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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整體規劃構想書 

壹、 學校教育與經營管理理念篇 

一、學校基本資訊 

校名：中臺科技大學 地址：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學校年資：56 班級數：101 

學校網址：https://www.ctust.edu.tw/ 老師人數：388        學生人數：6921 

是否為縣市政府指定之防災避難中心 ■是  □否 

學校類型 ■都會 □非山非市 □偏遠 □特偏 □極偏 

執行過探索計畫幾年 □從未執行過  ■第＿1＿年 

  參加過地方政府低碳校園計畫 
□ 是 （ 計 畫 名

稱：                           ）  ■否 

學校目前已有相關監測設施 

■空氣盒子 ■能源管理系統(EMS) 

■智慧電表 □智慧水表 

□其他（＿＿＿＿＿＿＿＿＿＿＿＿＿＿＿） 

學校是否有以 micro: bit 為教學素材 □是  ■否 

學校目前的教師社群 中臺科大探索小組 

學校是否有意願爭取示範學校 □是  ■否 

學校地理位置說明 

本校前身「中臺醫事技術專科學校」由臺中順天綜合醫院院長陳天機博士，就原逢甲學

院之舊址，於民國 55 年籌組創辦，迄今已滿 50 餘年，在全國技職教育體系中，本校向為醫

護技術類科系最完整學校之一。自民國 87 年奉教育部核准改制為「中臺醫護技術學院」至

民國 94 年奉准改名為「中臺科技大學」，是一所充滿人文關懷、重視技術專業與尊重生命的

學府。 

本校校地總面積為 97,888 平方公尺，包含勤學樓、耕書樓、天機教學大樓、保健大樓、

順天館、質能館、科技大樓、耕心館、居安樓、羽球館、牙技中心及研究生暨學人宿舍等

12 棟大樓，校舍樓地板面積為 132,556 平方公尺，屬於中型規模學校。 

本校位於臺中市大坑風景區內，依山傍水(觀音山、大里溪)景色怡人，觀光及文創相關

產業發展興盛，有利本校人文及管理學院學生發展與就業。再者，本校交通便利鄰近臺中市

區，臺中市已躍升為全臺人口第二多院轄市，除工商業發展迅速之外，醫療保健服務相關產

業規模及數量深具競爭力，配合政府政策積極發展，未來將成為中部地區醫療重鎮，不僅提

供本校相關系所未來發展策略，更為健康科學及護理學院畢業學生帶來更多就業機會；雖然



 

 

 

少子化衝擊及同質性學校競爭為本校面臨之威脅，本校在卓越教學、深耕產學的目標引導

下，聲譽逐年提升，招生人數穩健發展，學生大多來自鄰近縣市，具勤奮樸實、親切有禮之

人格特質。 

學校平面配置圖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本校座落於臺中市北屯區（舊名三十張犁），其地理位置位處中部地區核心，亦是連接臺

中市鄰近偏遠區域之交通要道，具備山線、海線交通要道之重要地位，可視為城鄉交界之重要

樞紐。創校 55 年來，秉持技術專業、人文關懷的教育理念，培育健康產業優質人才，以健康



 

 

 

產業相關專業深耕中台灣，中部地區平均每 1 位牙技師、每 2 位醫放師、每 3 位醫檢師、每 4

位護理師及每 5 位教保員，就有一名是本校畢業校友，以「中臺科大 12345」站穩中臺灣醫護

專業領域。 

基於知識創造與傳播之職責，紮根在地連結永續，與教職員工、學生、校友、社區及其他

利害關係團體共同合作，提供實踐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機

會，聚焦中部地區在地發展需求及現況問題，盤點並導入學校資源及專業，以問題導引方式發

展連結 SDGs 項目之計畫，除可藉此重新定位教育和學習，使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為永續未來

做出貢獻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之外，並且在推動永續發展的方案、計畫及活動過程中

強化教育與學習，具體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參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從治理面（G）、環境面（E）及社會面（S）規劃永續

發展策略，積極回應利害關係人關注之重大議題，以期建構 Best for the world（對世界最好）

之永續校園，降低學校對環境之衝擊，培育具備社會責任之公民，進而回饋社區及社會，促進

國家永續發展。 

就教育實踐而言，本校透過正式/通識課程、課外活動/服務學習，培養學生永續發展的知

能，其中正式/通識課程部份，鼓勵教師開設跨領域課程、微學分及學程，於課程中融入多元

永續教育理念，引導學生跨域學習、促進教師跨界合作，進而提升師生永續涵養；課外活動/

服務學習部份，聚焦在地、在鄉與在心之三在精神，透過課外活動/服務學習課程引導學生探

究在地公共議題，帶領學生進入社會現場，並推動服務性社團組織深入偏鄉及需要的角落。 

 

大學基本任務為教育下一代如何貢獻社會，透過永續校園的實踐，協助學生培養正確的環

境永續觀念，亦是教育內容不可或缺的一環。本校以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為主要目標，回應地球

環境之保護與永續發展的基本需求，透過學校教學及研究資源，有效結合學校和鄰近社區或企

業或政府機構等組織，共同推動永續發展校園運動，使大學教育機構成為環境學習教育基地，

帶領社會具體實現永續發展的理念。(資料來源：本校 2020-2021 永續報告書) 



 

 

 

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人類與自然環境在演化發展過程中，歷經不同時期的互動，從畏懼自然環境、與自然環境

相依存、到試圖征服自然環境，進而衍生永續發展之概念。「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1987）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中，正式定義「永續發展」為能夠滿足當代的需要，且不致危害到未來

世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大學教育機構身為地球公民之一員，面對環境污染、資源銳減、人口

結構失衡、社會福祉、健康維護等危及人類世代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實有必要肩負社會發展之

重責大任，為全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同時，高等教育為整體國家社會發展之重要一環，肩

負守護國家社會永續發展之重要使命，並扮演傳承文化及創新歷史之重要角色。因此，高等教

育機構必須具備高度熱誠與使命感，因應社會脈絡、國家發展及社會現狀，積極導入永續發展

的理念，扮演國家永續發展領頭羊的角色，達成人類文明承先啟後之重要任務。 

中臺科技大學創校 55 年來，秉持「技術專業、人文關懷」辦學理念，自許為一所兼重人

才培育與產學合作之專業型優質科技大學，深諳大學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除了「傳道、授業、

解惑」之外，建立價值觀更為重要，透過建立永續發展價值觀引領國家社會永續發展；透過教

育將永續發展價值的種子散佈到社會角落，形塑大學為永續發展之典範，讓教職員生在大學校

園得以親身體驗並實踐永續發展之理念與價值，離開校園後廣泛運用與擴散，進而在社會各階

層發揮實質影響力。 

因此，本校於 2021 年成立永續發展推動小組，由校長任召集人、副校長擔任副召集人，

邀集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力資源處處長及推廣教育處處長共同組成，整合

校內各院系所、單位相關資源，規劃本校永續發展政策、行動及辨認學校重大性議題進行審議

與回饋，定期召開會議報告執行情形與進度，以提出本校永續發展運作年度成果。(資料來源：

本校 2020-2021 永續報告書) 

 

  



 

 

 

