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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推動宜居永續城市 

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檢核表 



臺北市推動宜居永續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檢核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4 日臺北市政府(105)府環技字第 10536958800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25 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26 日臺北市政府府授環綜字第 1113030995 號  
函修正發布全文 28 點，自即日生效 

 

項

次 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是否符合

規範 
是 否 

1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構宜

居永續城市，落實環境影響評估，維護

環境品質，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特訂

定本審議規範。 

— 

— — — 

2 

本審議規範係提供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作為

環境影響說明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審查之基準。 

— 

— — — 

3 

開發單位應依本府公告捷運禁限建範圍

辦理事項如下： 
(1) 於環境影響說明書及報告書之「環境

敏感區位調查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

調查表」增列「是否位於大眾捷運系

統兩側禁建、限建範圍」及「是否位

於對捷運設施影響之特定範圍」之調

查結果。 
(2) 如屬捷運限建範圍內，應套繪開挖範

圍與捷運設施關係，並於環境影響說

明書以專節說明開發計畫對捷運設

施之影響及因應對策。 
(3) 開發行為位於捷運高架段沿線限建

範圍內且捷運系統為已營運路線

段，開發單位應模擬並評估開發案受

捷運噪音及振動之影響程度，並提出

因應之防制對策。 

本計畫案非位於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

限建地區。 

P.4-13 ▓  

4 

開發單位應就計畫開發對鄰近地區樓

房、設施變位及安全之影響進行分析，

提出因應對策及監測維護管理計畫。 

1. 本基地四周皆為道路，將規劃適當數

量之扶壁及必要之地中壁，以有效減

少開挖時連續壁之側向變位量及引

致之地表沉陷，倘施作扶壁系統時，

則實際之側向位移及地表沉陷將小

於估計值。 
2. 基地開挖期間，將加強對監測系統之

觀測，並隨時評估後續施工施方式其

影響以確保開挖期間之安全。 

P.7-1 

~  
P.7-4 

▓  

5 
施工期間開發單位應於工地出入口，設

置空氣污染物、營建工程噪音即時連續

監測設施及顯示看板，並將監測數據上

1. 本案於施工期間將設置 PM2.5微型感

測器及營建工程噪音即時連續監測

設施，於工地出入口或周界設置顯示

P.8-3 

~  
P.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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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是否符合

規範 
是 否 

傳指定平台，監測期間應建立空氣品質

及噪音超標預警及因應機制。 
看板，並將監測數據上傳指定平台。 

6 

施工期間開發單位應優先考量採用電力

之施工機具。採用柴油發電引擎及動力

機具者，應加裝濾煙器。進出工地柴油

車輛應取得未逾有效期限之優級（或同

等級）以上自主管理標章。 

本案施工期間將優先考量採用電力之施

工機具。採用柴油發電引擎及動力機具

者，應加裝濾煙器。進出工地柴油車輛

應取得未逾有效期限之優級（或同等級）

以上自主管理標章，定期查核其檢驗及

保養記錄等，以降低排氣之空氣污染物

維護周圍環境空氣品質。 

P.8-3 ▓  

7 

施工期間開發單位應認養基地周邊道路

及人行道，並填報本市營建工程周邊道

路認養同意書，進行清潔維護。依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發布本市高溫資訊燈號為

橙燈以上時，應使用回收水執行周邊道

路灑水降溫作業。 

本案施工期間將認養基地周邊道路及人

行道，並填報臺北市營建工程周邊道路

認養同意書，進行清潔維護。依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發布臺北市高溫資訊燈號為

橙燈以上時，應使用回收水執行周邊道

路灑水降溫作業。 

P.8-3 ▓  

8 

新建建築物應規劃取得黃金級以上之綠

建築標章，並將規劃申請之綠建築指標

項目及採行措施納入環境影響評估書

件。開發單位於申請綠建築標章時，應

併同申請建築能效評估系統，於取得使

用執照後 2 年內取得，並公開綠建築標

章及建築能效等級，且於營運期間仍應

維持。 

本案承諾取得黃金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

綠建築標章且取得建築能效 1 級；綠建

築標章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2 年內取得，

並公開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等級。 
P.5-28 ▓  

9 

除「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

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規範之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外，開發單位應於適

