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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國於 2015 年 7 月 1 日正式公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以下簡稱溫管法），顯示出我國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之決

心，該法案除將中央各部會之減量權責分工明確化外，亦規劃各界

參與及分層推動之機制，並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而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前項推動方案訂定其所屬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而地方政府再依據前二項中央所擬定之
方案內容，完成修訂縣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共同落實執行減

碳及調適工作。 

《溫管法》實施五年以來，面對全球暖化及國際氣候緊急呼聲，
已顯不足，我國行政院會於 2022 年 4 月 21 日通過《溫管法》修

正草案，將《溫管法》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簡稱氣候

法），並於 2023 年 1 月 10 日三讀通過，納入「追求淨零排放」為
國家長期減碳願景，修法內容更包含碳費徵收條文。 

高雄市身為全國第一大工業城市，在面對未來城市間競爭及

自身永續經營，如何降低本市溫室氣體排放量及減緩氣候變遷衝
擊成為市府重要施政目標，市府環保局參考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

目標(SDGs)，訂定高雄市永續發展考核指標，翻轉高雄市長年以來

重工業污染的宿命形象，完成 2021 年高雄市自願檢視報告(VLR)，
檢視各局處永續施政。在溫室氣體減量方面，高雄市第一期溫室氣

體管制執行方案(2018~2020 年)合計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

業及廢棄物等六大部門減碳逾 340.5 萬噸，今訂定第二階段「溫室
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執行方案），透過各局處協力，達成

逐步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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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高雄市背景資料分析 

為實現「拚經濟、衝就業、顧教育、好生活、真安心」的願景，
秉持著「緊緊緊」的精神，加速落實產業轉型、增加就業、加強工

安、交通建設、教育等面向，同時努力兼顧環境保護，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以下就高雄市氣候、人口、產業、交通、用電、溫室氣體
排放結構進行背景分析。  

一、氣候  

高雄市 2021 年平均溫度在 25.5℃左右；最低溫出現在一

月份，平均為 22.9℃，最高溫出現在七月份，平均為 28.5℃。
全日照時數高達 2,482.5 小時為全台之冠，平均日照時數達到

6.8 小時。 

受全球暖化影響，高雄市的熱季提早至三月中開始，冬季
也逐漸變得越來越溫暖，近五年每日平均日照時數均高於氣候

平均值，增加約 250.5 小時，且本市極端最高溫為 38.3°C，極

端最低溫為 4.3°C，從 1931~2021 年高雄測站溫度距平年際變
化圖可以發現(如圖 1)，年均溫呈現逐年上升之趨勢。 

 

 

資料來源: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1 

圖 1、高雄測站溫度距平年際變化圖  

  

                                                      
1 資料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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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背景分析  

2021年高雄市家戶數為 1,128.81戶，總人口數為 2,744,691

人，於直轄市六都之中位居第三，人口密度 929.82 人/平方公

里。人口成長率方面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如圖 2)。 

高雄市歷年人口統計如表 1 所示，戶數卻略為上升，且家
庭戶量(人/戶)亦由 2005 年 2.9 人/戶減至 2021 年 2.43 人/戶，

由逐年變化情形顯示高雄市家庭規模逐漸縮小(如圖 3)。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圖 2、高雄市人口數與人口密度逐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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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高雄市歷年戶數及人口統計 (2005~2021 年 ) 

年份 
人口數 

（千人） 

人口密度 

（人/Km^2） 

戶數 

(千家） 

戶數密度 

（家/Km^2） 

家庭戶量

(人/戶) 

土地 

面積 Km^2 

2005 2,753 934.57 949.12 322.14 2.90 2,946.27 

2006 2,760 936.84 961.64 326.39 2.87 2,946.27 

2007 2,765 938.43 975.91 331.23 2.83 2,946.27 

2008 2,769 939.85 991.72 336.60 2.79 2,946.27 

2009 2,771 940.47 1,007.76 342.05 2.75 2,946.27 

2010 2,773 941.35 1,022.49 347.05 2.71 2,946.27 

2011 2,774 941.26 1,035.01 351.13 2.68 2,947.62 

2012 2,779 942.68 1,046.59 355.06 2.66 2,947.62 

2013 2,780 943.09 1,056.42 358.40 2.63 2,947.62 

2014 2,779 942.79 1,064.67 361.20 2.61 2,947.62 

2015 2,779 941.44  1,072.94 363.48  2.59 2,951.85 

2016 2,779 941.57  1,081.47 366.37  2.57 2,951.85 

2017 2,777 940.74  1,092.22 370.01  2.54 2,951.85 

2018 2,773 939.59 1,099.96 372.63 2.52 2,951.85 

2019 2,773 939.48 1,110.05 376.05 2.50 2,951.85 

2020 2,766 937.02 1,119.48 379.25 2.47 2,951.85 

2021 2,745 929.82 1,128.81 382.41 2.43 2,951.85 

 

 

圖 3、高雄市戶口數與戶數密度逐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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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發展與經濟成長  

高雄市工商業持續發達，依主計處統計，至 2021 年底商
業登記達 128,542 家，與 2020 年相比，增加 3,921 家。高雄市

產業以製造業 19,164 家最多(佔 23.08%)，其次為營造業 16,287 

(佔 19.61 %)及批發及零售業 11,930 家(占 14.37%)(如圖 4)。 

高雄市之工廠、商業、公司數量及資本額呈現逐年上升之

趨勢(如表 2)，顯示商業活動持續活絡發展。截至 2021 年 12 月

高雄市轄內工廠登記家數以金屬製品製造業 2,467 家次為主要
行業別(約佔總家數 31.71%)，其次為機械設備製造業共 1,044

家次(佔總家數 13.42%)，第三大類為食品製造業計 883 家(佔

總家數 11.35%)，其餘行業別所佔比例皆不足總家數 10%(如圖
5)。 

高雄市近 10年營利事業銷售概況大致呈逐年成長的趨勢，

近 10 年營業額統計整理如表 3 所示。受國際金融海嘯衝擊，
2009 年營利事業銷售額較 2008 年下滑，大幅減少 18.96%，

2010年因全球景氣復甦、貿易活絡、民眾消費情形較佳，自 2011

年起營利事業銷售概況反彈並逐年成長。2021 年全年高雄市營
利事業銷售額為 55,753.6 億元，其中以製造業為最大宗，其次

為批發及零售業，營業額分別為 24,262.6 億元與 18,259.3 億

元，第三為營造業，營業額達 3,997.7 億元(如表 3)。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圖 4、高雄市產業特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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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圖 5、高雄市轄內工廠登記行業別統計  

表 2、高雄市近十五年工廠、公司及商業登記家數  

年別 工廠登記數(家) 商業登記家數(家) 
公司登記家數與資本額 

家數(家) 登記資本額(百萬元) 

2005 6,231 101,240 73,797 1,358,918 

2006 6,375 102,996 74,454 1,375,997 

2007 6,507 103,045 74,121 1,405,912 

2008 6,572 103,276 71,725 1,438,337 

2009 6,499 104,016 72,185 1,464,662 

2010 6,446 105,435 73,442 1,488,371 

2011 6,492 106,738 75,078 1,542,804 

2012 6,827 107,752 76,597 1,627,053 

2013 6,834 109,588 78,017 1,664,376 

2014 7,045 110,289 79,793 1,717,750 

2015 6,492 111,181 81,762 1,777,053 

2016 7,258 116,478 83,777 2,014,224 

2017 7,510 118,319 86,144 2,045,577 

2018 7,540 120,241 86,610 2,077,854 

2019 7,632 122,163 81,752 2,068,672 

2020 7,673 124,621 81,166 2,119,698 

2021 7,781 128,542 83,049 2,173,885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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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雄市各產業歷年營業額統計  

行業別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農、林、漁、牧業 60.4 58.1 66.7 69.5 77.5 96.5 99.8 87.2 83.4 91.8 101.3 111.4 101.8 140.8 

製造業 (含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 
17,581.2 13,228.1 17,684.7 18,846.1 17,686.0 17,564.5 18,199.4 16,505.1 17,331.4 19,809.9 21,159.3 19,512.0 17,979.8 24,262.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

治業 
324.6 287.6 344.8 366.3 371.3 389.8 378.4 359.3 360.8 419.6 473.3 447.1 483.0 534.3 

營造業 2,270.5 2,072.5 2,319.0 2,484.3 2,499.9 2,545.5 2,765.0 2,721.5 2,516.1 2,595.7 2,933.5 3,202.7 3,444.3 3,997.7 

批發及零售業 12,860.0 11,045.1 13,886.6 14,565.4 14,253.7 14,445.7 15,077.3 14,517.1 14,319.9 15,398.3 16,112.0 15,778.1 15,480.5 18,259.3 

運輸及倉儲業 1,300.7 1,082.0 1,084.5 1,141.8 1,173.8 1,466.5 1,327.6 1,284.7 1,254.8 1,290.6 1,341.5 1,353.8 1,333.5 1,659.1 

住宿及餐飲業 342.5 349.2 396.8 475.3 489.0 518.8 555.3 596.7 635.5 669.0 686.7 731.7 696.5 703.1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69.0 351.5 370.9 377.6 383.9 399.9 419.6 409.4 419.7 409.7 389.8 425.4 385.4 383.6 

金融及保險業 928.0 690.3 724.9 792.6 781.7 810.8 811.7 801.7 769.8 793.1 847.1 873.3 959.9 1,028.8 

