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外城市碳盤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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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碳
盤查

碳
減量

碳
交易

碳
足跡

碳
中和

碳
封存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

透過節能或任何技術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每公噸碳在市場上
以價格來買賣

產品生命周期
相關的碳排放量

排多少碳就抵消多少碳

將捕獲或壓縮的
碳長期封存

碳盤查為溫室氣體領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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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碳盤查

 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

 計算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總量)的過程稱為盤查

 組織是指具有自身之功能與行政管理的公有或民營、
獨立或合股的各類型公司、集團、行號、企業、機關
或機構，或者以上各團體的其中之部分或其組合

 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經由計算才能得知

 主要步驟包含組織邊界設定、擬定基準年、排放源鑑
別、排放量計算與報告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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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綠色新政

 2009年2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提出全球綠色新政
 復甦全球經濟、保證與增加就業機會、保護弱勢團體

 降低碳依賴度、減輕生態系統退化程度及水資源稀少

 推動2025年終結極端貧窮人口之「千禧年發展目標」

 建構低碳及生態城市的概念

 清淨能源、清潔技術(包括資源回收)

 鄉村能源(如再生及生質能源)

 永續農業(包括有機農業)

 生態基礎建設

 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

 永續城市(包括都市計畫、運輸及綠建築) 4



城市碳盤查

 城市溫室氣體排放量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了解行政轄區內及政府機關自身營
運責任範圍之排放狀況

 目的係作為制定與推動城市減量策略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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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揭露計畫(CDP)
 西元2003年由美林證券、高盛與匯豐銀行等發起

 CDP組織成立目的為鼓勵企業界進行碳排放量揭露，有助
企業評估氣候變遷所造成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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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城市碳揭露計畫(CDP Cities)

 西元2007年CDP與ICLEI推出國際城
市碳揭露計畫，目的是幫助城市了解
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目前紐約、拉斯維加斯，以及紐澳良
等城市已自願性的加入CDP Cities

 參與CDP Cities的地方政府會被要求
揭露包括城市所面臨氣候變遷相關的
風險與機會、溫室氣體排放清冊、減
量目標與策略以及管理權與應負責任

 盤查範圍包括消防單位、救護與警察
單位、市政建築與廢棄物運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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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1/3)

 全球第一個立法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之國家

 西元2010年，政府推動「低碳社區示範工作計畫」

 提高能源供應商幫助家庭用戶減少碳排放賀節約能源中
的義務

 將每個家庭都換裝智慧型電錶，提供 適時的節能資訊
及建議

 推動清潔能源現金回饋方案

 要求新建住宅符合更高的環境標準，2016年起所有新建
屋都必須符合「零碳房屋」標準

 補助年老和弱勢族群安裝能源效率措施和換新暖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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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2/3)

 貝丁頓示範社區
 實施綠色交通計畫，提倡步行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建設良好公共交通網路，生態村步行到公車站不超過十分鐘

 成立汽車俱樂部，鼓勵居民租車外出，提倡共乘制

 雨水回收再利用

 建材取自35英哩範圍內的可再生及回收資源

 電動及LPG油氣雙燃料車優先路權，停車場提供充電系統

 建物面南使用三層玻璃及熱絕緣裝置

 使用基地內生產的可再生能源及樹木廢棄物的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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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3/3)

 2020 年全面性「低碳轉型計畫」
 政府部門本身被分配碳預算，並被要求擬訂執行計畫

 提高供電商提供再生能源電力責任

 要求英國天然氣與電力市場監管局處理氣候變遷問題

 試辦「邊省邊償」計畫，幫助民眾全面配合環保政策

 試行以社區為基礎的方法，為低收入地區打造綠色家園

 清潔技術開發與利用打造英國成為綠色產業中心

 推動運輸業轉型，2020年英國10%的運輸能源將來自永續
性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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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2)

 2009年通過「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幫助消
費者節省百億元的能源花費，並達到能源獨立及
減少全球暖化。

 各州再生能源電力負載量於2020年須提升至20%。

 推動電網升級及佈設再生能源傳遞線路。

 補助老舊房屋重建，推廣高能源效率產品。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入法

 2005年排放量為基準，於2020年前將二氧化碳及其他
溫室氣體排放減少17%，並於2050年前將排放水準減
少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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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2/2)

