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該有人會說，智慧綠建築顧問？不就是個「拿標章的」。是嗎？在台灣，是的，但，這個答案並不

完整。依稀記得還在求學階段時，某大教授曾經笑笑地講過一句較戲謔的話：我們國家推動智慧建築、綠

建築標章制度，並沒有真正扶植到建築產業，反倒是創造了許多代辦行業。不可否認，事實確實如此，但

再深究其來由，是產業的現實環境與制度使然，因此，這個答案也並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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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是經由材料透過技術勞動，有意圖的加

工所建構完成的一種實體，是為提供人類生活場所，

具有居住意識的構造物」（曾俊達，2001）。由此定義

可發現，建築是門「實證」的應用科學，在工程未竟

完成前，都無法證明其存在的價值，直至竣工。此論

點，也呼應再完美的設計也需要工程的實踐，才足證

明其存在的意義。而智慧綠建築，引用前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所長 何明錦教授接受採訪時之說法：「為什麼要

稱作『智慧綠建築』，而不直接稱作『智慧建築』呢，

因為綠建築推動得早，且一直推動得很好，因此行政

院希望在綠建築的發展基礎上，把資通訊科技的東西

加值進來，也因為這樣，能源被視為這些智慧科技發

揮運用的重點，除了一般智慧生活的安全、健康、舒

適、便利，更重視環境永續經營。由於過去已有「綠

建築標章」和「智慧建築標章」此二標章，為了不造

成混亂，政府採用了兩標章併行認證的方式，期望循

序促成智慧綠建築的發展，並進一步帶動資通訊、建

築、建材產業的同步轉型與升級。」

然就工程面而言，不可諱言的是，由於工程界面

之複雜，包含有設計端之概念、工程面之整合、使用

端之需求 ⋯，加上工程面可分成土建工程、機電動力

專業顧問團隊

張碧玉 ／耘根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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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工程、弱電系統工程、空調工程，照明工程 ⋯ 諸如此

類，其中弱電系統工程又可再細分成資訊弱電、通信

弱電、消防弱電、監視弱電 ⋯ 等等，使得成熟之資訊

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應用至建築中存在

許多與工程界面整合協調之問題，進而導致 IT在建築

產業的應用往往落後市場至少 10年以上的時間。若據

此回顧「建築師」應扮演之角色，再加上智慧建築、

綠建築乃至於智慧綠建築的標章規範、技術規則等要

求，還須包含法規檢討、成本估算等等。事實上，再

資深的建築師也將力有未逮，難以獨立負擔此一龐雜

艱鉅之任務。

如果回顧建築師的養成教育，國內各大建築系所

安排之課程，在「綠」的部分確實著墨甚深，從敷地計

畫、構造、直到環控（環境控制），都可以發現「綠」

概念的蹤跡；再直到建築師的執業環境，在法規面有建

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之第 17章─綠建築專章，都可

以發現「綠」已然成為國內建築設計之必要條件。但

就「智慧」部分，確實未置入課程系統中；從另一方

面，「智慧」所常用之語彙，如通訊協定（Protocol）、

RS-485、Modbus、BACnet等，與建築土木領域慣用之

語彙大相逕庭，當然讓人覺得難以駕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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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市場面來看，當各產業朝向 IT化已是無法

