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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EEWH綠建築標章與美國LEED綠建築標章，係國際認證數量

最多之兩套系統，長期以來在國際間備受肯定，亦為國內相關企業或

廠商習於採用，藉以建造節能減碳綠建築之主要參據。而面臨國際化

的需求，企業或廠商為增加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及商機，於境外設立工

廠或基地建築開發時，主動表達希望亦能取得臺灣綠建築標章認證的

意願，以推動企業實質節能減碳，為減緩地球暖化善盡一己之力，同

時提升企業環保永續形象，以爭取國際大廠的認同與合作。 

因此為擴大我國綠建築評估範疇，提升企業或廠商於國際市場的

競爭力及商機，參照美國LEED實施經驗，內政部著手進行我國綠建

築標章的海外認證工作，本次考察主要重點為結合政府積極推動之

「新南向政策」，並優先針對氣候條件與臺灣相近多屬濕熱型氣候

區，且臺商較多的泰國及越南2個國家的建築條件進行現地考察及推

廣，並進一步與泰國及越南2個國家當地臺商進行交流座談，瞭解其

對於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之意願及想法，並考察泰國及越南2

個國家當地綠建築示範案例的重要建築技術應用成果，以瞭解泰國及

越南2個國家的建築模式與節能規範，分析我國綠建築評估系統

EEWH應用於東南亞國家可能之限制及修訂方向，以協助東南亞臺商

建立符合綠色企業之綠建築標章認證需求，並做為後續EEWH國際化

認證修訂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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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由於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造成之全球暖化，世界各國均致力於發

展具節能及對環境友善的「綠建築」；在日本稱「環境共生建築」，歐

美國家則稱之為「生態建築」、「永續建築」。  

臺灣的綠建築標章評估系統係本部建築研究所於 88 年針對臺灣

亞熱帶高溫高濕氣候特性，充分掌握國內建築物對生態（Ecology）、

節能（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ction）、健康（Health）之需

求所訂定，為亞洲第 1 個上路的評估系統。行政院為積極擴大綠建築

推動成效，於 90 年 3 月核定實施「綠建築推動方案」、 97 年 1 月核

定「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99 年 12 月核定「智慧綠建築推動方

案」及於 105 年核定「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

實施，係以公有新建建築物帶頭推動示範，要求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

及綠建築標章，民間業界則採自願性方式辦理，並逐漸形成國內綠建

築產業之市場機制及環境，並自 96 年開始推行「綠建築分級評估制

度」，等級由合格至最優等依序為合格級、銅級、銀級、黃金級、鑽

石級等五級，以與國際趨勢同步，提升綠建築設計水準。 

由於「綠建築標章」屬自願性質，且具節能及對環境友善的「綠

建築」已在國際間蔚為趨勢，本部已自 94 年 1 月起在建築技術規則

中增訂「綠建築基準專章」，全面施行綠建築相關內容，藉由綠建築

標章法制化，要求新建建築物一體適用全面實施的方式，冀望讓綠建

築的效應能真正發揮，使國人擁有永續環境及健康的生活。 

本部建築研究所為提升國內綠建築技術，使綠建築評估制度更為

完備，經參酌美、日、英等國家之綠建築評估制度，於 102 年將原有

一體適用的綠建築評估通用版本，擴大其範圍修訂為綠建築評估手冊

－基本型、住宿類、廠房類、舊建築改善類及社區類等 5 類不同建築

分類之專用綠建築評估手冊，並使我國正式邁入綠建築分類評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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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然而，為因應國際化需求，國內企業或廠商為增加國際市場的競

