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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921災後重建工程已屆滿四週年之際，許多曾受到重創的農村家屋也有了新的建築風貌，而重建過程中，適逢國內綠建築

發展之初期階段，許多綠建築永續設計觀念成為重建住宅群規劃設計之依循規範，為國內住宅規劃開啟新的思維方向。 由

於過去建築產業的過度開發，而為顧及環境負荷不致地球日益惡化。本研究透過我國綠建築評估「EEWH」系統所使用「

減廢Waste Reduction」評估的方法，由「二氧化碳減量」與「廢棄物減量」作為環境負荷的平衡標準，來探討台灣現今住

宅的建構過程是否達到一個低環境負荷的建築目標。研究方法於理論基礎部分，進行「減廢指標群」相關文獻探討；而在

實證研究分析中，以住宅調查所得之資料，採用「敘述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以瞭解指標評估狀況與住宅建構品質為何，

並據此提出研究發現與改善建議。 研究成果，首先，分析現今住宅建構過程在生態與綠建築上的不適切性，並針對「減廢

指標群」實際於新建住宅的評估狀況，以得到更進一步的分析結果，最後提供「減廢指標群」相關建議，以供日後若需要

更深入研究時，更可成為一個完整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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