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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西太平洋的颱風季異常表現

又有…桔梗颱風
持續增加更新….

康芮颱風為57年
來首見11月襲台

的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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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2024年說
2023年是有史第一高的高溫年

那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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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高溫環境衝擊
氣溫連續一年創新高
較工業化前高1.6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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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連續一年創新高
較工業化前高1.64度

2020~2024
July~Sep 平均溫度距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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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高溫環境衝擊

2024

1月

12月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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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前提：氣候高溫化發展

校園學習環境品質確保
校園植樹計畫

校園冷氣美感

永續循環校園

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

班班有冷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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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而來的嚴峻挑戰

氣候變遷、資源匱乏、能源危機

生態不平衡、疫病擴散、健康危害

支持體系崩潰、疲於奔命、經濟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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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發展主軸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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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核心精神

因應氣候變遷，朝向淨零碳排目標。
運用智慧系統，收集相關碳排數據。
校園韌性環境，驗證硬體改造策略。
長期監測數據，比較環境改造差異。
氣候變遷教育，接軌全球應對趨勢。

校園環境既有設施與措施，輔以環境監測量化分析，進行智慧化轉變與優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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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執行發展面向

1.未來氣候友善示範校的發展，建構在永續校園精神之上，加入未來針對節能減碳

的要素下，執行校園改造計畫或探索所獲得經驗或盤點成果，同時加以應用之外

也需要將其納入未來發展示範校時重要依據，在地特殊文化特色是每一所學校都

可以要透過盤點校園的過程中找出校園在社區或區域的定位，充分了解校園排碳

大宗項目與未來可針對減碳的執行項目。

2.依照不同區位、環境、地勢、氣候、校園規模等尺度進行分類，希望在北部、中

部、南部、東部、離島等能收集不同層面的學校資訊作為基礎資料，未來可針對

後續的示範校作為改造前後重要的資料數據庫。

3.未來計畫推動的過程中，需要建置一套完整的監測機制，建議示範校與先導校設

置之儀器設備，需要能滿足資訊上傳雲端與手動紀錄兩種功能，屆時可做為節能

減碳競賽主要依據之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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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校基礎校

落實到教育現場作為

環境感知
(儀器與身體)

探索計畫
(環境探索)

基礎校
(環境感知監測)

面對衝擊
(缺水缺電缺糧)

關鍵課題設定

重要因子辨別

增能學習

節能減碳作為
(推動與競賽)

設備設施檢討

校園負碳能力

生活模式改變
(對策提擬)

降溫節電效益

減碳作為效益評估
(碳盤查)

創電、負碳、能源結構
改變

實作檢證
(感應效益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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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示範計畫與基礎校關係

基礎
校

示範校

地區交流
場域

監測數據
串聯
工項

改造前後
效益

量化研究

AIOT

因地制宜

具代表性
節能
減碳

主被動
節能

示範校

• 校園進行盤點排碳量與固碳量
• 必須進行長期監測記錄
• 盤點校園內部高排碳項目
• 預計改造後可減碳數量為何
• 4年預計輔導至少18校示範校

因地制宜
永續基盤
智慧監測
重點特色

在地
基礎
校A

在地
基礎
校Ｂ

在地
基礎
校Ｃ

在地
基礎
校Ｅ

在地
基礎
校Ｄ

四年規劃全國18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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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示範計畫遴選原則

基礎校

• 執行教育部相關計畫
• 曾執行環教相關計畫
• 地方政府推薦潛力校
• 國際型競賽獲獎學校

地區交流
場域

監測數據
串聯
工項

改造前後
效益

量化研究

AIOT

因地制宜

具代表性
節能
減碳

主被動
節能

第一次
執行

兩年以上
相關計畫

離島
基礎校

中部
基礎校

歷年
局部改造

北部
基礎校

南部
基礎校

東部
基礎校

曾執行
永續校園

台美生態
學校

氣候友善
校園輔導團

示範校

• 校園進行盤點排碳量與固碳量
• 必須進行長期監測記錄
• 盤點校園內部高排碳項目
• 預計改造後可減碳數量為何
• 4年預計輔導至少12校示範校

地方政府
推薦

1.主動協助輔導
2.分區分級協力
3.不同領域整合
4.工程與設計合理性
5.計畫預算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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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產出3~5校之示範校

補助金額 (不得高於600萬)

114年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遴選原則

114年參與示範計畫審查學校

分流審查

A.大專院校組 (以設定目標徵求)

