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氣候變遷及能源對策執行委員會 

智慧運輸及能源轉換和能效提升專案小組-第 4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12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0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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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黃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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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專案報告：經濟發展局、交通局簡報：智慧綠色運輸推動策略 

參、 綜合討論： 

一、 楊順美委員 

(一) 公務車的電動化期程，可否再提升?不必都是以（購買）汰換

方式，可以考慮租賃方式?如此也可幫助租賃業往電動車方式

發展! 

(二) 綠運輸方面，是否有車輛總量管制的考量?以新北市路面設施，

最大容量是多少?不應該都以私人載具成長的方式來思考。而

且大眾運輸發展之後，私人載具應該減少，是否有計算合理

比例?再加上人口發展趨勢，2025年之後，人口減少的比例增

加，到 2050 年將少於 2000 萬人，交通設施也應該有不同設

計（老年人口增加!）。 

(三) 自行車規劃，運動休閒與通勤的比例為何? 

(四) 淨零過程中，受衝擊的族群如何照顧?協助轉型（社會轉型）

尤為重要，應及早規劃。 

(五) 太陽光電的裝設，公有建物應先全面執行，另外戶外平面停

車場，也都可裝設太陽能板（屋頂是可以創造出來的!）。 



 

二、 羅凱耀委員（賴欣儀秘書長 代） 

(一) 新北市可增加更多淨零碳示範區域或循環經濟示範區域。 

(二) 日後在綠建築及碳中和區域等相關規範討論與政策發展，納

入綠色能源產業聯盟建議。 

(三) 小型能源科專的執行：用電大戶及中小企業在節能與創能等

應用與研發，可透過小型能源科專的執行，鼓勵業界投入。 

(四) 其他再生能源之設置示範：如符合新北市區域特性之小風機。 

(五) 碳管理推動辦公室之成立：因應淨零碳排路徑及產業衝擊（如

CBAM 等）所產生的碳焦慮，建議成立碳管理推動辦公室，

一站式服務引導並解決業界碳管理需求。 

(六) 全國第一直轄市層級的碳查證第三方認證機構之建立：因應

新北市產業對溫室氣體查證需求，建立全國第一直轄市層級

的碳查證機構，服務新北市企業。 

(七) 建議可擴大私有停車場之補貼。 

三、 杜威達委員 

(一) 簡報 KPI 缺少轉型過程中，新增加的或者轉移高效率產業的

就業人口，以及因為轉型而失業的人口?或許這些為經發局一

直想要協助的弱勢對象。 

(二) P.28機關節電率 1%，建議經發局未來對外論述可以強調為全

體機關節電總量，避免被部分廠商誤導，抹滅新北的努力。 

(三) 人才教育部分，青年節電大使是否能串連到教育局或者經發

局日後相關政策，有利包裝自己局處政績非曇花一現的施政

心態。 

(四) 每年 10MW太陽光電進度，內政部尚未把法條健全完備，建

議可利用空檔，新北市先內部調查每年新增多少屋頂面積，

如果遠遠小於或大於 10MW，可以回頭來檢視 10MW里程碑



