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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字：永續發展、淨零建築、綠建築、新加坡 

全球暖化問題日益嚴重，為減緩氣候變化，地球環境保護之相關政策已成

為全球重要的議題。為使國人有更優質、舒適及健康之居住環境，本部建築研究

所長期推動「生態」、「節能」、「減廢」、「健康」之綠建築，並與本部「安

居環境－國土永續 1-4、居住正義」之施政目標整合，辦理「永續健康綠建築環

境科技計畫(102-115)」，發展符合臺灣亞熱帶及熱帶高溫高濕氣候條件與生態環

境之綠建築科技與技術，並加強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 SDGs「目標 11.促使城市與

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創造節能、健康、減廢與減排之健康

綠建築體系，彙整相關成果轉化為政策方案與施政措施之規劃與執行基礎，已成

功帶動我國綠建築、綠建材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與良性競爭，然而面對能源結構

與經濟情勢的快速變動，永續綠建築的發展策略仍須不斷滾動調整。 

另一方面，為因應國際淨零排放趨勢，全球目前有超過 150 個國家宣示淨零

排放目標，而歐盟、美國及日本等相繼提出於 2050 年達成碳中和或淨零排放之

倡議，為與國際趨勢接軌，我國也針對 2050 淨零排放目標提出臺灣淨零轉型路

徑規劃階段里程碑，本部負責「淨零建築」路徑規劃及推動，為瞭解國際間永續

綠建築及淨零轉型相關發展現況及未來趨勢，爰參加 113 年 9 月 3 日至 7 日於新

加坡召開之 2024 國際建築環境週 International Built Environment Week, IBEW2024) 

研討會及參訪建築環境及能源相關試驗設施，以蒐集亞洲地區在永續發展、綠建

築、智慧建築科技與自動化等相關研發趨勢與資訊，期能透過研討會之參與了解

國際永續智慧綠建築之發展與未來政策執行方向，對於本所推動綠建築、低碳建

築與近零碳建築等相關研究領域有所助益。 

IBEW 研討會每年 9 月於新加坡舉辦，是一專注於建築環境及永續發展的國

際性研討會，並強調建築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今(2024)年由新加坡建築與建設

管理局全資的子公司 BCA International 主辦、勵展博覽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RX 

Singapore 協辦，並結合 BEX Asia (The Built Environment Expo 亞洲建築環境博覽會)

一併舉辦，吸引來自全球的建築師、承包商、開發商、業主、設施經理、建築環

境相關專業人士及學術界共同參與，提供建築行業一個建築最新技術與政策最佳

實踐的分享平台，透過相關領域專業人士的研討交流，分享相關政策規劃執行的



 

 

 

 

經驗與心得，以幫助各地推動相關政策，並促進跨領域合作與國際產業合作之商

機。      

IBEW2024 研討會共計邀請了 98 位建築環境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並於每

場次安排 3 至 6 位專家學者，以共同與談、討論的方式進行主題探討，與本所業

務相關之研究主題包括：淨零建築、綠建築、再生能源、建築材料永續性、創新

施工方式、機器人與營建自動化等，提出相關創新技術與政策發展趨勢之說明，

期能作為本所規劃未來科技計畫研究課題發展方向之參考，以確保我國永續健康

綠建築等政策之發展符合國際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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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目的 

為因應氣候與社會環境變遷、減緩地球暖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長期

推動「生態」、「節能」、「減廢」、「健康」之綠建築，辦理「永續健

康綠建築環境科技計畫(112-115)」，並整合「安居環境－國土永續 1-4、居

住正義」之施政目標，積極研發適用於臺灣亞熱帶及熱帶氣候條件與生態

環境之綠建築科技與技術，並加強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 SDGs「目標 11.促

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創造節能、健康、減

廢與減排之健康綠建築體系，彙整相關成果轉化為政策方案與施政措施之

規劃與執行基礎，成功帶動我國綠建築、綠建材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與良

性競爭，然而面對能源結構與經濟情勢的快速變動，永續綠建築的發展策

略仍須不斷滾動調整。 

而在國際間，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議題持續受到全球關注，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的歷次會議均確認全球必須努力把溫度上

升控制在 1.5~2℃的範圍以內，雖然目前各國積極採取相關的氣候暖化減緩

策略，但預計最快還是會在 2030 年達到升溫攝氏 1.5 度。因此，為了降低

氣候變遷對我們生活環境造成的危機，將全球升溫控制在攝氏 1.5 度內，已

成為各國間之共識。而 IPCC 也在 2022 年明確指出，要達成升溫控制在攝

氏 1.5 度內的目標，首要條件就是需在 2030 年之前，減少全球一半以上的

溫室氣體排放，各國也透過相關協議與自願性的減碳承諾，共同推動溫室

氣體減量，朝向實現淨零排放之目標邁進。 

為因應國際淨零排放趨勢，全球目前有超過 150 個國家宣示淨零排放

目標，而歐盟、美國及日本等相繼提出於 2050 年達成碳中和或淨零排放之

倡議，為與國際趨勢接軌，我國也針對 2050 淨零排放目標提出臺灣淨零轉

型路徑規劃階段里程碑，本部負責「淨零建築」路徑規劃及推動，參考國

際趨勢，於推動多年且成效良好的綠建築標章基礎上，推動綠建築之淨零

轉型，建立建築能效評估制度，發展近零碳建築技術，先建築節能 50%，

再以再生能源碳中和至零碳排，以逐步達成 2050 年淨零建築願景。  

為瞭解國際間對於淨零建築、綠建築暨環境永續議題上的政策架構與

推動成果，本計畫安排參加 2024 國際建築環境週研討會，該研討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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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ing For Tomorrow, Today”為主題，透過新加坡建築環境產業轉型與創

新，瞭解各與會國家在建築環境之執行經驗與策略、淨零建築、智慧低碳

營建、綠建築與技術交流等議題之執行現況，廣泛蒐集國際最新永續建築、

能源效率、建築物耐久、循環及室內物理環境相關技術及研究成果等最新

資料，除了加強與各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交流之外，更可透過該研討會

規劃安排之現場參觀說明活動，了解新加坡示範項目，擷取其中值得參考

或借鏡之處，對於我國擴大淨零綠建築相關技術與永續推動，以及本所推

動綠建築、建築能效及淨零建築發展等相關研究領域具相當助益，並可作

為本所相關科技計畫研究課題研擬或綠建築相關政策推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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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議程 

