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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續安居」的住宅環境 

林左裕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自 2009年起以美國為首三次的

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貨幣政策；輔以自 2018年起的

美、中貿易戰後，台、外商資金轉進

來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後實施的

「無限 QE」，充沛的資金猛然炒熱了

了國內不動產市場，根據｢政大永慶

不動產價格指數」，在 2020Q1至

2024Q1四年間，臺灣的房價平均漲幅

為 46%，平均年漲超過一成的漲幅讓

無殼族及年輕人望屋興嘆，不少人因

此淪為｢躺平族」。為了房市永續發展

及可負擔性的目標，在討論多時及折

衝下，｢囤房稅」終於｢千呼萬喚始出

來」。然在其寬容的第四房才計囤房

稅及僅計房屋稅、且由地方政府自訂

稅率的情況下，對市場上「囤炒房」

行為的影響仍有待觀察。 

而不動產自原料取得至興建與居

住或商辦使用，其碳排放比例佔整體

的近四成。在全球極端氣候的衝擊

下，在 2050年前達到｢淨零」(Net 

Zero)碳排的目標已是世界各國及產

業一致的共識，也因此不動產業在｢

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mental, ESG)中的

角色舉足輕重，且與每個家庭與個人

息息相關。 

然在追求「永續安居」的過程

中，除了財務可負擔秀及環境永續及

社會責任外，要先有｢安全」的居住

空間才能享有｢安心」的生活環境。

臺灣位處地震頻發地帶，今年 0403

震央在花蓮的芮氏規模 7.2 級地震，

是 1999年 921大震(7.3級，但美國

地質調查局測得規模為 7.6－7.7

級）後臺灣發生最嚴重的地震，在安

全居住空間的基本需求下，我們必須

有防範未然及地震來臨時避難及防護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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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認識。 

基於以上近來攸關不動產的重要

議題，本期｢地政學訊」以｢永續安

居」為主題，邀請了六位學者專家，

以四篇文章與讀者分享。首篇是張紘

聞博士、蔡顯榮技正與黃德琳教授所

撰的｢從都市防災規劃來談台灣面對

地震風險及災損之積極作為」，自 921

大震至 0403地震為讀者介紹了對地

震的成因與防震避難的方法、以及政

治大學行政大樓結構補強後所發揮的

抗震效能；其次是楊曉文教授的｢永

續投資--- 促進淨零建築的影響

力」，除了與我們分享了 ESG的世界

趨勢外，也強化了在傳統投資分析

中，在｢報酬」與｢風險」之外，｢永

續」的重要性，在現實中對岸的房企

倒風頻傳即是殷鑑。第三篇是戴雲發

理事長的｢ESG與建物安全」，他提出

了營建施工標準化的方法以改善工地

施工品質因人而異的問題，除了可提

高建物的安全係數外，同時可達減碳

目標；第四篇是許義忠教授的｢囤房

稅能抵擋 ESG的風暴嗎？」此文先對

各地方政府實施囤房稅成效不一的原

因提出其實證分析的解釋，再整合

ESG的精神，提出多重目標下的政策

與實務建議。 

影響不動產價格與環境的因素眾多，

而在多元社會中各政策之間常需協商

配合以達一致之目標，期望本期鏗鏘

有力的四篇文章，除了能帶給讀者在

｢永續安居」各面向的新知外，也能

提供給政府在制定政策及實務界執行

決策上之重要參考。 

 

從都市防災規劃來談台灣面對 

地震風險及災損之積極作為 

張紘聞、蔡顯榮、黃德琳 

(新北市建築師/台灣科技大學建築博

士、國立政治大學總務處簡任技正/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碩士、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工學博士/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都市防災規劃(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係於 921地震

後，在台灣各都會區空間發展已高度

開發的實際條件下，以現有規劃並興

建完成的公共設施場所做為地震災害

發生後，依據所推估的防災需求，而

將此類公共設施場所做為擔任防救災

機能的資源系統。此乃因應台灣各城

市，以規劃防災機能的架構概念，建

構了供給式防災空間系統的作業模

式，據以做為各級都市計畫擬定或進

行通盤檢討時，導入都市防災計畫的

作業參考。 

原本的城市發展規劃從以土地開

發、利用為導向的用途分區模式，變

為能夠同時應對城市發展並考慮都市

安全的「防災型都市規劃」，尤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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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針對地震單一災害種類。希望隨

後的城市規劃能夠從防災生活圈的角

度推動。然而，對於一個高度發展的

地區而言，若要在不破壞原有城市結

構的前提下實現防災目標，應加強整

備公共設施、劃定疏散區域、檢查交

通路徑、評估服務範圍以及強化外援

可及性等工作，實施防災空間系統的

建設並進行必要的維護工作，將真實

的城市空間條件納入考量並制定相應

的防災措施。 

 

二、台灣都市管理與防災規劃之現況 

(一)921地震對於台灣的影響與改變 

台灣 921地震的發生，其災情的嚴

重性涵蓋了所有層面，包括民眾生命

財產的損失、居住環境的破壞、交通道

路橋樑的中斷、人民生活步調的脫序、

衛生環境的不良及災後人民心靈的創

傷等，引發許多社會問題及福利需求，

在在考驗政府危機處理的能力及作為。

總體而論，震災災後重建包括地震發

生初期的緊急應變救難、災民安置與

社會救助，以及後續的公共工程修護、

災區產業振興及社區生活重建等諸多

議題；政府在「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

及「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1的規

範下，採行由下而上的計畫作業，從公

共建設、產業振興、生活重建、住宅重

建及大地工程等五大方向，積極展開

重建工作。同時藉由民間參與生活重

建與社區總體營造，統合物力資源及

人力資源，對於整體重建工作產生莫

大助益。 

從災區性的都市管理層面，社區總

體營造是 921 地震面對城鄉差距與鄉

村生活復甦提出的因應對策 2，由於各

個社區的原有資源、震災災情及重建

需求各自不同，在地社區成員實質參

與重建，才能使重建工作的推動，發揮

各得其所的最大效益；同時，為因應地

區的差異性而對應所衍生的各種需求，

政府以開放的態度，容許地方分別依

據災後需解決的事項，提供不同發展

模式來解決民眾的問題，並藉此逐步

建立震災後重建的標準作業模式：即

經由社區重建相關公共議題之探討、

落實民眾參與、繼而凝聚社區共識、尋

求確立社區發展方向，最後共同建立

理想的生活空間。「社區總體營造」之

的環境對象，包括重建區風景線、農村

聚落、原住民聚落、老街更新、形象商

圈、集合住宅社區等社區重建及生活

重建。更加難能可貴者，921 震災啟發

了政府與民間重新重視環境的永續和

諧關係、並了解到重建區的社區總體

營造的重要課題是以創意持續尋求居

民、社會、文化、生態景觀的共同和諧

發展。此亦呼應「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

領」的計畫目標第二項所宣示「建立社

區營造的新意識」，而社區總體營造的

精神與策略是政府推動社區重建計畫、

生活重建計畫、產業重建計畫及公共

建設計畫的共同目標，政府各部門推

動的各項重建計畫區亦廣泛運用社區

總體營造策略者的深刻參與 3。 

從全國性的都市管理層面，台灣

為因應大型震災發生所需之應變機制，

從都市計畫增訂「防災計畫」章節，從

法制面盤點災變風險、災害潛勢、災損

評估、避難疏散系統及救援救災體系，

建立災害應變機制，例如大型震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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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大量災民短期收容需求，災害發

