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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分析 

一、本市背景資料 

（一）環境面向 

1.地理位置 

嘉義市位於臺灣西南部、嘉南平原之北端，東西寬約 15.8 公里，南

北長約 10.5 公里，面積約 60.0256 平方公里，為臺灣土地面積最小、少

數未鄰海之縣市之一。 

本市之地形屬丘陵及平原，地勢由東向西緩降，東邊與嘉義縣竹崎

鄉比鄰，屬丘陵地帶，西邊與嘉義縣太保市毗連，為肥沃的平原地帶，

也是主要的農業區域；轄區內主要河川分別有八掌溪及牛稠溪，均發源

於中央山脈，為本市南北方與嘉義縣之天然界線。本市之地理位置圖如

圖 1所示。 

 

圖 1、嘉義市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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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氣候概況 

嘉義市中心位於北緯 23度 29分、東經 120度 27分，屬於亞熱帶季

風氣候。依據中央氣象局近 5 年（105 至 110 年）統計資料顯示，本市

110 年度最高溫為 33.1 度、最低溫為 16.6 度，平均溫度為近 5 年來最低

（24.1 度）；另外月平均降雨日數為 7.7 天，僅較最低降雨日數之 109 年

（7.4 天）多 0.3 天、相較於降雨日數最高之 105 年（12 天）則少了 4.3

天，顯示氣候變遷已逐漸影響臺灣的降雨型態，導致淹水或乾旱發生之

機率大為增加，本市近 5年氣象資料如表 1所示。 

表 1、嘉義測站近 5年氣象資料一覽表 

年度 氣象資料 

月份 

年平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05

年 

平均溫度

(℃) 
16.9 16.6 18.7 25.4 27.9 29.1 29.5 29 27.6 27.3 23.4 20.4 24.3 

最高溫(℃) 26 31.4 31.9 33.8 37.2 36.8 36.7 36.2 34.7 34 32.5 30.4 33.5 

最低溫(℃) 4.9 7.3 8.9 18.3 19.7 23.9 24.3 23.7 23.2 21.4 17.2 12.8 17.1 

日照時數

(hour) 
91 114 120 166 214 214 232 180 147 169 139 171 163.1 

降雨量(mm) 139 12 130 194 34 263 209 189 637 25 45 10 157.3 

降雨日數

(day) 
18 9 14 10 10 19 16 18 15 8 6 1 12.0 

106

年 

平均溫度

(℃) 
19 18 20.8 23.9 27 29 28.9 29.8 29.5 26.2 23.3 18.6 24.5 

最高溫(℃) 28.7 31.1 31.9 33.9 36 36.4 36 35.8 36.7 36.5 32.4 27.1 33.5 

最低溫(℃) 14.5 9.8 11.7 10 17.8 23.8 23.5 23.9 23.9 16.5 16.5 10.2 16.8 

日照時數

(hour) 
173 134 165.6 171.1 160.8 177.9 192.2 214.3 228 207.5 135.2 141.9 175.1 

降雨量(mm) 1.3 1.2 18.4 105.9 77.8 578 663.2 198.6 117.2 79 10.5 3.7 154.6 

降雨日數

(day) 
1 2 5 11 9 16 21 10 7 6 4 3 7.9 

107

年 

平均溫度

(℃) 
17.4 16.8 21 24.6 28.5 28.5 29 28.3 28.1 24.6 23.1 20.7 24.2 

最高溫(℃) 27.8 31.8 32.4 34.2 35.5 36.7 36.5 35.3 34.6 32.9 32.3 31.6 33.5 

最低溫(℃) 4.7 6.7 10.4 13.4 21.3 23.1 23.7 22.8 20.4 14.8 15.4 10.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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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氣象資料 

月份 

年平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日照時數

(hour) 
121.2 107.3 221.9 181 247.5 176 173.3 144.1 207.1 227.1 157.8 189.4 179.5 

降雨量(mm) 76.5 23.7 31.5 7.8 46.5 428.2 377.9 858.5 118.5 8.8 8 - 165.5 

降雨日數

(day) 
11 8 3 3 3 18 22 24 9 4 4 - 9.1 

108

年 

平均溫度

(℃) 
19.2 21.2 21.6 25.1 25.9 28.9 29.2 28.5 27.8 25.9 22.6 19.1 24.6 

最高溫(℃) 30.9 32.8 32.5 34.1 34.6 35.7 35.6 35.4 35 34.5 31.7 30 33.6 

最低溫(℃) 10.1 14.5 13 17.1 19.6 23.1 23.6 23.7 21.3 18.8 15.5 10.6 17.6 

日照時數

(hour) 
165.9 181.9 156.6 199.1 109.4 166.2 172.1 114.9 190.9 235 206 167.2 172.1 

降雨量(mm) 5 8 107.9 74 239.7 316.5 335.5 631.5 132.2 5.5 - 122 164.8 

降雨日數

(day) 
3 2 13 6 18 17 21 25 9 2 - 7 10.3 

109

年 

平均溫度

(℃) 
18.2 19.2 22.4 22.4 27.8 29.8 30.2 28.8 28.5 25.9 23.7 19.8 24.7 

最高溫(℃) 29.9 30.1 33.4 33.8 35.6 36.2 37.2 36.2 36.1 34.7 33.6 29.8 33.9 

最低溫(℃) 5.8 8.3 13.9 11.6 20.7 23.8 24.2 24.1 20.4 19.5 17 9.9 16.6 

日照時數

(hour) 
217.6 201.4 187.2 175.1 190.5 245.4 227.6 179.9 235.9 210.3 156.8 127.6 196.3 

降雨量(mm) 14 10 58 37 287.3 124.3 128 262.2 31 1.5 6 23.5 81.9 

降雨日數

(day) 
2 1 5 6 15 11 11 23 2 1 5 7 7.4 

110

年 

平均溫度

(℃) 
15.7 18.7 21.4 23.7 28.9 28.2 28.9 28.1 28.9 26.4 22.2 18.4 24.1 

最高溫(℃) 29.6 28.5 32 33.2 37.2 35 35 34.7 35 34.9 33.3 28.3 33.1 

最低溫(℃) 5.8 10 12.6 16.1 19.3 23.6 23.5 23.3 24 18.7 12.9 9.5 16.6 

日照時數

(hour) 
190.9 218 214.2 179.9 262.8 131.6 202.5 172.1 223.8 197 171.9 186.6 195.9 

降雨量(mm) 5 0.5 8 16.5 121.5 731.5 246 861 44 16.5 8.5 22.5 173.5 

降雨日數

(day) 
5 1 1 3 3 20 19 20 9 4 2 5 7.7 

111 平均溫度 17.7 16.8 21.7 23.4 24.1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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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氣象資料 

月份 

年平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 (℃) 

最高溫(℃) 27.4 28.1 32.1 33.3 31.8 － － － － － － － － 

最低溫(℃) 9.1 10.1 9 12.5 16.1 － － － － － － － － 

日照時數

(hour) 
148.5 108.4 195.1 191.1 73.6 － － － － － － － － 

降雨量(mm) 33.5 110.5 75 111.5 215 － － － － － － － － 

降雨日數

(day) 
6 9 8 4 11 － － － － － － － －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二）社會面向 

1.人口趨勢 

嘉義市人口數截至 111年 4月底，統計為 263,202人，相較 100年人

口數 271,526 人，減少 7,324 人，減少幅度 2.50%（如表 2 所示），人口

持續呈現負成長；另統計東區、西區人口數，分別為東區 118,956 人，

西區 145,771 人，以歷年東、西區人口數趨勢（如圖 2 所示），西區人口

數普遍高於東區人口數，且減少幅度較東區低，推測之主要原因為東區

屬既有建築居多，變動不易，西區則持續朝都市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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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嘉義市歷年人口統計表 