不動產業 560.6 512.0 572.3 570.3 746.1 928.4 854.4 733.6 795.5 948.2 1,107.1 1,337.2 1,462.2 1,731.6 

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200.3 183.7 193.6 201.0 207.5 226.2 290.0 287.1 436.6 281.2 306.9 313.4 319.9 392.3 

支援服務業 230.7 203.1 241.5 263.3 301.6 309.8 334.7 353.5 345.2 356.4 395.4 430.5 423.0 444.3 

教育服務業 7.2 9.3 9.5 9.7 9.6 10.6 12.0 19.3 24.6 18.7 21.1 20.8 23.1 22.5 

藝術、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 
81.1 66.8 67.7 64.4 73.3 76.8 73.0 78.6 69.7 72.2 82.3 93.2 93.2 89.5 

其他服務業 179.0 193.0 190.8 198.7 213.5 218.5 230.7 232.6 234.3 247.7 256.7 277.5 293.6 305.3 

總計 38,608.4 31,288.4 39,444.8 41,981.7 41,082.8 41,892.6 43,421.3 38,987.4 39,597.3 43,402.0 48,109.3 46,863.1 45,226.6 55,753.6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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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背景分析  

高雄市 2021 年度汽機車輛數總計為 2,991,313 輛，機動車
輛佔全市車輛數之 68.86%為最多，其次為小客車佔 26.41%(如

圖 6)。以汽機車種燃料進行分析，主要使用之燃料以汽油

(93.22%)與柴油(3.41%)為大宗，其次為逐年成長電能(2.53%)及
油電混合(0.79%)。 

 

圖 6、高雄市交通車輛數分析圖  

五、用油使用分析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資料，歷年油品銷售情形，2021 年

汽油銷售量為 986,683 公秉，較前年 2020 年減少 7.3%，2021

年柴油銷售量為 614,362 公秉，較前年 2020 年增加 2.1% 。汽

油銷售量逐年呈現縮減而柴油銷售量出現逐年遞增情況。本市

2005 年既有 278 站逐年遞減，至 2021 年約 269 站(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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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高雄市 2005~2021 年售油量及加油站數彙整表  

年度 站數 汽油(公秉) 柴油(公秉) 合計(公秉) 

2005 278 1,202,813 460,035 1,662,848 

2006 276 1,161,402 532,004 1,693,406 

2007 277 1,128,059 529,521 1,657,580 

2008 282 1,055,926 511,473 1,567,399 

2009 283 1,070,519 505,406 1,575,925 

2010 278 1,076,387 575,263 1,651,650 

2011 274 1,085,949 584,857 1,670,806 

2012 269 1,071,068 575,071 1,646,139 

2013 268 1,064,521 575,805 1,640,326 

2014 267 1,060,571 584,590 1,645,161 

2015 265 1,088,273 580,746 1,669,020 

2016 263 1,122,476 578,722 1,701,198 

2017 263 1,093,233 594,637 1,687,870 

2018 265 1,058,637 593,896 1,652,533 

2019 268 1,058,706 589,553 1,648,259 

2020 268 1,064,292 601,895 1,666,187 

2021 269 986,683 614,362 1,601,045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六、用電特性分析  

依據地方能源治理分享平台顯示，2021 年高雄總用電量為

307.7 億度，近 5 年總用電概況大致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年成
長量約 5.94 億度)，除 2019 年用電量下降(減少 4.7 億度電)，

因受氣候及 COVID-19 疫情影響，2021 年用電量較去年成長

11.85 億度電，漲幅 4%(如圖 7)。 

用電類別統計資料，較 2017 年由工業增加 22.3 億度電最

為明顯 (成長 7.1%)，其次依序是住宅增加 3 億度(1.5%)；農林

漁牧(-2%)及服務業(-3.2%)則呈現下降情形，分別減少 1 億度
及 3.3 億度，2021 年較 2017 年累積成長 29.7 億度電。 

2021 年用電量以工業為最大宗，電量為 192.65 億度，佔

了最大的比例(63%)，其次為住宅，用電量為 59.58 億度(佔
19%)，第三為服務業，用電量為 53 億度(佔 17%)(如圖 8)。 



 

第 10 頁 

 

圖 7、高雄市近 5 年用電量情形  
 

 

圖 8、高雄巿 2021 年用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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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溫室氣體排放量分析  

依據環境保護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及
「2006 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準則」完成 2005 至 2021 年高

雄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且於 2012 年、

2014~2017、2019、2021 年取得由英國標準協會(簡稱 BSI)所核
發之有限保證等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聲明書。 

高雄市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約佔全國總排放量五分之一，近

十年總排放量約為 5,448~5,931 萬公噸 CO2e(如圖 9)，排放部
門別結構來看，工業部門排放佔比皆高達 80%以上，其次依序

是住商部門(約 9%)、運輸部門(約 7%)及廢棄物部門(約 0.7%)。 

高雄巿 2021 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較 2005 年(基線年)減少
13.27%，超越國家設立的 2025 年目標值(10%)，目前積極朝

2030 減量 30％目標邁進，如(圖 10)。 

 

圖 9、高雄市近十年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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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高雄市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八、高雄巿迄今推動情形  

（一）氣候變遷業務推動組織 

2010 年訂定「高雄市永續發展會設置要點」，設立「高雄

市永續發展委員會」，為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降低氣候變遷對
市民生命財產之影響，2017 年將既有的「高雄市永續發展委員

會」升格為「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委員會」(以下簡

稱調適會)，為利會議聚焦並扣和高雄市五大施政面向，於 2022

年參考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將工作小組濃縮

為 5 組，設綠色經濟組、永續願景組、永續安全組、永續教育

組及永續環境組等五組，架構如(圖 11)所示。 

調適會永續環境組每年辦理 2 場次溫室氣體減量研商會

議，由市府各機關研提減量策略，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召集

各機關針對各項策略及指標進行檢討及修正，近 4 年會議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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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推動綠電發展與經濟部能源局共同成立府層級「高雄

市綠電推動專案小組」，邀集專業技師、產業公會、學術專家、
中央機關與台電公司等相關人員共同參與，透過跨局處規劃、

合作及執行，提高行政決策效率、共享政策資源，以建構安全

穩定、效率及潔淨能源供需體系之基礎，預計於 6 年內(2021 年
至 2026 年)設置太陽光電達 1.25 百萬瓩。 

 

  

圖 11、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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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高雄市政府近三年辦理相關永續暨減量專家研商會議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2019.03.28 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會第五屆第一次委員會議會前會 

2019.05.15 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會 第五屆第一次委員會會議 

2019.08.22 高雄市氣候變遷農地調適計畫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 

2020.02.19 109 年度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第一場研商會議 

2020.03.23 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會第五屆第二次委員會議會前會 

2020.06.11 109 年度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第二場研商會議 

2020.11.17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 

2020.11.19 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會第五屆第二次委員議準備會議 

2020.12.01 109 年度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第三場研商會議 

2020.12.17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 

2020.12.24 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會第五屆第二次委員會會議 

2021.01.11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 

2021.02.19 高市脫煤減碳時程研商會議 

2021.02.25 110 年度高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場研商會議 

2021.03.18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五次會議 

2021.05.03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六次會議 

2021.06.23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七次會議 

2021.08.31 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會第六屆第一次委員會議會前會 

2021.09.02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八次會議 

2021.11.03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九次會議 

2021.11.11 110 年度高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二場研商會議 

2021.11.17 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會第六屆第一次委員會議 

2021.12.28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十次會議 

2022.03.09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十一次會議 

2022.05.05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十二次會議 

2022.07.06 高雄巿綠電推動專案小組第十三次會議 

2022.11.12 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會第六屆第二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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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推動成果 

配合環境條件及在地發展方向，以能源、企業為出發點，

在六大部門分別發展具有特色的管制執行方案，滾動式加強管
理高雄溫室氣體排放量，高雄市依溫管法編撰「溫室氣體管制

執行方案」，第一期執行方案(2018 年~2020 年)累計 3 年貢獻減

碳 340.5 萬公噸 CO2e。 

1.能源部門：再生能源推廣措施(建置 405.2 千瓩)，共 1 項

措施項目，減碳量達 27.9 萬噸。 

2.製造部門：擴大推動工業區能資源整合、推動工業區廢棄

物循環再利用、事業單位汰換燃料油鍋爐或採低碳燃料等

8 項措施項目，減碳量達 201.8 萬噸。 

3.住商部門：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推動公部門節電及節

油措施、設置節能型式路燈 節省公共照明耗電等 14 項措

施項目，減碳量達 70.6 萬噸。 

4.運輸部門：提升大眾運輸服務效能及使用比例、實施高停

車費率及機車停放收費、提供大眾運系統票證整合等 16

項措施項目，減碳量達 10.8 萬噸。 

5.農業部門：推動漁船獎勵休漁計畫、打造高雄生態廊道串

聯濕地公園網絡、推動學校辦理蔬食午餐減少碳排放量等

9 項措施項目，減碳量達 26.7 萬噸。 

6.環境部門：提高下水道接管普及率、增設回收管道 宣導

垃圾減量及回收再利用等 5 項措施項目，減碳量達 2.8 萬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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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方案目標 

