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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為持續推動高雄市政府相關建管法令更新與國際最新趨勢連結，並同步關注

全球永續建築領域之相關發展，持續參與永續建築（SB）系列國際性會議，每三

年舉辦一次的全球永續建築會議，今年於 106年 7月 5日~8日在香港舉辦，「2017

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會議」為國際上永續建築環境相關議題之重要研討會，其

涵蓋之議題範圍廣泛及參加之國家及論文發表人數眾多，是許多國際上先進的永

續環境、綠色建築、節能減碳、綠色能源、 綠建材等研究成果發表交流的主要場

合，在永續建築環境相關學術領域具有重要地位。 

今年工務局參與發表共計 4篇，參與口頭發表 2篇及海報論文 2篇；分別為

口頭發表：1.「高雄厝計畫的緣起-高雄面臨的挑戰」 A Discussion on the 

Benefits of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of the Promotion of Kaohsiung Green 

Building Specialties Policy.；2.「高雄市太陽光電政策的推行與效益分析」 

Strategic Study on the benefit evaluation of solar photovoltaic promotion 

policy in Kaohsiung.，海報論文：1.「因應區域環境需求的能源效率設計研究

-以高雄厝美濃菸樓為例」 Study on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climatic 

based passive design by Meinong Tobacco Barns in Kaohsiung.；2.「高雄

綠色建築專業政策環境效益研究-高雄市集合住宅為例」 A Discussion on the 

Benefits of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of the Promotion of Kaohsiung Green 

Building Specialties Policy -the Case Study on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Kaohsiung City.，本年度「2017 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會議」共計有 57 個國

家、1800 多人參與，發表約 472 篇論文與創新成果，參與者包含了全球相關領

域的學者、各地方政府的官員、產業界的專家及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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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趙建喬局長於 6 月 5 日下午在「高性能綠色建築政策」

的平行會議中發表演說，分享高雄厝政策的推動緣由與具體成效，在因應各項氣

候變遷的議題上，高雄市所做的努力與成果；趙局長在會議中表示，自高雄推動

全台綠建築自治條例、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以來，已領先全國；階段成

果已達成總減碳量 5,045 噸(約 1165 萬棵喬木固碳量)、設置 339,290m3 的雨水

貯集設施(約 180座國際標準泳池)、太陽光電綠電設置約 18,611kWp(約 17.9座

世運主場館設置量)、全齡通用化空間已有 17673 戶住宅採用通用化設計浴廁、

立體綠化量合計 265,139 平方公尺(約 40 座國際標準足球場面積)；本次更藉由

高雄厝創新政策的實踐，與全球各界共同分享與討論，也讓台灣目前外交困境上，

能夠藉由創新政策作為，在國際活動中受到矚目，更顯示台灣積極參與全球性議

題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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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緣由 

多年來，地球環境的不斷變異早已引起全球的關注，而探討永續

建築的發展歷程應先從「環境永續發展」的觀點來看，「永續發展」

概念起源於 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而在 1987 年聯合國世

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具體提出我們共同的未 來，其本意為「能

滿足當代需求，而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發展」；1992

年 6月聯合國於巴西里約熱內盧舉辦的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

中，提出「21 世紀議程」（Agenda 21）報告，促請世界各國遵循永

續發展的原則；而於 1999 年的聯合國成立環境規劃署（UNEP）並發

表「2000 年全球環境展望」。由這些國際趨勢發展可見「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 

我國做為氣候變遷衝擊第一線的海島國家，且二氧化碳排放量全

球第 21 名，面對嚴峻國際環境課題當前，為確保國家永續發展並維

持國際競爭力，著手研擬減緩與調適方案以即早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

行政院環保署自 2006 年即提出之「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終於

在 2005年 6月 15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修正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7月 1日正式公告生效，訂定 2050年長期減量目標，並規劃

擬定階段性管制目標，使我國逐漸與國際管制腳步接軌，包括溫室氣

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以邁向低碳綠能的時代。 

本次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參與本國際性研討會，不僅代表高雄創新

政策作為，受到國際重視，更讓全球各界瞭解台灣面對永續環境劇變

的議題上，台灣是從不缺席，並積極發揮全球公民的責任，主動提出

減緩地球暖化政策，同時提供更適宜高雄在地性的永續建築策略，透

過高雄厝執行效益經驗進行分享受到與會城市及專家學者高度讚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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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在加開的全球高峰會會中，討 論議題都跟建築產業息息

相關，因此於 1990 年後，國際上陸續召開許多與建築相關的國際型

會議。1998 年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第一次綠建築國際會議（GBC，

Green Building Challenge），每三 年舉辦一次，由2000~2017 年各

界舉辦城市與國家如表 1所示。且陸續定期召開，探討以跨國界、跨

領域的合作方式，以全球規模提出進行永續建築的因應方案，並提出

未來應走的方向。 

表 1 WSBE各屆舉辦國家與城市 

年度 舉辦國家/城市 年度 舉辦國家/城市 

2000 荷蘭 / 馬斯垂克 2002 挪威 / 奧斯陸 

2005 日本 / 東京 2008 澳洲 / 墨爾本 

2011 芬蘭 / 赫爾辛基 2014 西班牙 / 巴塞隆納 

2017 中國 / 香港 2020 瑞典 / 海德堡 

為持續推動高雄市政府相關建管法令更新與國際最新趨勢連結，

並同步關注全球永續建築領域之相關發展，持續參與永續建築（SB）

系列國際性會議，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全球永續建築會議，今年於106

年 7月 5日~8日在香港舉辦，「2017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會議」為

國際上永續建築環境相關議題之重要研討會，其涵蓋之議題範圍廣泛

及參加之國家及論文發表人數眾多，是許多國際上先進的永續環境、

綠色建築、節能減碳、綠色能源、 綠建材等研究成果發表交流的主要

場合，在永續建築環境相關學術領域具有重要地位。 

工務局趙建喬局長將於 6 月 5 日下午在「高性能綠色建築政策」

的群組中發表演說，分享高雄厝政策的推動緣由與具體成效，在因應

各項氣候變遷的議題上，高雄市所做的努力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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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傳統以加工出口、 金屬製造與石化材料等重工業為主要