年度 村里數 

人口數（人） 人口密

度（人

/km2） 

成長率

（％） 

相對成長率(與

100 年相比) 東區 西區 總人口數 

100年 84 124,495 147,031 271,526 4,524 -0.32 － 

101年 84 124,242 146,978 271,220 4,518 -0.11 -0.13 

102年 84 123,821 147,051 270,872 4,513 -0.13 -0.24 

103年 84 123,370 147,513 270,883 4,513 0 -0.24 

104年 84 122,900 147,466 270,366 4,504 -0.19 -0.44 

105年 84 122,462 147,412 269,874 4,496 -0.18 -0.64 

106年 84 122,103 147,295 269,398 4,488 -0.18 -0.8 

107年 84 121,162 147,460 268,622 4,475 -0.29 -1.09 

108年 84 120,912 146,860 267,772 4,460 -0.32 -1.44 

109年 84 119,715 146,290 266,005 4,432 -0.66 -2.03 

110年 84 118,956 145,771 264,727 4,410 -0.48 -2.5 

111年 4月 84 118,179 145,023 263,202 4,385 -0.57 -3.07 

資料來源：嘉義市戶政服務網 

 

 

圖 2、嘉義市人口數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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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衛生 

（1）廢棄物處理 

嘉義市垃圾焚化廠位於嘉義市湖內里，緊鄰八掌溪，用地面積

3.2公頃，廠房建築面積約 3,540平方公尺，每日處理容量 300公噸，

能妥善處理全嘉義市的垃圾（嘉義市每日垃圾量約 200 公噸），且兼

具能源再生、地區環境教育中心之功能。 

表 3、嘉義市歷年垃圾產生及焚化量統計表 

年度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垃圾焚化量 
平均每人每日一般

廢棄物產生量 

100年 104,205 公噸 53,918公噸 1.05 公斤 

101年 97,837 公噸 46,799公噸 0.99 公斤 

102年 100,721 公噸 43,312公噸 1.02 公斤 

103年 97,413 公噸 40,952公噸 0.99 公斤 

104年 96,558 公噸 40,183公噸 1.01 公斤 

105年 93,057 公噸 37,004公噸 0.94 公斤 

106年 99,289 公噸 43,874公噸 1.01 公斤 

107年 145,016 公噸 66,399公噸 1.48 公斤 

108年 148,858 公噸 65,202公噸 1.52 公斤 

109年 133,008 公噸 54,242公噸 1.36 公斤 

110年 141,736 公噸 62,709公噸 1.47 公斤 

（2）下水道系統 

嘉義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範圍涵蓋朴子溪流域之都市計畫區、

八掌溪流域的道將圳以南及民生南路以東部分之湖子內區域，計畫

範圍廣達 4,747 公頃，預定服務人口數約 352,100 人，污水處理來源

主要為家庭污水（含住宅區、商業區、機關學校、特定專業區及公

園等遊憩場所等污水）、工業廢水及地下水滲水量等 3類。 

本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總投資金額約新臺幣 67 億元，建設期

程分網管系統及用戶接管兩部份，預計各分 3 期工程（如表 4）推動，

其主幹管與分支管共計 95,987 公尺，約 80,000 戶，並將於中央排水

幹線下游西側興建佔地面積約 16.6 公頃之污水處理廠，總污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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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平均每日最高可達 8萬公噸。 

表 4、嘉義市污水下水道施工期程規劃一覽表 

期別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全期 

建設期程(年) 105~109 110~115 116~121 105~121 

污水處理廠 

設計容量

（CMD） 

第一階段：

12,000 第二階

段：12,000 

12,000 

24,000（未來依

實際污水量擴

建） 

60,000 

公共管網(m) 41,009 30,621 24,357 95,987 

用戶接管戶數

(戶) 
15,000 30,000 35,000 80,000 

用戶接管率(%) 15.28 45.85 81.52 81.52 

工程經費(億元) 31.41 37.56 38.94 107.91 

（3）固定污染源列管工廠 

空氣污染源指指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物理或化學操作單元，又可

分為移動污染源和固定污染源，前者指因本身動力而改變位置之污

染源，後者為移動污染源以外之污染源。本市 110年轄內工廠登記家

數計 446家，其中為固定污染列管工廠計 222家，本市歷年固定污染

源列管工廠統計如表 5所示。 

表 5、嘉義市歷年固定污染源列管家數統計表 

年度 
工廠列管家數

（家） 
變化量(％) 年度 

工廠列管家數

（家） 
變化量(％) 

100年 366 - 106 年 345 -5.7 

101年 352 -3.8 107 年 266 -27.3 

102年 349 -4.6 108 年 262 -28.4 

103年 346 -5.5 109 年 253 -30.9 

104年 335 -8.5 110 年 222 -12.3 

105年 34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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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面向 

1.產業特性 

嘉義市位處臺灣西南部，以輻射狀聯外道路與鄰近縣市連繫，為雲

嘉南地區交通轉運樞紐，轄內有多個重要商圈、百貨公司及連鎖餐飲業，

另設有大型區域醫療院所、石油產業相關事業部與研發技術中心等。截

至 111 年 4 月止，本市商業登記數計有 13,704 家，工業登記數計有 422

家（如表 6），顯示本市產業以三級產業較為發達。 

表 6、嘉義市工商業概況彙整表 

年度 
工業登記家數

（家） 

相對變化率 

（％） 

商業登記家數

（家） 

相對變化率 

（％） 

100 年 423 － 11,275 － 

101 年 431 1.9% 11,302 0.2% 

102 年 434 2.6% 11,460 1.6% 

103 年 420 -0.7% 11,563 2.6% 

104 年 426 0.7% 12,155 7.8% 

105 年 434 2.6% 12,375 9.8% 

106 年 434 2.6% 12,610 11.8% 

107 年 428 1.2% 12,791 13.4% 

108 年 424 0.2% 12,961 15.0% 

109 年 445 5.2% 13,206 17.1% 

110 年 446 5.4% 13,561 20.3% 

111年 4月 422 -0.2% 13,704 21.5%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工行政資料開放平台 

依據本市 111 年商業登記行業別家數統計（如表 7），以批發及零售

業之行業別最多，計有 7,791 家，約占全市商業登記數之 56.74%；其次

為住宿及餐飲業，計有 1,736 家，約占全市商業登記數之 12.64%，顯示

本市之商業型態主要係以批發業及零售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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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1年嘉義市商業登記行業別家數統計表 

項次 類別 家數（家） 百分比（%） 

1 農林漁牧業 74 0.54% 

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7 0.12% 

3 製造業 358 2.61% 

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2 0.09% 

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46 0.33% 

6 營建工程 976 7.11% 

7 批發及零售業 7,791 56.74% 

8 運輸及倉儲業 101 0.74% 

9 住宿及餐飲業 1,736 12.64% 

1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訊、通訊傳播業 91 0.66% 

11 金融及保險業 62 0.45% 

12 不動產業 151 1.10% 

1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61 2.63% 

14 支援服務業 388 2.83% 

15 教育業 24 0.17% 

16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06 2.23% 

17 其他服務業 1,238 9.02% 

總計 13,732 -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工行政資料開放平台 

 

2.再生能源 

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最新資料，本市 110年總用電量為 126,108萬度，

相較 109 年（126,526.4 萬度）減少 0.3%，其中以機關用電部門減少 5.4

％最高、工業用電部門增加 8.7%最低（如表 8 所示），本市歷年各部門

用電量統計如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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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嘉義市歷年各部門用電量統計表 

單位：萬度 

年度/類別 住宅用電 服務業用電 農林漁牧用電 工業用電 機關用電 總用電量 

105 年 53,192.7  59,940.3  640.5  8,517.0  9,390.3  131,680.8  

106 年 52,876.8  58,591.5  639.5  8,452.8  8,526.4  129,087.9  

107 年 52,508.5  56,452.4  758.2  8,450.8  7,578.5  125,748.3  

108 年 51,713.9  55,807.2  730.2  9,143.5  7,087.1  124,481.9  

109 年 55,200.8  53,859.9  728.1  9,651.1  7,086.6  126,526.4  

110年 56,881.4  51,283.9  742.4  10,495.2  6,705.0  126,108.0  

變化率 增加 3.0% 減少 4.8% 增加 2.0% 增加 8.7% 減少 5.4% 減少 0.3% 

嘉義市位於北回歸線上，平均日照長度約 5.7 小時，轄區內多為住

商混合型透天厝與集合式住宅，具備屋頂自用型與儲能型太陽光電系統

設置之發展優勢，同時本市響應中央「民眾零出資、政府零補助」政策，

推動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畫。截至 111 年 6 月止，本市市再生能源發電

裝置容量已達 28,790kWP，年發電量約 35,440 千度（如表 9 所示），太

陽能光電設置密度為全國第 4。 

表 9、嘉義市歷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統計表 

年度 

再生能源發電
裝置容量
（瓩） 

逐年變化率（%） 
再生能源發電量

（千度） 
逐年變化率（%） 

105年 5,191 170% 4,182 240% 

106年 8,353 161% 7,773 186% 

107年 12,003 144% 13,695 176% 

108年 14,678 122% 16,574 121% 

109年 21,451 146% 21,746 131% 

110 年 25,762 120% 28,914 133% 

111 年 6月 28,790 112% 35,440 123%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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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運輸 