高雄市將以「產業轉型優先」、「增加就業優先」、「交通建設優
先」以及「改善空污優先」 這四大優先做為施政目標，追求城市

永續發展，在溫室氣體減量方面，追求 2050 淨零高雄願景，提出

短、中、長期淨零路徑及措施，同時搭配「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
治條例(草案)」，落實氣候治理，並透過產業淨零大聯盟，以大帶

小加速產業低碳轉型，高雄巿推動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

作為本市 2021-2025 年各部門淨零政策，逐步邁向 2050 淨零高雄。 

一、質性目標  

（一）環境建構性質 

1.配合中央政府宣導，提升高雄市再生能源憑證之發電量 

2.配合中央政府宣導，積極推行公民電廠 

3.推動產業淨零大聯盟 

4.推動「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法制作業 

5.配合中央政府宣導，鼓勵工廠參與綠色工廠標章制度 

6.推動社會住宅新建案及各級學校設置智慧電表 

7.推動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建置學校用電管理系統（EMS） 

8.推動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以跨局處及產官學合作，共

同辦理節能減碳、校園環境教育政策 

9.推動海岸地區環境改善，整建海堤 

10.配合中央政府宣導，協助執行經濟部能源局推動之「指

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 

11.配合中央政府宣導，協助蒐集中央推動之「能源用戶訂

定節電 1%」相關資料 

12.推動集合式住宅大樓之建置充電設備 

13.配合中央政府，推動節電志工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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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配合中央政府宣導，推廣能源技術服務模式發展，提升

本市商業部門能源使用效率 

15.增設公共自行車租賃站，2025 年累計達 1,400 站 

16.推動發展與行銷高雄特色觀光 

17.推動本市高中職新生暨轉學生換發一卡通數位學生證，

鼓勵學生搭乘大眾運輸 

18.推動培訓環保志工，辦理志願服務基礎及環保類特殊或

增能訓練 

19.推動排放源查核，線上勾稽與現場查核應盤查登錄溫室

氣體排放源 

20.推動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監督溫室氣體減量與建議提供 

（二）調適性質 

1.推動多元水資源政策，增加再生水提供量 

（三）觀察性質 

1.推動汽電共生業者脫煤減煤政策 

二、量化目標  

（一）能源部門 

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量 2021 年至 2025 年增加 750

百萬峰瓩 

（二）製造部門/綠色產業 

1.高雄市第一批應申報排放源完成提報自主管理計畫 

2.成立「工業節能減碳技術輔導團」輔導 25 家次 

3.輔導 3 家事業單位開發減量額度/碳標籤產品 

4.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總增量 112 萬噸 

5.公私跨部門溫室氣體合作減量 100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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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商節約能源 

1.推動建築物節水節電與創能計畫，設置雨水貯存容量

2,000,000 平方公尺、設置再生能源容量 150,000 峰瓩、

既有建築物設置節能燈具瓦數 4,500,000 瓦 

2.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 50 萬平方公尺 

3.公園綠地面積 10 公頃 

4.閒置空地綠美化每年執行 4 公頃 

5.擴增社區綠美化植栽苗木累計 1,000 株 

6.公部門節電，以 2015 年為基期，於 2023 年提升整體用電

效率 10% 

（四）綠色運輸 

1.老舊柴油車汰換 2,800 輛 

2.淘汰 1-4 期老舊機車 250,000 輛，新增電動二輪車 32,000

輛 

3.汰換低碳公務車 388 輛 

4.推動共享運具 2025 年達 4,400 輛 

5.提供區域接駁車服務，搭乘人次累計 3,759 萬人 

6.推廣低碳運具，引入電動或低碳能源公車 200 輛 

7.推動高雄捷運總運量，搭乘人次累積 4,900 萬人次 

8.推動公共自行車騎乘優惠，2025 年租用人次達 1,200 萬人

/年 

9.推動公務機車汰換電動機車數 700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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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永續農業及林業 

1.推動漁船獎勵休漁計畫，減少作業船隻累計 4,750 艘 

2.推動漁船(筏)收購及處理作業計畫，計畫執行期間規劃收

購漁船(筏)累計 5 艘。 

3.打造高雄生態廊道，生態濕地面積累計 583 公頃 

4.推動造林獎勵，累計造林苗木 80,000 株 

5.推動學校辦理蔬食午餐，累計 8,169,872 人餐 

6 推動有機農業生產輔導，至 114 年有機、友善栽種面積增

至 1,200 公頃 

7.推動在地食材，媒合餐飲業者及鼓勵民眾購買之高雄在地

生產安全農產品累計 45,000 公斤 

8.推動沼液沼渣再利用，減少化學肥料施用量累計 3,000 包 

9.推動畜牧場節能計劃，輔導家數累計 25 家 

（六）環境部門/環境教育 

1.推動掩埋場活化工程，空間每年增加 6 萬立方公尺 

2.推動普及污水下水道，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累計 51% 

3.資源回收率每年提升 0.3% 

4.推動焚化底渣再利用措施，焚化底渣再利用率每年提升

0.5% 

5.推動畜牧糞尿資源化，甲烷每年處理量 163 噸，發電量

五年累計 345 萬度 

6.滯洪池綠地面積累積 18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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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推動期程 

依據溫管法第二階段係自 2021 年起至 2025 年止，本執行方
案即以第二階段期程進行相關減量策略措施。 

肆、 推動策略 

一、推動說明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加劇，2050 淨零排放已成為國際共識，

高雄市身為國內主要城市，積極面對挑戰，推動各部門淨零路徑，

並加速產業低碳轉型腳步，同時著手研擬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
(草案)，落實氣候治理。 

本市在「再生能源推廣」、「產業結構轉型」、「綠色經濟發展」、

「法規制度」、「提升建築能效」、「低碳交通運具」、「大眾運輸服
務」、「智慧氣候型農業」、「生態維護」、「植栽綠化」及「永續教

育宣導」等議題，積極推動各項減量方案，並參考中央推動方案

及行動方案，規劃 2021 年至 2025 年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策略藍
圖(如圖 12)，市府各單位之權責、任務分工、減量策略、經費預

算(如表 6)、及預估減碳量(如表 7)所示，並由各執行機關進行管

考把關，以提昇減量效益。 

本市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由各部門能源、製造、住

商、運輸、農業、環境擬定措施並實施計畫，規劃 2025 年總減

碳效益約 217 萬噸 CO2e，共 58 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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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高雄巿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藍圖  

二、策略說明  

（一）能源部門 

高雄市屬於亞熱帶氣候，平均一年日照時間約 2100 小時
至 2300 小時，條件適合設置太陽光電。自 2011 年起便陸續推

動「太陽能綠色融資」、2015 年「百座世運光電計畫」、2019 年

~2021 年「創能經濟 光電計畫」等計畫，2021 年全市太陽能
光電裝置容量為 773,271 峰瓩，全台排名第四，年發電量超過

8.99 億度，具備良好發展潛力。 

高雄市政府亦啟動「高雄市綠電推動專案小組」，在過去累
積之基礎上，進一步更積極推動綠電發展，並擴大至節能行動、

智慧電表、打造綠能示範區等，打造高雄成為高科技、低增碳

的智慧綠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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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再生能源推廣 

綠電推動專案小組(圖 13)，以「創能」「節能」及「儲

能」為三大面向，計畫以「公私有房舍推展光電屋頂計畫」、

「以節能服務模式加速節電低碳行動計畫」、「學校建築物
綠能規劃及智慧用電」、「漁電共生專區優先示範推動」及

「高雄市轄區內電廠友善降轉」做為五大推動任務，以 2021

年至 2022 年增加 270 百萬峰瓩(6 年 1,250 千瓩；2021 年
~2026 年)為目標。 

高雄市政府自 2021 年 3月啟動漁電共生地方巡迴說明

會，已深入彌陀、路竹、湖內、岡山、茄萣及阿蓮辦理六場
次漁電共生說明會，聽取漁民與廠商回饋意見，充分溝通，

給予有效協處方案，同時為解決漁民資源不足的疑慮，高市

府陸續與全國六家銀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漁電共生友善養殖技術研究中心、太陽光

電同業公會和高雄市太陽能設備裝修職業工會簽署合作備

忘錄，從資金、養殖管理策略和光電結合養殖技術輔導等提
供專業協助。 

2021 年光電備案容量為 295 千瓩，已超越原定 130 千

瓩目標，備案案件數為 1,542 件，達全國第一；另小港醫院、
中山大學、高雄郵局及義大皇家酒店亦透過經發局辦理之

節能說明會，分享「ESCO 能源技術服務」，期盼以成果分

享，吸引更多單位一起加入減碳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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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綠電推動專案小組之執行組織圖  

（二）製造部門 

高雄市為國內工業重鎮，擁有台灣最大，約 2,544 公頃

的工業區面積(台船、中鋼及中油)以及同為台灣最大，約 283

公頃的加工出口區面積(高雄加工出口區、楠梓加工出口區、
小港空運物流區、高雄軟體科技園區、成功物流園區、臨廣

加工出口區)，面對國際碳關稅、國內碳費及淨零壓力，積

極進行產業製程、能源改善，並加速產業轉型步伐。製造部
門架構圖(如圖 14)所示。 

 

圖 14、製造部門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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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推動「產業淨零大聯盟」 

