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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有道，LEBR在其中：
解析建築蘊含碳標示制度



01 淨零建築、低蘊含碳發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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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2050淨零排放宣示

巴黎氣候協定(COP26)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5

2018

2018 年 10 月 韓 國 仁 川 發 表

《Global Warming of 1.5°C》

特別報告，更提高標準，科學家

建議2050年前，全球平均升溫必

須控制在攝氏 1.5 度之內，以減

緩氣候變遷衝擊，各國更應提出

積極的減碳策略。
資料來源：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 
2021 年 6 月 8 日

137 個國家已承諾實現碳中和，大部分承諾都集中在 2050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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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2050淨零排放策略

➢ 2021 年國際能源署（IEA）在「2050 淨零路徑

（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報告中，提出淨零路徑

里 程 碑 以 作 為 各 國 政 府 的 行 動 準 則 ， 其 中 包 含

2025 年禁售化石燃料鍋爐、 2030 風力與太陽能

年新增1020GW、2040年全球電力達近零排放、

2050 年 70%的電力來自太陽能和風力等；此外針

對低碳技術發展對經濟、能源產業、全球自然資源

開採、能源安全等不同面向的影響進行分析。

➢ 針對建築的部分則提出三階段的目標：

2030 年所有新建建築達近零碳建築水準

2040 年 50%的既有建築完成近零碳建築的改造

2050 年超過 85%的既有建築物達到近零碳水準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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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2050淨零排放策略

我國2050淨零排放路徑將會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社會轉型」等四大轉型，及
「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就能源、產業、生活轉型政策預期增
長的重要領域制定行動計畫，落實淨零轉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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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部門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

因應近零碳建築目標，建築部門亦提出相關產業轉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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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對於碳排之影響

營建碳排對於環境影響高達37%

• 2022年國際能源署(IEA)研究報告指

出，建築部門碳排放量約占全球總碳

排放量37%，其中使用碳排OC(使用

營運階段)約占28%：蘊含碳排EC(興

建及修繕拆除階段)約占9%。

• 蘊含碳排中，建築產業明確指出「混

凝土、鋁和鋼」占6%：「磚和玻璃

等材料」占3%，由此可見建材對於

碳排之影響甚大。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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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碳排的比例將不斷明顯增加

隨著低碳排的能源使用，使用碳排將隨之降低，對應可發現建築物的蘊含碳排比
例將明顯增加

資料來源：台灣建築中心淨零耗能建築資訊平台網站/whole life carbon assessment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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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是否不足以因應未來淨零目標？

資料來源：https://n.yam.com/Article/20220818690630

綠建築標章雖施行多年，但其屬於綜合型指標，若要因應建築淨零政策，則應專門針對建築的碳

排放量進行評估標示的制定。

綠建築標章中的日常

節能指標(外殼節能、

空調節能、照明節能)；

二氧化碳減量指標內

容與減碳有一定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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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蘊含碳與建築能效評估的概念

怎麼知道一個人的英文程度？

圖片來源：綠色和平-打造綠建築不是夢，生活安適與環境永續可以共存
【台大街問】台灣大學學生英文好嗎？據說台灣人很害羞台日韓第一學府挑戰｜Jella! 街頭訪問

怎麼知道一棟建築是否低碳？是否節能？

臺大生英文一定超好？ 綠建築一定低碳/節能？
➢ 二氧化碳減量指標

➢ 廢棄物減量指標

➢ 室內健康與環境指標

➢ 水資源指標

➢ 污水與垃圾改善指標

綠
建
築
九
大
指
標

大
學
學
測
科
目

多益 TOEIC
托福 TOEFL

雅思 IELTS

建築蘊含碳 LEBR
建築能效 BERS

➢ 台大醫牙錄取門檻為58級分：
採計國文、英文、數學A、自然 4科。

➢ 台大法律錄取門檻為58級分：
採計國文、英文、數學B、社會 4科。

➢ 生物多樣化指標

➢ 綠化指標

➢ 基地保水指標

➢ 日常節能指標
• 建築外殼節能
• 空調系統節能
• 照明系統節能 九大指標中的一個指標

四科中的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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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國內碳排放評估說明

OC EC
建築能效評估BERS

主要碳排來源：外殼、空調、照明節能

建築低碳評估LEBR

主要碳排來源：建材類之混凝土、鋼筋及玻璃

使用碳排
(生命周期建築能源使用)

