觸過的案例，通常在比較偏

遠的地方，這些社區沒有台電的饋線，不會有任何太陽光電的受益，只能

自發自用，比較難找到有人願意進去幫他們，社區也不知道如何建構這些

設備。針對經濟弱勢的家戶，可能要環保部門或經濟部門協助，也需要更

多社服部門的協助，才能協助他們建立綠能相關設施。 

（九）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蔡教授耀賢） 

1. 既有建築物整建維護相對於拆除重建，是低碳的做法，但整建維護較為複

雜，涉及結構補強、外殼改善、室內裝修更改、電梯、空調或機電設備等

方面，需要有一站式服務的模式，但對建築師而言，服務事項太多，經濟

誘因不足，願意服務的人較少。 

2. 綠領人才培育的部分，我們需要把既有資源整合進來，包括學界、業界，

及相關輔導團體，這部分確實是還需要強化。 

（十）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黃教授國倉） 

1. 本人曾推估住商部門碳排放的基線，分析發現建築數量的成長會影響基

線走向，事實上，雖然我們人口沒有成長，但建築數量還是持續成長、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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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數量也持續成長，以前三代同堂家庭很多，現在小家庭和獨居越來越

多，家庭結構改變必須予以考量，才能準確推估基線。 

2. 有關部會分工和減碳責任也是必須被討論的，例如推動電動車有利於交

通部門減碳，但電動車的用電會增加在住商部門，建築的蘊含碳的減量則

反應在製造部門，無法反應在住商部門，每個部會提出的減碳策略會分別

貢獻在不同部門，未來如何釐清各部會減碳責任是環境部可以思考的部

分。 

（十一）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崔理事長懋森） 

1. 建築師於營建產業前端主導建築物蘊含碳與營運碳等節能減碳之規劃設

計，應持續強化專業知識與實務操作技能，提升建築師職能。 

2. 建議政府在法規上建立獎勵機制，鼓勵建築師於設計端積極導入節能減

碳措施，例如建築師完成新建建物超越法規規定之節能設計標準，提出數

據或證明給予獎勵，以引導業者投入更多資源導入節能設計。 

3. 臺灣人口結構趨向高齡化，預估 2070年臺灣人口降 1,600萬，65歲退休

人口將達 40%，應積極思考如何進行老屋整建，提升長者居住舒適度，

鼓勵全民生活參與減碳行動。 

4. 民眾生活中有許多減碳創意，政府若能鼓勵民眾減碳，有助於形成減碳風

潮，提升減碳成效。 

（十二）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王顧問祥騮） 

1. 早期預鑄工法有些問題，有點污名化，我想簡單用個例子來講，比如普通

的住宅建築，一層樓是 100 多坪，14 層樓 2 千坪，包括地下三層，會動

用 1 萬噸材料，要從各地搬到工地來，1 萬噸材料除了土方跟植栽之外都

是製造業範疇，1 萬噸從工廠搬到工地是交通業的問題，到我們手上我們

叫小搬運，就是鋼筋到現場要吊到樓上去，把那一捆打開來，師傅一根一

根綁在現場，小搬運的能源效率非常低也非常耗人力，對人力短缺非常不

利，預鑄可以減少人力和減少能源消耗。 

2. 有關循環經濟的部分，臺灣有各式各樣爐渣，部分爐渣是可以再利用或本

身經過處理可以變成產品，希望有配套法規予以推動。 

3. 臺灣的建築節能和淨零相關名詞及法規有點太散，如果能讓政策更簡單

說清楚，把相關名詞和法規更加精簡或是優化，營造業可以更容易理解一

點，推動也可能方便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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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聯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策略規劃暨營運經理書敏） 

1. 我們公司接觸到的經驗顯示，物業管理公司或社區居民因為背景知識不

足，加上沒有市場公開資訊，要建置太陽光電是蠻困難的，例如合約不一

定簽得很好、維運不一定有人做，或不知找誰做汰換。 

2. 日本政府推動低碳或淨零建築，是會補助及協助導入儲能系統，補助項目

也包括能源管理系統，以對應政府電力需求調節，另外，有拿政府補助的，

數據要釋放給政府，供後續調度或研究使用。 

（十四）台達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吳技術顧問宗德） 

1. 蘊含碳面向很廣，有些無法避免的碳排，分階段管制可找相關公協會訂

定，以水泥來說，它裡面有熟料，熟料是用碳酸鈣高溫鍛燒形成氧化鈣，

在高溫窯燒有最基本的碳排，除非要做碳權交易才能達到淨零，不然還有

最低限度的碳排，分階段定義可以找公協會做討論。 

2. 用電大戶從 104年度開始每年減 1%，跟擠毛巾一樣，這些企業減那麼多

年，接下來要再減 1%，成本比還沒有做節能減碳的用戶成本高非常多，

建議還是要找還沒被擰過的毛巾去擰。 

3. 有關激勵部分，如何提升全民參與深度節能，即使具有高強度再生能源需

求的業主，誘因不足仍影響業主投入意願，依現況僅提供補助或是 ESCO

輔導資源，若未來推動遇阻礙或進度緩慢，應檢討及調整獎勵或懲罰措

施。 

（十五）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科國際所（林副所長志勳） 

內政部提出建築能效分級標示，依 113年 7月資料顯示，只有 80件評定，

認可通過 41件，雖然是 111年才推出分級標示制度，但一年全臺灣核發

的建照是 13.8萬戶，能效標示一年不到 100件，推動速度應該可以更快，

畢竟這是非常好的工具。例如大賣場買家電時，就知道冷氣是一級、二級、

三級，這也是原意，讓大家一看就知道這個房子能效高或低，我們有好的

工具，但推動速度應該更加速。 

（十六）將捷集團（李執行董事建德） 

1. 預鑄工法分為 RC跟鋼構，鋼構因成本較高，多用於超高層建物，因鋼構

的回收率高，符合循環經濟的概念，建議某些法規能夠刺激或鼓勵業界盡

量採用鋼構的設計，達到節能減碳目標。 

2. 現在地下室越挖越深，主要因為整個大樓的維生系統跟停車空間擺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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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室，維生系統擺在地面上有個規定，機電空間超過 15%要計入容積，

