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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第 4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3年 12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 18樓市政會議室 

主持人：劉副市長和然(代)                       紀錄：林姿儀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如附)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工作報告： 

一、 秘書組報告：環境保護局簡報 

二、 專案報告：經發局、教育局、交通局簡報 

參、 綜合討論： 

一、 賴偉傑委員 

(一) 關於新北市機關學校能源揭露，建議學校揭露應擴及到大專

院校；有相關科系專業領域的學校，亦可扮演輔導其他學校

協作的角色。另盤點過程，可結合學校教學課程（因地制宜，

能源素養），讓師生可以實際參與和了解，做為未來深度節能

的公共討論和共同遵守的「社會溝通和社會參與」。 

(二) 關於「能源技術服務業財產及節能績效保險」，中央也在擬定

推動，請問新北市政府的推動模式方向與作法為何？以（新

北市政府）「機關智慧能源管理中心」的經驗，上述模式如何

可行？會參加嗎？除了節能績效 ESI（ Energy Saving 

Insurance）外、是否考慮包括 EEI(Energy Efficiency)、 

REI(Renewable Energy)等領域的媒合和推廣？ 

(三) 關於公務車運具電動化「示範」（依年限汰舊換新、補貼差價）

執行方式，如何讓私部門「跟進」？建議公部門部分可探討運

具電動化（一部分）租賃非購買，建構包括需求、成本、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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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調度管理等模式改變嘗試，以擴大私部門的參考與跟

進模式多樣性。 

(四) 關於綠色採購，打造減碳生態系，可能需包括生命週期或減

碳等，需有較具體的實證數據和依據。 

(五) 新北市很多作法推動的脈絡與軌跡，彌足珍貴，建議可加以

整理和載明：哪些是中央政策與規範（全國推動）？其中新北

精進或因地制宜修正調整為何？哪些是新北市特別項目或嘗

試？其中重要的時序和里程碑為何？重要的經驗或檢討為何？ 

(六) 上述「全國方面」，其實牽涉到的是資源、資訊與經驗的分享

和整合，以及新北的因地制宜的考量；「新北獨創」，則可能適

合提供中央或其他縣市政策參考或觀摩。 

(七) 由公司協作推動減碳存摺立意良善，但並無法納入步行方式

減碳貢獻，且需有 APP 可能造成數位門檻和排他等公平性問

題。 

(八) 承上，現已有很多公部門的類似 APP，與其他相類似 APP功能

的整合（例如環境部推動綠生活（綠點））？是否會造成重複

計算？重複獎勵？ 

(九) 推動上述政策，提到增加使用大眾運輸，「成效」依據為何？

如何檢視和回饋？可逕自「企業永續報告書」引用，因屬公私

部門共推，請問排碳如何計算？誰來認證？ 

(十) 大眾運輸之間銜接和對接，資訊整合與掌握度如何進化，可

再持續強努力。 

(十一)「充電大平台」提到具體的「減碳」數據，請問如何得出？ 

(十二)每年度電動運具的目標，達成率為何？原因？如何因應或

調整路徑？ 

(十三)新北市用心推動很多具體政策，但除了提出成果和數據外，

建議也應列出面對的問題、挑戰和克服面向（法規、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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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持續檢討和因應。 

(十四)建議提出新北市政府版的「排放年度差距報告」（gap 

report），目標檢視、社會對話、社會溝通與全市民共同承擔

的基礎。 

二、 張寒瑋委員 

(一) 機關學校使用太陽能的度數是否未來也會揭露在「淨零專網」

的平台當中?跟現有學校的 EMS系統之間的連結，如何讓更多

學生也能參與和知情?教職員工是否會需要協助來了解使用，

讓師生們有機會在能源使用上成為更有動力的角色。 

(二) 碳中和校園的盤查結果和碳中和方式會在哪裡公布? 

(三) EMBA講師們清一排是男性，建議注意性別平衡，讓女性也有

楷模參考。 

(四) 台鐵的碳排量是旅客碳足跡? 

