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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造成之全球暖化問題，並使國人

有更優質、舒適及健康之居住環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自民國90年陸

續執行「綠建築推動方案」、「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智慧

綠建築推動方案」及「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

目前已成功帶動我國綠建築、智慧建築及綠建材產業的蓬勃發展與良

性競爭，然而面對全球能源結構與經濟情勢的快速變動，永續建築及

永續基礎建設的發展策略仍須不斷滾動調整，並且與全球發展脈動緊

密接軌，為瞭解國際間相關發展現況及未來趨勢，爰參加 106年6月5~7

日於香港召開之2017年世界永續建築環境研討會(World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Conference 2017, WSBE 2017)。 

本會議為國際永續建築環境國際倡議組織(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a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iiSBE)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年會，本次委由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HKGBC)與「建造業議會」(CIC)所主辦，並由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主席黃天祥擔任大會主席，並邀請香港特區行政首

長梁振英特首、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祕書處Christiana 

FIGUERES女士等重要嘉賓與會，會議期間包含學術發表、學術論壇演

講、論文競賽、海報發表、產業展示攤位及學術導覽等活動內容，共

有約1,800人參與、涵蓋57個國家、100多場平行會議，全球許多重量級

的學者與政府代表齊聚香港，共同討論永續建築環境的現況與未來。

本報告係針對此次研討會之相關內容以及自行規劃拜會交流參訪行

程，提出相關說明，期能增進本所掌握國際經驗、技術及工法之最新

發展與資訊，拓展我國綠建築之視野，並期能擴大國際交流經驗，提

供國內未來綠建築相關政策及制度推動參考，最後，本文亦提出相關

參與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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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我國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為僅次於英國、美國及加拿大之

後，第四個實施具科學量化，同時也是目前唯一獨立發展且適於熱帶

及亞熱帶的評估系統，另外為了將我國資通訊科技領域累積已久的競

爭優勢與綠建築結合，目前我國亦積極推動智慧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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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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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各國對於永續與智慧建築所能發揮

的減碳效益，均予高度重視，催化了永續與智慧建築的快速發展。 

本次出國參加WSBE 2017國際研討會的目的即是希望藉由國際研

討會這樣的平台，廣泛地瞭解各國在永續建築或永續基礎設施上的研

究成果與發展脈絡，擷取其中值得參考或借鏡之處，作為我國相關研

究或政策推動之參考。由於WSBE屬於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SBE) 系列之一，第一屆於2000年荷蘭的馬斯垂克 (Maastricht) 舉辦，

每三年一屆，通常第一年屬於主辦城市的準備期，第二年會在不同國

家舉辦多場區域性的會議，第三年則是該屆的全球大會，以這次的香

港大會為例，2016年已舉辦了20場區域性的會議，真正的全球大會則

在今（2017）年6月舉行。本屆香港WSBE 17主題是「Transforming Our 

Built Environment Through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Putting Ideas into 

Action」，強調創新、整合與行動的重要性。另外，本次亦前往香港

中文大學拜會建築學院鄒教授經宇，就我國與香港近年的智慧綠建築

相關技術推展及實施概況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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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日 期 行 程 任 務 備 考

6 月 3 日 

(週六) 
臺北→香港 啟程、抵達香港  

6 月 4 日 

(週日) 
香港中文大學 

拜會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

鄒教授經宇，就我國與香港近

年的智慧綠建築相關技術推

展及實施概況進行交流 

 

6 月 5 日 

(週一) 
參加會議 

2017 年世界永續建築環境研

討會（WSBE 2017） 

會議地點： 

香港會展中心 

6 月 6 日 

(週二) 
參加會議 

2017 年世界永續建築環境研

討會（WSBE 2017） 
會議地點： 

香港會展中心 

6 月 7 日 

(週三) 
參加會議 

2017 年世界永續建築環境研

討會（WSBE 2017） 
會議地點： 

香港會展中心 

6 月 8 日 

(週四) 香港→臺北 返程、抵達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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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參與過程 

2017 全 球 永 續 建 築 環 境 國 際 研 討 會 (World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Conference 2017 Hong Kong, WSBE 17)，為每三年一次之國

際重要建築與營建體系研討會議，自 2000 年開始第一屆辦理，永續建

築環境國際研討會(WSBE)就成為聯合國組織中極重要的研討會議，其

主辦組織包括：聯合國環境署(UNEP)之永續建築與氣候倡議組織、國

際建築與營建研究與創新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CIB)、國際永續建築環境國際倡

議組織(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a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iiSBE)，

皆是影響世界各國政府在「永續行動」、「氣候變遷」與「綠色新政」

等施政面向直接影響之重要會議及組織（如圖 1）。其每年皆會辦理

區域型永續建築環境研討會(SBE)，例如在 2016 年，全球即有 20 個城

市主辦 SBE 區域會議，顯示本國際會議之活絡與重要程度。 

本次會議係香港建造業議會及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為提升香港於

全球綠色建築發展更具舉足輕重地位，於 2014 年初提出申辦本屆會議

之申請，並於香港政府大力支持下，最終成功取得會議之主辦權。為

使會議順利舉辦，香港政府甚至派員加入此次會議之籌備委員會及學

術委員會，甚至出任國際榮譽顧問，以實際行動支持本次會議。此外，

本次會議並成功邀集香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代表出席與會，同時於會

場外並設置有展覽會場，計有香港發展局、環境局和運輸及防污局等

政府單位，以及英商奧雅納工程顧問有限公司（ARUP）、香港綠色

建築議會(HKGBC)與建造業議會(CIC)等近 40 個單位參展（如圖 2~圖

8）。 

由於今年適逢香港回歸 20 週年，因此主辦單位亦將一系列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週年的慶祝活動，搭配本次會議一同舉辦，除邀請

香港政務司張司長建宗進行專題演講針對香港政府近幾年在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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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會議手冊 

 

 



 
 

5 
 

圖 2  會議手冊（續） 

 

圖 3  會議手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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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會入口 

圖 5  會議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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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會議展場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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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會議展場部分實況 

圖 8  會議展場部分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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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宜居城市並於會議開幕當天邀請香港特區行政首長梁振英特

首擔任開幕典禮嘉賓，針對香港在永續建築的發展成果進行發表（如

圖 9）。 

圖 9  香港特區行政首長梁振英特首擔任開幕典禮嘉賓 

 

此外，本次會議也邀得多位重量級國際專家一同分享，其中聯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祕書處 Christiana FIGUERES 女士，於會

議首日出席之專題演講最受矚目，她於演講一開始即回應了前些日子

美國總統川普聲言帶領美國退出「巴黎協議」，她也特別感謝由於美

國總統川普的這項舉動，激起了全球各界對「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的支持，同時也更樂意承擔應對氣候變化之責，實為前