當場所設置整體契約容量 5%以上之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或儲能設備。但因其他

因素限制，無法設置足額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或儲能設備，經本會審查同意，得

購買經濟部認可之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

替代前項契約容量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

書件，以利追蹤監督。 

1. 本案為「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

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

法」規範之再生能源義務用戶。 
2. 本案應設置總契約容量 10%義務契

約容量=12,000×10%=1,200kW 之發

電量，並以下述方式達成所需再生能

源： 
(1)於裙樓屋頂配置太陽能，總太陽能

板面積為 2,119.8m2，共 1,303 片

350W 太陽能板，總發電量為

456.05kW，與市電併入供應大樓使

用。 
(2) 2.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年購

買額度 = 義務裝置量× 1,250 度

/kW)，本案已與康舒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簽定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

證之合作意向書，詳請參閱附錄三

(P.A3-5)。 
(3)設置儲能設備。 

P.5-13 

~  
P.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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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是否符合

規範 
是 否 

(4)購買綠電不足時依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選擇繳納代金。(年繳交金額=
未履行義務裝置量×2,500 度/kW×

當年度代金費率)。 

10 

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行為溫室氣體排放

量，並進行營運期間排放量增量抵換，

抵換比率每年至少 10%，並執行 10 年。

開發單位於開發行為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後，得開始執行溫室氣體抵換量取

得計畫。前項取得計畫執行前，應向本

府環境保護局提出取得溫室氣體抵換量

執行對象、作法、執行期程及預估溫室

氣室氣體抵換量執行對象、作法、執行

期程及預估溫室氣體減量等，經本府環

境保護局審查通過後執行。 

本案參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行

為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執

行營運期間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

抵換比率每年至少百分之十。後續將向

臺北市環保局提出取得溫室氣體抵換量

取得計畫，經審查通過後執行，並於執

行完成後六十日內將執行成果送達該局

據以核發抵換量。 

P.7-56 

~  
P.7-58 

▓  

11 

開發單位應就建築外殼、空調及照明系

統、動力設備等，提出節能效益評估。

建築外殼採用金屬及玻璃帷幕設計者，

應審慎評估並減少其對周遭環境之影

響，且採用高性能節能綠建材。開發單

位應採用能源效率標示等級第 2 級以

上、具金級省水標章或環保標章之設

備，且開發行為作為旅館、商業或辦公

使用者，應設置建築能源管理系統，並

進行用電需量管理及節能措施，營運期

間節能情形納入追蹤監督。 

1. 本案申請黃金級綠建築標章，並就建

築外殼、空調、照明、動力等設備系

統之節能效益評估初步檢討。 
2. 本案帷幕玻璃將選用 LOW-E 節能玻

璃；採用能源效率標示等級第 2 級以

上、具金級省水標章或環保標章之設

備。 
3. 本案將設置能源管理系統，並進行用

電需量管理及節能措施，其中包含智

慧空調、新風控制系統、電梯電能回

收系統等。 

P.5-28 

~  
P.5-29 

▓  

12 

開發基地應規劃設置廢棄物分類回收系

統，並按使用需求設置冷藏、冷凍或壓

縮等貯存設施，以符合環保及衛生原

則。開發行為作為旅館、商業或辦公使

用者，應提出廚餘源頭減量、剩食媒合

等管理計畫，設置廚餘收集貯存設施並

依法清運處理。 

1. 本開發計畫主要用途為一般事務所

及餐飲業等，所有垃圾之貯存將依一

般事業廢棄物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2. 本案於 B2F 設置垃圾儲藏室約

165m2，分別設有一般性垃圾桶、資

源回收桶及廚餘冷藏設施，垃圾貯存

箱之面加蓋，由專門清運人員集中清

運至垃圾儲藏室，再委託合格公民營

清運業者清除。 
3. 本案餐飲業不免費提供一次性用

品、餐具，並使用可重複容器。 

P.5-23 

~  
P.5-27 
、 

P.8-7 

▓  

13 

開發行為產生施工及拆除廢棄物者，應

提出減量及再利用計畫，評估可能產生

物料種類與數量，施工項目符合再生粒

料用途者，應評估優先使用再生粒料替

代工程材料，並納入環境保護對策。 

1. 本案現況為空地，無拆除廢棄物產

生。 
2. 再生粒料替代工程材料多使用於道

路工程，本案屬一般高樓建案，經評

估不適合使用再生粒料作為工程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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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是否符合

規範 
是 否 

料。 

14 

開發單位應採行下列基地保水、雨水流

出抑制及降雨逕流非點源污染最佳管理

技術： 
(1)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07 條規定說明建築基地保水設計，

並評估開發前後基地保水量之變化。 

1. 本案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λc = 0.28 
2. 本案檢討： 
(1)設計採用綠地、透水鋪面、花源土壤

