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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大永續校園」之緣起

校園永續發展是滿足當代師生及社會對於接受教
育的需求，但不危及後代師生及社會滿足他們接
受教育需求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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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要80年還是800年？

University of
Oxford 
820 year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799 years

Harvard 
University
372 years

在教學研究與管理上不注重環境永續的學校，即
已違反了其教育的基本目標與永續經營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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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大學(green university)、永續大學
(sustainable campus)或「生態校園」

(ecological campus)是國內外的趨勢

• 第一、大學設施相當多樣、人口
稠密、能源與資源消耗量大、毒
性物質使用可能性高，產生的污
染量非常可觀，如未就各個面向
妥善考量，實施環境保護與管理
策略，則其所可能對周遭環境帶
來的衝擊與傷害，遠較一般住
家、社區、公司或政府單位為
高。



5

• 第二、大學的基本任務，即在於教育下一代如何
貢獻社會，因此，培養正確的環境永續觀念，是
教育內容不可或缺的一環，透過綠色大學的實
踐，不僅可以讓學生從實務中學習與體認環境保
護的重要性，並可學習操作方式與培養環境素
養，而由消極面來看，一所在教學研究與經營管
理上不夠永續的大學，即已違反了其教育的基本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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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的畢業生有沒有永續的概念？

台大人在台大受教育的期間是否接受到永續發
展的理念，有無學習到保護環境的做法與生活
方式，其對社會國家的影響實極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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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應負起跨世代永續發展的歷
史與社會責任

• 台大以其豐沛的相關專業人力(教授與學生)及本

身特有的生物環境，形成具有潛力的永續教育環

境，正應該回饋到校內及國家的永續經營。

• 全球許多大學，包括國立高雄大學及國立高雄師

範大學，已宣示承諾及推動永續(綠色)校園的行

動。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台大理應積極參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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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從學校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觀點
來看，永續清淨的實驗程序下研發出來
之技術，才有可能移轉並帶動實場的清
潔生產，為產業帶來永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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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校園的指標

主題 指標 單位 衝擊指標

1. 管理系統 1. 成立管理組織
數

2. 完成作業程序
數

1. 管理組織數

2. 作業程序數

2. 能源使用 1. 電力使用量

2. 再生能源比例

1. 千瓦小時(或
卡)
2. 百分比

1. 相當CO2排放
量

3. 水及其他資源 1. 用水量

2. 水再生利用比
例

3.其他資源用量

1. 度數(m3)
2. 百分比

3. 重量(公斤) 

1. 相當能源使用
及CO2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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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校園的指標(續)
4. 實驗室危害 危害物質使用量

危害物質存量

危害機具數量

實驗室清潔度

綠色採購比例

重量

重量

個數

合格百分比

百分比

毒性排放指
標(稀釋體積) 

5. 污染排放 污水排放量

指標污染物排放
量

體積(立方公尺/天)
重量

污染排放指
標(稀釋體積) 

6. 校園安全衛
生

職業災害數

職業病害數

校園安全事故數

次數及嚴重度

病例及嚴重度

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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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校園的指標(續)
7. 環境教育 永續教育課程

課程永續程度

永續社團活動

永續社區服務

時數

永續觀念納入
教材數目

參與人時

參與人時

8. 校園生態與

人文環境

綠覆率

容積率

總承載量

可透水面積

生物物種數

文化古物古蹟
保存數

百分比

容積/單位面積

師生人數

百分比

物種數

古物古蹟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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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校園推動記事

時間 事件 內容

2001-
2004

永續校園背景分析
與策略規劃

1.執行教育部補助「永續大學校園規劃
設計（綠色產業研發)案」

2.辦理系列座談會，規劃永續校園之方
向

2005.1.2
7

永續校園行動方案
初稿提送環安衛中
心組長會議討論

討論永續校園行動方案各子項工作內
容、負責單位、執行期間、預算等。原
則通過。

2005.5,6
-6.22 

永續校園座談會

(2場) 

