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公務出國報告書 

（出國類別：考察） 
 

 

 

 

「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拜會暨實

驗建築參訪」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姓名職稱：許立明  副市長 

蔡宗倫  顧問 

趙建喬  局長 

蘇俊傑  處長 

李清芳  課長 

黃鈺純  幫工程司 

出國地區：日本(大阪、京都、神戶) 

出國期間：106年 7月 19日至 106年 7月 23日 

報告日期：106年 9月 20日 

 

 



 

 



 

 

                                      系統識別號： 

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報告書提要 
 

出國報告書名稱： 

「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拜會暨實驗建築參訪」出國報告 

 

出國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幫工程司 黃鈺純/07-3368333#2283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許立明/高雄市政府/副市長 

蔡宗倫/高雄市政府/市長室/顧問 

趙建喬/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蘇俊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處長 

李清芳/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課長 

黃鈺純/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幫工程司 

 

出國類別： 

■1考察□ 2進修 □3研究 □4實習 □5洽辦業務 □6參觀訪問 □7出

席國際會議 □8其他_____________ 

 

出國期間：106年 7月 19日至 106年 7月 23日  

出國地區：日本(大阪、京都、神戶) 

報告日期：106年 9月 19日 

分類號/目：都市計畫/住宅政策/永續建築/綠建築 

關鍵詞：高雄厝、實驗建築、綠建築、ZEH 

 

內容摘要： 

    為解決本市環境課題，並有效規劃永續建築環境，縣市合併後創立了因應

對策-高雄厝計畫，執行至今將進階至 3.0版，同時為探討更多其他能兼顧地球

永續、人本健康、社會經濟的設計方式，也逐步發展實驗建築，將以實驗基地

來驗證各種建築手法所帶來之效益，同時，本市與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大阪府建

築士事務所協會自 102 年簽訂 MOU 合作備忘錄以來，雙方確立理解友好關係，

該協會於 104底拜訪本府，105年邀請本府工務局參加該協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

大會暨城市建設參訪，105年 10月雙方再次簽訂高雄厝-零碳建築 MOU，今年 106

年由許副市長率本市產官學界代表拜訪該協會暨實驗建築參訪，雙方持續保持

友好關係，並進行實驗建築、綠建築之技術交流。 



 

 



 

 

目    錄 
第一章 任務範圍   .................................................. 1

一、出國緣由   ................................................... 1

二、出國目的   ................................................... 4

第二章 內容重點   .................................................. 5

一、參與人員   ................................................... 5

二、行程安排   ................................................... 6

三、公務活動   ................................................... 7

(一)實驗建築說明會   .......................................... 7

(二)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官方正式拜會   ..................... 10

(三)Dawn Center黎明中心   .................................... 14

(四)CHUCHUANNA總公司大樓   ................................... 20

(五)Hudegasaki市營住宅   ..................................... 23

(六)NEXT21   ................................................. 28

(七)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及大阪建物本館   ....................... 41

(八)拜會大阪市政府   ......................................... 48

(九)大阪市中央公會堂   ....................................... 52

(十)Soccer stadium市立吹田露天足球場   ....................... 57

(十一)太陽之塔   ............................................. 61

(十二)內藤廣虎屋果寮京都御所   ............................... 65

(十三)神戶北野異人館   ....................................... 67

第三章 主要心得   ................................................. 69

(一)友好互敬的城市交流   ..................................... 69

(二)公私合作的整合開發方式   ................................. 69

(三)循環式的節能技術與經營模式   ............................. 69

(四)可變的實驗建築模式   ..................................... 70

(五)耐震、制震、免震技術   ................................... 70

(六)因地制宜的設計手法   ..................................... 70

第四章 建議採行事項   ............................................. 71

(一)持續與國際相關專業團體技術交流   ......................... 71

(二)推動｢實驗建築計畫｣   ..................................... 71

(三)加強公部門與私部門合作機制   ............................. 72

(四)既有建築物的改造與補強   ................................. 72

 



 

 

 

圖  目  錄 

圖 1 102 年本市與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簽訂MOU   ..... 1

圖 2 104 年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拜訪本府   .......... 2

圖 3 105 年參加該協會成立 40周年紀念大會暨城市建設參訪及考察   ....... 2

圖 4 105 年再次簽訂「高雄-大阪 高雄厝/零碳建築（ZEH）MOU」   ......... 3

圖 5 UR都市機構樣佐藤先生主持實驗建築說明會   ........................ 7

圖 6 UR都市機構樣主要業務   .......................................... 8

圖 7 UR都市機構樣既有住宅改造手法   .................................. 9

圖 8 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官方正式拜會雙方代表致詞   ............... 10

圖 9 雙方代表致贈紀念品   ........................................... 10

圖 10 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組織圖   ................................ 11

圖 11 高雄市團隊與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合影   ...................... 12

圖 12 官方正式拜會地點-太閤園   ..................................... 13

圖 13 Dawn Center黎明中心外觀照片   ................................. 14

圖 14 大阪府樣解說ESCO事業   ........................................ 14

圖 15 ESCO事業介紹   ................................................ 15

圖 16 大阪府ESCO導入實績   .......................................... 16

圖 17 大阪府ESCO導入實績-Dawn Center黎明中心   ...................... 17

圖 18 Dawn Center黎明中心ESCO導入手法   ............................. 18

圖 19 Dawn Center省能率成效   ....................................... 19

圖 20 參觀Dawn Center空調節能系統   ................................. 19

圖 21 參觀Dawn Center燈具節能系統   ................................. 20

圖 22 CHUCHUANNA總公司大樓外觀   .................................... 20

圖 23 由安井建築設計事務所樣進行設計解說   .......................... 21

圖 24 CHUCHUANNA總公司大樓透光立面   ................................ 21

圖 25 CHUCHUANNA總公司大樓可調節的通風採光設計   .................... 22

圖 26 開放式的辦公空間   ............................................ 22

圖 27 Hudegasaki市營住宅外觀   ...................................... 23

圖 28 PFI手法說明圖   ............................................... 24

圖 29 PFI財源與經費方式分配種類   ................................... 24

圖 30 筆ヶ崎(hudegasaki)市営住宅改建前照片   ........................ 25

圖 31 本市參觀改造後的筆ヶ崎(hudegasaki)市営住宅   .................. 26

圖 32 筆ヶ崎(hudegasaki)市営住宅內部空間   .......................... 26

圖 33 改造後的筆ヶ崎(hudegasaki)市営住宅   .......................... 27

圖 34 副市長代表團隊感謝大阪市樣的解說   ............................ 27

圖 35 NEXT21操作歷程圖   ........................................... 28

圖 36 NEXT21外觀照片   ............................................. 29

圖 37 NEXT21模型-中庭側   .......................................... 30

圖 38 NEXT21從中庭俯視豐富的立體綠化   ............................. 30
 
 



 

 

 
 

圖 39 NEXT21陽臺露臺的錯落綠化   ................................... 31

圖 40 生態、自然、豐富的屋頂綠化   .................................. 31

圖 41 足夠的覆土深度提供屋頂喬木良好的生長條件   .................... 32

圖 42 NEXT 21 的節能燃氣熱電聯系統   ................................ 33

圖 43 NEXT 21 採用SOFC+太陽能系統併用   ............................. 33

圖 44 南向屋頂上裝設太陽能板   ...................................... 34

圖 45 SOFC與太陽能板可節約能源 20%   ................................ 34

圖 46 NEXT21採用結構體和住宅單元分離設計概念   ..................... 35

圖 47 NEXT21可變性的立體管道系統   ................................. 36

圖 48 方便維修、更換的管道設計   .................................... 36

圖 49 相同結構下壹居住需求變更單元設計   ............................ 37

圖 50 現場參觀不同住宅單元   ........................................ 37

圖 51 居住單元改裝案例   ............................................ 38

圖 52 303住戶單元平面圖   .......................................... 39

圖 53 現場參訪 303 住戶單元   ........................................ 39

圖 54 高雄市參觀NEXT21 實驗住宅   ................................... 40

圖 55 局長代表團隊感謝大阪瓦斯樣的介紹   ............................ 40

圖 56 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外觀   ...................................... 41

圖 57 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一樓配置圖   ................................ 41

圖 58 一樓門廳後方的造景   .......................................... 42

圖 59 結構系統外露使外牆保留設備空間   .............................. 42

圖 60 結構、深遮陽、換氣口、LOE-E玻璃降低室內空調負荷   ............. 43

圖 61 高雄市參觀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   ................................ 43

圖 62 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獲得CASBEE的S等級   ......................... 44

