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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臺中市永續淨零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2年 10月 2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二、開會地點：西屯區潮洋里活動中心 2樓禮堂 

三、主席：黃執行長晴曉  紀錄：陳瑜芳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五、簡報說明：（略） 

六、討論事項：（依發言順序紀錄） 

(一) 黃守達議員 

1. 自治條例包括訓示規定，訂定各局處採用方針及理念等等，同時

設有獎勵、補助、罰則，並延伸出授權等規定，使法規缺乏整體

性如大雜燴，容易淪為局處及民眾的許願池，包括廢污水處理、

高導電度廢水示範區公布、舊市區活化等，與永續淨零主題的關

聯性較低，無法聚焦於重點事項進行討論，造成執行困難，例如

韌性城市只有硬體規劃，應包含軟體規劃，將防災式培訓納入自

治條例。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推動永續淨零的法規涉及層面廣泛，

本案自治條例架構是參採中央減碳目標分為六大部門及本市 2050

淨零碳排路徑內容制定，以強化產業、住商及運輸部門之減碳策

略，並從教育及生活層面促進淨零轉型，帶動本市邁向永續淨零

目標，另為因應氣候變遷所生衝擊，使城市具備氣候變遷災害應

變及復原之能力，增加調適專章，據以擬定「總則」、「零碳產

業」、「零碳環境」、「零碳交通」、「零碳生活及教育」、

「氣候變遷調適」、「罰則」、「附則」，共計 8章 63條。目前

由永續低碳辦公室作為平台，涉及本府相關局處法令仍由相關局

處推動執行，自治條例已對應中央「氣候變遷因應法」並補充內

容不足處，希望中央與地方合作加速推動零碳轉型。 

本府環境保護局回應：有關議員提到廢污水回收處理是水資源循

環使用，以朝向節水、循環、效率用水等方向發展，對社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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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及環境之永續發展有積極正面之意義；另，高導電度部分因為

中央目前無相關規範，確保農業永續生產及維護農地使用之水體

水質，透過示範區之推動，逐步管制高導電度行業之廢水排放情

形，以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糧食問題。 

2. 設立氣候轉型基金，來源為綠電回饋金，此項應為特別公課，必

須要符合相關要件，楊大鋐議員服務處於 6月 19日已提供意見，

綠電回饋金是否與氣候變遷因應法訂定之碳費有所衝突（回覆為

與中央列管對象不同，無重複規範），建議應於條例中具體說明

及補充，或於授權規定中詳加規劃。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經濟部能源署業依「一定契約容量以

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規範 5,000kW

以上用電大戶以該用戶前一年度平均契約容量之百分之十計算義

務容量，若未設置則須繳納代金；而本市係公告 800kW以上未滿

5,000kW 之用電大戶，因此管制對象與中央不同，此部分已於條

文說明欄位敘明。 

本府經濟發展局回應：用電大戶初始由各地方政府開始執行，中

央則由 109 年才開始進行規範，授權條款會考量中央規範，新訂

法規內容中新增儲能設施，以提升電網穩定性。 

3. 中央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21條，有規範碳盤查、查驗機構辦法等，

地方自治條例有關碳盤查規範之定位為何？是否為中央法規的補

充措施？或是地方的管制、稽核、追蹤規定？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中央規範2.5萬噸以上排放量需要定期

