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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4⽉22⽇世界地球⽇，

蔡 英 ⽂ 總 統 宣 ⽰ ⼀ 項 重 要 的 ⽬

標 ， 即 到 「 2050 年 實 現 淨 零 轉

型」；這不僅僅是全球的⽬標，

也是臺灣的⽬標。要達到 2050 年

淨零轉型，⾸要是堅定落實能源

轉型⽬標，及早評估⾵險，並提

出具有前瞻性且務實可⾏的淨零

排放路徑圖，讓整體經濟結構的

轉型有所依循。

 本校秉持著對於社會責任的任務

及社會影響⼒的使命感，配合政

府 2050 淨 零 排 放 政 策 ， 以 臺 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四⼤轉型策略

「能源轉型」、「產業轉型」、

「⽣活轉型」以及「社會轉型」

為 基 礎 ， 訂 定 未 來 整 體 淨 零 規

劃，並推動減碳的階段性⽬標與

⾏動，達成淨零排放之⽬的，期

望 發 揮 倡 議 ⼒ 量 並 整 合 各 ⽅ 資

源，打造永續淨零的校園環境。

F O R W O R D

1影像來源:校園⾵景_⾦獎_魏志衡_仰望



2-1 學校簡介

臺北市⽴⼤學於2013年8⽉

1⽇正式成⽴，由臺北市⽴

教育⼤學及臺北市⽴體育學

院合併成⽴之綜合性學校，

聚焦成為⼀所「關注城市發

展之綜合型⼤學」，隸屬臺

北市政府之⾼教機構。

原臺北市⽴教育⼤學源⾃於

1895年建⽴的「芝⼭巖學

堂」。1945 年臺灣光復，

稱為「臺灣省⽴臺北⼥⼦師

範學校」；1979年更名為

「 臺 北 市 ⽴ 師 範 專 科 學

校」；1987 年升格為「臺

北市⽴師範學院」；2005

年8⽉1⽇改為「臺北市⽴

教育⼤學」。

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學，

為我國培育無數優質之學校

⾏政領導及教學⼈才。⽬前

通過教師檢定及考取正式教

師⼈數仍為師資培育⼤學之

領先者，是我國師資培育之

典範⼤學。

原臺北市⽴體育學院源⾃於

1968年「臺北市⽴體育專科

學 校 」 ． 迄 今 有 46 年 的 歷

史。

1996年升格為「臺北市⽴體

育學院」，是貫徹政府發展

全⺠體育政策，培養菁英運

動員、舞蹈藝術⼈才、各級

學校體育教師、運動教練、

運動科學研究⼈員、運動領

導⼈才及優秀社會體育⼯作

⼈員之重點學校。

INTRODU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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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北��大學

�� 邱��

��員生
�人數 8,698

學�地址 �愛��：�北�中正�愛國�路1�
����：�北�士林�忠�路二�101�

�地面積 1,319,332平��尺

�舍��
地板面積 264,903平��尺

�舍��
物面積 260,800.44平��尺

普��� 數量：131(間)， 面積：9,509平��尺

特別�� 數量：142(間)， 面積：11,038平��尺

�習工場
��驗� 面積：6,850平��尺

臺北市⽴⼤學融合兩校
原有優良傳統，在原有
師資培育的優良傳統
下，營造―所「師培典
範⼤學」；植基於培育
績優運動競技選⼿之優
勢．打造―所「⾦牌選
⼿基地」；更基於學校
在⼈⽂藝術、科學教
育、運動休閒的專業，
以及臺北市政府未來對
市政管理與發展⼈才之
需求，設⽴⼀所「都市
硏究智庫」。

112年度統計本校教職
員⽣⼈數共計8,698⼈，
其中學⽣有7,717⼈（學
⼠班5,120⼈，碩⼠班含
在職專班2,390⼈、博⼠
班207⼈），教職員⼯
及計畫專任⼈員981⼈
(專任教師321⼈、兼任
教師423⼈、職技⼈員
237⼈)。