永續環境基礎篇 

一、 學校在地基礎物理環境盤查 

(一) 高程圖 

本校等高線圖如表 2-1，為 GIS 檔，高程介於 160 m 至 180 m 左右，東高西低，西北

側有大里溪，大里溪流向由東北向西南方，向南與廍子溪合流，由圖 2-1 所知，本校位於

車籠埔斷層旁，一半校區位於地質敏感區上。 

表 2-1 中臺科大校園配置圖、等高線圖、正射影像圖 

  

校園配置圖 正射影像圖 

  

等高線圖 地質敏感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圖 2-1 車籠埔斷層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二) 風向調查圖(區域尺度/學校尺度) 

區域尺度部分，採用大坑氣象站，如表 2-2，區域方向大多由東向西吹，冬季吹北風，學

校內於 2022 年 10 月起與臺中市環境保護局合作，放置一台移動式空氣品質監測車，可即時監

測各項數據，如圖 2-2、2-3、2-4 所示。 

表 2-2 中臺科大風速及風向(區域尺度) 

月份 測站氣壓 氣溫 風速 風向 降水量 相對溼度 

(month) (hPa) (℃) (m/s) (360degree) (mm) (%) 

1 1000.2  17.5  0.9  10  38.0  77  

2 1000.6  16.5  1.1  1  142.0  80  

3 996.1  22.1  0.9  103  164.5  74  

4 995.3  23.9  1.3  104  50.0  72  

5 992.1  25.3  1.3  9  505.5  81  

6 990.5  28.7  1.4  106  287.0  73  

7 989.8  30.0  1.3  101  178.0  73  

8 990.6  29.5  1.4  105  195.0  74  

9 989.4  28.2  1.7  107  65.5  71  

10 994.5  26.0  1.7  107  17.0  71  

11 996.4  25.1  1.6  106  7.5  76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大坑測站 

 

圖 2-2 中臺科大風速、溫度、濕度圖 (學校尺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環境保護局，移動式監測 B 站 

圖 2-3 中臺科大各項空氣檢測資料(學校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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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坑氣象站 

 

(b) 移動式空氣品質監測車 

圖 2-4 風向及風速測站位置圖 



 

 

 

(三) 日照調查圖(整體學校/室內) 

區域尺度部分，統計台中測站近 10 年的日照時數資料，由表 2-3 可知，四月最短、十月

最長。 

表 2-3 中臺科大日照(區域尺度)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74 148.3 152.7 138.2 154.6 160.9 192.7 161.5 173.1 205.9 174.4 174.2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台中測站，單位：小時，統計期間：1991~2020 

(四) 生態調查圖(針對樹木) 

本校校地總面積達 97,888 平方公尺，校區內包含 12 棟大樓，校舍樓地板面積為

132,495.21 平方公尺。以落實校園綠美化，保護環境生態資源，營造良好校園空間，提供師

生優良學習環境，務求實踐環境永續為目標。 

1、校園綠覆率 

本校座落於得天獨厚之大坑風景區，除本校師生可就近親近風景區的郊山及步道外，校內

亦經常配合活動設置護理站服務遊客及社區人士。本校校園種植各式各樣花草樹木，落實校園

綠美化，校區綠地面積 15,591.68 平方公尺，覆蓋率達 22.2%，不但是師生與民眾休閒賞景好

去處，更是大坑地區動植物最佳棲所。 

2、校園樹種 

2021 年本校進行校園樹種調查，如表 2-4，校園中共有 33 種、790 棵樹木，以常綠喬木為

最大宗，未來將持續建立校園樹木基礎資料，評估每年樹木能提供的碳吸存量，協助推動校園

碳中和策略。 

表 2-4 中臺科大樹種表 

樹種 樹名 數量 

常綠

喬木 

黑板樹、木麻黃、茄苳樹、福木、尤加利、火焰木、龍眼樹、芒果樹、西洋

橄欖樹、榕樹、銀樺樹、大王椰子樹、樟樹、桃花心木、酪梨樹、肖楠、羅

漢松、洋紅風鈴木 

421 棵 

落葉

喬木 

鳳凰木、楓樹、細葉欖仁、九芎、阿勃勒、梅樹、羊蹄甲樹、木棉樹、櫻花

樹、美人樹、黃花風鈴木 
185 棵 



 

 

 

常綠

灌木 
黃槿、朱槿、六月雪、女貞 184 棵 

總計 33 種 790 棵 

3、校園環境維護 

本校校園環境主要由總務處事務營繕組負責管理維護，2021 年編制外勤班成員 10 人，負

責校園植物修枝、澆水、消毒等例行性養護及清潔工作，維護校園環境與生態平衡。學校每年

定期委託具環保署許可執照之廠商對校內各區域進行環境消毒二次，並針對單位或地點蚊蟲易

孳生之點不定期重點式消毒，消毒藥劑均使用環保署認可之環境用藥，並結合本校專業推動小

黑蚊(鋏蠓)、病媒蚊防治推廣計畫，開發有機防蚊藥劑，落實環境生態保育。 

除此之外，配合校園週邊步道規劃，本校提供校地(地號 228 邊緣)供臺中市政府興建「中

臺科大觀音山登山步道」，增加師生與社區民眾休憩空間，具體實踐環境生態保育。 

  

校園環境 「中臺科大觀音山登山步道」 

二、學校四大循環面向 

(一) 資源與碳循環 

1、廢棄物管理 

本校遵循行政院環保署廢棄物管理現行法規外，並通過 ISO14001:2015 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如圖 2-5，訂定規範落實執行校園環境及資源回收，一般事業廢棄物經分類後，由外包廠商至

校內定時定點清運；實驗室感染性廢棄物，包括沾血棉花、動物屍體、針頭及針筒等，均先以

專用袋收集，再向環安處填報遞送單，由環安處派員將其運送至感染性廢棄物集中儲存區(冷

凍櫃)存放，定期委請合格廠商進行清運處理。本校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產出、儲存、清除及處

理等均依規定上網填報相關資料。 

  



 

 

 

112 年 1 月至 12 月有害廢棄物清除量（單位公噸），實驗室廢液每年清運一次，資訊如下: 

類別/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感染性廢

棄物 
0.168 0.12 0.152 0.06 0.155 0.078 0.075 0.1 0.104 0.135 0.168 0.134 1.449 

廢液清除

量 
    0.465        0.465 

    

  

圖 2-5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2、資源回收再利用管理計畫 

本校為減少垃圾處理量及資源回收，積極推動垃圾減量運動，並全力配合環保署垃圾分類

政策，校園內共設置 78 處垃圾分類點，提供瓶罐類、塑膠類、紙類、廚餘及一般垃圾等類別

之垃圾分類，其中瓶罐類、塑膠類、紙類及廚餘等資源回收及一般廢棄物，委託合格廠商代為

清運。 

112 年 1-12 月資源回收統計（單位：公斤），資訊如下: 

類別/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計 

一般垃圾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80,000 

資源回收 675 966 3,793 2,145 2,540 2,310 697 595 930 1,900 1,370  2,040  19,961  

回收率 5% 6% 25% 14% 17% 15% 5% 4% 6% 13% 9% 14% 11% 

 



 

 

 

資源回收分類區 資源回收場專人管理 

圖 2-6 設置資源回收分類區 

3、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 

為了解本校目前溫室氣體排放所產生並排放於大氣中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期能藉由此自

