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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執行亮點 

一、發展再生能源 

本市推動太陽光電「四箭齊發」，首先於 105 年 4 月通過「新竹市市管

公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管理辦法」，盤點出 29 所學校及 11 處

機關房地建置太陽光電系統。再於 106 年 1 月實施「新竹市既有建築物屋

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鼓勵民眾安裝太陽能設施；並於 106 年 4 月

提供太陽光電業者優惠貸款「新竹市中小企業及個人便利貸款」，最高可貸

1200 萬元。此外，市政府與華南銀行、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合作，於 106 年

11 月推出 200 億的「新竹市綠能產業專業貸款」，創造產業利多，鼓勵民

間一同推動低碳、綠能的幸福城市。 

本市平均日照長度亦有 1,850 小時，高於全國平均 1,729 小時，為響應

中央政府政策，自 106 年起，積極於全市 29 所國高中小學及各公有房地

建置太陽光電系統，已完成 2 次公開標租，設置面積約 70,000 平方公尺，

至 109 年總發電量 23.123MW、減碳量約 4,988 公噸，等於 41.6 萬棵樹木

一年的減碳量，換算超過 12.8 座大安森林公園的減碳量(相關成果照片如

圖 2-1)。以香山高中為例，校內太陽光電設置量為 441kW(瓩)，至 109 年

底總計發電量 157 萬度，減碳量約 800 公噸。 

新竹市政府現仍持續盤點各公有房地設置需求調查，鼓勵設置再生能

源， 109 年度完成辦理第 3 次公開標租事宜，在海山漁港設置 6000 平方

公尺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規劃 110 年度完成 1.2MWp（百萬瓦）的設置量，

預估每年平均發電量達 132 萬 5500 度，年均減碳 700 公噸，等同於 2.88

座大安森林公園年減碳量。除具發電效應，還可提供漁民作業遮蔭處，延

長漁具使用期限。目前粗估，市府每年可依發電量，收取約 50 萬元的售電

回饋金作為土地租金的額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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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光國中設置太陽光電 載熙國小設置太陽光電 

 

看海公園(原為垃圾掩埋場) 設置太陽光電 新竹市北區區公所設置太陽光電 

圖 2-1 新竹市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成果照片 

 

二、綠色產業 

1. UMC 3R 大聯盟計畫 

新竹市府肯定高科技產業發展帶動地方繁榮，同時認為應加倍努力推

動綠色城市，市府攜手與企業共同打造低碳永續家園，故此市府與聯電公

司提出綠色製造 10 大管理指標，包含溫室氣體管理、空氣污染物、水資源

管理、廢水處理、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廢棄物管理、水資源再利用、零配

件維修、原物料循環利用、廢棄物再利用，進行供應商之資料收集、評估

及成果驗收等，並建立橫跨供應鏈的統一量化指標，透過承諾、學習、分

享、獎勵的友善循環機制，促進供應鏈夥伴全體動員節能減碳；並共同推

動「UMC 3R 大聯盟計畫」，透過號召廠商加入綠色供應鏈，讓資源循環

利用，落實企業環境友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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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新竹市副市長到場鼓勵傑出廠商 

 

2. 春池玻璃 

過去在新竹的玻璃業界，曾佔有全世界一席之地，但在『全球化』風

潮下進入了蕭條期。而近年在新竹市政府策劃之下舉辦了國際玻璃藝術節，

由玻璃藝術節帶動大家對於玻璃的認識及熱情，使玻璃美感以及玻璃的價

值，提升玻璃業界的自我形象，也使民眾對玻璃業產生更多的認識及瞭解。 

春池玻璃秉持著「回收、節能、低碳、永續」，原料來自於廢棄玻璃的

回收，包含民生用品玻璃、3C 家電、汽車擋風玻璃及玻璃製造工廠等。並

且，市府鼓勵並邀請業者持續推動資源回收點「風收站」，以及協助輔導於

107年 11月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認證。「春池玻璃資源再生教育學堂」

以「環保人文保護、百年手工技藝」、「廢玻璃回收循環再利用友善環境」

為教案設計主軸，推動「綠能環保教育」為活動設計主題，讓參訪學員們

觀賞百年技藝—手工玻璃藝品製作，及讓學員瞭解資源循環利用對環境保

護的重要性，進而落實愛惜資源，創造友善環境，實現永續發展的願景(相

關照片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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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獲經濟部表揚 玻璃容器回收再處理 