此外，更以「教學卓
越、硏究精進、國際
化、產學合作、社區服
務」為五⼤發展主軸，
積極推動校務發展新⽅
向，成為具有規模和競
爭⼒之國內外知名都會
⼤學。

表⼀、學校場所資料表 3

影像來源:臺北市⽴⼤學



2-2 校園排放源

這份報告將會說明本校在航空旅⾏、其他運

輸、能源、建築和廢棄物，上述五個主題的

排放情況，並概述⽬前我們如何應對難以減

少的排放；淨零碳排放意味著我們的校園活

動不會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的淨增加（以CO

２當前排放量計算）。為了實現淨零排放，

⾸先需要將排放量減少超過⼀半，然後抵銷

剩下難以減少的排放，藉由可持續⾏動和倡

議，盡可能完成淨零碳排的⽬標。

其他運輸⽅⾯，主要評估本校公務⽤⾞的年

度碳排放當量，追蹤校園公務⽤⾞每年的實

際⾏駛⾥程和油料消耗量，進⽽⽤來估算

「104-111年其他交通排放當量」呈現之數

據。

能源⽅⾯，主要計算本校各種能源使⽤的

年度碳排放當量，包括⽤電量、天然氣和

⽤⽔量；並專注於本校最⼤宗的碳排放─

⽤電量，列舉歷年的電⼒節約措施與成

效，以證明臺北市⽴⼤學致⼒實現淨零碳

排的不懈努⼒。

建築⽅⾯，致⼒於透過建築的興建、維護

和拆除來降低建築材料和運營階段的碳排

放。專⾨設⽴探討該主題，乃因本校圖書

館改建⼯程獲得中華⺠國內政部的綠建築

標章，該建築具備太陽光電板，⼀樓地坪

鋪有透⽔鋪⾯，並配置充⾜的植栽綠化⾯

積。

最後，廢棄物⽅⾯，主要估量⼀般廢棄物

處理、資源回收、⼀般事業廢棄物和有害

事業廢棄物的年碳排放當量，並透過⽐對

不同年度的廢棄物種類數據，清晰瞭解廢

棄物種類變化的趨勢。另，特別考量紙張

採購的年排放當量，本校多年來對此積極

實施回收計畫，以改善因⼤量採購紙張伴

隨龐⼤的資源消耗和⽣產活動，為實現淨

零碳排⽬標盡⼀份⼼⼒。

航空旅⾏⽅⾯，主要關注的是外國學⽣（包

括僑⽣、港澳⽣及⼤陸地區來臺學⽣）、雙

聯學制學⽣以及出國進修或交流的本國學

⽣，其因搭乘航空⽽產⽣的年度碳排放當

量。⾃⺠國107年起，根據校務發展計畫開

始統計學⽣參與航空旅⾏的情況，包括往返

機場和搭乘的機艙類型（經濟艙/豪華經濟

艙），統計年份⾄111年⽌，簡列相關資

訊，學⽣⼈數⾃107年⾄111年分別為1,087

⼈、1,420⼈、837⼈、以及110年和111年

各計412⼈，且列舉學⽣前往的國家或地

區，並標⽰學⽣所攻讀的學位。總括來說，

5-2-1航空旅⾏提供學⽣航空旅⾏⽬的地及

相關數據，有助於更全⾯地了解學⽣的流動

情況和機動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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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3-1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全球暖化現象造成地球氣候極度變遷，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

⼤會（COP26）呼籲，全球溫室氣體排

放量須於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標。臺

北市⽴⼤學秉持著校園永續發展的理

念，積極展開碳盤查作業，以掌握各項

溫室氣體產⽣的來源，並依據排放數據

制定減碳相關措施。⼤學不僅是⾼等教

育的孕育地，同時也肩負著培養未來地

球公⺠的重要使命。

在教育和實踐永續發展⽅⾯，更是責無旁

貸。未來將根據盤查結果，作為本校⾃願

減排計劃的相關參考資訊，以推動持續有

效的溫室氣體排放管理⼯作，期望能逐步

降低碳排放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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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施減碳計畫

在教育和實踐永續發展⽅⾯，

更是責無旁貸。未來將根據盤

查結果，作為本校⾃願減排計

劃的相關參考資訊，以推動持

續有效的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作 ， 期 望 能 逐 步 降 低 碳 排 放

量！

「淨零碳排」（Net Zero）意

味著在特定的⼀段時間內，⼈

為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扣

除⼈為移除的量等於零；校園

的碳排放來⾃所有與學校⽣活

和教育活動相關的過程，這些

過程中能源和資源的使⽤，將

導致碳排放。透過校園的⽣活

和教育活動，將能源和資源使

⽤分離，從源頭減少排放。畢

竟，要朝著實現淨零碳排放的

⽬標邁進，只依賴可再⽣能源

是不夠的，勢必需要採取能源

和資源的減碳措施。

圖1、學校⾏政及教學組織架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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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簡述排放源分類及兩項額外項目

為說明臺北市⽴⼤學對於「淨零碳排」的⾏動，本報告將排放源

分為五⼤主題：航空旅⾏、其他運輸、能源、建築和廢棄物，依

據五⼤主題之引導，以說明本校在推動淨零碳排⽅向與作為。

此外，雖然我們未有與碳抵銷（購買他⼈的碳權）相關的項⽬，

但透過嵌⼊（建⽴本校⾃⾝從⼤氣中去除⼆氧化碳的項⽬）相關

的主題，以協助我們實現淨零排放⽬標，圍繞這項活動，包括另

外兩個主題：

關聯性─與教育與學習相關，與本校課程融合SDGs⽬標相關。

確保我們於教育與學習中，也⽀持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標（例

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標，ex:減少不平等）。

1.

數據和報告─確保能夠持續追蹤本校於「淨零碳排」的進展，並

讓其他⼈瞭解臺北市⽴⼤學的情況及未來計劃，例如透過本報告

書和學校網站上發布的年度相關報告。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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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目標