蘊含碳排
(建材製造運輸、施工、更新修繕、拆除廢棄)

國際最新全生命週期建築碳排評估標準 EN15978(2011)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ABRI 蘊含碳排EC使用碳排OC

建築全生命週期總碳排WLC=使用碳排OC+蘊含碳排EC

國內現行政策「邁向淨零建築的兩把鑰匙」

修正

(單一評估方式) (雙軌評估方式)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100％新建建築物及
超過 85％建築物
為近零碳建築

公有新建建築達
建築能效1級或近零碳建築

50％既有建築物
更新為建築能效
1 級或近零碳建築

2030 2040 2050

10

2050淨零策略對於建築蘊含碳排之規劃

資料來源：國發會-「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110/3/10)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111年3月30日發布我國「2050淨零排放路徑」，針對建築能效(運營碳)做管控，

但低蘊含碳(蘊含碳排)現階段採取鼓勵方式，未來趨勢尚未有明確公告。



02 評估與計算說明

我國低碳(低蘊含碳)評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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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的蘊含碳排從何而來？

資料來源：國發會-「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110/3/10)

建築的蘊含碳排包含「建築的生產運輸」、「營建施工」、「修繕」、「拆除廢棄」
等過程中產生之碳排放量。

在所有建材之中，水泥與鋼鐵這類材料的碳排放量相對較高，因此建材在生產階段的減碳也是降

低碳排放量的關鍵，即可有效降低建築的蘊含碳排。

以鋼筋為例，須從鐵礦開採時機具的耗油、耗電， 鐵礦運輸到我國的船運與陸運耗油，再到煉鋼

過程耗用的燃料與電力等，一直統計到廢棄階段所耗用的能源所對應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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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目標為所有新建建築的使用碳排要達到淨零、

美國加州要求建材蘊含碳排2035年則是要減量40%

2050年則是所有新建建築要達到全生命週期淨零排放

(含使用及蘊含碳排)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2021)

在全球先行的趨勢之下，建築蘊含碳排的占比將高達

50%，其中A1-A5 (搖籃到竣工)的比例約佔30%

邁向淨零建築之路

資料來源：112年「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與認證制度推廣計畫（一）」期中簡報 資料來源：Building Green

➢ 2030 年所有新建建築達近零碳建築水準

➢ 2040 年 50%的既有建築完成近零碳建築的改造

➢ 2050 年超過 85%的既有建築物達到近零碳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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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碳足跡與工程碳盤查的差異

產品碳足跡

• 生產過程相對單純

• 所用原料與產物重複性高

• 生產時間短，地點相對單純

• 找出排碳熱點後改善快速

工程碳盤查

• 建造過程複雜

• 各棟建築所用之材料皆不同

• 建造時間長，材料範圍廣

• 每棟建築物獨一無二，找出排碳熱
點後也無法立即修改

盤
查
相
對
容
易

盤
查
複
雜

、
較
困
難

ISO14067只適用產品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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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中有各式不同建築材料、器具，施工方式及運輸具有多種形式；而產品
的生產運輸則是幾乎固定的形式，因此在碳排的評估則相較簡單。

例如飲料店飲品有各式不同的甜度及配料，點餐時可以有非常多種組合形式，因
此一杯飲料的熱量需視情況而定；而便利商店瓶裝飲品則是固定容量與成分，因
此熱量一目了然不需另外計算。

產品與工程的碳排評估方法

便利商店飲品

熱量固定

飲料店飲品

熱量不固定

ISO 14040

系列

產品碳排查

方法論

工程碳排

評估方法論

ISO 21930(2007)

ISO 14025(2010)

PAS2050(2011)

EN 15804(2013)

ISO 21930(2017)

ISO 14067(2013)

ISO21931(2010)

EN 15978(2011)

IEA-EBC

Annex(2011)

EPD-PCR

環境宣告

產品規範

CF-PCR

碳標籤

產品規範

ABRI

低碳建築

認證規範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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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方法

資料來源：112年「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與認證制度推廣計畫（一）」期中簡報

LEBR為依照EN15978(2011)或ISO21931-1(2022)所建議之全生命週期計算邊境，在
扣除建築能效標示中的B6、B7使用碳排後，共計14個必要項目

