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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一、「高雄厝計畫」推動緣由 

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以「抑制全球暖化」的議題進行協議，目標是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讓地球暖化速度在 2100 年時全球氣溫不會上升超過 2°C，

並提倡在地思考，國際行動(think locally, act globally)概念，高雄市

面對高溫、高碳排量、澇旱交替、都市熱島效應、空氣汙染、PM2.5不易擴

散、高達 12 萬棟的違建、高齡化、少子化等諸多環境課題，亟需思考如何

由工業城市意象轉型為健康、永續的南台灣都會區，發展高雄地區在地建築

特色。爰此，高雄市政府推動高雄厝計畫，擬定高雄厝 10 項設計準則，目

標為減緩或改善環境課題所帶來之居住環境負面影響，並陸續立法執行。 

二、高雄推動建築相關政策的優劣勢分析 

 高雄推動建築相關政策的優勢與劣勢，其思考脈絡可綜整於以下 SWOT分析: 

 
圖 1-1推動高雄建築相關政策之優劣勢分析 

高雄推動建築相關政策的主要優勢在於高雄厝減碳政策與中央政策一

致；劣勢則為市府財政困難，推廣預算有限，熱帶氣候的高雄市日照充足

利於植物生長，則是高雄市推動建築政策可考量的的良好機會；而產官學

各方意見的協調及整合，以及既有法令的限制與突破，則是推動相關政策

將面臨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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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推動重點 

因應高雄市環境課題，為有效規劃建立高雄永續居住環境改造，陳菊市

長創立了因應對策-「高雄厝計畫」，為更適切地方特質的永續建築運動，

藉由創新法令制定以持續發展為目的，喚起社會各界對建築環境重新思考定

位，貫徹因應全球環境變遷、產業轉型導入、災害防制共存、文化自明的建

築環境營造目標。 

(一)三大核心、四大指標、十項設計準則 

高雄厝設計原則朝向三大核心理念，環境永續、反映在地自明性及居住

健康，訂定指標性設計原則及地區性設計原則，經由操作設計手法來訂定

10 項設計準則，此外，劃定四大指標領域於設計準則中，包含環境負荷、

社會文化、服務品質以及室內環境品質指標。 

 

圖 2-1 高雄厝三大核心與四大指標 

「高雄厝」由全球性的「環境永續」、高雄因地制宜的「反映在地自明性」

及最貼近民眾生活的「居住健康」構成，納入產業界實機操作的現況，將共

識性的方向與符合現階段綠建築相關規範為主軸，採合宜、適切、並符合永

續環境原則為基礎，來訂定階段性的操作設計原則，綜整高雄厝通則設計與

區域的對應原則如表 2-1及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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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高雄厝三大核心、四大指標及十項設計準則說明 

 

 

 



4 
 

圖 2-2 高雄厝十項設計準則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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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厝十二項政策工具 

因應國際趨勢，結合中央政策，高雄厝計畫陸續以全國首創方式制定了 12

項政策工具，包含全國首創比中央建築法令更高標準之「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

例」，對於各類建築物以強制方式予以綠建築規範，全國首創突破中央建築法

令之「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鼓勵新舊建築均能綠建築改造，

提升都市防災、景觀、建物使用機能及宜居品質。 
表 2-2 高雄厝推動策略與創新法令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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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推動成效 

一、外部效益--高雄厝品牌效益 

 

 

圖 3-1 高雄厝外部效益說明 

 

(一) 對於產業-「高雄厝品牌」 

1.申請逾 10萬 5千戶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截至 110 年 6 月 1 日申請高雄

厝並已領得建造執之建築物已達 3,339件，共計 105,631戶，並以 5層以下、

6 至 15 層、16 層以上分別統計取得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的數量與戶數，如

表 3-1。 
表 3-1 高雄厝申請案件統計表 

申請類型 
申請案件 

合計 
(領得使照數量) 

16 層以上 
領得建照共 209 件，共 46,930 戶  

(領得使照共 52件,共 9,906戶)  

6 至 15層 
領得建照共 426 件，共 54,944 戶  
(領得使照共 125 件,共 13,932 戶)  

5 層以下 
領得建照共 2,704件，共 3,757 戶  
(領得使照共 1,370件,共 1,714 戶)  

小計 
領得建照共 3,339件，共 105,631 戶  
(領得使照共 1,547件,共 25,552戶)  

申請逾 10
萬 5 千戶 

通用化設計:
逾 7 萬平方
公尺 

引動其他城
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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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自 103年 9月 4日發布訂定，104年

陸續開始核准高雄厝建造執照，期間依執行現況逐步修正政策工具，歷經兩次

修法，逐步建置高雄厝申請案件地圖，於高雄厝相關資訊服務網站提供民眾瀏

覽，如圖 3-2。 

圖 3-2高雄厝申請案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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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數量統計 

1. 垂直森林  (景觀陽臺、立體綠化):立體綠化面積 450,000 平方公尺，景觀

陽臺面積 402,101 平方公尺，其中綠化面積 134,034 平方公尺，合計綠化

面積達 584,034 平方公尺，約為 97 座國際標準足球場面積。 

圖 3-3 高雄厝景觀陽臺設置面積統計圖 

 

 

 

 

 

 

 

 

 

 

 

 

 

 

2. 違建轉型  (綠能設施):透天建築物申請綠能設施面積已達 56,081 平方公

尺，超過 3,757 戶，其綠化達面積 28,040 平方公尺，約為 4.6 座國際標準

足球場面積。 

圖 3-4 高雄厝綠能設施設置面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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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齡通用化設計 :出入口動線順平且門寬淨寬達 80 公分以上，使輪椅