臺北市⽴⼤學的主要⽬標是，到2030年前

將全校總⼆氧化碳排放量降⾄⼀半。我們

需要完全抵銷2049年的排放，才能在

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但我們不會⽌步於

此，我們將持續減少排放，朝向真正的淨

零排放不斷前進！

另針對【2023-2050淨零碳排規劃】先

⾏概述，該圖說明臺北市⽴⼤學未來在

實現校園零碳⽬標⽅⾯的短、中、⻑期

計畫。⽬前已確⽴短期⾏動，其中包括

後續篇章會提到的排放和抵銷等關鍵內

容；與此同時，學校也不斷調整和精進

中⻑期計畫，以因應在實施計畫項⽬中

的各種變遷與可能。

請參閱第七章總結之【2023-2050淨零

碳排規劃】，這份規劃圖涵蓋三個不同

階段的淨零碳排籌劃，這不僅是對當前

⾏動的指引，更是對未來零碳⽬標的承

諾，體現了學校對環境永續發展的持續

關懷。

透過「淨零排碳報告」盤點各個單位的排

放情況，以期建⽴⼀個具有低碳與⽣態特

⾊的綠⾊永續校園，同時，也期望未來能

完成全校碳盤查，進⼀步完善本校溫室氣

體排放情形，不僅助於更加全⾯地理解我

們的碳⾜跡，也能提升報告的可信度。

⽬前淨零碳排報告書因國內⼤專院校未有

出版相關計畫書或報告書，能參照之架構

與內容有限；與各單位索要資料若超過五

年以上，故有業務交接、業務歸屬或廠商

置換等查無資料的問題。因此，這份「淨

零排碳報告」初步僅聚焦於校園碳排最主

要的源頭，主要使⽤107-111學年度之全

校資料，並特別涵蓋五個排放源領域，包

括航空旅⾏、其他運輸、能源、建築和廢

棄物。

8
影像來源:⾃⾏拍攝影像來源:⾃⾏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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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 SOURCE
CLASSIFICATION

5-1-1　歷年總碳排放量

依據「溫室氣體排放⼀覽表」列舉

校園⼤宗排碳項⽬：航空旅⾏、廢

棄物、天然氣、汽油與柴油（公務

⾞輛⽤油）、⽤⽔量及⽤電量，如

下圖1呈現，可以明顯看出⽤電量

的碳排遠遠超過總碳排放量的⼀

半，為臺北市⽴⼤學最主要的溫室

氣體排放來源。

由於107年度缺乏廢棄物資料（垃圾

清運，含：⼀般垃圾與資源回收

量），故總碳排放量略低於108年

度；⽽110年度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疫情嚴峻，防疫警

戒範圍擴⼤，學校因應政府管理指

引實施線上教學，直接導致許多類

別的碳排放量減少，故總碳排減少

⾄五年來最低；111年度碳排放量雖

因疫情趨緩師⽣回歸校園⽽提⾼，

但還是低於109年度總碳排放量，由

此可⾒，臺北市⽴⼤學的減碳成效

是有逐年提升的。

圖2、107-111年碳排放量⼀覽表

圖3、107-111年⼆氧化碳排放當量⼀覽表

※在碳排計算公式中採用了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環保署係數、自來水公司111年每度用水排放二氧化碳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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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排放源占比

本報告以近五年差異最⼤的108

年和110年之排放源占⽐直接⽐

對，發現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嚴峻，相較

108年的航空旅⾏碳排佔⽐，

110年碳排幅度變化較為劇烈；

汽柴油、天然氣、⽤⽔量及廢棄

物碳排佔⽐變化幅度不⼤；⽽兩

年度最⼤宗碳排種類皆是⽤電

量。

總體⽽⾔，從排放源的⽐例來看，

⽤電量是每年最⼤的碳排放來源，

其次是航空旅⾏所造成的碳排放。

其他排放源的⽐例每年未有⼤幅變

化。然⽽，110年的排放源中，電⼒

的佔⽐⼤幅⾼於108年，原因在於

110年受到疫情的影響實施線上教

育，使得國際⽣不必來臺灣也能夠

達到學習效果，進⽽讓航空旅⾏的

碳排放⼤幅減少，並提⾼⽤電量的

佔⽐。此外，108年是近期國際學⽣

最多的⼀年，國際學⽣總數達到

1,420⼈，⽽110年僅有412⼈。這樣

巨⼤的差距使得航空旅⾏的排放量

佔⽐相較108年⼤幅減少許多。

圖4、108年碳排種類─排放源占⽐

圖5、110年碳排種類─排放源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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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反思和引導

5-1-3　變數

臺北市⽴⼤學雖然已確⽴淨零碳排

的⽬標，並且對於下⼀步作為擁有

清晰的路徑規劃，但關於未來的發

展，存在多種情境。是否有類似

COVID-19的震撼事件即將發⽣？新

技術是否成為減排的新可能？對於

適⽤哪些新標準和規則，來核算和

報告溫室氣體排放？臺北市⽴⼤學

將繼續觀察跡象，並因應變數與時

俱進的修正。

⽽另⼀個影響淨零碳排的實踐─學

⽣⼈數。紐西蘭的奧塔哥⼤學曾指

出：「實現零排放的最快⽅式是關

閉⼤學。」然⽽，這將迫使教職員

⼯和學⽣轉到其他機構，卻未必對

臺灣或整個世界的溫室氣體排放情

況帶來更理想的結果。所以，我們

將持續提供卓越的教學和研究，同

時降低碳排放，使之成為淨零⽅案

的⼀部分。另外，本校已施⾏「112

年度臺北市⽴⼤學節約能源措施實

施⽅案」，針對減少碳排設定相關

⽬標，盡所能的逐步打造淨零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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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排計算公式中採用了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環保署係數、自來水公司111年每度用水排放二氧化碳之資料。

