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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各地十多個關切能源轉型的民間團體，於 2015 年聯合組成「能源轉型推

動聯盟（能轉盟）」，倡議更健全的地方能源治理，至今進行過三次政策評比，

發布《2015 全臺縣市節能治理政策評比報告》、《2017 -2018 年地方縣市政

府能源政策評比報告》、《2022 年縣市政府氣候與能源治理評比報告》，獲

得報章媒體廣泛報導，並受到各縣市政府高度重視。

能轉盟藉由評比過程持續與地方政府第一線工作者進行互動，協助地方政府盤

點政策推動之潛力、困境並發展因應策略，進而建構更健全的氣候與能源治理

能力，並透過評比結果的媒體效應，試圖帶動正向的政策競爭，促進地方政府

相互參照學習，也引發更多民眾對自身所在縣市氣候與能源相關施政表現之關

注與理解，進而提升氣候與能源議題之意識與認知。

能轉盟於 2023 年成立「淨零轉型地方連線」，第一階段已邀請到六都將近

一百位跨黨派議員加入，也同時持續號召更多議員加入連線，共同監督地方淨

零政策的落實。

● 能 源 轉 型 推 動 聯 盟 完 整 團 體 名 單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荒野保護協

會、綠色和平、台南新芽協會、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媽媽氣候行動聯盟、

野薑花公民協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爭好氣聯盟、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台

灣公民自主發電行動聯盟

發行單位介紹｜能源轉型推動聯盟

發行單位 介 紹｜能 源 轉型 推 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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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淨零政策現況

已有      個縣市
宣布 2050 淨零目標

已有    個縣市
發布淨零路徑白皮書

已有    個縣市
訂定淨零相關自治條例

已有    個縣市
正在研擬相關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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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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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

臺中市、嘉義市

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臺東縣

花蓮縣、宜蘭縣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北市

高雄市

新北市（草案）

臺中市（修正草案）

嘉義市（草案）、臺南市（草案）

（統計截至 2023 年 10 月為止）

宣布 2050 淨零目標

發布淨零路徑白皮書

訂定淨零相關自治條例

正在研擬相關自治條例

地方淨零政 策 現況

（截至 2023 年 10 月已有草案相關公開資料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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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淨零政策建議書使用說明
一、目的與定位

（一）民間對地方淨零工程打地基階段的提醒與期待

2021 年開始，部份縣市政府陸續宣布 2050 淨零排放目標，顯現出地方已比

以往更加積極，主動站上領導臺灣社會共同改變、邁向轉型的關鍵角色。而能

轉盟自 2015 年開始研究、倡議地方能源與氣候治理議題至今，觀察到各縣市

政府的治理機制已有長足進展，但仍有許多待克服的挑戰，包括整體的政策路

徑評估與策略擬定、跨局處整合協調、法規制定和預算編列、公民參與模式

等面向，是能轉盟從民間團體立場特別強調的「關鍵基礎工程」。因此在完成

2022 年的政策評比後，能轉盟進一步撰寫了這本政策建議書，以長期透過評

比過程分析地方相關政策、與第一線各局處公務人員互動訪談的經驗為基礎，

匯集了能轉盟成立至今對地方能源與氣候治理的觀察與關切，期待在地方淨零

工程正在「打地基」的重要階段，能協助地方政府走得更加紮實穩健，並能在

各縣市政府於 114 年提出第三期（115 年至 119 年）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

前，作為相關目標及策略擬定之參考。

（二）建立未來多元社會力與縣市政府間對話、協力的基礎

能轉盟成立以來，便持續透過評比與政策倡議，協助地方政府辨識出地方能源

治理的問題與挑戰，並嘗試建立公部門與民間團體能彼此理解、溝通的橋樑。

從能源轉型進一步邁向淨零轉型，是跨越世代、也跨越好幾任地方首長執政任

期的漫長任務，需要透過多層次的治理模式，摸索、實踐出一套讓政府、在地

居民、產業界、學界、非政府組織等更多元的利害關係人，能夠對話、合作的

方法。而對話與合作的前提，在於彼此對於問題現狀有更多的共識，也才能從

中看見彼此的需求、彼此的角色，進而找出最大公約數，並對於問題解方有更

多具有突破性，且同時具體可行的想像。

壹、淨零政 策 建 議 書使 用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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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誰適合閱讀這本政策建議書

縣 市 政 府 首 長：能轉盟觀察國內外地方層級過去的能源治理推動經驗，發現地

方政府首長的決心與魄力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尤其在淨零基礎工程的前幾

年，首長的重視程度將大幅影響縣市政府各局處以及在地的產業、社區，能否

能齊心協力共同往淨零邁進，真正讓淨零成為地方發展的關鍵核心，共同打造

健全的治理機制，包括法治、跨局處專責單位、官民協力模式等。

縣 市 政 府 各 局 處：淨零政策包含的面向相當廣泛，涉及所有局處的業務範疇，

我們期待這一份政策建議書，能對於過去已涉入較多淨零工作的局處，提供精

進、強化的方向，也能協助過去較少參與的局處，找到更多可施力之處，創造

局處既有業務與淨零之間的連結，並更正視跨局處整合的重要性。

縣 市 政 府 能 氣 候 與 能 源 治 理 相 關 委 員 會：各縣市有許多外部專家學者、產業界

代表之能源、氣候治理相關委員會，在政策制定過程扮演重要的諮詢角色，可

及時提出對政策缺失之提醒、提供改進建議，因此我們也期待這些委員會能參

考本建議書，更加發揮其政策影響力。

壹、淨零政 策 建 議 書使 用說 明

因此這本政策建議書，用意不僅在於批評和監督，更是期待藉由呈現民間對於

問題的理解，以及對於可能出路的想像，為未來的政策對話、多方協力打下更

紮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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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政 府 氣 候 與 能 源 治 理 相 關 委 外 單 位：從政策路徑規劃到公民參與計畫的執

行，各縣市政府都少不了與委外單位的合作，因此顧問公司、智庫、大專院校

等委外單位對於淨零議題的專業能力，將大幅影響政策品質與執行成效，因此

我們期待這份政策建議書，能夠協助委外單位在規劃與執行上能夠更考量縣市

政府面臨的關鍵挑戰、也更切合縣市政府的需求。

縣 市 議 員：作為審議地方預算、監督市政與縣市首長的地方議員，是讓地方政

府淨零目標能夠穩健落實的關鍵推手，特別是許多上位的治理機制如淨零自治

條例、氣候預算等，以及各局處的相關業務推動，皆需要議員對淨零議題有更

多支持與認識，方能促成地方的淨零轉型，並扮演在地民眾意見與政府間的重

要橋梁。

民 間 倡 議 者：淨零轉型是浩大的社會工程，涉及的領域包山包海，因此需要打

造廣泛社會力與公部門共同協力合作的機制，我們期待關心環境與社會正義的

民間倡議者，無論環保、勞工、教育、性別、人權、社福等領域，都能夠透過

這本政策建議書，找到對話交流、串聯結盟的可能，讓淨零轉型同時成為社會

的轉型。

中 央 政 府：作為資源分配整合、上位政策方向與法規制定者，中央與地方政府

之間有效的分工協調，才能帶動整個國家更扎實地往淨零邁進。我們期待中央

政府能透過本政策建議書，能更正視地方的具體需求，在權責、資源、行政量

能上，提供更多長期穩定的協助、指引、有效分配，厚植地方政府邁向淨零的

自主性與實力。

壹、淨零政 策 建 議 書使 用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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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縣市政府在淨零轉型中
        扮演的關鍵角色與潛力

一、地方政府在淨零轉型中扮演哪些關鍵角色？

能轉盟自 2015 年至今進行過三次縣市政府能源治理評比，範疇從一開始以住

商部門節電為主，逐漸擴大涵蓋再生能源發展及更廣泛的氣候治理面向。評比

指標則持續著重在治理架構如何將民間社會力納入政策決策與監督平台、擴大

政策社會溝通和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各項計畫之間的相互協調與整合，強

調縣市政府做為地方各種資源與網絡節點匯聚的核心角色。

綜合評比與相關國際案例研究經驗，我們觀察到地方政府在淨零轉型工程中不

可取代的特殊位置，以及淨零之於地方發展的意義，其如何作為促成在地社

會、產業轉型的驅動力，我們認為這些重要性應該被辨識出來並置於政策規劃

的核心，以助於發展出因地制宜、多元兼容的轉型策略。

在全球面對氣候變遷和能源危機的背景下，淨零轉型成為當前各國政府的共同

目標。然而，實現淨零不僅僅是中央政府的事務，《氣候變遷因應法》通過之

後，地方政府受到明文規定，應當為氣候變遷負擔起相對應的職責，包括應成

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顯示了面對氣候危機，

需要各級單位的共同合作，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地方層級在淨零轉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其潛力和重要性不亞於中央政

府。能轉盟認為，以下幾點是地方政府在淨零轉型中可以發揮的功能：

貳、縣市 政 府 在淨零 轉型中扮 演的關 鍵 角色 與 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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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捲動廣大社群

相較於中央，地方政府更接近在地社區，能夠更深入辨識出當地居民的需求和

關切。因此，地方政府是可以發揮領導作用，啟動地方居民參與淨零轉型的關

鍵角色。捲動的範圍應包括不同區域、年齡、職業、收入、性別等差異的在地

民眾，以及地方產業、非政府組織和學術機構等更廣大的利害關係人。因此，

地方政府更應該促進多元社群之間的協力合作，形成淨零轉型的聯合行動。

（二）帶動公民參與

地方政府有責任建立對話平臺，鼓勵、捲動公民扮演淨零轉型中的積極角色。

除了公聽會、研討會和諮詢會議等常見的形式之外，地方政府也有更多機會能

有效地收集居民意見。身為地方政府，比起中央可以更長期深入基層社區與組

織，譬如說村里、社區大學等，以促進公民社會的廣泛參與，確保淨零政策更

具可行性和在地性。

（三）促進生活轉型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扮演引導生活方式、落實淨零轉型的重要角色。許多具

體影響民眾日常生活的計畫與措施，皆是在地方的層級下推動。比如說生活節

電、低碳綠色運輸方式、鼓勵居民減少碳足跡、支持綠色消費和再生能源的使

用等等，都仰賴地方政府根據在地的需求和特性，提供相應的基礎設施、教育

培力和政策誘因支持，創造有益於轉型的整體條件，讓在地居民更容易實踐永

續低碳的生活方式。

貳、縣市 政 府 在淨零 轉型中扮 演的關 鍵 角色 與 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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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淨零轉型對地方發展帶來的意義與好處有哪些？

地方政府不只是淨零轉型的重要推手，扮演帶動地區參與的角色，反過來說，

實踐淨零同樣能夠給地方發展帶來不少益處。能轉盟認為，以下是淨零對地方

發展而言的意義：

（一）增進當地居民健康與福祉

淨零轉型能帶來更好的地方發展，包含改善空氣品質，減少污染，提高居民的

生活水準且能降低能源成本，減輕居民電費負擔與其他能源支出，促進社會正

義。地方政府在推動城市綠化、改善交通和居住環境，並追求公正轉型的同

時，可以提升在地居民的健康與社會福祉，進一步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要求。

（二）減少氣候危機下的風險與衝擊

隨著氣候危機加劇，地方政府需要應對極端天氣事件、海平面上升、土石流、

熱傷害、低溫寒害、洪水和乾旱等問題。特別是面對高度氣候風險的社區，例

如說原鄉、農業鄉鎮等脆弱地區，更是位於衝擊的第一線。面對災害調適，地

方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然而，淨零轉型意味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降低

了極端天氣事件的發生機率，減少了調適所需的成本和風險。

（三）支持綠色就業與在地產業發展

淨零轉型可促進在地產業的發展與轉型，比如觀光業發達的縣市，若朝向低碳

旅遊發展，便更能提升產業的韌性與創新能力。此外，地方政府藉由支持在地

再生能源產業與其他新興產業，例如電動車製造、運輸共享服務、循環容器服

貳、縣市 政 府 在淨零 轉型中扮 演的關 鍵 角色 與 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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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和綠色建築、智慧電網管理等不僅有助於減少碳排，還可以創造當地機會，

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四）提高能源自主性與電網韌性

地方政府發展再生能源、打造更具有彈性且分散式的電力系統時，可以減少對

外部能源供應的依賴，提升能源自主與韌性。發展再生能源不僅能夠供應居民

和企業所需的能源，還能減少國際燃料價格波動對當地的影響。同時，能源自

主也有助於提高地方經濟的韌性，在發生天災、戰爭等極端狀況時，能源自主

程度越高的縣市，越能減少外部能源供應中斷的風險。

（五）提升城市形象與在地認同

地方政府積極參與淨零轉型，通常需要推動一系列氣候友善計劃，例如建設綠

色公共交通系統、增加綠地和樹木、改善垃圾處理方式等。這些措施，不僅能

改善城市環境，也有助於塑造城市的正面形象，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同時，

地方政府在淨零議題上的努力及成果，也可以加強在地居民的認同感，讓他們

為居住在環境友善的城市而感到自豪，並更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總的來說，地方政府在淨零轉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其潛力和重要性不容忽

視。地方政府在當地的影響力，可以使其更容易捲動在地社群，並擴及更廣大

的公民參與和生活轉型。除此之外，淨零轉型可同時對在地發展帶來益處，包

括提高城市正面形象、能源自主性及居民的健康與社會福祉，並有助於發展更

具競爭力的低碳產業，也能降低氣候災害下的風險。

貳、縣市 政 府 在淨零 轉型中扮 演的關 鍵 角色 與 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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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縣市政府邁向淨零的關鍵挑戰

參、臺 灣縣市 政 府邁向淨零的關 鍵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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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淨零議題專業能力與行政量能不足

地方政府在淨零轉型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地方政府在淨零相關專業能力仍待

培養，且在行政量能上也須強化，對於實現淨零目標構成了嚴峻的挑戰。能轉

盟觀察到，地方政府處理淨零議題的相關單位，具有下列幾點問題：

（一）主管機關與政策規劃多頭分工

根據中央 2050 年的淨零治理框架，環境部為《氣候變遷因應法》的主管機關，

行政院永續會則負責協調各部會的氣候政策。原本此項設計，是為了解決環境

部層級不夠，無法整合部會的問題。然而，最終卻造成了多頭馬車並行的情況。

更別提淨零排放的路徑是由國發會所提出，相關政策規劃卻由其他單位所負

責，更加劇了權責分工的混亂。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地方政府。雖然部分縣市已經組成如氣候變遷因應委員

會、淨零辦公室等單位，但卻未必能有效指揮調度各處的業務。目前地方政府

在淨零相關業務上，多數是由環保局擔任統籌角色，但由於層級不足，較難以

有效要求其他單位的合作。而其他局處也未必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使得淨零政

策的進展更加受限。

以「臺中市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以及「臺南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

員會」為例，兩者皆以市長為召集人，另外調度相關人員組成執行秘書處。乍

看之下層級夠高、也包含了不同局處。然而實際上，大部份的工作依舊由環保

局獨挑大樑，未能充分有效整合不同的專業。

參、臺 灣縣市 政 府邁向淨零的關 鍵 挑 戰



給臺灣縣市政府的淨零政策建議書15

二、減量目標缺乏科學基礎評估 : 

（二）欠缺人才培訓、專業量能培力的長期規劃

淨零政策涉及的面向複雜且廣泛，需要大量的人力、資金、資源才能推動，但

是在組織人力上，法規或是中央政府並沒有提供相對應的支持。多數時候，淨

零轉型的權責分工是在既有的組織框架下進行分配，未必有另外增設的員額、

專責單位或人才培訓管道。如果未能同時擴充氣候治理的人力資源，可能導致

單位之間的人才競爭，或是只能以單薄的人力應付龐大的任務。

在氣候決策的專業能力上，縣市政府內部也需要更多的培力。就目前來說，並

沒有強化政府相關知識的長期規劃。雖然部分地方政府可能設有專家技術小

組，但是專家小組在沒有實際權責的前提下，可能在淨零轉型的工作中被窄化

為非必要的諮詢功能。

同樣是諮詢性的角色，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有更實質的權能與效力。例如提出

適當的碳預算建議、定期評估調適政策成效、分析新興的氣候風險等等。專家

委員獨立於政黨選舉，可以穩定地聚焦於長期目標，不會受到政治波動所左

右。因此，能夠更強力地協助政府，形成有效的氣候政策。	 	

（一）執行方案報告中缺乏排放量盤查方法之透明度

排放量盤查方法的透明度，對於外部監管十分重要，也涉及信任度的建立。盤

查方法的範圍與使用數據有不同，因此執行方案報告應納入完整資訊。於目前

各縣市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的報告中，有部分地方政府的減量方案報告，遺

漏範疇一及範疇二的各部門排放量。也僅有部分縣市清楚描寫盤查方法：如新

參、臺 灣縣市 政 府邁向淨零的關 鍵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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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的執行報告中，提及的全球暖化潛勢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即

