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社區綠建築
實質改造專案⽰範推廣⼯作，由本府建築管理
⼯程處成⽴「節能⾵⽔師服務團」將進⾏社區既
有建築物設置綠屋頂診斷評估，計畫為台北市
轄區內領有使⽤執照之既有社區建築物及公寓
⼤樓推展綠屋頂改造⼯作，以社區管委會提具

「綠屋頂診斷申請書」，並透過公開審核評選通
過後，補助其改造費⽤，希冀擴⼤綠屋頂改造效
益，及帶動社區建築物改造⾵潮，降低⼆氧化碳
排放，舒緩臺北市都市熱島效應，以達節能減碳
⽬標。

具補助資格之建築物

補助經費 聯絡⽅式
臺北市建築管理⼯程處
賴玲玲��2725-8406
⾟冠儀��2725-8405

資料來源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屋頂綠化技術⼿冊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屋頂綠化⼿冊-建構及維護管理

活動報名⽅式及申請書下載
臺北市建築管理⼯程處
http://dba.gov.taipei/mp.asp?mp=118021

Ÿ 位於臺北市轄區內且領有使⽤執照者。
Ÿ 未經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核列為⾼級住宅加價

課徵房屋稅者。
Ÿ 同⼀申請項⽬已接受補助有案者，得不予補

助
Ÿ 其他經公告事項。

臺北市節能⾵⽔師服務團計畫

社 區 既 有 建 築 物
設置綠屋頂診斷評估說明

Ÿ 改善項⽬已有補助者，不再給予補助。
Ÿ 每⼀社區之補助申請案，依據申請⼈所提規劃設計

費⽤、改善執⾏計畫⼯程經費及監造完⼯之費⽤核
給補助⾦額，最⾼不得超過該建築物綠建築改善作
業之⼯程經費之百分之四⼗九，其中規劃設計費⽤
及監造完⼯費⽤合計之補助⾦額合計不得超過該建
築物綠建築改善作業之⼯程經費之百分之⼋，但經
審核通過具有推廣綠建築改善⽰範社區者不受此款
限制。

Ÿ 改善作業之⼯程經費得包含硬體建設及展⽰設施架
設費⽤，但不包括後續維護費⽤。

Ÿ 申請補助之改善項⽬可依需要於年度公告受理期限
內提出申請，惟同⼀改善項⽬不可重複申請，且補助
⾦額不得超過該改善項⽬之補助上限如下：
⼩型社區(六樓以下或⼾數80以下)：
⼯程費⽤補助額度上限5萬元
設計規劃補助額度上限4000元
監造完⼯補助額度上限5000元
中型社區(七樓以上或⼾數81⼾以上150⼾以下)：
⼯程費⽤補助額度上限10萬元
設計規劃補助額度上限6000元
監造完⼯補助額度上限8000元
⼤型社區(⼗五樓以上或⼾數達151⼾以上)：
⼯程費⽤補助額度上限20萬元
設計規劃補助額度上限12000元
監造完⼯補助額度上限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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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臺北市建築管理⼯程處

執⾏單位：���������社團法⼈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綠屋頂設置評估
1.建築物條件

Ÿ 坡度
屋頂坡度⼤於15度以上，45度以下之屋頂綠
化，應儘量做薄層綠屋頂。屋⾯坡度⼤於45度，
盡量避免施做綠屋頂。

Ÿ ⾼度
新12層樓以上的建築物屋頂綠化，因⾵阻較
⼤，不建議種植⾼⼤喬⽊或灌⽊。

Ÿ 防護圍欄（⼥兒牆）
為防⽌⾼空物體墜落和保證遊客安全，應在屋
頂 四 周 設 置 防 護 圍 欄（⼥ 兒 牆），⾼ 度 應
130cm以上。屋頂有設備者，其設備⾼度不得
影響防護圍欄（⼥兒牆）之⾼度，例如貼著圍欄
設置花台，花台上之圍欄⾼度應⾼於130公分。

Ÿ 承載
綠屋頂設計須充分考慮屋頂的承載。花園型綠
屋頂設計，其屋⾯承載應≧450Kg/m2（營業性
屋頂花園≧600Kg/m2）；薄層型綠屋頂設計，
其屋⾯承載應≧200Kg/m2。