爭力及商機，於境外設立工廠或基地建築開發時，主動表達希望能取

得臺灣綠建築標章認證，以提升企業環保永續形象，為減緩地球暖化

善盡一己之力。我國 EEWH 與美國綠建築協會 LEED 為國際現今綠建

築標章認證數量最多的兩套系統，若要將 EEWH 應用於國外，可能

產生評定的制度及流程、適用的版本及指標、指標的計算及基準等國

外適用的相關問題，而衍生有綠建築評估系統可適用於國外之版本修

訂需求，本部建築研究所因而規劃委託辦理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應用

於國外案例適用性之相關計畫，針對 EEWH 綠建築評估系統整體的

發展背景、評估架構、評分方式及流程制度等執行現況進行分析，檢

討國外建築物申請 EEWH 綠建築認證時，會面臨到評定制度、流程、

指標計算及基準等因應地域性之考量及應用於東南亞地區的適用性

問題，提出相關建議。本部建築研究所並依其研究成果，以國內原有

綠建築評估手冊－基本版(EEWH-BC)為基礎，導入在地氣候條件、相

關法令、設計慣例修正之「當地基準評估法」，於今(106)年 6 月訂定

「境外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同時出版「綠建

築評估手冊-境外版(EEWH-OS)」，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正式受理

申請境外綠建築標章認證。期間獲致廣大迴響，先後於泰國及越南已

有臺商案例之申請意願，本次考察主要為配合政府積極推動之「新南

向政策」，並優先針對氣候條件與臺灣相近多屬濕熱型氣候區，且臺

商較多且已有申請案例的泰國及越南 2 個國家進行現地建築條件考

察，並進一步與泰國及越南 2 個國家當地臺商進行交流座談，瞭解其

對於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 EEWH 之意願及想法，並考察泰國及越南 2

個國家當地建築示範案例的重要建築技術應用成果，以瞭解泰國及越

南 2 個國家的建築模式與節能規範，分析我國綠建築評估系統 EE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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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東南亞國家可能之限制及修訂方向，以協助東南亞臺商建立符

合綠色企業之綠建築標章認證需求，並做為後續 EEWH 國際化認證

修訂之重要參考。 

此外此行亦於泰國頒發出臺灣第一個境外綠建築標章認證給當

地的臺商企業，並由本部的葉部長親赴泰國當地授證，以表揚臺商企

業對政府這項政策推動的支持，成功帶領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邁出國

際化的第一步，此舉也爲臺灣推行綠建築 10 多年來的重要里程碑，

象徵臺灣積極承擔環境永續的重要責任，未來希望透過境外綠建築制

度的推廣，協助臺商導入符合亞熱帶氣候地區綠建築的新典範，為地

球環保善盡國際公民之義務與責任，樹立成為亞熱帶氣候地區綠建築

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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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日 期 行 程 任 務 備 考

7 月 26 日 

(週三) 
臺北→泰國 啟程、抵達泰國  

7 月 27 日 

(週四) 
泰國 

與泰國當地臺商進行交流座

談，瞭解其對於臺灣綠建築評

估系統 EEWH 之意願及想

法，並考察泰國當地綠建築示

範案例的重要建築技術應用

成果。 

 

7 月 28 日 

(週五) 
泰國 

參訪泰國曼谷市區最具代表

性且有綠建築概念之建築，包

含 Central Embassy 地標建築。

出席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舉辦之座談會，並頒發我國首

例境外綠建築標章。 

部長與莊專門委
員因公先行回國

 

7 月 29 日 

(週六) 
泰國→越南 抵達越南   

7 月 30 日 

(週日) 
越南 

與越南當地臺商進行交流座

談，瞭解其對於臺灣綠建築評

估系統 EEWH 之意願及想

法，並考察越南當地綠建築示

範案例的重要建築技術應用

成果。 

 

7 月 31 日 

(週一) 
越南 

參訪越南胡志明市區最具代

表 性 且 有 綠 建 築 概 念 之 建

築，包含統一宮、西貢聖母聖

殿主教座堂及西貢中心郵政

局等建築。 

 

8 月 1 日 

(週二) 越南→臺北 返程、抵達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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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過程與案例 

（一）宏遠興業泰國廠綠建築標章現勘 

當我國綠建築評估手冊第 6 類成員 EEWH-OS 正式公告施行後，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宏遠興業)泰國廠為第一個提出申