圖 2-3 新竹市春池玻璃相關成果照片 

 
三、建築節能 

新竹市自 104 年成立「新竹市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以市長為召集

人、副市長為副召集人、環保局為執行秘書，並依各單位業務權責，分別

針對機關、住宅及服務業部門，提出多項節電措施，透過政府及民間共同

努力，全面推動節電政策，降低本市用電量。 

107 至 109 年間「新竹市節能輔導團」為落實節電措施首先針對節電

稽查輔導「輔導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落實節電規定」、「稽查全市電器零售商

標章及標示」、「稽查全市 14 大賣場標章及標示」等三項工作，共完成稽查

輔導 4,508 處。再來，本市共輔導 32 處高能源用戶能源診斷並提出改善建

議書供場所參考，節電潛力約 3,422 萬度。同時亦篩選轄內 45 所國、中小

學、13 處機關進行節能健檢及用電安全診斷，給予節能改善建議，分別有

照明、飲水機、空調系統等項目，估算進行節能改善措施及汰換後，節電

潛力約 136 萬度電。相關執行成果照片如圖 2-4。 

同時，環保局每年亦有逐年輔導村里社區及學校單位執行綠化節能，

107 至 109 年共計輔導 41 個單位，執行項目包含生態綠化、綠能節電、綠

色運輸及資源循環等行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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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電職人培訓 水源國小節能診斷 

 

 

公園里節電課程 邀請家庭住戶加入智慧節電推動與推廣平台 

圖 2-4 新竹市推廣節能輔導成果照片 

 
四、節約能源 

新竹市為朝向樂活低碳社區之方向努力，致力於節能減碳之工作，早

期建築物新建時多使用傳統好能燈具，且面臨到能源之減少、減少二氧化

碳之排放量及電費高漲，若能將傳統耗能之燈具汰換為節能燈具，除可減

少二氧化碳之排放量亦可減少電費支出，以提升環境友善程度，建構低碳

家園。 

107 年配合經濟部能源局「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作業要點」，整合各

局處室資源推動「新竹市縣市共推住商節電」、「節能綠招牌及燈具汰換」、

「能源關懷服務」等計畫。於「新竹市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汰換了

1 萬 1,611 台家用冷氣機及 4,199 台電冰箱，總計協助 1 萬 2,502 戶汰換電

器用品，新竹市環保綠招牌及招牌燈具汰換成果如表 2-1 及圖 2-5。 

  



 

14 

表 2-1 新竹市環保綠招牌及燈具汰換成果 

汰換對象 盞數 

汰換前 汰換後 
使用時數 /

日 

使用日數 /

年 燈型 
瓦數

(W) 
燈型 

瓦數

(W) 

營業場所 2,768 日光燈 40 LED 12 6 300 

轄內營業

場所、公司

行號、學

校、公寓大

廈等 

11,151 T8/T9 40 LED 18 8 250 

室內停車

場 
1,447 T8/T9 40 LED 18 24 365 

  

加油站汰換為節能燈具 市場攤商汰換為節能招牌 

  

節能招牌汰換補助說明會 和泰產險節能燈具汰換 

圖 2-5 新竹市燈具汰換成果照片 

 

五、綠色運輸 

新竹市長期缺乏人行環境建設計畫，隨人口成長及老齡化現象，亟需

友善、無障礙步行環境，以維護行人安全。因此，新竹市 104 年起向內政

部營建署爭取經費辦理步行環境改善，並以「步行城市」為提案計畫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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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前後站各區域特色塑造三環步行城市架構，三環相依相繫、縫合城市南