生時，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依

災情實況，指定合宜開設收容安置學

校、運動場館、區民活動中心或廟宇等

場所，必要時亦可徵用民間設施，安置

災民於旅社（館)或其他場所。以台灣

的首都臺北市為例，在震災防範與緊

急應變面向，積極研擬出應對方案，並

於 2016年首都圈防災座談會時，林欽

榮副市長提出「災害應變量能提升計

畫」，因應都市環境現況擬出之六大精

進措施
4
： 

1. 老屋健檢與補強計畫：清查盤點

老舊建物、分三期進行健檢 

2. 災害應變量能提升計畫：防災資

源及資訊整合、防災體系強化 

3. 大型防救災基地整備計畫：打造

救災整備基地、結合醫院、防災

公園、中繼住宅 

4. 城市防救災維生系統整備計畫：

供水系統耐震強化、維生戰備井

計畫 

5. 防災學校精進計畫：硬體設備精

進、落實防災演練、耐震補強工

程 

6. 土壤液化對公共構造物、建築物

保全與影響減輕對策及防災公園

與防災道路整備與精進計畫：公

佈土壤液化資料及建物減災對

策、強化防災公園及道路整備。 

(二)近期地震之預警及政策面措施 

1、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之訂定涉及

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所具備之耐震能力，

其合理性對經濟層面亦影響甚鉅。因

此，擬定兼具耐震安全與經濟效益之

規範規定即為耐震規範研究之目標。

台灣自 1974年才逐漸開始有耐震設計

的相關規定，並持續參考國內、外學術

研究成果與各國之耐震設計規範之變

革，使規範與時俱進。尤以 921大地震

及近年重大震害地震之勘災經驗，如：

105 年美濃地震及 107 年花蓮地震造

成之建物損壞，納於規範檢討之中。近

期主要更新重點有四項 5: 

 

(1)提升鄰近斷層區域耐震係數 

(2)改善建物軟弱層之耐震能力 

(3)精進土壤液化圖資及抗液化設計 

(4)確保隔、制震元件設計品質與效

能 

 

圖 1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一書 

(摘錄自內政部國土署網站) 

2、災害即時警報預警系統 

強震即時警報是指當大地震發生

後，利用震央附近地震站觀測到的早

期震波資料，快速解算出地震規模、位

置與深度，並以此預估各地區之震度

與震波到時等資訊，再利用快速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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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或是手機電信通報，搶在具威脅

性的地震波（S波）到達前，對各地區

提供預估的震度及震波到時等資訊。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由於菲

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之間的板

塊運動，因而地震非常頻繁。若在台灣

本島近岸 10公里內發生中大規模之淺

源有感地震，極易造成嚴重震災。 

以目前全球科技之發展，準確有效

的地震預測仍是短期難以達成的目標，

因此目前面臨震災威脅的世界各國均

全力推動地震預警作業，於地震發生

後，針對部份地區於破壞性震波尚未

到達前預先通報，以爭取數秒至數十

秒的預警時間進行快速應變，是目前

普遍認為能提早告知危險的地震減災

科技。 

 
圖 2 地震快速測報系統之原理。

(摘錄自中央氣象署地震測報中心網

站) 

 

3、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以

下簡稱:TELES)6之研究是一項以實用

為導向、跨領域並由國家地震研究中

心所主導開發之預估災損平台。主要

目的之一是提供標準且一致的地震災

害損失評估方法，且須適應不同使用

者的需求與不同精確度的資料來源，

以作為地區性或全國性的地震災害損

失評估之用。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之研發目標至少包含下列三項功能： 

(1)震災境況模擬：根據模擬地震的

震源參數和活動斷層的屬性資料，

推估各地地表震動強度、土層破壞

機率與引致的永久變位，並針對蒐

集建物構造種類及使用年限，推估

可能之災損評估數據，提供縣市政

府防災演練或防救專責機構研擬妥

適的減災對策和措施。 

(2)震災早期評估：在強震後的短時

間內，可能因電力或通訊系統中

斷，地區性的災情資料無法即時回

報中央，導致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即

時有效掌握災情的規模和分布。為

克服上述困難，TELES已結合中央

氣象局的地震速報系統，一旦接收

地震報告的電子郵件，震災早期評

估模組將自動啟動，在極短時間內

將推估的災害潛勢和損害與傷亡數

量等資訊，以簡訊或其它方式供災

害應變中心參考。 

(3)地震風險評估：地震發生的時

間、地點和規模具有極大的不確定

性，但根據以往的歷史地震目錄和

活動斷層調查等資料的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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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可推估不同地區發生地震的時

空分布和規模大小。配合實際人文

和自然環境的資料，吾人可進一步

推估各地區或設施承受地震的風

險，進而擬訂合理的巨災風險管理

或分散機制。為達此目的，TELES

結合地震危害度分析和震災境況模

擬技術，提供較傳統分式更精確的

風險評估工具。 

 

圖 3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操作介面

(摘錄自

https://teles.ncree.org.tw/tssd/) 

4、橋梁結構健康監測系統 

即時監測系統透過橋梁耐震與延

壽技術開發及規範與技術準則研擬，

進行相關技術研發，提供新建橋梁安

全、耐震、快速及經濟之橋梁結構系

統，提升老舊橋梁之安全防災與管養

技術，以達安全、簡易及經濟之需

求，達到延長橋梁的使用壽命及橋梁

結構永續發展之目的，主要監測項目

為針對鋼纜索力變化、橋梁長期線型

變化、主梁與橋墩振動加速度、鋼梁

溫度變化、斷面應變變化、橋墩傾斜

角度變化、河床沖刷深度等項目進行

長期監測。監測期間透過統計分析數

據的變化趨勢，期能提供維護管理機

關研訂本案橋梁預警、警戒及行動等

管理機制時參考。 

基於生命週期的橋梁管理技術，

以及開發新型橋梁安全監測和預警技

術，研究目的為利用所開發的橋梁健

康監測系統和技術來達到災害預警及

減災之目標。強化橋梁檢監測技術可

有效協助橋梁管養單位，落實橋梁維

護管理作業，進而延長橋梁使用壽命 

發揮服務功能。 

  

 

圖 4 橋梁即時監測之實驗照片

(摘錄自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網站) 

5、邊坡災害預測、結構物裂縫自動

辨識、工地鋼筋自動查驗等 

利用電腦視覺方法 7以輔助構造

物目視檢測作業，結合在人工智慧與

地震工程領域的技術與人才，致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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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地震與防災工程之發展，培養新世

代具地震與防災工程領域的大數據防

災能力，目前已對坡地災害潛勢分

析、構造物表面異狀辨識、結構動力

分析、新型地震工程材料開發、營建

工地監測管理、工地鋼筋查驗、人車

流辨識等議題進行深入的探討，開發

相應的自動化人工智慧輔助系統，藉

由不同監督式學習模型，包含影像分

類、物件偵測、影像分割與全景分割

等，整合辨識結果與分析方法以量化

危害程度，加以整合於實際政府機關

或工程單位可於作業流程中，減少工

作量並提升風險預警之判斷識別度。

 

圖 5 自動識別災損評估系統之照片

(摘錄自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網站) 

二、在「地震初始」階段的建置 

(一)EOC中央及地方政府緊急應變中

心之成立 

中央及地方縣市政府於災害發生

之後，依據災害防治法之規定，應視災

害情況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係因 1999

年 921地震後，突顯政府對防災、減災

工作之重要性，提供災害防救工作之

相關諮詢，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依行政

體制區分為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鄉（鎮、市）公所 3個層級，而目

前建構完成之災害防救體系係以「災

害防救法」、「本市災害防救規則」、「地

方制度法」等相關法令為基礎，基於實

際運作需要，乃將中央及地方災害防

救體系 8，依行政體制規劃為「市」及

「區」2個層級。中央部分責成行政院

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災害防救專家諮詢

委員會，並得設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其

功能包括：防災科技之研發推動與管

考、落實應用及技術支援等事項，而地

方政府則由縣市政府及首長成立緊急

應變中心，主要任務即是當重大災害

發生時，能即時掌握各地災情，經由彙

整分析而擬定迅速正確的應變對策；

並整合災區救災資源，進行調度支援，

來進行救災事務，進而爭取災害搶救

的黃金時間，以降低災害的損失，維護

民眾的生命與財產安全。 

因應地震發生之初，以本次 0403

花蓮震災為例，即以中央災害應變小

組，統籌調度全國救災資源，並協調國

軍、醫護人力進行救災及緊急救援。而

在交通中斷之情況下，當地縣市政府

花蓮縣政府亦成立緊急應變中心，並

徵調外部專業技術團體之力量，給予

鑑定、勘災及救援之人力技術協助，在

最短的時間內發揮自助的穩定能量，

不論是在救災安置、醫療救護及紅黃

單認定，本次花蓮縣政府在地震前 2日，

均在公路鐵路中斷情況下，延續前次

2018 地震經驗，快速地完成徵召、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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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僅靠縣市政府自己力量，同步多地

