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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分析 

一、環境、社會、經濟 

(一)地理環境與人口結構 

本市位於台灣西北部東經 120.58 度、北緯 24.48 度，面積

為 104.1 平方公里，占臺灣總土地面積 0.29%，全市共分成三

大行政區─東區、北區及香山區。本市北半部位於頭前溪、鳳山

溪、客雅溪沖積而成的新竹平原上，南半部為竹東丘陵西側延

伸，本市因冬季季風強盛，為全台之冠，故有「風城」之稱。

新竹市地理位置及行政轄區分布如圖 1 所示。 

 

圖 1_新竹市地理位置及行政轄區分布 

資料來源：新竹市政府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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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方面，本市是一個都會型城市，統計至 109 年 12 月底

全市人口總數為 45 萬 1,412 人，家庭戶數 17 萬 944 戶。行政

區域分為 3 區（東區、北區、香山區），122 個里，土地面積

104.15平方公里。其中以香山區 54.85平方公里最大，占 52.7%，

東區為 33.58 平方公里次之，占 32.2%，北區 15.73 平方公里最

小，占 15.1%。 

各行政區人口數依序為東區 22 萬 56 人最多、北區 15 萬

2,612 人次之及香山區 7 萬 8,744 人最少，人口密度則是以北區

9,701.97 人/平方公里最高，東區 6,553.17 人/平方公里次之，香

山區 1,435.62 人/平方公里最少，全市人口密度為 4,334.25 人/

平方公里。如表 1 所示。 

表 1_新竹市轄區人口分布(統計至 109 年 12 月) 

區域別 里數 鄰數 戶數 性別 人口數 

總計 122 2,172 170,944 

計 451,412 

男 222,717 

女 228,695 

東區 53 1,020 83,473 

計 220,056 

男 108,334 

女 111,722 

北區 45 777 58,964 

計 152,612 

男 74,376 

女 78,236 

香山區 24 375 28,507 

計 78,744 

男 40,007 

女 38,737 

資料來源：新竹市政府民政處 

(二)氣候現況 

新竹地區大致屬海島型氣候，夏季受熱帶性海洋氣團影響，

冬季受高緯度大陸冷氣團影響，相對濕度高，日照適中。以下

就中央氣象局最近十年氣象統計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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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溫 

依圖 2 顯示，新竹地區近十年最高溫度為 103 年 9 月

38.8℃，次高為 105 年 7 月 38℃，最低溫為 105 年 1 月 2.8℃，

自 100 年 22.3℃逐漸上升至 109 年 23.8℃，目前新竹地區平

均氣溫為 22.8℃(月平均資料為 30 年平均值，每 10 年更新

一次，更新時間為次年 1 月底前，例如:民國 80~109 年月平

均資料，更新日期為 110 年 1 月底更新完成。)，此現象易造

成空調設備使用量增加，造成用電量成長。未來應積極加強

宣導民眾正確空調設備使用方法，避免民生用電量持續增加。 

 

圖 2_新竹地區近年氣溫分布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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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照 

依圖 3 顯示近十年新竹地區日照時數約 1,600~2,000 小

時，其中 103 年、104 年、107 年及 109 年均高於 1,900 小

時。目前新竹地區平均日照為 1845.4 小時。(月平均資料為

30 年平均值，每 10 年更新一次，更新時間為次年 1 月底前，

例如:民國 80~109 年月平均資料，更新日期為 110 年 1 月底

更新完成)。 

 

圖 3_新竹地區近年日照趨勢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另依據台灣電力公司 110 年各縣市太陽光電容量因數

(圖 4)，新竹市每瓩日平均發電度數為 3.37 度，高於全國平

均 3.08 度，顯示以氣候條件而言新竹市於有利發展太陽光電，

惟新竹市地狹人稠須考慮建置太陽光電適宜用地取得不易。

故除太陽光電外應發展其他類型再生能源或新型能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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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_110 年各縣市太陽光電容量因數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3. 降雨 

