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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臺南市淨零永續城市自治條例(草案)主要核心架構 

伍、 預期效益 

本市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採取在地、務實的推動策略，下階段

將戮力完成多元化碳權抵換申請、制定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治條
例、加速能源轉型、循環經濟、建築節能改善、增加再生能源、

發展低碳綠色運輸、智慧城市永續轉型及民眾與企業參與等，並

定期召開跨局處會議檢討精進，邁向淨零碳排的目標。 

本市將持續以多元化的 3 個提昇(經濟提升、交通提升、健康
提升)、3 個永續(溫暖永續、環境永續、文教永續)達到城市永續

發展的核心願景。 

一、 溫暖永續：推動善心循環，讓愛心資源得以善用、讓弱勢獲

得照顧，持續推動「惜食續食公共愛心倉儲」與惜食平台、
實物銀行，提供本市弱勢家庭所需各項民生物資，落實環

境與居住正義，增進生活品質，以人本出發達到宜居城市。 

二、 環境永續：持續推動綠能轉型陽光電城，落實樂活交通、建

構綠色運輸共享系統、提高住宅能源效率、循環經濟轉廢

為能、輔導產業供應鏈共減碳，增加公園綠地及造林等，

從產業提升及強化基礎建設出發達到綠色城市。 

三、 文教永續：改變全民意識形態，從環境教育做起，打造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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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校園、提高環境素養及形成環保意識的社會氛圍，培

養節能減碳習慣，從文化教育紮根達到低碳文化城市。 

陸、 管考機制 

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推動後，管考機制也是其中一項重要
的工作，本市規劃之管考機制區分靜態式管考及動態式管考，如

圖 19 所示，107-109 年相關會議辦理情形如表 8。 

 

圖 19、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管考機制 

(一)低碳調適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依據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二項設立

「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員會」以推動及執行相關低碳任務。

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員會由市長遴聘學者專家、環境保護
團體、非營利組織、政府機關、低碳產業及市府代表擔任

委員共同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