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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將本空間發展成為中小學智慧化

氣候友善的探索基地，並攜手在地中

小學教師參與設計智慧化氣候友善為

主題的學習課程。 

感謝委員意見。透過本次計劃參與，亦期待將規劃

與施作經驗與在地各級學校分享。以校內為例，未

來館作為示範基地，除將各環境與電力監測設施進

行整合即時儀表板呈現外，亦預期與本校借用未來

館空間之師生，結合校園課程、一同企劃氣候友善

之活動發想。建置完成後亦可與本年度計畫團隊一

同辦理開放區內各級學校參與之計畫成果說明會，

以達推廣效益。 

6 

歷史建物屋頂計畫採用奈米複合塗料

隔熱，建議在不影響建物安全與文資

前提下，分區選用多元隔熱材料並連

結溫度監測不同材料的隔熱效果，藉

由材料差異做隔熱效果比較。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預計實施之奈米複合材料之

塗布已事先諮詢校內許多文資專家，將以不影響外

觀的透明塗料為主，後續也將與台南市文資處溝通

報備後再行施作。 

7 

智慧化氣候友善，對地球好，對人也

好，如何有效降低能耗與水資源再利

用，藉由智慧調控提升使用者的舒適

性，從自然環境因應，探討舒適、室

內空氣品質、視覺舒適與水循環效

益，進而達到設備節能與水資源之碳

足跡與水足跡效益。 

感謝委員意見。本期計畫示範重點著重於能源與微

氣候、環境與健康，並將補助經費多配置於此，以

求示範效果之呈現。關於水資源之利用，擬於未來

持續精進、完善。 

8 

未來館亦為一產學平台，因此建議對

於施作項目之經費分配宜釐清分類，

對於輔助計畫說明更有助益。 

感謝委員提醒。未來館（成大舊總圖書館）為台南

市重要文化資產，也是校內重要歷史建物，由永豐

銀行捐贈進行本館修繕作業已於2019年全數完成，

本校以此為基礎持續進行校園區域的改善及建設計

畫。也希冀能透過本計畫補助經費建置更加智慧化

與氣候友善的校園空間環境。 

未來館為本校重要的公共空間，並委由本校未來智

慧工場此產學共創平台進行空間的活化與經營，後

續也將持續挹注資源於教學與永續推廣等軟體規畫

上，以提升本空間之綜效。 

9 

新增設備之建置建議增加考量蘊含碳

的觀點落實全生命週期碳盤查的實質

內容。 

感謝委員意見。因目前可取得資訊相對有限，將透

過本計畫實施，逐步落實各項環境資訊搜集與精細

度，並將產品碳足跡納入未來資料搜集內容。 

10 

本建案具備文化資產身分，提醒注意

與古蹟再利用計畫或相關因應計畫之

配合關係。 

感謝委員意見。考慮本案示範基地——未來館具備

文化資產身份，相關施作工程請廠商評估施作方式

與預期施作工項時，亦特別提醒需以文化資產保存

為重要前提，採行影響最小方式進行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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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部環境條件的分析與可能採用的因

應策略與評估，請納入考量，提供由

外而內的改變數據評比與對照。 

感謝委員意見。本次計畫前置基礎設置，已可掌握

館內分樓層電力使用情形，並於示範計畫後進一步

掌握分區設備電力使用情形及其他環境監控數據。 

12 

希望有個別空間使用的能耗分析，依

據季節時間，使用行為等面向有更細

緻的探討，並提出相應的智慧化管理

對策與對使用者的教育等。 

感謝委員意見。回應本次專家學者訪視交流意見，

新增智慧照明控制項目，提供管理者中央控制儀表

板進行掌握。並透過不同空間屬性（如辦公室、學

生自修空間、活動借用公共空間）之分區電力監控

設備安裝，進一步掌握用電情形分時紀錄，以形塑

未來智慧化管理政策。） 

有關使用者教育部分，擬透過環境監控偵測項目與

用電即時掌握資訊，開發提供使用者檢視之儀表

板，提升對於空間能耗與環境舒適度之認知。另與

借用基地空間辦理活動之單位合作，藉由取得數據

與基地情形，規劃進一步改善與氣候友善行動。 

13 

示範計畫目前聚焦於節能降溫及智慧

化管理平台之結合，未來建置之技術

知識可以做為示範型輸出及區域輔導

平台，以大學之社會責任帶動社區、

中小學及民眾之認知。 

感謝委員意見。透過本次計劃參與，亦期待將規劃

與施作經驗與在地各級學校分享。以校內為例，未

來館作為示範基地，除將個環境與電力監測設施進

行整合即時儀表板呈現外，亦預期與本校借用未來

館空間之師生，結合校園課程、一同企劃氣候友善

之活動發想。建置完成後亦可與教育部計畫團隊一

同辦理開放區內各級學校參與之計畫成果說明會，

以達推廣效益。 

14 

建議連結大學社會責任 USR 計畫，協

助中小學進行校園碳盤查，以及校園

樹木碳匯的測量，引領在地中小學實

踐 2050 淨零碳排政策。 

感謝委員意見。感謝委員意見。透過本次計劃參

與，亦期待將規劃與施作經驗與在地各級學校分

享。以校內為例，未來館作為示範基地，除將個環

境與電力監測設施進行整合即時儀表板呈現外，亦

預期與本校借用未來館空間之師生，結合校園課

程、一同企劃氣候友善之活動發想。建置完成後亦

可與教育部計畫團隊一同辦理開放區內各級學校參

與之計畫成果說明會，以達推廣效益。 
  



5 
 

目錄 
目錄 ................................................................................ 5 

