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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班有冷氣政策下的國小校園相關問題與解決之道 
温如萍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學分班研究生 
 

一、前言 

近年來，每到夏季就屢創高溫的情況愈發嚴重，校園酷熱的學習環境引起眾

多討論，因應基層與民間長期的反應，2020 年 7 月 7 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由

中央投入 323 億元，推動全國中小學「班班有冷氣」政策（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2019）。當時教育部預估的時程規劃需 3 年半時間，預計要到 2023 年底完成，但

行政院長當場裁示於 2022 年夏季前完成，後續並統整經費至 357 億 9,630 萬（教

育部，2020）。經過各相關部會的努力，全國 3,300 多校共 18 萬多台冷氣裝設及

電力改善工程以 1 年半時間完成（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22）。 

在冷氣裝設完成到夏天開始啟用的這段期間，各校配合政策都在全面趕工，

希望能在高溫季節到來前，完成試運轉各項整合測試作業，包括電力巡檢、冷氣

運作及 EMS（Energy Management System）能源管理系統的測試運轉等，以確保

將來冷氣運作與供電的安全性及穩定性。目前學校作息時間內，110 年度約 9 億

元的冷氣電費及維護費，已納入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學生不用付費，但各學校

被列入補助的班級數並不等於教室數量，因此現場執行狀況，還有待後續詳細觀

察。 

本文欲探討班班有冷氣政策下，學校現場如何持續獲得穩定性的經費投入，

以妥善維護運轉未來的冷氣設備；同時站在環保減碳的立場，分析如何將冷氣的

使用結合環境教育議題，將正確的環保觀念融入教學現場；在密閉空間教室的使

用場景下，如何讓師生在炎炎夏日吹冷氣，要吹得開心、吹得健康，也是可以討

論的重點。最後在教育經費的優先性方面，試作探討，希望對班班有冷氣的政策

能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議。 

二、班班有冷氣政策的思考問題 

一個新政策的形成與執行，絕非一朝一夕就可面對教育現場問題，提出完美

的解決之道，更不可能甫推出就臻至完善，筆者試提出一些不同層面的思考面向，

以提供對班班有冷氣政策的進一步深層思考與探討。 

(一) 永續經費來源 

國民中小學為義務教育階段，冷氣全面由國家裝設後將視為基本設備，爰自

111 年度起，國民中小學裝設冷氣所生之電費、維護管理及汰換費約 17.457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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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擬納入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辦理（教育部，2020）。然而目前教育部明定補

助，冷氣使用之月份只有 4 個月（5、6 及 9、10 月），並採固定時段補助（9-16
時止，計 7 小時）。在限時限額的狀況下，若各級學校有額外時段需吹冷氣的需

求（如課後班、7、8 月暑假社團、營隊、才藝班的使用需求），則勢必要考量自

籌經費的來源。 

(二) 環保減碳議題 

    2015 年，聯合國（2022）宣布了「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SDGs 的第 13 項目標：「採取緊