1.永續校園之意義與現狀說明。

2.永續校園行動方案表(草案)討論。

2005.10.
26 

永續校園行動方案

（草案）送環安衛
委員會

討論並通過「國立臺灣大學校園永續行
動方案表（草案）」。

2006.3.1
7 

永續校園行動方案

推動協調會

討論「國立臺灣大學校園永續行動方案
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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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內容

2006.5.16 第2432次行政會議
報告

通過「國立臺灣大學永續校園
行動方案表」。 開始實施。

2006.12

~2007.1

95年執行成果檢討
及96年計畫修正

環安衛中心彙整各工作項目負
責單位撰寫之成果報告及96年
計畫表

2007.2.14

~

2007.2.15

永續校園行動方案
第1、2、3工作小組
之工作會議

1.討論推動本校永續校園行動
方案遭遇之困難及改進方法。

2.檢具「國立臺灣大學校園永
續行動方案表」提請討論修
正。

2007,4,27 向環安衛委員會提
出報告

通過修正之「永續行動方案」
繼續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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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內容

2007,10,22 永續校園行動座
談會

討論成果報告表之格式及方案表修
正

2007,12 出版「2007永續
校園白皮書」

完成「2007永續校園白皮書」付印
出版

2007,12 回收「成果報
告」及擬定「工
作計畫表」

函請各工作子項負責單位繳交年度
「成果報告」及次一年「工作計畫
表」

2007.3.26

~

2007.3.28

永續校園行動方
案第1、2、3工作
小組之工作會議

1.各子項計畫負責單位報告推動本
校永續校園行動方案之成果、遭遇
之困難及改進方法。

2.檢具「國立臺灣大學校園永續行
動方案表」提請討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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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校園管理系統

• 台大主管之承諾，可以傳達高階主
管執行校園永續發展之決心給所有
教職員工及學生，啟發所有教職員
工及學生對環境的認知與身體力
行，是在大學中成功推動永續環境
最重要的因素。



16

國立台灣大學環保安衛宣言

（經90.10.29台灣大學九十學年度

第一次環安衛委員會會議通過）

我台灣大學全體師生員工，本關愛自然及珍惜生
命之精神，願在學習、研究與生活中，盡我所
能，節約資源，防範污染，保護野生生物，維護
實驗室安全與衛生，發展清潔及安全之研究方法
與科技，建立儉樸惜物及關懷自然之校園文化，
期為社會之表率，學界之楷模，共臻安全無虞環
境永續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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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校園的永續發展，除了組織及
承諾，尚需要具體的規劃管理系統

P
設立規劃評估
『永續校園』
的專責單位

D
依據『永續校園
行動方案』執行

C
定期稽查評估提出

『永續校園白皮書』

A
提出建議修改

『永續校園行動方案』

加入國內外
綠色大學組織

環安衛委員會

環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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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校園行動執行單位與計畫

• 95年5月16日第2432次行政會議通過，以
還安衛委員會為管理及決策單位，環安
衛中心為幕僚單位，全校各單位均為執
行單位。

• 還安衛中心爰研擬「台大永續校園行動
方案」據以執行，其中包括八大主題，
50項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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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永續校園行動方案96年度子題
工作項目及執行單位 環安衛中心970324

主辦單位 工作項目（黃底表示已繳交）

1.1.1 建立永續校園管理系統
環安衛委員會

1.1.2 加入國內外永續大學組織

3.2.2 實驗室裝設省水裝置

4.1.1 建立實驗室基本資料及危害物質設備資料庫

4.1.2 實驗室清潔度評估

4.2.1 化學品及毒性化學物質減量宣導及個案輔導

4.2.2 實驗室廢液、固體廢棄物及感染性廢棄物減量宣導及
個案輔導

4.2.3 研發及推廣實驗室廢棄物現場處理及無害化技術

6.1.1 完成各級環境安全衛生組織及運作系統

6.1.2 改善實驗室安全衛生設施及館舍消防電力安全設施

環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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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成立水電管理單位（事務組，已完成）