等手法，Q=109.85 
(2)原土地保水量 Q0=388.08 
(3)本案基地保水設計值λ= Q/Q0 = 

109.85/388.08 = 0.283 >λc 

P.5-30 ▓  

(2) 排放雨水逕流至雨水下水道者，應設

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並符合最小保

水量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集 
0.078 m3之雨水體積及最大排放量基

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每秒鐘允許排放

0.0000173 m3 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

準。須依水土保持法規定規劃設置滯

洪沉砂池者，另依水土保持相關規定

辦理。 

1. 本案雨水貯集滯洪量依臺北市政府

108 年 10 月 9 日府都規字第 
10830902671 號公告發布實施『修訂

「擬定臺北市北投士林科技園區(區
段徵收範圍)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案(第二

次修訂)』附件一「北投士林科技園區」

都市設計管制要點第二條第(八)項：

「3.貯集滯洪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

尺應貯集 0.08 立方公尺之雨水體積

為計算基準。」 
2. 最小保水量： 
(1) 依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留 0.08

立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 
(2) 本案最小保水量 =基地面積×0.08 

=44,916.86×0.08= 3,593.35 m³。 
(3) 本案設計 3,594m³之雨水滯洪池，故

可符合「北投士林科技園區」都市設

計管制要點規定之貯集滯洪量及「臺

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

量標準」。 
3. 最大排放量： 
(1) 基地開發增加之最大排放量=基地面

積×0.0000173 =44,916.86× 0.0000173 
= 0.7771 cms 

(2) 本案建築物與地面逕流均由地面排

水溝導入本案雨水滯洪池，出流方式

則計畫以設置抽水機採機械抽排方

式排除基地逕流，可符合「臺北市基

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之最大排放量。 

P.5-34 ▓  

(3) 應參照行政院環境保護署「降雨逕流

非點源污染最佳管理技術（BMPs）
指引」納入規劃設計，以減輕降雨沖

降雨逕流非點源污染最佳管理技術

(BMPs)請參見環境影響說明書 5.8 節。 
P.5-35 

~  
P.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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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是否符合

規範 
是 否 

刷地表、建築物所產生之逕流污染對

環境水體之衝擊。 

15 

開發基地應保留綠地或採直接滲透、貯

集滲透設計，以降低開發後之逕流量，

達到 10 年 1 次的暴雨流量對 5 年 1 次所

增加之逕流量。 

1. 本案應抑制逕流量 903.6 m³/hr。 
2. 本案設計地表滲透面包括滲透陰井

及滲透排水管。參考各種抑制設施規

格，及基地地質特性為回填土，經計

算，本案設計之滲透保水量達

1,473.30 m³/hr。 
3. 基地內建置雨水回收系統將地表逕

流水回收再利用，規劃於筏基設置雨

水回收池合計 600 m3及設置 3,594 m3

之雨水滯洪貯留池。 

P.5-30 

~  
P.5-32 

▓  

16 

開發行為應設置雨水貯集利用或再生水

利用設施；其自來水替代率應大於 8%
或其再生水回收利用替代率應大於 
40%。設置雨水貯集利用設施者，應優

先檢討於地面層合併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之可行性。 

1. 可回收水量(Wr) 
(1)雨水量=130.5CMD。 
(2)空調冷凝水量：約為 57.9CMD 
(3)合計 188.4CMD 

2. 景觀澆灌用水：17,966.7 (1 樓及屋頂

綠地面積)×0.002=35.9CMD 
3. 空調補給用水：本案空調補給水需求

約為 522.7CMD，其中 94.6CMD 以雨

水回收水進行補注，剩餘部分

57.9CMD 以空調冷凝回收水進行補

注、370.2CMD 以自來水進行補注。 
4. 自來水替代率 

= 188.4÷1,692.9=11.13%>8% 

P.5-33 ▓  

17 

建築基地之綠覆率應符合「臺北市新建

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並說明綠化總二

氧化碳固定量、法定空地綠覆面積及各

類植栽綠覆面積比率。 
綠地栽植應採適木適種之生態複層綠

化，並以選擇原生種為原則，植栽樹穴

設置應符合樹種需求且定期維養，另應

考量周邊生態狀態，考慮規劃生態廊道。 

1. 本案總二氧化碳固定量 TCO2總量： 
9,877.20 kg。 

2. 依據「北投士林科技園區」都市設計

管制要點，本案綠覆率應百分之七十

以上。 
3. 本案法定空地面積： 22,458.43 m²。 
3. 本案實設綠覆面積 18,025.00 m²，實

設綠覆率為 80.26%> 70%（符合規

定）。 
4. 依據「臺北市新建建築物綠化實施規

則」第十條規定，新建建築物屋頂平

臺綠化面積應達該屋頂平臺面積之

百分之五十，本案應設屋頂綠化面積 
164.20 m2，實設綠化面積  168.98 
m2，符合規範。 

P.5-7 ▓  

18 
開發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評估及設置停車

位： 
基地周圍 500 公尺範圍內： 
1.汽車總停車供給數量為 517，總停車需

P.6-88 

~  
P.6-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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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是否符合