所未見。同時 Christiana FIGUERES 女士亦談到「減碳」的市場機制，

鼓勵透過市場力量來推動及因應氣候變遷的影響，歷時約 20 分鐘的發

言也獲得在場參與者報以熱烈的迴響（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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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Christiana FIGUERES 女士專題演講 

 

緊接者由香港政務司張司長建宗為此次全球性會議擔任首位主

題演講之嘉賓，詳細介紹香港政府在建設可持續及宜居城市下的策略

與各項政策，讓來自全世界的會議參加者，更加瞭解在香港這個高度

集約的都市環境下，其面臨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以及如何達到與未來

發展方向（如圖 11）。會議當中也針對其他議題邀集了中國住房和城

鄉建設部建築節能與科技司蘇司長蘊山、英國倫敦劍橋大學可持續發

展中心總監 Peter  GUTHRIE 教授、Transsolar 公司總經理及德國慕尼

黑工業大學建築技術與氣候適應設計系 Thomas  AUER 教授、以及加

拿大卑詩大學建築及園藝景觀系 Raymond  COLE 博士等國際知名專

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並與來自全球的與會人員進行現場交流，以使

瞭解國際間最新綠建築相關趨勢之發展（如圖 12~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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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香港政務司張司長建宗專題演講 

圖 12  WSBE 2017 邀請之國際知名專家學者 



 
 

12 
 

圖 13  Raymond  COLE 博士專題演 

 

本次 2017 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為現今在永續建築及

建造業界中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性會議，也是國際上每三年一次之重要

建築與營建體系研討會議，相關研究報告及論文發表均是經由專家評

審後極具代表性的報告或論文，方能登上會議殿堂發表。而今年在香

港舉辦的 2017 全球會議，則可說是 2015-2017 這 3 年會議週期的總結，

其內容包括了 2016 年在全球各地舉行的 20 場地區會議中最優秀的論

文作品，以及為了本次全球會議於 2016 年特別向全世界徵集的論文，

並經由國際專家評議甄選，最後，本次研討會於 3 天的會議中，收集

來自全球以下列 12 項主要研究議題： 

1. 智能倡議＆先進建築系統  

2.高性能建築的實踐與政策 

3.推動永續營建環境評估方法 

4.促進更環保政策與標準的創新 

5.健康幸福創新 

6.市場轉型與綠色建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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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創新實踐改造永續營建環境 

8.改造永續營建環境的創新過程與方法 

9.改造永續營建環境的人民政策 

10.空間營造與社區培力 

11.永續社區：應用與案例分析 

12.新興綠色營建技術與材料 

並進一步延伸出 45 項次議題，共計集結了來自全球各地共計 472 篇之

論文進行口頭發表（詳附錄 1），另有 52 篇的論文以海報方式呈現。 

如就本次發表論文的數量進行統計，其發表篇數數量最多的前 5

項議題分別為： 

1.高性能建築的實踐與政策（14.1％） 

2.改造永續營建環境的創新過程與方法（14.1％） 

3. 推動永續營建環境評估方法（13.7％） 

4. 創新實踐改造永續營建環境（13.3％） 

5. 市場轉型與綠色建築管理（13.3％） 

這 5 項議題的論文篇數占了本次發表論文的 68.5％，至其他主要研究

議題部分的論文發表比例統計分析如圖 14 所示。如進一步以 45 項次

議題進行統計分析，其發表論文統計圖則如圖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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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WSBE 2017 論文發表主議題分類 

 

圖 15  WSBE 2017 論文發表次議題分類 

 

智能倡議 & 先進建築系

統, 12.4%

高性能建築的實踐與政

策, 14.1%

推動永續營建環境評估

方法, 13.7%

促進更環保政策和標準

的創新, 11.2%

健康幸福創新, 8.0%

市場轉型與綠色建築管

理, 13.3%

創新實踐改造永續營建

環境, 13.3%

改造永續營建環境的創

新過程和方法, 14.1%

改造永續營建環境的人

民政策, 11.6%

空間營造與社區培力, 

10.0%

永續社區：應用與案例

分析, 5.6%

新興綠色營建技術與材

料, 7.2%

2017 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 發表論文比例

智能倡議於永續營建環境, 

5.6%

綠色建築實踐與方法‐管理, 

5.6%

永續營建環境的

過程，設計，工

具和方法, 10.0%

2017 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 發表論文比例

先進建築基礎

先進建築系統‐再生能源

智能倡議於永續營建環境

高性能綠色建築的實踐評價

高性能綠色建築政策

高性能綠色建築過程

深度整修‐政策和標準

深度整修‐實踐與性能回顧

深度整修‐‐過程和方法

永續營建環境評估方法‐綠色社區

綠色建築性評價

永續營建環境評估方法‐綠建築政策

永續營建環境評估方法‐設計過程

永續營建環境評估方法‐實踐評價

促進更環保政策和標準的創新‐微氣候

促進更環保政策和標準的創新‐碳評估

促進更環保政策和標準的創新‐實踐評價

促進更環保政策和標準的創新‐評估、分

析與數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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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次會議也特別於第 2 天會議中安排多場重點討論，由國

際間甚具影響力的代表共同出席，以具前瞻的永續建築環境方向提供

未來願景擘化。其中由聯合國環境署經濟部之城市與建築專案經理

Curt GARRIGAN 所主持的氣候變化及永續發展專題討論中，除有來自

香港環境局黃局長錦星及陸副局長恭蕙、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祕

書處 Christiana FIGUERES 女士等重要人士出席外，參與討論的還有來

自世界資源研究所、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國際能源署、國際永續

建築環境促進會、聯合國環境署可持續消費與生產十年框架計劃、世

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法國住房城市發展及景觀局等代表（如圖

16）。 

大會為就邁向永續建築環境的市場新趨勢及實際操作，提供一個

互相交流平台，特別開闢 2 場的圓桌會議，並分別以「建築環境變革

之新觀點」，以及「以領導優勢推動永續建築環境」為題做深入討論 

圖 16  WSBE 2017 氣候變化及永續發展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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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7~圖 18）。同時本次會議亦就中國近年急速的城市化與經濟發

展，特別為中國舉辦了 4 場次的專題論壇，以探討中國大陸內地在建

築產業所採用的綠色改造技術、一線城市摩天大樓帶來的挑戰與機

遇、以及中國最新頒佈的健康建築評價標準等（如圖 19）。同時也開

闢了 4 場地區論壇，由 2015 年 20 個地區會議的主辦單位之代表齊聚 

 

 

 

 

 

 

 

 

 

 

圖 17  WSBE 2017 圓桌會議 

 

 

 

 

 

 

 

 

 

圖 18  WSBE 2017 圓桌會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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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共同分享與討論在各個地區之綠建築及永續建築發展現況、現

