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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公聽會邀請書 
名  稱 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九條實施

策略方案檢討公聽會 

日  期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10-12時 

地  點 
高雄市議會 1樓第 1會議室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號 

主持人 黃柏霖議員、劉德林議員 

出席 

單位 

 

 

 

 

受邀 

人員 

本會全體議員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經發局、水利局、地政局、都發局、工務

局、交通局、捷運工程局、農業局、海洋局、原住民事務委員

會、財政局、教育局、研考會、勞工局、社會局、行政暨國際

處、觀光局。 

 

專家學者 

(一)義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李建興 博士 

(二)大仁科技大學教授兼副校長 林爵士 博士 

(三)正修科技大學教授兼副校長 鄭舜仁 博士 

(四)高雄市港都社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魯台營  博士 

(五)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教授 盧圓華博士 

公聽會

議題緣

起及探

討議題 

壹、議題緣起： 

    高雄市議會 2023 年 6 月 28 日三讀通過「淨零城市發展自

治條例」，成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公布以來，首部地方淨零

法規，高雄市為工業城市，碳排放約占全台 20％，目前雖然已

較基準年減碳 13.2％，減量達 877 萬噸，領先各縣市並超前國

家目標，但為了加速減碳工作推行，積極制定「淨零城市發展

自治條例」，明定 2030 減量 30％、2050 淨零目標，並以強化

政府治理、輔導產業調適、市民生活參與、落實公正轉型為四

大核心，期望發揮公部門帶頭示範、產業以大帶小、全民參與

精神，本自治條例後續將函報中央，俟行政院核定後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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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第八條: 

    本府擬定氣候變遷與淨零城市發展之相關計畫或方案，其

基本原則如下： 

一、接軌國際：執行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時，應積極落實全球

在地化，並加強國際合作，讓城市經驗與世界接軌。  

二、在地化：落實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應考量在地社會文化與

成本效益，並尋求在地成果產出最適化。  

三、引導城市轉型：積極採取前瞻行動與措施，針對城市發展

特性，引導城市轉型發展，並協助公正轉型。  

四、技術植根：致力循環經濟導向與減碳之科學及技術研究發

展。  

五、市場導引機制：建構淨零循環經濟與市場發展之有利環境，

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 

六、公私夥伴關係：應透過市民參與強化民間自主性倡議 與公

私部門合作夥伴關係，並推動因應氣候變遷之教育宣傳及專業

人員能力建構。 

  依據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第十條：  

    為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城市發展，本府各主辦機關如

下，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一、再生能源使用及能源系統之轉型發展事項：經濟發展局。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事項：經濟發展局 

三、淨零城市韌性基礎建設規劃事項：水利局、地政局及都市

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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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淨零城市之國土計畫、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相關事項：

都市發展局。  

五、智慧建築減碳事項：工務局。  

六、社會生活淨零績效表現之跨部門合作事項：環境保護局。  

七、鼓勵電氣化及微電網事項：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  

八、再生能源儲能方案事項：經濟發展局。  

九、交通運輸部門淨零整合行動發展事項：交通局及捷運工程

局。 

十、農漁業部門淨零整合發展事項：農業局及海洋局。  

十一、城市廢棄物減量、降低廢棄物焚化量，智慧型廢棄物回

收處理及再利用事項：環境保護局。 

十二、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族地區自然碳匯強化事

項：農業局、海洋局及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十三、稅捐、預算規劃及金融協助事項：財政局。  

十四、淨零城市減碳教育宣導事項：環境保護局及教育局。  

十五、公正轉型之推動事項：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勞工局及

社會局。 

十六、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車輛汰購及淨零國際交流事項：

行政暨國際處。  

十七、其他本市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城市發展事項：推動會決

議指定之。 

  依據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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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於擬定、規劃與執行國土計畫（區域計畫）、都市計

畫、鄉村整體規劃、都市設計、公共設施及基礎建設，或其他

土地開發、利用或管制政策時，應充分衡量氣候風險因子，秉

持減緩與調適並重原則，推動淨零循環環境之營造，並積極採

用以下策略，引導淨零及韌性城鄉之實現：  

一、強化城巿綠色基盤之修補。  

二、生態社區及低碳工法之概念，以達到低碳、生態及永續經

營之目的。  

三、評估規劃自行車道及人行道系統並採透水鋪面。  

四、導入風道規劃，降低熱島效應。  

五、公共設施導入滯洪、雨水再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概念，

並優先購置節能標章之產品。  

六、公共排水系統應透過上、中、下游設置保水、滯洪、貯留

措施，以降低淹水或乾旱之風險。  

七、新建道路導入低碳、生態及綠資源循環設計概念。  

八、學校、機關用地未使用前，儘量種植樹木，並採用原生樹

種。 

九、優先使用再生資源及綠建材。  

十、結合保育、綠色運具，推動低碳旅遊產業。  

十一、評估規劃停車場提升綠化面積及採用透水舖面材質，降

低都巿熱島效應。  

十二、調查環境與土地特性基礎。 

  前項土地涉及原住民族土地開發、利用或限制時，應與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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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共同諮商。  

  第一項策略由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權責範圍執行之。  

  高雄市政府倡導淨零城市發展，並且通過自治條例，第

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九條實施策略方案有無具體做法及列入年

度市府預算項目，才能確實落實實施，目前雖有自治條例，

但是如何運行的實施細節及定義內容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貳、探討目的： 

(一) 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第八條氣候變遷與淨零城市發展

之相關計畫或方案，其基本原則應如何落實?(環保局 ) 

(二) 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第十條為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與淨

零城市發展，市府各主辦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運作方

案及相關預算編列情況?(出席各局處) 

(三) 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第十九條如何落實及達成管制目

標，如何引導淨零及韌性城鄉之實現 ?(環保局、都發局、工務

局、水利局、交通局、觀光局、原民會、出席學者專家) 

(四) 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九條實施策

略方案檢討? (出席各位學者先進) 

叁、議程： 

    09：30－10：00  報到，領取資料 

    10：00－10：10  公聽會主持人致詞 

    10：10－10：40  市府各局處單位代表報告 

    10：40－11：10  學者專家發言 

    11：10－11：40  與會貴賓發言及討論 

    11：40－12：00  主持人結論 

備註 一、受邀單位請派員參加。 

二、出席人員請  貴機關准予公(差)假。 

資料來源: 高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審議通過 (chinatimes.com) 

https://house.chinatimes.com/20230628004501-264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