2.1.2 成立各館舍水電管理小組（事務組）

2.2.3 使用高能源效率電器設備（營繕組）

2.2.4 辦理節電、節水宣導及考核（事務組）

2.3.1 使用太陽能設備（營繕組，評估是否提出示範計畫中）

2.3.2 使用風力發動設備（營繕組，評估後不辦理）

3.1.1 用水量管控（營繕組）

3.1.2 大量用水個案輔導（營繕組）

3.1.3 限制不當用水（營繕組）

3.1.4 漏水檢修（營繕組）

3.2.1 節水器材裝設（營繕組）

3.3.1 雨水利用（營繕組）

3.3.2 廢水再利用（營繕組）

3.4.1 地下水利用（營繕組）

5.1.1 修訂校總區水污染防治計畫（營繕組，已完成）

5.1.2 校總區污水下水道建設（營繕組）

5.1.3 校總區下水道營運（營繕組）

5.2.2 落葉及廚餘減廢（事務組）

5.2.3 辦理各種一般廢棄物減量宣導（事務組）

5.3.2 宣導購買環保綠色產品（購運組）

6.1.2 改善實驗室安全衛生設施及館舍消防電力安全設施（營繕組）

6.2.2 加強保護校園內人身安全（駐警隊）

8.3.1（3）維護校園文化及古蹟（營繕組）

2.2.1 節電管理
水電節約小組

2.2.2 用電量管控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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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
6.2.1 提高校園內交通安全品質

7.3.1 辦理環保及親近自然之社區活動

7.3.2 設立校園訪客資訊中心

7.3.3 設立校園導覽網站

7.1.1 增加永續發展、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通識教育課程
教務處

7.1.2 永續觀念溶入一般課程

7.2.1 鼓勵環保社團活動
學務處

7.3.1 辦理環保及親近自然之社區活動

5.2.1（2）餐具減廢
膳食協調委員會

5.2.1（3）餐具減廢

8.1.1 保持綠覆率及透水面積

8.1.2 設定校園總承載容量

8.1.3 建立校園地理資訊系統

8.2.1 保護校園生物族群

8.2.2 增進校園生物多樣性

圖書館 8.1.4 建立校園生態及人文資料庫

8.3.1（1）維護校園文化及古蹟
博物館群工作小組

8.3.1（2）維護校園文化及古蹟

校規小組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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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校園行動執行成果管理情形

96年計畫表

76%

24%

95年計畫表

67

%

33

%

95年成果表

51%49%

96年成果表

51%49%

97年計畫表

62%

38%

已繳計畫
或成果

未繳計畫
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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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永續校園管理系統」推動成果
及檢討

• 已加入台灣綠色學校網路伙伴

– 提報資料共計16項
– 希望樹所得之深綠色葉片共有12片、淺綠色葉片共
有1片

• 已出版「2007永續校園白皮書」

• 尚未加入國際性綠色學校組織

– 需要校長的支持與承諾

– 需要經常性對外溝通的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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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執行成果檢討

• 部分主辦單位不瞭解如何執行工作項目或其意
涵，需要更多機會研討、觀摩與相互鼓勵。
（例如「永續觀念融入教材」）

• 人力不足，雖已完成很好的成果，但是協調聯
絡及蒐集彙整資料等工作缺乏人力，無法完整
呈現。（例如營繕組及水電節約小組）

• 對於國內外綠色學校運動之進展不清楚，對於
社會對大學之期待不夠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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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源消耗
校總區用電量、電費、每人電費及用電密度

用電密度 = (用電度數) / (總樓地板面積m2)

學校/
校區

年
度

總用電量
（度）

總電費
（萬
元）

總房屋
使用面

積
（m2）

校地總
面積

（m2）

總人
數

平均
費用
(元

／人
年)

a用電
密度
(度／
m2)