B.高中職組 C.國中小組

區
域
位
置
、
特
色
示
範
、
發
展
潛
力

地
方
特
色
性

創
新
技
術
應
用

校
園
整
體
思
考

主
被
動
節
能
措
施

因
地
制
宜
獨
特
性

計劃書內容與

核心精神

校園特色與

改善示範性

經費合理性

工程內容

區域平衡性

計畫宣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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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計畫分流審查概述

A-大專校院組

B-高中職組

C-國中小組
1.有效因應環境條件，並以系統性說明。

2.基準年碳盤查數據呈現說明校方碳排主力與改善措施。

3.透過完整盤點過程，解決亟需改善項目。

4.被動降溫為主，主動降溫為輔。

5.智慧化監控系統長期紀錄改善數據變化。

6.因地制宜研擬環境改造之獨特性。

1.以低碳校園應用創新技術作為主要目標。

2.本案非研究型計畫，應以可成熟應用或整合獲致具創新示範意義，並

可有效推廣及移轉。

3.創新技術應結合空間改造方案，並搭配改造空間之低碳盤查成果。

4.課題 : 創新水資源低碳應用技術、創新IOT/ICT整合低碳示範空間。

1.室內外環境改善過程中可加入創新應用主題。

2.基準年碳盤查數據呈現說明，校園碳排大宗項目與改善措施。

3.以區域特性作為主發想點，校方採用改善策略之合理性。

4.後續將校園改造項目與內容，有無可能轉化為科學競賽課題。

5.擴大學生參與研究發展科研計畫之可能性。

碳
排
主
力
改
造

智
慧
調
控
整
合

預
期
減
碳
效
益

環
境
系
統
改
造

低
碳
改
善
策
略

轉
化
科
研
課
題

整
體
發
展
概
念

單
元
空
間
示
範

因
地
制
宜
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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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計畫分流審查概述

A-大專校院組 碳
排
主
力
改
造

智
慧
調
控
整
合

預
期
減
碳
效
益

1.以低碳校園應用創新技術作為主要目標。

2.本案非研究型計畫，應以可成熟應用或整合獲致具創新示範意義，並

可有效推廣及移轉。

3.創新技術應結合空間改造方案，並搭配改造空間之低碳盤查成果。

4.課題 : 創新水資源低碳應用技術、創新IOT/ICT整合低碳示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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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計畫分流審查概述

B-高中職組 1.室內外環境改善過程中可加入創新應用主題。

2.基準年碳盤查數據呈現說明，校園碳排大宗項目與改善措施。

3.以區域特性作為主發想點，校方採用改善策略之合理性。

4.後續將校園改造項目與內容，有無可能轉化為科學競賽課題。

5.擴大學生參與研究發展科研計畫之可能性。

環
境
系
統
改
造

低
碳
改
善
策
略

轉
化
科
研
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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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計畫分流審查概述

C-國中小組
1.有效因應環境條件，並以系統性說明。

2.基準年碳盤查數據呈現說明校方碳排大宗與改善措施。

3.透過完整盤點過程，解決亟需改善項目。

4.被動降溫為主，主動降溫為輔。

5.智慧化監控系統長期紀錄改善數據變化。

6.因地制宜研擬環境改造之獨特性。

整
體
發
展
概
念

單
元
空
間
示
範

因
地
制
宜
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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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友善校園計畫

徵件說明會

第一階段

書面審查
各領域委員

審查會議
通過

不通過

依委員審查

意見修正計

畫書及預算

是否為縣市

政府所轄

學校

是

否

計劃書經費表

送縣市政府核定
修正後計劃書

經費表領據

送教育部核定

現地

訪視審查

第一階段

撥款至

地方政府

設計監造

階段發包

營造工程

施作發包

驗收繳交

成果報告

第二階段

執行示範校

不通過

繳回補助款

或減價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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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氣候友善校園示範計畫遴選規劃

114年氣候友善校園通過書面審查
經由輔導團示範校委員會議審查

通過 不通過

執行基礎校執行示範校計畫
(含基礎校)

規劃補助金額(數校，上限600萬)

整合型 獨立型 新舊系統合併

團隊介入輔導

指定相關施作位置

圖說預算審查

工程補助發包

示範校產出原則
1.各校申請參與示範計畫
2.地方政府推薦參與計畫

示範計畫-核心委員
現地輔導與討論

測點位置、重點改造區域
諮詢輔導、示範效益與動線

示範校委員領域
能源、建築、水資源
景觀、環教、智慧化

依照學校設定面向進行輔導

協助學校整合不同面相系統

計算推估可能節能減碳效益

示範項目與軟體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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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回收資源