行相關計劃措施以及發展趨勢，提供一個現今國際綠建築的重要交流

平台（如圖 20）。 

圖 19  WSBE 2017 中國專題論壇 

圖 20  WSBE 2017 地區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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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針對業界代表提供一個研討交流平台外，本屆 WSBE 2017 為

了吸引新一世代年輕人的參與，大會還特別舉辦了「國際青年比賽

（International Youth Competion）」，向全球年輕的學子及專才徵集嶄

新且具開創性的研究、設計與行動計劃，共計收到來自全球 25 個國家

及地區，修讀不同科系的大專院校學生共同合作遞交了 100 多件的設

計作品，並由大會交由海內外專家組成的評審團選出最佳的 8 隊入圍

隊伍，於本次會議進行最後簡報，並給予獎項以表揚他們出色的提案

（詳表 1）。 

最後再這次的全球會議中，為了落實理論與實踐並重，除前述眾

多的論文研討會議與競賽外，也特別於會場外設有展覽會場區，吸引

進 40 個單位參展，並就綠建築相關最新技術、產品及政策的實踐作為

等，於 3 天會議提供參與者實際的瞭解。其中香港政府易於會展中展

示了香港在辦公室部分的綠建築設計指南（詳附錄 2）藉由不同建築

策略來達到辦公室的節能，透過建築座向、周邊環境與氣候等被動式

設計，來減少昂貴大樓的裝備系統與設施需求，並反映於大樓的維護

生命週期成本，同時提供居住與使用者一個健康舒適的環境。 

表 1  WSBE 2017 國際青年比賽得獎名單 

獎項 隊伍 

最創新模組設計 Adaptive Integrated Module （俄羅斯） 

最佳「活建築」 C3 Farming（香港） 

最全面超高密度社區 城寨 2.0 （香港） 

最創新可持續都市 緣‧廊（香港） 

最佳文化遺產區域可持續復修 Preserve and Update（中國內地） 

最佳綜合「轉廢為能」系統 Bio-gas from Waste（香港及中國內地） 

最具文化觸覺概念 The Green - Blue City - Amazon Referent （厄瓜多爾）

最創新都市評估概念 Urban Framework（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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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次出國行程，還特別於研討會開幕前，與國內共同前往參

加 WSBE 2017 國際研討會的許多專家學者一同先行前往拜會香港中

文大學建築學院鄒教授經宇，鄒教授先就香港近些年在建築學院的招 

圖 21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參訪 

圖 22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參訪（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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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參訪（續） 

圖 24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參訪（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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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授課內容，做一簡短背景說明後，隨即帶領我們參觀香港中文大

學建築學院系館建築在綠建築設計上的一些理念（如圖 21~圖 24）。 

隨後也向我們介紹香港的綠建築評估系統（簡稱為 Beam Plus 評

估系統）相關發展背景。該評估系統是由香港綠色建築議會(HKGBC)

所發展，而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係於 2009 年由香港建造業議會 (CIC)、

商界環保協會 (BEC)、建築環保評估協會 (BEAM)及環保建築專業議

會(PGBC)等四大業界團體帶領成立的非營利性組織，議會成立的使

命，為領導香港業界制定綠建築的行業標準和最佳作業守則，推廣相

關的教育及研究，並與業界共同推動市場轉化及建立一個永續的建築

環境。其目的為提高香港民眾對於綠建築的認識及參與，同時針對香

港獨特的亞熱帶氣候及高密度城市區域環境，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發

展方案，期望帶領香港發展成為世界的綠建築典範。至 Beam Plus 評

估系統基本上是沿襲英國的 BREEM 綠建築評估系統，配合香港知本

土氣候環境加以演變而成。評估系統適用於新建及既有建築物，其評

估等級由高至低計有最終鉑金（白金）級、鉑金（白金）級、金級、

銀級、銅級及不予評（合格）級等 6 級，評估範疇包括用地、用材、 

 

 

 

 

 

 

 

 

 

圖 25  綠建環評新建及既有建築評核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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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用水、室內環境質素及創新等 6 大項（如圖 25）。 

另鄒教授為使我們一行人更加瞭解香港近年的智慧綠建築相關 

技術推展及實施概況，更特別安排我們前往香港房屋署進行拜會交

流，由房屋署嚴總建築師汝洲親自解說並帶領我們參觀香港相關施政

政策（如圖 26~圖 28）。香港政府為解決香港居民的住房問題，在住

房政策上針對提供相關居民人口約三分之一人民大約有 700 萬人口的

香港居民提供所謂的公宅，已訂出下列規範要求: 

1.建築物須以 100 年生命週期進行碳足跡估算 

2.綠化面積須至少達到基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 

3.須符合 Beam Plus 合格級綠建築及取得大陸綠建築 3 星要求 

4.智慧設計以自然通風優先減少空調 

同時香港政府為鼓勵更多建築設計案例符合香港綠建築評估系統

的標準，也採行了國內近年多採行的容積獎勵方式，也針對取得綠建 

圖 26  香港房屋署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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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的建築物容積，最高容積比例可達 8%。 

圖 27  香港房屋署參訪（續） 

圖 28  香港房屋署參訪（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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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本次奉派赴香港參加 WSBE 2017 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

(World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Conference 2017 Hong Kong, 

WSBE 17，因適逢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週年，香港政府不僅派員

加入此次會議之籌備委員會及學術委員會，甚至出任國際榮譽顧問，

以實際行動支持本次會議。大會也安排許多特別議題之展覽輿論文研

討，3 天緊湊行程安排下，對參加者而言，不論在體力及精神上，都

可說是相當嚴峻的挑戰，以下亦針對本次研討內容重點心得與建議如

下，可供政府、學界作為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心得 

本次會議世界各國的許多專家學者，皆提出了許多永續建築的論

述，並藉由實際案例檢討分析，初步效益甚高。究其原因除事前規劃

周詳完善外，另一項重要之成功因素為採取了直接回饋補助之誘因，

以吸引民間業者主動積極投入，進而擴大市場規模。環顧國內近年來

相關綠建築政策措施，其民間推展成效受到公有建築物帶動綠建築示

範推廣及各級政府提供相關綠建築容積獎勵誘因等效應影響，民間業

界參與興建綠建築之數量已有逐年提升的趨勢，顯見回饋機制的確帶

動了成效。然為進一步落實並喚起民眾的認同感，讓一般消費者在選

購房屋時能優先選取綠建築認證的房子。因此透過教育推廣落實環境

教育從小紮根之理念，應為政府下一階段推廣的重點。 

從本次會議發表之論文中可看出，部分國家因為沒有自己的綠建

築評估系統，因此必須申請其他國家的綠建築標章，以符合國際上永

續建築的發展趨勢，相關研究為了瞭解國際性的綠建築評估系統是否

適用於當地，並瞭解當地營建專業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技能落實

綠建築永續精神，特別以問卷的方式調查設計與營建人員對於國際性

綠建築指標（LEED）的認知情形與執行能力，結果顯示專業人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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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部分指標仍不完全瞭解，且部分指標在當地不易落實。由此觀之，