請的案例。宏遠興業是一創新研發導向的紡織製造商，1988 年在臺

灣臺南開展紡織事業版圖，致力開發對人類與生態無害的紡織品。從

紗、平織、針織、染整、後加工，乃至成衣廠，產線垂直整合，並結

合高科技與流行資訊，開發高附加價值的創新產品供應給全球運動、

戶外活動、休閒、時尚及產業用材等領域之領導品牌顧客，並深耕永

續發展，是臺灣最具規模的一貫化專業紡織廠。目前擁有三個生產基

地，分別於臺灣臺南、中國上海及泰國拉佳布里 (Ratchaburi)，及十

個行銷據點 : 紐約、巴黎、杜拜、上海、香港、曼谷、東京及大阪

等遍佈全球主要城市。 

宏遠興業的願景，是成為世界領導廠商，並以永續原則提供創新

解決方案，促進人類進步。在全球化競爭的衝擊下，宏遠興業每五年

轉型一次，除了創新與永續核心能力外，2014 年底，成立「智慧宏遠

全球推動組織」，正式推動宏遠 4.0 計畫，以數位化轉型為智慧企業。

智慧宏遠係智慧生産、智慧物流、智慧營運、智慧能源、環安及智慧

産品等的系統性結合。 

宏遠興業在臺灣已有三棟取得臺灣 EEWH 綠建築標章的工廠類

或辦公類建築物，革命性以水簾搭配風扇系統取代空調，獲得空前的

成功，辧公大樓更加入燈具改善節能設計，三棟建築年節電量總計為

22,016,150 度，減碳量達 12,957,909kg-CO2。基於對臺灣綠建築標章

制度的熟悉與肯定，宏遠興業本次以位於泰國廠區的織布廠，申請

EEWH-OS 境外版舊建築改善類之綠建築標章認證。 

由於泰國地區全年炎熱潮濕，氣溫約 19~38℃，年均溫 28℃，濕

度約在 66%~82.8%；一年分三季：涼季（11 月至 2 月）、夏季（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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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 月）、雨季（6 月至 10 月）。申請標的－織布廠為宏遠興業至泰

國設廠時所購置之舊有建築物，為地上 1 層鋼筋混凝土造大型空間類

建築，全區基地面積 203646.52 平方公尺，本次僅就織布一廠範圍提

出申請，分割基地面積 25159.46 平方公尺，廠房室內面積達 11,550

平方公尺，內部擺滿大量織布機台設備（如圖 1），其高發熱的特性

會讓室溫上昇至 35℃以上，故原本設置 600USRT 離心螺旋式空調主

機（如圖 2）維持室內舒適度，每年的電費支出相當高昂。 

 

 

 

 

 

 

 

 

 

 

圖 1  廠房內密布織布機台 

本次申請採用的策略為將舊有空調設備停用並將廠區內發熱的

設備機台採包覆保溫材的方式避免造成廠內溫度過高（如圖 3），此

外於西向牆面均勻設置負壓風扇抽出熱流；同時於風扇對面側(東向

牆面)亦均勻設置水簾設施（如圖 4），水簾外部另適當的遮陰以降低

進風溫度。採用此策略室內溫度可維持 28~32.5℃左右，且可節省每

年約 900 萬的電費。本案申請境外版舊建築改善類綠建築認證，實際

檢討每年節電量為 3,329,437 度，每年可減碳 1,771,261kg-CO2，減碳

效益達 76.26%，也因此獲得我國 EEWH-OS 境外版舊建築改善類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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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標章鑽石級的認證。 

 

圖 2  停用之原有空調主機 

 

圖 3  發熱的設備機台自行包覆保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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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負壓水簾風扇節能系統 

為瞭解該廠的綠建築改善成效，本次考察亦特別安排前往該廠區

進行實地現勘，並由本部建研所陳所長瑞鈴協同綠建築評定小組成

員、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人員等前往泰國廠區訪查（如圖 5），並

為表彰該公司對政府綠建築政策的支持，特別於到賀貴賓及該廠員工 

圖 5  宏遠興業泰國廠區節能效益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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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由本部建研所陳所長瑞鈴代表現場頒給境外綠建築首例標章銘牌

（如圖 6~圖 7）。 

圖 6  宏遠興業泰國廠綠建築實地查訪及現場授證(1) 

圖 7  宏遠興業泰國廠綠建築實地查訪及現場授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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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葉部長親頒海外首例綠建築標章證書，泰國臺商會總會會員共同見證 

基於對地球環境的危機感，特別是對地球暖化的威脅，節能減碳

的行動儼然已成現代企業的責任與商機。如今「綠建築」與「碳足跡

揭 露 」 的 行 動 已 蔚 為 全 球 「 社 會 責 任 投 資 (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 ， 簡 稱 SRI) 」 與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之主流方向。2007 年 9 月，世界第二大電