願性之盤查系統建置作業，作為本校未來推動溫室氣體排放管理措施，以及加強溫室氣體的風

險管理之依據，目標朝向低碳經濟努力，並善盡地球村一份子的責任。 

3.1 本校溫室氣體清冊彙總表 

a)本校七大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總排放量共 5320.380 公噸 CO2e/年，其中 CO2為主

要排放源，共佔比百分之 77.28％。 

 

 

 

b) 本校直接溫室氣體七大類溫室氣體排放統計: 總排放量共 1221.7070 公噸 CO2e/

年，其中 HFCS為主要排放源，共佔比百分之 64.35％。 

 

 

 

c) 本校全廠溫室氣體各類別及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型式排放量統計表:類別二占比最

高，共排放 3169.4429 公噸 CO2e/年；佔整體溫室氣體比重為 59.57％。 

 



 

 

 

 

 

3.2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分列 CO2、CH4、N2O、HFCs、PFCs、SF6及 NF3，單位為二氣化碳當量（CO2e） 

a) 本校直接溫室氣體產出來源為「汽柴油使用」、「冷媒逸散」、「液化石油氣」、「甲

醇」、「乙醇」、「丙烷」、「學生甲烷排放」及「教職員甲烷排放」，共計八大類。 

 

範疇 細分類 原燃物料 活動數據計算方式 

 

1-1 固定排放源 
柴油-緊急

發電機 

1. 統計發電機油耗量，數據區間為盤查年度起

迄日。 

2. 活動數據==保養運轉時數（hr）*發電機規

格內油耗量（L/hr） 

3.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公式為=活動數據*排放

係數*GWP 值 

1-2 移動排放源 
汽油、柴油-

公務車 

1. 統計採購所有公務車及教職員公務汽油、柴

油使用量，數據區間為盤查年度起迄日。 

2. 活動數據=年度購買汽油、柴油總量。 

3.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公式為=活動數據*排放係

數*GWP 值。 

1-3 製程排放源 

液化石油氣 

1. 統計採購所有液化石油氣採購量，數據區間

為盤查年度起迄日。 

2. 活動數據=年度購買液化石油氣總量。 

3.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公式為=活動數據*排放係

數*GWP 值。 

二氧化碳鋼

瓶 

1. 統計採購所有二氧化碳鋼瓶採購量，數據區

間為盤查年度起迄日。 

2. 活動數據=年度購買二氧化碳鋼瓶總量。 

3.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公式為=活動數據*排放係

數*GWP 值。 

甲醇 

1. 統計採購所有甲醇採購量，數據區間為盤查

年度起迄日。 

2. 活動數據=年度購買甲醇總量*0.789(密

度)。 

3.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公式為=活動數據*排放

係數(CH3OH+3O2 → 2CO2+3H2O，CO2排放係數 



 

 

 

範疇 細分類 原燃物料 活動數據計算方式 

= 44 × 2 / 32 = 2.75)*GWP 值。 

乙醇 

1. 統計採購所有乙醇採購量，數據區間為盤查

年度起迄日。 

2. 活動數據=年度購買乙醇總量*乙醇濃度

*0.789(密度)。 

3.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公式為=活動數據*排放係

數(CH3CH2OH+3O2 → 2CO2+3H2O，CO2排放係數 

= 44 × 2 / 46 = 1.913043)*GWP 值。 

丁烷 

1. 統計採購所有丁烷採購量，數據區間為盤查

年度起迄日。 

2. 活動數據=年度購買丁烷總量。 

3.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公式為=活動數據*排放係

數(2(C4H10+13O2)→ 8(CO2+10H2O)，CO2排放

係數 = 44 × 8 / 58 × 2 = 3.0344827586)*GWP

值。 

1-4 逸散排放源 

HFCS 

1. 統計本校目前管制的所有儀器設備具有冷媒

裝置，數據區間為盤查年度起迄日 

2. 活動數據=各冷媒種類及實際補充量 

3.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公式為=活動數據*逸散係

數*GWP 值 

甲烷-化糞

池 

1. 統計本校教職員人數、上班天數，數據區間

為盤查年度起迄日。 

2. 統計本校學生人數、上課天數，數據區間為

盤查年度起迄日。 

3. 活動數據=教職員人數*上班天數 

4. 活動數據(學生)=學分*學年度-補上學分數 

5.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公式為=活動數據*排放係

數*GWP 值。 

6. 應用環境部最新”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查詢數據，目前環境部系數為

0.003825 公噸/人-年；因轉換為小時計算，

系數變更為(0.003825/300(推估工作

天)/8(推估小時) =0.0000015938) 

3.3 直接溫室氣體移除量 

本校本次盤查無溫室氣體移除量資訊。 

3.4 說明將任何溫室氣體排除於量化外之理由 

本校本次盤查依據營運控制權法，直接溫室氣體皆進行盤查，間接溫室氣體依據「間



 

 

 

接溫室氣體鑑別評估表」評估後進行盤查，並無排除任何守規義務間接溫室氣體。 

3.5 按類別劃分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化資訊 

a)本校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之盤查作業(扣除能源輸入為必要盤查)，依據「溫室氣體盤

查作業管理程序書」及「間接溫室氣體鑑別評估表」，總計決議 2022 年揭露資訊

如「附件二 間接溫室氣體鑑別評估表 (2022 盤查評估結果)」。 

b)間接間接溫室氣體盤查資訊如下: 

類別 說明 活動數據統計方式 計算過程 

2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 
總年度總用電 

活動數據*能源局公告排放係數

(111 年電力係數) *GWP 值(AR6) 

3-1 
由上游原料運輸產生之排

放 

廢棄物統計 活動數據*碳係數(產品碳足跡/運

輸服務/公路運輸/貨車/營業大貨

車(柴油))*GWP 值(AR6) 儀器報廢統計 

3-2 
由下游產品運輸產生之排

放 
評估後未揭露 

3-3 教職員通勤產生之排放 
教職員人數*教職員上班天

數*教職員通勤距離(來回) 

活動數據*碳係數(產品碳足跡/運

輸服務/公路運輸/小客車或機

車)*GWP 值(AR6) 

3-4 
由客户與訪客來訪運輸所

產生之排放 
評估後未揭露 

3-5 
業務或教職員出差運輸所

產生之排放 
搭乘高鐵起訖站 

活動數據*碳係數(高速鐵路運輸服

務碳足跡)*GWP 值(AR6) 

4-1 

組織採購原料開採、製造與

加工過程所產生溫室氣體

排放 

用電數據 

活動數據*碳係數(產品碳足跡/能

資源/電/電力間接碳足跡)*GWP 值

(AR6) 

用柴油數據 

活動數據*碳係數(產品碳足跡/能

資源/油/柴油(未燃燒)*GWP 值

(AR6) 

用汽油數據 

活動數據*碳係數(產品碳足跡/能

資源/油/汽油(未燃燒)*GWP 值

(AR6) 

用自來水數據 

活動數據*碳係數(產品碳足跡/能

資源/水/ 水-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

校/臺灣自來水)*GWP 值(AR6) 

4-2 
資本財製造與加工過程所

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評估後未揭露 



 

 

 

類別 說明 活動數據統計方式 計算過程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

生之排放 
一般事業廢棄物重量數據 

活動數據*碳係數(產品碳足跡/廢

棄物處理服務/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理/一般廢棄物焚化處理)*GWP 值

(AR6) 