2.屋頂防⽔、排⽔狀況
Ÿ 閉⽔測試

為確保防⽔層完好，在施作綠屋頂前，應先將屋
頂之落⽔頭封住，蓄⽔5 ~ 1 0公分，並觀察
48~72⼩時，看看頂樓有無漏⽔，沒有漏⽔才可
施作綠屋頂。

Ÿ 落⽔頭數量、洩⽔坡度
綠屋頂施作應設計約2度之坡度以利排⽔。

3.屋頂可使⽤⾯積
Ÿ 屋頂使⽤空間較完整者，適合做滿鋪式的薄層

綠屋頂或空中花園；屋頂因受限於空調或其它
設施，無法整塊規劃者，適合盆缽型綠屋頂。

4.⽇後的維護管理
Ÿ 維養⼈⼒
Ÿ 維養預算

即使採⽤⾃動澆灌系統和⾬⽔回收，還是需要
定期檢查過濾器和調整供⽔供肥的頻率。更需
要⼈⼒去做修剪和除草⼯作。綠屋頂可以給⼈
們多餘的活動空間和優良的環境，甚⾄農產品，
但這些都需要有維養的⼈⼒和經費，否則很容
易讓綠屋頂變成荒地或雜草叢⽣的地⽅，成為
蚊蟲或螞蟻的溫床。

申請流程及時間
申請時間
⺠國104年7⽉1⽇⾄⺠國104年7⽉31⽇
申請流程
社團法⼈台灣
智慧建築協會

台北市社區
管委會 相關⽂件

篩選符合規範
之社區既有建
築物

符合申請條件
之社區

宣導及寄發宣
傳品 準備相關資料

收件 寄送申請書

公開評選 填具同意書

實地勘察 配合現勘

診斷評估報告書 診斷完成確認書

「綠屋頂診斷申請
書」歡迎⾄台灣智
慧建築協會網站
下載
http://www.tiba.org.
tw/
填寫完畢後，寄⾄
10688台北市⼤安
區忠孝東路四段
112號10樓之8
台灣智慧建築協
會收



臺北市作為⾸善之都，⼤樓林⽴、建築物密
集，致使市內綠地不⾜且分散，伴隨⽽來的
環境問題⽇益嚴重。因此推動建築物綠化，
可以 ，種類豐使建築物隔熱降溫、淨化空氣
富的植栽更可以成為⽣物棲地，具有⽣物跳
島 解決熱島效應的功能，並 問題。依據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屋頂綠化技術⼿冊，歸納綠屋
頂為 、 、薄層型綠屋頂 盆缽型綠屋頂 庭園型
綠屋頂等型式，社區宜依設置⽬的、屋頂狀
況、維護條件等，設置適宜性的屋頂綠化型
式，因此專業的診斷評估建議，可供社區後
續設置參考，有助於達成屋頂綠化之實質效
益。

薄層型綠屋頂 盆缽型綠屋頂 庭園型綠屋頂綠屋頂概述
在屋頂上以滿鋪⽅式在防⽔層上覆蓋厚度
低於三⼗公分的輕量介質，並種植強韌、低
矮、具⾃⽣性的植栽，以適應燠熱、乾旱、強
⾵等不利環境，達到提昇環境效益、永續節
能的⽬的。基於建築物承載量的考量和低維
護管理的需求，⽬前現有建物多推⾏薄層綠
屋頂。此類型施⼯較簡單、傾斜度在45°內的
屋頂皆可施作，較庭園型及盆缽型綠屋頂⼯
法有低維護管理、低承載需求、節省結構成
本等特性。

清理建築
屋頂表層 驗收建物 防⽔層

處理

48⼩時閉
⽔檢測

鋪設
防根層

鋪設
蓄排⽔層

鋪設
過濾層

鋪設
介質層 種植植物

裸露部份
鋪設覆蓋材

施⼯流程及注意事項

使⽤各種盆器種植植物，依容器造型尺⼨設
計排列所形成之綠屋頂。容器與介質材料取
得容易，⺠眾能⾃⾏操作施⼯。盆器具可移
動性，可因應植物⽣⻑狀況調整擺放位置。
但應儘量將屋頂樓板⾯積鋪滿，阻絕太陽輻
射熱直接曬到防⽔層，才能減少屋頂樓板冷
縮熱脹，並有效達到隔熱節能的功能。

