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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歷程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乃指「人類的發展能夠滿足當
代的需求，且不致危及到我們的子孫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永續發展的
重要精神在於追求社會、經濟與環境三面向的均衡發展，社會層面
(Social)：主張公平分配，以滿足當代及後代全體人民的基本需求；經
濟層面 (Economic)：主張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環境基礎上的持續經濟
成長；環境層面 (Environmental)：主張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

行政院於1994年8月成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後續於
1997年8月23日提升為「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02年5月再
提升由行政院院長親自兼任，以彰顯政府對永續發展的重視。2002年
11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環境基本法」，該法第29條「行政院應設置國
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永續發展相關業務之決策，並交由相關部
會執行，委員會由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賦
予永續會法定位階，永續會由原任務編組提升為法定委員會。於2016年
啟動研訂「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作業，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以下簡稱SDGs）研訂「臺灣永續
發展目標」，遂於2018年永續會完成「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並於
2019年再訂定對應指標，目前，「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共計有18項核
心目標、143項具體目標及336項對應指標。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順應全球永續發展趨勢並因應行政院國
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要求各縣市政府訂定「地方永續發展」的政策，遂於
2003年11月召開成立「臺北縣永續發展推動小組」研擬臺北縣永續發
展委員會的組織架構，並於2005年7月經縣長核定正式公告「臺北縣永
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且於2007年6月正式成立「臺北縣永續發展
委員會」，期許讓永續發展從「國際議題」轉化為「國家政策」，以落
實「全球考量，地方行動」。

永續發展目標的在地實踐，必須有明確的目標與管道，本市原依循健
康城市、永續發展城市等2大面向，分別由本市「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
委員會」、「臺北縣永續發展委員會」2個委員會推動本市永續發展相
關政策，囿於推動過程中發現兩者有許多重疊之處，另本市亦思考應以
多面向在地行動回應國際永續議題，故於2010年8月著手將2個委員會
整併以降低本市於永續發展推動上有疊床架屋之情況，於2011年臺北縣
政府正式升格為直轄市後正式成立「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
員會」，由市長擔任主任委員，並召集減碳、綠能、生態等相關領域專
家學者，依據不同功能與目標依序分為：國際願景組、節能減碳組、健
康樂活組、資源與產業組、生物多樣性組、水資源組、社會福利組、永
續教育組、公共安全組、城鄉發展組等10個工作分組，為推動永續政策
提供寶貴建議，此外，本市環保局及衛生局均為秘書組，負責推展委員
會事務，並定期召開會議，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工作
推動歷程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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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工作推動歷程內容

2003年11月10日 召開成立「臺北縣永續發展推動小組」

2005年 7月 8日 正式公告「臺北縣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2007年 6月 1日 正式成立「臺北縣永續發展委員會」

2010年 8月 2日 正式公告「臺北縣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2011年 3月31日 發布「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2011年 3月31日
聘任第1屆「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任期自民國100年3月31日起至103年3月30日止

2014年 2月24日 第1次修正公告「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2014年 3月31日
聘任第2屆「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任期自民國103年3月31日起至106年3月30日止

2014年 4月22日 第2次修正公告「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2017年 3月31日
聘任第3屆「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任期自106年3月31日至109年3月30日止

2020年 3月31日
聘任第4屆「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任期自109年3月31日至112年3月30日止

2020年 7月10日 第3次修正公告「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2022年 3月31日
聘任第5屆「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任期自112年3月31日至115年3月30日止

表一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工作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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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願景目標

鑒於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及節能減碳已為當前全世界共同關注的議題，
也是國家重點的政策，而新北市人口超過全台的六分之一，就是台灣的
縮影，未來十年內在人口、地理、科技等面向將面臨種種挑戰，新北市
幅員廣大、地理環境多元與豐富的文化資產，更應重視環境保護及自然
資源的維護。

本市以「安居樂業」作為施政目標，推動2030願景工程，擘劃未來十
年發展願景，並以「新住民」、「新領導」、「新趨勢」、「新美學」、
「新創生」及「新聯結」六大面向翻轉新北市，本府期許打造出以新北
樂活「繁榮創新」、「嚮居新北」、「幸福快樂」、「健康優活」為基
礎之永續城市，同時建構

出永續城市四項總目標：

「促進綠色循環經濟」、

「打造低碳生態城市」、

「追求幸福安全社會」、

「營造樂活慢活環境」，

為市民打造真正「安居樂

業」的幸福城市。本市永

續發展願景目標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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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會權責與分工

新北市政府為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重大議案之研訂審議及相關事務之
協調推動，特設「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並訂定
「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說明如下：

一、委員會編制

「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新北市永續會)
為推動新北市永續發展最主要之運作機構，依「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
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置委員33人至43人，其中1人為主任
委員，由市長兼任；副主任委員3人，其中副主任委員及委員，由市府
相關機關首長、府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以及社會團體代表組成，任
期3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相關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本市健康城市、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並審議健康城市、
永續發展相關重大議案，推動參與國際及全國相關之會議，並
與具有健康城市、永續發展事務之國際城市及縣、市合作。

(二)協調推動節能減碳、永續科技、永續能源及綠色產業，促成高
環境品質及永續經濟發展之共享。

(三)協調推動本市水土資源永續利用，推動永續城鄉規劃及綠色建
設，建構生態社區，營造優質生活環境。

(四)加強預防保健、強化社區防疫，促進心理健康，落實長期照顧，
全面發展健康樂活生活。

(五)推廣永續發展教育宣導，提升政府與民間社區夥伴關係，全面
落實永續發展工作。

(六)協調推動生物多樣性之保育及水資源保護，以確保民眾健康及
生態系平衡。

(七)強化社會支持系統及弱勢照顧，改善就業環境，並且重視社區
安全，營造安全之支持性環境。

(八)其他永續相關事項。

二、工作分組

第4屆永續委員會共設置委員42人，主任委員由侯友宜市長擔任；副
主任委員由新北市劉和然副市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蔡勳雄副董事長、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余範英董事長擔任，永續發展委員會依據權責及專長
之不同，為落實推動新北市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的工作，新北市永續會
下設10個工作分組，包括：國際願景組、節能減碳組、健康樂活組、永
續教育組、城鄉發展組、資源與產業組、生物多樣性組、水資源組、社
會福利組及公共安全組，其分別由研考會、環保局、衛生局、教育局、
城鄉局、經發局、農業局、水利局、社會局及消防局主辦，並由相關局
處代表及其相關領域之新北市永續會委員組成，相關新北市永續會
組織架構如圖一所示。 8



圖一新北市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

9



永續發展指標介紹



11

永續發展指標

為以多面向在地行動回應國際永續議題，並有效追蹤評估「新北市永
續發展目標」執行情形，本市藉由國際共通語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與國際接軌，同時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包含17項核心目標
及169項具體目標)、行政院臺灣永續發展(包含18項核心目標及142 項
具體目標)，及本市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由本市各單位共同
研擬專屬於新北的81項「新北永續發展指標」，並訂有2025年中期及
2030年長期目標，如附錄，據以推動實施之。

「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內容涵蓋計11大面向26項議題81個指標，同
時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人與環境為基礎，達成經濟、自
然、社會和諧共生的永續發展目標。於各指標下說明因應執行策略與目
標，結合法規、預防與管制措施、經濟與市場工具及跨部會協作等各種
執行機制，以形成有效之政策行動計畫。

本市將所有指標依性質類別分屬在11個面向之下，列出81項因應我國
國情發展與需要的重要永續發展目標指標，概述如下：

一. 環境面向：針對特定對象以及環境污染問題的管理，確保所有的人
都可取得負擔得起的、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包含河川污
染改善率、空氣品質不良率、細懸浮微粒(PM2.5)年平均濃度、人均
年用電量、再生能源累計設置容量、服務業戶均年用電量、溫室氣
體人均排放量、每人每日一般廢棄物產生量、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率、資源回收率、環境認證競賽里參與率、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合
格比率等12項指標。

二. 福祉面向：消除新北市一切形式貧窮，確保市民健康及促進各年齡
層的福祉，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進而促使城市與人類
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包含戶數五等位所得差距倍數、
低收入戶的人口比例、65歲以上長者憂鬱篩檢服務量、居住扶助涵
蓋率、婦女參與成長活動成長率、銀髮俱樂部及老人共餐響應點設
置數、復康巴士使用成長率等7項指標。

三. 國土資源面向：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
的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
性的喪失，包含因天然災害導致人類傷亡人數、森林覆蓋之土地面
積比等2項指標。

四. 參與面向：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
習，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包含每
人出席藝文展演文化活動次數、居民擔任志工人數成長率、社區志
工防疫工作參與度、社區親子服務人次成長率、社會福利社區參與
率、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人員總人數、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總家數等7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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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健康面向：確保本市市民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包含18歲以
上吸菸率、18歲以上男性嚼檳榔率、法定傳染病發生改善率、參與
長者健康促進評估介入比率、無菸環境建置、自殺標準化死亡率、
癌症標準化死亡率、癌症篩檢陽追率、體適能評估(一)平均每月運
動記錄活躍比率、體適能評估(二)學生規律運動比率、65歲以上民
眾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兒童疾病的感染免疫措施、長期照護資
源使用人數、長期照顧服務提供涵蓋率、落實長者照護服務、營養
認知提升率等16項指標。

六. 科技面向：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及和
平且包容的社會，並加速創新，以落實永續發展，包含公開資料
(Open Data)指標(資訊透明度)、每百戶有行動電話數、每百戶有連
網戶數、無線網路服務使用人次、雲端證件包查調指標等5項指標。

七. 城鄉文化面向：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與衛生及其永續管理，促使
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包含遺址、歷史建
築保存維護、火災發生率、人均公園綠地比、雨水管理設施、都市
內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都市化面積擴張率、都市更新案提供公
益性空間面積數、開發用地面積比、親水休閒空間滿意度等9項指標。

八. 治理面向：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
道給所有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包含
犯罪發生率、刑案破獲率、運用監錄系統破獲率等3項指標。

九. 生產面向：消除各地一切形式貧窮，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包含失
業率、求職就業成長率、工商業家數成長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
率、有機耕種的面積、校園有機蔬菜需求量等6項指標。

十. 生活面向：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與衛生及其永續管理，藉由永續
消費及生產模式，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
性，包含污水處理率、人行道整平成長率、大眾公共運輸系統成長
率、公共自行車使用人數、公共運輸乘客人數、每萬人所擁有之自
行車道長度、每萬輛機動車輛死亡人數、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低
底盤公車普及率、道路養護(修補坑洞)處理時效執行比率、民間企
業綠色採購金額等11項指標。

十一.生物多樣性面向：保育、維護及促進海洋、海洋資源及領地生態系
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
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以確保永續發展，包含特定外來植
物覆蓋面積、刺網漁業漁船筏艘數比例、魩鱙漁業漁船筏艘數比例
等3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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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指標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關聯性

1972年的人類環境會議第一次提出永續發展的概念，1980年國際自
然保育聯盟、聯合國環境署、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在所制定發布的《世
界保育方案》中亦提出永續發展的理念，被在1987年《我們共同的未來》
中獲得推廣與支持，在該報告中將永續發展定義為「滿足當代的需要，
而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要之發展」。此定義是目前國際上
最被廣泛引用及被官方所採用的，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經濟發展應建立
在生態永續能力、社會公正和人民積極參與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上；所
追求的目標是使人類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個人得到充分發展，而這些
都必須建立在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對後代子孫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威
脅上。

這個定義有兩個重要的意涵，一是資源的利用發展是以滿足人類的需
要(非人類的想要)，亦非以環境保護為訴求；另一者是強調「公平性」，
包含確保世代間的公平性，與世代內的公平性，世代內公平性特別強調
對貧窮者的照顧，使世界上資源的使用(包括水、空氣、土地、礦產等資
源)能重新分配給貧窮者( Kirkbyetal.,1995:2)許多人對永續發展都存在
一種誤解，將永續發展簡單的化約為環境保育，事實上這種單純的想法
被不能充分表達永續發展的內涵，永續發展是對過去人類自我中心式對
待環境與利用資源的方式提出反省，認為人類發展的方式，特別是社會
與經濟的發展，可以建立在一種更為與自然相容的寬廣尺度上，所以被
非為了保護環境就不能開發或發展經濟，而是試圖在環境保育與發展之
間找出一個平衡點。例如永續發展的重要核心議題之一即是降低貧窮，
每年有幾百萬開發中國家的人民死於缺乏食物、缺乏乾淨水資源所導致
的疾病下，為了滿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適切的開發是降低貧窮改善生
活的重要方式，也受到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重視，惟此開發行為必須建
立在環境所能承載的範圍內，不能危害後代子孫的生存與發展。這就回
歸到了前述中永續發展的兩個重要的意涵：需要的滿足以及資源分配的
公平性。永續發展有三項基本的原則：

一. 公平性原則：強調世代內的公平、世代間的公平以及資源分配與利
用的公平。全球間貧富懸殊、兩極化現象應被修正，將消除貧窮作
為永續發展過程中特別優先的問題，且要給世世代代公平的發展權。

二. 永續性原則：在滿足需求的同時必須有限制的因素，即發展的概念
中須包含制約的概念，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或需求不能超越環境的
承載力。

三. 共同性原則：每個地區都擁有其特殊性，因此落實永續發展的具體
模式不可能是唯一的，但是上述的公平性與永續性原則應是共同的。
且要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亦應透過全球的行動以認知地球的整體
性與相互依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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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於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聯合國環境及發展會議」，
又稱「地球高峰會議」，聯合國首次就永續發展議題提出多項推動藍圖，
共分為「社會與經濟」、「保存及管理資源以促進發展」、「強化主要
團體功能」及「實施手段」等四部分，共囊括 40 項領域；2012年聯合
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再次召開「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又稱Rio+20)，
大會討論議題為「永續發展及消除貧窮脈絡下的綠色經濟」，產出文件
為「我們想要的未來」制定一套可有效執行的永續發展目標，所有會員
國統一執行：(1)對永續發展重新作出政治承諾；(2)檢討已執行之永續
發展進展及差距；(3)處理新浮現的挑戰；聯合國依據「我們想要的未來」
自 2013年 1月起進行「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之研訂，並於2014年9月10日的第68屆大會中討論通
過，計有17目標及169細項目標，於西元2017年再建立232項指標用來
衡量實踐情形。

目標1、消除各地一切形式貧窮（People）

目標2、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People）

目標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People）

目標4、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People）

目標5、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People）

目標6、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與衛生及其永續管理（People）

目標7、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的、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的
能源（People）

目標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
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Prosperity）

目標9、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
新（Prosperity）

目標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Peace）

目標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People、
Planet、Prosperity、Peace）

目標12、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Planet）

目標13、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Planet）

目標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Planet）

目標15、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
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Planet）

目標16、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
有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Peace）

目標17、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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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已成為各國共同施政方向，本市為因應
全球趨勢，有效與世界接軌及對話，並善盡地球村成員之責，新北市於
2019年10月領先全臺首先發布《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
告》，向世界揭示新北的永續決心。新北不僅是全臺第一、全球第十個
發表報告的城市，更在2020年成為臺灣唯一受邀簽署《紐約VLR宣言》
（New York City Voluntary Local Review Declaration）的城市，與
全球 332座國際城市共同推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下簡稱SDGs）。2021年11月新北市出版第二
本VLR，除了記錄永續市政的推動，也會就2019年發行第一本VLR後，
新北市的永續政策做一個短期進程的檢視（ Look Back to Look
Forward）。此外，更透過永續會重新檢視新北市永續發展指標，以多
面向在地行動回應國際永續議題，除將新北指標同步對應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並提出政策案例，藉此讓大眾更加了解及重視永續議題。
新北市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永續發展指標如表二所示。