4-4 
資本財租賃使用之溫室氣

體排放 
評估後未揭露 

4-5 

輔導、清潔、維護、郵遞、

銀行業務等服務所產生的

溫室氣體排放 

評估後未揭露 

5-1 
產品使用階段產生之排放

或移除 
評估後未揭露 

5-2 
客戶租賃使用產生之溫室

氣體排放 
用電數據 

活動數據*碳係數(產品碳足跡/能

資源/電/電力間接碳足跡)*GWP 值

(AR6) 

5-3 
產品廢棄處理所產生之溫

室氣體排放 
評估後未揭露 

5-4 

股權債務、投資債務、計劃

資金及其他投資所產生之

溫室氣體排放 

評估後未揭露 

6 
由其他來源產生的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 
評估後未揭露 

 

  



 

 

 

(二) 水與綠系統 

1、水污染防治 

本校廢(污)水來源包含實驗室洗滌廢水(液)及校區內餐廳、宿舍浴廁及各大樓廁所產生之

生活污水，收集後經由校區污水處理系統處理至放流或納管標準後，排放至旱溪流域。本校設

有三座生活污水處理場，除配置專人專責處理教室、辦公室、宿舍及餐廳等之排水之外，生活

污水廠污泥均定期委託合格廠商清運；一座實驗室廢水處理場，專人專責處理實驗室之洗滌廢

水，其污泥定期委託合格廠商清運，清運前委外進行毒性特性溶出試驗；實驗室廢液則依據「教

育部學校實驗室廢液暫行分類標準」進行分類儲存，並定期委託合格廠商清運至成功大學環境

資源研究管理中心進行處理。2022 年廢（污）水總排量為 6,174 公噸，檢驗結果符合放流水水

質標準。 

本校已取得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污)水排放許可證，證號為中市府環水字第 11091-08

號。設有專責人員每日操作管理、紀錄放流水量及用電量，並定期檢驗廢水場進流及放流水質，

每年 1 及 7 月份上網申報廢(污)水場水質、水量及操作紀錄，如下所示。 

 BOD COD SS 大腸桿菌 水溫 PH 

標準 50 150 50 300,000 - 6-9 

2022 6.4 19.6 1.8 49,000 26.3 6.8 

2、飲用水管理 

本校水塔及蓄水池分別計有 16 及 8 座，設有防蟲網，每年定期委託廠商清洗一次。因應

各單位需要，本校飲水機共計 98 台，以年度合約方式委請廠商定期保養維護，進行更換濾心

等作業，以維持飲用水水質。同時，依「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辦法」規定，委請環保署認證許

可廠商每三個月檢驗水質一次(檢驗項目為大腸桿菌群)，每次檢驗數量為總台數八分之一，並

依輪替方式依序檢驗，歷年來本校飲水機水質均合乎飲用水標準，並於每台飲水機旁明顯處公

告水質檢測結果，以揭示教職員生，確保教職員工生飲水安全。2022 年檢測結果均符合飲用

水標準，如下所示。 

檢測項目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標準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1 <1 <1 <1 <6 

3、水資源管理 

本校用水來源分別為臺灣自來水公司提供之自來水及中臺公園之地下水，無因取水而受重

大影響之水源。其中自來水主要用於校園內飲水及洗手台，地下水則運用於灌溉及環境清潔。

為有效管理水資源，本校衛生設備均具備節水標章，同時逐年編列預算汰換全校男女廁所之小

便器及馬桶，並將主建物各樓層水龍頭變更為省水型設備。本校近年用水量，如下所示。 



 

 

 

表 2-5 2017-2022 用水量 

年度 總用水量(噸) 

2017 98,814 

2018 110,165 

2019 119,021 

2020 123,253 

2021 39,626 

2022 60,271 

(三) 能源與微氣候 

本校積極落實節能減碳，自 2011 年 6 月與台電簽訂下降契約容量為 2,950 kW 後，逐年申

請調降契約容量，2018年 2月申請調降契約容量為 2,500 kW，2020年 4月再次申請調降為 2,250 

kW。 

 

2021 年耗能指標 EUI(Energy Use Intensity)為 48.82 kWh/m2.yr，遠低於「政府機關及學校

全面節能減碳措施」科技大學 120.8 kWh/m2.yr 之標準，亦遠低於行政院「政府機關及學校用

電效率管理計畫」科技大學第一類組 90 kWh/m2.yr 及第二類組 70 kWh/m2.yr 之要求。 

 

本校依行政院 2020 年訂頒「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以 2015 年 EUI 為基期，

持續推動節能減碳措施，以達目標節電量（2023 年用電效率提升 10%）。2021 年本校 EUI 節

約率已達 21.49%，耗能指標(EUI)值已滿足規範目標，且持續減量中。 

表 2-6 節能減碳行動方案 

類別 行動方案 說明 

節能 
汰換老舊空調系統 

編列預算逐年汰換大樓中央空調系統，並將舊型窗型冷氣

變更為分離式冷氣，普通教室及宿舍冷氣變更為插卡式取

電。 

更換照明燈具為 LED 編列預算逐年更換全校水銀路燈為 LED 燈，主要建物室



 

 

 

內照明更換為 LED 燈具。 

調整與管制中央空調時間 配合季節實施中央空調開放時間管制。 

設置中央電力監控系統 建置主建物數位電表，進行用電監控與調控。 

增設智能遠端控制 增設室外球場及路燈之智能遠端控制。 

減碳 

推動電子公文 建置電子公文作業系統，全面推動無紙化公文。 

鼓勵會議行政資訊化作業 

鼓勵各單位，透過資訊化作業進行訊息通知、公告會議資

料準備，公文處理採用電郵、電子公布欄、iPad 平板、公

文系統等媒介，減少紙張列印。 

減少書面資料使用量 鼓勵單位減少提供書面資料，管制單位紙張及影印經費。 

因應節能減碳時代的來臨，本校將於 112 年度申請經濟部能源局「服務業能源查核與能源

管理輔導推廣計畫」，依 ISO 50001:2018 標準建立「能源管理系統」，並配合專業的節能技術

診斷服務、設定能源管理目標及研提行動計畫，以落實節約能源目標，建立本校推動能源管理

系統，邁向綠色大學與永續校園目標前進。  

EMS 系統：天機大樓大禮堂能源管理系統與 10 棟樓與宿舍能管系統整合，它可隨時監控

設備之運行狀況與提高整體管理水準，良好的管理方式可延長電器設備之使用壽命、節省開支。 

在設備故障與各種監視狀況發生時，系統可即時發出警報，方便管理人員監控與維護，使得損

失降至最低點，112 年度 10 月中旬完成 2603、2602 智能教室設置，空間電力隨使用狀況同步

起動與關閉，動態調整空間電力使資源效益最大化，落實節能減碳。 

  



 

 

 

 

 

圖 2-7 智能教室設置 

(四) 環境與健康 

本校遵循環保相關法規規定於保健大樓頂樓設置空氣污染防治水洗塔，有效捕捉實驗場所

抽排氣設備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並每年定期清洗，維護水洗塔之功能。 

 

圖 2-7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 



 

 

 

