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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30 年 全 球 將 有 50 億 人 口 居 住 在 城 市
而目前已有全球一半的人口居住於城市 新北市
已 經 於 2019 年 4 月 成 為 全 臺 灣 人 口 數 最 多 的
城市 突破 400 萬人 且人口將持續增加

新 北 市 的 未 來 城 市 生 活 以 活 得 更 好 活 得 更
久 為 願 景 期 待 解 決 市 民 面 臨 的 理 想 生 活 需
求 如 新住民平等問題 青年世代貧窮 氣候
變遷 醫療資源整合 海洋塑膠廢棄物等 永續
發 展 目 標 SDGs 已 經 成 為 全 球 對 未 來 理 想 生
活 的 共 通 語 言 在 各 國 針 對 消 除 貧 困 保 護 地
球 確保所有人享有和平與繁榮的願景時 不僅
聚 焦 全 球 事 件 以 各 城 市 在 地 生 活 發 展 為 基
礎 推動良好的長照系統 足夠的就業機會 良
善的治安環境 便捷的大眾交通 綠化的城市地
景等等 新北市率先以透過城市 地區 國家貢
獻的角度 綜合撰寫出第一份 地方自願檢視報
告 VLR 展示新北市與全球共同推進永續發
展工作的努力與決心

新北市 侯友宜 市長

0.1 市長的話

新 北 市 透 過 全 球 的 共 通 語 言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DGs) 快速建立地方與全球城市的橋樑 讓新
北市培育更多在地化議題的解決方案 不單讓市
民的生活更理想 也能與國際城市問題連結 成
為典範 形塑在地的獨特性時 也吸引全世界探
索合作的國際化實踐

身為新北市民的一份子 我們都需要每一位市民
和我們一起為更好的新北努力 讓每一個市民的
理 想 生 活 都 能 夠 實 現 從 積 極 關 注 城 市 治 理 與
管理進程 關注在地社區的文化歷史特性 主動
站出來說出自己對於社區的想法與需求 更重要
的是以市民的身份採取行動 把全球的 新北的
事 當 自 己 的 事 情 和 我 們 一 起 營 造 新 北 的 宜 居
社區 宜居城市等 本報告希望能讓新北市成為

宜居城市 跨界溝通的第一步 讓更多人相信
安居樂業的理想生活是可能的  

新北市將以安居樂業為目標 成為適合人類居住的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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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新北市府團隊

永續發展的點線面合作

永續發展已成為全球共同的語言 幫助全球城市
辨 別 挑 戰 和 機 會  新 北 市 身 為 全 國 人 數 最 多 之
城市 首先以實現全球繁榮和永續發展為方向
將新北市數據指標揭露 分享實踐案例作為國際
合作 串聯市民與城市間相互合作的機會

新北市透過盤點永續發展目標與正 負相關性
不單協助建立區域 全球之永續議程共同語言
SDGs 更 維 持 世 界 發 展 的 相 互 關 聯 性 讓 各 種
全球和區域議程與新北市府整合 加速城市之間
的點 線 面合作

本報告透過提供大眾 國際城市 SDGs 實踐策略
方法 引起跨界溝通

邁向永續的道路阻且長 這份報告不可能一勞永逸地
解決未來二 三十年城市發展問題 但卻仍可被視為 

SDGs 框架和新北市未來行動與市民的初步對話 以
用於指引新北市未來城市施政 發展的原則和方向

長期以來 新北市的都市政策以市長之理念為引
導原則 所關切的面向與許多 SDGs 不謀而合
而前朝許多努力也都引領新北市往永續發展的目
標邁進 然而 過去施政無法做到的是提供更完
善而嚴謹的指標—即是利用明確 量化的指標
來評估各類永續目標的達成與發展程度 且相關
政策文件對多數人而言 常常晦澀難懂 難以產
生對城市未來的整體想像 因此 我們希望透過

新北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 成為市民
簡單 清楚地瞭解新北市於全球 SDGs 脈絡中所
處的位置 並加速未來宜居城市的移動步調

盡責的新北市政府 將不會對於永續發展與新北
目前所面臨的任何社會問題視若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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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新北市 VLR 介紹

新北 VLR 發展主軸 旨在為新北市打造 SDGs 國際城市合作之檢視手冊

新 北 市 以 SDGs 作 為 2030 年 永 續 發 展 框 架 將 安 居 樂 業  轉 譯 結 合
SDGs 與國際社會訂定一致的策略目標 並分成三個發展主軸

1. 彙整過去新北相關政策成果 搭配 SDGs 為現今發展的相關計畫 探尋
未來國際城市之合作機會

2. 針對 2019 年聯合國高階政治論壇 (HLPF) 著重的 SDGs 項目 拋磚引
玉提供可量化之數據與指標 以促進國內外社會溝通與討論

3. 以 宜 居 城 市 願 景 從 累 積 之 市 政 成 果 擴 大 新 北 市 地 方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VLR 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溝通 期許作為國際網絡與亞洲城市 SDGs 