腦廠商戴爾（Dell），由總裁麥克．戴爾具名寄發信函給全球供應商，

要求統計生產線的溫室氣體排放，並要求於同年 11 月前共同降低 15

％的碳排量。同年，美國最大零售通路業者 Wal-Mart 公司，也決定

擴大溫室氣體減量計畫，逐步要求全球 6 萬 8000 多家產品供應商建

立碳揭露與通報系統。2008 年英國大型賣場 TESCO 公司已經在 8 萬

項產品貼上「碳標籤」，標示這些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量。 

「綠建築認證」與「建築碳足跡認證」乃是為企業主的建築投資

執行節能減碳的評估與認證工具，可減少不必要的初期投資與長期耗

電支出，同時可具體建立企業的環保形象並爭取國際訂單。由於我國

的 EEWH 綠建築標章是全球第四個市場化，也是唯一適用於亞洲國

家中小企業最平價化、CP 值最高的綠建築認證系統。同時自 106 年

起政府更特別為海外臺商的全球佈局推出境外專用綠建築標章認證

版，另外，由科技部輔導的低碳建築聯盟 LCBA 所創立的「建築產業

碳足跡認證制度」已經在一些政府與民間推動執行，同時也同步在越

南、泰國、美國的臺商企業執行認證工作。 

為了表彰宏遠興業取得我國首件境外綠建築標章之殊榮，本部葉

部長更是於百忙之中親赴泰國，於 7 月 28 日代表政府頒發這第一個

臺灣綠建築海外認證給宏遠興業企業（如圖 8~圖 9），以實際行動表

揚臺商企業對政府這項政策推動的支持，同時亦於會中致詞向當地臺

商企業說明政府近年在建築永續發展的推動，葉部長於致詞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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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0），臺灣與全球相同，面臨全球氣候暖化與環境變遷，包括

高人口密度，自然資源匱乏，能資源短缺等多重挑戰，加上我國建築

產業的能源消耗佔全國總耗能 28.3%，而「綠建築」就是具體表現人

與自然融合共生的態度，臺灣 EEWH 綠建築標章的認證數量，在國

際上僅次於美國的 LEED，為全球第 2 多，且是亞洲綠建築數量第 1，

長期以來備受國際肯定。近年來，隨著全球「社會責任投資(SRI)」與

「企業社會責任（CSR）」概念興起，在東南亞國家設廠的臺商企業

紛紛反映希望能夠取得臺灣綠建築標章認證，藉此提升環保永續與綠

色企業形象，爭取國際大廠的合作。所以本部優先針對氣候環境相近

的東南亞地區訂定認證標準，並自今年 7 月 1 日開始辦理境外綠建築

標章認證，今天在泰國頒發首例海外認證，爲臺灣推行綠建築 10 多

年來的重要里程碑，並爲臺灣積極承擔環境永續責任的重要象徵，將

成為亞熱帶氣候地區綠建築的新典範，帶領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邁出

國際化成功的第一步。環境永續發展目前已成為各國共同發展目標，

推動綠建築制度將不再拘限於有形國界的限制，今天頒發首例海外認

證更是臺灣積極承擔環境永續責任的重要象徵。臺商在東南亞有許多

的投資與建設，除將大幅協助改善地區的經濟與就業發展外，透過今

天綠建築制度的推廣，將協助臺商導入符合亞熱帶氣候地區綠建築的

新典範，為地球環保善盡國際公民之義務與責任。 

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為了讓泰國當地的臺商企業在全球佈局

中抓緊此「綠建築認證」與「建築碳足跡認證」環保競爭力，配合本

次我代表團前往拜會交流之機會，特別於當日辦理了「綠建築與碳足

跡的商機」研討會（如圖 11），並邀請本部建築研究所陳所長瑞鈴及

成功大學建築系同時也身兼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低碳建築聯盟理事

長的林教授憲德 2 位我國第一線研究的專家，分別以「從綠建築邁向

永續智慧社區」與「綠建築與建築碳足跡認證的全球商機」為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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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當地臺商企業進行交流座談與經驗分享（如圖 12~圖 13）。此外

會中也特別邀請首例獲得我國境外綠建築標章的宏遠興業，以「宏遠

的永續經營之道」來共同分享其在綠色企業發展的經驗。 

 

 

 

 

 

 

 

 

 

 

圖 8  葉部長赴泰國頒發首例境外版綠建築標章 

圖 9  葉部長致贈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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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葉部長致詞 

 

圖 11  「綠建築與碳足跡的商機」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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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部建築研究所陳所長瑞鈴演講 

 

圖 13  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林理事長憲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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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成泰國臺商聯合總會簽署綠建築合作意願書（MOU） 