依據製程盤查法(Process Based Method, PB法)所建立的ABRI資料庫，可涵蓋A1至A4
的範疇(搖籃到工地)，A5-C4的10個項目則採用模擬情境計算，以利設計階段的
評估運用

若能將材料的生命週期延續至回收再利用階段(搖籃到搖籃)，則會予以優惠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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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將建築構件分解成材料

STEP 2：材料數量 X 碳排放係數

STEP 3：加總成為該建築構件的碳排

STEP 4：依據建築生命週期加總構件碳排
(同步考量建築構件生命週期更新次數)

建築工程蘊含碳排計算法

資料來源：Carbon Leadership Forum

統計所用材料；計算材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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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蘊含碳排減碳量(設計案vs基準案)

設計案 基準案

相同樓層數、樓高、樓板面積、立面面積

相同地點、相同耐震規範

設計案之構造系統、形狀係數優化設計 標準RC構造系統、標準形狀係數

設計案之低碳混凝土強度設計 標準混凝土強度設計

設計案之六大低碳非結構構件 標準六大非結構構件

設計案之低碳工法優惠 標準工法

設計案之舊建築與再生建材設計優惠 無舊建築與再生建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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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建築設計階段之簡算法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主結構碳排: 採用迴歸公式計算或提出詳細估算
非主結構碳排(製造運輸與更新修繕): 依據ABRI或其他碳排資料庫資料

之碳排係數計算

[主結構詳細估算方法] 
• 結構分析模型估算
• BIM模型估算
• 工程估算技師估算
• 工程決算資料估算

施工階段碳排：依據簡算公式，分地上層與地下層面積乘上係數求取

拆除階段碳排：依據簡算公式，分地上層與地下層面積乘上係數求取

回收再利用階段：給予適當之優惠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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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設計合理性(跨距變化係數、平面形狀不規則修正係數等)、 建材運用(高爐水泥、高性能混
凝土等)、 舊建築再利用

建築主結構之碳排計算法

設計案地上層主結構碳排 CFs = Cu(設計案) × LCCR × RN ...... （1-1）

基準案地上層主結構碳排 CFsc= Cu(基準案) ............................... （1-2）

地下層主結構碳排 CFs’ = 330×AFb＋ 45.5×（AFu＋AFb ） ...（2）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 設計階段主要採用2種方式：
1.設計初期-迴歸公式計算
2.設計後期-提出結構計算對比模型分析

地上層主結構標準碳排Cu = AFu × C × W………….（3）

查圖說

查結構
計算書

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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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非主結構之碳排計算法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依據ABRI資料庫中建築構件之碳排係數，乘上面積與更新

次數求取

於ABRI建築構件碳足跡資料庫B-LCC”無法找到”相近名

稱的構件時， 可選用其他碳排資料庫之數據(ABRI初級資材

碳足跡資料庫P-LCC、環境部、 Simapro等國際知名碳排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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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非主結構之碳排計算法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依據ABRI資料庫中建築構件之碳排係數，乘上面積與更新

次數求取

於ABRI建築構件碳足跡資料庫B-LCC”無法找到”相近名

稱的構件時， 可選用其他碳排資料庫之數據(ABRI初級資材

碳足跡資料庫P-LCC、環境部、 Simapro等國際知名碳排資料庫)



20

建築非主結構之碳排計算法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依據ABRI資料庫中建築構件之碳排係數，乘上面積與更新

次數求取

於ABRI建築構件碳足跡資料庫B-LCC”無法找到”相近名

稱的構件時， 可選用其他碳排資料庫之數據(ABRI初級資材

碳足跡資料庫P-LCC、環境部、 Simapro等國際知名碳排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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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非主結構之碳排計算法-案例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基準案為磚牆雙面粉刷/設計案為輕隔間牆(矽酸鈣板)
若某建案設計有1,000輕質隔間牆m2 ，新建+更新則有101,850KgCO2減碳效果

設計案（單位:KgCO2） CFiw新建碳排（KgCO2）
CFiw*修繕更新碳排

（KgCO2）

編號 構造名稱 構造面積(㎡) 單位碳排 新建碳排 單位碳排 修繕碳排

CFiw1 輕隔間牆 1,000 22.33 22,330 44.66 44,660

Σ 1,000 22,330 44,660

基準案（單位:KgCO2） CFiw新建碳排（KgCO2）
CFiw*修繕更新碳排

（KgCO2）

編號 構造名稱 構造面積(㎡) 單位碳排 新建碳排 單位碳排 修繕碳排

Cfiwc 磚牆雙面粉刷 1,000 56.28 56,280 112.56 112,560

Σ 1,000 56,280 112,560

基準案新建+更新
56,280+112,560=168,840

設計案新建+更新
22,330+44,660=66,990

減碳效果
168,840-66,990=10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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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建築蘊含碳排