⼀、計畫說明 ........................................................................ 6 

二、計畫團隊人事資料 ................................................................ 9 

三、學校基本資料 .................................................................... 11 

四、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主題構想說明(重要檢核要點) .................................... 13 
（一） 校方對於學校推動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的重點示範主題說明 .................... 13 
（二） 校方對於學校推動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的重點示範主題項目說明表 .............. 14 

五、本年度申請項目與經費說明 ....................................................... 17 

六、校園盤點成果(優勢、劣勢、問題及災害)- 表格不足填寫請自行增加 ..................... 21 

七、校園基本配置圖與標示歷年度施作範圍、項目說明 ................................... 24 
（一） 示範場域位置及區域歷年執行成果 .......................................... 24 
（二） 示範場域空間使用現況及規劃策略 .......................................... 26 
（三） 示範場域經營策略及歷年執行成果 .......................................... 29 

八、示範項目歷年監測數據紀錄作為基礎比較值 ......................................... 32 

九、預計當年度執行示範校完成可衍生效益 ............................................. 34 

十、示範校特色示範內容說明與效益（請清楚說明示範內容與四大循環銜接） ............... 35 

十一、歷年成果說明 ................................................................. 37 
（一） 獲得教育部補助項目使用現況說明(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加) .................... 37 
（二） 歷年獲獎/榮譽紀錄(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加) ................................. 38 

十二、示範校園發展藍圖(軟、硬體) .................................................... 39 
（一） 教學部分軟體及課程：可透過心智圖呈現 .................................... 39 
（二） 校園改造項目與硬體設施 .................................................. 40 

十三、申請項目執行策略說明 ......................................................... 45 
（一） 空調設備及變頻設備優化與智慧化系統安裝 .................................. 45 
（二） 即時監測電表整合與儀表板開發 ............................................ 46 
（三） 建築外殼塗布奈米複合材料降溫 ............................................ 47 
（四） 智慧燈控系統建置 ........................................................ 48 
（五） 室內環境監測系統裝設與主動通風循環加強 .................................. 49 

十四、配合申請項目填寫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相關議題實施成果 ........................... 50 
十五、合作之民間團體及社區伙伴(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 56 
 

  





7 
 

公室。為了持續深化永續發展的影響⼒，在教學⾯成⽴「國際永續學院」是⼀類實體之虛擬

學院，屬於⼀兼具學術教育與⾏動功能並提供社會實踐價值創造協作的對接平台，透過傾聽

與參與跨地域跨領域之永續議題，同時觀察與投⼊社區及產業發展與轉型之需求。並 以未

來館為永續⽰範及推動的基地，陸續完成本校溫室氣體盤查與第三⽅查證作業，並將電⼦ 

紙、協作式電⼦⽩板、電⼦簽章等新型態減碳數位⼯具導⼊校園。 

 

在《國⽴成功⼤學112 116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亦深刻回應並延續成⼤⼆⼗餘年的

努⼒，成功⼤學期許讓校園成為孕育想像⼒的場域，以厚實學術研究為基礎，提供想像未來

能⼒⾼質量習內容， 透過鬆綁體制、突破藩籬、深化跨域教學引導永續卓越研究，讓學⽣

在校園求學階段就能意識社會問題，並以研究成果積極參與解決全球議題回應社會需求與趨

勢，促進城市發展及世界永續，作為成⼤放眼百年所承載的關鍵任務與⼤學責任。 

成功⼤學在地理位置上不同於其他具有完整校區的學校，校本部被都市道路切分為規模

較⼩的⼋個校區，雖然增加了不少在整體規劃上的複雜度，但同時也創造了跟都市緊密結合

的校園空間。本次提案內容集中於校本部與勝利校區的未來館（樓地板⾯積：3502.5 平⽅公

尺）做為⽰範場域。未來館前⾝為成⼤舊總圖書館，與本校成⽴第⼀棟⾏政⼤樓——成⼤博

物館，皆是校園中重要的歷史建物，也圍塑出橫跨都市道路的校園核⼼場域，是本校學⽣與

市民⾼度連結的校園⽣活空間。希望能藉由本次重點策略的改造計畫，打造更友善與智慧的

都市與校園空間。 

3.校⽅執⾏相關永續校園履歷概述 (⾄少滿⾜其中⼀項) 

□1.曾經執⾏過教育部永續校園相關計畫三年以上者，且不得有放棄或重⼤延誤者。 

□2. 有執⾏過永續校園相關的⼯程改造經驗⼀年以上。 

▓3. 執⾏過教育部探索計畫⼆年以上並完成結案，或執⾏氣候友善校園計畫基礎校⼀年並經教

育部資科司相關符合永續校園業務之輔導計畫推薦者。 

□4.經縣市政府推薦並承諾作為該縣市永續智慧校園的帶領校。(需檢附縣市政府證明⽂件) 

說明: (依各校⽂件進⾏有效整理，並於最開始以表格⽅式呈現歷年經歷) 

 