救災等工作事項，不得不為軍警消及

專業技術團體、花蓮縣政府全體同仁，

予以肯定及感慰辛勞。 

(二)救災體系之動員與精進 

1、新北市即時災情平台 

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重要是希

望透過科技平台的整合，提供中央及

地方政府即時資訊的反饋，有效整合

各部會的資訊，給予指揮官資訊上的

協助，在決策過程中能依照證據與實

際情況做出最適當的決策。災害應變

決策輔助系統重點在於資訊整合，包

含動態資訊、數值模型等等，透過地理

資訊系統，讓各部會的資訊與圖資能

夠呈現在同一個平台上，主要能滿足:

（1）易識別性、（2）互動性、（3）關

聯、（4）分級、（5）更新等使用特性，

以直觀式的動態操作介面，將防災應

變的資料整合及作業過程標準化。 

以新北市目前所使用之即時災情

平台為例，就以重大水災、火災、地

震、及山坡地災害為主，彙整相關救

災及動員資訊，以颱風為例，根據氣

象局的雨量預報，預估哪裡雨量最

大，研判降雨趨勢，再依據水利署的

淹水潛勢圖資，決定是否有撤離、疏

散以及抽水機調度的必要。同時，災

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除了自然災害，

對於人為災害如火災或重大傷亡，也

可以利用此系統平台，來進行人員疏

散或救災動線、人力調派等災害應變

資訊之輔助。 

 
圖 6 新北市即時災情平台 

(摘錄自

https://e.ntpc.gov.tw/news-info) 

2、內政部災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

資訊平台 

在 921 地震時產生許多需待認定

紅、黃單之災損建築物，而災害經驗的

累積，體認到平時應確保有足夠之人

力資源及專業訓練，故在中央於 98年

2 月 10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0980800309 號令訂定「災害後危險建

築物緊急評估辦法」，針對動員、認定、

通報等程序，在災害防救法的母法架

構下，落實建築物災損狀況之評估作

業程序，以利危險建築物之處理與管

制，而在「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

辦法」的規定，建築物緊急評估人員以

建築師、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

及大地工程技師為主，各地方政府會

同建築師或技師公會，共同建置評估

人員名冊及資料庫，每半年至少檢討

更新資料內容一次；各地方政府應每

年至少舉辦一次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

急評估作業動員演練。 

建築物若經認定為紅黃單，應於

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及損害區域適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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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張貼危險標誌，並以書面通知建築

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應於一定期限內

辦理建築物修繕、補強或拆除。目前紅

單建築物主要以拆除重建為主，黃單

建築物強制管理應予修繕及補強，並

應將補強結果報知各地方政府，才能

解除黃單之列管。針對人員之調度，目

前中央亦建置「建築物緊急評估人員

資訊平台」，將評估人員數量及名單予

以登錄，以利災時之緊急調度與動員。 

 

圖 7 災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資訊平

台(摘錄自

https://cpabmkao.cpami.gov.tw/bm

h/index_1.jsp) 

3、台北市防災資訊網 

除了災害所需之準備作業，平時

之防災教育及避難逃生資訊亦顯重要，

因為災害產生的第一線之因應措施，

大多以自主逃生避難為主，加強民眾

自救資訊的認知，有助於減少第一時

間的傷亡及快速社會秩序恢復的效率，

這是韌性城市重要觀念的實踐與落實。

而此部分就以各地方政府建置之防災

資訊宣導網站為主要任務，災害資訊

系統應彙整各種氣象資訊（觀測、預

測）、各部會災害資訊、災害風險潛勢

圖資、災害推播項目（示警、預警）、

各種災情資訊、災害應處建議及避難

須知等。以利民眾查看最近避難收容

處所、最近急救醫院、災情(今日 119

通報事件、48 小時內災情、停電、停

水資訊、交通通阻)、安全場所(山屋、

消防單位、警察單位、步道、防災公園)、

各類災害潛勢圖(火山潛勢區、歷史溺

水事件、土石流潛勢溪流、活動斷層、

土壤液化、淹水潛勢圖、大規模崩塌潛

勢區)、google路況等資訊，達到防災

資訊之教育宣導目的。 

以台北市政府建置之「防災資訊

網」為例 9，提供了地圖化資訊展示介

面、重大災害緊急救援路線、水情資訊

及災害風險、山坡地潛勢資訊、空氣品

質資訊、輻射危險監測、供水民生資訊

等項目，以「大規模災害整備」、「跨區

支援合作」及「政府持續運作」3大核

心規劃，結合教育意義提供社會防災

資訊之推播，當中也有企業防災課程

簡報及企業防災能力自我評估表，與

國際重大災難事件，針對案例描述、災

情範圍、政府應變作為與結論建議，藉

由案例分析，來探討其他國家面對重

大災情之因應作為，呼應聯合國減災

風險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UNDRR）

目前針對「2015-2030年仙台減少災害

風險框架」(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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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10，提出全球面臨各式各樣的災

變，必須採取重點行動，其四個優先領

域包括：瞭解災害風險、管理災害風險、

投資於減少災害風險以提高抗災能力、

加強備災以作出有效應災對策，在台

北市的具體實施成果上，看起來已建

立有系統化且因地制宜的抗災資訊。 

 

圖 8-台北市防災資訊網平台(摘錄自

https://eoc.gov.taipei/) 

 

三、在「救援及安置」階段的努力 

(一)專門技術人員之協助 

前段提及災後建築物緊急評估作

業程序，以建築師、土木工程技師、

結構工程技師及大地工程技師為主要

評估人員，且依照目前規定程序應填

列評估明細表，作為判斷之依據，而

此次 0403花蓮地震除了災區花蓮

外，雙北市因老屋多、且盆地效應，

在近山區如:土城、中和這次均出現

大量災損建築物，甚至也造成捷運環

狀線從板橋至中和之間的軌道因箱樑

位移事故，影響都市運作甚鉅，避免

二次傷害，是災害產生後之「救援及

安置」階段，最重要的任務，另外涉

及災害補助救濟金之發放與認定，在

921 震災之經驗，均須有一致性之作

業程序，才能達到公平性與有效性的

補助目的，本文亦彙整此次 0403花

蓮地震之災損建築物通報程序，累積

實務上救援應災之經驗，向災害學

習。 

 

圖 9-花蓮縣災損建築物認定程序(摘

錄自 https://www.hl.gov.tw/0403/) 

 

(二)災後建築物認定之評估明細表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係為

於災害發生後，徵調建築師或技師於

短時間內，針對受損建築物之損害程

度進行初步緊急判定，告知民眾應否

暫時停止使用該建築物，以避免災害

發生後人員未撤離造成傷亡及配合災

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實施相關災害緊急

應變措施。災後建築物緊急評估 11主

要針對:梁柱、基礎、牆面之受損程

度作實質認定，而地震的錯動位移或

土壤液化，亦會造成建築物之傾斜損

壞，在評估表單上，以甲、乙、丙級

填列受損程度，而非結構體的部分亦

有危險之虞亦一併列入評估，如:天

花板、隔間牆、高櫃、廣告物等項

目。 

 

https://eoc.gov.taipei/
https://www.hl.gov.tw/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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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災後復建」階段的提升 

