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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II-能源效率提升專案 

專案參與者將使用指南應用於清潔發展機制(CDM)下的小規模(SSC)減量方法

學、論證小規模專案活動外加性的指南，詳見

http://cdm.unfccc.int/Reference/Guidclarif/index.html#meth。 

II.Q. 商辦大樓之能效提升與/或能源供應專案 

技術/方法 

1. 本方法學適用於現地建築能源供應1與整棟建築能源效率專案，相關減排量可

使用整棟建築的電腦模擬工具(computerized simulation tool)確定。 

適用情境 

2. 本方法學適用於改建和新建專案的商業辦公大樓。專案包括具節能建築設計

特性；節能電器、設備和/或技術；能源管理控制；現地再生能源專案；現地

汽電共生；與/或化石燃料轉換—單獨或組合。 

3. 所有技術(如:電器或設備)使用於專案活動必須是新的且不會從另一項專案活

動轉移。 

4. 本方法學並不適用於非現地區域加熱與/或冷卻廠與配電網絡的專案活動，儘

管是替建築本身提供能源。 

5. 假如能源效率設備包含冷媒，本專案使用之冷媒應為不含臭氧破壞潛勢

(Ozone Depleting Potential ,ODP)之冷媒。 

6. 假如本專案活動包含燃料轉換，應遵循 AMS-III.B.”轉換化石燃料”中對於化

石燃料轉換之基線要求。 

7. 為避免減排量的重複計算，用於本專案減排量的設備、系統或行為均不得於

另一項專案中聲稱減量。 

8. 專案計畫書(Project Design Document, PDD)應紀錄潛在的減排量之重複計算，

如: 須避免設備製造商或其他於本專案活動聲稱減排量之額度。 

9. 單一專案(包括單個設施或多個設施)僅限於每年節電量小於或等於60GWh 的

措施。 

邊界 

10. 專案邊界包含實施減排專案的建築範圍 

基線排放量計算 

11. 事前基線排放量情境應基於以下特徵及操作方式:既有建築物(翻新)或未在

CDM 專案活動下建造的建築物(新建築)。用於基線建築物能源使用之數據來

源，應於專案計畫書中引用與建立參考文獻。 

(a) 假如為翻新或既有建築物(翻新)，事前基線排放情境應基於過去12個月

主體建築物能源消耗情形。(詳圖1基線情境左路徑) 

(b) 假如為新建築物建造，事前基線情境應基於以下兩中方法(詳圖1右路徑) 

(i) 若為法規規範之能源表現和 /或設備性能標準，在相同氣候區域

(climate zone)裡，對於主體建築物類型或分類基線排放量情境應基

                                                 
1 請參閱附件1，以了解適用於此方法的術語和定義。 

http://cdm.unfccc.int/Reference/Guidclarif/index.html#m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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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築法規和/或設備性能標準之最小能源需求；或 

(ii) 若沒有關於能源性能的法定建築規範或設備性能標準，基線排放量

情境基於在相同或相似建築類別、同個氣候帶2裡主體建築物用途或

分類之平均能源消耗。在此方面可參考附件2中其他準則。 

12. 事前專案情境應基於提案之專案建築物其整棟建築物電腦模擬模式

(computerized simulation model)，設定該位置的平均或典型氣候3，建立物理建

築特性(稱之為基礎物理設定或”B”設定)及其運行、建築控制策略與占用設定

(稱之為”T”設定) 

(a) 在翻新建築物中，建築模型的”B”設定應反映與基線情境相比的專案活

動相關變化，”T”操作與占用設定應與基線情境的案例(圖1)條件相符。 

(b) 在新建築物中，建築模型的”B”與”T”設定應反應專案活動的特性。 

13. 事前減排量計算為基線與專案情境能源使用與適用的排放係數應用存在差異。

假如專案活動包含含有冷媒之設備、冷媒排放根據”AMS-II.K.商辦大樓安裝

汽電共生系統供應能源”應被決定且納入考量。假設上述額度計入期間每一年

事前減排量相同。 

 