保健大樓四樓設置空氣盒子，隨時監測空氣中細懸浮微粒(PM2.5)，讓教職員生可瞭解校

園環境空氣品質情形。本校積極推動各項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措施，自主性半年進行巡檢，

其中圖書館為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公告場所，2021 年定檢結果除符合法令標準外，並通過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認可，提供教職員生舒適良好的空氣品

質閱讀環境。 

1. 設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2. 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3. 設置室內空氣品質自動連續監測系統。 

4. 定期委託環境檢測公司進行環境檢測。 

測定項目 法規標準 測量結果 測定日期 

二氧化碳(CO
2
) 1000 ppm 528 ppm 

2021 年 3 月 24 日 
甲醛(HCHO) 0.08 ppm ND<0.005 ppm 

細菌(Bacteria) 1500 CFU/m
3
 160 CFU/m

3
 

PM10 粒徑≦10 微米(µm)之懸浮微粒 75 µg/m
3
 17 µg/m

3
 

 

資料來源：EdiGreen 空氣盒子 

圖 2-8 空氣盒子數據(PM2.5)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及檢驗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 

圖 2-9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照片 

  



 

 

 

三、 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 

(一) 用水趨勢： 

本校近五年水費趨勢如圖 2-10 所示，以 2019 年最高，2021 年因應疫情採取遠距教學，2021

年全年用水量較前一年大幅下降，本校用水來源分別為臺灣自來水公司提供之自來水及中臺公

園之地下水，無因取水而受重大影響之水源，其中自來水主要用於校園內飲水及洗手台，地下

水則運用於灌溉及環境清潔。 

為有效管理水資源，本校衛生設備均具備節水標章，同時逐年編列預算汰換全校男女廁所

之小便器及馬桶，並將主建物各樓層水龍頭變更為省水型設備。 

 

圖 2-10 中臺科大近年水費統計 

(二) 用電趨勢： 

1、近五年電費統計趨勢分析 

本校近年電費趨勢如圖 2-11 所示，以 2017 年最高， 2021 年因應疫情採取遠距教學，2021

年全年用電量較前一年大幅下降，如圖 2-12 所示，除此之外，本校也同時進行空調系統與節

能燈具改善，相關資料如下所示。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水費(元) 1,413,890 1,525,906 1,427,691 521,560 782,717

用水度數 110,165 119,021 123,258 39,626 6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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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中臺科大五年電費統計 

 

圖 2-12 中臺科大歷年用電統計(EUI) 

2、空調系統改善 

本校天機教學大樓大禮堂既有空調系統，汰換為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1 

級之冰水機組 1 台 120 RT，結合 AI 智慧化連鎖最佳化控制系統 (附設設備控制及能源管理系

統)及相關附屬泵浦汰舊換新並加裝變頻控制，改善後預估冰水系統效率約為 0.68 kW/RT. 預

估節能效益 156,000 kWh/年，節能率為 43.3%，改善照片如圖 2-13 所示。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電費(元) 24,298,848 23,330,545 22,318,237 19,439,506 21,047,495

用電度數 7,952,000 7,484,800 7,157,600 6,314,800 6,4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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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空調系統改善照片 

3、照明系統改善 

本校照明系統，雖已有部分採用高效率電子式安定器燈具，仍有部分使用傳統式安定器日

光燈具與 T5 電子式燈具，目前已汰換為 LED 燈具，可提昇照明品質，且換裝高效率低耗能日

光燈管，亦可減少照明用電之問題，將照明燈具全數汰換為 LED 燈具，節能效益為每年可省

305,626 kWh，節能率為 53.5 %，改善燈具如表 2-7、圖 2-14 所示。 

本校建置全國第一套校園路燈、場燈智能控制系統，透過路燈監測模組定期傳送資訊，輔

以雲端系統平台，主動判斷路燈狀態，並在發生異常時，即時通報管理單位，藉此導入主動發

現、快速維修之工作流程，有效改善被動處理狀況，提升校園照明滿意度，如圖 2-15 所示。 

除此之外，配合本校行事曆、課程及活動需求，進行校園照明之排程及亮度控制，具體落

實當用則用、當省則省之目的。 

表 2-7 改善後 LED 燈具一欄表  

區域 LED 燈型 單位 數量 瓦數(W) 

勤學樓 

T5 4 呎燈管 盞 153 14 

AR111 光源 盞 38 12 

25cm 崁燈 盞 8 43 

T5 2 呎燈管 盞 69 7 

T8 2 呎燈管 盞 32 7 

T8 4 呎燈管 盞 5 14 

T8 山型 4 呎 X1(防塵燈) 盞 12 14 

T8 輕鋼架 2 呎 x2 盞 790 14 

T8 輕鋼架 2 呎 x4 盞 888 28 



 

 

 

T8 山型 2 呎 x1 盞 12 7 

T8 輕鋼架 4 呎 x1 盞 929 14 

T8 山型 4 呎 x1 盞 177 14 

T8 山型 4 呎 x2 盞 3 28 

T8 輕鋼架 4 呎 x3 盞 930 42 

T8 黑板燈 4 呎 x2 盞 50 26 

T8 山型 2 呎 x2 盞 102 14 

T8 4 呎層板燈 盞 20 14 

LED 燈泡(瓷燈座) 盞 32 12 

20cm 崁燈(模組化黃光) 盞 51 15 

15cm 崁燈(燈泡式) 盞 373 9 

20cm 崁燈(燈泡式) 盞 176 18 

15cm 崁燈(模組化) 盞 5 13 

20cm 崁燈(模組化) 盞 5 25 

小計   4,860   

耕書樓

3F &1F     

平板燈 盞 8 25 

T8 4 呎層板燈 盞 101 14 

T8 山型 2 呎 x1 盞 7 7 

T8 輕鋼架 2 呎 x2 盞 31 14 

T8 輕鋼架 2 呎 x4 盞 214 28 

小計   361   

停車場      

T8 山型 4 呎 x1 盞 183 14 

T8 輕鋼架 2 呎 x2 盞 31 14 

T8 山型 4 呎 x1 管(微波燈管) 盞 110 15 

小計   324   

合計   5,545   

 



 

 

 

  

圖 2-14 校園照明系統盤查照片 

 

圖 2-15 校園路燈、場燈智能控制系統



 

 

 

四、 邁向永續環境問題分類敘述 

透過一、學校在地基礎物理環境盤查、二、學校四大循環面向、三、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從中透徹瞭解學校，發現學校的問題、困境，

並透過以下分類進行質性與量化的敘述。 

項目說明 

 

檢視主題 

現有狀況與設施 

(盤點、分析與功能) 

經營管理問題彙整 

(設施在使用、維護管

理方面的問題…等) 

問題根源及延伸分析 

(經營管理阻礙盤點) 

對於所面臨問題的 

解決方法與對策略 

(多元方法對策) 

如何透過課程、活動讓

師生在校園生活中瞭解 

(如何引發師生覺知) 