年份(�國年) 國�/地� 學� 學生數

107 日本 碩士生 92

108 大�地� 學士生 269

109 南� 學士生 129

110 馬來�亞 學士生 86

111 馬來�亞 學士生 80

「航空旅⾏項⽬」旨在計算本校外國學⽣（含僑⽣、港澳⽣及⼤陸地區來臺

學⽣)、雙聯學制學⽣、外國(境外)學⽣來校修讀「⾮學位⽣」進修或交流及

本國學⽣出國進修或交流之必要搭乘航空的年碳排放當量。

(1)⺠國107年配合校務發展計畫，陸續統計學⽣搭乘航空旅⾏項⽬，依據學⽣往返之起訖

機場與⾶機座艙（經濟艙/豪華經濟艙) 計算碳⾜跡。

(2)以下為歷年前五名學生往返的國家地區表：

5-2-1　航空旅行

圖6、107-111年航空旅⾏排放當量

表⼆、 107-111年 前五名學⽣往返的國家地區表
12



未來執行的策略

⽀持學⽣選擇最有效率的路線，並選擇

使⽤永續航空燃料的航空公司。

⿎勵並⽀持學⽣避免⾮必要的航空旅⾏
5-2-2

5-2-3

策略一

外在因素

策略二

策略三
持續進⾏創新解決⽅案的試點，例如增

設太陽能發電設備等。

外因一

未來是否因疫情或其他因素，造成各國

邊境封閉或各種旅⾏限制⽽改變航空運

⾏，以致碳排放量幅度劇烈變化。

未來是否因疫情或其他因素，以致碳排

放量幅度劇烈變化。

未來與他校合作可提出有關低碳排放之

會議和活動的建議。

外因二

外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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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其他運輸

「其他運輸項⽬」旨在計算本校公務⽤⾞的年碳排放當量，包含：中型巴⼠（校⾞）、⼋

⼈座廂⾞及兩輛機⾞。其中除了中型巴⼠（校⾞）使⽤超級柴油之外，其餘⾞種皆使⽤無

鉛汽油；⼋⼈座廂型⾞使⽤九⼆無鉛汽油，兩輛機⾞則使⽤九五無鉛汽油。

透過「104-111年度公務⾞輛⽤油統計表」針對校園公務⽤⾞計算每年各⾞輛實際⾏駛⾥

程與油料耗⽤公升數，進⽽估量圖8、「104-111年其他交通排放當量」呈現之數據。

(1)上述總⽤油量皆依104年為基準，以不成⻑為⽬標（校⻑公務座⾞，不列⼊減量計算，

並歷年依規定管考及填報⽤油報表）。

(2)學校校⾞⾏駛於博愛校區與天⺟校區站點，且供師⽣免費搭乘之接駁服務。

圖7、104-111年其他交通排放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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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目前執行的減碳策略

5-3-4　外在因素

5-3-3　未來執行的策略

策略三

策略二策略二

策略一 策略一

策略三

推動⼀週⼀⽇不開汽、機⾞，健康活動⽇，

公務⾞調派應儘量共乘，減少⾞輛出勤次

數；員⼯公出⿎勵搭乘⼤眾運輸系統。

博愛校區校園內設置電動機⾞充電設施並啟

⽤；天⺟校區內已設置電動汽⾞充電樁，惟尚

未啟⽤；且校園周邊設有共享⾃⾏⾞。

未來航空業發展且採⽤更低排放燃料，

以及這些燃料在⼤學學⽣⾶⾏的路線上

是否提供。

⾞輛定期維修保養及檢驗、⾞輛使⽤時，維持

省油⾏駛時速（如市區依速限⾏駛、⾼速公路

維持時速80~90公⾥）， 避免急煞⾞及急速起

動，及不必要之載重、⾞輛胎壓維持原廠建議

值、停⾞未關閉引擎（怠速）持續時間不得逾

3分鐘、定期記錄管控公務⾞輛之⽤油量。

評估多種停⾞、電動⾞充電、公共交通

與共享⾞輛設置。

未來與他校合作可提出有關低碳排放

之會議和活動的建議。

本校校園周邊設有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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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購電力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採用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總電力度數×排放係數×GWP

※總電力度數計算方式:總電力度數= 臺電電錶度數 (每月電費單據)。

「能源項⽬」旨在計算本校各能源的年碳排放當量，包含：⽤電量、天然氣及⽤⽔量。主

要列⼊計算之年份⾃105年起⾄111年⽌（102年8⽉1⽇才由臺北市⽴教育⼤學及臺北市⽴

體育學院合併⽽成之綜合性學校，故該年僅列為參酌）

另針對本校碳排最⼤宗─⽤電量，再列舉歷年電⼒節約事項，「節約能源成效」⽤以證實

臺北市⽴⼤學致⼒於淨零碳排的持續性作為。

(1)上述⽤電量已將博愛校區(主校區)、天⺟校區及五常校區(跨校資源─宿舍)列⼊計算。

(2)碳排放量於107年後明顯逐年減少，主要應與推動「節約能源實施⽅案」的成效有關；

⽽110年因疫情改為遠距教學，故影響全校⽤電量，然111年仍維持低於疫情前之碳排當

量。

圖8、102-111年⽤電量排放當量

5-4-1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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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實施節能手段

博愛校區 天母校區

於公誠樓地下3樓空調機房，汰換耗
能空調主機，更新節能空調主機，另
增設遠端監控系統，另設置各樓層電
動閥控制冰⽔管，以管控空調使⽤效
率。
於 本 校 教 室 及 宿 舍 ， 汰 換 30 台
1.5NT，10台2NT，5台2.5NT及5台
3NT舊式無節能冷氣機，惟配合政府
節能家電計畫，⾮屬於節能設備。