事前減量方法學回顧 

 

圖1  事前方法流程圖 

事後的減量計算 

                                                 
2 這些資訊的可靠來源可能包括國家統計機構（首選）、行業協會或相關文獻（例如行業報告、

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 
3 例如，可以在專案計畫書（Project Design Document，PDD）中記錄並包含一個具有典型氣象

年(Typical Meteorological Year，TMY)數據的氣象文件，以確保資料來源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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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透過使用一個整體建築的電腦模擬工具(computerized simulation tool)，根據基

線和專案建築情境產生能源使用預估（校正模式），基於基線與專案情境間的

能源使用與排放差異（圖2），利用每年的額度計入期間(事後)，透天氣與建築

占用經驗計算，確定基線與專案活動間的溫室氣體減排量。 

15. 只有符合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的建築能源模擬測試

(Building Energy Simulation Test, BESTEST)4協議所定義的分析驗證和目前實

證驗證要求的整體建築電腦模擬工具，方可在此方法中使用。5 

16. 專案申請者必須證明建築能源模擬（及相關校準）已由經驗豐富的操作者進

行，其操作者須擁有至少三年相關經驗以及專業教育和/或培訓。 

 

基線排放 

17. 對於翻新專案，基線排放情境是基於一年內能源消耗，透過校正的整體建築

模式6計算而得（見圖2中的「基線」）。基線情境下，模式的 B 設定應與翻新

前的原建築特徵相符。然而，如果專案活動（如對建築進行了重大修改）需

要符合法定的能源性能規範和/或設備標準，則基線排放情境應基於相同氣候

區域中相對應的建築類型或分類的建築法規，和/或設備性能標準中的最低能

源要求（如以 kWh/m2/年為單位）。7基線模式的天氣與溫度設定，應與專案活

動建築的校正模式相符（見圖2中的「模式校正」）。 

18. 對於新建建築專案，基線排放情境是基於一年內能源消耗的計算，透過校正

模式計算出「可參照」的基線建築，該建築由電腦化模擬工具生成（如下所

述）。 

(a) 「可參照」的基線類型為與專案建築類型(詳附件1，商業建築定義與類

型)、規模(即樓高、層數或建築面積)相匹配，且與專案的窗戶與牆壁比

例、建築座向，以證明為鄰近之同類型建築。在此方面可以參考附件 2 

中的其他指南。參考之基線模式應排除所有專案活動方法，如:對於基線

情境 B 建築設定將被建立在不執行專案活動上。 

(b) 基線模型的天氣與租賃 T 設定應符合那些專案活動建築的校正模式(圖

2，模式修改) 

(c) 如果在專案實施時，有關於能源績效的法規強制規範，則假如在使用全

棟電腦模擬工具計算的基線能耗低於同一氣候區的同類建築類型法規

的最低能耗要求(如: kWh/m2/年)，則應以模擬結果作為基線；但假如模

擬的基線能耗高於建築法規的最低能耗要求，則應以後者作為基線。 

                                                 
4 建築能源模擬測試（BESTEST）是一種使用實證驗證、分析驗證和比較分析技術的方法，用

於測試計算機模型（實現在軟體工具中）。eQUEST 和 EnergyPlus 是根據 BESTEST 協議經過認

證的兩個計算機模型/工具的例子。有關 eQUEST 和其他合格的計算機模型/工具的更多信息，

請參考 http://doe2.com/DOE2/index.html 和 http://apps1.eere.energy.gov/buildings/tools_directory/。 
5請參閱附錄1中的術語和定義。 
6詳見段落21對於模式校正程序。 
7假設專案活動本身不會觸發能源代碼或設備標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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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對於第17段租賃相關的 T 設定與基礎建築相關的 B 設定之建築模擬模式的處

