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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6年行政院成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將「綠建築」納入「城鄉永續發展政策」之執行重

點。並由內政部透過「營建白皮書」宣示全面推動

綠建築政策。環保署則於其「環境白皮書」中，將

推動永續綠建築列為施政目標。此外，內政部為配

合1998年「全國能源會議」之結論，由建築研究

所訂定「綠建築 

與居住環境科技計畫」，以台灣亞熱帶氣候為

研究基礎，掌握國內建築物耗能、耗水、排水、環

保等特性，訂定國內綠建築7大評估指標系統及各指標系統之計算基準，並依計

畫積極推動「綠建築標章」制度(圖樣如圖示) ，於89年8月頒訂「綠建築標章

推動使用作業要點」，同年9月1日開始受理申請綠建築標章。本文除報導何謂

綠建築及國內綠建築標章制度執行情形外，並摘要說明其水資源指標評估系統之

涵意、計算基準及設計原則。同時，比較綠建築標章與省水標章基本概況之差異，

並針對水資源指標之計算基準提出一些個人淺見。總之，非常樂見因推動綠建築

標章，而使國內省水器材及雨中水利用的普及率能大幅提升。 

二、何謂「綠建築」？ 

「綠建築」的定義與內涵至今不論國內外均眾說紛云而難有共識。既使在

先進國家，各國所提出的綠建築評估內容亦五花八門各有不同，有的把動物棲

地、老人及殘障設計也納入評估範疇，有的甚至針對每種建材要求評估其毒性。

但無論如何，若無法對「綠建築」提出一種提綱挈領、化繁為簡的定義，則綠建

築難以有效推動。當然，「綠建築」也絕非單指建築環境植栽綠化程度而已，而

應從地球環境的角度考量，以全面化、系統化的環保設計作為永續建築的理念訴

求。當然「綠建築」也必須以符合人類健康舒適為基礎，任何生態環保設計，如

違反人類生存即失去意義。因此，從人及環境觀點，可將「綠建築」定義為「以

人類健康舒適為基礎，追求地球環境共生共榮及永續發展的建築設計」。但為使

「健康舒適」、「共生共榮」、「永續發展」等抽象概念具體化，必須建立所謂



「評估指標系統」，評估具體可行項目（如表1）。另外，如圖1所示，「綠建

築」可由資材、能源、水、土地、氣候等「地球資源」及營建廢棄物、垃圾、排

熱、CO2排放量等「廢棄物」兩層面角度來評估。簡言之，「地球資源」是INPUT，

「廢棄物」是OUTPUT，所謂「綠建築」，就是「最小的資源INPUT及最小的

廢棄物OUTPUT的建築物」了。 

依此觀點，「綠建築」較簡單且實質的定義是：「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

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 

▼ 表 1 綠建築評估指標系統與地球資源的關係 



三、綠建築標章制度執行情形 

▲ 圖 1 「綠建築」就是「消耗最少

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

物」 

(一) 分類：可分使用標章及候選證書兩 

1. 綠建築標章：取得使用執照或既有合法建築
物，合於綠建築評估指標標準頒授之獎章。 

2. 候選綠建築證書：取得建造執照但未完工領取
使用執照之新建築物，合於綠建築評估指標標

準頒授之證書。 

(二) 申請審查作業流程：如圖2所示 

(三) 審查內容： 

申請案件由執行單位組成「綠建築標章審查委員會」

進行審查，審查內容以頒定7大綠建築評估指標為對

象，現階段至少必須通過「日常節能指標」及「水資

源指標」兩項，未來將視實際情況提高通過評估指標

項目。 

(四) 審查費用： 

綠建築標章申請費用計新台幣6萬元，包括審查費15,000元，現場查核費15,000

元，標章、證書使用費30,000元。(未進行部份則退費) 