圖 63 局長代表團隊感謝日建設計樣的解說   ............................ 44

圖 64 大阪建物本館外觀   ............................................ 45

圖 65 保留外牆飾材再利用   .......................................... 45

圖 66 大阪建物本館保留原有立面   .................................... 46

圖 67 大阪建物本館大廳也保留許多原有設計   .......................... 46

圖 68 大阪建物本館保留既有特色元素   ................................ 47

圖 69 大阪建物本館留既有特色元素   .................................. 47

圖 70 大阪市政府外觀   .............................................. 48

圖 71 局長與大阪市政府都市計畫局局長互換名片   ...................... 48

圖 72 大阪市建物用途別土地利用現況圖   .............................. 49

圖 73 利用河水做為空調設備冷卻水   .................................. 50

圖 74 大阪市市街地開發事業圖   ...................................... 50

圖 75 大阪市政府都市計畫局局長致詞   ................................ 51

圖 76 趙局長與大阪市政府代表互贈紀念品   ............................ 51

圖 77 中央公會堂外觀   .............................................. 52

圖 78 中央公會堂原基礎斷面圖   ...................................... 53
 



 

 

 
 

圖 79 中央公會堂改建斷面圖   ........................................ 53

圖 80 中央公會堂的橡膠免震裝置   .................................... 54

圖 81 中央公會堂地下室免震裝置   .................................... 54

圖 82 中央公會堂地下室連續壁建築體可阻擋地下水   .................... 55

圖 83 中央公會堂通用化設計   ........................................ 55

圖 84 中央公會堂三樓會議室   ........................................ 56

圖 85 局長代表感謝中央公會堂的解說   ................................ 56

圖 86吹田足球場外觀鳥瞰圖   ........................................ 57

圖 87 吹田足球場內部全景圖   ........................................ 57

圖 88 吹田足球場草皮養護   .......................................... 58

圖 89 團隊參觀圖吹田足球場聆聽解說   ................................ 58

圖 90 吹田足球場VIP席   ............................................. 59

圖 91 團隊參觀圖吹田足球場   ........................................ 59

圖 92 吹田足球場強調通風設計   ...................................... 60

圖 93 趙局長代表團隊感謝竹中工務店的解說   .......................... 60

圖 94 太陽之塔背面外觀   ............................................ 61

圖 95 高雄市團隊參觀太陽之塔耐震工程   .............................. 62

圖 96 太陽之塔兩壁的結構補強   ...................................... 62

圖 97 原太陽之塔內部的生命之樹   .................................... 63

圖 98 補強中的生命之樹   ............................................ 63

圖 99 本參訪團隊觀賞太陽之塔耐震工法簡報   .......................... 64

圖 100 趙局長代表團隊感謝大林組的解說   ............................. 64

圖 101 虎屋菓寮外觀   ............................................... 65

圖 102 虎屋菓寮日式花園造景   ....................................... 65

圖 103 虎屋菓寮半開放平台   ......................................... 66

圖 104 虎屋菓寮庭園造景   ........................................... 66

圖 105 本團隊自由參訪北野異人館建築物   ............................. 67

圖 106 北野異人館的歐式建築   ....................................... 67

圖 107 北野異人館的坡道與街道   ..................................... 68

圖 108 北野異人館天滿神社   ......................................... 68

 

 
 

 
表  目  錄 

表 1 本府參與人員   .................................................. 5

表 2 參訪行程安排   .................................................. 6

表 3 官方正式拜會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出席名單   ................... 12

                      





「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拜會暨實驗建築參訪」出國報告 

1 

           

第一章 任務範圍 

一、出國緣由 

本府自 101 年推動高雄厝計畫以來，陸續與國際永續建築環境促

進會 iiSBE（101年）、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102

年）、荷蘭 SBS永續建築中心（103年）及新加坡景觀建築師學會 SILA

（104 年）等各國專業組織團體，進行學術交流與 MOU 簽訂，其中，

本市與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自 102 年簽訂 MOU

合作備忘錄以來，雙方確立理解及友好關係，該協會於 104 底率會員

代表一行人拜訪本府，105 年邀請本府工務局參加該協會成立四十周

年紀念大會暨城市建設參訪及考察，105年 10月雙方再次簽訂「高雄

-大阪 高雄厝/零碳建築（ZEH）技術交流促進備忘錄」。雙方交流歷程

如下: 

 
     102年 

簽訂 MOU 合作備忘錄，雙方加強太陽能與智慧綠建築合作，並確

立理解及友好關係。 
 

 

 

 

 

 

 

 

 

 

 

 

 

 

 

 

圖1 102年本市與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簽訂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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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底 

該協會代表一行人拜訪本府，進行相互訪問、意見交流及參訪重

大市政建設。 
 

 

 

 

 

 

 

 

 

 

 

 

圖 2 104年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拜訪本府 

 

     105年 

該協會邀請本府工務局參加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大會暨城市建設參

訪及考察，進行技術與永續建築環境操作經驗實質的城市交流。 

 

 

 

 

 

 

 

 

 

 

 

 

 
圖 3 105年參加該協會成立 40周年紀念大會暨城市建設參訪及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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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10月 

雙方再次簽訂「高雄-大阪 高雄厝/零碳建築（ZEH）技術交流促

進備忘錄」，簽署內容為未來高雄厝 3.0 與零碳建築(ZEH)之產官技術

諮詢服務和專業知識交流等。 

 

 

 

 

 

 

 

 

 

 

圖 4 105年再次簽訂「高雄-大阪 高雄厝/零碳建築（ZEH）MOU」 

 

「高雄-大阪 高雄厝/零碳建築（ZEH）技術交流促進備忘錄」協

議合作的內含包涵: 

1. 雙方合作事項應積極實踐零碳建築實驗場域之推動，而該零碳建

築實驗場域之內容應包含：高雄厝、光電、智慧、立體綠化、綠

建築設計、綠色營建、全齡化通用建築、營建與防災技術、社區

公共安全技術等主題方向。 

2. 在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高雄不動

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互利條件下，提供相關零碳建築實驗場域之經

驗、技術予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組成專業團隊，並提

出高雄市零碳建築實驗場域之規劃、設計與審查制度等方案與機

制，朝向零碳或負碳、環境效益提升外，以發展兼具人性化之通

用設計空間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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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藉由 MOU 雙方協議內容，於高雄厝將進階至 3.0 及本市推

展實驗建築之際，本次由許副市長立明率本市產官學界代表，包含簽

訂「高雄-大阪 高雄厝/零碳建築（ZEH）MOU」的諸位理事長全員到齊，

共同參訪該協會暨綠建築實驗建築參訪，雙方持續保持友好交流關係。 

 

 

二、出國目的 

1. 拜會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拜會，與協會會員進行交流，

並代表市府於會中發表祝賀說明。 

2. 參訪日本大阪府永續建築、綠建築及實驗建築等案例，拓展國際

視野，作為本府於高雄厝、綠建築、實驗建築等業務推動之參考

借鏡。 

3. 參訪大阪府歷史建築再利用，針對耐震因應工程實績，提昇本府

於該領域工程專業技術水準。 

4. 行銷本府亞洲新灣區建設、永續發展政策、推動綠建築自治條

例、高雄厝計畫及高雄市光電計畫等重要專案績效，並進 行經驗

分享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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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內容重點 

一、參與人員 

此次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拜會暨實驗建築參訪，本府參

與人員共計 6位： 

 

表 1 本府參與人員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高雄市政府 副市長 許立明 

高雄市政府 

市長室 
顧問 蔡宗倫 

工務局 局長 趙建喬 

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 
處長 蘇俊傑 

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 
課長 李清芳 

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 
幫工程司 黃鈺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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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安排 

表 2 參訪行程安排 

第一天 

7/19 

（三） 

行程 高雄日本大阪 

行程

內容 

上

午 
出發前往日本大阪（去程） 

下

午 

實驗建築說明會 

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 

官方正式拜會 

第二天 

7/20 

（四） 

行程  日本大阪 

行程

內容 

上

午 

Dawn Center黎明中心 

CHUCHUANNA總公司大樓 

下

午 

Hudegasaki市營住宅 

NEXT21 

大阪市公館懇親會 

第三天 

7/21 

（五） 

行程 日本大阪京都 

行程

內容 

上

午 

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及大阪建物本館 

拜會大阪市政府 

大阪市中央公會堂 

下

午 

Soccer stadium市立吹田露天足球場 

太陽之塔 

第四天 

7/22 

（六） 

行程 日本京都神戶 

行程

內容 

上

午 
內藤廣虎屋果寮京都御所 

下

午 
神戶北野異人館 

第五天 

7/23 

（日） 

行程 日本神戶大阪高雄 

行程

內容 
返回高雄（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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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活動 