（1）公共運輸系統 

為提高民眾使用公共運輸工具意願、建構高齡友善的大眾運輸

系統，本市於 109 年 6 月 1 日起啟用國產自造、全車低底盤設計之

「中山幹線」、「忠孝新民幹線」、「光林我嘉線」3 線共 22 輛全電動

市區公車，成為全國唯一「市區公車 100%汰換為電動公車」之縣市；

另為服務民眾最後一哩的交通運輸服務，本市自 109年啟動公共自行

車租賃系統（Youbike）建置，截至 111 年年底，已完成 145 站自行

車租賃站點設置，如表 10所示。 

表 10、嘉義市公共運輸系統推動情況 

年度 
公車搭乘人數

（人） 

Youbike 

站點（站） 車輛數（輛） 使用人次
（人） 

105年 73,170 － － － 

106年 84,743 － － － 

107年 105,173 － － － 

108年 179,260 － － － 

109年 294,691 40 270 281,69 

110 年 370,320 105 951 963,375 

111年 541,292 145 1101 2,421,480 

（2）電動汽（機）車 

依據 111 年新設籍嘉義市之車輛數量，本市電動汽車市售比佔

2.8%、電動機車市售比佔 11.85%（如表 11 所示）;另統計至今（111）

年 6 月止，本市政府機關之公務機車計佔比為 14.47%（如表 12 所

示），本市設置之汽（機）車充（換）電設施如表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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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嘉義市新設籍車輛種類一覽表 

年度 
汽車（輛） 機車（輛） 

燃油 電動 燃油 電動 

110 年 4,611 62 10,030 1,122 

111年 4,238 122 7,868 1,058 

表 12、嘉義市公務機車種類一覽表 

汽車（輛） 機車（輛） 

燃油 電動 燃油 電動 

229 - 727 123 

表 13、嘉義市汽（機）車充（換）電設施數量 

年度 
汽車充電設施 

（Tesla）（處） 

機車充電設施（站） 機車換電站（站） 

免費 投幣式 
gogor

o 
光陽 中華 

111年 6 24（29 座） 86（29 座） 23 16 3 

 

二、溫室氣體排放特性 

（一）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 

嘉義市 109 年行政轄區總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123 萬 7,240 公噸 CO2e

（如表 14 所示），相較 94 年排放量 126 萬 9,616 公噸 CO2e，減少 3 萬

2,375公噸 CO2e，減少約 2.55%。  

本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主要排放部門為能源部門，分別為「能源部門

之住商及農林漁牧」，排放量為 52萬 2,822公噸 CO2e，佔總排放量 42.26%

最高；「能源之運輸能源」，排放量為 41 萬 8,266 公噸 CO2e，佔總排放量

33.81%次之；「能源之工業能源」，排放量為 23 萬 8,251 公噸 CO2e，佔總

排放量 19.26%，總計能源部門佔本市溫室氣體排放比例達 95.33%。 

表 14、嘉義市 109年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 

部門別 範疇一 範疇二 總計 佔比 

能
源

部
門 住商及農 14萬 7,878.6365 37萬 4,943.7373 52萬 2,822.3738 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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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別 範疇一 範疇二 總計 佔比 

林漁牧 

工業能源 10萬,996.3213 22萬 7,255.6711 23萬 8,251.9924 19.26% 

運輸能源 41萬 4,428.4944 3,837.7112 41萬 8,266.2056 33.81% 

製造部門 - - - - 

農業部門 4,321.0935 - 4,321.0935 0.35% 

廢棄物部門 5萬 3,578.9326 - 5萬 3,578.9326 4.33% 

林業-碳匯 1萬 831.9026 - 1,831.9026 - 

淨溫室氣體排放

量（含碳匯） 
123萬 5,408.6953 

總溫室氣體排放

量 
123萬 7,240.5979 

（二）第一期減量執行方案成效 

109年行政轄區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123萬 7,240公噸 CO2e，相較 94 

年排放量 126 萬 9,616 公噸 CO2e，減少 3 萬 2,375 公噸 CO2e，減少約 

2.55%。以範疇別排放量來看，本市主要排放來自範疇一（直接排放），排

放量為 63萬 1,203公噸 CO2e，佔總量 51.02%，略高範疇二（間接排放），

排放量 60 萬 6,037 公噸 CO2e，佔總量 48.98%；以部門別排放量佔比來看，

本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主要排放部門為能源部門，分別為「能源部門之住

商及農林漁牧」，排放量為 52 萬 2,822 公噸 CO2e，佔總排放量 42.26%最

高；「能源之運輸能源」，排放量為 41 萬 8,266 公噸 CO2e，佔總排放量

33.81%次之；「能源之工業能源」，排放量為 23 萬 8,251 公噸 CO2e，佔總

排放量 19.26%，總計能源部門佔本市溫室氣體排放比例達 95.33%。 

建議未來本市於推動溫室氣體管制或減量策略時，可優先著重於能源

使用效率之提升（如：推廣智慧電錶等）、或減少能源消耗（如：汰換老

舊電器、空調及燈具等）與提高再生能源之使用（如：增加太陽能光電設

備等），並應鼓勵、推廣民眾積極響應，落實節能減碳於日常生活，以執

行本市溫室氣體管制與減量，並達到 2050淨零排放之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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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09 年較基準年（94年）溫室氣體排放差異情形 

部門別 範疇別 94年 109年 109年較94年差異 

住商及 

農林漁牧 

一 11萬6,833.56 14萬7,878.63 
+3.8% 

二 38萬7,058.76 37萬4,943.73 

工業 
一 8,311.71 1萬996.32 

-12% 
二 26萬3,568.37 22萬7,255.67 

運輸 
一 41萬4,262.50 41萬4,428.49 

+0.97% 
二 - 3,837.71 

農業 一 4,492.72 4,321.09 -3.82% 

廢棄物 一 7萬5,088.40 5萬3,578.93 -28.6% 

總排放量 126萬9,616.02 123萬7,240.5979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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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案目標 

鑑於溫室氣體階段減量目標由國家六大部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共同承擔減量責任，地方政府協助配合執行，並推動自主性減量行動，本市

依據現況分析及地方特色、第一期策略及執行成果、低碳永續發展目標，修

訂本市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推動策略，各部門推動方案目標說明如

表 16所示。 

表 16、嘉義市第二期（110-114年）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目標 

分項 目標 

能源部門 

1. 提高再生能源，累計設置量達 30MW 

2. 綠能循環中心操作管理監督暨專案管理技術服務計畫 118年綠能發電廠啟

用 

製造部門 
1. 協助工、商業規劃汰換鍋爐之地下管線布設圖資更新率達 80% 

2. 於工商登記、政策宣導活動中加入溫室氣體減量每年宣導 700家次 

運輸部門 

1. 柴油車輛納入自主管理達 4,000輛 

2. 汰換一、二、三期大型柴油車 330輛 

3. 汰換老舊機車 8,000輛 

4. 補助電動機車達 3,100輛 

5. 感測物聯網 PM2.5污染熱區改善每年建置 5 處感測器資料分析及 200 點微

型感測器維修及零件更換 

6. 提升藍天日(AQI≦100)比率至 85% 

7. 119年全面汰換老舊公務車為電動機車 

8. 建置 45站電動機車充電站 

9. 建置 31站電動機車換電站 

10. 公車搭乘人數較 111年成長 3% 

11. 公共自行車騎乘人數較 111年成長 5％ 

12. 新增環市及通勤通學自行車道方向指示牌 35面、車道護欄更新達 1,800公

尺、車道維護長度達 600 公尺 

住商部門 

1. 服務業、住宅用電度數排碳量減少 16%（相較 109年） 

2. 機關學校年用電度數排碳量減少 16%（相較 109 年)  

