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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零碳城市發展自治條例（草案）」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5月 11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0分 

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 18樓市政會議室 

主持人：邱副秘書長敬斌                          紀錄：陳建智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如附）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環保局簡報：新北市零碳城市發展自治條例（草案） 

 

參、綜合討論： 

一、 城鄉發展局 

(一) 目前條例內容較著重氣候變遷調適，溫室氣體減量相關內容

呈現較不明確，然考慮目前淨零發展、中央氣候變遷因應法路

徑規劃，多以減碳為優先措施，在自治條例中的架構是否需重

新調整？ 

(二) 第九條參照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內容，調適、減碳都有調查需

求，並授權各相關主管機關進行，並沒有列出特定權責單位，

建議可比照中央，制定通則性條款。 

(三) 第十四條維生基礎設施就定義及權管單位來看，建議權責回

到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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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七條國土計畫中有針對氣候變遷之專章內容，相關調適策

略規範也回歸各執行單位辦理，第十條後段定期檢討部分亦

可做處理，建議將第七條、第十條內容整合。 

(五) 第十一條參照中央訂定草案內容，溫室氣體減量工作聚焦於

能源、製造、建築、運輸、農業、環境等部門，氣候變遷調適

部分著重環境、災害、設施、能資源等部門，建議參照中央概

念，由相關執行單位擬訂計畫及執行。 

 

二、 財政局 

(一) 金融業屬特許行業，在綠色金融推行上，地方政府並非金融機

構主管機關，若將綠色金融作為自治條例特色，可能會讓外界

產生新北市對金融業能採取更積極措施，但實際上工具十分

有限。 

(二) 第三十三條因金融主管機關在中央，在強調草案特色時，用詞

應更精準，可調整為綠色採購、綠色商業等。 

 

三、 主計處 

(一) 第五條氣候基金之罰鍰收入，依中央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內

容，已將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之罰鍰提撥刪除，因此將罰鍰列為

基金收入部分請再衡量。 

(二) 氣候基金成立的時間點，在自治條例中並未提及，建議取得資

金後再成立，且罰鍰收入無法作為主要資金來源，故該項順序

應調整，避免讓外界誤解罰鍰之於氣候基金的重要性。 

 

四、 工務局 

(一) 依據第二條第八款對維生基礎設施之定義，第九條第六款維

生基礎設施管線之監測、研究及調查工作，建議由各事業目的

主管機關作為執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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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十五條第二、四、五款，可參照綠建築專章，建議文字用詞

精準化；第九款能源指標文件，建議於成屋買賣或租賃之定型

化契約中揭露；第十款充電樁之設置，涉及配電室規模及台電

業務，建議環保局更詳細擬定，有助於未來實務工作之推動。 

 

五、 交通局 

(一) 簡報第 26頁「公共充電樁」之路邊停車格，考量週轉率及安

全問題，不宜設置充電樁，建議刪除。 

(二) 第三十五條執行機關，除交通局外也涉及其他權責機關。 

 

六、 地政局 

部分條文非屬目前各局處原有業務，以第九條、第十二條為例，

其內容應屬跨局處業務，建議進行整合性、系統性分工，而不需

逐條指派，會更貼近未來實際業務推動狀況。 

 

七、 秘書處 

(一) 第六條國際城市及氣候組織交流合作，秘書處主要業務為外

使接待及出訪，故國際組織交流工作之權責分工，建議回歸各

局處業務，秘書處為協辦角色。 

(二) 第二十六條綠色採購，環保局已擬定機關綠色採購實施要點，

規模、比例、執行方式多依循環保署之法規，故執行機關應回

歸環保局。 

(三) 第四十五條類似先前經濟部推行的四省方案，現油、水、紙已

沒再討論，而用油量亦回歸第三十六條，另目前中央也針對機

關學校訂定用電效率管理計畫，因此建議該條保留用電部分

內容即可，又執行對象為機關、學校，建議執行機關增列教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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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經濟發展局 

(一) 第三條將經發局列為推動綠色能源發展之執行機關；然第三

十二條羅列許多綠色能源發展項目，建議參照臺北市自治條

例，將經發局主責業務改成「推動再生能源」，以避免綠色能

源發展部分均由經發局負責。 

(二) 第九條第五款水資源之執行機關建議加入水利局。 

(三) 第十五條新建建築物，目前已有工務局相關規定，建議衡量是

否需有必要再將各設施規範納入。 

(四) 第二十八條建議以水利局為權責單位。 

(五) 第三十一條經發局並無相關法規可規範，建議廢棄物再利用

相關內容由環保局主責。 

(六) 第三十三條金融產業非經發局權管。 

(七) 第三十四條綠色能源資訊系統，因屬跨機關業務，建議由環保

局主責。 

(八) 第三十七條物流業、外送平台業之主管機關應為交通局。 

 

九、 環境保護局 

(一) 自治條例條文設計為減緩與調適並重，考量城鄉規劃在城市

轉型扮演關鍵角色，因此將相關內容置於第二章節，第三到六

章則是減碳行動核心。 

(二) 綠色金融主管權責在中央，條例的用字會再和財政局討論修

正。不過地方政府在金融實務運作上還是可以有所著力，以新

北節能 E好宅為例，規劃和銀行、保險業者合作，未來取得認

證之社區住戶可獲得房貸、產險之優惠。 

(三) 依據財政紀律法，基金需有穩定來源，基金設立目的在加速淨

零措施之推動，對於基金收入來源項目，環保局會和主計處討

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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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調適行動設計流程為掌握熱區或影響範圍、氣候因子監測調

查、衝擊評估、訂定調適計畫，將依各局處建議整合內容及訂

定更詳細分工。 

(五) 依目前分工方式，權責機關負責尺度較大，協助整合溝通、檢

視條文內容，待條文內容更明確後，可進一步列出執行機關。 

 

肆、結論： 

一、 目前權責分工暫列的主責機關，未必是未來之執行機關，但請

就該條文內容涉及各執行策略、項目之權管機關再次檢視，並

提出補充或調整意見，以供環保局彙整。 

二、 另請各局處協助檢視本日會議之簡報及自治條例（草案）中涉

及業務相關專有名詞之使用是否有誤，並提供修正意見。 

三、 請各局處於 111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中午前，針對自治條例

（草案）內容提交修正意見，並提供爾後固定出席主管人員名

單予環保局。 

 

伍、散會：下午 4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