高雄市政府自 2010 年開始啟動高雄厝運動 KAOHAUS GO，至今已

經有許多高雄厝建築產生，這是一項全台首創，能改變高雄建築的運

動，然而，除了現行的綠建築與高雄厝設計手法，高雄市也正推動實

驗建築，將以實驗方式來驗證各種建築手法所帶來之成果，繼而推廣

各種因地制宜之新建築概念，所以，本次參訪重點在於大阪的建設成

果以及實驗建築案例經驗。 

 

本次除正式拜會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外，安排參訪行程包括

實驗建築說明會、Dawn Center 黎明中心、CHUCHUANNA 總公司大樓、

Hudegasaki市營住宅、NEXT21、大阪市公館懇親會、大阪建物辦公大

樓及本館、拜會大阪市政府、大阪市中央公會堂、Soccer stadium市

立吹田露天足球場、太陽之塔，以及京都內藤廣虎屋果寮京都御所、

神戶北野異人館等。 

 

     (一)實驗建築說明會 

實驗建築說明會在 UR都市機構樣會議室舉辦，由佐藤先生主持，

UR 都市機構樣為一種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資本金 10,717 億

日圓、目前職員数 3,199人。 

 

 

 

 

 

 

 

 

圖 5 UR都市機構樣佐藤先生主持實驗建築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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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都市機構樣業務主要分為四大類，都市再生、住環境、災害復

興及郊外環境，本次參訪主要為了解該機構如何透過協調與規劃，與

商業為合作夥伴，促進私營部門共同達成城市振興。 

 

該機構透過與地方政府和其他組織的合作，從公共事業中透過約

76萬套租賃房屋得到妥善管理，按照無障礙，平面圖改善，提高設施

水平改造住房，達到穩定的租賃房屋業務，形成良好的住宅市區，再

利用租金改善區域生活基地環境。 

 

 

 

 

 

 

 

 

 

 

 

 

 

 

 
圖 6 UR都市機構樣主要業務 

(資料來源: UR都市機構樣官方網路資料) 

 

在 UR城市規劃組織中，為了有效利用現有的出租房屋住宅，來滿

足多樣化需求和高齡化社會，需在房屋單元分割出不同住宅使用單

位。同時在室內裝修也開發多種技術來提高傳統樓梯型住宅的性能和

形象，包括考慮到景觀和裝修外牆。因此，除了推廣「重建住宅綜合

體」和「住宅更新換代」之外，正在推動研究分割出不同住宅使用單

位的使用性及改造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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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都市機構樣對租賃住宅管理上，也進行實驗性的改造，依不同

居住對象進行設計，例如近居搬家者、35 歲以下、有扶養 18 歲以下

孩童的家庭、新婚家庭…等。 

 

 

 

 

 

 

 

 

 

 

 

 

 

 

 

 

 

 

 

 

 
圖 7 UR都市機構樣既有住宅改造手法 

(資料來源: UR都市機構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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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官方正式拜會 

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官方正式拜會在太閤園舉辦，開場由大

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會長佐野吉彥先生致詞，除表達歡迎之外也一

一介紹協會成員，接著，再由許副市長立明致詞，感謝該協會安排此

次餐會，對於該協會多年來積極促進雙方友好互動關係的努力，深表

敬意，也一一介紹本次高雄市拜會參訪的成員。 

 

 

 

 

 

 

 

 
圖 8 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官方正式拜會雙方代表致詞 

 

接下來雙方交換紀念品，由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佐野吉彥先

生代表該協會致贈日本傳統頭盔模型予陳菊市長，表達對市長為民族

鬥士敬佩之意，接著由許副市長代表致贈龍虎塔圖案瓷版畫予該協

會，期望雙方持續保持如龍虎之友好關係。 

 

 

 

 

 

 

 

 
圖 9 雙方代表致贈紀念品 

 

 

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致力於打造大阪目標的城市印象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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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營造專長建築師事務所，從支持在現有基礎上社會的繁榮觀點的

基礎上，延續專業支撐都市發展的原始動力。協會組織完整，本次拜

會協會出席成員包含會長、副会長 6名、理事 5名、監事 2 人、顧問、

參與、事務局長、常設委員以及國際部部長等 19人。 

 

 

 

 

 

 

 

 

 

 

 

 

 

 

 

 

 

 

 

 

 

 

 

 

 
圖 10 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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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官方正式拜會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出席名單 

 

 

 

 

 

 

 

 

 

 

 

 

 

 

 

 

 

 

 

圖 11 高雄市團隊與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合影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 

1. 会長 佐野 吉彦 ㈱安井建築設計事務所 

2. 副会長 户田 和孝 ㈱トヤマビル戸田企画設計 

3. 副会長 鶴田 信夫 ㈱大林組大阪本店 

4. 副会長 若林 亮 ㈱日建設計 

5. 副会長 辻 裕樹 ㈱匠設計 

6. 副会長 市岡 照男 ㈱市岡建築事務所 

7. 副会長 樋上 雅博 ㈱プラッツ設計 

8. 理事 湯浅 桂輔 (有)松島建築設計事務所 

9. 理事 仲 保弘 ㈱ラック建築事務所 

10. 理事 山本 隆明 ㈱山本建築設計事務所 

11. 理事 笠井 秀一 ランツ。カサイ 

12. 理事 正木 康晴 ㈱マサキ設備 

13. 監事 山本 剛 ㈱山本建築設計事務所 

14. 監事 宮島 弘 ㈱宮島設計 

15. 顧問 高橋 祥治 ㈱高橋建築設計事務所 

16. 参与 岨 良政 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 

17. 事務局長 中野 昭広 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会 

18. 常設委員 加藤 精一 
 

19. 國際部部長 畑 正俊 

 

https://zh.wiktionary.org/zh-hant/%E7%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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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官方正式拜會地點-太閤園 

 

會中再次感謝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會長佐野 吉彥先生

安排今晚的餐會，對於協會多年來積極促進貴我雙方友好互動關係的

努力，深表敬意。這次的拜會，承蒙佐野會長大力協助，非常順利。

本次成員除了高雄市政府市長室蔡主任、工務局趙局長、蘇處長外，

還有來自產業與學術界的代表，謹代表高雄市政府再次感謝協會的接

待。 

 

高雄市政府自 2010 年開始啟動高雄厝運動 KAOHAUS GO，至今已

經有許多高雄厝建築產生，這是一項全台首創，能改變高雄建築的運

動，然而，除了現行的綠建築與高雄厝設計手法，高雄市也正推動實

驗建築，將以實驗方式來驗證各種建築手法所帶來之成果，繼而推廣

各種因地制宜之新建築概念，所以，這次特別期待能參訪大阪的建設

成果以及實驗建築案例經驗。 

 

我們也在會中再次感謝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友人們的熱

情接待，同時誠摯邀請大阪與高雄能持續保持雙城交流，分享更多工

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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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Dawn Center黎明中心 

Dawn Center 黎明中心是一個專為女性打造的大樓，已經老舊，

為能免除設備改善的龐大支出，及環保的角度引進了 ESCO事業。為地

上 10樓地下 1樓建築物，採用 SRC、S構造，於 1944年 8月竣工。 

 

 

 

 

 

 

 

 

圖 13 Dawn Center黎明中心外觀照片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圖 14 大阪府樣解說 ESCO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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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已被英美日等 15國家採用多年，是提供

能源效率全方位改善服務的一種事業型態，協助工商業界擬定節能計

畫，所需的費用則由改善能源使用效益中償還。因為不用另外籌借資

金，較能吸引能源用戶進行節能計畫。 

 

 一般的做法，是由具有專業節能技術的能源技術服務公司，為客

戶評估可行的節能改造措施，分析改造工程所需要的資金及回收年

限，作為推動節能工程的參考。客戶若能有預算執行，通常便以傳統

工程發包程序完成節能改造工程。反之，若客戶缺少經費執行，能源

技術服務公司可以在金融機構的協助下，評估該客戶的信用狀況後，

認為其風險可以控制的前提下，提供一筆資金融通予該客戶進行改造

工程的落實執行。客戶則用改造工程執行後所節省能源的費用，在合

約期限內分期來償還該資金。 

 

 

 

 

 

 

 

 

 

 

 

 

 

 

 

 
圖 15 ESCO事業介紹 

(資料來源:大阪府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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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府 ESCO 事業導入實績的完工案例已有 28 例以上，本次參訪

的 Dawn Center 黎明中心，大阪府立男女共同參画‧青少年中心省能

率達 24.7%。 

 

 

 

 

 

 

 

 

 

 

 

 

 

 

 

 

 

 

 

圖 16 大阪府 ESCO導入實績 

(資料來源:大阪府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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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大阪府 ESCO導入實績-Dawn Center黎明中心 

(資料來源:大阪府樣提供) 

 