產業，藉由高雄港之 便擴展外銷，是過往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重工業

焦點區域。陳菊市長自上任以來，市政府很努力在面對氣候變遷議題

的在地化調適策略的因應，並首創綠建築自治條例與高雄厝辦法，且

長期透過國際組織的交流合作並與 WSBE 創始主辦機構 iiSBE 國際永

續環境促進會執行長「尼爾拉森(Nils Larsson)」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圖 1為 WSBE17HK工務局局長與尼爾拉森(Nils Larsson)於會

議午宴時交流合照，WSBE17 今年度主題為如何經由創新概念來轉變

建設環境，並藉由永續概念來付諸行動。來自全球各界永續建築研究

人員及相關單位齊聚香港，共同分享推動永續建築議題上的創新成

果。 

 

圖 1 工務局局長與尼爾拉森(Nils Larsson)於會議午宴時交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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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目的 

1.藉由本府推動高雄厝計畫、綠建築法令成效，及永續發展創新

政策的成果與績效，與國際永續建築相關人士，進行經驗分享與交

流。 

2.行銷本府推動高雄厝計畫及各項永續推動理念，並瞭解國際間

永續建築發展之成果，及最新產官學各項創新理念。 

3.參訪香港地區相關永續建築、綠建築及居住政策等案例，拓展

國際視野，作為本府於高雄厝、綠建築、立體綠化等業務推動之參考

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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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內容(2017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會議) 

1. 會議時間、地點 

 會議時間：2017年 6月 5日~7日 

 會議地點：中國/香港 

香港（英語：Hong Kong，縮寫：HK）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特

別行政區之一，位於南海北岸、以及珠江口東側，北接廣東省深圳市，

西隔珠江與澳門及廣東省珠海市相望，其餘兩面與南海鄰接。全境由

香港島、九龍、新界等 3大區域組成，其中香港島是全港的發展核心；

地理環境上則由九龍半島等大陸土地、以及 263個島嶼構成，人口約

737萬人（2016年底）。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國際金融、服務業及航運中心，連續多年蟬聯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並以優良治安、廉潔社會、簡單稅制和健全的法

律制度而聞名於世，因此有「東方之珠」的美譽。「亞洲國際都會」

則為官方定位的香港品牌。香港同時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安全、經濟最

發達、生活水平最高、競爭力最高、最適宜居住及人均壽命最長的大

都會。空氣污染、貧富懸殊、政制發展等則為該地主要的社會問題。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簡稱會展；英語：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縮寫：HKCEC）是香港的主要大型會議及展覽場

地，位於香港島灣仔北岸，是香港地標之一；由香港政府及香港貿易

發展局共同擁有，由新創建集團的全資附屬機構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每年舉辦 7項亞洲最大規模及 4項世界最大

規模展覽。 

圖 2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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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會主題/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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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 WSBE 17主要包含五個部分：

主會議、平行會議、展覽、晚宴以及生態之旅。在主會議及平行會議

中，多位學界專家與政府代表針對不同主題發表演說與討論，其中包

含巴黎協議 (Paris Agreement) 主要推手 Christiana Figueres、

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展覽的部分則有許多政府部門及業界代表參與，

包含 AECOM、SWIRE、ARUP 等主要贊助商，晚宴共計有 400 多位來自

不同國家的專業人士，涵蓋政府、學者、建商、設計師、專業顧問及

其他業界領袖，藉由晚宴進行另一種形式的交流與分享。在 100多場

平行會議中，主要分為四個主題： Mainland China sessions, 

Regional sessions, Paper sessions –  Conference track, 

Special sessions，在為數最多的 Paper sessions 中，共有 300 多

篇來自 50 個國家的論文以不同形式發表，包含來自台灣的學者與政

府代表，透過演說闡述研究成果或政策發展，例如高雄市政府分享高

雄厝的推動與成效、屏東縣政府發表城鄉發展等施政議題。 

 

 

 

 

 

 

 

圖 3本會議大會提供相關會議資料 

WSBE 是全球重量級的永續研討會之一，主要目的是每三年集結

所有專家檢討過去三年的成果並修正未來的方向，唯一的目標是人類

與環境的永續發展。本次國際會議議程如表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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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WSBE17 2017.06.05 議程 

日期 

時間 
2017年 6月 5日（星期一） 

08:00-9:00 會議報到 

09:00-0:00 開幕式 

10:00-0:30 專題演講 1. 
張建忠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務司長 

10:30-1:00 專題演講 2. 
蘇雲山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建築科技節能總局副長 

11:00-1:20 中場休息 

11:20-1:50 專題演講 3. 
Ms Christiana FIGUERES, 氣候與能源全球市長公約 副主席 

11:50-2:00 贊助商_專題分享：Mr Sean CHIAO (AECOM) 亞太區總裁 

12:00-3:30 交流午宴 

13:30-5:00 

專題會議 1 

Session 1.1 

中國大陸會

議-中國現有

建築綠化改

造綜合實施

方案 

Session 1.2 

區域會議-捷

克共和國，意

大利，瑞典和

瑞士 

Session 1.3 

先進的建築

元素 

Session 1.4 

高性能綠色

建築實踐與

回顧 

Session 1.5 

SBE 評估-綠

色社區（1） 

Session 1.6 

綠色政策和

微氣候標準

的推動與創

新 

Session 1.7 

永續社區的

願景：虛構與

必要條件 

(論壇) 

