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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分析 

一、背景介紹 

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 土地總面積為 60.03 平方公里，位於臺灣本島

西南部嘉南平原北端，全市位於北回歸線以北，除東邊一部分屬竹崎丘陵

地帶外，其餘均為肥沃之平原，地勢由東向西緩降，為嘉南平原之梅山斷

層地帶邊緣。由於嘉南平原地層組成成分為極細之淤泥及粘土，含水性差，

以致於地下水含量不豐，水資源主要仰賴自蘭潭、仁義潭二水庫供應。雖

位於濁水溪以南，夏季高溫可達攝氏 37.2 度(109 年)，但因嘉南平原強烈

的輻射冷卻效應，冬季於寒流來襲時亦會出現低於攝氏 10度以下的低溫。 

本市現劃分東、西區 2 個行政區，包含 9 個聯合里、84 個里、1,426 鄰，

土地使用情形以商業、住宅、工業及農業為主。 

產業結構部分以商業及服務業為主，工業次之。本市因位於阿里山的

山腳下，若要搭乘阿里山鐵道可由本市為起點搭乘，故本市發展以阿里山

鐵道為主軸之觀光旅遊。除本市的都市旅遊特色，因本市位於雲嘉南地區

的交通樞紐位置，可延伸串連雲林縣、嘉義縣與台南市的觀光資源，積極

發展旅遊服務。 

交通運輸部分，因本市市區中心範圍不大，交通主要以私人載具為主，

而大眾運輸系統則包含嘉義客運、國光客運、市區公車、縱貫鐵道、阿里

山森林鐵路、BRT 公車捷運及 YouBik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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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推動策略執行現況與目標達成情形 

統計嘉義市 108 年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1,201,055.1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CO2e)，相較 94 年總量減少 5.40%，減少幅度提前符合溫室氣體

減量第一期目標( 109 年較基準年 94 年減少 2%)，下階段持續維護成果並

往第二期願景目標(10%)而努力。 

參考本市 100 年至 108 年溫室氣體排放趨勢，108 年排放量，相較 100

年總量 1,166,073.6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成長 3.0%，增量 34,981.5 公

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依照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別類別，溫室氣體排放

量來自範疇二（外購電力）比例，各年平均為 50.5%，年度比例由 94 年

51.2%，到 108 年 49.7%，十年統計期間（94 年和 100 年~107 年）範疇二

比例，雖然逐漸減低，但仍普遍高於 50%，顯示各部門用電量為主要影響

本市溫室氣體排放趨勢的重要來源。 

本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分為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環

境六部門，於第一期(107 年至 109 年)推動 28 項策略，推動成果如表 1。 

 

表 1、嘉義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成果說明(107~109 年) 

部門 107-109 年目標 執行方案及策略 推動局處 推動成果 

能源 
太陽能光電系統 

設置量 15MW 

嘉義市市有公用不動產設置太

陽能光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 
環境保護局 

太陽能光電系統 

設置容量

21.451MW 
再生能源推廣計畫 

推動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畫 

製造 

學校、醫院、旅館等

商業燃油鍋爐汰換 

10 座 

輔導學校、醫院、旅館將燃油鍋

爐逐步改為燃氣或低污染性燃

料 

教育處 

衛生局 

觀光新聞處 

商業燃油鍋爐累計

汰換 31 座 

協助工業、商業燃油鍋爐汰換天

然氣之地下管線之協調和規劃 
工務處 

地下管線圖資 

更新率 95% 

工業燃油鍋爐汰換 

2 座 

輔導工業燃油、燃材鍋爐汰換為

低污染性燃料 

建設處 

環境保護局 

工業燃油鍋爐汰換 

5 座 

運輸 

自主管理 1,750 輛 柴油車輛加入自主管理 環境保護局 自主管理 2,954 輛 

怠速宣導 50 場次 學校周邊環境禁止車輛怠速 
教育處 

環境保護局 
怠速宣導 5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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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107-109 年目標 執行方案及策略 推動局處 推動成果 