發展切合當地氣候環境與營建特性的評估系統，並加強推廣講習，應

有助於綠建築的推動，我國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為考量我國氣

候與國情，所研訂之評估指標，且多年來持續辦理相關推廣講習，並

在法規上進行相關配套規定，因此，臺灣已成為全球綠建築密度最高

的地方，推行成效良好。 

由於臺灣 EEWH 綠建築標章的認證數量，在國際上僅次於美國

的 LEED，長期以來備受國際肯定。許多臺商企業到境外設立工廠或

基地建築開發時，常希望能夠取得臺灣綠建築標章認證，以提升企業

環保永續效能，並藉此爭取國際大廠的認同與合作。為因應這股國際

化的需求，本所導入考量在地氣候條件、相關法令及設計慣例的「當

地基準評估法」，完成境外版的綠建築評估系統建立，並出版「綠建

築評估手冊-境外版(EEWH-OS)」，成為我國 EEWH 綠建築家族的第 6

類成員。同時於本（106）年 6 月 3 日完成「境外綠建築標章申請審

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訂定，並自本（106）年 7 月 1 日起開始受

理申請，以協助臺商取得境外綠建築標章認證，使我國綠建築評估範

疇從國內的住宅、舊建築改善、社區及廠房等民間建築物，進一步擴

大延伸境外地區，以拓展我國綠建築標章的民間版圖，這部分待未來

時機成熟或可進一步向外拓展，期能為臺灣建築產業開創更好的發展契

機，樹立亞熱帶氣候地區綠建築的典範。 

二、建議 

(一)、加強既有建築的改善，提升既有建築物節能改善技術與設計水準，帶  

動既有建築的改造風氣 

    台灣既有建築的數量遠大於新建建築，但是由於早期的建築能源法規 

不盡完善，且老舊設備的能源效率普遍較為低落，因此，大量存在的

既有建築具有不可忽視的節能潛力，本次會議，許多學者提出具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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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各種建築節能政策的減碳效益，同時加強既有建築的改善，方能

對建築部門提供更實際之減碳成效。我國對於既有建築節能改善計

畫，已持續辦理多年，未來應賡續推動，提升既有建築物節能改善技

術與設計水準，並帶動既有建築的改造風氣。 

(二)、增加國際會議參予人數，俾利分工，達到參加國際會議之目的 

    目前較大型國際研討會之舉辦方式，多採平行多線同時展開，以爭取

時效提升效率。像本次會議，集結全球各地近 500 篇精選論文，每日

之議程安排均在同一時間分成 12 大軸線平行進行，各軸線之主題探討

各異其趣，精華內容又全部濃縮在各主講者的 power point 檔案中，因

此。若能有多人同時與會，分工合作分頭去各會場聽取報告參與討論，

則至少可將真正需要可以應用之資訊帶回來，以達到參加國際會議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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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2017 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會議議程資料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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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永續建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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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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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ong.hk/) 
 

1.1 中國大陸會議 - 「中國現有建築綠化改造綜合實施方案」 
發展中國現有建築物綠色改造綜合方案和提高性能路線圖 

中國重度寒冷氣候區住宅住宅綠化改造適用技術與實踐案例研究 

綠色改造中國醫療設施適用技術與案例研究 

中國辦公樓綠化改造案例研究與技術進展 

現有大型公共建築能源效率研究與復興調查研究 
1.2 區域會議 - 捷克共和國，義大利，瑞典和瑞士 
布拉格 SBE16、都靈 SBE16、馬爾默 SBE16、蘇黎世 SBE16 
1.3 高級建築元素 
雙層外牆對熱帶巴西氣候下辦公樓能源消耗的影響 
東亞氣候適應和優化建築設計 
用於承重建築構件的折疊紙板「三明治」 
用於節能建築的多層框架系統 
1.4 高性能綠色建築實踐回顧 
香港什麼時候建立第一被動房屋？ - 關於亞洲的概念和案例研究表

明節能的巨大潛力 
綠色酒店：案例研究 
香港建築節能效益：以 BEAM Plus 臨時白金級別（現有建築物）為商

業大樓的個案研究 
辦公樓體現碳預測的基本方法 
探索與高性能製造建築相關的風險和獎勵 
1.5 SBE 評估 -綠色社區（1） 

LEED 認證和哥倫比亞永續建築新標準 
中國生態城市關鍵績效指標體係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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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永續城市評估方法的人為本研究 - LEED 鄰里發展比較，

BREEAM 社區，CASBEE-城市和 DGNB 城市區 
將社會經濟指標納入認證標準，降低建築環境對環境的影響 
開發適用於世界各地各類城市的綜合城市評估工具：CASBEE-City 
1.6 創新促進更環保的政策和標準–微氣候 

應用當地氣候區為城市建設環境永續規劃的潛力 
建築外殼及其對我們城市熱環境的影響 
曼谷街峽谷舒適城市幾何與風模擬研究 
基於氣候設計和城市規劃策略的深圳城市熱島研究（UHI） 
移動車輛對街道峽谷污染物分散的影響 - 數值研究 
1.7 視覺導向的永續社區 
1.8 乘員幸福創新（1） 
香港公共房屋發展減噪措施研究及發展 
利用風電機組和風暴風災風險評估海鹽颱風對受影響地區的風險 
夜間社區公園戶外照明品質和眩光等級評估 
健康和福利測量方法在工作場所更好的人群 
家庭室內外環境可視化系統的開發 
1.9 綠色建築管理實踐與方法（1） 
將永續發展標準納入商業工作場所的銀行業務調整指引 
在尼日利亞阿布賈 FCT 的住宅開發項目中採用綠建築概念：探索最終

用戶偏好的潛力。 
綠色商業園區項目管理策略：關鍵成功因素，障礙和解決方案 
智慧，綠色+生產型工作場所 
1.10 SBE 中的綠色基礎設施-香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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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港口區治理計劃美化與永續發展設計階段 2A 
建立永續社區的水資源永續性：香港進步轉型 
將水管理設施融入建築環境 - 靈活的綠色彈性方法 
推動綠色基礎設施組織的創新 
香港防止山泥傾瀉工程的永續工程實務 
1.11 SBE 中的過程，設計，工具和方法（1） 
序列是否重要？ - 調查設計決策對生命週期績效的影響 