用電
密度
年成
長率
%

91 105010505 22867 714975 1106100 31072 7359 147 5.0

92 112811374 23295 715009 1106800 32212 7231 157 6.8

93 116768606 23302 775747 1127000 32848 6913 151 -3.8

94 130834102 25911 787719 1127000 33704 7687 166 9.9

95 136588479 28139 780933 1141900 33324 8444 175 5.4
成功
大學

95 105489600 20888 732729c 1828463 144

94 56956560 10879 415159 13000 8368 137

95 60665820 12002 417770 13000 8573 145
交通
大學

台灣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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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691~96年度國立臺灣大學校總區用電狀況年度國立臺灣大學校總區用電狀況

年度
用電量
百萬度

/yr

用電成長率
百分比

(%)

用電費
百萬元

/yr

用電費成
長率百
分比
(%)

91 105.0 - 228.7 -
92 112.8 7.4 232.9 1.9
93 116.7 3.5 233.0 0.03
94 130.8 12.1 259.1 11.2
95 136.6 4.4 281.4 8.6
96 138.8 1.6 300.3 6.7
(註:資料來源台灣大學總務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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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推動方向
– 成立水電節約小組，規劃監督電
力及替代能源之設置與運作。
（2.1.1. 總務處 )

– 成立各館舍水電管理小組(2.1.2. 
總務處、全校各單位 )

– 降低電力使用量-節電管理
• 加強節電管理(2.2.1. 水電節約小組 )
• 自動化之用電量管控(2.2.2.水電節約
小組 )

• 使用高效率電器(2.2.3. 總務處 )
• 節電宣導(2.2.4. 總務處 )

– 使用替代能源(2.3.1.太陽能、
2.3.2. 風能) (總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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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初步成果

• 委託臺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協助本校建立用電
節約管理相關措施

• 完成「能源及設備填報系統」、建立用電查核
制度

• 本校各一級行政單位及學院成立「水電節約小
組」，共同參與執行水電管理節能措施，各單
位已於96年11月底完成組織編制，總務處亦將
於今年辦理水電管理人員訓練。

• 辦理「電力監視系統」，規劃以各館舍建物為
單位裝設數位分電表，預計97年6月底前可裝
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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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水電節約海報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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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成果檢討

• 用電量居高不下

• 每年校總區電費30000萬元以上

• 用電密度亦超過友校甚多

• 對於個別館舍之控管評估能力仍不
足

• 缺乏能源管理規劃單位來規劃能源
策略及訂定節能目標
– 成大已對系所單位所使用之電費，採
部分收費，以鼓勵節約用電，但是本
校仍欠缺用電規劃及軟硬體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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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節約用水
自90至96年本校總用水度數及總水費

年
度

總用水度數 總水費(元) 學生 教職員工 合計人數

單位用
水量
升/人/
天

90 2638萬 26,751 4450 31,201

91 3,197,670 2480萬 28,772 4,358 33,130 264

92 2,984,106 2481萬 29,830 4,354 34,184 239

93 2,579,105 2151萬 30,683 4,418 35,101 201

94 2,286,561 1931萬 31,540 4,056 35,596 176

95 2,130,140 2011萬 32,233 4,780 37,013 158

96 2,210,569 2030萬 32,791 4,158註 36,976 164

註：含助教但不含研究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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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年台大各館舍用水量、人數及單位用水量

編號 館舍名稱
95年用水量

(度)(1)
各館人
數(2)

95平均用水量(L/day-
人)

1 女生一三五
舍

102281 1097 255.4 

2 女生四舍 19802 348 155.9 
3 女生七舍 17126 136 345.0 
4 女六男二舍 61610 818 206.4 
5 男一男三舍 152612 1400 298.7 
6 男四舍 31097 374 227.8 
7 男生六舍 26188 447 160.5 
8 男七舍 48354 445 297.7 
9 男八舍 34254 590 159.1 

10 數化舍 3516 85 113.3 

資料來源：(1)台灣大學總務處。
　 　 　 　 (2)台灣大學學務處住宿組(含學生、教職員及約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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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館舍名