• 可再利用資源

• 有機碳循環資源

• 水循環

• 綠基盤

• 水綠共生

• 室內環境品質

• 自然與健康素材應用

• 機能性開口介面

• 校園健康維護管理

能源與微氣候
循環

(必要主軸)

資源與
碳循環

水與綠
系統

環境與
健康

•電能

•溫熱外環境

•校園通風

•被動式系統整合

氣候友善校園示範計畫-四循環主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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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HEALTHY

IAQ

校園硬體改造策略
(示範校)

植生牆

屋頂綠化

通風孔 抽排風系統

開口部改善

遮陽隔熱

空氣過濾新風系統

改造分析

儀器紀錄

校園監測

再生能源

溫室氣體盤查 碳盤查工具

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

固定式能源

交通運輸

廢棄物

能源-逸散

電力使用

車用汽油

柴油使用

天然氣使用

桶裝瓦斯使用

PS.本用電碳排簡易計算，針對多數以用電為主之公司型態，能初步估計公司溫室氣體排放現況，係數引用來源主要依據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
錄平台「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版」

+

氣候友善校園示範計畫-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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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友善校園示範計畫各階段執行重點

申請階段 審查階段 工程發包與施工階段 驗收及營運階段

校園基礎資料
1.彙整校園歷年改造成果
(校園各項改造計畫成果)

2.校園軟硬體盤點成果
(優劣勢與未來可發展契機)
3.示範主題與改造區域
(依照校園主題劃定主要改造區域)

校園設計圖說與預算
1.校園整體規畫設計圖說-初規
(包含全校規劃圖說與區域改造圖說)

2.申請計畫預算
(硬體改造預算與系統監測設置預算)

計畫預算與預期效益
1.預計改造成果效益
(降溫、節水、節能、減固碳)

2.規劃衍生觸及人數
(活動、參訪、培訓、交流)

+

+

第一次調整計畫書圖
1.依照委員書審結果調整計畫
(包含主題項目與計畫經費)

2.現地訪視交流
(輔導團到校諮詢與訪視)
3.主要改造示範場域主題設定
(與校方代表交換意見)

第二階段圖說審查會議
1.檢視校園圖說落實可行性
(設計圖說完整性與可行性)

2.量化節能減碳數據
(硬體改造預算與系統監測設置預算)

3.專業協力廠商
(提供設計書圖與預算編列確保後續
計畫推動順暢)

+

確定示範校主題方向
1.示範校主題與願景確認
(擔任區域特色與經驗分享複製)

+

遴選建築師與施工廠商
1.建築師與設計師協力
(協助學校完成設計監造確保工程品質)

2.優質施工廠商
(確保工程品質與降低施工錯誤)
3.輔導團諮詢協力
(記錄改造前後數據，整合新舊平台)

+
環境數據與監測系統

1.建置監測系統平台
(記錄改造前後數據，整合新舊平台)

2.建置網路介面瀏覽平台
(透過網際網路隨時提供瀏覽成果)

3.建置數據資料庫
(紀錄改造數據紀錄與碳盤查數據)

依照圖說與設備數量查驗
1.確認是否依照圖說施工
(設計監造單位協力紀錄與確認)

2.清點設備數量
(確保裝設之設備規格品項相符)
3.設置專責人員進行維護管理
(應設置主責人與職務代理人，避免人
事異動後業務遺失)

4.比對改造前後環境數值差異
(若發現數據異常時，應聯繫廠商排除
避免長期數據異常導致收集數據無法
做為改造評估)

示範場域解說與導覽
1.增能兼具解說示範場域能力
(針對校園師長進行課程增能)

2.鄰近學校作為經驗交流場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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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3年氣候友善校園示範計畫
主要發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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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分布位置點-112至113年

108年澎湖縣馬公國中
107~111永續循環校園示範校

108年新北市米倉國小
108年新竹縣東光國小

108年屏東縣勝利國小

107年新北市埔墘國小

109年台南市土城國小

109年樹人醫護專科學校

109年高雄市美濃國小

109年屏東縣泰安國小

110年高雄市嘉興國中

110年高雄市仁武國小

110年高雄市龍華國中

111年台中市大坑國小 111年屏東縣繁華國小

111年彰化縣大葉大學

111年桃園市中原大學

107年台南市太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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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執行成果
台北醫學大學 台北市景興國中 彰化縣埤頭國小 嘉義縣南華大學 台南市長榮大學