三、 張皪心委員 

(一) 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行動自治條例」草案中對「用電大戶」

之定義必須更積極地採用契約容量 800KW，且使用再生能源

之比例不得低於 10%且須明訂「逐年調升」之檢討機制。 

(二) 為加強「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建議經發局與環保局共同推動

企業投入小型案場（<1.9MW）或屋頂校園光電、公民電廠，讓

企業出資建置案場，發電以轉供方式給企業自用（亦可透過

虛擬電廠加強能源管理）。 

(三) 因應中央「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2025-2028總經

費 4 年 40.8 億元。每 KW 獎勵 3000 元。每案最高 30 萬元。

地方政府可加碼，建議建立補助優先順序 1.自發自用、2.轉

供模式。讓民眾真正使用到綠電，企業也有誘因走入社區共

同維護光電廠。 

(四) 因應「新北綠電合作聯盟」啓動，除媒合「綠電憑證」及「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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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品」之外，是否有更多經濟誘因與行政支持？例如參考

美國提供太陽能投資或生產稅收抵免(如加州將 RE 視為綠色

產品)。 

四、 楊順美委員 

(一) 碳中和或淨零目前選定的目標大都是校園，能否在其他公有

建築或是機關選定對象執行? 

(二) 碳盤查進度雖然每年有成長，但建議應儘速完成，才能有效

掌握減碳潛能。 

(三) 公務車可否採租賃方式?以加速汰換速度，並加速產業發展。 

(四) 減碳生態系淨零綠生活，消費者行為改變的誘因為何? 

(五) 綠領人才培育 EMBA，如何推廣至其他有興趣的民眾或學生? 

(六) 自行車道如何成為通勤工具而不是只有休憩功能? 

(七) 綠運輸的目標值為何?私人運具有 8%轉為大眾運輸是最大量

了嗎?還是有潛力可以再有其他方式讓民眾更願意採用綠運

輸? 

(八) 電動公車維護場人員的公正轉型做法? 

(九) 電動公車汰換以最頻繁路線車程長者優先，最能減碳! 

五、 杜威達委員 

(一) 肯定市府設置能管中心，但提醒定期檢討儀表定期校正頻率，

以及確保儀表滲透深度。 

(二) 肯定市府設置「企業、青年&社區共推轉型」的基調，另建議

針對 ESCO的部分：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M&V）是 ESCO成效

的最底層邏輯，建請推動培訓取得證照及融入採購案，以人

力、商機等機制引導市場成形。 

(三) 肯定「建立低耗能能源使用效率最佳化示範案場」，期許未來

找出產品降價機會（技術？收費模式？採購制度？）與排除

商業化過程之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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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賴欣儀委員 

(一) 建請設立推動永續城市推動辦公室，以支援本市永續長之五

大任務，並執行「氣候條例」通過施行後等相關專案及行動計

畫。 

(二) 建請增列「碳健檢中心」等相關預算，並編列補助基金專款專

用於深度節能等設備改善示範計畫，擴大辦理第三批碳盤查

5000噸碳排名單，因應下個月碳費上路之產業衝擊。 

(三) 建請設立深度節能等節能技術服務（ESCO）之永續金融輔導

平台，由市府主責，邀集金融業、節能產業及淨零需求企業等

三方，俾利加速本市淨零轉型。 

(四) 建請規劃本市深度節能方案，發展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VPP))，建議設立一跨局處平台，提前規劃本市專屬之

