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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98 年 3 月 11 日「全國公共工程會議」院長指示: 

 (一)大型公共建設各方矚目，正是磨練國內營建工程產            

業最好的機會，應接受新觀念並與國際接軌，以提

升競爭力進軍國際。 

 (二)綠色環保節能減碳占擴大公共建設計畫之比例並未

特別強調，將要求各機關應該由專人負責檢核及落

實各項工程採用綠色工法，以永續、環保之理念進

行設計，運用相關新工法、新材料，相信就有相當

比例的預算用於綠色產業，不僅補足公共建設的不

足，亦可一併挹注國內綠色產業之發展。 

二、98 年 3 月 11 日「六大新興產業規劃報告」院長指示： 

   「4 年 5,000 億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中，與

綠色能源相關之經費比例過低，各項公共建設應有適

當比例（例如 10%）之經費採用綠色工法或綠色能源

相關產品，請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及農

委會分別成立專案小組，於工程設計階段確實審核，

並請工程會彙總並對外說明。」 

三、98 年 4 月 23 日行政院 3141 次會議院長指示： 

(一)「綠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主要是希望透過全球綠

能需求的持續增加，進而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蓬勃

發展，因此，我們選擇已有產業良好基礎、具躍升

能量的部分優先推動，當作主力產業，而技術處於

研發階段、具產業發展條件的，則為具潛力產業。

不過產業的獎助範圍並非僅限於主力推動的產

業，只要能夠符合節能減碳，未來仍有可能突破的

項目，都可以納入獎勵範圍，這部分可再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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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人要再強調 4年 5000 億的「振興經濟擴大公共

建設投資計畫」中，不管是重大工程、危險校舍的

重建，或是都市更新，希望至少要有 10％的比例能

用於綠色能源或綠色工法，盡量讓綠色能源、節能

減碳的理念充分發揮，請相關機關努力配合，並請

工程會追蹤辦理情形。 

四、98 年 11 月 24 日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召開「研商立

法院針對『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未見相

關綠色能源經費事宜」會議結論： 

(一)請工程會就「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落

實節能減碳執行方案，補充規範有關綠色能源經費

所佔比例以 6%為下限為目標，並每年檢討彙整其經

費編列情形。 

（二）各部會推動「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自 99 年度開始，每一計畫案主辦單位應將規劃內

容送請經濟部能源局就綠色能源部分予以審視，並

提供協助意見。若確有不適合應用綠色能源之計畫

或達不到 6%目標者，經經濟部能源局審查敘明原因

後，得不受此一比例限制。 

 

貳、目標 

一、打造具節能減碳效果之公共工程，落實環境保護，將

公共建設提昇為子子孫孫的文化資產。 

二、協助國內綠色產業發展，增進國內綠色能源產業競爭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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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策略 

一、具體落實節能減碳政策 

    將行政院核定之「節能減碳無悔措施全民行動方

案」、「永續能源政策綱領」及「永續公共工程—節能

減碳政策白皮書」內容，具體落實於振興經濟擴大公

共建設中。 

二、營造綠色產品內需市場 

    公共工程優先考量採用再生能源、節約能源或再生利

用、綠建材等綠色環保產品、設備，並配合「綠色能

源產業旭升方案」，以 LED 照明、太陽光電等國內主

力產業為推動重點。 

三、鎖定重點工程落實推動 

    軌道、道路橋梁、水利、建築等四類工程，占「4 年

5,000 億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總經費約

80%，故以此四類工程為現階段加強落實推動之對象。 

 