製造部門佔本市 8 成排放量，本市成立「產業淨零大

聯盟」並分鋼鐵、石化、電子、電力、循環等五大組，邀集

各類別龍頭擔任組長，以帶帶小大分享減量成果與創新技
術研發，帶領轄內事業(佔全市 7 成排放)，打造低碳產業鏈，

(如圖 15)。 

 

圖 15、產業淨零大聯盟成立記者會  

2-2 推動排放源溫室氣體自主管理 

「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於 2015 年 10 月 15

日公布施行，第 11 條即明定轄內主要溫室氣體排放事業單

位應提報溫室氣體自主管理計畫，透過主要溫室氣體排放
源訂定自主管理計畫推動溫室氣體管制措施，達減量目標。 

2-3 成立「工業節能減碳技術輔導團」 

高雄市於 2014 年度起成立「節能減碳技術輔導團」，

集結各界的專家學者，2022 年邀請共 15 個委員以及 2 家事

業單位(圖 16)，進行轄內各單位之輔導工作，協助提供其能
源耗費改善及低碳技術等規劃與運用，盼能達到節約能源、

降低碳排之目標。 

2021 年已協助完成 10 家事業單位以及 5 家住商部門
的輔導工作，總減碳效益約 14,108.9 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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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022 年度高雄市節能技術輔導團成員  

2-4 開發減量額度/碳標籤產品 

因應碳權管理議題，藉由提供輔導資源協助事業申請

環保署抵換專案取得碳權、建立碳資產及風險管理能力，期

透過經濟誘因，促使產業界自發地響應溫室氣體減量，除此
市府亦輔導事業單位之產品申請碳標籤，了解產品生產過

程之碳足跡。 

2-5 推動工業區環境循環再利用 

依據廢清法第 39 條規定，針對共 89 項可逕行再利用

之廢棄物以產業生態循環及物質循環再利用，使環保綠色

產業及既有產業園區之生態化鏈結加速形成，與高科技產
業形成互補作用，不但可活絡相關產業，亦可促進地方建

設，提升產業競爭力，邁向工業區生態化永續經營之目標。 

2-6 公私跨部門溫室氣體合作減量 

高雄市自 2014 成立平台，媒合企業協助高雄市校園、

社區、弱勢社團進行耗能設備汰換、光電建置等，執行跨部

門溫室氣體合作減量，達成企業外部減量，落實社會責任，

(如圖 17)。2021 年已有 37 案簽署跨部門溫室氣體合作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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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書，30 案完成辦理，補助金額達 1,552,166 元，汰換老

舊設備推估總年減量約 28,469 公斤 CO2e，而太陽光電建置

契約容量預估約 742 峰瓩，推估年減量約 465,605 公斤

CO2e，盼藉由公私部門合作，將節能減碳技術與觀念推廣

至轄內各區域，擴散減碳風氣。 

 

圖 17、公私跨部門溫室氣體減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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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商部門 

屋頂加蓋鐵皮不僅嚴重影響市容，亦面臨氣溫節節高

昇的挑戰，高雄市以屋頂綠化改善都市熱島並降低建築物
室內熱負荷。 

高雄市訂定「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及「高雄市

政府工務局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請領雜項執照違建處
理原則」，發展因地制宜的建築型態，以營造宜居低碳防災

且具有在地特色的「高雄厝」，透過長期積極推動能源地方

治理業務，推出多項措施，改善創造永續生活環境，亦同時
提升城市競爭力。住商部門架構圖(如圖 18)所示。 

 

圖 18、住商部門架構圖  

 

3-1 推動建築物節水節電與創能計畫 

自 2012 年推動「高雄厝計畫」，針對環境面、社會面、

法規面、經濟面，制定 3 大核心、4 大指標、12 項政策工

具，透過強制及鼓勵性的方式，減緩或改善環境課題所帶來
之居住環境負面影響，包括有效節能減碳之立體綠化、因應

極端降雨的雨水貯集設施、創造能源的太陽光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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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厝」透過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並訂定十
項設計準則量測訂做的融入寬度 3 米並結合複層式綠化的

景觀陽台、綠能屋頂、全齡者適用的通用設計空間、在地材

料等元素，以達到綠能、低碳、樂齡化社會等永續目標，改
造成綠色房子，(如圖 19)，建構節能減碳之建築並從公益觀

點切入，積極轉化違建與都市環境和諧共存的可行性。高雄

厝推動迄今累積豐碩成果，申請案達 14 萬戶，太陽光電總
設置量超過 1281.4 百萬瓩，綠化面積達 100 座國際標準足

球場面積，結合光電、綠化、雨水貯集設置容量等，合計每

年總創能減碳 138 萬公噸，達到永續發展目標，創造高雄
宜居永續環境。 

為配合中央推動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危老建

築物重建設置高雄厝綠能設施部分，得免繳納回饋金，以鼓
勵危老重建透過綠建築等方式降低排碳、改善環境。 

  

圖 19、高雄市推動建築物創能成果圖  
 

3-2 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 

近年來高雄市政府力推建築綠化系列政策，利用創新

建築技術工法，突破法令限制，使屋頂鐵皮違章建築轉變成

合法立體綠化及綠屋頂；將建築的閒置空間進行綠化，彌補

城市綠化的不足，且透過民眾推廣及社區參與的方式，增加

市民公共意識，打造高雄在地特色建築 (如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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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成果  

3-3 公園綠地面積 

都市計畫區辦理公園開闢，經由補助公私有土地執行
裸露地綠美化，新增共融式公園面積，透過跨族群、障礙、

跨年齡的創意發想與公民參與機制，提供各年齡層一般需

求或特殊需求身障孩童一起遊玩的特色遊戲場。 

3-4 閒置空地綠美化 

因應全球都市生態綠網及基於永續經營理念，本府局

處及各轄區公所共同推行閒置空地綠美化，展現綠意盎然
之市容景觀、改善環境品質亦提供舒適宜人的休憩空間，營

造現代化國際都會景觀並符合宜居城市之目標。 

3-5 擴增社區綠美化植栽苗木 

本府都市發展局自 2011年推動清淨家園社區營造計畫

以來，為鼓勵市民綠美化及種植苗木，2014 年起輔導社區

成立社區園藝行，提供市民每月領苗服務。本措施為每年持

續性計畫，定期每年進行補苗，平日由社區志工養護，每 3

個月進行 1 次庫存清點，目前僅開放市民及本市社區申領
苗木，每位市民每 3 個月可申領 1 次，每次可申領 2 棵，

社區每次可申領 15 棵，均需於都市發展局網站線上預約申

請。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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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推動公部門節電措施  

配合行政院核定「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

畫」，以 2015 年為基期，以 2023 年提升整體用電效率 10%

為目標，推動節約用電措施，落實專業化、智慧化節能管理，
以符國家節能減碳政策，並進一步達成市政府機關學校撙

節開支。 

（四）運輸部門 

高巿 95%的人口集中在全市土地面積 25%的都會區，
因此對於大眾運輸系統的配置，需考量都市化程度以及土

地使用強度規劃層級式公共運輸。人口密集高中心以建構

完善的捷運系統，外圍則以輕軌、捷運串聯，再來依旅運需
求強度建置公車、公車式小黃等運輸系統完善整體公共運

輸路網。持續優化本市公共運輸環境，提供便利公共運輸轉

乘，強化弱勢族群綠色運輸，改善營運虧損補貼，強化科技
應用管理，精進交通安全，並採用綠能、網路及通用三大策

略，提供市民時間、空間、資訊及服務無縫接駁服務。運具

電動化部分，除了提供電動機車加碼補助，持續汰換公務
汽、機車為電動車輛外，也協助公車業者爭取中央補助經

費，將現有柴油公車汰換為電動公車，公共停車場汽車充電

樁至少 5%比例增加，營造電動運具友善使用環境(圖 21)。 

 

圖 21、運輸部門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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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本市 1~3 期老舊柴油車汰舊 

高雄市環保局實施柴油車、機車等多項補助措施，協助

車主加速汰換。2021 年老舊大型柴油車淘汰數量 1,891 輛，

為全國第一，老舊車輛所佔比例由 106 年之 68.9％降至 110

年之 46.5％。 

4-2 提供汰換老舊機車新購電動機車補助優惠方案 

巿府提供電動車輛加碼補助，並自 2010 年起推展電動

機車免費充電站服務，且提供網路ｅ化申請服務、進度查詢

及建置案件比對查核機制，並持續建構及維護本市電動車
輛充電環境網；除編列經費以補助方式鼓勵民眾汰舊換新

外，高雄市提高申請便利性，增加民眾購置意願。 

高雄市 2021 年 1-4 期老舊機車淘汰數量 71,515 輛，全
國第二，減少二行程機車 12,973 輛為全國第一。此外電動

二輪車新增 13,350 輛，總數為 74,015 輛，數量為六都第四。 

4-3 公務車購置低碳能源或清潔燃料車輛 

高雄市加速汰換高污染公務(機)車為低碳或電動工務

(機)車，降低交通運輸之排碳量。 

在市府財源有限情形下，積極向中央爭取經費，本府車
輛先期作業審核小組，優先審核加速汰換老舊車輛，朝向公

務車全面電動化邁進。 

另高雄市持續推動公務機車電動化，環保局於 2021 年
汰換燃油公務機車為電動公務機車共計 40 輛。民政局亦汰

換鳳山、林園、大寮、大樹、大社、仁武及鳥松等 7 區里政

業務用燃油公務機車 175 輛為電動機車。預計 2025 年前達
成汰換電動機車 700 輛，持續朝公務機車電動化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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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共享電動機車推動 