盤查，目前由鋼鐵業、水泥業進行碳盤查，本市希望2.5萬噸以下

來做推動，屬於中央法規的補充措施，盤查了解現況來推動產業

減碳。 

4. 第 7條有關企業 ESG輔導團之輔導對象為何？其設立是為補充經

管會的不足，還是針對上市櫃公司以外的中小型及微型企業進行

輔導？其輔導標準為何？2050 臺中市淨零碳排路徑中，輔導企業

認證數量目標為 100%？是否有入納入法規中？ 



3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上市櫃公司受到國際趨勢及中央要求，

已啟動ESG工作，未來CBAM等碳關稅執行後，中小企業例如工

具機相關等產業會受到影響，目前中小企業多未了解及推動，因

此本市 ESG輔導團之輔導對象以臺中市中小企業為主，屬於中央

法規的補充措施。 

本府經濟發展局回應：供應鏈也會受到國際要求，市政府會優先

以本市工業區及園區輔導認證，希望透過輔導團輔導企業達成淨

零的部分。 

5. 因體系混亂，法規中有授權規定者條次繁多，涉及範圍可能很大，

例如 51條，公私場所推動循環容器具，以授權規定來說，可能不

太適合，應獨立制定自治條例來規範。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面對 2050淨零排放議題，各項細部的

規範因應產業、民生狀況檢討調整，自治條例是大方向的規範，

假使每次都要修訂自治條例程序相當冗長，恐怕緩不濟急。因此，

自治條例授權本府相關局處訂定子法，涉及民眾權利義務也必須

依規定辦理法制程序，就針對單一主題廣納各界意見，才能制定

更合宜的規範。 

本府環境保護局回應：循環容器部分，中央規範全國總量比例，

如在 7-11 僅有北部門市能使用此服務，臺中則無推動，希望透過

自治條例的規範，讓臺中業者也能夠相應推動循環容器。 

6. 2050 淨零碳排路徑中，有各種減量策略類型，建議可以參考台中

市 2050淨零碳排路徑，以不同類型的方式來重新梳理，例如再生

能源、企業零碳轉型、運具電動化等等，確立法規邏輯。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推動永續淨零的法規涉及層面廣泛，

本案自治條例架構是參採中央減碳目標分為六大部門及本市 2050

淨零碳排路徑內容制定，以強化產業、住商及運輸部門之減碳策

略，並從教育及生活層面促進淨零轉型，帶動本市邁向永續淨零

目標，另為因應氣候變遷所生衝擊，使城市具備氣候變遷災害應

變及復原之能力，增加調適專章，據以擬定「總則」、「零碳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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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零碳環境」、「零碳交通」、「零碳生活及教育」、

「氣候變遷調適」、「罰則」、「附則」，共計 8章 63條。 

7.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於日前說明會中，有提出氣候轉型基金用途可

評估不同產業類別的減碳潛力，建議納入轉型基金會考量，減碳

潛力高的部分多花時間輔導。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此部分將研議納入法規中。 

8. 罰鍰收入建議可納入第五條氣候轉型基金來源。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及財政局回應：罰鍰收入係政府透過公權力

以警惕或矯正各種違規行為所強制收取之收入， 係納入公庫統收

統支，故並未列入基金來源中。 

(二) 曾玉婷小姐 

1. 有關法規中，部分條文有提到「一定規模」的訂定（如第 12、14

條），業者是否能有充足因應時間？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相關條例皆會有推廣期（如安全帽的

推動，皆會有相關緩衝宣導期），由各局處訂定相關規範或辦法，

訂定後才據以實施，因此業者能有辦理改善的時間。 

(三) 楊大紘議員服務處張主任 

1. 第四條有關權責分工有爭議時，建議可設定召集人，減少公文往

返時間。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未來氣候變遷、永續淨零的業務量會

越來越多，如中央環境部今年 8 月成立氣候變遷署，惟地方政府

多無直接對應機關，永續淨零的工作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眾多，

目前相關業務各縣市主責單位皆不同，如臺北市由環保局、新北

市由秘書處、桃園市由研考會等推動相關業務，於第 4 條明定前

條權責劃分有爭議時之處理方式，本市有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市

長擔任主任委員，若業務有爭議，會由永續低碳辦公室簽辦。 

2. 中央法規可能未有充分授權，未來相關法規內容希望再檢核，避

免與中央法規競合。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本案自治條例已有依環境部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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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修正，公聽會也有邀請中央相關部會與會及表示意見，將持