一、 研討會行程 

    2024「國際建築環境週 (International Built Environment Week, IBEW) 

研討會」定於 113 年 9 月 3 日至 7 日(表 1)，在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國

際展覽中心辦理，並於 9 月 6 日參訪新加坡 2023 年最新綠建築案例 The 

GEAR，以了解新加坡當地在綠建築、智慧建築、淨零建築及健康建築等

方面的政策、設計與技術。 

表 1 參加「國際建築環境週 (International Built Environment Week, IBEW) 研討會

及參訪建築環境及能源相關試驗設施」行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備註 

9 月 3 日 

(週二) 
1、 臺北-新加坡 路程 

9 月 4 日 

(週三) 

2、 會議第一天-參加研討會開幕式、分組研討

會、專題演講會議 

 

 

9 月 5 日 

(週四) 
3、 會議第二天-參加分組研討會、專題演講會議 

 

 

9 月 6 日 

(週五) 

4、 會議第三天-參加新加坡案例參訪說明(The 

GEAR) 
 

9 月 7 日 

(週六) 
5、 新加坡-臺北 路程 

二、 會議及主辦單位簡介 

    國際建築環境週(IBEW 2024)係由新加坡建築與建設管理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BCA)的全資子公司 BCA International Pte Ltd 

(BCAI)與新加坡勵展博覽集團股份有限公司(RX Singapore)合作舉辦(如

圖 1)。BCAI 的成立目的是為促進新加坡的建築與施工相關專業知識和服

務的國際推廣，主要業務是為協助新加坡推動建築環境領域的技術創新

和永續發展，並提供海外市場諮詢服務，協助海外企業採永續低耗能的

綠建築設計，除可取得綠色融資外，亦能提升施工品質與速度，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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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國際建築標準與政策的制定及推廣，進而幫助各國加強建築環

境管理。 

 

 

 

 

圖 1 IBEW 2024 共同協辦單位 

IBEW 2024 在亞太地區被視為最全面的建築環境盛會，是全球社區

齊聚一堂、交流知識、經驗和探索新商機的完美平台，每年 9 月皆會召

集國際間建築行業的研究人員、從業人員、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共同交

流創新的研究和技術，並討論建築物理學領域當前問題與未來挑戰，並

提出永續解決方案。今(113)年度於 9 月 4 日至 6 日，舉行為期 3 天的會

議，主題為「Solving For Tomorrow, Today」(圖 2)，並與建築環境展覽(BEX 

ASIA)一同舉辦，展示來自新加坡建築與建設管理局(BCA)、新加坡綠建

築委員會(SGBC)、新加坡理工大學(SP)及相關產業的新型建築技術和解

決方案，如智能建築系統、能源管理系統、自動化施工等，透過現場展

示、互動講解等，說明如何提高建築的能源效率和運營管理，使參觀者

進一步了解創新技術與應用，激發產、官、學各界之前瞻思維，加速新

加坡建築環境產業之轉型。 

 

 

 

 

 

 

圖 2 IBEW 2024 國際建築環境週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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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議程 

    本次國際研討會以建築環境的永續發展、現代化建築施工、人工智

慧及機器人在施工過程中的應用為主題，規劃了一系列的講座、主題演

講、座談會及現場案例參訪，並針對淨零減碳議題(建築環境中的碳報

告、減少建築環境之碳影響策略)，邀請了金融、不動產及建築等專業背

景等共計 98 位專家學者，規劃共計 14 場與談會議及 5 場全體會議，並

於每場與談會議中邀請 3 至 5 位相關專業背景之專家學者共同討論的方

式進行分享，同時規劃有工作坊和大師班，例如現代施工準備方法、東

協資料中心的減碳策略、數位雙生技術和綠建築實踐等主題，會議議程

與各分項主題如下表 2、表 3 所示： 

表 2 IBEW 2024 國際建築環境週研討會議程表(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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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IBEW 2024 國際建築環境週研討會議程表(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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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參與過程 

一、 會議開幕致詞 

    會議開幕式係由新加坡的國家發展部部長 Desmond Lee 進行開場致

詞(圖 3)，針對機器人和自動化 (R&A)、能源效率解決方案與永續建築材

料等創新施工技術(ConTech)進行簡要介紹，強調 ConTech 對新加坡建築

業的重要性，這些創新技術可以幫助企業永續發展，並大幅提升生產力，

配合政府提供的建築環境加速上市補助計畫( Built Environment Accelerate 

to Market Programme, BEAMP)，針對先進建築材料、先進設計與製造、自

動化與機器人技術、數位資產交付、智慧物業管理及永續發展等提供資

助，也使愈來愈多投資者和建築環境相關企業選擇在新加坡進行

ConTech（Construction Technology）研發，在建造過程中應用各種創新技

術，以提升效率、生產力和永續性。ConTech 包括數位化、自動化、預

鑄建築技術、建築資訊模型技術及 AI 機器人技術等，可用於提升建築各

施工項目的精準度和速度，減少人力需求，進而降低資源消耗和廢棄物，

未來這些創新技術將透過商品化，協助並服務更多的企業，促進新加坡

之綠建築與永續發展。致詞中李部長也提到，為了進一步推廣 ConTech，

今年度的 IBEW 研討會還舉辦了首屆「ConTech 高峰會」，為全球專家

和企業提供了最新技術的展示平台，共同建立建築環境相關行業的創新

轉型。 

 

 

 

 

 

 

圖 3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 Desmond Lee 進行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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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李部長也在會中大力宣傳新加坡建立的「BuildSG」產業品牌

活動，該活動強調建築環境產業在國家建設中的應用，並以影片展示該

產業如何設計、建造和維護一個宜居和永續發展的新加坡。最後，李部

長尋求在場產業夥伴的支持與合作，共同推動建築環境產業的持續轉

型，希望透過 IBEW 研討會的技術交流與資訊學習，創造更好的建築環

境，共同維護並促進人類生存環境的永續發展，並祝大會圓滿順利。 

二、 會議重要內容概述 

    本屆研討會邀請眾多來自永續發展、建築科技及創新領域的專家學

者，以與談方式針對營建機械化、永續、現代化工法、項目管理、BIM

與數位化、智慧設施管理、施工科技、適應再利用、合作契約等 10 項主

題進行討論(圖 4)。 

 