=(主結構碳排+非主結構碳排+製造運輸階段碳排+施工階段碳排+更新修繕階段碳排+拆除廢棄階

段碳排 - ( 舊建材再利用減碳量+低碳循環建材減碳量+低碳工法減碳量 ) ) / (1+LL)

*LL：耐久性、施工品質優良等之優惠係數

LEBR之減碳量優惠抵扣

1 2 3

1.舊建材再利用減碳量 2.低碳循環建材減碳量 3.低碳工法減碳量

由內政部授權評定機構提供低碳循環建材與低碳工法認證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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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案與基準案比較下的減碳量作為等級判別的依據低碳(低蘊含碳)建築等級評估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LEBR分級評估間距
等級 減碳率CFR間距

1+級 20%<CFR

1級 16%<CFR≦20%

2級 12%<CFR≦16%

3級 8%<CFR≦12%

4級 3%<CFR≦8%

5級 -10%<CFR≦3%

6級 -20%<CFR≦-10%

7級 CFR≦-20%

4級以上

「低碳建築」

CFR
碳排減碳率 CFR

CFR= ΔCF / EECc

ΔCF= EECc-EEC

ΔCF：碳排總減碳量(kgCO2e)，基準案與設計案之評估範疇含碳排量差異

EECc：基準案評估範疇蘊含碳排量(kgCO2e)

EEC：設計案評估範疇蘊含碳排量(kgCO2e)

基準案 EECc = CFum + CFrm + CFc + CFdw
製造運輸

階段
更新階段

設計案
地上層主結構

地上層拆除
廢棄物處理

基準案變數串

低碳工法
減碳量

設計案 EECc = ((CFum + CFrm + CFc + CFdw) - (Σ(RMk ×Rk) + Σ(LCRk ×Lk) + Σ(LCCm))

舊建材再利用
減碳量

低碳循環建材
減碳量

設計案變數串 減碳優惠計算

低碳工法
減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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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策略-規劃設計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STEP 1 規劃設計

規劃設計 製造運輸 拆除廢棄更新修繕施工階段

建築物生命週期約60年

◆ 建築物的結構系統是使用最多建材的部分， 而合理的結構系
統設計對於建築的減碳影響最大

◆ 均勻跨距的結構系統是最有效的建築減碳設計策略， 最大可
達約12.7~13.0%的減碳效益

◆ 不規則平面、 長寬比大是造成地震力集中而必須增加鋼筋水
泥用量補強之原因， 最大會增加約6.0 ~ 10.0%的總碳足跡

跨距均勻 跨距不規則

規劃設計初期，評估替代方案、建築再利用、低
碳建材及工法導入可行性。

採用合理

結構系統設計

(最大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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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策略-製造運輸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STEP 2 製造運輸

規劃設計 製造運輸 拆除廢棄更新修繕施工階段

建築物生命週期約60年

• 採用低碳、可再生循環利用之構造、構件與
材料來構築結構體，如：低碳混凝土、木構
造、鋼構或輕鋼構。

• 建築設計在決定立面、鋪面等區域要使用什
麼材料時，不同的材料與構件的選用都會對
建築的碳排放量造成影響。

• 建築或室內的設計過程中有相當多考量，有
時因商業或美學考量無法用盡最大減碳之利，
但設計者依舊可以藉由「挑選」合適的材料
來達成合乎設計需求且具有減碳效益的建築
構件。

◆ 低碳混凝土設計指的是透過配比設計方法，以卜
作嵐材料、減水摻料和攪拌技術來達成的減碳技
術，藉由加入替代水泥的材料(如爐石粉、飛灰等
等)、 調整配比等方式， 就可以大幅減少水泥的
用量。

◆ 目前最大減碳率約可達30%。常見的申請標準為
10%減碳率為有效減碳策略。

採用
低碳混凝土

低碳混凝土加入爐石粉、飛灰等材
料可提高減碳率

◆ 相較於鋼筋混凝土， 在抵抗同樣載重的條件下、
鋼構造的建築結構整體較輕， 讓建築物受到的
地震力減小， 也因此在LEBR計算中給予鋼構造
結構體10%的減碳率優惠計算， 如果是輕鋼構
造的建築物， 更可獲得20%的減碳優惠。