項次 年度 計畫主持⼈ 計畫名稱與編號 

1 112 吳秉聲 教授 112年度國⽴成功⼤學永續校園計畫（探 N112007） 

2 106 楊永年 教授 106年度國⽴成功⼤學永續校園計畫（探 N1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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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預期成果(請以條列式說明，內容包含：校園實質環境改造預期成果、教案開發與分享…等) 

4-1主題推動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之主題及互動成果： 

(1). 能源與微氣候（主要）：掌握未來館不同情境能源使⽤情形、降低硬體運作能耗。 

(2). 建築物隔熱降溫（次要）：奈⽶塗層建築物試驗隔熱效果。 

(3). 校園健康維護管理（次要）：透過物業管理加強館內空間潔淨及垃圾與資源回收處理情 

形，並於加強館區周遭⼾外排⽔設施及景觀維護。 

 

4-2 校內推動低碳與永續校園預期成果： 

(1). 既有建物將低能耗作法開發測試與分享。 

(2). 透過中央控制即時掌握空調、與燈光開關。 

(3). 使⽤者情境與能源耗⽤情境紀錄與分析。 

 

4-3 與教育部推動新世代環境教育(NEED)推動之關聯做法說明。 

(1). SDG3：改善⼾外排⽔設施及景觀維護，維持周圍使⽤者健康福祉。 

(2). SDG7：降低未來館能源耗⽤。 

(3). SDG13：因應氣候變遷，進⾏未來館室內舒適改造以符合亞熱帶地區氣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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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團隊人事資料 

校內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與成員(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負責工作 

主持⼈ 國立成功⼤學 李俊璋 副校長 
節能推動委員會召集⼈， 

推動與意見諮詢 

共同主持⼈ 國立成功⼤學 吳秉聲 助理副校長 
校規會⼯作⼩組召集⼈， 

推動與意見諮詢 

⼯作⼩組 
國立成功⼤學 

策略發展整合室 
龔柏閔 客座專家 計畫提案 協調與執⾏ 

⼯作⼩組 
國立成功⼤學 

未來智慧⼯場 
蔡妤珮 執⾏長 未來館社群與學⽣活動組織 

⼯作⼩組 
國立成功⼤學 

未來智慧⼯場 
林柔秀 專案⼯作⼈員 計畫提案 協調與執⾏輔助 

⼯作⼩組 
國立成功⼤學  

總務處營繕組 
陳君達 技正 ⼯程事項施作討論與組內發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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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負責人任期說明(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職稱 姓名 
任期 

(年/月 年/月) 
計劃期間內 會調動者打勾(v) 

(113年2月 114年12月) 

副校長 李俊璋 112年2月－116年1月 X 

助理副校長 吳秉聲 112年2月－116年1月 X 

    

    

備註：各校校園推動委員會成員 /  校長、主任任期 /  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及成員：應確實成立「智

慧化氣候友善校園推動委員會」，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統合顧問、家長會、教師會、民間團體

及社區...等地方人才加入，本案鼓勵鄰近或相關聯之大專校院提供專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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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污災害感知與應變 

於室內人流密集空間裝設溫度及空氣品質

感測器偵測室內有害空氣因子（如一氧化

碳 (CO) 、 二 氧 化 碳 (CO2) 、 細 懸 微 浮 粒

(PM2.5)等），提供中央監控系統及時預

警並進行進行進一步應變操作策略，維持

校園健康環境品質與舒適度。 

■ 可感知與紀錄 

將智慧監測所得資訊（如電力、溫濕度等

資訊）進一步整合⾄可視性介面，並配合

規劃相關課程或活動，加強場域的示範

性。 

水與綠系統 

■ 水循環 

□節水措施  

■ 滲透保水 
串聯後棟旺宏館的新建工程，大量鋪設透

水性鋪面，增加區域滲透保水的效果。 

□滯洪與貯留  

□水淨化與降溫  

□水再生利用  

■ 自然滲透與澆灌 
利用透水性鋪面與此區域建物筏基集雨

水，並用於周圍綠地植被的澆灌養護上。 

■ 綠基盤 

■ 在地原生大喬木綠化 
於周遭廣場綠地增植原生喬木植栽，加強

固土與綠化。 

■ 環境友善鋪面與親和

性圍籬 

配合旺宏館新建工程，串聯區域步行動

線，並於本館後側增設開放木平台空間。 

□生物多樣性棲地  

□生態廊道  

資源與碳循環 

■ 可回收資源 ■ 一般性資源回收 由管理人員定時清潔，並落實垃圾分類。 

□ 可再生利用資源 

□材料再生轉用  

□設施再生轉用  

□設備再生轉用  

□ 有機碳循環資源 

□ 落葉與廚餘堆肥  

□表層土壤改善  

□食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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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示範案)專用表格 
 