3. 建置國中小校舍防水隔熱工程達 16處 

4. 推動市政中心南棟大樓節能減碳各年度用電量較基期年（105 年）用電量

負成長或不成長 

5. 建立綠建築審核及抽查案件 666件 

6. 補助 50戶建築遮陽隔熱 

7. 推動低碳旅遊路線計 9條 



 

 16  

分項 目標 

8. 輔導 26家旅館業為環保旅店 

9. 推動轄內至少 1處公有新建建築達建築能效 1級或近零碳建築 

10. 協助 120 戶能源弱勢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11. 推動低碳行動措施校園宣導達 80場次 

12. 補助舊有建築活化再利用達 50案 

13. 補助辦理木造建築維護達 15案 

14. 推動學校老舊燈具汰換為 LED燈具比率達 65% 

15. 汰換及改善學校空調設備為 1級能效達成 90％ 

16. 低碳校園標章認證學校參與率達 70% 

農業部門 

1. 累計新增種植喬木達 340 株 

2. 增加公園綠地面積計 12公頃 

3. 每年餐飲業實安環保現場輔導 150家以上 

4. 每年優良食安餐廳評核 100家以上 

5. 辦理餐飲業低碳講習 1場次以上 

6. 推廣國中、小學食育推展實施計畫達 100% 

環境部門 

1. 推動校園低碳行動措施 80場次 

2. 推動環境教育計畫，辦理環境教育志工培訓及宣導會議 54 場次、環境教

育查核及輔導 32 案、國家環境教育獎申請數 4件 

3. 推動環境教育整合計畫，配合環境季活動 8 場次、環境教育志工宣導 200

次、環境教育志工導師宣講 40 場次、環境教育查核及輔導 40 件、國家環

境教育獎申請 4 件 

4. 提升本市污水處理率達 25% 

5. 推動韌性社區達 4處、培育社區防災士達 4人以上 

6. 雨水下水道系統建置實施率每年增加 0.3% 

7. 每年管考與追蹤、並滾動式修正本市淨零排放計畫 1式  

8. 119年設置「嘉義市氣候基金」 

9. 推動政府機關綠色採購績效成果指定項目採購比例達 95% 

10.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銅級以上里達 55% 

11. 低碳校園標章認證實施計畫認證率達 70％ 

為達成本市 114年溫室氣體較基準年（94年）減量 10%之目標，依據

109 年各部門（工業製程、林業除外）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比例，擬定該部

門之減碳量，如表 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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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本市 114年各部門減碳目標規劃 

部門別 範疇 
溫室氣體排放量

（CO2e） 

減碳目標規劃

（CO2e） 
分配比例 

能源-住商及農

林漁牧 

一 136,547.2030  15,171.9114  11.95% 

二 346,224.2887  38,469.3654  30.30% 

能源-工業 
一 10,169.6243  1,129.9583  0.89% 

二 209,905.6166  23,322.8463  18.37% 

能源-運輸 
一 382,789.2300  42,532.1367  33.50% 

二 3,542.2287  393.5810  0.31% 

農業 一 3,999.2905  444.3656  0.35% 

廢棄物 一 49,476.9363  5,497.4374  4.33% 

合計 1,142,654.4180  126,961.60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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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期程 

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之推動期程，依據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採每五年為一期滾動式檢討推動，並依據溫管法第四條我國溫

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第二期配合推動方案及階段減量目標期程（110

年至 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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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策略 

一、能源部門（環境保護局） 

因低碳能源設施布建與節約能源推廣，涉及與跨區域供需均衡之整體

能源配比與能源基礎設施布建等，由中央通盤規劃，因此中央部會於過往

說明會時，建議地方可著重分散式再生能源在地推動與節約能源管理，因

次本市在能源部門推動策略以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並持續落實節能

減碳相關政策，推動策略如表 17所示。 

表 17、嘉義市能源部門推動策略 

經費單位：萬元/年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推動太陽

能光電發

電系統計

畫 

提高再生能

源累計裝置

容量 

盤點本市之適合建

置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之場址，辦理推

廣活動。 

衡量標準：總建置

容量（MWp） 

環境保護局 

110年 25.76MWp - 

111年 30MWp - 

綠能永續

循環園區 

嘉義市綠能

永續循環中

心操作管理

監督暨專案

管理技術服

務計畫 

採民間參與 BOT 模

式辦理焚化廠建新

拆舊工程，導入高

效 發 電 、 高 規 減

排、智慧節能及碳

捕獲、再利用技術

（CCU）。 

衡量標準：垃圾焚

化廠轉型為綠能發

電廠 

環境保護局 
112-118

年 

118年綠能

發電廠啟

用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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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造部門（工務處） 

製造部門碳排放源主要為電力及燃料使用，在溫管法上路後，依現行

盤查登錄管理辦法及盤查登錄之排放源規定，納管我國主要耗能產業，包

含：電力、鋼鐵、水泥、半導體業、薄膜電晶體、石油煉製等行業，或化

石燃料燃燒年排放量達 2.5 萬噸 CO2e 以上者。本市非工業重鎮，並無耗

能產業及排放量達 2.5 萬噸 CO2e 以上者，故在製造部門推動減量部分，

藉由輔導、補助業者辦理節能、減廢、低污染等清潔生產工作；輔導工業、

學校、醫療院所、旅館業將燃油鍋爐（含柴油）逐步改為燃氣或低污染燃

料，除促使 PM2.5 減量，同時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企業，推動策略如

表 18所示。 

表 18、嘉義市製造部門推動策略 

經費單位：萬元/年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推動燃油

鍋爐使用

乾淨燃料 

協助工業、

商業等燃油

鍋爐汰換天

然氣之地下

管線布設協

調和規劃 

推動鍋爐改用天然

氣、液化石油氣、柴

油或停用鍋爐改用能

源整合中心提供之蒸

汽，協助佈設地下管

線並更新圖資資料，

以達成鍋爐空氣污染

減量目標。 

衡量標準：圖資更新

率（%） 

工務處 110-114年 
圖資更新

率達 80% 
- 

工商業溫

室氣體減

量宣導 

於 工 商 登

記、政策宣

導活動中加

入溫室氣體

減量宣導工

作 

於業者辦理工商登記

後一併發放節能減碳

相關文宣，並結合既

有政策傳達活動，於

會議或課程中加入溫

室氣體減量相關宣導

工作。 

衡量標準：辦理工商

登記業者家數及政策

活動與會人數 

建設處 110-114年 
每年宣導

700家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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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輸部門（環境保護局、交通處、觀光新聞處、各局處） 

依據本市 107 年度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結果，主要排放運輸能源使

用佔總量 34.5%。為減少運輸能源排碳量，並達成中央「2030 年巴士全面

電動化」政策，本市積極建構完整的公車路網，並搭配公共自行車租賃系

統增加大眾運輸便利性。故本市以「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及「低碳車輛

使用推廣」為首要推動目標，推動策略如表 19所示。 

表 19、嘉義市運輸部門推動策略 

經費單位：萬元/年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推動柴油

車自主管

理 

柴油車輛加

入自主管理 

大型柴油車排氣量

大、負載重、行駛里

程長，若未落實車輛

保養易產生黑煙排放

之問題，另由於柴油

車未實施排氣定檢，

故而採取自主管理，

檢測符合分級標準者

給予自主管理標章，

藉以降低柴油車排污

量。 

衡量標準：車輛完成

檢測後取得自主管理

標章（輛） 

環境保護局 

110年 1,000 輛 229.82 

111-112

年 
3,500 輛 459.64 

113-114

年 
4,000 輛 459.64 

老舊大型

柴油車汰

換 

盤點轄區內

一、二、三

期 柴 油 車

輛，透過稽

查及到站檢

測輔導車況

不佳車輛淘

汰 

一、二、三期老舊柴

油車係指 95年 9月 30

日前出廠，並以柴油

為燃料之大客車、大

貨車、大客貨兩用

車、代用大客車及大

型特重車。為改善移

動源 PM2.5 污染，環

保署鼓勵一、二、三

期大型柴油車儘速淘

汰，未來一、二、三

期大型柴油車汰舊換

車可申請補助。 

衡量標準：淘汰一、

二、三期柴油車輛

（輛） 

環境保護局 

110年 100輛 240 

111-112

年 
140輛 340 

113年 50輛 - 

114年 40輛 - 

提高柴油車 針對一~二、三期車 環境保護局 110年 路邊攔查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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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輛 稽 查 頻