是引用	IPCC	2007 年的報告，並且委託環保署（現已改為環境部）核可的第三方

查證單位核發查證聲明書；桃園市亦在其報告書描述它的排放係數法為何。

除此之外，統計分類的細緻度也有不足的情況，盤查結果應隨著統計分類項目

更清楚變得更細。比如，目前能源局《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在電力消費量

的統計已區分為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住宅部門、農業部門、運輸部門等，

因此應可呈現更細節的數據，然而現在還是有些縣市的盤查結果沒有細致的區

分；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中央的《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中看見，

針對不同運具（如	 : 	 小客車、大客車機車等）的排放占比，地方可以套用國家

的推算方式做統計分類。

最後，目前行動方案與排放量盤查結果缺乏因果關係。因此，地方政府在進行

盤查過後，應針對各部門做排放熱點的分析，銜接行動方案的規劃。

（二）缺乏各排放部門的短期目標，及訂定整體短期目標的方法

地方政府提出各部門的減量方案時，應同時提出當年度各部門的減量目標。於

民國 112 年各地方政府提出的減量方案中，部分縣市缺乏針對各部門的短期

目標，僅描述各執行方案的預期目標；這導致難以檢核目前的執行方案是否符

合該縣市提出的淨零路徑。此外，在沒有各部門短期目標以及訂定方法的情境

下，短期目標的設定會令人存疑其可行性以及是否有其科學依據。

參、臺 灣縣市 政 府邁向淨零的關 鍵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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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乏預算審核機制及充足且穩定資金來源

（一）預算未能對齊淨零目標與執行方案

目前各地方政府的能源與氣候治理相關業務、計劃與預算編列，除臺北市另有

由主計處列出的氣候預算別冊外，大部分縣市皆匯整於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

中；然而不管是台北市的氣候預算或是其他縣市的執行方案中的預算編列，都

沒有起到有效整合、審核及管考的作用。

	

編列氣候預算的目的，是為了整合氣候政策相關業務，並檢核當年度的執行方

案，能否達到地方政府當年度的淨零目標，以進一步調整下一階段的執行方

案。然而於地方政府減量執行方案的報告中，我們僅見部分縣市提出 2025 年

的減碳目標，過程中不同部門的各年度氣候目標為何，執行方案的減碳力度是

否足夠，也無從評估。執行方案與淨零目標呈現脫鉤的情形。

參、臺 灣縣市 政 府邁向淨零的關 鍵 挑 戰

（三）地方缺乏與中央主管機關共同設計、執行、強化工業部門的減量政策工具

工業部門是臺灣許多縣市的最大排放源，比如高雄市的工業部門就佔了總排放

的 82%、臺南市與桃園市皆佔 66% 等，是縣市邁向淨零的關鍵要挑戰。然而

目前各縣市的工業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多為獎勵或輔導性質的方案，例如：排

碳量盤查、廢棄物再利用、ESCO 節能輔導，以及執行中央（工業局，現為產

發署）的政策（如：以大帶小、鼓勵設備汰舊換新）等。僅以上述的獎勵輔導

措施實難以達到 2050 淨零目標，需要中央和地方更加積極地協調合作，共同

設計、執行各類政策工具，方能推動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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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乏系統性的民間參與機制

能轉盟觀察到，多數縣市過去幾年在能源、氣候政策相關的公民參與措施雖然

越來越多，也有許多縣市開始更加重視民間參與，但在觸及對象、參與形式、效

果等的深度、廣度與延續性仍有待加強。我們認為主要的問題包括：

（一）公民 參與對 象 過 於限 縮，較 少 納入 更多元廣泛的在地 社群

過去許多縣市政府舉辦的公聽會、說明會、論壇或工作坊等，邀請對象經常仍以

產業公協會、專家學者、環保團體等原先就有在關注相關議題的社群為主，且資

訊公告之廣度、傳播有效性較為不足，使得其他多元類型之在地社區組織、一般

民眾參與比例偏低，許多可能受到政策影響者，特別是社會經濟資源較不足、較

脆弱、面臨更多風險，因而更需要被納入政策考量之社群，卻難以有機會及早知

情，也缺乏參與政策制定、讓各項推動措施更加完善、符合其需求的管道。

（二）缺乏充足且穩定的資金來源

部分地方政府的自籌財源偏低，過度依賴中央補助。淨零排放是長期計畫，若

無穩定的經費，易有行動中斷之虞，導致無法達成階段性的目標。例如民國

107 年至 109 年中央編列 75 億元給地方做住商節電，但在民國 110 年僅剩 1

億元。在申請中央提供的補助之餘，地方政府應透過開發、編列更多的自籌財

源，更積極擔任政策的主動規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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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為單向政令宣導，較少有多方的深度對話及協作

多數縣市仍以單向、單點式的政策告知、宣導為主，且在公聽會、說明會上經

常未針對參與者提出之疑問做詳細回覆，因此未必能確實達到政策告知之效

果，也難以建立對話基礎。此外，也較少將公民意見系統性納入政策之機制，

譬如在政策規劃階段，以參與式、審議式之作法，蒐集多元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作為政策依據，或與在地社群共同進行策略協力、行動方案研擬，讓民眾在參

與過程中更深入地提供意見，並意識到自身對形塑政策的重要性。過去幾年雖

有越來越多如參與式預算計畫等作法，值得肯定，但也較少看見縣市政府呈現

提案執行後續與政策間的關聯、如何延續與擴大影響力，或者過程中民間與官

方的溝通對話、對政策的反饋等，是能轉盟期待未來可加強之處。

（三）多為一次性短期活動，較少永續性的長期規劃　

 

無論各式宣導講座或競賽、志工培訓等活動，多數仍為單次、短期的形式，較

少有循序漸進、持續性、滾動式的作法，一步步從知情、諮詢到更深入的合作

協力。此外，亦缺乏長期培力資源之投入，整體來說也較少對成效的長期評估

追蹤、檢核、檢討與修正機制。因此，未必能建立與社區、在地社群之信任，

發展長期的夥伴關係。

參、臺 灣縣市 政 府邁向淨零的關 鍵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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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乏跨局處資訊整合及在地資源網絡整合

許多公民參與相關計畫、活動經常由單一局處委外承辦，然而過程未必會先經

過跨局處的資訊整合、資源盤點，也缺乏與在地既有網絡的連結，可能造成事

倍功半，甚至資源錯置的情形，也難以發揮更多透過公民參與可達成的綜效。

譬如節電參與式預算計畫可能涉及用電診斷輔導、住商設備汰換、能源教育、弱

勢者能源福利等面向，若整合社會局、產發局、教育局、民政局等局處之相關資源，

並盤點整合節電潛力、對象、區域等資訊，便有機會讓計畫發揮更多效果，甚至

讓提案成果協助局處精進業務、或成為未來政策中的一環；又譬如節電志工培訓，

若能結合在地已有節電實踐經驗的低碳社區或模範節電商圈，可使計畫發揮在

地網絡串聯、相互學習合作的效果，也較有機會延伸更多協力的可能性。

參、臺 灣縣市 政 府邁向淨零的關 鍵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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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缺乏再生能源開發爭議的預防與協調機制

目前大部分的再生能源爭議，多發生於非都市土地的地面型光電。因為在非都市

土地中，最具有開發經濟利益的，當屬取得容易且使用成本最低的農業用地。

而地面光電的電業與農地管制，地方主管機關都是最主要的審查角色。《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定，2000kW 以下光電案場免經電業籌設許可

程序，由地方主管機關認定即可；2000kW 以上依《電業登記規則》須經電業

籌設程序，籌設許可必備文件中，則需要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地政機關意見

書，以及施工許可必備文件需廠址土地容許使用相關證明文件等，顯見地方政

府在電業申設程序的重要角色。農地使用管制部分，依據《區域計畫法》、《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相關委辦規定，30 公頃以下的分區變更交由地方

政府審查，2 公頃以下則採用更簡便的審查程序；不利農業經營之農地的容許

使用，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30 條第 3 項，也

由地方主管機關審查。

地方政府於電業及農地管制上，有著重要角色，我們認為應該加強地方政府建

立再生能源開發爭議的預防與處理機制，對於後續的再生能源推動，將有關鍵

作用。我們針對目前，非都市土地農業用地的地面型光電開發，所發生的爭議

問題現況，進行整理分析如下：

（一）地面光電案場開發面積過於破碎致使管理困難

不論是電業申設或農業用地使用管制，基於大小分流管制的概念，案場「規模」

都是核心重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將案場的申設流程分為

2000kW 以上與以下。2000kW 以下的案場，被認為規模較小，可免受電業法

限制，簡化申設程序，由地方政府受理，免經電業籌設許可程序，僅需經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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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660 平方公尺以下的非都市農業用地，可以簡便申請

做容許使用、在 109 年 7 月 31 年之前啟動變更程序的二公頃以下農業用地，

免經使用分區變更。然而現況是，為了規避較繁複的電業籌設程序，部分廠商

採化整為零的方式，將案場拆分成二公頃及 2000KW 以下的規模，雖然《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6 條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11 條第 4 項，分別都有合併計算裝置容量與累計開發面積的規定，但目前

這些規定仍不夠細緻與缺乏彈性，導致地方政府不易操作，容易造成管理問

題，以及案場過於破碎與分散。

（二）缺乏大規模案場的社會與產業衝擊處理機制

農委會（現已改為農業部）於 109 年 7 月修法後，目前二公頃以下的地面光

電申設，幾乎只剩修法前已申請的案場。目前的光電案場以大規模的漁電共

生、不利耕作地為主，也有部分業者往光電可覆蓋面積為室外型兩倍的室內型

漁電共生延伸。以室外型漁電共生來說，雖有環社檢核對地方的環境與社會

議題進行調查與了解，值得參考，不過無法處理像是「養殖與光電間的共融不

易、排擠承租養殖戶、對既有養殖漁業可能造成衝擊」等問題；室內型漁電共

生則可能因為高強度開發，使地方景觀造成衝擊、生態改變，甚至造成其他負

面影響，目前也都尚未有機制能處理。此外，目前漁電共生案場是否有養殖事

實，地方政府有查核及廢止營運許可的權責義務，不過，在案場越來越多的狀

況下，如何確保查核量能充足、加強查核比例、廢止許可後案場後續的拆除與

恢復原狀、相關法源依據的建立，以及能源、農業與地政單位間的權責歸屬等，

都還需要建立完善的 SOP 機制。

參、臺 灣縣市 政 府邁向淨零的關 鍵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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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能確實納入利害關係 人的意 見

地方政府最常遇到的爭議，是光電案場開始施工時，地方居民和其他利害關係人

才知道即將有開發案，故要求廠商在未進行地方溝通之前，不可任意動工興建光

電案場。目前除了漁電共生環社檢核制度以外，大部分的規範都沒有確實把光電

開發的利害關係人納入參與。經濟部於今年（2023）1 月修訂《電業登記規則》，

要求廠商申請施工許可（二公頃以上）時，必須檢附辦理地方說明會之證明文件
( 註 1)。不過現況是，要求辦理說明會的時間點都太晚，再者廠商是否實際通知到

利害關係人，或只是將通知公布在鮮少人參閱的公告欄、舉辦說明會的地點太過

偏遠或者時間不對等，都使鄰近居民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在開發案中，成為只是單

純被動接受告知的客體，並非主體。這些都是造成地方衝突不斷的原因。

此外，地方政府確實有被中央賦予和民眾溝通的義務，不過中央政府並未提供

相關作法的指引。《電業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3 款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下列事項：三、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並訂有《地

方政府處理電業用地爭議準則》，表明電業申設程序中地方政府被賦予重要的

「民眾溝通」角色。然而，中央政府僅抽象地把權責拋給地方政府，相關授權規

範卻沒有明確指引地方政府應該如何進行民眾溝通，因此地方政府經常僅做最

低程度的審查，如確認鄰近用地的地目、使用情形，以及書面審查電業申請人辦

理的說明會紀錄，但實際上的利害關係人意見可能在未曾受過調查或未參與相

關說明會的狀況下，導致地方政府忽略了造成用地爭議的可能因素。

註 1:《 電 業 登 記 規 則 》 第 3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施 工 許 可 應 備 書 圖 第 6 目，（六）辦 理 地 方 說 明 會 之 證
明文件。但太陽光電發電廠其主要發電設備全數設置於建築物屋頂者，免附。

參、臺 灣縣市 政 府邁向淨零的關 鍵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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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面光電案場的累積效應難以評估

地面光電案場在不同尺度，可能會產生不同影響。在社會面，不論是已有環社

檢核把關的案場，或是相較之下規模較小的光電案場開發，都必須要面對利害

關係人接受度與溝通的問題。在環境面，大規模案場或室內漁電共生案場，生

態與環境議題的衝擊與減緩備受關注。目前光電案場的開發，皆聚焦在個別案

場的社會溝通或者生態影響，忽略案場數量不斷增加，並累積到一定面積後，

更大尺度的社會、生態與環境影響與累積效應，造成更大的衝擊。未來面對光

電案場不斷增加，必定要正視案場累積效應的問題，並部署上位機制並發揮地

方政府的角色，否則地方的反彈終究會來到政治部門尋求解決。

參、臺 灣縣市 政 府邁向淨零的關 鍵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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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健全的法治基礎

自治條例是引導縣市政府打造健全淨零治理機制、建立有效政策工具，並引導

各局處共同落實淨零目標的關鍵。截至 2023 年 10 月為止，已有臺北市、高

雄市通過相關自治條例，新北市、臺中市、嘉義市、臺南市則正在訂定階段，

其餘多數縣市仍未開始研擬。能轉盟認為，健全的淨零自治條例，不該僅是象

徵性的政策宣示，因此除了將 2050 淨零目標入法之外，也應包含中期減量目

標，並完整納入各局處責任、確保足夠的治理層級，也應將公民參與、公正轉

型列為政策規劃的必要考量；在各部門策略上，延續能轉盟過去長期關注之議

題，提出應優先針對運輸、建築及用電大戶再生能源義務等面向，透過自治條

例訂定出相關政策擬定之核心原則，並納入有效的管制目標，才能有助於讓各

項減排策略能與淨零目標保持一致、真正落實淨零。

● 總 則

- 政 策 制 定 應 該 因 地 制 宜 ， 考 量 區 域 發 展 特 性 -

由於天然條件、產業型態與人口結構等差異，各縣市溫室氣體排放情形、減排

優勢與挑戰也會有不同，根據各縣市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方案，臺北市主要排

放源為服務業	(75 .88%)、新北市主要排放源為住商部門	(39 .39%)，桃園市、

高雄市、臺南市以及臺中市主要排放源則皆為工業部門；各地區因地方發展情

況不同，排放源結構隨之不同。此外，各縣市自然社會條件亦不同；如臺南有

漁電共生議題、臺北有關渡濕地保育議題、亦有些縣市具有較強的農業或觀光

產業，因此淨零政策及自治條例應以在地性的角度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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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 明 訂 中 長 期 目 標 -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AR6），