(五) 有效期限：3年 

(六) 目前執行情形： 

1. 通過使用標章及證書件數：如
表 2，共計標章 2件，候選證
書 4件。 

2. 由於目前綠建築標章申請係
屬自願性質，推動成效尚未彰

顯，未來將參考美加、日等先

進國家推動綠建築之策略，由

政府部門公有建築物率先做

起，始易帶動風潮，並鼓勵民間企業跟進，促使綠建築市場機制及環境能

自然形成。 

▲ 日本福岡 ACROS大樓的立體綠化 



 三、綠建築「水資源指標」之涵意 

依據綠建築評估指標之涵意，所謂「水資源指標」，係指建築物實際使用

自來水用水量與一般平均用水量的比例，又名「節水率」。而其用水量評估，主

要包括廚房水龍頭、浴室蓮蓬頭及廁所馬桶等，以及雨水、中水再利用之評估。

該指標除希望在建築設計上積極採用省水器材，達到「節流」的目的，並鼓勵採

用雨水及生活雜用水之循環再利用設計，達到「開源」的功能。因此，為達「水

資源指標」之「節水率」，在建築設計上可依下列3個方向進行規劃。 

 

▲ 圖 2 綠建築標章審查作業流程表 

▼ 表 2 綠建築標章目前執行情形 



 

(一) 採用省水器材 

在住宅用水調查中，顯示衛浴廁所用水比例約佔總用水量的5成。過去 ，

許多建築設計常採用不適當的豪華用水設備，造成很大的水資源浪費，如這些用

水設備全面採用省水型，必能節省不少水量。以洗澡為例，淋浴及泡澡用水量差

異甚大，淋浴方式每人每次用水量平均約70公升，而泡澡方式則在150公升以

上。然而，現在台灣的建築設計每戶家庭大多設有兩套浴缸，甚至裝置按摩浴缸

之家庭也不在少數。但根據調查，多數民眾考慮衛生及省水因素，逐漸改採淋浴

而閒置浴缸。因此，在建築設計上，應儘可能取消浴缸改用淋浴，不但可以節約

用水，且閒置浴缸亦為一種資源浪費。然而，不只是住宅建築應多選用省水型器

材，其他類型之建築物，特別是公共建築物包括政府機構及學校等更應率先全面

換裝省水器材。以水龍頭為例，公共場所以洗手情形居多，只要換裝省水型，即

可在不知不覺中節省至少50%用水量。在馬桶方面，無論是採用省水馬桶或換裝

成兩段式沖水，均可節省大量用水。 

(二) 設置雨水貯留供水系統 

所謂雨水貯留供水系統，係將雨水以天然地形或人工方法截取貯存，經過

簡單淨化處理後再利用為生活雜用水的作法。雨水再利用不但可用在農業灌溉或

工業及民生用水之替代性補充水源，也可用為消防用水之貯水水源，對減低都市

洪峰負荷有所助益。台灣地區年平均降雨量約2,500mm，約為全球降雨平均值的

3倍，雨量可算豐沛，但是受制於地形條件，以致每年約有5成左右降雨直接流

入海中，甚為可惜。雨水再利用系統是由集水系統、水處理系統、儲水系統及給

水系統所組成。首先以集水系統收集雨水，經過管線流至處理系統，處理完後再

流至儲水系統中，最後再經由另一套管線送至用戶使用。雨水收集可以利用建築



物屋頂的落水孔，將雨水導入設於地下的儲水槽，也可以興建蓄水池直接儲存雨

水，經過簡易處理後，做為建築物或住宅的沖洗、空調或澆灌等雜用水之用。 

(三) 設置中水系統 

中水係指將生活廢水匯集處理，達到規定水質標準，在一定範圍內重複使

用於非飲用水及非與身體接觸用水。大區域中水系統，可結合機關大樓、學校、

住宅、飯店等區域集中設置，將這些區域或大樓的污水就近收集、就地處理、就

近回收使用。中水可廣泛用於沖洗廁所、清洗車輛、綠化、噴灑街道，或作為景

觀用水及河湖補充水等。由於中水系統係利用污水回收，其淨化設備遠較雨水利

用系統昂貴，經濟效益亦較低，但在水源供應上，則中水系統較雨水系統穩定，

其實兩者在實際應用上若能同時考量，則具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因此，未來在大

規模社區或重大建築開發案中，如能導入雨中水系統，對水資源的再利用，以及

在環保、節能工作上都有其正面的貢獻與意義。 

四、綠建築水資源指標之計算基準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之計算基準，目前分為住宿類建築及其他類建築兩類。