理，適用於清潔發展機制下專案活動或部分活動中有特殊租賃租約安排8。此

案例中，任何上述可辨認之 T 設定包含在合法的租約安排，將可被模式認為

是 CDM 專案活動的設定。此案例下，基線數據將是專案活動所在國家中業

界普遍實踐的標準。9 

 

圖2、使用建築模擬工具減排-事後量測方法學的流程圖 

排放減量 

20. 為了達到以下目標，開發一個校正過的建築模型，應用於整棟專案建築物：

(a)透過校正，使專案建築符合實際能源消耗；(b)計算基線建築能源消耗；(c)

在專案與基線建築(詳圖2)間節省的電能與熱能，並乘上適當的排放係數。 

21. 對於翻新或新建造專案，校正的建築模式在專案(建築)運作第一年結束後建

立，專案建築擁有預期(完整)操作下的12個月能源使用數據時，才能進行建模。
10模式建立與校正使用於以下: (a)竣工專案建築特性；(b)天氣、建築操作特性、

                                                 
8特殊租賃租約安排包括各種形式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能源效率合約，也被稱為「綠色租約」

（亦包括更廣泛的環境影響考慮）。 
9 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在建築模擬模型中為基準情境（不考慮特殊租賃安排）下的租戶照明和

插座負載（例如電腦和辦公設備）設定，基於常見的採購規格（例如政府或行業資料來源）。需

要注意的是，由於特殊租賃合約安排因情況而異，因此 CDM 專案活動中計畫的實際條款的實

際條款應該清晰明確並作為專案文件的關鍵部分。因此，基線建築和專案建築的整體模擬模型

應相應地反映這些安排。 
10 預期或全面運作意味著該單元在年均至少每週運作30小時；請參閱附錄2、步驟2、最後一項。 

開始

［@t1,t2,…,tn］
收集實際數據
-天氣&能源使用
建立IT&IB設定&建
立EPP根據實際效能
建立建築模型

跑模型&
得到EPM

參考ASHRAE
準則 14 整棟建
築的校準結果

節省EPM

校
正

NO

YES

基線 專案

建立更新基線模型
註:
-事後w/更新IT是與實際專案建築模
型&IB相同，基於“參考”建築，即
節能措施&僅匹配專案位置、建築類
型和規模
-在改造案例中，基線建築特性設置
IB應與原有建築特性相匹配。在適用
情況下，應根據能源法規/標準(第17
段)制定。

跑模型&
得到EBP

計算避免排放,Eqs

(4)-(6)

計算
D2=EBP-EPM

註：
EPP   專案建築實際能源消耗
EPM 通過竣工的專案模型估計能源
EBP 通過更新基線模型估計能源
IT TENANCY/OCCUPANCYT輸入的資料
IB 基線B建築物輸入的資料
t1,t2,…,tn 監測期間(計入期)
D2 專案期間實際節省能源(事後量測)

模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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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控制策略與設定及相同12個月內建築物占用下預期(完整)操作的能源使

用數據；(c)在專案(建築)運作第一年，每年建築物實際能源使用。校正的專案

建築模式透過實際能源數據如圖2所示，模擬過程執行敘述如下: 

 步驟1:針對專案建築的蒐集數據如下: 