本次葉部長赴泰國除頒發我國首例境外綠建築標章外，並與臺商

座談時，席間臺商聯合總會劉總會長樹添提及即將新建佔地 5000 坪

總部大樓，並經葉部長大力推廣與促成，聯合總會業於 7 月 28 日座

談會中與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簽署合作意願書（MOU），將由該協會

協助該總部大樓之綠建築規劃設計之顧問工作，以取得我國境外

EEWH 綠建築標章認證。同時為全面提供各臺商綠建築諮詢服務，本

次台灣建築中心亦與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簽署合作意願書，同意協

助有意願申請綠建築標章之泰國臺商相關作業諮詢。三方合作除強化

泰國產業界之實際鏈結，結合台灣建築中心及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的

實務經驗與資深技術人才，及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豐富在地資源，

也有助於我國境外綠建築標章認證制度之推廣（如圖 14）。 

此外由於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即將搬遷新館，駐泰童大使 

圖 14 泰國臺商聯合總會與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台灣建築中心簽署 

合作意願書 



16 

提議將臺灣綠建築系統導入應用於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館

之整建與擴建工程，本部葉部長乃率同建築研究所陳所長、台灣建築

中心楊董事長及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林理事長等一行人，撥空前往新

館現場勘查（如圖 15），除即時提供相關建議以利新的外館朝向綠建

築修建外，並囑示持續協助外交部泰國外館檢視綠建築相關規劃設

計，以利順利申請及取得我國境外公有廳舍首例綠建築標章認證，將

成為另一種臺灣象徵。 

 

 

 

 

 

 

 

 

圖 15 葉部長率團現勘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館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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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訪越南孚思科技(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越南隆安二廠新建工程 

本次考察另一重點則是前往另一個臺商較多且氣候條件與臺灣

相近且多屬濕熱型氣候區的越南進行現地建築條件考察，並於當地與

有意願申請我國 EEWH 境外版綠建築標章的臺商企業－越南臺灣賽

孚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AFC Hitech Taiwan Co., Ltd.) 進行經驗交流

與分享（如圖 16~圖 17）。越南臺灣賽孚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美國

股票上市公司隸屬西格瑪奧瑞奇集團(Sigma-Aldrich) (那斯達克高科

技類股 Nasdq NM: SIAL) 四大事業群之一(SAFC 賽孚思) 的子公司。

母公司美國西格瑪奧瑞奇集團為世界前十大之知名精密化學材料廠

商，集團之年營業額二十餘億美金，為一跨國性的企業集團。公司為

順應此一綠色企業的浪潮，已著手於越南當地興建的隆安二廠新建工

廠採用適於亞熱帶高溫高濕氣候條件的我國 EEWH 綠建築評估系

統。當欣聞我國已將此 EEWH 綠建築評估制度推向國際，即積極與

台灣建築中心及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接洽，希望這座嶄新的新廠房能

採用這套綠建築設計，同時取得我國境外綠建築標章的認證。 

為確保這座廠房能順利取得認證，該公司除透過本次考察團前往

推廣之座談機會，特別安排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林理事長及台灣建築

中心等一行人前往新廠現地勘查（如圖 18~圖 19），並由同行的綠建

築專家提供資訊意見，以利新廠朝向綠建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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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與臺商企業越南臺灣賽孚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談(1) 

圖 17 與臺商企業越南臺灣賽孚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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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越南臺灣賽孚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廠現地勘查(1) 

圖 19 越南臺灣賽孚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廠現地勘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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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泰國與越南之地標建築 