Session 1.8 

居住者福祉

的創新（1） 

Session 1.9 

綠色建築管

理實踐與方

法（1） 

Session 1.10 

SBE 中的綠色

基盤設施-香

港案例 

Session 1.11 

SBE 中 的 過

程、設計、工

具和方法（1） 

Session 1.12 

城市空間的

社區再生 

   

15:00-5:20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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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6:20 

圓桌會議 1：改造建築環境的創新觀點 
主持人：Thomas LÜTZKENDORF 教授 

德國 卡爾斯魯厄 理工學院 
住房和房地產永續管理中心 主任 

演講人： 
1.台麗祥 世界生物倫理委員會主席 
2.Serge SALAT城市形態與復雜系統研究所校長 
3.Arno SCHLUETER 蘇黎世建築系統 ETH 教授 /新加坡 ETH 中心
城市實驗室首席調查員 

4.陸炳榮 Ronald LuRonald公司 副總 

16:30-8:00 

專題會議 2 

Session 2.1 
中國議題_摩
天大樓的生
態設計與施
工 

Session 2.2 
區域會議-土
耳其、希臘、
埃、阿聯酋 

Session 2.3 
先進的建築
系統 

Session 2.4 
高性能綠色
建築政策（1） 

Session 2.5 
SBE 評估  - 
綠色社區（2） 

Session 2.6 
促進綠色政
策和標準的
創新-碳評估 

Session 2.7 
分享深度節
能和其他創
新綠色措施
的商業建築
成功案例-在
香港，中國大
陸和海外(論
壇) 

Session 2.8 
居住者福祉
的創新（2） 

Session 2.9 
綠色建築管
理實踐與方
法（2） 

Session 2.10 
轉換 SBE的作
法-能源管理
（1） 

Session 2.11 
SBE 中 的 過
程、設計、工
具和方法（2） 

Session 2.12 
城市再生過
程 

Session 2.13 
啟動智能城
市 

Session 2.14  
德國 BNB系統
建立建築綠
色採購的永
續評估方式 

 

  

 

圖 4大會開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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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WSBE17 2017.06.06 議程 

日期 

時間 
2017年 6月 6日（星期二） 

08:00-9:00 會議報到 

09:00-1:50 主題：全球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 

 

演講者： 

Mr WONG Kam-sing, 香港特區政府 環境局局長 

Ms Christiana FIGUERES, 氣候與能源全球市長公約 副主席 

Mr Gregor HERDA, 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人居署） 顧問 

Mr John DULAC, 國際能源署技術政策建設 部門主管 

Mr Nils LARSSON, 國際永續建築環境促進會 執行主任 

Mr Pekka HUOVILA, 10YFP永續建築與建築（SBC）計劃協調員 

Ms Christine LOH,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部 副部長 

11:50-2:00 贊助商_專題分享：Dr Raymond YAU 總經理，太古地產 

12:00-3:30 交流午宴 

13:30-5:00 

專題會議 3 

Session 3.1 

中國論壇  -

中國低碳經

濟發展，綠色

金融和投資 

Session 3.2 

國際青年競

賽（1） 

Session 3.3 

先進的建築

系統-發電系

統（1） 

Session 3.4 

高性能綠色

建築政策（2） 

Session 3.5 

綠色建築效

益評量（1） 

Session 3.6 

創新促進更

環保的政策

和標準-實踐

與回顧 

Session 3.7 

高性能交通

樞紐:其關鍵

作用和要件 

Session 3.8 

居住者福祉

的創新-生物

氣候設計 

Session 3.9 

綠色建築管

理實踐與方

法（3） 

Session 3.10 

轉換 SBE的作

法-能源管理

（2） 

Session 3.11 

永續發展的

BIM（1） 

Session 3.12 

永續建築環

境中的創新

實踐 

Session 3.13 

社區賦權（1） 

Session 3.14 

人與環境的

互動式建築 

 

15:00-6:20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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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6:20 

圓桌會議 1：永續建築環境 
主持人：Ms Christine LOH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部 副部長 
演講者： 
1. Dr George BAIRD,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名
譽教授 
2. Mr Douglas WOO, Wheelock and Company Ltd. 主席兼總經理 
3. Prof. Greg FOLIENTE, 墨爾本大學 
4. Mr TAN Tian-chong, 建築環境研究與創新所 副所長 
5. Mr Lincoln LEONG, 地鐵公司 執行長 

16:30-8:00 

專題會議 4 

Session 4.1 

中國論壇  -

健康綠色建

築綜合評估

和專業實踐 

Session 4.2 

國際青年競

賽（2） 

Session 4.3 

先進的建築

系統-發電系

統（2） 

Session 4.4 

高性能綠色

建築政策（3） 

Session 4.5 

綠色建築效

益評量（2） 

Session 4.6 

綠色建築技

術（1） 

Session 4.7 

待公布 

Session 4.8 

友善的創新

生態設計 

Session 4.9 

提供低碳生

活的的合作

機制 

Session 4.10 

轉換 SBE的作

法-能源管理

（3） 

Session 4.11 

永續發展的

BIM（2） 

Session 4.12 

健康建設，人

體舒適與健

康 

Session 4.13 

社區賦權（2） 

Session 4.14  

綠色平台：活

力社區的催

化劑 

 

  

 

 

 

 

 

 

 

 

 

 

圖 5大會現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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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WSBE17 2017.06.07 議程 

日期 

時間 
2017年 6月 7日（星期三） 

08:00-9:00 會議報到 

09:00-9:30 
專題演講 4. 