淘汰柴油車 359 輛 
盤點轄區一、二期柴油車輛， 

輔導車況不佳車輛淘汰 
環境保護局 淘汰柴油車 720 輛 

攔檢稽查 2,800 輛 

目視通知 2,000 輛 

提高柴油車稽查頻率 

(促使老舊柴油車汰舊、加裝濾煙

器) 

環境保護局 

交通處 

攔檢稽查 3,280 輛 

目視通知 2,014 輛 

電動機車 2,625 輛 
研擬電動車輛補助優惠措施或

方案 

環境保護局 

交通處 
累計新增 3,447 輛 

公務電動機車 91 輛 採購公務車輛以電動車為優先 各局處 
累計電動機車 

101 輛 

電池交換站 11 站 

電動二輪車充電站 

93 站 

提供電動車充電站或電池交換

站 

環境保護局 

交通處 

電池交換站 19 站 

電動二輪車充電站 

累計 93 站 

低污染車輛優先 

停車格 280 格 
設置低污染車輛優先停車格 

交通處 

環境保護局 
― 

環市自行車道 

總長 37 公里 

(維護長度 5 公里) 

通勤(學)自行車道建置 

交通處 

工務處 

觀光新聞處 

― 

環市自行車道建置及整合 觀光新聞處 累計 4.7 公里 

鐵馬自行車道 6 處 

全長 44 公里 
鐵馬自行車道 

觀光新聞處 

工務處 

辦理串聯、優化 

路線共 6 條 56 公里 

電動公車路線規劃 

提升市區公車運量 

累計 43 萬 4433 人次 

公車路線重新規劃並新闢路線 交通處 

3路線 

累計搭乘人數 

53 萬 8579 人次 

住商 

住商用電量減少 

300 萬度 

推廣住商節能設備 

(設備汰換、節能) 
環境保護局 

辦理設備汰換等節

電措施，促成節電 

2,318 萬度 

提升整體用電效率 

(用電減少幅度 5.2%)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

計畫 

環境保護局 

各局處 

部門用電量較 

106 年減少 2.9% 

( 減少 56 萬度) 

公園照明全面使用 

LED 燈具 

(汰換目標 258 組) 

公園照明全面使用 LED 燈具 建設處 累計汰換 229 組 

綠建築審核或抽查 

268 件 

推動新設或既有建築採綠建築

或智慧建築設計 

都市發展處 

工務處 

累計綠建築審核及 

抽查 49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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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107-109 年目標 執行方案及策略 推動局處 推動成果 

農業 苗木補植 550 株 新增城市公園綠地 建設處 

累計新增 11,000 株

苗木；新增綠地 

面積 2.48 公頃 

環境 

銀級社區 3 個 

銅級社區 28 個 

報名成功 51 個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 環境保護局 

累計銀級 4 個 

累計銅級社區 29個 

累計報名成功 43 個 

建置 16 處低碳 

行動項目 
推動建構低碳永續示範社區 環境保護局 

累計建置 16 處行動

項目 

資源回收率 50% 推動資源回收計畫 
環境保護局 

各局處 
資源回收率 54.6% 

綠色消費採購比例 

大於 99% (指定項目) 
推動綠色採購 

環境保護局 

各局處 

指定項目採購比例

96% 

志工培訓及宣導會議

辦理共 46 場次 

(宣導人數 8,786 人) 

環境教育輔導 30 案 

國家環境教育獎申請 

14 件 

推動環境教育計畫 
環境保護局 

教育處 

累計志工培訓 

10 場；人數 520 人 

累計宣導活動 48

場；人數 11,266 人 

累計環境教育查核

輔導 31 案 

累計國家環境教育

獎獲獎數 9 件 

備註：摘自嘉義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核定本（108 年 7 月），資料統計至 109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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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亮點 