雖然泰國與越南這 2 個東南亞國的氣候條件與臺灣相似，但因人

文風土民情的差異，因此建築風格與我國仍有不同。為實地瞭解當地

民居生活與其建築風貌，本次也前往這 2 國家較具代表性的建築進行

實地勘查，瞭解其綠建築手法的應用。 

首先介紹泰國 Central Embassy 這座具地標的百貨建築，此棟樓高

37 層的 Central Embassy 建築，原址為前英國領事館，坐落在 Wireless

與 Ploen Chit 繁華的交匯處，包含 7 層的商場、電影院以及 30 層的頂

級酒店 Park Hyatt Bangkok，Central Embassy 和一旁的 Centeral Chidlom

百貨藉由細長的空橋相連，兩者與四面佛斜對面的 Center World 同為

曼谷商場龍頭 Centeral Retail 集團旗下的曼谷時尚地標，集團也宣稱

Central Embassy 為亞洲區內最大型的購物中心（取代之前的 Siam 

Paragon)。據了解此棟建築是由 AL_A 建築事務所規劃設計的，主持

建築師為英國女建築師 Amanda Levete，其外牆的設計概念是來自於

泰國寺廟的傳统元素，將傳統與現代設計靈感融合，建築團隊將不同

角度的片狀鋁磚材料金屬交錯排列，這些鋁磚如多骨牌一樣排列，緊

密相連，整體成型，利用鋁磚的排列所創造的光線和陰影產生摩爾紋

圖案，並將線條圖案疊加起來產生波紋效應，建築整體採用最新的切

割棱面元素结合流線型設計，為全世界呈現整座 37 層的 3D 立體建

築，銀白色的外牆，如長龍盤據伸首般的建築主體，呼應了這座時尚

場域的中心思想「Infinite Possibilities」（無限可能）。 

建築整體則是仿似梅比斯環（Möbius strip）的設計概念，讓空間

透過迴圈環繞的方式形成兩個垂直的採光井，使寬廣的建築內部也能

夠取得自然採光而顯得氛圍明亮。内部設計特點是以明亮的白色為主

色，循著白色寬敞的走道走入建築，抬頭望去，充分利用曲線角度，

搭配巨大的廊柱，佐以巧妙設計的迴旋電扶梯，一圈又一圈地勾勒出

極簡俐落的商場空間，给人開闊的視覺感（如圖 20~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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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Central Embassy 百貨室內外照 

圖 21   Central Embassy 百貨室內空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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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泰國，越南由於都市化程度相對較為緩慢，因此其建築風

格則保有更多的特有風貌。本次考察我們也特別挑選了統一宮、西貢

聖母聖殿主教座堂以及西貢中心郵政局等幾處越南有名的建築進行

實地訪視。 

首先前往胡志明市最著名的地標－統一宮，此棟建築是越南人民

爭取獨立統一意旨的象徵；始建於 1869 年，是位於越南胡志明市第

一郡的一棟建築，占地面積達 12 萬平方米的 4 層白色建築。統一宮

最初是法國殖民者為了加強其在越南的統治，由當時的越南南部總督

拉格蘭蒂耶（Lagrandière）所建，作為交趾支那總督及法屬印度支那

總督辦公室，稱為諾羅敦宮（Norodom Palace）（如圖 22）。 

圖 22  統一宮 Independence Palace 外觀 

1954 年法國撤離越南，同年 9 月將諾羅敦宮移交給西貢政權，該

宮成為越南共和國的總統官邸，更名為獨立宮。1962 年時因人民企圖

推翻當時總統，駕駛軍機轟炸總統府，因此建築物左半邊遭受嚴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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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後來經由留學巴黎的建築師吳曰樹重新改建，擴大面積，並修建

了堅固的防禦設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飛機起落的屋頂平臺等。建

築師根據中國風水的觀念，將建築物的正面設計成「興」字，從空中

鳥瞰時卻變成「吉」字，藉此祈求國運昌隆，而且四周牆壁及天花板

都可耐砲擊，1966 年正式完工。 

1975 年 4 月 30 日，北越軍隊攻陷獨立宮，胡志明戰役結束，西

貢瓦解，此後，根據越南國家統一政治協商會議決定，自 1975 年 11

月起，更名為統一宮。統一宮位於公園內，其建築物佈局設計與周圍

公園風景相映成輝（如圖 23）。統一宮裡的庭院設計和建築一樣採用

左右對稱的佈局，互相呼應，而建築物的窗戶是經過特別設計，外面

的人不容易看到裡面，但裡面的人能清楚看到外面動靜，這種設計是

為了防範敵人突然來襲，可知在外的敵方一舉一動（如圖 24~圖 25）。 

圖 23  統一宮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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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統一宮窗戶(由外向內看) 

 

 

 

 

 

 

 

 

 

 

 

圖 25  統一宮窗戶(由內向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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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宮的房間有總統辦公室、內閣會議室、外交大廳、總統夫人