能源與
微氣候

1.以 2020 年為基準年，最佳
化調控作為之後，預估節電
15%。約減少二氧化碳
1268.5噸/年
2.每年發電量106,000KWH，
減少二氧化碳41.7噸/年。(校
方自籌項目)

1.有效節省10%~15%電費，
約減少二氧化碳3.6441噸/年。
2. 提供風力及人體動能發電教
學教材教具
3.增加綠電收入30~35萬元/年
4.增加10%陰影面積

1.預估減少5％電費，約減少二
氧化碳207.53噸/年。
2.建築物及內部架設微氣象站
3.建立空氣品質不佳通報機制
4.建立降雨災害感知機制
5.更換舊有空調與照明，減少二
氧化碳22.91噸/年

1.周邊設置7.5KWP電力需求，
減少二氧化碳22.4 噸/年。(包
含既有光電系統)
2.完備珍古德教室建築及週邊
設施綠色能源之使用與展示。

水與綠
系統

預計可節約水量約5.79%
節約水量 9,882噸/年
減少二氧化碳 91.7噸/年

1.合併每年15%節水效率，約
減少二氧化碳 0.3048噸/年。
2.增加10%綠化面積，提升滲
透保水效益，約減少二氧化碳
0.0582噸/年。

1.將中水回收系統連貫，減少經
處理之回收水溢流，預估減少
10~15%水費。約減少二氧化碳
8.7噸。
2.完成植樹面積至少1公頃，增
加南華大學樹木固碳量。約減少
二氧化碳20噸/年。

1.乾式滯洪池，預估可存7.9公
噸雨水。中雨水回收池，預估
可儲存51.9公噸雨水。減少二
氧化碳 29.71噸/年
3.原生種喬木12株&養護。減
少二氧化碳0.018噸/年

環境與
健康

室內二氧化碳超標時間減少
80%，減少約二氧化碳94.89
噸/年

1.若室外溫度34度時，每間教
室可降溫1.5~2度左右。約減
少二氧化碳 39.44噸/年
2.監測空氣品質，啟動新風系
統，引入潔淨新空氣，提升空
氣品質。
3.減緩都市熱島效應、淨化空
氣，延伸，延伸學校周遭綠帶。

1.透過偵測數據警示，及時加
強通風降低二氧化碳濃度。
2.南向走廊增設水平遮陽導光
板減少炫光，降低室內溫度

資源與
碳循環

增加率透水性鋪面與基地保水

1.植穴客土，提供植栽良好生
長環境與條件。
2.改善土壤結構，達到土壤固
碳效益

總減少
排碳量

約二氧化碳 1494.79噸/年
全校總碳排放9553.38噸/年

佔全校 15.67 %

約二氧化碳39.44噸/年
全校總碳排放量419.19噸/年

佔全校9.41 %

約二氧化碳4.0071噸/年
全校總碳排放量58.38噸/年

佔全校6.86%

約二氧化碳259.14噸/年
全校總碳排放量5136.71噸/年

佔全校5.04%

約二氧化碳52.128噸/年
全校總碳排放量9457.52噸/年

佔全校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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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能源與微氣候 水與綠系統 環境與健康