圖二 SDGs17項永續發展目標

2022年ICLEI永續城市論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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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新北市永續發展指標
SDG1
消除貧窮

1. 戶數五等位所得差距倍數
2. 低收入戶的人口比例
3. 失業率
4. 求職就業成長率

SDG2
消除飢餓

1. 有機耕種的面積
2. 校園有機蔬菜需求量

SDG3
健康與福祉

1. 空氣品質不良率
2. 細懸浮微粒(PM2.5)年平均濃度
3. 65歲以上長者憂鬱篩檢服務量
4. 18歲以上吸菸率
5. 18歲以上男性嚼檳榔率
6. 法定傳染病發生率
7. 參與長者健康促進評估介入比率
8. 無菸環境建置、自殺標準化死亡率
9. 癌症標準化死亡率
10. 癌症篩檢陽追率
11. 體適能評估(一)-平均每月運動記錄活躍比率
12. 體適能評估(二)-學生規律運動比率
13. 65歲以上民眾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14. 兒童疾病的感染免疫措施接種比率
15. 長期照護資源使用人數
16. 長期照顧服務提供涵蓋率
17. 落實長者照護服務
18. 營養認知提升率

SDG4
良質教育

1. 婦女參與成長活動成長率
2. 每人出席藝文展演文化活動次數
3.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有效總人數
4. 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總家數

SDG5
性別平等

婦女參與成長活動人次成長率

SDG6
淨水及衛生

1. 河川污染改善率
2. 雨水管理設施
3. 河濱公園入園人數
4. 污水處理率

表二新北市呼應聯合國SDGs訂定永續發展指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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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新北市永續發展指標
SDG7 
可負擔
潔淨能源

1. 人均年用電量
2. 再生能源累計設置容量
3. 服務業戶均年用電量

SDG8 
促進經濟
成長及就業

1. 失業率
2. 求職就業成長率
3. 工商業家數成長率

SDG9 
產業、創新
及基礎建設

1. 每百戶有行動電話戶數
2. 每百戶有聯網戶數
3. 無線網路服務使用人次

SDG10 
減少不平等

1. 戶數五等位所得差距倍數
2. 居住扶助涵蓋率
3. 銀髮俱樂部及老人共餐響應點設置數
4. 復康巴士使用成長率
5. 社區親子服務人次成長率
6. 社會福利社區參與率

SDG11 
永續城市
與社區

1. 空氣品質不良率
2. 細懸浮微粒(PM2.5)年平均濃度
3. 每人每日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4. 環境認證競賽里參與率
5. 因天然災害導致人類傷亡人數
6. 社區志工防疫工作參與度
7. 文化資產(建築類)管理維護計畫
8. 火災發生率
9. 人均公園綠地比
10. 都市內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
11. 都市化面積擴張率
12. 都市更新案提供公益性空間面積
13. 開發用地面積比
14. 人行道整平成長率
15. 大眾公共運輸系統成長率
16. 公共運輸乘客人數
17. 公共自行車使用人數
18. 每萬人所擁有之自行車道長度
19. 每萬輛機動車輛死亡人數
20.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
21. 低底盤公車普及率
22. 道路養護(修補坑洞)處理時效執行比率

表二新北市呼應聯合國SDGs訂定永續發展指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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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新北市永續發展指標

SDG12 
永續消費與
生產模式

1. 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
2. 資源回收率
3. 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合格比率
4.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5. 有機耕種的面積
6. 校園有機蔬菜需求量
7. 民間企業綠色採購金額

SDG13 
氣候行動

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

SDG14 
海洋生態

1. 刺網漁業漁船筏艘數比例
2. 魩鱙漁業漁船筏艘數比例

SDG15 
陸域生態

1. 森林覆蓋之土地面積比
2. 特定外來植物覆蓋面積

SDG16  
和平,正義與
健全之司法

1. 居民擔任志工人數成長率
2. 公開資料(Open Data)指標(資訊透明度)
3. 雲端證件包查調指標
4. 犯罪發生率
5. 刑案破獲率
6. 運用監錄系統破獲率

SDG17 
全球夥伴

1. 環境認證競賽里參與率
2.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有效總人數
3. 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總家數

表二新北市呼應聯合國SDGs訂定永續發展指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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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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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環境

議題：水質

指標名稱：河川污染改善率

計算公式：河川污染指數(RPI，River Pollution Index)由生化需氧量、溶
氧量、氨氮及懸浮固體等四項理化水質參數組成，用以根據其
數值來對污染程度加以分類，計算方式如下：RPI=(1/4) ΣSi 式
中，Si 為污染點數，i為水質項目，RPI為河川污染指數，介於
1~10 間。RPI 2 以下代表未(稍)受污染。 Si：第 i項水質參數
之點數，水質參數包括DO(mg/L)、BOD5(mg/L)、NH3-
N(mg/L)、SS(mg/L)

⚫ 2022年度成果值：嚴重污染比例為1.7%, RPI值為2.07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淡水河流域包含了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及淡水河本流等主要河
段匯流而成,河川污染主要受到民生污水、事業廢水及畜牧廢水排入影響,
本府為維護淡水河水質,每月藉由副市長層級主持之「新北市河川流域治
理平台」會議,邀集各局處共同擬定整治策略,藉由提升全市接管率、現地
處理設施及截流設施最佳化操作,以及稽查管制勤查重罰等管制作為,訂定
分年分期目標,滾動檢討改善策略執行情形。

本府除落實源頭管制,要求列管事業取得許可後始得排放廢水,並妥善
操作廢水處理設施善盡企業責任外,亦針對污染熱區強化末端稽查,必要時
亦搭配科學儀器或透過檢警環合作等多元方式,勤查重罰。

稽查員進場調查廢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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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環境

議題：空氣

指標名稱：空氣品質不良率、細懸浮微粒年平均濃度(μg/m3)

計算公式：

空氣品質不良率(%)=空氣品質指標(AQI)值>100站日數÷空氣品質監測
之有效站日數×100%

⚫ 2022年成果值：2.3%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全國唯一工業無煤城市開啟新北空品新篇章

本市自2014年開始逐步建構無煤城市，協商台電林口廠、南亞集團
之燃煤機組加嚴排放標準；使用生煤之小型鍋爐增加檢測頻率及防制設
備效能驗證等措施，為無煤城市推動之管制基石。

歷經9年管制時間，除涉及民生用電之台電林口廠外，配合市府政策，
本市燃煤鍋爐已於2019年底全面退場，輔導轉型使用低污染燃料，且4
座燃煤汽電共生機組自2016年起陸續退場，於2022年10月底最後1座然
煤汽電共生機組退場後，本市2022年11月起進入工業無煤城市時代，提
前符合承諾「脫煤者聯盟」（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 PPCA）逐
步退煤之規劃期程，統計全市燃氣使用量更增加近50%。爾後將持續推
動淨零減碳措施，包括推動再生能源、規劃氨氣混燒、投入碳捕集技術
研發及持續推廣環境教育等，間接降低對燃煤電廠之依賴。

二、精進許可審查指引 減緩臭氧前驅物排放

本市持續推動防制技術許可審查指引，自2015年陸續公告12行業別，
納管305個製程，運用指引管理下，每年可減少粒狀物875公噸、硫氧化
物288公噸、氮氧化物340公噸、揮發性有機物422公噸，指定行業削減
量更達54%以上。

2022年針對已公告7年之「凹版印刷/印刷作業程序」審查指引進行
修正，依不同製程特性將其分成兩個指引，修正重點包含新增有害物種
管理、設置納管管制門檻、加嚴集氣規定及獎勵使用低污染物料等項，
總計管制44個製程，預期每年可削減揮發性有機物許可排放量120公噸。
2022年亦修正公告「印刷電路板製造程序｣，要求業者採密閉負壓操作、
設置混排排放規定，並以質量平衡方式估算排放量，共納管57個製程，
可管制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達236公噸/年。

拆除燃煤鍋爐，新北提
前達成無煤城市目標 燃氣鍋爐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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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協助管理 帶動業者防制設備升級：

自2021年起本市累計輔導24處公私場所設置科技設備協助管理，也
同步促使業者自主評估設置更有效之防制設備。經輔導後，2家業者於
2022年皆改設置跳動式洗車台，有效降低車輛夾土逸散，提升防制效率
達33%。

另營建工程亦有新加入科技管理之業者，於本市辦理新管辦宣導會
後表達設置智能化管理系統之意願，經輔導後，已於轄內承攬的4處工
地裝設空品感測器、噪音計及顯示面板。經查4處工地於裝設科技設備
後，已無被陳情案件，改善率100%。

四、E管家幫提醒 優化逸散管制：

(一)缺失案件輪替式輔導 整體改善效率提升近50%

本市完成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缺失案件建檔後，即由
逸散E管家系統提醒業者7天內改善並上傳回報處理情形，若7天後
未完成回報者，自動排入稽查行程，複查間隔時間由原75天大幅
縮短為37天。經查推動E管家系統提醒後，業者皆於7天內完成改
善作業，大幅提升管制效率。

(二)定期推播道路洗掃 環境維護作伙來

本市逸散E管家另具有道路洗掃提醒功能，每月5號前以線上廣
告式跳出提醒業者執行道路洗掃作業，並上傳環境維護成果，增加
道路自主洗掃頻率，提升環境維護率達90%。

五、餐飲環境教育 空污防制跨域推廣

本市全國首創餐飲業環境教育課程，與景文科技大學合作，將餐飲
空污防制實務經驗課程納入餐飲科系學程，另該校2022年獲勞動部核准
申辦「觀光旅館跨域人才培育環保學程-專精課程」，將課程對象擴大為
欲從事餐飲業之跨領域學生皆可參與，深根未來從事餐飲領域人員具有
環保污防觀念。

對於已從業之餐飲人員，本市2022年特與餐飲工會合作，藉由工會
辦理廚師餐飲安全衛生講習回訓課程時進行餐飲業空污防制法規宣導，
以讓從業人員能將環保觀念納入經營管理中，並落實法規符合狀況。在
本市積極推動教育理念下，促使本市新設餐飲防制設備設置率大幅提升
至91%；屢遭陳情店家之陳情率亦較2021年大幅下降86%。

工地出入口設置噪音計及空品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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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板橋雙站空維區 守護民眾有夠讚

考量「板橋公車站與板橋轉運站」為本市交通樞紐，平均平日進出
之大客車車輛數近2,800輛次，旅客人次約3.8萬人次，為保障市民及返
往旅客健康，降低空氣污染物暴露風險，故於2022年1月25日公告為本
市第二處「空氣品質維護區」(簡稱板橋雙站空維區)，管制對象為柴油
大客車，行經板橋雙站需取得有效期限內自主管理優級或同等級以上
(包含新購5期及6期車)標章，始可進入。統計管制前後區域空品已有明
顯改善，PM2.5濃度較管制前改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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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車設籍數全國第一

七. 推動車輛汰舊及電動化 數量全國第一

由於2022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市民汰舊換購或新購電動機車
意願較低，故推出「電動機車好康再加碼」方案，除再加碼補助
8,000元外，並針對1~4期機車加強攔查，使得本市老舊機車汰舊數
達7.2萬輛，為全國第一；另統計至2022年止，本市電動機車設籍數
近9.7萬輛，同為全國第一，與2021年相比成長16%。

為達2050年淨零碳之目標，努力推動車輛電動化，本市公務車
輛帶頭推動自2022年起，倘為非警用燃油機車達汰換規定，一律電
動化；倘為燃油汽車達汰換規定，則逐年提高汰換為電動汽車比例；
至於各機關接受捐贈車輛，皆以電動車優先。預計至2035年，本市
之公務車輛，除特種車輛外，全數汰換為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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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環境

議題：能源使用

指標名稱：人均年用電量

計算公式：該年度表燈非營業售電量÷人口數

⚫ 2022年成果值：2,107度/人•年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新北市人均年用電量約為2,107度/人年，較2021年2,112
度降低0.24%。

2022年與開發業者合作，公私協力於新建案導入「新北節能E管
家」，在新設建築物設計建造階段導入智慧節能監控系統，不需於住戶
入住或管委會成立後，再支出額外的溝通及改造成本，讓民眾在購屋入
住後能方便加入「節能E管家」服務平台，藉由免費的可視化節能服務
平台，進行能耗監控，期望引導更多民眾運用平臺資訊，改善家中用電
習慣，提高用電效率；後續將透過經濟部「縣市節電夥伴計畫」，持續
透過「新北節能E管家」引導民眾使用智慧用電節能平臺資訊，改善家
中用電習慣並汰換老舊家電以提高用電效率，並推動「節電診所」協助
診斷社區公設用電達到最佳化；同時亦以環評制度及建照審查把關，導
引新建築物取得「綠建築」及「智慧建築」標章；既有建築物則以「節
能E好宅」導入建築能效揭露與分級管理思維，輔以「低碳社區改造」
補助及標章認證制度，強化節能減碳措施，以補助、輔導與教育宣導的
方式鼓勵民眾節電。

25

新北節能E管家記者會

低碳社區改造補助低碳社區改造 節電診所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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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環境

議題：能源使用

指標名稱：服務業戶均年用電量

計算公式：服務業年用電量÷服務業抄表用戶數

⚫ 2022年成果值：53,888度/戶•年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新北市服務業年用電量為6,462,596,452度，服務業抄表用戶數為
109,949戶，服務業戶均年用電量為53,888度。

服務業三項查核現場照片

服務業三項查核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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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環境

議題：能源使用

指標名稱：再生能源累計設置容量

計算公式：再生能源累計設置容量

⚫ 2022年成果值：129 MW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本府尊重中央政策規劃，並持續努力推動節能與綠能措施，期能提
升城市能源治理能力與制度建立，穩健實現能源轉型與低碳城市願
景。

本府綠能推動政策短期鎖定以太陽光電為發展重點，中長期以地熱
開發、風力或其他再生能源等。

自102年度起以公開標租、教育宣導及獎勵補助等措施推動太陽光
電，截至111年，已推動公私部門約129,453瓩，年發電量達1億
3,529萬度，年減少6萬8,234公噸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工商展覽館

竹圍高中 林口水資源回收中心

淡海輕軌捷運機廠 澄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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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環境

議題：溫室氣體

指標名稱：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

計算公式：該年度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含碳匯量)÷人口數

⚫ 2022年成果值：4.30公噸CO2e/人(2022年資料須至2023年9月後提
供)

⚫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新北市2021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估算為1,789萬公噸，人口數約
400萬，人均排放量為4.30公噸CO2e/人。相較基準年，人口成長7%、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少約6.3%、人均排放量減少18%。

根據環保署訂定的溫室氣體管制目標，2020年將較基準年減量10%；
為加速淨零碳進程，並確保2050年能達到淨零碳，相較中央將2030目
標訂為減量20%，新北市更進一步將2030年減量目標訂為30%。考量
新北市近年人口持續成長，採納國發會人口低推估比例進行推估，人均
排碳量以全市溫室氣體排放量除以推估人口數，2025年中期目標值：
4.16 公噸CO2e/人、2030年長期目標值：3.22 公噸CO2e/人。