之工具書 樹立 VLR 之典範 並加速永續發展解決方案之進程

新北市以永續發展思維工具和 SDGs 工具 面對全球挑戰和創造國際合作機會

本 報 告 書 率 先 建 立 新 北 市 永 續 城 市 的 政 策 效 能 提 升 工 具 新 北 市 永 續 循 環
架 構 整 合 流 程 讓 新 北 市 跨 局 處 計 劃 與 政 策 推 動 上 透 過 永 續 發 展 工 具 轉
機 會 為 優 勢 同 時 透 過 數 據 和 案 例 資 料 評 估 可 獲 得 性 可 信 度 所 有 權
等 讓 新 北 市 的 市 民 市 政 團 隊 未 來 都 能 成 為 各 個  S D G s  的 專 家
補 足 由 上 而 下 的 市 政 制 定 新 增 由 下 而 上 跨 領 域 跨 世 代 的 建 議 與 回 饋 機
制 讓 未 來 短 中 長 期 之 市 政 討 論 能 夠 擴 大 影 響 力 相 信 不 遺 留 任 何 一
人 的 永 續 發 展 精 神 除 了 提 升 自 身 城 市 的 解 決 方 案 附 加 價 值 外 也 能 進
而 協 助 全 球 城 市 繁 榮 和 永 續 工 作 推 動 搭 建 亞 洲 城 市 共 同 的 永 續 願 景

新北市秘書處 饒慶鈺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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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針對國際關注之 SDGs 列舉具備新北特色之數據和案例

本報告書透過 SDGs Too l s  的創新工具 以 安居樂業 為政策框架 檢
視聯合國人居署建議之目標 SDG11 也針對 2019 年聯合國 HLPF 關
注之 SDGs 與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 UCLG 建議城市檢視之目標 配合國家
最 新 核 定 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指 標 列 舉 討 論 並 促 進 城 市 更 透 明 和 全 面 性 的 進
展 方 式 讓 新 北 市 的 案 例 成 果 轉 譯 為 國 際 共 通 語 言 SDGs 以 利 國 際 城 市
之間的主題交流

新北市以宜居城市為願景 期待面對人類未來共同挑戰

透過新北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 城市內外溝通 讓更多人一起想像安
居樂業的理想生活 新北市的未來城市政策中 將透過本報告之工具與既有
機制 將納入不同之政策討論重點 以達成願景 其中包含 透過新北五大
撰寫準則與網路平台 貫穿既有之政策推動 以更互動 公開的方式呈現資
料與施政進度 持續新北市政府內部跨局處之永續發展討論 提供跨部門
委員會多元的進展方向 必要的資訊與協助 根據 SDGs 機會與挑戰之意見
回饋 讓各方利害關係人 包含產 官學界與公民社會代表 理解新北市願
景 健全之公民社會 商業發展之下一步 為未來 10 年之市政規劃對 安
居樂業 有建設性之意見與策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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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北市邁向 2030 未來

新北市將與全球城市一起攜手解決 SDGs

新 北 市 至 今 有 400 萬 人 生 活 其 中 且 數 字 將 繼 續 增 長 而 任 何 城 市 面
臨 人 口 成 長 都 勢 必 需 要 面 對 能 源 使 用 快 速 上 升 污 染 程 度 加 劇 和 貧
富 不 均 等 挑 戰 世 界 上 的 城 市 僅 占 全 球 3% 的 土 地 面 積 卻 製 造 了 全 球
60-80% 的 能 源 消 耗 與 75% 的 碳 排 放 許 多 城 市 由 於 其 高 人 口 密 度 
或是所處位置 面對氣候變遷和極端天災的挑戰也都更加脆弱 如何增加城
市軟 硬體的韌性 並透過更具有系統性的方式擘畫永續發展路徑 溯源解
決問題 以減少或甚至避免不必要的人力 社會與經濟損失 也是新北市與
其他城市的共有課題

新北市為臺灣人口最大都市 以五大準則引領永續發展轉型

2010 年 新 北 市 升 格 為 臺 灣 最 大 之 城 市 後 各 項 城 市 的 軟 硬 體 建 設
與 民 生 政 策 都 已 循 序 漸 進 改 變 或 許 很 多 人 對 此 相 當 無 感 無 論
貧 富 差 距 環 境 污 染 等 問 題 等 然 而 無 論 我 們 與 這 些 議 題 距 離 多 
遠 隨著全球趨勢加劇 新北市 臺灣都會受到衝擊 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一切正是如此環環相扣——貧富差距的加劇可能引發治安與環境惡化 而隨
著環境惡化 環境負載力下降 極端天氣的頻率和降雨強度增加 糧食 經
濟體系都將受到一定程度衝擊 城市能如何降低風險 打造適合居住的 宜
居城市 便成為關鍵 因此 新北市依循國際 SDGs 精神與概念 將五大準
則應用於市政規劃中 並作為撰寫準則於本報告書中 期待引領城市的永續
發展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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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以 安居樂業 為願景 透過永續發展思維之基礎 打造優質城市

本市以 安居樂業 作為與國際溝通 SDGs 市政的重點願景 下列出本報告
書之三項策略目的

1. 透過定期更新城市中長程施政計畫 目標 針對不同利害關係人之角色
與制度 對 SDGs 有更清楚的認識與貢獻

2. 透過設立可測量 甚至量化的指標 未來於新北市的在地社區 以去中
心化之方式促進更多面向的公民參與與推動討論

3. 透過新北循環架構的整合流程 更方便與長期的追蹤數據和資料 確保
政策目標的執行可行性 機會與挑戰等

新北市除了正面迎擊各種挑戰 透過 永續發展的思維模式 不遺留任何一
個問題 人的方式 推動市政 以夥伴合作方式完善城市的數據和資料佐證
等 搭建起跨越公 私部門與政府 民間的夥伴關係 一起邁向永續的新北 
2030 年的未來 並希望藉此與國際城市嫁接起合作之管道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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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球城市 SDGs 概念