依據圖 5 顯示近十年新竹地區雨量約 1,000~2,800mm，

降雨日數約 90 ~ 160 天，近十年呈現不規則變化，差異幅度

大，以 101 年 2,741.2 mm 最高，109 年 1,025.4 mm 最低，

103 年及 107 年也是屬於偏低。目前新竹地區平均降雨量為

1675.6mm(月平均資料為 30 年平均值，每 10 年更新一次，

更新時間為次年 1 月底前，例如:民國 80~109 年月平均資料，

更新日期為 110 年 1 月底更新完成。)，由於降雨有助於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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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夏季期間若降雨情況較高，相對亦可能減少使冷氣空

調之情形。然在冬季期間，若持續長時間降雨將使得環境濕

度增加，民眾暖氣或除溼機之使用量亦將增加，將造成用電

量上升情形，進而亦造成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 

 

圖 5_新竹地區近十年降雨量及降雨日數變化趨勢 

4. 風速 

新竹地區之風速受不同地形位置而有明顯不同，目前新

竹地區平均風速為 2.5 m/sec (月平均資料為 30 年平均值，每

10 年更新一次，更新時間為次年 1 月底前，例如:民國 80~109

年月平均資料，更新日期為 110 年 1 月底更新完成。)，由於

風速低，相對大氣不易流通，容易讓人產生較為悶熱之感覺，

相對使用空調之機率亦將增加。而位於鄰近海邊之南寮、香

山沿海地區年平均風速則可達 3.5 m/sec，對於風力發電設施

具開發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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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 

在交通方面，現在因東西向快速道路及茄苳景觀大道，公

道五路陸續完成通車，上下交流道非常便捷迅速，北二高與中

山高在新竹交會，在香山上北二高或中山高或行駛濱海快速道

路均相當方便，於市區任何地點到高速公路，只要五分鐘車程

便可到達。 

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查詢網數據顯示，新竹市至 110

年底，新竹市設籍之機動車輛總數為 444,187 輛，其中大貨車

2,224 輛、大客車 1,012 輛、小貨車 11,867 輛、小客車 147,854

輛、特種車 1,479 輛、機車為 279,751 輛，平均每仟人持有機車

車輛數為 618 輛、持有小客車車輛數為 327 輛。 

(四)產業現況 

本市產業發展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素有台灣矽谷美稱，境

內設有工業研究院、新竹科學園區、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等科技研發區，鄰近更設有清華大學及交

通大學，也因高科技產業之便，本市具有相當多的碩士、博士。

從業員工具碩士以上學歷逾 2 成 5，新竹科學園區成立於西元

1980 年，科學園區營業額每年約達 1.8 兆；園區產業涵蓋積體

電路、光電、電腦及週邊、通訊、精密機械及生物技術等 6 大

領域。 

生物技術產業逆勢上揚，積體電路業仍居首，電腦及週邊

產業規模漸縮，就園區主要產業營業額觀察，以積體電路業占

園區總營業額比重最高且逐年攀升；另因國內薄膜電晶體液晶

顯示器(TFT-LCD)相關產品推陳出新，園區光電業營業額快速

增加；電腦及週邊產業則隨廠外移，營業規模逐漸縮減，生物

技術業營業額逆勢上揚且逐年提升。 

本市傳統產業主要為玻璃製品，多半座落於香山工業區內，

產量為世界第一，另有米粉、貢丸合稱為新竹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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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因科技業帶動商業發展，於境內行程多個商圈，包含