Prof. Peter GUTHRIE, 劍橋大學永續發展中心主任 

09:30-0:00 
主題演講 5. 

Prof. Thomas AUER, 慕尼黑理工大學建築科技與氣候中心 教授 

10:00-0:30 中場休息 

10:30-2:00 

專題會議 5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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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sion 5.2 

瑞典高性能

建築和永續

社區 

Session 5.3 

SBE 智能主動

式措施（1） 

Session 5.4 

深入翻新-政

策與標準 

Session 5.5 

SBE 評估-綠

色建築政策 

Session 5.6 

綠色建築技

術（2） 

Session 5.7 

促進更環保

政策和標準

的 創 新 - 評

估、分析與建

模（1） 

Session 5.8 

永續社區-案

例研究回顧

（1） 

Session 5.9 

綠色市場轉

型綠色經濟

（1） 

Session 5.10 

零耗能 

Session 5.11 

SBE 中 的 流

程、設計、工

具和方法（3） 

Session 5.12 

綠色建築的

居住者評估 

Session 5.13 

利益相關者

的合作 

Session 5.14 

永續生活的

智能數位化

改造 

 

12:00-3:30 中場休息 

13:30-5:00 

專題會議 6 

Session 6.1 

區域會議-澳

大利亞、中國

大陸、新加

坡、南韓和菲

律賓 

Session 6.2 

SBE 城 市 挑

戰：評估方案

和案例研究 

Session 6.3 

SBE 智能主動

式措施（2） 

Session 6.4 

深入翻新-實

踐與績效評

估 

Session 6.5 

SBE 評估-設

計過程 

Session 6.6 

綠色建築材

料（1） 

Session 6.7 

促進更環保

政策和標準

的 創 新 - 評

估、分析與建

模（2） 

Session 6.8 

永續社區-案

例研究回顧

（2） 

Session 6.9 

綠色市場轉

型綠色經濟

（2） 

Session 6.10 

改革 SBE的創

新實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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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6.11 

SBE 中 的 流

程、設計、工

具和方法（4） 

Session 6.12 

綠色建築-居

住者的觀點 

Session 6.13 

地方決策-一

體化設計流

程 

Session 6.14  

BEAM
+

 社區-從

理論到實踐 

15:00-5:10 中場休息 

15:10-6:40 

專題會議 7 

Session 7.1 
改革 SBE的教
育和培訓 

Session 7.2 
SBE 建 築 挑
戰：評估方案
和案例研究 

Session 7.3 
SBE 智能主動
式措施（3） 

Session 7.4 
深入翻新-流
程與方法 

Session 7.5 
SBE 評估  - 
實踐評估 

Session 7.6 
綠色建築材
料（2） 

Session 7.7 
創新促進更
環保的政策
和標準-智能
措施 

Session 7.8 
永續的社區-
過程和應用 

Session 7.9 
轉變綠色市
場-供應鏈 

Session 7.10 
改變 SBE的創
新實踐（2） 

Session 7.11 
SBE 中 的 流
程、設計、工
具和方法（5） 

Session 7.12 
城市再生政
策的多層面
思考 

Session 7.13 
定位-實踐審
查 

Session 7.14  
 

 

16:50-7:20 
專題演講 6. 

Dr Raymond COLE, 哥倫比亞大學 建築與景觀設計學院教授 

17:20-8:00 閉幕儀式 

 

 

 

 

 

 

 

 

圖 6大會專題討論與報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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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發表與投稿說明 

今年工務局參與發表共計 4篇，參與口頭發表2篇及海報論文 2

篇；分別為口頭發表：1.「高雄厝計畫的緣起-高雄面臨的挑戰」 A 

Discussion on the Benefits of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of the 

Promotion of Kaohsiung Green Building Specialties Policy.；

2.「高雄市太陽光電政策的推行與效益分析」 Strategic Study on 

the benefit evaluation of solar photovoltaic promotion policy 

in Kaohsiung.，海報論文：1.「因應區域環境需求的能源效率設計

研究-以高雄厝美濃菸樓為例」 Study on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climatic based passive design by Meinong Tobacco Barns in 

Kaohsiung.；2.「高雄綠色建築專業政策環境效益研究-高雄市集合

住宅為例」  A Discussion on the Benefits of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of the Promotion of Kaohsiung Green Building 

Specialties Policy -the Case Study on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Kaohsiung City.，本年度「2017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會議」共計

有 57個國家、1800多人參與，發表約 472篇論文與創新成果，參與

者包含了全球相關領域的學者、各地方政府的官員、產業界的專家及

研究人員。 

工務局趙建喬局長於 6月 5日下午在「高性能綠色建築政策」的

群組中發表演說，分享高雄厝政策的推動緣由與具體成效，在因應各

項氣候變遷的議題上，高雄市所做的努力與成果；趙局長在會議中表

示，自高雄推動全台綠建築自治條例、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

以來，已領先全國；階段成果已達成總減碳量 5,045噸(約 1165萬棵

喬木固碳量)、設置 339,290m3的雨水貯集設施(約 180座國際標準泳

池)、全齡通用化空間已有 17673 戶住宅採用通用化設計浴廁、立體

綠化量合計 265,139 平方公尺(約 40 座國際標準足球場面積)；本次

更藉由高雄厝創新政策的實踐，與全球各界共同分享與討論，也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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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目前外交困境上，能夠藉由創新政策作為，在國際活動中受到矚目，