新西蘭非住宅建築庫存反思建築被動冷卻策略 

城市的問題與前景 - 齋浦爾市案例 

規劃條例與發展實踐之衝突－澳大利亞熱帶布里斯班多層公寓樓 

1.12 重建鄰里的城市空間 
城市交通空間生產力轉型 

基於自然的城市空間轉型 

城市居民與 Tomebamba 河的歷史關係 

從河道通化轉向河流復興 

1.13 健康和永續發展的建築，為彈性的未來 

綠建築–永續發展基金會 

南豐新興振興發展企業倡議 

彈性未來建築設計的前沿趨勢 

示範下一代商業發展 - NKIL6512 

2.1 中國大陸會議 - 中國生態摩天大樓的綠建築設計與技術挑

戰 
中國綠色摩天大樓建築評估 

摩天大樓低耗能空調系統的節能潛力 



 
 

37 
 

追求卓越：永續高性能摩天大樓 

上海大廈綠色設計與設施管理系統 

2.2 區域會議 - 土耳其，希臘，馬耳他和埃及 
SBE16 伊斯坦布爾、塞浦路斯 SBE16、馬耳他 SBE16、SBE16

開羅 

2.3 先進的建築系統 
先進風機技術對現有建築進行顯著的能源改造：電子換向電動機風扇 

熱帶/亞熱帶國家的低溫輻射冷卻設計與應用 

混合空調系統在熱帶地區的效率 

使用 SOFC 和電池組合系統評估節能 

2.4 高性能綠建築政策（1） 
能源使用對話的神秘化和民主化支持網絡零挑戰 

香港建築節能策略 

歐洲建築品質控制程序的永續性？ 

香港零碳建築政策方案：要生存或領導？ 

關於促進高雄綠建築專業政策環境績效的討論 

2.5 SBE 評估 - 綠色社區（2） 
價值管理作為實現可持續鐵路項目的工具 

低發展國家低碳城市發展的溫室氣體排放計算方法 - 巴西聖保羅市

LEED ND 認證項目的案例研究。 

基於利益相關者的建築行業資源效率評估模型（SAM） 

建築可持續發展標籤評估比較豐富圖 

超過綠色：DGNB 可持續建築和區域認證體系 

2.6 促進更環保政策和標準的創新 - 碳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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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碳足跡（BCF）近零能源建築設計評估方法 

城市規模綜合住宅家庭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模型 

建立生命週期碳排放：審查 

碳排放標準如何促進減少建築物溫室氣體排放的創新？ 

實現碳中立和零零校園運行的氣候行動規劃戰略 

2.7 香港，中國大陸及海外商業建築深度節能和其他創新綠色措

施 
深度節能與物業開發商能源管理可持續發展戰略 

中國建築節能概況及未來趨勢 

成本與價值：西方綠色商業建築的多重效益 

YKK80 高效建築 - 外部和內部的輻射控制 

綜合設計，施工和運行的性能協同作用。高級甲級寫字樓 - 太古一太

古坊案例研究 

2.8 居民幸福創新（2） 
在城市環境中的室內外空氣品質 

重新設計長期維護：設計解決方案，促進高級住宅不同層次的維護需

求 - 以香港最新的高   級住宅為例 

與客有關的能源使用：卡塔爾辦事處案例研究 

緊密城市的環境空氣淨化 

健康永續的生活環境 - LOHAS 

2.9 綠建築管理實踐與方法（2） 
綠色+智慧建築 

在貿易和工業大廈實現綠建築概念的挑戰 

綠色建築特色的可察覺影響：「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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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綠建築項目關鍵安全績效因素：新加坡案例 

建築署綠化室內裝修 

2.10 轉變 SBE 實踐 - 能源管理（1） 
發展建築物和 MEP 系統的綜合能量模擬工具，最佳 - 熱電聯產系統

需求響應仿真試點研究 

藉由智慧 E＆M 系統實現永續建築環境的極致建築性能 

自動化大學校園需求案例研究 

具有預測天氣數據的短期負荷預測模型 

2.11 SBE 中的過程，設計，工具和方法（2） 
建築改造項目前期設計階段的決策 

整體興旺的設計方法 

在外國開發商培養印度尼西亞的永續發展大廈的能力 

重新考慮熱帶氣候高層群眾住宅的設計 - 馬來西亞的案例研究 

實體能源與建築高度，建築高度的“高級” 

2.12 城市再生進程 
香港低碳轉型能源基準工具：科學方法及其實踐應用 

能源系統評估永續發展指標 

為永續社區發展創造方法，程序和工具 - 德國的經驗 

我們如何評估永續發展目標的成就？ - 指標評估及其在城市層面的

應用 

2.13 啟動智慧城市 
開創更美好的明天 

大型數據時代的大廈管理 

用於峰值負載補償的智慧功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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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成為下一個十年亞洲的數據中心樞紐 

2.14 基於德國 BNB 系統的建築物可持續發展評估作為綠色公共

採購的一部分 
以可再生能源建築 BNB 模塊為例教育樓全面整修 BNB 模塊評估體系 

研究和實驗室建築可持續建築評估系統 - 奧地利和瑞士對 BNB 適用

性的觀點 

自然資源與永續發展 

PL·E·N·AR 節能與永續建築的規劃援助 

3.1 中國大陸會議 - 綠色黃金 - 綠色金融狀況，推動中國永續的

低碳城市發展 
3.2 國際青年比賽（1） 
3.3 高級建築系統 - 能源發電（1） 
利用合理的能源管理模型分析可再生能源熱電聯產第四代區域能源系

統 

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在建築物中的應用，電力，加熱和冷卻三代使用

天然氣或來自廢物的生物氣體 

威爾士建築和社區能源改造住宅 

作為高溫可再生熱源的退火油氣井地熱區加熱調查 

3.4 高效綠建築政策（2） 

台灣綠建築基準與節水效果 

建設和拆遷廢物最小化經濟政策比較研究 

利用供應鏈管理實現永續的公共採購 

保護住宅發展免受交通噪音的創新措施 - 香港的經驗 

尼日利亞可永建築環境的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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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綠建築業績評估（1） 
高雄太陽能光板推廣政策效益評估策略研究 

澳大利亞預製模塊化建築的熱性能基準研究 

熱氣候區熱斷裂開窗節能潛力 

香港高層辦公樓的能源效率及發電策略的潛力 

走廊設計對寒冷氣候下校舍建築能耗的影響 

3.6 創新促進更環保的政策和標準 - 實踐回顧 
飛躍還是蝸牛速度？審視激進的永續創新 

荷蘭房屋能源改造進展情況 

使用 BEAM-PLUS 評估建築施工中的減少廢物 

柏林淨零能源建築的能源，舒適和成本優化 

通過元素建模環境元素：通過新的可視化工具揭示溫室氣體強化政策

和結構 

3.7 高性能交通樞紐：其關鍵作用和要求？ 
3.8 居民幸福創新實踐 - 生物氣候設計 
將永續社區設計納入邁克爾 Brickell 市中心的實際案例分享 

關於公園內不同鋪路材料遮陽效果的研究 

用於構建不同方向的被動設計策略 

綜合城市微氣候和早期階段設計建築能源模型 

重新思考庭院住宅：將傳統伊斯蘭教法院發展成為零能源建築 

3.9 綠建築管理實踐與方法（3） 
影響人力實施設施管理永續性的因素（FM） - 評論 

永續建設：私營部門建築工人的生活品質：LPN 發展有限公司案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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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開採：以問題為導向的建築訊息管理與敏捷設施管理方法的發展 