建商為了爭取容積，越挖越深，衍生的土方除了運輸的耗能，還有很多問

題，建議相關法規鼓勵業界將維生系統往地面層擺設，因為目前環境變

遷、氣候劇烈，萬一淹水的時候維生系統在地面層是比較安全的。 

（十七）內政部回應 

1. 內政部淨零旗艦計畫已把老宅延壽列為關鍵措施，這個措施也涉及到公

正轉型的議題，我們希望居住在老宅的老人或弱勢族群可以有就地安老

的機會和選擇，所以必須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例如公共環境的改善、室

內裝修的改善、管線更新，或是窗戶、遮陽的改善等等，可以讓長輩生活

舒適，同時也達到節能的效果，當然在這個過程，除了政府的法令規範作

為配套之外，我們需要更多綠領人才，也需要更多民間力量和資源的挹

注，提供新的設計新的創意，真正改善弱勢族群的生活環境，實現真正的

公正轉型。 

2. 綠領人才培育需要公私協力共同完成，尤其學界的部分，如能提供更多淨

零建築相關領域的學習和課程，並將公正轉型跟綠色產業做新的結合，可

以讓年輕學子有更多元更不一樣的想像和學習機會，未來內政部也會思

考如何和教育部及勞動部合作，培育更多企業界需要的綠領人才。 

3. 有關營造公會提出預鑄、營建廢棄物等法規面議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會再對法規進行檢視，除了獎勵性法規以外，必要時也會評估強制性的法

規，以加速推動。另外，政府已要求社會住宅要採用一定比例的預鑄工法，

藉以刺激預鑄產業的發展。 

4. 有關住宅跟防災設計部分，內政部已將所有全國易致災點位盤點出來，未

來將持續與經濟部和地方政府合作，針對這些點位作細部討論，以提高災

害的救援速度。 

5. 有關太陽能光電板部分，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已完成「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標準」（草案）法規預告作業，該草案規範建築面積 1,000 平方

公尺以上者，應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也感謝經濟部全力支持，對所轄

管之工業區、產業園區內之廠房建物，將太陽能光電列為優先推動項目。 

6. 有關租屋族的議題，內政部對包租代管業者已有補助，未來也會評估是否

能鼓勵或要求針對出租房屋進行節能改善，以達到節能和改善居住環境

品質的目標。 

7. 有關沙盒計畫部分，以政府的角度而言，不希望沙盒計畫只是科學實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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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結束了就無法延續，這樣似乎沒有實質社會意義。未來，如果地方政

府有相關明確的想法，中央政府可以協助協調並做法規的調適。 

8. 淨零建築經費採累積式規劃，主要運用在既有建築節能改善的示範補助，

初期投入較少，後期逐年增加，2030年預計投入 96億，2032年 165億，

2035年 195億，以因應 2040年目標，未來執行量能將滾動檢討。 

（十八）經濟部回應 

1. AI 資料中心雖是歸屬商業部門，但數位部也提供業者諮詢診斷，鼓勵高

效率照明、空調、伺服器等，以協助業者節能減碳。 

2. 有關智慧電表部分，現在已經裝了約 300多萬戶，目標是到年底達到 400

萬戶，用電覆蓋率約可達 83%，這些數位電表已可提供相關電力數據，但

有個資問題仍待克服。 

3. 小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部分，經濟部已規劃補助措施，但預算尚未通過，

未來若有通過，會透過地方政府進行補助。 

4. 有關服務業碳揭露部分，因涉及營業秘密跟個資問題，短期內還不容易，

另外 BIPV部分，目前經濟部已有補助辦法，但很少人申請，主要的問題

是 BIPV是否可以認定為建築物的外殼，且還涉及耐火性的問題。 

5. 有關節能家電補助部分，包租代管制度對房東已有相關建物維修的補助，

未來可以評估把一級能效節能家電納入，以提高節能成效。 

九、會議結論： 

（一）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林副執行長子倫 

1. 住商部門減碳計畫是跨領域、跨部門的議題，後續還有運輸、農業、循環、

製造、能源等幾個場次的旗艦計畫溝通會議，今天收集很多資訊後續也會

參考。 

2. 推動旗艦計畫是為了加快加速減碳行動，當然許多措施有輕重緩急，有些

長期的措施無法短期完成，比如教育等等，但還是要思考如何有策略的布

建資源，在有限資源下做最佳配置與排序。 

（二）內政部董政務次長建宏 

1. 2050 淨零排放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淨零排放政策不能只是依賴公部門推

動，政府只能在法令上運作，實際執行是需要學界、業界、公民團體共同

推動，才能提供足夠的推力。 

2. 感謝公民團體和專家學者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相關建議可補足我們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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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討論上的盲點，後續還有多場社會溝通會議，希望透過公民溝通及社會

參與，讓國家的淨零碳排政策足以反應公民共識，並且是全民動起來參與

的活動，最終目標不僅是減碳，也是為了創造更好的生活方式，並帶動產

業的發展。 

十、散會（下午 5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