(新北市2005-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變化圖)

新北市2005年(基準年)總排放量約為1910萬噸，人均排放為5.11噸；
2021年總排放量估算約為1789萬噸，人均排放為4.30噸。推估2021-
2030年，在減碳技術發展、設備更新、民眾生活習慣改變以及國家電
力係數持續更新情況下，全市排放量能穩定下降。仔細分析各部門之
排碳量，農林及廢棄物部門之變動並不顯著，主要減量措施及效益將
集中於住商、工業及運輸部門。根據規劃，2030年總排放量較基準年
至少減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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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平均每人每日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年度 平均每人每日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2001 0.987 2012 0.773

2002 1.059 2013 0.741

2003 0.946 2014 0.699

2004 0.960 2015 0.649

2005 0.975 2016 0.681

2006 0.901 2017 0.797

2007 0.930 2018 1.056

2008 0.924 2019 1.034

2009 0.933 2020 1.045

2010 0.917 2021 1.067

2011 0.738 2022 1.424

面向：環境

議題：廢棄物

指標名稱：每人每日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計算公式：年度一般廢棄物產生量÷指定清除地區人口數÷年度日數

⚫ 2022年成果值： 1.424公斤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本項指標對應SDGs編號11.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期
經由綠色生產減少廢棄物產生，提升廢棄物再利用處理技術能力，促進
資源再生產業朝更高效益發展，遵照國際公約管理化學物質和廢棄物，
以符合SDGs編號細項11.6「2030年前，減少城市的人均負面環境影響，
包括特別注意空氣品質、都市管理與廢棄物管理。」之細項目標
(Target)。

二、2022年度成果值為1.424公斤，其中年度一般廢棄物產生量為
2,077,267.48公噸、指定清除地區期中總人口數為3,995,551人、年度
日數為365日(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2022年1月起變更一般廢棄物產生
量之申報數據計算方式，導致本市之每人每日一般廢棄物產生量顯著增
加)。本府將持續透過實施垃圾處理費隨袋徵收以及源頭減量、資源回收
政策，促使民眾減少垃圾產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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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環境

議題：廢棄物

指標名稱：環境認證競賽里參與率

計算公式：每年參與環境認證競賽里數÷新北市總里數(1032里)x100%

2022年成果值：62.3%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 短期目標成果說明：

里環境認證自102年起推動參與里數從393里至2018年增加到573里，
截至2022年參與里數共計643里，高達62.3%，顯見此項認證機制已能
獲得多數里長及里民的肯定與支持。除此之外，里環境認證計畫期望由
不斷改善的動態循環，持續維持乾淨城市的美名，故各里獲得的認 證
獎勵金仍需投入於環境改善相關作業上，持續增加及維護里內綠化環境。

二. 績優里觀摩活動：

目前已超過全市62%的里參與里環境認證計畫，為提高參與率，本
局除持續辦理五星級績優里觀摩活動，提供未曾參與里經驗參考外，也
在這5年開始推動績優種子里輔導機制，透過里對里單一輔導的模式，
讓環保新手里可以更快上手，在里環境認證之制度下，讓里內的巷弄
更加乾淨整潔、環境充滿綠意和美感，邁向乾淨優質生活之幸福城

里環境認證委員給予參與里改善建議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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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環境

議題：廢棄物

指標名稱：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

計算公式：申報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量÷申報

事業廢棄物總產生量×100%

⚫ 2022年成果值：51.9%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51.9%已達目標，未來將持續輔導轄
內事業機構投入廢棄物源頭減量、改善製程效率、強化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管理，並導入環保署推行之資源循環模組模式以持續推動製程原料、
廢棄物之再利用，進而提升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

事業廢棄物法規宣導及網路申報作業說明會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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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環境

議題：廢棄物

指標名稱：資源回收率

計算公式：資源回收量÷(垃圾量+資源回收量+廚餘量)

⚫ 2022年成果值：63.49%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積極推動各項資源回收、多元化垃圾處理及廚餘資源化相關工作，
本市將持續秉持著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生質能源開發等效益，讓新北
市資源永續循環利用。

推動目標對應 SDGs 編號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歷年資收成效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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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環境

議題：環境管理

指標名稱：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合格比率

計算公式：(監督次數-處分情形總計次數)÷監督總次數

⚫ 2022年成果值：93.8%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共辦理162次環評案件監督，其中違規案件為8件，其監督
合格比率為95.1%，較2021年之比率93.8%，略為提升，分析違規案件
之違規事實，「綠建築證書逾期取得」2件、「未核准先行開發」1件、
「未依監測計畫執行」2件、「其他承諾事項」3件。為減少環評案件未
遵守環評書件承諾事項遭受裁處，新北市於每年度辦理環評法規說明會
中，將加強說明違規案例之違規原因，藉以提醒開發單位，應確實遵守
環評書件之承諾事項，並要求原負責環說書撰寫之顧問公司，應確實對
開發單位說明環評書件之承諾事項，避免遭受裁處。

環評案件施工監督

環評案件營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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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福祉

議題：收入均衡性

指標名稱：低收入戶的人口比例

計算公式：(低收入戶人數÷總人口數)×100%

⚫ 2022年成果值：0.88%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低收入戶人口比例佔0.88%，達成2025年中程目標值及
2030年長期目標值，較2021年降低0.05%。

民眾臨櫃申請社會福利

民眾臨櫃申請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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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福祉

議題：社會福利

指標名稱：65歲以上長者憂鬱篩檢服務量

計算公式：(當年度65歲以上篩檢數÷上年度65歲以上人口數)×100%

⚫ 2022年度成果值：22.21%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結合本市29區衛生所及轄內醫院提供65歲以上長者憂鬱情緒量表篩
檢，並針對篩檢分數為中高危險群及早轉介後續追蹤及關懷訪視服務，
以早期發現具憂鬱傾向或自殺風險之長者。2022年共計篩檢144,383人
次，另轉介高危個案640人次，其憂鬱篩檢服務量為22.21%。

衛生所結合老人篩檢活動進行憂
鬱量表篩檢

衛生所專業人員透過面談了解長
者情緒狀態，並及時提供適當的

關心與協助

衛生所執行長者憂鬱篩檢 針對社區長者辦理社區心理衛生
促進暨憂鬱防治衛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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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福祉

議題：社會福利

指標名稱：居住扶助涵蓋率

計算公式：(租屋補貼及購屋補貼戶數+公益住宅提供戶數)÷全市戶數

⚫ 2022年成果值：3.86%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新北市申請住宅補貼戶數共53,112戶；社會住宅興建戶數累
計7,631戶，居住扶助涵蓋率為3.86%，已達到2022年所設定之目標值。

土城員和青年社會住宅 永和中正橋青年社會住宅

住宅補貼申請書索取 住宅補貼申請書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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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福祉

議題：社會福利

指標名稱：婦女參與成長活動成長率

計算公式：(當年度婦女參與公部門辦理活動人次－上年度婦女參與公部門
辦理活動人次)÷上年度婦女參與公部門辦理活動人次×100%

⚫ 2022年成果值：9.75%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社會局)：2022年共計15,942人次參加。

婦女節慶祝活動：辦理2022疫起走過women can be國際婦女節慶
祝活動，呈現疫情期間女性之付出與辛勞，並辦理擺攤體驗及宣導活動，
共計1000人次參與。

一. 婦女大學：為促進女性學習及社會參與，結合民間團體辦理婦女大
學課程，2022年結合81個單位於29個行政區開辦161個課程，受惠
4,800位女性參與學習，共9,820人次參與。

二. 新住民服務：針對新住民的需求，規劃辦理不同類型的課程或團體，
以增進新住民及其家人共同成長，促進家庭關係和諧。辦理新住民
家庭成長系列課程及相關社區活動，參與人數共2,363人次，男469
人次，女1,894人次。

三. 單親支持服務：結合民間團體辦理新北市單親家庭關懷諮詢服務及
單親家庭支持性社區活動，提供單親家庭及時可近的在地化服務，
共計5,062人次參與，男1,519人次，女3,543人次。

2022年疫起走過 women can be歡慶
國際婦女節慶祝活動 新住民培力團體

婦女大學學員學習成果單親家長參與培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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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育樂科)：2022年短期目標預計婦女參與活動為1,500人次，
當年度開辦勞工大學及勞動教育學院等課程，共計2,145人次參與，已達
成短期目標值，且參與人次亦與2021年之1,513人相比明顯增加，成長
率為42%。探究能達成目標之原因，主要為疫情趨緩，民眾回歸參與課
程，以致整體人數大幅提升。勞工局將賡續宣傳，鼓勵性別平等並積極
提升婦女參與人次，以提升婦女各方面之知能，最終實現性別平等及保
障所有女性之賦權目標。

(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2022年開辦工業、商業、資訊、照服、運
輸、家政、美容、餐飲等職類，共198門課程。本年度因疫情趨緩，民
眾報名及參與課程人數較2021年增加，2022年共計3,028人次參加，與
2021年2,605人次相比之成長率為16.24%。

2022年第2期勞動教育學院
勞資會議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上課情形

婦女參與美容課程實作 婦女參與自來水管課程實作

婦女學習理髮課程實際操作 婦女參與女裝課程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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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局):由婦女活動之辦理，使婦女們踏出自我的生活圈，透過平台參
與彼此分享，以提升自我價值及增加社會參與之意願。2022年參與人次
計154人次。(推動目標對應 SDGs 編號 5)。

(教育局)：婦女成長活動辦理婚姻與親職教育課程，協助伴侶經營婚姻
生活，增進夫妻親密情感，了解家庭中的家務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及
去除性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並以家長「教養共親職」的為課程主軸，來
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倡導父母雙方落實性別平等，共同分擔家庭照顧責
任。2022辦理118場次，計2,459人次參加。

愛的存款，增進親密關係

婦女專案服務

學員溫馨大合照

婦女DIY體驗活動講師教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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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一、辦理出生性別比宣導場次：結合本局辦理之講座或活動，並利用社區
資源辦理相關健康促進活動，藉簡報或活動設攤等管道，加強宣導性
別平等以及墮胎等倫理道德的問題。

二、整合本市產檢醫事機構及衛生所共同建構追蹤管理網絡系統，落實孕
婦產前檢查、提供衛教指導及健康管理照護，並關懷產婦產後復原狀
況及新生兒照護情形。連結本市合約婦產科醫療院所，第一時間於孕
婦產檢時，主動發現高風險個案並給予後續衛教關懷。

三、透過本局及所轄衛生所、聯合醫院，於社區中召募具有中文聽寫說讀
能力、有熱誠助人意願之新住民，給予適宜的訓練，從事衛生所及其
他醫療院所的生育保健通譯工作，並協助做健康問題的發現及追蹤，
以提昇新住民健康照護品質。

第五屆新北市身心障礙綜
合成果展設攤

母乳哺育研習會第一梯次

通譯員培訓初階課程

母乳哺育研習會第二梯次

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懷計畫-
院所聯繫會議暨照顧增能講座

通譯員培訓進階課程 母乳哺育直播課程

母乳哺育實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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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福祉

議題：社會福利

指標名稱：銀髮俱樂部及老人共餐響應點設置數

計算公式：輔導設置銀髮俱樂部及老人共餐響應點(處)

⚫ 2022年成果值：1,179處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截至2022年底，本府偕同各區公所輔導轄區內里辦公處與人民團體
辦理銀髮俱樂部1.0，累計已核定1,179處(1,032里)，並於2022年6
月底前達到里里有銀髮俱樂部之目標。

二、髮俱樂部可提供共餐運動、休閒娛樂、健康養生等服務，本局將持
續依辦理單位量能導入多元方案，輔導升級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以提升其服務品質，進而促進社區福利化、長者在地樂活。

預防及延緩失能課程(樂齡極球)

曼丁鼓舞教學與演練手工藝活動 社區長者共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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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福祉

議題：社會福利

指標名稱：復康巴士使用成長率

計算公式：[(當年度使用復康巴士人數÷當年度市民總人口數)-(上年度使用
復康巴士人數÷上年度市民總人口數)] ÷ (上年度使用復康巴士
人數÷上年度市民總人口數)×100%

⚫ 2022年成果值：2.7027%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維護本市身心障礙者行的權利，及紓解其搭乘一般交通工具之困難，
爰提供復康巴士服務，期能使本市身心障礙者在就醫的路途上更加便利
順暢。2022年執行成果為2.7027%，因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疫情
已逐漸趨緩，且配合中央政策放寬相關規定，民眾使用復康巴士需求穩
定回升。

身心障礙者搭乘復康巴士前往醫療院所就醫

司機協助乘客搭乘復康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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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國土資源

議題：天然災害

指標名稱：天然災害導致人類傷亡人數

計算公式：每年因自然災害而死亡、失蹤和受傷之總人數

⚫ 2022年成果值：2022年因自然災害而死亡、失蹤和受傷知總人數為0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每年5至11月為汛期及颱風季，為防範災害可能造成之影響，2022
年4月1日起至5月19日止安排3位副市長及秘書長率相關局處及區公
所實地查核，視察防汛整備情形、防救災組織訓練及宣示重要防災
政策，以降低災時傷亡與損失，視察地點為樹林、永和、三峽及新
莊，視察內容包含區公所防汛整備工作簡報、災後復建工程視察
（含在建工程）及災害防救演練。

二、本府於汛期前函發防汛期及颱風前防災整備工作自主檢核表，請局
處及區公所落實各項檢核作業，強化本府相關局處及各區公所針對
汛期之防災整備工作。

三、為加強本府各局處、各區公所、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幕僚參謀組及緊
急應變小組熟悉EOC運作機制及EMIS等系統操作方式，本府2022
年共計辦理12場災害管理資訊系統教育訓練，運用各系統通報災情
與整合救災資源，建立全方位災害應變機制，以達迅速救災及減輕
災害損失，全面提升災情處置能力。

樹林區首長視察防汛整備工作

EMIS幕僚參謀組教育訓練

防汛期及颱風前防災整備工
作實地抽查

EMIS應變小組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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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國土資源

議題：森林

指標名稱：森林覆蓋之土地面積比

計算公式：(森林面積+造林面積-森林災害面積)÷土地總面積

⚫ 2022年成果值：76.0%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新北市推動計劃型植樹，森林覆蓋率已達76%，六都第一，也積極
復育原生種的瀕危植物，如烏來杜鵑、台灣百合等，亦於學校種植誘鳥、
誘蝶的原生植物，讓植樹觀念向下紮根，而新北也是全台第一個響應聯
合國「全球兆樹計畫」的政府機關，每年種植超過4萬棵的樹木。2022
年推動「新北山海造林計畫」，計畫每年植樹4萬株、復育500株珊瑚，
每年減碳量達400公噸，持續以行動來守護這片土地。

新北植樹活動

原生植物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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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參與

議題：公民參與

指標名稱：每人出席藝文展演文化活動次數

計算公式：藝文展演文化活動的總參與人次÷人口數

⚫ 2022年成果值：7.5次/人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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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參與

議題：公民參與

指標名稱：居民擔任志工人數成長率

計算公式：[(當年度人數－上年度人數)÷上年度人數]×100%

⚫ 2022年成果值：2.0%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規劃服務體驗方案：2022年度共計辦理13場次家庭及企業志工服務
體驗活動，共計460人次參與。

二 、辦理志工聯合召募：辦理市府聯合召募及透過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
中心網頁平台媒合志工人力，2022年共計召募3,046名新進志工。