建立能源強度不同營業時間的 MERIT 和規範化因素的發展（BEI） 

3.10 轉變 SBE 實踐 - 能源管理（2） 
動態 CO2 和預測控制的佔用建模 

引導 HVAC 系統效率優化的複雜調試實踐和深入分析：中國零售商場

案例研究 

研究香港和亞熱帶氣候的冷卻器部分負荷值 

位於東京的低碳高層租戶辦公大樓的 HVAC 系統設計與運行性能 

優化熱帶高層辦公樓的能源效率 

3.11 永續發展 BIM（1） 
基於 BIM 的深層建築改造優化永續發展 

將 BIM 納入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永續規劃、設計、建造及設施管理 

BIM 啟用小型零能源房的生命週期環境分析 

使用 FTA（故障樹分析）評估 BIM 平台對修復建築環境品質的貢獻 

永續建築與 BIM 

3.12 永續建築環境中的新興實踐 
綠色建築聲光設計 

展示香港綠色校園發展 - 恆生管理學院校園擴建計畫案例回顧 

推動永續發展與管理：國際商務中心案例研究 

智力，協作，連續性 - 提高辦公大樓環境績效的案例研究 

煤氣總部大樓的永續發展策略 

3.13 社區賦權（1） 

屏東縣政府發起農村恢復戰略 

2030 區：把想法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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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築實踐在中國農村發展中的作用的批判性討論：永續發展 

改造或行為改變？哪些對低收入家庭的能源消耗影響較大？ 

走向整體的方法論：實際的地方能源規劃方法 

3.14 環境響應建築和人類互動 

ES-SO 永續發展研究與經驗 

建築師對永續性和高性能外觀設計的看法 - 它的作品！ 

案例研究-了解在永續建築中使用自動太陽能遮陽的關鍵學習 

互聯家園：未來更加舒適，安全和永續的生活 

4.1 中國大陸會議 - 中國健康建築發展框架和專業最佳實踐 
水是健康建築的本質 

室內 PM2.5 防治對乘客身體健康的危害 

制定中國健康建築評估標準及其專業實踐 

健康建築的技術創新和最佳實踐 

4.2 國際青年比賽（2） 
4.3 先進的建築系統 - 能源發電（2） 

建築綜合光伏（BIPV）系統的經濟效益評估：土耳其伊茲密爾亞薩爾

大學的案例研究 

4 小時運行可持續小型商業建築系統解決方案的變化 

研究將前軍用燃料轉化為儲能設施的潛力 

建築綜合風能評估 

4.4 高性能綠建築的過程 
決策過程中永續續發展最有效的驅動因素是什麼？ 

德國 ÖKOBAUDATGoes International - LCA 的在線基礎設施，作為國

際結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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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如何實踐建築和土木工程項目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原則 

面向建設環境中永續發展的領導者面臨的挑戰和挑戰：開發者視野 

分析中國天津典型住宅建築節能改造參考流程 

4.5 綠建築業績回顧（2） 

了解建築環境的物質代謝的重要性 

礦物外加劑和波特蘭混合水泥的淨環境負荷 

實體能源與建設中的全球變暖潛力 - 前景與解讀 

建築施工期間砌體工作人體能量研究 

建築物的生命週期成本 - 能源關係 

4.6 綠建築技術（1） 

台灣市中心綠化建築柵欄澆水類型和用水量評估 

公共住宅發展中的低碳建築實施和對生命週期決策工具的啟示 

焚化爐底灰在新加坡道路施工中的應用 

探索建設階段與永續建設原則之間的關係 

4.7 永續房地產開發的秘訣 

永續城市規劃和可持續建築環境的主題/趨勢 

永續房地產的成分：標準，透明度，參與度 

氣候變化與永續房地產：環境，社會和經濟影響 

太古地產永續發展的方法 

4.8 創新的生物友善設計 
系統生態學作為水資源及其環境教育的設計工具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永續居住區 

生物技術和基於自然的功能，以支持知識型員工的減少壓力 

開創“綜合城市景觀科技”（CULT）：城市可持續發展綜合體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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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小城市環境中的社區設施 

通過主動設計和生物設計培養健康社區 

4.9 提供低碳生活的協作方法 
超越能源和資源效率：數字化轉型中的可持續發展 

投資長期發展：融資新一代永續發展 

創建綠色鄰里 

高層建築和永續發展 

4.10 轉變 SBE 實踐 - 能源管理（3） 
能源數據透明度有利於降低綠色酒店的能源消耗 

ACT 店 - 香港現有建築物的翻新計劃 

屏東縣低碳建築環境適應對策 

能源回收通風對泰國一臥室公寓通風和二氧化碳濃度的影響 

4.11 永續發展 BIM（2） 

評估現有建築 BIM 模型創建的不同數據收集方法 

通過使用 BIM 提升永續發展認證 

LCA 通過使用集成動態模型集成在 BIM 中 

使用建築訊息建模（BIM）可視化實體影響 

使用 BIM 構建永續發展的生命週期評估 

4.12 健康建設，人的舒適與幸福 

健康建築與能源績效 - 平衡法 

天花園對城市兒童和老年人健康高層生活的意義 

工業建築 IEQ 控制與運行績效分析案例研究 

現有城市社區綠色生產改造策略與方法研究 

4.13 社區賦權（2） 



 
 

46 
 

「永續城市公民行動因素」2016 年度荷蘭阿姆斯特丹議會議員調查問

卷研究結果 

風水對公眾永續發展意識之影響 

社會永續發展 

社會創新在馬來西亞設計老年人護理中心的應用 

儀式化的地方和社區賦權 

4.14 理大綠色甲板：綠色和充滿活力的社區的催化劑 
從灰色到綠色 

在氣候變化背景下改善鄰里永續性與園林綠化：香港擬建綠色甲板案

例研究 

理大綠色建築噪音減緩潛力 

綠色甲板對當地空氣品質的影響 

擬議綠色甲板項目：吸引利益相關者的框架 

「智慧綠色彈性」綜合城市環境 

5.1 區域會議 - 加拿大，巴西 - 葡萄牙，荷蘭，德國和塔林赫爾

辛基 
5.2 瑞典高性能建築和永續居住區 
5.3 SBE 智慧措施（1） 
新智慧城市：城市建成從舊城改造成智慧城市，永續成長。 

藉由綜合大樓管理系統，遠程監控單元和地理訊息系統加強機電系統

工程服務 

脫碳城市：微能電網 

發展永續建築環境的多學科方法：香港九龍東發展計劃（KEDP）的個

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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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e）巨型活動建築物與周邊鄰里之間的區別 