率，促使汰

換或調修燃

油控制系統 

加強稽查，促使高污

染及車況不佳車輛淘

汰或是調修燃油控制

系統。 

衡量標準：路邊攔檢

稽查車輛（輛） 

1,500 輛 /

目視判煙

通知 1,000

輛 

111-112

年 

路邊攔查

1,500 輛 /

目視判煙

通 知 400

輛 

167 

113-114

年 

路邊攔查

1,400 輛 /

目視判煙

通 知 350

輛 

167 

低污染機

車使用推

廣 

推動老舊機

車汰換補助 

老舊機車指 96年 6月

30 日前出廠之機車。

為防制空氣污染，鼓

勵民眾淘汰老舊機車

及換購低汙染車輛。 

衡量標準：淘汰老舊

機車（輛） 

環境保護局 

110年 - 247.5 

111-112

年 
4,000 輛  

111年：300 

112年：200 

113-114

年 
4,000 輛  - 

研擬電動機

車購置優惠

措施或補助

方案 

為改善本市空氣品質

並推廣綠色交通，鼓

勵本市市民購買電動

二輪車，電動二輪車

包含電動機車、電動

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

行車。 

衡量標準：研擬優惠

措施或補助方案補助 

電動機車（輛） 

環境保護局

/交通處 

110年 900輛 540 

111-112

年 
1,100 輛 

111年：300 

112年：400 

113-114

年 
1,100 輛  - 

清淨空氣 

感測物聯網

PM2.5 污染熱

區改善 

藉由分鐘、街道尺度

的微環境空氣品質資

訊，以數據相對趨

勢、時空特徵數據分

析標定污染潛勢熱區

時間特徵及污染對

象，因地制宜採取管

制策略，逐年改善市

內 PM2.5 污染熱區濃

度及驗證推動成效。 

衡量標準：本市感測

器建置數（處） 

環境保護局 
110-114

年 

每年建置

5 處感測

器資料分

析 及 200

點微型感

測器維修

及零件更

換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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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提升空氣品

質指標小於

100 日數比

例 

因應多面向空氣污染

來源及轄內污染 9 成

來自民生活動特徵，

採取「對內整合，對

外合作」策略應對，

對內以「嘉義市清淨

空氣推動委員會」整

合局處資源，從民眾

生活圈減量做起；對

外參與跨縣市合作平

台，透過執行合作提

案、主題聯合稽查等

實質作為，合力提升

中南部空氣品質。 

衡量標準： AQI≦

100 比率 

環境保護局 

110年 - 480 

111年 

提升藍天

日 (AQI≦

100) 比 率

至 82% 

350 

112年 

提升藍天

日 (AQI≦

100) 比 率

至 82% 

400 

113年 

提升藍天

日 (AQI≦

100) 比 率

至 84% 

400 

114年 

提升藍天

日 (AQI≦

100) 比 率

至 85% 

400 

友善公共

運輸工具

及環境 

提升公共運

輸使用次數 

建構公共運輸路網，

並結合公共自行車完

成無縫運輸，透過提

升民眾使用公共運輸

便利性，如建構舒適

候車空間，增加幸福

巴士路線，推動搭

(騎 )乘優惠措施等，

輔以行銷活動，以提

升公共運輸使用人

次。 

衡量標準：公車搭乘

人數較 111 年成長 3

％ /公共自行車騎乘

人數相較 111 年成長

5％ 

交通處 

110年 

公車搭乘

人 數 較

111 年 成

長 3％ 

3,000 

111年 3,700 

112年 4,000 

113年 4,600 

114年 5,000 

交通處 

110年 

公共自行

車騎乘人

數 較 111

年成長 5

％ 

3,000 

111年 548 

112年 1,200 

113年 - 

114年 - 

優化自行車

道 

積極爭取中央補助經

費，配合本旗艦計畫

之進程，滾動式檢討

本市自行車道之各項

設施與宣傳方式，包

含透過舉辦活動、推

廣行銷、民間 NGO

辦理之各項自行車競

觀光新聞處 

111年 
1. 2026 年

前 環 市

自 行 車

道 方 向

指 引 牌

面 數 量

增加 30

98 

112年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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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賽、配合 YOUBIKE

租賃站點設置與定期

維護車道環境、標誌

標線及陸續更換老舊

附屬設施（ (諸如欄

杆、指標牌面、照明

設施等）。 

衡量標準：自行車道

方 向 指 引 牌 數 量

（面）、自行車道護

欄 更 新 長 度 （ 公

尺）、自行道維護長

度（公尺） 

113年 

面 

2. 2026 年

前 環 市

自 行 車

道 護 欄

更 新

1,500 公

尺 

3. 每 年 度

維 護 自

行 車 道

長度 300

公尺 

415 

114年 415 

通勤（學）

自行車道 

規劃以通勤、通學為

主之市區自行車路

網，設計自由路通勤

通學自行車道，串連

現有世賢路或其他自

行車道。 

衡量標準：通勤通學

自行車道方向指引牌

（面）、通勤通學自

行車道護欄維護（公

尺）、通勤通學自行

車道維護長渡（公

尺） 

交通處 

111年 

1. 2026年

前通勤

通學自

行車道

方向指

引牌面

數量增

加 5面 

2. 2026年

前通勤

通學自

行車道

護欄維

護 300

公尺 

3. 每年度

維護自

行車道

長 度

300 公

尺 

15 

112年 30 

113年 30 

114年 30 

營造電動

車友善使

用環境 

促進商業與

公共空間設

置機車充換

電站 

針對私部門商業空間

協助媒合業者設置電

動機車充換電站，另

公部門場域則進行相

關用地評估盤點，以

標租公有土地方式設

置充換電站。並持續

了解業者及使用需

求，營造本市電動機

車友善使用環境。 

衡量標準：電動機車

環境保護局 

111年 - 400 

112年 

補助 25 站

電動機車

充電站設

置、15 站

電動機車

換電站設

設置 

210 

113年 補助 10 站

電動機車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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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換電站數量（站） 充電站設

置、 8 站

電動機車

換電站設

設置 

114年 

補助 10 站

電動機車

充電站設

置、 8 站

電動機車

換電站設

設置 

- 

公部門機

車全面電

動化 

汰換老舊公

務車為電動

機車 

各局處編列預算逐年

汰換燃油機車為電動

機車。 

衡量標準：汰換老舊

公務車數量（輛） 

環境保護局

/各局處 

110-114

年 

預 計 於

119 年 全

數汰換老

舊公務車

為電動機

車 

112 年 ：

735.7259 

113 年 ：

735.7259 

114 年 ：

735.7259 

 

四、住商部門（環境保護局、行政處、都市發展處、觀光新聞處、

社會處、教育處、文化局） 

依據 108 年本市溫室氣體排查資料顯示，住宅及商業之能源使用佔總

量比例達到 40.24%，住商部門包含轄區內住宅、服務業、農林牧業及漁業

等之電力及燃料使用，其中以電力部分佔大宗，故本市以推廣綠建築、新

建建築能效提升、既有建築減量管理、規劃建築物外殼耗能資訊透明機制、

服務業強制性管制措施、特定對象輔導措施、推動服務業自主減碳及獎勵

補助等推動策略為主，推動策略如表 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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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嘉義市住商部門推動策略 