室和電影室等。宮內 100 個大小廳堂裝飾華美、富麗堂皇，是現在越

南舉辦全國性或國際性會議的最佳場所，平時也開放成為婚禮租借的

喜宴場地，可滿足外交、宴會、娛樂、居住、軍事指揮等各種需要，

亦是參觀遊覽的好去處。 

接著我們前往同樣位於越南胡志明市第一郡的西貢中心郵政

局，又名西貢中央郵局，此郵局和西貢聖母聖殿主教座堂相鄰。建築

風格充滿法式風情，由法國於 1886 年至 1891 年間興建，至 1892 年正

式啟用，是法國著名建築師 Gustave Eiffel 設計，除了是法國殖民時期

第一座郵政局外也是電信總局，目前則是越南最繁忙的郵政局。工程

建築風格充滿法式風情，與附近環境互相配合。 

建築外觀和同在第一郡的市政宮有很多類似的點，都是強調對稱

的文藝復興風格，拱窗為其特色，正中央的大鐘則是當時 19 世紀時

歐洲流行的公共建築特徵（如圖 26）。 

圖 26  西貢中心郵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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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內部相當寬敞，天花板設計為弧形，以簡單的綠色鐵條裝

飾包住排水管，地板則是採用花磚鋪設（如圖 27）。大廳正中盡頭掛

著胡志明肖像，兩旁的牆壁上則是越南的舊地圖，畫的是 1892 年從

越南到柬埔寨的郵政路線圖，舊地圖下則設有特色電話亭(現作為

ATM 區使用)，是細緻優雅的歐式風格。 

圖 27  西貢中心郵政局內部大廳 

另一處有名的建築為西貢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如圖 28），該棟建

築全名為「聖母無原罪聖殿主教座堂」，是位於越南胡志明市中心的

教堂，當地人暱稱為紅教堂，為天主教胡志明市總教區的主教座堂，

也是該市最大的教堂與西貢中心郵政局相鄰。 

越南在 19 世紀中期到 20 世紀中期曾經是法國殖民地，因此當地

許多建築風格受法國影響，西貢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就是由法國人設計

建造。1866 年法國第一美術學院培育的建築師 Georges Lhermite 被邀

請至西貢設計教堂和總督府兩棟建築，雖然總督府順利建造完成，但

是教堂卻一再拖延，同時政府也捨棄 Lhermite 的計畫，在 1875 年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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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國際競圖，由法國巴黎的建築師 Jules Bourard 繼續教堂的工程，然

而前 2 年所興建的教堂不是太小就是被白蟻蛀蝕，直到 1877 年才開

始興建現在看到的教堂，耗費 3 年完成了這棟具有仿羅馬式外表、內

部有哥德式肋拱的紅磚教堂，教堂興建時採用從法國進口的材料，外

牆的磚來自馬賽，扎實的建材讓教堂再經歷 100 多年仍無退色。 

1895 年，教堂才加上兩座鐘塔，每座鐘樓上有 6 個青銅制的大

鐘，頂端設十字架，單十字架就重達 600 公斤，成為今日所見之樣貌。

西貢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如同許多天主教堂一樣有挑高的空間及圓

頂，比較特別的是內部空間運用木條裝飾，勾勒出柱子、窗櫺、屋頂

線條。此教堂是當地著名景點，高聳的鐘樓映襯著藍天白雲，顯得非

常的搶眼美麗，綠草坪上，矗立著優雅聖潔的聖母瑪利亞雕像，令人

覺得格外莊嚴神聖（如圖 29）。 

 

 

 

 

 

 

 

 

 

 

 

 

圖 28  西貢聖母聖殿主教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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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西貢聖母聖殿主教座堂鐘樓及聖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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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環境永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目標，因此推動綠建築已