深度節能平台，並以八里碳中和區為驗證場域，推動虛擬電

廠相關計劃。另建議於本市各市場建置虛擬電廠之網絡。 

(五) 建請責成市府相關單位參加「2025淨零城市展」並爭取《2025

城市能源轉型獎》，向世界分享新北市優質永續發展政策及淨

零轉型豐碩成果。 

(六) 建請發行永續債，多元化投入淨零科技產業升級，非僅作為

捷運建設及社會住宅之償債用途，更應多元化使用經費投入

淨零科技產業扶植與升級，進一步落實本市永續建設目標。 

七、 呂穎彬委員 

(一) 循環商業模式的施行可以先列出可行之財物或勞務採購，整

理出一個列表並排出優先順序，如過去已有的印表機/影印機

都有相當成熟的市場，只是要納入尚未實施者即可;又如電動

運具為成長中之市場可再加提倡;再如市場尚未成熟者如照

明服務、道路工程(購買路平服務)等，可以實驗性的專案先

導計畫來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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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研議淨零措施間接指標，如運輸可考慮在電動化之外，

加上私人運輸之移除量推估；建築可建立新淨零建築與改善

舊建築淨零之效果之相關減碳效益指標；機電設備可建立汰

換老舊低效率設備相關之減碳效益評估之指標。 

(三) 弱勢族群減碳需協助與照顧，許多弱勢族群因財力與認知不

足，不願更換高效率之機電設備而導致花費更多能源及碳排。 

八、 邱裕鈞委員 

(一) 建議比照國家第三期温室氣體減量管制目標方式，訂定各部

門（工業、住商，以及運輸部門之減量目標），以利檢核目標

達成度。 

(二) 校園碳盤查計畫有助於學校掌握全校碳排放狀況，進而可據

以提出減碳方向，並加以執行。此代表碳盤查不是完成就好，

而是要形成制度，以 PDCA方式進行減碳成效之監控與調整。

此外，如何推廣至其他學校？目標是否是要求全市所有各級

學校均要進行碳盤查？ 

(三) 建議鼓勵企業尤其是位於科技園區或工業區推動碳盤查，而

且最好能納入範疇三（類別 3-6）。 

(四) TPASS都會通計畫的政策目標應該不是提高會員數及使用率，

而是應將重點放在私人運具移轉及偏鄉行政區公共運輸經費

支出與都會行政區的差距縮小。 

(五) 八里淨零停車場規劃 100%充電格位，未來石化燃料車輛停放

之管理，可能要預為因應。 

(六) 人本道路環境的改造，以捷運站 100 公尺附近為優先改善區

域，非常適合。另外，是否再納入其他重要節點，例如，學校、

大型醫院及活動中心？並積極向國土署及公路局申請「永續

提升人行安全計畫」補助。 

(七) 除積極減碳淨零外，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居住環境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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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調適，也應該加以研擬。 

九、 吳健生委員 

(一) 新北市綠色旅遊的推動重點在於透過利害關係人訪談，建立

綠色旅遊供應鏈，從根本提升旅遊區的低碳生態。然而，目前

大部分短程旅客仍習慣使用私人運具前往景點，導致碳排放

量居高不下。為有效降低碳排放，可參考其他地區的旅遊區

管理模式，針對大範圍景點進行車輛管制，改採電動接駁車

系統，以大眾運輸方式一次載送多人，達到減碳效果。烏來地

區已有接駁車案例，建議挑選人潮密集的景點進行試辦。 

(二) 低碳校園的認證機制爲何？金熊級、銀鵝級等分級標準，是

否配合獎勵機制鼓勵學校升級？此外，認證完成後主要是針

對學生進行紮根教育，將重點放在學生層面，設計具誘因的

參與機制，例如透過累積積分提供升學加分，激勵學生積極

參與低碳行動。 

(三) 新北市正在推動捷運三環六線、公車路網及快速公車系統建

設，建議可透過人里程數據進行成效分析，比較變化，吸引更

多人搭乘。此外，公共自行車 2.0 目前雖無法追蹤總里程，

但可根據每次使用時間進行分類分析，推估短程接駁、長程

休閒及通勤等使用模式。需特別注意明年恢復 30分鐘收費政

策可能對使用率造成影響，未來數據分析時應納入政策變動

因素進行評估。新北市已針對 TPASS短期規劃進行問卷調查，

結果可作為未來方案設計的依據，推出不同的方案，並爭取

中央經費補助。 

十、 蘇漢邦委員 

(一) 建議持續追蹤中央政府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與五大國

家希望願景工程，包含: 「第二次能源轉型」、「數位與綠色

的產業雙軸轉型」、「推動永續綠生活」、「政府做淨零轉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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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不遺落任何人的公正轉型」等五大策略的推動進展，期