北區域，並以學校、公園、綠地、水圳及交通節點等公共空間做為起點，

優先改善步行環境，再逐步串聯，創造人本友善的步行空間。 

「步行城市」依城市紋理，分別以經國路、自由路、西大路、東大路、

光復路、學府路圍繞之城區、新竹火車站前後站之連結及周邊主要街道等

道路界定計畫範圍，執行內容包括隆恩圳與綠園道銜接步行空間改善工程、

隆恩圳與護城河銜接步行空間改善工程、城隍廟周邊環境改善、東門城圓

環周邊環境改善工程、新竹公園市民廣場改造工程、汀甫圳學府之道新建

工程及全市指標導覽系統等各項工程。 

此外， 108 年於「步行城市」為核心原則下，推動通學步道計畫，以

學校為端點，逐步向外，打造安全、友善的人行系統，讓學童能快快樂樂

的上學、平平安安的回家。107 至 109 年步行城市及自行車道路網推動成

果如表 2-2 及表 2-3，相關照片如 

表 2-2 步行城市計畫推動成果 

年度 案名 
長度 

(KM) 
起點 終點 串連步道 

107 
民權路(曙光國小周邊)人

行道工程 
0.38 經國路口 曙光女中 經國綠園道 

108 鐵道路二段人行道工程 0.63 台大醫院門口 光華二街口 鐵道公園步道 

108 
公道五路人行道環境改善

及自行車道增設工程 
1.6 新竹交流道 東勢街口 - 

107-108 
汀甫圳通學步道環境改善

工程 
1.4 博愛街 東山街 學府路步道 

109 內湖國中通學步道工程 0.3 內湖國中校門 中華路口 內湖國小步道 

表 2-3 新竹市自行車道路網建置成果 

年度 案名 
長度 

(KM) 
起點 終點 串連步道 

108 

新竹左岸河濱運動公

園自行車道路網優化

工程 

2.3 溪浦子 柯子湖 17 公里海岸自行車道 

108 公道五路自行車道 1.6 新竹交流道 東勢街口 - 

109 
17 公里海岸自行車道

維護檢修工程 
17 南寮漁港 南港街 106 巷 天府路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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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親水自行車道 內湖國中通學步道工程 

 

 

曙光國小周邊人行道工程 鐵道路二段人行道工程 

圖 2-6 新竹市步行城市環境改善成果照片 

 
六、永續農漁業 

海洋漁業資源是一種再生性資源，為永續漁業發展，避免海洋資源過

度利用影響其再生能力，新竹市政府及新竹區漁會共同協商後，自 107 年

起，每年 6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為期二個月，禁止刺網漁業漁船筏進入本

市距岸 3 海里（約 5.5 公里）內海域從事刺網捕撈作業。 

新竹市從事刺網漁業的漁船筏約占本市漁船筏總數 50%，是本市相對

大宗經營之漁業。刺網漁具其實網上沒有刺，網目也依捕撈漁獲對象有大

小之分，刺網的捕撈方式是將網具放置在捕撈對象的棲地或洄游路徑上，

待魚纏住後進行捕撈，作業方式及規模其實並非環境不友善。主要過去刺

網常有不當棄置狀況，導致海洋生物意外纏繞而造成魚群數減少。 

107 至 109 年共計 421 艘漁船筏參與鼓勵休漁計畫，減少作業天數達

8 萬 4,52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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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能資源循環利用 