採用
鋼構造結構

◆ 木材可再生循環的建材，且植林有固定大氣中
二氧化碳的效果，因此木構造也是低碳的構造
形式。 在LEBR計算中，採用木構造的建築物，
主結構部分可以取得30%的優惠。

採用
木構造結構

低碳混凝土加入爐石粉、飛灰等材
料可提高減碳率

低碳混凝土加入爐石粉、飛灰等材
料可提高減碳率

可循環利用的鋼構造

取用自然材料

選用
低碳構件

◆ 在LEBR所評估的六項非結構工法(外牆外裝、外
窗、帷幕牆、內隔間、室內地坪；室外地坪)，
選用低碳構件的減碳設計最多約有 11.3 ~
20.6%的總減碳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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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策略-施工階段(依據簡算公式進行計算，可利用低碳工法認證加分)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STEP 3 施工階段

規劃設計 製造運輸 拆除廢棄更新修繕施工階段

建築物生命週期約60年

• 採用一些特殊技術將一些建材組合成一種工
程構件，與其他相同功能之一般基準工法在
相同生命週期與同一「標準情境」下，足以
減少相關活動之溫室氣體排放達某一「顯著
基準」之一種工程構件。

• 預鑄化：整體或部分構造於工廠製作生產再
於現地組裝，提升效率及生產力。

• 自動化：採用替代、減輕人力、簡化程序等
增進效率。

資料來源：低碳建築聯盟網站(111年版低碳工法認證一覽)

項目 示意照片 產品特色
生命
週期

減碳比
(%)

計算情境

系統箍筋 工廠一體施作，節省鋼筋材料。 60yrs 5.7
地上3層透天厝住宅(樓高
3.4m)、地上9層集合住宅
(樓高3.2m)

Power Ring高
強度箍筋

一體成形焊接閉合型高強度剪力箍筋，有
效節省鋼筋使用量。

60yrs 23.3 地上6層住宅(樓高3.4m)

SD550W 鋼筋
柱配筋方式

高強度鋼筋達成的鋼筋減量。 60yrs 9.76
為地上14層、地下3層之集
合住宅的2-14層柱主筋及箍
筋總量。

鋁合金模板系統
1. 翻用次數高度(100至200次翻用)。
2. 不需泥作即有平整完成面。

100 48.72
鋁合金模板與木模板施作至
泥作完成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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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策略-更新修繕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STEP 4 更新修繕

規劃設計 製造運輸 拆除廢棄更新修繕施工階段

建築物生命週期約60年

• 裝修時應優先選擇碳排放量低且更新維護
率低的建材。

第一象限 (碳排高，更新次數多) 儘量避免第二象限 (碳排低，更新次數多)

第四象限 (碳排高，更新次數低)第三象限 (碳排低，更新次數低) 優先建議

更
新
次
數

碳排放量

• RC 外牆乾式鋼件掛石材

• 崁入式塑鋼框+各式玻璃

• 各式帷幕外窗、帷幕外牆

• 清水空心磚牆

• 整體粉光地坪

• 崁入式硬木木窗框+各式玻璃

• RC隔間牆

• 水泥砂漿地坪+高架實木板、

美耐板鋪作地坪

• 貼水泥磚 / 連鎖磚

• 金屬模板搗灌RC外牆-貼磁磚

• 緩衝材鋼絲網補強混凝土地板+

貼地磚

• RC 外牆塗料外裝

• 預鑄乾式RC外牆-塗料外裝

• 輕質灌漿牆、輕隔間牆等

• 水泥砂漿地坪、磨石子地坪等

• 貼石材、抿石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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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策略-拆除廢棄(依據簡算公式進行計算)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STEP 5 拆除廢棄