若要將溫升限制在 1.5 ° C 內，全球 2030 年需較 2019 年削減 43％碳排。而

不同城市在基準排放量、基準人口、人口增長預估與其他社會經濟條件等差異

之下，合理的中期減量目標設定也將有所不同。

《高雄市淨零智慧城市發展自治條例》明定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應較

2005 年排放量減少 30%；《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設定 2030 年目

標為減少 40%、2040 年減少 65%；目前修訂中的《臺中市永續淨零自治條例》

亦設定 2030 年目標減少 30%、2040 年減少 65% 的中期目標。然而目前在

其他縣市的自治條例中僅有最基本的 2050 淨零目標，我們認為有必要進行通

盤檢討與盤點，以科學為基礎進行減量目標評估，將中期目標納入自治條例。

- 應 編 列 氣 候 預 算 -

根據《氣候變遷因應法》，中央主管機關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將用於補助地方

政府的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然而基金來源之一的碳費制度目前尚未確立；地方

政府如臺北市嘗試訂定氣候基金作為自籌財源，但去年行政院審理《臺北市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 日 本 島 根 縣 將 此 因 地 制 宜 的 概 念 放 入 其 《 能 源 自 治 基 本 條 例 》 中 。
   第 1 5 - 3 條  :  「 市 長 策 訂 能 源 基 本 計 畫 時 ， 應 鑒 於 位 於 地 區 之 能 源
   會 因 地 區 自 然 社 會 條 件 不 同 ， 以因應該地區自然社會條件及特性之
   形態應有的利用方式， 及 依 照 生 根 於 地 區 之 主 體 力 求 地 區 發 展 來 考
   量 推 動 。 」

 ╳

案
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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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由於牴觸《財政紀律法》第 8 條規定「非營業特種

基金屬新設者，應具備適足之財源」而被退回。我們認為地方淨零政策的預算

來源	，不應僅依靠尚未確立的氣候基金以及中央補助方案，地方政府應編列

氣候預算，讓淨零政策有更豐富的財源之餘，伴有系統化的監督機制。目前氣

候預算可見於許多國際城市中，如挪威奧斯陸、英國倫敦。透過這樣的治理機

制，能更有效的將淨零承諾納入政策規劃和執行的過程，落實氣候主流化。

● 治 理 機 制

\ 治理層級

- 主責淨零之專責單位層級應為副市長以上，且須具備整合跨局處業務之行政量能 -

目前修訂中的地方政府自治條例及草案明列各局處負責工作，然而淨零議題涉

及的議題廣泛，為確保各局處皆被納入淨零路徑中，地方政府須具備整合跨局

處業務的行政單位，並在推動淨零轉型工作上具備充足行政量能。	 因此能轉

盟建議，自治條例中應建立專責淨零之行政單位，並將層級拉至副市長以上，

確保地方在淨零議題上有充足的人力編制，如此除有助於統合協調各部門資

源，更能完整納入各局處推動的淨零角色，促進氣候政策主流化。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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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 明 定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推 動 會 之 組 成 須 包 含 一 定 比 例 之 民 間 代 表 ， 並 涵 蓋 更 多

元 之 公 共 參 與 機 制 -

雖然《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14 條已訂定推動會委員應由有關機關、單位首長

及氣候變遷因應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擔任，然而我們認為地方政府應進一步

於自治條例明定民間代表之比例，且涵納多元背景之代表。此外，公民參與除

了多元組成的推動會、公聽會及近年常聽見的氣候公民大會外，亦有其他多元

形式。地方政府應就在地社群的紋理脈絡，建立可以真正與民眾溝通，加深彼

此信任與共識的公民參與機制。

 ╳

案
例
二╳

▪ 《 紐 約 氣 候 與 社 區 保 護 法 》 中 明 訂 了 相 關 政 策 及 條 例 修 訂 的 參 與 機
     制 ， 如 分 散 式 再 生 能 源 、 能 源 效 率 、 低 碳 交 通 、 基 礎 建 設 韌 性 等 的
     法 規 訂 定 或 政 策 應 至 少 舉 辦 2 場 公 聽 會 。

	 \ 公民參與

- 應 明 訂 在 政 策 制 定 與 執 行 各 階 段 ， 皆 有 資 訊 公 開 與 公 民 參 與 機 制 -

地方淨零轉型將影響各個社區、產業與不同族群，因此，需要地方政府、在地業

者與居民之間的充分溝通與協力合作。然而在目前各縣市的自治條例及草案中，

僅臺南市 ( 第 6 條 ) 及高雄市 ( 第 30 條 ) 納入公民參與機制。納入多元社群，

且具政策對話與公私協力效果的公民參與機制，可減少轉型過程的衝突，並讓政

策制定更加完善具兼容性、強化執行的成效與永續性。因此，能轉盟期待看到自

治條例可明訂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各個階段，皆應資訊公開且納入公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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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轉型

- 應 評 估 淨 零 轉 型 政 策 對 在 地 產 業 、 勞 工 、 社 區 、 脆 弱 族 群 之 潛 在 衝 擊 ， 並 據

此 規 劃 政 策 、 制 定 因 應 策 略 -

公正轉型的脈絡源自於綠色產業轉型下的勞工運動，隨著越來越嚴格的環境法

規出現，部分重工業勞工因而面臨失業問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定義，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的核心理念在於

「不遺落任何人」，將轉型過程的社會經濟衝擊降至最低，並透過氣候行動支

持既有的弱勢社群、縮小社會不平等。

但在不遺落任何人的目標下，公正轉型的涵蓋範圍除了勞工之外，也包含其他

氣候危機之下的高度風險族群，比如偏鄉社區、能源貧窮戶或身心障礙者。極

端氣候造成的災害，更可能進一步影響一些面對風險較脆弱的社區居民的生命

安全。而對於中低收入戶者來說，能源成本的提高將造成維生不易。另外，許

多身心障礙者從事的工作類別，包括庇護工廠、加油站等例行性工作，都可能

因為自動化的導入而消失。因此能轉盟建議，縣市政府制定淨零自治條例的同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 《 首 爾 特 別 市 能 源 政 策 條 例 》 中 要 求 能 源 委 員 會 成 員 組 成 包 含 市 民      

     團 體 、宗 教 界 、經 濟 界 、學 界 、教 育 界 、新 聞 界 等 各 社 會 階 層 代 表 。

▪ 日 本 島 根 縣 《 能 源 自 治 基 本 條 例 》 中 ， 明 訂 由 學 者 、 居 民 團 體 、 事
     業 團 體 代 表 和 公 開 招 募 的 應 徵 者 組 成 的 審 議 會 ， 可 對 其 能 源 計 畫 以
     及 推 動 相 關 政 策 闡 述 意 見 ， 同 時 也 作 為 政 府 與 在 地 居 民 的 溝 通 橋
     樑 ， 向 政 府 反 映 居 民 意 見 。

 ╳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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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PlaNYC 實現永續發展中文手冊  

 ╳

案
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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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國 紐 約 長 期 氣 候 計 畫 （ P l a N Y C ） ( 註 二 )

     脆 弱 社 區 辨 識 標 準 （ D i s a d v a n t a g e d  C o m m u n i t i e s  C r i t e r i a ）

     以 用 成 立 氣 候 正 義 工 作 小 組 的 方 式 進 行 族 群 盤 點 ， 希 望 以 環 境 正 義
     為 中 心 實 現 長 期 氣 候 目 標 。 小 組 成 員 包 含 政 府 環 境 與 能 源 相 關 部    

     門 ， 外 部 成 員 則 有 來 自 紐 約 州 各 社 區 地 方 環 境 組 織 的 代 表 。 氣 候 正
     義 工 作 小 組 首 先 會 制 定 脆 弱 社 區 辨 識 標 準 ， 並 據 此 分 析 脆 弱 社 區 障
     礙 與 機 會 。

● 部 門 策 略

\ 綠色運輸

- 應 要 求 將 人 本 運 輸 、 低 碳 運 輸 原 則 納 入 都 市 計 畫 -

人本運輸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交通規劃和運輸理念，在滿足人們移動需求的同

時，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這種運輸模式強調改善行人、自行車和公共交通工

具的可及性，減少對私人汽車的依賴，並促進城市設計和交通規劃的環境永續

性。透過推動人本運輸，可以降低道路擁擠，減少燃料消耗，進而降低碳排放。

時，首先應該評估對在地產業、勞工、社區、脆弱族群之潛在衝擊，並據此作

為規劃政策、制定因應策略的考量。

https://climate.cityofnewyork.us/wp-content/uploads/2023/06/PlaNYC-2023_T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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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現人本運輸，必須要系統性地思考整體城市規劃的再設計。交通和城市規

劃密切相關，只有將兩者相互結合，才能真正創造出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城市

環境。城市規劃的再設計需要確保方便、安全和多樣性交通模式的流動性和可

及性，例如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網絡，使人們能夠更輕鬆地使用綠運輸。除此

之外，人本運輸模式強調行人和非汽車交通方式，助於提高交通安全性和個人

健康。城市規劃的重新設計應該強調道路和交通設施的安全，並提供適合步行

和騎行的環境。

這需要交通、城市規劃、環保等相關部門的共同合作，方可實現一個更加永續

和人性化的城市環境。能轉盟建議各縣市政府在淨零自治條例中加入人本交

通、綠運輸相關條文，並且建立一個跨部門的合作機制，確保人本運輸的原則

可整合落實在都市規劃中。

- 應 因 應 在 地 區 域 特 性 強 化 管 制 策 略 ， 如 貨 運 業 、 物 流 業 排 放 量 較 高 之 縣 市 ，

應 要 求 優 先 使 用 電 動 或 零 碳 燃 料 車 輛 -

各縣市淨零自治條例應根據不同縣市之產業別、住商類型擬訂合適的法規，因

應在地區域特性強化管制策略。就運輸業來說，中央相關的規定較少，因此縣

市政府有較多可著墨之處。貨運業、物流業較發達的縣市，如桃園市、高雄市

等，應要求業者優先使用電動或零碳燃料車輛；客運、運輸業發達的縣市，如

臺北市、新北市等等，應積極汰換高碳排車輛。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 《 臺 北 市 淨 零 排 放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 （ 草 案 ）
     第 1 7 條  一 定 規 模 以 上 之 計 程 車 客 運 服 務 業 、物 流 業 及 外 送 平 台 業 ，
     應 優 先 使 用 電 動 或 其 他 新 興 能 源 運 具 。 市 府 應 輔 導 前 項 業 者 符 合 電
     動 或 其 他 新 興 能 源 運 具 占 比 標 準 。

 ╳

案
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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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區域貨運業和物流業的排放量較高，對於碳排放淨零目標的達成可能帶

來挑戰。在配套措施上，可以透過提供獎勵或補貼來鼓勵企業升級車輛，同時

設定明確的目標，持續推動漸進式的轉型。能轉盟也建議縣市政府建立相關的

基礎設施，以支援電動或零碳燃料車輛的推廣。例如，增加充電設施的節點，

提供便捷的充電服務。此外，還可以透過與相關行業合作，推動技術創新和研

發，鼓勵更多的電動或零碳燃料車輛進入市場，包括與車輛製造商、能源公司

等進行合作，促進淨零交通方案的發展。

最後，必須建立監測和評估機制，定期監測排放量的變化，並根據情況進行調

整和優化，以確保推動貨運業和物流業能源轉型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 建築能效

- 應 規 範 公 有 建 築 及 一 定 規 模 以 上 既 有 建 築 進 行 能 耗 揭 露 -

要達成建築淨零，建築能耗的盤查是首要之務，有了相關資料，才有辦法據此進

行以科學為基礎的政策規劃。要求建築公開其能源使用情況，可使政府能夠精

準地監測和評估建築的碳排放情況，並引導建築業採取更節能和低碳的措施。

目前不同縣市對於建築能效揭露的規定範疇有所不同。比如臺北市、新北市皆

規定公有建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需要進行能耗揭露，然而臺中市、臺南

市及高雄市卻僅規定「新建」公有建築物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需要進行能

耗揭露，並無規範到既有建築。能轉盟理解對於既有建築，要求能耗揭露並不

容易，但是相較於私有建築而言，公有建築政府的強制力有合理介入的空間。

因此能轉盟認為，首先應優先揭露既存公有建築的能源耗用情形，再進一步揭

露較大規模私有建築物之能源耗用。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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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 北 市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行 動 自 治 條 例 》 （ 草 案 ）
     第 1 4 條  本 市 公 有 建 築 物 及 達 一 定 規 模 建 築 物 應 設 置 智 慧 化 能 源 調
     控 系 統 、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設 施 及 儲 能 系 統 ， 並 公 開 及 標 示 建 築 能 源 耗
     用 資 訊 。

 ╳

案
例
六╳

此外，在推動能源轉型的過程中，為確保能耗資訊的透明公開，針對需要公開

能耗資訊的建築，建議安裝智慧電表。透過智慧電表的應用，不僅能掌握能源

使用數據的真實性，有助於防止虛報能源耗用的情況出現，同時可減少相關單

位因需要進行複查而耗費的人力資源。

- 應 規 範 不 同 類 型 的 建 築 分 階 段 達 到 一 定 能 效 標 準 -

能轉盟建議，類似於對用電大戶的再生能源義務規定，不同類型的建築物也應

分階段達到特定的能效標準。以《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草案為例，

新建建築物需要依照其規模分級，並獲得合格級以上的綠建築標章以及建築能

效標示四級；對於公有建築則需要達到鑽石級綠建築標章和建築能效標示一

級。然而，臺中市的做法僅規範至新建物，建議各縣市皆應完整規範各類建築

物皆能分階段達到能效標準。

根據《新北市 2050 淨零暨氣候行動白皮書》，到 2030 年，公有建築需要實

現碳中和，而新建建築則需要到 2045 年達到淨零排放並符合能效 1+ 級的標

準。在這個背景下，能轉盟認為在制定淨零自治條例時，縣市政府應該全面考

慮既有的淨零轉型目標與策略，以避免法規和政策之間的落差，從而確保建築

業界在能源使用效率方面朝著一致的目標邁進。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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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電大戶再生能源義務

- 應 規 範 階 段 性 逐 年 調 降 用 電 大 戶 的 範 疇 與 調 升 再 生 能 源 設 置 比 例 -

能轉盟長期以來的主張之一，是要求規範用電大戶在能源轉型中承擔再生能源

的義務，因此我們建議地方政府在自治條例中，應明文規定符合各縣市產業現

況的用電大戶標準，並明訂再生能源義務要求，且應考量轄區內產業特性，考

慮階段性逐年調降用電契約容量標準，擴大用電大戶的範疇，並逐年提升調升

再生能源的規定設置比例。

在用電大戶的認定上，可以參考用電量、行業類型、能源消耗等因素，劃定

明確範疇，使要求更具體可行。目前有部分縣市依照不同等級的用電量，規

定不同的再生能源義務，例如臺南市《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治條例》即規定

800kW 以上需有 20% 的契約容量；500kW 等以上則需負擔 10%。至於更

細緻的用電範疇規範，300kW 以下用電戶多是服務業。能轉盟理解地方政府

在盤點上並不容易，因此調降的範圍可以由主管機關訂定之，爾後再將逐年調

低，或是進行擴大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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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 南 淨 零 永 續 管 理 城 市 自 治 條 例 》 （ 2 0 2 3 . 1 . 1 2 草 案 版 本 ）
     第 十 條  經 本 府 經 濟 發 展 局 公 告 指 定 之 下 列 對 象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比 率
     於 屋 頂 或 本 市 擇 適 當 場 所 設 置 太 陽 能 光 電 系 統 、 儲 能 設 備 或 購 買 一      

     定 額 度 之 再 生 能 源 電 力 及 憑 證 ：

     一 、 用 電 契 約 容 量 達 八 百 瓩 之 用 戶 ： 契 約 容 量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
     二 、 用電契約容量達五百瓩未達八百瓩以上用戶：契約容量百分之十
          以上。
     三 、 一 定 規 模 以 上 新 建 、 增 建 、 改 建 之 房 舍 , 屋 頂 應 設 置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之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者 ， 應 繳 納 代 金 ， 專 供 再 生 能 源 發 展 之 用 。

 

╳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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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臺灣縣市政府的淨零政策建議書 36

