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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函
地址：231007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0
號13樓
聯絡人：張怡文
聯絡電話：02-89127890#271
傳真：02-89127832
電子信箱：iwenchang@abri.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建研環字第113763857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01070000G113763857800-1.pdf、A01070000G113763857800-2.

odt)

主旨：檢送本所113年度協同研究「智慧建築設備產業整合循環

經濟商業模式應用之研究」、「應用智慧建築及內政大數

據預測建築物停車需求之研究」及委託研究「運用溢價分

析探討民眾購買智慧建築之意願與誘因研究」等3案期中

審查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王委員安強、朱教授曉萍、江教授哲銘、高組長淑芳、崔董事長懋森、温教授琇
玲、黃建築師沛永、廖建築師慧燕、劉教授佩玲、黎副校長淑婷、內政部國土管
理署、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臺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臺
灣建築學會、本所羅組長時麒、呂簡任研究員文弘、張副研究員怡文、呂專案副
研究員宏輔、李專案助理雨澤

副本：國立政治大學、陳協同主持人振誠、白協同主持人仁德、陳計畫主持人奉瑤(均
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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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13年度協同研究「智慧建築設備產業整合循環經
濟商業模式應用之研究」、「應用智慧建築及內政大數據預測建築物停

車需求之研究」及委託研究「運用溢價分析探討民眾購買智慧建築之

意願與誘因研究」等3案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7月9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二、地點：本所簡報室

三、主席：羅組長時麒 紀錄：呂宏輔、張怡文、李雨澤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計畫簡報：（略）

七、綜合討論：

（一）「智慧建築設備產業整合循環經濟商業模式應用之研究」案

王委員安強：

1. 依研究緣起本案應是貴所建築物昇降設備導入遠端監控技術可行性及

推廣計畫、建築物昇降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智慧化建築

物昇降設備創新商業模式研究、智慧建築導入循環經濟商業模式之可

行性、智慧昇降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手冊(草案)等計畫之延續性研

究,主要差異在「整合」,建議將前揭5案研究成果與本研究案預期成果,

作比較表格,俾清晰了解本案特色。

2. 本案附錄收納巨量篇幅(P86-182)之貴所智慧昇降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

用手冊(草案),再依據113年6月8日專家座談會議議題討論有智慧昇降

遠端控制技術應用手冊(草案)修訂建議,據此推論,本案似將前揭手冊

修訂工作納入研究工作項目?惟本案題目牽涉廣泛,建請應著重於經濟

商業模式及推廣應用，考量生產、行銷、維修服務及用戶端的相關利

害關係人權利義務,探討如何估計成本,使各端感受循環經濟商業模式

有合理利潤，斟酌減少技術應用手冊(草案)內容修訂工作。

3. P20-38智慧建築標章之建築生命週期探討, 建議表2-5、2-6、2-7、2-

8、2-9、2-10,後續分析時將各表增加一欄位，說明與商業模式及循環

性指標之關係。

4. P.76本章第二節後續研究進度規劃良好，惟可再檢視是否已全將第一

節所整理的重點建議事項融入相關工作。

江教授哲銘：

1. 已完成國內、外智慧建築淨零排放及循環經濟商業模式相關資料之蒐

集分析。



2

2. 智慧建築關鍵項目，在首購軟硬體之初期成本高。

3. 使用過程之智慧系統全生命週期之維修更新是循環經濟模式之基本要

項。

4. 以租代買可因應智慧系統之升級，持續保持等價性能。

5. 建議考慮歸納：硬體核心共通項目、軟體簡化對應淨零健康之服務項

目，制定循環經濟商業模式。

崔董事長懋森：

1. 蒐集國外案例可參考國情差異作應用修正。

2. 可研究如何加強設備模組，以利未來推動循環經濟、以租代買及維護。

3. 建議就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4-1章第四章之一建築物安全維護

設計進行研究及建議。

黃建築師沛永：

1.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數量提升，受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公有智慧綠建築實施方針政策，與營建成本提高等因素影響。

2. 智慧建築評估手冊2016年、2024版，對於昇降設備需設置緊急求救系

統規定有所差異，2024版使用法規規定通訊裝置，是否考慮與通訊交

換機結合或提供無線網路以利緊急求救使用需求。

廖建築師慧燕：

1. 研究蒐集資料非常完善，值得肯定。研究提出目前的循環經濟，重點

之一為從硬體設備轉成服務導向，值得國內參考，惟國內應用時，因

市場及相關法令條因素，成效不彰，建議後續探討問題癥結及提出解

決建議。

2. 本案提出循環經濟在智慧建築設備的應用，具體提出各階段重點，建

議詳實明確，建議「智慧昇降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手冊」宜呼應前

述重點。

3. 智慧設備除延壽、節能、回收再利用外，相容性易於替換，亦相當重

要。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郭技師慶祥)：

研究成果豐碩，值得肯定。

本所-

主席(羅組長時麒)：

參考國際上針對全球減碳策略研究，淨零碳排從能源策略著手，約可

減碳55%，剩下45%須由循環經濟策略著手，因此淨零碳排有相當比重

是藉循環經濟途徑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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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回應（陳協同主持人振誠）：