清理建築
屋頂表層 驗收建物 檢查

防⽔層

48⼩時閉
⽔檢測

擺放盆缽
位置填⼊介質

種植蔬果類、
低矮地被植物

施⼯流程及注意事項

由景觀設計者利⽤設計⼿法將⼩型喬⽊、灌
⽊、地被植物等進⾏屋頂複層綠化，常有休
憩設施或花園，主要以美觀欣賞及休憩療育
為⽬的。庭園型綠屋頂具有景觀效果佳、植
物層次豐富、完整性⾼、覆⼟深、植物根系可
充分伸展等優點。由於涉及設施結構等設
計，以及喬⽊移植專業，建議尋找專業廠商
規劃、設計和施⼯、維護管理。

清理建築
屋頂表層

預留管線及⼟
球固定基樁

⼆次防⽔
層處理

48⼩時閉
⽔檢測

鋪設
阻根層

鋪設
排⽔層

鋪設
過濾層

鋪設
介質層 種植植物

喬⽊固定
⽀撐處理

施⼯流程及注意事項

裸露部份
鋪設覆蓋材

型式� 薄層綠屋頂�
(Extensive�
green�roof)�

盆缽型綠屋頂�
(Container-type�

green�roof)�

庭園型綠屋頂�
(Intensive�
green�roof)�

特徵� 1.管理頻度低�
2.覆⼟深度 <30
公分適合種植
灌⽊、草花、草
⽪�

3.不限於平屋頂
（適於屋⾯坡
度 45 度以下）�

1.既有⽼建物較
符合使⽤�

2.⾮全⾯綠化使
⽤之型式�

3.常以農園型式
呈現�

4.設於平屋頂（適
⽤於屋頂坡度
10 度以下）�

1.屋頂承載量需
求⼤�

2.管理頻度及費
⽤較⾼�

3.可種植⼩喬⽊、
灌⽊及草花、草
⽪，⽣物多樣性
豐富且美觀�

4.設於平屋頂（適
於屋頂坡度 10
度以下）�

施作�
需求�

1. 承載⼒需≧
200�kg/m2�

2.⼯法簡單，建設
成本較低�

3.維護管理頻度
低，且費⽤經濟�

1. 承載⼒需≧
250�kg/m2�

2.⼯法簡單，建設
成本中等�

3.維護管理頻度
⾼、費⽤中等�

1. 承載⼒應≧
450�kg/m2（營
業� 性屋頂庭園
≧600kg/m2）�

2.建造複雜，設計
費⽤⾼�

3.維護管理頻率
及花費⾼�

機能� 1.具減緩熱島效
應效果�

2.增加⽣物多樣
性�

3.快速增加城市
綠化⾯積�

4.符合永續環保
概念�

1.必須覆蓋 80％
以上屋頂⾯積
才� 有良好隔熱
效果�

2.增加⽣物多樣
性�

3.具經濟⽣產效
益�

4.具休憩活動空
間�

5.具療育效果�

1.具減緩熱島效
應效果�

2.⾬⽔滯留貯留
效果⾼�

3.增加⽣物多樣
性�

4.休憩活動空間
⼤�

5.具美觀欣賞之
功能�

維護
管理�

低頻率即可，修
剪為主。�

須經常換植、除
草。費⼯。�

⾼頻度庭園維
管。�

選擇�
要點�

建造及維管費⽤
低，且可⼤⾯積
綠� 化。但植栽種
類有限，⼈為活
動空間� 較⼩。�

需有⾼⼈⼒維管
為⾸要選擇條
件。� 應盡量選擇
有志⼯或居⺠可
⾃⾏管 � 理區域
為佳。�

⾼頻度維護管理
且具技術性，建
築� 物之承載量
和喬⽊固定問題
是施作 � 點⾸要
考量條件。�

�

綠屋頂型式綜合⽐較分析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屋頂綠化技術⼿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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