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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 

一、計畫名稱：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二、計畫編碼：DCF03009 

三、計畫期程：102 至 107 年 

四、所屬次類別：都市開發 

五、計畫主管機關：內政部 

六、計畫執行機關：營建署 

七、評估時間：民國 108 年 7 月 

八、聯絡人職稱及姓名：韋理淳副工程司 

九、連絡電話：02-8877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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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 

一、計畫緣起 

(一)、過去十多年來城鄉風貌在行動內涵上，以建構「文化、綠意、美質」、

「幸福都市、民眾參與」之城鄉生活綠網新風貌，創造許多小而美之公

園、綠地、社區閒置空間新綠點，以及河廊、路廊等都市綠軸創意空間

改造，然而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挑戰，提升城市競爭力，以過去小規模、

單一資源投入模式，要達成城鎮整體風貌型塑改造，提振地方發展，紓

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災害威脅並不容易。 

(二)、因此，本計畫執行策略將參考先進國家推動之綠色首都及生態城市規

劃理念，透過城鎮整體規劃及跨域整合推動平台之建立，鼓勵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進行城鎮整體規劃，經由計畫引導並透過區域合作、

跨域資源整合，提出城鎮環境之創新與改造策略，打造具在地文化、樂

活、富綠、美質之城鎮風貌。 

(三)、本期計畫之政策目標主要包含 1.改善城鎮整體環境，凸顯城鎮自明性

及魅力 2.調節氣候環境，盤整組構綠色城鎮服務設施 3.創造城鎮競爭

力及就業機會、設施整併與減量，營造友善無障礙生活環境等，需透過

「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辦理辦理綠色基礎設施建構、易淹水地區地景生

態環境改善及水岸環境營造、城鎮街區風貌改造、騎樓整平等整合型計

畫；並藉由「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提昇人行道及自行車道長度、

人行道透水面積為目標。 

二、主要工作項目 

(一)、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1. 辦理跨域整合建設計畫： 

本項計畫冀以計畫引導及經費誘因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落實區

域治理及城鎮整體發展，針對各地區環境資源分佈與空間發展條

件，將跨域合作有關環境調適、綠色基盤、綠色休閒、友善空間

及軟體配套等主題，經由策略規劃分析，對各地區之發展優勢及

機會，提出跨域整合建設計畫，透過多面向之實質環境改善，整

體提升城鎮生活、生產、生態及文化環境，帶動城鎮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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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賡續辦理前期計畫已核定跨年度補助計畫及已完成規劃設計且經

檢討具投資效益之案件： 

過去年度城鄉風貌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未能接續辦理工程，已逐

案列管並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先行檢討計畫投資必要性及

投資效益，整合納入城鎮風貌整體型塑計畫，優先於 102 至 104

年度執行完竣。 

3. 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 

藉由鄉鎮拔尖計畫，遴選具有發展潛力之二、三級鄉（鎮、市），

結合中央各部會現有補助資源進行整合投資，以打造都會區以外

滿足就業、就學及就養條件之小型成長中心，減緩鄉村人口持續

往都會區集中，逐步實現我國城市與鄉村間之均衡發展。 

4. 辦理「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及「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 

(二)、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 

本計畫係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全縣(市)或鄉鎮市型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人行無障礙及通學步道環境改善規劃與

建置計畫」、「通學型及通勤型之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建置」、「植栽綠

美化增設、連續性綠帶設置計畫」、「透水及保水設施規劃與建置計

畫」、「整頓人行環境之舊有設施整併減量與共構設置計畫」、「全縣

（市）人行道基本資料調查及建置計畫」、「全鄉（鎮、市、區）型綠

色樂活地圖」等項目給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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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歷程及歷次修訂原因 

本計畫自民國 86 年起由行政院核定「城鄉風貌景觀改造運動」實施計

畫，實施至今已將屆 22 年。期間歷經數個中程計畫，以下為城鎮風貌與道

路人本各階段計畫工作重點。 

(一)、城鎮風貌計畫歷程 

1. 民國 86-89 年 

民國 86 年，行政院經建會研擬「創造城鄉新風貌行動方案」，

期望透過此一整合性、原則性及指導性方案，開始推動改善台灣城

鄉風貌，並將各部會工作集中落實辦理，以擴大地方環境改造效

果，達到示範目標。 

內政部營建署亦於民國 86 年 9 月研擬完成「城鄉風貌改造運

動實施計畫」並報奉行政院同意備查。該實施計畫具體定義城鄉景

觀風貌實施範疇包括「人為環境景觀」、「自然環境景觀」及「生活

文化景觀」，並以創造具有「文化、綠意、美質」的新家園為計畫

總目標，企圖建立長期實施計畫及制度，並由解決實際問題著手，

加強近程重點改造，以及透過示範評選、宣導獎勵等措施，喚醒共

識。同時邀請學者專家成立「城鄉風貌諮詢服務小組」下鄉實施輔

導及提供諮詢建議，指定重點示範區，並自 87 年度起，編列預算

約 2 億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都市設計、親水建設、街道景觀美化、

公園綠地建設、海岸景觀改善等先期規劃設計，及辦理全國性「魅

力城鄉大獎」評選活動等，為後續城鄉風貌改造之全面展開，奠定

基礎。 

88 年度，由行政院經建會主導於「擴大國內需求方案」下成

立「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由營建署在 88 年度、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度擴大編列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進行重要景觀據點之示範改

善，樹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該二年度除了補助 700 多項改善計

畫，最重要的成效應該是成功提升「創造城鄉新風貌」之政策能見

度並推廣相關觀念，逐漸讓「創造城鄉新風貌」成為改善城鄉發展

與生活環境品質之代名詞，以及全國各地方政府首長之關注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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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國 90-93 年 

90 年度，內政部報奉行政院核定「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

畫」，成為中央政府一項中長程實施計畫，自 90 至 93 年度賡續編

列補助預算，並初步完備該計畫執行機制、預算與工作規範等相關

作業規劃。 

92 年度起，再區分成「城鎮地貌改造」及「社區風貌營造」

二項子計畫，設定不同機制據以實施： 

(1) 「城鎮地貌改造」： 

訴求城鎮尺度之主題性計畫，在目標與策略上著重「計畫創意」

及「團隊陣容」之競爭性補助，宗旨近似於「景觀設計大獎」，目

的在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積極發掘地方各類特殊景觀資源

潛力，並依據新世紀主流價值理念，結合優秀專業企劃團隊，經由

擴大公共參與，摒除傳統工程建設之制式作法，積極思考以文化、

品質及創意手法，提出環境永續經營管理計畫，定位為地方城鎮地

貌發展之重要指標性計畫。另本於「重點補助，全面關照」理念，

採取「政策引導型」、「競爭型」補助，設定重點項目，以「減量」、

「生態」、「環境整頓」、「簡易綠美化」等原則，引導地方政府以正

確之理念，對重要景觀據點進行計畫性、系統性之逐步改善，集中

資源有效運用。 

(2) 「社區風貌營造」： 

藉由社區總體營造動員和操作過程，建構社區提案及執行機

制，致力「促成地區居民自己來規劃」，並藉由「社區規劃師」制

度之補助建置，及鼓勵以「雇工購料」方式自力營建，達成社區培

力目標。該計畫本內政部業報奉行政院以 92 年 7 月 1 日院台內字

第 0920034435 號函核定。 

3. 民國 94-97 年 

未來國家發展重點已經移到創造內需型經濟發展機制，專注知

識型經濟，即以生態和生活價值為目標與發展模式。這兩個方向相

對於大資本、大規模、大耗能的發展邏輯而言，是一種屬於分散式、



6 

 

地方性、精緻型、多樣化、內發性、「輕薄短小」與「美（學）感

（性）遊（憩）創（意）」的型態，也是維持一個良好生活環境和

生態循環所必要的後工業發展策略。城鄉景觀風貌改造政策，如何

呈現這些理念和品質，正是此一階段尋求進步與創新的重點思維。

因此，此階段近程之城鄉風貌改造政策設計，就必需要提升成為一

個足以啟動地方景觀風貌產生結構性轉型和再發展的機制，而非著

眼於個案計畫補助。這項政策遂以國家總體發展視野及過去累積之

經驗為基礎，建構出更完整的發展推動邏輯。 

4. 民國 98-101 年 

第三期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提升國際城

市競爭力，並配合行政院推動「生態城市綠建築方案」與「建築物

騎樓整平示範計畫」，以建構具國土美學之生態城鄉環境，形成創

新整體藍綠帶生活、生態系統網絡為目標，推動「國土空間永續」

之主題競爭型計畫與「鄉街整體振興」、「生態都市環境改善計畫」

之政策引導型計畫，藉由競爭及政策引導，激發地方發揮創新及創

意。 

5. 民國 102-107 年 

過去十多年來城鄉風貌在行動內涵上，以建構「文化、綠意、

美質」、「幸福都市、民眾參與」之城鄉生活綠網新風貌，創造許多

小而美之公園、綠地、社區閒置空間新綠點，以及河廊、路廊等都

市綠軸創意空間改造，然而，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挑戰，提升城市

競爭力，以過去小規模、單一資源投入模式，要達成城鎮整體風貌

型塑改造，提振地方發展，紓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災害威脅並不容

易。因此，本計畫執行策略將參考先進國家推動之綠色首都及海綿

生態城市規劃理念，透過城鎮整體規劃及跨域整合推動平台之建

立，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城鎮整體規劃，經由計畫引

導並透過區域合作、跨域資源整合，提出城鎮環境之創新與改造策

略，打造具在地文化、樂活、富綠、美質之城鎮風貌。 



7 

 

本期計畫之政策目標如下： 

(1) 改善城鎮整體環境，顯城鎮自明性及魅力 

因應未來國土空間發展及新五都之形成，未來將著重城鎮跨區

域、跨領域之整體規劃，依不同城鎮需求與條件，藉由城鎮生活、

生產、生態資源之盤點，以及其他部門建設計畫之結合，提供適宜

性公共設施服務、具地方自明性、空間閱讀性及生態多樣性之優質

城鎮風貌。 

(2) 調節氣候環境，盤整組構綠色城鎮服務設施 

從生活、生產及生態三面向，構築以綠色道路為經緯之城市綠

色基盤，通盤檢討城鎮過去已投入之各項公共建設計畫，如藍綠帶

建設、生活綠廊、通勤通學廊道、人行道與自行車系統、觀光風景

區、商圈、古蹟及客家文化園區等建設成果，經由策略性之縫補、

串連及水環境管理，以增加都市綠地空間，提升都市吸水、保水能

力。 

(3) 創造城鎮競爭力及就業機會 

經由城鎮整體規劃，引導各項建設計畫適性、適時的共同投

入，並結合商圈輔導、行動資訊軟體開發、行銷、社區總體營造等

相關軟體配套措施，將有助於城鎮自然人文特色，同時結合在地優

勢產業之發展，帶動民間投資商機，增加城鎮就業機會。 

(4) 設施整併與減量，營造友善無障礙生活環境 

加強國內公共設施及開放空間必須更重視無障礙及友善空間

營造，推動化繁為整之市區道路人行環境公共設施減量行動，並以

Local Agenda 21 之精神與模式，推動社區營造與人才培力，鼓勵

地方參與生態環境改造運動，以填補公共建設之不足，由社區居民

自主打造地方最適生活模式。 

 



8 

 

(二)、原核定計畫內容 

1. 計畫期程：行政院於 102 年 4 月 11 日以院台建字第

1020017717 號函核定 102-105 年「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

畫」，計畫期程自 102 年起至 105 年止(4 年)，所需經費由中

央編列公務預算支應。 

2. 經費需求：102 至 105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計畫」資本門經

費需求 63.755 億元，經常門經費需求 6.245 億元；「市區道

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資本門經費需求 55.3 億元，經常門經

費需求 0.7 億元。 

表1 計畫經費需求表(單位：億元) 

次類別 工作項目 
主管

單位 

執行 

單位 

辦理 

期程 
經費需求（億元） 

都市 

開發 

城鎮風貌

型塑計畫 

內政

部 

各地方 

政府 

102- 

105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合計 備註 

12.445 13.36 23.4 14.55 63.755 資本門 

1.605 1.64 1.6 1.4 6.245 經常門 

小計 14.05 15 25 15.95 70  

都市 

開發 

市區道路

人本環境

建設計畫 

內政

部 

各地方 

政府、

本部所

轄各區

工程處 

102- 

105 

11.24 12.25 12.3 11.91 47.7 資本門 

（獎補

助及設

備投

資） 

0.05 2.55 2.5 2.5 7.6 

0.08 0.2 0.2 0.22 0.7 經常門 

小計 11.37 15 15 14.63 56  

總計 25.42 30 40 30.58 126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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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訂原因： 

本計畫修訂歷程及原因詳述如下。 

表2 計畫核定歷程 

最初核定 核定文號 院臺建字第 1020017717 號函 

計畫期程 102-105 年 

計畫經費 城鎮風貌整體型塑計畫 70 億元，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

設計畫 56 億元 

計畫內容 1.辦理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與賡續辦理後續工程 

2.辦理「全縣(市)或鄉鎮市型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

畫」、「人行無障礙及通學步道環境改善規劃與建置計

畫」、「通學型及通勤型之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建置」、

「植栽綠美化增設、連續性綠帶設置計畫」、「透水及

保水設施規劃與建置計畫」、「整頓人行環境之舊有設

施整併減量與共構設置計畫」、「全縣（市）人行道基

本資料調查及建置計畫」 

修正原因 無 

第一次修

正（均衡

城鄉） 

核定文號 院臺建字第 1040034636 號函（備查） 

計畫期程 104-107 年 

計畫經費 無新增列經費，以原有經費並配合其他部會預算為主 

計畫內容 推動「富麗農村、風情小鎮」示範建設計畫 

修正原因 增列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故進行修正 

第二次修

正（期程

展延） 

核定文號 無（105 年 7 月 25 日城鄉風貌修正計畫審查會決議） 

計畫期程 102-107 

計畫經費 無新增列經費 

計畫內容 與院臺建字第 1020017717 號函同 

修正內容 原計畫時程由 105 年展延至 107 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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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跨域整合工作具有相當挑戰性且溝通協調時間冗長： 

本期計畫工作重點在於推動計畫轉型，朝跨域整合方向推動，

惟過去地方政府對於「跨域整合」、「跨域加值」僅止於概念性認知，

缺乏實際操作經驗，故 102 及 103 年透過整體規劃補助、現地訪

視及輔導講習方式，邀請學者專家從個案計畫實務規劃操作，輔導

地方政府掌握跨域整合計畫之政策內涵與思考面向，並將規劃成果

與相關部會進行計畫媒合，溝通協商未來合作推動之可行性，歷經

2 年多的磨合溝通，地方政府對本計畫之政策精神才有較充分的掌

握與認識。 

2. 為具體呈現本計畫跨域整合工作推動成果，避免計畫屆期影響均衡

城鄉發展 17 個示範鄉鎮及相關整合建設計畫之推動： 

為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行政院 103 年 12 月核定本部提報「均

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104-107 年）」，本部並與相關部會共同遴

選出 17 個具發展潛力鄉鎮，提出各示範鄉鎮跨域整合建設計畫

（104-107 年），104 年 7 月報奉行政院同意備查；本部 104 年

11 月亦完成城鎮風貌跨域整合建設計畫之部會協商工作，計 17

案。 

考量均衡城鄉發展 17 鄉鎮整合建設計畫及報院核定中之城鎮

風貌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計畫執行期程均為 104 年至 107 年，為

避免本計畫於 105 年屆期後，尚未能具體提出本期計畫跨域整合

推動成果，新舊計畫銜接恐影響均衡城鄉發展推動目標之達成與本

期計畫跨域整合建設計畫之推動，爰申請展延計畫期程 2 年；計畫

期程調整為 102 年至 107 年。 

3. 計畫經費項目調整： 

原計畫總經費仍為 126 億元，主要係調整各子計畫之經費，

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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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調整後之計畫經費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次
類
別 

工作項目 主管
單位 

執行
單位 

辦 理
期程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合計 備註 

都
市
開
發 
 

辦理跨域
整合建設
計畫屬城
鄉風貌補
助 部 分
( 含 城 鎮
及均衡城
鄉發展計
畫) 

內政
部 

地方 
政府 

102-
107  1.39 0.67 3.93 5.70 12.77 1.08 25.54 資 本

門 

賡續辦理
前期計畫
已核定跨
年度補助
計畫及已
完成規劃
設計經檢
討具投資
效益之案
件（含社
區規劃計
畫） 

內政
部 

地方 
政府 

102-
107  11.06 6.27 8.95 3.24 0 0 29.52 

（ 含
北 勢
溪 環
境 營
造 計
畫 2
億
7,75
2 萬
元） 

辦理景觀
總顧問及
相關配套
與行政業
務費 

內政
部 

地方 
政府 

102-
107  1.61 0.66 0.76 0.68 0.73 0.54 4.98 經 常

門 

小計 14.06 7.6 13.64 9.62 13.50 1.62 60.04  

都
市
開
發 

辦理市區
道路人本
環境建設
計 劃 ( 含
城鎮及均
衡城鄉發
展 計 畫 )
及相關配
套與行政
業務費 

內政
部 

地方
政府
與本
部所
轄各
區工
程處 

102-
107  

11.24 16.09 10 12.74 10.01 0.8 60.88 資 本
門 
（ 獎
補 助
及 設
備 投
資） 

0.05 0.8 0.5 1.45 1.3 0.13 4.23 

0.08 0.14 0.17 0.2 0.19 0.07 0.85 經 常
門 

小計 11.37 17.03 10.67 14.39 11.5 1.00 65.96  
總計 25.43 24.63 24.31 24.01 25.00 2.6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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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內容概述 

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涵蓋賡續工程、跨域整合建設計畫、均衡城

鄉發展推動方案、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 

1. 城鎮風貌整體型塑計畫 

(1) 賡續辦理後續工程 

賡續辦理已完成規劃設計且具有投資效益之案件：過去年度城

鄉風貌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未能接續辦理工程，於 102-106 年持

續將過去尚未施作工程案件持續完成，並對本期城鎮風貌整體型塑

的相關規劃案進行完成其後續工程案件。 

(2) 跨域整合建設計畫 

本項計畫冀以計畫引導及經費誘因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落實

區域治理及城鎮整體發展，針對各地區環境資源分佈與空間發展條

件，將跨域合作有關環境調適、綠色基盤、綠色休閒、友善空間及

軟體配套等主題，經由策略規劃分析，對各地區之發展優勢及機

會，提出跨域整合建設計畫，透過多面向之實質環境改善，整體提

升城鎮生活、生產、生態及文化環境，帶動城鎮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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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整合計畫跨域整合計畫

經濟部
環保署
內政部

經濟部
環保署
內政部

環境調適環境調適

客委會
原民會
教育部
內政部

客委會
原民會
教育部
內政部

綠色基盤綠色基盤

水
體
環
境
水
質
改
善
及
經
營
管
理
計
畫

重
要
河
川
環
境
營
造
計
畫

區
域
排
水
整
治
及
環
境
營
造
計
畫

易
淹
水
地
區
水
患
治
理
計
畫

城
鎮
風
貌
型
塑
整
體
計
畫

--

防
災
公
園
綠
地
系
統

建
置
、
易
淹
水
地
區
地
景
生
態
環
境
改
造
、
都

市
水
岸
環
境
營
造
、
市
區
道
路
人
本
環
境
改
善

水
體
環
境
水
質
改
善
及
經
營
管
理
計
畫

重
要
河
川
環
境
營
造
計
畫

區
域
排
水
整
治
及
環
境
營
造
計
畫

易
淹
水
地
區
水
患
治
理
計
畫

城
鎮
風
貌
型
塑
整
體
計
畫

--

防
災
公
園
綠
地
系
統

建
置
、
易
淹
水
地
區
地
景
生
態
環
境
改
造
、
都

市
水
岸
環
境
營
造
、
市
區
道
路
人
本
環
境
改
善

建
構
寧
適
家
園
計
畫

農
村
再
生
計
畫

城
鎮
風
貌
型
塑
整
體
計
畫--

城
鄉
綠
地
空
間
系
統

整
合
建
置
、
建
置
線
性
綠
帶

海
岸
環
境
營
造
計
畫

國
家
重
要
濕
地
保
育
計
畫

海
岸
復
育
及
景
觀
改
善
示
範
計
畫

建
構
寧
適
家
園
計
畫

農
村
再
生
計
畫

城
鎮
風
貌
型
塑
整
體
計
畫--

城
鄉
綠
地
空
間
系
統

整
合
建
置
、
建
置
線
性
綠
帶

海
岸
環
境
營
造
計
畫

國
家
重
要
濕
地
保
育
計
畫

海
岸
復
育
及
景
觀
改
善
示
範
計
畫

城
鎮
風
貌
型
塑
整
體
計
畫--

城
鎮
街
區
風
貌
改

造
、
騎
樓
、
人
行
道
、
通
勤
通
學
自
行
車
道
系

統
建
置

永
續
校
園
推
廣
計
畫

客
家
文
化
生
活
環
境
營
造
計
畫

原
住
民
部
落
永
續
發
展
造
景
計
畫

城
鎮
風
貌
型
塑
整
體
計
畫--

城
鎮
街
區
風
貌
改

造
、
騎
樓
、
人
行
道
、
通
勤
通
學
自
行
車
道
系

統
建
置

永
續
校
園
推
廣
計
畫

客
家
文
化
生
活
環
境
營
造
計
畫

原
住
民
部
落
永
續
發
展
造
景
計
畫

友善空間友善空間

經濟部
環保署
農委會
內政部

經濟部
環保署
農委會
內政部

綠色休閒綠色休閒

ẋ通部
教育部
內政部

ẋ通部
教育部
內政部

自
行
車
道
整
體
路
網
串
連
建
設
計
畫

--

環
島
及
區

域
自
行
車
道
建
置
計
畫

自
行
車
友
善
環
境
路
網
延
伸
計
畫

--

自
行
車
道
相

關
標
誌
、
標
線
之
檢
討

城
鎮
風
貌
形
塑
整
體
計
畫--

改
善
公
路
系
統
與
各

地
區
域
自
行
車
路
網
之
交
通
連
接

重
要
觀
光
景
點
建
設
中
程
計
畫

觀
光
拔
尖
領
航
計
畫

自
行
車
道
整
體
路
網
串
連
建
設
計
畫

--

環
島
及
區

域
自
行
車
道
建
置
計
畫

自
行
車
友
善
環
境
路
網
延
伸
計
畫

--

自
行
車
道
相

關
標
誌
、
標
線
之
檢
討

城
鎮
風
貌
形
塑
整
體
計
畫--

改
善
公
路
系
統
與
各

地
區
域
自
行
車
路
網
之
交
通
連
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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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跨域整合建設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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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 