(a) 建築物的物理基礎 B: (i)建築物的維護結構(如:建築物幾何形狀、建築物表

面位置像是窗戶、建築物陰影與建築物熱區相對位置)與(ii)熱特性(逐層描

述建築材料導電率、比熱與密度)； 

(b) 空間調節系統的規格，包括其性能11； 

(c) 控制系統； 

(d) 有關租賃相關 T 設定資訊: (i)內部負載(某個時間段的入住率或平均人數；

照明與設備功率密度；內部負載計畫)與(ii)在建築物操作的前12個月，有

關建築物操作(控制溫度、窗戶打開相關計畫、反應人員行為)；實際天氣

數據與能源消耗 

 步驟2:模式校正12 

(a) 根據步驟1輸入數據，開發成專案建築模擬輸入檔； 

(b) 專案建築電腦模擬結果將與同時間12個月實際能源消耗相比，在期待(完

整)操作下可以獲得能源使用數據，而整建築物模式經校正成以下”整棟建

築築物校正模擬”路徑於 ASHRAE Guideline 14-200213 

 步驟3:電腦模擬與節能 

(a) 專案模式已於步驟2完成校正，校正模式將是專案建築物代表； 

(b) 校正模式經修正成符合基線建築物如段落17之描述； 

(c) 專案建築校正模式與基線建築物在每個計入其年份完成，使用天氣、建築

操作特性、建築控制策略與設定及建築占用設定，稱為 T 設定。 

 步驟4:文件。作為年度減排節能文件的一部分，將會報告以下資訊： 

(a) 軟體版本:整棟建築模擬軟體使用的報告名稱與版次，包含 BESTEST 驗

證或證明； 

(b) 步驟1與步驟3的輸入文件，用於確認基線與專案建築模型，包含:(i)建築物

理特性；(ii)空間空調系統特性；(iii)初始負載與操作假設；(v)典型年天氣

檔案；(v)占用/使用時間表；(vi)通風與空調 

(c) 暖房通風及空調(HVAC)與照明控制設定；及(vii)照明計畫； 

(d) 步驟2資訊紀錄校正過程，包含(i)基線建築初始模擬結果與(ii)模擬結果符

合校正能源數據正確性； 

                                                 
11 對於由區域供熱或供冷提供的項目，該模型中考慮了整個區域系統的總熱效率。儘管此方法

論的範圍不包括從區域系統改進中產生的減排，但區域系統的效率是計算建築物所採取措施的

淨減排量所必需的。因此，該模型需要考慮區域系統的熱效率以獲得正確的淨減排量。 
12校準是將模型的輸入數據或參數進行調整的過程，以使其輸出與實際系統的測量數據相匹

配，而不是改變模型的形式。在這個過程中，會調整對建築物內部負荷和運行特性的假設，以

實現模擬結果與實際能源使用之間更緊密的匹配。 
13美國加熱、空調和冷凍工程師學會（ASHRAE）《能源和需求節約測量指南14-2002》，或者目

前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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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基線與專案建築的物理基礎 B 特性，包含但不受限於: (i)建築維護結構(建

築幾何、建築表面位置，如:窗戶、建築陰影、建築物熱區相對位置；(ii)

熱特性(建築材料逐層描述與其導電、比熱與密度) 

(f) 基線與專案建築物的空間空調系統特性； 

(g) 基線與專案建築物的控制系統與控制設定特性； 

(h) 實際基線與專案建築物的租賃相關的 T 設定:(i)內部負載(某個時間段的入

住率或平均人數；照明與設備效率密度、內部負載計畫)；(ii)建築操作(溫

度控制、窗戶打開與相關計畫反應人員行為)； 

(i) 專案位置每小時溫度、濕度、風向與風速及總太陽輻射的天氣檔案； 

(j) 任何其他相關資訊，若可獲得特別租賃契約管理的話； 

(k) 參與電腦模擬分析與校正的人員姓名與資料。 

22. 減少之排放量之計算如下: 

yrefythyelecy PEERERER ,,,   

ERy=y 年減排量，tCO2e； 

ERelec,y=y 年電力造成之減排量，tCO2e； 

ERth,y=y 年熱能減少之減排量，tCO2e； 

PEref,y=若可獲得 y 年薪冷卻設備冷媒 GWP>0物理洩漏之專案排放量，根據

AMS-II.K.提供(tCO2e/年) 

 有關電力減排量計算如下: 