三、志工日系列活動共計3,000人次參與。

四、市民擔任志工成長率：2022年志工人數為15萬4,060人、2021年
志工人數為15萬1,014人，經數據計算志工人數成長率為2.0%。

2022年慶祝志工日公益演唱會

家庭志工體驗環境保育服務工作 企業志工淨山服務活動

「疫起走過，有您真好」
2022年度慶祝志工日活動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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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參與

議題：公民參與

指標名稱：社區志工防疫工作參與度

計算公式：公所動員社區志工協助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或衛教宣導場次

⚫ 2022年成果值：19場/區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透過區公所動員社區志工協助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或衛教宣導活動場次，

降低傳染病對市民之威脅，為市民的健康把關。

一、區公所動員媒蚊孳生源清除：區公所動員社區志工協助病媒蚊孳生
源清除，2022年共執行550場，平均每區公所完成19場。

二、區公所衛教宣導活動：2022年3月至8月配合新北市衛生局辦理完成
13場孳生源清除教育宣導活動，對象為各區鄰里長、環保志工、里
民及孳清導師，每場次出席人數約40到80人。

病媒蚊防治教育宣導

區公所沿線巷道病媒蚊孳生源清除 區公所沿線巷道病媒蚊孳生源清除

病媒蚊防治教育宣導

參
與
永
續
發
展
指
標

47



汐止忠厚-小小芭蕾

新店青潭-幼兒足球 淡水淡海-親子律動活動

蘆洲集賢-親子塗鴉

面向：參與

議題：公民參與

指標名稱：社區親子服務人次成長率

計算公式：(當年度服務人次-上年度服務人次)÷上年度服務人次×100%

⚫ 2022年成果值：13.2%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本市親子館係以提供0-6歲兒童及其家庭社區親子服務，各館除辦理
如親子自由探索、親職教育、親子律動、親子共讀、親子塗鴨等多元活
動，讓本市0-6歲親子能於館內共玩共成長主題活動外，亦提供托育諮
詢、托育資源提供與轉介、親職教育示範、社區宣導等其他托育資源服
務，提昇其照顧能量，並於每年兒童月等各類節慶時，配合本市政策規
劃親子館聯合活動，如親子運動會、親子說故事比賽等活動，鼓勵爸爸
參與親子活動。

2022年親子館服務計694萬4,484人次，較2021年親子館服務613萬
2,933人次，社區親子服務人次成長率為13.2%；主要因2022年仍受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故本市親子館自4月26日起休館，於7月
19日開館營運，致2022年親子館服務成果未達預期目標。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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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參與

議題：公民參與

指標名稱：社會福利社區參與率

計算公式：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活動數÷社會發展協會數 ×100%

⚫ 2022年成果值：108%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為健全社區組織、培植社區人力，結合在地資源，激發居民社會參與
能量，相關社區研習、服務方案活動執行成果如下：

一、至2022年12月底，補助公所及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福利社區化工作
(含銀髮據點等方案)498案。

二、2022年補助區公所辦理社區組織紮根研習，計8場次338人次參加

三、辦理社區觀摩、社區種子講師培力課程、社區培力課程及議題培力
工作坊，共計20場、受益人次873人次。

四、社區選拔及表揚活動：辦理社區選拔及輔導工作，共計5場次，150
人次參加。

五、2022年新北市福利化社區旗艦型計畫計9個區公所、22個社區發展
協會參與，受益人次達1萬235人次。

社區兒少環保創意花束製作活動

中和區莒西社區
進行環保素材親子創作活動

社區議題研討成果展示

中和區莒西社區舉行環保園遊會活動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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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參與

議題：公民參與

指標名稱：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人員總人數

計算公式：累計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總人數

⚫ 2022年成果值：935人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各項環境教育輔導及補助計畫：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輔導：

潛力場域輔導部分，2022年共輔導6處潛力場域(法鼓文理學院、淡水
古蹟博物館、客家文化園區、溼地故事館、新北市農會文山農場及宏國
德霖科技大學)；另針對現有環教場所及機構共7 處針對受評鑑重點、教
案更新或場所經營管理的部分給予輔導，以利環教場所永續經營，齊柏
林環境學習中心、法鼓心靈環保教育園地、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哈客
樂園於2022年通過認證，截至2022年底共計有19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及1處環境教育機構。

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輔導：

2022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共輔導單一型社區3處（石碇永
安、淡水鄧公、汐止保長社區）及聯合型社區1處（新店中山和平社
區），執行成果豐碩。永安社區透過政大傳播學院師生團隊的進駐，製
作「石碇永安健行地圖」，並教導居民使用手機軟體紀錄自然資源，記
錄30處自然與人文資源，達成「青銀共學」的良好成效；鄧公社區打造
開心農園，為原有社區小旅行增加導覽節點，現今重新規劃為原生種種
植區，並著力於培訓生態導覽志工，開設6場次組織培力課程，提升社
區參與度與志工導覽技巧，為申請認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打下基礎。4
個社區共計完成推廣環境教育培訓及推廣課程296小時，達3,723人次。

企業環境教育增能工作坊-企業永續
治理的倫理觀點與實踐

永安社區
「龜鄉永安一碇紅」策展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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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生態學校輔導計畫：

本市至今新北市已累計36校取得認證，其中綠旗認證5所，數量為六
都第一。為推廣臺美生態學校認證，2022年持續輔導與陪伴16間學校，
並完成專家輔導8場次，針對學校特色以及認證重點給予指導，今年度
首獲綠旗認證的淡水區新市國小，是榮獲「綠建築」9項指標的鑽石級
綠色校園。包含自開校以來即辦理的「一畝田」-「食農教育」，讓學生
體驗農事辛勞；在雙語教育中融入零剩食課程；更規劃112年納入氣候
變遷的行動路徑，皆充分呼應了臺美生態學校的精神。

環境公民參與推廣計畫：

2022年環境公民教育種子講師培訓課程於3月14、15日及21日於新北
市政府6樓大禮堂辦理，共辦理5場次並完成授證典禮，課程內容包含：
循環經濟、環境衛生、綠色能源、減塑減廢及食品安全五大面向。報名
人數647位，占新北市總里數62.7%，共610位種子講師完成培訓。

辦理環境教育工作坊：

2022年辦理臺美生態學校工作坊、企業永續工作坊、動物森友會、環
境教育秋季分享宴等環境教育增能工作坊及環境教育人員研習課程共計
培訓110人次，邀請本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潛力場域、企業、民間團
體及社區從事環境教育工作人員參與，提供相互學習與經驗交流平台。
另為培育本市環境教育專業人員持續推動環境教育，於2022年6月15、
16、21、22日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班，以深化環境教育實力，實
際運用相關技能於環境教育業務上，並擴大本市環境教育夥伴關係，研
習課程共計30位學員參與。

臺美生態學校工作坊-
臺美生態學校認證理念與案例分享 鄧公社區委員輔導未來規劃

講師培課程-環境衛生DIY活動-
自製蟑螂藥

講師培課程-秀色可餐DIY活動-
醃蘿蔔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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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客家文化園區

面向：參與

議題：公民參與

指標名稱：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總家數

計算公式：累計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家數

⚫ 2022年成果值：19處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共輔導6處潛力場域(法鼓文理學院、淡水古蹟博物館、客家文
化園區、溼地故事館、新北市農會文山農場及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另針
對現有環教場所及機構共7 處針對受評鑑重點、教案更新或場所經營管
理的部分給予輔導，以利環教場所永續經營，齊柏林環境學習中心、法
鼓心靈環保教育園地、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哈客樂園於2022年通過認
證，截至2022年底共計有19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1處環境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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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 新北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清單

透過輔導擁有豐富的教學資源及在地特色的潛力場域申請通過成為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並持續輔導已認證場所其教案、人員及規劃永續經營管理計
劃，亦逐步串聯周邊資源推動綠色旅遊，持續擴大環境教育影響力。

項次 區域 名稱

1

八里區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 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

3 八里垃圾焚化廠

4 五股區 新北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

5
石門區

阿里磅生態休閒農場

6 白沙灣自然中心

7 坪林區 臺北水源特定區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8 烏來區 雲仙樂園

9 貢寮區 龍門露營區

10 淡水區 淡水水資源回收中心

11 淡水區 齊柏林環境學習中心

12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社區

13 萬里區 野柳地質公園

14 樹林區 樹林垃圾焚化廠

15 樹林區 鹿角溪人工濕地

16 雙溪區 雙溪平林休閒農場

17 鶯歌區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18 三峽區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19 金山區 法鼓心靈環保教育園地

輔導溼地故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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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健康風險

指標名稱：18歲以上吸菸率

計算公式：依據國健署「成人吸菸行為調查」調查結果

⚫ 2022年度成果值：本指標為中央統計資料(2年調查1次)，2020年
統計數據為8.9%，惟2022年調查結果中央尚未公布。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為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本府強化煙草管制架構公約在
所有國家的實施與落實，提供多元戒菸服務等措施，協助吸菸者遠離
菸害。

本府目標是呼應WHO 2025年減少30%吸菸率，藉由透過各管道
宣傳本市多元化之戒菸服務資源，如：辦理校園戒菸班、社群平台貼
文推廣等資源，宣傳衛生所及醫療院所之戒菸門診、免費戒菸專線等，
以提高民眾對於各項戒菸服務之瞭解與使用，加深民眾印象並提升本
市戒菸服務資源之能見度，增加戒菸服務使用率，提高本市之戒菸風
氣，成果如下：

一、接受戒菸服務人數：本市衛生所及合約機構，透過戒菸門診，
提供民眾戒菸服務，本市計共服務4萬4,507人次。

二、辦理戒菸班：本轄29區衛生所及無菸醫院結合社區、學校辦理戒
菸班，共計辦理48班。

戒菸班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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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健康風險

指標名稱：18歲以上男性嚼檳榔率

計算公式：依據國健署「成人吸菸行為調

查」及「健康危害因子監測調查」調查結果

⚫ 2022年度成果值：(因新冠疫情取消「成人吸菸行為調查」及「健康
危害因子監測調查」，俟2023年才有統計數據，2018年的成果值為
5.4%)。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藉由多方位媒體報導，如利用本市衛生局設計之APP（新北動健康
等）進行檳榔健康危害防制宣導。結合醫療機構於執行口腔黏膜檢查
時，從醫療專業角度加強勸導民眾戒食檳榔之重要性。藉由里辦公室
廣播及社區、公寓大樓公佈欄廣布檳榔防制相關訊息。進入校園進行
菸酒檳榔防制宣導講座，提升學生健康知能，完成國小5年級1,143
班及國中7年級1,041班的入班宣導，共計宣導5萬2,441人次。

二、與本府教育局合作舉辦「新北電競王 健康星聯盟Online」全面升級，
與新北市親師生平台串接整合，並與全家便利商店合作，透過遊戲可
累積全家會員點數並實際換購商品，將健康知識融入日常。110學年
度個人賽，總遊戲數共15萬7,439次，參與人數1萬5,633人。110學
年度國小競賽，共計76校287隊975人報名參賽，總遊戲數1萬1,187
次。

三、為提昇民眾菸酒檳榔防制觀念，與本府交通局合作，於捷運燈箱設
置「告別歹檳友健康甲咱來」宣導圖文，刊登時間為2022年12月份，
透過活潑生動的可愛插畫，提升拒檳觀念宣導效益。另以拒檳為故事
主軸，與插畫家貝果合作設計「野兔村的小蜜蜂」繪本，其繪本發送
至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幼兒園、托育中心、圖書館及公共親子中
心等共計1,554處，另提供1,000本「野兔村的小蜜蜂」給本市市立
圖書館，進而將菸酒檳防制理念透過漂書管道，達到活化書籍流通利
用及廣加宣導的目標。

四、轄內癌品醫院連結營造業、貨運司機、計程車司機等嚼食檳榔率較
高職場辦理檳榔防制宣導及口腔癌篩檢服務，推動無檳職場，轄內癌
品醫院提供社區內吸菸及檳榔族口腔癌篩檢服務，從醫療專業角度加
強勸導民眾戒食檳榔及戒菸之重要性，2022年醫療院所辦理戒檳衛
生教育活動，部分院所則是結合戒菸衛教一同辦理。

校園檳榔健康危害防制拒絕檳榔我最健康」捷運燈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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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健康風險

指標名稱：法定傳染病發生改善率

計算公式：(法定傳染病發生件數÷每十萬人口)×100% 

⚫ 2022年度成果值：5.39%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雖未達較前一年降低1%，但仍持續進行疫情監測，因地制宜強化衛
生教育之多元宣傳管道，以提升民眾自身健康知能，以期降低傳染病之
發生率。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疫情監測資料，每年威脅本市市民健康的
重要傳染病，包含流感併發重症、登革熱、腸病毒併發重症、病毒性腸
胃炎等，已列為例行嚴防重點；而性質屬慢性法定傳染病且為發生率最
高的結核病疾病，是臺灣每年新增及死亡數最多的法定傳染病，除了仰
賴醫療資源、良好疫情監測系統外，更需要強化宣傳衛生教育之多元管
道，以提升民眾自身健康知能，才能降低各項傳染病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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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探視 勤洗手宣導社區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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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健康風險

指標名稱：參與長者健康促進評估介入比率

計算公式：(完成長者健康促進評估之人數÷長者健康促進評估之報名人
數)×100%

⚫ 2022年度成果值：83.6％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共計辦理329期長者健康促進站課程，報名長者人數共計
4,260人，完成長者健康促進評估之人數為3,562人，約83.6％之長者完
成康促進評估。後續將持續開辦長者健康促進相關課程，提供社區長者
肌力、運動等訓練，並輔導辦理單位進行長者健康促進評估，期望能提
高完成評估之比率。

長者健康促進課程-2

長者健康促進站戶外課

長者健康促進課程-1

長者健康促進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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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健康風險

指標名稱：無菸環境建置

計算公式：本市自行公告之禁菸場域數量

⚫ 2022年成果值：13,891處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為使新北市市民擁有清新健康的環境，新北市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具管
理自治條例已於110年8月6日生效，新北市政府自2022年1月1日起公
告新北市原公告之禁菸場所適用於新北市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具管理自治
條例之全面禁菸場所，累計公告無菸場域達1萬3,891處。

為維護市民健康營造公園無菸環境，根據新北市陳情熱點公園排名，
分別於蘆洲區仁愛公園、中和區秀山公園、中和區四號公園、三重區大
同公園及新店區交通公園(含小金門公園)裝設無菸語音勸導裝置，透過
間接方式提醒違規行為人。

語音勸導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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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禁菸鈴 公園禁菸鈴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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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健康風險

指標名稱：自殺標準化死亡率

計算公式：Σ(年齡別自殺死亡率×標準年齡別人口數)÷人口數

⚫ 2022年成果值：數據尚未公布(2021年成果值11.3人/10萬人)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初段預防：促進全民心理健康

一、跨單位自殺防治會：2020年2月14日成立「新北市政府心理健康及
自殺防治會」，並由市長擔任主任委員，邀集勞工局、農業局、教育
局等11局參與，外部委員邀集公共衛生、社會工作、教育、大眾傳
播、建築技術、人力資源領域及民間相關機構及團體代表等專家學者，
共同研商市府跨局處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相關事宜，於2022年召開1
次跨局處會議。

二、「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本市於2022年8月21日分別於中和區及新
店區成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作為本市心理衛生資源輸送樞紐，
由執行秘書、督導、心輔員、心理師、心衛社工及社區關懷訪視員等
專業人員，提供可近性之心理健康促進及個案管理服務。