將鴻坦樓教室40WT8燈具更換⾼效
20WLED燈管，並拆除安定器減少損
失，更換數量共計4668⽀。
將鴻坦樓天花板燈0.02W燈具更換⾼
效率0.01W燈管，並拆除安定器減少
損失，更換數量共計2006⽀。
將停⾞場70W⾼壓鈉燈燈具更換為⾼
天井55WLED燈具，更換數量共計724
盞。

圖9、105-111年電⼒節約能源成效

臺北市⽴⼤學節能推動⼩組

已併⼊環境安全衛⽣(簡稱環

安衛)委員會議運作，會議時

間同環安衛會議，並已訂定

節約能源實施⽅案；節能管

理⼈員⼆校區各設置1位專責

⼈員，且均經受訓合格。

5-4-2　歷年電力實施節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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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實施節能手段

博愛校區 天母校區

圖書館原冰⽔主機20逾年⽼舊汰換移
⾄勤樸樓交替使⽤，並更新為101年
度較新冰⽔主機。
圖書館設備減少燈具盞數與汰換耗能
空調送⾵機，並配合節能政策更新節
能設備。

將泳池循環泵原為24⼩時運轉改為間
隔運轉。
鴻坦樓舊冷氣汰換為新型分離式冷
氣。

106年實施節能手段

博愛校區 天母校區

汰換耗能空調主機，更新節能空調主
機，另併⼊遠端監控系統，以管控空
調使⽤效率，另汰換區域⽔泵及冷卻
⽔塔變頻控制，以管控空調使⽤效
率。
中正堂3樓體育館球場照明改善，由
現有複⾦屬燈和T5燈，更換為LED節
能燈具。

鴻坦樓舊冷氣汰換為新型分離式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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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實施節能手段

博愛校區 天母校區

學⽣宿舍分離式冷氣55台⽼舊已逾9
年使⽤期限，汰換新節能1級標章分
離式冷氣58台。
10年以上⽼舊窗型冷氣報廢49台，汰
換新1級節能7.1KW窗型冷氣，更換
44台。

汰換鴻坦樓配電室、科資樓配電室、
詩欣館運藝室及⾏政樓電梯機房⽼舊
耗能之冷氣，並重新計算空調需量。
將⾏政樓及圖書館之T8燈管汰換為
LED燈。

108年實施節能手段

博愛校區 天母校區

公 誠 樓 廁 所 燈 具 250 盞 省 電 燈 泡
20W，汰換為LED 10W。
配合台北市環保局補助停⾞場T5燈具
汰換LED燈；公誠樓停⾞場326盞T5
燈 具 28W*2 ， 全 數 汰 換 為 LED 燈 具
20W*2；勤樸樓停⾞場預計汰換174
盞T5燈具28W*2，全數汰換為LED燈
具20W*2。上述皆設⾃動開關。

將鴻坦樓、⾏政樓及科資樓停⾞場⽅
向指⽰燈箱T8 30W*4燈管更換節能
LED 20W燈管共計55具。
汰舊⾏政樓及科資樓內T8*5(30W)燈
管，換成LED 10W崁燈。
將詩欣館室內溫度由26調⾄27度，調
升1度約省百分之6空調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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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實施節能手段

博愛校區 天母校區

中正堂冰⽔主機⽼舊已逾9年使⽤期
限，原定頻冰⽔主機更新為⼀定頻⼀
變頻冰⽔主機。
汰換勤樸樓11台⽼舊10年以上無變頻
節能分離式冷氣，更新為1級節能變
頻分離式冷氣。
汰換公誠樓755盞與藝術館779盞T5燈
具改節能LED燈具。

將⾏政樓宿舍現有T8 20W、40W燈具更
換為LED 8W、14W燈具。

110年實施節能手段

博愛校區 天母校區

勤樸樓5台、⾳樂館2台、藝術館3台
之分離式冷氣2RT⽼舊已逾9年使⽤期
限，汰換新節能1級標章2RT分離式冷
氣。
勤樸樓3台15年以上10RT箱型冷氣 汰
換成汰換新節能1級標章8台10KW分
離式冷氣機。
藝術館15台、勤樸樓24台、科學館5
台 之 無 節 能 標 章 及 9 年 以 上 窗 型 冷
氣，更換汰換新1級節能窗型冷氣。
操 場 ( ⾏ 政 ⼤ 樓 ) 複 ⾦ 屬 燈 更 換 LED
燈。

將詩欣館400W複⾦屬204盞燈具年使
⽤ 2000 ⼩ 時 更 換 其 中 28 盞 為 LED
400W 投 射 燈 並 減 少 數 複 ⾦ 屬 量 44
盞。
改善詩欣館B2空調機房2台60HP區域
泵變頻控制。

5-4-2　歷年電力實施節能手段

表三、107-111年 前五名學⽣往返的國家地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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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天⺟總⽤電
度數

天⺟校
區節電
率(%)

博愛總⽤電度數
博愛校
區節電
率(%)

總⽤電
度數

總節電
率(%)