二、建立權責充足、具跨局處行政整合量能之專責組織

目前中央政府有諸如永續會等組織，作為各部會淨零轉型事務的協調機制；地

方政府也紛紛成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或專案辦公室，回應淨零轉型的業務需

求。然而，淨零議題涉及的議題廣泛，因此更需要具備整合跨局處業務的行政

單位與充足行政量能，確保各局處的角色皆能被完整納入，共同研擬與推動淨

零政策，而不被侷限於過去既有局處分工的框架與慣性。

（一）拉高氣候治理的層級，並賦予相關單位實質權力與專業能力

於正在修訂的地方政府自治條例中，已明列各局處負責工作，環保局多半擔任

統籌的角色。然而，環保局身為各單位的平行組織，在層級上不具備足夠的權

責要求其他單位，可能造成推行淨零相關工作窒礙難行。能轉盟建議，各地方

政府應建立專責淨零之行政單位，並確保地有充足的人力編制以有效整合、協

調各部門業務及資源，更能強化各局處在淨零政策中的角色。

雖然目前有許多縣市成立了綠能辦公室或專案小組，或是依規定組成氣候變遷

推動委員會，然而能轉盟擔心，這些組織是否有足夠的權力與專業政策，去制

定相關的氣候政策？

以行政院國家發展永續委員會為例，永續會雖然召集了許多專家學者，然而一

年僅兩次的開會頻率，使得永續會僅受限於外部諮詢的角色，對於政策擬定並

無實際作用。能轉盟不希望地方的氣候變遷推動委員會面臨同樣的狀況，使得

推動會的角色名存實亡。能轉盟建議，應該要賦予相對應組織更多政策規劃的

參與權，並且廣納專家學者，以確保淨零政策實踐的專業性。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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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多數縣市長期處於資金、人力不足的窘境，儘管成立淨零辦公室，也僅僅

是調派目前各局處中的既有人力支援。在如此繁重且複雜的工作下，相關人員未

必有足夠的行政量能回應淨零轉型的業務。能轉盟建議，應規劃專業人力，且加

強專業培訓，並強化公務機關與外部民間團體的知識分享和合作。

（二）將氣候 主流 化的概 念導入各 部會中

氣候主流化（climate-mainstreaming）的意義是，在所有政策領域的計畫的設計、

實施和評估階段考慮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事項，以確保氣候的因素被考慮進各

個政策領域和發展規劃當中。值得注意的是，氣候主流化並不是單一部門的工作，

而需要所有部門共同推動。

氣候主流化需要有相關法規的支持才能推動。國際上的例子，如《柏林能源轉型

法》第 3-2 條規定	 : 	「只要於公部門之決議時，必須明確地、或於公共利益之範

疇中考量氣候保護之公共利益，則於專業律法之評估系統之下，本法之諸規定獲

補充性適用。」日本《島根縣能源自給地區推動基本條例》第 10 條則寫到	 : 	「縣

政府應於實施縣政時考量能源自給地區形成之推動等事宜，納入所有政策中。」

能轉盟期待，臺灣地方政府也可以參考上述國際案例，制定相關地方法規，讓

氣候治理成為各個部會的共同責任。氣候主流化並非遙不可及，早年聯合國提

倡性別主流化，如今已深刻影響臺灣各政府部門。我們期待氣候主流化也能成

為地方政府的共識，讓淨零目標貫穿於各局處的業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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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際 案 例 分 享
     1 . 首 爾 「 省 下 一 座 核 電 廠 （ O L N P P ） 」 計 畫 ( 註 3 )

     韓 國 首 爾 2 0 1 2 年 至 2 0 1 4 年 實 施 的「 省 下 一 座 核 電 廠（ O L N P P ）」
     計 畫 ， 目 標 是 減 少 2 0 0 萬 噸 的 能 源 消 耗 ， 也 就 是 韓 國 一 座 核 電 機 組
     一 年 的 發 電 量 ，同 時 也 試 圖 將 首 爾 的 能 源 自 給 率 從 2 0 1 1 年 的 2 . 9 %
     提 高 到 2 0 1 4 年 的 8 % ， 並 在 2 0 2 0 年 提 高 到 2 0 % 。

     首 爾 的 電 力 消 耗 大 部 分 用 於 日 常 生 活 、 商 業 部 門 （ 6 0 % ） 和 家 庭
     （ 2 8 % ） ，  因 此 這 項 政 策 的 成 功 關 鍵 在 於 公 民 的 參 與 。 2 0 1 2 年 4
     月 ， 「 省 下 一 座 核 電 廠 公 民 委 員 會 」 成 立 ， 成 員 包 括 環 境 和 能 源 部
     門 、 企 業 界 、 宗 教 界 和 學 術 界 的 代 表 。  此 外 ， 首 爾 市 政 府 也 成 立 了
     「 省 下 一 座 核 電 廠 執 行 委 員 會 」 ， 作 為 公 私 合 作 治 理 的 橋 樑 。  執 行
     委 員 會 分 為 能 源 生 產 、 能 源 節 約 、 能 源 效 率 和 與 公 民 溝 通 等 四 個 小
     組 委 員 會 ，  兩 年 內 共 召 開 了 1 3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和 2 8 次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 指 導 和 管 理 O L N P P 計 畫 。

     省 下 一 座 核 電 廠 委 員 會 成 立 於 首 爾 市 氣 候 環 境 本 部 ， 氣 候 變 遷 局 局
     長 為 召 集 人 。 除 了 該 局 之 外 ， 環 境 政 策 處 和 綠 色 能 源 處 也 大 力 制 定
     和 實 施 相 關 政 策 ， 而 且 首 爾 市 政 府 還 成 立 了 氣 候 能 源 研 究 中 心 ， 並
     修 訂 能 源 條 例 ， 為 啟 動 O L N P P 計 畫 提 供 了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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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Seoul  Metropol i tan Government － 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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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了 徵 求 政 策 意 見 ， 首 爾 市 邀 請 了 著 名 能 源 和 氣 候 變 遷 專 家 ， 於
     2 0 1 3  年 1 1 月 成 立 了 「 首 爾 國 際 能 源 諮 詢 委 員 會 （ S I E A C ） 」 ， 並
     舉 辦 「 首 爾 國 際 能 源 會 議 」 。 會 議 分 為 三 主 題 ： 城 市 政 策 、 效 率 措
     施 和 案 例 介 紹 。 與 會 人 士 不 僅 包 含 外 國 專 家 ， 還 有 6 0 0 名 韓 國 能 源

     專 家 和 民 間 團 體 成 員 ， 一 同 給 予 首 爾 市 政 府 能 源 政 策 和 解 決 方 案 的
     意 見 。 在 會 議 上 ， S I E A C 也 提 出 了 一 份 建 議 書 ， 主 題 是 「 首 爾 ‧
     實 現 能 源 獨 立 」 ， 要 求 首 爾 市 減 少 能 源 消 耗 並 增 加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  
     具 體 來 說 ， 它 建 議 首 爾 市 政 府 支 持 自 給 自 足 的 能 源 網 絡 ， 建 立 基 於
     再 生 能 源 的 建 築 及 公 共 交 通 系 統 ， 並 加 強 與 國 內 外 城 市 的 合 作 。

     從 上 述 案 例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 一 個 城 市 要 進 行 節 電 計 畫 ， 不 只 需 要 各
     部 門 的 共 同 努 力 ， 還 需 要 外 部 專 業 者 、 公 民 團 體 的 協 力 ， 他 山 之 石
     可 以 攻 錯 ， 能 轉 盟 期 待 臺 灣 縣 市 政 府 能 夠 學 習 優 秀 的 國 外 案 例 ， 提
     升 相 關 組 織 架 構 實 踐 淨 零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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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歐 盟 《 2 0 2 1 - 2 0 2 7  年 氣 候 主 流 化 工 作 人 員 工 作 文 件 》 ( 註 4 )

     根 據 歐 盟 《 2 0 2 1 - 2 0 2 7  年 氣 候 主 流 化 工 作 人 員 工 作 文 件 》 ， 要 實
     踐 氣 候 主 流 化 ， 政 府 部 門 可 以 遵 循 以 下 架 構 ：

     - 在相關立法部門的支持下，將整體氣候支出目標設定為 30%。

     - 採用「生物多樣性戰略」和「從農場到餐桌戰略」，將預算行動      

        納入的綠色新政的政策框架下。

     - 加強氣候保護，並應用「不造成傷害」原則，提高預算資助，以
        及其他不直接應對氣候挑戰的計劃，相關的響應能力。

     - 透過氣候調整機制，監督單位能夠採取補償行動，確保赤字在計
     劃實施的隨後幾年內得到解決，以解決實現氣候支出目標各方面可
     能存在的差距。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 要 實 踐 氣 候 主 流 化 ， 氣 候 預 算 的 介 入 是 重 要 的 。 氣
     候 方 法 論 是 歐 洲 議 會 和 理 事 會 基 於 歐 盟 的 財 務 係 數 ， 所 設 計 的 多 年
     度 預 算 框 架 。 氣 候 調 節 機 制 則 發 揮 監 測 工 具 的 功 能 ， 透 過 對 金 融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進 行 更 深 入 的 追 踪 ， 以 減 少 偏 離 原 定 減 排 目 標 的 風 險 。
     針 對 氣 候 預 算 的 詳 細 規 劃 ， 可 參 閱 第 三 節 能 轉 盟 給 予 之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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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 :  C l imate  Mainstreaming Architecture  in  the  2021-2027 Mult iannual  F inanci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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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完善的氣候預算制度

（一）為什麼要有氣候預算 ?

為有效連結地方氣候執行方案與淨零目標，能轉盟建議縣市政府應建立完善的

氣候預算制度。氣候預算透過把氣候目標納入金融預算中，分配各局處執行、

監測、評估和報告的責任。這個過程有助於推動氣候主流化，並實現氣候政策

的透明度及問責制。

因此，它可以驅動地方政府在預算計畫中優先考慮氣候議題，讓氣候為中心的

提案成為被補助的行動項目，並增加跨部門合作的意願。此外，提高政策透明

度，也能讓民眾更認識政府的氣候施政方向，提高民眾對氣候議題意識的同時

也提高對政府的信任度。

（二） 如何建立完善的氣候預算制度 ?

1 .  氣 候 主 流 化  : 	

- 建 立 各 部 門 對 氣 候 行 動 的 支 持 和 對 氣 候 預 算 的 認 知

氣候主流化指的是氣候行動被落實在各部門的日常運作、職責和工作方式中，

是推動氣候政策的重要環節；因此，地方政府須提高各局處對其業務之於淨零

目標正負面影響的認知，以及氣候變遷可能對當地造成的衝擊，以建立各部門

對氣候行動的支持度。例如，挪威奧斯陸的殯葬管理處本來和氣候行動計畫嚴

重脫節，但在讓他們理解氣候議題的重要性後，該部門提推動殯葬器械百分百

電動化的行動，並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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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立 執 行 氣 候 預 算 / 行 動 的 法 源 依 據

藉由訂定氣候預算的子法，要求市府部門提出氣候行動，內容須包含	 : 	 氣候措

施、影響的排放部門和排放源、優先考慮此措施的原因等。此外，應說明行動

措施對排放的預期影響，以及有無預算的排放差距。

▪以 英 國 倫 敦 為 例 ( 註 5 )  :   

   2 0 2 2 年 7 月，倫 敦 將 氣候 預 算 納 入 2 0 2 3 -2 0 24 年 的 預 算 規 範 文件 ( 註 6 )

   中，闡 明 支 出 將 如 何 實 現 2 0 3 0 年 的 碳 排 承 諾 以 及相 關 局處 構 的 責 任。
   每 個 局處 都 要 在 其 提 交 的 預 算中 明 列 以下 事 項 :  氣候 預 算 的 行 動 範
   圍、歷 史 上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目前已實 施 的 氣候 行 動 現 況、預 算通 過
   和 沒 通 過 至 2 0 3 0 的 預 計 差 異、2 0 3 0 年 的 預 估 剩 餘 排 放 量、與 行 動 有
   關 的 共 同 利 益 及不 確 定 性。倫 敦也 為 此 建 立一 個 跨 部 門 的 預 算 工作 小
   組，收 到 預 算 報 告 後，給 予提 案 者 回 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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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How to  use  c l imate  budget ing  to  mainstream cl imate  act ion across  the  c i ty  government
註 6:Mayor 's  Budget  Guidance 2023-24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https://www.c40knowledgehub.org/s/article/How-to-use-climate-budgeting-to-mainstream-climate-action-across-the-city-government?language=en_US
https://www.london.gov.uk/sites/default/files/mayors_budget_guidance_2023-24.pdf


給臺灣縣市政府的淨零政策建議書 44

2 .  以 科 學 為 基 礎 的 淨 零目標

在 SBTN（Science	Based	Targets	Network）	於 2020 年發布的《以科學為基礎

的氣候目標	 : 	城市指引》( 註 7) 中，闡述了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的定義。「科學」

指的是行動目標的範圍必須是在科學計算後，達到社會永續及並保持在地球汙

染及排放臨界點內；「目標」指的是行動者必須能夠合理衡量基準，採取行動，

並追蹤進展。因此，總結來說，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就是可以讓地方的行動符合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保持在地球安全及穩定的臨界點下，可以衡量以

及實踐的環境目標。

在此文中，也提及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的四項原則	 : 	

（1）  科 學 驅 動：以最新的氣候科學作為指導。在氣候變遷議題快速變遷與發

展的情境下，各地方溫室氣體的盤查以及減量計算方法應即時更新。

（2）	 公 平 性：考慮二氧化碳排放的歷史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包括世代

間的公平、已開發 / 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公平、特定國家內的公平與不同的城市

概況。

（3）	 完 整 性：這些目標應是穩健和全面的，考慮到所有範疇、多種溫室氣體、

不同部門和活動的城市排放量。

（4）	 可用 性：方法應為使用者友善且充分紀錄、有據可查的。因此，地方政府

的溫室氣體盤查結果以及執行方案，除公開資料外，應轉譯為公眾可讀易查的

資訊。可以參考挪威環境署網站 ( 註 8) 所彙整的各地方各部門排放資料。

註 7:SBTs for  C i t ies  
註 8: 挪威各縣市的溫室氣體排放 -  挪威環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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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何 提 高 工 業 部 門 科 學 基 礎 減 量 目 標 的 完 整 性  :  

   第 參 章 關 鍵 挑 戰 的 章 節 中 提 到 ， 地 方 政 府 淨 零 政 策 與 淨 零 目 標 脫 鉤
   的 現 象 ， 並 特 別 點 出 工 業 部 門 在 訂 定 目 標 上 缺 乏 完 整 性 。 能 轉 盟 認
   為 ， 要 落 實 地 方 工 業 部 門 的 淨 零 ， 地 方 必 須 和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對 接 ，
   參 考 國 際 上 的 「 工 業 區 淨 零 轉 型 倡 議 」 ( 註 9 )， 針 對 各 地 工 業 區 的 產 業
   特 性 ， 規 劃 各 自 的 短 中 長 期 減 碳 目 標 ， 提 升 系 統 效 率 、 基 礎 設 施 量
   能 （ 如 ： 污 染 管 控 、 廢 棄 物 處 理 與 再 利 用 、 C C U S 、 氫 能 ） 、 減 排 計
   畫 的 投 融 資 優 惠 、 公 正 轉 型 中 的 社 區 及 勞 工 參 與 機 制 等 。

   目 前 工 業 部 門 管 制 性 減 量 政 策 工 具 主 要 來 自 中 央 將 徵 收 的 碳 費 （ 以
   及 申 請 碳 費 優 惠 的 企 業 自 主 減 量 計 畫 ） 。 在 此 限 制 下 ， 地 方 應 與 中
   央 對 接 ， 取 得 業 者 的 自 主 減 量 計 畫 ， 將 此 納 入 未 來 該 地 區 的 整 體 工
   業 減 量 策 略 規 劃 ， 並 針 對 未 申 請 優 惠 費 率 的 排 碳 大 戶 或 其 他 製 造 業
   者 訂 定 相 關 措 施 ， 引 導 其 提 升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的 強 度 。 如 此 考 慮 到 所
   有 範 疇 ， 方 能 真 正 落 實 2 0 5 0 淨 零 目 標 。

 ╳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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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Transi t ioning Industr ia l  C lusters  towards  Net  Zero  

編列氣候預算與制定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相輔相成，氣候預算透過制度讓減量目

標的執行進度能夠被追蹤，而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則是讓氣候預算變得可以被衡

量。在以下編列氣候預算的指引，除了挪威奧斯陸的氣候預算，也穿插溫室氣

體歷史清單、溫室氣體排放基線重要性以及法國巴黎《藍色氣候》年報與線上

平台（氣候行動資訊庫）、英國曼徹斯特郡的碳預算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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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編列氣候預算 — 以挪威奧斯陸氣候預算 ( 註 10 ) 方法為例

