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 濟 大 學 

104 學年度「綠色大學、永續校園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05 月 13 日(星期五) 10：00-12：00 

開會地點：第二教學研討室 

主    席：許木柱副校長 

出席人員：林委員聖傑、謝委員坤叡、范委員揚晧、周委員德禎、江委員允智、邱委員奕

儒、林委員敏朝(慈濟基金會營建處)、謝委員景貴(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林委員

佳儒(學生會代表-生科系)、吳委員宣瑤(學生會代表-公衛系) 

列席人員：總務處-方仁輝秘書、總務處庶務組-黃正立組長、總務處營繕組-劉志宣組長、

環安中心常亞東組長 

請假人員：王本榮校長、劉委員怡均、楊委員仁宏、張委員新侯、劉委員佑星、梁委員明煌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蔡委員貴宗(國慶里里長) 

紀錄：劉玉琳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范委員揚晧報告(詳如附件一)：  

(一)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二)103 學年度具體成果 

(三)103 學年度能源使用情況 

(四)推動計畫與目標 

(五)辦理「綠色大學聯盟 105 年度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二、委員討論與交流： 

(一)「綠色大學聯盟 105 年度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辦理方式： 

1. 江允智委員：通識教育中心預訂於 10 月底至 11 月初舉辦「全國通識教師研習營」，

並以環境教育作為研習課程主題，建議將此研習課程與綠色大學聯盟會員大會結合

辦理，讓會議更具意義與功能。 

2. 范揚晧委員：綠色大學聯盟活動業務今年起轉由成功大學主辦，依其組織章程，會

員大會的召開有一定時間規定，故待本處與成功大學確認會議期程與細節，如時間

可配合，二單位再共同協商合作事宜與工作規劃。 

(二)冷氣開放使用後的節電方式建議： 



1. 林敏朝委員： 

(1)今年度學校用電將因教室、宿舍增設冷氣而大幅增加，對學校是一大負擔，必須

研議其它節電方式以縮減全校用電量，學校目前針對冷氣機、送風機的節電方式，

是以每小時輪停 5 分鐘，但此時間的設定可以再作研究，如分析台電的送電高峰

區間，結合節能系統，將教學區、宿舍區設定不同的冷氣開放時間，以降低尖峰

時間的用電量，調節平均電量，讓電費和用電量不會激增，再請總務處研究更佳

的用電區間操作方式，及設定送風機每小時停機時間，而該數據分析出來後，也

可提供師生參考使用。 

(2)依據醫院過去的經驗，設定送風機每小時暫時停機，其實不是最好的節電方式，

必需要了解機械性能，才能找到最佳的節電方式，就如電燈在開啟時的用電量最

大，送風機馬達亦是在開啟時用電量最高，馬達的轉速和用電量的有依存關係，

控制馬達轉速下降 50%，用電量可節省 75%，所以醫院將大型送風機都改用變頻

機種，以調低送風量來省電，這是在醫院投入 IEQ(室內環境品質)後所發現的成果，

國內還甚少人注意，並以其作為節電手段，建議總務處可參考醫院經驗，讓用電

量、費用、EUI值都能同步下降。 

(3)另分享慈濟科大總務單位發現的有趣現象，慈濟科大師生之間存有相互提醒溫度

未到不開冷氣的默契，這種節能氛圍已在慈濟科大形成，節能風氣的養成，是落

實節能行動的重要關鍵，建議二校總務單位再尋機會作經驗交流。 

2. 許木柱委員：除利用公式計算送風機停機幾分鐘能最省電，另也可考慮依空間屬性不