 

 

 

 

 

 

 

圖 4 IBEW 2024 國際建築環境週研討會主題 

本報告摘錄其中與本所業務相關之討論議題內容說明如下： 

(一) 開幕主題演講(𝗢𝗽𝗲𝗻𝗶𝗻𝗴 𝗞𝗲𝘆𝗻𝗼𝘁𝗲：Jan-Hendrik) 

Jan-Hendrik 為歐洲知名地產公司 Goldbeck 的執行長兼董事總經理，

在這場主題演講中，Jan-Hendrik 說明了許多關於現代建築技術和創

新方法的觀點。他強調模組化和標準化在建築中的重要性，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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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ck 運用這些技術來加速建築過程、降低成本的過程與經驗，

例如柏林的 Tesla 工廠，其建築物結構就是運用模組化系統加快建造

速度，僅在 6 個月內就興建完成。另外，Jan-Hendrik 還提到 AI、自

動化和 3D 列印技術在建築中的潛力，這些技術不僅可以提高效率，

還能減少建築開發對環境的影響，除了加速設計時程，也能促進建

築朝永續和高效率發展(圖 5)。 

 

 

 

 

 

 

 

 

 

 

圖 5 Goldbeck 的執行長兼董事總經理 Jan-Hendrik 進行開幕式主題演講 

(二) 與談會議 1：建築環境中的碳報告 

本場會議邀請 SGBC 執行長 Yvonne Soh、Eco-Business ESG 情報主管

Junice Yeo、CDL 永續發展長 Esther An 及大華銀行總經理 Jasper Wong

等專家們針對建築環境中的碳揭露進行討論(圖 6)，討論中提及在建

築環境中實施全面的碳揭露制度對於實踐淨排放目標非常重要，包

括如何通過數據驅動的技術來追蹤並減少碳排，同時提到想要成功

的推動永續建築技術和政策，政府和企業公私合作的重要性，強調

透過公私部門共同參與，可加快建築行業之碳中和，透過創新技術

和數字化管理，則可有效幫助建築物在設計和運營階段減少碳排放

量。 

 

 



 

 

10 

 

 

 

 

 

 

 

 

 

 

圖 6 與談會議 1：建築環境中的碳報告專家學者討論情形 

(三) 與談會議 5：加速建築物減碳的實現 

本場次由 CEMEX Ventures 首席執行官 Gonzalo Galindo Gout、DP 

Architects 主持建築師 Chee Huang Seah、GOLDBECK GmbH 首席執行

官兼董事總經理 Jan-Hendrik Goldbeck 及新加坡總理公署策略組氣候

行動大使兼高級顧問 Ravi Menon 等專家們，針對快速減少建築環境

碳排放量的策略進行經驗分享與討論，並提出幾個關鍵政策方向，

有助於建築業快速響應當前的減碳需求，並達到更長期的淨零碳目

標(圖 7)，包括： 

1. 實施低成本、高效率的減碳措施：透過能源管理系統或設備升

級，快速提升能源效。 

2. 推動全生命週期碳評估：針對建築材料、建造過程及運營階段

的碳排放進行全生命週期評估，以確保各環節的減碳措施能符

合整體目標，並解決供應鏈中蘊含碳排放問題。 

3. 優化維護合約和能源數據管理：透過數據驅動的智能維護與表

現導向合約，將建築數據轉化為可操作的洞察，並持續優化能

源使用效能。這包括尋求具有能效專業的服務提供商協助，並

使用高質量的數據以支持更精準的決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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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綠色融資：以綠色金融支持永續發展，通過綠色貸款和永續相

關融資，鼓勵開發商採用永續建築設計，並可有效加速向綠色

建築淨零轉型。 

5. 合作與共享：透過產、官、學、研跨部會的緊密合作，共享相

關創新技術與執行經驗，以推動產業永續發展。 

 

 

 

 

 

 

 

 

 

 

圖 7 與談會議 5：加速建築物減碳的實現專家學者討論情形 

(四) 全體會議：快速都市化世界中的再生建築 

本場全體會議是由 DP Architects 的執行長 Seah Chee Huang，以再生

建築為主題進行演講(圖 8)，Seah 強調建築不應單只追求永續性，更

應進一步促進人類環境的再生，並針對建築物的能源效率、全生命

週期碳排放量、生態以及社區福祉等各方面進行全面性的評估，這

樣設計出的建築物不但可以確保建築物的低碳與高能效，同時可對

社會和環境起帶頭示範的功能，建築不再僅僅是減少資源消耗，而

是積極地創造出有益於社會和環境的成果。 

除此之外，Seah 也分享了他的工作團隊應用創新數位工具優化永續

設計的成果，包括人工智慧自動化的設計流程，大幅提升設計建築

立面的效率；以及透過智慧管理系統來管控建築物的低碳運營，成

功的利用生成式 AI 來提升設計效率，並減少建築的碳足跡，突破傳

統再生建築的極限。 

https://www.ibew.sg/en-gb/conference/program/session-details.3959.223176.keynote-plenary-regenerative-architecture-in-a-rapidly-urbanising-world.html
https://www.ibew.sg/en-gb/conference/program/session-details.3959.223176.keynote-plenary-regenerative-architecture-in-a-rapidly-urbanising-world.html
https://www.ibew.sg/en-gb/conference/program/session-details.3959.223176.keynote-plenary-regenerative-architecture-in-a-rapidly-urbanising-worl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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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DP Architects 的執行長 Seah 以再生建築為主題進行演講 

(五) 全體會議 5：克服建築環境中的創新障礙 

推動建築環境創新的過程中，會遇到許多障礙或反對創新的聲音，

本場次全體會議邀請了全球領先的產業專家和企業代表，包括大林

製作所 執行董事 Hajime、鹿島開發創新主管 Luke Wu、氣候科技創

投公司 Wavemaker Impact 創始合夥人 Marie Cheong 等，共同討論如

何利用建築機器人、自動化技術和人工智慧（AI）等創新技術來提

升建築環境的永續性，以及如何突破產業中的創新障礙，加快數位

轉型的速度(圖 9)。除此之外，專家們還就執行經驗進行分享，說明

預算限制常被視為創新的障礙，而採取數位化協作的新方法，可有

效解決這樣的困境，例如：新加坡推出建築環境產業數位化計畫（BE 

IDP），提供中小企業數位解決方案、網路安全、資料保護及數位技

能培訓等資源，幫助中小企業提升數位技能，並提供生產力解決方

案補助金（PSG），可降低預算成，也可透過這些人工智慧、智慧

合約和智慧檢測等管理，提升執行效率。 

 