站前商圈、東門圓環、護城河兩側、城隍廟、巨城百貨、北門

街商圈及清大商圈等 

根據新竹市政府主計處統計資料，本市至 110 年底公司及

商業登記現有家數 3 萬 2,795 家，較上年底 3 萬 1,779 家增加 

1,016 家(3.20%)；新竹市工廠登記家數 1,015 家，較上年底 1,013

增加 2 家(0.20%)。 

若以行業別觀察，110 年底新竹市公司及商業登記現有家

數以批發及零售業 1 萬 555 家最多，占 32.18%，其次為製造業 

4,816 家，占 14.69%，再次為營建工程業 4,035 家，占 12.30%；

工廠登記家數以機械設備製造業 242 家最多，占 23.84%，其次

為金屬製品製造業 162 家，占 15.96%，再次為塑膠製品製造業

85 家，占 8.37%。 

近 10 年新竹市公司及商業登記現有家數呈現上升趨勢，

110 年底較 101 年底增加 5,715 家(21.10%)，新竹市工廠登記家

數近 3 年持平，110 年底較 101 年底減少 159 家(-13.54%)。 

二、新竹市溫室氣體排放特性 

為能有效制定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有必要先行盤查掌握

轄內溫室氣體排放量分布狀況，並依據排放量變化趨勢及結構分

布，擬定全面性且因地制宜的減碳規劃，提出減碳短中長程目標

及績效指標，藉由具體可行的減碳措施及相關技術，達成溫室氣

體減量的實質效果。 

新竹市已建置 101 年~109 年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資料，

並依據環保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指引基準年設定方式，將新

竹市過去數年排放量之平均值作為在正常發展情境中之代表性

排放量(7,730,708 公噸 CO2e)，依新竹市 101 年~109 年各項溫室

氣體排放活動數據、排放量進行分析評估，近年新竹市溫室氣體

排放重點及變化情形，以作為訂定執行方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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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_新竹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101 年至 109 年) 

部門別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能

源 

住商農林漁牧 1,067,285 1,210,415 1,245,013 1,246,886 1,521,378 

工業 4,259,079 4,377,805 4,532,265 4,582,408 4,660,052 

運輸 603,647 606,367 618,670 637,752 657,226 

工業製程 1,717,162 953,683 959,853 1,021,398 1,097,848 

農業 4,392 4,415 4,263 3,782 4,524 

廢棄物 68,292 66,971 67,048 66,010 118,915 

總排放量 7,719,856 7,219,656 7,427,114 7,558,235 8,059,943 

 

部門別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能

源 

住商農林漁牧 1,605,476 1,524,020 1,433,666 1,437,311 

工業 4,718,039 4,681,055 4,534,098 4,390,601 

運輸 633,501 615,356 616,210 637,099 

工業製程 1,070,404 1,070,404 1,133,647 977,773 

農業 5,123 4,509 4,468 4,393 

廢棄物 115,580 124,645 133,448 117,102 

總排放量 8,147,509 8,083,191 7,699,588 7,661,275 

根據本市 101 年至 109 年溫室氣體盤查資料，彙整歷年溫室

氣體歷年總排放量變化(圖 6)、歷年人均及非工業人均排放量變

化(圖 7)，推測其可能相關變化因素，並進行下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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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_新竹市歷年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圖 7_新竹市歷年人均及非工業人均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15 
 

 

由歷年總排放量部門別來看，本市溫室氣體排放主要為工業

能源使用，歷年均佔總排放量 50%以上(59%~61%)，次之為住商

農林漁牧能源使用(17%~18%)及工業製程(13%~14%)。由歷年總

排放量來看，本市溫室氣體排放以 102 年為最低點，103 年起逐

年上升，至 106 年排放量上升趨緩，107 年起呈下降趨勢。 

依據民國 101~109 年本市排放總量計算出人均排放量及非

工業人均排放量，本市人均排放量約落在 16~18 tonCO2e/人，108

年則為歷年人均排放量最低值，而扣除工業能源及工業製程之非

工業人均排放量，則落在 4~5 tonCO2e/人，101 年則為歷年非工

業人均排放量最低值。而歷年兩者差距約在 11.8~14.1 tonCO2e/

人。配合前面的統計數據顯示本市溫室氣體排放，工業能源使用

加上工業製程的部門別，歷年加總均佔總排放量 50%以上，由此

可知本市碳排放量受工業影響極大，符合本市為科技重鎮之特性。

而扣除工業排放量外，次之以住商能源佔比為最大，歷年來約佔

總排放量的 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