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屆論壇是以“科技創新與健康產業”為主題，邀請政府領導、國內外專家學

者、研究機構等領域的代表主題演講(圖6)，分享相關領域成功案例，陳理事長演講

及參訪後心得略述於下：

一、健康建築與北緯氣候之關係

世界各國的健康住宅問題都包含戶外生活環境及建築體之室內的健康空間考量

為主，據統計在寒冷的國家地區多有從事建築保溫措施與疾病發生的相關性研究，

以改善人體健康。其居住環境較注重住宅保溫措施，以減少疾病發生。在熱帶國家

地區主要研究較重視住宅冷房設施及設備，無論寒帶或熱帶國家地區，都需兼顧節

能減碳的社會目標。陳宗鵠理事長以亞洲幾個國家為例，分析及歸納其健康住宅現

況及發展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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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國北京第八屆健康住宅理論 
與實踐國際論壇紀實 編輯組

本會陳宗鵠理事長應中國建設部中國院國家住宅與居住環境工程技

術研究中心之邀請，於2016年6月14-15日赴北京參加第八屆健康住
宅理論與實踐國際論壇暨健康人居促進健康產業發展戰略研討會(圖
1)主講『健康建築之心理性因素分析及設計應用』(圖2)。會後參加
主辦單位主持沙龍“國際健康住宅研究成果與發展探討＂ (圖3)並參
觀聯盟基地生活實驗室(圖4、5)。

圖2.  陳宗鵠理事長演講配合音樂發揮
療癒效果

圖1.  國際論壇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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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國家發展健康建築方面，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就以其成熟的大數據研究

資料庫基礎以及專精的研究精神作人體健康與住宅建築體舒適度相關性的深入研

究，以提升建築精緻化及系統化成為特點，導入政策的執行。日本在地理位置分佈

上從北緯30度到北緯45度之間都有涵蓋，據統計研究顯示，氣候環境溫暖的南方

省份，在冬季疾病增加率反而較高，往往因為溫暖的地區比較缺乏保溫建築的設施

及對溫差反應之意識，導致血壓活動、腦血栓、心肌梗塞、過敏性鼻炎、高血壓疾

病、皮膚炎、氣喘問題、關節炎、肺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腦血管疾病等的

問題發生率較高，當改善住宅的保溫性能後，許多病狀明顯降低。研究還發現，氣

溫環境與睡眠效率的關係影響健康最為明顯，溫暖的住宅以其自然裝修材料，有助

睡眠品質以及工作效率，甚至對整體壽命有明顯提高的現象。

三、中國健康建築發展

中國的地理位置分佈於夏熱北緯20度到冬寒北緯50度以上地域都有涵蓋，所以要

發展健康住宅的生活環境，須從夏季炎熱的冷能設施到冬季寒冷的暖房設施技術皆須著

力。從整體面來說，中國在健康住宅的發展過程是持續且有計畫的，從1999年出版健康

住宅建設技術要點，到2009年出版的健康住宅建設技術規程，再到2013年版的住宅健康

性能評價體系，顯示其有持續性執行計畫。另外為配合平價體系，從2002年至今，已經

在41個城市建設了58個健康住宅建設試點工程實際案例，其中包含14個通過驗證的健康

住宅示範工程，此試點工程地理位置包含了炎熱氣候地區到寒冷的氣候地區的各種住宅

類型，試點建設總面積已超過了2000萬平方公尺。

圖3.  國際健康住宅研究成果與發展交流會
專家雲集

圖4.  北京健康建築示範基地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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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試點的實作，目前階段雖需考量全民經濟水準現況，健康建築仍須著重在物理環境

影響之基本因素為主，但以其長遠計畫魄力及高效率的執行力，未來發展非常看好，並

可在心理性及色彩上加強。

四、 台灣健康建築發展現況

台灣國家地理位置居亞熱帶，面臨高溫、高濕的氣候環境，新建與既有的住宅

建築數量比率約為3%及97%，主要影響健康問題的是既有建築物，隨著使用年限增

加，住宅構件產生了許多影響健康病態問題，例如建築物建材及設備機能老化，室

內空氣環境品質惡化等等，直接影響人體健康。台灣有關室內環境品質相關政策與

制度法規擬定方面也有具體進度，包含建築技術規則、室內空氣品質管制法、綠建

築標章制度、綠建材標章制度、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等等。

藉由環境品質提升與增進居住環境健康品質等等互補互用，政府的計畫也希望刺激

綠色科技的研發及生產業提升，也納入健康建築的發展目標。我國發展健康建築，

從2001年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輔導補助民間執行室內環境品質診斷及改善，包含室

內之音、光、溫熱、空氣、生物性的環境因數等進行診斷及改善實質案例，到建立

建築物室內環境自我診斷方法與流程，提供消費者從診斷問題到完成改善健康住宅

的機制，都有持續執行。

在台灣產業界及學術界很早就關注在健康建築議題上，且創新議題內容豐富，

加上靈活的中小企業執行精神以及不斷求新求變研究是其特點，但政策之執行常在

政府各機關之間與民主之民意統合協調上費時甚多，各單位政策共識及執行協力之

效率方面還有很大空間，不能讓民主機制成為各項政策發展進度之障礙，政府各單

位元需要加強統合力，才能有效執行健康建築政策，落實全民福祉。

圖5.   現場預鑄新工法，吊裝
牆面構件及系統模版

圖6.   各國主題演講者及主辦單位合照，右一日本代表清家剛教授，
右三主辦官方主管仲繼壽主任，右四協辦民間企業代表萬太集
團茅忠群總裁，左三加拿大代表Michaelvon Hausen教授，左
一主辦單位李新軍主任，中間為台灣代表陳宗鵠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