 

 

 

 

https://www.ibew.sg/en-gb/conference/program/session-details.3959.223178.plenary-5-overcoming-barriers-to-innovation-in-the-built-environment.html
https://www.ibew.sg/en-gb/conference/program/session-details.3959.223178.plenary-5-overcoming-barriers-to-innovation-in-the-built-environ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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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全體會議 5：克服建築環境中的創新障礙專家學者討論情形 

(六) 專題演講：SGBC Seminar at BEX Asia 

新加坡綠色建築協會（Singapore Green Building Council, SGBC）在新

加坡 2024 年 BEX Asia 展覽中，針對室內空氣品質（Indoor Air Quality, 

IAQ）進行演說(圖 10)，重點如下： 

1. 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性 

室內空氣品質是確保建築使用者健康和生產力的關鍵因素，現

今人們在室內的時間超過 90%，影響室內空品質的污染物包括

逸散有機化合物（VOCs）、灰塵、黴菌、二氧化碳和其他顆粒

污染物。這些污染源主要來自建築材料、家具、清潔劑等室內

物品，以及外部空氣的污染物，若長期處於低空氣品質的環境，

將導致健康問題，如呼吸道疾病、過敏和眼睛刺激等。 

2. 技術解決方案與策略 

SGBC 針對上述問題介紹了各種改善 IAQ 的技術解決方案，如：

裝設空氣淨化器、智慧控制通風系統及設置室內植物，並強調

使用綠建材(如：低逸散材料)，可減少有害氣體，同時建築物

的設計應注重自然通風，以確保室內新鮮空氣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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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GBC 的 IAQ 認證標準 

SGBC 建立有 IAQ 認證標準，並與協辦單位共同提出「室內空

氣品質行業指引」，著重於污染源控制、空氣品質監控以及減

少空氣中甲醛等有害物質的應用，以鼓勵建築業界採用更高標

準的建材與技術，提升 IAQ 水準，並進一步支持國家推動健康

建築的長期目標。 

除此之外，SGBC 的合作廠商也參與了專題演講，相關主題如下： 

(1) ebm-papst 公司： 

發表其最新的物聯網（IoT）解決方案，包括數位化服務及智

慧通風驅動技術，能根據室內人員數量、室外環境條件等因

素，調節室內空氣品質和能源效率，使有效提高室內環境之能

源效率，並保持良好的空氣品質。 

(2) Camfil 公司： 

介紹該公司自產之空氣過濾、淨化等相關先進產品與技術，針

對商業空間的通風、過濾等設備進行說明，強調商業空間引進

外氣或空調回風時，能有效透過過濾設備控制室內空氣污染物

的濃度，提升室內空氣品質。 

(3) Daikin 空調： 

展示最新研發的智慧空調系統 (iPlant Manager)及控制平台

(MARUTTO)，具有家用 APP 轉接功能，可遠端操作空調系統，

同時具備語音控制功能，提供空調系統的全面控制，讓使用者

能夠更靈活地管理空調設備，提升能源效率，並確保室內環境

的舒適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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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SGBC 及其合作廠商於 BEX Asia 進行演說 

三、 BEX Asia 建築環境博覽會展示內容 

    BEX Asia 展覽以建築環境永續發展為主題，每年皆可吸引來自世界

各地的相關領域專業人士，共同展示最新的綠色建築技術、解決方案及

產品，今年度的展覽展示了創新的環保建材、節能設備、智慧建築解決

方案以及綠建築技術，使參展商和參觀者能夠直接了解最新的建築環保

趨勢及技術應用，以下針對以綠建築、綠建材、智慧化及能源管理等為

主題的展示做一簡要介紹： 

(一) BuildSG 

BuildSG 是新加坡建築與建設管理局(BCA)旗下的一個重要機構，專

注於推動建築業的永續發展，致力於推動新加坡建築環境的永續轉

型，以加速建築業朝永續綠建築發展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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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uildSG 的展示攤位上，展示了最新的建築環境解決方案(圖 11)，

如：遠端現場檢查、人工智慧驅動的能源優化、360°實體捕捉、透

過感測器增強 FM 以及其他使用案例。 

 

 

 

 

 

 

 

 

 

 

 

圖 11 BuildSG 於 BEX Asia 展示攤位上進行介紹 

另外，BuildSG 也針對 Azendian 公司開發的智慧建築解決方案進行

詳細的介紹，Azendian 公司是新加坡一間專門研發數據分析、人工

智慧及轉型解決方案的科技科公司。BuildSG 於會場上說明該公司提

出的建築解決方案，具有協助建築能源分析、計算碳排、協助企業

制定 ESG 架構……等全面性和高效性的功能，有助於建築物取得新

加坡的綠建築認證(Green Mark)並通過評定。Azendian 的智慧建築解

決方案已於 2023 年獲得新加坡綠色建築產品（Singapore Green 

Building Product，SGBP）的認證，為智慧能源管理系統（Smart EMS 

System）領域中唯一獲得 SGBC 認證的產品，並獲得了 "非常好"

（Very Good）的等級(圖 12)，展現了該方案在建築物能源優化和智

慧化管理上的優勢，可做為台灣綠建築評估和 ESG 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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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BuildSG 於 BEX Asia 展示攤位上介紹 Azendian 智慧建築解決方案 

(二) 新加坡理工大學( Singapore Polytechnic, SP) 的展示攤位(圖 13) 