挪威首都奧斯陸產出的氣候預算指引手冊 ( 註 11) 列了建立氣候預算系統的四個

步驟，分別為	 : 	 前期準備、擬定和計算方案效果、編列氣候預算以及成果報告

與追蹤。

註 10:Oslo's  Cl imate  Budget  2023,  reduct ion targets  and mit igat ion measures  
註 11:Manual  for  Cl imate  Budget  as  a  government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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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建立氣候預算專責單位
(2) 界定氣候預算範圍
(3) 氣候預算納入市府的財政預算

前期準備

(1 ) 找出最大排放源，並排列行動
     的優先順序
(2) 畫溫室氣體排放基準線
(3) 建立中長期減量目標
(4) 估算措施減排量
(5) 制定成果指標
(6) 匯總措施估算效果並分析結果

擬定措施並估算成效

(1 ) 檢核成果報告是否有偏差
      或需調整的部分
(2) 應以前一年成果報告為基礎，
      制定今年的氣候預算

成果報告與追蹤

行政區的氣候目標、歷史排放清單、無新
措施下的排放趨勢、估算的減排軌跡、描
述措施的花費及責任、行動現況等。

編列氣候預算

預算書可含：

4
1

2

3

https://www.klimaoslo.no/collection/oslos-climate-budget-2023/
https://www.c40knowledgehub.org/s/article/Manual-for-climate-budgets-as-a-governance-tool?language=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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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前 期 準 備

（1）建立氣候預算專責單位	 : 	

氣候預算和其他預算的編列程序相近，應建立一個專責單位，負責協調地方的

氣候政策進程和氣候預算編製。

以奧斯陸為例，市長負責推動氣候變遷行動，環境部副部長負責氣候行動的規

劃和執行，財政部副部長負責氣候預算。氣候部門是為了促進跨部門倡議與實

現氣候目標，計算減排量，為利害關係人提供技術支持和建議，負責起草預算

文本，並發佈預算的編訂指引和格式。

▪ 溫 室 氣 體 歷 史 清 單  :  

   在 氣 候 預 算 前 期 準 備 之 前 ， 建 議 建 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歷 史 清 單 ， 用 於
   盤 點 出 各 部 門 的 歷 史 排 放 量 ， 以 找 出 優 先 減 排 的 項 目 作 為 估 算 氣 候
   政 策 的 基 礎 ， 和 訂 定 各 階 段 目 標 與 排 放 限 制 。

  以 挪 威 的 環 境 署 為 例 ， 他 們 於 2 0 1 5 年 起 將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清 單 分 為 9
   個 項 目 （ 工 業 、 燃 油 和 燃 氣 / 能 源 供 給 / 暖 氣 / 道 路 交 通 / 水 上 航 運
   / 航 空 / 其 他 燃 氣 燃 油 等 運 具 / 農 業 / 廢 棄 物 與 廢 水 ） ， 然 後 在 這 些
   項 目 下 再 分 小 項 目 對 各 行 政 區 做 盤 點 ， 並 每 年 使 用 最 新 的 方 法 論 進
   行 盤 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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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界定氣候預算範圍	 : 	

預算範圍是縣市府機關排放亦或是整個行政區（包含住商及社區）？	 是直接

排放或包含間接排放？氣候預算除了減排是否也包含其他氣候目標？

（3）氣候預算納入市府的財政預算	 : 	

預算的指導文件應規定每個行政部門提出氣候行動方案，方案負責人如何以及

何時回報成果。

2 . 擬 定 措 施 並 估 算 成 效

（1）找出最大的排放部門及排放源，並排列行動方案的優先順序。

（2）畫出縣市不採取任何新措施情況下的溫室氣體排放基準線。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基 準 線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基 準 線 是 用 來 看 未 來 的 執 行 氣 候 行 動 是 否 有 成 效 。 排
   放 基 準 線 包 含 過 去 的 排 放 情 況 ， 以 及 在 沒 有 進 行 任 何 措 施 情 況 下 的
   未 來 概 況 ； 而 這 個 圖 表 會 用 於 和 未 來 的 行 動 方 案 成 果 做 對 照 ， 進 而
   評 估 是 否 採 取 更 積 極 的 行 動 。

   排 放 基 準 線 呈 現 的 未 來 概 況 ，應 該 依 據 預 期 的 人 口 變 化 、經 濟 成 長 、
   技 術 發 展 、 能 源 使 用 等 社 會 變 遷 數 值 做 評 估 ， 讓 基 線 可 以 很 直 觀 地
   看 出 各 個 部 門 的 未 來 的 減 排 需 求 。

 ╳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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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國 曼 徹 斯 特 郡 的 中 長 期 減 量 目 標  :  

   怎 麼 樣 的 中 長 期 減 量 目 標 是 合 理 且 基 於 科 學 基 礎 的 呢 ？ 目 前 英 國 曼
   徹 斯 特 目 標 在 2 0 3 8 年 淨 零 ， 在 提 出 這 個 目 標 之 前 ， 曼 徹 斯 特 政 府
   在 2 0 1 8 年 委 託 專 門 研 究 氣 候 議 題 的 研 究 社 群 ─ ─ 丁 道 爾 曼 徹 斯 特
   研 究 中 心 ，做 了《 量 化 巴 黎 協 定 對 大 曼 徹 斯 特 影 響 》( 註 12 ) 這 份 報 告 。
   在 此 份 報 告 中 ， 詳 述 了 他 們 是 如 何 計 算 及 評 估 出 中 長 期 減 量 目 標 ；
   其 中 有 幾 點 值 得 參 考 。

1 .  基 於 《 巴 黎 協 定 》 的 淨 零 目 標 ：
   此 份 報 告 說 明 大 曼 徹 斯 特 政 府 的 淨 零 目 標 應 基 於 巴 黎 協 定  :  把 全 球
   平 均 氣 溫 升 幅 控 制 在 以 工 業 革 命 前 的 溫 度 為 基 準 2 ℃ 以 內 ， 並 努 力
   將 氣 溫 升 幅 限 制 1 . 5 ℃ 之 內 。 因 此 ， 碳 預 算 將 以 「 低 於 2 ℃ 之 內 」 做
   為 目 標 。 他 們 也 以 這 個 目 標 提 出 2 0 3 8 碳 中 和 、 2 0 1 8 至 2 0 3 8 年 排
   放 7 1 0 0 萬 噸 以 下 的 碳 排 放 總 量 、 年 平 均 減 排 1 5 % 等 積 極 目 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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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中長期減量目標：

	確立短中長期減排目標，計算達成目標的減排量。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註 12:Tyndal l  Quant i fy ing  Par is  for  Manchester  Report  F INAL  

https://www.manchesterclimate.com/sites/default/files/Greater%20Manchester%20Carbon%20Budg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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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8 - 2 0 4 7 年 大 曼 徹 斯 特 地 區 的 建 議 碳 預 算

我 們 可 以 從 此 柱 狀 圖 中 看 見 ， 這 份 報 告 給 曼 徹 斯 特 政 府 碳 預 算 （ 藍
色 ） 的 建 議 少 於 英 國 法 定 撥 給 大 曼 徹 斯 特 地 區 的 碳 預 算 （ 粉 色 ） 。 這
是 因 為 根 據 他 們 的 研 究 ，2 0 1 8 年 的 英 國 碳 預 算 與 巴 黎 協 定 並 不 相 符 ，
英 國 政 府 的 估 算 包 含 大 量 尚 未 開 發 完 成 的 負 排 放 技 術 ， 這 導 致 路 徑 超
過 2 ℃ 的 機 率 超 過 5 6 % ； 同 時 這 個 2 0 5 0 淨 零 的 碳 預 算 並 不 符 合 公 平
性 的 原 則 ， 已 開 發 國 家 應 負 起 歷 史 性 的 責 任 ， 提 供 開 發 中 國 家 / 貧 困
地 區 更 多 基 礎 建 設 方 面 的 排 放 空 間 。

2 .  詳 細 描 述 預 算 方 法 及 範 圍  :  
在 此 報 告 中 ， 同 時 提 供 了 3 種 計 算 方 法 的 路 徑 ； 分 別 為 2 ℃ 情 境 下
的 I P C C 碳 預 算 （ 包 含 排 放 的 歷 史 責 任 ） 、 根 據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 E C D 的 碳 預 算 ， 最 後 是 英 國 政 府 根 據 人 口 、 附 加 價 值 毛 額 （ G r o s s  
V a l u e  A d d e d ） 、 不 溯 及 既 往 （ G r a n d f a t h e r i n g ） 做 為 參 數 算 出 的
碳 預 算 。 研 究 者 再 從 這 幾 個 項 目 中 ， 選 擇 他 們 建 議 曼 徹 斯 特 政 府 的 減
排 路 徑 。 此 外 ， 這 份 研 究 也 特 別 點 出 ， 航 空 、 航 運 、 軍 事 運 輸 以 及 土
地 利 用 、 林 業 部 門 有 被 納 入 淨 零 目 標 中 ； 也 表 示 此 研 究 僅 計 算 二 氧 化
碳 的 排 放 ， 因 對 他 們 認 為 非 二 氧 化 碳 的 排 放 存 在 很 大 的 不 確 定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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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Tyndal l  Quant i fy ing  Par is  for  Manchester  Report  F INAL

https://www.manchesterclimate.com/sites/default/files/Greater%20Manchester%20Carbon%20Budg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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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Tyndal l  Quant i fy ing  Par is  for  Manchester  Report  F INAL

（4）估算措施減排量	 : 	

氣候預算應顯示每個措施或多項措施合併的預期減排量。估算方式可以由上而

下，也可以由下而上。前者的計算通常比較籠統，是地方政府參考中央數據及

係數估算出的數值；後者會更為準確，因為是地方政府要求各排放源繳交其盤

查結果的數據。有些難以量化的氣候措施仍可以在氣候預算中列出，比如改變

公眾對氣候措施的態度、促進步行等。

（5）制定成果指標	 : 	

措施的負責人以此進行報告，同時以此評估排放趨勢。指標中應明訂措施的衡

量方式，以及如何計算對氣候的影響；這個指標並非減排噸數，而是顯示該措

施的發展速度及實施程度。

（6）彙整措施估算效果並分析結果	 : 	

算出氣候預算中所有措施的總體效果，檢視是否需要採取更嚴格的行動。在彙

整措施效果時，重要的是避免重複計算。比如，和道路運輸相關的措施可能同

時影響運輸活動量（里程數）和技術變革（從化石燃料到電動汽車）。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 法 國 巴 黎 — 藍 色 氣 候  （ B l e u  C l i m a t ） & 線 上 氣 候 行 動 資 訊 平 台

   藍 色 氣 候 是 巴 黎 市 議 會 在 每 年 的 1 2 月 和 年 度 初 步 預 算 一 起 通 過 的 年
   度 報 告 ， 其 目 的 是 統 整 巴 黎 的 氣 候 和 能 源 計 畫 中 ， 各 措 施 及 決 議 的
   預 算 、 節 能 量 和 減 排 量 。 產 出 報 告 的 團 隊 由 5 名 氣 候 能 源 部 門 的 成
   員 營 運 ， 同 時 其 他 部 門 也 有 協 調 員 在 此 團 隊 中 提 供 相 關 數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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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方 便 同 時 蒐 集 市 府 內 部 以 及 外 部 夥 伴 的 資 訊 ， 這 個 團 隊 建 立 了 一
個 線 上 平 台 ， 方 便 各 個 部 門 上 傳 資 訊 ， 讓 此 團 隊 能 夠 輕 鬆 的 進 行 跨 部
門 評 估 。 這 個 平 台 每 三 個 月 更 新 一 次 ， 可 以 直 接 反 映 巴 黎 市 府 以 及 合
作 夥 伴 的 行 動 進 程 。

3 . 編 列 氣 候 預 算  :  

氣候預算之預算書可包含	 : 	

- 該行政區的氣候目標

- 歷史排放清單

- 無新措施下的排放趨勢

- 估算的減排軌跡

- 描述措施的花費及責任等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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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財源自籌機制與其他金融工具

淨零政策需要充足且穩定的預算支持，然而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 2022 年的統

計，六都自籌財源能力較高，占比約五成，其餘十六縣市則平均不到三成，顯

示在多數縣市在僅能仰賴中央不穩定的補助計畫之下，難以具備充足的淨零政

策治理量能。因此，地方政府應透過更多的財源自籌管道以及支持性的金融機

制，強健淨零轉型的財政基礎。

能轉盟引用 C40 城市氣候領導聯盟（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之

指引 ( 註 13)，摘錄並翻譯整理出對臺灣較有參考性之以下幾點方向：

（一）遊說中央政府改善融資管道和監管環境

- 在財務謹慎的前提下要求提高借款限額。

- 建立公私夥伴關係，讓私營部門參與發展部份的基礎設施。

- 建立地方綠色基金制度，為永續相關計畫提供經費和融資。

- 遊說中央政府實施有效的碳定價制度，並將收入用於有助於提升氣候韌性之

基礎設施。

- 鼓勵中央政府審查財政和監管政策，譬如財產稅和各種誘因機制，以評估其

對地方政府相關投資的影響。

註 13:Six  Ways  for  C i t ies  to  Dr ive  Cl imate  Investment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https://www.c40knowledgehub.org/s/article/Six-effective-ways-for-cities-to-invest-in-climate-action?language=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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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勵私人投資

- 建立一個地方層級的綠色銀行，利用公共資金吸引私人投資於再生能源或其

他氣候友善的投資。

- 考慮發行綠色債券、永續債券或社會債券，或讓現有的地方債券更具永續性。

- 模擬未來的地方發展情境，並制定一個能夠應對這些不同情境的中長期基礎

設施與資本投資計劃，讓這種可預測性來幫助私部門提供更好的服務。

- 與其他地方政府合作促進共同的標準和運作模式，以助於實現規模經濟，創

造更多市政聯合採購的機會。

- 創造新的商業合作模式，讓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和金融業可發揮各自的優

勢並相互合作。

- 與保險業合作，發展防災規劃和相關保險的研究，鼓勵可減少氣候風險的計

畫的投資，或創造有助於提升氣候韌性的保險產品。

（三）從化石燃料中撤資並增加對永續項目之投資

- 制定符合氣候目標的投資原則，並讓利益相關人參與相關的討論與協商。

- 為投資對象建立排除和納入標準，並確保這些標準易於理解，以助於基金管

理者實踐這套標準。

- 將地方的保險去碳化，篩選出未來沒有化石燃料投資的保險提供商。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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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廣泛且具延續性的公民參與機制

（一）公民參與對於縣市政府推動淨零的好處

能轉盟觀察國內外的地方氣候與能源治理經驗，發現公民參與不只能讓政策加

分，其實更是政策能夠成功、取得進展和突破的必要條件，且能同時帶來各種

綜效，包括：

1 . 培 力 社 區 量 能

由於缺乏信任基礎，縣市政府與在地民眾合作的過程可能會遇到許多挑戰，因

此若能透過專業能力的培訓、資源與所有權共享等機制，讓社區的參與量能提

升，民眾將能夠扮演更積極、主動的角色，進而增加政策推動的成效與持續性。

2 . 減 少 社 會 不 平 等 問 題

廣泛、多元的公民參與過程，藉由納入脆弱社群的需求，將有助於減少在地的

社會不平等，譬如較弱勢的產業勞工可以有更多轉型機會、可減緩中低收入戶

的能源貧窮問題、提升脆弱社區因應氣候風險的能力等等。當社會不平等的問

題得到改善，民眾也才更有意願與能力共同參與淨零轉型。

3 . 降 低 地 方 政 府 的 財 政 與 政 治 成 本

淨零涉及的面向十分龐雜，勢必需要帶動廣大社會力的參與，納入民間資源、

專業知識、在地生活經驗等，才能有助補足政府部門量能的缺乏，也更能制定

出因地制宜、符合在地需求的政策方案，讓有限的資源花在刀口上、減少財政

浪費以及不必要的社會爭議，並增進民眾對政策的理解與信任度，整體來說能

夠降低地方政府在推動淨零的財政與政治成本。反之，未經過完善公民參與過

程就推動的政策，可能因受到在地反彈，到頭來花費的成本反而更高。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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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推 動 更 廣 泛 的 行 為 改 變