高雄市目前已有 6 家共享運具業者取得營業許可，其

中包含威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WeMo)投入 1,000 輛共享

電動機車，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iRent)投入 800 輛
共享電動機車(圖 22)及 350 輛共享汽車(圖 23)，睿能數位

服務(GoShare)投入 700 輛電動機車，其昜電動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Urda)投入 145 輛電動機車，光捷(ATR)投入 20

輛電動機車，及夠酷比股份有限公司(Gokube)投入 1,200 輛

共享電動自行車，合計 4,215 輛共享運具提供服務。營運範

圍涵蓋左營區、苓雅區、鹽埕區、前鎮區、鳳山區、新興區、
三民區、小港區、鼓山區、岡山區、旗山區、仁武區、美濃

區、大樹區、橋頭區、彌陀區、梓官區、永安區、路竹區、

楠梓區、鳥松區、前金區、旗津區等 23 個行政區，後續將
視業者申請，陸續核准增加車輛數及擴大營運範圍。 

高雄 YouBike2.0 公共自行車部份，設站靈活且更近更

密、採無電的輕樁系統，偏郊地區也由 City Bike 原來 85 站
大幅增加至 372 站，自 2020 年營運迄今，在交通局與微笑

單車團隊積極辦理建置作業下，已於 2022 年 11 月底啟用

累計 1,200 站，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累計突破 2,516 萬使用
人次。提供多人借還車功能、租借方式多元(一卡通、悠遊

卡、手機 QR code 掃碼、Line Pay Money)，公共自行車已

逐步融入市民生活，成為通勤、通學、遊憩不可或缺的接駁
工具，讓高雄的交通運輸、城市觀光帶來便利同時，更加響

應節能減碳。 

  



 

第 33 頁 

  

  

圖 22、共享電動機車  

 

圖 23、共享低碳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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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提供區域接駁車服務 

本市市區公車路線計有 166 條，為提升公車便利性，

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幹線公車增加到 20 條，服務範圍擴

大至梓官、楠梓、旗津、小港及林園區；後續將滾動式檢

討幹線公車服務水準，透過加密幹線公車班次，及調整站

點時間搭配捷運到站時刻，提供搭乘捷運民眾便利轉乘公

車，提升搭乘公車意願。另持續推動公車路網優化，提升

本市公車路線直捷性、闢駛高潛力路線、提升駕駛服務態

度及乘車舒適度等，提供完善公車運輸環境(如圖 24)。 

 

圖 24、行動支付普及於本市公車  便捷暢行的交通服務  

4-6 引入電動或低碳能源公車推廣低碳運具 

本市為響應綠色運具潮流，降低排放空氣污染物，每年
均積極輔導業者依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化大客

車作業要點」及「交通部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申請購置電動低地板公車(如圖 25)；截至 110 年計有電
動低地板公車 194 輛，占全市公車 19.4%，電車比例為六都

第一。並以協助業者爭取交通部同意補助 26 輛電動低地板

公車購車，提供老弱婦孺及行動不便市民更親近友善之無
障礙公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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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計算，每汰換一台柴油公車為電動公車，每公里可
以減碳 0.825 公斤，有極大環保、減碳效益。未來除新闢路

線時要求客運業者採用全電動公車車隊營運，更要求業者

盤點 10 年以上柴油車輛，提報公路總局汰舊換新計畫，汰
換為電動公車提供服務，提供零污染、零噪音的公共運輸，

提升高雄市公車服務品質及競爭力。 

 

圖 25、推動綠能公共運輸  節能大躍進  

4-7 提升高雄捷運總運量 

高雄市政府與交通部合作 MaaS 交通行動服務(如圖

26)，推出 MeN Go 交通月票，整合捷運、公車、輕軌、渡

輪、公共自行車等多元運具；民眾購買月票，可以在一個

月內無限次數、不限距離免費搭乘公共運具。MeNGo 交通

月票於 2018 年 9 月底發行，至 2022 年 12 月底公共運輸

使用次數超過 1,854 萬人次。 

另 2021 年 10 月全國首創發行 QR code24/48/72 觀光

時票數，不僅可讓國內旅客至高雄旅遊之用，更可於大型

活動時（如高雄燈會）與其他平台界接，成為大型活動疏

運解決方案之一，也與高鐵公司等洽談異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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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MaaS 交通行動服務  

高雄市捷運系統規劃環狀輕軌捷運建設案(圖 27)，路
線全長約 22.1 公里，設置 38 處候車站及 1 座機廠，分二階

段發包施工。 

第一階段 C1~C14 車站(共 14 座車站)及 1 座機廠，長
約 8.7 公里，於 2017 年 9 月 26 日全線通車營運。 

第二階段 C15~C37 車站(共 24 座車站)及 1 座駐車廠，

路線全長約 13.4 公里。目前營運路段 6 公里(即 C15~C20

車站、C32~C37 車站，共 12 座車站及 1 座駐車廠業於 2021

年 12 月 16 日通車營運)，另 C21A~C31 車站刻正施工中。 

 

圖 27、高雄環狀輕軌捷運  

4-8 增設公共自行車系統站點 擴展服務範圍 

整合營運及建置服務，由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以全
新高雄 YouBike2.0 系統及設備於本市提供服務，全市各交

通節點、學校、商圈等處，已完成設置超過  1,200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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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Bike2.0 場站，對於仰賴捷運、輕軌、公車、渡輪及台
鐵等公共運輸的族群，全市各主要交通運輸場站已設置租

賃站，提供最後一哩接駁服務，提供更便利、更密集之公共

自行車服務(如圖 28)。 

 

圖 28、公共腳踏車租賃站  

4-9 推出公共自行車騎乘優惠措施 提高使用意願 

高雄 YouBike 2.0 公共自行車系統設站靈活、無需用電

的輕樁系統，可密度更高、使用更方便、騎乘更舒適、借還

更容易。使用者可直接於自行車上太陽能充電智慧車機操
作借還功能，一個場站可同時服務多人借還車，民眾不需到

中控台排隊。 

鼓勵民眾多多使用綠能運具，培養學生族群多多使用
綠色運具，鼓勵短程代步以腳踏車取代機車，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前 30 分鐘費用由市府補貼 5 元，民眾支付 5 元；

並於 2022 年 11 月 16 日導入 YouBike 2.0E 電動輔助自行

車，前 30 分鐘費用由市府補貼 10 元，民眾支付 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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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業部門 

透過中央與地方協力合作推動畜牧場沼氣再利用、公司夥

伴合作執行多項資訊推廣，並利用在地特色推廣在地食材，推

動「友善環境農業耕作，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加強農業資源

循環利用」，以及多方推廣在地食材，鼓勵企業採購、輔導餐廳

取得綠色餐廳資格，宣導在地食材使用及綠色環保，創造農民

與商家的雙贏局勢。此外，高雄巿重視濕地保護，並持續滯洪

池與親水空間建置。農業部門架構圖(如圖 29)。 

 

圖 29、農業部門架構圖  

 

5-1 推動漁船獎勵休漁計畫 

兼顧漁民基本生活需求及漁業資源永續利用，農委會

自 2002 年起實施獎勵休漁措施，藉由獎勵之措施降低漁獲

努力量及調整漁業作業型態，有助於減少作業船隻數量與

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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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漁船(筏)收購及處理計畫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該年度「漁船漁筏收購及

處理作業程序」辦理漁船（筏）收購作業，節省燃油能源的

使用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同時紓解漁業行為對漁業資源
的壓力，於生物資源養護、漁業資源恢復，促進漁業資源永

續利用的同時，達成節能減碳之目的。 

5-3 打造高雄生態廊道 串聯濕地公園網絡 

濕地具備補充地下水、滯洪防災及提供生物棲地環境

等功能之外，還能淨化水質與調節微氣候。打造生態廊道，
不僅美化市容、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及創造觀光遊憩效益，綠

色植栽更具有碳匯效果，生態綠地有助城市減碳。 

高雄市「濕地網絡」引入「生態廊道」概念，將公園、
綠地、生態保護復育區、濕地埤塘加以串連。境內 21 處濕

地公園(如圖 30)，貫穿高雄最北邊(楠梓仙溪濕地)到最南端

(林園海洋濕地)，總面積超過 1,055 公頃。藉由濕地廊道聯
繫，除提供野生動植物隱蔽與安全的棲息與繁殖空間，並成

為國際城市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進步典範，豐富了都會

區原本單調的生物相，為城市生態環境保育提供實質助益，
並且利用濕地既有的固碳能力來增加城市減碳之能力 

 

圖 30、高雄市濕地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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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造林獎勵 

辦理植樹節生態宣導活動，提供各單位辦理生態保育

活動，並發放苗木。讓種樹、愛樹、珍惜環境的觀念從小紮

根，從生活做起，期望讓市民共同參環境維護以及培養生態
保育觀念，並厚植本市森林資源，發揮造林綠化、低碳家園、

環境教育、調節氣候、生態環境、水源涵養、淨化空氣及國

土保安等永續公益功能。 

5-5 校園蔬食午餐 

教育局推動每周一日為蔬食日，設置蔬食攤位，以蔬食
環保響應永續樂活、安心蔬食，宣導「均衡飲食、在地食材、

非基改食材推動、蔬果 579」等健康飲食教育。 

提高本市學校辦理每週 1 次蔬食餐校數比率，請教育
部「智慧化餐飲服務平臺」系統之菜單設計功能，提供多元

美味的蔬食餐菜單供學校參考運用，加以推廣並減少廚餘

量；持續加強飲食教育(如圖 31)，讓學生從認知中培養正確
的健康飲食態度，並兼顧推動蔬食餐的目的。 

  

