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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一、綠營建、綠建築、生態工法及節能減碳措施 

因捷運系統建物特性與一般建築物不同，經行政院核定為

特種建築物，故免申請建照，另查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

築之相關適用範圍，亦未涵蓋捷運車站，故無須依「申請建照

前需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之規定辦理。另因車站一般僅供乘

客出入，相較一般建築物用途單純，量體亦較小，綠建築之指

標適用上有實質之困難，惟基於綠建築對於環境保護有相當之

幫助，故將儘量將其理念納入設計考量。 

另有關生態工程之應用，因捷運系統泰半位於都會區，且

多利用既有之道路系統範圍，故生態工程之應用亦較為拘限。 

至於節能減碳措施，則需參採 98 年 5 月 5 日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落實節能減碳執

行方案」辦理。 

1.綠營建及綠建築 

綠營建及綠建築可有效緩和『人口過度集中、地面不透水

化、建築物通風不良、節能設計不當，造成能源浪費與都市氣

候高溫化』問題。並採花費最少的資源建造，產生最少的廢棄

物，所強調的是生態、節能、減廢、健康，此正是建立永續生

活的最佳寫照。 

綠營建及綠建築可減少施工及營運期間之資源消耗量，以

有效節能減碳，是當前政府推動的國家施政重點，也是環評審

查重點之一。因此，本研究路線未來規劃車站等公共設施時，

應注意參照行政院於 90 年 3 月核定之綠建築推動方案及參照

內政部營建署編撰之「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所訂定之綠建

築九大評估指標系統（2003）-包括綠化、基地保水、日常節

能、水資源、污水垃圾改善、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生

物多樣性及室內環境理念規劃，相關可採行之作法如附表 1、



附圖 1 及附圖 2所示。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1  1  1  綠建築指標及相關作法綠建築指標及相關作法綠建築指標及相關作法綠建築指標及相關作法    

指標項目 相關作法 

一、基地綠化指標 車站周邊出入口、道路人行道、中央分隔島，可考量多

層次綠化以達到最大的綠化效果。 

二、基地保水指標 車站周邊轉乘停車位可考量採用植草磚增加滲透面積

以保水。 

三、日常節能指標 1.加強空調分區、自然通風並使用高效率空調系統節

能。 

2.建築室內可採用高效率燈具提高照明效率。 

四、水資源指標 車站採用省水器具。 

五、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車站垃圾集中處理，並執行資源垃圾分類回收 

六、二氧化碳減量指標 設施與裝修採合理結構及簡樸造型。 

七、廢棄物減量指標 建物結構輕量化，並採鋼構或預鑄，降低營建污染。 

八、室內環境指標 減少室內裝修材料及鼓勵採用綠建材標章建材設計。 

 

植栽綠化 停車位植草磚 

垃圾分類 採用省水器具 

附圖附圖附圖附圖 1  捷運綠建築指標可採行之作法捷運綠建築指標可採行之作法捷運綠建築指標可採行之作法捷運綠建築指標可採行之作法 



 

車站綠建築車站綠建築車站綠建築車站綠建築
具體作法具體作法具體作法具體作法

屋頂輕量化或綠化立面百頁遮陽通風

分隔島綠化 雨水收集再利用 透水性舖面 綠化改善微氣候

屋頂採光鋼結構- CO2減量太陽能板將光能轉化為風能車站綠建築車站綠建築車站綠建築車站綠建築
具體作法具體作法具體作法具體作法

屋頂輕量化或綠化立面百頁遮陽通風

分隔島綠化 雨水收集再利用 透水性舖面 綠化改善微氣候

屋頂採光鋼結構- CO2減量太陽能板將光能轉化為風能

 

附圖附圖附圖附圖 2  車站綠建築具體作法車站綠建築具體作法車站綠建築具體作法車站綠建築具體作法 

2.生態工法 

以生態保育的觀點來說，車站工程與其他人為構造物一樣

對生態有所影響。車站若位於都市，那麼因為周圍可能早已高

度開發，所以影響不大。因此針對本路線案生態環境保護對策

說明如下： 

（1）規劃設計階段（施工前） 

施工前配合測量單位進行標定移植樹木，並根據「台

北市行道樹管理維護辦法」、「台北市行道樹申請

遷移或更換審核實施要點」辦理申請核准。 

（2）施工階段 

為避免施工噪音與振動對野生動物造成影響，將採

取或設置減低振動與噪音的措施或裝置，且儘可能

避免夜間施工。 

（3）營運階段 

於計畫路線與車站地表開挖復原部分，進行綠化美

化工作，對於當地的動植物相有增加多樣性的效果。 



 

3.節能減碳具體措施 

節能減碳原則納入工程設計中，並據以落實於施工

及維護管理階段。 

(一) 營造綠色環境 

（1）最小營建規模，資源最佳化利用。 

（2）發揮創意，創造節能減碳環境，如建築物利用

自然採光、通風設計，排水系統儘量採重力排

水等。 

（3）注重環境友善，以「迴避、減輕、補償」等生

態工程原則，減少對原有生態環境的衝擊。 

(二) 廣採綠色工法 

（1）因地制宜，選擇適當工法，優先採用可節省資

材、能源或低耗能、減少廢棄物、施工自動化

之工法及措施。 

（2）拆除構材再利用，土方平衡減少外運，剩餘土

石方資源化。 

(三) 選用綠色材料 

考量需求性及最佳化配置，優先採用再生能源、節

約能源、低污染、省資源、再生利用、可回收、綠

建材等綠色環保產品、設備。 

(四) 注重維護管理 

維護管理成本及作法納入設計方案評估因素，確保

營運階段維持一定功能，使用壽年符合計畫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