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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彰化縣國小校園環保措施在節能減碳上的貢獻，其方式是採用問卷方式來探討各校對各項環保措施之重要

性與執行度。問卷內容包含三部分：基本資料、校園環保措施項目調查與環保措施對節能減碳貢獻度調查。其中，校園環

保措施項目共分九大面向，共50項題目，以彰化縣國小為樣本進行比例分層隨機抽樣，共寄發156份問卷，有效回收率51.3

％。其結果以IPA績效分析方法來探討校園環保措施實施之改善優先順序，其後並進行敘述性統計、單一樣本t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等分析。 本研究結果歸納如下：（1）50項環保措施經IPA比對結果，落在優勢保留區數量達50％，落在優先改

善區數量達12％，落在次要改善區數量達28％，落在過度執行區達10％；（2）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學校規模在措

施之重要度無顯著差異性，在措施之執行度上僅5項措施達明顯差異；（3）經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在有無參與綠色學校

變項下，其環保措施重要性績效問卷皆無顯著差異性；在有無參與局部改造計畫變項下，環保措施之重要度無顯著差異，

環保措施之執行度具顯著差異性者達46％；（4）不同學校規模、有無參與綠色學校和有無參與局部改造計畫在環保措施

對節能減碳貢獻度並無顯著差異；（5）以永靖國小為例，計算97年度碳排放量約271,165CO2ekg/year，然其校園內綠化

植栽一年碳中和量僅約35,528 kg，校園於節能減碳上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關鍵詞 : 節能減碳 ; 重要績效分析法 ; 碳排放量 ; 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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