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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

氣候變遷緊急狀態衝擊
全球產業，臺灣正處於
發展轉捩點上，為維持
國 家 競 爭 力 ， 在 國 內
應 擬 訂 更 積 極 之節能
減碳政策，並推動落實
調適衝擊具體行動。

資料來源：教育部「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112至115年) 」先期規劃專家諮詢會議簡報

我國已宣誓將邁向2050淨零排放的轉型路徑，
校園也應積極響應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



到2021年8月 1日的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已超過415PPM。
到2022年7月28日的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已超過424PPM。
到2023年1月15日的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已接近430PPM。

工業革命前
280PPM

2000年達
370PPM

2015年突破
400PPM

2023年達
430PPM

彭博社的『碳鐘（Carbon Clock）』

顯示地球二氧化碳濃度的即時變化，

從六十年前不到32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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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於2020年
因Covid-19疫情而降低5.4%，隔年2021年
即大幅反彈4.9%。

全球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逐年變化



溫室效應的影響：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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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導致全球暖化地球升溫造成強降雨
Ø當大氣中的溫度升高，有機會儲存更多水分。

Ø而增加的熱能和濕度也代表著天氣系統擁有更強的能量
釋放大量雨水，造成暴雨，引發毀滅性水患。

Ø若這趨勢不斷持續，同樣劇烈的降雨將更頻繁發生，而
且是每升溫一度，發生頻率將增加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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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國際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淨零建築及住宅節能推動措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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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2050淨零路徑規劃 階段里程碑

資料來源：國發會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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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排放規劃

資料來源：國發會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簡報



11/36資料來源：內政部淨零建築及住宅節能推動措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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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基礎校之碳盤查

Ø學習以智慧化工具進行校園碳盤查

u學習AIoT、智慧電表、智慧水表、EMS系統等智慧化工具之應用
u學習碳盤查之項目內容與所代表意義
u學習校園從節能減排➠低碳校園➠淨零排放之可行操作項目內容

Ø基礎校碳盤查的特性

u簡化而不造成負擔➠簡易版碳盤查工具
u結合氣候變遷教育教學實作課程或活動
u引領校園節能減排之積極作為
u可進一步與示範案完整碳盤查比對
u建立後續申請示範校時之基礎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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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SDGs、ISO）

Ø 以國際標準碳盤查為架構（ISO 14064-1）
Ø 對應SDGs 13：氣候變遷行動以及SDGs17：國際

夥伴關係
Ø 與國際淨零排放趨勢接軌

數據化（量化、效益）

Ø 碳盤查結果作為後續減排及負碳之參考基礎
Ø 量化數據可作為效益評比及統計之基礎
Ø 統整各鄉鎮、縣市乃至全國各級學校之碳排數據及

負碳效益

智慧化（效率、科學）
Ø 善用智慧化工具輔助盤查資料收集彙整與上傳雲端
Ø 減少人為誤差並減輕行政作業負擔
Ø 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

普及化(教育、生活）

Ø 結合素養導向課程，落實校園氣候行動
Ø 結合教學實作，傳達氣候友善校園之節能減排理念
Ø 探討校園節能減排及負碳策略之具體作法及匯總其

量化效益

氣候友善校園碳盤查之目標



14/36

國際溫室氣體查證標準

資料來源： https://www.isoleader.com.tw/home/iso-coaching-detail/ISO14064-1、 EPD_CA_Guidebook_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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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部碳估算工具

資料來源：https://carbonez.sme.gov.tw/WebPage/CalcSim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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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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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涵蓋範疇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盤查不求人校園溫室氣體管理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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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溫室氣體盤查系統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內部查證人員訓練 1100924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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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溫室氣體盤查系統

資料來源：亞洲大學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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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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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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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固定式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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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固定式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23/36

碳盤查流程-固定式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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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移動式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資料來源：台塑石油、台灣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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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逸散性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CH4 排放係數 = 0.003825 公噸CH4 /人年



26/36

碳盤查流程-逸散性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27/36

碳盤查流程-逸散性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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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逸散性排放源 務必留意冷媒補充量單位
n 利用商品銘牌核對冷媒種類及補充量

圖片來源：https://pse.is/4hfw9n、https://pse.is/4ghs3j、https://pse.is/4jsv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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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逸散性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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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其他間接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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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其他間接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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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流程-負碳排放源
n (紅框) 需請校方協助填寫實際使用數據、資料
n (黃框) 表單已預設係數，依使用數據自動計算碳排放量

資料參考：能源局、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研究中心、行政院環保署、台灣自來水公司、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臺灣大學園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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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負碳策略
Ø校園再生能源（太陽光電、太陽能熱水、熱泵、風電等）
可善用EMS系統或新裝設智慧電表掌握耗能及節能量化數據

Ø校園電器設備節約能源之使用與管理（空調、照明、飲水機、電器等）
汰舊換新高效率空調、照明等設備、飲水機及事務機器時間管理

Ø校園低碳運輸綠色交通（大眾運輸、共乘、公共自行車、電動汽機車等）
統計逐年採低碳運輸或綠色交通模式之旅次增加比例

Ø資源循環再利用（節水、雨水回收利用、中水回收再利用）
汰舊換新節水器材、搭配智慧水錶或流量計掌握雨水及中水回收再利用量化數據

Ø低碳建築（建築節能：環境降溫、隔熱、遮陽、通風等）
增設遮陽及隔熱設施、加強通風換氣等舉措所達成之降溫量化數據轉化為節能效益

Ø環境綠化（生態固碳、綠化降溫）
盤點校園植栽種類及數量，統計既有及增加綠化面積以發揮生態固碳及綠化降溫功效

Ø其他：低碳飲食、廚餘堆肥、具創意且有效益之節能減排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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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永續的下一哩路：「碳足跡」＋「碳手印」
減少碳足跡，同時也要擴大「碳手印」

「碳手印」這三個字，最早在2016年，就由芬蘭國家技術研究中心 (VT） 和拉彭
蘭塔大學 (Lappeenranta	University）在氣候領導聯盟 (CLC,	Climate	Leadership	
Coalition） 的支持下提出，陸續也有不少專家學者深入研究。其中，《生態智慧》
一書作者，也是知名暢銷書 《EQ》的作者丹尼爾 ‧高曼(Daniel	Goldman）對

「碳手印」的概念下了簡潔明瞭的註解：「你的碳手印就是你為減少碳足跡
所做的一切！」而哈佛大學教授諾里斯 (Gregorv	Norris)	也呼應「碳手印」概念，
建議與其減少活動，不如積極採用各種方法來減少產生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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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節能減碳
（減少碳足跡）

校園負碳策略
（增加碳手印）

再生能源

低碳運輸綠色交通

電器設備節能及使用管理

邁向淨零排放之氣候友善校園

減碳
效益

資源循環再利用

低碳建築節能 生態固碳、綠化降溫

固定式排放源減量

移動式排放源減量

逸散性排放源減量

其他間接排放源減量

結合AIoT智慧化工具進行校園碳盤查

國際
接軌

量化
分析

實作
教學

永續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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