ERelec,y=∑ 𝐸𝑆𝑒𝑙𝑒𝑐,𝑦,𝑖 × 𝐸𝐹𝑒𝑙𝑒𝑐,𝑦 × (1 + 𝑇𝐷𝑦)𝑖   

ERelec,y=y 年電力造成之減排量，tCO2e； 

i=建築數量(如:建築1、建築2、建築3等等) 

y=額度計算區間 

ESelec,y,i=y 年建築物 i 基線與專案建築間電力消耗如校正電腦模式，MWh，需

每年決定。 

EFelec,y=y 年電力排碳係數。如 AMS-I.D 電網連接再生能源生產 (Grid 

connected renewable electricity generation)，tCO2/MWh 

TDy=y 年提供專案住宅的每年平均技術電網損失(傳遞與分配)，可表示為一

個比例。值將不包含非技術損失，如:商業損失(偷電)。每年電網平均技術損

失將應使用該國近期、準確且可靠的數據。此值可透過國家公共事業或政府

機關發布之最新數據。專案參與者對於數據使用之可靠性(如:適當性、準確性

/不確定性、尤其是排除非技術電網損失)應被建立與文件化保留。若無最近數

據可取得或數據不具準確性或可靠性，應使用預設值0.1作為於每年電網平均

技術損失，TDy=0 

 有關熱能減排量計算如下: 

 

i j

jFFjiythyth EFES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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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hER , = y 年熱能減少之減排量，tCO2e 

i=建築數量(如:建築1、建築2、建築3等等) 

j=化石燃料類型 

y=額度計算區間 

jiythES ,,, =在基線與專案建築物燃料消耗之差異，如 y 年建築物 i 校正之電腦

模式所示，TJ，需每年決定，若燃料轉換，基線與專案燃料的種類與其對應

之 CO2排放係數應納入考慮。 

jFFEF , =基線化石燃料的 CO2排放係數使用(tCO2e/TJ)，若可獲得當地或國家

的數據，否則 IPCC 預設值之排放係數應被使用。若燃料轉換，基線/專案燃

料的種類與其對應之 CO2排放係數應被納入考量。 

洩漏 

23. 無洩漏產生 

監測 

24. 為能讓建模人員準確重建基線與專案模式，應提供檔案給合格之查驗機構存

檔，需要以下數據與校正文件。 

(a) 事前基線建築物數據。應提供用於確定基線建築物能源使用強度的實際

數據來源與紀錄數據分析過程； 

(b) 參數於段落21步驟4(b)與4(c)所述。 

25. 於額度期間應監測: 

(a) 天氣資料原則上從第三方來源取得(頻率:每月)； 

(b) 電力排碳係數(假如可獲得)，根據 AMS-I.D.； 

(c) 專案建築物的能源消耗(電力與/或熱能，視專案活動而定)，至少每個月

記錄一次為基準； 

(d) 基礎建築 B 的實質設定改變，如模式需要重新校正(頻率:每年)； 

(e) 實質占用與租賃相關的 T 設定更改，包含照明與 HVAC 計劃與控制設

定，因此需要重新校準模型(頻率:每年) 

方案型專案活動 

26. 此方法學適用於方案型專案計畫，除上述洩漏部分外，無須額外計算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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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術語與定義 