更顯示台灣積極參與全球性議題上的成果。 

針對高雄市政府推行多年的「太陽光電設置計畫」的政策與成果

發表；工務局努力於未來達成 200MW（百萬瓦）光電系統設置量，並

提出推廣多元化太陽光電的設置模式、整合國有及公有區域光電設置

及推行太陽光電與立體綠化的整合，創造建築物的新形象。 

今年參與 2017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WSBE 17）針對高

雄市政府推行多年的「太陽光電設置計畫」的政策與成果發表，在此

次國際會議中高雄市能夠藉由十大光電創新政策工具作為，提出 4年

百座世運光電計畫，目標 200MW（百萬瓦），於 6/6 在國際會議的發

表受到各界矚目，更顯示台灣積極參與全球性綠色創能上的成果。 

高雄市政府太陽光電的具體政策及成果，目前已達 3199 處的設

置位址，設置容量約 223MW，約每年能夠減少 15 萬 349 噸的二氧化

碳量，預估發電量 2億 8475萬 2195度。現行光電推動具體政策包括

「成立運作組織」：跨局處太陽光電推動委員會、結合專業團體與社

區參與光電計畫、市府成立太陽光電專責窗口；「研擬不同類型政策

工具」：創設太陽光電政策工具、太陽光電結合容積獎勵、透過審議

手段強制設置光電；「建立推動標的」：深化公有建築屋頂設置太陽光

電、建置太陽光電示範區、違建轉光電改造創新能建築、農漁業設施

設置太陽光電等。 

在未來永續環境政策的推行，工務局將持續在推廣多元化太陽光

電的設置，包含垃圾掩埋場地面型光電設施、滯洪池及水庫漂浮光電

等；並整合國有及公有區域光電設置容量，如加工出口區、岡山榮民

之家與大專院校等；更希望未來逐步推行太陽光電與立體綠化的整合，

提出具體實施計畫，朝向「創能、儲能、節能」成為高雄市建築物的

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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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工務局趙建喬局長於會議中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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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WSBE國際會議開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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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考察內容 

1. 考察團成員及行程安排 

2017 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 WSBE 17, World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Conference 2017 Hong Kong）在

香港於 6月 5-9日舉辦，今年共有 70餘國，約 3000多人參與，發表

約 472篇論文與創新成果，高雄今年提出成果共有四篇成果獲大會審

核通過與發表；高雄市工務局以「高雄厝建築環境政策」進行發表，

藉此國際會議交流場合，工務局趙建喬局長率隊參與，參與同仁如表

3所示。 

表 3 工務局參加 WSBE 17國際會議的同仁名單 

NO. 局處 姓名  職稱  

1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趙建喬 局長 

2 黃志明 總工程司 

3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謝志昌 課長 

4 涂展晟 幫工程司 

圖 9 工務局同仁暨與會專家學者於大會入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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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務局參加 WSBE 17國際會議整體考察行程 

日期 行    程 

06/04(日) 

Day 1 高雄-香港 

 KA443 去程:高雄-香港 13:20-14:55 

06/05(一) 

Day 2 

香港 

 參加2017 WSBE國際研討會 09:00-18:00 

 會議報到 08:00-09:00 

 開幕儀式 09:00-10:00 

 專題致詞 10:00-12:00 

 主題論壇 13:30-18:00 

06/06(二) 

Day 3 

香港 

 參加2017 WSBE國際研討會 09:00-18:00 

 會議報到 08:00-09:00 

 專題演講(全球氣候變化與永續發展主題) 09:00-12:00 

 主題論壇 13:30-18:00 

06/07(三) 

Day 4 

香港 

 參加2017 WSBE國際研討會 09:00-18:00 

 會議報到 08:00-09:00 

 專題演講 09:00-10:00 

 主題論壇 10:30-16:40 

 專題演講 16:50-17:20 

 閉幕儀式 17:20-18:00 

06/08(四) 

Day 5 香港 

 案例參訪與考察 09:00-18:00 

06/09(五) 

Day 6 

香港-高雄 

 市區考察 09:00-12:00 

 行李寄放 09:30-12:00 

 KA454 回程:香港-高雄 16:55-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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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察行程 

(1)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學術交流） 

中大建築學系成立於 1991 年，學院現開辦五個本科及研究院課

程，專研五個學術研究範疇，並設有三個研究單位，包括建築遺產研

究中心、社區參與研究組，以及環境及可持續設計研究組，集中資源

探索舊建築、永續環境設計及社區參與三大領域，為香港以至中國華

南地區的城市規劃及永續建築提供重要指引。 

參訪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可了解目前全球建築的最新發展趨勢

的方向，並透過鄒經宇教授的導覽，中大建築系將永續建築的發展趨

勢直接在建築系大樓直接呈現出來，除了永續建築的要求從原有的高

性能提升至性能與健康性並重，評估建築物永續性的時間軸也從設計

與施工延展至營運端的全生命週期。因此，新世代的永續建築，不再

只是追求環境、社群以及經濟發展的三重底線均衡發展，而是需要更

強調「人本健康、地球永續」的核心價值，一切以人的健康與舒適度

作為設計、施工與營運的發展原點。 

目前中大建築系，除了一般建築系應有的繪圖評圖教室等空間之

外，並建置因應數位化建築需要的四維 CNC數位切割系統儀以及每個

年級皆於工作室配有雷射切割與 3D 列印機，其設備完整度高於國內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的設備；另一方面，中文大建築系與香港政府的有

關建築與都市發展部門有相當密切的聯繫，不僅僅是將國際間的最新

趨勢讓政府單位了解，更是香港政府重要的幕僚單位，鄒經宇教授表

示，學術單位與政府機構的充分合作，不僅是讓學校學生對於產業界

實務、新資訊的應用等相互的連結，並加強產業界與學術界之間的現

有聯繫，中大與政府部門、產業界之間的合作已經越來越密切了，合

作的模式也愈加豐富，贏得更多的信任與尊重，共同推進整體城市的

合作與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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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築系館前合影 (2) 建築系館屋頂農園合影 