三、推展「幸福捕手-自殺防治守門人」講座：邀請已認證之種籽講師前
往社區、校園及職場等場域講授看聽轉牽走技巧，強化民眾及各場域
工作人員正面思考及轉念的能力，教導如何察覺自殺徵兆、警訊，並
結合人際網絡、社會網絡建立民眾幸福安全網絡。 2022年共辦理
127次，計1萬474人次參與。

四、製作「心理急轉彎」數位系列課程：於2021年結合資深心理師、醫
療諮詢專業團隊共同製作幸福捕手民眾版、專業版數位課程、孕產婦
心理健康、嬰幼兒心理健康及青少年網路成癮主題數位課程，並於
「e等公務園+學習平台」及「台北e大」等平台完成上架，提供民眾
更多元化的學習管道，提升民眾心理健康識能。 2022年計3萬4,270
人次完訓。

五、營造自殺防治支持性環境：

(一)結合工務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工作人員及相關人員講習，舉
辦「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法令宣導說明會」導入自殺防治及防墜防
護宣導課程，宣導居家安全及防墜之重要性。

(二)2017年結合工務局出版防墜宣導手冊，2021年因應青少年自殺
問題，結合教育局出版第2版，強化校園防墜措施。

(三)結合水利局、消防局於本市重點橋梁設置宣導標語及安心專線之
立牌及宣導布條，並增設防墜網及加高護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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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段預防：強化高危險群篩檢轉介

一、社區心理師駐點諮詢輔導服務：提供社區民眾免費心理師諮詢服務，
駐點29區衛生所及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有需求之民眾心理
諮詢輔導服務以排除心理困擾。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提供夫妻
或家族心理諮詢服務，協助民眾處理有關婚姻、家庭、親職教養等問
題。2022年社區駐點心理師共服務3,212人次。

二、因應COVID-19疫情影響，本局於2022年4月14日至7月8日辦理安
心解憂專線，舒緩民眾於居家檢疫或隔離期間可能衍生焦慮、恐慌、
憂鬱等情緒，共服務445人次。

三、推動憂鬱防治照護：

(一)結合29區衛生所針對社區民眾提供憂鬱篩檢服務，以早期發現具
憂鬱傾向或自殺風險之民眾，及早轉介後續追蹤及關懷，2022年
共篩檢86,227人次，其中轉介高危個案582人次。

(二)本市醫院針對醫院門診或住院服務之65歲以上長者、高風險科別
病人及孕產婦進行情緒篩檢，視個別需求提供關懷服務與個案管理，
進行特殊門診與相關資源轉介。2022年共篩檢133,869人次，其
中轉介高危個案1,391人次。

四、職場高危險群自殺防治：結合本府勞工局及就業服務站辦理職場心理
測驗，針對18-29歲初次尋職青年長期失業導致憂鬱者，運用心情溫
度計自我檢測，主動發現高危個案，轉介本局關懷訪視，2022年施
測共計333人次，轉介心理師關懷服務共計40人。

五、青少年自殺防治：

(一)鑑於青少年族群自殺通報數增加，除了定期召開市府跨局處自殺
防治會議外，在2022年與新北市大專院校、教育局召開1場聯繫會
議，討論學校輔導機制、與醫療單位及關懷訪視員之合作模式，期
能網住有心理困境之青少年。

(二)賡續「校園自殺個案關懷訪視作業流程」，並依訂定之分工分流
共訪制度持續執行，減少跨網絡及跨專業溝通聯繫所面臨之困境。

(三)配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整合跨局處資源網絡，協助學校輔導高關
懷個案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及穩定就學相關工作，2022年計辦理5
場次資源聯繫會議，提升學校學輔行政團隊以多角度視野與策略，
協助高關懷個案學生。

(四)結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針對本市各級學校辦理「集合啦，小鬱
伸友會」實體課程，協助高關懷學生學習如何尋求情緒支持；並邀
請專業心理師製作國小版、國中版、高中職版之學生同儕關懷資訊
圖卡懶人包，提供導師於課堂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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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段預防：提供資源連結，早期恢復功能

一、落實通報機制：透過本市關懷訪視員、心理衛生社工及公衛護理師
提供關懷訪視，給予心理支持及協助轉銜相關資源，增加個案及家屬
問題解決能力及連結社區支持網絡能力。2022年自殺行為通報案量為
9,682人次，提供7萬1,262人次關懷訪視服務。

二、辦理個案研討會：2022年共辦理55場個案研討會，增加緊急與危機
處理個案知能，提升新北市自殺暨高危險群個案之追蹤關懷服務品質。

「幸福捕手-自殺防治守門人」宣導講座

「集合啦，小鬱伸友會」「無敵心心」康復者支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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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健康風險

指標名稱：癌症標準化死亡率

計算公式：[(年齡別死亡率×標準組年齡別人口數)]÷標準組總人口數×
標準組總人口數以2,000年世界人口年齡結構為標準

⚫ 2022年度成果值：數據尚未公布 (2021年成果值109.9人/10萬人 )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透過經醫學實證之癌症篩檢工具，以組織性篩檢概念結合社區資
源辦理場四大癌症(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及子宮頸癌)篩檢服務，推
動四大癌症篩檢加入勞工健康檢查項目，同時針對職場特性因地制宜，
持續提升篩檢服務涵蓋率，保障市民健康福祉。

一、健康危害認知向下扎根：

結合轄區之教育、民政、經發、觀光、環保等單位合作，共同
推動提升青少年與民眾檳榔健康危害認知，共計辦理10場宣導，並
透過輕鬆幽默的影片強化民眾對菸檳危害的認知，將健康識能向下
扎根，並藉由學童影響家中長輩。

二、增廣宣導擴大社區服務量能：

利用於捷運燈箱、電視及廣播方式進行衛教宣導，進入社區辦理
癌症篩檢服務，並針對社區周邊符合篩檢的名眾進行電話或明信片
的個別式邀約，並將篩檢服務邀約重點放置於「健康檢查」而非
「癌症篩檢」，降低民眾的恐慌及排斥度。

2022年共計執行篩檢服務82萬7,595人次，其中大腸癌篩檢服
務21萬4,812人；口腔黏膜檢查服務4萬7,290人；乳房x光攝影檢查
服務19萬4,425人；子宮頸抹片檢查服務37萬1,068人。

三、連結跨局處、社區、職場及醫療資源，建構完善篩檢網絡：

將四項癌症篩檢置入勞工局、農業局、交通局、警察局、消防局、
環保局等健康檢查項目中，視推動狀況漸進式擴大推動至各職場(包
含公營事業)的勞工健檢服務。並建立診所、藥局為服務據點。

社區癌症篩檢服務 迎接抗癌鬥士完成單車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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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健康風險

指標名稱：癌症篩檢陽追率

計算公式：(癌症陽性個案完成追蹤數÷癌症篩檢為陽性個案數)×100%

⚫ 2022年成果值： 76.8%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透過經醫學實證之癌症篩檢工具，以組織性篩檢概念結合社區資源辦
理場四大癌症(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及子宮頸癌)篩檢服務，藉由衛教
宣導，促使篩檢陽性個案完成確診，及早發現提升治癒率，保障市民健
康福祉。

一、增廣宣導擴大社區服務量能：

利用於捷運燈箱、電視及廣播方式進行衛教宣導，進入社區辦理癌症
篩檢服務，並針對社區周邊符合篩檢的名眾進行電話或明信片的個別式
邀約，並將篩檢服務邀約重點放置於「健康檢查」而非「癌症篩檢」，
降低民眾的恐慌及排斥度。

2022年共計執行篩檢服務82萬7,595人次，其中大腸癌篩檢服務21
萬4,812人；口腔黏膜檢查服務4萬7,290人；乳房x光攝影檢查服務19
萬4,425人；子宮頸抹片檢查服務37萬1,068人，確診為癌症共計2,078
人。

二、提升篩檢疑陽性者後續之轉介及追蹤治療服務：

建立衛生所與四項癌症確診單位合作單一窗口、特別門診設立，簡化
民眾就醫流程提升轉介率。提供專人、轉診接駁專車服務，協助代為掛
號及接送民眾前往醫療機構就診檢查，提高陽性個案轉介之便利性。補
助本市弱勢市民（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等）大腸癌陽性個
案接受無痛大腸鏡檢費用。

三、自2020年開始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引各項健康檢查暫停或延後辦理，爰癌症篩檢
陽性之民眾多傾向暫不執行進一步確診，以致陽性個案完成追蹤人數較
預期減少。為持續維護市民健康，將於疫情趨緩後加強辦理癌症篩檢及
陽案追蹤服務，促進市民自我健康管理及疾病預防。自我健康管理及疾
病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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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友單車環島挑戰成功記者會社區癌症篩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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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健康風險

指標名稱：體適能評估(一)-平均每月運動記錄活躍比率

計算公式：每月至少使用APP上傳一筆運動資料的總人數÷過去6個月
仍有至少登入1次的有效會員數

⚫ 2022年成果值：19.89%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鼓勵民眾運用新北動健康APP進行生理量測、運動及飲食紀錄，進
行自主健康管理。

二、本市於2022年推出全國首創Mall Walking，讓民眾在平日的購物
中就可進行健康步行，及辦理多元運動行銷方案，如「秋日微踏青
戶外出走GO」等活動，讓健康運動生活化，鼓勵民眾規律運動、
提升身體活動量。

三、民眾可透過運動等健康促進行為獲得健康幣，兌換健康服務或商品。

四、透過以上策略，2022年過去6個月仍有至少登入1次的有效會員數
有8,231人、其中2,202人每月至少使用APP上傳一筆運動資料，爰
動健康APP平均每月運動紀錄活躍比率%達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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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癌症篩檢服務 2022年新北動健康mall walking活動

新北動健康官網 2022年新北動健康捷運燈箱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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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健康風險

指標名稱：體適能評估(二)-學生規律運動比率

計算公式：(學生規律運動人數÷總學生數)×100%

⚫ 2022年成果值： 59.6%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鼓勵學生規律運動，養成運動習慣，健康促進永續發展。

一、因疫情影響，普及化運動無涉全國盃賽遴選均取消辦理，市級競賽
僅辦理大隊接力項目。另疫情期間配合全國疫情3級警戒暫停實體課
程，爰學生規律運動時間及次數均有減少現象。

二、因疫情影響，運動場館及運動空間均有管制措施，學生減少運動時
間。

三、推廣SH150及零時體育方案，學生於課餘時間規律運動。

四、鼓勵樂活防疫，疫情期間不忘規律運動，提升免疫力，健康促進。

五、運用科技教育工具，結合AI/AR模式互動反饋及虛實整合的功能，
以簡單有趣體感課程，擴大學習意願，帶動智慧運動城市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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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大隊接力競賽

推動SH150，鼓勵學生運動 提倡零時體育，鼓勵學生運動

辦理大隊接力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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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醫療照顧

指標名稱：65歲以上民眾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利用率

計算公式：(65歲以上民眾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人數÷65歲以上總人口
數)×100%

⚫ 2022年成果值：20.4%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連結衛生所及醫療院所，藉由轄內各項健康篩檢、社區相關健康講
座，或以明信片或電話方式提醒民眾接受成人健檢，2022年本市65
歲以上民眾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篩檢利用率為20.4%(已篩人數14萬
5,233人)。

二、整合工作團隊並建立工作模式，連結衛生所、在地或鄰近院所或其
他團體等，集結相關專業人員，辦理整合式健康篩檢，將健康篩檢
服務從醫療服務機構深入社區，增加服務可近性及便利性，改善民
眾因時間、交通等不便因素而疏忽篩檢之重要，同時也能發現在地
民眾之健康問題，本市2022年度共計辦理42場整篩活動，完成65
歲以上成健服務14萬5,233人。

三、針對未曾篩檢之民眾邀約參加篩檢，若篩檢異常之個案，進行轉介
治療並施以衛生教育，傳遞健康知能，並提醒定期追蹤。

四、於新北市衛生局臉書粉絲頁「新北衛什麼」及捷運燈箱刊登成健暨
BC肝篩檢宣導文宣，提醒民眾注意肝炎防治並多加利用成健BC型肝
炎篩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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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等候檢查

醫師進行聽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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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醫療照顧

指標名稱：兒童疾病的感染免疫措施接種比率

計算公式：(完成接種疫苗兒童÷應接種疫苗兒童數)×100%

⚫ 2022年成果值：97.91%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幼童全數接種完成率為97.91%，將持續催促提醒家長攜帶幼
童接種。

衛生所為幼童接種疫苗-2衛生所為幼童接種疫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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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醫療照顧

指標名稱：長期照護資源使用人數

計算公式：長期照護資源使用人數

⚫ 2022年成果值：57,660人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本市2022年1月至12月底長照支給付使用人數計57,600人。

長照交通接送-長輩叫車更方便

新北照顧服務網-讓愛不孤單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新北市執行居家藥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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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醫療照顧

指標名稱：長期照顧服務提供涵蓋率

計算公式：(照管系統服務人數+機構式照顧人數)÷長照失能人口高推估

⚫ 2022年成果值：58.3%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經統計2022年長照服務使用數為57,660；機構服務數為15,833 ；失
智未失能及衰弱老人服務數為6,145。本市2022年長照失能需求數為
136,398，計算涵蓋率為58.3%。

新北市長照專車平台

長照多元化-銀光咖啡館 長照輔具特約三合一

一站式服務-FU長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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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健康

議題：醫療照顧

指標名稱：落實長者照護服務

計算公式：推動公共托老中心累計設置家數

⚫ 2022年成果值：70家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本市至2022年12月底全市總人口數為399萬5,551人，65歲以上的老
年人口數68萬1,360人，失能高推估為13萬7,371人，為因應高齡化社
會長者照護問題，本府透過廣設公共托老中心提供失能長者專業的日間
照顧服務，並結合巷弄長照站C據點提供健康及亞健康長者共餐服務及
健康促進活動，藉由生活照顧、備餐、健康促進活動、文康休閒活動、
關懷訪視及家屬指導等服務，確保長者健康、預防及延緩其失能並增進
其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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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中心復能課程

日照中心開幕活動 日照中心辦理老幼共融活動

日照中心營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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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營養

議題：醫療照顧

指標名稱：營養認知提升率

計算公式：(營養認知問卷後測平均分數-前測平均分數) ÷前測平均分數

⚫ 2022年成果值：34.4%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由營養師至各社區長者據點進行團體營養衛教課程，於課程前後讓長
者填寫營養認知問卷，以瞭解本市長者營養識能，2022年辦理78場課
程，並執行營養認知問卷分數後測平均82%(較2020年執行營養認知問
卷前測平均分數61%)，營養認知提升達34.4%。

營養師授予知識，提升長者營養識能

長者填寫營養認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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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科技

議題：資通訊

指標名稱：公開資料(Open Data)指標(資訊的透明度)    

計算公式：提供服務次數=使用者透過APP等加值應用，介接至市政府
資料開放平台查詢，每使用介接服務查詢1次，計為1人次

⚫ 2022年成果值：5億6,827萬次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自2012年系統上線至2022年12月底，資料開放項目已達2,810項，
累計使用次數逾5億6,827萬人次，並獲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料
開放金質獎第1名之肯定。