六、校園盤點成果(優勢、劣勢、問題及災害)- 表格不足填寫請自行增加 
 

校名 國立成功大學 

優勢 

□未盤點，尚不清楚 

□已盤點，無具體優勢 

■ 已盤點，具體優勢 

說明 

1. 位於校本部核心校區，緊鄰學生生活場域，且交通便

捷，對一般民眾開放，具公共性且能見度高。 

2. 為校園重點公共空間建物，長期區域規畫均可有效

串連資源。 

3. 後棟旺宏館新建工程落成後，形成良好的學生活動場

所，未來也將持續規劃此區為多元跨域的學習場域。 

4. 本建物自2019年年完成整修後，已舉辦多次大型活

動與多元課程，為校內能見度極高的場館。 

劣勢 

□未調查，尚不清楚 

□已調查，無具體劣勢 

■ 已調查，具具體劣勢 

說明 

1. 台南市日照時數長，年度平均日照時數達2202.9小

時，六都中僅次於高雄市。 

2. 夏季氣候炎熱，雨量集中。 

3. 本場館為台南市政府指定歷史建築，須維持其建物的完

整性，尤其水平帶窗的簡潔立面，更是本場館一大建築

特色。因此較難進行附加的遮陽或隔熱及通風設施。 

4. 館內24小時自習空間開放，空調設備夏季需全日全時

段開啟，能源耗用較多。 

5. 空間限制較多，無法裝設水冷式空調設備。 

問題 

□未調查，尚不清楚 

□已調查，無校園問題 

■ 已調查，校園問題 

說明 

1. 如何在歷史建物的諸多整建限制下，有效降低建築

物耗能？ 

2. 如何維持學生高度而多元的使用狀態下，並打造氣

候友善且舒適的校園空間？ 

是否知其災

害潛勢 

□未調查，尚不清楚 
■ 已調查，無災害潛勢 
□已調查，具災害潛勢 

災害潛勢：■ 地震 ■ 水災 □火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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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附上災害描述、災害潛勢地圖、或其餘可輔助說明之文字或照片： 

成功大學各項災害潛勢中，校本部位置分別分佈於地震前適中的土壤液化低潛勢區與中潛

勢區域，依據本校112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亦有淹水潛勢。 
 

 

 

（一） 臺南市東區天然災害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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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功大學所在位置土壤液化災害潛勢地圖 

 
成功大學淹水災害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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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示範場域空間使用現況及規劃策略 

本示範場預為1950年代的美援時期，成功大學與普渡大學進行合作計畫而建造舊總

圖，是戰後美援時期的現代主義建築，在上一代的成大人的記憶中，這裡被稱之為「K

館」、「舊總圖」。自2016 年起經歷多次翻新與規劃，2019 年整修完成後，定調此場館

做為學生跨域學習及創新創業之場域。此校園重要地標建物之空間分層介紹圖說如下： 

 

 
 

*資料來源：未來智慧工場 

 

1. 未來館 1F 空間現況 

現階段一樓空間以永豐銀行數位分行與國際處GCAC為主，互動空間設有學生討論區桌

椅，使用者多為學生族群，使用情境多為中午飲食、自修與討論報告。永豐數位分行為永豐

銀行與成大共同創建首間的數位銀行，行內作業皆以數位化、無紙化執行。 

2. 未來館 2F 空間現況 

在二樓的空間配置上，由左⾄右，分別是「 K 館咖啡」現為 24 小時開放的學生自修室。

入口樓梯接壤的大廳可供舉辦小型活動，也曾作為「成大永續週」的主展場地。右側的「未

來進行室」的場地則為多功能空間，內有大型LED電視牆可供展覽及教學使用。最內側的

「未來階梯」為自動化多功能空間，只需一台平板即可操控整個空間的電子設備，包含燈光

情境、麥克風音量、投影幕畫面切換（可同時投放投影片畫面及現場攝影畫面，並可錄製全

畫面），還有廣角攝影機可自動追蹤台上講者移動，完整的設備可以滿足多元的用途，甚⾄

可作直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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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示範場域經營策略及歷年執行成果 

未來館除了空間的多元使用外，如何在此空間架構下，培育未來人才因應未來的挑戰？

也是場域經營的一大挑戰。下一個世代將遇到更多挑戰，社會結構的變動、新科技的快速

發展、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在高速變動且越趨複雜的社會下，「未來智慧工場」祈願扮

演深化「未來館基地理念」的管理單位角色，以 Future Dynamic Program 落實「以未來

館為基地，共創未來」的願景。藉此擴大學生們的視野，看見世界的改變，為社會帶來革

新式的影響力。結合開放的樓層空間使用作為創新基地，鼓勵學生團隊進駐，前來未來館

找尋能夠與業界真正接軌的題目，以永續發展、社會創新為題，連結外部資源與產業發起

對未來的探索與實作專案。在永豐產學合作專案的支持下，自2021年起，也在未來館成功

執行不少永續創新的專案與跨域課程，諸如：向未來提案計畫 Future Dynamic Program、

創意領袖發展（Creative Leadership Development）課程等，也吸引眾多不分科系的學生

持續參與。 

 

 2023-2024年 教學相關計畫 執行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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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再生設計工作營 資料節錄 

 

2023 延展實境校園 資料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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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空間營運成果 資料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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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示範項目歷年監測數據紀錄作為基礎比較值 

(例如:室內空間用電量、用水量、溫度、濕度、風速、照度、二氧化碳等；室外空

間綠化面積、外部溫度、濕度、風速、風向、空氣污染、雨中水儲水量等) 
 

 

 

近5年本校用電量統計與 EUI 值 

 

近5年本校自建太陽能發電量統計－力行校區綠色魔法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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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本校用水量統計 

 

2022年度7月（綠色）與2022年度12月（棕色）未來館各空間空調用電量統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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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預計當年度執行示範校完成可衍生效益 

