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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教育講習會
政策宣導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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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問題釋疑

伍、評估應注意事項

參、政策推動情形

簡報大綱 壹、背景說明

貳、法規機制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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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顯示圖片。

無法顯示圖片。

前言(1/3)

臺灣有79%人口
居住在 2%都市土地
居住都市地區人口高達79%
 全台人口2,326萬人
 都市人口1,837萬人
 都市人口多集中在住宅/商業土地

都市土地占全臺13%
 臺灣土地約36,197 km2

 都市土地約 4,869 km2

 住宅/商業使用土地僅2%

 都市化顯著

3

壹、背景說明

臺北市
(65.4萬戶)新北市

(80.9萬戶)桃園市
(33.6萬戶)

臺中市
(49.1萬戶)

臺南市
(39.7萬戶)

高雄市
(60.5萬戶)

花蓮縣
(8.4萬戶)

南投縣
(10.2萬戶)

宜蘭縣
(10.7萬戶)

新竹市、新竹縣
(7.2萬戶、8.4萬戶)

苗栗縣
(11.4萬戶)

彰化縣
(25.8萬戶)

雲林縣
(15.5萬戶)

嘉義市、嘉義縣
(6.1萬戶、11.9萬戶)

屏東縣
(18.3萬戶)

臺東縣
(5.4萬戶)

基隆市
(8.5萬戶)

老屋密度高地區

1999年

2016年

2018年

2019年

2024年

第一季

10年後

921集集大地震

0206高雄美濃地震

0206花蓮地震

918臺東地震

全國住宅922萬戶

30年老屋483萬戶

30年老屋698萬戶

過
去
二
十
年

未
來
十
年

資料來源：112年第3季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全國68%老舊房屋在六都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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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統計六都老年人口占其總人口18.09%。
 國發會：2025年後，進入「超高齡社會」。

何謂高齡化社會?

國際上一般將老年人口占

比超過7%稱為高齡化社會

(ageing society) ， 超 過

14% 稱 為 高 齡 (aged

society)社會，超過20%稱

為 超 高 齡 (super-aged

society)社會

都市高齡者眾-生活品質亟待改善

5

壹、背景說明

6

老舊建築物
數量龐大且

機能不敷需求

超高齡社會來臨

全國屋齡30年以上老屋約500萬宅，超過總體
住宅總量半數。
老舊住宅數量龐大，面臨外牆磁磚掉落、
設備管線老舊、缺乏無障礙設施(如電梯)、
無管理組織等問題。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之人口推估資料，我國
已於82年成為高齡化社會，107年轉為高齡
社會，推估114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重建非唯㇐解 除了拆除重建，亦可採整建維護及結構補強。

壹、背景說明  老屋機能退化，重建非唯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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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都更及危老法規發展歷程

國家住都中心設置條例
擴大公辦都更量能
社會住宅營運管理

都更條例
健全機制、程序正義、公開評選
加速海砂屋、耐震不足、原容大

於法容老舊建物都更重建

危老條例
簡單、快速、有獎勵
賦予公有房地參與危老重建

法源依據

聚焦爭議及政府主導加速推動 專責機構及人力

107年制定公布 87年 制定公布
108、110年、113 修正

106年 制定公布
112年 最新修正

7

921重建條例災後重建
納入都更條例

危老條例制定

都更條例修正第57、65條
加速危險建物更新

都更條例制定

都更條例
全面修法

國住都中心設置
條例制定並成立

危老條例修正第3、6 、8條
放寬鄰地限制及檢討時程獎勵

危老條例增訂第5條之1
公地㇐律參與

108年87年 92年 106年 107年 109年 110年 112年 113年

都更條例修正第
65條放寬原容獎
勵範圍，加速整
合及更新

建築物耐震安檢

加速危險老舊建物重建、整維2

1

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
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

（111-114年）

113.11.18
行政院核定

3大策略
持續推動

• 政府主動輔導民眾辦理初步評估措施
• 補助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及詳細評估

• 補助擬具重建計畫費用
• 補助籌組重建輔導團
• 提供重建工程融資貸款信用保證
• 引導建築物進行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或拆除重建、或耐

震補強

8

耐震安檢中程計畫壹、背景說明

0403震災復原重建方案3
• 增訂「補助0403震災區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

評估辦法張貼危險標誌之住宅辦理弱層補強作業」
• 0403震災區紅黃單住宅申請弱層補強，每棟補助

上限增加1500萬元。



2025/1/23

5

都市更新中程計畫

檢討強化政府主導都更機制

精進專責機構推動都更模式

改善民間都市更新輔導機制

都更知識推廣及人才培育

中高危險建築都更推動機制5

4

3

2

1

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112-115年）

111.8.29
行政院核定

5大策略
持續推動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先期規劃、公開評選計畫及成立公辦都更
專案辦公室。