二、開放資料如交通、醫療、環保等資料集，提供給各界進行應用開發，
如「樂圾通」、「新北市停車場」、「臺北公車通」、「Bus+」。
另有「我的新北市」、「新北醫藥通，健康快速搜」、「停車大聲
公」、「新北孕育寶 」等，提供民眾更即時、精確的生活資訊。

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網站首頁 相關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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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科技

議題：資通訊

指標名稱：無線網路服務使用人次

計算公式：無線網路服務使用人次=使用者以Wi-Fi連線至新北市政府設
置之無線網路熱點，經使用者點選同意頁面，存取使用網際
網路相關服務或資源，計為1人次

⚫ 2022年成果值：服務8,384萬人次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提供市民NewTaipei免費無線上網服務，累計至2022年12月底服務
8,384萬人次。

73

近5年累計使用人次NewTaipei Wifi免認證登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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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科技

議題：資通訊

指標名稱：雲端證件包查調指標

計算公式：提供查詢服務次數=使用者透過雲端證件包等查詢證明文件
資料，每使用查詢計為1人次

⚫ 2022年成果值：1,262萬4,630人次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透過整合戶政、地政、財稅、勞保、健保等13大類書證資料至雲端證
件包系統，本府承辦同仁可代替民眾查調53種書證謄本資料，使民眾洽
辦業務時免於奔波，節省申請各項書證的時間、勞力及書證用紙。推動
目標對應SDGs第16項之「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
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
度」。

自2014年系統上線至2023年1月底，線上查調服務達1,262萬4,630
人次，民眾受惠超過2,612萬份文件、減少7,395萬張紙，為民眾節省4
億5,692萬元申辦規費。

雲端證件包13大類書正查調項目 雲端證件包成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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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鄉文化

議題：文化

指標名稱：遺址、歷史建築保存維護

計算公式：指定及列冊遺址之監管巡查與歷史建築巡查紀錄次數÷指定
及列冊遺址、登錄歷史建築數量

⚫ 2022年成果值：298處次/88處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新北市轄區內指定及列冊遺址11處、登錄歷史建築77處，2022年委
託專業團隊辦理考古遺址巡查計144次，歷史建築巡查計154次，共計
88處，巡查29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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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歷史建築巡查
(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

2022年土地公山考古遺址空拍照 2022年狗蹄山考古遺址空拍照

2022年歷史建築巡查(明志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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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鄉文化

議題：文化

指標名稱：文化資產(建築類)管理維護計畫

計算公式：文化資產(建築類)管理維護計畫備查數

⚫ 2022年成果值：110處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文化資產(建築類)管理維護計畫備查數計110處。

新北市歷史建築 - 瑞芳瑞三礦業

新北市市定古蹟 -
台北放送局板橋放送所

新北市市定古蹟 -
三峽大豹忠魂碑

新北市市定古蹟 - 碧潭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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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鄉文化

議題：防災

指標名稱：火災發生率

計算公式：(上年度火災發生次數÷戶數)×100%

⚫ 2022年成果值：0.102%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 2022年新北市共發生1,675件火災，而根據民政局的統計，本市
共有163萬8,908戶，火災發生率為0.102%，相較2021年之火災發
生率0.124%，小幅降低。

二、為了將低火災發生率，新北市在防火宣導方面投注了大量的努力，
透過定期教育訓練加強防火宣導的品質，並善用教具、話劇及宣導
影片等等加強民眾對宣導的印象及接受度。

三、於國小辦理家庭逃生計畫圖競賽及配合社會局辦理老人共餐及松年
大學防災安全課程，讓居家用火用電安全深植每位市民心中。

宣導教具

宣導教官班講習

校園宣導家庭逃生計劃圖

老人共餐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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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環河公園兒遊戲場啟用，侯
友宜市長體驗全齡遊具

新莊區頭前運動公園特色遊戲場啟
用, 劉和然副市長陪同民眾體驗各
式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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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區景觀萬坪公園特色遊戲場啟用,
侯友宜市長陪同小朋友體驗各式遊具

面向：城鄉文化

議題：城市

指標名稱：人均公園綠地比

計算公式：(都市計畫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體育用地)面積÷人口數

⚫ 2022年成果值：1.29平方公尺/人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本指標可反映出都市生活環境品質之優良程度，而都市計畫區內人口
數量的變化，以及政府對於公園綠地的重視程度，都會影響到此指標的
趨勢。因此，當都市發展造成綠地空間縮減的時候，就反映出該都市的
生活品質較差，環境問題較為嚴重，影響都市系統的活力，對於永續發
展是背道而馳。每人享有的公園綠地面積越大，對該都市邁向永續發展
越有助益，推動目標對應SDGs為編號11.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經統計2022年底，本市人口數總計達3,995,551人，另彙整各公園維
管單位及公所維管之都市計畫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及體育場
用地面積為517公頃，故2022年人均公園綠地比已達1.29平方公尺/人。

新店區馬公公園「小小航海家遊戲
場」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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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鄉文化

議題：城市

指標名稱：雨水管理設施

計算公式：雨水下水道建設率×0.3+清淤維護妥善率×0.5+(當年度已申
請之透水保水量÷當年度預計施作透水保水量)×0.2

⚫ 2022年成果值：99%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截至2022年底，新北市雨水下水道建設幹線長度為825.32公里，下
水 道實施率93.46%，預計本市2030年實施率達成目標值100%。請提
供指標計算公式中各數據資料)

本府每年辦理2次各區公所雨水下水道管理維護績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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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鄉文化

議題：城市

指標名稱：都市內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

計算公式：全市綠地面積÷人口數

⚫ 2022年成果值：5.01平方公尺/人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實際成果為(已開闢都市計畫公園476.59公頃+已開闢都市計
畫綠地35.95公頃+高灘地河濱公園1,380公頃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
377.7萬人=5.01平方公尺/每人。(都計區現況人口因內政部戶籍人口空
間資料申請作業要點尚在修法中，爰先以110年人口數計算)

三重區同安公園

板橋區富貴綠地公園 新北大都會公園

板橋區音樂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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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鄉文化

議題：城市

指標名稱：都市化面積擴張率

計算公式：[(都市地區該年總面積-都市地區前一年總面積)÷都市地區前
一年總面積]×100%

⚫ 2022年成果值：0.00%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依本市國土計畫成長管理策略內容，以淡水、汐止、新店以西為核心
區成長環，成長區域尚包含「新北市區域計畫」劃設之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規劃中整體開發計畫、開發許可案件；核心區以東為生態保育及
農業資源為主，並結合國土及防災保育策略、農地資源維護策略等。爰
市府就所指認之未來發展地區有序地依據需求辦理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而整體空間計畫仍引導人口朝向都市計畫集中發展，故都市計畫面積擴
張率將俟未來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公告實施後方有較大幅度的變動，上
述成長管理方式亦符合推動目標SDGs編號11(永續城鄉)。本府就所指認
之未來發展地區有序地依據需求辦理新訂、擴大都市計畫，2022年度無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新北市空間整體發展構想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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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鄉文化

議題：城市

指標名稱：都市更新案提供公益性空間面積

計算公式：(公益設施+留設開放空間+人行步道+基地內通路)等面積

⚫ 2022年度成果值：151,834.40平方公尺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都市更新案件自2016年至2022年共計120件已完成都市更新程序，
其中116件有提供公益性空間案件，面積共計 151,834.40平方公尺，含
協助開闢公益設施 (37,426.72平方公尺)、留設開放空間 (33,553.47平
方公尺)、人行步道(78,919.5平方公尺)及基地內通路(1,934.71平方公
尺)等。

都市更新條例於2019年1月30日修正發布實施，且相關容積獎勵項
目配合修正，使獎勵項目更多元且明確，並調整獎勵項目及計算公式，
降低審議過程不確定性，並有助於民間整合及提高民眾居住安全，後續
都市更新處將持續積極推動重建政策，以改善整體都市環境景觀及品質。

土城區沛陂段141地號等3筆土地
(更新前照片)

中和區健康段954地號等7筆土地
(更新前照片)

土城區運校段-更新後模擬圖

更新後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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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鄉文化

議題：城市

指標名稱：河濱公園入園人數

計算公式：當年度河濱公園入園人數

⚫ 2022年度成果值：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但於下半年度疫
情已漸趨緩和。2021年河濱公園入園人數為2,100萬人次， 2022年
河濱公園入園人數為2,480萬人次。

⚫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新北大都會公園共辦理16場大型活
動(約83萬人次)，熊猴森樂園擁有溜滑梯等多種遊憩設施，亦吸引
不少遊客前往遊玩， 2022年度新北大都會公園使用總人數為830
萬人次。本府辦理2022鴨鴨公園地景藝術展、2022新北河濱蝶戀
季及2023新北跨年煙火等大型活動，尤其於淡水、八里辦理2023
新北跨年煙火活動約吸引30萬遊客人次前往觀賞。而疫情於下半
年度疫情已漸趨緩，其他如淡水金色水岸、八里左岸、陽光園區、
綠寶石-福和園區、新月橋、浮州運動園區、汐止星座園區及鶯歌
龍窯橋等遊客人次均有明顯增加。

二、另因受場地借用增加及多項遊憩景點開發影響，推算出遊客人次呈
現每年約6%成長。

83

鴨鴨公園 蝴蝶公園

熊猴森樂園 2023新北年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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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治理

議題：犯罪

指標名稱：犯罪發生率

計算公式：(犯罪發生件數÷人口數) ÷100,000人

⚫ 2022年度成果值：885.11件/每10萬人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本府2022年刑案發生數共計3萬5,365件，人口數共399萬5,551人，
犯罪發生率為885.11件/每10萬人，較去年792.98件/每10萬人增加
92.13件/每10萬人，因應疫情管制逐漸解封，本府持續加強各項犯罪預
防措施與行動。

84

治
理
永
續
發
展
指
標



面向：治理

議題：犯罪

指標名稱：刑案破獲率

計算公式：(刑案破獲數÷刑案發生數)×100%

⚫ 2022年度成果值：97.22%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本府2022年刑案發生數共計3萬5,365件，破獲數共計3萬4,382件，
破獲率為97.22%，較去年增加0.42%，犯罪查緝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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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治理

議題：犯罪

指標名稱：運用監錄系統破獲率

計算公式：(運用監錄系統破獲刑案件數÷全般刑案破獲件數)×100%

⚫ 2022年度成果值：48.56%(目標值為35%)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運用本府警察局相關資訊平台分析，定期統計各分局運用監錄系統破
獲刑案件數，追蹤監錄系統運用效率，並據以檢討監錄系統設置點位，
以發揮最大效益。推動目標對應SDGs編號16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
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

執行現地會勘調整監視器點位召開會議與各分局交換
監視器設置及運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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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民政局與勞工局合辦屆
退役男就業博覽會開幕表演

面向：生產

議題：勞動

指標名稱：求職就業成長率

計算公式：(有效求職就業人數÷新登記求職人數)×100%

⚫ 2022年度成果值：96.61%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求職就業率相較去年成長3.25%，為鼓勵求職者積極尋職，協
助失業者迅速再就業，本市設置就業服務站(台)提供簡易諮詢及就業輔
導等服務，並辦理徵才活動，提供求職者更多就業機會，達成高產值就
業目標。

87

市長至明志科技大學乘座學校研發
的自動駕駛高爾夫球車，進入徵才

活動現場

2022首場校園就業博覽會淡江大
學盛大辦理，初媒合率逾4成

現場提供履歷健診服務，協助求職
者優化履歷，順利找到理想工作

就業博覽會結合VR及AR科技
邀請求職者搶先體驗職場環境

2022致理科大就業博覽會
市長與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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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產

議題：經濟

指標名稱：工商業家數成長率

計算公式：[(當年度工商業總家數-上年度工商業總家數)÷上年度工商業
總家數]×100%

⚫ 2022年度成果值：1.76%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當年度工商業總家數-上年度工商業總家數 )÷上年度公商業總家
數]×100%=[(163218-160393)÷160393]*1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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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產

議題：農業

指標名稱：有機耕種的面積

計算公式：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有機農產品生產面積之加總

⚫ 2022年度成果值：324.85公頃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農業生產資材補助：針對有機輔導農戶提供有機肥料、小型農機、
資材、驗證費用、溫網室興建補助及驗證費用等補助，降低有機
農友成本負擔。

二、輔導建置多元通路：

(一)輔導本市16個農會所屬超市設置小農鮮鋪，並辦理新北希望市
集，均優先媒合本市有機農產品上架。

(二)媒合本市有機農友供應自立午餐學校，每週供應39公噸有機蔬
菜。

針對有機農戶予以農業生產資材補貼

推動學校營養午餐供應有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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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產

議題：農業

指標名稱：校園有機蔬菜需求量

計算公式：新北市校園每週有機蔬菜需求量(公斤/週)

⚫ 2022年度成果值：39,000公斤/週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供應模式：由新北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有機蔬菜調配平台，
提供本市學校每週1天有機蔬菜。

二、新北市學校：699所中小學、幼兒園及公共托育中心，共約32萬名
的學童。

三、供應單位

(一)評選：經公開評選出8家合格供應單位。

(二)旗下契作農友：190戶。

(三)面積：430公頃。

(四)新北市每週需求量：39公噸。

(五)新北市契作價格：每公斤75元(幼兒園最高每公斤100元)。

(六)縣市：新北、桃園、新竹、雲林、嘉義、台南、高雄。

四、全場有機蔬菜截切廠

(一)評選：經公開評選出2家合格廠商。

(二)位置：新莊(元茂農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桃園市農會)。

(三)功能：僅能截切有機食材。

(四)規模：每條生產線每小時約可截切700公斤有機蔬菜。

(五)新北市簽約價格：每公斤21元。

(六)目前服務縣市：新北市、桃園市。

(七)截切時間：配合各縣市需求，目前新北市於週日及週二將裸菜
送達，並於週二及週四送至餐盒業者烹煮。

採檢田間有機蔬菜照片 採檢集貨場有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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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

議題：用水

指標名稱：污水處理率

計算公式：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專用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建築物污水設施設置率

⚫ 2022年度成果值:95.49%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污水處理率達95.49%

污水工程完工成果

污水工程完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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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

議題：交通

指標名稱：人行道整平成長率

計算公式：[路兩側人行道面積(不含騎樓)÷道路總面積]×100%

⚫ 2022年度成果值：4.27%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辦理本市轄內道路、人行道、側溝及附屬設施之作業改善，並增設
無障礙設施，期能建構安全且友善之人本環境，使身心障礙者、老
人及學童等有便利性及安全性等優質的通行環境。

二、2022年改善17所學校周邊通學步道。

鶯歌區館前路人行道改善後

板橋區忠孝國中周邊人行道改善後 板橋區新埔國小周邊人行道改善後

三重區光復路人行道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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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

議題：交通

指標名稱：大眾公共運輸系統成長率

計算公式：[(當年度載客次-上年度載客人次)÷上年度載客人
次]×100%

PS.載客人次=境內捷運站人次+市區公車載客人次

⚫ 2022年度成果值：9.5%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新闢跳蛙公車路線
截至2022年底本市共計364條公車路線，其中包含新闢4條符合通勤學

需求的跳蛙公車路線(如：政大附中-北新街、北大社區-南港軟體園區、瑞
芳(經東碇路)-松山車站、捷運新店站-坪林等)；因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趨緩，
2022年總載客數與2021年相比提升至約2.3億人次。

二、公共運輸定期票銷售量穩定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趨緩，民眾對大眾運輸整體使用意願已有所提
升，雙北共同推出之公共運輸定期票銷售量亦呈現回升情形，2022年平均
每月銷售24萬5,211張，總計294萬2,536張。