國立成功大學未來館位於大學路上勝利校區，與成大博物館相對，是進入成功大學的

主要門戶之一，同時位於校園核心軸線上，連接成功校區的教學空間與勝利校區的學生宿

舍，形成校園的重要樞紐。作為歷史建築，未來館的地理位置不僅代表彰顯當時的建築特

色與歷史淵源，更在過去多次成為舉辦全國性活動的辦理場地，譬如2017年台灣設計師週

和2020年的全國古蹟日等。 

此外，未來館也是成功大學推動永續發展、創新實驗的重要基地。本次計畫的實施將   

進一步深化未來館在成功大學永續循環示範基地的角色。透過改善與示範措施，未來館將不

僅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是實踐永續發展理念的先驅。連結學生生活場域的未來館，不但可活

化歷史建物，提供優質的教學和活動空間，更將成為一個充滿創新和實驗精神的環境。藉由

未來館的場域特性，提升了示範基地的全國性能見度。學生、教職員以及外部社區將更深入

地了解並參與永續發展的實踐，也象徵著成功大學在永續發展領域的承諾和努力。 

透過這次計畫的實踐，未來館將成為對校內也是對城市最好的舊建築永續示範場域，

發揮更大的社會價值，成為學術、文化、與永續發展的結合點，向外展現成功大學的永續

典範。透過此次示範計畫試行的組織架構，也可有效在校內小規模或重點區域繼續發展更

完整的永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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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示範校特色示範內容說明與效益（請清楚說明示範內容與四大循環銜接） 

本案選擇本校歷史建築「未來館」(原舊總圖書館)作為示範場域，未來館位於本校核心位

置，除了是師生及市民孰悉的交流空間外，也是本校十分重要且顯著的歷史建物。身處於台

南的成功大學，以月均溫而言，平均超過27度的月份有5個月，具現代主義水平性大面積開窗

的未來館有充足的照明，通風情形良好，惟夏天時因爲屋頂與外部傳導的輻射熱影響空間內

部舒適程度外，也提高空調設備在館內的負載情形。面對永續的重要課題，此次示範內容除

了於「能源與微氣候」的著墨外，也希望能串連周遭的校內建設，有效地戶外空間及改善室

內的「環境與健康」與「水與綠系統」，也希望能進一步運用既有資源，延長設備使用年限，

完成「資源與碳循環」的應用。 

在「能源與微氣候」方面，藉由「永續校園規劃工作小組」的定期討論，協調及整合此

區域內諸多校內建設，有效留設透水性鋪面與創造戶外陰影，也在後方旺宏館的新建工程中

創造人流與空氣都能流通的半戶外川廊，確保校園通風也營造舒適且友善的戶外環境；室內

部分則鎖定能源中的節電設施與設備規劃，希望能於此次改善既有的空調系統，有效降低用

電量與建築耗能。 

未來館空間性質多元，包含辦公空間、對外租用的活動空間外，亦有針對學生開放的24

小時自修空間。在2022年與2023年，本館已分別完成空調與分樓層用電情形監測裝置佈設，

可初步觀察分時與樓層用電情形；本次期望進一步在不同迴路安裝監測電表，以了解不同樓

層間分區用電情形。此外，2022與2023年度裝設之監測電表，目前分別有線下系統與雲端系

統紀錄，預計透過新裝設電表，配合開發未來館專屬監控系統，整合相關資訊，以識別用電

熱點與尖峰期間，進行未來節電策略之擬定。再加上目前本館內部空調設備為2017年時，配

合台灣設計展的規劃而裝設，近年於夏季使用高峰期間，常有故障待修情形。此次擬將原設

於未來館頂樓之變頻器更換移⾄室內，避免天氣過熱故障情形，並搭配原先裝設空調設備即

時電力監控，確認變頻器更換與移置成效。除此之外，此次也預計增設空調設備的智慧溫控

裝置與中控系統，調節空調溫度的設定與各風機的運轉，減少能耗。藉由「即時監測電表整

合與儀表板開發」、「空調設備及變頻設備優化與智慧化系統安裝」兩大策略望有效降低館

內電力使用情形。 

於「環境與健康」方面，除了前期立面修復工程，局部修復及增設遮陽板外，也將持續

配合現有物業管理等軟體的管理建置。本次針對建築外殼的散熱與降溫，規劃「建築外殼塗

布奈米複合材料降溫」與新科技的結合， 以奈米複合材料為塗布建築外殼，在不影響歷史建

物外觀前提下，亦能減少建築蓄積之輻射熱，達到建築物降溫效果、減少館內空調耗用能源；

並增加「智慧燈控系統建置」與「室內環境監測系統裝設及主動通風循環加強」策略方向，

打造更舒適友善的空間使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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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綠系統」則是延續旺宏館與未來館相連接的水與綠基盤設施，完備區域的基盤設

施，並加強戶外既有綠地的綠化與休憩角落，與學生社群活動與自主學習連結，期望除了為

此區的使用者提供舒適環境外，也能打造成功大學的永續示範場域。除此之外，也將透過定

期的清潔與加強垃圾分類與廚餘的宣導，完整「資源與碳循環」方面的策略。 

透過四大循環架構出不同面向與行動策略方案，希望能有效結合本場館已具備的空間特

性與多元的活動，連結更多的族群與都市面向，未來更可進一步針對改善後的設備及空間，

規劃氣候友善的相關課程與教學活動，搭配既有的教學資源與學生族群，有效地推廣永續及

友善校園的觀念，形成名副其實的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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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年獲獎/榮譽紀錄(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加) 
 

