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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分析 

(一)量化目標達成檢討 

本市溫室氣體減量訂有階段性減量目標，係以2005年為基

期，並考量歷史溫室氣體排放情況而訂定中長期減量目標，減

量規劃分為七個期程，後續依實際排放結果每五年滾動式定期

與各機關檢討達成情形。 

 

 

圖1 臺北市第一期執行方案推動策略(2018-2020年) 

 

1.第一期目標 

(1)2020年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容量達20MW。 

(2)2020年底完成14萬440盞本市公有路燈汰換為 LED 等節能

燈具。 

(3)2020年綠運輸比例達66.8%。 

(4)2020年底享有廢污水處理人口比例達84.51%。 

(5)2020年底累積增加本市25萬 m2綠資源面積。 

2.中期目標 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2005年減少25%。  

3.長期目標 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2005年減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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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策略執行情形 

1.配合中央政策地方執行 

為貫徹節能減碳施政目標，本市由公部門率先做起，配合

我國國家溫室氣體減碳目標，積極推動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本府2019年成立「溫室氣體減量督導會報」(圖2)，由市長擔任

召集人，副秘書長擔任副召集人，督導有關機關節能減碳行動

計畫之執行，併邀專家學者共同討論，提供意見由環境保護局

擔任專案管理單位，負責本方案之規劃、推動與追蹤。並每季

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各部門應提報期程行動計畫 KPI 經本會報

討論後執行。 

 

 

圖2 溫室氣體減量督導會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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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地制宜推動減量措施 

建構本市成為宜居永續城市一直是本市努力的願景目標，

為因應溫室效應造成氣候暖化危害，本市配合國際氣候協定、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於2004年設置「臺北市永續發展

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委員由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非

政府組織及企業代表所組成，組織內分為7大工作分組，藉由每

季召開一次委員會議，滾動式調整與檢討永續發展相關事宜。 

 

3.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成果 

本市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訂定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第一期執行期間由2018至2020年，經各局處依推動策略執行後，

第一期整體減碳量達64.76萬公噸 CO2e，各部門減碳策略及成果

摘述如下： 

(1)住商部門 

住商部門主要以推廣節能產品、公宅智慧電網旗艦計畫、

工商業節能設備改善及智慧節能計畫等減碳策略，共計減

量57.74萬公噸 CO2e。 

(2)運輸部門 

運輸部門主要透過推廣公共運輸定期票、補助汰換二行程

機車及電動公車、提升捷運系統能源效率等減碳策略，共

計減量4.87萬公噸 CO2e。 

(3)廢棄物部門 

廢棄物部門減碳策略，以持續提升污水接管率，妥善處理

用戶污水為主，搭配推動禁用一次性餐具、兩袋合一等源

頭減廢（塑），焚化底渣、飛灰水洗再利用及提升焚化發電

效能等策略，共計減量1.93萬公噸 CO2e。 

(4)農林部門 

農林部門主要任務為增加綠資源面積、林相改良面積及小

田園計畫等，共計減量0.22萬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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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分析 

1.臺北市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 

本市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1,138.8萬公噸 CO2e，較基準

年（2005年）減少約168.57萬公噸，減量12.9%，已達成本市原

定2020年較基準年減量8%的減碳目標；如以人均排碳量比較，

也由2005年每人每年排碳量5.00公噸減量至2020年之4.38公噸，

年人均減碳率12.4%。為更積極面對氣候變遷，本市已將2030年

減碳目標從25%提升至30%，並積極追求在2050年達到溫室氣體

淨零排放。 

 

2.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 

本市溫室氣體主要排放來源為住商與運輸部門，2020年排

放量分別占全市排放量之74.6%與20.6%，兩者溫室氣體合計占

全市9成5以上排放量，兩個主要部門排放溫室氣體量分析如下： 

(1)2020年住商部門排放量已較2005年減少約13.1%，電力使用

為住商部門的主要碳排放來源，歷年約占住商部門排放量

88~89%；其次為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燃燒排放，歷年約占

住商部門排放量11~12%左右。 

(2)2020年運輸部門排放量較2005年減量8.2%，雖然大眾軌道

運輸（捷運、鐵路、高鐵）用電成長導致排碳量增加，但

大眾運輸運量提升亦大幅降低私有運具汽油使用量，為運

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之主要貢獻。 

 