Dawn Center黎明中心，大阪府立男女共同參画‧青少年中心的

ESCO 契約期間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15 年)，

契約概要為達到光熱水電減額 11,518 千日幣/年。所採用的設計手

法包含以下幾項: 

 

1. 照明設計:更新高效能燈具、更新高輝度誘導燈、更新螢光燈

安定器、自動感應器開關、通路誘導燈設計等。 

2. 空調設備:高效率熱源裝置、給湯器設置、冷溫水分儲化等。 

3. 水資源:雨水中水再利用、自動化水栓。 

4. 其他:電氣化廚房器具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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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Dawn Center黎明中心 ESCO導入手法 

(資料來源:大阪府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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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 Center黎明中心，大阪府立男女共同參画‧青少年中心經

由 ESCO導入，原契約要達到光熱水電減額 11,518千日幣/年，已逐

年超越此目標，至 2015 年，省能率由原 24.7%提昇至 43.4%，成效

卓越。 

 

 

 

 

 

 

 

 

 

 

 

圖 19 Dawn Center省能率成效 

(資料來源:大阪府樣提供) 

 

 

 

 

 

 

圖 20 參觀 Dawn Center空調節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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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參觀 Dawn Center燈具節能系統 

 

     (四)CHUCHUANNA總公司大樓 

CHUCHUANNA 總公司大樓為佐野会長經營的安井建築事務所最新

完成作品，位於大阪市中央區，為地上 8 層的 S、RC 構造建築物，

竣工於 2015年 4月，這是一間專門出產銷售女性襪子及內衣公司。 

 
 

 

 

 

 

 

 

 

 

 

圖 22 CHUCHUANNA總公司大樓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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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井建築設計事務所樣解說這棟作品，它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立面，同時具備高效的工作空間，會議室的牆面可以看到圓形的透

光設計，只保留讓光線穿透進來，而無法直接透視，保持隱私，菱

形和圓形交錯的設計也讓立面呈現活潑的意象。 
 

 

 

 

 

 

 

 

 

 

 

 

 

 

 

圖 23 由安井建築設計事務所樣進行設計解說 

 

 

 

 

 

 

 

 

 

 

 

 

 

 

 

圖 24 CHUCHUANNA總公司大樓透光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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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CHUCHUANNA總公司大樓可調節的通風採光設計 

 

 

 

 

 

 

 

 

 

 

圖 26 開放式的辦公空間 

(資料來源:安井建築設計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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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Hudegasaki市營住宅 

由大阪市樣為我們解說筆ヶ崎(hudegasaki)市営住宅，位於大

阪市天王寺区，以民營企業民營資金法、促進公共設施改善等為目

標，利用民營企業優勢及專業，來改善住房和私人設施等。共有 8

棟住宅，每棟包含 172戶，為地上 4層樓的 RC構造建築物。具有幾

項特色: 

 

1.大阪府営住宅的改建事業。 

2.因引進 PFI手法，大阪府完全無需出資。 

3.實験性質的全電氣化。 

3.目前移交大阪市政府管理中。 

 

 

 

 

 

 

 

 

 

 

 

 

 

圖 27 Hudegasaki市營住宅外觀 

 

 



「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拜會暨實驗建築參訪」出國報告 

24 

 

PFI手法對於大阪府住宅建替事業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手法，大阪

府轄區出租住宅總數占 47.1%，其中 20.9%約 137,827戶是公營出租

住宅，居住人數 222,408人，在 47個都道府縣中排名第三。 

 

PFI為降低使用費而導入公共設施的營運管理制度（資產所有權

維持在公部門所持有的情況、以可登記可讓渡的「假設物権」將公

共設施的營運管理權及費用徵收權切割出來賦予以民間團體為主體

的事業體，既有的公共設施透過特許制度可長期租賃給予民間業者。 

 

 

 

 

 

 

 

 

 

 
圖 28 PFI手法說明圖 

(資料來源:大阪市樣提供) 

 

 

 

 

 

 

 

 

 
圖 29 PFI財源與經費方式分配種類 

(資料來源:大阪市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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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營建方式與 PFI 委託方式比較，一般建替常將住戶的搬

遷、既有住宅拆除、房屋的改造設計、房屋的改建工程、施工監工、

閒置土地使用…等項目，分別委託發包給不同的機構，而 PFI 則可

完全統包辦理這些作業項目，大幅節省發包、協調、營運、規劃的

時間。 

大阪府運用 PFI 手法以來，有以下顯著效益:整體成本約降低

2~9％，工期縮短，大阪府需處理的業務量縮減，如此更可投入其他

公務，增加府營住宅的品質及土地活用。 

 

 

 

 

 

 

 

 

 

 

 

 

 

 

 

 

 

 

 

 
圖 30 筆ヶ崎(hudegasaki)市営住宅改建前照片 

(資料來源:大阪市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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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市參觀改造後的筆ヶ崎(hudegasaki)市営住宅 

 

 

 

 

 

 

 

 

 

 

 

 

 

 

 
圖 32 筆ヶ崎(hudegasaki)市営住宅內部空間 

(資料來源:大阪市樣提供) 

 

 



「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拜會暨實驗建築參訪」出國報告 

27 

 

 

 

 

 

 

 

 

 

 

 

 

 

圖 33 改造後的筆ヶ崎(hudegasaki)市営住宅 

 

 

 

 

 

 

 

 

 

 

 

 

 

 

 
圖 34 副市長代表團隊感謝大阪市樣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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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NEXT21 

由大阪瓦斯樣為我們解說 NEXT21，大阪瓦斯的 NEXT21 實驗建

築，自 1993年開始每 5年訂定新的實驗主題，至今進入第 4操作階

段已有多項創新建築成果，未來高雄厝將進階到 3.0 KAOHAUS GO，

對於高雄厝推動 3.0版將更有啟發。 

 

 

 

 

 

 

 

 

  

 

 

 

 

 

 

 

 

 

 

 

 

 

 
圖 35 NEXT21操作歷程圖 

(資料來源: 大阪瓦斯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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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NEXT21外觀照片 

 

未來 100 年的住宅，應該會是什麼形式?大阪的實驗住宅計畫

「NEXT21」，就是以成為 21 世纪典範為目標環境共生住宅，其計畫

目標涵蓋環境、都市生活型態、節約能源、營建系統等方面的實驗，

期望能達到在未來環境變遷中可以自給自足。 

 

NEXT21佔地面積 1542平方公尺，含地上六層及地下一層，地下

一層至地上二層為公共空間，三樓至六樓則為 18個住戶單元，分別

由 13位不同建築師規劃，安藤忠雄也是其中之一。 

 

我們從建築物外部開始參觀，NEXT21 外觀及座落方位皆考量了

採光、通風與景觀，採用ㄇ字形建築設計，增加每個住戶單元的採

光及通風效果，強調豐富的立體綠化，包含生態池、屋頂兩翼的花

園、走廊及陽臺錯層綠化，除了讓每樓每戶都得以享受到綠色景觀，

也得以調節微環境，創造鳥類及昆蟲棲息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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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NEXT21模型-中庭側 

 

 

 

 

 

 

 

 

 

 

 

 

 

 

 
圖 38 NEXT21從中庭俯視豐富的立體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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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NEXT21陽臺露臺的錯落綠化 

 

 

 

 

 

 

 

 

 

 

 

 

 

 

 
圖 40 生態、自然、豐富的屋頂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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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處北回歸線以南之熱帶氣候區，具高溫高日照等特性，

面臨多元族群、多樣地貌、氣候異變態勢，推廣立體綠化，其中高

雄市綠建築自治條例也依建築物種類規範施作屋頂綠化或太陽光

電，其中屋頂綠化大多是以造景、鋪面、草皮、灌木、小喬木等方

式設計，在 NEXT21我們看到自然、有鳥叫蟲鳴、有喬木的屋頂綠化，

感受相當深刻。 

 

 

 

 

 

 

 

 

 

 

 

 

 

 

 

 

 

 

 

 

 

 

 
圖 41 足夠的覆土深度提供屋頂喬木良好的生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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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21 也很注重再生能源利用，在南向屋頂上裝設太陽能板及

太陽能集熱器，並用小型汽電共生系统有效利用廢熱水，NEXT 21

第四期生活實驗中，對於能源系統的實驗概要為在多戶住宅中透過

有效利用燃料電池和燃氣發動機的燃氣熱電聯系統，達到節能效果

減少電網負荷。 

 

 

 

 

 

 

 

 

 

 

 

 
圖 42 NEXT 21的節能燃氣熱電聯系統 

(資料來源: 大阪瓦斯樣提供) 

 

 

 

 

 

 

 

 

 

 