一般性資源回收 全面進行資源回收 設施完善 
如何減少一般垃圾及

資源垃圾量 
推動活動時採用低碳方式 推動低碳學分課程 

碳盤查 
校園溫室氣體排放

量未掌握 
室氣體排放量未掌握 室氣體排放量未掌握 

導入 ISO14064-1 溫室氣體盤

查，建立基準年碳盤數據，編輯

本校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 

舉辦溫器氣體盤查講

座，引發學生共鳴。 

電能 

1.部分電器設備老

舊 

2.校園尚未有全面

控制系統 

1.資源有限，更換設

備或新增系統困難 

2.全校師生需有全面

節能之觀念 

1.校園電力規畫需全

面 

2.需對電力系統執行

監控 

1.導入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之驗證，建立能源相關法規。 

2.控電節能等措施與設備尚有大

幅改善之空間，為能落實本校最

佳之節電模式，期待於電能問題

做更深入的探索與盤點。 

1.可透過課程、講座、

環保活動、海報等方

式，建立師生之能源概

念。 

乾淨水源 雨水回收 
降低自來水與地下水

使用量 
雨水回收不足 增加雨水回收設施 節約用水宣導 

綠化降溫 覆蓋率達 22.2%  
校地位於山坡地，不

透水鋪面多 
可將閒置空地進行綠化 設置綠化課程說明 



 

 

 

室內環境品質 部分空間通風不良 

未來總務處採保組將

盤點校園各教室，可

將所有空間做整體規

劃。 

 設置通風管與通風設備 

為使本校學生能在良好

舒適的環境中學習，將

盤點校內空間，並做整

體改善規畫。 



 

 

 

五、 永續環境規劃藍圖：陳述問題點、改善先後順序以及所有可能策略 

透過具有比例、方位標準之學校平面配置圖/測量圖上，陳述其四、邁向永續環境問題面

臨的困境與問題，同時思考其改善的優先順序以及可能可以從何處尋求資源。 

1、建立健全之管理制度：本校已於 111 年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通過，並於 112 年

初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ISO50001)與溫室氣體盤查 (ISO 14064)，以建立符合「生態」、「友

善」及「安全」的優質教學環境，以達成「永續環境」為目標。 

2、本校期許建立智能監控系統，積極推動節能改善，訂定提案改善制度，並成立節能改善小

組，每月追蹤統計各項能源設備及分析能源使用情形。 

3、依能源管理系統 (ISO50001)PDCA 精神，持續改善運作，每年並訂定節能目標。 

4、未來將透過種子人員的課程訓練培養能源管理單位同仁皆具備管理概念，也將透過課程、

講座、環保活動、海報等方式，將系統運作經驗分享，建立師生之校園能源概念。 

  



 

 

 

貳、 永續發展教育篇 

一、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本校以「技術專業、人文關懷」為辦學理念，自我定位為「兼重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之專

業型優質科技大學」，發展願景如下： 

(一)、教學願景： 

人才培育：以培養技術專業、人文關懷之大健康產業人才，並以全面提高證照考試及

格率、就業率、和學用配合率為目標。 

(二)、研究願景： 

產學合作：以面向產業及社區，開辦更多推廣教育班次和活動、增加產學合作計畫件

數和提高產學合作金額，以支持辦學為目標。 

(三)、服務願景：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關懷社區與弱勢族群，以培育社會所需具「技術專業、人文關懷」

之健康產業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透過基本素養能力(專業技術與實作力、語言與資訊應

用力、自然數理與社會科學力、人文關懷與實踐力、多元文化與藝文力、溝通協調與團隊

合作力)培育學生具備關懷（Caring）、誠信（Trust）、獨特（Uniqueness）、服務（Service）

與團隊合作（Teamwork）之 CTUST（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情操之專業人才，適應未來職涯發展。 

 

圖 3-1 校務發展之學校定位、發展願景、及目標示意圖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植基於辦學理念、發展願景及教育目標，並以校務研究 IR 的實證資料

為基礎，誠實面對各項內在強弱項及外在優劣勢，綜整評估產生 SWOT 分析，根據內在優勢

（S）及劣勢（W）、外在機會（O）與威脅（T）二維座標，分別標示為 SO 策略、WO 策略、

ST 策略、WT 策略等組合，針對本校組織、校務資源、教學研究、校務發展、產學合作、外

界交流等面向提出校務發展綱領，規劃六大校務發展策略，打造本校成為國內外最知名的健康

產業類科技大學之一。 

策略一「提升組織效能、形塑專業品牌」與策略六「協助社區發展、善盡社會責任」屬於

SO 策略；策略二「活化校園資產、永續發展校園」屬於 ST 策略；策略四「發展學校特色、

深耕產學合作」與策略五「營造健康中臺、厚植適性關懷」屬於 WO 策略；策略三「強化人

才培育、落實教學創新」屬於 WT 策略。六項校務發展策略，在 SWOT 分析上的屬性之定位

如圖 3-2。 

 

圖 3-2  SWOT 分析與校務發展策略定位圖 

各發展策略重點簡述如下： 

策略一 提升組織效能、形塑專業品牌 

本校自 107-108 學年分別針對行政及教學單位進行組織再造，已建立完善組織制度，

有效整合行政資源，提升校務行政效能，優化行政績效為未來之工作目標。其策略方案為

（1）活化行政組織，提升校務效能、（2）強化專業形象，形塑專業品牌、（3）穩固校務

基礎，落實證據導向。111 年度並以提升行政人員素質、培訓基層行政主管、優化校務行



 

 

 

政資訊系統、強化內部控制成效、精實化教學組織、提升校友服務及專業品牌形象為重點。 

策略二 活化校園資產、永續發展校園 

對外積極爭取教育部獎勵補助核配金額，充裕本校教學、研究和服務需求，維持本校

健全運作；對內致力活化校園資產，提升教學軟硬體可利用性，確保資源最大化效益。其

策略方案為（1）活化健康醫護校園、（2）推動 ESG 永續校園、（3）美化校園景緻、（4）

精進雲端環境、（5）創新智慧環境。111 年度並以活化校園資產及永續發展、辦理節能申

請、規劃綠能供電、新增監視照明系統、執行空間盤點、活化校舍校產、整合跨功能平台、

推動校園無現金行動支付、強化資訊系統資源整合暨校園資訊安全為重點。 

策略三 強化人才培育、落實教學創新 

師資方面持續鼓勵教師升等、進修；教學方面賡續爭取教育部各項獎勵計畫補助；研

究方面積極爭取校外資源，邀集相關領域教師參與計畫，擴大師生受益的規模，提升教師

社群發展創新教學之動機。其策略方案為（1）彰顯特色，選對學生適性揚才、（2）提升

教學品保，精進教學效能、（3）整合教育資源，發展教學特色、（4）擴展國際交流，增加

境外生源。111 年度並以整合系所發展、規劃微學分及專業深碗課程、強化語言中心功能、

發展跨領域學程、強化國際校際交流活動、深化國際觀為重點。 

策略四 深耕產學合作、發展學校特色 

持續深化本校與健康產業密切合作的傳統，落實產學合作並推動產學研發整合與應用，

創造產學雙贏績效。其策略方案為（1）厚植研究能量、（2）強化產學合作、（3）形塑學

校優勢特色、（4）強化師生實務知能、（5）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合作、（6）營造創新創業環