(一)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不壞 

目前針對既有建築物或是災損建

築物，大多希望能以結構補強來提升

建築物之抗震能力，以建築物耐震設

計規範之假設條件，「大震不倒、中

震可修、小震不壞」，就工法上工程

界常見之設計方式有:擴柱、增設剪

力牆、鋼板補強、碳纖維補強、樑及

樓板的鋼板補強為主，而主要的目的

係在於加強水平側向地震力(S波)之

抗剪力及抗彎矩應力，本節以政大校

園建築，108年完成行政大樓結構補

強工程為例，檢視這次地震對建築物

所造成的影響。 

1、背景說明 

政治大學行政大樓為地上八層建

築物，主要結構為鋼筋混擬土構造，

內部為磚造隔間牆，民國 79年領得

使用執造，迄今已使用 34年。行政

大樓因氯離子含量過高及柱、梁、版

保護層不足，造成建築物主體鋼筋腐

蝕及混凝土脫落等問題，建築安全已

亮起紅燈。 

2、耐震力不足，需結構補強 

行政大樓建築物，經校方委託台

北市結構技師公會辦理結構安全鑑

定，以側推分析法分析得 I=1.25性

能點之耐震能力 X向為

PLB*=0.169g，Y向為 PLB*=0.164g，

X、Y兩方向皆未能符合性能目標值

AT=0.24g耐震需求，故依據內政部營

建署訂頒「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

及補強方案修正案」規定，建築物必

須進行結構補強。 

經國家地震研究中心建議，以擴

柱補強結構方式，後續立即委託結構

技師設計、監造，採購發包結構補強

工程，行政大樓於民國 107 年 7月至

108 年 8月間，進行耐久性補強、擴

柱及基礎結構補強工程，強化建築結

構安全，解決氯離子含量過高及保護

層不足之問題。 

 

圖 10 行政大樓擴柱基礎補強剖面圖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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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行政大樓擴柱補強剖面圖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總務處) 

3、0403地震所造成之影響 

行政大樓結構補強完成後，經過

這次 0403花蓮大地震，主要柱梁結構

系統及外牆並無損壞，結構補強工程

明顯發揮一定效果。行政大樓內部之

磚造隔間牆，本次地震多處樓層出現

隔間牆 X 形開裂受損。磚造隔間牆主

要承受垂直載重，無法抵抗水平地震

力，隔間牆非屬主要結構並不影響整

體結構安全。地震受損的隔間牆，後續

修復可採用塗佈環氧樹脂介面劑、輕

質環氧樹脂砂漿、玻璃纖維網、批土、

水泥粉刷等工序，即可修復改善。 

就建築結構安全而言，鋼筋混擬

土之柱梁結構系統，能有效抵抗地震

水平橫向力。倘若建築物因地震造成

柱梁出現 X、V形、倒 V形、斜向或垂

直開裂，則需請建築師或結構技師等

專業人員到場勘查受損情況，評估是

否有結構安全疑慮，以及後續補強工

法及補強方式。 

圖 13 0403地震行政大樓主體柱樑結 

無受損,僅隔間磚牆裂紋破壞(以三樓

及五樓為例)(資料來源: 政治大學總

務處) 

(二)他山之石-常見之地震破壞類型 

針對建築物使用安全，也彙整結

構系統中柱、樑、牆、磚造或隔間牆

之結構受力破壞形式 12，提供初步自

我判斷是否有立即性危險的判斷依

據，在地震來臨時，可以先了解自身

建物是否有結構性之危險。 

1、柱損害程度 

如圖 I、輕微裂縫及 II、剪力

裂縫 0.3mm以上，混凝土粉刷層脫

落，是輕微的損壞形況。 

如圖 III、混凝土保護層剝落，

但主筋未挫屈，箍筋未脫開或斷裂，

如已能看到鋼筋露出，是中度的損

壞，針對裂縫是否呈現 V 字形或 X字



13 
 

形的破壞形式，應視察是單一處或是

連續多處損壞，並通報市府或相關公

會鑑定。 

至於如圖 IV、保護層脫落範圍

度大，部分箍筋脫開或斷裂，主筋可

能挫屈、或 V、箍筋脫開或斷裂，主

筋挫屈嚴重，柱內混凝土脫落，樓層

下陷。上述已形成結構破壞之塑性

鉸，恐怕已達紅黃單之認定標準，務

必先撤離建築物，並通報市府或相關

公會鑑定。 

 

圖 14-柱破壞程度之等級 

2、梁損害程度 

如圖 I、輕微裂縫。如無呈現規

律性/字形或 X字形的破壞形式，應

對結構安全無影響。 

如圖 II、剪力裂縫 0.3mm以

上，混凝土粉刷層脫落、或 III、混

凝土保護層剝落，但主筋未挫屈，箍

筋未脫開或斷裂，如已能看到鋼筋露

出，是中度的損壞，應視察是單一處

或是連續多處損壞，並通報市府或相

關公會鑑定。 

如圖 IV、保護層脫落範圍度

大，部分箍筋脫開或斷裂，主筋可能

挫屈，已形成結構破壞之塑性鉸，建

議立即撤離或停止使用，並通報市府

或相關公會鑑定。 

如圖 V、箍筋脫開或斷裂，主筋

挫屈嚴重，梁內混凝土脫落，樓層下

陷。應立即撤離或停止使用，並待餘

震間歇時，採取型鋼回撐之補強措

施，並針對全棟建築物作建物損壞鑑

定。 

圖 15 梁破壞程度之等級 

3、牆面損害程度 

目前台灣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與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係考量本地為多

震地區，結構設計以框架系統為主，

意即樑柱系統，因此，外牆及隔間牆

在設計階段是不納入整體結構分析，

但在災損認定會視情況而定，如圖 I、

輕微裂縫，水平向裂縫寬度在 0.3mm

以下、及圖 II、水平向裂縫多且延伸

至柱，裂縫寬度 0.3~0.5mm，較不涉及

結構受損之等級。 

但如圖 III、有斜向裂縫，但未見

牆內主筋、或圖 IV、有大量之斜向裂

縫，可見牆內主筋但未拉斷，邊柱之

保護層脫落，應通報市府或相關公會

鑑定。 

如圖 V、斜向裂縫擴大，牆內主筋

拉斷，邊柱壓潰，柱筋挫屈，混凝土碎

裂脫落，樓版下陷，裂縫呈現 V 字形

或 X 字形的破壞形式，則屬於大型地

震之剪力破壞，通常會伴隨結構柱之

破壞或爆裂，建議立即撤離或停止使

用，並通報市府或相關公會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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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牆面破壞程度之等級 

另台灣早期還有磚造建築或加強

磚造之損壞，因其牆面是結構體之一

部分，如有大於 2cm 以上之裂縫，且

為 V字形或 X字形的破壞形式，呈現

連續帶狀之分佈，則屬於結構性之破

壞形式，應通報市府或相關公會鑑

定。 

 

圖 17 加強磚造破壞程度之等級 

4、本次新北市建築物受災情況之照

片記錄 

鋼筋混凝土房屋結構體承受結構

外力及地震側向力作用後，各種結構

構件發生開裂破壞模式由上述之結構

梁、柱、版、牆等構件已分別加以說

明，但分析其背後原因有二，一是設

計之條件未達地震之應力強度，二是

施工品質降低原始設計之抗震能力，

而未達地震之應力強度，不論是設計

條件或施工品質，都是應該依照內政

部國土署所頒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及建

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13等建築成規來設

計施工，才是根本之道。 

因應本次 0403花蓮地震，筆者因

配合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之動員，投入

災損建築物之勘估認定，因此，也將

相關本次新北市受災嚴重之建築物照

片，予以紀錄，並分類輕微、中度、

及嚴重受損等級，以檢證上節所述結

構性破壞之真實案例。 

1、輕度損壞案例 

 

圖 18 輕度破壞程度之案例照片 

 

2、中度損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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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中度破壞程度之案例照片 

3、重度損壞案例 

 

圖 20 重度破壞程度之案例照片 

 

五、在「非工程性減災」方面的精進 

(一)非工程性防災觀念之興起 

非工程性防災
14
強調了災害風險

管理的多元性和綜合性，不僅依賴於

工程設施的建設，還需要從社會、經

濟和環境等多個方面入手，以提高整

個社會和社區的恢復力和可持續發展

能力。傳統工程性減災包括了堤防、

水壩、攔沙壩等工程措施；而都市本

身是具有成長差異及人口產業流動

性，非工程性防災則提出另一種思

維，包含土地使用計畫、土地管理規

定、及社會性方式如財政、保險、監

測預警及災害防救教育等。然而，這

一個觀念也涉及地政管理之範疇。 

非工程性防災則著重於限制性使

用、防災演練或預警系統等，現行各

縣市政府規劃的防災應變措施，確實

較多著墨於工程性減災，提出以工程

整治之解決對策，但例如運用災害潛

勢分析來對開發行為或建築房屋作相

關管理措施，就是一種非工性防災。

另外，針對斷層某範圍地區設定為禁

/限制發展區也是常見手段，但實際

上運用非工程性防災措施是未來的重

要工作。 

探討震災策略上，最常見的策略

是建築物的耐震補強，但從都市治理

的角度來看防災計畫，應該具有長期

的視角，考慮未來的變化和永續發

展。災害風險和未來的變化都存在不

確定性，目前學術界已多投入在災損

預測模型和使用工具來評估風險、進

行規劃和決策。然而，跨學科整合、

提升社會參與和溝通、改進不確定性

管理方法、發展更準確可靠的模型和

工具，以及如何兼顧永續性與發展性

的都市整體防災計畫，將是未來土地

管理的重要議題 15。 

(二) 危老改建及都市更新之牛步 

都市更新與危老改建是老屋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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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新的重要政策，但實際上推動不