二、執行亮點 

(一)住商部門 

減碳成果以推廣節能產品、工商業節能設備改善與智慧節

能及公宅智慧電網減碳成效最高，其中推廣節能產品以汰換設

備(燈具、空調、冰箱)部分，具有立即減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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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住商部門第一期執行方案推動策略總減碳量及總成本 

減碳策略 
總減碳量 

(噸 CO2e) 

工商業節能設備改善與智慧節能推動計畫 

363,703 

（63.82%） 

工商業節能評估及輔導 

「臺北市節能領導獎」工商業組評選 

太陽光電發展推動計畫 

推動企業於打烊後關閉非必要之景觀用燈、招牌燈 

推動企業導入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 

協助本市用電大戶導入智慧化節能監控系統 

推廣節能產品 

推動示範場域導入智慧電網，推廣建置智慧管理系統(EMS) 

臺北市公共住宅智慧電網旗艦計畫 

88738 

（15.57%）  

出租國宅及公共住宅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節能設備補助計畫 

綠屋頂及綠能社區服務 

建築物興建及管理程序各階段溫室氣體減量統計 

機關學校能源翻新補助計畫 

48,932 

（8.59%）  

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機關學校冰水主機量測改善汰換作業 

社區及學校節能輔導作業 

「臺北市節能領導獎」社區組評選 

推動「臺北能源之丘」－廢棄物掩埋場太陽光電系統設置計

畫 

物管公司能源管理人員培訓並導入競賽獎勵 

全面汰換 LED路燈 19,803 

（3.48%）  人行道改善及設置透水鋪面 

市政大樓節能減碳再優化及智慧化 860 

（0.15%）  導入兼顧節能與舒適之節能干預手法 

校園能源翻新補助計畫 31,440 

（5.52%）  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節能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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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業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計畫 10,176 

（1.79%）  辦理旅館業節能減碳輔導講習 

交通事業能源翻新補助計畫 6,194 

（1.09%）  公有停車場燈具汰換 LED感應燈具 

 

(二)運輸部門 

減碳成果以推動公共運輸定期票成效最高，其次為補助汰

換二行程機車。然本項未達標，主因為汰換電動公車因中央補

助期程延宕，以致進度落後。 

 

表2 運輸部門第一期執行方案推動策略減碳作為 

減碳策略 
總減碳量 

(噸 CO2e) 

補助公車業者汰換購置電動公車 

38,478 

（76.25%）  

友善自行車騎乘環境 

檢討本市號誌時制重整計畫 

推動智慧號誌計畫 

持續推動市區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 

推動公共運輸定期票 

建置停車場智慧尋車系統 

捷運系統能源效率提升計畫 4,167 

（8.26%）  

補助與汰換二行程機車 7,560 

（14.98%）  

公務電動機車採購 258.68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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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部門 

減碳成果以妥善處理用戶污水之成效最高，並搭配源頭減

量及循環再利用等。 

 

表3 廢棄物部門第一期執行方案推動策略減碳作為 

減碳策略 
總減碳量 

(噸 CO2e) 

持續推動用戶排水設備工程 提升用戶接管策略 
10,938 

(56.79%)  

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政策 

8,322 

(43.21%)  

兩袋合一政策 

資源循環再利用 

百貨公司、量販店及購物中心內用不得提供各類材質

免洗餐具上路 

焚化底渣全數再利用 

焚化飛灰持續水洗再利用 

焚化發電效能提升 

 

 

(四)農林部門 

減量成果以增加綠資源面積(公園綠地新建工程)成效最高，

其次為建置田園輔導系統。 

 

表4 農林部門第一期執行方案推動策略減碳作為 

減碳策略 
總減碳量 

(噸 CO2e) 

公園綠地新建工程 1,353 

(61.42%)  增加林相改良面積 

小田園計畫 850 

(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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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進作法 