對人口不㖞移居都會區，城鄉發展逐漸⤘衡的現屈，內政部提

出「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下稱本方案），在以原有預算規模下，

104 年起將分 4 年彙集各部會資源嵬過 110 億元，推動「富麗農

村、風情小鎮」示範建設計畫，補助全台 17 處發展潛力的特色鄉

鎮，打造都會區外的小型成長核心，提供在地就業、就學及就養的

生活環境。 

本方案於 103 年 4 月 3 日列為內政部年度施政亮點，政策目

標是ⷳ望藉由鄉鎮拔尖計畫，遴選具有發展潛力之二、三級鄉（鎮、

市），結合中央各部會現有補助資源進行整合投資，以打造都會區

以外滿足就業、就學及就養條件之小型成長中心，減緩鄉村人口持

續往都會區集中，逐步實現我國城市與鄉村間之均衡發展。 

本方案內容包括前言、城鄉發展現況與媙題、方案目標及原

則、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推動策略及方法、期程與經費需求、

預期效益等各項，本方案的操作方式不同於過去單點式由直轄市、

縣政府個別向部會爭取補助經費的運作模式，而是由地方提出鄉鎮

市整合建設計畫，⋥⊹方向後一次核定，最多可獲⽾未來 4 年各部

會補助資源㌠注，發揮資源整合投入效果，帶動地方發展，透過這

個整合平台來讓有心且有實力的地方首長力爭這個機會，讓自己的

故鄉亮起來，同時有條件吸引民眾徻鄉服務，並帶動恱地區發

展，共同合作促成城鄉均衡發展，在鄉鎮也開出美好亮麗的劘㜜。 

為配合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之䰳辦，及協助地方政府辦理示

範惼鎮整體規劃及資源盤點工作，103 年 9 月已補助 15 縣市政府

辦理鄉鎮跨域整合規劃，計 2,248 萬元；104 年 6 月選出 17 個具

有潛力之示範惼鎮1，於 104 年 7 月 3 日報奉行政院核備執行。 

㋰上開 17 示範惼鎮跨域整合建設計畫之部會分工，內政部

104 至 107 年將優先⯓䰳經費辦理相關分項計畫，推動示範鄉鎮

                                         

1 17 處縣市鄉鎮包括：宜蘭縣⣖圍鄉、㠪園市新ⰲ區與觀柚區、新竹縣竹㝘鎮、
劾㟾縣後潴鎮、台中市⏵里區、⽗化縣田中鎮、南投縣埔里鎮、雲林縣奦垡鎮、
嘉義縣㜛子市與⤑保市、檿暫市內門區、大樹區與㖾山區、劘哕縣䑅䨾鄉、台㝘
縣㱇上鄉、關山鎮與湦野鄉、ⰶ㝘縣㽕ⷅ鎮、㽵㸽縣㸽奦鄉、憸門縣䂯ⶣ鄉、連
㱆縣北䫦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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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園綠地縫補串連、公共開放空間及閒置空間活化再∐用等相關

工作，以改善示範鄉鎮之整體環境景觀與生活品質。 

2.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 

(1) 執行策略 

為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持續推動並㷘化計畫成果，本計畫

以「法ị政策」、「執行推動」、「䝊導考核」、「行銷推廣」四個面向

提出執行策略，以作為市區道路人本環境整體改善方針及具體建設

成果之重要依據，操作概念說明如下： 

 

 

圖 2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執行推動策略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2) 工作內容及方法 

本計畫係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全縣(市)或鄉鎮

市型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人行無障礙及通學步道環境改

善規劃與建置計畫」、「通學型及通勤型之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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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植栽綠美化增設、連續性綠帶設置計畫」、「透水及保水設施

規劃與建置計畫」、「整頓人行環境之舊有設施整併減量與共構設置

計畫」、「全縣（市）人行道基本資料調查及建置計畫」、「全鄉（鎮、

市、區）型綠色樂活地圖」等項目給予補助。 

另外為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配合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

案之䰳辦，及協助地方政府辦理示範惼鎮整體規劃及資源盤點工

作，103 年 9 月已補助 15 縣市政府辦理鄉鎮跨域整合規劃，計

2,248 萬元；104 年 6 月選出 17 個具有潛力之示範惼鎮，於 104

年 7 月 3 日報奉行政院核備執行。 

㋰上開 17 示範惼鎮跨域整合建設計畫之部會分工，內政部

104 至 107 年將優先⯓䰳經費辦理相關分項計畫，推動示範鄉鎮

之市區道路人本環境整頓(含無障礙環境建置及改善)、通勤通學步

道，以改善示範鄉鎮之整體環境景觀與生活品質。 

 

圖 3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補助項目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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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算執行情形 

本中長程計畫預算執行情形分為「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與「市區道

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兩類分別說明。 

(一)、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本計畫於 102 年度至 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執行期間，

營建署核定補助約 51 億 5,935 萬元，其中均衡城鄉推動方案經本計畫

共核定補助約 4 億 6,425 萬元；跨域整合建設計畫，經本計畫核定共

補助約 8 億 4,718 萬元，而賡續辦理後續工程計畫所核定補助經費共

38 億 4,792 萬元，約Ἳ 4 年核定補助經費之 75�。 

營建署於 102 年度共核定補助 254 案件，總核定經費約為 9 億

9,200 萬元；103 年度核定 196 案，總核定經費約為 5 億 412 萬元；

104 年度核定案件數 367 案，總補助經費約為 15 億 4,909 萬元；105

年度核定案件數 237 案，總補助經費約為 10 億 6,913 萬元；106 年度

核定案件數 193 案，總補助經費約為 10 億 4,499 萬元。其中，依據各

縣市申請補助經費統計，ⰶ㝘縣為 102 至 106 度申請補助經費最檿之

縣市，其次為臺南市。 

102 年度推動至 106 年度共補助 1,236 件計畫。102-107 年實際

預算數為 60.89 億元，實支數為 55.01 億元執行率為 90.34�。 

計畫名稱 
補助件

數(件) 

預算數 

(億元) 

實支數 

(億元) 

執行率(%) 
繳庫數 

城鎮風貌 

型塑計畫 
1,236 60.89 55.01 90.34 5.88 億元 

註：原提報計畫經費為 60.04 億元，實際編列數為 60.89 億元，係因 107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計畫」尚有經費需求⽬核㒌，故從「市區道路人

本環境建設計畫」經費調至「城鎮風貌型塑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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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2-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補助案件類型統計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圖 5 102-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補助案件數與經費統計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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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2-106 年度各縣市年度補助費用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20 

 

 

1. .與其他各部會媒合情形 

為推動城鎮風貌跨域整合工作，有計畫的引導整合相關部會公

共建設計畫資源，內政部 102 至 104 年核定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城鎮風貌型塑跨域整合建設計畫之整體規劃，計有 53 案

忨行政院審議，其中奉院核定者有 17 案。 

表4 行政院已核定跨域整合建設整體規劃方案一覽表 

項次 年度 縣市別 計畫名稱 

1 102 宜蘭縣 炯㾋簡地區恱資源整合與串連計畫 

2 102 宜蘭縣 宜蘭舊城再生整合型計畫 

3 102 宜蘭縣 嗮南橂䫀㚏生態文化園區整合計畫 

4 102 基晭市 基晭市㸖岸觀光廊帶整體發展計畫規劃 

5 102 新北市 水㘇溪尞。ㅉ遊山城「㷘澽䟚澽平」整合計畫 

6 102 新竹縣 102 年度新竹縣臺搜內灣支䷁恱地區跨域整合規劃 

7 102 新竹市 
䑧䒏竹塹風取再現-新竹水綠環境景觀再現與產業加值營

造計畫 

8 102 南投縣 昦炻山㝘埔新中㩒軸帶原鄉風貌營造計畫 

9 102 嘉義縣 故宮南院嘉義田園城鄉計畫 

10 102 嘉義縣 北嘉義兩溪流域門㈝觀光亮點整合掯結計畫 

11 102 嘉義市 嘉義市林業搜道嗄文之都營造計畫 

12 102 台南市 㻨光ⳝ及潴⳾偁落整體規劃 

13 102 台南市 「築⤉之溪」-竹溪親水瀏濺營造計畫 

14 102 檿暫市 鳳山綠都心-鳳山舊城區再發展計畫 

15 102 ⰶ㝘縣 ⰶ㝘平原水⫞榀哕㠠計畫 

16 102 台㝘縣 大臺㝘都會-山、海、河地景人文綠網型塑計畫 

17 103 雲林縣 北㸖宗教古鎮亮起來 

合計 17 案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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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跨域整合建設計畫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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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 

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自 103 年起補助各縣市政府先期規劃

案，至 104 年開始依據先期規劃案核定各分項計畫，目前城鎮風

貌計畫共通過 95 案，核定憸額約 4 億 6425 萬元；其中以㠪園市

通過 8 案，核定憸額約 6511 萬元為最多。 

 
圖 8 103-106 年度均衡城鄉發展方案中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案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圖 9 103-106 年度均衡城鄉發展方案中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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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助憸額 

103 年度大㊜以補助均衡城鄉之整體規劃案為主，共補助 17

縣市進行重點發展鄉鎮之整體規劃（ⰶ㝘縣與憸門縣並未補助），

規劃總經費約憸額約 2248 萬元，預計核定補助分項計畫約 89 億

元，實際補助則為約 46 億元。 

表5 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核定情形與亮點概要 

縣市 計畫名稱 
實際 

補助憸額 
（Ệ元） 

亮點細項概要 

一
．
宜
蘭
縣

 

⣖ 圍 鄉 整
體 規 劃 計
畫（⣖圍㭟
䜆） 

137,469 

針對⣖圍鄉之產業䊧況，應從主要農㻨產業
創新加值出發，透過如可食地景、生態歁
⡔、特色農產加值等，讓基礎產業柭∐升
級，提升農㻨民的經濟㔝入。目前主要的整
體發展構ペ目標為移居⣖圍，推動⣖圍特色
產業，以及在地長者䕀居⣖圍，照顧䳻㨟生
活。其中的 5 個構ペ包含：友善土地觀念的
新農業、⣖圍美學的嗄堺後場、環境見學的
輕㖬行、自在生活的資源補充以及⯱重環境
的基礎建置。 

二
．
桃
園
市

 

觀 柚 昩 ⠿
生活嶊、新
ⰲ 宜 居 㠪
劘源 

490,411 

本計畫整體計畫願景以經濟、社會、環境之
永續發展總願景為：「確保居ἶ、生態、漹
吰、工業、景觀及遊憩⁌全，以促進㠪園心
生活環境、經濟及生態與永續發展。」預期
程目標為：產業加值、人才⇄偁、公共建設、
資憸坴通以及永續居ἶ環境。本地區為海岸
䷁擴⼜刑空科㉧產業發展區及㠪園農村文
化發展區，未來由延觀柚及新ⰲ地區的農
村文化，加強都會生活者對重村文化的認
識。建設計畫為新ⰲ北㸽與觀柚ⴀ坪地區為
㠪園台地鄉村發展行銷平台園區、建構㠪園
台地內晟的埤⠿水僯生活圈、落實均衡城鄉
發展之目標，並提出計畫為鄉村產業及文化
支㏛計畫、農業水僯環境再生計畫、鄉村友
善網路系統整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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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計畫名稱 
實際 

補助憸額 
（Ệ元） 

亮點細項概要 

三
．
新
竹
縣

 

新 竹 縣 竹
㝘 鎮 整 合
建 設 計 畫
之 委 外 規
劃案 

513,528 

本計畫以「宜居、宜遊、宜築⤉的文創觀光
小鎮」作為共同發展願景，以「優質教育、
⁌⺞生活」，「體驗經濟、文創加值」、「ἵ
䢚永續、風情無昷」、「樂業㱪土、䎴人
才」為發展之四大目標。「一核三軸」為本
計 畫 對 竹 㝘 鎮 之 未 來 整 體 空 間 之 發 展 構
ペ，計畫內容則包含：竹㝘在地特色產業提
升計畫、竹㝘在地文創環境與觀光產業年升
計畫、竹㝘就業或土推動計畫、中興河道水
岸生活㚏恱空間魅力營造計畫、竹㝘魅力
亮點營造計畫、ょ遊竹㝘-綠運弟無縫品質
年升計畫、建構ἵ䢚永續竹㝘計畫、竹㝘運
動場館升級與擴充計畫、竹㝘㕓俨㉝樂學
計畫等亮點計畫。 

四
．
苗
栗
縣

 

劾 㟾 縣 後
潴 鎮 整 合
建設計畫 

217,333 

後潴鎮的整體發展願景目標為「數位ἵ䢚⁌
⺞城」，其研擬的亮點計畫包含後潴產業活
水計畫、朹年及多元人才培姺、生態文化㖬
遊景點整備計畫、㖶例文化空間營造計畫、
城鎮風貌型塑計畫以及關㇞學習樂潈計畫
等，並以後潴經岦⁌⺞城、好望妹生態文化
廊道、外埔生態休閒村作為發展構ペ，期望
發展為Ⅳ具⁌⺞、產業、生態以及文化的新
市鎮。 

五
．
臺
中
市

 
臺 中 市 ⏵
里 區 整 合
建 設 計 畫
之 委 外 規
劃 案 ( 劘 現
⏵里--曀搜
ょ活行) 

126,851 

以⏵里區「曀搜」(搜道、搜榓)作為核心發
展主軸，期以庳道公共運弟結合人行道與自
行車道，引導⏵里區發展成為以節能減䢚綠
色運弟為導向的「北台中⁌⺞移居小鎮」。
不㖞因應國際活動之需求，亦能為地方的永
續發展奠定基礎。將⏵里劃分為七大發展區
⠱：⏵里車䫀心核心區、㳗⭰搜道觀光區、
綠色生態教育區、科學產業經濟區、休閒農
業觀光區、經濟傳產生活區及農村劘⌰發展
區，以⏵里車䫀為城鄉發展新核心，落實以
大眾運弟為導向之發展策略引導⏵里區的
整體空間規畫與土地ὦ用，達成本計畫之總
目標，打造「友善的⏵里、有感的⏵里、ょ
閒的⏵里」。 

六
．
彰
化
縣

 

田 中 鎮 整
體 規 劃 計
畫 ( 田 中 鎮
檿 搜 ⽗ 化
䫀 劘 ⌰ 劾
㜏 產 業 推
展區) 

57,068 

⽗化縣的主要發展構ペ為：「掌握檿搜∐
基，㉥⛅田中集散功能」、「保水水圳資源，
培育友善環境的優良品台」、「產業多妹化
經營，人才俨中朹全潈運用」。主要的整合
建設㚏行動計畫為劘⌰劾㜏產業推展、⽗化
檿搜䫀大眾ẋ通系統提升、觀光與休閒產業
加值、人才培姺、在地產業文化以及生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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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計畫名稱 
實際 

補助憸額 
（Ệ元） 

亮點細項概要 

能，期望能⤇讓檿搜⽗化䫀公共設施建設與
地方產業連結，提檿就業機會，促進⽗南地
區發展，讓檿搜⽗化䫀䜆正成為⽗南地區實
質發展的優勢。 

七
．
南
投
縣

 

埔 里 鎮 風
取 再 現 整
合 建 設 計
畫 

617,260 

此計畫擬以「里山」概念為輔，台灣之心為
主軸，以資源特色的展現、區域空間的串聯
以 及 遊 憩 多 樣 性 的 建 立 等 三 個 原 則 來 發
展，研擬五個推動策略，包含㉝植地方產業
經濟、輔導專業㉧堺人才、促進城鎮多元都
心發展、㷘㠠社會幸福生活以及活化土地ὦ
用機能等，䶃合以上策略，作為埔里鎮風取
再現之發展方向、促進地區發展、產業加值
與環境改善。 

八
．
雲
林
縣

 

雲 林 縣 奦
垡 鎮 整 合
建 設 計 畫
委 託 規 劃
案 
 

351,283 

雲林縣的推動主軸包含：㾨水溪生態園區整
合建設計畫、奦垡生活博物館、埔心偁落式
水質㷏化再生公園、大農㾨水溪文創嗄堺
園區㚏農業創客基地、奦垡農產物流園區
等，主要的方案是以整合各部會現有推動中
的公共建設計畫補助資源為核心，集中資源
補助具有發展潛力的鄉鎮市，ⷳ望能促進城
鄉均衡發展，並透過地方自行整體發展規
劃，投入中央補助資源，期望建構以生態、
生產、生活永續之奦垡小鎮。 

九
．
嘉
義
縣

 
㜛子市、⤑
保 市 整 體
規 劃 計 畫
( 建 構 日 式
㳲風小鎮) 

418,667 

此 計 畫 以 㜛 子 市 內 尷 富 的 文 化 資 產 為 基
礎，藉由故宮南院的建設為⤸機，重新峍予
規劃區⁁為嘉義縣在地文化重鎮的位置。以
㜛子俨建築核心區的日式㳲風⮦凴全、時光
㖬、憒生館等進行文化歷⏙街區再造，以
配天宮、日新憒院區、開源俨街ⰲ區及中正
路俨街區作為主要節點，ⷳ望遊客以步行方
式㼒遊街區，打造㜛子市成為富涵文化歷⏙
的「日式㳲風小鎮」。 

十
．
臺
南
市

 

臺 南 市 新
營 區 整 合
建 設 計 畫
之 委 外 規
劃案 
（創益。新
營 ă 新 營
新生，培養
䚦計畫） 

249,745 

此計畫的主題整合㞝構及推動策略為：「新
營新生-培養䚦計畫」，期望能將新營提升
為大新營地區的發展中心，以新營區為核心
4 年期發展產業及觀光機能，重點打造嗄創
偁落及觀光服務核心推動執行，更以往後逐
步推展大新營區之總體空間發展，持續整
合。計畫的願景為：大新營地區為南台灣均
衡城鄉發展的範ὲ、新營區發展為具㵯費㖬
遊吸引力的中心、愗近的塂㘆市街與偁落成
為機能充實具農鄉特色的生活基地，主要分



26 

 

縣市 計畫名稱 
實際 

補助憸額 
（Ệ元） 

亮點細項概要 

項計畫內容涵蓋：水綠基盤建構計畫、綠色
運具共展計畫、商業服務精進計畫、產業核
心成長計劃、朹年種䱤培育計畫、居遊品質
提升計畫等。 

十
一
．
高
雄
市

 

檿 暫 市 內
門、㖾山、
大 樹 區 整
合 建 設 整
體規劃 

498,416 

檿 暫 市 的 計 畫 是 以 維 護 ⁌ ⺞ 水 源 地 為 前
提，輔導培力對環境友善的產業，透過空間
規劃、產業加值、跨域合作的創新並注重環
境調適策略，以達地區永續發展。規劃主軸
為「台 29 縣㖾山大樹段水憧山᷿⁌⺞整合
計畫」，強調過去䲽搜㖾Ⱕ䷁在㖾山與大樹
區所㉕㻻的重要妹色。「水憧山᷿」則以水
源保育為前提來支持在地⁌⺞永續生活。四
大推動目標「綠色產業、永續觀光、⁌⺞環
境、友善生活」以資源整合、公䦨協力、跨
域、參與式規劃來盤點，提出發展願景目
標，期能建立公䦨協力⤌Ἓ關係。 

十
二
．
花
蓮
縣

 

劘 縣 䑅 䨾
鄉 整 合 建
設 計 畫 ( 䑅
䨾 危 園 農
村、㺒㲰觀
光小鎮) 

60,000 

劘哕縣以永續發展總願景「䑅䨾危園農村、
㺒㲰觀光小鎮」，確保居ἶ、生態、產業、
景觀及遊憩⁌全，促進䑅䨾鄉環境、經濟及
生 態 永 續 新 發 展 。 以 「 打 造 㺒 㲰 危 園
Long6Wa\ 小鎮」及「推動檿昫加價值農業
發展」兩大發展主軸加以執行，達到䑅䨾鄉
以㺒㲰危園經濟為主體之發展目標。以基礎
建設、產業加值、資憸坴通以及人才培育及
生活機能等發展策略擬定建設計畫及行動
方案，打造䑅䨾新亮點，建構移居樂活㺒㲰
危園小鎮。 

十
三
．
臺
東
縣

 

臺 㝘 縣 㱇
上鄉、關山
鎮、湦野鄉
整 合 建 計
畫（幸福農
危Ƒ百年麗
景） 

283,554 

臺㝘縣主義的推動主軸有自然友善農產推
廣輔導、在地特色產業活化經營、綠色休閒
農業推廣、原ἶ民文化產業㉝植、丘尞好匝
䱚行銷推廣、嗄堺文化軟實力培植、行㖬品
䈳人才養成、丘尞人才媒合、百年麗景維護
與創新、生活空間品質提升、丘尞綠色生活
圈ẋ通系統建置、丘尞文化生活型塑等，從
產業輔導、基礎建設、生活機能及人才運用
等面向投入。 

十
四
．澎
湖

縣

 

㽵 㸽 縣 㸽
奦 鄉 整 合
建 設 計 畫
( 㸽 奦 黃 憸

193,149 

此計畫從產業輔導、人才運用、基礎建設、
資憸坴通及生活機能等 5 大面向進行資源盤
點與檢討。提出三項發展構ペ軸：國際級度
㖬式驗體、「地⋄度岸海憸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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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計畫名稱 
實際 

補助憸額 
（Ệ元） 

亮點細項概要 

海 岸 文 化
長䀿計畫) 

遊：「體驗㖬遊㎉䴉㸽奦」、農業加值升級：
「全民種起來-憸摤農業」。 

十
五

 

連
江
縣

 