續蒐集意見避免與中央法規競合，希望中央與地方合作法規能達

到綜效，加速推動零碳轉型。 

(四) 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公會蕭任峰秘書長 

1. 家中有加裝太陽能系統，若要申請相關補助，已用罄，大部分也

需要相關機構撰寫方案作申請。未來新建案須設置一定比例太陽

能發電，針對既有建築，如何有效推動設置？如屋頂增建民眾可

能考量申請補助受到額外關注，如何能提升民眾意願，加速光電

推動？ 

本府經濟發展局回應：經發局自 107~111 年皆有補助業者推動；

既存屋頂違建不影響公共安全前提下，現階段皆可申請建置太陽

光電；今年由於政策方向調整，主要推動 ESG輔導。太陽光電經

試算，發電效益好約 6~7年可回收。 

本府都市發展局回應：補充說明違章建築如增設太陽能有 3 個限

制，包含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不能設置於避難平台、不能為 2 層樓

的違章建築及整棟的違章建築。 

2. 第 46條，蔬食日少有在自治條例中進行規範，肯定臺中市府的努

力；衛服部推估每人若落實，每年可減少 101 公斤排放量；若無

罰則手段，此條文是否能有更積極推動的方式，鼓勵民眾採用，

達到更多的減碳。除此之外，應推廣多蔬少肉，因畜牧業碳排十

分高。 

本府教育局回應：105 年起透過「臺中市學校午餐自治條例」為

建立及落實環境保護意識，學校應配合推行每周一日蔬食餐，並

透過營養師向學生實施飲食教育，另將食農教育融入於實作課程、

蔬食理念納入廚工相關研習課程參考。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先公後私，原自治條例及有相關條文，

未來通過後宣導機關落實；相關積極推動，待整體風氣養成後，

再討論相關措施的推動。 

(五) 臺中市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黃瑞宗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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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民眾選用電動車，攸關充電裝普及，也需投入成本推動設置，

過去胡市長開放都市計畫內農地做設置，是否未來會開放都計區

內農業區做充電場域使用。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充電樁設立須配合電動車輛成長，目

前臺中市的充電車約占比約 0.7%，普設後可能也無此規模使用者，

否則容易閒置。另充電樁有分為快充及慢充，未來建議以快充應

為整體推動，以符合民眾需求。 

本府都市發展局回應：臺中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

查辦法 18條，必須符合臨接六公尺以上之道路、不得影響生態資

源及水土保持，屬於正向法規，但目前未有相關申請案件，農業

區可能缺乏台電高壓用電設置快速充電的條件。 

2. 有關設置新能源之企業補助，是否有詳細地補助標準和申請辦法？ 

本府經濟發展局回應：目前市府參考各縣市經驗，透過執行計畫

作推動，提供每 kW五千元補助。 

(六) 臺中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黃瑞嘉秘書長 

1. 第 34條為相關法規，產業希望呼應循環經濟模式，如家具、家電

等以租賃代替購買，未來是否會有專責單位，讓臺中市居住外來

人口，能夠採用此模式響應減碳。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採用出租的循環經濟方式立意良好，

惟須考量成本評估商業模式再行推動。 

本府環境保護局回應：目前寶之林修復家具後以便宜價格出售使

用，也有需多房東前來採購，感謝此項建議，未來將思考時否能

採用租賃模式進行推動。 

(七) 龍華木業周春雄總經理 

1. 市府應鼓勵於山坡地多種樹，獎勵或補助方式。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原臺中縣有許多非都市土地，保安林

歸屬於國有財產署及林業署所有，目前持續有推動造林補助，碳

匯包含森林、海洋跟土壤碳匯，目前植樹部分有方法學可以申請

環境部的自願減量專案(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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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農業局回應：獎勵造林申請戶須受管制 20年，並須保持 7成