圖 31、蔬食推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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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有機農業生產輔導 

透過補助依實際需求購買農機具及搭建溫網室等設備

加速及推廣有機農業、輔導轉型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並擴

大栽培面積，改善生產及加工設備、溫（網）室及堆肥設施
等(如圖 32)，並推廣施用有機農業適用肥料，以提昇生產效

能，穩定有機農產品供應，打造健康城市新概念，以維護本

市農業生態永續經營農業，並提供安全之優質農產品。 

5-7 在地食材推廣 

響應綠色環保、節能減碳、減少食物里程，推銷在地農
產，推廣「吃在地、食當季」的飲食理念(如圖 33)，落實低

碳飲食精神，提升農業經濟價值，改善農民生活，更可直接

縮短食物碳足跡，達到推廣低碳環保飲食的目的。 

全市 46 家餐廳加入綠色友善餐廳的行列，為強化飲食

和農業的連結，落實安全農業，輔導農民生產安全的食材，

讓生產出的農產品獲得產銷履歷或有機認證，透過綠色友
善餐廳的平台，媒合安全食材給在地餐飲業者。透過持續評

鑑及輔導綠色友善餐廳，結合在地農業、餐廳業者及消費

者，以友善餐廳為平台，推動無毒農業、安全食材、資源利
用、能源節省、低碳飲食、綠色消費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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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改善生產及加工設備、溫（網）室及堆肥等設施  
 

 

圖 33、推廣「吃在地、食當季」情形  

5-8 畜牧糞尿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推動本市畜牧業產生之畜牧糞尿，經厭氧發酵後之沼

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之用，落實循環經濟與資源回收再利
用之精神，並提供沼液沼渣之集運服務，讓畜牧業從污染製

造者轉換成資源提供者，使畜牧業及農民創造雙贏局面。 

為確實達到沼液沼渣資源充分利用及保護水體目的，
增加了對畜牧業的稽查，對於畜牧業提升肥分申請意願，達

成資源充分利用以外，另外加強對於轄區內的畜牧業者放

流水加強稽查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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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畜牧場節能計畫(省電燈具更換及風扇系統加裝變頻器) 

高雄市自 2014配合中央政策的執行能源耗用之設備更

新 (如圖 34)，節省畜牧場日常用電，降低畜牧產業溫室氣

體排放，與時俱進的提升畜牧業經營環境品質、促進畜牧產
業永續發展。 

於 2021 年至 2025 年推廣畜牧場更新省能照明設備，

風扇系統加裝變頻器，節省畜牧場日常用電，畜牧場汰掉耗
能的燈具更換為節能標章的照明設備，有 10%以上的省電

效率；風扇系統加裝變頻器，藉由溫度調控電風扇轉速大

小，減少風扇關關次數，節電效率 30%以上。 

  

省電燈具更換 風扇系統加裝變頻器 

圖 34、推動農漁畜牧設備節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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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部門 

自 1996 年開始力行推展資源回收垃圾減量政策，透過檢

討歷年執行成果，因地制宜規劃出更為精進之回收工作，深入
各里、社區輔導設置資源回收站，並辦理各區隊之資源回收評

比；此外，於 2013年率全國首創設置「自動資源回收機(ARM)」，

提供民眾更加便利之回收管道。另外，提高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和推動環保集點制度，創造專屬於高雄巿的「碳哥」，宣導低碳

永續教育。環境部門架構圖(如圖 35)所示。 

  

圖 35、環境部門架構圖  

6-1 掩埋場活化工程 

早年缺乏資源回收觀念，掩埋場內都囤積大量未經分

類的生垃圾，活化是要將其挖除，並經篩選分類後，把可燃

垃圾送入焚化廠處理，資源垃圾則進行回收利用。路竹區簡
易垃圾掩埋場於 1984 年啟用，1999 年停止進場，約有 44%

的可燃廢棄物，46.6%的腐植土，2021 年推動路竹阿蓮掩埋

場活化工程，預估作業期程約 3.5 年，將可擴增 23 萬立方
公尺掩埋容積，使用年限約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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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提高污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 

針對人口高密集區及水源保護區優先推動公共污水下

水道建設(圖 36)，建設中之污水區包含：高雄、楠梓、臨海、

鳳山溪、大樹、旗美以及岡山橋頭等七大污水區。截至 2022

年 5 月底累計佈設污水管線長度 1,688.83 公里，用戶接管

戶數 546,782 戶，普及率達 48.37%。未來 2021~2025 年約

以年的增加速度(1~1.5%)逐步提升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居住品質。 

 

 

大寮區用戶接管施工 大寮區用戶接管施工後 

圖 36、污水下水道接管建置  

6-3 增設回收管道，宣導垃圾減量及回收再利用 

為提供市民便利及創新回收管道(如圖 37)，逐步建立

自動化回收服務，於 2013 年時設置全台首座自動資源回收

機(ARM)，透過機器自動壓縮，減少回收物體積，推行至今

已設置共計 36 座。結合捷運一卡通回收加值服務，將資源

回收工作與大眾運輸系統相結合，多加利用一卡通搭乘公
共運輸系統，減少空氣污染，並為環境的綠美化盡一己之力，

共同建立高雄市宜居城市形象。此不僅有效降低宣導品支

出成本，更能間接鼓勵、提高民眾搭乘大眾捷運、輕軌運輸
系統之習慣，達成資源回收率、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之提升，

進而節能減碳及減少移動污染源排放之多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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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多元化的回收管道及宣導作為  

6-4 焚化底渣再利用措施 

全國首創焚化再生粒料供料制度，除確保焚化再生粒
料應用於公共工程品質外，更訂定市府「垃圾焚化廠再生粒

料使用作業要點」，強制高市公共工程使用一定比例再生粒

料，減少天然骨材的開採與資源的浪費。高雄市焚化底渣量
約為 22~25 萬公噸，每年可處理之焚化底渣數量為 18.5 萬

公噸，使用焚化載生粒料取代天然粒料每噸可減少 0.07 公

斤 CO2e。 

6-5 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設施 

為破除過去觀念，將民眾嫌惡之畜牧糞尿肥份入田或
再利用發電，使「黑金變黃金」。推動畜牧糞尿收集處理回

收氨氮示範計畫，結合民間團體於內門設置一「畜牧糞尿資

源化集中處理設施」，利用集運管線收集處理高雄市內門區
15家畜牧場(1萬 1,684頭)豬隻糞尿，分別回收再利用沼渣、

沼液及沼氣，提供穩定品質沼渣、沼液供農民使用；同時產

生「沼氣」，經淨化後發電，提供售電收入，達成廢棄物再
利用之「循環經濟」，同時減低河川污染程度、提升河川輕

度(含以下)污染長度，營造環境永續發展。每日收集沼氣量 

1,168 立方公尺、每日預計發電量 1,946 峰瓩，每年可供給 

195 戶住家用電。 

  



 

第 47 頁 

6-6 滯洪池綠地面積 

市府以「低衝擊開發」及「綠色基礎建設」設計手法，

不僅有防洪、景觀、生態復育等功能，並可提供當地居民休

憩空間，提升生活品質，滯洪池綠地公園(如圖 38)所示。 

 

圖 38、滯洪池綠地公園示意圖  

(七)氣候法制 

推動「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法制作業，以

強化政府淨零治理、輔導產業減碳及盤查、全民參與、落實

公正轉型為核心進行訂定，透過「淨零政策白皮書」、各局
處「淨零永續報告書」強化市府淨零治理，透過「高雄碳平

台」、「商轉平台」輔導產業，並鼓勵碳權開發，並訂有生活

轉型輔導、獎勵，透過公民參與、獎勵、補償等機制，確保
社會公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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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雄市 2021 年~2025 年溫室氣體執行目標及預算 (1/9) 

部門 推動方案 行動方案 編號 執行措施或實施計畫 
推動 

機關 
指標定義 

五年 

執行目標 

經費合計 

(元) 

能源 

發展再生能源，提

高再生能源發電量

占比，建構再生能

源友善發展環境，

並協助各種再生能

源樣態設置，鼓勵

有助區域供需均衡

之分散式電源設

置，促進再生能源

加速發展。 

擴大再生能源設置 1-1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

定與查核作業 
經發局 

高雄市太陽光電同

意備案量 2021 年

至 2025 年 增加

750MWp(MWP) 

750MWp 5,236,000 

能源 

提供經濟誘因，引

導資金投入再生能

源發展，推動再生

能源憑證制度。 

檢視再生能源費率與

再生能源憑證等機制，

提高再生能源發展誘

因，與地方政府合作媒

合再生能源供需，活絡

市場運作 

1-2 再生能源憑證計畫 經發局 

高雄市再生能源憑

證之發電量(kW) 

配合中央政府宣導 

配合中央政府宣導 - 

能源 

提供經濟誘因，引

導資金投入再生能

源發展，推動再生

能源憑證制度。 

檢視再生能源費率與

再生能源憑證等機制，

提高再生能源發展誘

因，與地方政府合作媒

合再生能源供需，活絡

市場運作 

1-3 公民電廠推動計畫 經發局 

經發局配合中央政

策加強宣導。(場次

/人次) 