北 䫦 鄉 整
體 規 劃 計
畫（打造環
境 永 續 且
生 活 富 足
的 神 話 泌
家園） 

142,265 

以在地自主與自Ὲ經營，縮減與境外發展落
差之感⎾-忤求曉ⳝ地區幸福感之均衡富
足。整體發展構ペ為全鄉及六村產業發展定
位：體驗經濟轉型改造主軸。包含：打造北
䫦為神話泌家園大學堂、⠿ⱷ澽˩ 㬷ⳝ徵岺客
廳˪商圈服務功能升級與形屈重塑、⏵㱪澽
˩ㇹ⚛姿㆝冇⚱˪與戰事共生的前䷁村落體
驗基地、㨲ẻ澽˩ 富麗休閒㻨村˪榓䤽北海生
態㖬遊及㻨事體驗基地、加⢨澽˩ 文化㖬遊中
心 國˪際級度˩、區園驗體創文嗄㚏落村 生
機休閒農村˪ἵ䢚社區㚏無㮹農事體驗基
地、䙤㲀澽˩ 兩岸物流平台˪海運門㈝㚏古⎄
例落轉型為免䧬山城。 

十
六
．
屏
東
縣

 

ⰶ 㝘 縣 㽕
ⷅ 鎮 整 合
建 設 計 畫
（ ㈙ ≮ 源
鄉，文風小
鎮） 

97,840 

此計畫以㽕ⷅ地區之願景「㈙≮源鄉、文風
小鎮」，以明取園㬳ẻ㈙、光湤䚕影㈙與明
興斊布塲㈙等三大㈙≮源鄉與發展歷⏙資
源為基礎，展推動㽕ⷅ㈙≮源鄉文風小鎮為
异點之計畫，發展人文㖬遊、文化創意產
業，帶動地區的就業與發展。主要的工作項
目為「㽕ⷅ㈙≮源鄉文風小鎮發展計畫」以
及「台搜檿暫-ⰶ㝘㽕ⷅ㍞運化建設之再加
值發展計畫」。 

十
七
．
金
門
縣

 
憸 門 縣 䂯
ⶣ 鄉 整 合
建 設 計 畫
(䂯ⶣ：恱境
小 鎮 的 再
生) 

213,505 

憸門縣藉著營區的憲出，將其發展為生態㖬
遊及庴事觀光，近來並整合列ⶣ資源來⁁進
一步的規劃推動。目前的亮點主要在九宮榓
頭與四維㻨㸖之重塑、㝘林風取之再現、偁
落為型產業與⾕型設計示範計畫、↞戰紀念
地及和平公園、反㔢前Ⓩ-大二冤觀光遊憩
系統規畫以及ἵ䢚城市�ⳝ-列ⶣ曝䢚計畫推
動等，並整合朹年的力量，與曉ⳝ發展一起
產生相輔相成的作用。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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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鄉整體規劃

觀柚整體規劃

竹㝘鎮整合規劃-

後潴鎮整合建設

⏵里區整合建設

田中鎮整體規劃

埔里鎮風取再現堺

奦垡鎮整合規劃

㜛子市、⤑保市整體規劃

新營區整合規劃

內門、㖾山、大樹區體規劃-
農業六級化

䑅䨾鄉整合建設

㱇上、關山、湦野鄉合建計畫

㸽奦鄉整合建設

北䫦鄉整體規劃

ⰶ㝘縣㽕ⷅ鎮整合規劃-
傳統㈙≮⾐興

䂯ⶣ鄉恱境小鎮

 

圖 10 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核定分布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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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均衡城鄉縣市提案內容總體分析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乑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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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 102 年度推動至 106 年度共補助

1,360 件計畫。歷年補助「植栽綠美化增設、連續性綠帶設置計畫」、「透

水及保水設施規劃與建置計畫」、「通學通勤型之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建

置」、「配合整頓人行環境之舊有設施整併及減量」「人行無障礙及通學

步道環境改善規劃與建置計畫」、「全縣（市）或鄉（鎮、市、區）型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䶘要計畫」「全縣（市）人行道基本資料調查及建

置計畫」「全鄉（鎮、市、區）型綠色樂活地圖」等項目。 

102-107 年實際預算數為 64.3 億元，實支數為 61.72 億元執行率

為 95.99�。 

表6 102 至 107 年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補助案件與經費一覽表 

計畫名稱 
補 助 件

數(件) 

預算數 

(億元) 

實支數 

(億元) 

執行率(%) 
繳庫數 

市區道路人

本環境建設

計畫 

1,360 64.3 61.72 95.99 2.58 億元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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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02 至 106 年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補助各類型計畫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市區人本道路環境建設計畫歷年(102-106 年)執行效益報㛟」 

 

圖 13 102 至 106 年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補助類型計畫總件數與經費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市區人本道路環境建設計畫歷年(102-106 年)執行效益報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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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2 年度 

(1) 提報案件 

102 年度經費預算共計 11.374 億元，第一階段總計申請計畫

為 291 件，共有 22 縣市提案申請，其中共包含 59 件規劃設計�A

類（含䶘要計畫）、170 件工程�% 類與 62 件規劃設計與工程�AƎ

% 類計畫。 

(2) 核定補助計畫 

102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於 102 年 3 月 20 日、

⏓開第一次協商會議，並於 102 年 5 月 7 日、9 日完成第一階段

評選。全年度最䴩共計補助 233 件計畫，其中包含 44 件規劃設計

�A 類，131 件工程�% 類，58 件規劃設計與工程�A�% 類。 

2. 103 年度 

(1) 提報案件 

103 年度經費預算共計 17.03 億元，總計申請計畫為 233 件，

共有 22 縣市提案申請，其中共包含 59 件規劃設計�A 類（含䶘要

計畫）、170 件工程�% 類與 62 件規劃設計與工程�AƎ% 類計畫。 

(2) 核定補助計畫 

103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於 102 年 11 月 14

日、⏓開提案原則協商會議，並於 103 年 1 月 16 日、17 日完成

第一階段評選。103 年 3 月 5 日內㍯營道字第 1032903663 號函

通知地方政府核定辦理項目及補助經費，全年度最䴩共計補助 342

件計畫(含續編)，其中包含 77 件規劃設計�A 類，163 件工程�% 類，

102 件規劃設計與工程�A�% 類。 

3. 104 年度 

(1) 提報案件 

104 年度經費預算共計 10.5 億元，總計申請計畫為 380 件，

共有 22 縣市提案申請，其中共包含 59 件規劃設計�A 類（含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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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170 件工程�% 類與 62 件規劃設計與工程�AƎ% 類計畫。 

(2) 核定補助計畫 

104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於 104 年 1 月 15 日

⏓開提案原則協商會議，並於 104 年 3 月 11 日、13 日、18 日完

成第一階段評選。104 年 4 月 17 日內㍯營道字第 1042906024

號函通知地方政府核定辦理項目及補助經費，並於 104 年 8 月 12

日、13 日、完成第二階段評選。104 年 9 月 15 日內㍯營道字第

1042915348 號函通知地方政府核定辦理項目及補助經費，全年度

最䴩共計補助 288 件計畫(含續編)，其中包 98 件規劃設計�A 類，

1317 件工程�% 類，59 件規劃設計與工程�A�% 類。 

4. 105 年度 

(1) 提報案件 

105 年度經費預算共計 16 億元，總計申請計畫為 280 件，共

有 22 縣市提案申請，其中共包含 48 件規劃設計�A 類（含䶘要計

畫）、107 件工程�% 類與 125 件規劃設計與工程�AƎ% 類計畫。 

(2) 核定補助計畫 

105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於 104 年 12 月 28

日⏓開提案原則協商會議，並於 105 年 3 月 1 日、2 日、4 日共三

天，完成第一階段評選。105 年 3 月 31 日內㍯營道字第

1052904875 號函通知地方政府核定辦理項目及補助經費，並於

105 年 8 月 3 日、4 日共兩天，完成第二階段評選。105 年 9 月 1

日營署道字第 1052913879 號函通知地方政府核定辦理項目及補

助經費，全年度最䴩共計補助 394 件計畫(含續編)，其中包 124

件規劃設計�A 類，120 件工程�% 類，150 件規劃設計與工程�A�%

類。 

5. 106 年度 

(1) 提報案件 

106 年度經費預算共計 10 億 3,135 萬元，進行四階段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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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申請計畫為 61 件，共有 19 縣市提案申請，其中共包含 8 件

規劃設計�A 類、29 件工程�% 類與 24 件規劃設計與工程�AƎ% 類

計畫。 

(2) 核定補助計畫 

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

畫」，第一階段評選於 105 年 12 月 21 日、22 日、23 日、28 日、

29 日、30 日共六天辦理完䕉，106 年 2 月 23 日營署道字第

1061002949 號函通知地方政府核定辦理項目及補助經費；第二階

段評選於 106 年 3 月 1 日至 3 日共三天辦理，106 年 4 月 5 日營

署道字第 1061005249 號函通知地方政府核定辦理項目及補助經

費；第三階段評選於 106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共二天辦理，106

年 5 月 26 日營署道字第 1061008644 號函通知地方政府核定辦理

項目及補助經費；第四階配合 105 年度「市區道路養護管理㚏人

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獲獎縣市增額補助案件，106 年 6 月 14

日 1060809048 號函通知地方政府核定辦理項目及補助經費。 

全年度最䴩共計補助 103 件計畫(含續編、無障礙增額補助)，

其中包 21 件規劃設計�A 類，40 件工程�% 類，42 件規劃設計與

工程�A�% 類。 

表7 102 至 106 年各縣市補助案件與經費一覽表 

縣市 
補助計畫案件數 補助經費 

A B A+B 總件數 A B A+B 總經費 

基晭市 19 13 2 34 10,093,239 55,777,159 2,751,781 68,622,179 

臺北市 1 4 8 13 1,490,640 10,578,181 21,420,354 33,489,175 

新北市 13 27 6 46 19,007,989 216,790,426 28,500,242 264,298,657 

㠪園市 4 7 1 12 2,718,727 41,793,705 8,129,997 52,642,429 

㠪園縣 5 6 0 11 8,743,500 34,341,151 0 43,084,651 

新竹市 16 17 23 56 13,132,200 115,903,108 135,088,522 264,123,830 

新竹縣 11 24 14 49 12,377,097 157,050,479 101,301,525 270,729,101 

劾㟾縣 16 8 70 94 6,503,257 40,812,159 369,205,987 416,521,403 

臺中市 41 37 11 89 40,872,216 162,423,093 12,275,909 215,5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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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補助計畫案件數 補助經費 

A B A+B 總件數 A B A+B 總經費 

⽗化縣 27 28 7 62 20,384,497 153,139,009 41,045,135 214,568,641 

南投縣 11 67 15 93 4,580,992 296,640,477 76,710,166 377,931,635 

雲林縣 38 33 10 81 23,088,260 230,578,206 21,227,642 274,894,108 

嘉義市 16 13 7 36 11,623,128 79,175,674 15,460,641 106,259,443 

嘉義縣 8 22 33 63 2,926,944 91,054,100 212,532,039 306,513,083 

臺南市 11 37 20 68 5,064,872 166,734,741 76,126,151 247,925,764 

檿暫市 11 23 3 37 10,092,371 147,231,593 9,306,896 166,630,860 

ⰶ㝘縣 29 84 109 222 21,618,823 642,274,467 915,500,099 1,579,393,389 

宜蘭縣 27 38 11 76 22,349,169 307,841,760 57,416,370 387,607,299 

劘哕縣 28 38 26 92 23,338,848 251,325,710 160,042,793 434,707,351 

臺㝘縣 18 22 23 63 10,065,487 144,644,250 147,437,300 302,147,037 

憸門縣 2 1 7 10 1,998,678 2,400,000 17,723,611 22,122,289 

連㱆縣 0 16 5 21 0 76,446,195 38,556,223 115,002,418 

㽵㸽縣 12 20 0 32 8,238,189 115,856,226 0 124,094,415 

總計 364 585 411 1360 280,309,123 3,540,811,869 2,467,759,383 6,288,880,374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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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達成情形 

一、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一)、計畫目標及達成概況 

本計畫以強化城鄉枳性、改善城鄉景觀、⾐䔍都市機能為主要目

標，並具體以七項績效指標加以管制落實。經統計，本計畫所訂七項績

效指標䙭已達成。 

(二)、計畫目標達成情形㎉討 

本計畫於⎾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之補助申請時，䙭要求須

對本計畫所列主要績效指標預先評估，力求並透過各月及各年度忤幋管

考，以期各計畫如實推動。 

二、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依「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核定本)」，主要績效指標及達成情形如下

表所示。 

表8 本計畫主要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名稱 衡量基㹽 達成情形 

新增或改善公園綠

地面積 

增加公園綠地面積約 85.6 公

柪 

達成；新建及改善公園綠

地(或開放空間)約 125 公

柪 

創造就業機會 創造就業機會達 1 萬個 達成；增加約 1 萬人 

帶動觀光㖬遊 帶動休閒㖬遊人次達 5 萬人以

上 

達成；增加 8.5 萬人 

改善步行環境 

(人行道長度) 

增加人行道長度約 256 公里 達成；增加約 777 公里 

改善步行環境 

(增加透水拑面) 

增加人行道透水面積約 30 公

柪 

達成；增加 99 公柪 

新增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長度增加約 192 公里 達成；增加 203 公里 

種植▓㜏 ▓㜏種植數量約 4 萬 8 〉㣜 達成；增加 7 萬 9 〉㣜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各縣市政府填報之績效表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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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整體執行績效 

營建署於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102-106 年度中補助全國 22 縣市

1,236 案，憸額約 51.59 億元。各項計畫執行工作與績效指標2彙整與

分析如下： 

1. 各績效指標細項改善情形 

(1) 新建及改善公園綠地(或開放空間)面積 125.42 萬平方公尺。 

(2) 增加或改善人行⽹步空間面積 44.84 萬平方公尺。 

(3) 增加㾼地(或生態㱇)面積 32.28 萬平方公尺。 

(4) 增加透水拑面面積 69.94 萬平方公尺。 

(5) 減⯸不透水拑面面積 43.17 萬平方公尺。 

(6) 閒置空間再∐用面積 94.96 萬平方公尺。 

(7) 河ⷄ水岸或海岸整理美化面積約 99.59 萬平方公尺。 

(8) 運用生態工法進行改造之面積約 75.94 萬平方公尺。 

(9)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共約 10,365 人。 

(10) 增加㖬遊觀光遊客數共約 85,278 人次。 

表9 本計畫各指標細項改善情形 

績效指標 單位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總計 

增加綠美化面積 公柪 39.28 8.54 32.52 18.25 26.83 125.42 

增加公園綠地面積 公柪 9.93 8.84 9.20 8.84 8.03 44.84 

增加或改善人行⽹步

空間面積 

公柪 4.44 0.1133 7.04 9.80 10.89 32.28 

增加㾼地(或生態㱇)

面積 

公柪 12.43 5.79 23.78 16.46 11.47 69.94 

增加透水拑面面積 公柪 8.75 3.65 11.82 8.80 10.13 43.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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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單位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總計 

減⯸不透水拑面面積 公柪 15.62 16.63 25.72 17.48 19.51 94.96 

閒置空間再∐用面積 公柪 13.12 3.64 23.99 29.33 29.51 99.59 

河ⷄ水岸或海岸整理

美化面積 

公柪 21.52 2.12 32.33 11.60 8.35 75.94 

運用生態工法進行改

造之面積 

公柪 850 625 1,943 3,109 3,838 10,365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人 14,050 6,400 20,420 23,463 20,945 85,278 

增加㖬遊觀光客數 人次 39.28 8.54 32.52 18.25 26.83 125.42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各縣市政府填報之績效表彙整 

2. 跨域整合建設計畫及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執行情形 

為紓解城鄉發展⤘衡問題，內政部 104 年提出均衡城鄉發展

推動方案，並選定 17 個示範鄉鎮市，ⷳ望透過鄉鎮整體規劃，採

「一䫀式服務」作法，結合各部會㗉有補助資源，從產業輔導、人

才運用、基礎建設、資憸坴通、生活機能 5 大面向共同投入，以帶

動地方整體發展，減緩鄉鎮人口外流。 

成果效益部分，以 102-107 年 17 個示範鄉鎮人口及其所在縣

市之社會增加率，可見宜蘭⣖圍、㠪園觀柚、台中⏵里、ⰶ㝘㽕ⷅ、

㽵㸽㸽奦、憸門䂯ⶣ、連㱆北䫦等鄉鎮市區社會增加率仍為正。然

勌與各該示範計畫所在縣市之總體社會增加率，則可見包括㠪園觀

柚、台中⏵里、㽵㸽㸽奦、憸門䂯ⶣ、連㱆北䫦等案ὲ吸引人口移

入表現不如所在縣市整體平均；而南投埔里、⽗化田中、雲林奦垡、

嘉義㜛子、劘哕䑅䨾等鄉鎮，暽社會增加率為岇，然相較所在縣市

整體表現，仍為人口流⤘較緩和之地區。 

整體而言，無媽示範計畫所在鄉鎮之社會增加率檿ἵ，與其所

在縣市之社會增加率相㮻，仍有 7 處示範計畫表現較所在縣市整體

為；其餘示範計畫中，亦有 5 處社會增加率為正。由此ẋ⎰分析

可見，均衡城鄉推動計畫可能對地方產生人口吸引，Ἥ也因計畫執

行期間效果不易⽗顯，人口變化是␍確因本計畫而有所影響，仍需

長期且更細緻之觀⯆。就前開分析而言，僅可說明本計畫區位大致

䬍合人口成長⿒怆或外移較為和緩之地區，相關投資效益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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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至在地居民，亦䬍合打造二三級鄉鎮成為區域次核心目標。 

表10 均衡城鄉 17 示範鄉鎮社會增加率(102-107 年) 

社會增加率(�) 縣市尺度 鄉鎮尺度 
相較所在

縣市變化 縣市鄉鎮 102 年 107 年 
102-107

平均 
102 年 107 年 

102-107

平均 

宜蘭⣖圍 -0.22 -1.18 -0.37 1.35 6.75 1.83 移入較多 

㠪園觀柚 3.96 10.48 10.74 4.98 9.8 9.47 移出較多 

新竹竹㝘 8.68 7.43 7.13 -3.36 -5.24 -0.86 移出較多 

劾㟾後潴 1.34 -5.98 -4.48 1.46 -8.92 -7.28 移出較多 

台中⏵里 2.73 4.03 4.09 -0.11 3.93 1.24 移出較多 

南投埔里 -3.54 -4.84 -4.96 -0.07 -5.11 -3.45 移入較多 

⽗化田中 -4.74 -5.19 -4.90 -0.44 -6.45 -3.71 移入較多 

雲林奦垡 -2.11 -1.72 -2.67 0.67 0.63 -1.81 移入較多 

嘉義㜛子 -4.7 -2.23 -3.56 1.51 -1.4 -0.80 移入較多 

台南新營 0.42 0.07 0.15 0.7 -2.91 -0.30 移出較多 

檿暫㖾山 -0.41 -0.72 -0.58 4.63 -1.31 -1.04 移出較多 

劘哕䑅䨾 -2.17 -0.5 -1.32 3.77 6.58 -0.91 移入較多 

台㝘關山 -3.24 0.94 -1.72 1.08 1.26 -3.78 移出較多 

ⰶ㝘㽕ⷅ -4.21 -1.07 -2.78 -1.09 -4.73 0.04 移入較多 

㽵㸽㸽奦 14.82 3.79 8.73 6.64 6.87 6.02 移出較多 

憸門䂯ⶣ 58.4 9.45 29.58 11.95 10.42 13.73 移出較多 

連㱆北䫦 65.18 8.25 16.37 1.77 21.04 1.44 移出較多 
資料來源：本計畫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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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均衡城鄉示範計畫社會增加效益分類(102-107 年) 

分類 社會增加率為正 社會增加率為岇 

相較所在縣市 

移入人口較多 

� 宜蘭⣖圍 

� ⰶ㝘㽕ⷅ 

� 南投埔里 

� ⽗化田中 

� 雲林奦垡 

� 嘉義㜛子 

� 劘哕䑅䨾 

相較所在縣市 

移入人口較⯸ 

� 㠪園觀柚 

� 台中⏵里 

� 㽵㸽㸽奦 

� 憸門䂯ⶣ 

� 連㱆北䫦 

� 新竹竹㝘 

� 劾㟾後潴 

� 台南新營 

� 檿暫㖾山 

� 台㝘關山 
資料來源：本計畫統計 

3. 各縣市景觀總顧問與社區規劃師成果 

(1) 景觀總顧問輔導成果 

景觀總顧問係由都計、景觀、建築、土㜏等各項專業專家或學

者組成之⒏詢服務團隊。目的為藉由景觀總顧問的協助，提供縣市

政府最專業的建議，ῥ∐縣市政府或鄉鎮公所執行城鎮風貌計畫

時，⽾以ὦ各項建設計畫㒨有良好的完工品質，並䬍合城鎮風貌整

體型塑計畫的政策方針。 

依據各縣市提報資料，自 102 年起景觀總顧問團隊輔導執行

之城鎮風貌整體型塑計畫共 4311 件(含社區規劃師、景觀工程顧

問諮詢或審議、政策引導型提案等)，102 年度 813 件，103 年度

620 件，104 年度 783 件，105 年度 1141 件，106 年度 954 件。 

在效益方面，景觀總顧問之專業輔導團協助地方政府管㎎計畫

品質，並整合縣市內部資源，將縣市自庒特有文化䍏特性與地方特

色風貌發揮出來。著實發揮了專業諮詢、縣府不同Ⱗ處㩒項平台以

及建立縣府與鄉鎮公所之相ṹ對話管道。 

(2) 社區規劃師 

城鎮風貌計畫補助各縣市培育社區規劃師，而社區規劃師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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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駐在地社區，與社區居民長期ṹ動，培養情感並整合社區居民意

見，最後則∐用簡易工程施作，共同動手整理社區開放活動空間，

藉此有效擬具社區共識。且後續維護管理大多亦為透過社區居民對

恱環境品質的要求與自主意識下，進行維護恱公共空間設施，

可減⯸地方政府後續維護管理之岇㒻。 

社區規劃師自 102 年度起培育出 6,653 位社區規劃師，其中

102 年度培姺 805 位，103 年度培姺 1,434 位，104 年度培姺 1,711

位，105 年度培姺 1,421 位，106 年度培姺 1,282 位社區規劃師。

輔導處數方面，自 102 年度起共 1,876 處，其中 102 年度 328 處，

103 年度 360 處，104 年度 359 處，105 年度 435 處，106 年度

394 處。 

另外，社區規劃師案除帶動社區居民培養對恱公共空間的情

感與社區意識外，更透過雇用在地人才與ὦ用地方特色㜷料，參與

在地建設，由社區居民參與規劃、設計與施工過程，不僅藉此改善

社區公共空間環境，更可⼜顯在地美學，並進而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社規師的專業姺䷛是長期的，需要持續投注的，也因此，其成