新竹市現有資源回收場空間已無法應付快速的人口增長，加上環保署

逐年增加資源回收物品項，讓資源回收場需要更細的分類和貯存空間，因

此新竹市政府投入 2400 萬，整建位於浸水北街垃圾掩埋場內的資源回收

場。此處面積約 1700 平方公尺，將增設 2 座鋼棚雨遮、完整的 22 項資源

物貯存分類空間，提供更安全、整潔的工作環境。 

新竹市於 105 年開辦風收站後廣受歡迎，「風收站」就是風城資源回收

站，透過風格清新、顏色鮮明的「風收寶寶」及站點設計，鼓勵民眾一起

來資源回收愛地球，同時兌換經濟實用的民生用品及禮券，於 107 至 109

年已有回收達 1,417.531 公噸，各年回收量如表 2-4。 

自 107 年 7 月新竹市啟用 24 小時自動辨識「無人回收站」，推出全市

7 個站、11 台回收機台，於 107 至 109 年總回收 181 公噸。並於 108 年推

動環保杯租借，首創全國第一家電影院提供免費租借飲料杯及設置飲料杯

自助歸還機，民眾可於每日上午 8 點至午夜 12 點自助歸還，僅需透過手

機 APP 加入好友綁定後即可進行租借，每支手機號碼每日最多可借 6 個杯

子，並享有「甲地借乙地還、你租我洗」的便利措施，享受還杯的便利性。

新竹市推廣資源回收與再利用成果照片如圖 2-7。 

表 2-4 新竹市風收站資源回收量 

年度 參與人次 站數 回收量(公噸) 

107 13,764 32 477.270 

108 7,971 37 537.286 

109 6,865 39 40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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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收站啟用記者會 推廣飲料杯自助歸還機 

圖 2-7 新竹市推廣資源回收與再利用成果照片 

 

八、教育宣導 

教育宣導主要統計三個局處的節能宣導，包含教育局於校園節能宣導

10 場次、環保局於社區節電宣導 59 場次及民政處辦理節電宣導 142 場次，

計有 4 萬 3,946 人參與。 

其中，教育處結合社區資源，將環境保護的觀念，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以提昇生活環境品質。並且，鼓勵教師專業成長，實現終身學習理念，擴

展生活視野，增進教學品質。再透過增能研習，提升教師環境教育專業素

養，培養節能、減碳、愛地球的生活觀。 

配合環境教育課程，邀請荒野保護協會講師，到校進行環境議題講座

活動。演講主題「台灣森林的故事」，從台灣氣候與地形特徵來認識台灣豐

富的林相，體會臺灣的自然生態之美，並進一步瞭解在這塊土地所發生的

重大環境議題。同時，邀請工研院綠能所綠能住商節能推廣室講師深入介

紹家庭節能措施，包括認識節水器材、省水查漏技巧等，並配合國小節水

手冊，教導孩子從日常生活中落實節約能源，進而愛惜大自然的其它資源

(相關成果如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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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綠能所盧文俊教授分享 荒野保護協會-張秀澂老師分享 

圖 2-8 新竹市教育節能宣導成果照片 

為提升市民氣候素養，以教育訓練為主要培養模式，增進全民氣候變

遷知識、強化本市氣候變遷調適能力，並配合行政院環保署相關氣候變遷

調適政策的落實，使產業及民眾掌握氣候變遷最新資訊及國際趨勢。跨縣

市觀摩培訓活動，邀請轄內績優村里人員參加，參訪地點以執行氣候變遷

及建構低碳永續社會成效優異之單位為優先，透過觀摩活動學習其他低碳

社區的作為，並與當地實作者交流討論，讓本市村里社區提升更多能量。 

「因應氣候變遷教育培訓活動」主要推廣對象為本市績優村里、社區

發展中心及集合式住宅(社區)等，藉由至低碳社區改造表現優異之地區現

場觀摩，以及透過當地實作者分享與討論，強化市民建構低碳永續家園作

認知，並至環境教育場域體驗低碳教案，從體驗學習中置入環境教育元素，

希望引發行為改變動機，進而提升參與低碳改造意願(相關成果如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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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新竹縣九芎湖環境教育園區 參訪新北市承德里 

  

參訪新竹縣軟橋里 參訪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圖 2-9 新竹市氣候變遷環境教育成果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