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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依據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 112 年 10 月 5 日院臺建字第

1121034788 號函核定辦理。

二、背景說明

健康的國民是國家最大的資產，國民體能是國家競

爭力的基石，更是個人、家庭幸福的保證，而運動是提

升國民健康與體能最好的方式。規律運動可以獲得較佳

的體適能，且可預防疾病，避免憂鬱症和焦慮症，產生

樂觀、自信、和自尊心理以及較佳心情，對於國人的工

作或學業，都有很大的助益。

以體育運動發展而言，運動設施是推展全民運動的

根基，也是發展競技運動的基石，有優質友善、安全且

舒適的運動環境，才能提升國人參與運動的動機，也才

得以主辦各項國際賽事，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設施不

足或使用不便皆會影響民眾從事運動的意願，進而阻礙

全民與競技運動的發展。

另外，保障各族群之「平等運動權」為近年政府推

動體育運動事務的重要核心，運動平權的落實不應僅是

口號或以「及格」為目標，而是更積極邁向「好，還要

更好」的運動環境營造，政府近年來相關體育政策推動

均朝向保障弱勢、高齡者及兒童等群體或各類團體參與

運動之權利辦理，據以滿足無障礙、性別平權等運動設

施需求，促進體育資源之合理分配並完善全民運動設施

環境，以滿足國民不分性別、年齡、人種、階層、居住

環境、身心是否障礙等，都能平等的享有「參與運動的

權利」。

新北市汐止區白匏段72地號19公頃國有土地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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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預定地，自民國 85 年取

得開發許可、92 年取得雜項執照，其中 9.5 公頃已完

成整地(約 8.2 公頃為平面土地)，整地至今已逾 20 年

未啟動興建計畫，該土地現已繳回國有財產署；而白匏

湖地區長期位於軍事管制區域內，自軍方逐步遷出第三

彈藥庫區起，民眾陸續陳情希望改善周遭環境並維護自

然生態，汐止區公所及新北市政府也提出白匏湖周邊景

觀環境改善構想，因此，民意代表於質詢時提出，爭取

規劃興設韻律體操、滑板訓練場、簡易棒球場、休閒公

園及運動科學中心等，後續經過政策討論及評估，教育

部遂研提興辦多功能運動園區。

為解決高房價、高空屋、高自有率及社會住宅短缺

問題，政府推動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政策，結合政府興

建與包租代管的供給方案，讓租屋成為無力購屋者的正

常居住消費選擇方式，進而發揮租屋與購屋相互調控的

均衡機制。蔡總統英文政見提出之「安心住宅計畫」，

計畫目標為 8 年內完成規劃與興建 20 萬戶只租不賣社

會住宅，以「政府興辦為主，引導民間興辦為輔」，興

辦社會住宅作為健全住宅為人民基本權的必要工作。是

故，為提供新北市汐止地區社會住宅，促進汐止白匏湖

地區活化發展，爰規劃於本基地興建社會住宅。

考量本基地與汐止市區受高速公路隔離，長期未受

快速開發影響，為導入都會更永續和提供地區特色，綜

合考量基隆捷運將於基地北側設置南陽大橋站、新北市

政府規劃於基地南側建設白匏湖生態園區等重大建設，

將基地周邊國有土地納入，整體規劃社會住宅、戶外休

閒運動設施(籃球場、網球場或棒、壘球場、滑板練習

場等)、多功能運動中心(韻律教室、體適能中心或綜合

球場等)，建設基地聯外道路串連汐止、南港市區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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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交流道，方便雙北市區與多功能運動中心連結；