是低估或者高估。 

(五) 光電發展部分，可由經發局帶頭召集優質廠商開會交流。 

(六) 建議把所有建築物內容如建材、設備等都資訊化，希望新北

市 10年之後是用資訊在管理建築物。 

(七) 交通部分建議論述朝鼓勵電動車但不鼓勵私人運具增加的方

向。 

四、 賴偉傑委員 

(一) 2022 年 8 月新北白皮書已發佈，再來應建立「推動落實」、

「成效檢驗」與「修訂目標」檢討機制，並建議定期發布 GAP 

REPORT（排放差距報告）。 

(二) 本版白皮書中，「公眾溝通與公正轉型」篇幅僅有一頁，然「公

正轉型」已是國際社會主流化，且是對氣候變遷與「淨零轉

型」願景與推動的核心價值，建議未來版本應加以調整。 

(三) 建構淨零「專網」很好，但網頁資訊有限且更新較慢，另建議

專網「定位」能更明確，以達到更精準的資訊建構、資訊傳遞、

社會對話等功效。 

(四) 今年因烏俄戰爭、疫情等多種因素，全球能源供給短缺與價

格上漲，此「非常時期」促成各國（尤其是歐盟）與城市的推

動「節能」作法、制度、配套，以及社會溝通與社會動員等面

向，建議加以收集彙整，作為新北規劃與可行性評估參考。 

(五) 簡報中提到關於節電（淨零轉型）「人才」培育，請問效能評

估與檢討為何？培育之後是否有進一步與學校、產業、社區

的需求「媒合」？另人才培育可否不只是節能，而是擴大到

「淨零轉型」的各種 green job 綠領工作的通盤盤點、供需、

培育、媒合計畫？ 

(六) 類似「新北耶誕歡樂城」此類公私大型活動，建議新北市府漸

進要求建立活動的「能耗與碳排」揭露與降低機制，這同時也



是好的社會學習與社會溝通，長期甚至評估活動「碳中和」可

能性。 

(七) 關於智慧綠色運輸，除運具電動化與大眾運輸之外，建議應

同時啟動路網的轉型規劃，尤其是私人運具與行人、自行車

道路競合。讓低碳與「移動安全」面向並重，來作為「以人為

本」的交通路網社會溝通基調。 

(八) 另應思考推動減少旅行、運輸、移動需求的可行計畫和配套。 

(九) 建議新北推動電動運具充電硬體」設施同時，也應掌握充電

行為與台電「電動車專屬時間電價」搭配的可操作性和時間

狀況，做為未來量體大量增加的參考。 

五、 張皪心委員 

(一) 住商部門：1.既有建築能效提升，2030 年才訂建物動力設備

效能規範已太遲，須加速翻新老建物能效。2.建議和建築公司

與房仲業者合作，加速翻新改造，增加工作機會。3.八里區打

造淨零示範住宅(符合結合綠色運輸、運具管理)。4.升級弱勢

家庭家電能效。 

(二) 交通運輸：1.八里綠色交通管制區具體內容? 2.公共充電樁須

提升占比（2030 年目標只有 5%是否不足）。3.缺乏共享運具

長期規劃。4.自行車市區騎乘安全性，建議結合綠色交通管制

區。 

(三) 能效提升、創能：1.能源大戶輔導成效? 2.公民電廠推動進展?

募集屋頂或市民光電基金。 

(四) 教育、宣導：建議於新北大型文化/旅遊節慶加強宣導，提供

市民理解淨零政策與成效，例如歡樂耶誕城用電採納綠電。 

(五) 淨零學程推動：教育局、勞動局與經發局協力。 

 

 



六、 環保局 

(一)  8 月份發布之 2050 年淨零氣候行動白皮書及資訊網站，將

隨相關法令支持、政府政策方向及技術提升加快與明確化，

與時俱進做滾動調整。 

(二) 市長對於 2050淨零最早宣示，也強調市府為一個團隊，現在

各局處向心力非常凝聚，為新北市的優勢。同仁或許對於每

個領域的專業度有落差，但大家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三) 後續追蹤策略及機制，本局每年都有減量執行計畫，針對前