規範 
是 否 

(1) 調查基地半徑 500公尺範圍內之停車

供給狀況，評估分析汽車、機車及自

行車之停車需求。 

求數為 458 席，需供比為 0.89。 
2.機車總停車供給數量為 1,039，總停車

需求數為 366 席，需供比為 0.32。 
3.距離基地最近之士林區 49 分區與 55
分區，自行車需供比分別為 2.56 與

1.72。 
(2) 汽、機車停車位應全數預留裝設充電

設備及裝置之管線，其中 10 %以上應

裝設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

置，未達 1 席者以 1 席計。另應設置

汽車停車位數量 1/4 以上之自行車停

車位。 

1. 本案汽車停車位實設 1,888 席，車位

100%預留管線，初期設置安裝充電系

統 208 席，後續視實際需求安裝充電

系統。 
2. 本案機車停車位實設 1,825 席，地下

室車位 100%預留管線，初期設置安

裝充電系統 212 席，後續視實際需求

安裝充電系統。 
3. 本案設置自行車停車位 472 席。 

P.5-2 ▓  

(3) 距離捷運站出入口為中心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之開發基地，應配合大眾

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策略。 

本案基地距離捷運芝山站約 850 公尺，

為提高基地員工使用大眾運輸便利性，

將規劃接駁車搭載員工往來基地與捷運

芝山站，減少私有運具的使用。 

P.8-8 ▓  

19 

住宅社區開發位於山坡地，應考量氣候

變遷衝擊，並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及下

列規定辦理： 
(1) 基地開發應利用原有之地形、地貌，

適時導入砌石、草溝、埤塘、漥蓄、

造林等兼顧生態景觀之保育防災措

施，以維持原有自然度或補償自然度

之損失，災措施，以維持原有自然度

或補償自然度之損失，維護或改善既

有生態機能。 
(2) 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過 30 %者，

除植生造林及截排水、滯洪沉砂、擋

土安全等水土保持相關措施外，不得

開挖整地作建築使用。 
(3) 整地施工應力求順應地形、挖填平衡

及減少挖填，開挖整地（不含建築基

礎開挖）之挖填平均深度應維持在 2 
m 以下。其平均深度係以挖填土方

量除以整地面積。 
(4) 開發區整地前後坵塊圖之平均坡度

改變量不得大於 15 %。 
(5) 整地工程應採分區分期方式規劃且

於下游防災工程完成後始得進行。另

本案非位於山坡地。 

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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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是否符合