城市名稱 特色

舊金山

提高大眾運輸場站可及性

以街道、巴士、自行車系統延伸車站服務半徑，而車站服務半徑內需
涵蓋居住、就業密度 高處，且重要據點需位於步行範圍或轉乘服務
半徑內。

紐約

擴展大眾運輸服務範圍，推廣騎乘單車，並計畫開徵塞車稅

2012年前汰換紐約市區1萬3千多輛計程車，改用油電混合車；2009年
後新增計程車需為油電混合車且運轉效率達30英里

擴大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計畫在市內橋樑設立風車、於摩天大樓
裝置太陽能板，並利用潮汐、地熱與核能發

成立能源效率管理部門，監督紐約市各單位是否達到訂定的減量目標
，市政府每年的能源預算中，規定必須有10%的比例用於節能的投資

12



日本(1/3)

 2007年宣佈將以「建置低碳社會」及「推動創新
技術研發」兩項主軸，達到2050年將溫室氣體排
放減半的目標。

 2008年環境省選定25個城市，執行低碳社會行動
計畫

 大眾交通工具及行人可進入的無車區

 生態紅利機制鼓勵搭乘大眾運輸

 集合式住宅安裝太陽能板

 保留一定面積綠地供民眾使用

 導入節能型空調系統 13



日本(2/3)

城市名稱 特色

大阪

規劃完善交通路網

中水和雨水處裡再利用

利用新技術處裡廢棄物，並轉換成燃料

增加綠地空間

京都市

推動Eco-commuting政策於全市200個公家機關，提倡減少開車次數

拓寬行人道並且設置公車專用道

供車採用生質柴油。2018年將所有公務車換成低碳車

實施”OCASBEE京都”建築標章，對符合標準的建物提供獎勵補助

鼓勵民眾安裝太陽能板

設置Eco-Fund，對社區、學校提供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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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3/3)

城市名稱 特色

橫濱市

推動家庭能耗檢驗及評分機制，獎勵高能效家庭(減稅)，目標每年200
個家庭

大型活動需購買碳額度以抵減其排放量

結合社區活動鼓勵民眾節約能源(商店優惠等)

電費加收環保能源費

鼓勵民眾購買低燃油車輛(結合稅及低貸款利率)

富山市

成立富山生態城，城內設有廢棄物回收站，妥善運用生質能、熱能及其
他能源

設置小型水力發電廠

擴展輕軌電車路網

提高人口密集度，縮短住宅與運輸的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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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1/3)

 德國能源節約法規定消費者購
買或租賃房屋時，建商必須出
示能耗證明，並鼓勵企業和個
人對老建築進行節能改造

 新綠色照明競賽計畫

 推動農地重劃及鄉村社區發展

 再生能源村

 透過栽種能源作物，充分利用豬
糞進行沼氣，讓村子省下冬季暖
氣費用支出，並且透過賣電變相
產生收益 16



德國(2/3)

城市名稱 特色

漢堡

25公頃綠地覆蓋高速公路

結合綠色區域及噪音控制

超過1000家民間企業配合減碳措施

建設新都市鐵路網(郊區線及地下鐵路)

新建築之能源效能標準

增加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風力發電)

預定2020年減少碳排放達40%；於2050年減少80%

弗班區

全世界第一個無車社區

建設500公里自行車步道，1/3居民使用自行車或公車做為通勤工具

推動無車套餐，購買全年無限次數共乘接駁車及免費轉乘大眾交通工具

社區內禁止汽車通行

社區採高密集度規劃 17



德國(3/3)

城市名稱 特色

弗萊堡市

以電車和公共汽車作為大眾運輸工具，推行「環境票」合理月票

設置400公里的自行車道，居民每年移動路程中1/3為自行車

以汽電共生發電站為供熱、供能的主體，用沼氣、天然氣減少30%二氧
化碳排放量

推行節能政策，規定國有土地上的新建物要減少30%的能源消耗

避免產生廢氣物，廢棄物減量

將42%的土地作為保護區，嚴禁開發利用，不可建築、開路、農作，以
維持天然的棲息地

歐豪農村

增加路面透水性，活化資源及涵養地下水源

低窪處劃為濕地或滯留池，保育水源並復育當地動植物

縮小路寬使車速減慢，進而減少噪音

改建老舊建築，減少資源浪費並節約能源 18



丹麥

城市名稱 特色

艾伯洛德市

市政府推出結合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環保綠能屋

利用太陽能板吸收太陽光、小型風力發電，從污水中取得能源作熱能交
換，再將能源回收再使用提供給住戶足夠的能源使用

安裝的太陽稜鏡，除了吸收太陽能之外，也能改善屋內的照明

採取雨水和污水分離的系統，在下大雨時，可以減輕污水處理廠的負擔

薩姆索島

協助居民共有股份並共享風力發電經營方式，大力發展風力發電

利用作物榨油來發動耕耘車

作物採有機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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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城市名稱 特色