新加坡理工大學為了於 2024 年之前達成永續淨零校園的目標，設立

「淨零創新實驗室」，運用智慧電網管理平台，來監控並管理能源

消耗，並與專業顧問公司 KPMG 合作，制定全面的永續發展路線圖

與執行策略，著重於降低校園的碳足跡，同時兼顧能源管理與資源

效率的提升，今年度在 BEX Asia 主要展出項目如下： 

1. 綠建築設計：介紹該校在綠建築設計方面的研究，包括如何應

用永續設計來提升建築的環保性能。 

2. 創新技術：展示新型的建築技術和解決方案，如智慧化建築系

統、能源管理系統等，並說明這些技術如何提高建築的能源效

率。 

3. 研究成果：分享該校在綠建材、節能技術和智慧化系統方面的

最新研究成果，並說明研究成果在實務應用上的潛力。 

4. 教育與培訓：介紹該校的課程和培訓計畫，培養未來的建築和

工程領域的專業人才，強調透過培訓教育來協助行業永續發展

之推動。 

 

https://www1.bca.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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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新加坡理工大學於 BEX Asia 展示攤位之介紹 

(三) SGBC（新加坡綠色建築委員會）的展示攤位 

SGBC 致力於推廣綠建築理念，促進業界採用永續建築技術，推動

新加坡甚至整個亞洲地區朝環保、高效能的建築環境發展。今年度

之展示內容概述如下： 

1. 綠建築方案：展示經 SGBC 認證的綠建築案例與技術，涵蓋建

築設計、機電工程、減碳策略和智慧建築系統等領域。 

2. SGBC 專題演講：於 9 月 5 日舉辦，邀請 SGBC 展區的參展廠

商進行專題演講(例如大金空調推出的 iPlant Manager 平台)，分

享最新的綠建築技術和永續發展策略，供業界學習交流。 

3. 減碳與能源效率：展出了如何在建築中應用綠色技術以減少碳

足跡，尤其是利用物聯網技術來優化室內空氣質量與能源消耗

的即時調節系統。 

4. 推動低碳未來： SGBC 展區強調推動建築環境的減碳措施，展

示如何透過創新技術和解決方案，實現更低碳的建築環境。智

慧建築技術：展示了智慧建築管理的未來解決方案，例 

5. 循環經濟產品：展示了一系列採用回收材料製作的建築產品，

倡導更永續的建築資源使用方式(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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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SGBC 於 BEX Asia 展示攤位，左為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推廣，右

為再生材料製作的家具展示 

    除此之外，BEX Asia 2024 還提供了一些創業展區，展示了來自初創

企業的前瞻技術，像是 ESG 數位管理平台，為企業提供環保、社會和治

理（ESG）管理的數位解決方案，主要功能包括追蹤和管理碳排，訂能

協助產生 ESG 報告，幫助亞太地區的企業符合區域和國際的永續發展標

準；循環建材之展示部分則以木材為大宗，主要宣導木材對減少碳足跡

與推動建築低碳轉型的潛力(圖 15)；而會場中也展示了多項機器人技

術，包括自動運輸機器人及自動鋼筋綁紮機器人，這些機器人的操控運

用人工智慧（AI）和物聯網技術，協助在建築工地上取代人力完成重物

搬運、材料運輸等任務、同時可協助鋼筋綁紮的工作，強調在建造流程

中引入自動化，可促進高效率又安全的建築施工品質(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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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BEX Asia 展示攤位，左為 ESG 數位管理平台簡介，右為循環木材

展示 

 

 

 

 

 

 

  

 

 

 

 

 

圖 16 BEX Asia 自動化展示，左為機器人重物搬運，右為機器人自動鋼

筋綁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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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加坡案例參訪 

本次研討會的第三天行程安排了新加坡低碳綠建築案例參訪，參訪地

點為位於樟宜商業園區的鹿島建設新加坡總部 The GEAR，是一棟結合了 3

種功能的建築：鹿島亞洲總部、研發中心及開放創新中心。該建築物位於

樟宜機場附近的樟宜商業園區，為一 6 層樓高的建築物，可容納約 250 名

員工，建築物本體可視為一座實踐永續建築創新技術的實驗平台，內部設

置有人本設計、建築機器人、數位科技、環境工程以及地下空間創造等 5

間實驗室，並同時取得新加坡 Green Mark 白金級、LEED 黃金級、WELL 健

康建築黃金級及新加坡節能標籤最高級別 1 級等 4 項建築認證，同時獲得

SIA Architectural Design Award 2024，這使得 The GEAR 成為新加坡綠色建築

政策的重要案例。 

 

 

 

 

 

 

 

 

 

 

 

 

圖 17 新加坡 The GEAR 綠建築案例參訪合影 

The GEAR 建築物概述： 

地點：新加坡樟宜商業園區 

建築用途：辦公室、研究設施 

總樓地板面積：13,061.17 平方公尺 

構造：鋼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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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鹿島建築設計本部 

建造者：鹿島海外亞洲（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完工日期：2023 年 3 月 

當天由鹿島建設以簡報方式說明公司的永續理念及該棟建築物的設計構

想，再以現場逐層導覽之方式，詳細介紹整體建築物設計細節(圖 18)。 

 

 

 

 

 

 

圖 18 鹿島建設簡報說明 

一、 The GEAR 綠建築與節能設計概要 

 

 

 

 

 

 

 

 

 

 
 

圖 19 The GEAR 綠建築設計概要 

 

The GEAR 在綠建築設計方面取得新加坡當地的

Green Mark 白金級及美國 LEED 黃金級認證，相關設

計簡要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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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源效率 

1. 高效率的能源管理系統 

建築管理系統（BMS）：The GEAR 擁有獨立的建築能源管理監控

室，可監控該棟建築物室內所有主要設備的能源消耗，並根據需

求自動調整照明、空調等設備的運作狀態，最大限度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減少不必要的能耗(圖 20)。 

 

 

 

 

 

 

 

圖 20 左為 The GEAR 建築能源管理監控室，右為建築能源管理數位平台 

2. 高效率空調與通風系統 

(1) 變頻空調系統：本案採變頻空調技術，可依根據實際溫度需求

自動調整運轉功率，降低能源消耗，提升建築物用電效率。 

(2) 空調下出風設計：可透過下出風直接針對使用區域進行溫度控

制，提升冷卻效率，降低空調耗能(圖 21)。 

 

 

 

 

 

 

 

 

 

圖 21 左為 The GEAR 室內之中庭(浮力)通風，右為空調下出風口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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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械通風系統：本案採自然通風結合機械通風方式，在適當的