肆、具體措施 

一、節能減碳原則納入工程設計中，並據以落實於施工及

維護管理階段 

  (一)營造綠色環境 

1.最小營建規模，資源最佳化利用。 

2.發揮創意，創造節能減碳環境，如建築物利用自然

採光、通風設計，排水系統儘量採重力排水等。 

3.注重環境友善，以「迴避、減輕、補償」等生態工

程原則，減少對原有生態環境的衝擊。 

  (二)廣採綠色工法 

1.因地制宜，選擇適當工法，優先採用可節省資材、 



 4

能源或低耗能、減少廢棄物、施工自動化之工法及

措施。 

2.拆除構材再利用，土方平衡減少外運，剩餘土石方

資源化。 

  (三)選用綠色材料 

考量需求性及最佳化配置，優先採用再生能源、節

約能源、低污染、省資源、再生利用、可回收、綠

建材等綠色環保產品、設備。 

(四)納入綠色能源 

公共工程在充分考量工程地點、結構型式等因素

下，優先評估使用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及節約能源設

備，尤以太陽能發電系統及 LED 照明燈具為推動重

點。 

(五)注重維護管理 

    維護管理成本及作法納入設計方案評估因素，確保

營運階段維持一定功能，使用壽年符合計畫目標。 

二、採用再生能源、節約能源產品或設備，並以國內廠商

有能力生產之 LED 應用產品、太陽光電系統為推動重

點，扶植國內產業發展 

  (一)設備及產品定義 

     1.LED 應用產品：LED 交通號誌燈、LED 出口指示燈

及 LED 避難方向指示燈、LED 緊急照明燈、LED 路

燈及具節能之室內照明燈具。 

   2.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係利用太陽電池轉換太陽光 

能為電能定可展示太陽光電發電應用功效之整體 

設備。 

     3.太陽能熱水系統：係指利用太陽及熱氣轉換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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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熱能，可為製造熱水功效之整體設備。 

4.風力發電系統：係指利用自然風能轉換為電能之整 

體設備。 

     5.沼氣利用系統：指利用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 

棄物或廢（污）水等經處理後產生之可燃性氣體， 

轉換成熱能或電能之系統。 

  (二)產品設備設置原則 

     1.考量需求性、最佳化配置、維護管理有效性及避

免產生閒置設備等因地制宜合理設計條件下，優

先採用前述符合節能、再生能源之產品或設備。 

     2.為扶植國內綠色產業，並確保產品品質與效能，

建議優先採用符合既有「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等規定之品質優良產品。 

     3.無國家標準者，先以國內前 1/3 廠商可達到之中

上標準為基準，並參考經濟部能源局相關作業規

範辦理。 

三、四大重點工程管控指標 

  (一)建築工程 

機關執行建築工程應依據行政院核定「生態城市綠

建築推動方案」辦理，其評估基準應以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所訂「綠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為計算基礎，並依其

個案之特性，選擇下列項目做為評估指標，其中「日常

節能」與「水資源」等二項指標為必要指標： 

1.綠色環境： 

（1）水資源：係指建築物實際使用自來水的用水量

與一般平均用水量的比率，又名「節水率」。 

（2）生物多樣性：係確保基層生態環境的健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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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高級的生物有豐富的食物基礎，促進生物

多樣化環境。 

（3）基地綠化：利用建築基地內自然土層以及相關

設施上之覆土層栽種各類植物的方式，以減少

CO2量。 

（4）基地保水：係指建築基地內自然土層及人工土

層涵養水分及貯留雨水的能力。 

（5）室內環境：係評估室內環境之室內空氣品質、

照度、噪音等因素，以提供健康與舒適之居家

環境。 

（6）污水垃圾改善：係針對居家所產生之污染物予

以具體控制及改善，以確保環境衛生。 

2.綠色工法： 

（1）廢棄物減量：指建築施工及日後拆除過程所產

生的營建廢棄物等足以破壞周遭環境衛生及

人體健康者。 

3.綠色材料： 

（1）日常節能：建築物以空調與照明耗能佔建築物

總耗能量中絕大部分，透過設計應用自然採光

或自然通風，以減少能源消耗。 

（2）二氧化碳減量：指所有建築物軀體構造的建材

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能源而換算出來的CO2 

排放量。 

4.綠色能源： 

（1）再生能源系統：優先評估使用太陽能光電系

統、太陽能熱水系統，至於風力發電系統、沼

氣利用系統等視個案性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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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約能源設備：儘量使用取得節能標章之高效

