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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建築路徑規劃及推動策略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壹、 前言
為降低氣候變遷及地球暖化造成之衝擊，全球目前已有超過 140個國家宣示或規

劃在 2050年達到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第四條亦明確訂定，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 2050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氣候變遷因應法》

已於 2023年 2月 15日經總統正式公布施行，成為臺灣實現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

最重要氣候治理法源。而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於

2021年 5月發表的「全球能源部門 2050年淨零排放路徑」報告指出，2050年達到

淨零排放有二大關鍵，一為全球各國於各部門領域，持續推動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二

為能源部門須採取減排措施和技術，積極推動再生能源及新興燃料和技術。其中建築

部門主要係導入建築節能技術並結合再生能源，提出有效降低建築總體耗能之解決

方案。

貳、 淨零建築路徑規劃及階段里程碑
為推動我國淨零排放政策，行政院於 2020年正式啟動「我國淨零排放目標期程

及因應作為研商會議」，展開跨部會淨零排放路徑評估工作，並針對長期能源政策、

運具電動化發展、淨零建築、低碳科技研發、濕地固碳等面向進行部會分工，其中淨

零建築排放路徑評估由內政部辦理。

為與國際趨勢接軌，參考國際能源總署（IEA）「全球能源部門 2050年淨零排放

路徑」報告，及日本、美國、歐盟等國際發展概念，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21年 6

月完成「淨零建築」路徑藍圖草案，並以該草案作為後續社會溝通及公民參與之基

礎，經多次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及「淨零建築」願景工作圈討論會，納入環團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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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淨零建築規劃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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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意見及國際發展經驗，於 2021年 11月規劃完成淨零建築路徑藍圖，規劃先

建築節能 50％，其餘用電再以再生能源碳中和至零碳排（圖 1）。

淨零建築之推動路徑規劃由公有建築物帶頭做起，引導民間建築跟進，針對新建

建築先採取鼓勵方式，再逐步修訂法規強制實施；至既有建築因數量龐大牽涉民眾權

益，爰對於民間既有建築採鼓勵之獎補助方式為主，公有既有建築則採強制實施；同

時研擬強化家電節能措施，並投入建築節能減碳技術及再生能源等之研發與應用工

作，共計四大推動路徑及策略，由相關部會署分工辦理，至有關碳中和所需之再生能

源，係由經濟部主責辦理相關整體規劃及推動策略。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22年 3月 30日會同環保署、經濟部、科技部、交通部及內

政部，召開「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聯合記者會，正式對外公布臺

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其中淨零建築階段里程碑如下（圖 2）：

2030年：公有新建建築物達成建築能效 1級或近零碳建築；

2040年：50％既有建築物更新為建築能效 1級或近零碳建築；

2050年：100％新建建築物及超過 85％建築物為近零碳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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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淨零建築推動策略
「淨零建築」路徑涵蓋四大推動主軸（圖 3），包括：（1）提高新建建築物能源效

率；（2）改善既有建築物能源效率；（3）提升家電、設備能源效率；（4）建築節能減

碳新技術及工法研發與推廣應用，概述如下：

一、 提高新建建築物能源效率

（一） 建立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制度

建立評估及計算建築物能源效率的系統性工具，並根據計算結果，給予建築物

不同能效等級，以做為後續獎勵或強制規範的量化基準。

（二） 「公有智慧綠建築實施方針」納管公有建築物

要求公有新建建築物執行綠建築設計與建築能效評估，以公有建築帶動民間建

築提升能效。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2年 3月 30日公布之「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

圖 2 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規劃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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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建築節能法規，管制公、私有新建建築物

1. 提升新建建築物被動節能體質

建築物外殼節約能源設計基準值業於 2021年提升 5％，預計於 2026年再提升

至 10％。

2. 避免新建建築物超量設計中央空調系統

預計於 2026年修正「新建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標準」，避免中央空調超量設

計，減少能源消耗。

3. 配合建築能效分級評估推動進度，進行法制化研究

內政部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實施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制度，為利推動淨零建

築，並由內政部營建署提前自 2023年啟動研修建築能效評估制度法制化作業。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2年 3月 30日公布之「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

圖 3 住宅部門淨零轉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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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善既有建築物能源效率

（一） 補助民間辦理既有建築物能效提升

既有建築可依據「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申請補

助，透過補助項目納入提升能效相關改善措施，以提高既有建築能效。

（二） 逐步強制公有既有建築能效改善

為推動既有建築物能效改善評估，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將試辦既有建築物能效評

估，後續由內政部營建署依前開試辦經驗，據以研訂建築物實施建築能效評估

及改善方案。

（三） 推動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經濟部藉由推動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補助，輔導法人、機關及學校導入能源