配合中央政策加強宣

導 
- 

能源 

逐步降低燃煤發電

占比，並於空氣品

質嚴重惡化時，在

不影響穩定供電下

配合降載。 

降低燃煤發電占比，並

於空氣品質惡化時，在

穩定供電下配合降載 

1-4 減煤政策-電廠 環保局 減煤量(萬噸) 持續配合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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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雄市 2021 年~2025 年溫室氣體執行目標及預算 (2/9) 

部門 推動方案 行動方案 編號 執行措施或實施計畫 
推動 

機關 
指標定義 

五年 

執行目標 

經費合計 

(元) 

製造 

強化產業減量責

任，鼓勵企業加 入

國際倡議、訂定 減

碳目標 

建立產業減碳溝通平

台  
2-1 推動產業淨零大聯盟 環保局 

推動聯盟運作，包

含工作會議、觀摩、

合作媒合、管考等。 

持續配合與運作  

製造 

強化產業減量  責

任，鼓勵企業加 入

國際倡議、訂定 減

碳目標 

推動產業訂定減碳目

標 
2-2 排放源自主管理計畫 環保局 

公私場所提報自主

管理計畫家數(家) 
應申報排放源家數 2,400,000 

製造 

強化產業節能技術

服務，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 

推動中小企業節能管

理 
2-3 節能減碳技術輔導團 環保局 進場輔導家數(家) 25 家 2,000,000 

製造 

推動企業申請溫室

氣體抵換專案，促

使減碳績效有價化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績

效轉換成排放額度 
2-4 減量額度開發 環保局 

抵換專案開發案數

(家) 
3 家 2,860,000 

製造 

加強區域能資源與

廢棄物循環再利

用，建構產業鏈結

與合作共生機制 

推動廢棄物再利用  2-5 廢棄物循環再利用 環保局 
工業區廢棄物循環

再利用增量(萬噸) 
112 萬噸 - 

製造 

推動企業申請溫室

氣體抵換專案，促

使減碳績效有價化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績

效轉換成排放額度 
2-6 

跨部門溫室氣體合作

減量 
環保局 

各部門合作減量媒

合案數(案) 
100 案 1,500,000 

製造 

推動產業使用再生

能源、潔淨燃料及

生質燃料應用 

協助工業部門使用天

然氣作為燃料 
2-7 

減煤政策-汽電共生

業者 
環保局 減煤量(萬噸) 持續配合與運作 - 

製造 

輔導企業落實清潔

生產，推動綠色工

廠標章制度 

推廣綠色工廠標章  2-8 
綠色工廠標章制度推

動 
經發局 

工廠取得綠色工廠

標章家數(家) 
配合中央政策宣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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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雄市 2021 年~2025 年溫室氣體執行目標及預算 (3/9) 

部門 推動方案 行動方案 編號 執行措施或實施計畫 
推動 

機關 
指標定義 

五年 

執行目標 

經費合計 

(元) 

住商 - - 

3-1 

 

推動建築物節水節電

與創能計畫 

工務局 雨水貯集容量(m3) 2,000,000 m3 

23,080,000 
住商 提升建築能源效率 既有建築減量管理 工務局 

再生能源設置容量

(kw) 
150,000kw 

住商 
推動新舊建築減量

措施 
推廣再生能源 工務局 

既有建築物節能燈

具設置瓦數(w) 
4,500,000w 

住商 

推動新舊建築減量

措施 

城市綠化 

推動服務業自主減碳 

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3-2 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 工務局 

屋頂綠化設置面積

(m2) 

景觀陽台設置面積

(m2) 

綠能設施設置面積

(m2) 

500,000m2
 91,950,000 

住商 城市綠化 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3-3 公園綠地面積 工務局 
公園綠地面積 (公

頃) 
10 公頃 30,000,000 

住商 城市綠化 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3-4 閒置空地綠美化 工務局 
閒置空地綠美化執

行量(公頃) 
4 公頃 2,100,000 

住商 城市綠化 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3-5 
擴增社區綠美化植栽

苗木 
都發局 

提供社區綠美化用

之苗木領取數量

(株) 

1,000 株 600,000 

住商 
推動新舊建築減量

措施 

服務業強制性管制措

施 
3-6 公部門節電 經發局 

配合經濟部「政府

機關及學校用電效

率管理計畫」，以 

104 年為基期，於

112 年  提升整體 

用電效率  10%為

目標。(萬度) 

以 104 年為基期，於

112 年 提升整體 用

電效率 10%為目標。 

- 

住商 強化建築節能法規 新建建築能效提升 3-7 
社會住宅新建案設置

智慧電表 
都發局 

裝置智慧電表數量

(組) 
1,123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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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雄市 2021 年~2025 年溫室氣體執行目標及預算 (4/9) 

部門 推動方案 行動方案 編號 執行措施或實施計畫 
推動 

機關 
指標定義 

五年 

執行目標 

經費合計 

(元) 

住商 
推動新舊建築減量

措施 
推動服務業自主減碳 3-8 

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

裝設計畫—高雄市校

園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EMS)委託建置案 

教育局 
安裝校園能源管理

系統校數(校) 
本市 354 校(含分校) - 

住商 
推動新舊建築減量

措施 
推動服務業自主減碳 3-9 

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

畫 
教育局 

跨局處及與產官學

合作辦理節能減

碳、校園環境教育

政策 

執行中央經費 180 萬

辦理相關環教計畫 
9,000,000 

住商 - - 3-10 海岸地區環境改善 水利局 
海堤整建長度 (公

尺) 

辦理 2 級海岸防護規

劃作業 
- 

住商 - - 3-11 
指定能源用戶符合 3

項節約能源規定 
經發局 

非本局執行業務，

僅作資料蒐集 
配合中央政府宣導 - 

住商 
推動新舊建築減量

措施 

服務業強制性管制措

施 
3-12 

能源用戶訂定節電

1% 
經發局 

非本局執行業務，

僅作資料蒐集 
配合中央政府宣導 - 

住商 
推動新舊建築減量

措施 
特定對象輔導措施 3-13 

推動集合式住宅大樓

之建置充電設備 
工務局 

電動機車充電區

(處) 
配合中央政府宣導 - 

住商 
推動新舊建築減量

措施 
推動服務業自主減碳 3-14 節電志工宣導 經發局 配合中央政府宣導 配合中央政府宣導 - 

住商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特定對象輔導措施 3-15 
商業部門推廣 ESCO

模式 
經發局 

加強推廣能源技術

服務模式發展，提

升本市商業部門能

源使用效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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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雄市 2021 年~2025 年溫室氣體執行目標及預算 (5/9) 

部門 推動方案 行動方案 編號 執行措施或實施計畫 
推動 

機關 
指標定義 

五年 

執行目標 

經費合計 

(元) 

運輸 汰換高能耗車輛 
鼓勵汰除  1～3 期柴

油大型車  
4-1 老舊柴油車汰換 環保局 

汰舊本市 1-3 期大

型柴油車(輛) 
2,800 輛 - 

運輸 汰換高能耗車輛 持續淘汰老舊機車  

4-2 

提供汰換老舊機車新

購電動機車補助優惠

方案 

環保局 

淘汰 1-4 期老舊機

車輛數(輛) 

淘汰 1-4 期老舊機車

250,000 輛 
- 

運輸 
推廣電動運具/低碳

運具 
鼓勵使用電動機車  

增加電動二輪車輛

數(輛) 

增 加 電 動 二 輪 車

32,000 輛 
- 

運輸 
推廣電動運具/低碳

運具 

檢討公務車輛汰換為

電動車可編列預算額

度，加速公務車輛電動

化 

4-3 低碳公務車 行國處 

公務車年度汰換

(租)低污染性車輛

數(輛) 

388 輛(預估值,配合年

度計劃滾動修正) 
161,410,000 

運輸 
推廣電動運具/低碳

運具 
鼓勵使用電動機車  4-4 共享汽、機車推動 交通局 

可供租借之車輛數

(輛) 
4,400 輛 - 

運輸 
提升公路公共運輸

運量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服

務提升計畫 
4-5 提供區域接駁車服務 交通局 

公車系統搭乘人次

(萬人次) 
3,759 萬人次 5,603,500,000 

運輸 汰換高能耗車輛 汰換高能耗公車 4-6 
引入電動或低碳能源

公車推廣低碳運具 
交通局 

電動公車增加輛數

(輛) 
增加輛數 200 1,335,000,000 

運輸 

發展公共運輸系

統，加強運輸需求

管理 

提升捷運運量 4-7 高雄捷運總運量 交通局 
捷運搭乘總運量

(萬人次) 
4,900 萬人次 - 

運輸 

建構綠色運輸網

絡，推廣低碳運具

使用，建置綠色運

具導向之交通環境 

營造低碳運輸有利使

用環境 

4-8 
增設公共自行車租賃

站 
交通局 

增設公共自行車租

賃站(站) 
增加至 1,400 站 413,390,000 

4-9 公共自行車騎乘優惠 交通局 
自行車租用人次量

(萬人次) 
1,200 萬人次 296,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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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雄市 2021 年~2025 年溫室氣體執行目標及預算 (6/9) 