圖 43 NEXT 21採用 SOFC+太陽能系統併用 

(資料來源: 大阪瓦斯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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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C 是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廢熱利用，配合太陽能利用，通過

熱交換以補充 20％的能源使用，例如 5 樓的住戶冬季熱供應不足，

如果利用 SOFC系統將可節約 16%的能源，倘再與太陽能系統併用（面

積約 6平方公尺），將可節約能源 20%以上。 

 

 

 

 

 

 

 

 

 

 

 

 

 
圖 44 南向屋頂上裝設太陽能板 

 

 

 

 

 

 

 

 

 

 

 

 

 
圖 45 SOFC與太陽能板可節約能源 20%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9&cad=rja&uact=8&ved=0ahUKEwiT7afN36PWAhUCJpQKHT0dAOQQFghHMAg&url=http%3A%2F%2Fwww.cc.ntut.edu.tw%2F~wwwemo%2Fdownload%2Fshri%2Fsofc-1.pdf&usg=AFQjCNFzqYZ9p61tZ-PxW7MjA1FrJU6a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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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21 的住宅單元都是出租給大阪瓦斯樣的員工家庭，並且會

依居住的成員和特性，定期進行不同的改造。在建築設計強調結構

體和住宅單元的分離設計概念，在住宅單元改造時能不傷害主要結

構，延長建築物壽命。 

 

 

 

 

 

 

 

 

 

 

 

 

 

 

 

 

 

 
圖 46 NEXT21採用結構體和住宅單元分離設計概念 

(資料來源: 大阪瓦斯樣提供) 

 

 

NEXT21 也有特殊的管道設計，利用彈性的立體管道系統，以明

管方式和結構體分離，將配管維修集中於在公共空間，例如走廊的

下方，可以依不同住宅單元設計變更配管位置，透明化設計使其更

换或維修都相當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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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NEXT21可變性的立體管道系統 

(資料來源: 大阪瓦斯樣提供) 

 

 

 

 

 

 

 

 

 

 

 

 
圖 48 方便維修、更換的管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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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和居住單元分離的特性也可以滿足多樣化的居住形式，依

各居住單位的需求，獨立更替隔間方式、室內裝修、開窗位置、立

面素材等。 

 

 

 

 

 

 

 

 

 

 
圖 49 相同結構下壹居住需求變更單元設計 

(資料來源: 大阪瓦斯樣提供) 

 

 

 

 

 

 

 

 

 

 

 

 

 

 
圖 50 現場參觀不同住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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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居住單元改裝案例 

(資料來源: 大阪瓦斯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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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303住戶單元平面圖 

(資料來源: 大阪瓦斯樣提供) 

 

 

 

 

 

 

 

 

 
圖 53 現場參訪 303住戶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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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21集合住宅創造了與透天住宅一樣好的環境，擁有良好的空

氣、採光、立體綠化、可重組的單元平面，NEXT21在機電管線方面(如

污水排水管、給水管、瓦斯管、雨水排水管、空調管、熱水管等)將所

有家庭的管線整合成為一個方便管理維修的獨立系統，成為小型的生

態系統。 

 

 

 

 

 

 

 

 

 

 

 

 
圖 54 高雄市參觀 NEXT21實驗住宅 

 

 

 

 

 

 

 

 

 

 

 

 
圖 55 局長代表團隊感謝大阪瓦斯樣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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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及大阪建物本館 

由日建設計樣為我們解說這 2 棟大樓，新「大阪建物」為最的永

續辦公大樓，獲得 CASBEE 最高評價 S 等級(相當於我國鑽石級綠建築

標章)，位於大阪市北區，由大林組施工，為地上 31 層地下 3 層的鋼

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高 148.5公尺，於 2015年 3月竣工。 

 

 

 

 

 

 

 

 

 

 

 

圖 56 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外觀 

 

 

 

 

 

 

 

 

 

 

 

 

 
圖 57 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一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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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物基地保留 1000平方公尺的綠化，並於基地內移植原有老

樹，結構柱設計於外牆外，標準樓層內的辦公室是完整框架框，內部

沒有柱子，結構也形成遮陽系統，在降低空調負荷的同時也保留了最

大無邊際的視野。 

 

 

 

 

 

 

 

 

 

 

 

 

 
圖 58 一樓門廳後方的造景 

 

 

 

 

 

 

 

 

 

 
圖 59 結構系統外露使外牆保留設備空間 

(資料來源:日建設計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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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結構、深遮陽、換氣口、LOE-E玻璃降低室內空調負荷 

(資料來源:日建設計樣提供) 

 

 

 

 

 

 

 

 

 

 
圖 61 高雄市參觀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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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獲得 CASBEE生態環境最高的 S等級，將建築

物的環境負荷與環境質量性能減去加上兩面的環境負荷進行綜合評

估，並以客觀評價的環境績效效率為客觀評價環境績效效率的機制。  

 

 

 

 

 

 

 

 

 

 

 

 

 

 

 
圖 62 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獲得 CASBEE的 S等級 

 

 

 

 

 

 

 

 

 

 

 

 
圖 63 局長代表團隊感謝日建設計樣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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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建物」本館則是將舊的漂亮立面保留，做成超高層大樓的

設計，原建築物地上 8層，由日建設計、大林組施工增建為地上 22層

地 2層的鋼骨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總高度 108公尺。 

 

 

 

 

 

 

 

 

 

 

 

 

 

 

 

 
圖 64 大阪建物本館外觀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大阪建物本館改建時將西面及北面的外牆飾材再利用於南面及東

面的外牆，再利用率達 95%，除了將中之島的歷史保存下來，也減少

了營建廢棄物。 

 

 

 

 

 
圖 65 保留外牆飾材再利用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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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大阪建物本館保留原有立面 

 

 

 

 

 

 

 

 

 

 

 

 

 

 

 
圖 67 大阪建物本館大廳也保留許多原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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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大阪建物本館保留既有特色元素 

 

大阪建物本館在結構上增加了制震構造，減低地震時的搖晃對於

建築物的損傷。 

 

 

 

 

 

 

 

 

 

 

 
圖 69 大阪建物本館留既有特色元素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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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拜會大阪市政府 

大阪市政府位於大正時代的歷史建築林立的中之島地區。現在的

市政辦公樓竣工於昭和 61（1986年）年 1月，但大廳裡還裝飾著舊辦

公樓使用過的雕刻和彩繪玻璃。今天我們也特地來拜會大阪市政府都

市計畫局，共同交流對於市政建設的經驗。 

 

 

 

 

 

 

 

 

 

 

 
圖 70 大阪市政府外觀 

 

 

 

 

 

 

 

 

 

 

 

 

 
圖 71 局長與大阪市政府都市計畫局局長互換名片 



「日本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拜會暨實驗建築參訪」出國報告 

49 

 

大阪市政府都市計畫局局長向我們介紹大阪市整體的開發狀況及

開發案例，沿都市街廓道路以土地交換方式重整不規則土地，予以整

齊劃分及開發，與高雄的市地重劃方式類似。 

 

 

 

 

 

 

 

 

 

 

 

 

 

 

 

 

 

 

 

 

 

圖 72 大阪市建物用途別土地利用現況圖 

(資料來源:大阪市政府提供) 

 

大阪市與高雄市同樣為港灣城市，在大阪市港灣周邊的建築物常

利用河川水作為空調設備的冷熱水系統來源，夏季冷卻水，冬季將用

作熱源的水，空調餘熱也不直接向大氣排放，因此可以抑制都市熱島

現象，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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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利用河水做為空調設備冷卻水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圖 74 大阪市市街地開發事業圖 

(資料來源:大阪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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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政府都市計畫局局長也邀請高雄市團隊來參加 2017 年 11

月 26舉辦的第 7屆大阪馬拉松大賽，同時幽默的脫掉西裝外套向我們

展示大賽服裝。接下來高雄市工務局趙局長也發表致詞，說明高雄市

對於同樣為港灣城市的規劃，以及高雄市近幾年的重要市政建設。 

 

 

 

 

 

 

 

 

 

 

 

 

圖 75 大阪市政府都市計畫局局長致詞 

 

 

 

 

 

 

 

 

 

 

 

 

 

圖 76 趙局長與大阪市政府代表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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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阪市中央公會堂 

由大阪市中央公會堂黒田副館長、平田構造事務所西村様為我們

解說，中央公會堂位於大阪市北區中之島，為重要文化財，藉由施作

建築物耐震補強、延長其使用壽命及增加用途，成功使之與民眾更加

親近。其耐震補強工法為免震装置。 

 

 

 

 

 

 

 

 

 

 

 

 

 

 
圖 77 中央公會堂外觀 

 