急行動應對氣候變遷及其影響（Climate Action）」。當全球冷氣安裝數量愈來愈多，

為人類帶來舒適環境的同時，也正在讓地球加溫。 

空調中做為製冷劑所使用的 F 氣體，如氫氟烴或氫氟碳化合物，在冷氣機使

用中或丟棄之後，或多或少會洩漏出來，而氫氟碳化合物是一種極強的溫室氣體，

已經被科學家認定為導致全球暖化的元兇之一。對冷氣需求增加，也會推升石化

燃料的使用量，導致空氣污染水平升高。如果人類繼續依靠燃煤電廠發電，那麼

開冷氣就會污染空氣，造成更多疾病甚至死亡。以一時的舒適，增加環境惡化的

風險，也是校園大量增設冷氣被質疑之處。 

(三) 健康與疾病傳染 

「冷氣病」的症狀大多為腰痠背痛、下肢無力、口乾鼻癢、頭昏眼花、專注

力下降、咳嗽、胸悶等疑似感冒的表面症狀。這是由於經過冷氣機處理後的空氣

缺乏負氧離子，長時間下來會使人體功能下降和神經紊亂，以致身體出現各種不

適症狀。 

同時，夏天開冷氣，因為空調會讓水分殘留在冷氣機中，而這將營造出適合

黴菌生存的環境（早安健康，2021）。冷氣機因儲水、機體溫度等條件，很容易

醞釀出十分適合細菌、黴菌滋生的密閉空間，學童在校園內長時間處於冷氣密閉

空間的健康狀況，也是冷氣政策推行下值得關注的焦點。 

(四) 教育經費額度使用的優先性 

    教育部 2022 年歲出總預算編列達 2,761 億元，較 2021 年增加 188 億元，創

下歷年新高。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2021）做出 3 項建議：國教個別化，提升

教育品質；幼教精緻化與公共化；補實高中職法定員額，另增給合理員額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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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教育經費雖略增加，但僧多粥少，教育部所屬各級學校原本都有規劃中的

中長程發展計畫，受少子女化的轉型影響，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108 課綱）實施之後，教學現場反應出來的各項需求陸續浮現，其中合理教師

員額的提升，更是基層所望。在教育經費額度使用的優先性上，冷氣設備的經費

是否會排擠到其他重要教育經費的支出，是值得討論的議題。 

三、班班有冷氣政策的解決之道 

(一) 承租取代購置的創新思維 

以新加坡公司 Kaer 為例，它擔負所有「擁有與操作空調設施」需要的各種

相關事項，讓客戶僅僅需要採購與使用「空調服務」本身，使客戶喝牛奶而不用

養牛（天下 Web-only，2020）。 

使用空調服務的客戶，不再需要負擔採購空調設備的資金 、水電費用與維

修保養等「照顧乳牛」的部分，只需依照空調的使用量支付費用。也可促使外包

公司投資相關技術與新設備，透過物聯網收集資料，以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極

大化空調系統的能源效率，提高利潤。相關冷氣政策的主事者，若能有此創新思

維，尋找合適的廠商進行這樣的合作，相信會是個多贏的漂亮策略。 

(二) 融入環境生態教育 

「班班有冷氣」政策中，台電協助學校導入能源管理系統（EMS），可用於

監控各種環境電器設備，包含空調、電燈、電力傳輸、灑水器與節能管理設備等，

用於實施集中監控與能源管理（曾憲威、李揚漢、顏良祐，2014）。除了智慧節

能效果，可以掌握整體用電之外，裝設 EMS 的學校，會在校園顯眼處，例如穿

堂，設置圖像化即時顯示資訊看板，放送學校各項用電及發電資訊，包含冷氣用

電量、全校總用電量及太陽能發電量等資訊。 

當能源資訊達到「可視化」，學生就會產生「能源與自身有關」的感受，此

時教師再適時輔以各種環境生態教育的課程融入，連結學生日常生活與能源之間

的關係，孩子將會進一步了解「能源是什麼」、「為何需節約能源」等議題，將整

個環境生態的議題帶入課堂探討，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讓吹冷氣不再只是

單純的吹冷氣，而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行動研究。 

(三) 正確使用工具的素養 

為有效使用冷氣，提高教學效能，教育部將訂定「公立國民中小學冷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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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理維護規範」，明定冷氣使用之月份、時段及溫度等相關規定，並搭配能源

