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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資訊 

本項文件係供使用於建築物的產品類別規則(PCR)，產品適用範圍包括各種類型

之建築物，包括其土木結構體以及讓基本建築機能完備之設備。本項 PCR 之要求事項

預期使用於依據「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標準來進行驗證之碳足跡(CFP)。本文

件之有效期，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准制訂後起算 3 年止。 

本計畫主持人為低碳建築聯盟總召集人林憲德教授(電話：06-2762550；Email: 

linsiraya@yahoo.com.tw；地址：台南市北區小東路 25 號 2 樓  低碳建築聯盟)。本項

文件係由冠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主辦，低碳建築聯盟及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協同擬

定。有關本項 PCR 之其他資訊，請洽：陳峙霖；Tel：06-2762477；Fax：06-2760680；

E-mail：foren0516@gmail.com、曾大展；Tel：06-2762477；Fax：06-2760680；E-mail：

tnvc.ben@gmail.com。 

 

tel:(04)2285-1112
tel:(04)2285-1112
mailto:tnvc.b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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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疇 

2.1 產品系統邊界 

2.1.1  產品組成 

表 1 所列各類型之建築物，包括其土木結構體以及讓基本建築機能完備之設備，

不包含建築物本體以外的景觀、道路，及景觀、道路之附屬設施。 

2.1.2  產品機能與特性敘述 

建築物主要提供人類健康舒適居住生活與經濟活動之空間構造物與必要之設備。 

2.1.3  產品功能單位或宣告單位 

本產品的功能單位為每平方公尺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年（依內政部營建署建築技術

規則對室內樓地板面積之定義）在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鋼筋混凝土、鋼骨及鋼骨鋼筋

混凝土構造為 60 年，輕鋼構為 48 年，木構造及鐵厝為 30 年)營運下之碳足跡，宣告

單位與功能單位相同，並應依據相關主管機頒佈之法規 (如表 1)，對於建築物之類別

加以註明。碳標籤範例如 5.1 節所示。 

 

表 1 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 

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Ａ類 公共集會類 

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

運輸工具，且無法防火區劃

之場所。 

Ａ-１ 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之場所。 

Ａ-２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 

Ｂ類 商業類 
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

樂、餐飲、消費之場所。 

Ｂ-１ 供娛樂消費，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 

Ｂ-２ 
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率

高之場所。 

Ｂ-３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Ｂ-４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Ｄ類 休閒、文教類 
供運動、休閒、參觀、閱覽

、教學之場所。 

Ｄ-１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Ｄ-２ 供參觀、閱覽、會議之場所。 

Ｄ-３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４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

除外） 

Ｄ-５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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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類 宗教、殯葬類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

所。 
Ｅ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Ｆ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供身體行動能力受到健康、

年紀或其他因素影響，需特

別照顧之使用場所。 

Ｆ-１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Ｆ-２ 
供身心障礙者教養、醫療、復健、重健、訓練、輔

導、服務之場所。 

Ｆ-３ 供兒童及少年照護之場所。 

Ｆ-４ 供限制個人活動之戒護場所。 

Ｇ類 辦公、服務類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

務或一般門診、零售、日常

服務之場所。 

Ｇ-１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且使用人替換頻率

高之場所。 

Ｇ-２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Ｇ-３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Ｈ類 住宿類 供特定人住宿之場所。 

Ｈ-１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Ｈ-２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Ｉ類 危險物品類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

氣體之場所。 

Ｉ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

高壓氣體之場所。 

(資料來源：節錄「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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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命週期範圍 

建築物之生命週期流程涵蓋了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 營造施工階段、建築使用階段、修繕更新階段、拆除廢棄階段，如圖 1 建築物

碳足跡計算範圍所示。 

 
圖 1 建築物碳足跡計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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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築物之生命週期流程涵蓋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 營造施工階段、建築使

用階段、修繕更新階段、拆除廢棄階段等五階段，各階段實施步驟如下說明： 

2.2.1 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 

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包括下列過程： 

1. 建築軀體、室內裝修、設備等建築分項新建工程所需之資材，由原料開採及生產、

原料運送至工廠、於工廠加工成為資材之過程。 

2. 運送建築軀體、室內裝修、設備等建築分項新建工程資材至建築現場之過程。 

2.2.2 營造施工階段 

營造施工階段包括下列過程： 

1. 建築軀體、室內裝修、設備工程等營造施工過程。 

2. 上述過程中相關施工機具之運作，如基地現場起重機、吊車、施工電梯、揚水馬

達、焊接設備、工地辦公室耗能等。 

2.2.3 建築使用階段 

建築使用階段包括下列過程： 

1. 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中為維持正常使用及營運之功能所需之空調設備、照明設

