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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SG 浪潮席捲全球，已是組織永續發展的顯學（熊毅晰，2022）。ESG 是社

會責任落地的最新準則，我們這一代能夠享受到的生活、物質與品質，若能確保

下一代同樣享有，這才是永續（何莉芸、李佳玲，2017）。 

ESG 首次出現在聯合國 2004 年發布的《Who cares wins》報告。這份報告重

點在於組織經營領導者或團隊的社會責任與風險管理，組織應重視環境、社會和

治理對其長期績效的永續影響。ESG 是由環境保護（E, environment）、社會責任

（S, social）和組織治理（G, governance）三個概念指標所組成，扮演組織永續發

展的成長關鍵，也是評估組織績效的關鍵指標。環境保護包含溫室氣體排放、水

及污水管理、生物多樣性等環境污染防治與控制，社會責任則是涵蓋組織如何管

理成員、利害關係人、工作環境、資訊安全等，並建立良好關係與福利，組織治

理是組織倫理、競爭行為、績效管理等與組織穩定度及聲譽相關面向（林公孚，

2021）。 

ESG 指標是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十七項指標為具體目標進行實踐組織永續發展的手段與過程，全球由於極端氣候

的威脅，近年永續趨勢已將 ESG 風險管理結合加強組織韌性與轉型調適能力，

「淨零碳排」更成為了全球熱議的焦點。臺灣也在 2023 年 2 月 15 日由總統公布

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氣

候變遷辦公室，2023），將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入法，且明定各主管機關的權責，

地球永續要如何前進（How）、走到哪裡（Where），定錨在比較具體、可以量化

的標準，由法源的制定來加速綠色永續的腳步，充分展現組織治理與環境保護間

的社會責任，優化組織經營風險管理的能力。ESG 概念，由此開始被視為評估

組織經營績效的指標，並隨著全球氣候及環境日趨嚴重與惡化，逐漸發展成為評

估組織永續性的重要考量，對學校治理提供有效且具未來性的經營方針。 

綜上，本文之目的藉由 ESG 的全球視野與經營趨勢探討學校永續治理所面

對的相關問題與策略，對此全球化浪潮，學校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更應扮演領頭

羊的角色與橋樑，故本文結構從 ESG 在全球注目的趨勢變化下，引入學校實施

ESG 之認知架構可建立的整體概念與策略規劃，並將學校 ESG 的相關問題進行

釐清與聚焦，最後提出學校永續治理之策略與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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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實施 ESG之認知架構 

學校實施 ESG 可從其認知架構的概念與策略規劃談起，首先，從整體認知

的概念提升做起，讓組織成員瞭解 ESG 的重要性及組織永續經營的願景目標，

並透過教育訓練與培力課程建立及落實 ESG 的程度。再者，清楚讓組織成員與

利益關係人有著對等的公開資訊與流通，讓成員與關係人對組織未來充滿信心。

接著，組織運作必須系統性的整合推動，定期對各單位進行目標關鍵成果

（Objective Key Result, OKR ）的掌握與整合，才能確保永續經營的完整性和落

實程度。最後，優化並強化風險管理的能力及善用量化工具、推動數位化管理，

提升組織競爭力（台積電，2021）。  

掌握上述學校 ESG 落實的認知概念、關鍵目標與績效管理後，在策略架構

的規劃方面，首先，便可引導與鼓勵師生參與創新，鼓勵學校發展以地方為本位

之校本特色課程，引導學生透過科技載具輔以自主學習，促進學生實踐實作學習

與合作分享的協作模式。再者，強化在地產學區塊鏈結，以在地產業需求為實作

學習導向，導入全方位創新及學校即實驗基地之概念，發展跨域創新與數位科技

整合知能。同時整合區域資源連結系統，有效整合學校區域內公私協力資源，協

助校務推動與區域參與之分享暨交流平臺機制，建置轉型制度及有效資源整合。

接著建立在地網絡交流公共關係，透過在社區交流、區域座談、論壇分享、聯合

策展、實體及線上開放資料或應邀參與設計等方式，帶動普羅大眾參與學校在區

域發展相關 ESG 議題之深度討論與廣度溝通。最後，接軌國際建立視野遠見，

積極增加國際參與度及全球議題連結性，深耕在地文化與特色經營，建立願景實

踐基礎、持續參與及投入全球場域實踐（林子倫、李宜卿、周素卿，2021）。 

三、學校實施 ESG之相關問題 

瞭解 ESG 的內涵、落實與策略規劃後，如何在學校執行 ESG 便是下一挑戰

與問題，此可透過黃金圈法則（姜雪影，2018）將學校 ESG 之相關問題加以釐

清，首先探討學校為什麼（Why）要做跟 ESG 相關的規劃，瞭解學校的存在對

社會、對世界能發揮那些積極的環境保護與社會責任的影響力?激發學校成員想

要為這組織創造價值與品牌信譽的動力為何?並從學校願景價值中找出發展目

標。有了 Why 的思考模式後，接著應思考怎麼做（How），學校營運模式在願景

目標建立後怎麼實施與執行？該如何讓學校核心願景落實在組織目標當中，帶領

永續行動及兼顧利害關係人行為？學校在建立 ESG 策略時，根基是先做好包含

體制和制度，設立好專職負責的業務窗口與單位，並成立執行團隊等，最後影響

結果便是學校該做什麼（What），學校在結合組織核心價值以及營運基礎上選定

重要的 ESG 議題，貼合教育特性，更結合學校本身重視的價值及文化。思考選

定學校永續治理的核心策略？探討主要在哪些場域、學生未來的競爭力培養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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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除了學校經營優勢，還可以提供什麼價值給利害關係人？對人類和地球可