5.4 深度翻新 - 政策與標準 
小，美，但困難：小型社會住宅公司的能源加裝修 

深刻整修作為現代文化積極保護的工具：服務業建築的案例 

房屋公司經驗豐富的未來挑戰 

將永續發展分析納入建築能源改造的商業模式：挪威的案例研究 

中國現有建築綠化改造的發展與實踐 

5.5 SBE 評估 - 綠色建築政策 
從研究到國家標準：SBTool 和 Protocollo ITACA 

可持續聯邦大樓網絡作為執行公共部門評估系統 BNB 的品質保證工

具 

美國綠建築認證計畫中建築材料評估的競爭視野 

CESBA 阿爾卑斯山，從建築到土地：共同構建和諧的建築環境評估 

LEED CS 在巴西：討論提高建築環境品質的方法的有效性 

5.6 綠建築技術（2） 
創新的建築技術邁向永續建築 - 比較 LCA 和 LCC 評估 

使用建築訊息建模和網絡地圖服務整合來選擇建築材料供應商的對等

審查框架 

以交易成本考慮改善住宅產業化可持續供應鏈 

藉由提高小型承包商的創新活動，提高建築行業環境績效的研究方案 

蒙古首個通過綠化幼兒園建設建設環境的合作轉型 

5.7 促進更環保政策和標準的創新 - 評估，分析與建模（1） 

歐洲水平標準化建設工程永續發展評估方法 

生活循環能源和溫室氣體排放減少現有住宅庫存的改造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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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技術 - 土耳其的經濟分析工具（RET-EAT） 

瑞士建築股份的地理依賴熱需求模型 

尼古拉斯 - 聖塞巴斯蒂安市多個地區實施 SEAP 措施的定量影響評估 

5.8 永續社區 - 案例研究回顧（1） 
從傳統導向型發展教訓中學習，改善中國城市規劃 

綠色校園總體規劃 -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加強大埔水處理廠的水能聯動挑戰 

屏東縣綠色產業發展策略 

永續社區的策略規劃：巴勒斯坦的案例研究 

5.9 綠色經濟轉型綠色經濟（1） 

利益相關者觀察能源中性翻新的商業利益 

變化中的社會經濟背景如何影響高性能建築的需求 

綠色租賃洞察 - 綜合方法 

永續發展規劃如何增加房地產價值 

負責任投資綠建築和投資組合 

5.10 零能源 
實現淨零碳：香港第一個零碳建築案例研究 

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物質用於生活實驗室 

高層零碳建築的矛盾可行性 

節能降耗措施研究與零能源建築綜合光伏建設 

淨零能源建築政策：針對亞太國家澳大利亞的做法 

5.11 SBE 中的流程，設計，工具和方法（3） 

使用地理訊息系統評估可持續城市濃度 

考慮燃油效率的交叉口交通質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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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基於模擬的評估高密度城市 3D 城市噪聲環境的方法 

實際編碼量子啟發演化算法應用於永續建築 

永續社區再生：軟體工具支持的整體決策支持方法 

5.12 居民對綠建築的評價 

用戶對建築績效的看法 - 對居民評論的分析 

高性能建築合作研究 

感知社會和身體環境對老年人社交互動的作用 

每一次呼吸 - 改變中國辦公空間的健康 

使用模式是辦公樓資源效率的關鍵嗎？ 

5.13 利益相關合作 
利益相關者賦權的綠色管理 - 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經驗 

蒙特利爾共同體：氣候變化意識的生活實驗 

將再生發展付諸行動：了解 680 項目再生項目的決策過程 

Gamification 作為用戶參與可持續建築決策過程的手段 

通過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及其潛在的多租戶設施，加快香港國際機

構的碳足跡減少 

5.14 永續生活的智慧和數字轉型 
中國智慧計劃 

建築環境中的人工智慧 

智慧生態家園–計畫摩西 

政策，設計和人員：永續發展的東亞 

6.1 區域會議 - 澳大利亞，中國大陸，新加坡，南韓和菲律賓 
6.2 SBE 城市挑戰：評估方案和案例研究 
城市規模跨國通用框架的新 SBE 挑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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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 歐洲：CESBA MED，CESBA 阿爾卑斯山，NewTREND

和 Felicity 項目 

案例研究 - 南美洲：URBENERE 網絡 

案例研究 - 亞洲：中國永續城市的關鍵績效指標 

案例研究 - 北美：DISTRICT 2030 

6.3 SBE 智慧措施（2） 
將建築訊息建模轉化為永續建築資產管理 

儀表在線–訊息驅動行為改變以節省建築能源 

建築物的能效優化控制和智能能源管理及其在實際應用中的能源效益 

通過增強建築物乘客的電子參與，積極行為改變的互動建築用戶系統 

評估需求控制通風 

6.4 深度翻新 - 實踐與績效評估 
淨 ZEB 辦公室實用改造驗證與實施 

潮濕的牆壁：對原因和解決方案的回顧 

改善太陽能陰影生產能力的市場化進程：三次改造的經驗 

走向整體改造方法：建築轉型最先進的評估方法的批評性回顧 

改造需求和根據所有權提高能源績效的潛力 - 城市背景下多戶建築

股票的位置研究 

6.5 SBE 評估 - 設計過程 
BEAM 對建築廢物管理真的很重要嗎？ 

知識在新興市場永續建築設計中的貢獻 - 越南的一個例子 

下一個十年的綜合綠色建築評估方法 

新德國標準永續性認證 - 案例研究分析 

建築物能源和材料性能的整合：I = E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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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綠色建築材料（1） 

自然通風地板木結構 

隔熱塗層耐久性試驗研究 

利用 Palm Rachis 在埃及環保和靈活的建築 

二十一世紀的竹子 

“社區賦權通過泥漿混凝土技術” - 永續建築技術振興戰爭受害者

社區在 Batticaloa，斯里蘭卡 

6.7 促進更環保政策和標準的創新 - 評估，分析和建模（2） 

全面成本評估：分析建築可持續發展的方法 

能源優化和減少建築二氧化碳排量的綜合系統。 

監測瑞典建築和房地產管理部門的環境指標 

香港實施室內空氣質素（IAQ）指數的可行性研究 

將資本成本與能源效率相結合 - 成本@工作 

6.8 永續社區 - 案例研究回顧（2） 
城市再生與彈性城市概念 - 台灣屏東市案例研究 

啟德發展區區製冷系統 

全社會分散，自力更生的能源網絡商業計劃研究 - 共同利益分配與社

會環境與經濟 IRR 評估 

東亞綠色轉型政策框架與製約 

6.9 綠色經濟（2） 

梯田淨零能源整修經濟敏感性分析 

尋求深度能量改造的價值 

生產綠色屋頂 

永續建築 - 對現金流量和業務案例分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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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業務：更好的市場激勵 