備、室內電器設備、加熱（烹飪與生活熱水）設備、給污水設備、升降（電梯與

電扶梯）設備等之能源消耗作業。 

2. 清潔保全作業相關耗能暫不列入評估。其中若建築物未配置有加熱及升降設備等

時，則該設備之能源消耗免予評估。 

2.2.4 修繕更新階段 

修繕更新階段包括下列過程： 

1. 建築物為了維持建築機能正常運作所必須之維修、改修、裝潢等工程，包含

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中，因局部老化劣化而斷斷續續執行的小改裝或大翻修

的零星工程所需之資材，由原料開採及生產、原料運送至工廠、於工廠加工

成為資材之過程。 

2. 運送修繕更新階段資材至建築現場之過程。 

3. 修繕更新過程中施工機具運作之耗能及廢棄物處理作業。 

2.2.5 拆除廢棄階段 

拆除廢棄階段包括下列過程： 

1. 建築物在生命週期終結時，軀體工程拆除、解體、廢棄物清運之過程，包含

拆除解體時所使用的怪手、破碎機等機械設備之耗能、拆除後廢棄物清運及

廢棄物處理過程。 

2. 由於拆除廢棄物再利用產業與市場不明，亦缺少相關之統計及研究數據，且

影響比重微小，故拆除廢棄物回收再利用過程不納入本PCR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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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詞定義 

與本產品相關之主要名詞定義如下所述。 

1. 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指不同構造之建築物，其標準的生命週期年限，如鋼筋混凝

土、鋼骨及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為 60 年，輕鋼構為 48 年，木構造及鐵厝為 30 年。 

2. 建築軀體：包含建築基礎、假設工程、主結構體、外牆外裝、門窗、屋頂外裝、樓

板地面及內隔間牆等，但不含建築水電、設備、室內裝修與基地環境等。 

3. 室內裝修：建築物地板面、牆面、天花板三大部分之裝修，包括固定家具裝修工程。 

4. 建築設備：建築物之空調設備、照明設備、加熱設備、室內電器設備、給污水設備、

升降設備等。 

5. 空調設備耗能：指建築物營運所需之空調熱源系統、送水系統、送風系統、箱型空

調、窗型空調等設備，如空調主機、冷卻水塔、水泵、空調機（VRF 型、箱型、

窗型、分離式）、空調箱、室內空調機、風機、熱泵等設備，於建築物標準生命週

期中使用階段所產生之能源消耗。 

6. 照明設備耗能：指建築物營運所需之照明系統設備，於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中使用

階段所產生之能源消耗。 

7. 加熱設備耗能：指建築物營運所需之烹飪與生活熱水設備，於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

中使用階段所產生之能源消耗。 

8. 室內電器設備耗能：指建築物營運所需之室內插座電器設備，即空調照明以外之電

腦、影印機、檯燈、事務機器、醫療儀器、實驗器材、作業工具等用於插座之設備，

於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中使用階段所產生之能源消耗。 

9. 給污水設備耗能：指建築物營運所需之給排水系統、揚水馬達、淨水污水處理設備

等，於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中使用階段所產生之能源消耗。 

10. 升降設備耗能：指建築物營運所需之電梯、電扶梯設備等，於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

中使用階段所產生之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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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週期各階段之數據蒐集 

產品數據蒐集期間係以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營造施工階段、建築使用階段、

修繕更新階段、拆除廢棄階段各階段實際執行工程所需之時間，建築使用階段之能源

消耗數據蒐集則以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使用期間為基準。若計算時非使用該標準生命

週期年限數據，須詳述其原因，且使用非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年限的數據必須確認其

正確性；相關數據進行分配時可依質量、進料量、重量、工時等物理性質作為分配基

礎，若引用其他參數得說明採用之依據。對於不具實質性貢獻排放源之加總，不得超

過產品預期生命週期內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5%。建築物碳足跡在生命週期階段之數據

蒐集項目與規則如下所述。 

4.1 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 

4.1.1  數據蒐集項目 

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需蒐集的項目包括： 

1. 與建築軀體資材相關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程。 

2. 與建築室內裝修資材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程。 

3. 與建築設備資材相關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程。 

4. 上述 1~3 流程所需之燃料與電力之消耗與供應相關流程。 

5. 上述 1~3 項以國內最具代表之生產流程為準，若為國外進口原料或資材，其進口

作業相闗流程得不列入評估。 

4.1.2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項目 

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及營造施工階段合計溫室氣體排放量之 10%以上必須採用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其他則可採用二級活動數據。 

4.1.3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1. 數據蒐集方法 

一級活動數據可以由下列三種方法取得： 

(1) 依據各流程所需設備或設施所投入之能源。 

(例如：設備設施作業時間 x 電力消耗 = 電力投入量) 

(2) 將各供應商在特定時間中之資源消耗分配到各產品。 

(例如：年度燃料投入總量分配到製造的標的產品上) 