建築物位置 建築物所在的地理邊界 

現 場 建 築 (on-site 

building)能源供給 

在建築物本體內或建築物位置內的能源供給系統 

整體建築電腦模擬 整棟建築能源電腦模擬工具是一種計算機程序，具有建

模和計算完整建築系統的能量流與每年能源需求的最低

基本能力，考慮到其方向、形狀和外殼結構、暖房、通風

與空調(HVAC)、入住人數和營業時間。其他額外功能可

能包括照明、熱水系統、電源/插頭負載及設備的能源使

用預測，為租戶提供的輔助服務(如:冷卻水)。一些工具還

可考慮現場能源發電機，該方法著重於建築物在租戶和

用戶全面運轉時的總能耗。因此，如果所選的模擬工具

未涵蓋建築總能耗（並且僅具有上述最小能力），則應使

用其他方法或專業工具來估算額外的能源使用量，以獲

得整個建築的運轉能耗。在整棟建築電腦模擬工具給定

占用率與操作設置下，BESTEST 查驗證要求僅適用於建

築物空間調節（或暖房與空調）負荷。 

氣候區域 氣候的分類在給定區域（區）內被認為是相同的，出於建

築能源性能量測、評估與/或建模的目的（例如，相同的

平均降雨量、風及溫度），具有不同氣候特性的地區被分

配到不同的氣候區域。 

商業建築 主要用於商業用途但不包括工業生產的建築物。私人部

門的商業建築包括商業辦公室、購物中心、公寓、酒店、

私立醫院和私立教育設施。政府建築包括政府辦公室、

政府擁有的衛生設施（醫院）、政府擁有的教育設施、畫

廊、博物館、法院和懲教設施。 

基礎建築設定或 B

設定 

基礎建築物理數據與基線建築不同。基礎建築特徵是指

整個建築模擬模型的輸入數據集和設置，可從個別商業

建築租戶的決策或責任(請參見下面的“T”)。基礎建築

包括建築物外殼特性、建築中央服務、暖房、通風與空調 

(HVAC)系統、控制系統、外部照明、熱水系統、停車場

通風和照明、風扇(廚房、廁所、廢棄物收集區域等)、租

戶輔助服務(例如冰水、冷卻水等)、能源和發電機(如果

有) 

占用或租賃相關設

定或 T 設定 

整個建築模擬模式中的占用或租賃相關設定(T)是與租

賃決策和行為相關的各別商業建築變量，例如租戶照明、

電源/插頭負載（包括電器和辦公設備）和輔助空調單元

與操作/使用者使用時間，包括設施管理者的操作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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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圖1之術語 EB-N:新建築的基線能耗(新建築案例) 

EB-E:既有建築的基線能耗(改造案例) 

EBA:基線建築的能源消耗(新建或改造案例) 

EPA:專案建築能源消耗 

IT:租賃/占用的輸入數據，即“T”設置 

IB:基礎建築特性的輸入數據，即“B”設置 

D1:擬議專案建築的節能估算 

用於圖2之術語 EPP: 專案建築的實際能源消耗（每個監測期間） 

EPM:由竣工項目模式估算的能源消耗 

EBP:能源消耗由更新的基線模型估計 

IT:租賃/占用的輸入數據，即“T”設置 

IB: 基礎建築特性的輸入數據，即“B”設置 

T1,t2,…tn::監測時間段（計入期） 

D2:擬議專案建築的節能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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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確認新建專案基線建築沒有法規規範的能效範圍 

 步驟1:建築單元種類的辨認 

每一件專案建築的建築種類應被定義，類似的案例包括高層商業建築和零

銷售建築，選定的類別應在專案計畫書中明確列示，並在整個額度計入期

間內保持不變。 

 步驟2:基線建築的辨認 

基線建築的每一建築單元種類 i 應被步驟1定義。基線建築單元被視為在專

案活動中建造的建築物。為確保基線與專案建築的相似性，基線建築應由相

同建築種類 i 組成如附件1之定義: 

 使用該方法學，不屬於已註冊 CDM 專案活動； 

 與專案建築單元位於同一個城市。與專案建築單元所在地區社會經濟條

類似的地區； 

 在專案活動開始前三年內建立並使用的； 

 位於每年熱度日(heating degree days, HDD)和冷度日(cooling degree days 

CDD)在專案建築單元所處區域平均值的80%至120%之間的區域14； 

 與專案建築單元具可比較性，定義為基線建築單元的總建築樓面面積

(Gross Floor Area, GFA)在建築類別 i 中專案建築單元平均 GFA 的50%至

150%範圍內； 

 在低層或高層建築中，年均至少運行30小時/週。15 

                                                 
14 假定這一要求是通過對公共記錄的觀察或審查事先確定的，而不是通過基線建築居住者調查

來確定的。 
15 建築單元的運作時間是根據該建築單元用於其主要目的的時間長度來衡量(例如，辦公大樓單

元的主要目的是進行辦公工作)。該建築單元可能在其他時間消耗能源（例如，夜間期間的待機

能耗）。然而，這些時間不被計算為運作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