項次 年度 獲獎名稱/名次 

1. 112 QS 世界⼤學永續發展排名，全球第131名 

2. 112 天下 USR ⼤學公民調查，公立 般⼤型⼤學組第1名 

3. 112 世界⼤學影響⼒排名(THE Impact Ranking)，全球24名 

4. 111 世界⼤學影響⼒排名(THE Impact Ranking)全球33名 

5. 111 遠見⼤學社會責任獎，綜合績效組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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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示範校園發展藍圖(軟、硬體) 
（一） 教學部分軟體及課程：可透過心智圖呈現 

「未來館」近年在校園空間的定位上，致力發展永續及跨域的新型態教學，而位於   

後方的旺宏館也於2023年落成啟用，更定調此區域在校園發展及學生生活上的重要地位。

如同前述，此二棟位於勝利校區的建築與位於成功校區的「博物館」，將形成重要的校園軸

線，成為師生匯聚的重要校園空間節點。 

於此，未來智慧工場自2017年持續經營未來人才議題，相信創新人才的培養除了

課堂上的學習，踏出教室之外，回應真實世界挑戰的能力更是重要。讓學生在課堂結束

後學習曲線  (Learning  Curve)  不停滯。希望能透過不同社群的經營，如「向未來提案 

Future Dynamic Program」及「未來，來吧！」等專案計畫，引導學生們培養未來技

能 (Future Ready Skill)，從創意力領導力 (Creative Leadership) 開始，培養永續跨域的

素養，學習團隊協作的方法與工具使用，並透過國際專業社群的連結，培養對世界趨勢

議題的敏感度。也可藉由共享空間的管理與經營，串聯校內不同的課程規劃與旺宏館的

空間資源，讓不同領域與類型的永續課程及活動，能在未來館場域甚⾄是周遭的校園空

間發生，便是對於永續教學與校園發展最好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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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園改造項目與硬體設施 

請以校園圖說為基礎，並需要提供完整圖說資料呈現，利於審查進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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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申請項目執行策略說明 
（一） 空調設備及變頻設備優化與智慧化系統安裝 

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項目

名稱 
空調設備及變頻設備優化與智慧化系統安裝 

問題

說明 

未來館安裝氣冷式空調設備已有六⾄七年，考量建築物空間特性與空間使用頻率不

等，夏季時需長時間開啟才能達到空間舒適冷度，機器負載高，使用能效將大幅影

響電力使用量；室外主機之變頻器也常因長時間的日照導致故障，也間接影響空調

效能及用電耗損。 

解決

策略 

1. 加強夜間開窗通風策略。 

2. 更換空調變頻器並移⾄室內，降低故障率。 

3. 裝設中央智慧溫控系統，有效調節各出風機之溫度及開關設定，節省不必要的

電力浪費。 

現況

照片 

   

說明 空間既有出風機 空間既有出風機 
氣冷式變頻器放置於頂樓，日

照曝曬情形 

拍 攝

日期 
2020 2020 2024.04 

1. 是否有搭配廢棄物再利用及廢棄物規劃： 

□有，說明： 

■無，說明： 

2. 後續維護管理機制規劃與維護成本說明：由管理人員協助夜間開窗通風，並定期檢視空

調設備開關與溫度設定。 

教學

規劃 

填寫說明： 

與學生自主使用空間製作解說牌，並對場地租借團隊加強開窗通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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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即時監測電表整合與儀表板開發 
 

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項目

名稱 
即時監測電表整合與儀表板開發 

問題

說明 

據電度資料顯示，未來館能源使用集中於夏季。目前監控電表可掌握空調用電及分

樓層用電情形，惟館內空間用途多元，且分階段安裝監控電表管理單位不同，尚無

法即時完整掌握各空間用電情形，研擬節電策略。 

解決

策略 

1. 在前期裝設即時監控電表基礎上，整合舊有系統及監控設備，並開發資料串接

系統與資訊視覺化的儀表板，以即時掌握館內各空間能源使用情形。 

2. 透過儀表板的可視資訊，並開發友善介面於公共空間撥放，也可進一步提升使

用者的節電意識。 

 

 

 

現況

照片 

 

 

 

 

 

說明 
未來館各空間空調用電情形 未來館目前安裝監控電表

網路傳輸 

未來館目前安裝監控情形 

拍攝

日期 
2024.01月製表 2024.01 2024.01 

1. 是否有搭配廢棄物再利用及廢棄物規劃： 

□有，說明： 

■ 無，說明：於既有系統及設備上增設或改善，無廢棄物產生。 

2. 後續維護管理機制規劃與維護成本說明：以已安裝即時監測電表進行即時監測與異常處

置，系統定期更新需業務費用與網路儲存空間。 

教學

規劃 

填寫說明： 

透過系統與儀表板開發，結合數據分析活動，即時將各空間用電情形展示於公共空

間，對外租用空間結合活動辦理，計算每場活動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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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築外殼塗布奈米複合材料降溫 

 

  

