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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全國(含外島)國民小學溫室氣體排放現況，並用問卷方式，探討目前國小校園節能減碳策略。為達成此目

的，歷經四次德懷術專家問卷寄發、整理、修正，建立「國小校園節能減碳績效評估指標系統」中各類指標之權重，內容

包含3大面向，45個指標，隨即對全國國小進行比例分層隨機抽樣，共寄發500份，回收有效問卷285份，有效回收率

為57%，並以SPSS12.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單一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Pearson積差相關等分析。

將本研究結果歸納如下：(1)依德懷術專家小組所認定節能減碳績效之分配比例分別為策略面向31.07%、管理面向35%、技

術面向33.93%，其中三個面向指標分別為10項、19項和16項。(2)全國國小校園節能減碳績效分數平均為78.54分，顯示整

體在節能減碳屬於績效尚可，經單一樣本t檢定，全國國小校園節能減碳績效有顯著差異。(3)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地

理區域、不同城鄉類別和不同學校規模在校園節能減碳績效評估指標問卷皆無顯著差異性。(4)藉由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得

知策略面向、管理面向與技術面向三者間皆呈現顯著正相關。(5)溫室氣體排放形式為範疇2外購電力所造成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量高於九成。在地理區域年均用電量以外島(371.03度/人)最高；在城鄉類別年均用電量以偏遠山區(436.78度/人)最高

；在學校規模年均用電量以小型學校(321.72度/人)最高。在地理區域年均排放溫室氣體以外島(236.34公斤/人)最高；在城

鄉類別年均排放溫室氣體以偏遠山區(278.23公斤/人)最高；在學校規模年均排放溫室氣體以小型學校(204.94公斤/人)最高

。

關鍵詞 : 溫室氣體盤查、重要績效分析法、節能減碳、德懷術、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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