日常生活的行為改變是達到淨零的重要環節之一，具有不可忽視的減碳潛力，

而公民參與過程能夠凝聚對於行為改變的共識，也有助於評估相關的潛力與成

效，發展出更務實可行的方法、對應到更精準有效的政策工具，讓行為改變不

再限於呼籲個人行為的層次，而有帶動社會整體轉型的巨大潛力。

（二）理想的公民參與原則

1 .  保 持 資 訊 透 明

一開始就應開誠布公，明確讓利害相關人得知整個參與程序的目的、自身扮演

的角色功能等等，並避免使參與者期待過高卻又無法實際達成的狀況。此外，

參與過程應提供完整的政策背景資訊，譬如在自治條例草案說明會開始前，應

先將草案內容及其他會議資料提供給與會者，並盡量在會議中詳實答覆民眾疑

問與意見；又或者在節電參與式預算提案工作坊中，前期應有更加完整的培力

課程，讓提案者了解政策背景、在地的能源使用現況及潛力等資訊。

後期也應確實地讓民眾了解自身透過這些參與過程，為政策帶來的影響力與貢

獻，以及政策實際的執行狀況等。資訊透明是建立民眾信任的前提，也才能保

持長期、健康的合作關係。

2 .  多 元 、 具 兼 容 性 的 參 與 策 略

應納入多元的社群與各類型的參與管道及模式，包括地理位置、語言、性別、

年齡、族群、收入等不同差異，都應該在設計參與形式與設定對象時，被更廣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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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考慮。讓參與資訊可被觸及的方式，除了過去統一發公文、張貼公告外，也

可藉由在地組織如社區大學、社區發展協會、校園社團單位、在地店家等，進

行更多元的擴散，以觸及更多利害相關人。

在資訊說明方式、露出管道上，也應考量到不同年齡層接觸與吸收資訊的不同

習慣和需求，且應提前告知資訊，至少有七天以上的預告時間，增加民眾參與

機會。而各種參與機制的內容設計，也需因應處在不同地理位置、年齡以及從

事不同行業者等等所關切的議題差異來做調整，並考量參與者的各項門檻和便

利程度。

3 .  發 展 持 續 性 的 策 略 並 長 期 追 蹤 檢 核

「公民參與」不應被化約為達成多少活動人次的 KPI，而應該作為打造協力夥

伴關係的過程，因此應發展長期、持續性的策略，包括回顧與運用過去的公民

參與、社區互動基礎，以及善用在地既有的網絡與資源，促成各種在地節點的

串聯，形成更加緊密參與社群，讓每一次的合作都能夠更加深化、持續改善，

並透過長期追蹤與檢核，更好的評估各種參與機制的有效性。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 舉 例 ：

   為 達 到 2 0 5 0 淨 零 目 標 ， 整 體 社 會 需 要 系 統 性 的 轉 型 ， 包 括 尺 度 較    

   小 的 社 區 在 內 ， 都 是 驅 動 淨 零 轉 型 的 重 要 基 礎 。 環 境 部 於 1 0 1 年 起
   推 動 「 低 碳 永 續 家 園 評 等 認 證 制 度 」 ， 迄 今 已 有 逾 千 個 村 里 社 區 獲
   得 認 證 ； 1 0 9 年 啟 動 全 民 綠 生 活 五 大 面 向 ； 於 1 1 2 年 淨 零 政 策 的 推
   動 下 ， 低 碳 永 續 家 園 被 定 位 是 深 化 全 民 邁 向 淨 零 綠 生 活 行 為 改 變 的
   重 要 基 礎 。 我 們 認 為 從 低 碳 永 續 家 園 到 淨 零 目 標 的 落 實 ， 這 之 間 需
   要 地 方 政 府 的 協 力 ， 在 概 念 上 有 所 橋 接 與 轉 化 ， 方 能 有 效 的 走 進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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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4:Net  zero  community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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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 內 ， 達 到 淨 零 的 生 活 實 踐 。 首 先 ， 透 過 教 育 來 引 導 社 區 思 考 如 何
   行 動 以 及 生 活 實 踐 。 首 先 ， 透 過 教 育 來 引 導 社 區 思 考 如 何 行 動 以 及
   盤 點 機 會 ， 重 要 的 第 一 步 ， 從 多 數 民 眾 不 熟 悉 的 淨 零 和 低 碳 技 術 的
   大 部 分 語 言 與 詞 彙 著 手 ， 如 何 轉 譯 並 向 社 區 傳 遞 正 確 資 訊 ， 將 概 念
   具 體 化 、 生 活 化 。

   其 次 ， 協 助 社 區 建 立 與 促 進 和 專 家 學 者 、 技 術 團 隊 等 不 同 介 面 的 互
   動 網 絡 ， 將 社 區 與 更 廣 泛 的 網 絡 連 結 ， 加 強 參 與 及 討 論 ， 訂 定 出 屬
   於 社 區 的 淨 零 路 徑 與 計 畫 。 最 後 是 採 取 行 動 ， 地 方 政 府 可 透 過 媒 合
   平 台 、 輔 導 團 隊 等 方 式 ， 讓 社 區 的 淨 零 計 劃 得 以 實 踐 。

   邁 向 淨 零 的 各 種 轉 型 過 程 是 挑 戰 也 是 機 會 ， 多 數 社 區 在 低 碳 永 續 家
   園 的 核 心 下 ， 已 有 一 定 的 基 礎 ， 不 過 與 淨 零 目 標 之 間 仍 有 差 距 ， 透
   過 教 育 建 立 社 區 對 於 低 碳 技 術 的 信 心 ， 對 接 不 同 資 源 與 網 絡 協 助 社
   區 在 正 確 的 時 間 做 出 關 鍵 的 選 擇 ， 並 將 資 訊 轉 化 為 居 民 、 家 庭 的 實
   踐 ， 在 行 為 上 做 出 改 變 。 此 外 ， 地 方 政 府 應 建 立 社 區 量 化 淨 零 排 放
   的 計 算 工 具 ， 協 助 社 區 建 立 到  2 0 5 0  年 實 現 淨 零 排 放 的 不 同 方 法 與
   途 徑 ， 規 劃 屬 於 社 區 或 個 人 的 淨 零 之 旅 。 ( 註 1 4 )

https://communityenergyengland.org/files/document/689/1678200765_WRENNGED-NetZeroCommunityguide-27062-ARTWOR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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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民參與的不同層次 ( 註 15 )

依據不同的目的與階段，公民參

與包含不同的層次，而在所有公

民 參 與 過 程 中， 都 至 少 應 包 含

「告知」，且有不同程度的「諮

詢」；有些計畫則需要更多的「參

與」及「合作」。能轉盟觀察到，

目前臺灣縣市政府的淨零政策公

民參與機制，主要以告知和諮詢

為主，較少有更高程度的參與、

合作和賦權。公民仍處在較為被

動的角色，而非發揮形塑政策的

關鍵力量，政府和公民之間也尚

未建立更堅實的夥伴關係。

▪ 值 得 借 鏡 的 國 際 案 例  ( 註 1 6 )

   1 .   雪 梨 ｜ 以 建 立 信 任 為 目 標 的 公 民 參 與 策 略

   雪 梨 使 用 創 新 的 公 民 參 與 方 法 ， 獲 取 市 民 對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房 價 、
   減 緩 交 通 堵 塞 等 議 題 的 看 法 ，並 將 這 些 意 見 轉 化 成 為 政 策 的 一 部 份 。
   雪 梨 市 政 府 發 展 出 一 套 循 序 漸 進 的 社 區 參 與 策 略 ， 過 程 包 括 城 市 講
   堂 （ C i t y  T a l k ） 、 與 在 地 社 群 組 織 、 政 府 單 位 與 產 業 界 的 工 作 坊 ，
   並 透 過 快 閃 問 答 （ p o p - u p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e s s i o n ） 、 孩 童 發 聲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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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5:Community  engagement  strategy  and part ic ipat ion plan 2023 
註 16: Inclus ive  c l imate  act ion in  pract ice :  How to  jo int ly  tackle  c l imate  change and inequal i ty  

賦權

合作
政府將公民的決策付諸實行

公民的意見扮演政府決策過程的關鍵角色

參與

諮詢

告知

公民協助政府調整行動方案

政府聆聽公民意見

政府讓公民知情

https://www.cityofsydney.nsw.gov.au/strategies-action-plans/community-engagement-strategy
https://www.c40knowledgehub.org/s/article/Inclusive-climate-action-in-practice-How-to-jointly-tackle-climate-change-and-inequality?language=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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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i d s - s a y  p a g e）捲 動 兒 童 社 群 的 參 與。接 著 再 透 過 民 眾 高 峰 會
（P e o p l e's  S u m m i t ），決 定 社 區 提 出 的 想 法 當 中，有 哪 些 應 該 被 轉
化 為 行 動、能 夠 被 落 實 的 方 法 為 何。這 些 決 議 接 下 來 會 回 饋 到 雪 梨 市
政 府 的 永 續 政 策，用 以 制 定 出一 套 社 區參 與 方 案。

公 民 參 與 過 程 中，市 政 府 都 會 將 具 體 成 果 回 饋 給 參 與 者，讓 民 眾 了解
自己 提 供 的 意 見 帶 來 了 哪 些 影 響、造 成 什 麼 改 變，並 會 將 這 些 民 眾 意
見 與 市 政 府 的 參 採 情 形、後 續 執 行 進 度 完 整 公 布 於 市 政 府 網 站 上。這
樣 的 方 法，讓 9 6 % 的 參 與 者 表 示 他 們 的 期 望 得 到 滿 足，8 0 % 的 人 認
為他 們 的 貢 獻 會 帶 來 改 變，進 而 帶 來 對 政 府 決 策 的 信 任。

參 考 重 點：

(1)  根 據 目標 對 象 設 計 參 與 形 式：

使 用 具 有 兼 容 性（i n c l u s i v e）的 方 法 選 擇 參 與 者，可 以 涵 納 更 多 元、
廣 泛 的 市民。譬 如 雪 梨 市 政 府 在 一 項 都 市永 續 發 展 計 畫 的 政 策 諮 詢 過
程 中，發 現 1 8 - 3 5 歲 的 居 民 展 現 出 較 低 的 參 與 度，且 較 少 使 用 傳 統 的
公 民 參 與 媒 介，因 而 將 該 年 齡 層 族 群 設 定 為 需 鎖 定 的 目 標 對 象，並 使
用 網 路、A P P、街 訪 年 輕 人 口 較 多 的 區 域 等 方 式 搜 集 其 意 見。

值 得 一 提 的 是，雪 梨 市 政 府 採 用 由 民 間 主 導 的 諮 詢 模 式，譬 如 將 地 點
選 在 民 間 機 構、藝 文 空 間 或 店 家 等，而 非 傳 統 制 式 的 公 部 門 空 間。經
過 市 政 府 的 培 力 與 引 導，這 些 民 間 單 位 會 邀 請 民 眾 進 門 喝 杯 飲 料，聊
聊 對 政 策 和 議 題 的 看 法，再 將 這 些 意 見 蒐 集 起 來 統 計 回 饋 給市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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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將 多 元 社 群 的 需 求 納 入 政 策 設 計：

考 量不 同 社 群 所具 有 的 各 種 知 識、生 活 經 驗、語言 和 文化，並 將其 需 求
納 入 政 策 設 計 ，譬 如 雪 梨 市 政 府 就 成 立 了 諸 如 心 智 障 礙 者 顧 問 小 組 、
零 售 業 顧 問 小 組 等 ， 以 及 由 澳 洲 原 住 民 族 組 成 的 「 原 住 民 與 托 洛 斯
海 峽 島 民 顧 問 小 組 」 （ A b o r i g i n a l  a n d  T o r r e s  S t r a i t  I s l a n d e r  
A d v i s o r y  P a n e l ） ， 市 政 府 在 一 年 之 中 與 該 小 組 進 行 六 次 會 議 ， 其
中 一 項 討 論 議 題 ， 是 針 對 城 市 各 個 公 園 需 更 換 新 的 告 示 牌 ， 而 該 小
組 成 員 、 社 區 民 眾 、 當 地 原 住 民 族 耆 老 以 及 市 政 府 ， 共 同 討 論 決 議
出 標 示 牌 上 應 包 含 當 地 原 住 民 － 尕 迪 蓋 爾 人 （ G a d i g a l ） 部 族 的 語
言 ， 作 為 一 種 肯 認 、 分 享 其 語 言 和 文 化 的 方 式 。

( 3 )  成 立 整 合 公 民 參 與 業 務 的 專 責 單 位 ：

公 民 參 與 需 要 一 定 程 度 的 人 力 資 源 才 能 推 動 ， 雪 梨 市 政 府 因 此 特 別
成 立 了 「 社 區 諮 詢 」 部 門 ， 來 取 代 原 本 分 散 在 各 個 市 政 局 處 的 公 民
參 與 業 務 ， 而 統 一 由 此 單 位 來 進 行 相 關 資 源 的 整 合 與 分 配 ， 而 僅 需
要 花 費 相 對 其 他 局 處 來 說 較 低 的 預 算 ， 來 發 展 一 套 具 有 突 破 性 的 參
與 方 法 。

( 4 )  蒐 集 民 眾 回 饋 來 持 續 改 進 參 與 策 略 ：

雪 梨 市 政 府 在 針 對 永 續 雪 梨 2 0 3 0 - 2 0 5 0 計 畫 （ S u s t a i n a b l e  
S y d n e y  2 0 3 0 - 2 0 5 0 p l a n ） ， 進 行 第 二 輪 的 密 集 公 民 參 與 程 序 時 ，
透 過 雙 向 交 流 對 話 的 方 式 ， 諮 詢 各 種 多 元 背 景 的 市 民 意 見 ， 並 試 圖
更 有 效 地 讓 參 與 者 表 達 自 身 的 需 求 與 對 政 策 的 看 法 ， 且 能 更 了 解 自
身 在 政 策 中 扮 演 的 影 響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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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洛 杉 磯｜捲 動 低 收 入 社 群 的 電 動 運 具 共 享 計 畫

洛 杉 磯 積 極 邁 向 運 具 電 動 化 的 過 程 中，為了 納 入 過 去 經 常 在 這 類 轉 型
過 程中 被 忽 略 的 社 群，啟 動了一項 公 部 門 與 私 部 門 合 作 的 電 動 車共 享 計
畫，由 洛 杉 磯 市 交 通 部 與 一 家 提 供 電 動 車 共 享 服 務 的 企 業 B l u e L A 合
作。計 畫 將主 要 對 象 設 定 為 城 市 當中 的 低 收 入 戶，計 畫 內 容 元 素 包 括 電
動 車、充 電 站、停 車 空 間 規 劃 與 更 廣 泛 的 社 區 參 與 機 制，目 標 在 於 改 善
低 收 戶者 社 區 的 空 氣 品 質、交 通 品 質，彌 補 大 眾 交 通 系 統 不足 之 處，並
提 升居 民 健 康、創 造 就 業 機 會、減 少 社 會不 平 等。該 計 畫 在 示 範 期 先 選
定 了五個 行 政 區，所有 市民 都 可使 用 這 項 服 務，但 將 特 別 提 供 低 收 入者
2 5 % 的 電 動 車 租 金 費 率 優 惠。

參 考 重 點：

(1)  成 立 多 元、具 兼 容 性 的 執 行小 組：

為了 確 保 這 項 計 畫 能 夠 成 功 推 動、真 正 發 揮 影 響 力 並 且 照 顧 到 所 有
人 的 需 求，市 政 府 成 立 了一 個 由 三 個 社 區 組 織 共 同 組 成 的 執 行 委 員 會
（ s t e e r i n g  c o m m i t t e e），當 中 包 括 美 籍 薩 爾 瓦 多 裔 領 導 教 育 基 金
（S a l v a d o r i a n  A m e r i c a n  L e a d e r s h i p  E d u c a t i o n  F u n d）、 南 洛
杉 磯 低 收 入 社 區 服 務 組 織（ T. R .U. S .T.  S o u t h  L A ）、韓 國 城 移 工 聯 盟
（K o r e a t o w n  I m m i g r a n t  W o r k e r s  A l l i a n c e），透 過 這 些 過 去 經 常
被 忽 略 的 社群 的 意 見 來 協 助 設 計 示 範 方 案，並 規 畫 各 項 參 與 式 的 計 畫，
將 政 策 擴 散、觸 及 到 更多 有 需 求 的 在 地 社 區。