效是能⤇持續累積，並不㖞的⛅饋至地方的㉧嗄傳㉦及整體發展

的。有鑑於此，各項的教育姺䷛除了對工程管理人員、業務㉦辦人

以及社區規劃師的媙程，當然也就是中央注重的項目之一。而此教

育姺䷛需注意是␍能合於在地的環境景觀，或選用合適的工法或㜷

料。而邀請傳統⌇師的實地教⁁或是將從前⎾培姺的人員參與來進

行傳㉦，將會是㉧嗄及經驗傳㉦的良好機會。然而更重要的是␍能

直接與地方的社區居民合作ṹ動，此Ḫ社造的本質。而勌能提供朹

年學子徻鄉或新移民進駐地方之工作機會，更是能⤇⹒助地方發展

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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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本道路建設計畫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之改善，Ḫ期藉由本計畫之落實，以達成都市各

面向機制之ṹ∐共㦕，然各項成果與效益並非一幛可及，主要仍須以此

計畫為實巷之基䟚，確實執行以成就具體之效益。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自 102 年推動以來，在都市環境上已

可實質感⎾到改善後的ὦ用效益，無形中也為城市帶來產業效益及昫加

價值。匙統計本部營建署自 102-106 年度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執

行之工程計畫成果效益（各縣市補助工程計畫案件成果效益統計表詳昫

錄一a昫錄五）。 

表12 市區道路改造成果統計數據 

績效指標細項 
人行道 

長度 

人行道 

面積 

人行道 

透水面積 

植栽▓

㜏數量 

綠地 

面積 

自行車道 

長度 

年度?單位 公里 公柪 公柪 㣜 公柪 公里 

102 年度 127.5 35.1 20.51 11,112 4.02 17.68 

103 年度 227.89 58.89 25.55 9,915 91.7 41.4 

104 年度 168.44 53.67 20.01 12,878 5.23 95.34 

105 年度 253.72 61.77 33.91 45,150 10.81 48.78 

106 年度 69.45 27.25 16.05 955 1.69 8.06 

總計 

（包括新增及改善） 
777.55  209.43  99.98  79,055  29.23  203.21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市區人本道路環境建設計畫歷年(102-106 年)執行效益報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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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市區道路改造成果統計數據分析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市區人本道路環境建設計畫歷年(102-106 年)執行效益報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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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造後的人行道總長度可以久台北市約 48 圈 

2. 從 102 至 105 年度改善及新增的市區道路人行道長度共計約

777.55 公里，平均一年增加 156 公里，以久行台北市 1 圈約 16

公里為計，5 年下來的人行道總長足足可久台北市 48 圈，是推

動人行空間改善的具體成果。 

3. 改造後的綠地面積約相當於 3.4 個大⭰森林公園 

4. 透過市區道路人行空間改善，102 至 105 年度新增加與改善的綠

地空間（尚不包括街道Ⱗ部或立面綠化）共約 209.43 公柪，5

年下來相當於約 1 個大⭰森林公園之面積，且 5 年以來種植 7.9

萬㣜▓㜏，綠化成果㕷然，所引發的環保與生態效益十足可觀。 

5. 栽植▓㜏及綠地面積可吸㔝之 C22 ⛡定量共計約 11 萬公♟

(1,138,392,000 公♟)，其減䢚效益上，相當於約 8 〉萬异

（80,771,392 异）小客車行槂一嶆中山檿怆公路之排䢚量 

6. 改造後的自行車總長度可以久日月㽔環㸽單車道 6 圈 

7. 本計畫已逐年推動建置⦌適之市區自行車道，補助成果更㐔接上

中央其他部會所建置的全國及地方ⱋ級的自行車道路網。102 至

105 年度改善及新增的自行車總長度共計約 203.21 公里，勌初

步估計以 2012 年 C11 䥏選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車道與 2017 年

㖬遊㐃尋網䫀 6N\VcanneU 推喍世䔳八大最美單車路䷁之「日月

㽔環㸽單車道」總長度 33 公里，本計畫改造後的自行車總長度

可以久日月㽔環㸽單車道 6 圈，具有一定的規模與長度。 



45 

 

三、效益達成情形 

(一)、屆期經濟效益及亮點 

1. 促進綠色城市發展 

本計畫藉由提升綠美化面積約 496 公柪、增加公園綠地約 425

公柪、㾼地(或生態㱇)面積約 112 公柪、種植▓㜏(約 7.9 萬㣜)，

並活用生態工法約 76 公柪改造㗉有環境等方式，改善我國城鄉環

境之綠色基盤設施㮻ὲ，為持續恨向綠色城市(鄉)之重要忻⽸。 

2. 強化城鄉昙災枳性 

除前開綠色基盤設施外，本計畫亦透過各類工法，增加透水拑

面面積約 69 公柪，並減⯸不透水拑面面積約 43 公柪，由都市設

計與景觀改造忻⽸，提升城鄉咫水保水能力，強化城鄉昙災枳性。 

3. 改善人本城鄉環境 

藉由增加或改善人行⽹步空間(約 118 公柪)、活化閒置空間(約

274 公柪)、活化河ⷄ水岸或海岸(約 167 公柪)、增加自行車道(約

203 公里)與人行道(約 777 公里)等方式，有效改善人本城鄉環境，

建構更為宜居之城市。 

4. 活化地區產業就業 

本計畫藉由改善城鄉建成環境，以及跨域整合、均衡城鄉等䶃

合發展計畫，最䴩創造約 1 萬個工作機會、增加約 706 萬觀光人

次。 

(二)、計畫總效益 

本計畫透過補助縣市政府整體規劃(競爭型)策略地區，或者針對實

際個案需求採行小規模修整改善(政策引導型)等方式，䶃合性提升補助

區位之景觀、昙災、連通、宜居等城鎮核心機能，為本計畫最主要之效

益，亦為後續應持續推動本計畫之關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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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良成果案ὲ彙編 

1. 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1) 賡續工程 

A. 臺北市：臺北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2Sen *Ueen 生活

友善空間 「松德療癒森林」 

� 傳景說明： 

本基地位於Ὲ義區松德路，屈山䙢山入口㖨，聯合

憒院松德院區，屬␚興次分區（松友里）與福德次分區（三

䉨里）ẋ䔳，㝘、南、奦三面全墒屈山包圍之三不管山党

地帶。Ὲ義⿒怆道路及㍞運䶒Ὲ義屈山䫀開通後，原屬恱

晙的該處成為進出Ὲ義計畫區的重要ẋ通、生活與休閒節

點。屈山親山步道的建構及松德院區的轉型開放，已成為

居民生活出入、䖬り家屬求娡㎉視及巶朹市民的重要路

⽸。 

� 計畫願景目標： 

「Ὲ義綠人」團隊推動「給臺灣㢔佬樹一個家」計畫，

∐用植物⇄偁社區向心力、創造新社區空間及意屈，㷘獲

傖定。䙢山步道㖨暀地改造點及第五院區後閒置空地，可

延續種植臺灣㢔佬樹，擴展綠化空間設置療癒⺔園，提供

社區居民、憒院䖬り及家屬、ⷦ民㛲友，Ẓ⎾愗近的森林

資源與五感體驗活動，Ⅳ顧都市生態永續之目的，成為療

癒場域新⅟範。 

� 推動情形： 

結合愗近社區與專業社例，打䠛数捽⃜⛡閒置空間，

建立社區園⛪及五感⺔園，進行地坪整理、空間重新規劃

以及植栽之種植。經過多年⊑力，已將院區改造成為生態

憒院，該院區有㢔佬㜏、生態㱇、生態療癒劘園、2 ⺎ⰲ

柩劘園、松德療癒森林等尷富生態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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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入優良案ὲ原因： 

� 納入醫師、志工、園藝治療師、病友、里民等社

區權益關係人： 

本計畫規劃過程整合了憒師、園嗄治療師、⾾工

活動等多元參與者，並由松德院區憒護人員、䖬

友，以及怘恱松友里、三䉨里社區居民參與認

養，䬍合本計畫補助社區規劃師之精神，發展與

社區的正向關係。 

� 多元用地取得策略： 

Ὲ義區土地⯟土⯟憸，用地取⽾不易。然本計畫

藉由容積獎勵提升居民參與意願，地區環境改造

及綠空間前進基地之綠美化值⽾鼓勵。 

� 從「硬體」到「五感」空間之營造： 

本計畫特殊之處，在於轉㏂傳統上較為⚛偬之憒

療空間為都市䦿境，並建立感⭿體驗區、ペ权

坐區、參園區；另結合⾾工活動，創造樂活養生

的社區園嗄，轉化精神專科憒院給人的⍗屈，表

達了本計畫鼓勵縣市政府從過往「䡓體工程」到

注重ὦ用者體驗之「五感空間」營造，䬍合本計

畫工程補助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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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松德療癒森林」賡續工程案施工前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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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晭ぐ圳生活軸䷁，水綠網路營造竹塹都市亮點 

� 傳景說明 

本計畫重新打開晭ぐ圳，並於恱發展具親水、樂

活、教育的水綠空間環境，並漸漸在城中心重新ẋ主一個

有水、有綠的竹塹舊埕都市亮點，以晭ぐ圳親水環境改善

來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啟動民眾自發性的關心環境品

質。 

� 推動情形： 

基地全長 800 公尺，改善㗉有人行步道，整合恱

環境串連，提供市民活動空間，增設街道家具與改善⤃間

燈光照明。 

� 列入優良案ὲ原因： 

本計畫重新打開晭ぐ圳，並於恱發展具親水、樂活、教

育的水綠空間環境，並漸漸在城中心重新ẋ主一個有水、

有綠的竹塹舊埕都市亮點，以晭ぐ圳親水環境改善來提升

市民的生活品質，啟動民眾自發性的關心環境品質。本計

畫列入優良案ὲ原因，主要係因其整體規劃考量了生態綠

廊、人本廊道、親水樂活、地區自明性，䬍合本計畫補助

精神，詳述如下。 

� 建構優質生態綠廊: 

透過晭ぐ圳的串連，有效連結三民公園、中央公

園及護城河親水公園等新竹重要生活綠地，建構

以綠核心為本質的街道環境，提供優質生態㣙ざ

空間。 

� 打造人本通學廊道: 

整合水圳恱通學步道，調整道路分配ὦ用ὦ之

補足與串連，增設機ㅉ車優先道，提供自行車騎

ḿ，確保人車分道之落實，提升人行及街道購物

的空間品質。整合街道家具，營造䩦透㷬新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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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提升人本ẋ通環境特質。 

� 再造親水樂活、逛遊街道: 

尷富資源水與綠，峍予多ⱋ次的親水、峅水步

道；優質的人文環境特質型塑多樣的活動型態，

建構以晭ぐ圳為重點的親水、樂活街道，與城

商圈、舊城區、恱社區連結，再造新竹市區生

活軸䷁。 

� 打開隆恩圳生活軸線，水綠網路營造竹塹都市亮

點: 

㉥⛅水路相連的網絡Ɛ除了㝘門大排之外，新竹

市恫分佈許多水圳。今日人Ὸὦ用水道的態度正

在改變：增加都市內水面面積、打開墒加蓋的水

道、連接㗉有的水網，是創造優質都市生活的必

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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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水綠網路營造竹塹都市亮點」賡續工程案施工前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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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竹市：新竹公園百年大道環境再造工程 

� 傳景說明 

新竹市「新竹公園」，位於新竹䁒車䫀㝘北方約 1 公

里處，依歷⏙姿廰，㗐期作為竹塹城民眾基本遊憩空間

外，日治時期更是自治會館、地曮觀㸓䫀及光⾐後空庴檿

級庴⭿䜞凴之場所。一直以來是新竹民眾所▃的休閒活

動區域，不媽是內部空間㠣Ⱗ或外部園林景觀環境，⠑稱

城市綠㴙及歷⏙姿㆝的重要場域。 

新竹公園在發展上歷經了許多過程，從最開始的綠地

公園，到後來的晟續加蓋，⮦凴、博物館、體育場䔁至⬻

⻆等等，各設施類型的不同，造成園區過去缺乏整合，ὦ

全區各資源規劃不統一且不連續性。園區內有許多具歷⏙

價值的館凴，過去缺乏明確的目標方向，造成整體空間不

協調，無法有效∐用歷⏙建物之價值。遭環境也缺乏長

期性考量，顯⽾與圍空間無顯著連結。 

為提檿新竹市發展定位，重新定義新竹公園至十八尖

山範圍之觀光䡓體設施，建構百年公園的永續，以䬍合現

代民眾需求及都市發展需要，結合親子、觀光、國際、文

創、䍏特性的概念下，以生態偁落為基，文化歷⏙為軸，

藉由改善水質、建構路⽸、䡓體設施減量等步橆，提出「新

竹公園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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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新竹公園百年大道環境再造工程計畫願景及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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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願景目標 

本計畫位於新竹䁒車䫀㝘北方約 1 公里處，北經車䫀

可達市中心舊城區、南接十八尖山等休憩地區。銜接串聯

人文與自然，主要實施範圍涵蓋麗㱇、公園、歷⏙建築例

與人行步道環境等。本計畫主要實施範圍為百年大道主要

入口階㢖廣場，為新竹公園正入口動䷁的入口意屈，同時

也為麗㱇、公園、歷⏙建築例與人行步道環境的主要軸䷁。 

藉由本計畫的規劃提出新的空間城市定位及設計核

心，「新竹公園再生計畫」提出「麗㱇園林空間計畫」、「ℹ

䫌㎉䴉園區計畫」、「百年大道計畫」及「全區步道系統改

善計畫」4 項䡓體子計畫。以遊憩資源跨域整合，提升㖬

遊環境品質，主題式的觀光亮點行銷和振興地方經濟為目

標，打造出具國際級的觀光場域。 

� 列入優良案ὲ原因 

本計畫新為新竹公園再生注入第一㳉的綠意及活

水，也串起新竹後䫀到新竹公園間的綠帶動䷁，未來暏著

各分區計畫晟續完成開放，ⷳ 冀帶動新竹公園更多發展⤸

機與活化，打造新竹公園觀光亮點。 

� 歷史記憶之延續與新生： 

「新竹公園」建於奦元 1916 年，一直以來是新

竹民眾所▃的休閒活動區域，不媽是內部㠣Ⱗ

或外部景觀環境，均⠑稱城市綠㴙及歷⏙姿㆝的

重要場域，和台灣其他各地都市公園相㮻，當時

新竹之都市規劃發展可說是領先其他區域。 

� 恢復麗池園林景致，提升公共設施環境： 

「新」與「舊」的坴合，讓公園景觀⛅㭟原有歷

⏙建築風貌，並峍予友善對應空間。人文歷⏙與

新生活力的共⬿共㦕，打造百年公園再生面貌。 

� 結合在地意象，再現百年風情： 

打除原主入口廣場大䈭面，新建大階㢖廣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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䫖景。⼎形䈭展現新竹風的意屈圖樗，採用黃色

系推䟳䟚䈭面，創造出整體入口⍗屈，延續新竹

㫢劘景觀，創造可親近的㫢劘坡，讓遊客可在㫢

劘⭊節，∐用不同檿度㬊峅㫢劘之美，再現銜接

人文與生態的百年大道。 

� 以人為本之園區動線系統 

藉由良好的人行串聯動䷁將新竹公園、十八尖山

及恱學區串聯，透過ょ閒優質的步行環境，提

供市民、遊客完善的服務設施。期望藉由人行動

䷁規劃及優質的步行空間改善，提供全區無障礙

環境設計，∐用㖃坡道的方式串連各據點。園區

散步道主要採土黃與䣁紅色系的有色水㳌為拑

面㜷質以坴合整體自然景觀。入口大階㢖㖨設計

㖃坡道，提供民眾友善、凹適且⭰全的步行環境。 

 

 

圖 18 新竹公園百年大道環境再造工程改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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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公園新護城河綠廊帶 

� 傳景說明： 

本計畫係執行「宜蘭舊城再生整合計畫」之近程亮

點，也銜接 99 年競爭型城鄉風貌的整體規劃。 

� 計畫願景目標： 

透過護城河重新打開，增加中山公園的開放性及生態

性，並銜接宜蘭䁒車䫀、蘭城新月至宜蘭河串聯起

來，建構都市內重要水綠廊帶及生態巚ⳝ，成為當地

居民ㅉ活的⁌⺞步道。 

� 推動情形： 

105 年 11 月 4 日開工，於 106 年 9 月 12 日完工，

工期共 240 天，因農㚭㘌節至元⮜節䥨㋽期、管䷁

遷移及道路開㋽許可嬰展延 72 天，也包含三次查核

䔙等及兩次䝊導。主要工項包含、觀景、置前及設

植栽及機電工程，其中以䮘涵開㋽、新增河道及㺃㺸

㢖為本工程亮點。過程中，施作區域為䛨道路面，除

道路⭰全問題，開㋽面下方有台電電力設備及自來水

等管䷁，於開工前即⏓集各管䷁單位進行會⊿，為整

合各管䷁單位遷移作業時程及ẋ維計畫䥨㋽期，而影

響工程進行，經多次與管䷁單位設計人員於現場會

⊿，說明管䷁可遷移位置，並持續忤幋後續設計及施

工期程，積極聯乒協調各單位進行遷移作業。完工後

居民及遊客反㘇良好，平日遊足駐䫌⭐小大有䙭日

樂，樹晗下也為年長者提供足⤇的⺎㣬位置。 

� 列為優良案ὲ原因： 

� 落實水韌性都市理念： 

打開都市水空間，以綠建㜷增加都市的透水性，

達成治㴑及調節功能。 

� 建立都市水綠廊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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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田中央維管㝆計畫，建立都市的水綠廊帶、

生態巚ⳝ等都市生態性。 

� 融入在地生活的通勤通學廊帶： 

與恱㠈園整合，建立凹適通學廊帶。 

� 整合在地團體，強化地方自明性： 

市公所結合在地社區組主、相關嗄文團體，強化

地方文化性活動，以及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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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宜蘭市中山公園新護城河綠廊帶現況 

 

圖 20 宜蘭市中山公園新護城河綠廊帶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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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域整合 

A. 嘉義縣：故宮南院嘉義田園城鄉計畫 

� 傳景說明 

為徵接故宮南院開館百萬觀光人㽕，本計畫將∐用嘉

義奦⁛各鄉鎮資源，統整後依「田園城市」為發展概念，

導入整體計畫，創造出「故宮南院、嘉義檿搜、嘉義縣治

中心」共構主核心。並㉱愗近相關都市中心，納為次核心

發展。結合各景點與魅力社區，打造一個田園城市模型，

以求「三生均衡發展與共㦕」之目標。 

㉦乣嘉義縣「田園城市」及 3C(eco-cLW\、

cUeaWLYe-cLW\、VPaUW-cLW\)城市炶灵，結合故宮南院䍏特

性，打造徵接故宮南院百萬遊客的計畫布Ⱗ。本計畫區未

濿將以五大主軸為推動策略與行動計畫，包括觀光遊憩整

合系統、瀏色ẋ通系統整合、建構田園城市基盤(生態)、

營造ἵ䢚社區(生活)與產業加值(產業)等，並由五大主軸

發展場生出各主軸之烚動策灈計畫，共同打造出故宮南院

嘉義田園城鄉。 

� 計畫願景目標： 

本計畫預期成效與願景包括業者輔導、經濟發展、節能減

䢚、空間改造、跨域整合等五大部分，㔿述如下。 

� 業者輔導： 

業者輔導預計輔導業者達 200 家，包括餐飲、

ἶ⮦、商家等不同產業類別的輔導協助，期望透

過故宮南院的進駐能同步帶領恱地方產業的

發展。 

� 觀光效益： 

經濟發展透過故宮南院所帶來的百萬遊客量，預

估將帶來 15.45 億元觀光產值。相關服務業將帶

動相關產業之發展，其經濟效益ḿ數約

1.8a2.4。在此以保⭯ 1.8 ῴ計算，則將帶來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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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效益為�15.451.8 27.81 億元。依⋅動

人口㮶年平均產值為 137.5 萬元計算，27.81 億

元產值，相當於 2,202 人的就業人口產值。 

� 綠色運弟： 

節能減䢚透過接榨ⷛ士、觀光ⷛ士、自行車䧆岪

等綠色ẋ通運具的建置，預估前四年將能達到減

䢚 11,747.54 ♟，等於 815 㠑▓㜏 40 年⛡䢚

量；另透過各計畫的綠化空間的營造，將能達到

9,141 ♟⛡䢚量。 

� 空間改造： 

空間改造預計本區未來可增加綠地面積

15,235P2、自行車道長度 17,345P、人行空間

14,356P2 等，提供友善人行及自行車環境。 

 

圖 21 嘉義縣故宮南院嘉義田園城鄉計畫願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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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入優良案ὲ原因： 

依據本計畫整合補助要點，本計畫具備以下跨域整合特

性，： 

� 跨產業： 

本計畫包含農業、工業、服務業、社區產業及多

元產業園區等多元產業發展建議，ⷳ 望透過跨產

業的思維，全面帶動經濟發展。 

� 跨運具： 

藉由公共運弟運具、䦨人運具、䲽搜、步行及自

行車等多元運具的系統網絡建置，能⤇滿足各類

型ὦ用者的需求，也ⷳ望透過大眾綠色運具的建

構，能⤇逐步減⯸䦨人運具的ὦ用，達到永續ẋ

通的目標。 

� 跨地域： 

本計畫除了ⷳ望藉由故宮南院帶動恱地方發

展外，亦ⷳ望將故宮南院的國際觀光效益推廣至

愗近縣市及鄉鎮，往㝘能連結至大昦里山遊憩

帶、嘉義市遊憩區，往奦能由布塲地區連結至㽵

㸽地區，往南則可至台南台㱆國家公園及㿘海遊

憩資源等。透過區域ẋ通連結、觀光套䥏的規

劃，能ὦ雲嘉南地區能共同發展。 

� 跨單位： 

計畫區內因䉤㵰不同土地開發、產業發展，在計

畫推動時將㵰及嘉義縣市政府、地方代表、故宮

南院、台灣檿搜公司、台䲽、客運業者、民間企

業等公䦨部門的協調及合作。透過良好的跨單位

平台會議，能⤇讓計畫持續柭∐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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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嘉義縣故宮南院嘉義田園城鄉計畫跨域整合內容彙整 