全球城市於 SDGs 貢獻是未來關鍵

考量到 SDGs 源於聯合國 聯合國的治理架構與在地脈絡往往有極大差距有待
補足 而甚至基於上述願景發展出相關機制 更是極大的挑戰 為此 各國 各
級地方政府早已開始備戰 強化並提供針對城市和地區的支持 以實現 SDGs 
的在地化

SDGs 與 城 市 的 意 義 在 於 將 次 國 家 (sub-national) 脈 絡 納 入 2030
年 永 續 議 程 落 實 的 進 程 從 制 定 目 標 和 指 標 到 實 施 的 手 段 並 使
用 指 標 衡 量 和 監 督 其 進 程 同 時 還 須 將 領 土 及 其 人 民 的 優 先 順
位 需 求 和 資 源 置 於 永 續 發 展 的 核 心 聯 合 國 更 表 示 無 論 在 地 
方 國家和國際的不同層面上進行持續的溝通 基此 落實在地化過程中也
應通知 全球議程 以架構一個更好的全球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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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永續發展目標基本介紹

• 永續發展目標的來由

聯合國作為維持國際和平秩序的超國家機構 在各領域的全球事務上往往扮
演 了 重 要 的 領 導 角 色 聯 合 國 自 創 立 以 來 致 力 於 和 平 與 安 全 發
展 人 權 人 道 救 援 及 國 際 法 等 領 域 之 事 務 在 發 展 領 域
中 聯 合 國 的 宗 旨 為 降 低 貧 窮 促 進 繁 榮 保 護 地 球 目 前 優 先 的 行 動 包
括 千禧年發展目標 (The Mil 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後 2015 年
發展議程 (Post-2015 Developmental Agenda) 及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0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千禧年發展宣言 並於隔年通過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決定全球到 2015 年前要達到
的目標 並提出一系列新的全球目標 標的與指標 以指引全球未來 15 年
的議程及政策  2015 年時 千禧年發展目標雖未使各國均等地達成每一個
目標成就 但對於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問題仍是功不可沒 是故 依循著
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模式 全球自 2012 年起便展開對於 2015 年後發展議程的
討論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遂於此背
景下 在各界廣泛地討論中 於 2015 年 9 月 25 日聯合國大會上正式通過
象徵一個新的永續發展世代的來臨

永續發展為每一個現代國家面臨的發展問題 也是每一個國家面對越趨複雜
的全球挑戰的解決之道 因此 本報告書促進新北市全體市民了解此全球重
要議程之內容 將永續發展目標進行介紹 並深入探討與新北市目前密切相
關之議題 以期透過本報告書作為開端 號召更多人研析與了解全球未來 15
年的發展議程重點 進而為提升全球福祉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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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MDGs 與 SDGs 兩者差異

2000 年 訂 定 的 千 禧 年 發 展 目 標 MDGs 著 重 於 發 展 中 國 家 且 將 社
會 層 面 的 發 展 與 環 境 層 面 的 永 續 視 為 平 行 進 程 但 在 後 來 發 現 這 兩 者 其
實 是 密 不 可 分 2015 年 聯 合 國 會 議 上 通 過 的 2030 年 永 續 發 展 議
程 適 用 於 所 有 國 家 涵 蓋 17 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DGs) 並 基 於 整 合 
多元性及各面向的平衡性為觀點 以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接續千禧年發展
目標 MDGs 未完成的工作 不再將社會發展與環境永續分開討論 亦不
讓任何一個人或問題被遺漏

不 同 的 國 際 團 體 與 媒 體 也 分 別 針 對 MDGs 和 SDGs 提 出 不 同
的 差 異 比 較 如 國 際 扶 貧 組 織 樂 施 會 (Oxfam) 發 表 的 網 路 專 題 
評 論 SDGs 如 何 不 同 於 MDGs 提 到 新 的 SDGs 有 不 同 以 往 的 影 響 管 道
並舉出四種 SDGs 影響的方式 例如可以透過開發中 已開發國家的政策與
預 算 制 定 擴 大 的 社 會 賦 權 範 圍 以 及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的 職 責 國 際 援 助 的 
優先順序等方向去改變 國際團體飢餓計畫 The Hunger Project 也針對 MDGs
和 SDGs 提出自身團體對 MDGs 和 SDGs 的十大差異 認知 還有英國衛報 七
個 SDGs 更好的理由 等 其中我們統合了國際各界評論成 比較表 說明如下

千禧年發展目標 (MDGs)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制定年 2000-2015 2016-2030

面向 以社會層次為主 兼顧社會發展與環境永續

內容 8 目標 21 具體目標  
60 指標

17 目標 169 具體目標  
234 指標

適用對象 開發中國家 全部國家

討論思維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制定架構 聯合國總部的專家制定
70 個開放工作小組 公民社
會組織 專題與國家研討會

等 各界多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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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2030 永續發展議程

2016 年實行的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為了能朝向願景與準則性的 2030
永續發展議程邁進 在接下來的十五年從結構上 規模上兩個方面追求有不
同的轉變 包含在結構上以 2030 永續發展議程為長遠的願景 而永續發展
目標 SDGs 則是產出和框架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是為了人類 地球和繁榮制訂的行動計劃 它也旨在
加強世界的和平與自由 我們認識到 消除一切形式極端貧困是世界最大的
挑戰 也是實現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 所有國家和所有利害關係人必須攜手
合作 共同執行這個議程 聯合國制定此目標是為了展現決心讓人類擺脫貧
困和匱乏 讓地球得以治癒和受保護