在 市 政 府 內 部，則 另外 成 立一 個 跨 部 門 的 小 組，成 員 包 含 所有 可 能 涉及
交 通 運 輸 業 務 的 部 門、局處 代 表，包 括 水 電 部、交 通 部，以 及 工 程 局、合
約 管 理 局、街 道 服 務 局，以每 周與 B l u e L A 開 會一次 的 頻 率，提 供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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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專 業 意 見、策 略 與 執 行 方 案 建 議，針 對 各 種 挑 戰 與 問 題 進 行 討 論 研
商，確 保 計 畫 能 夠 順 利 執行。

( 2 )  創 造 在 地 居 民 就 業 機 會 以 促 進 多 重 效 益 ：

依 據 這 項 計 畫 的 合 約 規 範 ， B l u e L A 的 員 工 雇 用 方 案 必 須 納 入 在 地 居
民 ， B l u e L A 因 此 在 計 畫 的 目 標 對 象 社 群 中 ， 雇 用 一 批 「 街 頭 大 使 」
（ S t r e e t  A m b a s s a d o r s ） ， 負 責 招 募 電 動 車 共 享 服 務 的 會 員 、 教
育 與 培 力 社 區 、 尋 找 與 在 地 企 業 與 大 學 機 構 的 合 作 機 會 等 等 ， 讓 計
畫 能 夠 涵 納 、 觸 及 更 多 在 地 社 群 。

( 3 )  為 低 收 入 社 群 量 身 打 造 參 與 方 案 ：

        該 計 畫 選 擇 充 電 站 設 置 點 的 標 準 包 括 以 下 三 點 ：
      - 靠 近 地 鐵 或 巴 士 站 ， 以 符 合 使 用 者 的 交 通 轉 乘 需 求
      - 同 時 符 合 行 人 和 駕 駛 者 的 安 全
      - 醒 目 且 位 置 容 易 找 到 。

共 享 計 畫 以 單 程 、 三 小 時 內 的 短 程 使 用 為 設 計 ， 並 以 低 收 入 社 群 為
目 標 對 象 ， 因 此 服 務 方 案 的 費 率 價 格 設 定 也 以 此 為 考 量 。

( 4 )  透 過 長 期 追 蹤 、 評 估 成 效 以 持 續 改 善 計 畫 方 案 ：

B l u e L A 公 司 在 會 員 加 入 和 退 出 這 項 計 畫 方 案 前 ， 都 會 各 進 行 一 次 使
用 意 見 調 查 ， 以 了 解 該 計 畫 是 否 符 合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譬 如 機 動 性 、
預 約 服 務 的 便 利 度 、 可 及 性 等 等 。 當 計 畫 服 務 站 點 擴 大 到 大 約 2 5
個 ， 足 以 產 生 群 聚 效 應 後 ， 將 進 行 更 大 規 模 的 意 見 調 查 ， 將 未 加 入
這 項 服 務 的 其 他 民 眾 也 列 入 調 查 範 圍 ， 並 將 第 一 階 段 蒐 集 到 的 調 查
數 據 進 行 深 入 分 析 ， 以 辨 識 、 統 計 出 關 鍵 的 計 畫 績 效 指 標 ， 包 括 使
用 次 數 、 每 趟 里 程 數 、 會 員 數 量 、 會 員 所 在 區 域 、 會 員 於 使 用 共 享
服 務 期 間 發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數 量 、 駕 駛 行 為 等 ， 確 保 這 項 計 畫 確 實 觸
及 到 低 收 入 社 群 ， 並 持 續 讓 其 參 與 、 滿 足 其 需 求 與 安 全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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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度性預防、減緩再生能源爭議

註 17: 係 指《 再 生 能 源 發 展 條 例 》 第 6 條 第 1 項 所 提「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四 年 再 生 能 源 推 廣 目 標、 各 類 別 再
生能源所占比率及其發展計畫與方案」。

電業申設程序依據《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相關規定，包括三階段：申

請電業籌設、取得施工執照、取得電業執照。地方政府在這三個階段中各有角

色，要求業者必須符合資訊公開與民眾溝通的要求，例如籌設與施工前說明會

的舉辦。不過，現階段許多爭議問題，最主要出現在申請電業籌設階段到施工

階段，雖籌設階段地方政府要求業者舉辦說明會並查核文件作為與民眾溝通的

證明，不過實際上許多民眾仍表示事前根本不知情；而在施工階段僅有施工前

說明會，能夠參考民眾意見進行計劃改變與調整內容的時間與機會已經太晚；

完工後的爭議問題，則主要在於查核、承諾事項的落實，以及人力是否充足等。

這些種種都顯示，目前的民眾知情程序並不完善。

地方政府可在爭議發生之前，部署避免或降低爭議發生的機制。我們認為若要

避免爭議的發生，除了程序上的完善外，更需要在個案開發之前有更上位的地

方發展想像、空間規劃與盤點，並與民眾建立溝通、互動、互信的關係。

（一）更上位的開發潛力與空間盤點

1 . 地 方 政 府 可 評 估 區 域 內 再 生 能 源 開 發 潛 力

地方政府在法規上，雖然有評估區域內再生能源潛力的規範，不過並非強制，

實際上多數縣市並未具體規劃，而是由地方政府自行提送計劃向中央申請經

費。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6 條第 2 項明定，「直轄市政府及縣（市）

政府，應配合前項計畫與目標 ( 註 17)，協助評估區域內相關再生能源之開發潛

力。」能轉盟認為，地方政府能於地方的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上，有更上位的

引導角色，規劃與盤點綠能的設置量和區位，包括都市未來發展與不同類型再

生能源的評估，以整體性來看各類再生能源以及都市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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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空 間 尺 度 上 的 區 位 分 析 評 估 與 檢 核 機 制 的 建 立

於空間尺度上，縣市國土計畫與部門空間計畫中，	有整體性的土地規劃與功能分

區，但實際上地方政府並未將能源列入規劃重點，目前縣市國土計畫提到能源發

展仍較零散或以中央規劃為主。能轉盟建議，應加強縣市國土計畫中，區域能源

發展的空間規劃，並提出區位分析評估，訂定屬於縣市層級的綠能發展環境與社

會檢核機制。

現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漁電共生有環社檢核程序，

開發前應進行區位環境與社會議題盤點及檢核機制。不過，這套環社檢核機制

目前只適用於漁電共生，並未擴及到其他地面光電。地方政府可針對轄內再生能

源發展，以適當程序與準則排除環境與社會的敏感區位，進行土地利用的綜合評

估、開發區位盤點與規劃，讓開發商能夠事前於區位選擇上有所依循。

（二）於更早階段接觸到利害關係人並盤點相關議題

目前再生能源發展的爭議現況是，在地居民多半在開發案施工期才知道相關資

訊，因而引起反彈；說明會並非舉辦在開發範圍內；說明會邀請的形式並非多

元且廣泛，如僅將資訊公告、張貼至佈告欄，或請村里長協助佈告；說明會舉

辦時間，並未考量到在地居民日常與工作時段，致使多數民眾無法參加等等。

能轉盟認為，在進入電業籌設之前，地方政府與開發商應「主動、廣泛」邀請

在地產業從業者、產銷班、居民等利害關係人，進行焦點訪談並評估衝擊，且

提出相應的因應對策，將對策納入後續申請電業籌設的文件中。

那麼，該如何盡可能的接觸到利害關係人？能轉盟認為可參考漁電共生非先行

區《環社檢核議題辨認操作手冊》，將利害關係人分為直接與間接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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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係指以養殖漁民、漁會、產銷班等產業團體代表為主，地主或地主推派之

代表、相關環境生態保育或社會發展倡議團體代表等；後者則不與養殖漁業直

接相關，但在地緣與在地網絡關係上，有相當密切的民意代表、地方主要活動

族群，或其社團協會之代表、當地生態調查資料及研究者等。此外，與之相關

的社會議題評估也可儘早進行，例如土地利用、公共建設與服務、生計經濟、

社會關係、文化景觀、生態環境、其他社會經濟議題，地方政府都能在前端發

揮積極作用。

（三）地方政府應建立法規條文或指引以引導開發商遵循

目前已有 6 個縣市訂定淨零相關自治條例，但縱觀自治條例內涵，尚未涉及

與再生能源爭議問題處理相關條文。能轉盟認為自治條例中，可明定地方政府

於發展再生能源有更前端、以縣市國土為基礎和總量管制的規劃，訂定區位盤

點、社會溝通等機制；此外，各縣市應搭配縣市淨零路徑，規劃綠能目標與執

行策略。此外，自治條例中可針對再生能源爭議問題的處理，要求相關局處訂

定處理機制或常設性的專責單位。有別於學校氣候教育，條例中針對再生能源

的推廣、資訊傳遞與釋疑等，要求各別局處針對一般大眾有能源教育的責任，

並定期與之溝通與互動。

縣市政府可參考現行漁電共生環社檢核機制，將其內涵轉化為各縣市在發展再

生能源時，提供給開發商使用的相關指引，包括如何盤點利害關係人、進行社

會溝通的方式、在地議題如何辨認與因應等，讓開發商在進入電業籌設流程

前，就能將開發的社會與環境評估說明清楚，讓地方政府能更明確地進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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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法規面加強地方政府在電業審查過程的積極性

根據《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農業發展條例》

及相關子法的規定，地方政府在電業申設、農業用地管制的流程中，都扮演著

極為吃重的角色。能轉盟認為，在地面光電案場開發面積過於破碎致使管理困

難、缺乏大規模案場的社會與產業衝擊處理機制、未能確實納入利害關係人的

意見，以及地面光電案場的累積效應難以評估等，我們所觀察到的四個現況，

地方政府可有以下的努力空間：

1 . 增 加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案 場 合 併 計 算 的 彈 性

在地面光電案場開發面積過於破碎致使管理困難的現況下，雖然《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6 條係針對主管機關發給開發商同意備案文件前，同

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裝置容量合併計算等樣態，有相關規定。不過，由於法

規訂定缺乏彈性，例如僅審查所有權人是否同一、場址是否相鄰。我們認為在

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在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的土地使用管制審

查階段，可更有效的發揮作用。地方政府在進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11 條第 4 項 ( 註 18) 時，審查的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屬同一興辦事業計

畫」，也就是地方政府的經發局可以在此時判斷，數個小案場是否實質上屬於

同一興辦事業、是否應合併認定為同一案而需累計面積，更可留意不同鄰接案

場之間的相關性。由於此部分涉及各地方電業與土地主管機關的配合，建議土

地主管機關應充分向電業主管機關說明，並列入檢核表。

2 . 增 加 查 核 量 能 與 兼 顧 公 正 轉 型

目前地面型的大規模案場，除了不利耕作地，就屬漁電共生為主。在淨零與能

源轉型之下，當前諸如漁電共生的大規模案場發展與角色可為相當重要。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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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8:《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 第 11 條 第 4 項：「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本 規 則 修 正 生 效 後， 同
一 或 不 同 申 請 人 向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二 個 以 上 興 辦 事 業 計 畫 申 請 之 開 發 案 件， 其 申 請 開 發 範 圍 毗 鄰，
且 經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審 認 屬 同 一 興 辦 事 業 計 畫， 應 累 計 其 面 積， 累 計 開 發 面 積 達 第 一 項 規 模 者， 應 一 併
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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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其發展兼顧社會、生態與產業的平衡，能轉盟認為地方政府除了要在

區位規劃上有積極角色外，也應該提早部署案場查核量能，確保經費、人力足

夠與分工明確。此外，以漁電共生為例，承租養殖戶容易遭到排擠，致使喪失

工作權，能轉盟認為能源轉型下因再生能源案場開發，所影響與受到衝擊的產

業與民眾生計，是公正轉型重要的議題之一。不過，能轉盟觀察到公正轉型的

議題與資源鮮少投注於此，未來不應再忽視。

3 . 確 保 利 害 關 係 人 必 須 充 分 參 與

利害關係人的充分參與，是減少再生能源爭議的唯一途徑。然而現況是，除了

環社檢核機制外，幾乎所有的利害關係人溝通都只有一個管道，就是《電業登

記規則》籌設許可要求開發商辦理的說明會。部分地方政府嘗試要求開發商必

須進行更多的社區與在地溝通，實際上並無具體的法規或指引可供遵循。能轉

盟認為，地方政府可在以下幾個階段，加強要求開發商與在地溝通，諸如申請

籌設許可需先取得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地政機關意見書、申請施工許可需廠

址土地容許使用相關證明文件、用地變更或農業容許均需經農業及地政主管機

關審查。以上在自治事項或法律授權的範圍內，地方自治團體透過自治條例或

自治規則保障居民之權利，只要不涉及罰鍰，依地方制度法僅需報中央備查。

以籌設許可的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為例，為避免地方居民反對開發、造成工程

延宕或開發商損失，使地方政府面臨民意反彈與或廠商救濟的衝突，建議在開

發商申請籌設許可之前，就要求其優先評估地方對於再生能源開發的接受度。

若是大規模案場，廠商應參考《環社檢核議題辨認操作手冊》中利害關係人盤

點表以及訪談原則；相對較小型的案場，則應充分訪查紀錄社區居民，諸如民

意代表、意見領袖、信仰中心代表、地方主要活動族群或其社團協會之代表等，

充分宣傳、說明後進行完整記錄。此外，在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不利耕作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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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容許，都可在自治事項或法律授權的空間內，將利害關係人參與的規範納

入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

4 . 應 從 國 土 計 畫 尺 度 評 估 光 電 案 場 的 累 積 效 應

地面型光電案場的累積效應，在過往環社檢核制度中曾有過討論，無論是位於

不利耕作區的大規模案場，或數量多的小規模案場，都可能發生累積影響。地

方政府應以一個村里、鄉鎮等不同尺度，思考與評估開發程度的影響，並在未

來縣市國土計畫的尺度中，納為必要的評估工作。

（五）如何建立溝通機制與信賴關係

1 . 建 立 溝 通 與 爭 議 處 理 機 制 的 專 責 單 位

能轉盟觀察到，地方政府第一線承辦在實際執行業務的認知不同，例如對於民

眾參與、在地溝通等概念並不熟悉，或不知如何做起，可能造成地方政府無法理

解民眾的想法與社區的需求。能轉盟深知這與人員流動率、增能及培力有關，因

此能轉盟認為若有專責單位來處理相關業務，負責再生能源發展前期溝通的規

劃、執行、統籌以及建立爭議調解機制小組，將有助於未來政策的正向推動。

2 . 地 方 政 府 作 為 建 立 地 方 信 賴 關 係 的 中 介 角 色

地方政府、社區居民與開發商之間，普遍存在信任度不足的問題。地方政府仰

賴開發商到地方社區進行溝通，但卻往往容易造成開發商與在地的衝突、誤解

甚至加深不信任。能轉盟認為對再生能源的認識、了解與溝通，不應該只伴隨

著開發案而發生，地方政府平時應投注資源在活動、教育、展示等宣導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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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民眾於日常中了解再生能源以及相關內涵。此外，針對再生能源的各種爭

