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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地區因夏季溫度呈現飆高的現象，快速成長的居家住宅用電情況，夏季的耗電量屢屢創新高，冬季反之，則呈現季節

尖峰時段電力負載供電的差距。以往節能方向的主軸，主要是在提高空調效能、照明與動力系統效率，但比較2004年2005

年的用電量，顯示出2005年用電量不但沒有明顯的下降也沒有維持不變，居家節能效益不彰。因此本研究則是透過綠色建

材材料特性導入居家住宅之綠色建材應用於居家節能設施分析，進而改善居家悶熱現象，以最少的電能消耗營造最舒適的

居家住宅生活空間，來達到以綠色建材應用於居家節能設施之分析評估的研究。 　　透過專家訪談的調查及文獻探討，瞭

解到對綠色建材產品特性的認知，綠色建材可回收再利用，其各階段過程對於地球環境衝擊比較小與傳統建材對居家住宅

有所差異，並且整理歸納出4項目標構面和16項評估指標，進而透過AHP層級分析法的方法分析評估，針對綠色建材應用

於居家節能設施之間找出評估指標權重，導入住宅營建流程中，建立綠色建材應用於居家節能設施之分析流程與檢核表，

提供未來評估時之依據，並充分瞭解綠色建材應用於居家節能設施時，針對其主要權重項目做出最好的居家節能評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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