協助及督導專責機構推動多元都更、強化專責機構溝通協調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並挑選合適公辦都更潛在基地。

補助成立自主更新輔導團、都市更新規劃費及整建維護工程
費與檢討相關金融協助措施。

舉辦教育訓練及講習、建立都更危老整合人職能基準及補助
大專院校開設都市更新專業學程。

清查各縣市危險建物計427件，已辦理輔導會議22場，其中
已推動中71件，例如彰化黃金帝國大樓、喬友大樓。

壹、背景說明

9

合法建築物經

耐震能力評估

A、B、C補強方案
經費補助

• 規劃與工程費用
補助

• 輔導團協助

私有建築物
弱層補強

私有建築物
整建維護(立面修繕、
增設電梯、結構補

強)

循都更條例
或危老條例

重建

 容積獎勵

 稅賦減免

 金融協助

 輔導團協助

獎助措施補強/ 重建方式

初/詳評

詳評

初評

貳、法規機制 多方位協助補強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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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半數
所有權人同意 委託評估機構 辦理評估

70>評估分數≧55
危險度總評估

30<R≦45

㇠級

甲級
評估分數≧70 
危險度總評估R≦30

評估分數<55
危險度總評估R≧46

未達㇠級
70 55

0100

初步評估等級

結構安全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之評分表

共有15項評估。

總分：100分

等級：甲及乙兩級。

申請評估流程

貳、法規機制 危老重建初步評估申請程序及分級

申 請 程 序

政府補助
1.2、1.5萬

1

2

3

4

5

確認都市計畫範圍、合法房屋、
非古蹟及歷史建築物

確認是否為危老屋。
（辦理耐震評估，初評費用約1.5萬至2萬）

擬具重建計畫。
（含申請容積獎勵）

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
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
申請建築執照。

政府補助
5.5萬

貳、法規機制 危老重建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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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監督管理

計畫執行
整建維護工程

請照施工

Step4

13

實施者
依計畫執行

核定
發布實施

Step3

都市更新之
具體內容

事業計畫
實施者擬訂

計畫報核

Step2Step1

依更新單元劃
定基準

確認都市更新
實施範圍

核定發布實施公開展覽 公聽會 聽證 審議
Step2-1 Step2-2 Step2-3 Step2-4 Step2-5

同意比率100%  免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聽證
※同㇐建築基地上有數幢或數棟建築物時，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以受損建築物為計算基
礎，計算同意比率。

竣工書圖
財務報告

更新成果
備查

Step5

更新期間及更新後：
享有地價稅、房屋稅減免

申請建築執照：
免附權利證明文件

強制所有權人負擔整維所需費用，未繳納予實
施者，由地方政府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貳、法規機制 都市更新辦理程序

貳、法規機制 都市更新耐震不足危險建築物認定

結構安全(耐震能力)評估

初評

詳評
<0.35

原建築容積
1.3倍獎勵
一次到位

評估結果
ID值

建物是否有耐震能力不足
而有明顯危害公安疑慮

或

免經私調、公調
準用建築法

＃81強制拆除

GOV.

地方主管機關

依
據

認
定

 ID值( Index of Damage )=

: 實際耐震能力
: 法規耐震標準

Ac2

I×A2500

ID值

<0.35
 數值意義：建築物耐震能力，

約僅達現行耐震規範1/3
6級地震，建物有傾倒疑慮

配套

都更
耐震辦法

定明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之認定方式、程序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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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對象

1.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2.都市更新會
3.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規劃費：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費用至少80萬元

A
外牆修繕及周邊環境整理
1,500元/m2，上限總經費50%

B 增設電梯：補助上限總經費45%

C 結構補強最高4,000元/m2 ，上
限總經費55% (需詳評)

補助
額度
★工程費：

貳、法規機制 私有建築物整建維護補助

16

★委託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成立專案辦公室
1.輔導及設計審查工作
2.舉辦相關宣導推廣活

動單

★補助最高450萬元
1.補助比率不超過補助總經費

45%為限。
2.如屬具潛在危險之建築物者，

補助比率得調整為不超過補
助總經費85%為限元

★ 0403專案補助最高1500萬元
補助比率不超過補助總經費
85%為限

全國建築物耐
震安檢暨輔導
重建補強計畫

專業輔導團隊補助額度

補助對象
1. 初評分數>30分

或經張貼紅黃單者

2. 0403震災後張貼紅黃單

且有補強需求者

補強後補強前

宣導推廣

貳、法規機制 私有建築物弱層補強補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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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時間：113年12月