境，籌辦校辦企業。111 年度並以推動一師一計畫、推動跨領域跨校產學合作量、規劃智

慧健康照護教育中心、強化師生實務知能、精實校辦長期照顧機構、推動國際化拓增海外

就業市場為重點。 

策略五 營造健康中臺、厚植適性關懷 

鼓勵本校各學院發展特色，促進學院交流合作，展現特色，形塑中臺品牌。其策略方

案為（1）營造友善校園環境、（2）深化多元服務學習、（3）厚植關懷平等環境、（4）落

實人文創新在地關懷。111 年度並以強化校園安全及生命關懷、加強學生品德教育、落實

校園反霸凌、營造友善活潑校園氛圍、建構諮商輔導無縫接軌系統、推動多元性別平等教

育、落實人文創新與在地關懷為重點。 

策略六 協助社區發展、善盡社會責任 

盤點及整合校內師生教學資源，以發展健康教育特色及提升學員整體競爭力對外開辦



 

 

 

各項教育與訓練課程及學生服務學習活動，以發展健康教育特色及提升整體競爭力，據以

關懷在地、善盡社會責任。其策略方案為（1）友善老少，中臺有愛關懷、（2）統合終身

學習，增加就業競爭力，建立開放式之大學、（3）落實大學責任，實踐永續發展、（4）在

地區域整合服務，發揮健康產業特色。111 年度並以積極推動職場人士教育訓練、開設長

照服務課程強化中臺品牌、經營社區大學及社區長青學苑、推動大學責任計畫及實踐基地、

整合校友服務資源、加深在地社區鏈結為重點。 

二、永續發展概念融入之創新構想 

本校致力鏈結產業動態、市場資訊與高等教育，務求學校教育與時俱進，110 學年度成立

永續發展推動小組，整合校內各院系所、單位相關資源，並參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從治理面（G）、環境面（E）及社會面（S）規劃永續發展策略，積極回應利害關係人關注之

重大議題，以期建構 Best for the world（對世界最好）之永續校園，降低學校對環境之衝擊，

培育具備社會責任之公民，進而回饋社區及社會，促進國家永續發展。110 學年度發行本校第

一本「永續報告書」，藉此展現本校永續發展之重要成果，期能攜手利害關係人共同打造永續

中臺美好願景。本校更於 111 學年度成立永續發展及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多角度落實 USR

目標及效益進而實踐環境、社會及經濟等層面之永續發展。 

大學營造永續校園及綠色學校之學習環境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國際上對於大學永續發展之

關注焦點已從早期重視環境教育擴展到校園實質環境。大學在經營上應降低對環境的傷害，共

同維護地球的安寧和諧與互利共生。學校是個教育團體，更應該「愛自己、愛家園、愛校園、

愛地球」以為環境保育生活教育之先驅，透過校園建設改造轉型，將既有的校園改造成具有永

續教育功能與環境永續發展性，俾提供更好的教學環境。 

本校透過校園資源與碳循環、水與綠系統、能源與微氣候及環境與健康等四大循環面向盤

查及檢討，勵行 ESG，落實校園淨零行動，檢討學校的軟硬體環境及課程設計，並藉由推動

永續校園：省水、省電、省油及省紙的環境教育，反思永續發展教育的意涵，重塑校園生態環

境及景觀，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完善大學社會責任，朝綠色大學願景邁進。 

  



 

 

 

三、學校永續發展教育藍圖：整合部定、校訂課程之永續發展教育藍圖，希冀可以提出學校未

來可發展的永續發展教育藍圖。（依學校執行階段，深入探究並且說明在課程上實踐）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消除貧窮 

� 弱勢學生整體關照 

� 品德教育 

推動五大面向弱勢扶助，包含入學機會面、

經濟扶助面、學習輔導面、就業準備面及職

場銜接面，提供弱勢學生課業輔導、自主學

習、學生實習機會、職涯規劃、就業輔導及

社會回饋與服務等多元而全面的在學輔導 

 
�消除飢餓 

� 食農教育，延伸至糧食

浪費 

� 環境教育 

1. 透過通識教育與食科系活動，建立食農

教育與永續農業概念。 

2. 建立幸福食物銀行，讓有需要的學生可

取用，同時也可將食物分享給其他人。 

 
�良好健康與福祉 

� 校園內生活、學習品質

與健康 

� 健康與體育教育 

1. 校園內生活、學習品質與健康，需透過

硬體設施之更新維護。 

2. 建立學生健康正確概念極為重要。 

 �優質教育 

� 學校教育的品質促進，

延伸連結至新課綱實施 

� 創新教育 

1. 學校教育需確保教學品質之優良。 

2. 教學內容需因應時代變化，與時俱進做

教學方針調整。 

3. 結合社區大學，結合特色學院辦理專業

課程，開放社區民眾參加，落實終身學

習機制。 

 

�性別平等 

� 連結環境關懷 

性別平等教育 

已成立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訂定女性

工作者母性健康保護計畫，規劃並採取必要

之安全衛生措施，確保懷孕、產後哺乳女性

勞工之身心健康，達到母性勞工保護之目

的。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潔淨水與衛生 

� 水資源教育、對於水的

全盤了解 

� 環境教育 

1. 水資源教育實施 

2. 落實水資源保護及維護 

3. 校園每季做好飲用水水質檢測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 能源教育 

1. 能源永續之推廣 

2. 再生能源之可行性評估及推廣 

3. 建立健全之管理制度：能源管理系統 

(ISO50001)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 循環經濟新概念 

與在地產業 

� 生涯規劃教育 

1. 落實資源回收再利用 

2. 推廣產品綠色生產週期 

3. 綠色採購 

 
�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 

� 校內創新設施以及對於

基礎設施了解 

�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 

1. 減少學用落差，與產業新趨勢做結合。 

2. 建立資訊科技之課程 

3. 校內成立創新育成機構，推動各項相關

產業創新與研發。 

 �減少不平等 

� 校園霸凌、環境公平正

義 

� 人權教育 

1. 推廣人權教育 

2. 深對關懷教學環境之人際生態，適度調

整修正。 

3. 訂定預防職場暴力實施計畫，絕不容忍

本校主管及員工同仁間有不法侵害行為

之聲明。 

 

�永續城市與社區 

� 學校與社區的連結與關

係 

� 防災教育;安全教育 

1. 落實防災教育 

2. 校園可提供居民休憩功能，校內單位亦

不定期舉辦與周邊社區相關活動。 

3. 校內中臺湖可發揮防洪治水之功能。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 

� 零廢棄概念 

� 家庭教育 

1. 推廣綠色產品 

2. 落實減廢之觀念，校園內確實施行垃圾

分類， 將可回收再生資源收集、集中回

收，廚餘亦由專門回收公司處理，使資

源循環再利用。 

 

�氣候行動 

� 氣候變遷;環境變遷 

� 環境教育 

1. 推廣能源永續之教育：開設多門環境與

氣候變遷的通識課程，使學生了解並從

自身做起，如食物選擇、飲食習性、交

通旅遊的改變等，及時採取行動對抗全

球暖化與氣候變遷。 

2. 樹木固碳能力是當今減緩氣候變遷方式

之一；了解校園樹木碳匯量以提出校園

碳中和之措施，並作為教學教材。 

 

�水下生命 

� 溪流、河川、海洋教育 

� 海洋教育 

1. 水資源保護 

2. 減少污染 

3. 生態及水產保護政策 

 