發展面向 發展目標 主要行動(分項)計畫 

觀光遊憩

整合 

故宮南院

遊客需求

滿足 

哾埕文化園區文化景觀保⬿維護及再∐用計畫 

歷⏙建築調查研䩝、修⾐及再∐用計畫 

哾埕文化園區再發展計畫 

綠色ẋ通

系統 

公共運弟

引導城市

發展 

168 嗄堺綠廊計畫 

故宮南院恱自行車系統計畫 

田園城市

基盤 

都計區永

續環境的

營造 

核心區都市設計㹽則整合計畫 

變更嘉義縣治都市計畫 

永續社區

營造 

舊有偁落

ἵ䢚永續

發展 

㝘勢⯕ἵ䢚永續傳統偁落再生計畫 

大㧡㥻ἵ䢚永續傳統偁落再生計畫 

工⻇村ἵ䢚永續傳統偁落再生計畫 

產業加值 多元產業

園區設置

開發 

嘉義縣䲽搜創意生活產業發展計畫 

嘉義樂活有機農園專區 

嘉義縣⾕型文化創意園區 

 

圖 22 嘉義縣故宮南院嘉義田園城鄉計畫主要分項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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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檿暫市：鳳山綠都心Ɛ鳳山舊城區再發展計畫 

� 傳景說明： 

䶃觀歷⏙的傳景與僯絡，優⎁的農業生產體質發展出

來庴事昙⭯的必要性與商業的強䂯性㠣，ὦ⽾鳳山區墒選

㒮發展成為古鳳山縣的核心區位，這傳後有其戰略及空間

條件上的考量。在日本政府的治理下，鳳山的區域定位開

始轉型，ㅉㅉ解下作為南台灣治理核心的妹色。並且在近

百年都市化的發展下，一直在㉥尋城市發展的出路，這壈

面包含城市產業、經濟、空間、文化城市發展的各項◾婍。 

在⻦一世紀，鳳山區目前正面减著進入新的時代所帶

來的許多媙題，在檿暫都會區發展的外部影響與鳳山內部

作為前檿暫縣政治與文化中心的各項力量㓥動下，造成㒨

㓇、品質⤘㎎的都市發展現況。這讓鳳山同時是前檿暫縣

的行政與文化核心，⍢也是檿暫都會區發展的恱晙。這種

中心與恱晙的䟂䛥性㠣對於㒨有尷⎁人文䳲理、行政服務

機能與生態資產的鳳山區在景觀發展上是一大挑戰，而在

縣市合併後如何將㗉有發展䳲理，人口⮭集、綠地開放空

間⚛重不足、人口數達 34 萬人之行政區，透過跨部門之

整合性計畫，將㗉有功能相近公共設施可予整併，並透過

舊城區內㗉⬿文化景點及藍綠帶串聯，提供都市空間調整

⤸機，營造友善人行空間之宜居城市，是目前㬙求的解䬻。 

� 計畫願景目標： 

民國 99 年縣市合併後鳳山成為檿暫中心點，近年中

央及市府相乣投入許多資源改造鳳山環境，包括 97 年完

工通車之㍞運、100 年完工之塂㭍營都會公園、101 年完

工營運大㝘嗄文中心、預定 104 年即將完工啟用之塂㭍

營嗄堺文化中心以及 106 年完工的搜路地下化工程等，

ẋ通設施、文化資源逐漸完備，生活機能，是近 3 年來

檿暫市㈦市ẋ易最活絡之行政區，加上其優嵱之地理區

位，成為吸納年輕人口進駐之重要潛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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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規劃地點鳳山舊城區位屬鳳山區核心，為鳳山

最㗐發展之地區，具檿度之歷⏙價值與人文特色，ッ因㗐

期開發時街道䋠小且公共綠地空間䕀設不足，致居ἶ環境

品質難以提升。為改善此一情況，市府近年來積極結合㍞

運與水岸恱土地，增設綠帶與友善自行車道系統，如「㛠

公圳景觀再造計畫」、「鳳山溪㲦岸水環境營造計畫」、「公

共自行車計畫」等，以憲出更多綠地空間，並紓緩街道之

㒨㓇；此外，亦加強檢討㗉有功能相近之公共設施，重新

定位服務屬性與對屈，並就設計不良及不合ὦ用需求者加

以改善，以提升其ὦ用效益，期建構鳳山核心區為充滿綠

意及實巷綠色生活之綠都心。 

歷經多年⊑力，相關計畫已獲初步成效，鳳山舊城區

亦明顯增㷢綠意，惟因⎾昷於財源，仍有多項計畫Ẇ⽬推

動，如「㛠公圳景觀再造第六期工程」、「運動園區再造」、

「鳳山溪㲦岸自行車道節點提升」等，適怉內政部推動「城

鄉風貌型塑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與上述計畫整體推動意

旨相近，爰重新檢視地方需求，整合中央與地方相關資源

與建設後提出本計畫，並以串聯㗉有景點及藍綠帶系統，

提升舊城區之生活、遊憩、購物等活動之空間質感，營造

更具魅力之鳳山綠都心為本計畫目標。 

� 列為優良案ὲ原因： 

� 加強水岸與綠地空間之補強與串聯： 

逐年改善㗉有公園綠地，旉建都計公園，透過都計檢

討變更增加公園綠地面積，並以類綠地空間或水岸予

以連結，讓有昷空間發揮最大效益，近 5 年已投入約

1.3 億元新旉及改善公園綠地，後續⽬投入者包含鳳

山體育場、㛠公圳水岸、鳳山溪㲦岸公園節點等。 

� 建構綠色交通網絡，促進綠色生活實現： 

運用連結之綠地空間與水岸，建構人行與自行車路廊

以連結㍞運車䫀、學㠈、市場、公園、⏙蹟等生活與

休閒節點，建構⭰全且環保之ẋ通網絡，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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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䁒車、公車、文化公車與公共自行車，提供多元

之大眾運弟選㒮，以促進綠色生活之實巷。 

� 建構多元移行方案： 

增旉道路以岒通本區南北ẋ通動䷁，㐔配多元之大眾

運弟選㒮，昴ἵ舊城中心㗉有道路岇卞。 

� 整合特色商店街，創生地方活力： 

成立商圈組主，共同合作提升商圈品質及競爭力，以

滿足各式購物需求，增加遊怂樂嶊。 

� 型塑地區自明性，發展觀光資源： 

歷⏙古城恡巈尷富，故事性十足，可㐔配美食與文化

觀光景點，規劃多種套壄遊程，吸引外來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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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動情形： 

表14 鳳山綠都心-鳳山舊城區再發展計畫推動情形 

分項計畫 部會別 

補助計畫

名、年度與補

助經費˩單

位：元˪ 

辦理情形 

˩請㐿述重

點工作內

容，250-300

字˪ 

具體績效值 

˩㐿述可量化具體成

效，150 至 200 字˪

（含優良案ὲ圖） 

㛠公圳第六

期計畫 

內政部營建

署            

(都計組) 

城鎮風貌型

塑整體計

畫、104 

a105 年度、

20,790,000

元 

已結案 1.綠美化面積增加

9,046 Ы 

2.提升綠奭率 62� 

3.增加公園綠地(或開

放空間)面積 5,587 Ы 

4.增加透水拑面面積

2,223 Ы 

5.河ⷄ水岸或簡易整

理美化面積 723 Ы 

運動園區營

造計畫 

內政部營建

署      

(都計組)    

城鎮風貌型

塑整體計

畫、105 

a106 年度、

40,128,000

元 

提案名稱為

「鳳山體育

園區整體設

施及景觀改

善工程」已結

案 

 

鳳山運動園

區設施改造

計畫 

教育部體育

署 

運動設施組 

教育部體育

署          

「改善國民

運動環境計

畫」、105 年

度、

180,000,000

元 

  

八Ề公園景 內政部營建 城鎮風貌型 已結案 1.綠色內含㮻ὲ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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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 部會別 

補助計畫

名、年度與補

助經費˩單

位：元˪ 

辦理情形 

˩請㐿述重

點工作內

容，250-300

字˪ 

具體績效值 

˩㐿述可量化具體成

效，150 至 200 字˪

（含優良案ὲ圖） 

觀改善 署             

(都計組)    

塑整體計

畫、104a105

年度、核定經

費

13,860,000

元 

2.綠美化面積 18,364

Ы 

3.提升綠奭率 73� 

4.增加公園綠地(或開

放空間)面積 17,684

Ы 

5.增加或改善人行⽹

步空間面積 5,721 Ы 

6.減⯸不透水拑面面

積 3,557.6 Ы 

鳳山區鳳山

溪及㛠公圳

藍帶自行車

道修丼工程 

教育部體育

署 

運動設施組 

教育部體育

署          

「自行車道

整體路網串

聯建設計

畫」、

104a105 年

度、

6,700,000 元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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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均衡城鄉 臺南市：創益。新營 臺南市新營區整合建設計畫 

� 傳景說明： 

自民國 100 年臺南市縣市合併後，大新營地區(新營、後

⢨、䙤河、湤水、㟚營、㝘山等區)仍持續發展，市府於

本區的建設從未櫭ㆯ，推動包括嗄堺園區及轉運中心(新

營)、月㴌㸖風取再現(湤水)、德元埤卞蘭村和⤑⺞有機農

業專區(㟚營)、臺灣蘭劘生㉧園區㋂商(後⢨)等創新及延

續型計畫，䔁至是運用台䲽用地積極設置農業博物館等。

Ἥ從臺南市 103 年主計處資料顯示，大新營地區從 100 

年縣市合併升㠣後，人口⾕⸬減⯸，100 年計有 207,194 

人，至 103 年 4 月則減為 203,533 人，社會增加率呈

現岇成長。本計畫係依內政部「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

所提計畫，本市大新營地區近 10 年面减人口外流及俨

化，區內產業亦面减轉型與調整，故本計畫ⷳ望透過鄉鎮

拔尖及中央計畫型資源整合，落實城鄉均衡發展，吸引國

人移居非都會之新營區，發展富麗農村、型塑風情小鎮，

提供再振興之機會。 

 

圖 23 臺南市新營區整合建設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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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願景目標： 

本計畫期望在 10 年後(2024 年)，能將新營提升為大新營

地區的發展中心，以新營區為核心 4 年期先發展產業及觀

光服務機能，重點打造嗄創偁落及觀光服務核心之推動執

行。後 6 年期逐步推展大新營區之總體空間發展，持續整

合㗉有恱各區空間、產業、文化特色，積極強化區域空

間連結與閒置空間活化改造。計畫願景為： 

(1) 大新營地區成為南台灣均衡城鄉發展的範ὲ 

(2) 新營區發展為具㵯費㖬遊吸引力的中心 

(3) 愗近的塂㘆市街與偁落成為機能充實具農鄉特色的生

活基地 

 

圖 24 臺南市新營區整合建設計畫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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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台南市新營區 SWOT 分析 

6WUengWK(優勢)  :eaNneVV(⊊勢) 

61. ẋ通可及性檿(檿怆公路、搜路)。 

62. 基礎建設嶏向完善(過去為市政

中心)。 

63. 多閒置公有空間�土地。 

64. 地方人力充㲂(臺南設計創意科

系多)。 

65. 地方1*2 及民間組主積極參

與。 

:1. 㬇缺生活創意特色 

:2. 㬇缺嗄堺人文及展㻻(示)空間及

實驗刅臺。 

:3. 㬇缺商圈及農村產品特色展銷

平臺 

:4. 㬇缺創業資源及人才引入。 

2SSoUWXnLW\(機會) 7KUeaW(威脅) 

21. 新世代的投入(新農人、臺南築

妹、駐村創作者)。 

22. 新產業的嶏勢(動㼒、影視、有機

農業、客壤化嶏勢、俨新生)。 

23. 文化嗄堺多樣化(築妹空間創

作、美濦柚濦中心、美堺館)。 

24. 社區農村ἶ民⾐䔍新力(農村社

區自發性⾐䔍整合)。 

71. 大新營人口塗退情形並未減緩。 

72. 舊市中心人口俨化、面小、⯸

空地、多為䦨有財，難重建。 

73. 大型公有、產業閒置空間，未引

入新產業轉型。 

74. 恱地區農村觀光㖬遊，無法引

導入市區⁃䕀及㵯費。 

75. 產業㬇特色品䈳烔展(展現) �推

動方向，人口進不來，建工⻇，亦

㱹人工作。 

� 列為優良案ὲ原因： 

� 以特色的藝文、觀光等活動（動漫），吸引大新營區

的外來活動人口—行銷城市的宜居特色、促進服務產

業投資： 

臺南市長指認新營䲽⻇為六大指標建設之一，發展

「動㼒及傳統產業園區」，並同時指認新營南䀂綠都

心發展「嗄堺文化園區」。讓新營䲽⻇成為台灣動㼒

中心 7aLZan AnLPaWLon and CoPLc CenWeU 

(7ACC)，作為臺灣故事的起點。臺灣動㼒園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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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統䰳臺灣動ㅉ發展戰略之臺灣動㼒中心相關設

施、活動與專業服務㉝植動㼒產業發展之外，動㼒畫

之親子、朹㘌與家⺔調性也預計提供民眾一個休憩、

教育、遊濦體驗的場域。%2%(%XVLneVV Wo %XVLneVV)

動畫產業掯之商業產業偁落 %2C(%XVLneVV Wo 

CXVWoPeU)動畫產品弟出與民眾參與。除了動㼒外，

傳產發展亦是重要的一環。食⭰風㚛後，有機農業䛂

行，如南䴀社區、⤑⺞有機農業專區；發揮新營地域

優勢，發展為大新營社區博物館的共同展示平台與行

銷中心，發揮產業例偁效益，提升產業質與量。 

� 結合臺南市豐沛人力資源，引入動漫及文創/新創相

關產業工作，活化閒置的產業及公共空間： 

結合臺南市尷㲂人力資源，包含數位、視妡、媒體、

動㼒、嗄堺、產創、設計≮相關科系之 11 㠈(國立臺

南大學、山科㉧大學、長㦕大學、臺南影用科㉧大

學、南㦕科㉧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南嗄堺大

學、台灣首府大學、興國管理學院、恇㝘科㉧大學、

南臺科㉧大學)、共 40 系、20 所，㮶年䕉業 1800

位學生，本計畫遭愗近 6 所知名大專院㠈如成功

大學、南臺科㉧大學、臺南應用科㉧大學、山科㉧

大學、南㦕科㉧大學及國立臺南嗄堺大學，與新營社

區大學可與市府⮭⇮產學合作。新營社區大學(㝘山

路 11 號)為北臺南的重要社區大學，學區包含新營、

湤水、䙤河、㝘山、後⢨、㟚營等六區，歷經七年辦

學。社區大學讓一刓民眾都有機會接姟與Ẓ用；同時

意嫩知識必須巚儒㛟本與㷬媮，進而轉化為改造社會

的行動力量，促成公民社會的實現。 

� 持續推動優質城市建設與扶植在地產業與街區改

造，整合周邊各區共榮發展： 

提升新營區在地傳統產業，推行食創農小、集市日

產地直銷計畫、㉝植商業區百年俨，整合大新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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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共㦕發展。 

� 具跨域整合，且整體執行情形良好： 

本計畫整合了內政部營建署、農委會、ẋ通部觀光

Ⱗ、ẋ通部公路總Ⱗ、ẋ通部搜道Ⱗ、塂福部社會及

家⺔署、經濟部㉧堺處，廣㳂涵蓋了空間營造、ẋ通

改善、農產六級化、中小企業發展，以及社會照護等

多元面向，䬍合均衡城鄉推動計畫以建構次城鎮核心

目標。 

同時，本計畫共 16 項分項計畫，僅 1 案(㟚營䁒車䫀

前整體動䷁及轉ḿ設施改善作業)因兠地不足，經檢

討後㒋案外，其餘均執行良好，顯示市府具有相當之

對內對外溝通協調能力，䬍合本計畫核心理念。 

表16 臺南市：創益。新營 臺南市新營區整合建設計畫分項計畫表 

補助單位 補助計畫 申請分項計畫 

內政部 

營建署 

營建署城鎮風貌型塑整體

計畫 

綠ⷄ步道系統串連計畫 

搜道地景公園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

畫 

䲽搜新岸䷁自行車道工程 

䲽搜長短樹䷁及土⺒自行車道工程 

臺南市新營區縣治怘恱道路景觀及人行⽹

步空間改善工程�三興街愗南新國中⁛人

行空間改善 

農委會 

農村再生計畫 新營農村文化體驗㖬遊計畫�建置並強化

臺南市農村小㖬遊計畫機制 

新營農村文化體驗㖬遊計畫�農村再生食

創集市日 

ẋ通部 

觀光Ⱗ 

台灣好行服務升級計畫 新營觀光公車營運計畫，打造新營為㖬遊

服務核心 

ẋ通部 

公路總Ⱗ 

公路公共運弟提升計畫 新營區客運轉運專用區轉運䫀新建工程規

劃設計 

生活圈道路ẋ通系統建設

計畫 

臺南生活圈道路計畫-市道 172 ䷁⭰溪⯕

至䙤河區㊺⯓工程�道路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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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單位 補助計畫 申請分項計畫 

塂生福∐

部 

社會及家

⺔署 

公益⽐∟⛅饋憸補助辦理

公䦨協力㈿⬗中心及㈿育

資源中心計畫案 

親子館計畫 

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日間照顧中心計畫(㗉有館凴) 

建立社區照顧關㇞據點實

施計畫 

㙕設社區照顧關㇞據點(強化俨人預昙性

照顧服務) 

經濟部㉧

堺處 

經濟部地方型 6%,5 計畫  臺南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

型 6%,5、全市性計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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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規劃師£107 年度雲林縣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 

(1) 計畫目標 

本期計畫，雲林縣有別過去單點式䡓體施作，以「F81 㼒

雲林」為主軸，結合雲林縣政府年度施政重點，並因應氣候

變遷、永續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友善空間營造等為核心概

念，提出社區範圍內自然與人文景觀之整合性、修補性及串

連性提案，改善社區妹落綠美化、公共生活空間、生活節點，

以逐步達成地方振興目標。 

(2) 年度主題與推動情形 

A. 社區遊程規劃 

以社區故事、產業整合、䦿境開發為主題。經社區 PK 賽

第一階段總計 17 個社區獲核定，其中以社區產業整合、

推廣社區故事為主題者最多，總核定補助憸額約 102 萬

元。第二階段㘰級社區共五個，總核定補助憸費約 155

萬元。 

%. 社區環境營造 

以環境綠美化、俨人照護、全潈環境為主題。第一階段總

計 44 個社區獲核定，其中一半以環境綠美化為計畫主

體，其次為全潈環境與俨人照護，總核定補助憸額約 220

萬元。第二階段㘰級社區共 14 處，總核定補助憸額約 294

萬元。 

(3) 㮴曅帶小曅、促進良性競爭的社區 PK 賽 

雲林縣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透過兩階段之社區 PK

賽，就前開兩類主題中各自選出㘰級社區，再選出年度優

⋄社區。兩類主題年度獲獎社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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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107 年度雲林縣社區 PK 賽獲獎名單(節錄) 

組別 名次 鄉鎮 社區名稱 

遊程規劃組 

1 元長鄉 長北社區發展協會 

2 厦㠷鄉 樹ẻ党社區發展協會 

3 奦垡鎮 埤頭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營造組 

1 古坑鄉 古坑社區發展協會 

2 四㸽鄉 合子⯕城鄉發展協會 

3 二ⴀ鄉 ⴀ奦社區發展協會 
資料來源：整理自，雲林縣政府「107 年度社區規劃師成果報」 

(4) 亮點成果展示£雲林縣古坑社區發展協會 

A. 整體執行評估 

基地位於 106 年度施作點㖨，配合關㇞據點，ὦ用性檿。

施工手法細緻，配合上年度婐作之古坑客廳，具社區特

色。㮶㘆期䙭有社區長者前往上媙，ὦ用率檿。 

%. 國家級的社區客廳 

雲林縣古坑社區規劃師考量在地缺乏適宜長者ὦ用之地

點空間，即透過社區發展協會，㉦䧆社區內閒置建築，並

依據地形、ⰲ況、動䷁規劃、建築造型、環境色⽐等加以

規劃改造，最⑤名為古坑客廳。後續，更擴大整理古坑客

廳㖨之閒置小ⰲ，並獲⽾ 107 年第十屆社區規劃師駐地

計畫 PK 賽憸獎。暏後，古坑社區發展協會獲⽾檿暫建築

學會評鑑，㦕獲 108 年建築園↝獎，社區理事長並獲總

統府⏓見鼓勵。目前，古坑客廳已是社區居民最偁會的

地方。 

C. 在地特產結合空間營造的成功整合 

古坑客廳不僅成為社區偁會核心，目前該空間也結合了地

方特色產業⑽╈，推廣植物⑽╈㞺媙題，並逐漸變為社區

特色產業，也成功結合了社區營造與觀光行銷整合，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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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社區打造䍏一無二的街妹館。除古坑客廳外，目前尚有

蕭家露天菸樓展示館、危新∐建築模館、昕㦕助山Ⲛ㔄影

館、⥝㲠ⷛ士等。在地特產結合空間營造案ὲ，展示城鎮

與社區創生的成功連結。 

 

圖 25 古坑客廳 

 

圖 26 蕭家露天菸樓展示館 



78 

 

4. 市區人本道路環境建設計畫 

(1) 102 年度完工案ὲ㐿錄 

A. 基晭市中正區田⯕河恱環境整體改善工程 

 
%. 臺㝘縣㱇上鄉⿇⭄路人本ẋ通環境建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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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年度完工案ὲ㐿錄 

A. 新竹縣關奦鎮關奦鎮公所㨅䳷人行環境改善工程 

 

%. 南投縣匰ⱖ鎮㕍和國小恱通學步道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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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4 年度完工案ὲ㐿錄 

A.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重晤路-⿇⭄路)人行道及昫屬設施改善

工程 

 

%. 新竹市㝘區建功路通勤通學步道縫補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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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5 年度完工案ὲ㐿錄 

A. 劾㟾縣劾㟾市建功國小通學步道串聯計畫工程 

 

%. 新北市㝦㨲區四ⷄ路( 館前㝘路- ⿇⭄路) 人行道及昫屬設施

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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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示範計畫 

路段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基本資料 

高
雄
市
博
愛
一路

94

號

 

   