經費單位：萬元/年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推廣住商節

能設備 

輔導服務業

使用節能設

備、做好用

電管理 

推廣住宅使

用節能設備 

輔導服務業及住商汰

換老舊空調、燈具

等，改採用節能設

備，進而降低發電

量、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量。 

衡量標準：單位用電

度數排碳量較 109 年

減少% 

環境保護

局 

110年  300  

111-112

年 
減少 10% 300 

113-114

年 
減少 16% 300 

政府機關節

能及地方能

源治理 

辦理國中小

校舍防水隔

熱工程 

為減少都市熱島效

應、因應氣候變遷帶

來的極端氣候，鼓勵

學校針對校舍採用隔

熱改善措施，以達到

阻絕太陽輻射、降低

熱能傳導等效益。 

衡量標準：建置處數

（處） 

教育處/環

境保護局 

110年 建置 10 處 100 

111-112

年 
建置 3 處  100  

113-114

年 
建置 3 處  100  

推動市政中

心南棟大樓

節能減碳，

以 105 年為

基期年，各

年度用電量

較基期年用

電量負成長

或不成長 

1. 逐步汰換 LED 節

能燈具、高耗能

馬達及老舊冷氣

等高耗能用電設

備。 

2. 調整變壓器負載

率，減少電能損

失。 

3. 管理措施上，視

氣候變化，適時

提高冰水主機出

水溫度，減少熱

負荷及宣導連續

假日拔插座，檢

視電源是否確實

關閉及 3樓以下不

搭乘電梯等。 

4. 適時調整契約容

量及提高功率因

數值，減少電費

支出 

行政處 

111年 

200,000 度

（111 年較

基期年用

電負成長

數） 

30 

112年 

100,000 度

（112 年較

基期年用

電負成長

數） 

30 

113年 

100,000 度

（113 年較

基期年用

電負成長

數） 

30 

114年 

100,000 度

（114 年較

基期年用

電負成長

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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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推動綠建築 

推動新設或

既有建築採

綠建築或智

慧建築設計 

推動新設或既有建築

採綠建築或智慧建築

設計。 

策略說明： 

目前台灣新建或既有

建築物中，有 95%為

鋼筋混凝土構造，每

年 80%之建材皆採自

河川砂石及高耗能水

泥生產能源。未來混

凝土建築拆除解體

時，其廢棄的水泥

物、土石、磚塊又難

以回收再利用，將造

成環境莫大負擔。因

此必須從建築物之規

劃設計及構進行改

善，如推行建材輕量

化、採寒帶林木為材

料等，以減少二氧化

碳之排放量。 

衡量標準：每年建立

綠建築審核及抽查件

數（件） 

都市發展

處 

110年 

建立綠建

築審核及

抽查案件

66件 

31 

111年 

建立綠建

築審核及

抽查案件 

150件 

30 

112年 

建立綠建

築審核及

抽查案件 

150件 

30 

113年 

建立綠建

築審核及

抽查案件 

150件 

30 

114年 

建立綠建

築審核及

抽查案件 

150件 

30 

推動低碳旅

遊 

規劃低碳旅

遊路線 

為推廣在旅遊的過程

中選擇對環境友善的

方式，依環保、低碳

方向規劃旅遊行程，

降低環境負荷、維護

自然景觀生態，體會

更深度的綠色旅遊模

式。 

衡量標準：低碳旅遊

行程數（條） 

環境保護

局/觀光新

聞處 

110年 5條 0.5 

111-112

年 
7條 1 

113-114

年 
9條 1 

輔導旅館業

者成為環保

旅店 

旅館業在能源及水資

源消耗、餐飲及被服

洗滌排放的廢水、使

用一次性即丟物品的

廢棄、維護環境衛生

之消毒及用藥等對環

境衝擊面大且廣。為

鼓勵業者採取各項降

低對環境產生負面影

響之措施，推動業者

申請成為環保旅店，

環境保護

局/觀光新

聞處 

110年 17家 0.5 

111-112

年 
22家 1 

113-114 26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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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鼓勵民眾共同響應環

保行動並提供消費者

優惠。 

衡量標準：轄區內環

保旅店（家） 

年 

提升城市防

災韌性 

公有新建建

築達建築能

效 1 級或近

零碳建築 

重點列管本府暨所屬

機關學校公有建築工

程，於規劃設計階段

評估建築物生命週期

之碳排放量，並依綠

建築評估手冊訂定之

建築能效評估方法，

取得第 1 級建築能效

標章。 

衡量標準：推動建築

效能 1 級或近零碳建

築數量（處） 

都市發展

處 

111-119

年 

推動轄內

至少 1 處

公有新建

建築達建

築能效 1

級或近零

碳建築 

- 

強化地方治

理全民參與 

能源弱勢族

群能源改善

補助計畫 

透過補助和媒合方

案，協助 120 戶能源

弱勢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 

衡量標準：補助建築

汰換耗能家電數量

（戶） 

環境保護

局/社會處 
112年 

協助 120

戶能源弱

勢提升能

源使用效

率 

600 

串聯學校及

社區建構低

碳永續措施 

推動校園低

碳行動措施 

學校為社區鄰里環境

教育之重要基地，為

能有效落實節能減

碳，藉由學校的環境

營造與課程引導，利

用教育改變人們的行

為以減緩全球暖化之

危害，從課程中獲得

豐富節能減碳知識，

並在校園中培養出正

向積極之節能減碳的

態度和行為，且落實

到日常生活中，提升

國人整體環境保護素

養。 

衡量標準：校園宣導

場次（場次） 

教育處 110年 校園宣導

20場次  

30 

111-112

年 

校園宣導

30場次  

45 

113-114

年 

校園宣導

30場次  

45 

循環產業共

生 

舊有建築活

化再利用計

自 111 年度開始，於

徵選簡章中，將環保

與綠能相關項目納入

文化局 110年 每年補助

10案 

300 

111年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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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畫 審查評分計算。 

衡量標準：環保與綠

能因應措施項目佔評

選總分 5% 

112年 650 

113年 650 

114年 650 

嘉義市木造

建築整建維

護補助計畫 

111 年成立木造整建

維護輔導團，協助民

眾申請整建維護補

助，並預計於 112-

114 年編列預算，補

助民眾辦理木造建築

整建維護。 

衡量標準：補助辦理

木造建築維護數量

（案） 

都市發展

處 

111年 - 250 

112年 每年補助

5案 

2,500 

113年 1,250 

114年 1,250 

低碳校園推

動計畫 

推動學校老

舊燈具全面

汰換為 LED

燈具 

輔導本市國中及國小

汰換老舊燈具。 

衡量標準：學校 LED

燈具比率（％） 

教育處 111年 汰換 50%

老舊燈具

為 LED 燈

具 

270 

112年 汰換 55%

老舊燈具

為 LED 燈

具 

270 

113年 汰換 60%

老舊燈具

為 LED 燈

具 

270 

114年 汰換 65%

老舊燈具

為 LED 燈

具 

270 

全面汰換 9

年 (含 )以上

空調為能源

效率 1 級之

空調設備 

輔導本市國中及國小

汰換 9 年(含)以上空

調設備為 1級能效。 

衡量標準：學校空調

設備為 1 級能源效率

比率（％） 

教育處 110年 汰換 9 年

( 含 ) 以上

空調設備

為 1 級能

效達成 6

％ 

17,757.216 

(新增非汰

換) 

111年 汰換 9 年

( 含 ) 以上

空調設備

為 1 級能

效達成 10

％ 

16,512 

(新增非汰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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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112年 汰換 9 年

( 含 ) 以上

空調設備

為 1 級能

效 達 成

50% 

860 

113年 汰換 9 年

( 含 ) 以上

空調設備

為 1 級能

效達成 70

％ 

380.6 

114年 汰換 9 年

( 含 ) 以上

空調設備

為 1 級能

效達成 90

％ 

屆 時 調 查

學 校 需 求

再行填列 

低碳校園標

章認證實施

計畫 

輔導本市國中小學運

用自身優勢與特色打

造符合低碳概念之校

園。 

衡量標準：低碳校園

標章認證學校參與率

（％） 

環境保護

局/教育處 

110年 - 1 

111年 認證率達

55％ 

1 

112年 認證率達

60％ 

1 

113年 認證率達

65％ 

1 

114年 認證率達

7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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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業部門（建設處、衛生局、教育處） 