稱
95年用水量

(度)(1)
各館人

數
95平均用水量(L/day-

人)
11 研一舍 122270 705 475.2 
12 研三舍 45322 720 172.5 

13 水源校
區

183798 2091 240.8 

14 森林館 32970 221 408.7 

15 新電機
館

29922 748 109.6 

17 海洋館 134070 227 1618.1 
18 地質系 6620 200 90.7 
19 大氣系 1910 118 44.3 
20 植病系 5303 113 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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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館舍名稱
95年用水量

(度)(1)
各館人

數
95平均用水量(L/day-

人)
21 農化系 12593 123 280.5 
22 畜牧系 46900 136 484.9 
23 畜產系 5468 118 127.0 
24 環工所 6241 193 88.6 
25 食科所 9209 181 139.4 
26 造船所 18865 219 236.0 
27 水工所 2243 40 153.6 
28 園藝系 3220 300 29.4 

29 社會科學
館

10323 1199 23.6 

30 管理學院 17585 769 62.7 
31 農學院 2084 35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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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館舍名稱
95年用水量

(度)(1)
各館人

數
95平均用水量(L/day-

人)
32 農工實習廠 19654 人數無法估算

33 農試場 2918 人數無法估算

34 人工氣候室 7506 人數無法估算

35 園藝加工廠 4418 人數無法估算

36 園藝系溫室 15670 人數無法估算

37 編譯館 3360 人數無法估算

38 新體育館 27974 人數無法估算

39 推廣中心 5021 人數無法估算

40 新行政大樓 11684 人數無法估算

41 第二活動中
心

19302 人數無法估算

42 農藝館 156845 人數無法估算

42 鹿嗚堂 19872 人數無法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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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向
– 節水管理

• 用水量管制，館舍、實驗室裝
設電錶( 3.1.1總務處)

• 輔導大用戶節水(3.1.2.總務處)
• 限制不當用水(3.1.3.總務處)
• 漏水檢修(3.1.4.總務處)

– 裝設節水器材(3.2.1. 總務
處、3.2.2. 環安衛中心 )

– 廢水雨水再利用(3.3.1., 3.3.2. 
總務處)

– 地下水利用(3.4.1. 總務處)
– 宣導與考核(3.5.1.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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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海洋系雨水回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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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成效檢討

• 自92年起推動水電節約後，用水量逐年顯著減
少，但是96年又略微回升。

• 每人每天用水量與家庭用水量相當，應該還有
很大的縮減空間。

• 各館舍用水量極不平均，表示有些單位有很大
的改善空間。

• 實驗室節水工作，因為個案差異大，投資大，
預期成效難預測。又因為缺乏現場評估人力以
及單位配合意願低，目前僅有工科海洋系曾完
成一件節水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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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推動清潔實驗研發成效與檢討

現狀

• 目前全校1135間實驗室中，化學品及危害性化學物(具有

毒性、易燃或易爆)之存量可觀，其中除公告之毒化物

外，絕大多數沒有清單，掌控不易。



40

88~95年受委託清理之實驗室廢液

年 度 有機廢液 無機廢液
平均產生廢液 (Kg/

人/年)
88年 28,510 1.85 
89年 0 10,350 0.64 
90年 4,730 11,760 1.00 

91年 46,140 8,850 3.16 
92年 44,610 14,130 3.26 

93年 31,900 12,910 2.35

94年 47,750 14,250 3.44

95年 42,047 11,093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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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5年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清運處理量

年度 重量（kg）

89年 937

90年 2827

91年 2763

92年 2595

93年 3208

94年 5133

95年 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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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總區83至95年放射性廢料數量

年度 固體廢料(Kg) 液體廢料(L)
83 329 220
85 391 533
86 301 200
88 164 388
89 183 220
90 63 135
91 63.1 99
92 60.7 20
93 56 15
94 0 0.003
95 5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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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歷年事業廢棄物之清運量看來，有機及
無機廢液、感染性廢棄物之產生量皆有增
無減，平均每人每年廢液產生量亦大幅增
加。因處理費用所造成金錢的負擔尚在其
次，重要的是廢棄物之造成環境巨大的負
荷。