中央公會堂的修復重點為免震工程、外觀及內部的修復，尤其本

區的地下水位較高，所以如何斷水及免震，則顯得相當重要，原中央

公會堂基礎採用松木柱，容易受潮且耐震強度堪慮，因此在改建時全

部汰換成鋼柱或 SRC梁支撐。 

 

地下室從四周下挖約 25 公尺，並以 RC 連續壁形成與土地分離的

建築體，如此可以確保斷絕地下水，再設置臨時樁與免震裝置，以橡

膠構成的免震裝置將跟著地震震波搖晃抵銷破壞力。 

 

 

http://www.jssi.or.jp/menshin/m_kenchik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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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中央公會堂原基礎斷面圖 

(資料來源: 中央公會堂提供) 

 

 

 

 

 

 

 

 

 

 

 

 

 
圖 79 中央公會堂改建斷面圖 

(資料來源: 中央公會堂提供) 

松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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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 中央公會堂的橡膠免震裝置 

 

 

 

 

 

 

 

 

 

 

 

 

 

 

 
圖 81 中央公會堂地下室免震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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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中央公會堂地下室連續壁建築體可阻擋地下水 

(資料來源: 中央公會堂提供) 

 

 

中央公會堂改建過程也考量到高齡化社會的到來，廁所採用通用

化設計，包含自動感應雙開門、衛浴加裝扶手及順平設計等。 

 

 

 

 

 

 

 

 

 

 

 

 
圖 83 中央公會堂通用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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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參觀了三樓會議室，天頂「開天闢地」的壁畫相當壯觀，

即使加裝冷暖器、灑水設備等，都採用隱藏式設計手法，不破壞天花

板的完整度，彩色玻璃上也巧妙的加入了大阪市徽。 

 

 

 

 

 

 

 

 

 

 

 

 

 

 
圖 84 中央公會堂三樓會議室 

 

 

 

 

 

 

 

 

 

 

 

 

 
圖 85 局長代表感謝中央公會堂的解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5%A4%A9%E8%BE%9F%E5%9C%B0_%28%E6%97%A5%E6%9C%AC%E7%A5%9E%E8%AF%9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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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Soccer stadium市立吹田露天足球場 

由竹中工務店樣為我們解說 Soccer stadium 市立吹田露天足球

場，與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一樣，已取得 CASBEE的 S等級的最高

評價，該足球場位於大阪府吹田市，於 2015 年 9 月 22 日完工，可容

納觀眾 39,694人，為一座長寬 210*160公尺，高 40公尺的 RC及鋼構

造建築物。 

 

 

 

 

 

 

 

 

 

 

 

 

 
圖 86吹田足球場外觀鳥瞰圖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在施工過程中，因為附近沒有較高建築物物可以俯瞰工地，因此

經過批准許可後，採用攝影直升機來紀錄，如此具有較高的自由度。  

 

 

 

 

 

 
圖 87 吹田足球場內部全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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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田露天足球場從提出計劃到竣工，用了七年時間，其中環境影

響評估共經過 21 枚章審核最後才通過環評，足球場屋頂採用太陽能

光電板，與旁邊的 Expo City 可互相供電，吹田露天足球場的草

皮養護也相當講究品質。 
 
 
 
 
 
 
 
 
 
 
 
 

圖 88 吹田足球場草皮養護 
 

 
 
 
 
 
 
 
 
 
 
 
 

圖 89 團隊參觀圖吹田足球場聆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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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進入了足球場的 VIP 席，其視野及動線設計也相當完善。

沿著觀眾席往下走，第一排與草地距離高差只有 1.5 公尺，最近的位

置距離球門線只有 10公尺。  

 

 

 

 

 

 

 

 

 

 

 

 

 
圖 90 吹田足球場 VIP席 

 

 

 

 

 

 

 

 

 

 

 

 

 
圖 91 團隊參觀圖吹田足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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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田足球場也很強調通風，看台後側的連通走道全部打通形成迴

廊，也有對外的開口，球場上的邊際也有都留有線形的風道，在現場

即可感受到相當良好的通風效果。 

 

 

 

 

 

 

 

 

 

 

 

 

 
 

圖 92 吹田足球場強調通風設計 

 

 

 

 

 

 

 

 

 

 

 

 
 

圖 93 趙局長代表團隊感謝竹中工務店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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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太陽之塔 

位於大阪府吹田市大阪萬博紀念公園內的太陽之塔，是為紀念

1970於大阪舉行的國際博覽會而設，塔高 70公尺，底部直徑 20公尺，

臂長 25公尺。今天由大林組樣為我們解說。 

 

 

 

 

 

 

 

 

 

 

 

 

 

 

 

 

 
圖 94 太陽之塔背面外觀 

 

相對於太陽之塔較為樸素的外觀，其內部為空心，塔內的色彩顯

得很繽紛，是一座高聳的生命之樹，在萬博開放後因遭到部分破壞及

老化，為安全考量關閉參觀，目前正進行耐震工程與修復。 

 

首先恢復損壞的部分，在耐震檢查中手臂部件的數值比其他部分

差，裂縫進入牆壁使牆面剝落，因此在修復過程，用鋼筋加強內壁結

構，將混凝土厚度從 30公分增加到 50公分，並擴建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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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 高雄市團隊參觀太陽之塔耐震工程 

 

 

 

 

 

 

 

 

 

 

 

 

 

 

 

圖 96 太陽之塔兩壁的結構補強 

 

太陽之塔是一個造型特殊的建築，因此每一個補強構件都必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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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計算，補強過程加強了內壁，將鋼筋架設置在現有的鋼架上，拆除

自動扶梯改為旋轉鋼梯圍繞中央的生命之樹。 

 

 

 

 

 

 

 

 

 

 

 

 

 
圖 97 原太陽之塔內部的生命之樹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圖 98 補強中的生命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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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 本參訪團隊觀賞太陽之塔耐震工法簡報 

 

 

 

 

 

 

 

 

 

 

 

 

 

 

 

圖 100 趙局長代表團隊感謝大林組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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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內藤廣虎屋果寮京都御所 

虎屋菓寮由東京大學建築系的內藤廣操刀，為地上 2 層的木造、

鋼架、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保留自江戶時期留下的儲藏室及花園。基

地周邊則新建一個邊界區域的路徑，在交會處直接面對一條三叉道路

的交會點，新建建築座落在花園中心的剩餘區域。 

 

 

 

 

 

 

 

 

 

 

 

圖 101 虎屋菓寮外觀 

 

 

 

 

 

 

 

 

 

 

 

 

圖 102 虎屋菓寮日式花園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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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寮由鋼鐵及木頭共構，形成懸臂挑出、上方有遮雨棚架的平台，

視野寬敞與花園相連。整體花園也採開放式設計，向內部分和室內區

交接，以竹簾形成視覺穿透的緩衝，庭園也有鳥居、燈籠等設計。 

 

 

 

 

 

 

 

 

 

 

 

 

 

圖 103 虎屋菓寮半開放平台 

 

 

 

 

 

 

 

 

 

 

 

 

 

圖 104 虎屋菓寮庭園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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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神戶北野異人館 

北野異人館街道是山坡道路，為明治時代神戶港開港後歐洲人

於此地的領事館及，因此這裡的建築物很有歐洲風格。大多數建築物

入內需要門票，參訪團隊自由活動欣賞建築外觀。 

 

 

 

 

 

 

 

 

 

 

 

 

 
圖 105 本團隊自由參訪北野異人館建築物 

 

 

 

 

 

 

 

 

 

 

 

 

 
圖 106 北野異人館的歐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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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7 北野異人館的坡道與街道 

 

 

 

 

 

 

 

 

 

 

 

 

 

 

圖 108 北野異人館天滿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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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心得 

 
此次參訪進行技術與綠建築、實驗建築操作經驗之實質交流，也

透過本次學習該協會相關卓越之技術趨勢與建築工程操作經驗，提供

本市推動「高雄厝」、「立體綠化」、「實驗建築」政策及新建築、新能

源等各項重要創新課題再進階及借鏡，茲將此次參訪心得敍述如下： 

 

     (一)友好互敬的城市交流 

本次拜會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感受到日本友人的熱情與嚴

謹兼具的態度，從機場接機到每個拜會及參訪地點，行程與時間都控

管的相當精準，守時重諾的用心安排每一場活動，高雄市與協會兩度

簽訂 MOU 不僅是一紙協議，實能促成兩市建築經驗實質交流，雙方能

維持多年交流不輟，實屬不易。 

 

     (二)公私合作的整合開發方式 

大阪公部門與私人團體的合作模式也是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市

營租賃住宅委託 UR都市機構樣透過協調與規劃，提高設施水平改造住

房，達到穩定的租賃房屋業務，形成良好的住宅市區，再利用租金改

善區域生活基地環境，將進私營部門共同達成城市振興。 

此外，PFI手法為為降低使用費而導入公共設施的營運管理制度，

將公共設施的營運管理權及費用切割出來，統包方式賦予民間事業

體，大幅節省發包、協調、營運、規劃的時間。 

 