技術服務業進行既有建築節能改善，申請對象為用電契約容量 100kW以上之用

戶，補助經費以專案計畫 20％為原則，每案補助以 500萬元為上限，同時就中

小企業及優先補助項目部分所需經費，提高 10％之補助比例上限，其中保證計

畫節能率不得低於 10％。該專案於 2017-2022年共計示範補助 454家案例，

每年促成節電約 4.53億度，平均節能率達 36％。

（四） 鼓勵企業將建築能效納入企業永續報告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鼓勵企業將綠建築及建築能效等級納入企業永續報告書

（Sustainability Report／ ESG Report），做為銀行及保險業者於辦理企業授

信、專案融資審核或訂定投資政策時之考量。另為鼓勵金融業將資金導引至永

續的經濟活動，以及協助企業及金融業判斷何謂永續經濟活動，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經濟部及交通部於 2022年 12月 8日共

同公告「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該指引初步針對部分製造業、營造建築

與不動產業、運輸與倉儲業，提供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條件及技術篩選標準。

其中營造建築與不動產業之部分一般經濟活動（如新建築物、既有建築物翻新

等），係以同時符合「綠建築標章達銀級以上」及「建築能效標示達 2等級以

上」，作為對氣候變遷減緩具實質貢獻之技術篩選標準，以鼓勵企業建築物取得

相關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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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家電、設備能源效率

（一） 分階段提高家電能效基準

經濟部目前已推動能源效率標示之節能電器產品，計有冷暖氣機、除濕機、電

冰箱等十一種類別，規劃擴大推動家電產品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並逐年提

升家電產品能效基準，另為提升家電設備用電效率，經濟部 2023年推動家電汰

舊換新節能補助，民眾購置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1級之冷氣及冰箱並汰換回收，

每台新機補助新臺幣 3,000元，以加速老舊耗能家電退場。

（二） 貨物稅減徵優惠續行評估

財政部貨物稅條例於 2021年 5月 26日修正實施，該條例已明定自 2021年 6

月 25日至 2023年 6月 14日止，購買經經濟部核定能源效率分級為第 1級或

第 2級之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者，減徵貨物稅新臺幣 2,000元，

自 2019年 6月 15日至 2023年 1月 31日止，累計核退 731萬台、核退稅額

121億元，另為持續鼓勵民眾購買節能電器產品，並帶動電器產業轉型發展，

財政部將修正貨物稅條例，再延長實施二年至 2025年 6月 14日，並經立法院

審議同意後實施。

（三） 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協助設置充電設施

為協助電動車輛充電系統於既有公寓大廈內設置，減少爭議之發生，協助設置

充電設施，內政部營建署已擬具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 2021年

10月 22日函報行政院審議中。修正內容包括，新增在既有社區裡加裝電動車

輛充電系統，應請台電進行事前專業評估，並降低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成案門檻，以利協助社區凝聚社區裝設共識。另為使公寓大廈住戶的權益能獲

得足夠保障，要求管委會應提報自主維護管理計畫、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並訂有保險費負擔及差額負補償責任，以及違規罰則等，以確保未來用電安全。

四、 節能技術及工法研發與推廣 

（一） 建築物導入創新節能技術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參考國際淨零建築相關技術，規劃研發及推廣適合我國氣候

特性與能源使用之建築節能技術及減碳工法，如智慧電表、建立建築物智慧能

源管理服務平台及建築物能源管理數據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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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減碳工法及技術研發

以建築生命週期角度而言，建築材料及工法亦會影響建築物碳排放量，故規劃

研究相關減碳工法及技術，包括木竹構造、建築循環經濟、建築延壽及預鑄構

造工法等。

肆、 建構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制度
為提升我國建築物能源效率，以利達成 2050年淨零建築願景目標，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參酌國際間推動建築節能策略之新趨勢，及我國亞熱帶高濕高熱氣候條件與國

情，建構我國建築能效評估系統 TBERS （Taiwan Building Energy-Efficiency Rating 

System），該系統係以綠建築標章日常節能指標之建築物外殼節能效率、空調系統節

能效率及室內照明系統節能效率計算建築能源效率，評定建築能效等級，由高至低依

序分為第 1至 7級，以作為評定建築能效等級之方法。其中建築能效分級屬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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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ly Zero-Carbon 

Buildings），以第 1+級標示。未來取得近零碳建築等級之建築物，約節能 50％，其餘

用電量需靠再生能源碳中和至零排放，為淨零建築（Net Zero Buildings）。

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制度規劃於 2022-2025年採分年分階段方式辦理，初期