因此 聯合國呼籲全球大家大膽採取迫切需要的改革 讓世界決心走上永續且
有恢復力的方向 在踏上這一共同路途時 保證絕不讓任何一個問題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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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Gs 五大元素

邁 向 2030 年 永 續 發 展 議 程 的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整 合 社 會 (Society) 經 濟
(Economy) 環境 (Environment) 三大框架 於 2015 年時更新提出五大
元素 人類 (People) 地球 (Planet) 繁榮 (Prosper ity) 和平 (Peace)
合 作 (Partnership) 強 調 目 標 相 互 整 合 的 多 元 關 係 希 望 致 力 於 消 除
貧 窮 同 時 滿 足 經 濟 增 長 教 育 衛 生 社 會 保 護 和 就 業 機 會 等 社 會 需 
求 並回應氣候行動和環境保護等面向 達到社會環境議題之間更能彼此相
扣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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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Gs 六大指導原則

為了達到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我們必須體認到永續發展目標彼此之
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因此思考如何整合構思 跨界合作 跨國溝通與彼此配
合 聯合國提出了 六大指導原則 希望落實反映永續發展目標的制定 落
實的實際面與框架建立完整性

1. 國家目標在地性 National  ownership
2. 多方參與式方法 Part icipatory approach
3. 各國普及廣泛性 Universal i ty
4. 不漏掉任何一人 Leaving no one behind
5. 人類權利為基礎 Human r ights  based
6. 永續整合多元性 Integrat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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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SDGs 十七項目標

在 2016 年 1 月 1 日 全 球 正 式 開 始 實 施 2030 年 永 續 發 展 議 程 期 望
未來 15 年內 各國能整合經濟 社會和環境三項維度 解決緊迫的全球問
題 此 部 分 目 前 整 合 聯 合 國 每 年 進 行 之 高 階 政 治 領 袖 論 壇 (High Level  
Pol i t ical  Forum, HLPF) 發布的 2016 2017 2018 年永續發展相關報告
書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nthesis Report) 概述永續發展的 
17 項目標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建立在千禧年發展目標 (MDGs) 所完成的成果上 依
照 原 永 續 發 展 (SD) 既 能 滿 足 當 代 需 求 又 不 損 及 後 代 滿 足 其 需 要 之 發
展 的準則接續完成任務 新制訂的目標同時呼籲所有國家 包括開發中
已開發和中等收入國家共同積極採取行動 促進繁榮並保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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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 2.  消除飢餓 達成糧食安全 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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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5.  實現性別平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等 並賦予婦女權力 

目標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目標 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 可靠的 永續的 及現代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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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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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目標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 安全 韌性及永續性 

目標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目標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目標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 以確保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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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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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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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制定的 169 個具體目標中 針對每一個 SDGs 都有一到五個不等的具
體目標 而建議做法與改善方向 則以 abc 的方式註記於該 SDGs 的具
體目標之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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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市 SDGs 的各方關係

• 城市於過去近 30 年於永續發展 
 之角色 已經日益增加

1990 年時全球城市便逐漸於永續發展中 開始
被提出需要於環境保護與氣候變遷上扮演角色  
1992 年 聯 合 國 舉 辦 地 球 高 峰 會 於 巴 西 里 約 召
開 正式針對地方政府提出成為九大團體中的其
中一個 接著每年的永續發展討論中 城市的角
色 變 日 益 重 要 因 此 2015 年 制 定 SDGs 之 城
市相關工作小組 也提到需要將城市納為實踐所
有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的基礎 改變我們的世
界 2030 年 永 續 發 展 議 程 中 的 第 45 段 中 也
提到 聯合國之會員國需要與地區和地方政府
的立法與預算規劃密切合作 且工作執行時 將
考慮與地方政府 學術單位 國際智庫 慈善機
構 志工團體等 進行工作與行動

各國也都承認 若沒有積極的地方政府參與 要
實現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的使命將很難實現
做法上需透過支持地方和區域倡議 獲得由下而
上的認同與契合 才有可能達到 SDGs 的長遠目
標 並對全球永續做出貢獻 此為一項普世的行
動呼籲 旨在消除貧困 保護地球環境 並確保
所有人享有和平與繁榮 除了制定了同時具有普
世性與改革性的目標和指標 更承諾不懈地努力
實現



19

2019 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
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C
hapter 1

• 新北市將成為地方政府之積極角色  
 為全球城市貢獻心力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為新北市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機會 因為

1. 城市必須解決地方和全球挑戰的資源不足

2. 城市可動員關鍵角色面對機會與挑戰 提 
升公民參與

3. 城市可透過 VNR 檢視城市貢獻永續發展的
進程

新北市一直自詡為永續城市發展先鋒的地方政府
之一  因此當 SDGs 提供了一個平台 使城市
能夠進一步推動進步的同時 新北市自主地為剛

開始參與永續城市發展的城市 提供領導 行動
藍圖等 並將已存在的問題 已分裂的挑戰制定
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提供相關資源與經驗給世
界各地與各界城市領導人共同努力 於永續發展
推 動 中 找 到 可 量 化 可 檢 視 和 可 追 蹤 的 均 衡 進
展 提升城市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效能