施作長度(公分) 418 

⮋內與騎樓檿差(公分) 5 

騎樓相對檿差(公分) 0 

人行道與騎樓檿差(公分) 2 

原現況地坪㜷質 
磨 䟚

子 

設計型式 �4 

台
中
市
林
森
路

229

號

 

   

施作長度(公分) 960 

⮋內與騎樓檿差(公分) 0 

騎樓相對檿差(公分) 0 

人行道與騎樓檿差(公分) 0 

原現況地坪㜷質 
磨 䟚

子 

設計型式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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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遭遇困難與因應方式 

一、依「公共建設計畫審議、預警及退場機制」期程屆期時經列為紅、

黃燈之計畫，請說明預警建議事項研處情形 

為䝊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各補助案件之工程案件進度及改進預算執

行不之情形，本部營建署研擬以下有效管理機制，ῥ改善預算落後及提升

計畫品質之情形： 

(一)、透過「事前審核、定期忤幋檢討、實地訪視」等積極管理機制，提檿

計畫執行成效： 

本部營建署㮶月⏓開「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管考會議，逐案忤

幋各補助計畫執行情況，積極與相關單位（機關）協商處理，針對執行

進度落後案件，請地方政府研提嵼工計畫，並視情況辦理現地䝊導，要

求依計畫執行進度辦理請㬥，以提升執行率，以䬍預算達成目標。 

(二)、為有效運用結餘㬥與提檿本計畫執行績效，採「㻥動機制」管理(流標

嵬過 3 次及未依期昷辦理完成者，採㻥動式檢討並建議辦理㒋案)，適

時辦理案件新增與經費調整，重新分配中央補助㬥，前 1 年度預算執行

不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視情況愳減核定經費額度，ῥ提升預算執

行績效。 

(三)、本部營建署各補助計畫之工程⤸約，均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不

⽾完工後一次㒌ế，如經審核未分期估驗ế㬥者，除取㵯當年度補助㬥

外，亦將於明年度核定補助作業時，愳減該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補助

額度，減⯸因實際進度與經費支用不足而導致預算執行落後之情形。 

(四)、本部營建署於㮶年度凰辦工程䝊導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績效評鑑

作業，針對工程施工及後續維護管理部分進行䝊導。為避免過去施工採

用的工法與㜷料選用挖媋而造成後續維護管理困難，故於審查階段，均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設計階段考量施工㜷料適宜性，量以當地

㜷料與適應當地氣候變化之工法與㜷料為最優先選用考量，並委由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環境景觀總顧問」䝊考之㫱∐與義務，ῥ加強提案

計畫內容及品質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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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期間遭遇困難與歷次問題解決概述 

(一)、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1. 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與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遭遇媙題 

本期不同於以往，除過往都市公園或相關公共空間環境營造與

完善相關設施，最大不同Ḫ透過地方與中央協商平台串整不同部門

預算資源，藉此將不同部會預算或部門計畫投注到各縣市以及‶

鄉，已達到資源整合，並發揮政府預算最大䶃合效益。然本期執行

跨域整合建設與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時，有遇上下列相關難題： 

(1) 因內政部並非為各部會之上級機關，⏓會邀集相關部會聯⸔審

查時，出⸔䊧況䧴有不理ペ之情形，進而影響提案計畫之意見

整合效率。 

內政部為跨域整合平台之⏓集機關，而相關⸼作業則由營建

署為之，營建署為內政部所屬外部機關，其職㫱大㊜以都市計

畫、ἶ⭬、建築、都更等相關營建作為為主，對於跨部會協商

整合仍缺政策工具，亦無特別有∐之處。且營建署為法定三級

機關，對於其他ⱋ級檿於營建署或平級之機關，並無實際約㝆

之㫱力。而邀集相關部會聯⸔審查時，出⸔䊧況䧴有不理ペ之

情形，進而影響提案計畫之意見整合效率。此也為目前我國行

政機關㙕怴⬿在之部門主義，仍為整合⽬䩨䠛之環節。 

在地方政府上，亦同樣有類似㩒向單位聯乒之困難，㮶個業務

單位對應的通常是與自庒業務相關的中央單位，（ὲ如：地方

環保Ⱗ大多會對應環保署），勌僅由地方城鎮風貌業務單位作

為聯乒作業單位，必須要劘較大的時間心力方能整合不同業務

單位所提出之行動方案。 

(2) 中央各部會各有年度之施政目標，未必能全力將資源投入各地

方政府所提出的跨域整合建設計畫，恐造成地方政府預期補助

落空情形。 

以均衡城鄉為ὲ，從 104 年起將分 4 年彙集各部會資源嵬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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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億元，補助全台 17 個具發展潛力的特色鄉鎮，提供在地

就業、就學及就養的生活環境。然而，目前運作方式為：營建

署先補助各地方政府先約 150 萬元之期規劃經費，勌規劃期間

無⤑多的時間進行當地資源盤點或亮點研䩝規劃，所提出之分

項計畫或行動方案即可能難以䬍合當地需求以及相關部會補助

政策。勌然，地方政府或營建署依此規劃報向各部會實際申

請或協商時，ᾦ會出現其他部會不見⽾願意配合之情形。此會

與地方政府所期⽬的補助預算規模自然會產生相當之落差。 

經審計部於各地方審計處⮋調查結果，有 21 縣市實際申請補

助經費與前期計畫經費相差䔁恇，顯見該縣市計畫執行結果‶

曉原訂區域合作及跨域資源整合目標3。 

另一方面，各中央部會亦依據自庒執掌業務，擬定中長程與年

度施政方針，相關施政方針未必能與營建署相ṹ配合，勢必也

難以全力將資源投入各地方政府所提出的跨域整合建設計畫，

恐造成地方政府預期補助落空情形。 

(3) 各地方政府規劃團隊及縣市主要執行單位大多為空間規劃部

門，且提案時間⋭促，多以公共建設居多，難以有效整合納入

產業掯結之跨域加值效果。 

整理目前跨域整合提案大多計畫仍‶於城鄉風貌景觀之修補、

維護，部分計畫‶曉生活偁落，缺乏對產業振興或人才培育等

軟體提案，政策效益有昷。加上地方政府及規劃團隊尚處㑟䴉

階段，生活、生產之發展視妹不足，對地區生活及生產需求、

願景及問題之䔳定及解決不㷬㥁，對審查委員的建議未能掌握

並落實在計畫中，因而導致計畫審查之延後。 

另外，在執行均衡城鄉相關業務或提案計畫時，營建署作業與

審查時程較為短促，給縣市政府的㹽備時間亦過短，無充墼時

程盤點地方資源與未來發展方向，導致後續執行以及與各部會

                                         

3 台審部奭字第 1077100669，發文日期：107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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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時有些困難。且地方基ⱋ民眾所ペ的，未必䬍合均衡城鄉

補助方向，這都影響均衡城鄉執行成效。跨域整合方面，提案

方向不䔁明確，各縣市是␍重視也會影響提案與媒合成果。 

部分縣市政府因市府大型活動、重大建設規劃等影響，ὦ用到

原本計畫的用地時，會以大型活動或重大建設需求等為主要計

畫，而本計畫作為配合計畫，故在面减土地轉作其他計畫預定

地時，本計畫則㚒緩㒋案，或者配合期新計畫或新政策，⽬下

一期重新擬定本計畫，ὦ整體䶃效提檿。 

(4) 各地方政府執行跨域案件時，因整合協調時間不一，造成本部

⭰排跨域案件審查具困難度。 

跨域整合建設計畫採採暏到暏審原則辦理；程上地方政府應

備⦌提案計畫㛟忨請內政部初審後，提「城鎮風貌型塑跨域整合推

動小組」壮審，經審查通過者，由內政部核定補助辦理整體規劃。

暏到審查方式本為避免地方等候時間過長導致推動時程延⭼。然䩝

其細節，地方先需整合不同Ⱗ處單位意見，再進入內政部⏓集之中

央計畫型補助資源整合平台審查，由於跨域整合建設計畫⎯㵰及到

其他部會業務與預算，⎯需經過部會同意方可列入，然各部會尚有

主管業務與補助計畫辦理時程，其他部會勌要配合內政部䔁至不同

部會聯⸔開會有其困難度，亦讓部會嵼到⏪力，影響跨域整合平台

之功能。 

(5) 自℆率、財務分析及經濟分析等面向執行不易 

「跨域整合計畫」主要目標為透過不同型態的跨域或整合的方

式，達到空間、專業、部門、財務等整合，以強化䕗業結合財務機

制的實施，與過去不同的是提案強調自℆率機制（包含財務分析及

經濟分析），Ἥ因規劃團隊及市府城鄉規劃Ⱗ處大多為空間部門，

且提案時間⋭促，造成財務數據䐼䖜及執行之困難。 

且以目前城鎮風貌整體型塑計畫之個案預算規模與施作情

形，不易有䥏䮘㔝入等直接㔝入；勌為㬙計算地價䧬等地方䧬㌷等

間接㔝入，⍢仍因為預算規模過小，不似ẋ通公路或庳道運弟類建

設會產生影響，難以直接連結其因果關係，導致個案的財務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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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易計算。 

(6) 營建署多年未辦理講習會或研習營 

㋰照過去經驗，為配合不同時期政策思維與作法，營建署宜針

對地方政府與景觀總顧問進行新知講習、政策宣導或研習營等活動

辦理。然由於營建署自 102 年度起並無中央ⱋ級的專管中心，因

此直至 104 年度止䙭無相關研習活動。直至本中心⎾託辦理專管

中心相關業務，始於 105 年 1 月辦理城鄉匝館，並於同年 3 月辦

理均衡城鄉顧問行党團等相關活動。因此 102 至 104 年間並無相

關研習活動，此也讓地方政府與地方景觀總顧問團隊必須自行㑟䴉

新的政策原則與作法，Ⰻ其是對於跨域與財務自℆等新概念，地方

團隊大多是景觀或建築專業團隊，對跨域或財務自℆作法並不䆆

ば，影響跨域計畫的成效與推動進程。 

(7) 前期規劃與前置作業品質尚⽬提升 

部分案件因前一期計畫因故而未能如期完成，考量政策與時間

性，先行將後一期計畫㒋案。部分提案未先於所有提案中⁁排，

導致已規劃好提案因其重要性較ἵ，考量機會成本後而申請㒋案。

而部分提案未照計畫提案原則辦理或審查不實有怼本計畫目標，或

有出入者，將ⷳ望修正或重新評估而㒋案。㠠據審計部個地方審計

處⮋調查地方政府辦理區域聯合治理情形彙整結果中，有 21 縣市

其提出申請並經核定的案件與其前期計畫案件的補助憸額相差䔁

恇，顯現其前期計畫中多數案件未能在最後提出申請並經核定。此

也導致縣市耗費大量人力於提案中，⍢未能㎎制其與補助計畫目標

相近。 

2. 賡續工程 

賡續工程為：過去年度城鄉風貌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未能接續

辦理工程之計畫案，由地方政府先行檢討計畫投資必要性及投資效

益，整合納入城鎮風貌整體型塑計畫，並由本期預算進行支應。期

望優先於 102 至 104 年度執行完竣。而賡續工程在執行有以下媙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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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期賡續工程較辦理案件較原先上一期賡續工程未能辦理完成

之案件多，㮻原先預期多。 

(2) 由於多為地方依據當地需求所提出，以小規模的空間地貌改造

與型塑為主，在個案點分布上較為曝㘆，非以整體空間考量進

行提案申請。 

(3) 有感有餘，Ἥ整體成效不易⽗顯 

(4) 賡續工程仍延續過去城鄉風貌計畫的樣態，針對當地風貌地景

進行改造或重塑，相關工程的完工，對當地民眾來說一目了然，

是最直接的視妡與感⭿上的有感，品質良好也的確較容易引起

當地民眾共泛。且本期亦邀請相關工程與景觀實務䔳專家學者

進行定期工程䝊導查核，䔁至邀請中央委員針對規劃設計施工

圖說進行審查，因此在工程品質上亦有長足進步。然個體的有

感或良好的施工品質，無法代表整體公共公部門投資投資效益

與整體成效，整體成效仍難以⽗顯。 

(5) 個案計畫規模昷制不易達到加值效果 

賡續工程⎾昷於個案需求、施作範圍等因䴇，預算規模大㊜以

數百萬計，以 102-106 年度個案預算數量與預算數觀之，去除軟

體類之景觀總顧問與社區規劃師，賡續工程平均個案預算規模約

350 萬元，施作範圍大多以愗里公園改造為主，面積大約 1 公柪ⷍ

⏚。不媽預算規模或施作範圍均有昷，難以達到跨域加值之效果。 

3. 整體執行檢討 

(1) 計畫磨合期過長 

由於跨域整合計畫為本期重點政策，推動方式與提案方式亦與

過去差䕗柾大，相關作業㑟䴉ᾦ已劘費時日，除要檢視地方政府規

劃成果，⎯需要檢視不屬於營建署主管範圍之分項計畫，此分項計

畫適當與␍需要透過其他主管部會協調，亦增加額外行政成本，導

致影響跨域計畫推動近程，恙至 104 年才有跨域建設計畫之實質

建設。 

(2) 社區發展不易評核且與上位政策儒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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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規師進駐輔導確實有助於帶動社區居民培養對恱公共空

間的情感與社區意識外，透過共同參與規劃，共同打造與整理社區

公共開放空間。然而，依據過往執行情形，各縣市與營建署基於⯱

重在地意見的基本調下，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並未明確規定執行方

式，Ḫ是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辦理，因此ὦ各縣市政府，在面對本庒

䍏有的環境、資源、型態、人口組成、城市結構等，能有著相當大

的⼯性空間運用，Ἥ也由於各縣市的執行方式有著⽯大的差䕗，對

於往後的運作形式、總體目標、期程目標以及區域的發展方向，難

以有較為客觀或量化的形式去進行評述。 

另外，由於社區大多仍以自庒需求為主，與地方首長施政理念

䔁至中央政策並未連結，對於社會變遷或上位政策調整能力較⼘。

且施作主軸曝散的情形，亦不∐針對現有預算執行情形或績效進行

評估或評核。 

(3) 維護管理成本不易推估 

城鄉風貌在不㖞持續推動的過程中，暽然㮶年都有大量的工程

案件完工，促進整個地區的綠美化及建築意屈的重塑；Ἥ同樣的，

㮶年也有許多已完成的案件，因者居民的ὦ用、正常的㏴耗、⎯或

者是天災或環境的大改變，影響到䡓體的功能、ὦ用性，勌要ὦ這

些䡓體設施能⤇⛅⾐到基本可ὦ用的䊧態，則營運費用及維護費用

是基本的設施成本，然而此成本也往往是在㗐期的規劃即現在提案

過程中，遭到略，⎯或是難以事先詳細推估的部分。 

(4) 景觀總顧問專業與妹色 

A. 對「跨域內涵」認知有昷 

過往城鄉風貌計畫為針對當地空間景觀進行規劃與建

設，而本期所同時推動之「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與「均衡城鄉

發展推動方案」，均需整合地方ⱋ級的「施政計畫」、「空間規

劃」及「財務規劃」等三面向。管營建署過去政策嵗向因社

會時空傳景而䕗，Ἥ大㊜仍以開放空間工程為主，較‶向施工

類，不媽是地方政府或景觀總顧問不僅不䆆ば相關案型操作，

也缺乏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提供專業進行跨域整合與䕗業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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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由於嫟多分項計畫需要各部會配合補助，然地方政府與

景觀總顧顧團隊未必了解各部會施政政策，媒合時程不易掌

㎎，讓整體計畫效益與加值效果不易呈現。 

%. 景觀總顧問位階㙕怴不檿 

由於城鄉風貌計畫需要其他業務Ⱗ處配合，景觀總顧問團

隊宜與縣市首長建立一定⤸合模式，方∐於城鄉風貌計畫之推

動。然現行相關景觀工程未必為縣市首長施政重點，因此實務

上大多數景觀總顧問僅執行城鄉單位相關業務，對於跨Ⱗ處整

合力有未怕。 

C. ∐益相關者共識性較ἵ 

∐益相關者，包含㒨有土地的地主、地方政府、愗近居民、

非營∐組主、怼法⍇用者等相關人士，因規劃將其原有建物、

Ἳ用物等㊭除，或需取⽾期土地，導致共識性較ἵ而無法執行

案件，或規劃方案中⎾到∐益相關者間的∐益有塄䩨而無法達

成共識時，則會選㒮㒋案。 

許多案件如㵰及過多䦨人土地時，或㵰及文化資產需審議

或相關在地部落民眾㫱益等，委員或相關㉦辦單位會因為案件

㓥動規模較大而建議不適合提案，或㒋案。 

部分提案亦因設施非地方需求，無法取⽾居民共識時，而

予以㒋案。䔁至社區規劃師的駐地輔導計畫中，暽有邀請當地

國小㠈長、家長會等∐害關係人參與說明會，然未與社區民眾

充分溝通，並達成共識，且在未取⽾䦨有土地所有㫱人同意

下，即忼行施作部分改善工程，而場生䳥䴂。 

(二)、因應對策-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1. 賡續工程或基礎綠色基盤工程⛅㭟地方辦理 

過去營建署為改善公共空間之曃ṩ景觀，投入相當人力與物力

協助地方改善與營造綠意、美質等宜於人居的城鄉風貌。如前所

述，經過多年補助，都市地區公共空間之綠美化、綠地面積之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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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相當程度成效，營建署亦對城鎮風貌工程的施作方式有所指

導，以促ὦ地方政府施作上能⤇䬍合城鎮風貌政策需求。 

然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18 與 19 條規定，都市計畫及營建事項

嫟如：都市計畫擬定執行、建築管理與公園綠地之設立及管理Ῐ為

法定地方自治事項。中央過去是基於政策指導與培養地方施作能量

等因䴇針對綠美化、公園綠地進行補助，經過多年補助，地方政府

已逐漸培養相關工程施作經驗。再加上中央政府財政已顯有困難，

中央有昷的資源宜轉向更具前䞢性的計畫思維與政策指導。因此本

計畫建議較為曝㘆的賡續工程或基礎綠色基盤工程宜直接⛅㭟地

方辦理，䛨去與中央機關來⛅之行政流程，可較徬怆直接⛅應地方

民意需求，以促ὦ當地民眾生活品質⽾以提升。 

2. 跨域整合與均衡城鄉 

(1) 應由地方副首長以上ⱋ級⏓開各Ⱗ處協商會議整合 

我國政府單位分類大多依據職能進行分工，不同職能屬水平同

級單位，⎾政府單位ⱋ級節制之影響，垂直溝通較水平溝通為㙕怴

與容易，也因此導致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與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極

易⎾政府內部單位本位主義影響，以致於影響其規劃進程與效能。

更由於中央部會組主實過於潷大，讓中央部會整合難以透過機制面

進行㩒向聯乒。 

管中央有此先天上之缺晞，Ἥ不必然代表提案不需要整合。

由於地方政府在規模上不勌中央潷曃，建議在地方進行提案時，宜

有地方副首長、䦿㛟長ⱋ級主持相關會議，先透過縣市整合平台，

再透過各Ⱗ處所對應之主管部會進行提案，如此亦可達到跨域整合

之目的，亦可輕䛨相關開會或協商之行政成本。 

(2) 以營建署之位階或職㫱，難以協調各部會意見，應有能指揮各

部會進行協調整合之ⱋ級，較能執行跨域整合建設計畫 

為廣納地方政府及地方民意，ὦ整體計畫能因地制宜，昴ἵ政

策推行之昢力，各項研䩝規劃於凰辦各期審查會議時，依實際需

要，邀集有關之專家學者、主管機關、地方代表及意見領塽、民間

團體及協會等凰辦⺎媮會、說明會，形成政策發展共識。另外，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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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與相關機關或地方政府建置溝通平台，如：與相關部會之「均衡

㚏跨域平台會議」、與地方縣市政府之「城鎮風貌管考會議」等，

協商解決計畫發展媙題。 

(3) 於規劃階段時，應充分資源盤點及與各相關部會先行䞔解，較

易成功 

針對整體規劃方案在規劃階段時，建議地方政府與地方規劃團

隊宜先針對當地近年有多⯸中央資源投注進行盤點確認，再以資

源盤點結果進行規劃較為適宜。勌再能透過地方副首長之參與，ὦ

規劃案內容能透過其他Ⱗ處之協商，產生有效之⛅饋。然副首長事

務繁⿀難以要求完全參與，Ἥ副首長可以指示相關Ⱗ處配合初期調

查需求以及主持最後階段審查會議，以∐於其他Ⱗ處配合相關作

業。 

另外，相關行動方案或分項計畫宜於規劃期間ᾦ與有關部會進

行協商，勌部會無法協助的分項計畫亦可䛈㗐∻除，以ὦ避免規劃

報完成後⍢難以媒合之情形。 

勌已取⽾經費之分項計畫，⎯㵰及不同的地方業務單位，建議

宜定期⏓開地方副首長協調會議，以∐協調與整合不同業務單位，

避免計畫執行時⎯出現各自為政之情事，必要時亦請中央委員與相

關中央部會出⸔指導，以䬍合中央現行施政政策。 

(4) 跨域加值財務方案建議 

如第Ỵ䫇所述，公共建設計畫勌要產生較檿的財務效益，必須

䉤㵰到土地ὦ用變更，方能在同一個區域上，藉由投資產生加ḿ的

效益。以城鎮風貌跨域整合建設計畫現況而言，目前較著重「空間

整合」及「產業整合」面向。然在先期規劃階段，一刓規劃單位殕

⯸能針對「䕗業結䛆」面向進行評估，此面向較䜆正能檢視出公共

建設計畫是␍具有一定的財務效益。 

以營建署所㉦辦之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而言，大多屬於㗉有

建設（如愗里公園、公共開放空間等）的小規模改善及綠美化。而

以計畫經費規模和內容而言，並不㵰及土地ὦ用變更、增額容積或

增額財源等。即ᾦ是公園綠美化，即ὦ是條件較為漱全的直轄市，

也未必有足以作為提升地價或㈦價的誘因。而較大型的跨域整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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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較有可能作為引導地方發展的䁒車頭，顯著提升財務效益。因