欲達到有害原料與有害廢棄物
管制與減量，要有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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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環境角色負責
─污染者付費

• 為了能喚起各實驗室對減廢的意識與認同，自九十
一學年度第三次清運起實施污染者付費。系所付出
之費用雖不高但達到減廢及環保之教育目的。

• 使用者及污染者付費是對環境負責的一種教育

• 使用者及污染者付費才能遏止毫無節制的使用資源

與排放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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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廢棄物每次清運數量不多。根據行政會議

通過修正「國立台灣大學實驗室廢棄物清除處

理辦法」，放射性廢料之清運處理很早即由產

生者自行付費。

• 目前台大校總區之實驗動物屍體與感染性廢棄

物之清運處理 ，也均由產生者付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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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物質減量趨緩甚至停滯
– 缺少人力進行化學藥品使用減量宣導及個案
輔導

– 廢液、固體廢棄物及感染性廢棄物減量宣導
及個案輔導配合意願低

– 缺少人力與空間進行研發推廣實驗室廢棄物
現場處理及清潔研究技術

– 缺少足夠的誘因

推動清潔實驗室成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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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立清潔實驗室評估系統有相當困
難
– 實驗室基本資料、危害物品及設備清單、網
路系統等尚未建成

– 系所單位對於由環安衛中心輔導進行實驗室
清潔度評估有排拒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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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廢棄物管理及環境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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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與環境衛生

• 校園已開始進行衛生下水道系統建設

• 校園中的雨水與污水合流式的下水道將
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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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於93年起委託顧問公司完成重新
規劃設計校總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及相關
設施，並已發包施工中。



51

一般廢棄物
現狀
• 台大自九十年十月
二十四日開始實施
垃圾不落地(定時定
點收集)及資源回收
車隨行收取資源物
質措施。凡屬資源
物質不得存在於垃
圾袋內。對分類不
當之垃圾，清運單
位均予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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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廢棄物減量

• 落葉及廚餘減廢，成
效甚佳

– 利用堆肥方法處理落
葉等廢棄物，回收成
為堆肥，節省230公
噸樹枝葉送焚化爐處
理規費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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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具減量(5.2.1.)
• 會議不倒茶(各單位)(環保署已發文通告，本校已
遵照辦理)

• 自備餐盒折扣(膳食委員會推動尚有困難)
• 使用可重複使用之餐具(膳食委員會已執行，但
對於外帶及小吃部，尚未有執行策略)

• 「新食器時代-自備餐具週」活動

• 綠色採購以宣導方式推動

• 審核採購之產品(4.3.1. (5.3.1.)各單位)
• 宣導購買綠色產品(4.3.2. (5.3.1.)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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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垃圾量、資源回收量、回收比例
及單位垃圾產量

年
度

垃圾量
(公噸)

資源回收
量 (公噸)

一般廢棄
物量合計
(公噸)

資源回收
物比例(%)

校總
區人
數

平均每人每日
垃圾量(公斤)

89 1865 23 1888 1.2% 24706 0.207 

90 2672 120 2792 4.3% 25161 0.291 

91 2412 165 2577 6.4% 26228 0.252 

92 2086 197 2283 8.6% 27144 0.211 

93 2114 324 2438 13.3% 27729 0.209 

94 1982 349 2331 15.0% 28224 0.192 

95 2051 423 2474 17.1% 28224 0.199

96 2136 421 2557 16.5% 28224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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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量（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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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廢棄物減量成效檢討

每年垃圾量在近五年均有下降趨勢，應與本校大力
推動資源回收有關。但是96年又開始增加。

• 目前之平均每人每日垃圾量約0.21公斤，應尚有
減少的空間。

• 總固體廢棄物產量減少不多，95年又回升，96年
持續微升。

• 資源垃圾愈來愈多，表示使用資源也多，仍然是
一種浪費及污染，但是目前沒有減量之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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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園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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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事件
• 93年一年中發生了許多起校園意外事
件，包括