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項目

名稱 
建築外殼塗布奈米複合材料降溫 

問題

說明 

未來館夏季受氣候影響，日照強烈溫度高，南北向大面積開窗雖使室內照度均勻，

但長時間曝曬下建築物室內輻射熱散熱不易，空調設備使用頻繁負載過重，影響使

用者舒適度感受。 

解決

策略 

以新型奈米複合材料塗料噴塗於建築物外殼與室外設備，應可有效阻絕輻射熱熱源，

達到外部建物降溫效果，也可兼顧維持歷史建物外觀。預計先做屋頂部分塗布，搭

配偵測數據，再行規劃後續施工計畫；室外設備的塗布也可減低室外空調因氣溫過

熱頻繁出現熱當機情形。 

現況

照片 

 
 

  

說明 建物外觀 
氣冷式空調主機放置於頂

樓，日照曝曬情形 
 

拍攝

日期 
2021 2024.01  

1. 是否有搭配廢棄物再利用及廢棄物規劃： 

□有，說明： 

■無，說明：無廢棄物。 

2. 後續維護管理機制規劃與維護成本說明：依目前材料商說明，清係洗後於建物外部噴

塗，可持續10年，且奈米材料特性可以防污，達到自潔效果。外牆立面塗布應須有配

合搭架工程。 

教學

規劃 

填寫說明： 

藉由檢測施工前後量測室內溫度差異，作為空間改善紀錄案例與分期施作的評估依據；也

可製作材料式樣說明，供大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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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慧燈控系統建置 

 

  

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項目

名稱 
智慧燈控系統建置 

問題

說明 

未來館於2018年室內整修完成後，即採用T5 LED省電燈管，而未來館為南北向大面

水平帶開窗之建築，惟現有迴路及開關設定無法提供不同時間及情境下的使用模

式。 

解決

策略 

裝設智慧型開關及中控系統，提供不同使用情境模式設定，不僅方便使用者操作，

也有利管理人員檢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現況

照片 

  

 

說明 現有LED燈光 現有LED燈光與空間  

拍攝

日期 
2021 2021  

1. 是否有搭配廢棄物再利用及廢棄物規劃： 

□ 有，說明：  

■ 無，說明：於既有系統及設備上增設或改善，無廢棄物產生。 

 

2. 後續維護管理機制規劃與維護成本說明：由未來館物業管理人員管理，並作即時監測與

異常處置。除設備損壞更換外，暫無其他維護成本。 

教學

規劃 

填寫說明： 

依照光照時間及使用模式製作說明圖示，提供場地租借單位及使用人員操作解說，推廣

節能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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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室內環境監測系統裝設與主動通風循環加強 
 

  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項目

名稱 
室內環境監測系統裝設與主動通風循環加強 

問題

說明 

目前館內尚未安裝環境監測設備，未能提供空調設備開啟依據，僅依人體體感反

應，即時性較低也有個體差異。且人員於空間中活動區域較不固定，容易產生空氣

流動性較低的死角，但因歷史建築的重要文資身分，較難裝設主動性通風裝置。 

解決

策略 

1. 於館內分區安裝環境監測設備，搜集溫濕度、空氣品質等即時監測資訊，提供館

務營運人員作業參考依據。 

2. 添購可移動式的循環扇，供使用人員依不同情境使用。 

現況

照片 

  

 

說明 已採購移動式循環扇 已採購移動式循環扇 室內環境監測系統裝設 

拍攝

日期 
2022 2022 

照片為網路查找資訊 

（僅為呈現規劃示意） 

1. 是否有搭配廢棄物再利用及廢棄物規劃： 

□ 有，說明：  

■ 無，說明：於既有系統及設備上增設或改善，無廢棄物產生。 

 

2. 後續維護管理機制規劃與維護成本說明： 由未來館管理人員管理，並作即時監測與異常

處置。除設備損壞更換外，暫無其他維護成本。 

教學

規劃 

填寫說明： 

加強室內環境通風循環的宣導課程與活動，建立良好室內空氣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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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配合申請項目填寫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相關議題實施成果 
(請列出近兩年執行項目成果，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說明： 

延續本校區之規劃與量體配置原

則，並配合旺宏館新建工程作區

域景觀的串聯，增加建物周圍透

水性鋪面面積，並於本館後側增

植草皮與植栽。本館也透過立面

修復工程，修復老舊的水平遮陽

板與新增垂直隔柵板。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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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說明： 

考量整體校區的量體配置，規劃

後方旺宏館的合理棟距與高度，

以確保全區室外環境與通風。  

更於旺宏館新建工程中規劃中央

挑空的川廊，除了讓前後棟的活

動能有效串連外，也可保持良好

的通風路徑。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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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說明： 

透過館內各區域增加設置循環

扇，增加館內通風散熱情形。  

協調管理人員於夏季夜間先行開

窗降低室內溫度，增加室內空氣

循環，以減少日間空調用量。  

管理人員定時清潔，也於室內空

間擺設綠色植栽，同步提升視覺

與空間品質。  

 

 

照片： 

 

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說明： 

串聯後棟旺宏館的新建工程，大

量鋪設透水性鋪面，增加區域滲

透保水的效果。  

利用透水性鋪面與此區域建物筏

基集雨水，並用於周圍綠地植被

的澆灌養護上。  

 

照片： 

 
 

  



