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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落實能源管理經驗分享    
 - 以臺灣大學為範例

專案4部 黃建誠

     行政院於100年5月核定辦理「政府機關

及學校四省(省電、省油、省水及省紙)專案

計畫」，每年用電量、用油量及用水量，

均以負成長為原則，並以96為基期年，至

104年之用電、用油及用水總體節約目標為

10%。「四省專案計畫」評比分組中，強化

向下督導的力道，將教育部所屬各級國立學

校編列為同一組，教育部依循此考評機制，

對所屬各級國立學校進行追蹤督導，並於每

年度邀請執行不佳單位進行專案報告，提出

後續改善做法。

     有鑑於政府機關學校能源政策推動及能

源價格日益升高，臺灣大學依「四省專案計

畫」之架構陸續訂定節能管理措施、成立組

織、全面建置數位電錶、建立節能填報系統

及電費分擔等一系列方案，期能至104年達

到減量目標。今就其面臨挑戰、推動方案及

成效說明如下：

一、能源管理現況與挑戰

     由於97年台電電價2階段調漲之衝擊，

101年電費調漲1次，預計102年再調漲1次，

台灣大學節約幅度跟不上調漲幅度，電費已

大幅度增加；且因校舍老舊、電力管線複

雜、追求學術提升，鼓勵教學研發，致不斷

新增校舍及電力需求增加，於97年至100年

共啟用7棟新建築物，學校能源管理正面臨

瓶頸與挑戰。

二、 全校師生合作提昇能源效率及實

施使用者付費

     97年台電公司調漲電費後，致使全校每

年電費突破4億元大關，原編列電費已無法

支付每年電費，校方能源管理單位為降低學

校能源支出成本，多年來分四階段實施，其

相關手法及成效如下：

1. 成立組織及訂定目標階段：成立校級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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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小組分為三層級，包括校級能源管理

小組，負責規劃全校節能目標與措施、督

導及考核事宜，各一級單位成立能源節約

小組，配合節能政策，規劃、執行、督導

及考核館舍之能源節約等事項，二級單位

指派「能源幹事」，負責執行各項節能措

施。並於100年9月20日修訂學校節電目

標，以98年為基期年，至104年不含新增

館舍用電量，每年節電率為4%。

2. 能源管理基礎建置階段：為完整記錄各館

舍用電使用情況，使各單位了解本身用電

情形並推出可行方案，故將全校館舍建置

數位電錶，用電紀錄數據公開於台灣大學

網頁。另為掌握學校超過450棟館舍之用

電設備，故要求各館舍負責人每年進入填

報系統更新耗能設備資料，成為學校後續

推動提高設備效率之方針。

3. 實施使用者付費階段：為鼓勵各館舍節約

用電，落實自主管理，由校長召集各院長

召開多次節能會議，採使用者付費精神，

各館舍將依使用電量自付一定比例電費；

並自 1 0 1年起開始實施新的電費分攤方

案，採取用電超量自付及節電超標獎勵方

式，提高館舍負責人節約誘因。

圖1 97至100年度用電成長率統計圖

4. 落實節能改善階段：歷年陸續推動措施如

下；

(1) 訂定用電抽查辦法：為調整師生用電習

慣，特訂定用電抽查辦法，若仍有不符

合規定單位，將持續加強宣導。

(2) 辦理節約用電獎勵辦法：鼓勵單位積極

配合各項節約措施，針對績效良好之系

所進行表揚並予以獎勵，於行政會議通

過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節約用電獎勵辦

法」。

(3) 電力規劃及線路分戶：針對現況用電不

足狀況及學校未來發展情形 (若干新校

舍即將落成加入用電 )，重新用電分戶

及電力線路重整。

(4) 調整契約容量減少超約罰款，相對96年

減少1,647萬元。

(5) 高壓配電站更新工程，更換為58個高效

率(非晶質)變壓器，100年節省375萬元

的電費支出。

(6) 提高功率因數，增加功因折減費，100

年減少電費支出254萬元。

(7) 校園路燈更新為LED路燈，減少電費支

出249萬元及53萬維護費。

(8) 節能減碳評估暨改善設施補助要點：總

務處為持續推動各單位辦理所屬館舍節

能評估或設施節能改

善事宜所訂定，以作

為各單位加速積極辦

理之誘因。

(9) 持續協助學校師生節

能相關研究。

三、 節能減碳推動成效

     100年度台灣大學用電

成長率為 -2 .43%，且已連

續4年(97~100年)負成長，

9 7至 1 0 0年用電成長率為

-8 .16%(如圖1)；若考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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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指標 (EUI)，96至100年用電指標節約率

更達13.37%，(如圖2)足見台灣大學近年來

每年皆有新建大樓啟用情形下，推動措施後

已有效降低能源使用量；另100年度用油成

長率-10.35%，且已連續4年(97~100年)負成

長，97至100年度用油成長率-23.24%。而

100年度用水成長率-5.95%，97至100年度

用水成長率-9.68%。合計抑低7,136公噸二

氧化碳排放量，相當於19座大安森林公園碳

吸附量。

四、 未來採行節約能源作法

     因應學校汰換低效率耗能設備之預算有

限，考量其重要性及經濟效益原則作期程規

劃，並逐年編列預算達到節能目標之依據。

未來短中長期作法如下：

     短期：有持續結合能源技術服務專家成

立節能輔導團，辦理學院整體與館舍節能評

估，找出節能潛力，並落實館舍節能輔導及

成效追蹤；訂定用電行為管理模式與冷氣機

維護保養作業流程，如冷氣溫度與照明照度

操作調整與管理手法，投資成本較低，優先

推廣落實，提高冷氣機能源使用效率；持續

推動T5型電子式安定器日光燈具更新、路燈

採用LED燈具、採用高效率中央空調冰水主

機及監控系統。

     中長期：館舍以節能績效驗證方式落實

改善，推廣空調設備汰舊換新加全責維護保

固；規劃建立全校節能監控中心，導入每日

用電量管理，幫助各單位督導人員快速掌握

其單位用電情形，從而規劃配套措施，有效

抑低單位用電成長；舉辦節能宣導與獎勵活

動，結合學校業務管理單位、師生舉辦示範

觀摩研討會、節能活動與節能競賽活動，對

全校師生宣導學校節能政策、措施及作法，

引導師生投入節能行動。

五、 結  論

     感謝臺灣大學總務處提供能源資料、推

動作法及節約成效，期望以臺灣大學落實能

源管理經驗作法，提供國內各級學校應用以

共同推動節能減碳。在未來節約能源實施策

略上，學校將以結合節能輔導團落實館舍節

能輔導及成效追蹤，並推動館舍節能績效驗

證方式落實改善、建立全校能源監控中心、

舉辦節能宣導與獎勵活動，以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及降低整體能源成本。

圖2 97至100年度用電指標EUI成長率統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