阻擋之趨勢，我們的生活與智慧型手機形影不離的那

一刻起，建築土木也必須逐步跟 IT、ICT產業靠攏。

在某些情形下，IT、ICT早已成為建築產業的「標

配」，如，家用網路即為一例。另一個可切入討論的觀

點，就是「有感」。相較於綠建築，智慧建築較易讓使

用者「有感」，無論是就便利性、舒適性、安全性乃至

於節能，較易取得終端使用者之共鳴。綠建築照顧的

是「碁盤」；智慧建築則著重在使用端。若嘗試用建築

生命週期來解釋，綠建築照顧到的是規劃設計 -施工、

以及拆除階段；智慧建築則是強調在使用管理維護階

段的性能（如圖 1所示）。

綠建築在規劃設計上，真正 100% 需仰賴建築師的

專業，將綠建築的觀念及構想融入建築設計當中，再

配合業主端之需求提議、造價成本、法規面檢討、施

工規劃 ⋯ 等綜合考量，方能達成目標。而在智慧建築

規劃上，同前所述，在建築師相對不熟悉的情況下，

便需要有一專業團隊，協助建築師進行規劃，再交由

專業分包技師，如機電、空調技師協助進行細部設計。

智慧綠建築專業顧問與弱電產品商、系統商有何

不同？簡單地說就是對「建築」的認識。

智慧綠建築顧問，多具有建築背景，在規劃設計

階段，可協助建築師、設計師以相同的「語彙」與系

統商、產品商進行溝通，扮演翻譯官的角色，將智慧

化產品、系統緊密結合到建築師的設計當中，發揮產

品應有功能，並因地制宜的配置到實體空間中。舉例

來說，晝光利用是目前較新穎的節省室內照明能耗方

式，運用照度 sensor感應進入室內的自然光源，並依

此自動調控室內燈具照度，在維持工作面照度在 550 

Lux以上之情形下，節省照明能耗。自 sensor端至系

統再連結至燈光控制，係由弱電廠商提供技術協助，

但，應配置在建築內部何處、與鄰棟建築、立面開口

部之關係、太陽春夏秋冬之角度，則需具建築專業的

判斷（如圖 2所示）。

宏觀的說，智慧綠建築顧問所扮演的是「協助建築

設計進行智慧情境（Scenario）規劃」的角色。瞭解何

種技術配置在適宜的位置，提供使用者最佳的服務；

同時，在建置經費有限的條件下，協助提供建築師、

業主做最適宜的調配及建議選用適宜的技術或產品，

確保「智慧」最終的服務品質達到預期目標。

以「經濟部傳統產業加值中心」一案來談，本案

一開始即以取得「雙鑽石」為目標。因此在目標明確、

建置經費、工程時間有限等條件下，同時考量配合建築

師設計規劃、業主管理、使用需求；其中更包含金屬

中心既有 /新建系統之相容界接、跨單位不同使用需求

條件（如辦公、Feb不同安全性需求）⋯ 等等情境，綜

合判斷後，提出最佳建議方案，同時確保雙鑽石標章取

得。不可否認，當以「標章等級」一事作為最終目標

時，即會立刻陷入「實用性」之價值判斷。因此，常會

有人問，鑽石級真的好用嗎 ?此類問題的答案很因人而

異，或許，對管理者覺得好用的智慧，對使用者不見得

適合；反之，使用者所歡迎的智慧，在管理上卻是致命

圖 1   智慧化維持建築性能
（ 資料來源：江哲銘教授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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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此時，顧問角色將相對重要，如何給出適切的建

議，在目標、實用、有感、經費、時間等諸多限制條件

下找出交集點，即為專業顧問的價值，一如「慎選建築

師」，是左右建築物成敗最關鍵的因子。

在建築規劃設計階段，顧問角色是輔佐建築師，

在「綠」的基礎上進行「智慧」的規劃，做出適切方

案的建議及選擇。而在工程上，更能提供最終「智

慧」成果的品質確認。以加值中心為例，可以很輕易

的發現，若欲以目前傳統式的「工程規範」來作為承

商是否達標之評斷依據，立刻會出現：怎會差這麼多

的問號，但卻又找不出任何一點「違約」之處。工程

界面之嫌隙就此而生，更遑論後續業主、設計監造、

承商間需要面對的爭議及問題。此問題點，究其成

因，可歸結於「情境」二字。智慧化很大一部分是需

要情境（Scenario）式表達搭配功能式驗收，功能式驗

收容易，但情境是非常抽象的詞彙，存在於無限大的

想像空間中，如何明確的化成實體文字作為規範標準

並據以驗收實屬不易。也因此，公共工程中的智慧建

築最常遇見的狀況是執行單位（業主）的想像與產品

的成像天南地北。

另一層面，智慧建築具象的表現是「系統」。強

調系統間的整合，簡單的說，就是不同的系統間要能

夠溝通，當然，若用標章等級來區隔，越高等級的智

慧，溝通的能力應該越強（如圖 3所示）。

最常見的做法是當消防系統作動，門禁系統會全

部釋放，空調系統關閉，電梯系統停滯，公播及廣播

系統應同時顯示逃生動線及語音提示。如此跨系統間連

動的作為，代表的就是智慧程度高低及其性能，就工

程面而言，這部分相對容易描述。然就「系統」面，

還有另一部份容易在工程面被忽略，就是使用者介面

（User interface, UI）。UI的整合能力也顯示承商的功

力，其中，還包含了終端畫面所呈現的設計美感。世

界上一線大廠如 Honeywell、Siemens等，莫不耗費鉅

資進行開發；當然，國內也有不少著墨甚深的專業供

應商，如知名的 Advantec（研華科技）、Delta（台達

電）等品牌，相關產品也非常成熟，穩定性也高。回

歸工程現實上，大品牌產品穩定性高，功能強大，技

術支援無虞，唯一缺點就是建置成本提高，此部份嘗

試設計師卻步的原因。如何將固定之工程造價，做最

有效的分配，依實際需求選擇最佳之系統，是選擇大

品牌穩定性高；或是客製化小規模系統節省成本，則

須仰賴專業顧問建議。

更深一層智慧的功能，是如何應用智慧化（數位

化）後，所產生之資料、數據，協助調整建物營運。

或許有人會立即反映出 Big Data、Deep learning、AI

等時下正夯的詞彙。但以過往經驗來看，智慧綠建築

要達到如此高科技的境界，仍需一段時日的努力，建

築從自動化走向智慧化，也花了將近 20年的時間，

慢慢才讓市場能夠接受，當然，未來以更高科技、高

智慧、甚至人工智慧的導入，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但，還需一段時日及工程界一步一腳印踏實的努力，

才能夠真正站穩「智慧」。目前，「經濟部傳統產業加

圖 2   自然光路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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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心」也正在積極努力中，嘗試以目前一年多之營

運數據，分析檢討各項設施設備功能，以期發揮真正

智慧之功效。此部份，也是顧問團隊所能積極提供協

助之專業部份。

綜上所述，智慧綠建築專業顧問團隊，應可清楚回
水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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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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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應，當年某大教授的誤解，不單純只是消極扮演「拿標

章」的角色，而是能夠更積極專業地提供建築生命週期

中之各階段服務。也相信，集結了金屬中心、建築師、

專業技師、施工營造單位、及專業顧問團隊共同努力下

之結晶，可樹立出「智慧綠建築」之標竿。

圖 3   經濟部傳統產業加值中心中央監控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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