■ 2000件以上：
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

■ 500件-1999件：
桃園市、高雄市

■ 201-499件：
臺南市、新竹市、

■ 100-199件：
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嘉義市、
屏東縣、

■ 99件以下：
基隆市、嘉義縣、雲林縣、南投縣、花蓮縣、
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連江縣
4件

金門縣
30件

99件以下
100-199件
201-499件
500-1999件
2000件以上

澎湖縣
37件

基隆市 59件
新北市
4,254件

臺北市
5,754件

桃園市
1,856件

新竹市
312件 新竹縣

138件

苗栗縣
103件

臺中市
2,430件

彰化縣
196件

雲林縣 61件

嘉義縣
33件

嘉義市
120件

臺南市
470件 高雄市

908件

屏東縣
107件

臺東縣
29件

花蓮縣
89件

南投縣
30件

宜蘭縣
118件

No1. 臺北市 5,754 件

No2. 新北市 4,254 件

No3. 臺中市 2,430 件

■ 累計完成數量前3之縣市

17
初評總案件數 17,277件初評總案件數 17,277件

叁、政策推動 結構初評辦理情形

18

都更及危老重建案件量穩定成長叁、政策推動 ●

644 717 818 900 965 1,042 1,125 1,185
72 

386 
1,236 

1,951 

2,746 

3,180 
3,936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10月

2,136 件

2,916 件

3,788 件
4,305 件

危老重建案件(單位：件數) 都市更新案件 (單位：件數)

1,204 件
789 件

案量成⾧ 6 倍

644件

5,12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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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申請弱層補強案件累計申請弱層補強案件累計

叁、政策推動 弱層補強辦理情形

■ 輔導全國申請弱層補強經費: 累計194件
■ 0403專案紅黃單申請弱層補強計79棟

輔導0403紅黃單申請弱層補強統計

新北市
52件

臺北市
42建

桃園市
4件

臺中市
1件

雲林縣 3件

嘉義市
1件

臺南市
9件

屏東縣
7件

臺東縣
10件

花蓮縣
56件

宜蘭縣
9件

統計至 113年12月24日

總計桃園市台北市新北市花蓮縣

1700710紅單

62291239黃單

79291949總計

肆、常見問題釋疑 現況與使照及謄本登載不符

Q:合法建築物現況構造與建物謄本登載或使用執照

不符，應如何評估?

A:評估人員進行相關評估時，係針對該評估建築物

之實際使用情形進行分析評估，以確保其耐震能力

可反映建築物實際情況，如果現況與謄本或使照登

載不符，以技師現場判斷進行評估，並檢附可佐證

增減分事實之照片或圖說，於綜合評論敘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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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常見問題釋疑 原有建物拆除疑義

Q: 循危老條例辦理重建，經評估之原有建築物何時

可以拆除?

A:除經建築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拆除外，建築執照之

申請仍應依本條例第5條規定程序辦理，其意旨係

為確保重建計畫核准前，如屬本條例第3條第2、3

款條件者，其建築物仍應確實存在，其評估報告並

得經檢視無誤，以避免爭議。

肆、常見問題釋疑 申請補助，評估是否需公開揭露

Q:市民申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補助者，其評

估結果是否需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及第18條第1

項第6款規定範疇，主動公開作資訊揭露?

A:受補助之初步評估報告因載有所有權人、建築物

地址及評估結果等資訊，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

第1項及第18條第1項第6款規定，應限制公開。



2025/1/23

12

伍、初評案件檢查常見錯誤樣態統計

輸入值與圖說不符

34%

建築物構造、用途係數

等未如實填列

29%

未考慮屋突、加建、陽台或水

塔(含水重)等重量

8%

未輸牆量

7%

連續結構物未整體評估

7%

採用不合理之樓層載重

7%

柱鋼筋資料誤填

4%

其他

4%

 評估人員繕打前應至耐震初評系統－下載專區查詢過往初評案件

常見錯誤，以增進初評報告之正確性。

 評估時建築用途係數須依建築法相關規定選填。

 如有填列危險度額外增減分者，應檢附可佐證增減分事實之照片

或圖說，並於綜合評論敘明。

 耐震初評經封存並由評估機構標註分類，作為循相關規定辦理重

建、整建維護、或弱層補強之檢附證明者，計畫經核可，評估機

構及評估人員不得解除標註或解除封存。

伍、評估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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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震能力評估係為後續建物循規定申請重建、整建維護、弱層補強等

依據之㇐，具有法定效力，評估人員及機構應本專業辦理。

 現行危老條例將於116年5月31日實施期滿，本署刻正研議條例屆期後

續政策推動方向及修法。另對建築耐震能力評估檢視迄今之辦理情形、

收集各方意見，研議並精進相關規定及管理機制。

25

陸、結語

共助. 共好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