     (三)循環式的節能技術與經營模式 

例如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協助工商業界擬定節能計畫，所需

的費用則由改善能源使用效益中償還，因為不用另外籌借資金，較能

吸引能源用戶進行節能計畫。若客戶缺少經費執行，能源技術服務公

司也可以提供一筆資金融通予該客戶進行改造工程的落實執行，再利

用執行後所節省能源的費用，在合約期限內分期來償還該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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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可變的實驗建築模式 

NEXT21每 5年訂定新的實驗主題，至今進入第 4操作階段已有多

項創新建築成果，在各項設計概念上，保留了可變式的設計，尤其是

機電管線方面將所有家庭的管線整合成為一個方便管理維修的獨立系

統，成為小型的生態系統，在建築設計強調結構體和住宅單元的分離

設計概念，在住宅單元改造時能不傷害主要結構，延長建築物壽命。 

 

    (五)耐震、制震、免震技術 

日本與台灣同樣位於地震帶上，這次參訪參觀了許多既有建築改

造的案例，包含大阪建物本館將舊的漂亮立面保留，做成超高層大樓，

外牆飾材再利用減少營建廢棄物，增加斜撐制震；中央公會堂則於地

下室以深開挖連續壁的方式阻隔地下水，並以橡膠構成的免震裝置提

高耐震能力；太陽之塔以增築地下室及修復加厚壁體提高耐震，藉此

保留具地標特性的紀念性建築物。 

 

    (六)因地制宜的設計手法 

大阪市與高雄市同樣為港灣城市，在大阪市港灣周邊的建築物常

利用河川水作為空調設備的冷熱水系統來源，夏季冷卻水，冬季將用

作熱源的水，空調餘熱也不直接向大氣排放，因此可以抑制都市熱島

現象，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另外吹田足球場也利用地理關係，

以連通走道全部打通的方式形成形成通風迴廊，球場邊際也有都保留

線形的風道，達到良好的通風效果。 

 

日本市政建設及私有建築等規劃，均將綠建築及永續建築等策略

自主性的納入設計案中，政府部門大多為政策指導、法令監督的角色，

可見「節約能源」、「環境共生」及「永續綠建築」等思維已經深刻存

在於日本營建市場的每個環節中，在高雄的營建產業界，我們應持續

由校園、設計、業界等角度宣導永續綠建築的思維，讓「永續、綠能、

幸福、健康、關懷」等核心價值更加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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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議採行事項 

 

     (一)持續與國際相關專業團體技術交流 

高雄位於熱帶地區，有高溫日照長等特性，可與亞洲其他熱帶國

家，例如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所屬城市，持續進行永續技術的交

流，增加與國際間創新議題整合及學習平台，並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

進行座談及實際討論設計操作過程，提升高雄城市發展於國際間之競

爭力。 

也可以藉由簽訂合作備忘錄 MOU 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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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汲取其它同為港灣城市的相關成功轉型經驗，以更靈活具彈性

的公私合作開發模式，逐步引入多元開發項目，加速高雄亞洲新灣區

開發。 

      

     (二)推動｢實驗建築計畫｣ 

除了現行的綠建築與高雄厝設計手法，高雄市也正推動實驗建

築，將以實驗方式來驗證各種建築手法所帶來之成果，繼而推廣各種

因地制宜之新建築概念，本次參訪大阪瓦斯的 NEXT21就是一個很好的

實驗建築案例，NEXT21提供完整場域每 5年訂定新的實驗主題，尤其

是可變式的建築模式，像是獨立系統的機電管線、結構體和單元分離

設計等，來減少每次改建主題所花費的成本，並延長建築物壽命。 

將來，高雄市推動實驗建築，也可以在實驗場域施作不同設計手

法，以時間來驗證各種設計手法的成果，找尋更富特色且符合高雄在

地環境設計策略，並開放市民參觀及體驗感受，以加速市民對於本市

創新法令推動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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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強公部門與私部門合作機制 

臺灣常見的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模式是 BOT，為一種民間興建營運

後轉移模式，為將政府所規劃的工程交由民間投資興建，並且在經營

一段時間後，再轉移由政府經營。然而除此之外，大阪公部門與私人

團體的合作模式也有許多值得參考的地方，例如: 

1. UR都市機構樣:市營租賃住宅委託透過協調與規劃，提高設施

水平改造住房，達到穩定的租賃房屋業務，再利用租金改善

區域生活基地環境。 

2. PFI手法: 相較於 BOT手法，PFI手法是以更低的價格提供同

樣水準之服務，或是在同一價格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由政府、

民間機構及民眾三方簽訂 PFI 服務契約，由民間機構投資興

建公共建設，提供服務予民眾，民眾再依據政府規定付費予

政府，再由政府依「服務品質」及「使用率」給付費用予民

間機構，公私合理分攤風險。 

3. ESCO 能源技術服務業: 由 ESCO 業者協助工商業界擬定節能

計畫，所需的費用則由改善能源使用效益中償還，若客戶缺

少經費執行，ESCO 業者也可以融資予客戶，再利用執行後所

節省能源的費用，在合約期限內分期來償還該資金。在 99%

能源仰賴進口的臺灣，是很值得發展的能源管理模式。 

 