109 7,812,400 -16.05 5,981,000 +1.41 13,793,400 -9.27

110 6,823,800 -12.65 5,145,800 -13.96 11,969,600 -13.22

111 7,650,600 +12.12 5,507,200 +7.02 13,157,800 +9.93

合計 22,286,800 -16.58 16,634,000 -5.53 38,920,800 -12.56

由表三可知，本校持續為節能盡⼒；以107

年為例，針對9年以上冷氣機107年預計更

新47台，實際更新129台，⾃105⾄106年陸

續汰換2部300噸主機，且本校EUI值105⾄

106年均達基準值，惟107年度因租借場地

⼤幅增加，期能增加校務基⾦收⼊，以致當

年度⽤電量增加⽽未能達EUI基準值。

最後，⾃後期建置⽔電空調監控系統，管理

與查詢相關報表資料，⽤以證實本校節能之

憑據（圖10、圖11）；並附「表四、109-

111年⽤電節電率及總節電率」⽰意相關節

能配套措施建設完畢後之成效，該系統設有

需量控制功能，且於109年度「臺北市政府

所屬機關學校⽤電效率管理計畫」成效初評

節電成效績優單位-學校A組第3名的榮譽。

圖10、⽔電空調監控系統

圖11、⽔電空調監控系統

表四、109-111年⽤電節電率及總節電率

5-4-2　歷年電力實施節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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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天然氣與用水碳排放當量

本校能資源業務由總務處營繕組推動執⾏，並於學校網⾴定期公告⽤電、⽤⽔、⽡斯資

訊；另設置環安衛委員會並依據業務需要置環境維護及安全組，其約能源、資源政策與管

理。

上述天然氣與⽤⽔量已將博愛校區(主校區)、天⺟校區及五常校區(跨校資源─宿舍)列⼊

排放當量計算。⽽⽔汙染之處理，因⽬前博愛及天⺟⼆校區汙⽔排放均已納⼊汙⽔下⽔

道系統，故無須報核汙⽔產⽣數量、無須制定⽔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無須配置汙⽔處理

專責⼈員，並已代徵下⽔道費⽤。

※天然氣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採用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天然氣總量×排放係數×放係數

※全校用水計算:採用台灣自來水111年每度用水排放二氧化碳(CO2)約當量:0.156克

※用水排放二氧化碳當量=(自來水公司總用電量產生CO2量（kg）＋自來水公司總用油量產生CO2量（kg）) / 總供

水量（度）＝0.156公斤CO2/度

圖12、102-111年天然氣排放當量

圖13、102-111年⽤⽔量排放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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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天⺟⽤⽔
度數

天⺟校區
節⽔率

博愛⽤⽔
度數

博愛校區
節⽔率

總⽤⽔
度數

總節
⽔率

109 78,414 -30.96 111,530 -3.64 189,944 -17.17

110 64,054 -18.31 85,700 -23.16 149,754 -21.16

111 73,235 14.33 94,823 10.65 168,058 11.22

合計 215,703 -34.94 292,053 -16.15 507,756 -27.11

最後，附「表五、109-111年年⽤⽔節⽔率表」⽰意相關節能配套措施建設完畢後之成

效，且於107年度「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節⽔成效統計及敘獎額度建議表」中榮獲

各級學校節⽔績效評⽐第1名。

5-4-3　天然氣與用水碳排放當量

表五、109-111年⽤⽔節⽔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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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執
行
的
策
略

通過持續性汰換⽼舊與增加節能設備，逐年減少全校⽤電幅度。

現有且未來持續進⾏之措施：

每年定期檢討合理契約容量訂定值，以減少基本電費⽀出。

每年定期檢視保養發電機、變壓器等電⼒系統設備，並洽專

業  技師評估變壓器設置總容與單位⽤電最⾼需量之匹配情

形。

宿舍、游泳池等場域其電熱⽔器汰換為⾼效率熱泵或太陽能

系統，並整合現有空調系統，應部分冷能。

圖書館改建平⾯圖屋頂設置太陽能板⾯積66.4平⽅公尺（設⾄容

量：6.6KW，地區發電量2.88度/KW，⽇預估發電量約：6.6 KW

x 2.8=19度，年預估發電量約：6.6 KW x 2.8 度x 365天=6938

度）及綠化植栽⾯積465平⽅公尺。

5-4-4

5-4-5

策略一

外
在
因
素

策略二

策略三 持續進⾏創新解決⽅案的試點，例如增設太陽能發電設備等。

外因一 氣候對於環境加熱或冷卻之需求(冷氣與空調系統的使⽤量)。

未來是否因疫情或其他因素，以致碳排放量幅度劇烈變化。外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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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建築

「 建 築 項 ⽬ 」 旨 在 透 過 建 築 的 興

建、維護和拆除，致⼒於降低建築

材料以及運營階段的碳排放。建築

和建造活動在溫室氣體排放中扮演

著重要的⾓⾊，⽬前已紀錄運營階

段 的 排 放 （ 請 參 閱 ： 能 源 和 廢 棄

物），但對於實現淨零的溫室氣體

報告⽽⾔，該排放實質體現碳⽬前

還不完全列⼊計算範疇之內。

本報告專⾨設⽴探討「建築」排放

的主題，乃因建築的興建、維護和

拆除為重要的排放和廢棄物來源，

⽽在項⽬初期的資本決策就有可能

影響後續建築使⽤時的碳排放⾼低

之結果；另，淨零碳排報告相關的

標準和義務，更包括碳盤查、碳中

和與政府相關計劃的變⾰，因此本

校需要更嚴密的準備才能夠完善呈

現該項⽬之報告。

※備註：世界綠建築委員會（World Green Building Council）指出，體現碳是指「與建築物或基礎設施的整個生命週

期中的材料和建築過程相關的碳排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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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面積 合計：1,319,332平方公尺