本市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佔總量比例僅 0.37%，此部分排放主要

源自於農業、畜牧等活動所排放。主要受產業結構改變，農耕畜牧減少所

致，本市在農業部門以加強固碳量，包括新增城市公園綠地、保留生態原

貌，同時針對枯萎綠地做補植等，並依本市適合的植物組成來選擇種植，

推動策略如表 21所示。 

 

表 21、嘉義市農業部門推動策略 

經費單位：萬元/年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生態綠化 
新增城市綠

地面積 

增加嘉義市公園或綠

地面積，提升嘉義市

二氧化碳固定量以減

緩溫室氣體所帶來之

傷害，並達到城市綠

美化。 

衡量標準：新增喬木

（株） 

建設處 

110年 
新 增 50

株喬木 
30 

111年 

累計新增

120 株喬

木 

40 

112年 

累計新增

200 株喬

木 

50 

113年 

累計新增

270 株喬

木 

50 

114年 

累計新增

340 株喬

木 

50 

提升城市

防災韌性 

增加城市綠

覆率 

透過植樹、增加公園

綠地等方式增加溫室

氣體吸附儲存，並達

到城市綠美化。 

衡量標準：公園綠地

面積（公頃） 

建設處 

110年 - 150 

111年 

公園綠地

面積增加

3 公頃 

600 

112年 

公園綠地

面積增加

4 公頃 

800 

113年 

公園綠地

面積增加

3 公頃 

600 

114年 公園綠地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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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部門（教育處、環境保護局、工務處、消防局、社會處） 

面積增加

2 公頃 

強化糧食

安全 

提升餐飲業

食安輔導計

畫 

當季、當地的食物，

不但最新鮮，也少了

遠程運輸或者長期冷

凍保存的不必要能源

使用，不僅健康便

宜，碳足跡也最低，

輔導業者多採用碳足

跡低的食材，此外，

美食的製作常伴隨大

量的油煙，輔導業者

將油煙適當處理並列

入優良餐飲店評核項

目以鼓勵業者落實。 

衡量標準：輔導餐飲

業及評核數量（家

次）、講習場次（場

次） 

衛生局 111-114年 

1. 每年餐

飲業實

安環保

現場輔

導 150

家以上 

2. 每年優

良食安

餐廳評

核 100

家以上 

3. 辦理餐

飲業低

碳講習

1 場次

以上" 

111 年 ：

32 

112 年 ：

32 

113 年 ：

32 

114 年 ：

32 

食育推展實

施計畫 

推動本市國中小學食

育計畫。 

衡量標準：學校衛生

抽查率（%）、食育

推 展 實 施 計 畫 率

（%） 

教育處 112-114年 

1. 定期稽

查學校

餐飲衛

生，並

辦理校

園午餐

管理人

員食安

研習。 

2. 本市公

立國民

中小學

及市立

幼兒園

共 30所

持續辦

理「嘉

義市食

育推展

實施計

畫」。 

112 年 ：

52 

113 年 ：

52 

114 年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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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推動垃圾減量、推動綠色採購、推動參與低碳永續家園認證

評、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計畫及環境教育等，具體落實能資源循環再利

用，全民強化環境教育，提升民眾參與及節能減碳的落實，推動策略如表

22所示。 

表 22、嘉義市環境部門推動策略 

經費單位：萬元/年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串聯學校

及社區建

構低碳永

續措施 

推動校園低

碳行動措施 

學校為社區鄰里環境

教育之重要基地，為

能有效落實節能減

碳，藉由學校的環境

營造與課程引導，利

用教育改變人們的行

為以減緩全球暖化之

危害，從課程中獲得

豐富節能減碳知識，

並在校園中培養出正

向積極之節能減碳的

態度和行為，且落實

到日常生活中，提升

國人整體環境保護素

養。 

衡量標準：校園宣導

場次（場次） 

教育處 110年 校 園 宣 導

20場次  

30 

111-112

年 

校 園 宣 導

30場次  

45 

113-114

年 

校 園 宣 導

30場次  

45 

環境教育 推動環境教

育計畫 

藉由環境教育計畫之

推動，宣導溫室氣體

減量之概念，並培育

更多環境教育志工，

共同為推動溫室氣體

減量之目標努力。 

衡量標準：辦理環境

教育志工培訓及宣導

會場次及人數（件）/

每年環境教育查核及

輔導案件數（件）/每

年國家環境教育獎申

請件數（件） 

環境保護

局/教育處 

110年 辦理環境教

育志工培訓

及宣導會議

10 場次 /環

境教育查核

及輔導 8 案

/ 國家環境

教育獎申請

數 2件  

350 

111-112

年 

辦理環境教

育志工培訓

及宣導會議

22 場次 /環

境教育查核

及輔導 12

案 /國家環

境教育獎申

請數 1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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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113-114

年 

辦理環境教

育志工培訓

及宣導會議

22 場次 /環

境教育查核

及輔導 12

案 /國家環

境教育獎申

請數 1件 

- 

環境教育宣

導整合計畫

推動 

藉由環境教育計畫之

推動，宣導環境教育

領域觀念，培養及提

升民眾環境素養，採

取愛護環境之行動，

以達永續發展；培育

本市專業環境教育志

工，投入本市環境教

育議題宣導。 

衡量標準： 

配合環境季辦理活動

場次/每年 

環境教育志工宣導次

數/每年 

環境教育志工講師宣

講場次/每年 

環境教育查核及輔導

案件數/每年 

國家環境教育獎申請

件數（件）/每 2年 

環境保護

局 

110年 - 補 助經 費

浮 動調 整

400-600  

111年 配合環境季

辦理活動 2

場次 / 環境

教育志工宣

導 50 次/環

境教育志工

講 師 宣 講

10 場次 /環

境教育查核

及輔導 10

件 

- 

112年 配合環境季

辦理活動 2

場次 / 環境

教育志工宣

導 50 次/環

境教育志工

講 師 宣 講

10 場次 /環

境教育查核

及輔導 10

件 /參與國

家環境教育

獎本市初選

單位 4件 

- 

113年 配合環境季

辦理活動 2

場次 / 環境

教育志工宣

導 50 次/環

境教育志工

講 師 宣 講

10 場次 /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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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境教育查核

及輔導 10

件 

114年 配合環境季

辦理活動 2

場次 / 環境

教育志工宣

導 50 次/環

境教育志工

講 師 宣 講

10 場次 /環

境教育查核

及輔導 10

件 

- 

提升污水

處理率 

嘉義市污水

下水道系統

建設計畫 

提升污水下水道系統

建設比例、用戶接管

普及率，改善河川水

質，提高都市居住品

質。 

衡量標準：污水處理

率（%） 

工務處 110年 達 20%  49,900 

111-112

年 

達 22%  111 年 ：

51,800 

113-114

年 

達 25%  - 

推動韌性

社區 

推動防災韌

性社區 

透過教育訓練、各類

宣導活動與任務編

組，提升對災害的危

機意識，並能自發性

的行動，有助於在災

時或災後引導居民自

助、互助，並藉由持

續運作機制建立，使

資源投入效益擴大，

有效降低災害的衝擊 

衡量標準：韌性社區

數量（處） 

消防局 110-114

年 

每 2 年新增

韌性社區達

2處以上  

110年：70 

111年：70 

112年：70 

113年：70 

114年：70 

輔導社區設

置防災士 

透過教育訓練、各類

宣導活動與任務編

組，提升對災害的危

機意識，並能自發性

的行動，有助於在災

時或災後引導居民自

助、互助，並藉由持

續運作機制建立，使

資源投入效益擴大，

有效降低災害的衝擊 

消防局 110-114

年 

每 2 年輔導

新成立的韌

性社區設置

防災士至少

4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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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衡量標準：韌性社區