率空調設備及照明燈具、LED應用產品。 

  (二)軌道工程(交通部負責研擬) 

機關執行軌道工程應採用環保標章產品及環保署

認定之可再使用材料，機關在執行個案工程計畫時，應

依其特性選擇下列項目作為評估指標： 

1.綠色環境： 

（1）植栽移植：為保護原有現地植栽，將現地植

栽移植至妥適地點以達綠美化目標。 

（2）景觀綠化工程：於軌道路權範圍内進行景觀

綠美化。 

2.綠色工法： 

（1）自動化施工方式：儘量採用自動化施工方式

提高施工速率，節省經費，亦能減少施工過

程中所排放之二氧化碳。 

（2）減少邊坡開挖：以降低施工對工址環境之影

響，使得長期已穩定的邊坡不受施工擾動，

維持原有邊坡穩定並使得周遭環境受到保

護。 

3.綠色材料： 

綠營建：透過有效率的結構設計，或高強度

營建材料的應用，減少構件斷面尺寸或資材

使用量，達到綠營建目標。 

4.綠色能源： 

（1）再生能源系統：優先評估使用太陽能光電系

統、太陽能熱水系統，至於風力發電系統、沼

氣利用系統等視個案性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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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約能源設備：捷運及鐵路各車站、沿線照明

設備採符合節能標章之螢光燈管或T5、LED省

電燈具，提高照明效益。 

5.另有關捷運及鐵路各車站站體建築部份，則以達

到綠建築標章要求為目標。 

  (三)道路橋梁工程(交通部負責研擬) 

機關執行道路橋梁工程應採用環保標章產品及環

保署認定之可再使用材料，機關在執行個案工程計畫

時，應依其特性選擇下列項目作為評估指標： 

1.綠色環境： 

（1） 生態（景觀、綠化）：綠美化環境、延伸道路

綠帶範圍、植生保護、採自然排水系統、生

態池、生物廊道、施工棧橋及平台設計等。 

（2） 保水：設置滯洪池、沉砂池，排水系統考量

減低對下游水路逕流之負荷，並提升地下水

源涵養效益等。 

（3） 隔音：隔音牆設置等。 

2.綠色工法： 

（1） 減廢（效率）：減少棄土、土石方回收再利用、

自動化施工、可回收鋼材（含鋼模板等）、廢

材再利用等。 

（2） 減量：減量設計等。 

（3） 延壽：補強設計等。 

3.綠色材料： 

（1）綠色瀝青混凝土：期達到營建資材再生利用

之效益及紓解砂石資源短缺之問題。 

（2） 綠色混凝土：減少本工程使用水泥量，並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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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產水泥所耗費之能源及 CO2 的產出。 

4.綠色能源： 

（1）再生能源系統：優先評估使用太陽能光電系

統、太陽能熱水系統，至於風力發電系統、沼

氣利用系統等視個案性質而定。 

（2）節約能源設備：儘量使用取得節能標章之高效

率空調設備及照明燈具、LED應用產品。 

  (四)水利工程(含自來水工程) (經濟部負責研擬) 

機關執行水利工程應採用符合節能減碳之設計原

則辦理，並在執行個案工程計畫時，應依其特性選擇下

列項目作為評估指標： 

1.綠色環境： 

（1）植生綠化：工區內栽種各類植物，以減少 CO2

量。 

（2）生物多樣性：係確保生態環境的健全，才能

使高級的生物有豐富的食物基礎，促進生物

多樣化環境。 

（3）水域環境：水域生態環境之營造。 

2.綠色工法： 

（1）減廢：工區內土方平衡。 

（2）近自然工法：符合「迴避、減輕、補償」等

生態工程原則，或因地制宜使用自然材料之

工法。 

（3）預鑄工法：工廠生產具有提高施工效速率，

降低施工汙染機率，能減少施工過程中所排

放之二氧化碳。 

3.綠色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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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材料：就地取材之材料或天然材料。 

