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問卷設計與分析 專家訪談

◼ 文獻來源：

◼ 五大構面：

1. 氣候變遷的基本定義

2. 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與機會

3. 面對氣候變遷的因應策略（減緩與調適）

4. 氣候變遷管理

5. 氣候變遷的價值觀與道德思辨

研究工具-氣候變遷基礎與實務知識

從永續發展思維建構高中以下學生氣候變遷素養：
以整合企業永續實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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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作為全球主要的經濟脈動，企業永續實務與全球永續發展密切相關，
在氣候治理兼具知識的產製者、知識的過濾者與知識的執行者，了解企業如何
看待氣候變遷，以及企業氣候治理與氣候變遷的互動關係是邁向永續發展的契
機。

本研究彙整「氣候變遷基礎知識」及「企業氣候變遷實務知識」，建構
「氣候變遷素養框架」，並透過專家訪談，了解我國在氣候變遷教育的發展困
境、企業永續實務的推進，以及企業角色在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議題的定位，
釐清氣候變遷議題於教育和企業實務面的缺口。

本研建立之氣候變遷素養架構分為五個主構面：氣候變遷的基本定義、氣
候變遷帶來的風險與機會、面對氣候變遷的因應策略（減緩與調適）、氣候變
遷治理、氣候變遷的價值觀與道德思辨，更進一步設計國小至高中階段性學習
內涵，並發展整合實務問題之氣候變遷教育教材。

關鍵字：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素養、氣候風險、氣候變遷調適、企業永續實務

緒論

改編自：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工程學系氣候變遷與環境生態上課教材(2019)；
Elkington(1997);Chen(2020)

氣候變遷治理是多層次治理議題，需要國家、民間與企業的協力行動，而「市場失

靈」是氣候變遷的核心問題，企業有義務朝向低碳經濟轉型，矯正溫室氣體外部性的現

象，而政府也應介入管理，使用政策工具或經濟工具等手段矯正市場失靈。

研究目的與問題

1. 探討我國氣候變遷教育發展現況與問題。

2. 了解國際氣候變遷教育之發展趨勢與內涵。

3. 探討企業於永續發展下之角色及氣候變遷人力資源需求。

4. 建構兼具系統性與實務性之氣候變遷素養框架與教育指標。

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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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 氣候調適演算法(Climate Adaptation Algorithm, CAA)：

= 氣候調適六步驟 +氣候風險模板

資料來源：科技部（2016）、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永續發展研究室

◼企業氣候變遷實務知識 +氣候調適演算法：

◼五大構面：

1. 企業治理與氣候變遷

2.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3. 氣候變遷風險管理

4. 企業的碳揭露與減緩行動

5. 氣候風險管理程序的工具與實作

◼ 總計五主構面、14次構面與44項教育指標

◼ 問卷設計：重要性評比、自評認識程度、意見回饋

◼ 問卷量化：李克特五點尺度(Likert 5-point)量表

我國氣候變遷教育學習內容架構問卷（部分示意）

◼ 訪談對象：大學教授及企業永續從業人員

◼ 訪談問題：

1. 氣候變遷教育的發展現況與問題

2. 學校教育與企業永續實務的落差

3. 企業在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議題中的

角色與重要性

4. 產學合作的策略與促進方式

4 結果分析與討論

氣候變遷教育指標回饋

➢ Step1：重要性評比、自評認識程度、意見回饋

(平均數<4)

➢ Step2：重要性分析、共識度分析
(標準差>1)

➢ Step3：第二階段指標分析(屏除自評認識度低者)

➢ Step4：指標數據異動分析

➢ Step5：專家意見與指標修正

◼ 企業氣候變遷實務知識：

《TCFD》、《CDP》、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氣候變遷教育指標回饋II

3-2-3

認識管理氣候風險的工具
（氣候調適標準流程、氣候風險溝
通模板）

一 3.64 4 0.92 43

二 3.88 4 0.83 41

異動
分析

……本指標之設計用意在於幫助跨領域進行風險合作，以及釐清風
險的來源與界定調適選項，透過標準化的框架協助不同領域者精準
溝通，並建立邏輯性的氣候風險管理工具……

◼ 指標數據異動分析

指標數據異動分析表（部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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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意見與指標修正後調整：五大構面、13次構面與39項教育指標，分屬「認知」、

「情意」與「技能」

階段性教育指標建構

階段性教育指標（部分示意）

1. 氣候變遷導致邁向永續發展的途徑偏差，故應從永續思維審視氣候變遷治理。

→未來研究可擴及更多方視角：例如政府實務推動。

2. 本研究整合「氣候變遷基礎知識」與「企業氣候實務知識」，透過專家訪談與問卷分析建構
氣候變遷素養。

→素養框架與教育指標內涵建議集結專家，以工作坊形式交流，形成跨域討論。

3. 本研究設計之氣候變遷素養框架與教育指標包含五個主構面、13次構面與39項指標

→教育指標著重中小學，未來大專院校的氣候變遷教育可朝向問題導向的情境式教學發展。

結論與建議

企業活動與永續發展密切相關，企業營運對於環境永續（Environment）、社會進

步（Society）與經濟成長（Economic）可能帶來正面或負面衝擊，作為氣候變遷治理

的關鍵角色，企業的氣候責任已成為企業本身、政府與社會的議題與任務，而氣候變遷

人力資源的培養也應下探至學校教育 ，亦即我國的氣候變遷教育應朝向實務應用與國際

趨勢接軌，成為帶動產業轉型的力量。

研究工具-氣候變遷基礎學習內容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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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第四章的專家回饋與問卷分析結果，設計我國各學習階段之氣候變遷教育內涵，透

過螺旋式的教育設計，培養學生對於氣候變遷認知、情意與行動的整合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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