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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建立台灣地區低碳城市發展現況與展望評比指標及評估準則、層級架構，並透過專家

學者的群體方式取得評估準則及評選城市間相對優先權重值，針對5個評選縣市（台北市、高雄市、新竹市、台中市、台

南市）進行台灣地區低碳城市發展現況與展望之評比。 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專家決策群認為台北市的權重值為24.3%；高

雄市的權重值為21.4%；新竹市的權重值為17.6%；台中市的權重值為21.3%；台南市的權重值為15.4%。整體權重值重要

性排序為工業部門(31.1%)、環境意識(27.7%)、運輸部門(17.9%)、住商部門(12.7%)、環境現況(10.5%)。在各項評估準則中

以民眾對環境事務支持度(18%)、碳密集度(工業)(15.6%)及電力使用情形(15.5%)為評選重要權重因素。在各評估準則之敏感

度分析方面，以權重值增減20%情況下，對評選城市均無重大影響，顯示五項評估因素在執行本項評選工作時穩定度高，

且對改變決策力之影響低。 台北市低碳城市現況與展望總權重值為0.243，主要為碳密集度(工業)(0.041)、環保生態預算支

出(0.040)評估準則權重得分較高。台北市產業結構以商業形態為主，其工業產值雖較高雄市、新竹市等以工業形態為主要

產業結構的城市產值甚低，但溫室氣體排放量亦相對較少。且台北市為首都都市，相較下所擁有資源及能對環保生態投入

的努力亦較高，相對也佔較大優勢。 高雄市低碳城市現況與展望總權重值為0.214，主要為民眾對環境事務支持度(0.044)、

電力使用情形(0.031)評估準則權重得分較高。在以網路形式進行民眾對環境事務支持度問卷調查中，結果顯示高雄市民眾

頗為肯定高雄市近年來在環境保護上的成果。本研究係以各城市之行政區域為範圍，故在工業污染等環境相關課題上，未

涵蓋來自高雄縣的污染貢獻，這點與傳統認知高雄地區工業污染嚴重之印象似有差距。另高雄市近年行政預算大幅增加後

得以推動各項改善生活環境措施，也進一步提昇了高雄市的低碳展望。 台中市與高雄市之評比成果相當，其低碳發展評選

城市總權重值分別為0.213及0.214，這一結果與一般民眾認知的台中市良好的生活環境尚稱符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

中基地」與「台中市機械科技工業園區」的開發，為台中市的經濟活動與區域相關發展帶來正面助益，但其污染排放與溫

室氣體增量相對也造成環境的負面衝擊，因此研訂可行之因應措施並展現地方永續發展特色將是台中市在現有良好基礎上

未來打造低碳城市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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