由於現有用水量調查多偏重在住宿類建築，且住宿類建築也以民生用水為主。因

此，水資源指標對於住宅類建築採實際節水量的計算為主，而其他類建築則以簡

易的省水器材採用率來衡量。目前我國一般住宅平均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因計算

基準、居住環境等差異，而有不同的參考數值。綠建築水資源指標之計算基準係

以假設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為250公升，訂為一般住宿類建築用水量衡量標準。

住宿類建築之水資源指標(亦即實際節水率WR) ，可依式(1)來評估，此計算指標

WR必須低於0.8，才符合「綠建築」的獎勵水準。其他類建築因缺乏用水量調

查資料，因此以省水器材採用節水率WE為衡量尺度，此計算指標WE必須高於

0.8，才符合「綠建築」的獎勵水準。 

(一) 住宿類建築水資源指標(實際節水率WR) 

計算式： 

WR=(250-((13-Q1)×α1+3.43×(13-W2)×α2+4.57×(3-Q3)×α3+B×α4))÷250-C───(1) 

合格基準判定 

WR≦0.8 



(二) 其他類建築水資源指標(省水器材採用節水率WE) 

計算式： 

WE=R+C───────────(2) 

合格基準判定 

WE≧0.8 

說明 Q1：省水馬桶大號1次沖水量(公升/次)，以非省水型馬桶13公升計算，每天大號以1次計算，Q1計

算水量以廠商型錄為準，若有省水標章而無沖水量數據時，以9.0公升/次計。 

(α1：省水馬桶採用率) 

Q2：兩段式省水馬桶小號1次沖水量(公升/次)，以非省水型馬桶13公升計

算，係數3.43為平均每天小號次數 ，Q2計算水量以廠商型錄為準，若有省水標

章而無沖水量數據時，以4.5公升/次計。 

(α2：兩段式省水馬桶採用率) 

Q3：省水龍頭洗手使用水量(公升/次)，一般水龍頭每次使用20秒，流量以

3公升計算，係數4.57為平均天洗手次數，Q3計算水量以廠商型錄為準，若有

省水標章而無水量數據時，以1.5公升/次計。 

(α3：省水龍頭採用率) 

B：省水洗澡裝置節水量(公升/人‧日)，無浴缸之淋浴設備時累加20L，一

般浴缸為±0，按摩浴缸為累加-20L，另外浴室設置有時間提醒裝置或低流量蓮蓬

頭時可重複累加各10L。 

(α4：省水洗澡裝置採用率) 

C：雨水或中水再利用水量對總用水量之比率(-)，由於雨水或中水再利用系

統均需專家設計，故本數據必須由業主連同計算書一併提出，無此設計時則為0。 

R：省水器材採用率(-)，省水器材必須為經濟部水資源局「省水標章」驗證通過

之產品，包括一段式省水馬桶、兩段式省水馬桶、兩段式沖水器、一般省水龍頭、

自閉式水龍頭、感應式水龍頭、蓮蓬頭及省水配件等，R係以各種省水器材之數

量加權平均計算之。 

 

 

 

 



五、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計算範例 

案例說明：建築物為位於台北市之五棟5層樓之雙併公寓，共計50戶住戶。 

(一) 狀況一： 

開發案省水器材採用率為50%，即兩段式省水馬桶(大號9公升，小號4.5公升) ，

以及省水型水龍頭(每次1.2公升) ，浴室採用淋浴蓮蓬頭(無浴缸) ，並設有計時

提醒裝置(淋浴節水量20公升，計時提醒裝置節水10公升)。 

水資源指標計算 

WR=(250-((13-9)×0.5+3.43×(13-4.5)×0.5+4.57×(3-1.2)×0.5+(10+20)×0.5))÷250=0.857 
由於WR>0.8，因此本案尚不能獲得「綠建築」水資源指標之獎勵。 

(二) 狀況二： 

若開發案省水器材採用率為100%。 

水資源指標計算 

WR=(250-((13-9)×1.0+3.43×(13-4.5)×1.0+4.57×(3-1.2)×1.0+(10+20)×1.0))÷250=0.714 
由於WR<0.8，因此本案能獲得「綠建築」水資源指標之獎勵。 

  

(三) 狀況三： 

若開發案再設計一套雨水再利用系統，其屋頂集水面積625m2，雨水貯槽容積

35m3，用於沖洗馬桶、清掃及其他用水(澆花、洗車......)，每人每天可節省用水

30公升。其雨水節水率C=30÷250=0.12。 

水資源指標計算 

WR=0.714-0.12=0.594，不但符合獎勵標準，甚至符合國際水準。 

(本指標計算需附送詳細相關設備設計圖、說明圖、節水設備節水量證明文件及

指標計算書，若採用雨水或中水再利用設備，需詳附設計圖與省水率計算書) 