易，受限於三個主因: 

1、使用面積問題:一樓與頂樓之

實際使用大於產權登記面積，造成重

建後分回的面積，是無法滿足地主的

期待(無法滿足 1坪換 1坪)。 

2、地主期待過高:在危老改建多

以合建分屋、都市更新則以權利變換

方式辦理，當中，不論是合建分屋或

權利變換都須扣抵營建成本之費用，

剩餘部分在攤分成屋主分回及建商利

潤，因此，層層扣抵結果不如地主所

期待，另政府端現行打炒房政策，也

造成地主偏頗建商或實施者獲利甚高

之誤解。 

3、住宅區法定容積不足攤分:目

前雙北市存在最多量的公寓為地上 4

層或地上 5層，而台北市第一種住宅

區建蔽率:30%、容積率:60%，容積/

建蔽=2層樓；第二種住宅區建蔽

率:35%、容積率:120%，容積/建蔽=3

樓半；三種住宅區建蔽率:45%、容積

率:225%，容積/建蔽=5樓，意即依照

法定容積改建後之樓地板面積，幾乎

全數要攤分還給地主，而建商或實施

者則僅得獎勵樓地板面積之銷售坪

數，來攤提營建成本、管理費用及開

發管銷，剩餘才是利潤，逐步墊高房

價金額，而這樣的房價造成新世代的

社會問題及民生漲價，均不是社會所

期待之結果。 

都市更新或是危老改建給予的相

關獎勵是有其目的性，基於社會公益

性，政府鼓勵都市更新或危老改建，

係為針對老舊房屋、耐震能力低落之

建築物，以防範於未然的角度，鼓勵

民眾老屋改建之速度，然諸多問題及

政策跟不上社會需求面，又在高房價

影響多數民眾生活成本影響下，將造

成改建之進度推展不易，相對地，也

增加老舊房屋震災坍塌之風險，無形

中，也造成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之恐

慌，應正視此問題，從合理的開發利

潤與社會成本、永續安全三角議題

中，找到平衡解決之方法。 

 

六、結語 

近年來，全球性的天然災害頻發

狀況，讓都市防災、應變的研究者及

實務工作者，產生更大的警醒；然

而，0403花蓮地震再次喚醒探討都市

防災的基礎課題、緊急應變救援的技

術、以及復原重建的適當做法，實為

學術界、工程界及政府單位應共同致

力之處。聯合國減災風險辦公室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UNDRR）

在「2015-2030年仙台減少災害風險

框架」(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

2030)，提出倡議書，提升基礎設施

韌性為重點項目，特別強調防災措施

需與災害情境結果相互結合探討。主

要原因為災害歷史經驗顯示，天然災

害對城市治理風險影響甚大，諸多關

鍵因子，如系統複雜性、相互依賴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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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日益增加，間接增加基礎設施之負

荷，倘若在重大災害發生，基礎設施

失效時，都市機能、與救災應變方面

將面臨挑戰，故本文希望，在學的優

秀學子有賴朝向五大目標努力： 

1.培養高水平、跨學科、多專業融合

的防災知識。 

2.實現防災資訊和即時信息之共享。 

3.探索具有前瞻性、應用性的非工程

性防災發展方向。 

4.鼓勵日後投入創新防災產業，促進

複合型人才培養。 

5.加強研究深度、國際合作，進一步

將研究成果向社會推廣。 

    對於防災減災專業領域的發展，

本文希冀有更深刻的體認，在天然災

害已經嚴重衝擊著日常生活的時代，

致力於減災、備災、應災的努力，本

文衷心祝福災害減少降臨，災害產生

的傷痛，轉化為致力於避免災害的決

心，並祈禱台灣城鄉風貌更加永續與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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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投資-促進淨零建築的 

影響力 

楊曉文教授 

(政治大學金融系) 

 

一、永續投資的概念 

永續投資是現今當紅的投資顯學，尤

其近年來許多共同基金都以永續投資

為訴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 ESG 基金

數據專區的統計，截至 2024年台灣已

有 133檔 ESG基金，基金規模達 6,201

億元。永續投資和傳統投資有何不同？

其 主 要 的 不 同 除 了 把 環 境

(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公

司治理(Governance)因素納入投資分

析和決策的投資流程當中外，亦將企

業 ESG 表 現 及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s; 

SDGs)做為選取投資標的考量，具有

「報酬」、「風險」、「永續」三維投資的

概念，和傳統投資只考量「報酬」、「風

險」更納入實踐永續對企業創造的價 

 

二、永續投資策略 

永續投資為何可以促進企業實踐 ESG，

從永續投資策略類型便可得知其如何

挑選企業，進而趨動企業重視永續，引

領企業朝向永續轉型。永續投資主要

有七種投資策略，包括(1)負面篩選／

排除性投資、(2)正面篩選／同類最佳

投資、(3)合規篩選、(4)ESG 整合、(5) 

永續主題投資、(6) 影響力投資、(7)

議合與行使投票權。最簡單是排除策

略，直接將 ESG 有問題的企業排除在

投資名單外，而最常被使用的是 ESG整

合策略。根據全球永續投資聯盟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 2022) 之統計結果，2016

年全球永續投資資產總額為 22.84 兆

美元。截至 2022年為止，資產規模已

擴增至 30.3兆美元，其中又以歐洲地

區佔最大宗，美國次之。在永續投資策

略方面，2016 年前三大投資策略依序

為負面排除、ESG整合及企業議合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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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行動；2022 年則轉變為企業議合與

股東行動、ESG整合及負面排除。由投

資策略的改變，可見投資人對於議合

及參與的關注程度逐漸上升，希望透

過影響持股公司的方式，實現整體社

會的永續發展目標。 

 

三、實踐永續投資之做法 

每一個投資人皆可以透過永續投資影

響企業作為，發揮永續影響力。而近年

來被視為永續投資最重要的投資人是

退休基金及主權基金，除了因為永續

投資的績效表現是屬於較長期的，這

與退休基金和主權基金追求長期穩健

報酬目標一致；再者基金資產規模龐

大，透過基金結合正向永續發展目標，

也可提供退休基金的參與者或政府更

好投資回報，達到雙贏的目的。世界各

國主權基金或退休基金愈來愈重視永

續投資的實踐，例如台灣長榮海運船

舶回收作法也曾受到挪威主權基金質

疑，在 2018年被列為投資黑名單，促

使長榮改革廢船回收政策，加入『船舶

回收透明度倡議』，致力海洋環保永續，

於 2020年被剔出黑名單。而台積電在

英國大學退休金計畫（Universities 

Superannuation Scheme）自選平台的

全球股票基金（Global Equity Fund）

中最大成分股，截至 2024年 3月為止，

佔 8.23%，此投資選擇除考慮了台積電

在全球半導體產業扮演著領先地位，

具有亮眼的財務表現，更與台積電致

力於實現其 ESG 目標有關，其為全球

唯一連續 23年入選道瓊永續世界指數

的半導體公司，這也國際上對台積電

致力於 ESG目標的肯定。 

 

四、永續投資之績效表現 

永續投資在歐美已發展有相當的一段

時間，也有成功的實踐經驗和數據來

支持永續投資是可以兼顧「獲力」、「影

響力」、以及具有抗跌性。Friede et al. 