一、配合中央政府積極推動 

本市為配合經濟部「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全面採用

LED 路燈，促成機關部門用電減少，統計至 109 年，本市機關用電較 105

年用電減少幅度達 24.5%，藉由本市公部門的節電成果作為最佳示範，引

導本市市民落實低碳節能行動。 

永續發展推動策略方面，於 110 年正式成立嘉義市低碳調適永續發展

委員會，並於 110 年 2 月 3 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以「全齡共享，世代

宜居」為城市願景，經由本市各局處共同研擬永續發展策略，並往下分作

清淨環境、永續經濟、綠色運輸、健康防災和永續社區五個工作小組作為

專責推進單位。 

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推動計畫」後，本市

便積極輔導里及社區參與計畫並協助建置低碳行動項目，其中包括種植誘

鳥誘蝶植栽、推廣資源循環再利用、推動社區農園、建置牆面植生等，使

本市銅級以上比例逐漸提升。更於 110 年達成低碳永續家園認證參與率

100%，與花蓮縣並列第一；銅級以上社區比率達 44%，為本島第一。另外

為持續推廣社區低碳行動理念，藉由開設「低碳永續家園種子人員訓練課

程」、「低碳巡禮課程」、「低碳永續家園培力課程」，藉由講述低碳相關

概念並推廣低碳社區營造理念，鼓勵民眾了解低碳社區。 

二、因地制宜推動減碳政策 

本市日照充足，為善加利用本地優勢，自 102 年起本市開始推動太陽

能光電系統之設置，並於 103 年發布「嘉義市市有公用不動產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統計至 109 年，公有廳舍及學校設置太陽能

光電系統已達 51 處。另外於市民服務中，也成立綠能服務管理中心，提供

綠能評估和節能診斷服務，使得太陽光電系統裝設容量於 109 年設置量達

到 21,451 瓩，五年來提升 313%，設置密度全國第四。在推動「綠能屋頂

全民參與計畫」中，簽約數達 19 件，完成設置量達 458.02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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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氣污染防制部分，為減少空污及燃油消耗，本市亦積極加強機車

定檢推廣，於 109 年定檢率達 86.6%為全國第一，更提供汰舊換新及電動

機車補助推廣。另外，為積極推動綠色運輸並鼓勵市民擁有多元、低碳且

方便的交通方式，本市領先全國 100%導入電動公車，規劃三條市區電動

公車路線，並增加公車數量及提升公車運量。建構公共自行車

(YouBike2.0)，並建置環市自行車道共 37 公里及鐵馬自行車道共 46 公里，

打造友善自行車騎乘環境。依據微笑單車營運資料，嘉義市 YouBike2.0 平

均周轉率為全國第二，僅次於臺北市。 

三、地方與國際的交流與接軌 

本市為持續強化跨域空污治理，積極加入「雲嘉南高屏六縣市空品交

流協商會」、「中臺灣區域治理平台」、「南部地區空氣污染跨區合作預防

應變小組」等合作平台，與中央及地方政府一同合作抗空污，使本市空氣

品質的藍天日數比例提高至 86.3%。 

積極參與地方環境國際委員會(ICLEI)，ICLEI 為全球最大且最具影響

力的國際性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地方政府組織，本市自 103 年起加入地

方環境國際委員會成為會員城市，予以關注永續發展議題和技術，促成永

續城市工作的推廣。臺灣包含六都共 10 縣市都已加入會員，更於 109 年 7

月受邀以「百年木都、迎向節能、創能、低碳永續城市」為主題，分享邁向

永續城市之願景。 

本市亦積極配合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17 項永續指標，

以「全齡共享 世代宜居」之願景積極推動，今周刊於「2021 年永續城市調

查」中以社會力、經濟力、環境力三面向調查 58 項統計指標，並合併居民

民意調查，綜合評比後本市得到「永續城市(非六都)特優獎」，顯示出嘉義

市居民在過去一年對施政滿意度、縣市政府行政效率、縣市首長未來一年施

政信心、防疫表現滿意度、及經濟力、社會力與環境力三力的分數等，本市

表現均為全國前段。 

110 年本市受邀擔任「第九屆 WHO 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AFHC)全

球研討會暨會員大會」線上論壇經驗分享者，以「低碳嘉，提升社區減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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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國際間其他健康城市交流學習。為提升本市在國際能見度，積極參與