並透過跨越高速公路陸橋、人行、自行車道系統等串聯

捷運、白匏湖生態園區、紙風車倉庫，便於民眾使用捷

運系統進出社宅、多功能運動中心、白匏湖生態園區等，

提升捷運量能、促進 TOD 發展；使青年弱勢民眾能享有

良好品質之居住及運動休閒空間，併同實現「健康國民、

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的新願景。

三、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一)選擇方案效益分析

1. 可量化效益

(1) 社會住宅供給量：配合永續生態工法打造下一世代

安全宜居的運動休閒園區，結合通用設計、建築標

章認證及建築美學，規劃興建 1,200 戶社會住宅，

依 1、2、3 房型(房型配比 6:3:1)引入人口以 1.5

人、2.5 人、3.5 人估算，預計可協助至少包含一

般或弱勢家庭約 2,400 人以上。

(2) 興建聯外道路：完成 2條基地聯外道路之拓寬、修

繕及興闢，提供本園區民眾銜接新台五路之服務，

建構完善道路網。

(3) 興建多功能運動園區：包含規劃設置戶外運動設施

場地(例如棒球場、壘球場、籃球場、網球場、滑

板場等)及室內多功能運動中心等，搭配社宅及社

福服務的人流帶動，參考新北市汐止地區周邊營運

中之國民運動中心流量及本計畫設置規模，預估園

區每年可服務約 16 萬 9,000 人次參與運動，對於

國民運動風氣的提升，將有顯著的助益。

(4) 興建白匏湖生態園區：搭配本計畫聯外道路完備及

周邊運動等設施興建，依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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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白匏湖周邊景觀暨環境資源整合綜合規劃委託

技術服務結案報告」推估，預計每年達 22 萬人次

使用，均衡都會區發展，若納入社宅及社福服務之

客群，每年預估將可達到 28 萬人次。

(5) 預期效益：依臺灣大學許振名教授之研究，政府投

資性支出對經濟成長的乘數效果約為 1.18。而本

計畫之投入可改善所在地區環境品質，加速都市更

新，而於運動設施興建完成後，預期可吸引人潮前

來參與運動，擴大消費需求(即外延的文化、旅遊、

消費等收入，涵蓋『衣、食、住、行、遊、購、娛』

等多個方面等)，帶動周邊投資並活絡當地經濟，

同時擴大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稅收。

2. 不可量化效益

(1) 提供經濟或社會弱勢族群包含：中低收入、弱勢、

相對弱勢，及受薪階級、青年朋友居住需求協助，

解決之居住問題，落實住宅政策。

(2) 引進社會福利設施，連結鄰近地區相關福利服務資

源，結合多功能運動設施，預期可吸引人潮前來參

與運動，形塑白匏湖地區成為汐止次行政服務核心

之定位，進一步，帶動周邊投資並活絡當地經濟。

(3) 白匏湖生態園區將生態設定為核心主軸，反轉過去

對於山坡地開發模式，導入生態保存及低衝擊開發

理念，順應既有環境地形、保護既有的自然棲地，

僅規劃符合生態核心理念的遊憩模式及設施建

置，創造兼具多面向整體和諧共榮的生態谷地。

(二)替代方案

本計畫預定於白匏湖地區興建社會住宅，並設置

「多功能運動中心」及「戶外運動設施」，不但可以充

實汐止地區的運動設施外，更能滿足社會住宅及鄰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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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民眾的運動需求，以達成「運動空間便利化，建構隨

處可安全運動的生活環境」政策目標。

健康的國民是國家最大的資產，社會住宅是落實國

民居住正義的基石，其所帶動之價值無以衡量，且透過

本計畫的執行，將提供社會住宅居民安心安居的宜居環

境、汐止地區民眾優質的運動環境並創造運動服務新價

值，故無替選方案。

本計畫以總年期 60 年進行分析(113~172 年)，假

設物價調整率為 2%(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公布 101 年至

110 年營建物價指數年增率之平均值 1.8%推估)，折現

率為 1.5%(參酌中華郵政公司 112 年 2 月 8日公告之中

長期資金運用利率為 1.47%推估)，以營運期各年現金

淨流入現值總額與興建期內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年現

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值，計算自償率；以本案總興建成

本合計約 40.20 億元估算，營運期(117 年起)收益包括

多功能運動中心之收入(約 80 萬)、土地租金(約 77 萬)