能將中央、地方的資源與策略整合。 

(二) 新北市針對永續長聯盟優先推動事項，已分項說明推動現況。

針對落實深度節能，規劃推動節能保險，媒合 ESCO廠商、企

業及金融機構，創造三贏局面，反映了新北市在落實深度節

能之積極度，亦與我國引導保險資金推動深度節能政策發展

趨勢一致。建議未來可結合中央可運用之資源，引領新北市

轄內產業導入節能商業模式。 

(三) 新北市在提升綠色採購方面，已呈現推動公私部門綠色消費、

綠色旅遊及永續活動管理成果，相較於其他項目均有明定(設

定未來)政策目標，建議本項提升綠色採購做法，亦可以考量

給予明確政策量化目標。（中央政府：2023年政府綠色採購占

業務費預算的 3%，2030年目標為 10%） 

(四) COP29首屆「數位日」, 國際電信聯盟 (ITU) 在 COP29提出

「綠色數位行動宣言」，獲超過 90 個政府及 1,000 名數位科

技界人士支持。數位解方的聲量逐漸被重視。數位化在能源、

產業及運輸等產業轉型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建議本府推動團

隊可持續關注。（另有，公約第 6條的通過，國際碳市場與國

際合作的進展）。 

(五) 本市以企業、校園、社區三大面向結合，辦理多項跨局處活動

及企業輔導作業，各項執行成果豐富。此外，亦落實不遺漏任

何人之精神，協助轄內中小企業及社會弱勢轉型，成果值得

肯定。建議未來針對三大面向推出之活動及政策資源，可與

「新北市輕推淨零影響力平台」及「淨零促轉服務團」資源，

同時透過系統性資訊揭露，加速政策擴散並提升成效。 

(六) 運輸部門減碳策略，環境營造(充電設備、YouBike等)、數位

策略、行為改變等均十分重要。AI運用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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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綠色生活與低碳運輸城市專案報告內容包含大眾運輸、智慧

運輸、低碳運輸外，尚有八里示範區推動作法，架構相當完

整。然而運輸減量措施性質與其他部門具差異性，尚需考量

市民願意使用，方能發揮減碳效益。因此後續應考量如何營

造優良的使用者體驗。如：八里示範區各項措施串連，使其成

為一個「搭車比開車更方便」的區域，促使民眾行為改變。 

十一、 葉欣誠副主任委員 

(一) 關於中小學校園的「碳中和潛力校園」具有 42所，由於主要

中小學校園的碳排放來自於用電（範疇二），而在校園中設置

太陽能電板，若為 ESCO廠商設立，或併網台電，其減碳量已

由廠商或台電取走，理論上不能直接抵扣校園碳排量，若另

行購買再生能源憑證，則需有經費支出。校園樹木固碳量之

計算則需遵循方法學。環境部根據 ISO14068-1之架構與精神，

公佈了碳中和指引，需遵循「盤查、減量、抵換」原則。日後

使用「碳中和」一詞，必需嚴謹，避免涉入漂綠爭議。 

(二) 減碳存摺之減碳量業經 BSI 認證，應已具備相當的嚴謹度，

然而應對外說明其 Baseline（基線）爲何？才知道是相對於

何種情境的減碳量。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結論： 

一、 專家委員意見，請各單位納入政策推動參考並統一書面回覆。 

二、 針對綠領人才、綠色旅遊型態、金融平台、深度節能、租賃取

代購買、數位解方及公正轉型等關鍵性議題，由各專案小組納

入議題，洽各委員諮詢討論。 

三、 下次會議由「循環經濟組」及「韌性調適組」進行專案報告。 

陸、 散會：上午 12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