校舍總樓地板面積 合計：231,960平方公尺

校舍建築物面積 使用執照面積：229,398.13平方公尺

普通教室數量 數量：131 (間)，面積：9,509平方公尺。

特別教室數量 數量：142 (間)，面積：11,038平方公尺。

實習工場及實驗室

面積
面積：6,850平方公尺

5-5-2　目前本校建築現況

本報告以下透過表六查閱有關本校建築的基本資料，包括博愛校區和天⺟校區的綜合統

計，涵蓋學校建築物的規模和分佈，以及不同⽤途的空間⾯積。

本校圖書館改建⼯程之規劃設計，已透過中華⺠國

內政部的綠建築九⼤評估針對「基地綠化」、「基

地保⽔」、「⽔資源」、「⽇常節能」、「⼆氧化

碳減量」、「廢棄物減量」、「污⽔垃圾改善」、

「⽣物多樣性」及「室內環境」等九項指標為基準

之科學量化綠建築評估系統，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

認證（⾼於⼀般建築物之綠建築標章，如圖15）；

為地下3層，地上6層銅笳混凝⼟造⼤型空間類建

築，除了⼀樓地坪鋪設透⽔鋪⾯之外，屋頂設置有

太陽光電板30⽚，⾯積為66.4平⽅尺，發電量為

4.9KVA，供給6樓電燈照明使⽤，另有綠化植栽⾯

積465.28平⽅公尺，降低熱能來源。以上簡略說

明，證實本校建築於淨零碳排之邁進。

表六、 本校建築相關之基本資料

圖14、圖書館改建候選銀級建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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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執行的策略

確保進⾏中的建築升級和新建案優先考

慮低碳/零碳的建造⽅案。

透過研討會等活動建⽴建築領域的知識

和技能。5-5-3

5-5-4

策略一

外在因素

策略二

策略三

評估體現碳是否應納⼊溫室氣體報告以

及我們的淨零⽬標中，並確定其應納⼊

的⽅式。

外因一 建築法規或評估標準未來的變更可能。

溫室氣體報告或碳中和政府計劃的變

更要求。

低碳建材的可⽤性（供應鏈問題）。

外因二

外因三
27



※廢棄物處理計算:採用環保署係數,以垃圾清運單之清運量×垃圾清運單之清運量×月桃清潔企。

「廢棄物項⽬」旨在計算校內⼀般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

棄物之年碳排放當量（圖16）。本校環安衛委員會下設「環境維護及安全組」，權管業務

項⽬包含校內⼀般廢棄物處理及資源回收等事項，並委託公⺠營機構進⾏清除和處理。

107年度博愛校區和天⺟校區的⼀般廢棄物均委託⺠營合法機構：富鉅環保科技有限公

司，爾後，博愛校區的清除⼯作由⽉桃清潔企業社負責，⽽天⺟校區的清除⼯作則由公⺠

營利機構安忻有限公司進⾏。此外，由研發處負責處理事業廢棄物清運和毒性化學物質申

報等相關業務，博愛校區由增明環保協助清除，⽽天⺟校區則由嘉德創資源、國⽴成功⼤

學環資中⼼和宏揚環保協助處理和清除。

(1)透過圖16可明顯看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109年後廢棄物排

放當量逐年減低。

(2)另因本校配合淨零城市計畫及臺北市政府機關學校禁⽤⼀次性及美耐⽫餐具政策，辦理

學⽣餐廳及輕⾷區招商案，均明⽂列⽰內⽤不得使⽤⼀次性餐具，外帶未⾃備餐具者，需

付費購買。供應餐⾷廠商於現場提供⾃備環保餐具者價格優惠，共同落實減塑及廢棄物減

量。

圖15、108-111年廢棄物排放當量

5-6-1　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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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般垃圾與資源回收這兩⼤主要廢棄物類別，另外列舉 108-111 年度廢棄物種類的百

分⽐圖，以便清晰呈現各種廢棄物種類的變化量。

圖16、108年廢棄物種類

圖18、110年廢棄物種類 圖19、111年廢棄物種類

圖17、109年廢棄物種類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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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廢

棄物種類
一般垃圾 紙類 寶特瓶 鐵罐 鋁罐

事業廢棄

物

108 91.4% 7.6% 0.5% 0.3% 0.1% 0.1%

109 91.2% 7.5% 0.7% 0.3% 0.1% 0.2%

110 0.2% 7.7% 0.7% 0.3% 0.1% 0.1%

111 90.6% 8.1% 0.7% 0.3% 0.2% 0.1%

5-6-1　廢棄物

表七、 108-111年廢棄物種類

透過整理圖16⾄圖19的資料成表七，以便快速檢閱過去四年的廢棄物種類數據。由表中可

得知，⼀般垃圾⼀直是最主要的廢棄物種類，⽽各種資源回收項⽬的百分⽐相對較⼩。觀

察108⾄111年度的趨勢，可以發現⼀般垃圾的⽐例略微下降，⽽紙類的⽐例稍微上升。透

過⽐對不同年度的百分⽐，有助於更清晰地理解廢棄物種類的變化趨勢。

最後，將紙張採購排放當量另⾏列⼊

考量。這是因為紙張的⼤量採購通常

伴隨著龐⼤的資源消耗和⽣產活動。

學校機構在⼤量採購紙張的同時，若

實施了有效的回收計畫，將影響其紙

張廢棄物的排放當量。值得⼀提的

是，本校除了回收作業處理之外，也

⼀直在積極推動無紙化作業，簡化各

類公⽂和⽂件申請的流程。因此，從

108年起，每年致⼒減少5%的紙張採

購量，旨在為實現淨零碳排放⽬標盡

⼀份⼼⼒。

圖20、108-111年紙張採購排放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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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執行的策略