新北市一直以 市民 優先 除了秉持公開市政
公共化之外 亦將市政檢視之進度 以市民得以
參 與 之 機 制 協 助 持 續 修 正 為 在 地 化 SDGs 
的發展貢獻心力 新北市的政策與國際框架也透
過本自願檢視報告得以彼此協調 新北市將於臺
灣 亞洲地區扮演 在地化 的重要推手 以期
待全球城市能與新北市 2030 願景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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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VLR 檢視方法

2.1  新北市 VLR 方法學 
2.1.1  如何將 SDGs 在地化
2.1.2  城市未來趨勢與新北挑戰
2.1.3  新北市 VLR 策略藍圖
2.1.4  新北市 VLR 機制與流程

2.2  新北市與區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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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國際城市網絡 SDGs 工具 從全球趨勢定位新北之未來方向

自 2015 年 9 月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UN) 正式宣布 2030 永續發展議
程  (2030 Agenda) 包含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169 個 具 體 目 標 和 234 個 指 標 實 施 手 段 和 全 球 夥 伴 關
係 以 及 最 重 要 的 審 查 和 追 蹤 機 制 各 國 同 意 全 球 發 展 新 議 程 並 承 諾 於 
2017-2019 年間發布國家自願檢視報告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VNRs) 盤點現況與實踐方法 逐步於 2030 年前達成 SDGs

透 過 國 際 框 架 全 球 城 市 以 SDGs 工 具 提 供 城 市 未 來 發 展 的 參 考 依 據
因 此 新 北 市 依 據 國 家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VNR) 率 先 提 出 地 方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Voluntary Local Review, VLR 依據國際城市工具 了解未來城市規劃
的發展趨勢 透過應用 SDGs 工具框架 藉以指引新北市未來城市施政 發
展的方向參考

臺灣有許多不同的城市 若各城市之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 缺乏相同之定
義 檢視監測標準 對於選定的永續發展目標指標的衡量範圍 將會增加國家
彙整之挑戰性 為此 新北市以國內 國外交流為理念 特別公開透明化相關
之 VLR 方法學 以期待日後之城市檢視工作有更多交流的空間與機會

2.1 新北市 VLR 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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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如何將 SDGs 在地化

SDGs 提供城市權衡合理發展之路徑

2030 年之前 全球城市顯著的挑戰包含 氣候變遷 環境資源有限 糧食安
全 就業機會 人口老化外移等 社會與環境議題所帶來的挑戰越來越大
需要以與上個世紀不同的思維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去
提 出 解 決 方 案 2015 年 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了 改 變 我 們 的 世 界 ——2030 永
續發展議程 以及 17 個 SDGs 永續發展目標 169 個具體目標  234 個
指標 旨在引導全球社會走向永續發展的社會 不遺留任何一人

基此 新北市依循國際五項 SDGs 應用步驟與五大元素 詳見 1.2.3 提
出新北市五大準則 以面對全球城市挑戰與趨勢轉變

1. 不遺留任何一人
2. 整合自然與人文
3. 建構合作夥伴為基礎的策略
4. 多元層次治理
5. 透明檢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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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作為在地化 SDGs 之場域 將以城市努力貢獻國家

紐約市於 2018 年 7 月在聯合國年度高級別政治論壇 High-Level  Pol i t ical  
Forum, HLPF 後公布 提出全球首本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 成為世
界第一個發布 VLR 的城市 成為市政當局如何在地方層級實施 SDGs 的案
例 藉此說明地方政府正在積極制定永續發展計劃 推進  2030 永續發展
議程 因而成為往後諸多地方和區域政府探討發展相關論述 議題的重要
參考指標 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 也因此界定了其向國家高層 提供補
足自願國家檢視報告 VNR 的重要角色與定位

隨後 許多 SDGs 參考工具和框架 陸續於由國際組織 平台上被提出 以
下簡單說明全球智庫 網絡為城市提供之 VLR 相關方式與建議

• 聯合國人居署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 lements Programme, 
UN-Habitat 推 出 了 一 個 名 為 在 地 化 SDGs Local iz ing The 
SDGs 的 線 上 平 台 為 地 方 政 府 提 供 工 具 和 資 源 以 協 助 其 實 現 
SDGs 的 在 地 化 UN-Habitat UNEP 和 全 球 環 境 基 金 會 發 表 了 一 份
報告 SDGs 在地化路線圖 次國家層級的執行和監測

•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為全球 35 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政
府 間 國 際 組 織 也 啟 動 了 關 於 城 市 的 專 題 研 究 編 寫 了 兩 份 分 析 城 市 化
的報告 就如何改善大城市地區的治理提出了建議 地方和地區政府全
球 工 作 組 是 全 球 地 方 政 府 網 絡 的 聯 盟 且 已 發 布 了 第 二 次 SDGs 的 在
地化報告 希望能夠讓地方 地區政府加速相關的進展

• 地 球 環 境 策 略 研 究 機 構 Inst i 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 規劃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oluntary Local Review 
(VLR) 實驗室 以 提升政策整合 夥伴學習和公民參與 為首要目的
實驗室提供了相關的材料和先前的案例 讓地方和地區政府 LRG 自
願 開 始 評 估 其 2030 年 議 程 及 其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實 施 進 展 的 過 程 除 了
讓公民參與審查過程 加強問責制和包容性治理 有效提升當地政策實
踐 尋找創新和重要的素材與方向之外 透過城市之相關經驗 挑戰和
教訓 以增進實踐合作夥伴關係 填補在地實踐的經驗不足  VLR Lab 
相信透過資訊獲取和經驗累積 能夠支持市政後續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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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聯 合 國 2018 年 出 版 之 自 願 國 家 檢 視 手 冊 Handbook for the 
Preparation of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提到 地方自願檢視 Voluntary 
Local Review, VLR 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審查其 SDGs 及其核心原則的整合的
過程 透過諮詢利害關係人的過程中 使 SDGs 進一步在地化 而 VLR 報告
即是審查過程中所產出的文件 新北市也將推展其在地化之相關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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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城市未來趨勢與新北挑戰