  
 (3) 建築系圖書館合影 (4) 學生畢業設計展 

   
 (5) 於建築系室內合照 (6) 與中大鄒教授交流互動 

   
 (7) 黃總工程司致贈紀念品 (8) 與中大鄒教授交流互動 

圖 10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交流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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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房屋署（城市發展） 

房屋署是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執行機關。房委會為法定機

構，負責制定及推行公共房屋計劃，從而達至政府的公屋政策目標。

房屋署同時為運輸及房屋局提供支援，處理有關房屋的政策和事務。 

此次參訪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心展示香港的公營房屋發展，以

及多年來的工作和成果。展覽中心佔地 1000 平方米，設有內容豐富

的展示說明、有趣的公宅樓房模型、懷舊的模擬單位，以及歷史發展

照片和影片，為你呈現香港公共房屋的發展歷程。沿 着玻璃瞭望橋，

你可俯瞰我們在各區的發展項目；你更可到互動角，透過有趣的遊戲

建設理想的公共屋邨。 

透過房屋署總建築師嚴汝洲先生的說明，在香港因應氣候變遷以

及生活型態的改變下，香港公宅的發展歷程以及整個香港的都市規劃

的演變；參觀開始，嚴總建築師先撥放一段短片，講述香港房屋委員

會及房屋署的目標及變革、公共屋邸的發展歷程以及建造方式等，讓

我們對展覽中心的展示項目有初步了解，隨後嚴總建築師介紹展覽中

心的布局與設計，並逐一介紹公宅的建築結構、家具裝潢、通風採光

策略等重要設計因素；展覽中心不僅是以平面式的海報說明，更透過

全香港的縮尺模型來看城市發展，透過互動模型談公宅的採光導風設

計策略；清楚說明，從一個城市發展的歷程中，一個城市的努力是可

以用很具體的說明方式，讓參觀者明瞭城市的發展願景。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建置一處城市發展示範展示空間，是一個很

明確展示都市發展脈若的方式，不僅是讓城市居民了解城市的歷史、

人文、地景等等地方文化，也是政府部門面對城市變遷與發展格局的

清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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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感謝 嚴總建築師的講解 (2) 於玻璃瞭望橋上合影 

  
 (3) 公宅的演變 (4) 公宅的演變 

  
 (5) 都市規劃的進程 (6) 都市環境評估系統 

  
 (7) 房屋署前合影 (8) 全香港城市模型一角 

圖 11 香港房屋署都市發展展示場域參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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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荷樓_青年旅舍（舊建築再利用） 

美荷樓_青年旅舍在香港的歷史建築級別：二級歷史建築，落成

年份：1954年，在香港，很多人都是「屋邨仔」（在公共房屋長大的

人）。現在，您也可以走進、甚至住進香港昔日的公共房屋，體驗這

種道地的草根生活！美荷樓前身是安置災民的安置大廈，是目前香港

僅存的 H型大廈，位於第一代公共房屋石硤尾徒置區內。 

經過活化後，美荷樓已變身成現代化的旅舍，地面和一樓的「美

荷樓生活館」免費開放。館內有浴室、洗手間、雜貨店及居住單位等

複製場景，以及超過 1,200件藏品、40多段口述歷史，讓您了解 1950

至 1970 年代香港公共屋邨居民的生活點滴。或住進由單位改建而成

的房間，裡頭設有雙人房、家庭房和多人房等。 

圖 12香港美荷樓_青年旅舍相關解說暨活動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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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荷樓前合影 (2) 美荷樓前合影 

  
 (3) 生活館供校外教學活動 (4) 歷史場景說明 

  
 (5) 歷史場景重現 (6) 歷史場景重現 

  
 (7) 過去建築物模型(改造前) (8) 現況建築物模型(改造後) 

圖 13 香港美荷樓_青年旅舍（舊建築再利用）參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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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建設銀行（立體綠化） 

中國建設銀行此綜合用途大樓高 28 層，設有辦公樓、商場及停

車場。委託方要求辦公樓層設計須體現高效的空間運用。 "綠化"是

大樓的設計主題，其外立面以綠化元素為設計特色，大樓低層部分的

停車場樓層提供大量綠化。此區曾一度是製造業集中地，而大樓位於

工業大廈林立的社區中，在設計上著重綠化效果，為鄰近地區帶來清

新的綠意，也為大樓用戶和街上行人增添生活雅趣。 

「綠色」是大樓的設計主題，最後的設計在大樓低層部分的停車

場樓層佈滿了綠化元素，不但為鄰近地區增添綠化的視覺效果，而且

種植範圍也有助過濾空氣和改善停車場的空氣質素。 

綠色元素體現在整個大廈中，停車場層和辦公樓為垂直綠化牆。

主要公共區域，如入口處大堂和電梯大堂，將伴隨景觀裝飾。獲得獎

項：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1年年獎評審特別獎、高空綠化大獎 2012銀

獎、International Property Awards Asia Pacific 2012–2013的

五星級香港最佳辦公室建築 

  

  

圖 14 中國建設銀行（立體綠化）參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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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造業議會_零碳天地（低碳設施） 

零碳天地是香港首座零碳建築，位於九龍灣常悅道，由建造業議

會與發展局合作發展，金門建築承辦興建，造價達 2.4 億港元，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揭幕，零碳天地佔地 14,700 平方米，包括室內及