本市為善盡地球村公民義務，共同承擔國際減碳責任，已

於今年世界地球日宣示追求2050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願景。經

整合各部門減碳策略，初步規劃本市達成淨零排放目標之主要

路徑為智慧零碳建築、綠運輸低碳交通及全循環零廢棄，同時

加強碳匯之維護及提升，並與時俱進導入零碳及負碳等新技術，

滾動調整修正路徑，再搭配國家之擴大再生能源、引進氫/新能

源、逐年降低電力碳排放係數、及停售新燃油車等政策，方能

逐步減少排碳量，順利轉型為零碳城市，本市2050年淨零排碳

路徑關鍵課題與推動方向概述如下： 

(一) 智慧零碳建築 

BAU 情境下，2050年時推估本市住商部門排碳量約969

萬公噸 CO2e，約佔總排碳量之79%。因此，必須推動智慧零

碳建築，減少建築內住商活動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本市智慧零碳建築推動路徑係結合建築物能效管理，提

升建築物能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再生/新能源，以最大程度減少

住商部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2030年前須優先要求新建築、公有建築進行能效盤查及

標示揭露，公有建築物將以每年3%之速度改造翻新，達成

淨零排放標準，搭配 TOD/EOD 都市規劃與社宅淨零排放示

範等，逐年減少住商部門排碳量。 

(二)綠運輸低碳交通 

在 BAU 情境下，2050年運輸部門排碳量約222萬公噸

CO2e，約占總排碳量18%，綠運輸低碳交通路徑關鍵課題主

要為拓展大眾運輸路網，鼓勵擴大使用綠運輸、建構友善綠

運輸使用環境、配合國家禁售燃油車期程及大幅導入電動車 /

氫能車為主軸。  

目標2030年完成首都環狀捷運線建設，可有效提高雙北

民眾運輸便利，達成綠運輸比例70%、賡續擴大電動車輛充

電樁，營造友善電動車使用環境、增加電動公車及電動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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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2030年本市市區公車將全面電動化、電動機車占新售

機車市占率將達35%。2040年劃設低碳交通區、並導入氫能

車及氫能加氣站建置等，以逐步引領運輸部門減碳、脫碳。 

(三)全循環零廢棄 

在 BAU 情境下，2050年廢棄物部門推估將排放12萬噸

CO2e 溫室氣體，約占總排放量之1%，本市於2000年7月率

全國之先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有效促進家戶垃圾源頭減量

三分之二，並大幅提升資源回收率，在此基礎下，本市廢棄

物部門淨零排放路徑「全循環、零廢棄」之關鍵課題須以源

頭減量優先，持續推動資源循環及回收再利用；同時須持續

提升污水下水道系統用戶接管率、推廣中水回收利用，並引

進處理設施碳捕集封存技術，以減少廢棄物部門產生之溫室

氣體。 

隨著焚化廠老舊及排放標準加嚴，現有焚化廠必須拆除

重建，轉型為高效率綠能發電廠，增加發電量；並須將建設

廚餘有機物、焚化底渣、飛灰、資源垃圾等相對應之處理設

施，整合成為「全循環、零廢棄」綠能循環園區，俾可將廢

棄物轉換為再生能源及可再生利用物質，循環利用；2040年

後須開始導入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等負碳技術，

逐步降低廢棄物及污水處理過程之碳排放，達成廢棄物部門

2050淨零排放目標。  

 

四、預期效益 

(一) 109年實際達成目標 

1.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容量達33.63MW。 

2. 完成15萬930盞本市公有路燈汰換為 LED等節能燈具。 

3. 綠運輸比例達60%。 

4. 享有廢污水處理人口比率達85.5%。 

5. 累積增加本市26.5萬 m2 綠資源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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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節約能源 

持續辦理機關學校及工商業節約能源與輔導，並提升工商業能

源使用效率，優先針對本市800kW 以上能源用戶進行全面輔導，

並逐年擴大，預估2025年節電率約4.5%。 

(三) 發展多元能源 

積極擴大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以推動太陽光電為主力，開放市

有房地，鼓勵企業、市民共同參與發電，同時多元發展生質能

發電、地熱、微型水力及其他能源應用，建立分散式能源網絡，

提升能源自給率，預計2030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達62.76MW。 

(四) 推動「臺北市因應氣候變遷碳中和管理自治條例」立法 

明定2050淨零排放目標、導入碳預算制度、訂定各局處溫室氣

體減量權責，引領住商、運輸、廢棄物及農林部門溫室氣體減

量策略與路徑，並加強公民參與及國際合作，逐步落實達成淨

零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