• 未來全球城市將面臨之挑戰與趨勢轉變

2030 年之前城市所面臨的挑戰來自各種不同的面相 除了工業 環境 教
育 醫療 福利 防災 城鎮建設等領域之外 居民 企業 農民 行政管
理部門 非營利組織 居民協會 商業和工業協會 農業合作社和學校等個
人或是相關組織單位 也都是實現永續發展的重要一環 SDGs 為嶄新的全
球共通語言 將提供城市權衡合理城市發展之路徑 新北市身為未來全球城
市之一 也將深入瞭解新北市接下來會面臨的三大城市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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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全 球 人 口 比 例 將 於  2 0 5 0  年 超 過  5 0 %  集 中 於 城 市

從全球層次而言 超過半數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 且預估將於 2100 年全球
人口將有三分之二居住在城市中 且此時全球人口將高達 112 億之多 意即
到世紀末 全球城市人口將至少多增加一倍 世界上許多城市在快速城市化
方面 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從確保適當的住房和基礎設施 不斷增長的人
口 應對城市擴張對環境的影響 減少災害的脆弱性等 根據全球統計 亞
洲 都 市 人 口 比 例 更 將 高 達 53.5% 這 樣 的 發 展 並 不 均 衡 在 許 多 都 會 區 飛
速成長時 新北市身為全台六都市之一 可以預見未來也將面臨缺乏基礎建
設以因應人口成長 外流 老化所帶來之衝擊 如同許多其他國家 不均衡
的人口發展方向 對市政府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全球人口比例將於 2050 年超過 50% 集中於城市

全球都市與非都市人口分佈比例
圖片來源 Localizing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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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城 市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佔 全 球  6 0 - 8 0 使 城 市 災 害 發 生 頻 率 增 加

氣候變遷對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生活質量逐漸構成重大威脅 城市位於沿海地
區與水的災難脆弱性 海平面上升造成沿海洪災的港口城市的發展 如 印度
和中國 加爾各答 上海 廣州 美國 邁阿密 紐約市 荷蘭 鹿特丹
阿姆斯特丹 日本 東京 大阪 城市的熱島效應 使地區的熱浪更加強
烈 年平均溫度與農村地區的差異為 3.5-4.5 C 預計每 10 年增加 1 C 新
北市內也有碳排放的相關產業 未來城市極端氣候災害也將特別首當其衝
對城市規劃與風險評估都須注意

城市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貢獻者 也同時遭受最頻繁的城市災害發生

全球城市人口成長與氣候變遷脆弱度之關係
圖片來源 Verisk Maplecr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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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全 球 城 市 因 跨 區 域 問 題 增 加 在 地 的 風 險 與 挑 戰 將 需 要 城 市 與 城 市  
 共 同 面 對

根據國際科學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與整合災害風
險研究中心 Integrated Research on Disaster  Risk 發布之城市災害
風險減低之研究報告中提到 全球城市未來將面臨跨區域問題的 5 大挑戰
而新北市位在大都會地區與台北市 基隆市 桃園市等的地鄰關係 這些挑
戰也需要特別注意

1. 人口挑戰 城市增加都發生於中低收入地區 主要原因是人口快速增長
和擴張所致的災害和缺乏規劃管理

2. 城市災害挑戰 小城鎮的增長速度快於大城市 但其應對風險能力很有限

3. 評估挑戰 由於國內遊民 國際移民 都起因於市中心蔓延或人口結構變
化 所引發的社會改變 因此城市的規劃風險和損失評估也會受到挑戰

4. 安全挑戰 將風險降低轉變為發展模式 是幫助城市居民安全的最好方
式 但如何提供安全可靠的住房和基本服務 仍是難以捉摸的挑戰

5. 治理挑戰 城市貧富差距的問題越來越大 政府需有效地提供治理與監
管以平衡城市間的合作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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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新北市 VLR 策略藍圖

各國城市如何建構策略藍圖 ?

自 2030 永續發展議程 通過後 各國在 SDGs 的目標皆包含明確的執行
策略 強調將目標國家在地化 (National izat ion) 城市之地方自願檢視報
告 VLR 依循國家之整體策略 落實與呼應 SDGs 其中以 2030 永續發
展議程 提出的五大元素 ( 人類 People 地球 Planet 繁榮 Prosper ity
和平 Peace 合作 Partnership) 制定策略藍圖

各國之檢視報告以 5 大元素為相關之檢視基礎

其 中 包 含 義 大 利 日 本 約 旦 葡 萄 牙 等 均 根 據 五 大 元 素 規 劃 國 家
行 動 計 劃 進 一 步 與 政 府 體 制 整 合 發 展 在 地 化 的 國 家 級 策 略 阿 富 汗 
(Afghanistan) 則 將 17 個 SDGs 另 分 類 為 8 個 社 會 經 濟 區 塊 (socio-
economic sectors) 使政府單位更清楚整體執行方向 同時設定國內 125 
個具體目標 (targets)  與 190 個指標 (indicators) 捷克共和國 (Czech 
Republ ic) 分為 6 大領域 伊索比亞 (Ethiopia) 則對應 SDGs 擬訂 10 項
國家發展優先重點 (National  Development Pr ior i t ies)