(3) 其他相關溫室氣體盤查(ISO 14064-1)常見數據蒐集方法。 

(例如：質量平衡法) 

以上三種數據蒐集方法在產品類別規則之原料取得階段中均可接受。若採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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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則在同一地點生產但非本產品類別規則目標之產品，亦應採用相同分配原則，如

此所有產品測量結果總值不致與整個地點所產生的數值差距過大。若採用測量方法

(2)，則分配方法應優先採用物理關係。若辦公室中央空調與照明之間接燃料與電力消

耗無法排除在測量以外時得包含於測量範圍內。 

2. 運輸資訊收集方式 

關於運輸部分之計算範圍，從供應商開始到最終交付給施工現場之處，且包括供

應鏈中的各個分配點(例如：儲藏室或倉庫)所構成之運送要素，皆須納入計算。關於

運輸資訊及車輛負荷等資訊，需根據實際運輸模式，由供應商處開始算起。 

3. 數據蒐集期間 

數據蒐集期間應為建築物施工開始至施工全部完成之全期，未採用全部施工期間

的數據時，則應說明其原因，另應保證該數據的精確性。 

4. 自發電力之處理方式 

若一地點自行發電用於原料之生產時，則發電之燃料量投入值應蒐集作為一級活

動數據，且製造與燃燒相關溫室氣體排放應加以評估。 

5. 從多個供應商取得原料之處理方式 

對於供應鏈中與建造程序活動有關的數據之收集，若是組織對於這些供應鏈擁有 

直接管理與控制權，應於供應商之所在地蒐集。若供應商不只一家，則應向所有供應

商蒐集一級活動數據。若供應商數量龐大，其中主要供應商之提供原物料量超過總提

供原物料量的 50%以上時，則主要供應商之一級活動數據之平均值，可作為所有其他

供應商之二級數據。 

4.1.4  二級數據內容與來源 

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之二級數據，可由生命週期評估軟體資料庫、中華民國政

府機關公告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或具有公信力之論文、實驗、統計文獻中

取得，其二級數據內容包括： 

1. 與建築軀體資材相關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程相關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 

2. 與建築室內裝修資材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程相關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 

3. 與建築設備資材相關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程相關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 

4.1.5 情境內容 

此階段二級數據之運輸情境內容可依供應商出貨之運輸，並考量有關運輸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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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方式、裝載率及載重噸公里、運費、平均耗油量/油價(費)等方式來訂定。 

4.1.6  回收材料與再利用產品之評估 

1. 若取得原料有部份為資源回收或再利用原料時，該原料取得部份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可不計入，但必須計算其製造及運輸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2. 如主管機關或研究單位及相關文獻已公布相關流程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或計算原

則時，則依規定計算及評估。 

 

4.2 營造施工階段 

4.2.1  數據蒐集項目 

營造施工階段，需蒐集的項目包括： 

1. 建築軀體工程於營造施工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運作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2. 室內裝修工程於營造施工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運作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3. 建築設備工程於營造施工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運作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4. 以上 1~3 流程能資源使用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 

4.2.2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項目 

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及營造施工階段合計溫室氣體排放量之10%以上必須採用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其他則可採用二級活動數據。 

4.2.3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1. 數據蒐集方法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4.1.3相同；關於營造施工部分，應蒐集施工過程中投入

之施工器具運作之相關資料，包括各建造過程中投入能資源耗用、水的種類與量於施

工現場的營造施工過程之一級資料。 

應於施工現場直接蒐集資料，掌握施工過程中必需的機器、設備在運轉單位(單位

運轉時間、一批等)內的輸入出項目的投入量或排出量，以計算之。  

2. 數據蒐集期間 

數據蒐集期間應為建築物施工開始至施工全部完成之全期，未採用全部施工期間

的數據時，則應說明其原因，另應保證該數據的精確性。 

3. 自發電力之處理方式  

若一地點自行發電用於原料之生產時，則發電之燃料量投入值應蒐集作為一級活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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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且製造與燃燒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應加以評估。 

4.2.4 二級數據內容與來源 

1. 施工階段之二級數據，可由生命週期評估軟體資料庫、中華民國政府機關公告的

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或具有公信力之論文、實驗、統計文獻中取得。 

2. 其二級數據內容包括以下各階段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1) 建築軀體工程於營造施工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運作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2) 室內裝修工程於營造施工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運作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3) 建築設備工程於營造施工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運作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4) 以上 1~3 流程能資源使用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 

4.2.5 情境內容 

此階段二級數據之施工情境內容及營造施工之機具使用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可參考不同建築類型之施工方式，並考量有關機具平均耗電量/電價(費)、耗油量/

油價(費)等方式來訂定。 

 

