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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並自 114年 6月 1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如下：

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辦理經管土地之樹木碳匯管

    理及經管濕地保育等相關事項。

二、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推動木製產品資源循環

    及辦理經管濕地保育等相關事項。

三、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局）：推動低碳足跡之木製產

    品、增進農地土壤碳匯及辦理經管濕地保育等相關事項。

四、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推動低碳足跡之木製產品相

    關事項。

第 3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碳匯：指自然環境中可固定及吸儲二氧化碳的載體。

二、基線情境：指未執行碳匯增量活動時，當前的土地使用狀態。

三、基線情境量測：指基線情境下，參照環境部氣候變遷署溫室氣體自願

    減量暨抵換資訊平臺減量方法學之情境及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報告之方法學之使用層級，計算當前碳含量狀態，以獲得基準值。

四、地上部生物量：指包括枝幹、樹皮、種子和葉等土壤以上所有活的木

    本和草本之生物量。

五、土壤有機質：指土壤的有機物質，包括小於二公釐（建議值）之活與



    死細根及死有機物質、小於二公釐（建議值）且難以憑經驗區分之有

    機物質。

六、加強森林經營：指針對已有森林覆蓋的土地，透過營林手段增加森林

    生物量及提升林木形質，並導入永續經營概念管理。

七、公有林：指森林法所稱之公有林。

八、塊狀疏伐：指小區塊且針對樹勢差的林木伐除之整理方式。

九、植樹造林潛力地點：指水土保持法所稱山坡地及都市計畫法所稱公共

    設施用地，且依法得實施植樹。

十、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

    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十一、濕地：指濕地保育法所稱之濕地。

十二、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指提供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效益前提下

      ，所採取之保護、永續管理及復育生態系統之行動。

第 4 條

工務局於經管之土地進行增加碳匯前，應先辦理基線情境量測，並定期監

測。

基線情境量測時，以下列對象進行計算：

一、地上部生物量量測。

二、土壤有機質碳含量量測。

第 5 條

工務局應針對經管公有林、公園、綠地、廣場及公共設施附屬綠環境（包

括擋土牆邊坡、人行道、安全島等）之既有林木，利用加強森林經營之手

段辦理下列事項：

一、推動地上部生物量之增量經營及撫育管理計畫。

二、加強公私合作與社區居民聯繫。

三、公有林及公園之群生竹、木範圍，應另以塊狀疏伐方式進行林相更新



    或改良，並選擇適地適木之原生樹種為原則，以維持林木良好之生長

    。

第 6 條

工務局應針對植樹造林潛力地點，辦理下列事項：

一、以適地適木原則評估適合植樹區域，進行植樹及後續撫育工作，加強

    綠覆率。

二、加強公私合作與社區居民聯繫。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審核水土保持計畫時，得要求水土保持義務

人植樹。

第 7 條

產業局及教育局應鼓勵及推廣使用低碳足跡之木製產品。

環保局應提升木製產品再利用，並建立再生資源循環制度及示範場域。

第 8 條

工務局、環保局及產業局應針對經管之濕地，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進行

保育；工務局並於地方級重要濕地，辦理下列事項：

一、配合濕地保育法所指濕地保育利用計畫，進行基線情境量測，並定期

    監測。

二、加強公私合作與社區居民聯繫。

第 9 條

產業局為增進農地土壤碳匯，應於臺北市政府所轄區域內之農田及坡地果

茶園，辦理下列事項：

一、推廣食農教育，降低碳足跡。

二、加強公私合作，並促進民眾與企業媒合。

第 10 條

本辦法自一百十四年六月一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