氣候條件下，可透過通風系統之啟動減少空調冷房或暖房的需

求，進一步降低能源使用。 

3. 節能照明系統 

(1) LED 照明：全建築皆採用 LED 照明設備，與傳統照明設備相比

可節能約 50%，大幅減少了整體耗能。 

(2) 自動感應照明系統：建築物設置自動感應照明系統，當空間無

人使用時，照明會自動關閉，避免能源浪費。 

(3) 自然照明：建築物外牆採大面開窗之通透設計，同時透過中庭

提供自然採光，使建築物內許多空間甚至不需要使用人工照明

即可符合需求。 

(4) 局部照明系統：可針對使用區域局部照明，降低能源消耗(圖 22)。 

 

 

 

 

 

 
 

 

圖 22 左為自然採光充足之室內空間，右為局部空間之局部照明 

4. 設備選擇 

(1) 高效能認證設備：所有使用的電器和設施，如電腦、電梯、廚

房設備等，均通過了節能標籤認證，確保它們在運行過程中的

能源使用最小化(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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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The GEAR 採用節能標誌認證之廚房設備(左)及人臉辨識系統(右) 

(2) 再生能源系統，包括太陽能光電板、自動化儲能、節能控制技

術等(圖 24)。 

 

 

 

 

 

 

圖 24 The GEAR 於屋頂及露臺裝設太陽能光電系統 

(二) 水資源管理 

1. 節水設備：The GEAR 整棟建築物採用節水型衛浴設備及紅外線感

應系統，有效減少室內用水量。 

2. 高效率冷卻水塔系統：空調冷卻系統採水資源高效循環技術，同

時回收空調系統產生的冷凝水，用於補充冷卻水塔或其他非飲用

水之用。 

3. 雨水貯集與再利用系統：收集之雨水經處理後用於全棟建築物之

清潔或沖廁使用，也用於植物澆灌，確保水資源的高效利用。 

4. 植栽與景觀設計：使用當地原生之耐旱植物適當配置，以減少用

水需求，並保護當地生態系統。 

5. 自動澆灌節水設備：採滴灌技術，使水分直接進入植物根部提供

水分，減少水分蒸發。 



 

 

26 

6. 使用透水鋪面：讓雨水自然入滲土壤，防止積水，並使雨水導入

貯集系統(圖 25)。 

 

 

 

 

 

 

 

 

 

 

圖 25 景觀使用原生植物、鋪面使用以低碳混凝土製作之透水磚 

二、 WELL 健康建築設計 

The GEAR 除了採永續綠建築設計，還整合了 WELL 健康建築標準

(WELL Building Standard)設計理念，以提升使用者的健康、福祉與舒適性為

目的，並且取得黃金級的認證。 

 

 

 

 

 

 

 
 

 

圖 26 The GEAR 主要以永續與人員的健康為優先 

主要設計簡要介紹如下： 

(一) 室內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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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備先進的空氣過濾系統，確保室內空氣品質達到最高標準。 

2. 建築材料選擇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及低碳排放的材料，並

在設計中減少浪費和二氧化碳足跡，同時降低化學污染。 

(二) 光線設計與日照調節 

1. 建築設計採用充足的自然光，減少對人工照明的依賴，並提升居

住者的身心健康(圖 27)。 

2. 自然通風系統設計有效減少冷氣使用，並增加建築內的舒適度。 

 

 

 

 

 

 

 

圖 27 The GEAR 室內採充足的自然採光設計 

(三) 健康生活環境 

1. 營養與相關資訊獲得：提供健康的飲食與營養資訊，並設置多走

樓梯、不要吸菸等標語，以提醒員工維持身體健康(圖 28)。 

 

 

 

 

 

 

 

 

圖 28 左為 1 樓餐廳提供健康的飲食與營養資訊，右為相關健康標語 

2. 配置運動設施與健康空間：如綠色屋頂和戶外運動區域，促進員

工和居住者的身體健康(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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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左為各樓層戶外空間，右為室內運動之健身設備 

3. 室內環境舒適性：強調舒適和放鬆感知設計，提供適合的溫濕度

和聲音控制。 

4. 健康精神的支持：提供禱告(朝向麥加方向)、冥想、或安靜的空間，

提供使用者沉靜心靈與放鬆(圖 30)。 

 

 

 

 

 

 

 

 

 

 

圖 30 左為個人宗教空間，右為具隔音效果的討論區域 

三、 The GEAR 五大實驗室介紹 

The GEAR 內部共設有五個專門實驗室，由新加坡鹿島建設的科技研究

部門(Kajima Technical Research Institute Singapore)支持，主要作為推動永續建

築和城市發展相關領域的實驗研究，簡要介紹如下： 

(一) 建築機器人實驗室（Construction Robotics Lab） 



 

 

29 

    本實驗室為 The GEAR 的核心之一，旨在利用機器人技術自動化並

提升建築流程的效率，開發項目包括自主施工機器人(包括自主化砌

磚、混凝土澆灌、鋼筋組札等)、3D 列印技術、機器人協作、機器人與

BIM 結合運用、自動維護系統等建築自動化技術，目的不僅是將現場

的個人工作數位化，而是進一步優化整個施工過程(圖 31)。 

    透過本實驗室所研發出來的機器人，其成果獲得多項國際技術的

獎項，其相關研發也發表於國際的學術期刊中，未來將持續針對超高

層建築與海上建築之自動化施做進行研發應用與開發，以協助新加坡

當地的城市發展需求。 

 

 

 

 

 

 

 

 

 

圖 31 建築機器人實驗室(鋼筋綁紮技術) 

(二) 以人為本設計實驗室（Human-Centric Design Lab） 

    本實驗室主要針對人體工學、空間模組化、智慧環境控制、健康

建築設計(室內環境品質、聲學、自然採光和通風設計等)、VR 技術應

用、心理健康與減壓空間及社交互動設計等主題進行研究，透過創新

設計與技術應用，創造更健康、舒適且高效的生活和工作空間，並為

室內舒適性能提供解決方案。 

    而本實驗室直接將相關研發技術運用於該建築物的室內空間，包

括增加自然採光設計、採用智慧照明系統控制調整光線、透過吸音毯

降低室內噪音、設置多功能社交空間與減壓空間等，具體呈現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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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位技術實驗室（Digital Technology Lab） 