(2015) 以 ESG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係

為研究主軸，結合 2000多篇文獻之結

果進行綜合分析。該研究發現，符合

ESG 標準的企業在財務表現上優於不

符合 ESG 標準的企業，平均每年報酬

率高出約 3.5％至 4.5％，在長期投資

中可以產生顯著的增值效果。此外，符

合 ESG 標準的企業也表現出較高的獲

利能力，每年可增加約 2.1％至 3.3％

的利潤，以及展現出較低的風險，有助

於降低投資者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暴露。

之後，Whelan et al. (2022)也進一

步以 2015 年至 2020 年間所發表的研

究進行分析，同樣地研究結果顯示，符

合 ESG 標準的企業在股票報酬率、獲

利能力和風險管理方面表現優於不符

合 ESG 標準的企業。在股票報酬率方

面，符合 ESG 標準的企業的平均報酬

率每年高出約 3％至 4％，企業每年的

獲利能力可增加約 2％至 3％，這兩篇

文章皆支持了將 ESG 因素納入投資決

策與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五、永續投資與淨零建築的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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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投資是可以透過不同的主題挖掘

投資機會，進而發揮永續影響力。在因

應全球氣候變遷問題，碳排放是造成

全球暖化的主因，許多國家已宣示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根據聯合國環

境規劃署 2022 年的排放差距報告

（UNEP）顯示(如下圖)，建築物占全球

能源需求的 34%，以及占能源與工業製

程相關二氧化碳 (CO2) 排放量的 

37%，達成 2050淨零目標，建築產業的

轉型是不可缺席。 

 

 

在 2022 年 3 月公佈的「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已納入淨零建

築階段里程碑中，其中 2030 年公有

新建建築物達成建築能效 1 級或近

零碳建築，2040 年 50％既有建築物

更新為建築能效 1 級或近零碳建築，

2050 年 100％新建建築物及超過 85

％建築物為近零碳建築。因此，建築

產業需積極面對以零碳建築為目標，

提升在綠建築輔導設計及節能減碳

的解決方案，透過轉型策略創造機會。

而永續投資是可以促進淨建築的發

展，如「The Invesco MSCI Green 

Building ETF」主要追踪 MSCI 全球

綠建築指數（MSCI Global Green 

Building Index），該指數納入持股

企業的建築具有較高的能源效益、較

健康的室內環境品質，並使用較環保

的建材；「Global X 綠建築 ETF」主

要 追 踪 Solactive 綠 建 築 指 數

(Solactive Green Building Index)，

該指數納入綠建築的開發、管理或技

術等企業。雖然永續投資可以透過主

題的投資機會來促進全球永續發展，

這些投資不僅有助於改善環境和社

會狀況，進而創造社價價值，需注意

的是，並不是永續投資都能一定發揮

效益，仍需建立在正確的財務理論和

有品質的 ESG 數據基礎上，不然就形

成所謂的「漂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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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與建物安全 

戴雲發 

(建築安全履歷協會創會理事長) 

 

一、前言 

根據全球建築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的《2020年全球建築

狀況報告》，建築行業占全球碳排放

量的 38%和全球能源使用量的 35%，

是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領域。 

  營建產業從材料生產、施工營建、

日常使用、拆除到回收利用，這之間

深深地影響著地球環境，推動綠能建

築、使用資源循環綠建材，對降低碳

排放、減少天然資源開採及減少廢棄

物產生的環境污染等等，在因應氣候

變遷、自然資源保育及減少污染等環

境主題上密切相關。近幾年極端天氣

導致天災頻繁，地球的反撲使得全球

進入永續發展關鍵時刻，聯合國氣候

變遷專門委員會直指氣候危機的衝擊

加劇，呼籲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必須在

未來關鍵十年採取更強力、大規模的

減碳行動，特別是建築規範和相關政

策，以刺激淨零排放建築的採用。 

  除了政策制定者之外，消費者、投

資者和其他利害相關者日益增強的社

會和環境意識，促使建築開發商更加

重視建築環境的的問題。進而掀起國

際浪潮 ESG的議題，係結合環境保護

（Environment）、社會責任

（Social）與公司治理

（Governance）策略，亦是當前各行

各業追求永續發展及環境保護而興起

的趨勢，其中綠色金融更是扮演關鍵

性角色。金管會於 109年 8月 25日

發布「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

圖」，規劃參考國際氣候相關財務揭

露規範（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強化企業社會責

任（CSR）報告書之 ESG資訊揭露，

國內外許多銀行紛紛對此推出「永續

連結貸款」，以提供經濟誘因（如利

率）的方式，鼓勵企業強化 ESG作

為，幫助企業邁向淨零排放達成永續

經營目標，使得投資人和國際企業對

於永續投資、永續經營更加重視，並

進一步促使企業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二、台灣歷年大地震後的苦難營建業

對社會的責任 

  台灣位處地震帶上，地震發生頻率

高且有感，卻也迫使國人逐漸正視居

住安全的議題。近日花蓮強震後震出

台灣斷層隱憂，氣象局曾預估未來五

十年出現規模大於 6.5的大地震機率

達 99%，其中台灣四大地震帶，包括

台南與嘉義六甲斷層、北部山腳斷

層、花蓮外海隱沒帶，及花東縱谷斷

層，都必須加強警戒。其中，全台斷

層中最需特別留意的正是大台北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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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的「山腳斷層」，由於斷層貫穿

整個台北都市區，人口密度高又包含

多數交通建設，往北還經過大屯火山

群，又加上台北盆地土質鬆軟，當盆

地效應、土壤液化及多數不耐震老舊

建築這三者同時存在時，地震力受盆

地影響將更聚焦且震動時間將會拉

長，地震強度也會明顯放大。前內政

部部長李鴻源也提出警示，台北地區

若發生六級以上地震，將會有四千棟

建築倒塌，已經是大家應該重視的

「國安問題」。 

營建業應記取過去大地震的教訓

並防範於未然，這將是營建業在企業

社會上該有的責任。1999年 921大地

震，帶走 2415條人命、11305人受

傷，逾 10萬間房屋倒塌，震撼全

台，震後隔年（2000 年），為悼念地

震中罹難的民眾，中央政府將每年 9

月 21日訂為「國家防災日」，並舉行

地震演習，加強防震宣導措施，以降

低地震傷亡； 2016 年 2月 6日台南

永康維冠金龍大樓因大地震倒塌，災

後調查發現建造偷工減料、非法借牌

營造，且一樓牆壁被店家擅自打掉，

破壞大樓結構，造成 115人不幸罹

難，震碎了許多家庭，倒塌畫面更是

怵目驚心，是台灣有史以來單一建築

物倒塌罹難人數最多的災害，如今原

址經過五年時間重建，讓不少人感慨

萬分；2018年 2月 6日花蓮近海發生

規模 6.2地震，造成 17人罹難、291

人受傷，震後陸續發生多起規模不小

的餘震，當時統帥飯店 1、2樓坍

塌，「雲門翠堤」大樓嚴重傾斜，震

後部分建築被發現違規改建、破壞房

屋結構，導致房屋於震災中坍塌，全

面究責；2023年 4月 3日花蓮近海發

生規模 7.2大地震，地震期間，全台

共發佈 2則國家級警報，造成近 20

人罹難、1千多人受傷，另有多棟房

屋倒塌或半倒，許多道路、橋梁、學

校等基礎設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毀，

其中又以臺灣東部的災情最為嚴重，

後續餘震更多達 800起，是 921地震

以來的最大強震。 

921 集集大地震及 403花蓮大地震，

紛紛造成多棟建築倒塌與毀損。 

 

三、營建業面臨 ESG目前應正視的三

項問題 

一為地震災害及減碳問題，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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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展週期，有地質專家預判未來