新竹縣

自強國中

1.有效管理教室及辦公室冷氣用電
2.預估四樓教室降溫3度
3.強化能源使用管理，預估節電10%
4.有效管理各教室空氣品質，具體改善教室內通風。

1.利用雨水回收澆灌植物
2.有效監控管理用水量

1.隔熱降溫與調濕
2.通風換氣排熱排污
3.室內二氧化碳濃度
4.可感知與紀錄

雲林縣

虎尾科技

大學

1.針對氣候變遷調適，建立碳匯示範點 設置一套光
合反應器提供微藻進行主動碳匯的系統， 提升學
校在藍碳(微藻 )應用的研究量能。

2.透過佈放 空氣品質 微型感測器 即時監測空氣中的
污染物質 ，並設置對照組比對場域空氣淨化效果。

1.校園以微氣候調節、淨化空氣、淨化水質、空
氣品質提升、生物多樣性增加，及節水與水資
源再利用等措施，以微藻固碳系統技術為主。

2.示範場域附近屋頂與舖面雨水回收及冷氣冷凝
水回收，進一步提供微藻固碳系統的主要水源
及人工溼地生態池的水源調控節點

台南市

成功大學

1.變頻器更換並移至室內、冷凍空調技師規劃設計監
造費、相關工程發包費、業主工程管理費等。

2.111年未來館空調即時監測電表安裝、112年未來
館分層即時監測電表安裝、113年各樓層分區電力
迴路即時監測電表安裝與系統開發整合。

1.總務處事務組協助，在既有周圍綠地上增植原
生種喬木共計35株，加強綠化。

2.國立成功大學創新中心旺宏館新建工程，已整
修區域景觀，增加透水性鋪面。

1.建築外殼奈米複合材料噴塗。
2.將以未來館館內1-3樓公共區域與行政
辦公室就既有照明設備，進行智慧開
關與中央控制改善作業。

3.勝利校區舊總圖書館大樓夏季夜間先行
開窗降低室內溫度，增加室內空氣循
環，以減少日間空調用量。

4.歷史建築原臺灣省立成功大學總圖書館
立面修復工程，維持原舊建物大面採
光的特性，並修復局部遮陽。

台東縣

台東大學

附屬小學

1.降低都市熱島強度，調節環境溫度。
2.提供舒適的休憩及戶外學習空間。
3.降溫舖面減少陽光吸收反射更多太陽幅射維持較低
地表溫度。

4.設備監測、自動化管控、有效數據分析，讓水資源
回收利用及室內二氧化碳監控可視化。

1.生態多樣性種植台灣光臘樹相思樹等固碳量較
高樹種及誘蝶植物為校園創造多樣化生態吸引
昆蟲鳥類的棲息，有助學生學習及生態平衡。

2.水瀑所需用水，引用學校原有地下水井及 RO
逆滲透水資源回收再利用，讓水資源循環利用，
藉以降低自來水用量並減少碳排。

113年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預計成果

114年
度教育部 

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 

-說明會



1.本年度執行示範校五校成效，在四大面向中均有涉獵，主要以能源與微氣候面向為
主軸，並且能有效搭配其他三面向進行統整規劃。

2. 三所大專校院，內容上均在能源與微氣候搭配水與綠系統兩大面向之中，且適時
搭配量化數據提供輔導團進行評估效益，在節能部分可達到全校節能5%~15%。
在水與綠系統面向中有學校預估節水10~15%，量化儲水設施部分以台北醫學大學
節約水量 9,882噸/年。

3.景興國中部分，該校本年度主力為環境與健康面向，添購42台全熱交換器與新風
系統，若室外溫度34度時，每間教室可降溫1.5~2度左右，與空調設備的搭配使用
下可以減少空調用電量，達到節能的間接效果，並確保教室內的空氣品質。

4.埤頭國小部分，為本年度施作較完善的學校(四循環均有規劃)，且四循環內容上均
有配合，從校園外環境的降溫改造，一直到室內環境品質改善，輔以完整的智慧化
監控收集相關資料，可作為未來落實智慧化系統場域。

113年氣候友善校園示範計畫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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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氣候友善校園示範計畫
撰寫要點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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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照科技部四年期計畫，規劃示範校的主要徵件目標，說明如下:

2.依照學制的特性，輔導團針對各學制設定不同屬性之課題。簡述如下：

113年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徵件主題概述

A.大專校院：以學術研究與創新技術為主要發
展面向，必須具備創新示範技術
與實踐成果。

B.高中職：藉由國內外科學競賽的方式進行各
領域專業整合，以探究實作實踐為
目標，帶動相關課題的主題實驗與
場域改造。

C.國中小：為各縣市執行氣候友善校園的主力
學校，在相對經費合理運用下可以
落實部分空間滿足兼具智慧化與節
能減碳的需求，且在擔任基礎教育
的學制更能有效影響學生，落實校
園智慧化的概念深植在學生的日常
環教課程之中。

A.能源精進：節能、儲能、創能多元整合運
用技術與實踐。

B.綜合碳匯：減少碳排、固碳、負碳的整合
作為、評估與實踐。

C.氣候友善對應：整合永續循環校園之基礎，
針對智慧化環境監測，搭配整
合性(含前期)改造成效進行評估
與最佳化管理，俾有效回饋氣
候友善做為之環境教育實踐。

114年
度教育部 

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 

-說明會



114年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徵件主題概述

A.大專校院：以學術研究與創新技術為主要發展面向，必須具備創新示範技術與實踐成果。

114年大專院校組課題 : 創新水資源低碳應用技術、創新IOT/ICT整合低碳示範空間。

B.高中職：藉由國內外科學競賽的方式進行各領域專業整合，以探究實作實踐為目標，帶動相關課題的
主題實驗與場域改造。

C.國中小：為各縣市執行氣候友善校園的主力學校，在相對經費合理運用下可以落實部分空間滿足兼具
智慧化與節能減碳的需求，且在擔任基礎教育的學制更能有效影響學生，落實校園智慧化的
概念深植在學生的日常環教課程之中。