斯德哥爾摩

推廣乾淨車輛、氫燃料電池公車、使用自行車、興建自行車道路網、實
施高乘載管制、鼓勵共乘及宣導低碳駕駛等

成功辦理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

目前約有50~60%車輛使用替代能源，預計在2020年全數使用替代能源

試行徵收道路壅塞費，減少22%交通量、2~3%碳的排放量

哈姆濱湖城

公共汽車使用酒精及沼氣

75%民眾以自行車為交通工具

家庭廢水處裡後成沼氣，作為廚房動能

垃圾桶採顏色分類制，利用地下真空系統傳送垃圾至集中站

廚餘變堆肥，轉換城電力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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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溫室氣體管理

 因應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 ，建立國家指定之溫室氣體
排放量登錄資訊平台，以提供查證、減量或交易之排放
量、碳匯量、核配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排放源帳戶登
錄窗口，環保署於2007年正式啟動「國家溫室氣體登錄
平台」。

 2008年成立溫室氣體減量管理辦公室。

 減量規劃組：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及相關子法立法及配套措施，
規劃實務參與氣候公約國際活動，掌握國際 新溫室氣體減量
脈動。

 盤查交易組：規劃符合國際規範之溫室氣體管理策略，期能帶
領產業走向「綠色生產」。

 宣導調適組：提升社會減碳行為潛力為主軸，推動全民二氧化
碳減量運動。 21



建構低碳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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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全國能源會議」具體提出打造低碳家園目標與時程
 100年選出從25縣市選出50個低碳示範社區
 103年建設6個低碳城市
 109年完成北、中、南、東4個低碳生活圈

 具體減碳措施
 再生能源－太陽能、風能等替代化石燃料使用
 節約能源－使用節能家電、省能燈具、智慧型電表系統運用等
 綠色運輸－鼓勵搭乘公共運輸、使用低污染運具、營造友善步行與

自行車環境、完善交通綠色運輸配套措施
 資源循環－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廢棄資源回收、再使用與再利用，

及雨水截留、集流、貯流系統，鼓勵生活雜排水回收作為沖洗廁所、
洗車、花木澆灌再利用

 低碳建築－以綠建築概念，推廣建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物
 環境綠化－推廣社區種樹、綠籬、花園綠美化
 低碳生活－由食、衣、住、行、育、樂生活化節能減碳行為，落實

減碳無悔措施等



城市低碳外交-臺北市

93 94 10095 96 97 98 99

加入世界城市暨地方政府聯合會(UCLG)

簽署綠色都市宣言

在舊金山簽署城市環境協議書

加入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

參加「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
國(COP14-15)周邊會議

ICLEI地方政府氣候會議周邊會議

參加C40首爾氣候變遷博覽會

簽署氣候保護宣言

ICLEI市長高峰會發表節能
減碳作法

簽署墨西哥城市協定

參與韓國仁川ICLEI20
週年年會

參與CDP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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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碳外交-新北市

93 10097 98 99

加入世界城市暨地方政府聯合會(UCLG)
成為ICLEI正式會員

參加哥本哈根氣候變遷市長高峰會

參加COP15高階會議開幕典禮

參與ICLEI年會

加入全球市長氣候變遷委員會

參與ICLEI年會暨20周年
慶祝大會之發表演說

參與城市與氣候變遷全球
大會並受邀發表文章

簽署友好城市永續宣言

邀請洛杉磯郡長及遼寧錦州
市長參加2010城市綠色交
通與綠色運具發展研討會

24



城市低碳外交-高雄市

94 10095 99

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會議COP11-16締約國大
會

成為ICLEI正式會員

簽署2010波昂宣言

參與CDP

參加ICLEI第二屆城市
調適會議，並發表兩篇
文章及參與市長論壇

參加第一屆城市調適會議

參加Pre-APEC會議

參加ICELI20週年會議修
正城市氣候保護計畫

邀請波特蘭市國際事務處
處長暨市長顧問、日本東
京都環境局排放交易室主
任、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副
總裁等人參加台美國際綠
能產業/節能減碳論壇暨博
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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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碳外交-其他縣市

93 10097 98 99

台南市簽署城市環境協議書

台南市成為ICLEI正式會員

94

台南市參加ICLEI年度會員大會

台南市參加ICLEI年度
會員大會及COP17會
議

屏東縣成為ICLEI正式會員

桃園縣成為ICLEI
正式會員

台中市加入UCLG之會
員

雲林縣成為ICLEI正式會員

宜蘭縣成為ICLEI正式會員

嘉義縣加入ICLEI

台中市申請加入
IC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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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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