規範 
是 否 

整地範圍應由最下游側進行，規劃足

夠緩衝綠帶，並維持原有水路之集排

水功能及既有水體生態系統之完整

性。 
(6) 開發行為應依植生調查結果，評估於

適當區域（如緩衝帶、六級坡等） 進
行苗木造林等保育作為，並以樹高 3 
公尺以下、胸高直徑 6 公分以下之

造林苗木為原則，惟須全樹形且不得

截頂，以利根系發展穩定邊坡，提升

水土保持及節能減碳效益。 
(7) 開發基地全部或部份位於崩塌區或

順向坡等地質敏感區者，應進行基地

地質調查並提送地質安全評估報告

書。 
(8) 開發行為應進行氣候相關災害潛勢

分析，並訂定具體防災計畫。 
(9) 新建建築物規劃取得之綠建築標章

應包含生物多樣性指標。 
(10) 開發所產生環境污染、交通運輸、

停車問題，及其衍生之累積性影響，

應進行預測評估，並訂定具體因應對

策。 

20 

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前後建築物對微氣

候及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之影響。若屬高

樓建築開發案，應進行行人風場評估（模

型試驗或數值模擬），評估環境風場舒適

性並提出改善措施。 

本案已進行行人風場試驗，評估環境風

場舒適性並提出改善措施，詳附錄十三。 
本大樓對四周行人高度環境風場造成之

影響有限。大樓興建前與興建後，基地

內地面層各測點均符合長時間站坐標

準。基地周圍測點在大樓興建後，大多

符合長時間站坐之等級。 

P.7-36 

~  
P.7-45 

▓  

21 

如有設置規劃餐飲店面或區域，應要求

事項如下： 
(1) 室內供餐不得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

餐具，應提供陶、瓷、玻璃、不銹鋼

等材料製成，使用後可經清洗重複使

用之環保餐具。 
(2) 設置集氣系統、油煙處理設備及油脂

截留器，且定期清潔、保養，並記錄

執行項目及執行方式，以確保所裝設

污染防制設施油煙及異味污染物處

理效率均可達 90%或以上。 
(3)廢氣排放口不得直接吹向鄰近窗戶、

1. 本案餐飲業室內供餐不使用一次性

及美耐皿餐具，並提供陶、瓷、玻璃、

不銹鋼等材料製成，使用後可經清洗

重複使用之環保餐具，並不免費提供

一次性用品、餐具。 
2. 本案設置餐飲業設置油脂截留器，並

於排油煙系統中設置除油煙罩與油

煙靜電處理機及 UV+O3(或同等去除

效率之活性碳吸附裝置)去除 90%油

煙異味，營運期間將定期清潔、保

養，並記錄執行項目及執行方式。 
3. 本案廢氣排放口未直接吹向鄰近窗

P.8-6 

~  
P.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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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是否符合

規範 
是 否 

門或影響行人。 戶、門或影響行人。 

22 

開發單位應管制光源設施所產生之光害

影響，並採取下列措施： 
(1) 光源設施於夜間 10 時至翌日 8 時

止，不得產生閃爍致妨礙民眾作息，

另建築外牆的材質應評估太陽光反

射影響。 
(2) 設置廣告看板之光源輝度，應符合下

列規定： 
 光源面積達25 m²以上之LED顯示看

板者，夜間 7 點起至翌日上午 6 時

止，最大輝度不得超過 250 cd/m²。 
 光源面積未達25 m²之LED顯示看板

或其他非屬 LED 顯示看板者，夜間

7 時起至翌日上午 6 時止，最大輝度

不得超過 300 cd/m²。 
(3) 位於市區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兩側

境界線外 30 公尺內之第 1 排建築

物，如設置光源面積在 25m²以上，應

於設置前提出光害管制計畫送本府

環境保護局審查通過後，始得設置。 
(4) 建築物外牆、窗戶與屋頂所設之玻璃

對戶外之可見光反射率不得大於 
0.2。 

1. 本案光源設施管理措施將依循審議

規範之規定。 
2. 本案設置廣告看板之光源輝度均可

符合要求。 
3. 本案未位於市區高速公路或快速道

路兩側境界線外 30 公尺內之第 1 排

建築物。 
4. 本案建物採用玻璃帷幕，採用可見光

反射率小於 0.2 之材質。 

P.8-7 ▓  

23 

開發單位應對基地及周遭環境進行文化

資產、受保護樹木調查，若發現有影響

之虞，應提出因應對策或另提替代方案。 

1. 依營建署委託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

遙感探測學會辦理「環境敏感地區單

一窗口查詢工作案」回文，基地範圍

內無古蹟保存區、考古遺址、重要聚

落建築群、重要文化景觀、重要史

蹟、水下文化資產。 
2. 另查臺北市文化局網站，本案基地內

無受保護樹木。 

P.4-10 ▓  

24 

開發單位應針對基地開發行為對周遭環

境災害脆弱度及民眾避難之影響進行評

估。若發現有影響之虞，應提出因應對

策及改善方案。 

本案營運期間防災避難影響請參見環境

影響說明書第 5.3 節。 P.5-17 

~  
P.5-20 

▓  

25 

開發單位應提出環境友善措施，如設置

或認養自行車道、人行道及無障礙設

施；增設綠地並設計通風廊道及具遮蔭

之休憩空間；裝設飲用水系統、環保餐

具清潔設施或機具；作為旅館使用者，

不得免費提供一次性用品，以塑造宜居

1. 開發單位將認養基地周邊人行道及

西側綠帶。 
2. 營運期間將透過地面層景觀設計以

回應地區環境條件、改善微氣候，將

基地的開放空間整合為一個整體，提

供民眾舒適、友善的開放空間及步行

P.8-9 

~  
P.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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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是否符合

規範 
是 否 

永續生活環境。 環境。 

26 
本審議規範實施後，經審查通過之環境

影響評估書件，如變更部分涉及本審議

規範事項者，仍應依本規範審議之。 

— 
— — — 

27 
本審議規範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指導

原則，如有未盡事宜，以本會之決議為

準。 

— 
— — — 

28 
本審議規範提報本會通過後實施修正實

施後受理之環境影響說明書及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書，應依本規範審議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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