一件瓦斯氣爆，造成一位臨時工二度灼傷；
一件廢液桶爆開；
一次電線走火；
一人從2.5米工作梯上跌落，造成顱內出血；
一件搬運櫃子致內部化學品傾倒洩漏；
一件吊櫃掉落引發化學品燃燒，造成兩間實
驗室焚毀的嚴重火災；
一件人員配置藥品時灼傷；
一件化學品洩漏，繼因電器火花引起火災；

總共十件的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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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年17件
• 95年有15件

– 95.1.16農藝系烘箱過熱走火

– 95.2.3動物所培養皿過熱酒精流至下層，以致於濾
網燒掉

– 95.2.22化學系緩衝瓶彈開，而濺出溶劑，由上而下
噴到眼睛

– 95.2.27中研院原分所 H2S鋼瓶，造成微量氣體洩漏

– 95.2.27中研院原分所塑膠瓶飛出，起火燃燒

– 95.3.5高分子所一恆溫培養箱電線過熱而起火燃燒

– 95.3.25應力所 SiH2Cl2管線加熱器過熱起火燃燒

– 95.4.10化學系乙醚於小玻璃燒杯時，可能太靠近加
熱板的緣故，即冒出火苗，小燒杯及桌面局部開始
燃燒

– ………



60

本校歷年（84-95年）實驗室意外
事故及傷亡統計

年份 災害
件數

受傷
人數

死亡
人數

年份 災害
件數

受傷
人數

死亡
人數

84 1 0 0 90 8 5 0

85 0 0 0 91 2 2 0

86 2 2 0 92 1 1 0

87 0 0 0 93 10 10 0

88 3 2 0 94 17 11 0

89 4 1 1 95 15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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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向
達到每年之事故為零，失能傷害為零之目標。

1. 完成各級環境安全衛生組織及運作系統，定期實施安
全衛生教育，單位全面定期實施自動檢查、化學品
盤查，建立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認證制度，嚴格查核
實驗室狀況(6.1.1. 環安衛中心 )

2. 改善實驗室安全衛生設施及館舍消防電力安全設施
(6.1.2. 環安衛中心及總務處)

2. 提高校園內交通安全品質(6.2.1. 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
(1)提高交通安全品質(事務組)
(2)查察取締校園深夜交通違規(駐警隊)

3.  加強保護校園內人身安全(6.2.2. 駐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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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衛生工作檢討

• 實驗室意外事故及傷亡數目仍然居高不下。

• 學生在校之安全，是家長關心的焦點。學校必須讓家
長放心把子女交給台大照顧。

• 研究生、研究助理及博士後研究員等之安全衛生教育
未落實。例如常有動作不正確，因而造成割傷、燒傷
及化學品灼傷，以及不當處理廢棄物等傷害人體健康
事件。

• 危害性物質及危害性設備之檢查未徹底執行。例如電
器設備未依正確方法使用，或過於老舊發生短路及走
火等情形相當頻繁。

• 因為缺乏誘因或罰則，實驗室查核系統無法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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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永續環境教育

• 永續教育有關之通識課程相當豐富

– 95學年度第2學期而言，相關通識課程共
19門課程，修課學生人數共3336人次

– 96學年度第1學期相關通識課程共22門課
程，修課學生人數共2774人次。

– 以修課學生人數所佔百分比計算之，該類
課程開課量佔所有通識課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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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觀念融入一般課程尚待推動

– 96年11月發函至各教學單位請轉知所屬教師
於相關課程中將永續觀念溶入授課內涵，並
鼓勵開設相關課程。

– 96年12月簽請教學發展中心於將來新進教師
研習會上宣導永續觀念，並鼓勵開設相關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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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積極推動綠色校園理念

– 台大根與芽

• 舉辦「新食器時代-自備餐具週」等活動

– 台大自然保育社

– 台大環保社

– 校園導覽解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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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環保及親近自然之社區活動