53  

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說明： 

於周遭廣場綠地增植原生喬木植

栽，加強固土與綠化。  

本年度也透過事務組協助，在

既有綠地上增植原生種喬木，

加強綠化。 

 

照片： 

 

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說明： 

配合旺宏館新建工程，串聯區域

步行動線，並於本館後側增設開

放木平台空間。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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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說明： 

甫落成啟用的旺宏館與未

來館相連接，已完成景觀

建置與透水鋪面設置，以

達到自然滲透與澆灌作 

用。 

照片： 

 

類別 □ 資源與碳循環      □ 水與綠系統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其他： 

說明： 

配合2020年拆除未來館

後棟工程，改建旺宏館，

並進行未來館後方立面整 

修，設置東西向金屬擴張

格柵網進行遮陽與導光。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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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資源與碳循環 □ 水與綠系統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其他： 

說明： 

因應未來館空間性質，委託

外部進行物業管理與清潔維

護作業。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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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合作之民間團體及社區伙伴(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團體/社區 
(村里)名稱 

 
負責人 

 

提供與支援活動內容說明： 

團體/社區 
(村里)名稱 

 
負責人 

 

提供與支援活動內容說明： 

﹝1﹞ 民間團體及社區伙伴：社區(鄉鎮村里)提供與支援活動說明，團隊組織及實績：應敘明協助本

計畫之建築、生態、都市、景觀、教育等各類專業人員與團體之基本資料，簡述其過去執行相

關計畫之具體成果。 

﹝2﹞ 亦鼓勵與各縣市政府既有永續校園夥伴學校或環境教育相關輔導組織整合，以協助學校執行本 

案。 



- 1 -  

□核定表 

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申請表
 

申請單位：國⽴成功⼤學 計畫名稱：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範計畫) 

計畫期程：⾃本部核定公⽂日起⾄112年12月31日 

計畫經費總額：8,784,000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額：6,684,000 元，⾃籌款：2,100,00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補(捐)助

項⽬ 

申請⾦額 

(元) 

核定計畫⾦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業務費 

 

600,000 

  本案經費項⽬為: 

建築外殼奈米複合材料噴塗（清洗與施⼯）、

建築外殼奈米複合材料噴塗（施作塗料購

買）、燈光智慧開關與中央控制改善⼯程、  

循環通風設備增置、變頻器更換並移⾄室內⼯

程、空調設備⼯程發包費設計監造費、空調設

備⼯程管理費、未來館空調節能⾃動控制⼯

程、環境監測儀器購置、各樓層分區電⼒迴路

即時監測電表安裝與系統整合⼯程、永續教育

宣導與推廣、空間維護管理、環境監控系統開

發費⽤、專家諮詢費、出席費、交通費、⼯作

費、印刷費、膳宿費、雜支  ，共 20 項 

 
設備及
投資 

 

6,084,000 

  

承辦 主(會)計 首⾧ 

單位 單位 

補(捐)助⽅式： 

部分補 (捐)助 

指定項目補 指定項目補 (捐)助□是 ■否 

【補 (捐)助⽐率   ％】 

地⽅政府經費辦理式： 

餘款繳回⽅式 ： 

□繳回 

□依本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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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申請表
 

 

 

 

 

 

 

 

 

 

 

 

 
 

※依公職⼈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 條第2 項前段規定，公職⼈員或其關係⼈申請補助或交易⾏為

前，應主動據實表明⾝分關係。⼜依同法第18 條第3 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5 萬元以上50 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分者，請⾄本部政⾵處網站(https://pse.is/EYW3R)下載「公職⼈員及

關係⼈⾝分關係揭露表」填列，相關規定如有疑義，請洽本部各計畫主政單位或政⾵處。 

  

申請單位：國⽴成功⼤學 計畫名稱：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範計畫) 

計畫期程：⾃本部核定公⽂日起⾄112年12月31日 

計畫經費總額 8,784,000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額 6,684,000 元，⾃籌款 2,100,000 元 

備註： 

⼀、本表適⽤政府機關 （構）、公私⽴學校、特種基⾦及⾏政法⼈。 

⼆、 各計畫執⾏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項⽬，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 各執⾏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項⽤規定、本部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

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規定，得逕於「⾏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友善經費報支專區 內審規定」查

詢參考。 

五、⾮指定項⽬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項⽬，得由執⾏單位循內部⾏政程序⾃⾏辦理。 

六、同⼀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 

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及⾦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 

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４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

使⽤費及⾏政管理費為原則。 

⼋、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宣規劃執⾏注意事項」、預算法

第６２條之１ 及其執⾏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其為「廣告」，且揭⽰贊助機關 

（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性⾏銷⽅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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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教育部補助支應7,000*1式=7,000元。 

工作費 219,600 一式 219,600 

1. 數據資訊收集、示範基地合作活動規劃、

專家聯繫、工程事項與計畫執行聯繫等。 

2. 全額由教育部補助款支應，183元/小時*8

小時*150=219,600。 

印刷費 40,000 一式 40,000 
1. 辦理成果與說明活動資料印刷費用。 

2. 全額由教育部補助款支應。 

膳宿費 20,000 一式 20,000 

1.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標準支應。 

2. 全額由教育部補助款支應。 

雜支 40,400 一式 40,400 

1. 前項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且單價未達 1 

萬元之物品。 

2. 由教育部補助款全額支應金額。 

小計 8,7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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