6.10 改革 SBE 的創新實踐（1） 
比較分析：城市品質，生活水平，永續發展。現代主義房屋與二十一

世紀城市 

藉由釋放空白空間的潛力，減少建築和使城市變得更智慧 

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綠色轉型 

塑造能量社區：未來城市能源規劃的動態方法 

行為改變的建築驅動 - 可持續發展的角色模型 

6.11SBE 中的過程，設計，工具和方法（4） 
全面建築能源模型校準的循證方法 

國際 LCA 數據網絡 - 開放式國際在線數據庫結構示範項目 

鄰近台灣高鐵站住宅建築高性能噪聲影響評估研究 

初步調試失敗及其對整體建築業績的影響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中部海岸的家禽棚的加熱和冷卻負荷 

6.12 綠色建築 - 佔有者的觀點 
塑造社會永續的社區 

熱舒適型占用驅動建築節能控制策略 

佔用行為對加拿大學校空間實時消耗電力的影響 

深綠色方法創建可持續建築環境和社區 - 隆比尼廣場 Rama 4 - 

Ratchada 項目的案例研究. 

M +，香港當代美術館的永續發展設計 

6.13 定位 - 綜合設計過程 

早期工藝階段綜合設計指導 

響應式設計 - 創造永續居住區和城市的創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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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合作地點制定概念化可持續社區 

一體化永續設計框架的概念模型 

6.14 BEAM Plus 鄰里：從理論到 Praxis 
BEAM Plus 鄰里：簡介 

胖子街西補貼銷售單位發展 

將機電工程署總部轉為綠色建築 

西九文化區 

從 BEAM Plus 鄰里飛行員測試中學到的經驗教訓 

7.1 改革 SBE 的教育和培訓 
利用故事的力量實現更大的永續發展 

將可持續發展納入高等教育課程內容：行業視角 

建築遺產對世界可持續建築環境的重要性 

制定整合項目風險管理和永續發展目標的概念框架 

7.2 SBE 建築挑戰：評估方案和案例研究 

關於流程和預測與實際績效的想法和 CanTeam 協議的一般介紹 

香港智選假日酒店的綠色和監控 

2014 年永續發展評估 9 項案例研究 

目前關於加拿大新工作的提案 

UNSW BPE 為 50 個住宅 

7.3 SBE 智能舉措（3） 
使用先進的熱力學和在線大數據分析來最大限度地發揮冷水機組的性

能 

將數據轉化為行動 - 建立能源管理體系，實現永續建築環境 

高性能建築電信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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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數據分析和持續監控來提高永續建築績效項目的投資回報率

（ROI） 

7.4 深度翻新 - 流程與方法 
實現永續改造的整體方法：理論，實施和應用 

多層次規模翻新設計的多維優化方法 

發展建築改造再生設計原則 

被動建築：中學的精神整修 

影響尼日利亞建築環境中高性能建築設計的因素：“建築師感知” 

7.5 SBE 評估 - 實踐評估 
建築環境評估系統的跨國統一：CESBA 護照原則 

生成和提供實體能源和全球變暖潛力相關信息 - 建築產品製造商的

建議 

討論建築永續發展：巴西公開招標在菲律賓的潛力 

建築永續發展績效評估工具 - 德國小型住宅可持續發展評估方法的

開發 

7.6 綠建築材料（2） 

自密實粘土混凝土：建立與地球的永續創新過程 

綠建築動態玻璃趨勢 

MSWI 底灰的升級礦物砂分數：在混凝土應用中替代天然骨料的替代

解決方案 

藉由超吸收聚合物和聚丙烯纖維的組合對水泥材料進行自主修復 - 

邁向永續發展基礎 

7.7 創新促進更環保的政策和標準 - 智慧舉措 
智慧城市：選擇 Vitória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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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智慧城市可持續發展：分析日本創新體系和對亞洲的啟示 

PLUSQUA：鄰近地區減少熱和電負荷的潛力 

在開發安德森道路採石場的可持續綠色生活區採用智能舉措 

PT 路線圖運營能源中性污水處理廠 

7.8 永續的社區 - 過程和應用 

挪威市城市能源規劃面臨的挑戰 

Citylab 行動：指導永續城市發展 

盈虧平衡點：城市密度對價值創造，基礎設施成本和實體能源的影響 

區級節能改造的障礙和需求 

建築規定和城市政策作為新加坡區域製冷系統應用的激勵措施 

7.9 轉變綠色市場 - 供應鏈 

新訪客？進入中國可持續建築市場的小型歐洲公司 

永續機電服務 - 願景與行動 

項目經理在永續建築項目中的作用：加拿大的案例研究 

綠色工業項目建設經驗研究 

基於低碳經濟政策的綠色建築經濟成本效益分析 

7.10 改變 SBE 的創新實踐（2） 
香港中文大學革命研究學院和大學圖書館推廣 

中國寒冷氣候幾乎零能源家居設計 

藉由不同開放模式對學校體育場自然通風效率的初步研究 

量化和改善澳大利亞偏遠地區健康診所的環境與人類永續發展 

城市化崛起 - 通過自適應和永續總體規劃優化方法 

7.11 SBE 中的流程，設計，工具和方法（5） 
基於土耳其生命週期信息的建築材料數據庫測量建築物的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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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數字製作提供環境效益：複雜結構的研究 

永續建築設計，增強街道通風和空氣質素改善 

永續建築成熟度評估的適用性 

可旋轉戶外測試台的開發和熱帶綜合自動調光照明和自動盲人系統的

測試 

7.12 城市再生政策的多方面考慮 

利益相關者在總體規劃再生決策中的作用 

住宅塔幾何對城市風環境的影響 

建設環境中低碳政策的健康共同效益：澳大利亞對地方政府共同利益

政策的調查 

白灣莊，北京社區十字路口 - 中國古代特色住宅區永續發展分析 

可持續城市再生的方法：城市細胞作為傳播單位 

7.13 定位 - 實踐審查 
從圖標到社區：重新定位現代巨型塔的形象 

我們設計我們的城市嗎？ 

可持續住宅建築向鄰里層面發展 - 從香港私人發展視角 

可持續發展的新展覽 - 連接人，建築和社區 

城市高密度可持續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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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香港辦公室綠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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