（2）替代性材料：添加飛灰、爐石等，減少混凝

土中水泥使用量。 

（3）耐久性材料：優先採用耐久性管線材料，延

長使用年限，減少維修或更新施工時開挖道

路之次數；視需要採用水密性、耐久性之高

性能混凝土，延長使用年限，節省資源。 

（4）再生利用材料：使用營建及事業廢棄物等資

源再生(回收再利用)產品。 

（5）節能設備：水利設施中之迴轉機械設備，例

如抽水機、排水機等，運用變頻裝置節省能

源降低能耗，或提升運轉效率及穩定性。 

4.綠色能源： 

（1）再生能源系統：優先評估使用太陽能光電系

統、太陽能熱水系統，至於風力發電系統、沼

氣利用系統等視個案性質而定。 

（2）節約能源設備：儘量使用取得節能標章之高效

率空調設備及照明燈具、LED應用產品。 

5.其他：創新、改善之綠色工法或綠色材料，具有

永續概念及節能減碳實際效果者。 

(五)其他工程計畫，請各主管部會參照前述四大工程所訂

指標，依工程特性研訂之。 

 

伍、教育訓練與激勵措施      

 一、加強永續節能減碳教育訓練 

   (一)建置永續公共工程入口網站，作為相關資訊與技術

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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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理專業工程人員永續公共工程講習訓練，並請各

部會就所屬機關人員加強宣導並辦理訓練課程。 

  二、激勵措施 

  (一)檢討修正「公共工程金質獎」所有獎項之評選項

目，將永續、節能減碳納入評比。 

  (二)每季定期公布各部會辦理成效，並選擇適當時機與

方式予以表揚或辦理優良工程案例觀摩。 

  (三)各部會研訂獎勵措施，就工程計畫落實節能減碳具

有具體績效之人員從優給予獎金、敘獎等獎勵。 

 

陸、督導考核 

   一、管控總目標 

  (一)各部會執行「4 年 5,000 億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

投 資計畫」，採用符合節能減碳設計原則，營造綠

色環境之綠色工法或綠色能源、環保等相關產品、

設備，不低於工程預算(不含土地、地上物補償及

勞務採購等非工程經費)之 10%。 

(二)自 99 年度開始，綠色能源部分之使用經費以達工

程總經費 6%以上為目標，計畫案主辦單位應將規劃

內容送請經濟部能源局，就綠色能源部分予以審視

並提供協助意見。若確有不適合應用綠色能源之計

畫或未能達到目標者，且經經濟部能源局審查敘明

原因後，得不受此一比例限制。 

   二、建立管控查核機制，落實節能減碳政策 

  (一)各部會本權責負責落實推動，並依據本方案填具各

計畫之管控指標與目標值。工程會成立「查核作業

小組」，查核相關主管部會之落實情形。 



 12

  (二)每季公佈查核評鑑結果，並提「行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將查核評比成績公開排

名。 

 

柒、結語 

未來 4 年，「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總計

將投入 5,000 億元興建各項基礎公共建設，但各項工程的

推動不但要有效率、有效益，還要兼顧永續發展與節能減

碳，因此綠色思維的宣導與落實刻不容緩，必須在規劃設

計階段即納入考量，並貫穿整個公共建設的執行與營運，

放眼國際間一片不景氣的風暴，冀期在「振興經濟擴大公

共建設投資特別條例」的通過，及行政院與各主管部會積

極實踐永續工程的理念下，能為國內的大環境帶來一股活

水，活絡各項產業發展，提昇民眾的生活品質，也為將來

的子子孫孫留下足以滿足其發展的環境與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