同，設定不同的停機時間，例如設計實驗，研究在不同空間每小時停機 5 分、10 分

鐘或每 30分鐘停機5分鐘的效益，以作出符合使用者的環境需求且更為節能的設定。  

3. 江允智委員：成功大學曾作過相似的研究，該校選取部分教室作情境分析，並以問卷

調查使用者的反應，以找出最適合的節能方式，而因為每間學校所在環境不同，本校

也可透過情境分析，研究出最適合本校的節能方式。 

4. 營繕組劉志宣組長：學校目前在空調管制上已按不同空間的性質分別做管控設定，如

冬季期間(11月-3月)，部分教室、辦公室冷氣不開放，以及依實際需求，在研究室、

實驗室、辦公室作不同的時間管控，如何做到更有效益的能源控管，本組會利用能管

系統上線後這一年的統計數據再作研究，調整各類型空間的管控方式。 

(三)冷氣開放使用後的配套措施建議： 

1. 學生會代表-公衛系吳宣瑤委員：配合電能管理系統上線，普通教室自 5/9 起正式實

施有課給電管理制度，教務處雖已於網路公告布達資訊，學生會仍持續接到同學反映，

認為教室斷電的很突然，且連電燈、風扇都無法使用，同學無法留在空教室休息或讀



書，可能會抑制學生的學習效果，故建議相關單位再思考，維持提供基本的電燈、風

扇使用，或發放問卷調查學生對教室的使用需求，如有需要學生會亦可配合調查，一

同找出較好的教室電能管理方式。 

2. 范揚晧委員：在教室未設置冷氣及電能管理系統前，經常發生教室無人使用，但電

燈、風扇、投影機等設備未被關閉情況，或僅一、二人使用教室卻開啟全區電燈、風

扇，故在冷氣上線前建議教務處規劃各區開放幾間教室不控管風扇、電燈，讓同學可

集中使用，以落實教室有課給電節能措施，也滿足部分同學不喜歡去圖書館，喜歡就

近在教室看書的需求。教務處目前規劃以大一教室為主要開放區，地點與管理方式再

請教務處多加宣導，如同學仍有需要未被滿足，再討論是否增加開放區，慢慢調整達

成使用平衡。 

3. 林聖傑委員： 

去年為教室、宿舍裝設冷氣一事，曾請學生會協助發放問卷，向學生徵詢、調查

冷氣裝設意向，在當時即已調查過學生對相關節電措施的接受意願，而調查結果顯示

大多數同學都可接受且配合。今年在冷氣開放使用後，學校電費勢必將大幅成長，增

加學校開支負擔，為此，在收入未增加的情況下，大家應齊心合力，思考如何截長補

短，並檢討改善過去在教室使用上，學生未做好自我管理的行為。 

目前配合教室有課給電措施，保留各系大一教室在無課時亦開放照明、風扇電源，

以此舒緩同學聚會、使用空間的需求，但仍建議有讀書、研究需要的同學，應到圖書

館等有合適照明、公用冷氣的場域，此點也請學生會幫忙宣導。如同學仍反應教室不

敷使用，再請學生會協助以前次問卷延續調查，並討論如何調整以符合同學需求。 

(四)提升「綠色大學、永續校園」推廣行動的學生參與程度： 

1. 邱奕儒委員：在「綠色大學」推動計畫中，最為重要的宗旨係全體教職員生的共同

參與，及共同經營永續的生活空間，而配合本校「自然與環境概論」課程，通識中

心每學期舉辦一次「友善校園環境改善競圖」比賽，過去的作法是徵選學生提案並請

校外委員專家評比票選，再於公開集會表揚獲獎者，但無下一階段的具體實現作為，

實為可惜。故在此邀請總務單位於往後比賽一同出席評比，並以專業角度說明改善計

畫的限制，同時每年挑選一、二件提案，針對提案思慮不周的部分提供專業輔助，以

利提案具體實現，逐步完成學生的期待目標，讓學生不再只是使用者，而是轉換成參

與者和管理者，營造學生的共同成就感，學生回到校園也能回憶起過往成就，也能提

升「綠色大學」推動計畫中，學生參與的性質。  

2. 林敏朝委員：對基金會而言，鋪設連鎖磚的重要性亦不在其對土地的透水性、保水性，

而是在於能提升眾人的參與感，所以基金會在每一項重大工程完成後，皆會邀請主管



一同鋪設園區內連鎖磚，讓眾人皆有共同參與感。本人亦擔任「友善校園環境改善競

圖」比賽的委員，學生提案常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學生對校園的關懷，不是從管理者