新北市以 5 大元素為基礎 訂定撰寫準則策略藍圖 以貢獻亞洲 VLR 生態圈

新 北 市 將 依 循 永 續 發 展 之 5 大 元 素 為 基 礎 將 未 來 城 市 之 挑 戰 詳 見 章 
節 2.1.2 之問題陳述 透過策略準則面向 時間 Time 空間 Space
人類 People 配合思維準則 為什麼 WHY 怎麼做 HOW 做什 
麼 WHAT 作為新北市之整合具體方案提出之策略執行溝通思維

新北市 VLR 規劃以 2019 年新北市 VLR 策略藍圖溝通 加強城市機構與永續
發展目標之利害關係人間的夥伴關係建立 深入反映民間社會和商業夥伴關
係 尋求與其他城市和地方政府合作交流 VLR 的機會 以加強永續發展目
標之監測和報告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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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新北市 VLR 機制與流程

根據新北市永續資訊網 新北市於 2003 年 11 月 10 日召開成立 臺北縣永
續發展推動小組 每年從環境保護面向由環保局擔任秘書 協助每年推動
相關之永續發展業務 每四個月召開一次 依據不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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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為達成更廣泛的永續發展議程 新北市已將推動小組轉型為 新北市
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依國際社會相關機制與倡議 整合適當
的政策成果 發展 進程 實踐經驗與檢視機制

新北市政府推動 VLR 以利國際城市網絡後續之溝通與交流 其中將包含四
項流程步驟

第 1 項 啟動 SDGs 在地化的包容性和多方諮詢參與
提 升 地 方 政 府 各 局 處 SDGs 的 認 識 以 多 方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討 論 和 條 件 創 造
與積極參與 透過多面向的諮詢安排 確定永續發展的優先順序

第 2 項 推進在地的 SDGs 公民代表參與方式
針對 SDGs 在地化 我們需要確保 永續未來發展 能以不遺留任何人和地
方問題為關鍵 城市能透過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 提供公民代表的了解
和參與 進行發聲的溝通管道 也增進全球 SDGs 可行性的地方議程跨界溝
通與討論

第 3 項 定期檢視 SDGs 的落實進程
新北市為落實 2030 年達成 SDGs 我們將基於目標的檢視成果推動 短中
長期的多元部門檢視進程 讓 SDGs 的施政執行 財政資源及國際夥伴關係
等都能夠獲得落實與推展

第 4 項 監控 SDGs 進度
新 北 市 將 配 合 既 有 的 市 政 成 果 數 據 系 統 針 對 SDGs 指 標 的 進 展 以
及 審 查 計 劃 實 施 的 效 率 提 升 進 行 改 善 讓 地 方 監 測 和 評 估 Monitor  and 
Evaluation, M&E 機制能夠與 SDGs 的實踐整合配合 以支持發展當地的
所需資源 以實現具影響力和全面性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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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 扮演國家檢視 SDGs 機制要角

城市是實現全球目標的關鍵 新北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 以實現全球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DGs 為 貢 獻 目 的 透 過 城 市 身 為 市 民 的 我 們 也 可 以 從 國
家 區域 國際社會中 發揮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1. 國家自願檢視報告 VNR 
2. 亞太區域 SDGs 貢獻檢視
3. 國際社會之 VLR 關係

A. 國家自願檢視報告 VNR 與地方政府之關聯

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 簡稱永續會 自成立以來 其下之工作分組依需求
多次更動 目前 民國 106 年 3 月 6 日起 永續會設置 7 個工作分組及 2 個
專案小組 分別為

• 健康與福祉工作分組 衛生福利部召集
• 生活與教育工作分組 教育部召集
• 綠色經濟工作分組 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集
• 綠色運輸工作分組 交通部召集
• 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工作分組 內政部召集
• 永續農業與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集
• 環境品質工作分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召集
• 氣候變遷與能源減碳專案小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幕僚
• 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 經濟部幕僚

永續會成立後完成之主要永續發展文件包括

1. 民國 89 年 5 月完成 21 世紀議程 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網領
2. 民國 91 年 12 月完成 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3. 民國 92 年 1 月完成 臺灣永續發展宣言
4. 民國 92 年 6 月完成 永續發展指標系統
5. 民國 93 年 11 月完成 臺灣 21 世紀議程 – 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
6. 民國 98 年 9 月完成 永續發展政策綱領
7. 民國 98 年 12 月完成第 2 版 永續發展指標系統
8. 民國 104 年 6 月完成 推動綠色經濟之策略與方向
9. 民國 107 年 12 月完成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2.2 新北市與區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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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於 2018 年 9 月由環保署身為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編列首
份 國 家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VNR) 反 映 臺 灣 政 府 因 應 SDGs 參 與 全 球 化 趨
勢 提供民間非政府組織 各界學者 民眾討論溝通 對於報告所勾勒出臺
灣 SDGs 樣貌 各自以不同觀點解讀

國家自願檢視報告 VNR 最需要進步的地方多半是關於永續發展政策一致
性的 國家必須提升跨政府機關之間 橫向 的合作 使永續發展目標成
政策指南 然而 本次國家自願檢視報告 尚未整合地方政府之永續發展目
標貢獻 國家自願檢視報告的數據指標也缺乏了聯合國統計部門建議之數據
整合盤點內容