議，有計畫地於社區進行說明會，不定期的知識傳遞和溝通，非僅在開發案階

段才有相關的溝通或者說明會，避免市民有「因為開發而來說服我」之誤解。

3 . 建 立 資 訊 公 開 平 台

再生能源發展的爭議，部分來自資訊的不夠透明。如果前所述，有些爭議來自

居民未接收到光電開發的相關資訊，造成高度的社會張力及衝突。若能及早知

道案場即將以及案場的申設流程等開發資訊，是建立民眾與地方政府間信任的

第一步。相關資訊整合與公開平台應奠基於易閱讀與易查詢的特性；建議以地

圖的方式呈現，內容應包括縣市案場開發資訊、已開發的案場位置、申設階段

的案場進度查詢等。此外，縣市政府也應進行土地的生態圖資套疊，讓民眾了

解案場分佈與生態環境、聚落之間的關係。

肆、給縣市 政 府的淨零政 策 建 議



給臺灣縣市政府的淨零政策建議書71

七、深化再生能源的市民參與、市民共享

在 2050 淨零目標下，再生能源將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如何

讓民眾在日常生活以低門檻參與再生能源與公民電廠，是能轉盟認為推動再生

能源社會溝通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外，透過市民的參與、提升認同，也能同時

增加再生能源的政策穩定性。

 （一）地方政府如何更積極協助民眾參與再生能源

1 . 建 立 再 生 能 源 資 訊 傳 遞 平 台

地方政府應建立整合性的再生能源資訊平台，以利民眾查詢相關資訊。此平台

內容應以方便閱讀、好查詢、圖片為主的呈現，包括（1）政府相關補助，（2）

生活化的節電資訊，（3）屋頂光電的介紹，（4）區域的光照時數，（5）屋

頂太陽光電自發自用與儲能，（6）屋頂太陽光電的維運，（7）回收機制，（8）

可計算屋頂太陽光電坪數、裝置量、預估成本與躉售回本等簡易計算公式等內

容，讓民眾可以較簡易的方式了解資訊、自行評估。

2 . 除 設 備 補 助 外 ， 亦 鼓 勵 自 發 自 用 的 再 生 能 源 使 用

目前部分縣市政府已有提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補助計畫，讓有意願裝設的

民眾或管委會或設備所有權人等申請。設備補助應是每一縣市政府的基本標

配，以增加裝設誘因與降低門檻。此外，光電應該更加普及化，地方政府可針

對家用的自發自用微型太陽能板以及搭配儲能設備，有推廣計畫與相關補助。

以首爾為例，民眾可在自家窗戶架設迷你太陽能板：政府與廠商合作，由首爾

市政府補貼一半經費，民眾只要花費約臺幣一萬元即可裝設，每個月的發電量

可以提供一個家庭的冰箱電力所需，以應用於日常生活 ( 註 19)。

註 19：【藍圖願景】市民就是能源首爾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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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積 極 媒 合 在 地 的 公 益 性 案 場

地方政府應積極扮演企業、系統商與綠能公益性案場媒合的角色。由於地方政

府對於縣市內的公益團體或民間社團較熟悉，需要長期穩定資源挹注的民間團

體，能以屋頂太陽光電為標的，主動媒合屋頂與結合企業 ESG，並將綠電收益

回饋偏鄉社區與弱勢族群。此舉也能將公正轉型議題納入地方能源治理的策略

行動，並找出更多利害關係人以媒合相關資源。

 （二）地方政府推動公民電廠的實際作法

公民電廠和商業電廠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公民電廠著重價值，而商業電廠著

重價錢。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推動公民電廠在施政上的意義，在於能讓在地居

民能進一步，成為在地參與者，對於政策的穩定度至關重要。然而，公民電廠

在臺灣和歐盟甚至日、韓相比，仍在萌芽階段，仍需地方政府的各種支持，才

能促使更多市民、社區成為在地綠能的共同推動者。

▪ 公 民 電 廠 的 回 饋 ， 可 以 比 回 饋 金 更 有 價 值 。 以 臺 北 市 為 例 ， 因
光 電 發 展 潛 力 因 高 度 都 市 化 受 限 ， 因 此 以 公 民 電 廠 為 政 策 亮 點 ，
將 原 本 公 有 屋 頂 只 有 價 格 標 的 設 計 ， 修 改 為 最 有 利 標 。 透 過 環 保
團 體 主 婦 聯 盟 捲 動 在 地 社 區 ， 讓 關 渡 國 中 的 屋 頂 在 2 0 2 0 年 成 為
第 一 個 以 公 有 屋 頂 為 基 地 ， 2 4 位 市 民 及 N G O 共 同 成 為 廠 長 的 公
民 電 廠 「 干 豆 好 」 ， 參 與 市 民 共 享 發 電 收 益 。 部 分 收 益 也 以 能 源
教 育 的 等 值 方 式 回 饋 關 渡 國 中 ， 2 0 2 0 年 掛 表 後 ， 主 婦 聯 盟 更 額 外
提 供 資 源 ， 和 教 師 們 共 同 開 發 結 合 1 0 8 課 綱 的 能 源 教 育 課 程 、 建
立 能 源 教 室 、 以 及 結 合 即 興 劇 團 等 多 元 課 程 ， 讓 關 渡 國 中 在 2 0 2 3
年 獲 得 北 區 「  國 民 中 小 學 推 動 能 源 教 育 標 竿 學 校 選 拔 」 銀 獎 。

 ╳

案
例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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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公 民 電 廠 在 臺 灣 遇 到 的 困 境

（1）面對商業電廠的不公平競爭

許多社區在民宅條件的種種限制下（如：違建、產權過於複雜等），或是考慮

到選址的公共性、代表性，常會思考或選擇以公有屋頂為施作標的（如：居民

共同活動的建物、鄰近公有地、水圳等），但許多地方政府若是僅透過既有公

開招標模式進行屋頂光電的施作，在以回饋金高低、價格競標為標準的競爭

下，社區因缺乏可和系統商匹敵的資金與資源，難以符合縣市政府的招標門

檻，導致失去以社區為主體的公民電廠實作場域。

（2）社區對綠能的誤解日益加深，導致不信任

近年來，因過往營農光電不良案例、地面光電用地爭議頻傳等因素，導致許多

居民對於光電充滿負面印象，甚至是深信不實傳言，例如太陽能板造成反光、

高熱，進而影響農作物，或太陽能板有電磁波影響健康等。能轉盟能夠理解這

些是由於不實資訊而造成的誤解，導致再生能源的推動需要花上更多的溝通成

本，也造成公民電廠的推動更加困難。

（3）認同理念但仍需成功案例支持

許多社區居民對於公民電廠的理念相當認同，不過，於參與公民電廠需民眾共

同投入資金與時間，在難以跨出第一步，以及擔心詐騙、投資血本無歸等心理

考量下，會需要有鄰近地區的成功案例、眼見為憑，才能夠化解疑慮、願意共

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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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乏穩健成長與推動的資金來源

公民電廠的規模不大，通常透過向民眾籌資，作為設置的第一桶金的來源。但

若設置成本超過民眾共同集資的金額或要擴大拓展公民電廠，則需要透過和銀

行借貸才能達成。不過現況是，許多銀行仍限於固有商業思維或對於公民電廠

不甚熟悉，而尚無針對小型案場的借貸機制。

2 . 地 方 政 府 在 推 動 公 民 電 廠 的 實 際 作 法

針對上述公民電廠推動困境，能轉盟認為地方政府應由大至小、由廣至深的設

立相關目標、推動方針及策略，讓公民電廠成為市民運動。

（1）設定公民電廠推動目標

公民電廠的核心精神是社區參與、能源民主的體現，有著社會溝通的重要角

色。地方政府應設定公民電廠推動核心，例如以培養社區韌性、因應災害、促

進地方發展與利益共享為出發點；也應設定推動目標，例如一社區一公民電廠，

並搭配相關補助措施與輔導機制，以促進社區發展公民電廠，成為社區實踐

2050 淨零的途徑之一。

此外，公民電廠的推動在地方政策層級可能涉及許多單位，應讓主責單位之外

的其他部門共同參與，例如文化局地方創生結合再生能源推動，或是農業局推

動再生能源地產地用等，並提供誘因，例如透過中央經費挹注，獎勵推動績效

良好的第一線承辦人員或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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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盤點公民電廠潛在空間，推動示範案例

公民電廠形式的綠電發展模式可更多元，以社區或小範圍為主的公民電廠為

例，形式除了屋頂光電，還包括小水力、生質能等，通常規模較小。以屋頂光

電來說，合法的屋頂難尋，因此地方政府可盤點公有屋頂，作為公民電廠可能

的投入場域；此外，針對小水力等其他形式的再生能源，也應先進行潛力與場

域的盤點。公有屋頂的盤點需要跨局處溝通與協調，此外，亦可針對縣內各社

區成立公民電廠的條件，包括社區組織、合適場域、媒合廠商等，更主動地找

到「有機會成功的案例」。目前公民電廠僅集中在特定縣市而尚未擴散與普及，

建議地方政府可建立公民電廠示範案例，起到帶頭示範的功能，增加信任度，

讓社區民眾更有意願參與。

（3）成立輔導團隊與建立輔導機制

公民電廠概念的教育推廣、執行和捲動社區民眾參與方法，都需要縣市政府投

入、成立跨局處的輔導團隊與輔導機制。包括協助盤點合適屋頂、評估小水力、

針對再生能源的誤解或問題進行釋疑、社區陪伴、了解推動困境等，都需要透

過輔導團隊來促成更多公民電廠案例。

（4）擬定公有屋頂公民參與或公民電廠的招標條件

目前已有新北市、臺北市針對公有屋頂擬定公民參與集資的公民電廠形式，但推

動實務上仍需加強。地方政府應針對縣內公有屋頂的招標設計規範納入公民參

與、公民電廠的友善機制，並搭配像是說明會等宣傳，讓市民了解其價值，且建

立更多案例，加強推動力度。此外，縣市政府透過公開招標方式可讓社區可以獲

得案場的經營權利，但前提是招標的條件設計，須以最有利標，且設定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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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民為主體，並將在地回饋列為評選時的必要項目，例如，應檢視回饋給社區

的方案設計，而非回饋金額。	

（5）以培養社區韌性、促進地方發展、因應災害為出發點

再生能源除了發電回饋外，更有助於提升面對極端氣候、戰爭風險的調適能

力，因此可以透過社區避難點、關懷據點等，結合再生能源，讓居民可以在緊

急時刻，可以透過再生能源盡早恢復生活機能。

（6）協助釋放與整合資源讓社區參與

地方政府可盤點與協助整合相關資源，投入公民電廠的社區參與和資源。例

如，用電大戶條款可設計相關機制，使資源投入社區，讓社區更有條件推動公

民電廠，像是目前多數要求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或繳納代金，繳納代金可以

專案的方式媒合到社區，讓社區有資源發展再生能源。此外，中央訂有電力開

發協助金運用與監督管理辦法，由開發商給予地方政府、鄉鎮公所等的電協

金，應在透明化的狀況下，引入像是參與式預算，讓居民在電協金的使用規畫

有更多主導權，也可以挹注在公民電廠發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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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地 方 政 府 可 運 用 中 央 政 府 的 現 有 資 源

地方政府除提供上述協助在地社區資源、誘因等工具外，亦可輔導在地社區、

民眾申請中央既有之資源，如經濟部能源署《合作社及社區公開募集設置再生

能源公民電廠示範獎勵辦法》，或和中央政策結合推動環境部「低碳永續家園」

系統推動公民電廠。

（1）經濟部能源署《合作社及社區公開募集設置再生能源公民電廠示範獎勵辦法》

該辦法是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而設，目的在於鼓勵公民電廠的發展。目

前辦法設計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提供 60 萬元，供社區培力、共識建立以及

盤點再生能源潛力與空間等活動之用。第二階段針對設置再生能源設備，類似

借貸功能，提供上限 1,000 萬設備費，最高可提供設備費用 50% 的經費，若

社區選擇以躉售，則將會在後續躉購費率中扣還設備費用。縣市政府可結合不

同網絡資源，輔導在地社區、社群，申請該辦法，以減少培力等前期成本，及

減輕硬體設備之費用。

（2）環境部「低碳永續家園」

111 年環境部透過其公有屋頂，標租予「綠主張綠電合作社」，在屋頂架設

357 片太陽光電板，設置容量為 126 .7kWp。在其成功推動公民電廠後，環境

部於 112 年啟動「低碳永續家園屋頂太陽光電系統推動策略」，針對低碳永續

家園獲得銀級與銅級的社區，啟動盤點千處村里屋頂潛力，並於 112 年 7 月

底時盤點出約 7 百處有意願裝設光電的屋頂，其中約 8 成為公有屋頂。針對此

8 成公有屋頂，目前環境部委請能源署規劃納入公民參與、保障小規模如綠電

合作社等有公民參與實績之廠商等條件的招標文件，提供給縣市政府參考並鼓

勵縣市政府採用，以利在地社區共享公有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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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公民電 廠的推 動現況 與 機 制

1 . 透 過 訂 定目標，保 障 公 民 優 先 參 與

歐洲自 2016 年開始推動《全歐洲同享潔淨能源》包裹法案（Clean	energy	for	all	

Europeans	package），將消費者置於電力市場與能源轉型的中心，推估至 2050

年，歐盟 45% 的能源需求，可由公民電廠供應。蘇格蘭更明訂 2030 年 2GW 的

公民參與目標，荷蘭則訂定了光電與風力案場要有 50% 開放給當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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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推動再生能源趨勢

公民為主

2016年《全歐洲同享潔淨能源》
—公民對碳中和的重要性。

2018、2019：要求各會員國在再
生能源發展中鼓勵公民的參與。

風機20％開放給當地居民。

50％光電與風力案場需開放給在
地民眾，且提供財政及行政協助。

2011年設定500MW的公民電廠
目標（提早達標）。
2020年設下1GW目標，2030年
目標2GW。

規定再生能源社區計畫至少有 
51%持股須為在地居民。

歐盟

蘇格蘭

荷蘭
丹麥

立陶宛

臺灣

中央補助辦法外，並沒有訂定公民參與目標，亦未在氣候、能源相關法規上提
到公民參與對能源發展的地位。

▲國際推動再生能源趨勢：公民為主

（原圖由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提供，綠盟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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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由 公 有 屋 頂 ／ 地 優 先 推 動

公有屋頂具有指標意義，因此由公有屋頂／地作為市民參與的地點，更能讓公民

對在地政策有參與感，如德國有三分之二的綠能合作社是使用公有屋頂。京都府

則在 2012 年推出「京都市地球暖化對策計畫」，並在對策計畫中規劃了「市民

協同發電制度」（日文為「市民協働発電制度」）項目，目標為發展地方再生能源

及太陽光電，並釋出 40 處公有建物屋頂，提供公民團體與企業申請建置太陽光

電系統。在制度設計上，將公有屋頂的釋出區分為「京都市市民協同發電制度」與

「京都市太陽光發電屋頂租用制度」兩個項目，目的是讓市民能以組織的力量，

加入發電計畫，讓再生能源的發展能建立在市民協力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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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推動公有屋頂光電 在地為先

公民透過眾籌平台集資50,000歐元，建置學校157平方公尺的光電。

有三分之二的綠能合作社使用公有屋頂。

32座學校採用公民電廠。

公立學校屋頂開放群眾募資，並提供減稅誘因。

用不同標準衡量公民電廠與商業電廠，給予公民免房租、較長準備期。
2公民團體承接9處（含學校）公有屋頂。

日本
京都

法國
馬洛奈

德國

英國
普里茅斯

臺灣
眾多縣市

南非

只有價格標，公民電廠需跟商業公司競爭誰能給地方政府更多回饋金

▲國際上推動公有屋頂光電：在地為先

（原圖由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提供，綠盟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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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京都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確保釋出的屋頂都能夠生產太陽光電，在

評選時，京都府並未將市民團體與企業的申請案件分開評選，而是在評選的過

程中，確保了市民團體加入計畫的機會，包括：

- 給 予 人 民 團 體 較 長 的 計 畫 規 劃 時 間

- 在 制 度 上 要 求 申 請 者 必 須 規 劃 環 境 學 習 與 社 會 貢 獻 項 目

- 在 環 境 學 習 與 社 會 貢 獻 的 評 分 上 ， 給 予 企 業 較 高 的 配 分

透過程序上的友善設計，使市民團體能有機會成為公有屋頂的使用者；而京都

府在計畫結束之際，排除了建物條件限制與光照條件不佳的 3 處屋頂，其餘

37 處公有屋頂均成功媒合，其中有 9 處由市民團體經營、28 處由企業經營。

在屋頂的使用上，並未規劃租金與回饋金等制度，完全以無償方式提供公民團

體架設太陽光電。此一根本精神，使京都府的發電計畫相較以往有著不同的意

義。為了確保公民團體能夠長遠地經營公民電廠，京都府在制度上也規劃了與

公民團體共同承擔風險的責任，包括：

- 協 助 市 民 團 體 為 發 電 設 施 投 保 物 產 保 險

- 建 物 因 老 舊 需 要 修 繕 時 ， 太 陽 光 電 移 動 費 用 由 京 都 府 負 擔

如此以制度規劃減輕市民團體在經營上的風險與壓力，能使更多公民團體願意

投入公民電廠的經營。京都府在計畫評選的要項中，也會審慎考量太陽光電在

建置過程中，是否選用京都府在地企業，力圖將光電產業效益留在當地，使在

地利益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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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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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新芽協會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
地球公民基金會
野薑花公民協會

參與撰寫團體
能源轉型推動聯盟
Energy Transition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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