在 2025年前後可能發生規模八級的

「海溝型地震」。一般而言，地震震

度以靠近震央的地方震度越大，但若

是盆地地形容易聚焦，在盆地地表所

受地震震動的時間將會拉長，地震強

度也會明顯放大，因此位於盆地地區

的災損更不容小覷，未來可能發生的

大地震，對營建業而言是令人擔心的

風險。又隨著 ESG的重要性提高以及

實現碳中和的各種努力，建築被視為

影響社會和環境變化的關鍵項目，建

築行業迫切需要調適和轉型，以因應

未來環境需求。 

二為缺工問題，高齡化、少子化

儼然已是我國人口變動主要趨勢，少

子化後之營建技術勞動力（鋼筋工、

模板工、泥作工）嚴重不足，如何補

足上述技術人力是必須長期推動之工

作。內政部公布 2020 年我國出生與

死亡人口正式出現「死亡交叉」，也

就是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人口

「自然增加」出現負值，在少子化的

影響之下，台灣面臨人口老化危機，

未來老年人口占比持續上升，由於目

前社會對於高科技產業與服務業的嚮

往，導致世界各地出現需要付出更多

勞力的營建勞工短缺問題，從現今的

工地中不難察覺絕大多數的營造業技

術人員年齡已偏高，鮮少看見年輕人

的背影，即使是本科系畢業生亦不願

從事工地現場工作。對台灣的實做技

術人力不足問題以外，需面對風吹日

晒雨淋的工作環境，且工時及收入相

對也不穩定，以及高樓層建設施工的

危險性提高，造成年輕人不願意踏入

工地工作的窘境，再加上營建產業工

程造價材料上漲、土地與房屋建造價

格日漸增加、住宅房價攀升，使得營

建產業缺工問題更是雪上加霜，也因

此深深影響了營建產業缺工及品質無

法控管困境。面對目前國內情況，營

建產業要兼顧人力、成本、品質等確

實不容易，在這情況下蓋出的房子安

全品質更不容忽視。 

 

需面對風吹日晒雨淋的工作環境，年

輕人不願意踏入工地工作，使得營建

勞工出現短缺，再加上營建產業工程

造價上漲，要兼顧人力、成本、品質

等確實不容易，在這情況下蓋出的房

子安全品質更不容忽視。 

 

  三為施工品質透明化問題，當食安

問題連環爆的同時，營建產業施工品

質透明化的大門正被緩緩打開，且已

逐漸引起風潮。一般民眾在買房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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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時候，大多都只注意這間房子

的所在位置、樓層、交通是否方便、

房子的外表美不美觀？而真正對我們

居住安全有影響的內部鋼筋結構品

質，往往都被混凝土包覆完全看不

見，也很難透過後續驗屋來檢驗。設

計台北 101大樓的工程顧問甘錫瀅結

構技師曾說，「設計與施工必須相互

匹配，最怕的是設計上的要求的比較

高、提升更高的耐震級數增加鋼筋用

量，但在工地現場卻無法落實，導致

偷工減料，整體品質下降、耐震程度

降低，後續造成的傷害則更大。」 

 

建築安全品質應如同陽光、空氣、水

般的不可或缺，正因為「看不見的才

更重要」，一個主動紀錄重要施工環

節的建築新時代將會是營建業的未來

趨勢。若能在建造源頭時，就將施工

品質做好，並把安全品質細節透明化

呈現，給社會大眾檢視，那住進這棟

房子的我們，也不須再擔心地震房子

會倒塌，讓施工過程完全都能被看得

到，就能住的更安心、放心了。 

 

「傳統工法」柱箍繫筋組件眾多，綁

紮繁複；施工品質控管不易，疏漏時

造成耐震圍束力不足。 

系統化、工業化「建築安全履歷 Alfa 

Safe鋼筋系統化工法」超越現有傳統

工法，經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實體

試驗證明，其抗震韌性有效大幅提

升，完整發揮建築耐震韌性、確保設

計與施工相符，讓民眾居住安全確實

獲得保障。 

 

四、營建業尋求創新系統化工法因應

環境與社會挑戰 

  建築產業正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威

脅，隨著世界各國對於 ESG 永續經營

的重視及努力，推動 ESG 發展的承諾

驅使占全球碳排放量高的房地產業者

尋求創新技術來應對可持續發展所帶

來的挑戰，不僅提高建造效率，更同

時降低對環境的威脅。 

「不能讓地球持續暖化」將是環

境永續最刻不容緩的議題。順應世界

節能減碳趨勢，有好的「建築安全履

歷 Alfa Safe鋼筋系統化工法」又可

有效帶動鋼筋施工品質提升，不但可

以降低施工現場所需要的人力，同時

減低勞動成本，並更容易達到建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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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安全的建築，大大提升施工品質

與效率，這是所有從事營建業的人所

樂見的。「建築安全履歷鋼筋系統化

工法」更獲「低碳工法認證」，全棟

採用此工法所建造的建築，可減少

50%的碳排放量，安全好品質不僅減

碳也可延長建築物使用壽命，符合永

續發展目標 SDGs的永續生產城市。 

不論是消費者購買房屋或進行危

老都更重建的建築，業者建造房屋之

際應兼顧人民的居住安全及對環境友

善保護，選擇對地球環境友善的低碳

建材、工法、設備系統，一同為地球

環境永續盡一份節能減碳的責任，進

而實踐淨零排放的目標。 

人們開發土地是為了追求更好的

生活，然而因過度重視經濟利益或缺

乏整體規劃，可能會對土地環境造成

傷害。環境的維護和永續經營是每一

個人的責任，需要由政府和人民共同

互相配合，打造一個永續經營的美麗

島，兼顧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才能

真正讓臺灣亮起來。 

營建業採用「建築安全履歷 Alfa 

Safe系統化工法」施工，符合政府提

出「永續經濟活動認定指引」之「前

瞻經濟活動」項目，長期推動施工品

質透明化之品管流程，有效改善傳統

鋼筋工程之缺失，不僅可以提升建築

耐震韌性，還能降低碳排放，讓整個

建築產業向上提升，亦符合政府提出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鼓勵金融業投

融資或金融商品之永續概念產品，對

全世界推動永續趨勢有正向幫助。 

囤房稅能抵擋 ESG的風暴嗎？ 

許義忠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財稅系教授) 

 

一、前言 

    隨近年氣候變遷引發的環境問題，

ESG （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成為了企業與投資者關

注的焦點。環境（Environmental）指

的是企業對環境的影響和永續發展的

考量；社會（Social）則關注企業對社

會的貢獻，包括社會公益、公平正義和

人權等；而治理（Governance）強調企

業良好的治理結構和透明度。ESG 不

僅是一種投資理念，更是企業社會責

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具體體現，

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者。 

    台灣由於都市化的加速發展，帶

動了房地產市場的熱度，進而造成囤

房現象日益增多，嚴重影響了房地產

市場的穩定和社會公平。因此，我國

政府近幾年亦推出囤房稅政策，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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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投機行為、調節市場供需關係、

維護市場秩序和保障居民住房權益。

而囤房稅的實施不僅關係到財政收入

的穩定，更涉及到房地產市場的健康

發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 

    此外，近年來因為 ESG 投資風潮

日益興盛，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將環境、

社會和治理因素納入投資考量中。這

種趨勢不僅來自於投資者對永續發展

的關注，也受到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

提升和投資回報的考量。許多機構投

資者、資產管理公司和投資基金都紛

紛將 ESG 因素納入投資決策的重要考

量之中。投資者越來越傾向於投資於

符合 ESG 標準的房地產項目，這些項

目可能包括具有環保設計、社會責任

和良好治理結構的建築物。透過投資

這些項目，投資者不僅可以獲得符合

道德和責任感的回報，也可以減少因

囤房稅政策而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成本。 

    事實上，建築物作為人們生活和

工作的重要場所，其安全性直接關係

到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城市的穩

定發展。然而，由於建築結構、材料、

設計和施工等因素，建築物存在著各

種安全隱患，如建築結構老化、火災風

險、自然災害等。因此，加強建築物安

全管理，提升建築物的抗災能力和安

全性，對於維護公眾安全和城市的可

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是故，現今政府透過囤房稅之實

施，想要藉由打擊購屋需求，促使房地

產市場價格受到抑制（俗稱打房）。然

而，當 ESG 的浪潮一樣打進台灣房地

產市場時，透過建物各項成本可能增

加的隱患下，此波成本的推動是否可

能促使房地產價格不降反升，囤房稅

能擋得住此股 ESG 風暴所推動的房價

上升嗎? 

二、究竟什麼是囤房稅?真的能抑制

房價嗎? 