4.3  建築使用階段 

4.3.1  數據蒐集項目 

建築使用階段，需蒐集的項目包括： 

1. 空調設備耗能。 

2. 照明設備耗能。 

3. 加熱設備耗能。 

4. 室內電器設備耗能。 

5. 給污水設備耗能 

6. 升降設備耗能。 

7. 上述 1~6 流程能資源使用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其中若建築物未配置有加熱及升降

設備等時，則該設備之能源消耗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免予評估。 

4.3.2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項目 

建築使用階段應優先採用一級活動數據，若無法取得時，則可採用二級活動數據。 

4.3.3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1. 數據蒐集方法 

此階段一級活動數據為該棟建築物產品，於正常營運條件下，最近三年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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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換算的年平均溫室氣體排放量總和，其一級活動數據可由下列三種能源消耗之單據

資料所換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取得： 

(1) 全年用電量單據。 

(2) 全年用燃料量單據。 

(3) 全年用水量單據。 

2. 數據蒐集期間 

建築使用階段之數據蒐集期間應為最近三年，若未採用最近三年的數據時，則應

說明其原因，另應保證該數據的精確性。 

4.3.4 二級數據內容與來源 

1. 建築使用階段之二級數據，可由生命週期評估軟體資料庫、中華民國政府機關公

告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具有公信力之論文、實驗、統計文獻或建築

耗能模擬軟體，如 DOE-2、eQUEST、EnergyPlus 等中取得。 

2. 其二級數據內容包括以下各階段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1) 空調設備耗能。 

(2) 照明設備耗能。 

(3) 加熱設備耗能。 

(4) 室內電器設備耗能。 

(5) 給污水設備耗能 

(6) 升降設備耗能。 

(7) 上述 1~6 流程能資源使用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其中若建築物未配置有加熱及

升降設備等時，則該設備之能源消耗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免予評估。 

4.3.5  情境內容 

此階段二級數據之建築物使用情境內容，可參考不同建築類型之營運模式，依照

其正常的使用情況或未來之營運假設情況來訂定，以完成碳足跡的計算。 

1. 建築使用階段之模擬情境 

所有關建築使用階段所需的空調設備耗能、照明設備耗能、加熱設備耗能、室內

插座設備耗能、給污水設備耗能及升降設備耗能所使用之能資源皆須納入計算。 

進行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成本評估時所使用之標準生命週期年限依不同構造之類

別擬定，如鋼筋混凝土、鋼骨及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為 60 年，輕鋼構為 48 年，木構

造及鐵厝為 30 年。但有鑑於各建築物類型的特殊性，實際之營運情境模擬亦可採用其

他具有詳實佐證資料之生命週期年限，或依本文件之參考文獻另行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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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修繕更新階段 

4.4.1  數據蒐集項目 

修繕更新階段需蒐集的項目為建築物標準生命週期中，多次修繕更新工程所需資

材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程，及於修繕更新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

運作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修繕更新階段，需蒐集的項目包括： 

1. 建築軀體排除基礎及主結構後，於修繕更新階段所需相關資材之原材料開採及生

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程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2. 室內裝修於修繕更新階段所需相關資材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

程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3. 建築設備於修繕更新階段所需相關資材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

程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4. 修繕更新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運作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5. 修繕更新階段產生之廢棄物處理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6. 以上 1~5 流程中能資源使用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 

4.4.2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項目 

修繕更新階段資料蒐集困難，目前無一級活動數據之要求。 

4.4.3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本階段無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4.4.4  二級數據內容與來源 

1. 修繕更新階段之二級數據，可由生命週期評估軟體資料庫、中華民國政府機關公

告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或具有公信力之論文、實驗、統計文獻中取得。 

2. 其二級數據內容包括以下各階段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1) 建築軀體排除基礎及主結構後，於修繕更新階段所需相關資材之原材料開採

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輸流程。  

(2) 室內裝修於修繕更新階段所需相關資材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

輸流程。 

(3) 建築設備於修繕更新階段所需相關資材之原材料開採及生產、製造加工與運

輸流程。 

(4) 修繕更新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運作。 

(5) 修繕更新階段產生之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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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情境內容 

1. 此階段二級數據之修繕更新資材運輸情境內容，可依供應商出貨之運輸，並考量

有關運輸距離、運輸方式、裝載率及載重噸公里、運費、平均耗油量/油價(費)等

方式來訂定。 

2. 此階段二級數據之修繕更新情境內容及建築內外裝等各分項工程修繕更新之次數

頻率，可參考本文件之參考文獻或其他具有公信力文獻來訂定。  

 