    本實驗室主要探討數位化技術在建築領域的應用，包括建築資訊

建模、物聯網技術、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及 VR(虛擬實

境)/AR(擴增實境)技術等。目的是通過數位技術提升建築設計、施工和

運營效率和智慧化水準，同時在維護階段亦能保有節能與環保的效益。 

    本實驗室完成開發建築結構健康監測系統，隨時監測並預警結構

問題，提升建築物的使用壽命與安全性；並完成開發建築審核 VR 平

台，運用 VR 技術進行建築設計審核，大幅提升設計效率與客戶滿意度。 

(四) 環境工程實驗室（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Lab） 

    本實驗室主要針對永續和環保之建築實踐進行相關材料測試與開

發，利用新加坡之本土材料進行甲烷發酵、厭氧氨氧化反應評估試驗，

並利用當地土壤和植物進行綠化潛力的研究(圖 32)。本研究室同時關注

於建築開發對環境的影響，研究領域包括能源效率、再生能源應用、

能源回收、污水處理和廢棄物管理等，希望透過永續建築技術和策略，

避免或減少建築開發對環境生態造成的負面影響。 

    目前本實驗室已完成土壤及地下水之修復技術，成功分解新加坡

當地受柴油污染的地下水，而新加坡當地由於地下水資源較少，因此

該修復分解技術被廣泛運用在美國、加拿大及歐洲部分國家的工業污

染場址。 

 

 

 

 

 

 

 

 

 

圖 32 環境工程實驗室(土壤性質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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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都市空間創造實驗室（Urban Space Creation Lab） 

    本實驗室透過創新設計和規劃優化都市空間的使用效率與功能，

以促進城市的宜居性與永續性，主要研究內容包括：公共空間設計、

綠色基礎設施與自然整合、環境友善建築材料研發、交通規劃與可步

行性、智慧城市與空間管理、社區與城市再生、災害預防與韌性空間

設計等開發設計與解決方案，以構建適應性強且永續的宜居都市環境。 

    本實驗室已成功開發不含碳的岩石製造水泥，並使用海水淡化產

生之廢棄物(鹵水)製造混凝土，以降低建築材料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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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城市導覽-其他案例分享 

一、 新加坡綠建築政策簡介 

新加坡致力於推動永續發展，在綠建築與淨零碳政策方面採取了多項

積極措施，在綠建築政策方面，新加坡建築管理局（BCA）於 2005 年推出

「綠色標章計畫」（Green Mark Scheme），針對建築物的環保性能進行評估，

包括：能源效率、水資源管理、室內環境品質等方面。為進一步推動綠建

築的發展，新加坡制定了「2030 綠色發展藍圖」，設定了「80-80-80」的目

標，在 2030 年前 80%的建築物取得綠色標章認證、新建築物的能源效率提

升 80%、建築業碳排放量減少 80%。 

在淨零排放方面，新加坡為了在 2050 年前實現淨零碳排放，採取了以

下措施： 

(一) 碳稅制度：自 2019 年起，新加坡對大型碳排放企業徵收碳稅，初始稅

率為每噸二化碳當量 5 新加坡元，計劃逐步提高至 2030 年的每噸 50 至

80 新加坡元，旨在鼓勵企業減少碳排放。   

(二) 能源轉型：推動能源結構轉型，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並探索氫

能等新興能源技術，以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三) 碳捕捉與封存（CCS）：新加坡能源市場管理局（EMA）計劃與電力公

司合作，共同資助碳捕集與封存的可行性研究，探索在燃氣電廠中應用

CCS 技術，以減少碳排放。   

(四) 國際碳信用合作：新加坡與多個國家簽署合作協議，參與碳信用交易，

允許企業通過購買高質量的碳信用來抵消部分碳排放，促進全球減碳目

標的實現。   

這些政策措施顯示了新加坡在推動綠建築與實現淨零碳排放方面的決

心與行動，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參考範例。 

二、 其他案例分享 

新加坡地理位置接近赤道，天氣四季如夏非常炎熱，因此綠化對於環

境的微氣候改善非常重要，必須透過綠化或透水等措施降低都市熱島效

應，在新加坡參加研討會過程中，在交通的路程上可以觀察到，新加坡的

都市除了大量種植樹木，也非常積極的推動綠屋頂，在經過當地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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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牛車水地區(唐人街)時，發現一座彷彿都市叢林的建築物，經上網查詢，

該建築物為當地非常有名的綠建築案例－皮克林賓樂雅酒店（PARKROYAL 

on Pickering）(圖 33)，由新加坡知名的 WOHA 建築事務所設計，獲得新加

坡建築與建設管理局頒發的 Green Mark 白金級綠建築最高等級認證，並以

「飯店中的花園」為主題，接著就針對該棟綠建築設計手法及能源效措施

做簡要的介紹： 

 

 

 

 

 

 

 

 

 

 

 

 
 

 

 

 

圖 33 皮克林賓樂雅酒店外觀 

(一) 綠建築設計特色 

1. 垂直綠化：該酒店被外界稱為垂直花園，其外牆和空中花園共計

種植了超過 50 種植物，其中包含誘鳥蝶植物，可吸引鳥類、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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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物棲息，提升生物多樣性。 

2. 空中花園：該棟建築物每四層設計一處大露臺(圖 34)，並規劃成空

中花園，種植雞蛋花和棕櫚樹等各種熱帶植物，營造身在海南渡

假之休閒氛圍。而這些空中花園與鄰近的綠帶公園相呼應連，形

成連續的城市綠地。 

 

 

 

 

 

 

 

 

 

 

圖 34 皮克林賓樂雅酒店每四層設置一處露臺花園 

3. 自然通風與採光：建築設計採用大量自然採光和自然通風，減少

對人工照明和空調的依賴，降低能源消耗。 

(二) 能源效率措施 

1. 太陽能系統：酒店屋頂設計有太陽能光電系統，其電力可供該棟

建築物之公共用電使用。   

2. 雨水回收與貯集系統：設置雨水貯留器，其雨水回收用於花園植

物灌溉、沖洗清潔等非飲用水之用途，節約用水資源。   

3. 節能設備：採用節能效率高的照明、空調設備，並使用自動感應

裝置，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消耗，進一步降低能源消耗。 

 