持續推⾏和宣導「垃圾減量」活動，

例如：禁⽤免洗餐具、少喝瓶裝⽔及

飲料、拒⽤⼀次性與不環保產品等，

共同落實減塑及廢棄物減量。

持續推廣⼀般物品回收再利⽤，例

如：教具重複使⽤等。5-6-2

5-6-3

策略一

外在因素

策略二

策略三 與公⺠營機構合作持續減少廢物。

外因一
需配合政府政策或臺北市提供的回收

設施的可⽤性。

供應商改變包裝以減少廢物的能⼒

和意願。
外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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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OFFSETTING
本 校 透 過 種 植 樹 ⽊ 與 ⽣ 態 保

育，來達到碳抵銷的⽬的。樹

⽊在碳儲存⽅⾯扮演著關鍵的

⾓⾊，不僅能夠有效降低環境

溫度，減緩城市熱島效應，還

有助於減少⾬⽔地表逕流。此

外，樹⽊在緩解氣候變化⽅⾯

發揮著重要作⽤，樹⽊除了能

減少空氣中的懸浮顆粒物，更

得吸收⼤氣中的⼆氧化碳進⽽

儲存，是陸地上重要的碳匯。

然⽽，要達到實質的碳抵銷效

果，需考慮樹⽊種植的地點、

樹種選擇、⽣⻑資料及碳吸存

的⻑期維護管理。本校使⽤衛

星遙測技術，依據植物在不同

波段下的變化，結合地⾯調查

相關資料，建⽴⽣態空間發展

模式，以利更清晰地瞭解植物

於 校 園 及 週 遭 環 境 的 分 佈 狀

況，據以計算樹⽊儲碳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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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

(1)NDVI：使⽤Sentinel-2衛星的遙感觀測數據，透過紅光反射（RED）和近紅光反射（NIR）

製作植被指數，其中最廣泛應⽤的是常態化差直植⽣指標，是⼀個植物⽣⻑優良的指標，不

僅能監測植物⽣⻑⾯積的變化，還能評估植物的⽣⻑品質，充分反映植物的⽣理特性。應⽤

這個指數進⾏植物和綠地的監測時，能夠獲得⾼度準確的結果。

其公式如下：

 NDVI =

(2)確認樹⽊確切位置和⾼度：透過10M航照圖顯⽰樹冠和樹叢位置，並使⽤NDVI影像過濾⾮

地表點雲，得到樹冠點雲，以在Arcgis中確認都市中樹⽊的準確位置，並以點位資料表⽰之。

再以數值⾼程模型(DEM)和數值地表模型(DSM)之數值資訊與典位資料套疊，獲得每棵樹⽊之

⽣⻑⾼度資料。

(3) 胸⾼直徑判定：計算樹⽊碳儲存量需要樹⽊的胸⾼直徑數據。因此，根據每棵樹⽊的⾼度

資料、樹種⾼度及胸⾼直徑⽐例進⾏估算，以推算出每棵樹⽊的胸⾼直徑，以便後續計算碳

儲存量。

(NIR-RED)

(NIR+RED)

圖21、操作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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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樹⽊碳儲存計算：依據IPCC（2006）的碳儲存轉換公式，透過樹⽊的主幹材積，以基礎⽊

材密度（BD），計算主幹的⽣物量，再利⽤⽣物量擴展係數（BEF）將主幹⽣物量估算⾄地

上部⽣物量。最後，將⽣物量乘上碳含量（CF），即可轉換樹⽊材積為碳儲存量的資訊。公

式如下：C=V×BD×BEF×CF

綜合前述內容，透過城市發展學系的研究，學校已建⽴樹⽊固碳的相關資料，得出博愛校

區之固碳量為1195.27公⽄，天⺟校區之固碳量1050.26公⽄，這些資料將被⽤來抵銷⽬前

尚未完全消除且難以避免的碳排放，進⽽實現本校對淨零碳排的承諾。

圖22、樹⽊固碳量計算流程圖

圖23、博愛校區－點位資料 圖24、天⺟校區－點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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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50淨零碳排規劃】總結臺北市⽴⼤學未來對於實現校園零碳⽬標⽅⾯的短、

中、⻑期計畫。⽬前已經確定較為具體的短期⾏動，如前幾節中所述之排放與抵銷等內

容，同時持續調整和精進本校的中⻑期⾏動，⽤以應對計畫項⽬中獲得的經驗、反饋及整

個世界的變化。請參酌【2023-2050淨零碳排規劃】的主要⾏動和⾥程碑，該圖涵蓋三階

段零碳的籌劃。

SUMMARY

圖25、2023-2050淨零碳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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