年度碳盤查結果比較、各部門的活動強度以及相關政策進程，

未來在專網呈現。透過此方式達到社會溝通，希望民眾未來

對於不足的地方能持續給予建議。 

(四) 八里示範區屬於指標性案子，盼淨零路徑相關策略及措施都

能在八里先行，找到最佳可行的路徑。以住商部門為例，朝住

宅節能節電來推動，核心的點是透過住宅節電，搭配焚化廠

的零碳生質電力及再生能源的電力使用平衡。另外在產業能

源的部分，今年新北市達到燃煤退場，但在八里是燃料油全

數退場，後續在燃料使用上，一定一致都是以天然氣或者朝

向電氣化來執行。 

(五) 交通部分在公部門，八里區公所車齡已達汰換年限時，相關

機關只要在八里設有，優先換成電動車，目前公務車汰換期

程非常明確，在規劃上 2030年不含消防救護車，都全數電動

化。綠色交通管制區，希望透過劃定一定區域，將外來的車子

受政府機關管制，透過此方式讓民眾有更好的人本交通環境，

加速運具的電動化。碳匯的部分，與農業局共同來了解紅樹

林或溼地原有的固碳能力如何維持及擴大，另外在未來幾年，

在八里焚化廠導入 CCUS 技術。透過多元的增匯，將無法全

數達到碳中和的點來達成零碳。 



(六) 針對機關用電節電 1%，新北市政府全市用電狀況有雲端監控

系統掌控，亦於各單位用電異常時示警，秘書處協助各機關

做相關用電行為模式改變，後續也會滾動式檢討節電效果。 

(七) 停車場的充電樁設置，私部門期程相當早，今年 3 月有邀請

建商在新建案針對新的住宅大樓，全數留設充電管線，新北

市各單位都是非常積極朝零碳目標努力。 

七、 經濟發展局 

(一) 目前公有建物太陽光電設置量已達 21MW，後續將持續努力。 

(二) 在零碳轉型的過程中，相關產業的就業與失業議題，未來也

會納入議題。 

(三) 本局一直有在執行中大用戶輔導，小型能源科專的建議，會

再檢視原先的執行方式是否能再修正及精進。計畫上的用語、

太陽光電設置目標及國際推動節能的作法及成果，後續都會

再更加精進。 

(四) 風力發電及碳管理皆為產業所關心之議題，本局將密切與能

源局聯繫，檢視地方政府之產業輔導工作。節電人才與產業

串連，本局已做過類似案例，未來也會再加強。 

(五) 弱勢家庭許多家電效能需要改善，本局過去幾年做過許多輔

導案，與公益團體及家電業者合作，提升弱勢家庭的家電效

能。 

(六) 中大用戶約 343 家，從 106 年輔導迄今已經完成 466 家次，

預估到年底協助節電可達 6248萬度。 

八、 農業局 

林口設置全國唯一合法高樓層畜牧場，加入沼氣發電設備將

於明年運作，透過工研院估算 3 萬 6500 千瓦機具，以 8640

頭豬的沼氣量能發電，每年提供提供 30萬度的電能回賣給台

電。 



九、 交通局 

(一) 高齡化社會部份，最近在透過老人肇事防制面向做努力，包

含運具使用、時間、習性調查，交通運輸方面專屬座位及票證

等，持續推動且加強宣導。 

(二) 自行車通勤及休閒差異，通勤部分以公共自行車場站為主，

休閒部分會結合高灘地的作業系統，其費率有所不同。自行

車站點設置密，鼓勵民眾將自行車作為通勤工具。旅運移動

需求配套部分，會持續思考更好的方式做銜接。 

(三) 行人安全部分，透過道路宣導，與業者們合作至學校辦講習、

課程等，也包含外送平台，並蒐集肇事特性分析做改善。 

(四) 私人運具如原先免費之停車格改為需要收費，有些採累計費

率做處理，抑制私人運具使用，鼓勵運輸的補貼。大眾運輸也

提出 1280的政策，包含捷運、公車及公共自行車都能使用。

私人停車場補助涉及停車場作業基金循環使用問題，本局會

持續內部分工討論。 

(五) 人行環境與道路面積部分，透過捷運系統是一次很好的翻轉

機會，使用不同型態包含人行空間、友善步行、捷運系統的節

點，自行車道及人行道斷點等，都會透過此次機會來做修正。 

(六) 共享運具部分，由於運具由私人經營管理，新北市持續輔導，

未來研擬評鑑機制給予獎勵，例如權利金或專屬車格等制度，

輔導業者使制度更加健全。 

(七) 道路上目前交通工具機車仍屬大宗，未來會再思考於八里低

碳示範區可能有什麼想像，在道路配置上讓大家看見接受。 

(八) 管制區部分與環保局做配合，會導入高污染運具限制通勤跟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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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下次委員會會議由「循環經濟組」及「韌性調適組」進行專案

報告。 

陸、散會：下午 4時 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