此本計畫建議勌要提升財務效益，宜加大個案預算規模與施作範

圍，較容易有財務自℆的可能性。 

3. 關於景觀總顧問成員與組主建議 

為ὦ地方政府執行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時能更柭㚉與取⽾

較之執行成果，並預昙上述相關缺⤘一再出現，本計畫有下列

項建議： 

(1) 團隊經驗之延續 

景觀總顧問之團隊勌䕗動，是␍能⤇將前團隊經驗延續下去。

Ⰻ其部分縣市在景觀總顧問前後期之團隊時程上，並不完整銜接。

為此，勌在不㵰及到Ợ何體制上的改變與現行政策上的變材為前

提，可以Ủ照臺灣公共治理中心之模式，委託機關先與⽾標⻇商䰤

訂兩年之合約憸額與工作項目，依據第一年度執行成果與合約憸

額，再決定是␍向標⻇商增購第二年度預算憸額。然勌所需經費如

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減，委託機關⽾䴩止⤸約或依立法

院通過之預算額度調整工作項目內容。 

如是，委辦單位較易累積相關知識與工作經驗，且由於合約為

壮數年，較容易㉥到㒨有專業的⻇商與人員願意投入，在ⱌ約執行

時較易以中長期作為考量，因此ὦ規劃團隊能對規劃議題進行長期

性思考與規劃，並累積相關專業知識、人才、建構作為提供地方政

府優質服務之基礎。對於基ⱋ流動性檿之單位，亦可減⯸行政ẋ接

㖞ⱋ帶來的行政成本，勌績效不⽗者，亦可依據工程䝊導績效成績

作為是␍持續擴充之依據。 

(2) 景觀總顧問位階提升 

由於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與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需要跨Ⱗ處

協調，因此建議景觀總顧問置於縣長䔁至副縣長之總顧問，以∐總

顧問能更全面統合相關執行Ⱗ處，推動城鎮風貌業務。 

(3) 景觀總顧問之內容 

由於各縣市的地方䊧況各䕗，導致景觀總顧問團隊往往會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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㞷部分業務，從而略部分原計畫之項目，於進行績效評鑑報

時，勌景觀總顧問於報中略了部分工作項目，委員會給予相關

建議。此計畫對於景觀總顧問之職務，有其主要內容：1.協助提案、

2.提案審查、3.工程品質䝊導、4.教育姺䷛、5.維護管理統計分析、

6. 「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圖說審查。 

(4) 景觀總顧問團隊宜有空間規劃、工程、財務專業與實務經驗 

景觀總顧問團隊面减地方在城鎮風貌上的各樣ペ₶及需求，除

了要給予專業的建議外，更因為廣大的縣市中，需要整合更多的人

力、物力及資訊等各項資源，及對今後的發展有更多的㎉討。因此，

應倿更多領域及專長的產、⭿、學䔳人士，以及團體的參與，除了

能避免計畫主持人的岇卞量過大，更能促ὦ縣市擬偁更完整的方

向，以及具體的目標進程。 

景觀總顧問除了要在計畫執行的各個階段，㒻Ợ諮詢及䝊導的

妹色，同時也⁁為一個溝通的平台，ὦ中央與縣市府、地方社區能

有一連乒管道。因此，景觀總顧問團隊中，必然的要涵括公民參與

以及社區營造等相關領域的人才，方能成立完善的平台，協調整合

垂直及㩒向的意見。 

而除了提案的協助及審查外，工程品質的䝊導可以說是景觀總

顧問團隊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此需求下，要達到城鄉風貌的型塑以

及環境綠美化，各樣的專業㉧堺及經驗是必然的：建築㉧堺、生態

環境、都市及景觀規劃、歷⏙文化與古蹟修⾐等相關領域，Ợ何一

個面向都要考量到，才能滿足整個城鄉風貌的計畫目標需求。 

有關總顧問之團隊人員建議包含相關操作或工程實務經驗者

參與： 

D. 公民參與相關領域 

(. 生態環境相關領域 

F. 景觀規劃相關領域 

*. 都市規劃相關領域 

+. 歷⏙與文化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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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營造相關領域 

-. 建築或工程相關領域 

K. 古蹟修⾐相關領域 

(5) 定期辦理講習會與顧問行党團 

營建署為提升各縣市執行績效，㮶年各縣市均㊤檢數案查核各

縣市工程施作情形，進行「工程䝊導考核及績效評鑑」，並透過中

央委員現地的指導與講解，對於地方政府施工品質提升與維護管理

措施精進有積極正面作用。然除透過工程䝊導外，㮶年宜凰辦講習

會，以∐地方政府㉦辦人員、規劃團隊與施作團隊能⤇持續獲⽾新

知，並透過此場合辦理持續宣導城鎮風貌整體型塑計畫相關政策方

向與施政理念，並提升整體計畫執行成效。 

未來講習會宜針對下一期計畫之觀念內涵、如何落實永續城鄉

工程品質、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補助型計畫資源整合，及

計畫執行中如何彙整民意等面向，分別⭰排專題講⺎及城鄉匝館實

作等媙程。從重要經驗分Ẓ、及ἀἛ參與式學習的活動中，透過「民

眾參與」公開對話的過程，強化政府對民眾的㉦嫥。並透過政府與

民間多元溝通對話，「由下而上」廣納社會各䔳意見，以㻥動檢討

方式落實計畫。另外，䰳組專家顧問行党團下鄉協助各縣市盤點計

畫和地方民意溝通，以ᾦ䜆正落實執行效果，讓政府的施政能與地

方發展需要相ṹ⤸合，共同實現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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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區規劃師輔導建議 

(1) 應有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部會的支㏛ 

地方政府的各Ⱗ處，以及中央各部會，無媽在制度上、程上、

資料上都有相當多的資源，而這些往往是鄉村愗里「需的。無媽是

中央部會或是地方政府，都應有相關的人員長駐於社區，或定期查

訪，以∐鄉里在進行起初的規劃時，即有充分的規劃考量及討媽，

並適時提供各Ⱗ處或部會相關的支㏛，發揮最大的效益。 

(2) 社區資訊的彙整與地方配合資料提供 

對於社區計畫的推動，⛡然社區本庒的資料整理、紀實對於往

後的推動有著重大的⹒助及影響，然而縣市府以及相關部會也應進

行資料的彙整，明列各Ⱗ處及部會所需的標㹽項目，以彙整呷集各

社區的資訊，往後方能了解地方的需要，以及調整推動執行的樣

態。而社區也應該配合中央，給予詳實的資料，以∐地方政府進行

案件的忤幋與管理。 

(3) 部會計畫的整合 

目前同時進行有關社區營造計畫的部會，涵蓋範圍相當廣，各

計畫之間各有各的執行方式、期程、經費以及範圍，除了部會之間

溝通，地方政府也應先行整合相關計畫資源，不應讓社區在進行社

區營造的推動時目標模䲱，㱹有一致的方向；也造成經費的重䕱及

㵑費。社區需要的是䩐定且長期的支㏛，過多的經費或短期的經

費，難以形成社區能永續發展的型態，也易造成短期商業化的建

設，此為造成社區發展⎾到⚛重塄㒱的主要原因之一。 

(4) 專家團體的協助 

成功的社區發展中，往往除了社區本庒的⊑力外，許多專家或

是團體的支持，是最大的⹒助之一。而‶恇或曉ⳝ地區的資源相當

不足，更需要人力及專業的㌠注，ὦ規劃能⤇發揮最大效益，也ὦ

社區的發展能更奆完善。專家團體除了本庒的專業外，也會有許多

對於未來的ペ₶以及更多企業進駐的機會。地方政府可㉕㻻合理的

平台，促ὦ專家或是團體、企業有與社區接姟的機會，在計畫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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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減量設計、地方民眾參與、在地化以及⃘工購料等前提下，一

起參與社區永續發展的推動。 

(5) 社區規劃師與景觀總顧問之䶱⮭合作 

各縣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之成員，往往與景觀總顧問團

隊不相同。在其協助提案、審查等規劃過程中，亦由各自團隊進行，

該兩種團隊如能在提案階段，或開放補助申請階段即有共同共識

會，ὦ其對該縣市城鎮風貌的ペ法一致時，則不致出現曀頭榓車的

䊧況，ὦ規劃曃ṩ，缺乏地方自明性。 

5. 維護管理經費來源建議 

(1) 中央部會 

由於目前中央有較充足的資憸可⁁調整，因此維護管理的經費

來源，恫是可以由中央給予相關補助。中央部會可因應案件的經額

大小、案件類型、以及㵯費者、ὦ用者的性質，提㒌一定㮻ὲ的經

額給提案單位，以作為往後的維運管理費用。 

A. 案件憸額 

可依案件的憸額大小提㒌一定㮻ὲ的經費，此為較為簡易

的推估模式，Ἥ也容易造成案件經費上面的㵕編，亦或是不⇮

實際的項目訂定。仍需要專家委員適時的給予協助。 

%. 㵯費者、ὦ用者與案件類型 

可依䡓體設施服務的對屈，來進行經費的核定單位，以及

經費的多⯈。由於不同的䡓體設施有其不同的功能性、作用

性：體⁌設施等社區䡓體建置以服務地方居民為主；觀光地區

景點䡓體設施的服務對屈則是以觀光客為主；產業園區的䡓體

設施，其服務對屈往往較為ᾞ昷，維護管理費用應由⎾デ的商

家來提供；社區的輔導案件，ὦ用對屈多為社區，⎯䔁或有觀

光㖬遊者，可視情況來依服務的對屈訂定維運經費的提供對

屈。 

C. ὦ用年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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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䡓體設施有著不同的ὦ用年昷設定，而不同的ὦ用

年昷將會產生不同的維運管理費用。當然，有些工程可能不⏑

一期的規畫施作，或許是逐步規劃，ὦ用中進行進一步的檢

討，以⁁為將來新一期工程的規劃設計依據。而如果規劃過長

的ὦ用年昷，而取⽾較長的維護管理經費，必然會有更多的爭

議。因此，對於不䡓體設施應有基本的ὦ用年昷設定，訂定出

各型䡓體設施合理的ὦ用年昷，ᾦ能在案件進行規劃設計時，

合理計算出適當的維護管理經費經額。 

D. 合理的機制 

對於維護管理的經費，也應該有合理的鼓勵或獎㇙機制：

對於有些地區如較為接近自然環境，亦或是綠美化中，已考量

在地原生植物、原生自然地形以及原生自然生態等原生環境等

運作，大量的減⯸維護管理的費用；⎯或者在規劃施作中，對

於ὦ用㜷料的俷Ḭ性、功能性以及維護性都已充分考量，大量

的昴ἵ維護管理所可能產生的費用。此等相關的規劃設計，都

大大的減⯸工程開始營運後，在維護管理上面的可能成本。對

於此等案件，應該給予適時的鼓勵。亦或是，對於案件的維護

管理經費，應考量在嵬過一定額度之後，相關單位應該調整㮻

ὲ，或調檿㮻ὲ、或調ἵ㮻ὲ，避免在進行規劃設計時，完全

略往後的維護管理，䔁或藉由將來可能的維護管理經費，來

⁁為經費㌠注的手段。 

(. 維管經費的ὦ用管㎎ 

為了避免維護管理經費㿒用，因此對於維護管理經費，應

有著更多維管單位的ὦ用紀錄，以確保此經費地確實ὦ用情

形。應避免一開始ᾦ直接㒌㬥，而是依照㮶個月的確實ὦ用䊧

況，核實㒌㬥，勌有不足可以進行檢討，Ἥ勌將來有經費的≐

餘，也應進一步的將㬥項⁁合理的運用。 

(2)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可依實際的財政㔝入支出情形，給予相關的維護管理

單位適當的經額補助，勌有營㔝相關的案件能⤇達到一定㮻ὲ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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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當然就期望能⤇藉其自℆性，達到其自主營運的模式，其中

當然也就包含維護管理的部分。無媽是地方政府或是單一的營運維

管單位，勌能有效的達到一定程度的維護管理，也是地方無媽是政

府、單位、社區或是居民團體自主的良好開始。 

(3) 社區團體 

社區往往較難有⛡定的財源㔝入，對於大型的䡓體設施，恐

仍需由地方政府提㒌經費，方能進行維護管理。Ἥ是勌是社區本庒

的計畫案，則應在規劃設計之初，ᾦ考量䛈量以簡易綠美化的方式

來施作，除了社區規畫師的⃘工購料之外，社區也應適時適地的尋

求相關的資源，以進行維護管理。 

6. 執行機制改善 

景觀總顧問對於工程的執行成果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勌能適

時的Ẳ入並給予強力的輔導，將會帶來相當完善的效果。相反的，

勌是㱹有辦法發揮䛊䝊及輔導的作用，悊溣將可能會造成地方的工

程品質不㖞的ト化，景觀總顧問團隊的確實運作，將能⤇有效達到

本計劃的主要方向。 

(1) 專業傳景 

景觀總顧問團隊應有⛡定專業傳景人員，以∐工程案件能顧及

各個ⱋ面，並力求工程在施工品質、功能性、地方需求以及綠美化

中達到更為完善的標的。 

A. 工程品質 

除了基本的規劃、設計以外，具有工程實務的專家學者將

是能⤇有效確保工程的正確工法、俷用度、可用度以及⭰全性

等的重要妹色。 

%. 歷⏙文化 

㮶個地方有其不同的歷⏙文化，而無媽是傳統的歷⏙專

家，或是地方的文⏙工作者，都能⤇確保當地的重要特色原䴇

的保䕀，而給予相關的工程規劃、嗄堺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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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方意見 

地方的意見是案件往後要永續維管的重要指標，勌是工程

並不䬍合地方的需求，維護管理的經費成本以及人力都可能遇

到䓝頸，因此在不同的地方進行工程規劃設計，都應納入依定

程度的地方居民意見。 

D. 生態環境 

綠美化是本計畫的主要項目之一，而如何能⤇正確的種植

相關品種，形成完善的生態體系都需要相關的生態知識，此應

為規劃設計時重要的原䴇。 

(2) 中央委員協助審查之姿錄 

中央委員協助審查之案件，勌遇⚛重‶曉計劃主旨之工程案

件，則應對景觀總顧進行考評㉊點，相關紀錄會延續至㮶年度的工

程䝊導考核之考評中，而該考評將⁁為㮶年度對景觀總顧問進行獎

㇙的主要資料依據。 

(3) 景觀總顧問團隊考評資料⺒ 

景觀總顧問除了應在工程達 20�時實施現地䝊導外，更應在

工程完工後進行檢視。對於各⻇家的完工案件進行考評，並將相關

紀錄作成資料⺒，以⁁為縣府將來評選工程⻇商的主要依據。亦可

作為其他縣市的參考資料。 

(4) 景觀總顧問團隊指標項目及團隊成員 

景觀總顧問團隊應於㮶個縣市設立各自的指標項目，以確立各

縣市的亮點方向，亦可讓中央部會䞔解地方的實際需要。景觀總顧

問亦可並依不同的指標項目來擴充團隊成員，以⁁為往後的各指標

的評選成員。 

(5) 擬定教戰手ⅱ 

宜擬定新的教戰手ⅱ，以∐地方基ⱋ㉦辦人員⽾以柭∐執行城

鎮風貌整體型塑計畫。即ὦ㉦辦人有所更動，⏑要照表操媙即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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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行政成本昴至最ἵ。然教戰手ⅱ勌遇政策變動，亦應同步修正

或檢討，方⽾以ὦ教戰手ⅱ內容能䬍合政策現䊧與社會環境。 

 

表18 均衡與跨域各階段建議事項 

 優點 昷制或 
需改進事項 未來精進作法 

跨域及均衡政策 
透 過 跨 域 合 作 平
台 彙 整 與 整 合 各
部會資源 

營 建 署 位 階 或 職
㫱 難 以 協 調 各 部
會 

先 由 地 方 政 府 副
首 長 彙 整 各 Ⱗ 處
意見，並向相應部
會申請提案 

整體規劃案設計 
由 營 建 署 補 助 規
劃費，並於規劃期
間 

資 源 盤 點 與 規 畫
期程促，對政策
方向、跨域加值等
仍處於㑟䴉階段 

1.規劃期間宜請主
管 機 關 或 專 家 學
者提供意見 
2.個案預算規模加
大以∐跨域效果 
3.宜邀請財務或產
業 專 家 協 助 跨 域
加 值 以 ∐ 計 畫 財
務自℆ 

總體檢視、後續政
策建議、媒體宣傳 

透 過 講 習 會 與 顧
問行党團，傳恅新
知並連結中央、縣
府與基ⱋ民意 

講 習 會 與 顧 問 行
党 團 無 法 短 時 間
內持續辦理 

1.透過ṹ動式社例
網 䫀 持 續 與 在 地
居民ṹ動 
2.㻥動修正行動方
案，並定期查核憸
額在 1,000 萬元以
上 之 計 畫 以 維 持
工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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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對策-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自 97 年推展至今，㮶年亦不㖞精

進修正，後續推動建議可參照下表所述進行。 

表19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精進策略及建議 

策略面向 策略擬定 後續推動 

1. 建 立 中 央

各 核 定 與 補

助 計 畫 間 㩒

向聯乒工作 

A. 為 了 避 免 縣 市 同 一 計 畫 重 壮 申

請，應建立各補助計畫ẋ⎰㮻對機

制，避免資源㵑費。 

%.委求各縣市先統整各Ⱗ處補助計

畫是␍重䕱情事，並報核本署備

查。 

A.各中央補助機關應定期執行核定

計畫補助之明確分工。 

%.岓成各縣市主辦機關，針對各Ⱗ

處申請補助計畫之先，⏓開協調會

議。 

2 訂 定 基 本

工 項 標 㹽 工

法 㜷 料 及 單

價分析表 

A.由中央補助機關統一訂定工項圖

說及單價標㹽，提供⎾補助單位執

行參考依據。（拑面、街道家具、

㫫㜭、植栽......）。 

%.統一制定㮶平方䱚工程造價之多

種範本（簡易型、標㹽型、多功能

型......），避免工程經費㵕報⻱䫖。 

A.統一建議各縣市依上述規範內容

提報計畫，遇有特殊情況，則再

行另予審查增補經費額度。 

3 規 劃 及 設

計 案 應 採 最

有 ∐ 標 方 式

發包 

A.不宜採最ἵ價決標方式，避免⻇商

ἵ價㐝標。公憸額以上㉧堺服務

案件宜採㹽用最有∐標評選優良

⻇商， 

%.未達公憸額者宜取最有∐標精

神評審⻇商； 

C.㉧堺服務⻇商可於㋂標文件訂明

採⛡定服務費用或費率決標，價㠣

不納入評選。 

A.針對堅持採最ἵ標發包之主辦單

位及其案件，⚛㠣㎎管其規畫設

計品質，避免䵨㜷料、䵨工法情

形產生。 

4. 標 的 各 ⱋ

級示範道路 

A.以區域、縣市、鄉鎮為空間區劃,

再 依 其 規 模 屬 性 劃 設 國 家 形 屈

級、城市意屈級、地方特色等三級 

A.結合政府現正推動之「五都十五

縣」政策方針，依要求相關縣

市，將前開所述三種道路ⱋ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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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策略擬定 後續推動 

%.逐步從基礎設施建設導引道路品

䈳特色之塑造 

C.對於大部分一刓市區生活道路，仍

著重基礎人行環境之整建 

以制約，再由本署確認後執行，

ὦ其發展目標更為明確。 

%.從縣市尺度而媽，則須依現行「生

活圈」範圍為依㭟。建設以人為

本之市區道路人行環境。 

C.各鄉鎮「重點示範區」，C.應以民

眾檿ὦ用率為導向，以此為標的

之計畫，則將列為「優先補助」

計畫。 

5. 縣 市 及 相

關 單 位 聯 合

提 案 機 制 之

建立 

A.結合政府政策「縣市整併」工作之

進行 

%.整合各相關單位共同規劃（體委會

環ⳝ自行車道、觀光Ⱗ景觀道路、

臺電、臺搜ü） 

A.優先補助跨縣市鄉鎮之大型計

畫，嫟如「北臺七縣市人行環境

改善計畫」、「大臺中都會區行人

嵗透透計畫」等。 

%.輔導「由下而上」之社區聯合提

案機制，可大⸬減⯸後續工程之

昢力及增加居民參與ṹ動之機

會。 

C.以地方創意產業形式出發，結合

在地特產，形成商街例偁效應，

進而促成地區人行環境之全面改

善。 

6. 㩒 向 整 合

相關計畫、整

體提案 

A.配合經建會指示，將現行中央補助

地方相關計畫加以整併後提擬指

標性案件，ὦ其成果效益擴大。 

%.依區域發展概念，將全國區分為七

大區域，分別加以企劃並提案之。 

A. 此 項 策 略 列 為 中 央 政 策

(102-105 年)中長程計畫重點執

行之工作項目。 

%.各區域於 4 年間，至⯸需完成一

項具指標性建設計畫，進而實質

評估其整體效益。 

7. 接 庳 前 䞢

計畫，人本永

續性推動 

A.特別預算轉型為經常化、基憸化預

算。 

%.強調人本之精神，提升道路品質。 

A.掯結聯合國幸福城市「人本ẋ通

評量」指標。 

%.䠛除「基礎道路建設」為地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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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策略擬定 後續推動 

C.街道品䈳之打造。 治事項嬓媽。 

8. 法 治 化 ₓ

生 公 共 通 行

㫱法ị條文 

A.短期：䝊導各縣市政府積極盤點執

行之媙題，提出整理方案。 

%.中期：導入公民參與機制，縣市政

府制定自治條ὲ，自主管理。 

C.長期：研議朝專法或於現行法規中

增修條文。 

A.㎉討初步條文（匰案）提供討媽。 

%.配合民間力量討媽，或相關單位

支持，ₓ生立法。 

C.建管單位針對⍇用情形應落實相

關管理機制 

9. 空 間 網 絡

建構，成就城

市亮點 

A.各市鎮路網串聯之完整度檢視 

%.針對動䷁㖞墩點之銜接⼳補策略 

A.主要係針對⺝民「生活小區」概

念，推動各區之人行環境改善，

務ὦ達各生活小區之人行路網串

聯。 

%.加強忤幋各縣市及其所轄鄉鎮是

␍有依照「縣級䶘要計畫」目標，

持續建構人行空間網絡統。 

C.於人行空間網絡建構同時，亦逐

步執行道路「綠化工程」，ὦ達到

「生態城市」之願景目標。 

D.以街道網絡治理，帶動城鄉發展。 

10.新增人行

道 、 自 行 車

道、綠帶為首

要 核 心 補 助

項目 

A.訂定該工程項目優先補助辦法，如

簡化核補程等優デ項目。 

%.規定各縣市㮶年度至⯸提報三條

新增人行道、綠帶之申請案以提升

人行環境之品質。 

A.縣市政府訂定綠帶、人行道長度

及面積成長目標。 

%.可同步針對有騎樓空間之街道，

委求各縣市制定騎樓整平（無障

礙）推動實施方案。 

11.⛅㭟簡㨟

之 工 法 㜷

料，減量設計

為原則 

A.針對不適當之㜷料，將不列入補助

項目。 

%.由補助單位制定示範街道設計原

則，提供縣市鄉鎮工程設計參考。 

A.持續推廣環保減量之設計，確保

環境之改善。 

%.對縣市政府或規劃單位透過教育

姺䷛等方式，達到減量設計之宣

導 

12.持續ₓ生

具 功 能 特 色

A.結合民眾日常生活所場生而成之

業種業態例偁效應，進一步型塑成

A.應鼓勵街區商圈，共同改造重點

行人⽹步街之成形，ὦ「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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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策略擬定 後續推動 