規劃設計 製造運輸 拆除廢棄更新修繕施工階段

建築物生命週期約60年

• 綠色拆除：結構物進行拆除時依序對於可回
收再利用的資源妥善分類、避免混合，亦為
改善中間處理效率，提升後端再利用價值。

• 廢棄物資源化：在物質生產、消費、廢棄及
再生等各階段，將廢棄物資源化妥善運用，
以替代自然資源開採，達成物質全循環、零
廢棄之目標。

廢料處理
資源化

◆ 可回收之廢棄物加以回收再利用。

• 木材：可當鍋爐工廠之燃料、再生紙。

• 鐵類、鋁類、不鏽鋼：經熔解、鑄造、壓延後，可製成新的鐵製品。

• 銅類：將電線除去外層塑膠皮保留銅部分回收至金屬熔煉廠，重新產出。

• 廢家電類：透過妥善處理分離出資源物，如：銅、鐵、玻璃、塑膠等，分

別運至相關再利用工廠。

• 混凝土、磚：屬安定性廢棄物，可應用於道路底層之填充材料或填海造陸。

◆ 不可回收之一般廢棄物在焚燒過程中，產生高熱能可供電，而多餘的電可賣給台電
公司，做到能源回收。

為提升資源再利用並
健管理，接軌國際循
環趨勢。啟動立法，
翻轉廢棄物定義，推
動資源極大化，廢棄
物極小化。

從管理廢棄物轉為促進資源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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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策略綜整

資料來源：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2023年版)

規劃設計

建築物
生命週期
約60年

製造運輸

施工階段

更新修繕

拆除廢棄

• 規劃設計初期，評估替代方案、建築再利用、低碳建材及工法導入可行性。

• 採用合理結構系統設計。

碳
排
放
量

• 預鑄化：整體或部分構造於工廠製作生產再於現地組裝，提升效率及生產力。

• 自動化：採用替代、減輕人力、簡化程序等增進效率。

• 新形態施工方式：鋁合金模板系統、SD550W 鋼筋柱配筋方式等工法。

• 裝修時應優先選擇碳排放量低且更新維護率低的建材。例如：RC 外牆乾式

鋼件掛石材、清水空心磚牆等。

• 綠色拆除：結構物進行拆除時依序對於可回收再利用的資源妥善分類、
避免混合，亦為改善中間處理效率，提升後端再利用價值。

• 廢棄物資源化：在物質生產、消費、廢棄及再生等各階段，將廢棄物資
源化妥善運用，以替代自然資源開採，達成物質全循環、零廢棄之目標。

• 採用低碳、可再生循環利用之構造、構件與材料來構築結構體。如：採用鋼構造/輕鋼

構結構、木構造結構

• 採用低碳混凝土、低碳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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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

我國低碳政策-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



30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

臺中「水湳示範區」

我國低碳政策-臺中水湳「低碳城市」

遠雄集團住宅 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區水湳轉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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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ESG期望帶動民間參與

資料來源：國發會-「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110/3/10)

產業 一般經濟活動
預計修正

技術篩選標準

營造建築
與

不動產業

新建建築
同時符合以下3 項：

1.綠建築標章達銀級以上

2.建築能效標示達2等級以上

3.智慧建築標章達銀級以上或
低碳（低蘊含碳）建築標示達

2等級以上（兩者擇一）
既有建築

+ + or

已納入永續經濟活動認定=綠+能效+智慧or低(蘊含)碳



03 低碳循環建材、低碳工法

低碳建築技術之介紹



內政部授權評定機構可執行低碳循環建材與低碳工法認定

39

基準案 EECc = CFum + CFrm + CFc + CFdw
製造運輸

階段
更新階段

設計案
地上層主結構

地上層拆除
廢棄物處理

基準案變數串

低碳工法
減碳量

設計案 EECc = ((CFum + CFrm + CFc + CFdw) - (Σ(RMk ×Rk) + Σ(LCRk ×Lk) + Σ(LCCm))

舊建材再利用
減碳量

低碳循環建材
減碳量

設計案變數串 減碳優惠計算

低碳工法
減碳量

1.舊建材再利用減碳量 2.低碳循環建材減碳量 3.低碳工法減碳量

由內政部授權評定機構提供低碳循環建材與低碳工法認證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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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籃到墳墓(cradle-to-grave)

搖籃到大門(cradle-to-gate)

可申請環境部
碳標籤(B2C)

◼ 產品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係指一項商品或服務在整個生命週期過程所直接與間接產生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包含產品原物料開採、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時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產品碳足跡揭露

Full LCA
(完整生命週

期評估)