成活率。獎勵造林獎金核發為：第一年每公頃新臺幣十二萬元。

第二年至第六年，每年每公頃新臺幣四萬元。第七年至第二十年，

每年每公頃新臺幣二萬元。 

農業部詹維德技士：有關自願造林，申請減量方法須經過環境部

審核通過，目前尚有通過認證之專案；造林增加碳匯樂觀其成，

惟造林取得碳權作商業經營可能還待後續推動。 

七、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先進撥冗與會提供寶貴建議，本次公聽會與會代表所提

有關自治條例修法相關意見將納入研議，讓法規更為完善。 

八、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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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臺中市永續淨零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2年 10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開會地點：沙鹿區公所 5樓禮堂 

三、主席：黃執行長晴曉  紀錄：陳瑜芳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五、簡報說明：（略） 

六、討論事項：（依發言順序紀錄） 

(一) 陳廷秀議員服務處何秘書 

海線地區有中火及許多的工廠，減低污染及保障民眾身體健康相

當重要，自治條例有處罰也要有獎勵，各界配合推動。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中央與地方合作加速推動零碳轉型，

能源部門(中火)為中央經濟部推動淨零，另中央環境部管制規範

2.5 萬噸以上排放量的排碳大戶 521 家，佔排碳量 70%。本自治

條例對應中央「氣候變遷因應法」並補充內容不足處，其他中小

企業透過自治條例輔導 ESG減碳，對於減低污染有所幫助。 

(二) 台電環保科課長 

相關意見將於會後函文提供。 

(三) 九嘉國際有限公司-蔡嘉欣負責人 

1. 本市小型貨車行駛至台北市被通知未有檢驗標章，尋求臺中市公

務總局協助無果，因此想詢問有關柴油車（1至 4期）需取得自主

管理標章，如何取得？檢定標準為何？台中市檢驗地點為何？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檢驗規定屬末端規範，其規定應為臺

北市政府訂定之，臺中市僅臺中港區及中央公園設有空品淨化區，

本市另有相關規範。 

本府環保局回應：依臺中市空品淨化區相關規定，大型柴油車行

駛至空品淨化區須具備一年內檢驗合格才可駛入，可至臺中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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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柴油檢測站檢測之。另外，車輛的碳排計算，是以使用柴油量

及排碳係數(中央公布)來計算，尚無車輛訂定檢定標準。 

(四)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張銀海副廠長 

1. 目前已與中央溝通碳費費率等議題，正隆公司已全力推動減量。 

2. 廠內推動厭氧沼氣發電、生質能鍋爐等措施，以接軌國際落實社

會企業責任。 

(五)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謝品君工程師 

1. 因本公司尚未上市，目前不受中央法規規範，但仍有規劃製作

ESG 報告。有關第六條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是否為臺中市轄內所

有企業皆須達成？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第六條為臺中市整體減量目標，並非

針對單一廠家制定。 

(六) 同宸實業有限公司-陳蓓蓉行政人員 

1.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廢汽機車輛拆解回收，尚無相關意見。 

本府環保局回應：廢汽機車輛經回收後拆解，須留意環境保護與

維持，若有相關問題可隨時與環保局溝通，本局將提供相關協助。 

(七)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二廠-許晉嘉工程師 

1. 本公司配合政府法規執行，目前每年皆有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八)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林工程師 

1. 本公司已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措施。 

(九) 張家銨議員-王特助 

1. 張議員支持推動環保相關法案，惟有關宗教場所管理，機構如何

認證，臺中市有多少認證機構? 另實際上要求廟宇設置環保金爐，

對小型及偏鄉地區之宮廟而言，考量經費籌措困難不易推行，若

因此開罰會接到民眾陳情電話。 

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回應：依據自治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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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認證部分由各業務機關辦理，主要是給予各場所推動減能減

碳、污染減量的成果肯定。另外，宮廟設置環保金爐，主要採勸

導方式，未有罰款案例，若宮廟無資源建置環保金爐，建議採用

紙錢集中燒，由環保局統一協助清運，降低對城市空氣品質影響。 

七、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先進撥冗與會提供寶貴建議，本次公聽會與會代表所提

有關自治條例修法相關意見將納入研議，讓法規更為完善。 

八、散會：下午 3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