以做出哪些負責任的承諾？只有從利害關係人及學校本身的永續發展性，找出亮

點來結合核心能力以及學校特色，才能創造出雙贏局面。 

綜上，學校實施 ESG 時，面臨的問題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 學校人力、資源限制：中小型學校在許多資源上，都會比大型學校來的弱勢，   

甚至城鄉差距大的學校也有相同問題，因此可能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和經   

驗來實施 ESG。 

(二) 學校缺乏專業知識：一般學校可能缺乏對 ESG 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因此   

在實施的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困難，甚至無專責單位能進行業務的專業規劃與   

執行，都將造成實施上的困阻，進而無法順利落實。 

(三) 學校實施成本高昂：一般學校實施 ESG 會需要額外的成本費用，像是環境   

保護設備、專業人才培力經費、活動辦理、研發與改進等。 

在聚焦與釐清 ESG 對於學校永續治理的相關問題後，接著需提出適當且相

對應的永續治理策略，方能為學校的前瞻願景創造永續經營的里程碑。 

四、學校永續治理策略 

有了前述的學校 ESG 落實與策略規劃、學校 ESG 相關問題釐清與聚焦，學

校在執行 ESG 時，確實必須進行差異化的策略因應，對經營績效方有正向幫助。

因此，學校追求策略性的 ESG，應從核心價值與特色願景出發，將「ESG 永續策

略」融入於平日校務經營與運作中，深化其與教育本質核心能力與素養的關聯，

使緩和（mitigate）學校在校務運作過程時，對環境、社會與對成員本身所造成的

負面影響。換言之，學校若能開發與提出有意義和連結性高的 ESG 方案，將可

強化成員關係、學生與家長信任度、媒體報導與利害關係人參與等關鍵要素，形

塑教育市場化競爭的差異性，帶來新的績效或降低風險成本，最終提升學校信譽

與品牌形象。 

綜上，本文提出學校永續治理可行策略為： 

(一) 環境保護（E）方面 

學校目前在 ESG 環境保護面應以推動節能減碳維持總用電量負成長為目

標，每年透過汰換老舊空調、大型耗電機具、更換節能燈具、提升熱泵效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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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能源管理系統 EMS（Energy Management System）追蹤校內建物用電行為等具

體作為打造低碳校園。 

除此之外也應同步加強：(1)宣導智慧綠能交通，採用低汙染、低耗能的綠能

交通工具。(2)建置水資源管理監控系統，透過校內數位水錶監測系統，管理用水

與監測飲用水狀態。(3)推廣食農教育進行永續餐飲。(4)確實執行綠色採購具有

綠色標章之環保物品。(5)落實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回收。(6)維護校園生物多樣性

環境，有效控管生態平衡。 

(二) 社會責任（S）方面 

學校應將「教育與社會責任」連結，落實永續策略的社會責任，為學校贏得

聲譽、讓學校品牌深入人心。例如，推動食農教育挺基層農、漁業，學生營養午

餐採用在地當季當令的生鮮農漁產品，強化飲食、環境與農業之連結，以增進國

民健康，傳承與發揚飲食及農業文化，促進農漁村、農業及環境之永續發展。另

外在學校團隊成員關係、學生學習成效與品質、利害關係人權益、對社區發展之

相關協助與互利方案等評估對社會的影響，並尋找改善的機會，例如積極參與社

區活動和計畫、實施教育訓練來確保團隊成員對 ESG 政策的理解程度，甚至是

與相關的學校或機構一同合作推動永續發展等。 

(三) 組織治理（G）方面 

在組織治理面，學校可以在適當的時間主動公開學校 ESG 實施政策與經營

計畫、管理策略等相關資訊，讓學校完整落實誠信與信任的治理行為，並提高內

部的「資訊透明化」，使成員、學生、家長、利害關係人等對學校更加信任，同

時也能達到自我檢核的效果，達到學校共治、共享的願景。 

五、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綜觀上述，瞭解學校實施 ESG 的認知架構、相關問題，將有助於規劃與落

實學校永續治理策略。在課程教學面，透過跨域整合低碳、能源與永續課程，完

成主題與議題統整。在教學增能面，強化區域產學協作，協助學校培育創新人才

與淨零減碳知能。在學生成果面，以永續校園創意競賽產出多元學習成效。最後，

在行政管理面，能以目標關鍵成果(Objective Key Result, OKR )進行 ESG 在學校

永續治理策略的績效管理，達標多項符合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經營成果，努力實踐學校組織公民的角色，創造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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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最後，本文提出對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行政及教師在 ESG 的永續治理上，

具體可行之建議作為： 

1. 教育主管機關 

教育主管機關應將 ESG 對全球化的影響與學校應有的因應作為列入教育政

策與課程實施依據，確立 ESG 實施指標與績效管理檢核方針，提供完整的 ESG

教育訓練體系、人才培力系統與資源共享平臺，讓各級學校都能具備 ESG 相關

知能與協作經驗，永續傳承。 

2. 學校行政 

學校行政應思考組織策略結構與轉型方式，使整體行政管理流程更符合永續

經營目的，於推動轉型初期，學校行政內部需要有合適人選扮演推動永續經營轉

型的支點，確立永續經營方針並積極傳遞永續經營概念，由上而下整合各單位、

成員共同投入，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發揮實質影響力。 

3. 教師 

教師是學校經營運作的根基，在學校落實 ESG 的路徑中，是非常重要的基

石，需要學校全體教師共同參與、協力與改善，才能全面穩健提升 ESG 的成效，

教師可運用職涯技術，將學校永續目標與個人職涯目標相結合，落實在日常生活

的行動方案，找到學校永續發展和個人職涯發展的契合點，成為學校永續治理的

DNA，實現共同成長、達到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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