1. 將參考委員意見討論智慧建築的初期成本和後續生命週期成本，涵蓋

建築物從設計到回收的生命週期推動過程，並彙整分析國際 ESG 相關標

準納入研究。

2. 後續將補充智慧建築評估手冊2016版和2024年版的差異影響。

3. 因應國內、外差異，將討論智慧建築創新商業模式推動課題、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相關法規。

4. 將補充今(113)年度的計畫內容和過去研究案差異。

（二）「應用智慧建築及內政大數據預測建築物停車需求之研究」案

王委員安強：

1. 本研究接續去(112)年研究成果，將成果加以轉換充實，發展為本(113)

年內政黑客松競賽提案，研究內容及成果較去年大幅提升，現階段研

究成果豐碩，主體選定無障礙車位供需問題，照顧社會弱勢亦符合內

政黑客松競賽宗旨。

2. 有關提高無障礙停車位搜尋成功率10%、減少相關建築法規修訂決策不

確定性20%等內政黑客松競賽提案之衡量績效指標，請補充估算依據，

以利內政黑客松競賽說明。

3. 請補充建築物停一般車位、無障礙停車位二者需求分析是否應有差異，

分析方法如何轉換之相關說明內容。

4. 內政黑客松競賽提案之痛點分析，建請補充無障礙車位使用者現況搜

尋車位之時效，以利競賽評審。

江教授哲銘：

1. 建議未來推動辦理建築申請案件時，登錄建築基地空間座標，以利建

築物與其他部門之跨領域資料介接及大數據分析應用。

2. 後續研究可與交通部門等其他領域進行跨域分析，提升研究成果之貢

獻。

崔董事長懋森：

1. 建議可進一步再結合相關產業停車 APP、Google 地圖之停車位資訊，以

獲得更完整之大數據，提高分析成果之價值。

2. 停車位需求之問卷分析，建議進行使用者期望與實際需要之差異分析。

3. 建議探討提高停車位供給是否會導致增加自行開車之誘因。

4. 研究深入、成果豐碩，建議可就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附設停車位數量

相關規定提出修正建議。

黃建築師沛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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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告書表2-2整理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之停車位數量規

定，係20多年前訂定，因應小客車數量、停車位需求持續成長，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透過都市計畫等方式，要求增設前述法規以外之停

車位。

2. 建議本案可考量智慧建築與路邊、路外停車位相關資訊之同步即時揭

露，以利停車位使用者即時利用。

廖建築師慧燕：

1. 本案應用智慧建築及內政大數據分析預測建築物停車需求，探討相關資

料分析可產生的社會貢獻，值得肯定。建議進一步探討開放停車位供外

部使用時，應有即時揭露之配套機制，以利停車位使用者利用、提高車

位使用周轉率。

2. 建請補充相關用語定義，例如：無障礙停車位之駕駛人應是針對之肢體

障礙者使用，未包括視障者、聽障者駕駛人，而身心障礙者家屬亦可為

駕駛人，以利閱讀。

3. 研究資料分析發現某些時段及地點無障礙停車位不足，惟建請一併說明

是否有某些時段及地點無障礙停車位閒置之情形。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許建築師中光)：

建築物附設停車位之需求涉及公共交通課題，建議以都市計畫層級探

討分析建築物附設停車位之數量。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張副秘書長興沂)：

目前研究分析資料偏重公共建築物，建請針對建築法規之各類建築物

用途補充之，以利不動產開發商實務工作參考。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郭技師慶祥)：

1. 研究成果豐碩，值得肯定。

2. 相關成果可供電機技師辦理智慧建築業務參考。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連組長俊傑)：