�陸域生命 

� 生態教育、校園內的生

態環境 

� 環境教育 

1. 落實環境教育 

2. 生態環境保護：中臺科大自建校起積極

綠化校園，校樹成蔭，綠覆極佳，大樹

固碳、土壤生態環境好，截流大量雨水

形成小河。 

3. 配合維護多樣樹種與營造不同棲地，在

學校建立小型生態系統；同時以學校為

中心串聯周邊廊道。 

 
�和平正義與制度 

� 校內環境政策、環境行

動 

� 法治教育 

1. 落實法治教育 

2. 建立校內環境政策、推廣環境行動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夥伴關係 

� 國際教育 與國際環境教育接軌 

計畫執行歷程：需提供活動數量、人次統計、照片及文字說明 

一、大事記 

時間 發現問題 
透過工作坊 

或討論聚焦 

提出解決 

問題的策略 

融入課程 

或活動設計 

04/19 

永續循環校

園探索計畫

佈達與會議 

討論校園盤查

方向 

� 導入 ISO 14064-1

執行校園溫室氣體

碳盤查 

� 導入 ISO 50001 能

源管理系統標準盤

點校園內用電設備 

 

3/24~11/28 
校園碳盤查

資料收集 

ISO 14064-1 溫

室氣體盤查小

組 

  

3/13~10/3 
校園能源資

料收集 

ISO 50001 能源

管理系統導入

執行 

  

05/23 
辦理校外教

學活動 
  

參訪后里資源回收廠

環境教育園區、中科后

里園區汙水處理廠 

11/01 
辦理校內教

學活動 

講座-空氣品質

監測車操作介

紹 

 
辦理空氣品質監測車

操作實務與操作原理 

11/03 
辦理校內教

學活動 

講座-減碳新

生活 綠色新主

張 

 
宣導淨零碳排，推廣減

碳新生活、綠色新主張 



 

 

 

二、教師社群  

教師社群組成成員有：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小組、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導入小

組。 

三、盤查小組活動  

03/13 啟始會議內容討論(組織邊界、細部輔導計畫討論、補助案事宜討論) 

04/12 教育訓練：ISO 5000:2018 標準導讀、能源基線與績效指標 

05/16 
教育訓練：能源審查實務(表單填寫說明)&能源管理法規簡介、文件制定&重大

能耗 SOP 說明 

06/04 全校盤點資料收集(採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分開收集資料) 

06/06 
ISO 50001 能源審查作業檢討、鑑別內外部議題與利害相關者(組織前後環節議題

與能源管理風險機會作業檢討) 

06/14 教育訓練：能源管理程序文件製作、能源政策制定 

06/27 
能源審查&法規鑑別檢討&重大能耗 SOP 檢討(行政單位盤點完成後資料彙整、

教學單位資料持續收集中) 

07/11 教育訓練：能源管理行動計畫研擬及持續改善 

07/18 制定能源管理行動方案(能源目標標的及能源行動計劃檢討) 

07/20 文件展開&手冊(文件核對及資料檢核) 

07/25 教育訓練：能源管理內部稽核、管理審查資料確認 

08/14 執行內部稽核：內部稽核活動紀錄檢討 

08/22 
實施與運作檢討(法規確認、能源行動計畫、能源監督量測計畫、能源數據收及

行動計劃) 

08/29 輔導單位實施管理審查 

09/04 驗證單位初評 09/11 初評缺失檢討 

10/02、03 驗證單位正評 10/04 提出驗證後缺失報告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03/24 概念討論、組織圖討論、啟始會議內容討論 

03/30 
啟始會議，ISO 14064-1 簡介導入：說明目的、輔導流程、邊界界定、組織圖暨

條文說明，邀請各主管參加並推派推動委員組成推動小組 

04/10 
決定盤查年度、盤查範圍、氣體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收集，類別一溫室氣體說

明及使用表單討論 



 

 

 

04/17 
氣體排放源鑑別及活動數據收集，類別二至類別六盤查可行性討論、類別一數據

討論 

05/24 溫室氣體排放量準則計算，重大性準則討論、數據討論 

05/30 盤查表及盤查係數說明、數據核對 

06/07 內部查證教育訓練並考試、外部查證流程簡介 

07/12 程序書及報告書製作 

08/09、23 各表單數據核對 

10/02 數據核對、報告書核對 

11/01 現場文審訪查 

11/27、28 驗證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 

四、教學活動(配合盤點、課程融入實踐記錄…)  

日期：112/05/23(星期二)-「112 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基礎計畫」 

校外參訪活動 

行程規劃：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8.20 早上集合完畢出發 帶隊老師：環安系李國興老師 

9:00-10:00 后里資源回收廠環境教育園區 

后里資源回收廠環境教育園區簡介：燃

燒垃圾產生之熱能，以汽電共生方式發

電，以達資源回收再利用。 

加強民眾資源回收的觀念及瞭解資源

回收(焚化)廠所肩負的重責大任，以達

到源頭減量與扭轉資源回收(焚化)廠

負面印象的目的。 

10:30-12:00 中科后里園區汙水處理廠 

中科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簡介：瞭解園

區污水廠實際運作、廢污水處理情形及

落實環保工作交流，廠區內透過高程設



 

 

 

計有效利用水資源，創造可再生使用之

綠色能源，可供為廠區設施局部照明電

力來源。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月眉糖廠  

15:00-16:30 高美風車大道與高美濕地  

16:30 賦歸  

活動花絮： 

 

 

  

后里資源回收廠環境教育園區 



 

 

 

 

 

中科后里園區汙水處理廠 

 

 

高美風車大道與高美濕地 

 

  



 

 

 

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空氣品質監測車操作介紹 

一、 對象：中臺科技大學學生與教師 

二、 時間：112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 10 時 00 分至 13 時 00 分 

三、 地點：中臺科技大學保健大樓 9424 教室 

四、 議程如下： 

時 間 主題 議程內容 講 師 

10：00-10：15 報     到 

10：15-11：05 
空氣品質監測與監測站

操作維護 

� 空氣品質監測 

� 監測站設置介紹 

� 監測儀器簡介 

� 儀器操作維護 

金煇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許安佩講師 

11：05-11：10 休     息 

11：10-13：00 
空氣品質監測與監測站

操作維護 

� 現場測站觀摩 

� Q&A 

金煇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工程師 

13：00 結     束 

 

  



 

 

 

  

 

 

 



 

 

 

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減碳新生活 綠色新主張 

五、 對象：中臺科技大學學生與教師 

六、 時間：112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 12 時 00 分至 15 時 00 分 

七、 地點：中臺科技大學保健大樓 9415 教室 

八、 議程如下： 

時 間 主題 議程內容 講 師 

12：00-12：10 報     到 

12：10-14：00 � 減碳新生活 綠色新主張 

金煇企

業 

股份有

限公司 

許安佩

講師 

14：00-14：05 休     息 

14：05-14：55 � 減碳新生活 綠色新主張 

金煇企

業 

股份有

限公司 

許安佩

講師 

14：55 結     束 



 

 

 

  

  

  

 



 

 

 

參、 代結語： 

本校第二年執行探索計畫，感謝各位同仁與長官的幫助，也了解初步校園中進行規畫之方

向。針對校園主要問題更加深入探討，明確訂定實踐計畫。今年本校對於能源與溫室氣體盤查

有更多的努力與認識，對於之後 113 智慧校園計畫，本校規畫方向：智慧能源管理及節能措施

發展與負碳、水資源回收、校園坡地調查、廚餘回收再利用結合生態農場、中臺生態湖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