部門 推動方案 行動方案 編號 執行措施或實施計畫 
推動 

機關 
指標定義 

五年 

執行目標 

經費合計 

(元) 

運輸 
推廣電動運具/低碳

運具 

檢討公務車輛汰換為

電動車可編列預算額

度，加速公務車輛電動

化 

4-10 電動機車 行國處 
公務機車年度汰換

電動機車數 

700 輛(預估值,配合年

度計劃滾動修正) 
- 

運輸 

建構綠色運輸網

絡，推廣低碳運具

使用，建置綠色運

具導向之交通環境 

營造低碳運輸有利使

用環境 
4-11 

發展與行銷高雄特色

觀光 
觀光局 宣導人次(人次) 2,000 人次 - 

運輸 提升臺鐵運量 
推動票務優化計畫，強

化乘車便利性 
4-12 

推動本市高中職新生

暨轉學生換發一卡通

數位學生證 

教育局 

鼓勵學生多搭乘大

眾運輸，減少排碳

量。(張) 

每年依新生暨轉學生

人數製卡 
8,625,000 

農業 

提升漁業能源使用

效率，維護漁業生

產環境 

獎勵休漁計畫 5-1 獎勵休漁計畫 海洋局 
減少作業船隻數量

(艘) 
4,750 艘 - 

農業 

提升漁業能源使用

效率，維護漁業生

產環境 

漁船（筏）收購及處理

計畫 
5-2 

漁船（筏）收購處理

計畫 
海洋局 漁船收購船數(艘) 5 艘 - 

農業 

健全森林資源管

理，厚植森林資源，

提升森林碳吸存效

益 

A 造林  

B 加強森林經營 
5-3 

打造高雄生態廊道 

串聯濕地公園網絡 
工務局 

生態濕地面積 (公

頃) 
583 公頃 3,785,000 

農業 

健全森林資源管

理，厚植森林資源，

提升森林碳吸存效

益 

A 造林 5-4 造林獎勵  農業局 

提供造林苗木增加

林木提升自然環境

(株) 

80,000 株 3,430,000 

農業 

推動友善環境農業

耕作，穩定農業生

產，確保農業永續

發展 

推廣有機與友善環境

耕作  
5-5 校園蔬食午餐 教育局 

推動學校辦理蔬食

午餐減少碳排放量

(人餐) 

8,169,872 人餐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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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雄市 2021 年~2025 年溫室氣體執行目標及預算 (7/9) 

部門 推動方案 行動方案 編號 執行措施或實施計畫 
推動 

機關 
指標定義 

五年 

執行目標 

經費合計 

(元) 

農業 

推動友善環境農業

耕作，穩定農業生

產，確保農業永續

發展 

推廣有機與友善環境

耕作  
5-6 有機農業生產輔導 農業局 

推廣有機農業發展

(公頃) 
1,200 公頃 5,000,000 

農業 

建立便於民眾取得

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管道，提供獎勵或

補助措施，促進全

民行為改變及落實

低碳在地行動 

串聯中央、地方與民間

團體，落實低碳在地行

動 

5-7 在地食材 農業局 

媒合餐飲業者及鼓

勵民眾購買之高雄

在地生產安全農產

品(公斤) 

45,000 公斤 12,500,000 

農業 

推動低碳畜禽產

業，加強資源循環

利用 

維護畜牧場沼氣利用

（發電）  
5-8 沼液沼渣再利用 環保局 

減少化學肥料施用

量[氧化亞氮、二氧

化 碳 排 放 量 ( 公

噸)](包) 

3,000 包 45,004,450 

農業 

推動低碳畜禽產

業，加強資源循環

利用 

維護畜牧場沼氣利用

（發電）  
5-9 畜牧場節能計劃 農業局 輔導家數(家) 25 家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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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雄市 2021 年~2025 年溫室氣體執行目標及預算 (8/9) 

部門 推動方案 行動方案 編號 執行措施或實施計畫 
推動 

機關 
指標定義 

五年 

執行目標 

經費合計 

(元) 

環境 

減少廢棄物及污

(廢 )水處理過程之

溫室體排放執行掩

埋場挖除活化政策 

減少廢棄物及污(廢)水

處理過程之溫室體排

放執行掩埋場挖除活

化政策 

6-1 掩埋場活化工程 環保局 
增加掩埋場活化空

間(萬立方公尺) 

每年增加 6 萬立方公

尺 
682,604,000 

環境 

提高全國污水下水

道接管普及率及污

水處理率 

賡續污水下水道系統

建設 
6-2 普及污水下水道 水利局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

及率(%) 
51% 12,038,178,560 

環境 

建立循環型生產與

生活方式，促進廢

棄物資源回收與再

利用 

加強資源回收及提升

回收率 
6-3 資源回收率 環保局 

資源回收率: 執行

機關資源回收量占

垃圾產生量之百分

比(%) 

每年資源回收率提升

0.3% 
101,953,000 

環境 

建立循環型生產與

生活方式，促進廢

棄物資源回收與再

利用 

加強資源回收及提升

回收率 
6-4 焚化底渣再利用措施 環保局 

增加焚化底渣再生

粒料去化量(%) 
去化率每年增加 0.5% - 

環境 
掌握排放源，落實

污廢水減量，朝向

能資源化發展 

推展污（廢）水處理甲

烷回收設施，研訂法規

或政策配套，並建立相

關減量方學，強化業者

設置誘因 

6-5 

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

設施 
環保局 甲烷處理量(噸) 甲烷：163 噸/年 - 

環境 
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

設施 
環保局 發電量(萬度) 發電量:345 萬度 - 

環境 
建構永續建築與低

碳生活圈 

推動城市綠化植林，結

合地方政府及民眾共

同建構低碳城市生活

圈 

6-6 滯洪池綠地面積 水利局 
滯洪池綠地面積

(公頃) 
183 公頃 - 

環境 

減少廢棄物及廢

（污）水處理過程

之溫室氣體排放 

推動資源循環回收 6-7 
多元水資源政策 -再

生水提供量 
水利局 

再生水提供量 (萬

噸/日) 
7.8 噸/日 - 

環境 

結合地方政府及民

間量能推廣氣候變

遷環境教育 

結合地方政府、大專校

院及民間量能推廣氣

候變遷環境教育。 

6-8 環保志工培訓 環保局 

辦理志願服務基礎

及環保類特殊或增

能訓練(人次) 

1,000 人次/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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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雄市 2021 年~2025 年溫室氣體執行目標及預算 (9/9) 

部門 推動方案 行動方案 編號 執行措施或實施計畫 
推動 

機關 
指標定義 

五年 

執行目標 

經費合計 

(元) 

環境 
溫室氣體排放源之

排放基線資料掌握 

實施溫室氣體公告排

放源排放量盤查及查

核 

6-9 排放源查核 環保局 

線上勾稽 /現場查

核第一批應盤查登

錄溫室氣體排放源

家數(家) 

53 家/年 800,000 

環境 

政策及開發實施環

評時，應考量韌性

建構及排放減緩具

體行動 

修訂環評法相關規定，

如開發行為環評作業

準則及應實施環評之

政策細項，納入因應氣

候變遷韌性建構及溫

室氣體排放減緩具體

行動考量因子 

6-10 
環境影響評估溫室氣

體審查及減量意見 
環保局 

提供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意見案件數

(件) 

- - 

 

表 7、高雄市第二期溫室氣體預估減碳量及措施彙整表  

部門別 目標減碳量(萬噸 CO2e) 執行措施或實施計畫 

能源 48 4 

製造 87 8 

住商 11 15 

運輸 46 12 

農業 9 9 

環境 16 10 

總計 217 58 



 

第 57 頁 

伍、 預期減量效益 

本執行方案六大部門共計 58 項措施，5 年(2021~2025)共計減

碳 217 萬噸，未來將持續 2030 年減量 30％目標邁進。在產業方

面，透過「產業淨零大聯盟」，由五大產業以大帶小方式，分享減

碳技術及成果。同時訂定製程改善、循環經濟、能源轉換三大產業

減碳策略，設定 2025 年全市汽電共生廠全面脫煤目標，加速能源

轉型工作。 

能源方面，成立綠電推動專案小組，設定 6 年 1.25 百萬瓩光

電目標，列管公有建物屋頂、推動漁電共生、輔導私有住宅。在住

商部門方面，推出高雄厝 4.0，修改相關設計及回饋辦法，加強建

物通風、立體綠化、綠能屋頂。未來更將由市府帶頭，揭露建築能

效並逐步提升等級。在交通運輸方面，目標於 2030 達成公車及公

務機車電動化，2040 公務汽車電動化。同時推動輕軌成圓、捷運

黃線及延伸線等建設，搭配 YouBike、共享運具，完善大眾運輸系

統。在資源循環方面，推動畜牧糞尿、焚化底渣再利用，逐步將污

水處理率提升並擴大再生水使用，創造資源循環零廢棄環境。 

高雄市將落實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各項政策，同時

研擬中長期淨零路徑及措施，並透過「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

例(草案)」，落實氣候法制作業，朝 2050 淨零高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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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考推動機制 

高雄市由環保局擔任執行方案幕僚單位，定期彙整各局處溫

室氣體減量成果及措施，提報「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

會」討論，亦定期召開研商會議，邀集專家學者針對減碳執行成效

及指標達成情形進行檢討(如圖 39)所示。 

 

 

圖 39、執行方案管考流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