及營業稅(約 80 萬，以年成長率 21.887%，每 3 年調漲

1 次)，預估全區營運第一年收入為 237 萬元；營運期

支出包括設基盤設施(約730萬)、聯外道路(約1212萬)、

戶外運動設施(約 51 萬)、生態園區(約 328 萬)等維運

費用，預估全區營運第一年支出約為 2,321 萬元，預估

本計畫每年全區維運費用將高於營運收入，故估算自償

率為-26.80%。

本計畫自償率為負，對民間廠商而言民間參與投資

誘因不足，不具民間經營投資可行性。故本計畫亦無民

間參與開發之替選方案可供選擇。

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說明

(一)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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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7 年 12 月 31 日。

(二)經費來源

由中央公務預算編列經費執行。

(三)經費計算基準

本計畫各項財務評估均以民國 112 年為基期，各

年期各項成本及收益之估算皆以當年幣值為準，並加

計通貨膨脹因素。

(四)工作項目及經費需求

本計畫規劃建置多功能運動園區、白匏湖生態園

區及其步道系統、社會住宅、聯外道路系統等項目，

總經費計 40.20 億元(如表 1)；另社會住宅興辦及基

盤建設分攤經費未計入本計畫，係由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融資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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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作項目及經費需求表

工作項目 工作要項 年度 執行事項
經費
(億元)

多功能運動
園區

多功能運動
中心

113 至 116
先期規劃、工程設計、
發包及施工

6.8
戶外運動設
施

113 至 117
先期規劃、工程設計、
發包及施工

白匏湖生態園區、生態園
區步道系統

113 至 116
工程規劃、設計、發包
及施工

3.0

社會住宅

非都市開發
許可

113 至 114
非都市開發許可、環境
影響評估、農業用地變
更使用、水土保持申請

12.08
(另 1.32 億元由

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分擔)
基盤建設開
發

114 至 117
地質鑽探、水土保持設
施及管線施工

興建社會住
宅

115 至 117
社會住宅施工、建照及
雜照申請

(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自

籌)

計畫協調、查
核及相關調
查研究

113 至 117
計畫考核、督導及相關
調查研究

1.0

第 1聯外道
路

第 1聯外道
路整建

114 至 117
道路工程設計、發包、
施作及復原

0.64

高速公路涵
洞拓寬

114 至 115 涵洞拓寬施工 0.4

高鐵宜蘭延
伸線箱涵

116 至 117 箱涵工程設計及施工 4.6

第 2 聯外道
路

市區道路 114 至 116
土地取得、道路設計、
發包、施作

0.88

隧道 113 至 117 工程設計、施工 7.8

捷運TOD連通(高速公路陸
橋拓寬)

114 至 115 陸橋拓寬施工 3.0

總計 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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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

1. 本案經費 40.20 億元為中央公務預算，主要用於園區

基盤設施、聯外道路、運動休閒設施、白匏湖生態園

區等(相關經費運用得視本計畫需求滾動檢討)，其中

113 年 0.92 億元、114 年 6.11 億元、115 年 12.69 億

元、116 年 16.43 億元、117 年 4.05 億元(如表 2)。

2. 社會住宅興建費用 86.06 億元及其基盤設施開發費用

分擔 1.32 億元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自籌、申請

住宅基金補助，未列入本計畫。

表 2 本計畫分期(年)經費表

年度/
項目

多功能
運動園
區

白匏湖
生態園

區

高速
公路
涵洞
拓寬

陸橋
拓寬

高鐵
箱涵

基盤
建

設、規
劃評
估

第 2 聯
外道路
連接基
地隧道

第 1 聯
外

市區道
路

第 2 聯
外
市區
道路

單位：
億元
(小計)

113年 0.07 0.09 0 0 0 0.6 0.16 0 0 0.92

114年 0.35 0.16 0.32 1.84 0 2.54 0.62 0 0.28 6.11

115年 2.73 1.30 0.08 1.16 0 3.70 3.12 0 0.6 12.69

116年 3.52 1.45 0 0 4.60 3.70 3.12 0.04 0 16.43

117年 0.13 0 0 0 0 2.54 0.78 0.6 0 4.05

合計 6.80 3.00 0.40 3.00 4.60 13.08 7.80 0.64 0.88 40.20

註：依據行政院 112 年 10 月 5 日院臺建字第 1121034788 號函，核復原則同意，暫

予核定113年所需規劃經費先行啟動，本計畫需再予配合地區需求與規模修正核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