     (四)既有建築物的改造與補強 

高雄有許多特色老屋，例如哈瑪星一帶有許多日治時期、戰後復

甦時期、現代主義興盛期的老屋，改建時應思考如何保存具有歷史特

色的立面語彙，並加強耐震的功能。 

日本與台灣同樣位於地震帶上，也同樣為港灣城市，這次參訪許

多既有建築改造的案例，例如大阪建物本館保留原有立面，外牆飾材

再利用減少營建廢棄物，再增加斜撐制震新建大樓。而中央公會堂則

於地下室以深開挖連續壁的方式阻隔地下水，再以橡膠構成的免震裝

置提高耐震能力，同時利用河川水作為夏季空調冷卻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9%96%93%E5%8F%83%E8%88%87%E5%85%AC%E5%85%B1%E5%BB%BA%E8%A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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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市政府都市計畫局局長也邀請高雄市團隊來參加2017年11月26舉辦的第7屆大阪馬拉松大賽，同時幽默的脫掉西裝外套向我們展示大賽服裝。接下來高雄市工務局趙局長也發表致詞，說明高雄市對於同樣為港灣城市的規劃，以及高雄市近幾年的重要市政建設。
	由大阪市中央公會堂黒田副館長、平田構造事務所西村様為我們解說，中央公會堂位於大阪市北區中之島，為重要文化財，藉由施作建築物耐震補強、延長其使用壽命及增加用途，成功使之與民眾更加親近。其耐震補強工法為免震装置。
	中央公會堂的修復重點為免震工程、外觀及內部的修復，尤其本區的地下水位較高，所以如何斷水及免震，則顯得相當重要，原中央公會堂基礎採用松木柱，容易受潮且耐震強度堪慮，因此在改建時全部汰換成鋼柱或SRC梁支撐。
	地下室從四周下挖約25公尺，並以RC連續壁形成與土地分離的建築體，如此可以確保斷絕地下水，再設置臨時樁與免震裝置，以橡膠構成的免震裝置將跟著地震震波搖晃抵銷破壞力。
	(資料來源: 中央公會堂提供)
	(資料來源: 中央公會堂提供)
	(資料來源: 中央公會堂提供)
	中央公會堂改建過程也考量到高齡化社會的到來，廁所採用通用化設計，包含自動感應雙開門、衛浴加裝扶手及順平設計等。
	我們也參觀了三樓會議室，天頂「開天闢地」的壁畫相當壯觀，即使加裝冷暖器、灑水設備等，都採用隱藏式設計手法，不破壞天花板的完整度，彩色玻璃上也巧妙的加入了大阪市徽。
	由竹中工務店樣為我們解說Soccer stadium市立吹田露天足球場，與新「大阪建物」辦公大樓一樣，已取得CASBEE的S等級的最高評價，該足球場位於大阪府吹田市，於2015年9月22日完工，可容納觀眾39,694人，為一座長寬210*160公尺，高40公尺的RC及鋼構造建築物。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在施工過程中，因為附近沒有較高建築物物可以俯瞰工地，因此經過批准許可後，採用攝影直升機來紀錄，如此具有較高的自由度。
	吹田露天足球場從提出計劃到竣工，用了七年時間，其中環境影響評估共經過21枚章審核最後才通過環評，足球場屋頂採用太陽能光電板，與旁邊的 Expo City 可互相供電，吹田露天足球場的草皮養護也相當講究品質。
	我們也進入了足球場的VIP席，其視野及動線設計也相當完善。沿著觀眾席往下走，第一排與草地距離高差只有1.5公尺，最近的位置距離球門線只有10公尺。
	吹田足球場也很強調通風，看台後側的連通走道全部打通形成迴廊，也有對外的開口，球場上的邊際也有都留有線形的風道，在現場即可感受到相當良好的通風效果。
	位於大阪府吹田市大阪萬博紀念公園內的太陽之塔，是為紀念1970於大阪舉行的國際博覽會而設，塔高70公尺，底部直徑20公尺，臂長25公尺。今天由大林組樣為我們解說。
	相對於太陽之塔較為樸素的外觀，其內部為空心，塔內的色彩顯得很繽紛，是一座高聳的生命之樹，在萬博開放後因遭到部分破壞及老化，為安全考量關閉參觀，目前正進行耐震工程與修復。
	首先恢復損壞的部分，在耐震檢查中手臂部件的數值比其他部分差，裂縫進入牆壁使牆面剝落，因此在修復過程，用鋼筋加強內壁結構，將混凝土厚度從30公分增加到50公分，並擴建地下室。
	太陽之塔是一個造型特殊的建築，因此每一個補強構件都必須經過計算，補強過程加強了內壁，將鋼筋架設置在現有的鋼架上，拆除自動扶梯改為旋轉鋼梯圍繞中央的生命之樹。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虎屋菓寮由東京大學建築系的內藤廣操刀，為地上2層的木造、鋼架、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保留自江戶時期留下的儲藏室及花園。基地周邊則新建一個邊界區域的路徑，在交會處直接面對一條三叉道路的交會點，新建建築座落在花園中心的剩餘區域。
	果寮由鋼鐵及木頭共構，形成懸臂挑出、上方有遮雨棚架的平台，視野寬敞與花園相連。整體花園也採開放式設計，向內部分和室內區交接，以竹簾形成視覺穿透的緩衝，庭園也有鳥居、燈籠等設計。
	北野異人館街道是山坡道路，為明治時代神戶港開港後歐洲人於此地的領事館及，因此這裡的建築物很有歐洲風格。大多數建築物入內需要門票，參訪團隊自由活動欣賞建築外觀。
	此次參訪進行技術與綠建築、實驗建築操作經驗之實質交流，也透過本次學習該協會相關卓越之技術趨勢與建築工程操作經驗，提供本市推動「高雄厝」、「立體綠化」、「實驗建築」政策及新建築、新能源等各項重要創新課題再進階及借鏡，茲將此次參訪心得敍述如下：
	本次拜會大阪府建築士事務所協會，感受到日本友人的熱情與嚴謹兼具的態度，從機場接機到每個拜會及參訪地點，行程與時間都控管的相當精準，守時重諾的用心安排每一場活動，高雄市與協會兩度簽訂MOU不僅是一紙協議，實能促成兩市建築經驗實質交流，雙方能維持多年交流不輟，實屬不易。
	大阪公部門與私人團體的合作模式也是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市營租賃住宅委託UR都市機構樣透過協調與規劃，提高設施水平改造住房，達到穩定的租賃房屋業務，形成良好的住宅市區，再利用租金改善區域生活基地環境，將進私營部門共同達成城市振興。
	此外，PFI手法為為降低使用費而導入公共設施的營運管理制度，將公共設施的營運管理權及費用切割出來，統包方式賦予民間事業體，大幅節省發包、協調、營運、規劃的時間。
	例如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協助工商業界擬定節能計畫，所需的費用則由改善能源使用效益中償還，因為不用另外籌借資金，較能吸引能源用戶進行節能計畫。若客戶缺少經費執行，能源技術服務公司也可以提供一筆資金融通予該客戶進行改造工程的落實執行，再利用執行後所節省能源的費用，在合約期限內分期來償還該資金。
	NEXT21每5年訂定新的實驗主題，至今進入第4操作階段已有多項創新建築成果，在各項設計概念上，保留了可變式的設計，尤其是機電管線方面將所有家庭的管線整合成為一個方便管理維修的獨立系統，成為小型的生態系統，在建築設計強調結構體和住宅單元的分離設計概念，在住宅單元改造時能不傷害主要結構，延長建築物壽命。
	日本與台灣同樣位於地震帶上，這次參訪參觀了許多既有建築改造的案例，包含大阪建物本館將舊的漂亮立面保留，做成超高層大樓，外牆飾材再利用減少營建廢棄物，增加斜撐制震；中央公會堂則於地下室以深開挖連續壁的方式阻隔地下水，並以橡膠構成的免震裝置提高耐震能力；太陽之塔以增築地下室及修復加厚壁體提高耐震，藉此保留具地標特性的紀念性建築物。
	大阪市與高雄市同樣為港灣城市，在大阪市港灣周邊的建築物常利用河川水作為空調設備的冷熱水系統來源，夏季冷卻水，冬季將用作熱源的水，空調餘熱也不直接向大氣排放，因此可以抑制都市熱島現象，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另外吹田足球場也利用地理關係，以連通走道全部打通的方式形成形成通風迴廊，球場邊際也有都保留線形的風道，達到良好的通風效果。
	日本市政建設及私有建築等規劃，均將綠建築及永續建築等策略自主性的納入設計案中，政府部門大多為政策指導、法令監督的角色，可見「節約能源」、「環境共生」及「永續綠建築」等思維已經深刻存在於日本營建市場的每個環節中，在高雄的營建產業界，我們應持續由校園、設計、業界等角度宣導永續綠建築的思維，讓「永續、綠能、幸福、健康、關懷」等核心價值更加普及化。
	高雄位於熱帶地區，有高溫日照長等特性，可與亞洲其他熱帶國家，例如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所屬城市，持續進行永續技術的交流，增加與國際間創新議題整合及學習平台，並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進行座談及實際討論設計操作過程，提升高雄城市發展於國際間之競爭力。
	也可以藉由簽訂合作備忘錄MOU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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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汲取其它同為港灣城市的相關成功轉型經驗，以更靈活具彈性的公私合作開發模式，逐步引入多元開發項目，加速高雄亞洲新灣區開發。
	除了現行的綠建築與高雄厝設計手法，高雄市也正推動實驗建築，將以實驗方式來驗證各種建築手法所帶來之成果，繼而推廣各種因地制宜之新建築概念，本次參訪大阪瓦斯的NEXT21就是一個很好的實驗建築案例，NEXT21提供完整場域每5年訂定新的實驗主題，尤其是可變式的建築模式，像是獨立系統的機電管線、結構體和單元分離設計等，來減少每次改建主題所花費的成本，並延長建築物壽命。
	將來，高雄市推動實驗建築，也可以在實驗場域施作不同設計手法，以時間來驗證各種設計手法的成果，找尋更富特色且符合高雄在地環境設計策略，並開放市民參觀及體驗感受，以加速市民對於本市創新法令推動認同感。
	臺灣常見的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模式是BOT，為一種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為將政府所規劃的工程交由民間投資興建，並且在經營一段時間後，再轉移由政府經營。然而除此之外，大阪公部門與私人團體的合作模式也有許多值得參考的地方，例如:
	1. UR都市機構樣:市營租賃住宅委託透過協調與規劃，提高設施水平改造住房，達到穩定的租賃房屋業務，再利用租金改善區域生活基地環境。
	2. PFI手法: 相較於BOT手法，PFI手法是以更低的價格提供同樣水準之服務，或是在同一價格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由政府、民間機構及民眾三方簽訂PFI服務契約，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提供服務予民眾，民眾再依據政府規定付費予政府，再由政府依「服務品質」及「使用率」給付費用予民間機構，公私合理分攤風險。
	3. ESCO能源技術服務業: 由ESCO業者協助工商業界擬定節能計畫，所需的費用則由改善能源使用效益中償還，若客戶缺少經費執行，ESCO業者也可以融資予客戶，再利用執行後所節省能源的費用，在合約期限內分期來償還該資金。在99%能源仰賴進口的臺灣，是很值得發展的能源管理模式。
	高雄有許多特色老屋，例如哈瑪星一帶有許多日治時期、戰後復甦時期、現代主義興盛期的老屋，改建時應思考如何保存具有歷史特色的立面語彙，並加強耐震的功能。
	日本與台灣同樣位於地震帶上，也同樣為港灣城市，這次參訪許多既有建築改造的案例，例如大阪建物本館保留原有立面，外牆飾材再利用減少營建廢棄物，再增加斜撐制震新建大樓。而中央公會堂則於地下室以深開挖連續壁的方式阻隔地下水，再以橡膠構成的免震裝置提高耐震能力，同時利用河川水作為夏季空調冷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