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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人類的開發以及拓展，對環境造成的負面衝擊也漸漸的顯現出來。綠建築可謂是隨著人類對於環境所反思出的建築物

。台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 （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 Health） 於1999年建立。本研究是以EEWH的九項

指標因子為主軸，並利用「德爾菲法」來建立可行之問卷。透過評估機制、統計分析，來確定本研究實用度是符合當初的

研究期待。本研究是希望可以持續進行監測、檢討、行動以及後續的維護。因此，研究者進行兩間校園的評估，除了「大

葉大學」外，還有「村東國小」，此兩間校園曾執行有綠色學校與校園改造計畫的綠色面向目標，而本研究則對該項目進

行評估、檢討、行動，是否能持續滿足當初的期待與設計，且後續的維護進行如何，研究者該如何給予建議。而以得分而

言，大葉大學得分平均為3.4分，村東國小得分為3.6分（滿分為5分），這結果並非表示大葉大學做的不好，而是大葉大學

在整體表現略差，最嚴重的差距在於興建之建物：業勤電梯，大葉大學在規畫與建造的時候並沒有考量的環境的衝擊和傷

害，且沒有進行任何降低的措施與補償，甚至在建設替代道路時也是使用傷害環境的方式，在學校這一系列的行動當中，

研究者不認為可以稱得上綠色校園的美譽，若是此方式在下次的行動中出現，也就無須思考何謂永續校園，當然這也並非

表示村東國小作的盡善盡美，村東國小當中也有許多需要改進的所在，如對於校園水資源的規畫，需要重新的審視，且村

東國小的得分並沒有任何項目偏高的狀況，反之大葉大學確有在特定的領域達到高分，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和學校需要再

更加努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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