的角度，而是以生活在校園的角度提供意見，如果評估提案執行費用不高，則請總務

單位協助將好的構想實現，並將參與學生的姓名落款在該執行區塊，對其它學生產生

更多啟發作用，學生將更愛惜校園，對校園的情感更濃厚，其產生的意義性更為重大。 

3. 范委員揚晧：總務處一直以來皆是以行動化的服務做為單位的發展期許，也期望能

聽取到更多元化的意見聲音，只要建議可行，總務處皆會設法編列預算採用，但也希

望授課老師能提供助力，教導學生應先具備的知識及所欲了解問題為何，以提升學生

建議的可行性。 

4. 許木柱委員：本校一向歡迎且接受學生的意見與提議，僅有少部分因提案需求較不實

際，無法符合學校管理者的理念，有執行困難而未被接受，但相信在師長的引導下，

學生定能提出良好的創意與建議，創新的觀念對永續發展整體甚具意義，也期待負責

授課的老師、專家、相關同仁，在評審完競賽提案後，摘其重點做成可執行政策性建

議給總務處或校長室，提升學生提案可行性。 

(五)營造合適的讀書環境，提升學校讀書風氣： 

1. 江委員允智：校園讀書風氣的提升，除獎金、獎勵方式外，校園環境的影響也很重要，

與其它學校相比，本校的室內採光不夠明亮，沒有誘因讓學生留在教學場域，在學校

留下的意願低，台大的作法係鼓勵學生在某一空間集聚，身旁若有人讀書，學習風氣

自然就會形成，而就本人觀察，逢甲大學為提升校園讀書風氣，在場域營造作了很多

努力，包含調查學生不到圖書館念書的原因，了解學生不喜歡圖書館的拘束環境，故

建議相關單位可至逢甲大學參觀，並建議學校提供部分小空間讓老師試辦、佈置合適

的場域，由老師帶領同學讀書、討論，以鼓勵學生多加使用，空間則可交由老師管理。 

2. 范揚晧委員：因教室管理單位為教務處，此建議會再與教務處討論，如有更具體的

想法再找空間實現。公共空間部分，總務處近年已設法改善，但仍希大家提供具體可

行建議。 

3. 許木柱委員：觀察美國各大學，自然環境也很適合營造讀書空間，不需刻意人工化，

如樹下就是很舒適的讀書場所，只是需要增添桌椅，方便學生使用，而每個人需求不

同，較理想的是設置多元化的空間，並添加一些小設備，如咖啡機、茶點，營造出溫

馨、居家生活的環境，就能提升空間的性能及讓人使用空間的意願。如何營造、設置

地點、方式再請相關單位規劃考慮 

4. 學生會代表-生科系林佳儒委員：自然環境有時確實比室內空間舒適，但因氣候環境

不同，本校戶外環境很多小黑蚊，可能無法像國外一樣享受自然空間，學校的綠地、



室外空間很多，建議延伸室內空間，營造出半人工、半自然的讀書環境。 

(六) LEED綠建築認證經驗分享： 

1. 謝景貴委員： 

本人以自有房屋申請 LEED綠建築認證，並邀請曾協助建築公司成功取得 LEED

金牌認證的專家，評估個人住宅可申請到何種程度的認證，但其告知，綠建築在硬體

的評分只占 20%，真正的重點在於對使用者行為的評估。「綠色大學」推廣行動亦同，

總務單位僅能就硬體方面的改善規劃努力，更重要的主體在於使用者－學生，如何增

加合適的溝通場域，傳遞資訊，讓學生產生行為共識、行動創意，提升學生的自發性，

才能使推廣行動順利發展。 

此外，LEED 認證對設備的評比標準，不單只看節能效益，如節能燈具和 LED

燈具，二者節能效果差異不大，但後者因含汞量較低，對環境危害較小，故使用 LED

燈具的得分較高。該綠建築認證的評比，不單純以節能效能為標準，而是綜觀性的考

量，評比項目包含五大項目及數十指標，待評比結束後再將過程、實際經歷、被扣分

項目等經驗與大家分享。 

而基金會從過去救災經驗觀察到，日本就既有環境的改善，多數會從外遮陽方面

著手，此也可作為學校下一步的改善項目，例如以綠美化作為外遮陽，讓大家從過程

中感受糧食、能源危機、生命成長喜悅、降溫效果，透過參與過程傳遞永續的觀念。 

2. 許木柱委員：環保、節能行動最基本的關鍵還是在使用者本身的心念，如果每一個使

用者都有節能減碳、環境永續的觀念，就能達成自我管理，而不需機械設備的導入，

但這點也是最困難的，因為每個人的需求、認知、價值觀不同，所以要透過教育過程，