管理系統進行用電管理，以達智慧節能目標。 

學校行政相關人員，若能善加使用 EMS 系統，管理學校冷氣與電力設施，

同時積極配合教育部推動學校裝設太陽能板的政策，除了可增加綠電發電量，達

到能源自主供應的願景，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之外，也可達到屋頂隔熱與降溫效

果，從而減少空調用電量，達到節約能源與經費的目的。 

目前教育部明定冷氣的補助之月份和時段，在總經費不變的情況下，合理分

配各教室使用冷氣的時段，就成了校方行政規劃的重點任務，讓師生在合理的使

用範圍內，妥善的運用冷氣設備，也是養成環境公民教育的一環。 

(四) 教育經費優先性的決策因素 

因應少子女化的教育現場，教育的個別化及精緻化，已然成為一個發展的大

方向，站在提供給各級學生友善的硬體教學環境立場，教育部在近年來改善校園

各項硬體設備上的努力，從最有感的老舊廁所的改造到整體校園的美化更新，由

上而下的政策，一向都主導了教育經費的有效撥用。若要讓「班班有冷氣」政策

長期經費可期，勢必要再持續挹注，以利永續。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紛紛擾擾多年，班班有冷氣政策終於要在 2022 年夏天開始了!一個政策的執

行，從各方意見的探討到成形，諸多困難都已被克服，但之後正式進入政策執行

面，還需經過現場不斷的檢討驗證與施行成果回報，才能檢視其優缺點，再加以

滾動改善。期待在全國中小學的學生臉上看到酷暑中吹到一絲冷氣的笑容，接下

來把班班有冷氣政策逐漸修正演化到完善，就是教育人員們責無旁貸的事情。 

(二) 建議 

1. 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的建議 

班班有冷氣政策實施之始，全國各地學校現場，恐有實務面的問題反映出來，

建議進行普遍性的問卷調查，以蒐集現場問題，再據此作政策的滾動式調整，以

利政策的持續推行。 

另外，可委託專家組成冷氣政策施行成效小組，依計畫中設定的指標，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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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所學校實地視察，把施行政策優良的例子傳達給各地方機關學校，可進一步強

化出更好的政策，造福基層。 

2. 對中小學行政單位的建議 

冷氣全面裝設之後，校務相關行政人員除了在平時的維修保養上面，善盡監

管職責、與外包廠商維持良好的溝通，讓各項冷氣電力設備正常運轉之外，尚需

要定時的檢視，配合各項指標調查回覆上級，以利政策修正之參考。 

此外，由於冷氣安裝數量是以當年度審定班級數一次核撥，在報廢年限之前

恐無額外經費增購後續所需新置冷氣，有些學校或有少數教室因為不在該年度審

核班級數內，而無法裝設冷氣的現象，同時在冷氣使用時間上因有明訂的相對限

制性，若學校要在規定時限之外運用，如暑假各項社團、營隊及才藝班的使用需

求，皆需要在經費額度限制下，靈活規劃分配適當的使用時段與區間，甚至有可

能要思考另籌財源的方法，才能提供師生們無差別的公平受教環境。     

3. 對教師的建議 

炎炎夏日中，舒適的教學環境確實是可以讓教室中的師生有和以往炎夏中上

課比較起來，有相對性的舒適感受，但教育的過程與目的，並不只是貪圖一時的

近利，而完全不考量長遠的未來。考量人與環境的關係，思考環保的議題，吹冷

氣雖一時涼爽，其後續造成的環境連鎖反應，是值得第一線教師關注的重點。 

建議教師在日常課程內適時加入環境教育的思考與探討，從教學活動中訓練

學生獨立思辨能力，於班級共識下，討論出一個合理的使用冷氣設備方案。在舒

適與環保的兩難探討、教學體驗活動中，找出一個對環境相對友善的策略。訓練

出會獨立思考的學生，透過學習激發更有創意、更周密、對環境更友善，而不會

只是「天氣熱就吹冷氣」這種單線性的思考方式。 

4. 對家長的建議 

小學生的身體耐熱能力愈來愈差，各種過敏體質也是逐年增加，在密閉空間

內長時間的使用冷氣，對學生的身體影響尚待觀察，但不免造成有些家長對讓孩

子長時間吹冷氣的狀況心有疑慮。 

建議尋求加強孩子天然免疫力的方法，在放學或假日期間，帶著孩子從事合

適的戶外活動或是體能休閒活動，再加以搭配合宜的飲食，補充適合的營養素，

以增強天然的免疫力，保護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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