不再拘限於有形國界的限制。近年來，隨著全球「社會責任投資(SRI)」

與「企業社會責任（CSR）」概念興起，在東南亞國家設廠的臺商企

業紛紛反映希望能夠取得臺灣綠建築標章認證，藉此提升環保永續與

綠色企業形象，以爭取國際大廠的合作。 

為因應臺商國際化的需求，協助其取得綠建築標章，建立綠色企

業形象，以提升其於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及商機。本部優先針對氣候型

態與我國類似的東南亞地區訂定認證標準，於本（106）年 6 月出版

「綠建築評估手冊-境外版」，同時完成「境外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

可及使用作業要點」訂定發布及「綠建築標章評定專業機構」之指定

認可等行政作業，並自今（106）年 7 月 1 日開始受理申請境外綠建

築標章認證。 

本次結合「新南向政策」優先前往氣候條件與臺灣相近之泰國及

越南 2 東南亞國家考察，同時推展我國境外版綠建築標章，這不僅是

我國推動 EEWH 綠建築評估系統邁向國際化之重要進程，同時也是

我國推行綠建築 10 多年來的重要里程碑。以下亦針對本次考察內容

重點心得與建議如下，可供作為後續 EEWH 綠建築評估系統國際認

證修訂之參考。 

一、心得 

我國 EEWH 綠建築評估系統因具有系統架構明確、指標計算容

易、申請流程順暢、書圖文件簡化等優點，因此在國內推展時深獲國

內業界肯定，並給予高度評價。而當這些曾在臺灣興建或改善廠房時

申請過我國 EEWH 綠建築標章的廠商進軍國際市場時，為實質推動

企業節能減碳及降低成本，同時藉此提升企業形象以爭取跨國際大廠

的訂單時，紛紛轉向國內尋求支援，然而，國內原有的 EEWH 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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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評估系統的基準值，均是依據臺灣特有的條件背景所制定，為能使

境外臺商企業順應東南亞國家的氣候、法令、產業的差異性，參考美

國 LEED 綠建築標章針對美國以外地區所採用的區域優先（Regional 

Priority）方式，同時兼顧我國 EEWH 綠建築評估系統的一致性與公

平性，完成我國「綠建築評估手冊-境外版(EEWH-OS)」，該手冊最大

的創新之處，即是採用了「國內基準評估法」以及「當地基準評估法」

之雙軌制度，提供臺商作為申請時的選取參考。這樣的制度建立並透

過本次考察與泰國與越南兩地的臺商企業座談交流，也獲得臺商企業

熱烈迴響與肯定，首例通過案件也在本次泰國考察過程中順利頒發，

更為這套制度後續的推展注入一劑強心針。 

而這次考察我們也瞭解到許多臺商企業在海外打拼，其實早已面

臨有其辦公大樓或工作廠房需申請綠建築標章認證的國際壓力，針對

政府適時提供這樣的管道均給以相當肯定，並表示其後續規劃興建的

工作廠房或辦公大樓將會以取得我國境外綠建築標章的目標邁進。 

二、建議 

（一）協助提供綠建築設計與技術諮詢服務 

本次考察過程中透過當地臺商聯合會的協助，順利與當地臺

商進行座談交流，臺商除希望政府未來能提供如相關經費補助的

實質幫助外，針對本次考察團前往宣導推展的境外綠建築標章，

希望政府能提供一條更明確便捷針對相關綠建築設計的手法、工

法技術的諮詢管道，甚至能在建築師徵選與設計時提供相關協

助，以確保建築物規劃設計朝綠建築的節能減碳方向邁進，同時

協助這些在國外打拼的臺商企業能順利取得認證。 

（二）強化評估內容與線上評核程序 

由於境外版綠建築標章是本部為擴大綠建築標章推動成效，

鼓勵境外同屬濕熱氣候區國家興建生態、節能、減廢及健康之綠

建築所設立的，因此設立之初即考量其位屬國外地區，故參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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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LEED 綠建築標章的區域優先（Regional Priority）方式，採用

了「當地基準評估法」，以兼顧國內外綠建築評估的一致性與公平

性。然本次考察也瞭解因風土民情差異，至東南亞的建築設計與

節能法令仍與我國有所不同，為符合綠建築強調的在地化設計精

神，提供我臺商更多更好的綠建築設計，後續將持續強化境外綠

建築評估內容，以協助東南亞臺商因應當地法令與建築風貌，建

立符合綠色企業之綠建築標章認證需求。 

至申辦方式，雖相關申請作業已考量案件無法以親送或郵寄

方式處理，故制度設立之初係全面採網際網路線上申辦的方式處

理。然因我國綠建築一路堅持平價技術、環境效率、亞熱帶特色

的精神，採用尊重設計、自然優先的性能式評估，而商業化的綠

色採購並非主軸，因此送審文件中設計圖說文件佔有極重的比例

份量，由於審查係採線上作業，故需於相關文件上載完成後方能

進行。然而上載圖說文件量大，所需時間較長，如於審查過程中

尚須辦理相關文件的補件作業或抽換時，勢必又將耗費一番功夫。 

為能協助臺商順利取得我國綠建築標章之境外認證，以協助

提升其國際競爭優勢與商機，並拓展我國綠建築標章的國際版

圖，善盡我國對全球永續環保之責任，提升臺灣之國際能見度，

未來政府須持續簡化評估內容與強化線上評核程序，方有利辦理

綠建築標章國際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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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綠建築與碳足跡的商機」研討會會議資料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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