4.5  拆除廢棄階段 

4.5.1 數據蒐集項目 

拆除廢棄階段乃是指建築物在生命週期終結時，建築物軀體拆除、解體、廢

棄物清運之過程，包含拆除解體時所使用的怪手、破碎機等機械設備之耗能、拆

除後廢棄物清運過程及廢棄物處理所產生之碳排放量，由於拆除廢棄物再利用產

業與市場不明，亦缺少相關之統計及研究數據，且影響比重微小，故拆除廢棄物

回收再利用所產生之碳排放量不納入本PCR範圍。拆除廢棄階段，需蒐集的項目

包括： 

1. 建築物軀體拆除、解體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運作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2. 建築物拆除後廢棄物清運流程中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3. 建築物拆除後廢棄物處理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4. 以上 1~3 流程能資源使用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 

4.5.2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項目 

本階段在拆除廢棄階段資料蒐集困難，目前無一級活動數據之要求。 

4.5.3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本產品無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4.5.4  二級數據內容與來源 

1. 拆除廢棄階段之二級數據，可由生命週期評估軟體資料庫、中華民國政府機關公

告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或具有公信力之論文、實驗、統計文獻中取得。

但應針對實際情況進行考量(如：回收率)。 

2. 其二級數據內容包括以下各階段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1) 建築物軀體拆除、解體過程中，現場施工機具運作。  

(2) 建築物拆除後廢棄物清運流程。 

(3) 建築物拆除後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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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情境內容 

於拆除廢棄階段之情境假設，應符合下列要求或考量： 

1. 將廢棄物運送至處理地點之平均運輸距離，係考量現有資源回收處理體系。 

2. 有關營建廢棄物之運輸，以及廢棄物運輸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得考量有關

運輸距離、運輸方式、裝載率及載重噸公里、運費、平均耗油量/油價(費)等方式

來訂定運輸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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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揭露方式 

5.1 標籤形式、位置與大小 

1. 碳標籤格式與大小應符合「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並視當時實際情

況進行修正。 

2. 碳標籤圖示，除心型內應依實標示產品碳足跡數據及計量單位外，不得變形或

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例放大或縮小，且其寬度不得小於1.0 cm、高度不得小

於1.2 cm。 

3. 碳標籤可公開在資訊看板或相關網頁，或並標示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工程

概述」一節中。 

4. 產品碳足跡標籤下方加註相關資訊，標示碳標籤字號、功能單位，及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網站等字樣，如下圖範例。 

 

 

碳標字第○○○○號 

每平方公尺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年表示 

(建築物類別) 

http://www.epa.gov.tw 

 

5.2 額外資訊內容 

額外資訊說明應符合「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並經由PCR委員會認可之

內容作為額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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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磋商意見及回應 

單位 磋商意見 答覆情形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 -

盧怡靜研究員 

1. 文件內圖、表、文字建議可盡

量一致，以利使用者閱讀。 

2. 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與修繕

更新的原料生產與製造的碳排

是否有納入計算?目前文字似乎

只算能耗，建議可再修正以免

使用者誤會。 

3. 建 議 可 參 考 EPDPCR 與

EN15804 建築相關的資料文

件，以免與國際相關之計算範

疇與內容不一致。建議於圖一

清楚標示納入與不納入計算的

項目，以避免模糊空間。 

4. 拆除廢棄之處理，如掩埋或焚

化處理是否納入計算，若不算

建議補充不納入計算的理由，

但仍建議納入計算。 

參採意見回覆： 

1. 遵照修改，有關規則中名詞文字會統一

修正，修正內容請參閱建築物產品類別

規則內文。 

2. 遵照修改，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與修

繕更新的原料生產與製造的碳排放有納

入計算，不單指使用化石燃料，決議修

正生命週期範圍 2.2.1 新建工程原料

取得階段句意，改成生產過程中的碳排

放，包含化學反應過程中的碳排放。 

3. 遵照修改，已參考 EPDPCR 與日本建築

相關的 PCR 資料文件，將建築物碳足跡

計算範圍(圖一)標示納入與不納入計算

的項目。 

未參採意見回覆： 

4. 拆除廢棄物之掩埋及焚化之末端處理因

缺少統計及研究數據，故暫不列入計

算，內文中已補充不納入計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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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冷凍