建議考量社會住宅等建築物停車空間委外經營方式、是否提供建築物

外部使用者以月租身分使用等因素對停車位使用率之影響。

本所-

主席(羅組長時麒)：

本案報告書分析之建築物案例，注意個案名稱須去識別化，避免引起

誤解。

執行單位回應（白協同主持人仁德）：

1. 後續將補充內政黑客松競賽提案之衡量績效指標之估算依據、一般停車



5

位及無障礙停車位二者需求分析方式之差異、無障礙停車位閒置率等內

容，並配合內政黑客松競賽評選要求補充及修正相關文字內容。

2. 將參考委員意見，建議揭露建築基地之空間座標等相關資訊，以提升建

築物停車位與路邊、路外停車位或其他跨領域資料介接，提升大數據分

析及停車位共享之資料利用效率。

3. 囿於會議時間限制，有關補充說明無障礙停車位之使用者資格等用語定

義、社會住宅等建築物停車空間委外經營方式等寶貴建議，將於期末報

告逐一回應說明或修正。

（三）「運用溢價分析探討民眾購買智慧建築之意願與誘因研究」案

王委員安強：

1. 本案就內政部不同主管部門之智慧建築、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進行跨

域介接分析，研究成果具體，建議貴所納入明(114)年度之參加內政黑

客松競賽儲備提案。

2. 本研究案採取智慧建築與周邊500公尺非智慧建築個案的成交單價作為

應變數，請說明參考依據。

3. 建請說明本案溢價定義及成交單價與溢價分析之關係。

4. 表4-1中標章欄位與等級欄之內容有不一致處，請說明原因。

5. 表4-6與其對應 P71第五行之溢價率之間的關係，請說明轉換過程或關

聯性。

6. 建請說明自變數對應變數關係，分析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誘因。

江教授哲銘：

1. 建議後續依縣市，配合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歸納提出可行之建議。

2. 關於智慧建築之溢價適合迴歸分析之「自變數」請補充說明。

3. 對於智慧建築、實價登錄探討，可配合國土測繪平台之空間座標，有

利於對智慧建築研究的解析。

崔董事長懋森：

1. 溢價率影響因子多，本案中研究範圍設定為500公尺，惟區域內建築條

件有申請智慧建築標章，或有智慧建築設備但未申請標章等各種不同

樣態，建請團隊再檢視是否仍有其他影響因子。

2. 除台北市、新北市建議再加入桃園、台中等直轄市之溢價比較。

黃建築師沛永：

1. 溢價考量中的變數是否可納入考慮投資商的差異?或橫向比較相同建商

之建案。

2. 建議考慮納入近年營建成本、物料提升，所造成的不同時間點營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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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差異。

廖建築師慧燕：

1. 本案研究不易，研究團隊採用科學方法分析溢價，尤其在對比條件之

選定及資料篩選過程嚴謹，努力及成果均給予肯定。

2. 建請研究團隊可在後續研究中，由於包括建商信譽、產品、規劃、基

地條件、設備水準等均會影響房地產價格，確實不易量化或規格化比

較，建議可以文字說明這些隱性影響因子。

3. 本案初步結論，提出台北市銀級和黃金級平均溢價42%及21%，新北市

銀級溢價1.8%，差異甚大，且溢價超過20%，似未盡合理，建議進一步

檢討或說明。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許建築師中光)：

維護管理成本是否應與建置成本一併考量?以便使用者明白溢價效益與

設備可使用年限。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張副秘書長興沂)：

1. 因為建案的價格中尚有許多變數存在，例如500公尺內的不同建案即便

為同一年的交易案例，在基地規模、產品規劃等因素都會造成價格不

同，也會造成溢價估計的困難，建請適度說明此類難以列入考量因素。

2. 在臺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工程造價標準，針對智慧建築等級不同其估價

成本提列規定不同，也會反應於估價成本，研究團隊可參考相關規定。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1. 研究旨在資料整合進行溢價分析，並彙整專家意見產出成果，以最小

平方回歸模型得出標章願付價格台北7.35%、新北7.57%，研究成果具

體，值得肯定。

2. P69頁述及銀級標章有更多溢價，建請再加強說明這部分之研究發現。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1. 本研究期中報告符合預期成果目標。

2. 各年度房價漲幅建請考量納入變數因子。

本所-

主席(羅組長時麒)：

1. 請參考本所過去綠建築溢價相關研究成果報告，妥適研議本案溢價之

範圍及定義。

2. 本報告中所提到研究案例名稱，請注意個案名稱去識別化，避免引起

誤解。

執行單位回應（國立政治大學 江共同主持人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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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後續將補充說明、比較溢價率之定義，與不同研究之定義差異及對於分

析結果之影響。

2. 研究主題是從不動產實價登錄等嚴謹可靠之資料探討智慧建築溢價率，

後續將依研究進度，探討智慧建築指標與得分對價格的影響，說明建商、

各地區房價漲幅、行政區等變數對於價格之影響，分析民眾誘因；至於

個案非溢價產生之成本效益課題，將斟酌討論。

3. 報告書等級溢價差異過大之問題，主要可歸因於某些縣(市)智慧建築標

章黃金級與銀級樣本數過少所致，後續將以更多縣(市)的智慧建築等級

與價格組合實證分析結果、敘述統計分析溢價方式，克服樣本數過少之

研究限制，並參考委員意見，說明台中與桃園市之溢價。

4. 影響價格的因素極多，惟統計學理上，應同時考慮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納

入過多不重要的自變數，反而造成模型預測及解釋力變差，本研究將說

明選定之自變數對價格影響是否顯著，並於召開專家座談會議中邀請專

家集思廣益，確認較適合納入模型之重要變數。

5. 囿於會議時間限制，有關於報告書、表中之誤植及去識別化等寶貴建議，

將於期末報告逐一回應說明或修正。

八、會議結論：

(一) 本次會議3案期中報告經徵詢在場審查委員與機關團體代表意見，原則

審查通過。

(二) 請業務單位詳實記錄與會審查委員、出席代表及書面意見，供研究團

隊及執行單位參採，於期末及成果報告妥予回應，並確實依照本部規

定之的格式製作報告。

九、散會（下午5時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