戶外的展覽場地、會堂、綠色辦公室、綠色家居、公眾休憩綠化區及

香港首個都市原生林，及透過光電板及生物柴油生 産可再生能源，達

致零碳排放；建築物達到綠色建築環保評核體系 BEAM PLUS認證的最

高級別「白金級認證」。70％的電力將由廢食油或生物柴油產生，其

餘 30%則由屋頂設有共 1,015平方米的太陽能光電板發電系統，預料

未來 50 年可以減少 8,250 噸的溫室氣體排放，比較傳統建築物減少

能源消耗達 45％。透過安裝於天台、能夠 360 度吸收陽光的圓柱形

太陽能光伏板、光導管及捕風塔等設施產生再生能源，估計每年可以

產生 22.5 萬度電，使到建築物能夠自給自足，並且有剩餘電力供給

予公共的電力網絡。 

零碳建築的地盤面積達 147,000 平方英尺（13,700 平方公尺），

其中約 75,000 平方英尺（7,000 平方公尺）為綠化區，佔整體面積

逾半；建築物樓高兩層，設有 1層地下室；整座建築物栽種了 135棵

原生樹木，及包括紅花荷、假蘋婆、木蓮及八角楓等逾 30 品種的灌

木，希望為社區帶來生氣，對抗熱島效應，樹林成熟後樹冠層會緊密

地相連，提供氧氣與涼蔭，公眾可以於都市中享受森林浴，接近大自

然，夏季時更可以降溫攝氏 1至 2度，亦會減低附近建築物的溫度。

樹林成熟後，每年可以吸收 3,100公斤的二氧化碳，減低空氣污染問

題。此外，此舉亦能夠構築樹林生態系統，為雀鳥和昆蟲提供食物和

庇護。人工原生林模仿天然樹林環境，樹木高矮錯落，樹冠層互相滲

透，而且樹木品種多樣化。 

於室內，採用了高流量低轉速的吊扇，及能夠因應室內外溫度、

濕度及光線而自動調節的智能管理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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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區配置 (2) 全區配置照片 

  
 (3) 零碳天地光電設施 (4) 回收木料景觀步道 

  
 (5) 零碳天地內的餐廳 (6) 零碳天地都市原生林 

 
(7) 零碳天地外部景觀環景 

圖 15 香港建造業議會_零碳天地（低碳設施）參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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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理工大學_創新樓（建築設計） 

Zaha Hadid 在香港的第一座永久性建築：香港理工大學的「創

新樓」。2013 年 3 月完成共耗時 6 年，顯現 Zaha Hadid 作品設計與

施工上的不易。不過也因為如此，更反映出建築落成後，值得擁有數

以萬計人的目光注視著。2013年「創新樓」正式揭幕，「創新樓」有

著 15000 平方公尺、15層樓高的廣大面積。 

主體大部分皆以白色作為主色，室內更大量使用白來呈現寬敞的

視覺效果；而多處不規則的流線設計，更突顯出現代建築形式上的力

與美。影響層面涵蓋多用途教室、實驗室、設計工作室、展覽區及公

共休憩區等空間，透過曲線般的無縫環繞與連結，提昇集中力來鼓勵

學生群聚學習和互動交流。此外，運用大量的大面積玻璃帷幕及不規

則流動型通道，除了增加空間明亮度，也帶出適合設計學院的軟性氛

圍。小至教室、大至會議廳的室內空間，經由無縫流線環繞式的結合，

加上大片玻璃帷幕的運用，不僅造就無壓迫感的舒適環境，對於學生

群體間的互動交流也相當有助益。 

大樓的整體皆以白色為主要色調，也為室內提供更寬敞的視覺效

果，流線型且無多餘稜角的設計形式，正是 Zaha Hadid 著名的設計

特色。創新大廈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四通八達，穿梭在內部的通

道，橫跨在大樓裡外的通道及露天的門廊，為大樓內部引入了更多光

線。 

然而 Zaha Hadid 認為更重要的是，藉由這座與船體相似的造型

建築，讓紅磡當地環境增添上不一樣的色彩（創新樓周圍大多為幾十

年以上的老建築），以期展現未來都市的活力，同時也代表著學校及

設計學院源源不絕的「創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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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築物名稱 (2) 建築物正向入口 

    (3)晝光引入       (4)人工光         (5) 側向挑空採光 

   (6)中庭挑空採光   (7)垂直動線        (8)建築物側向 

圖 16 香港理工大學_創新樓（建築設計）參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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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 

1. 參與 2017全球永續建築環境國際會議(WSBE17 HK) 

作為全球最重要的綠建築會議之一的 World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Conference (WSBE)，今年 6月 5日－7日在香港舉行，

為期三天的研討會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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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是每三年集結所有專家檢討過去三

年的成果並修正未來的方向，唯一的目標是人類與環境的永續發展。 

本次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參與本國際性研討會，各項投稿論文受到

審稿單位接受，得由本次會議中發表，不僅代表高雄創新政策作為，

受到國際重視，更藉由本次機會，讓全球各界瞭解台灣面對永續環境

劇變的議題上，台灣是從不缺席，並積極發揮全球公民的責任，主動

提出減緩地球暖化政策，同時提供更適宜高雄在地性的永續建築策略，

透過高雄厝執行效益經驗進行分享受到與會城市及專家學者高度讚

賞。 

本會議活動中各項研究發表成果，皆為各城市代表及永續建築領

域人士努力研析的成果，不僅是相互交流的機會，更是一個極佳的國

際行銷方式，如 WSBE17 這樣具有審查制度國際學術會議，更具有國

際視野的推廣行銷效果，可持續將工務局各項專案計畫編列國際會議

發表預算，並持續發展創新政策工具，擬定具在地特色的規範，讓高

雄的努力不斷被國際發現。 

下一屆 2020年 WSBE將由瑞典哥德堡(Gothenburg)主辦，建議延

續高雄優良的努力成果，讓對氣候環境議題與新形態能源、具有高雄

自明性的特色建築，透過市府與市議會推動具體的高雄厝行動，邀請

各專業團體與市民提出建議，市府將其彙整分析，創立高雄市成功的

市民參與案例，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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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察行程 