三、大眾運輸運具維持清消，塑造安全乘車環境

配合疫情受到控制，推出大口呼吸月、陸海空聯票、公車+輕軌聯票及
藍海線通車營運增班等措施，佐以優惠票價政策，鼓勵民眾搭乘；此外，藉
由旅運數據觀察旅次行為調整班距，提供更高的服務水準，並連結熱門旅遊
景點，並與周邊商家、飯店及運具整合，推行合作聯票，帶動運量回升。

新闢之「捷運新店站-坪林」跳蛙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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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

議題：交通

指標名稱：公共自行車使用人數

計算公式：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使用人次(不含河濱租賃系統)

⚫ 2022年度成果值：23,626,511人次/年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提供民眾最後一哩轉乘接駁大眾運輸，以鼓勵民眾選擇使用公共自
行車往返運輸場站，提升整體公共運輸使用量，降低都會區內因私人運
輸工具所衍生之空氣污染及壅擠。

新北U-bike使用人次破億

公共自行車雙核心系統 公共自行車營運站點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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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

議題：交通

指標名稱：公共運輸乘客人數

計算公式：公車、鐵路、捷運等公共運輸之乘客人次

⚫ 2022年度成果值：236,526,648人次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本府近年來陸續推出公共運輸定期票、跳蛙公車等政策，期望提供更
高服務水準的公共運輸系統，鼓勵民眾由私人運具轉移至使用大眾運輸，
據統計2022年度新北市公車運量為236,526,648人次。

新北板橋公車轉運站

跳蛙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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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

議題：交通

指標名稱：平均每萬人擁有自行車道長度

計算公式：(自行車道總長度÷當年度新北人口數) ÷ 10,000人

⚫ 2022年度成果值：681.38(公里)/399萬5,551=1.70km/萬人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規劃自行車路線，提供民眾更安全、友善之通勤騎乘空間，以推廣低
污染運具為輔之人本都市環境，期許融入本市人文風景與自然景觀，創
造出以自行車作為通勤、通學、休閒等新的生活模式，減少CO2等廢氣
排放，採取實際行動應對氣候變遷及其衝擊，有利永續發展。2022年新
建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及台2線34K(水流公廟)~39K(中角)海側新建自行
車道。

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

台2線34K(水流公廟)~39K(中角)海側新建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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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

議題：交通

指標名稱：每萬輛機動車輛死亡人數、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

計算公式：

機動車輛死亡人數=(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機動車輛數) ÷ 10,000輛

⚫ 2022年度成果值：0.525人/萬輛

交通事故死亡率=[(交通事故死亡人口數 ÷ 人口數)÷10,000人] ×100%

⚫ 2022年度成果值：43.8%/萬人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2022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43.8%(萬人)，略高於2021年死亡率
38.9%， 於直轄市6都之中次低。

二、死亡人數增加原因，受疫情影響，民眾使用大衆運輸工具減少，使
用機車頻率增加，因機車自由度高、穩定性較差，且車速快，容易
違規肇事加重事故嚴重程度，致死亡人數增加。

三、相關策進作為如下：

(一)轉彎未依規定、行駛禁行機車道、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等違規行
為加強取締。

(二)運用科學儀器逕行舉發，提高執法強度，減少機車超速違規，並
利用巡邏、守望等方式彈性規劃警力，執行重點違規取締，有效
降低機車肇事率。

(三)疫情期間除宣導民眾減少外出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外，持續運用
多元管道進行宣導(如FB粉專PO文、官網宣導、拍攝影片、CMS
及LED螢幕等)，提升民眾交通安全觀念，降低事故發生。

(四)強化交通工程加強機車違規稽查取締，針對機車酒後駕車、超速、
闖紅燈、改善，針對易肇事路段，召集路權單位辦理會勘，改善
交通工程設施，提升道路安全，降低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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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疫情期間除宣導民眾減少外出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外，持續運用
多元管道進行宣導 (如FB粉專PO文、官網宣導、拍攝影片、
CMS及LED螢幕等)，提升民眾交通安全觀念，降低事故發生。

(六)強化交通工程改善，針對易肇事路段，召集路權單位辦理會勘，
改善交通工程設施，提升道路安全，降低事故發生。

四. 2022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175人，機動車輛死亡人數0.525(人/萬
輛)，略 高於2021年死亡人數0.473，於直轄市6都之中次低。

加強機車重點執法 強化安全警示設施

取締未成年無照駕駛 路口交通安全宣導

2022加強機車重點執法-新北市
(每萬輛機動車輛)肇事死亡率，於直轄市6都中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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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

議題：交通

指標名稱：低底盤公車普及率

計算公式：(今年度低底盤公車數量÷公車總量)×100%

⚫ 2022年度成果值：70%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順應高齡化社會來臨，使本市高齡長者能方便上、下公車，同時
亦可兼顧女性、幼童、使用娃娃車及輪椅等各類型使用者搭乘，提供
更便利、更友善、無障礙的大眾運輸環境。持續補助客運業者汰換市
區公車為低地板公車，提供本市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無障礙公車服務。

2022年共新增上線68輛低地板公車，目前新北市公車總數為
2494輛，其中低底盤公車1748輛，其普及率為70%，高於預定目標
值60%，顯見業務單位重視並持續落實執行，本府將持續推動行動策
略，以符合預期之目標。

汰換低底盤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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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

議題：交通

指標名稱：道路養護(修補坑洞)處理時效執行比率

計算公式：(未逾時修補件數÷實際需修補件數)×100%

⚫ 2022年度成果值：100%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係因道路坑洞將造成人民安全疑慮，故維持坑洞及時修補率尚符合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建設包容安全的城市」之宗旨。2022年達成率
100%，符合設定之目標值。

4. 第二階段改善完成後照片回傳系
統結案

2. 確認坑洞通報位置後並回傳系統。
圖為通報板橋區大同街77號(板橋

音樂公園停車場前)坑洞

1. 收到通報後立即派員至現場確
認現況。圖為通報板橋區大同街
77號(板橋音樂公園停車場前)坑

洞

3. 4小時內至現場臨時修補坑洞，
臨時修補完成後照片回傳系統
另有坑洞之路段須於第二階段

(14日內)進行刨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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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改善完成後照片回傳系統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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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台9跟中生路交叉口坑洞板橋區忠孝路69號到71號坑洞

4小時內至現場臨時修補坑洞，臨時修補完成後照片回傳系統。
另有坑洞之路段須於第二階段(14日內)進行刨鋪改善

收到通報後立即派員至現場確認現況

三峽區隆恩街193號坑洞

成果2 成果3 成果4

確認坑洞通報位置後並回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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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

議題：綠色消費

指標名稱：民間企業綠色採購金額

計算公式：民間企業綠色採購金額

⚫ 2022年成果值：3,888,418,473億元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一、2022年度共 373 家企業申報綠色採購，採購金額累計達 38.88億
元。

二、辦理民間企業綠色消費頒獎典禮，表揚申報綠色採購金額達500萬
元以上之企業及團體，共計 33 家。

三、結合轄內綠色商店、社區、團體、企業、機關、學校等辦理綠色消
費相關環境教育、研習活動，共計辦理 55 場次綠色生活實體宣導
活動，包括機關研習會3場次、福利社特賣會10場、環保集點會員
招募15場、學校環保話劇10場、企業宣導8場、賣場行動超市1場、
賣場大型活動推廣1場、遠東百貨宣導2場、配合政府活動推廣4場、
聯合表揚1場。

大賣場設攤及大型綠色消費推廣活動

五股興珍里環保福利社特賣辦理民間企業綠色採購研習會（線上化辦理）

遠東百貨綠色餐廳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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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物多樣性

議題：物種

指標名稱：特定外來植物覆蓋面積

計算公式：外來植物物種(小花蔓澤蘭)覆蓋面積

⚫ 2022年度成果值：0.035平方公里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本市以三峽區、土城區、五股區、新店區、樹林區等為小花蔓澤蘭熱
區，其多位於私人土地。防除方式以民眾自主防除及本府委託專業廠商
熱點清除為主，另本市自2011年起迄今總計已清除約0.42平方公里(42
公頃)之小花蔓澤蘭，未來亦將持續防除，維護本市生物多樣性。

人工移除

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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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物多樣性

議題：海洋生態

指標名稱：刺網漁業漁船筏艘數比例

計算公式：(刺網漁船筏艘數÷總漁船筏艘數)×100%

⚫ 2022年度成果值：4.56%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輔導101艘刺網漁業漁船（筏）轉型其他對環境生態及資源較
為友善的漁業，刺網漁船筏減為347艘，佔本市總漁船筏艘數(2,257
艘)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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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物多樣性

議題：海洋生態

指標名稱：魩鱙漁業漁船筏艘數比例

計算公式：(魩鱙漁船筏艘數÷總漁船筏艘數)×100%

⚫ 2022年度成果值：15.4%

2022年永續發展指標執行成果說明：

2022年魩鱙漁業漁船（筏）減少7艘，其中收購經營權者為5艘，本市
兼營魩鱙漁業漁船（筏）剩餘103艘，佔本市總漁船筏艘數(2,257
艘)4.56%。

辦理會勘確認漁船已拆除刺網漁具設備

辦理會勘確認漁船已拆除刺網漁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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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面對氣候緊急狀態，城市的建設要具備氣候韌性，城市治理要推動
能源轉型，透過國際交流，傾聽青年世代的聲音，以及「新北市氣候變
遷及能源對策執行委員會」結合產業、學界、NGO與民眾的力量，提供
不同的觀點與思維，激發出更多創意與能量引領新北朝向更安全、更韌
性、更永續的淨零碳目標邁進。

氣候變遷除了推動淨零碳，還要因應氣候緊急狀態的調適策略，新
北市透過透水保水自治條例，大幅度增強都市地區防洪減災能量、降低
積淹水風險，總透水保水量已達153萬立方公尺，對於容易受到氣候影
響的族群，例如街友或獨居老人，在高溫寒害的時候也特別啟動關懷及
收容輔導作業，另外，新北建立防災即時的智慧指揮平台，納管各區山
坡地自動監測系統掌握土石流潛勢，應用防災創新科技，縮短了災害應
變的時間，讓新北境內各項基礎建設能夠具備因應氣候韌性的能力。

新北市健康城市與永續發展委員會於2011年11月10日成立，自
2012年確立委員會之願景及目標後並訂定本市永續指標，為使本市永續
指標符合國際趨勢，本市遂於2020年於永續發展委員會報告VLR，並說
明因應SDGs重新檢討本市永續指標，據以訂定81項新北永續指標及
2025年中期及2030年長期目標值，未來仍依據「新北市永續發展指標
目標推動方案」持續推動，並定期檢討追蹤指標及執行狀況，以落實管
理並達檢討成效之掌握，本市以三大機制持續推動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

一. 滾動檢討：各機關定期更新城市中長程施政計畫、目標，針對不同
局處角色與制度，檢討權責與負責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建立清楚的認識與貢獻。

二. 確立目標：配合既定市政計畫，就新北市永續指標確立2025、
2030年中長期目標，促進跨機關之參與及討論。

三. 定期追蹤：定期召開會議追蹤永續指標內容及執行概況，以利長期
追蹤數據和資料，確保政策目標的可行性、困難點、機會與挑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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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永續發展指標彙整表

面
向

議題 新北市永續指標名稱 評量基準(計算方式) 單位 SDGs
2020年

執行成果
2021年

執行成果
2022年

執行成果
2025年

中程目標
2030年

⾧程目標
主辦機關 頁數 備註

水質 河川污染改善率
由溶氧量、生化需氧量、懸浮固體、氨氮等四項水質參數之濃度值，計算所得
之指標積分值

% 6
嚴重污染比例5.8%

，RPI=2.57
嚴重污染比例5.1%

，RPI=2.59
嚴重污染比例1.7%，

RPI=2.07
嚴重污染比例2.5%

，RPI=2.10
全面脫離嚴重污染

，RPI=2.00
環保局(水保) 20

空氣品質不良率 空氣品質指標(AQI)值>100站日數÷空氣品質監測之有效站日數×100% % 3、11 5.0% 3.1% 2.3% 4.5% 4.0% 環保局(空品) 21

細懸浮微粒(PM2.5)年平均濃度 汐止及板橋手動空氣品質監測站之細懸浮微粒監測結果，依據空氣品質標準計
算平均值 μg/m3 3、11 12.6 μg/m3 12.4 μg/m3 10.5 μg/m3 11.6 μg/m3 10.0 μg/m3 環保局(空品) 21

人均年用電量 該年度表燈非營業售電量÷人口數 度/人年 7 1,946 度/人年 2,112 度/人年 2,017 度/人年 1,780 度/人年 1,624 度/人年 環保局(低碳) 25

服務業戶均年用電量 服務業年用電量÷服務業抄表用戶數 度/年戶 7 29,492 度/年戶 28,339 度/年戶 29,574度/年戶 31,100 度/年戶 31,000 度/年戶 經發局 26

再生能源累計設置容量 再生能源累計設置容量 MW 7 67.6 MW 70.9 MW 129MW 97 MW 140 MW 經發局 27

溫室
氣體

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 該年度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含碳匯量)÷人口數 公噸CO2e/人 13 4.44公噸CO2e/人 4.45公噸CO2e/人 註1 4.15 公噸CO2e/人 3.19 公噸CO2e/人 環保局(低碳) 28

每人每日㇐般廢棄物產生量 年度㇐般廢棄物產生量÷指定清除地區人口數÷年度日數 公斤 11 1.045 公斤 1.067公斤 1.424公斤 1.054 公斤 1.053 公斤 環保局(維護) 29

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 申報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量÷申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總產生量× 100 % % 12 60.40% 55.40% 51.90% 49.50% 50.00% 環保局(事廢) 31

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量÷(垃圾量+資源回收量+廚餘量) % 12 60.75% 63.10% 63.49% 57.25% 57.50% 環保局(循環) 32

環境認證競賽里參與率 每年參與環境認證競賽里數÷新北市總里數 % 11、17 註2 註2 62% 65.00% 67.00% 環保局(環衛) 30

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合格比率 (監督次數-處分情形總計次數)÷監督總次數 % 12 97.90% 93.80% 93.80% 95.00% 95.00% 環保局(規劃) 33

戶數五等位所得差距倍數 第5分位組可支配所得/第1分位組可支配所得 倍 1、10 4.51倍 6.15倍 註3 註4 註4 業務執行：勞工局
資料提供：主計處 -

低收入戶的人口比例 (低收入戶人數÷總人數) ×100 % % 1 0.97% 0.93% 0.88% 0.95% 0.95% 社會局(救助) 34

65歲以上⾧者憂鬱篩檢服務量 (當年度65歲以上老年篩檢數÷上年度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100% % 3 29.60% 23.97% 22.21% 16.80% 17.80% 衛生局(心衛科) 35

居住扶助涵蓋率 (租屋補貼及購屋補貼戶數+公益住宅提供戶數)÷戶數 % 10 2.43% 2.26% 3.86% 2.74% 2.74% 城鄉局 36

8.00% 4.31% 0.29% 0.37% 社會局(社區科)

-31.88% 41.77% 2.27% 4.17% 勞工局(育樂科)

-3.87% 16.24% 1.40% 1.50%
勞工局

(職業訓練中心)