使用者能平穩進出的通用化設計浴廁，面積已逾 77,063 平方公尺，另

交誼室及昇降機面積已達 12,465 平方公尺。 

圖 3-5 高雄厝通用化設計浴廁設置面積統計圖 

 

 

 

 

 

 

 

 

 

 

 

 

 

 

3.引動其他城市學習 

高雄厝計畫推動迄今，相關政策及成果引動國內其他城市參訪交流與

學習，如新北、台中、台南、嘉義、桃園、屏東等皆詢問本市高雄厝設計及

鼓勵回饋辦法之立法經驗與內容，成為全國綠色永續城市典範，國際城市外

交之對談基礎。 
102年 台北市政府參考本府制定綠建築治條例 

台北市政府參訪本市立體綠化建築及光電建築 

嘉義市建築師公會交流立體綠化及光電推廣經驗 

台南市政府來本市參訪 

103年 台東縣建築師公會來本市參訪 

104年 勞動暑來本市參訪 

105年 新北市政府來本市參訪 

106年 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參訪高雄厝 

107年 桃園市政府至本府交流立體綠化推廣經驗 

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參訪高雄厝 

108年 台中市政府參訪高雄厝 

表 3-2 其他城市至本市參訪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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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對於環境- 創造效益 

1. 預估五年景觀陽臺增加經濟產值55.2億 

  依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104 年度公告之高雄市建築物工程造 

價「鋼筋混泥土構造｣每平方公尺造價9,220 元，再參考光洲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黃課長( 鼓山區青海段248 地號申請景觀陽臺601.89 平方公

尺) 成本分析，景觀陽臺平均造價每平方公尺之建造費用約21,220元，即

比傳統陽臺多出約12,000 元( 含所有工種、材料、工時成本)。自104年01

月01日至110年06月01日止， 景觀陽臺設置總面積402,101平方公尺，換算

高雄厝景觀陽臺較傳統陽臺增加之經濟產值共計4,825,212,000 元，如下

表3-3。 

表3-3 高雄厝景觀陽臺之經濟效益 

項目 高雄厝景觀陽臺較傳統陽臺增加之經濟產值 

A.設置面積(平方公尺) 402,101 

B.1平方公尺建造費用(元) 12,000 

C.產值(元)=A*B 4,825,212,000 

 

據此推估5 年景觀陽臺設置總量，以及相較於傳統陽臺將增加之經濟產值，

約可達5,520,000,000 元。 

 

 

 
 

 

 

 

 

高雄厝眾多設計手法使建築物發揮最大設計自由度，投資者適時反映市

場需求，同時兼具有國際前瞻性，結合產業界的技術經驗，創造具國際競爭

力之高質感建築物，除對環境有所貢獻外，亦可建立品牌形象，提升民眾觀

感與信任度，進而活絡市場。綠色革命已是未來趨勢，經由創新法令推動，

支持綠能產業，提升整體市場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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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年創能減碳 133公噸 

有別於台灣傳統高容積高密度建築物，高雄厝創造更高品質的空間，經

統計 104 年至 110 年 6 月之申請案件，垂直森林、違建轉型、全齡通

用化設計之各項數量以光電及綠化量換算，合計創能減碳量每年可減碳 133

萬公噸。(如下圖 3-6) 

 

圖 3-6 高雄厝總創能減碳量 

 

 

3. 對於民眾-提昇建築及生活品質 

高雄厝創造了更高品質的空間，景觀陽臺兼具綠意與微環境調節功能，不

同樣態的景觀陽臺使建築物立面更加綠意活潑，通用化設計創造全齡友善空

間等，同時突破法令使違建有機會合法轉型，導入環境責任概念，提昇建築

及生活品質。 

設置面積達 667 百萬瓩 

設置容量達 3,357,823m3 

約 134 達國際足球 
場面積 

設置面積 402,101 ㎡ 

設置面積 7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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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為民服務-高雄厝提昇建築健康、安全及便利性 

 

 

 

 

 

  



13 
 

4. 實測分析-有效降溫 3.5度 C 

依據本局委託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進行「探討高雄厝景

觀陽台設置對室內溫熱環境影響」之研究結論，利用手提式檢測儀器做科學

化定量數值解析，調查、研究室內空氣品質在不同環境條件（如：開關窗戶，

不同時段，方位）下境界條件因子，探討室內污染物排出效果。 

設置景觀陽臺其當日上午室內外溫度差異為 1.8 °c ；下午位於西曬面

室內外溫度差異可達 3.5°c，換言之，室內溫度較室外低了 3.5 °c。 

結論發現依高雄厝設計設置景觀陽臺，其複層式綠化可有效阻隔太陽直

射，進而降低居家室內溫度及減少空調電力負擔，引入自然外氣通風，藉由

外氣導流，降低建築屋蓄熱，使空調及照明達到低耗能永續的目的，更具有

美化居住環境及提昇生活品質的好處。 

 

 

 

 

 

 

 

 

 

 

 

 

 

 

 

 

 

 

圖 3-8 高雄厝景觀陽台室內、外平均

垂直溫度分佈圖 

 

 

  

cm 景觀陽臺 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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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改變高雄建築-高雄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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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考資料及相關法規 

 參考資料 

(一) 109年度台灣健康城市獎-工務局參獎資料 

 相關法令 

(一) 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 

(二)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