空調技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

周瑞法技術主

任 

1. 名詞定義 p.8：空調設備耗能：

指建築物營運所需之空調設

備，如空調冰水機、冷卻水塔、

水泵、空調機（VRF 型、箱型、

窗型、分離式）、空調箱、室內

空調機、風機、熱泵等設備及

系統，新建建築物生命週期中

日常使用所能源消耗量，是否

可考慮寫得更詳細？另目前空

調設備不會以 60 年來計算，因

機器本身會汰舊換新。 

2. 資料 4.3 建築使用階段：是否將

設備維修便利性（保養空間、

保養人力）列入評估項目？ 

參採意見回覆： 

1. 遵照修改，目前國際間建築相關的 PCR

資料文件於使用階段耗能的說明仍以系

統性來描寫，例如:送水系統、送風系

統、熱源系統等來羅列，本次已於三、

名詞定義中加以補充列舉更詳細之空調

設備種類。另日本之 PCR 有公告所有工

項生命週期標準，在使用階段中的情境

設定中，可參考有公信力的研究的公告

標準，例如中央空調為使用年限 20 年，

窗型冷氣為 3.5 年，來計算建築物在生

命情境週期 60 年內假定之汰換次數，其

補充增列於修繕更新階段 4.4.5 情境內

容章節中。 

未參採意見回覆： 

1. 有關維修及保養等過程中產生的碳排

放，已於修繕更新階段中納入計算，故

不於建築使用階段重覆計入，另外有關

保養人力等目前國際間建築相關的 PCR

標準均未要求列入，故目前維持以修繕

更新階段中原料取得及施工機具的耗能

為評估項目。 

中華民國全國

建築師公會 -

江星仁顧問 

1. 生命週期之設計階段和監造階

段是否納入評估? 

2. 碳足跡計算的費用如何?請研究

單位是否可提供，並告訴相關

單位（公理會、內政部、營建

署、環保署）如何編預算？ 

3. 建築物生命週期 60 年而道路生

命週期 50 年，請問生命週期 60

年的推估正確性如何?  

未參採意見回覆： 

1. 有關設計、規劃及監造階段目前國內基

礎工程及國際間建築相關的 PCR 均未

計入，但決議標示於建築物碳足跡計算

範圍(圖一)為不納入計算的項目。 

2. 目前有關碳足跡計算的費用及預算之訂

立，實非屬本 PCR 規則規範之內容，故

暫不予說明於文件中。 

相關提問回覆： 

3. 有關建築物生命週期 60 年之情境乃參

考英國對於住宅採用 60 年的 LCA 評估

間距（經濟部能委會，2002）及日本

BELCA 對於價值工程減價償還計畫多

以 60 年來模擬（BELCA，2012），因此

本規則建議建築物之也採用 60 年為生

命週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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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

建築師公會 -

陳德耀建材暨

技術研究委員

會主任委員 

1. 「建築物碳足跡」之計算方

法、排放係數等希望能與國際

盤查方法接軌。「建築物 PCR」

制定前，建議先建立完整之建

築材料之溫室氣體盤查資料，

由國家統一公布，以作為「建

築碳足跡」評估之基礎。 

2. 「建築物 PCR」認證制度，仍

請依循建築法條例，於既定之

建築規則設計費用外，另編列

「作業服務費用」。 

3. 強制申請前須有公聽會及配套

措施，是否要求大家建材源頭

做產品碳足跡評估，未來可飲

用而不是用假設推估之方式。 

4. 目前耗能使用模擬軟體，建築

師恐無法操作太學術專業之軟

體。 

相關提問回覆： 

1. 單獨以環保署的力量很難把各行各業之

碳排係數建置完備，目前工業技術研究

院有 600 項碳排係數資料庫之優先順序

平台，且資料庫已經有 153 筆建材相關

係數，但無法立即全面完成，但目前已

有階段性成果足作為「建築碳足跡」計

算之基礎。 

2. 有關碳足跡計算的費用及預算之訂立，

非屬本 PCR 規則規範之內容，暫不予說

明於文件中。 

3. 目前建材以碳排放資料以政府公告的

Database 為最優先，而陸續之數據經過

工業技術研究院檢定後公告在環保署網

站上。 

4. 大部份國家碳足跡計算未限定為建築師

之專業，建築耗能模擬軟體目前已通用

於空調能源技師及相關產業，且為具公

信力的計算標準，故仍列為建築使用階

段之二級數據來源之一。 

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 -徐虎嘯

環境控制組研

究員 

1. 建議室內裝修工程，要和室內

裝修法規之用語一致。 

2. 開會資料中 p.11 營造施工階段

中之水的種類是指? 

3. 拆除情境說明廢棄物到處理地

之運距為何？ 

4. 將來單位 kg.CO2/m
2，是否會使

建築物類別無法區分。 

參採意見回覆： 

1. 本規則與室內裝修法規規範對象不同，

決議修改室內裝修工程名詞定義，並與

室內裝修法規之用語明顯區分之。 

相關提問回覆： 

1. 營造施工階段中之水的種類乃參考道路

工程 PCR 規則，若在工程在無法取得自

來水的地區，可能使用溪水或是地下

水，其水之種類亦有碳排係數上的差異。 

2. 建築物拆除假設情境建議以單純的廢棄

物運輸碳排來計算，亦即統一以平均運

距 30Km 的耗油量來統計其碳排即可。 

3. 環保署的碳標籤，未來會推減量標誌 3%

來區分好壞，目前本文件只有提供計算

範疇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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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