• 校園導覽
– 校園導覽路線諮詢、規劃及建議
– 校園導覽員培訓（包含服務課程以及志工
培訓活動）

– 校園導覽員人力安排及調度
– 團體參訪，請先預約（校園導覽服務登記系統）

– 定時導覽

• 志工培訓課程
– 校園生態概論
– 植物標本館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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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總人數統計（計算至97年2月底
止）

• 國內總人次： 18,510 人次

• 國外總人次： 4,362 人次

• 總計： 22,87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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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校園導覽網站

• 訪客中心首頁

• 校園導覽服務登記系統

• 臺大博物館群線上戶外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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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服務人次圖

•95年度： 8,921人次

•96年度：12,372人次

•成長幅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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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導覽場次圖

•95年度： 115 人次

•96年度： 256 人次

•成長幅度：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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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大學巡禮服務人次圖(杜鵑

花節)

•96年度： 1,212 人次

•97年度： 2,096 人次

•成長幅度： 73 %



72

台大主辦之導覽活動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臺大實驗林 臺大實驗林生態之旅

實驗林 水里工廠木工DIY之旅

實驗林 茶的科學與文化研習活動

台大農場 農場生態導覽

環保社團 台大植物園之旅

山地實驗農
場

春陽超值田園生態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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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檢討

• 空間方面：
– 開放性不足，初次使用者有距離感

– 空間過小、侷促擁擠、難登大雅

– 行政空間與值勤空間「完全」重疊，嚴重干擾
行政作業

• 人力方面：
– 人力不足，志工系統正處於耗時費力的前期建
立階段，亟需人力

• 服務內容方面：
– 將加緊導覽手冊的編寫、外語導覽折頁設計…..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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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讓後代享有與我們相同的校

園生態與人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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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國立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原則草案」

• 校總區每一規劃小區之建蔽率、容積率以
40%、240%為最高上限，開挖率以50%為最高
上限。

• 業於「2008校園規劃報告書」中修訂有關「永
久綠地、永久開放空間…」等名詞定義。

• 永久綠地應禁止違反休憩、生態等保育目的之
開發。

• 總務處預計於97年度進行校園GIS系統圖資整
合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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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保護豐富生態環境

有關校園植物及動物生
態之普查，預定於97年
度委請相關專業系所教
授進行。

舊化學系館於2007年拆
除，未來舊館的基地將
做為綠地及開放空間，
連結醉月湖湖畔綠地，
讓綠地間得以串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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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館群成立

• 已於96年11月15日校慶當日，由李校長
正式敲鑼宣布臺大博物館群第一階段整
合啟動，並於同時起於校史館川流廳舉
辦博物館群特展，展期至97年5月15日。

地質系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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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地是大學校園必要的元素

Princeton University

http://www.princeton.edu/pr/pictures/gallery1/pages/5-MatherSundial-DA_JPG.htm
http://www.princeton.edu/pr/pictures/campus/p/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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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綠地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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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校園生態環境推動方向檢討

• 已訂定校園規劃原則草案，維護校園綠
地環境及校園生物多樣性。

• 秉持新建工程拆建平衡的原則，舊有建
物拆除後做為綠地空間，並與周邊綠地
或水域連結，但是使用綠地興建館舍的
壓力仍然很大。

• 未有較新較完整的校園動植物分佈資
料。

• 維護校園文化及古蹟已有專責單位，積
極保存珍貴的文物及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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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數、研究室及實驗室數
目、建築物總量體仍不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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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儘速訂定校園的承載量，維持校園的
環境品質，朝向永續經營的目標邁進。

• 校園日趨擁擠

• 噪音增加

• 廢棄物增加

• 化學品存量增加

• 廢水量隨人數增加

• 天際線消失

• 冷氣與冰箱的廢熱增加

破壞校園品質，污染環境，造成全球氣候變遷，學
生缺乏永續發展之生活教育，台大失去引領社會邁
向永續發展的領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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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要努力之項目

• 能源資源使用之規劃

• 電力用水之控管

• 推動清潔研究

• 永續概念融入課程

• （資源）廢棄物減量

• 生態多樣性調查保護

• 訂定校園承載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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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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