 



六、現階段符合「水資源指標」之設計原則 

由上述範例得知，現階段綠建築水資源指標的基準要求並不高，因此，申

請綠建築之節水設計可遵照下列幾項原則進行： 

(一)建築物節水設計以採用省水器材最直接有效。其中，尤以採用兩段式省

水馬桶及無浴缸之淋浴裝置及省水蓮蓬頭最為有效。 

(二)建築物開發設計時，如全面採用省水型馬桶、水龍頭及淋浴設備等，即

可通過綠建築水資源指標之評估基準。 

(三)雨水及中水再利用系統雖然有很好的節水功能，但因現行水價過低、處

理成本高，較難符合經濟效益。其中，雨水再利用系統比中水系統簡單而應優先

考慮。然無論如何，大型政府建築物應率先引入雨中水系統設計，作為社會表率。 

 

七、綠建築標章與省水標章基本概況比較 

 

八、水資源評估指標計算基準之建議 

(一) 一段式馬桶： 



國家標準已刪除標準型及省水型，所有馬桶每次沖水量標準均為9公升以

下。而省水標章一段式馬桶產品規格，每次沖水量已從9公升修正至6公升，符

合先進國家標準。因此，綠建築審查一段式馬桶，應以符合6公升以下為宜。  

(二) 兩段式馬桶： 

水資源評估指標之計算式中，兩段式馬桶沖水量係以非省水型13公升計

算，因而每次小號節省沖水量達8.5公升，每日小號平均3.43次，總沖水量可節

省29公升，似嫌過高。省水標章兩段式馬桶的沖水量大號為9公升，小號為4.5

公升，每次節省沖水量4.5公升，每日小號3.34次，節省總水量僅15公升，兩

者相差近1倍。且非省水型馬桶大號13公升，如為虹吸式馬桶，小號4.5公升恐

無法產生虹吸現象，易導致馬桶未沖洗乾淨。因此，擬建議兩段式馬桶之沖水量

應以9公升為計算基準，而非13公升。 

(三) 省水水龍頭： 

水資源評估指標之計算式中，一般水龍頭係以每次洗手時間20秒使用水量

3公升計算，省水水龍頭每次洗手水量以1.5公升計算，亦即每次洗手可節省1.5

公升，與實際狀態相比似乎有所偏高。據調查，一般洗手時間僅5~10秒，使用

水量約1~2公升(視水壓及水龍頭種類而定) ，如使用省水水龍頭，每次使用水量

可降至0.5~1公升，每次節省洗手水量0.5~1公升左右。 

(四) 淋浴及省水蓮蓬頭： 

依據水資源指標之計算式，如採用無浴缸之淋浴設計，每人每日可節省20

公升用水量。另外，浴室如設置有計時提醒裝置或使用低流量蓮蓬頭，則可重複

累加各節省10公升。若採浴缸設計，則視同無節水功能。但實際上，據調查近

8成以上消費者，雖有浴缸設計，但多未使用而改用淋浴方式。因此，不宜單以

有無浴缸設計做為計算基準，而應以蓮蓬頭是否具省水裝置或流量高低為主要計

算依據較為妥當。 

九、結語 

(一) 台灣地區雖然雨量充沛，但因人口眾多，每人平均雨量卻是相當貧乏。

因此，綠建築以「水資源指標」來評估建築物之用水效率，鼓勵在設計上積極採

用省水器材及雨中水再利用系統，來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是非常值得大力支持

的措施。依據「綠建築推動方案」，中央機關或受其補助達2分之1以上，且工



程總造價在新台幣5仟萬以上之公有新建築物，自91年1月1日起，應先行取

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始得申請建造執照。因此，相信綠建築在台灣將逐漸蔚為風

潮，成為大家矚目甚至爭相搶購的建築極品。 

(二)「綠建築標章」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推動的重點工作，省水器材與雨中

水利用為其審查水資源指標評估之計算基準。而經濟部水資源局正積極推動省水

器材「省水標章」驗證制度及雨中水替代水源等工作。因此，期望未來政府能加

強主管單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與經濟部水資源局的溝通協調，及執行單位中華建

築中心與工研院能資所之合作，使國內水資源在「政府」、「產業界」及「消費

者」共同支持下，達到永續發展的長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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