宣導環保理念，讓學生暸解原理、作法、效益，將環境保護內化為自我核心價值，如

此便可達到 上人所言「人間淨化，社會祥合，天下無災難」的意境。 

(七)其它建議： 

1. 林敏朝委員：報告提及熱泵設置預估 6年可回收設置成本，一般而言，節能設備的回

收年限不會設定太長，而在台灣，將熱水鍋爐改成水對水熱泵，慈濟醫院可算是推動

首例，其效果評估不能單純估算鍋爐用油量的節省，應將空調系統的節能效益一併評

估，就過去經驗概估，學校設置的熱泵應可在 3年內回收設置成本，另建議學校將近

幾年的節能成果彙整發表，讓其他學校參考，以提升設備投入的附加價值。 

2. 營繕組劉志宣組長：關於本校新設置的熱泵系統，動物中心一年用油量大約為 15 萬

公升，在導入熱泵系統後，一年約可減用 6萬公升油量，預估每年可節省 100萬油費

支出，報告提到的僅為費用上的差距，而空調副產品的導入，則可替冰水主機每年節

省約 30 萬度的用電量，綜合評估，該設備投入成本短期內即可回收。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綠色大學、永續校園推動委員會」及相關推廣計畫擬由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二年，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 

1. 本校自民國 98年起參與綠色大學推廣行動，並參考葉欣誠教授所提出之綠大三大架構-

環境系統、環境管理、環境教育，發展本校綠色大學具體實踐行動計畫。 

2. 參與迄今，主要由總務處辦理各項業務，依總務處職掌，在環境系統、環境管理部分有

較佳表現，如：節能減碳、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環境安全維護等，屢獲各界肯定。而

環境教育部分則由通識教育中心、教務處、學務處等單位開設及安排相關課程與活動。 

3. 就本校現況及教育部計劃目標與活動重點，環境教育才是主要核心。故為使本校綠色大

學動更具均衡及多元特色，建議改由通識教育中心統籌辦理後續推廣計劃。 

4. 建議為期二年，屆時再依學校發展討論後續承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補充報告】未來兩年綠色大學推動構想（詳如附件二）。 

【討論】 

1. 環安中心常亞東組長：在環境管理認證方面，教育部目前係以TOSHMS系統結合OHSAS 

18001 架構，輔導學校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認證，第一階段以書審為主，本中心已於

去年完成書審資料並通過稽核審查，第二階段則以實驗室稽核為主，相關工作進行中。 

2. 周德禎委員：建議通識中心將推動計劃與慈濟學研究連結。本校過去與各志業體相互交

流技術、擷取經驗，完成相當多項節能、環保措施，而慈濟志業在人文社會領域、環境

永續等生物科技的發展，亦可說是社會典範，志業體互動、人文、環保皆是慈濟學研究

的重要主題，如結合通識中心提出的綠色大學推展計畫，除在教學方面預先起步，研究

方面也將呼之欲出，透過學校教師團隊和志業體聯合研究，相信慈濟學研究可以更快速

擴大並有所成果。 

3. 許木柱委員：慈濟學研究中心尚在擬議及募集資金階段，目標在今年 10 月初正式掛牌

運作，就如周院長所言，許多和慈濟基金會相關的工作成果，特別是重要的核心價值、

環境永續、節能減碳等符合慈濟現象的探討皆可形成研究案，並在該中心成立後申請計

畫與經費補助。過去亦曾有老師做過相關的研究，包括海外賑災、援助方案、國內莫拉

克風災整合性計畫，印尼的賑災研究計畫還獲得科技部三年的經費補助，顯示慈濟現象

的探討，是可以作為正式的研究計畫，甚至向科技部申請經費，只待更多有意願的老師

加入，在研究中心啟動後，就能展現更多的能量，而與綠色大學、環境永續相關的探討，

相信也將是慈濟學研究重要的一環。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