參訪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可發現學術單位與政府機構的充分合

作，不僅是讓學校學生對於產業界實務、新資訊的應用等相互的連結，

並加強產業界與學術界之間的現有聯繫，讓政府部門、產業界之間的

合作的模式也愈加豐富，讓政府機構贏得更多的信任與尊重，共同推

進整體城市的合作與技術發展。 

參訪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心展示多年來的工作和成果。清楚說

明，從一個城市發展的歷程中，一個城市的努力是可以用很具體的說

明方式，讓參觀者明瞭城市的發展願景。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建置一

處城市發展示範展示空間，是一個很明確展示都市發展脈若的方式，

不僅是讓城市居民了解城市的歷史、人文、地景等等地方文化，也是

政府部門面對城市變遷與發展格局的清晰表述。 

美荷樓_青年旅舍在香港的歷史建築級別：二級歷史建築，經過

活化後，美荷樓已變身成現代化的旅舍，地面和一樓的「美荷樓生活

館」免費開放，提供民眾及遊客參訪；本次考察時更遇見當地小學生

於此地的校外學習活動；從而思考高雄市地區更多樣的歷史樣貌，更

可參考活化歷史建築空間的展示空間型態。 

中國建設銀行"綠化"是大樓的設計主題，其外立面以綠化元素為

設計特色，大樓低層部分的停車場樓層提供大量綠化。不但為鄰近地

區增添綠化的視覺效果，而且種植範圍也有助過濾空氣和改善停車場

的空氣質素。 

參訪建造業議會_零碳天地，透過參觀在一個高度城市化的都市

中建立的零碳建築，不僅做到電力需求為綠色創能，室內活動也做到

被動式的節能與自動調節的智能管理系統；更透過 7,000平方公尺的

綠化區，栽種了 135 棵原生樹木，及 30 餘品種的灌木，對抗熱島效

應，樹林成熟後樹冠層會緊密地相連，提供氧氣與涼蔭，公眾可以於

都市中享受森林浴；建構城市綠洲的新態樣。 

參訪香港理工大學_創新樓，藉由這座與船體相似的造型建築，

讓紅磡當地環境增添上不一樣的色彩；期許高雄市在舊聚落的歷史街

廓中，可透過新形態的公有建築物設計，展現未來都市的活力，同時

也代表著高雄市政府源源不絕的「創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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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事項 

經由參加本次會議，我們知道未來到 2050 年全球永續建築環境

目標是：減碳、降溫、提升數位化及改進相關指標系統工具。而整體

區域發展的趨勢議題，則是經由自然環境氣候條件等考慮因素後，採

取「因地制宜」的在地化(localization)思考論點，取代過去長久以

來的都市化(urbanization)發展的模式，從更貼近民眾需求去發展，

由小區域性的微氣候環境，來營造符合居住的建築。故如何加強上述

相關議題，以下提供幾點建議採行事項。 

(1)｢高雄厝｣創新法令研議修法，讓法令與實務接軌，獲得專業團

體及市民認同 

高雄市政府為營造具地域特色之建築城鄉風貌，以及符合永續環

境的條件，全國首創｢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其內容為

進一步提出節能減碳、永續環境、通用化設計及防災等鼓勵回饋規範，

然法令創設之初，仍有許多疑義，因此如何進階能夠更貼近民眾需求，

發揮創新法規之效益，並達到訂定之初衷，符合具在地化需求的條件，

建議持續進行與專業團體及市民的政策說明，加強法令執行於實務接

軌，藉由舉辦教育宣導及補助獎勵等活動計畫，獲得更多支持，更貼

近民眾的需求。 

(2)拓展與認同｢高雄厝｣，持續與建築專業團體或組織，辦理研析

創新政策計畫與培訓課程 

為將因地制宜的觀點轉化建築專業者，來達到更多的回響與回應，

將擴大高雄厝學的認同，經由培訓課程的延伸，由學生、執業建築師

等等，訂定不同方式的學程內容，將高雄厝學成為顯學，也將直接呼

應培育在地人才的觀點，將因應高雄在地環境特色之觀點，經由課程

講授，直接由多元多樣貌的設計，切入出更多元的在地特色設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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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民眾參與設計，發揮想像與創新，如此更能打造出不同的在地化

論點，提出更多樣性的在地設計手法，來符合市民需求，並達到節能、

永續的概念。 

(3)持續關注永續建築發展趨勢，朝向創新政策與國際接軌，並實

踐永續建築資訊平行學習願景 

建議追蹤符合本府推動政策之各類型國際性會議，並持續辦理參

訪與論文發表，讓本府推動創新豐碩成果，能夠與國際間專業人士交

流，並持續與國際間各永續建築組織或相關技術團體簽署 MOU協定，

提昇雙方互助學習的機會，增加在永續建築議題上的互動，並藉由雙

方學術、技術交流，來建立學習平台，實踐更多元性的國際接軌方式，

進而提升高雄城市創新政策的國際視野。 

經由實踐國際接軌的行動，讓更多國際性建築專業團體的關注，

做為砥礪本府推動創新政策的動力，並持續精進與改進，來推動更符

合市民需求以及能夠創造產業動能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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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表論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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