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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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基礎資料

38

校長務必簽名

校長務必簽名

至少滿足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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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基礎資料

39

人員是否異動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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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校主題構想

40

1.執行永續循環校園延伸發展(局部改造、
示範校、探索校)

2.透過執行基礎校盤點成果獲得概念

3.地方政府開立特色計畫支持相關議題

4.其他中央部門機關執行計劃衍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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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校主題項目說明 (能源與微氣候為主軸)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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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計畫申請經費(單一校上限600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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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預估效益 (第二階段審查重點表格)
去年度平均
能源單價

□平均電費： 元/度 □平均水費： 元/度 □平均油價：__ ___元/公升□其他__     ： 元/公秉

*下方計算時如有使用上列單價資料，請勾選並填具數值

項次 節能
改善項目

節能改善
之建物 節能計算方式說明

改善前/後
年用電量/用能量預估

年節能量
(換算同單位)

節能率（%） 預期經費
(萬元)

回收年限
(年)

改善前(A)/改善後(B) (C=A-B) (C/A) (D) D/(C*能源單價)

例1
教學大樓冰水
主機導入能資
源監控系統

教學大樓

改善前：
冰水主機由機電人員依氣候狀況啟閉，全年
度共啟閉1,056 hr/年、耗電95,999度(以新設
冰水主機計)。
改善後：
導入能資源監控系統，由系統主動進行主機
運轉控制，預計全年啟閉時間降低為800 hr/
年、耗電量下降24%。[(1,056-
800)/1,056=24%]

改善前：95,999(kWh)
改善後：72,727(kWh)

23,272(kWh)

節省排碳量
11,520 KgCO2
(23272*0.495)

24.2 50萬元

5.4

500,000(元)/23,272
(度/年)*4(元/度)=5.4年

例2
空調系統、冰
水主機改善 教學大樓

改善前:
額定能力:500kw；EER：3.6 kcal/h.W
使用時數約為1,056 hr/年
耗電:500 / 3.6 * 1056 = 146,666 kWh
改善後:
額定能力:400kw；EER：4.4 kcal/h.W
使用時數約為1,056 hr/年
耗電:400 / 4.4 * 1056 = 95,999 kWh

改善前：
146,666(kWh)
改善後：95,999(kWh)

50,667(kWh)

節省排碳量
25,080 KgCO2
(50667*0.495)

34.5 150萬元

7.4

1,500,000
(元)/50,667(度/年)*4(元/度
)=7.4年

例3
宿舍導入
熱泵系統製熱 學生宿舍

改善前:
柴油鍋爐製熱系統年耗油:
200天*8hr*40公升=64,000 公升
改善後:
柴油鍋爐製熱系統年耗油:
200天*4hr*10公升=8,000 公升
熱泵系統輔助製熱:
200天*8hr*50kW=80,000kWh

換算為排碳量：
改善前：柴油64,000(
公升)
=>*3.29=210,560
KgCO2
改善後：
1.柴油8,000(公升)
=>*3.29=26,320
KgCO2
2.熱泵耗電：80,000
(kWh)
=>*0.495=39,600
KgCO2

節省排碳量
144,640 KgCO2
(210,560 -
26,320 -39,600)

68.7 200萬元

5.4

節費56(公秉) * 12,333 (元/
公秉) - 80,000 (度) *4(元/度
)=370,648(元)

2,000,000(元) / 370,648(元
)=5.4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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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盤點成果解析 (可搭配基礎校連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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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校監測數據與歷年成果特色 (基準年數據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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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盤點成果解析(務必完整且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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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 (提供設計完整圖說)

47

114年
度教育部 

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 

-說明會



48

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 (提供設計完整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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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 (提供設計完整圖說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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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水雨水回收系統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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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 (提供設計完整圖說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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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善用表現法搭配實境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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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善用表現法搭配實境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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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 (完整圖說分期分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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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向剖面圖說案例分享 (太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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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圖說案例說明材質(太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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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校 (提供設計完整預算)

114年
度教育部 

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 

-說明會



四大循環施作項目與預期成果(可彙整過去校方執行成果)

59

114年
度教育部 

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 

-說明會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學校自籌款應標註清楚項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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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顧問聘書與相關證明文件

61

114年
度教育部 

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 

-說明會



建構智慧化
氣候友善校園

一同對
未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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