 

 

 



 

 

35 

陸、心得與建議 

本次奉派參加「2024 國際建築環境週 International Built Environment Week, 

IBEW2024)」國際研討會，此次活動以「Solving for Tomorrow, Today」為主題，

匯集了來自全球在建築環境領域的專家與學者，共同探討建築產業未來的發展

方向，獲致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心得 

    本次 IBEW 2024 會議不同於學術期刊發表的研討會，各場次的會議皆

以專題演講或邀請 3 至 5 位分別來自產、官、學的專家學者，共同以討論的

方式，分享各自的工作領域在建築環境之執行經驗與策略、淨零建築、智

慧低碳營建、綠建築與技術交流等議題之執行現況，廣泛蒐集國際最新永

續建築、能源效率、建築物耐久、循環及室內物理環境相關技術及研究成

果等最新資料，可透過 IBEW 2024 研討會的呈現，借鏡新加坡的執行經驗，

並了解未來國際間國際間永續綠建築及淨零轉型相關發展現況及未來趨

勢，對於我國持續推動建築產業的創新和永續發展有所助益。本次參加會

議獲致之心得如下：  

(一) 本次會議主題著重於技術創新帶動產業轉型，新加坡的國家發展部部長

Desmond Lee 於會議開幕演講時，即強調了建築技術（ConTech）的重要

性，特別是在數位化、自動化、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等領域的應用，以提

升建築產業的效率、安全性及永續性。數位化的創新技術的運用具有提

高設計效率、增加施工精準度、減少錯誤、降低成本等優點；鋼筋綁紮

及砌磚等部分施工項目與重機具移動，使用機器人協助，能顯著提高施

工效率和精度；環保建材的使用及模組化建築技術，有大幅減少施工時

間與材料浪費；而人工智慧及物聯網的運用，能強化施工管理，AI 即

時辨識系統能監測潛在危險，用於施工現場監控，能提供安全性例如，

這些創新技術的應用，皆為建築產業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二) 永續發展與綠建築是本次研討會的核心議題之一，本次會議中討論內容

涵蓋了如何在建築設計和施工中融入環保材料、能源效率和減少碳足跡

等策略，這些措施對於實現全球淨零排放的目標至關重要。綜整與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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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綠建築研究業務較為密切相關主題，包括：淨零、低碳排、低環境

衝擊、循環利用、能源、空氣品質及室內環境健康等，皆能進一步幫助

本所了解國際發展現況與趨勢，可做為我國永續健康綠建築發展之參

考，以提升我國創新科技研發能力，提供民眾安居生活環境的同時，也

能帶動健康永續綠建築與國際接軌。 

(三) 本次會議及一併辦理的 BEX Asia 展覽會中，發布展示了許多創新的技

術、平台與解決方案，例如：BIM 技術、建築審核 VR 平台、ESG 數位

管理平台、智慧建築解決方案等現代化技術，將會有更多的人力需求，

新加坡的國家發展部部長 Desmond Lee 也在會議中強調，建築產業需要

吸引更多年輕人才，並提升產業的整體形象，因此新加坡建築與建設管

理局也極力推動「建設新加坡」（BuildSG）行業品牌推廣活動，就是針

對建築環境產業而建立，同時也強化人才培育的相關計畫，希望能提升

民眾對建築產業的認識和認同，來吸引人才的加入。而新加坡的執行經

驗，對於臺灣目前建築產業缺乏人力資源的困境方面，可做為改善策略

的參考。 

二、建議 

    本出國計畫參與 IBEW 2024 會議，透過與會專家學者、政府代表及業

界人士的與談分享，深刻體認到國際間永續綠建築與淨零發展的快速演

進，尤其是在碳排放管理、建築能源效率提升、再生能源整合及智慧建築

技術應用等領域，已有許多值得借鏡的政策與策略。同時藉由 BEX Asia 展

覽會中，了解適合亞洲地區的建築自動化工法、數位化平台、智慧化管理

與控制系統及再生循環材料等相關產業的最新技術，均對於本所推動永續

綠建築、建築能效及淨零建築發展等相關研究領域具相當助益，為了確保

我國永續綠建築及淨零政策能順應國際趨勢並符合國內的需求，未來建議

方向如下： 

(一) 參考 IBEW 2024 會議內容滾動檢討與更新科技計畫 

根據 IBEW 2024 所獲得的政策執行成果與國際經驗，持續對目前本所辦

理中的「永續健康綠建築環境科技計畫(112-115)」進行滾動檢討，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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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研究方向的適切性與前瞻性，確保研究成果能有效協助政策需

求。 

(二) 持續追蹤國際永續綠建築發展趨勢與淨零政策實踐成果 

針對主要國家及區域（如：歐盟、美國、日本、新加坡……等）的永續

建築政策發展，定期進行分析與比較，確保我國相關政策之制定能與時

俱進，同時應持續參與國際間永續綠建築相關合作平台，例如本所目前

為世界綠建築協會 WGBC 之會員國之一，透過參與國際組織、論壇及

標準制定機構（如 LEED、BREEAM……等），及時掌握國際最新政策與

技術的動態。 

(三) 持續廣泛蒐集國際間永續綠建築最新發展策略 

持續蒐集各國永續綠建築政策執行策略，尤其在淨零建築、建築生命週

期分析（LCA）、再生能源應用及金融獎勵措施及碳費政策等相關文獻

資料，並進行各國案例之分析比較，依各國經驗來協助釐清政策與技術

上的需求，作為政策滾動修正的基礎。同時也可掌握國際間最新永續綠

建築案例、研究議題及相關技術發展趨勢，以利做為研提下一期科技計

畫草案內容之規劃參考。 

(四) 強化永續綠建築淨零轉型之宣導教育及人才培育 

持續加強民眾對針對永續綠建築淨零轉型之政策執行與相關創新技術

應用的認識，並針對建築產業的加強宣導，建立社會大眾對淨零建築的

支持度與認同感而願意投入更多的人力及資源；同時亦應發展永續綠建

築相關教育課程，將淨零理念融入建築領域專業人才的養成教育，為建

築產業的人才資源建立基礎，逐步解決缺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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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附錄一 (IBEW 2024 詳細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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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he GEAR 線上導覽 APP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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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Azendian 智慧管理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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