建築中心 -王

婉芝經理 

1. 舊建築是否可運用。 

2. 情境的設定條件是否有具體說

明，不同建築物的營運設定是

否有標準。 

相關提問回覆： 

1. 建築物產品泛指各用途之新舊建築物，

舊建築亦可依照本 PCR-建築物產品類

別規則來計算。 

2. 有關使用階段之營運設定，主要由使用

者依照其正常的使用情況進行情境假

設，以完成碳足跡的計算。 

台灣鋼鐵工業

同業公會 -沈

錦全組長 

1. 開會資料 2.1.1 及 2.1.2 之敘述

是否有產生混淆之處。 

2. 開會資料第三章名詞定義之用

字敘述避免產生誤解或混淆，

例如：建築軀體工程之敘述內

含〝資材〞字眼，及資材內容

並非〝工程〞而為設備或產品。 

3. 開會資料 2.2 之圖一產品計算

範圍應包含「原料開採及生產」

及「原料運輸」階段。 

未參採意見回覆： 

1. 2.1.1 及 2.1.2 之敘述乃 PCR 文件之制式

敍述，故不宜修改。 

參採意見回覆： 

2. 修正第三章名詞定義中新建工程原料取

得階段之各項用字敘述，為〝資材〞而

非〝工程資材〞，以避免產生誤解或混

淆。 

3. 於 2.2 章節之建築物碳足跡計算範圍圖

一中，納入「原料開採及生產」及「原

料運輸」階段之圖示。 

台灣省建築材

料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 -王

榮吉總幹事 

1. 各類建材類產品，應依序列碳

足跡標準認證的優先項目，並

與國際相互接軌，並不同產業

委員會，凝聚共識以推動成效。 

2. 建築物產品類別（應不分為

公、民營），應以「綠建築」推

動推廣成功之案例，繼續加入

「總量、總額」納入，最好能

預估短、中、長期的時程（間），

作為建築碳足跡的預期成果。 

相關提問回覆： 

1. 感謝總幹事提供寶貴意見，本 PCR-建築

物產品類別規則將有助所述之產業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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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賓科技有限

公司 -許坤榮

副總經理 

1. 盤查內容 p.11 施工機具運作碳

排放量，是否指機具跟能源使

用的能源跟它衍生出的溫室氣

體排放。 

2. 碳足跡的目的、數據正確性，

台灣的資料庫要公告國際化。

盤查的方法和過程得出成果是

否國際可以認可，是否也可參

考國外建築物之碳權轉換，如

何推動碳抵換機制（國內、國

外）目標。 

 

相關提問回覆： 

1. 施工機具排放量的用意為工程在施工現

場，使用機具所消耗的能源，包含化石

燃料使用或其他非化石燃料使用而產生

之溫室氣體，大部分還是指化石燃料。 

2. 目前在碳排放係數上面，有對生命週期

做完整度之補強，並根據 PAS2050 或

ISO14067 方法，做數據的更新和檢定，

這同時也是為了和國際接軌重要之事

情。聯盟之係數也透過工研院現在幫環

保署做的基礎材料的資料庫去做公告，

讓我們的數據透過國家的力量，再透過

國家力量之公告讓國際有認定的機會，

也同時朝向國際碳權的目的去努力。 

中華民國全國

建築師公會 -

江文宗常務理

事 

1. 公會需做課題來做培訓也會配

合訓練，也希望建築研究所可

多多提供資源分享與輔助。 

相關提問回覆： 

1. 感謝常務理事提供寶貴意見，本建築物

產品類別規則確認後，相關人員的技術

培訓亦可上路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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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鋼鐵股份

有限公司能源

環境室 -吳一

民 專 案 工 程

師、王維寧管

理師 

1. 使用太陽能、風能及燃料電池

發電對減碳之貢獻。應以外購

能源為依據，不應以耗能量為

依據，且能源轉變設備應特別

考量以免重複計算。 

2. 建物廢棄後，其材料回收所造

成對減少原物料使用、天然資

源開採、減碳等之貢獻應計算

廢棄階段碳足跡。 

3. 各類耗能設備生產端耗能未納

入，將使消費者之責任受到扭

曲，且亦不符合生命週期分析

之概念。建議耗能設備上游生

產之碳排應納入。 

4. 建議應能反應出使用高性能建

材或設備，而使建築壽命延

長，修繕減少之效益可延長計

算年限，且應強制計算到規定

年限。 

參採意見回覆： 

1. 使用太陽能、風能及燃料電池發電對使

用階段減碳之貢獻已納入於建築物碳足

跡計算範圍中(圖一)。 

未參採意見回覆： 

2. 日本拆除後之廢棄物八成是土石兩成為

金屬，八成掩埋之碳排也可計算，其中

金屬回到鋼鐵廠去冶煉之減少原物料使

用、天然資源開採、減碳等之貢獻已於

新建工程原料取得階段反映，而其餘土

石拆除廢棄物之掩埋及焚化之末端處理

因缺少統計及研究數據，故暫不列入計

算，內文中已補充不納入計算的原因，

但已重繪於建築物碳足跡計算範圍中

(圖一)。 

3. 各類耗能設備生產端耗能以及建材上游

製造階段碳排，如可直接追回供應商資

料最佳。若沒得選擇會先選擇國內公告

之數據資料，若國內資料庫沒得選擇就

會依照國際所公告的資料作為依據。 

4. 以目前鋼的碳排放係數為為例，並不會

區分是哪家廠商所製造出來的鋼材，若

將來 Data base 能依據國家產品之好壞

區別，也許計算結果可能就可區別高性

能建材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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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審查意見及回應 