以此新北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將主動貢獻自己的永續發展目標之進程 主
動與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配對之外 也與臺灣永續發展指標草案進行初步盤
點配對 期待未來能有中央與地方政府之縱向溝通 讓臺灣 SDGs 貢獻能與
其他國家進行更順利的比對與溝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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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亞太區域 SDGs 貢獻檢視

聯 合 國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經 濟 社 會 委 員 會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 ESCAP 為促進各國之間合作以
實現包容性和永續發展的區域中心 透過加強和深化區域合作和一體化來促
進連通性 金融合作和市場一體化等

由 於 亞 洲 和 太 平 洋 區 域 間 存 在 重 大 差 異 於 面 臨 著 不 同 的 挑 戰 之 下 各
區 域 都 希 望 從 不 同 目 標 實 現 得 到 進 展 但 所 有 的 區 域 都 需 要 扭 轉 消 極 
趨勢 根據最新 2019 年檢視報告中指出 目前亞太地區共同之 2030 年永
續發展議程挑戰為

一 缺乏合作夥伴關係以加速目標推展
二 缺乏資金 資源解決遺漏的問題
三 缺乏可靠的數據

除此之外 亞太地區依據目前之進展 速度 將無法於 2030 年達成永續發
展目標 因此如何加快進展或扭轉所有永續發展目標的負面趨勢 是亞太地
區於 2019 年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指標報告中 所看到的差距 如下圖

2018 年亞洲與太平洋地區各 SDGs 進度彙整
圖片來源  UNESCAP

Goal 1
Goal 2
Goal 3
Goal 4
Goal 5
Goal 6
Goal 7
Goal 8
Goal 9
Goal 10
Goal 11
Goal 12
Goal 13
Goal 14
Goal 15
Goal 16
Goal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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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太 地 區 於 SDG 6 SDG8 SDG12 的 進 展 是 低 於 2000 年 的 標 準 有
些甚至與目標相違背 亞太地區目前超過一半的目標停滯不前 包含 SDG 
2 SDG 9 SDG 10 SDG 11 SDG 13 SDG 14 SDG 15 SDG 16 等 從 
2010 年到 2016 年 亞太地區的 20 個國家家庭支出 人均收入增長率居
於落後狀態

新北市相信地方政府需要拿出領導力 為國家承擔發展的重大責任 因此
儘管挑戰艱難 新北市希望加強亞太區域城市間的合作機制 除了提高必需
的數據和統計數據品質 以推動發展與進一步交流之外 亞太區域更需要加
快推動 SDG 17 的城市合作機制 不論從動員資源到統計能力建構等面向
都需要努力加強  SDGs 目標是相互關聯 但若亞太區城市均開始提出自願
檢視報告 都將能大力協助國家之相關盤點進程

2018 年亞洲與太平洋地區 SDGs 數據與指標可獲得性比例
圖片來源  UNESCAP

有效資料 無效資料 沒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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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國際社會之 VLR 關係

• 全球超過一半的 VNR 和後續機制都與地方政府有關

從地方和區域觀點納入國家自願檢視報告和後續行動雖然並未重點提及 但
全球國家政府已有超過一半之 VNR 與地方政府合作 此舉 更顯現各級政
府之間的協調對於確保地方 地區參與和整合的過程都至關重要 各國政府
和聯合國機構也需要進一步發展多層次對話和地方與國家聯合行動的空間
必須確保地方和區域領導人的參與和承諾 方能加速永續發展目標的進程

全球 VNRs 與地方區域政府諮詢進展分布圖
圖片來源 Localizing SDGs

國家自願檢視報告 VNR 與地方政府諮詢的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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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為推動實踐 SDGs 之催化劑

隨著 VNRs 繳交數量提升 不同區域城市 國家都相繼積極參與 展現各政
府對於 SDGs 實踐的決心外 不同 SDGs 工具 (Tools)  也與多方利害關係
人以解決方案為導向的創新 (Solution-Driven Innovation) 機會討論 也都
成為區域 跨國之間對話的合作基礎 在許多國家 不單是地方政府 民間
社會組織 私營部門 學術界和國際機構均率先跨界建立戰略聯盟 促進了
地方 地區政府的動員加入

城 市 在 面 對 日 益 增 加 的 城 市 問 題 壓 力 許 多 城 市 均 已 針 對 特 定 目 標 帶 領
超 越 國 家 層 級 的 積 極 討 論 並 與 其 他 城 市 以 創 新 討 論 試 圖 克 服 挑 戰  如 
開發中國家中 廢物收集和回收的非正規工人權益 已有跨國的人權單位整
合開展合作  

城市透過匯集眾多利害關係人 得以解決相互關聯和跨領域的問題 透過試
點創新解決方案的計畫 隨後於國內和國際上擴大規模 配合許多城市既有
之公共活動 旅遊博覽會 學校活動 圖書館和文化活動吸引公民參與 以
擴大影響力

全 球 和 區 域 城 市 網 絡 也 一 樣 努 力 將 SDGs 在 地 化 置 於 各 式 各 樣 的 議 程 整
合中 儘管努力有限 但於少數群體 中小型城市中更有效果 其中 國際
議程在地化的過程中 如何不給予城市 特別是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
城市 強加推動議程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應避免讓城市單位覺得改變的支持
很有限 或是很難與社會其他部門和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的誤解 應該以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是 地 方 政 府 日 常 工 作 的 一 部 分 為 方 向 去 鼓 勵 擴 大 需 要 的 
SDGs 協調工作和後續行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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