50.00% 6.94% 11.00% 13.00% 原民局

6.63% 6.91% 9.09% 9.59% 教育局

21.91% 24.25% 2.02% 1.98% 衛生局

銀髮俱樂部及老人共餐響應點設
置數

輔導設置銀髮俱樂部及老人共餐響應點 處 10 904處 1109處 1,179處 1223處 1273處 社會局(老人科) 41

復康巴士使用成⾧率
[(當年度使用復康巴士人數÷當年度市民總人口數)－(上年度使用復康巴士人數
÷上年度市民總人口數)]÷(上年度使用復康巴士人數÷上年度市民總人口數)×
100%

% 10 -7.16% -14.11% 2.70% 4.0% 2.0% 交通局 42

天然
災害

因天然災害導致人類傷亡人數 每年因自然災害而死亡、失蹤和受傷之總人數 人 11 0人 0人 0人 8人 7人
消防局

(整備應變科)
43

森林 森林覆蓋之土地面積比 (森林面積+造林面積-森林災害面積)÷土地總面積 % 15 76.0% 76.0% 76.0% 76.5% 77.0% 農業局 44

37、
38、

39、40

空氣

能源
使用

廢棄物

收入
均衡性

環境
管理

社會
福利

% 4、5 1.28%婦女參與成⾧活動成⾧率

環
境

國
土
資
源

(當年度婦女參與公部門辦理成⾧活動人次－上年度婦女參與公部門辦理成⾧活
動人次)÷上年度婦女參與公部門辦理成⾧活動人次×100%

福
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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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永續發展指標彙整表

面
向

議題 新北市永續指標名稱 評量基準(計算方式) 單位 SDGs
2020年

執行成果
2021年

執行成果
2022年

執行成果
2025年

中程目標
2030年

⾧程目標
主辦機關 頁數 備註

每人出席藝文展演文化活動次數 藝文展演文化活動的總參與人次 ÷ 人口數 次/人 4 5.8次/人 5.8次/人 7.5次/人 8.3次/人 8.5次/人 文化局(秘書室) 45

居民擔任志工人數成⾧率 [(當年度人數－上年度人數)÷上年度人數]×100% % 16 2.1% 10.0% 2.0% 2.0% 2.0% 社會局(社區科) 46

社區志工防疫工作參與度 公所動員社區志工協助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或衛教宣導活動場次 場/區 11 19場/區 19場/區 19場/區 15-19 場/區 16-20 場/區 衛生局(疾管科) 47

社區親子服務人次成⾧率 [(當年度服務人次－上年度服務人次)÷上年度服務人次]×100% % 10 15.0% 8.6% 13.2% 20.0% 20.0% 社會局(托育科) 48

社會福利社區參與率 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活動數÷社會發展協會數 % 10 102% 100% 108% 100% 100% 社會局 49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有效總人數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有效總人數 人 4、17 935人 945人 935人 970人 980人 環保局(規劃) 50、51

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總
家數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有效總數 處 4、17 16處 17處 19處 19處 20處 環保局(規劃) 52

18歲以上吸菸率 依據國健署「成人吸菸行為調查」調查結果 % 3 8.90% 註6 中央尚未公布調查數據 12.0% 10.0% 衛生局(健管科) 54
本指標為中央統計資

料
(2年調查1次)

18歲以上男性嚼檳榔率 依國健署「成人吸菸行為調查」及「健康危害因子監測調查」調查結果 % 3 註5 註5 註5 4.90% 4.80% 衛生局(健管科) 55

法定傳染病發生率 (法定傳染病發生件數÷每十萬人口)×100% %/10萬人 3 32.16%/10萬人 5.13%/10萬人 5.39%/10萬人
慢性法定傳染病每
十萬人口發生率較

前㇐年降低1%

慢性法定傳染病每
十萬人口發生率較

前㇐年降低1%
衛生局(疾管科) 56

參與⾧者健康促進評估介入比率 (完成⾧者健康促進評估之人數÷⾧者健康促進評估之報名人數)×100% % 3 81.0% 91.1% 83.6% 82.0% 84.0% 衛生局(健管科) 57

無菸環境建置 自行公告之禁菸場域數量。 處 3 13,891處 13,891處 13,891處 13,250處 13,500處 衛生局(健管科) 58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Σ(年齡別自殺死亡率×標準年齡別人口數)÷人口數 人/10萬人 3 12.3人/10萬人 11.3人/10萬人 111年尚未公布 12.1人/10萬人 11.8人/10萬人 衛生局(心衛科)
59、

60、61

癌症標準化死亡率
[(年齡別死亡率×標準組年齡別人口數)]÷標準組總人口數×標準組總人口數以
2000年世界人口年齡結構為標準

人/10萬人 3 106.5人/10萬人 109.9人/10萬人 111年尚未公布 105人/10萬人 103人/10萬人 衛生局(健管科) 62

癌症篩檢陽追率 (各癌症陽性個案完成追蹤數÷各癌症篩檢為陽性個案數)×100% % 3 85.7% 73.0% 76.8% 83.0% 83.0% 衛生局(健管科) 63

體適能評估(㇐)平均每月運動記錄
活躍比率

每月至少使用APP上傳㇐筆運動資料人數÷過去6個月至少登入1次有效會員數 % 3 12.0% 12.0% 19.9% 12.5% 13.0% 衛生局(健管科) 64

體適能評估(二)學生規律運動比率 (學生規律運動人數÷總學生數)×100% % 3 62.3% 66.2% 59.6% 69.0% 70.0% 教育局 65

65歲以上 民眾接受成人預防保健
服務利用率

(65歲以上民眾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人數÷65歲以上總人口數)×100 % % 3 22.0% 21.0% 20.4% 24.0% 24.0% 衛生局(健管科) 66

兒童疾病的感染免疫措施接種比
率

(完成接種疫苗兒童數÷應接種疫苗兒童數)×100% % 3 97.16% 97.88% 97.91% 98.00% 98.30% 衛生局(疾管科) 67

⾧期照護資源使用人數 ⾧期照護資源使用人數 人 3 38,879人 42,563人 57,660人 45,000人 60,000人 衛生局(高⾧科) 68

⾧期照顧服務提供涵蓋率
(照管系統服務數+機構式照顧人數+失智未失能及衰弱老人服務數)/⾧照失能
需求

% 3 45.30% 45.5% 58.3% 55% 65% 衛生局(高⾧科) 69

落實⾧者照護服務 推動公共托老中心累計設置家數 家 3 51家 60家 70家 100家 130家 衛生局(高⾧科) 70

營養認知提升率 (營養認知問卷後測平均分數-前測平均分數)÷前測平均分數 % 3 37.70% 註6 34.40% 30% 28% 衛生局(健管科) 71

公開資料(Open Data)指標(資訊
透明度)

提供服務次數＝使用者透過APP等加值應用，介接至本府資料開放平台資料集
查詢，每使用介接服務查詢1次，計為1人次

人次 16 3億3,955萬人次 3億8,501萬次 5億6,827萬次 5億人次 7億人次 研考會 72

每百戶有行動電話戶數 (行動電話戶數÷總戶數)÷100戶×100 % % 9 98.13% 99.02% 註3 註4 註4 主計處 -

每百戶有連網戶數 (連網戶數÷總戶數)÷100戶×100% % 9 94.49% 97.70% 註3 註4 註4 主計處 -

無線網路服務使用人次
使用者以Wi-Fi連線至本府設置之無線網路熱點，經使用者點選同意頁面，存
取使用服務或資源，計為1人次

人次 9 7,454萬人次 7,881萬人次 8,384萬人次 8,500萬人次 9,000萬人次 研考會 73

雲端證件包查調指標 使用者透過雲端證件包等查詢證明文件資料，每使用查詢計為1次 人次 16 930萬4,221人次 1,078萬5,177人次 1,262萬4,630人次 1,400萬人次 1,900萬人次 研考會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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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永續發展指標彙整表

面
向

議題 新北市永續指標名稱 評量基準(計算方式) 單位 SDGs
2020年

執行成果
2021年

執行成果
2022年

執行成果
2025年

中程目標
2030年

⾧程目標
主辦機關 頁數 備註

文化 遺址、歷史建築保存維護
指定及列冊遺址之監管巡查與歷史建築巡查記錄次數÷指定及列冊遺址、登陸
歷史建築數量

處次 11 186處次 / 85處 286處次/88處 298處次/88處 298處次 / 88處 298處次 / 88處 文化局(文資科) 75 有新指標修正

防災 火災發生率 (上年度火災發生次數÷戶數)×100% % 11 0.129% 0.124% 0.102% 0.125% 0.120%
消防局

(火災預防科)
77

人均公園綠地比 (都市計畫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體育場用地)面積÷人口數 平方公尺/人 11 3.04平方公尺/人 1.26平方公尺/人 1.29 平方公尺/人 1.43平方公尺/人 1.72平方公尺/人 農業局(景觀處) 78

雨水管理設施
雨水下水道建設率×0.3+清淤維護妥善率×0.5+(當年度已申請之透水保水量÷
當年度預計施作透水保水量)×0.2

% 6 99% 99% 99% 99% 100% 水利局 79

都市內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 全市綠地面積÷人口數 平方公尺/人 11 4.97平方公尺/人 4.97平方公尺/人 5.01 平方公尺/人 5.00平方公尺/人 5.05平方公尺/人 城鄉局 80

都市化面積擴張率
[(都市地區當年總面積-都市地區上㇐年總面積)÷都市地區上㇐年總面積]×100
%

% 11 0.00% 0.00% 0.00% 0.06% 0.24% 城鄉局 81

都市更新案提供公益性空間面積 (公益設施+留設開放空間+人行步道+基地內通路)等面積 平方公尺 11
127,776.4
平方公尺

140,501.71
平方公尺

151,834.4 平方公尺
150,000
平方公尺

200,000
平方公尺

都更處 82

開發用地面積比 (都市發展地區面積+非都市土地中之開發用地面積)÷臺灣土地總面積 % 11 0.92% 0.99% 註7 0.94% 0.95% 城鄉局 -

河濱公園入園人數 當年度河濱公園入園人數 % 6 註6 2,100萬人次 2,480 萬人次 2,650萬人次 3,500萬人次 水利局(高灘處) 83

犯罪發生率 (犯罪發生件數 ÷人口數)÷100,000人 件/10萬人 16 867件/10萬人 792.98件/10萬人 885.11件/10萬人 1291件/10萬人 1291件/10萬人 警察局 84

刑案破獲率 (刑案破獲數÷刑案發生數) ×100% % 16 96.7% 96.8% 97.2% 91.0% 91.0% 警察局 85

運用監錄系統破獲率 (運用監錄系統查獲刑案數÷全般刑案查獲數)×100% % 16 47.5% 49.3% 48.6% 35.0% 35.0% 警察局 86

失業率 (失業者÷勞動力)×100 % % 1、8 3.9% 4.00% 3.70% 註4 註4 業務執行：勞工局
資料提供：主計處 -

求職就業成⾧率 (有效求職就業人數÷新登記求職人數)×100 % % 1、8 90.4% 93.4% 96.6% 81.0% 82.0% 勞工局 87

工商業家數成⾧率 [(當年度工商業總家數-上年度工商業總家數)÷上年度公商業總家數]×100% % 8 -0.14% 2.54% 1.76% 1.30% 1.20% 經發局 88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當年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100 % % 12 -0.35% 1.76% 2.83% 註4 註4 業務執行：經發局
資料提供：主計處 -

有機耕種的面積 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有機農產品生產面積之加總 公頃 2、12 263公頃 314公頃 323公頃 320公頃 330公頃 農業局 89

校園有機蔬菜需求量 新北市校園每週有機蔬菜需求量 公斤/週 2、12 39,000公斤/週 39,000公斤/週 39,000公斤/週 39,000公斤/週 39,000公斤/週
主政：農業局
協辦：教育局

90

用水 污水處理率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專用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建築物污水設施設置率 % 6 91.44% 93.64% 95.49% 92.64% 95.77% 水利局(污計) 91

人行道整平成⾧率 [路兩側人行道面積(不含騎樓)÷道路總面積]x100% % 11 4.09% 4.24% 4.27% 4.27% 4.32% 養工處 92

大眾公共運輸系統成⾧率 [(當年度載客次-上年度載客人次)÷上年度載客人次]×100% % 11 -0.05% -23.00% 9.50% 0.01% 0.01% 交通局 93

公共自行車使用人數 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使用人次(不含河濱租賃系統) 人次 11 38,191,888人次 26,609,771人次 23,626,511 人次/年 33,638,400人次 33,638,400人次 交通局 94

公共運輸乘客人數 公車、鐵路、捷運等公共運輸之乘客人次 億人次 11 3.45億人次 2.18億人次 2.36億人次 3.85億人次 4.48億人次 交通局 95

每萬人擁有自行車道⾧度 (自行車道總⾧度÷人口數)÷10,000人 公里/萬人 11 1.62 公里/萬人 1.69公里/萬人 1.70公里/萬人 1.71 公里/萬人 1.76 公里/萬人 交通局 96

每萬輛機動車輛死亡人數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機動車輛數) ÷10,000輛 人/萬輛 11 0.402人/萬輛 0.473人/萬輛 0.525 人/萬輛 0.499人/萬輛 0.529人/萬輛 警察局 97、98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 [(交通事故死亡人口數 ÷ 人口數)÷10,000人] ×100% %/萬人 11 32.5%/萬人 38.9%/萬人 43.8 %/萬人 40.8%/萬人 43.8%/萬人 警察局 97、98

低底盤公車普及率 (低底盤公車數量÷公車總量)×100% % 11 66.0% 69.0% 70.0% 70.0% 73.0% 交通局 99

道路養護(修補坑洞)處理時效執行
比率

(未逾時修補件數÷實際需修補件數)×100 % % 11 100% 100% 100% 100% 100% 養工處 100

消費 民間企業綠色採購金額 民間企業綠色採購金額。 億元 12 14.14億元 20.85億元 38.88億元 25億元 30億元 環保局(規劃)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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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永續發展指標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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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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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2021年

執行成果
2022年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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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

⾧程目標
主辦機關 頁數 備註

物種 特定外來植物覆蓋面積 外來植物物種(小花蔓澤蘭)覆蓋面積 平方公里 15 0.02平方公里 0.038平方公里 0.035 平方公里 0.015平方公里 0.01平方公里 農業局 103

刺網漁業漁船筏艘數比例 (刺網漁船筏艘數÷總漁船筏艘數)x100% % 14 24.6% 19.9% 15.4% 21.0% 17.0% 農業局(漁業處) 104

魩鱙漁業漁船筏艘數比例 (魩鱙漁船筏艘數÷總漁船筏艘數)x100% % 14 5.2% 4.8% 4.6% 4.9% 4.7% 農業局(漁業處) 105

註1： 資料須至2023年9月後提供

註2： 2020年及2021年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暫緩執行。

註3： 「家庭收支調查」於當年12月至隔年2月底間辦理實地訪查，調查所得資料需經整理、審核及編撰，故調查報告會有近1年的時間落差，每年於12月底更新上㇐年資料。
註4： 主計處僅可提供指標之統計數據，指標業務面之執行部分非屬本處之權責，爰無法訂定目標。
註5： 因應疫情取消「成人吸菸行為調查」及「健康危害因子監測調查」調查，俟2023年才會公布。
註6： 無調查資料
註7： 考量營建統計年報及內政部統計年報數據僅更新至2021年，俟相關數據更新後更新2022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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