單 位 審 查 意 見 答 覆 情 形 

社團法人臺
灣環境管理
協會-吳伋經
理 

1. 功能單位與宣告單位宜再清楚

定義；宣告單位可以考量對民

眾進行溝通時，貼標籤的位

置、大小以及是否需要揭露額

外資訊，建築物之類別請清楚

提供細節內容。 

2. 依「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訂

定、引用及修訂指引」，PCR

申請單位得由該項商品製造

商、提供該類 服務業者或產品

業者所組成之同業公(協、商)

會、政府機關(構)，本份 PCR

現為成大研究發基金會，恐不

符合指引之定義。 

3. 有關施工及使用營運階段之一

級數據資料要求，應盡量符合

標準內容規定，再合理訂定數

據品質要求或佔比。 

參採意見回覆： 

1. 決議將 2.1.3 產品功能單位或

宣告單位及 5.1 標籤形式、位

置與大小進行修正，修正如下： 

功能單位：每平方公尺-室內樓

地板面積（依營建署建築技術

規則對室內樓地板面積之定

義）在 60 年生命週期營運下之

碳足跡。 

宣告單位：與功能單位相同，

並應依據相關主管機頒佈之規

範，對於建築物之類別加以註

明。修正之碳標籤範例如 5.1 

節所示。 

2. 決議更換本份 PCR 之申請單

位，修正「一、一般資訊」章

節中申請單位為成大研究發基

金會，改由冠奕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低碳建築聯盟、成大研

究發展基金會協同擬定。 

3. 決議修正 4.2.2 及 4.3.2 一級活

動數據蒐集項目之說明為優先

採用一級活動數據，若無法取

得時，則可採用二級活動數據。 

財團法人工

業技術研究

院-黃英傑經

理 

1. 功能單位與宣告單位宜再釐

清，如是否可以「一棟」做為

宣告單位？若需以單位樓地板

面積做為功能單位，建請考量

與現行 EUI的計算方法一致。 

2. 適用範圍中是否需區分新建建

築物與既存建築？請考量實際

上新建建物與既存建物於各階

段對取得一級數據的可行性。 

未參採意見回覆： 

1. 以建築物產品而言，其功能單

位與宣告單位若以「棟」做為

宣告單位，因其營運模式差

異，則不同規模或類型之建築

物間難有一致比較標準。另現

行 EUI 的計算尚十未有公定之

單位樓地板面積定義，故仍維

持 1.以每平方公尺-室內樓地

板面積（依營建署建築技術規

則對室內樓地板面積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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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功能單位與宣告單位。 

參採意見回覆： 

2. 建築物產品適用範圍是否區分

新建建築物與既存建築乃參考

目前國內道路、橋樑 PCR，其

內容對新建與既存工程未有特

別釐清適用範圍，為考量對取

得一級數據的可行性，本次決

議修正建築使用階段 4.3.3 一

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之

說明。 

國立成功大

學建築系-林

子平教授 

1. 有關施工階段之一級資料不易

蒐集，可考量建築之規模及實

際操作，以二級資料提供。 

2. 二級數據內容與來源中對具有

公信力文獻應補充更詳細之完

整名稱及來源。 

參採意見回覆： 

1. 決議修正 4.2.2 施 工階段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項目之說

明，並納入若無法取得時，則

可採用二級活動數據，並補充

各項二級數據情境內容之說

明。 

2. 決議補充各項二級數據內容與

來源中，(2)林憲德, 建築碳足

跡〈上〉評估理論篇之文獻來

源。 

國立成功大

學建築系-蔡

耀賢副教授 

1. 2.2 生命週期範圍章節中，建築

物碳足跡計算範圍內對包含及

不包含之項目應考慮是否有其

必要正面列出。 

2. 再生能源設備的非文件 2.1.2

產品機能與特性敘述中，提供

人類健康舒適居住生活與經濟

活動之空間構造物與必要之設

備，請考慮是否需在碳足跡計

算範圍正面列出。 

參採意見回覆： 

1. 決議將不逐項列出不包含於建

築物碳足跡計算範圍中的項

目，如 2.2 生命週期範圍章節

所示。 

2. 決議將本文件中再生能源設備

之碳足跡計算敘述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