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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分析與檢討 

極端氣候造成的天然災害，如熱島效應、缺水及淹水等，讓我

們深刻感受到氣候變遷對人類的威脅與影響，溫室氣體減量邁向

永續發展議題成為全球的共識。因此臺南市係以「3 個提升、3 個

永續」作為市府施政策略，包含「經濟提升」、「交通提升」、「健康

提升」、「環境永續」、「溫暖永續」、「文教永續」，將低碳永續發展

視為重要的市政，積極推動綠能減碳，全力以赴讓臺南市民「豐衣

足食、安居樂業」 

臺南更是一個有企圖心、有行動力、有創意的城市，包含再生

能源、永續發展目標、綠屋頂屢獲佳績即可理解，而我們的優勢與

劣勢也成為本市施政上最好的檢視基礎和推動力。 

一、分析本市溫室氣體減量整體成效 

(一)建立法制規範，由上而下推動淨零轉型，從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轉型為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臺南市是全國第一個制定「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的城市，

面對氣候危機及淨零碳排之趨勢，於 110 年 5 月正式簽署氣

候緊急宣言，提出 2030 年永續發展願景，包括再生能源容量、

住商部門用電碳中和及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等具體目標。於 

111 年 6 月 1 日召開「2050 臺灣淨零．臺南齊行」記者會，發

布臺南市 2050 的淨零路徑計畫，刻正以現行「臺南市低碳城

市自治條例」為基礎，研擬「臺南市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治條

例」(草案)，涵蓋實質降低碳排、加速推動綠能、優化節電設

備、發展綠色運輸、提升調適韌性及循環永續生活 6 大核心項

目，也邀集各界利害關係者共同監督精進與滾動檢討修正永續

發展策略，藉由從法制規範及公私協力多管齊下，加速淨零轉

型，打造具備韌性之低碳永續城市，共同朝向 2050 年淨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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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目標。 

(二)臺南具有得天獨厚日照條件，積極推動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

協助降低我國能源負荷 

臺南市日照條件相當良好，每年平均日照時數超過 2,000 

個小時，擁有發展太陽光電的天然優勢。我們充分運用豐沛的

陽光資源及配合國家政策，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啟動陽光電城

計畫，力推屋頂型及地面型太陽光電，預計 119 年(2030 年)太

陽能設置裝置容量達到 4.5GW、139 年(2050 年)達到 10GW。 

同時成為全台太陽光電系統發電量最高的地區，截至 112

年 05 月 31 日備案容量達 3.99GW(相當於近 145.9 萬戶年家庭

用電/本市 72 萬戶)；發電量約占全台 30%，台灣太陽光電發電

每 3 度就有 1 度是從台南產出。 

為了響應國家再生能源政策，臺南市極力推動陽光屋頂、

陽光公舍、陽光社區、綠色廠房及農業大棚等 5 大類屋頂型光

電，並鼓勵推動漁電共生，確保產業效益、漁民權益、汙染防

範及生態永續，兼顧產業、環境、創能多贏。臺南市在節能減

碳與再生能源推動獲得肯定，會接續推動陽光電城 3.0 計畫，

以太陽光電為發展主力。 

(三)水資源是臺南珍貴資產，積極的水回收再利用，可確保民生與

產業用水無虞 

為了讓污水妥適處理，穩定產業製程用水，臺南市推動再

生水廠興建計畫，讓「一水可以多次利用」，極大化水資源的使

用效益，其中市府積極媒合仁德再生水廠用水交換，歷經 4 年

的時間，於 110 年率全國之先促成奇美實業公司與台積電的水

源交換合作，並於 111 年 11 月正式動工，對於友善環境盡最

大努力，提供高科技業高階製程使用再生水源交換的首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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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基礎生活設施建設方面，臺南市共有 7座水資中心，

包含安平、官田、仁德、安南、柳營、虎尾寮、永康，每日可

供應 1.8 萬噸回收水，作為冷卻用水、消防用水及道路灑水等

非接觸人體目的使用。 

二、檢討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可精進空間 

(一)臺南是台灣的「南方矽谷」，也為發展綠色產業重要基地，產

業回流，經濟持續發展下，加強以「一條龍減碳服務」，協助產

業供應鏈減碳力度 

在臺南市的減碳路徑中，在 111 年 7 月即創全台之先設立「碳

盤查登錄輔導機制」，建置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協助企業進行計算

與登錄外，更由台積電、聯電、台電、南茂、崑山科大、成大能源

中心、遠東科大等產官學界專家組成「淨零輔導團」，主動出擊提

供企業相關減量策略，形成另類產業互助合作的「減碳循環模式」，

112 年增加奇美實業、華新麗華、群創光電、艾杰旭公司等四家聲

力軍，形成 11 家。區分為節電組、碳權組、減碳組，分進合擊用

以大帶小方式，協助產業供應鏈共同減碳。 

112 年雖增加辦理說明會協助產業瞭解經濟部產發署各項經費

補助，惟力道仍可再加強並預先因應，規劃自 113 年起強化「一條

龍減碳服務」，即由淨零輔導團主動協助企業申請低碳化、智慧化

補助，而已取得補助之企業，則可在設備汰舊換新後，由本局協助

申請環境部之自願減量計畫，以取得碳減量額度(carbon credits)。 

(二)住商部門用電佔本市約 15%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需提升老舊

建築之能源效率，方可降低住商部門耗電情況 

依據內政部統計，本市平均屋齡達 33.49 年，110 年第二季逾

30 年以上老屋甚至佔全市比例 51.1%。而建築能源效率的提升是

降低住商部門用電很重要的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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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市淨零路徑中，已將建築物能源效率規範納入，119 年指

定能源用戶使用節能燈具比例達 100%，139 年新建物 100%符合

近零碳建築，既有建物超過 85%為近零碳建築。目前內政部參考

國際作為，積極推動建築能效標示制度，可作為有效的建築能源管

理工具，也可帶動建築的節能改造。未來將由公而私從公有建築率

先進行評估，並逐步擴大至私部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