本屆 AFHC 全球線上研討會，以防疫治理及創新風險溝通、解決空污的創

新方法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等議題參與投稿 16 件作品，其中低碳永續

議題以及長者健康促進議題更榮獲 AFHC 肯定，這是全體市民和市府團隊

共同努力的成果，本市持續往永續發展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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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精進做法 

一、嘉義市推動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之主要挑戰與問題 

(一) 轄區幅員小，減碳行動項目營造面積有限。 

(二) 縣市人口結構老化。 

(三) 疫情影響宣導輔導作業的實施。 

(四) 本市產業以商業及服務業為主，農業及工業可推動項目有限。 

二、為有效改善上述問題，建議可施行下述對策： 

(一) 定期召開跨局處會議 

設立嘉義市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員會，對於低碳調適永續發

展策略透過跨局處協商方式，分工分權責實施。為因應第二階部

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推動方案研商和永續目標期程可採相

同期程研擬，有助後續檢討修正與管考程序的執行。 

(二) 合併宣導 

109 年因應考量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期間，也提升政策宣導效

率，對於政府機關、學校節能減碳議題宣導課程規劃上，一併配

合環境保護局各科室所推動的政策和議題，邀請業務承辦人員或

委辦單位加以說明，避免因應政策推動重複召開說明會議，可提

升宣導效益和單位出席狀況。建議可保持此作業型態，簡便政策

宣導和溝通。 

(三) 因地制宜 

行政轄區幅員小，低碳永續家園減碳行動項目營造面積有限，

除建置地面型綠美化外，同時規劃立體施作，如綠牆、綠籬、綠

屋頂等。因本市人口結構老化，可導入社區青年團隊，並積極辦

理培訓課程，使當地居民更能理解當地文化。推動住商節電設備，

農業及工業則轉向推動永續發展農業及綠色標章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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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效益 

本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分為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環

境六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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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執行方案。自 110 年邁入第二期管制，各部門預

期(110 年至 114 年)效益如下： 

一、能源部門 

推動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畫，預期在 114 年累計設置容量達

30MW。 

二、製造部門 

補助改造或汰換鍋爐達 8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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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運輸部門 

柴油車輛納入自主管理達 4,500 輛，並汰換老舊大型柴油車

240 輛、老舊機車 10,000 輛，並新增電動機車 3,100 輛及採購公

務電動機車 100 輛；設置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 25 處，設置電動

二輪車充電站 30處；建立通勤通學自行車道 2.6公里，並維護觀

光自行車道 2 公里；推動市區公車搭乘運量累計 120 萬人次及

YouBike 年使用人次達 100 萬。 

四、住商部門 

服務業、住宅用電度數排碳量減少 16%(相較 109 年)，機關

學校年用電度數排碳量減少 16%(相較 109 年)；建立綠建築審核

及抽查計畫 200 件、推動舊建築再利用，累計補助 20 件；新增

低碳旅遊路線共 5 條，輔導旅館業者成為環保旅店達 26 家。 

五、農業部門 

新增種植喬木 200 株，並推動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達 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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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部門 

推動參與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使銀級社區達 7.3%、銅

級社區達 50%、報名成功達 100%，並輔導及協助社區建置低碳

永續行動項目新增 25 處；推動校園低碳行動措施，相關宣導達

80 場次；提高資源回收率達 52%，綠色採購績效成果指定項目

採購比例達 95%以上；辦理環境教育志工培訓或宣導會議共 54

場次，環境教育查核及輔導達 30 案，國家環境教育獎申請目標

數 10 件；提升污水處理率達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