Partial LCA
(部分的生命
週期評估) 低碳循環建材

要求之範疇



碳排邊界條件與ABRI資料庫一致

41



低碳循環建材
Low-carbon Recycled Materials Certification（LCR）

42

目的：

主要目的是對建築市場之再利用、再循環、再生等循環建材或構件進行減碳額度
之認定，以作為LEBR減碳評估之依據，並公布於指定評定機構之網站上以備公
開查詢。

LCR認定制度可鼓勵建材與營建業者開發更多再利用、再循環、再生等循環建材
或構件，促進營建產業的低碳化，以呼應國家淨零建築政策。
原則：

1. 認定對象只限於LEBR計算範疇內之相關產品。
2. 減碳額度必須大於基準案總碳排放量3%才能獲得認定。
3. 不可因工程規模、建築量體、建築樓層數或配置改變時而產生碳排放量之差
異。

4. 搖籃到工地範疇



低碳循環建材
Low-carbon Recycled Materials Certification（LCR）

43

依據公式：

計算範疇之總碳排放量TCE＝C1＋C2＋C3＋C4

基準案之總碳排放量TCEs

減碳額度 LCR = TCEs – TCE （kgCO2e/功能單位）

認定基準：

前3項之碳排放量數據，需來自於具備第三方驗證單位進行碳盤查之證

明，包含環境部碳標籤（含減碳標籤）或產品環境宣告（EPD）之產品，

或依據ISO 14067進行碳足跡盤查並取得第三方驗證之產品。

C1        C2       C3     C4



低碳工法
Low-Carbon Construction Method（LC）

44

目的：

對具減碳功能之低碳工法進行減碳量與減碳額度之認定，以作為LEBR減碳評估之依
據，並公布於指定評定機構之網站上以備公開查詢。

未來任何建築工程申請ABRI之低碳建築評估認證時，只要採用本法認定通過之LC工
法，均可依其認證之減碳額度與LC工法實施之數量，得到認定減碳額度的優惠計算，
有助於營建減碳技術的開發，並落實實質減碳設計。

原則：

1. LC工法之認定對象只限於LEBR計算範疇內之相關工法。
2. 減碳額度不得因工程規模、建築量體、建築樓層數或配置改變時而產生減碳量的
差異。

3. 減碳額度不得來自於結構設計之差異。
4. 再生建材、循環建材的減碳效益已於LEBR評估系統中提供優惠計算，不得重複納
入LC工法的減碳額度認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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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式：

計算範疇之總碳排放量TCE＝C1＋C2＋C3＋C4

(邊界合乎實情)

基準案之總碳排放量TCEs

減碳額度LCC = TCEs – TCE （kgCO2e/功能單位）

認定基準：

LC工法之認定為計算建材減量或低碳建材所產生的減碳效益。

申請單位必須依其「申請案」條件，提出市場上最普遍、且具相同

功能之「基準案」情境，同時進行兩案各階段的碳排量計算後，依

兩案差異之減碳量核定其減碳額度。

低碳工法
Low-Carbon Construction Method（LC）

C1        C2       C3       C4     C5



04 評定-候選低碳建築證書/低碳建築標示

認定-低碳循環建材證書/低碳工法證書

評定與認定流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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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低蘊含碳)建築等級之標示

建築達1 等級

為「超低碳建築」

+

低碳（低蘊含碳） 等級:
由高至低 依序分為第1+至4級

建築

經過評估

評定結果為1 級+

計算減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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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機構資訊網站與線上掛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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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料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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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掛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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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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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資料與步驟說明

註冊線上掛件系統帳號後

STEP 1：下載相關申請資料。

(申請表、申請書、切結書、授權書、權利義務約定書、發票抬頭統編確認單)

STEP 2：填寫完成後，相關資料用印掃描上傳。

STEP 3：可先請技術人員確認資料是否齊備，確認沒問題後再將用印頁正本寄送至評定機構。

STEP 4：評定機構送到用印頁正本後，開立繳費通知單。

STEP 5：繳費完成後正式完成掛件動作，開始計算評定時程。

STEP 6：評定機構排定委員進行書審。

STEP 7：申請單位依據委員書審意見進行回覆。

STEP 8：書審通過後，進入大會審查。

(低碳建築標示與低碳工法還需進行現勘，通過後始可進入大會審查。)

STEP 9：大會審查通過後，評定機構提供評定書(認定書)。

STEP 10：申請單位依據所收到之評定書，前往內政部申請候選低碳建築證書與低碳建築標示認可書。

(低碳循環建材與低碳工法證書由評定機構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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