（2022年）採鼓勵申請方式試辦一年，自 2023年 7月 1日起由公有建築帶頭做起，

以引導民間跟進，並針對耗能量大之建築物優先推動，逐步擴展至其他建築物。預估

整合綠建築標章制度與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系統後，平均建築節能率可從至少 20％提

升至 30％，相關推動措施如下：

一、 辦理建築能效評估手冊出版及作業要點修正

（一） 研訂建築能效評估手冊（圖 4），並於 2021年 12月 24日函頒建築能效評估手

冊，自 2022年 1月 1日實施，以作為評定建築能效等級之方法，於現有綠建

築標章體系下，整合納入建築能效之計算、評分與標示。

（二） 內政部已於 2021年 12月 2日公布修正「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

要點」，納入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相關規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開始實施，

採自願申請方式，於申請綠建築標章評定時，自願併同辦理建築能效評估，期透

過實施成效良好之綠建築標章，進而帶動建築物自主標示建築能效等級，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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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建築能效評估手冊 圖 5 建築能效標示銘牌格式

升綠建築節能設計水準。另為讓民眾容易辨識，申請人可依內政部提供之格式自

行製作建築能效標示銘牌（圖 5），供懸掛於建築物以供識別建築能效等級。

二、 辦理試辦、講習訓練推廣及授證

（一） 試辦一年：2022年針對 6類 12組建築類組有意願申請建築能效標示者，於申

請綠建築標章時自願申請。

（二） 針對建築相關從業人員，於 2022年下半年已辦理 14場淨零建築與建築能效評

估及標示系統之相關講習訓練推廣。

（三） 為鼓勵各界申請，內政部於 2022年 6月 17日舉辦「第 1件近零碳建築授證暨

綠建築標章破萬表揚典禮」活動，針對國內首件取得便利商店類的統一超商安

同門市，以及首件取得辦公及大型空間類的國立成功大學運璿綠建築科技大樓

之近零碳建築進行授證，截至 2023年 2月底共有 6件申請取得建築能效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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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規劃推動策略

（一） 公有新建建築帶頭實施：為達成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2年 3月 30日公布之建

築部門階段里程碑：2030年公有新建建築物達建築能效 1級或近零碳建築

（1+級）的目標，並完備綠建築標章與建築能效標示制度之接軌，及因應政府淨

零排放政策執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業完成綠建築評估手冊之基本型及住宿類

二本手冊之修訂，並於 2023年 12月 12日函頒公告，明定由公有辦公、服務

類建築（G-1金融證券、G-2辦公場所）自 2023年 7月 1日起，於申請綠建築

標章時，需同時申請建築能效評估，且其建築能效等級至少須達 2級以上，並

自 2026年起須達 1級或近零碳建築（1+級）。至其他建築類組之適用對象及預

定時程（表 1及圖 6）。

（二） 建築能效法制化：內政部營建署規劃提前自 2023年，啟動研修建築物能效評估

制度法制化作業。

（三） 其他多元化措施；結合其他部會與地方政府共同推動，如評估導入稅賦減免、

綠色金融工具、都更容獎獎勵建築能效改善、民間節能產業及創新技術與設備

等之可行性等。

表 1 公有新建建築強制導入建築能效評估之預定時程表

時程 適用對象

2023年7月1日 • 辦公、服務類（G-1金融證券、G-2辦公場所）

2024年7月1日

• 公共集會類（A-1集會表演）

• 商業類（B-1娛樂場所、B-2商場百貨、B-3餐飲場所、B-4旅館）

• 休閒、文教類（D-1健身休閒、D-2文教設施）  

2025年7月1日
• 衛生、福利、更生類（F-1醫療照護）

• 住宿類（H-1宿舍安養、H-2住宅）

2026年7月1日 • 其他建築類組（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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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2050淨零排放是一項跨世代、跨領域的大型轉型工程，經由充分的公民參與社

會對話，已規劃完成淨零建築推動路徑藍圖，讓整體建築部門的轉型有所依循，展望

未來，淨零建築的推動，仍須要結合不同部會及產官學研的力量，以前瞻且務實可行

的策略循序推進，積極面對及因應淨零建築關鍵議題，期能加速低碳轉型，提升建築

能效，並於轉型過程中兼顧公民參與及公正轉型。

圖 6 公有新建建築分階段實施能效制度預定期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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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其他建築類組

衛生、福利、更生類（F-1醫療照護）

住宿類（H-1宿舍安養、H-2住宅）

公共集會類（A-1集會表演）

商業類（B-1娛樂場所、B-2商場百貨、B-3餐飲場所、B-4旅館）

休閒、文教類（D-1健身休閒、D-2文教設施）

辦公、服務類（G-1金融證券、G-2辦公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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