為了真正了解囤房稅，首先必須

再看一次房屋稅條例第 5 條。 

「房屋稅條例 第 5 條，房屋稅依

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出租

人出租使用者，為其房屋現值 1.2%；

其他供住家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

房屋現值 1.5%，最高不得超過 3.6%。

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

戶數訂定差別稅率。」 

條文的前段：「…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

出租使用者，為其房屋現值 1.2%」，此

部分乃是我們現今所稱之「自住住家」

（簡稱：自住），而「其他供住家用者，

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1.5%，最高

不得超過 3.6%。…」則是我們現今所

稱之「非自住住家」（簡稱：非自住），

而在第 5條之最後部分所指：「各地方

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

差別稅率。」，則是現在所稱之囤房稅。 

因此，參考何姍嬬、劉奕呈與許義

忠(2024)針對當前房屋稅條例第 5 條

之修法前與修法後之差異所編製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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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如下所示。在未修法之前，全臺各

縣市針對住家用之法定稅率（未區分

自住或非自住）均為 1.2%至 2%，如表

中左邊綠色框處。但是在房屋稅條例

修正之後，亦即區分了自住與非自住，

此時自住的法定稅率統一為 1.2%，但

是非自住的稅率則修正為 1.5%至 3.6%。

然而，由於房屋稅條例第 5 條之最後

部分賦予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

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因此由表中

最右邊又可看到若再區分為是否有地

方政府實行所謂的囤房稅，則有臺北

市、桃園市、宜蘭縣、新竹縣以及連江

縣分別按照房屋持有戶數的不同，而

課予不同稅率，此即一般現在所稱之

「囤房稅」。如表中右邊顯示(藍色框

處)，現今未實施囤房稅之縣市均採法

定最低稅率 1.5%，有實施者則為 1.5%

至 3.6%不等。 

 

圖 1：住家用房屋稅率修法前後對照 

 

    而囤房稅真的能有效抑制房價嗎?

根據許義忠、陳建新與何姍嬬(2023)

之研究顯示，該文整理臺灣地區自

2002 年至 2018 年止共 17 年各縣市之

資料，並採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去模擬合成臺北市、

桃園市及宜蘭縣於實施囤房稅政策期

間內，若無實施囤房稅政策之反事實

數據，再與現實中受囤房稅政策影響

之實際數據做分析比較，實證結果發

現臺北市依納稅人持有住家用之非自

住房屋戶數多寡採用差別稅率（2戶以

內為 2.4%、3 戶以上為 3.6%）與桃園

市一律適用 2.4%稅率的囤房稅政策均

有顯著抑制房價效果，而宜蘭縣囤房

稅政策雖亦依納稅人持有住家用之非

自住房屋戶數多寡採差別稅率課徵房

屋稅，但疑似力道偏弱，以致無顯著抑

制房價效果。顯見在都會型的縣市中，

實施不同方式的囤房稅的確能抑制房

價，但非都會型的縣市似乎效果不彰。 

倘若以「自住與非自住之房屋稅

率差異」對房價影響的角度觀之，則何

姍嬬、劉奕呈與許義忠(2024)的研究

中亦指出，政府在 2014年修正房屋稅

條例規定，提高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

率，擴大自用住宅與非自用住宅稅率

差距，目的就是希望能藉由增加房屋

持有成本，抑制房產炒作，降低房價上

漲幅度。而根根據該文實證結果指出，

租稅政策已發揮抑制作用，亦即提高

非自住住家用稅率對於直轄市確實有

抑制房價效果，惟此政策效果將隨著

時間經過逐漸降低，短期抑制效果較

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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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SG 考量對囤房稅法規與建物安

全的可能影響 

    ESG 的考量一面可能對囤房稅法

規產生直接影響，例如政府和監管機

構可能會考慮加強對符合 ESG 標準的

房地產項目的優惠政策，以鼓勵更多

投資者參與這些項目，進而促進房地

產市場的永續發展和社會責任實踐。

此外，政府也可能通過加強對不符合

ESG 標準的房地產項目的監管和稅收

措施，以遏制囤房行為和提高市場透

明度。例如建築物的結構是否符合工

程設計標準，能否承受預期的負載和

外力。或者建築物是否配備有效的火

災警報系統、消防設備和疏散通道，以

及是否符合防火建築設計標準。以及

建築物的抗震、抗風、抗洪等能力是否

符合相關標準，以及是否考慮到當地

的自然災害風險。甚至建築物內部環

境是否符合衛生標準，包括通風、排水、

供水等設施是否正常運作。 

    另一面也可能促進建物安全，將

環境因素納入建築設計和施工中，如

選用環保材料、節能設計等，有助於提

升建築物的耐用性和安全性。同時亦

考慮建築物對當地社區的影響，包括

建設過程中的安全管理和建成後的社

區服務，有助於減少社會風險和提升

建築物的社會價值。至終建立健全的

建築安全管理制度和監督機制，包括

建築設計審批、施工監管、日常維護管

理等，有助於確保建築物的安全運行。 

    此外，透過 ESG 要素的考量後，

在建築設計階段可以通過考慮環境、

社會和治理因素，優化建築設計，提升

建築物的安全性和永續性。而在建築

施工過程中則可以建立安全施工制度，

確保施工過程中的安全風險控制和員

工健康保護。當然，也能在建築物運營

管理中，定期對建築物進行安全檢查

和評估，及時發現和解決安全隱患，保

障建築物的安全運行。 

 

四、結論 

ESG 投資理念的興起和囤房稅政

策的制定都是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

目標，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和

社會公平。ESG投資和囤房稅政策將在

未來發展中更加緊密地結合，成為影

響房地產市場的重要因素。政策制定

者應加強 ESG 標準的制定和囤房稅政

策的執行，推動房地產市場向更加健

康和永續的方向發展。 

建物安全管理面臨著越來越嚴格

的要求和挑戰，需要政府、企業和公眾

共同努力，才能實現建物安全的目標。

企業應主動導入 ESG 管理理念，提升

建築物的安全性和永續性，為社會貢

獻更大的價值。同時，建物安全是 ESG

投資和囤房稅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

只有保障建築物的安全性，才能確保

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的穩定發

展。 

綜上所述，唯有透過合作與共同

努力，才可以實現 ESG 投資、囤房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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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建物安全管理的良性互動，並促

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社會責任

的實踐和城市安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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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於 113 年 3 月 21 日 14 時至 16

時，邀請上滕聯合建築師設計事務

所楊秋煜主持建築師在綜合院館

270411 教室演講，講題為「建築技

術規則概說」。 

2. 本系於 113 年 3 月 25 日 13 時至 16

時，邀請政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

務所蕭麗敏估價師在大勇樓 201 教

室演講，講題為「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估價」。 

3. 本系於 113 年 3 月 26 日 13 時至 17

時，邀請梧桐法律事務所簡凱倫律

師在綜合院館 270617 教室演講，

講題為「淺談都市計畫訴訟實務與

利益衡量原則」。 

4. 本系於 113 年 4 月 5 日 14 時至 16

時，邀請日本龍谷大學政策學部金

紅實准教授在綜合院館 270624 教

室演講，講題為「戰後日本農業經

濟發展處境與環境問題─從環境

經濟學視角的觀察」。 

5. 本系於 113 年 4 月 9 日 14 時至 17

時，邀請國立中山大學邱文彥榮譽

講座教授在綜合院館 270612 教室

演講，講題為「離岸風場與海洋空

間規劃」。 

6. 本系於 113 年 4 月 11 日 13 時至 17

時，邀請環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潘

一如景觀師在綜合院館 270612 教

室演講，講題為「台北、嘉義與關

西—城鄉都市設計案例」。 

7. 本系於 113 年 4 月 22 日 13 時至 17

時，邀請中華民國購物中心暨商業

不地產協會蔡明璋理事長在綜合

院館 270612 教室演講，講題為「商

業不動產之開發、經營與管理」。 

8. 本系於 113 年 5 月 3 日 14 時至 16

時，邀請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曹

雅筑專案佐理研究員在綜合院館

270610 教室演講，講題為「地政專

業從事地震專業」。 

 

＊本學訊可至地政學系網站下載 

(http://landeconomics.nccu.edu.tw) 

 

地政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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