防災士人數（人） 

提升城市

防災韌性 

設置防災滯

洪池 

1. 依已核定雨水下水

道規劃報告建置雨

水下水道系統。 

2. 嘉義市雨水下水道

系統檢討規劃，針

對本市易積淹水區

域研擬解決方案。 

3. 結合「出流管制」

措施要求土地開發

利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應依規定設置相

關滯洪設施。 

4. 配合台鐵高架化將

原有地下道改設為

滯洪設施。可有效

降低因劇烈強降雨

所造成積淹水災情

發生。 

衡量標準：雨水下水

道系統建置實施率 

工務處 111年 本市雨水下

水道系統建

置實施率每

年增加 0.3

％ 

3,000 

112年 3,000 

113年 3,000 

114年 - 

強化地方

治理全民

參與 

嘉義市淨零

排放推動計

畫 

因應國家 2050淨零排

放政策，需盤點及管

考之內容與日俱增，

擬新增淨零排放推動

計畫，研擬氣候變遷

相關策略，降低與管

理溫室氣體排放，落

實環境正義，善盡共

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

任，並確保城市永續

發展。 

衡量標準：推動本市

淨零排放計畫（式） 

環境保護

局 

112-114

年 

每年管考與

追蹤、並滾

動式修正本

市淨零排放

計畫 1式  

112 年 ：

400 

113 年 ：

400 

114 年 ：

400 

成立氣候基

金 

透過設置「嘉義市氣

候基金」，投入因地

制宜的氣候變遷減緩

及調適政策。 

衡量標準：推動嘉義

市氣候基金設置 

環境保護

局 

111-119

年 

119 年設置

「嘉義市氣

候基金」 

- 

綠色採購 推動綠色採

購，購買符

藉由推動政府機關實

施綠色採購、輔導本

環境保護

局 

110-114

年 

綠色採購績

效成果指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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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 

推動策略 
策略說明 主辦/協辦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合 「 低 污

染 、 省 資

源 、 可 回

收」之環保

產品 

市業者加入綠色商店 

及對民間企業、團體

以及民眾辦理綠色採

購宣導，提升市民對

綠色採購之概念，進

而鼓勵上游供貨廠商

採友善環境之方式製

造產品，降低製造過

程循環當中對環境之

傷害、簡化產品製造

流程，從而降低溫室

氣體之排放。 

衡量標準：綠色採購

績效成果指定項目採

購比例達% 

項目採購比

例 95% 

持續推動

低碳永續

家園認證 

持續推動低

碳永續家園

認證 

輔導里/社區執行低碳

行動，並藉由具體達

到的減碳效益賦予認

證等級榮譽。 

衡量標準：本市里層

級低碳永續家園認證

銅級以上比率（％） 

環境保護

局 

111年 
銅級以上里

達 45% 
57 

112年 
銅級以上里

達 50% 
60 

113年 
銅級以上里

達 52% 
60 

114年 
銅級以上里

達 55% 
60 

低碳校園

標章認證

實施計畫 

低碳校園標

章認證實施

計畫 

輔導本市國中小學運

用自身優勢與特色打

造符合低碳概念之校

園。 

衡量標準：低碳校園

標章認證學校參與率

（％） 

環境保護

局 

111年 
認證率達 55

％ 
1 

112年 
認證率達 60

％ 
1 

113年 
認證率達 65

％ 
1 

114年 
認證率達 7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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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效益 

本市為以商業與服務業為主之三級產業，並以服務業為主，整合各

局處推動策略後，訂定目標及量化數據，並督促相關局處落實每年持續

檢討減量執行方案，其各部門預期效益如下： 

一、能源部門：目標減碳量 24,452.8046CO2e 

盤點轄內適合建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場址、辦理推廣活動，提

高本市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預計於 2022年達成再生能源累計裝置

容量 30MW；推動垃圾焚化廠轉型為綠能發電廠，採民間參與 BOT模

式辦理焚化廠建新拆舊工程，導入高效發電、高規減排、智慧節能及

碳捕獲、再利用技術（CCU）。 

二、製造部門 

推動鍋爐改用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柴油或停用鍋爐改用能源整

合中心提供之蒸汽，協助佈設地下管線並更新圖資資料，以達成鍋爐

空氣污染減量目標，並協助工、商業規劃汰換鍋爐之地下管線布設圖

資更新率達 80%；於工商登記、政策宣導活動中加入溫室氣體減量每

年宣導 700家次。 

三、運輸部門：目標減碳量 42,925.7177 CO2e 

柴油車輛納入自主管理達 4,000 輛，並汰換一、二、三期大型柴

油車 330輛、老舊機車 8,000輛；補助電動機車達 3,100輛；感測物聯

網 PM2.5污染熱區改善每年建置 5處感測器資料分析及 200點微型感測

器維修及零件更換；提升藍天日(AQI≦100)比率至 85%、全面汰換老

舊公務車為電動機車、補助 45 站電動機車充電站及 31 站電動機車換

電站；每年公車搭乘人數較 111年成長 3%；每年公共自行車騎乘人數

較 111 年成長 5%；新增環市及通勤通學自行車道方向指示牌 35 面、

車道護欄更新達 1,800公尺、車道維護長度達 6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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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商部門：目標減碳量 53,641.2768 CO2e 

輔導服務業使用節能設備及推廣住宅使用節能設備，使其單位用

電度數較 109年減少 16%，建置國中小校舍防水隔熱工程達 16處；推

動市政中心南棟大樓節能減碳，以 105 年為基期年，市政中心南棟大

樓各年度用電量較基期年用電量負成長或不成長、建立綠建築審核及

抽查案件 666件、補助 50戶建築遮陽隔熱；推動低碳旅遊路線計 9條、

輔導 26家旅館業為環保旅店；推動轄內至少 1處公有新建建築達建築

能效 1 級或近零碳建築；協助 120 戶能源弱勢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推

動低碳行動措施校園宣導達 80 場次；補助舊有建築活化再利用達 50

案；補助辦理木造建築維護達 15 案；推動學校老舊燈具汰換為 LED

燈具比率達 65%；汰換及改善學校空調設備為 1 級能效達成 90％：低

碳校園標章認證學校參與率達 70%。 

五、農業部門：目標減碳量 444.3656CO2e 

累計新增種植喬木達 340株、增加公園綠地面積計 12公頃；每年

餐飲業實安環保現場輔導 150 家以上；每年優良食安餐廳評核 100 家

以上：辦理餐飲業低碳講習 1 場次以上；強化糧食安全，推廣國中、

小學食育推展實施計畫達 100%。 

六、環境部門：目標減碳量 5,497.4374 CO2e 

 推動校園低碳行動措施 80 場次；推動環境教育計畫，辦理環境

教育志工培訓及宣導會議 54 場次、環境教育查核及輔導 32 案、國家

環境教育獎申請數 4 件；推動環境教育整合計畫，配合環境季活動 8

場次、環境教育志工宣導 200次、環境教育志工導師宣講 40場次、環

境教育查核及輔導 40件、國家環境教育獎申請 4件；提升本市污水處

理率達 25%；推動韌性社區達 4 處、培育社區防災士達 4 人以上；雨

水下水道系統建置實施率每年增加 0.3%；每年管考與追蹤、並滾動式

修正本市淨零排放計畫 1 式；119 年設置「嘉義市氣候基金」；推動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績效成果指定項目採購比例達 95%；推動低碳永續

家園認證銅級以上里達 55%；低碳校園標章認證實施計畫認證率達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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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考機制 

一、節能措施及能源管理推動情形 

（一）成立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員會 

成立本市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錄壹，委員會

置委員 19人，並在本會下設置五個面向推動小組，賦予不同任務，達

到城市永續發展的目的。 

（二）召開會議 

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以檢核實際達成進度，針對進度落後之

推動策略，提出說明及改善措施，並透過會議協商，讓各局處共同合

作，解決困難，以利推動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 

（三）滾動修正 

每年執行本市行政轄區溫室氣盤查，以利滾動式修正相關政策及

目標。 

（四）辦理節約能源相關研討（習）會 

將節能減碳工作列為經常性辦理業務，並利用內部各種集會場合

或活動中宣導節約能源觀念及作法，並派員參加節約能源相關研討

（習）會。 

（五）定期成果文件追蹤 

為有效掌握各項推動作法辦理情形，本市採每半年進度追蹤管考，

於每年 7月及隔年 1 月調查前半年各局處之各項工作辦理情形。 

（六）發表成果及獎勵 

定期於新聞稿發表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各項推動作法之成

果，並由各局處敘獎相關人員，鼓勵及獎勵各同仁在工作執行上之辛

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