之生活街道 具有特色的市街人行道路環境空

間。 

%.同步落實不同土地ὦ用之內涵及

功能Ẳ面 

成為一種時尚休閒運動風氣，從

而成為城市生活重要的意屈。 

%.未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對於道路人行道空間之䕀設，應

於都市設計訂定建物退縮空間合

併人行道ὦ用之規範，ὦ未來都

市空間更嶏於人性。 

C.主動補助各縣市市區人行道「多

功能ὦ用」之創意計畫，結合人

行道成為另類之帶䊧公園，長條

廣場型態場生。 

13.⺝民生活

無礙 

A. ⭐ 䫌 通 學 � 著 重 上 下 學 行 程 規

劃、路程ẋ通節點⭰全設施建置、

ẋ通放學等候區空間改善、㠈園圍

䱓開放設計、同步作為（社區）教

育資訊嵗廊 

%.俨人散步� ἶ⭬區整體區域人行環

境規劃、無障礙通行空間之建㩻、

㲦街公共設施完善整備、整合怘恱

公園綠地空間，提供休憩場所 

C.上䏔㖶通勤� 以大眾運弟銜接點資

訊整合設置、路口標示設施完善整

備 

D.自行車道� 可能採人車分道空

間佈設、如為人車㷞合規則，則須

考量⽣此塄䩨性、期程路䷁指標設

施設置、相關配套設施（軟䡓體）

配合 

(.遊客怂街� 㲦街公共街道₉Ῐ設施

整備、路口指標動䷁設施設置、街

A.各縣市依䊧況不同，分別標示其

各重要市區道路之⺝民生活類

型，制定逐年逐條人行道推動改

善計畫時程 

%.由補助單位制定示範街道通用設

計原則，供縣市鄉鎮工程設計參

考 

C.「通用設計」擴及人Ὸ食塊ἶ行

育樂各個ⱋ面，將其運用於人行

環境之領域仍屬起步階段，短期

在積極朝此方向，予以本土化研

發設計，ὦ臺灣之人行道環境䜆

正達到「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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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策略擬定 後續推動 

道無䷁上網功能需求 

F.家⁁生意� 恱建築立面都市設

計管制、結合⯨街特峊相關設施整

備、街道家各種商家資訊標示、

街道家Ῐ功能設施多樣 

*. ⤃ 間 活 動 � ⤃ 間 ⭰ 全 照 度 須 䬍

合、節能減䢚能源及㜷料設計、著

重晗㙾㭢妹地區之照明需求、配合

⤃間活動凰辦，重點設置特殊照

明、適當凸顯在地環境之照明 

14.適時推廣

8 䱚 以 下 ⷞ

道「新增人行

道標婳標䷁」

作業 

A.為⼳補長Ḭ以來 8 䱚以下ⷞ道於

㗐期都市計畫䙭無劃設人行道之

缺㻶，以「標婳及標䷁」方式於㗉

有道路單(曀)⁛劃設，期達行人優

先通行之目標。 

%.㐔配輔助以連續型昙㒅立㡦設施

之設置，達成平面實體分晻之⭰全

通行需求。 

A.該項工作可列為中長程計畫之優

先補助項目，預期達成年成長率

至⯸ 20�之標的。 

%.以俨舊ἶ⭬區及通學區為首要推

動範圍，此凰可大⸬改善㗉有人

行道⯓度不足及無設置之昷制。 

15.推動路恱

⁃ 車 㠣 變 更

為人行道 

A.初期針對 2 䱚以下人行道或無人

行道之市區道路，將其路恱⁃車㠣

轉為人行道用忻，以䬍合人行環境

的基本忒⇮需求。 

%.將原本車道排水溝變更為⁛溝排

水方式，於其上拑設人行道。 

各縣市應針對所轄市區道路之車流

量進行調整，並全面推動路恱⁃

車變更為人行道之措施。 

16.納入騎樓

整 平 工 程 項

目 

A.後續建設建議納入騎樓空間改善

項目，可大⸬減⯸與人行道Ẳ面之

問題場生。 

%.務實規範人行道與騎樓Ẳ面之處

理模式，作為設計階段參考。 

A.擴大計畫範圍，納入建物騎樓人

行無障礙空間改善。 

%.建議各縣市成立市區人行環境改

善專案小組，統䰳管理人行道、

騎樓、開放空間等Ẳ面空間處理

及系統規劃問題。 



 

110 

 

策略面向 策略擬定 後續推動 

17.推動街道

管 ䷁ 整 理 改

善 

A.以天空亃䷁整理為主，並為城市街

道市容改善之首要目標。 

%. 為 避 免 管 ䷁ 對 道 路 路 面 反 奭 施

工，加強道路管理，推動共同管道

(電亃溝及支管)建設。 

A.需積極與相關單位協調，如台

電、中取電Ὲ、第四台等業者，

進行管䷁下地之協商。 

%.勌僅有單⁛需求，建議預䕀㩒向

管道，ῥ∐後續ὦ用。 

18.強化績效

指標管㎎ 

A.依據各項效益須求擬定評估指標 

%.依指標執行難易度,訂定分期推動

計畫 

C.針對各類指標制定成長管理目標 

A.強化各補助計畫（工程）執行過

程之品質管㎎，並結合定期審查

機制，制定昷期改善方針，期ὦ

其內容品質達到一定水㹽。 

%.各縣市依所定指標之重要性，明

確擬定自我成長管理目標。 

C.結合政府政策及世䔳㽕流嶏勢，

晟續建立必然之評估指標。 

D.從基礎「量化」指標訂定，進一

步提升為「質性」指標的改善。 

 

三、上述三之處理後反饋情形說明 

本計畫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相關媙題及因應對策時，於晻年均立即調整

實施，可較徬怆直接⛅應地方民意需求，並促ὦ當地民眾生活品質⽾以提

升，後續相關調整機制，亦可作為後續新一期計畫執行機制，以∐柭∐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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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營運階段評估 

一、預擬評估項目及營運計畫概述 

(一)、本計畫主要係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城鄉景觀及相關公共設

施之新建或改善工程，如都市公園綠地之綠美化、檹ṩ憃環境改善、傳

統偁落開放空間之整理、埤⠿水圳保⬿綠化、溪流河溝環境營造、綠園

道設置、舊搜道轉型∐用、俨街區改造、⻆埕空間改善、都市核定及舊

城區之空間再造、車䫀恱環境營造及愗里生活空間改善ü等事宜，因

多為提供公眾ὦ用性質，較無ὦ用㔝益等事項，惟須注意後續的公共設

施維護管理。 

(二)、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於各階段審查時，均要求各縣市提出後續經營

管理維護策略，並編列相關維護管理經費。而為確保城鎮風貌型塑整體

計畫完工後的品質維護，營建署於㮶年定期至各縣市進行工程䝊導，除

親自視⯆工程完工後品質，也對如何維乒設施服務水㹽進行建議，讓預

算發揮應有的效益。 

(三)、後續維護管理均由地方政府編列公務預算進行維護或透過社區認養

維護機制。 

二、營運評估預定辦理期程 

(一)、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因多為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城鄉公共開放空間

或設施之新建或改善工程，且均提供公眾ὦ用性質，重視維護管理等事

項。 

(二)、因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係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公共設施新建、改善及

藍綠帶開放空間環境營造等事宜，係屬永Ḭ應持續維持的公共建設事

項，故需由地方政府編列公務預算進行維護或透過社區認養維護機制。 

(三)、本部⛡定於㮶年 6 至 8 月間辦理工程䝊導。以下以 106 年度工程䝊導

㚏整體績效評鑑計畫為ὲ，說明相關評估辦理方式及年度成果。 

1. 106 年度整體績效評鑑㚏工程䝊導執行計畫 

為ὦ工程進度與計畫期程能䬍合營建署之期⽬，98 年度之績效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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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式開始加入現地工程䝊導考核之評鑑方式，此部分成績將予以併入

年䴩績效評鑑分數中，䛣透過此評鑑機制以建立一個更公正、更客觀且

共同學習的機會。 

此外，為落實評鑑後之獎㇙，以及對於成績落後者之後續忤幋輔

導，本年度將參愳過去年度評定績效研擬獎㇙及忤幋輔導辦法，以㔝縣

市績效評鑑之具體成效 。 

106 年度績效評鑑之主要執行工作項目如下： 

A. 成立績效評鑑委員會。 

%. 進行評鑑指標研擬修正與配分調整。 

C. ⏓開評鑑說明會或執行⺎媮會。 

D. 進行第一階段評鑑工作-「縣市管考評鑑」、「縣市整體執行

績效評鑑」。 

(. 進行第二階段評鑑工作-「現地䝊導考核」。 

延續過去評鑑方式，「縣市管考評鑑」主要在於了解本年度各縣市

對於城鎮風貌執行過程中之績效表現，調查表包括： 

A. 「縣市整體執行績效自評表」。 

%. 「景觀總顧問評鑑表」。 

C. 「營建署評核縣市執行䊧況表」。 

D. 「縣市政府執行情形評述表」。 

其中，為落實學習性與創新性的思考方向，「縣市整體執行績效自

評表」為配合績效評鑑，就「㹽備、協商過程」、「團隊ἀἛ關係」、「執

行管考」，以及「工程品質㎎管」等四個面向分析與了解各縣市執行上

的表現，調查對屈分別為縣市主管、景觀總顧問，縣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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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6 年度績效評鑑委員名單 

106 年度執行績效評鑑㚏工程䝊導考核，以中央之城鄉風貌審議委

員配合署內䰤核之工程考核委員，共邀請 12 位委員㒻Ợ本計畫績效評

鑑委員團隊，將依照規劃行程的實際䊧況，㮶一階段⭰排至⯸ 3 名評鑑

委員至縣市各地進行評鑑與䝊導。 

表20 106 度績效評鑑委員名單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專業領域 

蕭家興 ㉧䛊 行政院工程會㉧䛊 社區總體營造、生態環境規劃 

䍲小䑿 講⺎教㍯ 

退休(朝晤科㉧大學景觀及都

市設計系㚏建築及都市設計

研䩝所) 

景觀生態、景觀與環境規劃設計、景

觀工程、生態與都市設計、休閒農業 

䍲秀⨆ 
教㍯Ⅳ系

所主Ợ 
輔Ẩ大學景觀設計學系 

景觀規劃設計、綠地計畫、景觀計畫、

景觀評估、環境教育 

唈⎁䔞 教㍯ 
國立憸門大學都市計畫及景

觀學系 

景觀建築、基地計畫、景觀工程、園

嗄及植栽工程 

㜵立森 隊長 退休(營建署建築工程組三隊) 建築工程 

林政䶘 組長 退休 (營建署工務組) 土㜏、建築工程、環境工程 

⳻䛂家 組長 退休(營建署林口工程組) 建築工程、土㜏工程、營建管理 

峛光悍 教㍯ 
退休(成功大學建築系㚏建築

研䩝所) 
建築設計、㕞地計劃 

峛美咰 教㍯ 
怉䔙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

訊學系  

都市計畫法ị與制度、都市更新、永

續發展、社區與區域發展、ἶ⭬問題

與政策 

嬄立 副總工程司 退休(營建署) 

建築工程規劃設計、古蹟、歷⏙建築、

古蹟修⾐工程整合及管理、建築工程

設計與施工整合及管理 

㜵永展 研䩝員 中取經濟研䩝院 城鄉規劃、永續發展 

林权⨆ 副教㍯ 台北科㉧大學建築系 生態研䩝、環境嗄堺、地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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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 年度績效評鑑之執行 

䰳組評鑑委員至國內各縣市進行「現地䝊導考核」之評核機制，是

為了ὦ各縣市在䡓體工程計畫上能有效掌握期程與工程品質。並䶃合上

述之䝊導考核及評鑑結果，據以對各縣市提出建議並且進行評㮻，並透

過縣市簡報整體執行績效，讓評審委員能從中了解各縣市本年度執行城

鎮風貌之自主管考調查及執行困難，以此為依據評選出 106 年度「城

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執行或表現優良與不之縣市。 

執行績效評鑑主要將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縣市管考評鑑」

及「縣市整體執行績效評鑑」，各Ἳ績效評鑑總分的 15�及 35�；第二

階段為「縣市現地䝊導考核」，Ἳ績效評鑑總分的 50�。 

(1) 第一階段--「縣市管考評鑑」、「縣市整體執行績效評鑑」 

第一階段就「管考評鑑」而言，將透過「縣市整體執行績效自

評表」、「景觀總顧問評鑑表」、「營建署評核縣市執行䊧況表」、「縣

市政府執行情形評述表」、「財產䙢錄及網䫀填列」，讓各縣市㉦辦

人員進行自主評鑑，也透過本署人員及委員就縣市管考部Ụ進行評

鑑。 

另考核委員至各縣市，由 21 縣市（無台北市）分別向評鑑委

員報本年度的執行情形，包括各計劃之執行進度、預算執行䊧

況，以及景觀總顧問協助推動䝊導之成效等，而後評鑑委員將就縣

市執行䊧況、景觀總顧問及社區規劃師進行整體執行績效評鑑，並

且提出輔導建議。 

評鑑簡報內容，應包含當年度補助計畫個案之範圍、空照圖、

施工前、中、後、照片(並加註㊴㔄日期)等。 

(2) 第二階段--「現地䝊導考核」： 

考核委員至各縣市偤取簡報進行整體執行績效評鑑後，將依營

建署㊤查之個案⭰排現地考核，以了解各案計畫期程進度與品質䊧

況。本階段⎯分為兩項評鑑重點，分別為「個案工程䝊導考核」與

「個案維護管理考核」。 

現地之工程䝊導考核與維護管理考核將以縣市為單位分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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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鑑範圍包含當年度核定補助計畫，以及過去年度補助計畫後

續管理維護情形㊤查，㮶縣市評鑑工作，以考核 2 件當年度工程計

畫及當年度社區規劃師案件 1 案、過去年度已完工之後續維護管理

1 案及過去年度社區規劃師案件 1 案為原則，行程⭰排以一天為原

則。各階段䝊導計畫點與詳細行程規劃將ῆ本署討媽確定後執行。 

表21 執行績效評鑑分配表 

階段 評核方式 項目 

第

第

一

階

段 

縣市管考

評鑑 

(15�) 

縣市自評表 縣市整體執行績效自評表(不計分)(表 F)  

景觀總顧問評鑑 景觀總顧問評鑑表(表 D) (另行計分總分 100�) 

營建署管考 

(15�) 

營建署評核縣市執行䊧況表(表 +) 

提案計畫品質、執行管考（量化評鑑）、財產䙢

錄及網䫀填列 (10�) 

縣市政府執行情形評述表(表 ,) (5�) 

縣市整體

執行績效

評鑑 

(35�) 

委員評鑑 

縣市整體執行績效評鑑 

(表 A) 

㹽備、協商過程及團隊⤌Ἓ關係 (5�) 

提案計畫品質（質化評鑑）(16�) 

執行管考（質化評鑑）(7�) 

評鑑簡報(7�) 

第

第

二

階

段 

現地䝊導

考核 

(50�) 

委員評鑑個案工程䝊導

考核（工程 2 案、社規

施工程案 1 案） 

(表 %) (表 %-1) 

(35�) 

㹽備協商階段 

規劃設計品質 

工程執行品質 

工程㎎管情形 

進度及工期掌握 

行政文㛟面向 

社區規劃師輔導或民眾參與程度 

規劃構ペ 

委員評鑑個案管理維護 管理維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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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含社區規劃師案

件 1 案)(表 C) (表 C-1) 

(15�) 

管理維護執行 

社區民眾參與 

行政文㛟面向 

4. 評鑑對屈與評鑑計畫䯐選 

106 年度「城鎮風貌執行績效評鑑㚏工程䝊導考核」及 107 年度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之評鑑對屈如下。 

(1) 執行績效評鑑考核 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1 月至

12 月與 107 年度「城鎮之心工程計畫」1 月至 4 月之執行計

畫。 

(2) 個案工程䝊導考核 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已

完成規劃設計賡續辦理後續工程計畫」之各階段核定以跨域與

均衡城鄉案件為優先及 106 年社區規劃師案件。 

(3) 個案工程維管䝊導考核以 98ǡ103 年度之完工案件；另社區規

劃師案件以 105 年度前為原則。 

依據上述條件與原則，由本署就 106 年度工程計畫挑選㊤查二案，

106 年度社區規劃師駐地計畫挑選㊤查一案，98ǡ103 年度計畫挑

選㊤查一案， 105 年度前社區規劃師駐地計畫挑選一案㊤查，以進

行現地䝊導考核評鑑。 

5. 106 年度「城鎮風貌執行績效評鑑㚏工程䝊導考核」及 107 年度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之評鑑執行及成果 

執行績效評鑑主要將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縣市管考評鑑」

及「縣市整體執行績效評鑑」，各Ἳ績效評鑑總分的 15�及 35�；

第二階段為「縣市現地䝊導考核」，Ἳ績效評鑑總分的 50�。考核

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1 月至 12 月與 107 年度「城

鎮之心工程計畫」1 月至 4 月之執行計畫。共執行 21 縣市執行

績效評鑑並㊤ 108 件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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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縣市整體執行績效 

總觀在委員評鑑後整體執行績效第一名為臺南市政府加㫱分

數 30.1 分，新竹縣及臺㝘縣則以加㫱分數 29.75 並列第二名，而

執行落後之三縣市分別為新北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及㽵㸽縣政府。 

表22 106 年度縣市整體執行績效評鑑成績統計總表(含排名) 

編號 縣市別 

縣市整體執行績效(35 分) 
績效

成績 

(原評

分) 

績效成績 

(滿分 35) 㹽備、協商過程

及團隊⤌Ἓ關

係(15�) 

整體工程品質

管理 

(45�) 

執行管考 

(20�) 

景觀總顧問及

社區規劃師簡

報(20�) 

原始 

(平

均) 

加㫱 

(平

均) 

名

次 

原始 

(平

均) 

加㫱 

(平

均) 

名

次 

原始 

(平

均) 

加㫱 

(平

均) 

名

次 

原始 

(平

均) 

加㫱 

(平

均) 

名

次 

原始 

(平均) 

加㫱 

(平

均) 

名

次 

1 臺北市 

               

2 臺南市 86.00 12.90 1 86.00 38.70 1 86.00 17.20 1 86.00 17.20 1 86.00 30.10 1 

3 新竹縣 85.00 12.75 2 85.00 38.25 2 85.00 17.00 2 85.00 17.00 2 85.00 29.75 2 

4 臺㝘縣 85.00 12.75 2 85.00 38.25 2 85.00 17.00 2 85.00 17.00 2 85.00 29.75 2 

5 雲林縣 84.80 12.72 4 84.80 38.16 4 84.80 16.96 4 84.80 16.96 4 84.80 29.68 4 

6 臺中市 84.67 12.70 5 84.67 38.10 5 84.67 16.93 5 84.67 16.93 5 84.67 29.63 5 

7 嘉義縣 84.60 12.69 6 84.60 38.07 6 84.60 16.92 6 84.60 16.92 6 84.60 29.61 6 

8 劾㟾縣 84.50 12.68 7 84.50 38.03 7 84.50 16.90 7 84.50 16.90 7 84.50 29.58 7 

9 宜蘭縣 84.25 12.64 8 84.25 37.91 8 84.25 16.85 8 84.25 16.85 8 84.25 29.49 8 

10 㠪園市 84.25 12.64 8 84.25 37.91 8 84.25 16.85 8 84.25 16.85 8 84.25 29.4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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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別 

縣市整體執行績效(35 分) 績效

成績 

(原評

分) 

績效成績 

(滿分 35) 㹽備、協商過程

及團隊⤌Ἓ關

係(15�) 

整體工程品質

管理 

(45�) 

執行管考 

(20�) 

景觀總顧問及

社區規劃師簡

報(20�) 

原始 

(平

均) 

加㫱 

(平

均) 

名

次 

原始 

(平

均) 

加㫱 

(平

均) 

名

次 

原始 

(平

均) 

加㫱 

(平

均) 

名

次 

原始 

(平

均) 

加㫱 

(平

均) 

名

次 

原始 

(平均) 

加㫱 

(平

均) 

名

次 

11 南投縣 84.00 12.60 10 84.00 37.80 10 84.00 16.80 10 84.00 16.80 10 84.00 29.40 10 

12 ⰶ㝘縣 83.60 12.54 11 83.60 37.62 11 83.60 16.72 11 83.60 16.72 11 83.60 29.26 11 

13 憸門縣 83.60 12.54 11 83.60 37.62 11 83.60 16.72 11 83.60 16.72 11 83.60 29.26 11 

14 基晭市 83.25 12.49 13 83.25 37.46 13 83.25 16.65 13 83.25 16.65 13 83.25 29.14 13 

15 嘉義市 83.00 12.45 14 83.00 37.35 14 83.00 16.60 14 83.00 16.60 14 83.00 29.05 14 

16 劘哕縣 82.20 12.33 15 82.20 36.99 15 82.20 16.44 15 82.20 16.44 15 82.20 28.77 15 

17 ⽗化縣 82.00 12.30 16 82.00 36.90 16 82.00 16.40 16 82.00 16.40 16 82.00 28.70 16 

18 連㱆縣 81.00 12.15 17 81.00 36.45 17 81.00 16.20 17 81.00 16.20 17 81.00 28.35 17 

19 檿暫市 80.33 12.05 18 80.33 36.15 18 80.33 16.07 18 80.33 16.07 18 80.33 28.12 18 

20 新北市 80.00 12.00 19 80.00 36.00 19 80.00 16.00 19 80.00 16.00 19 80.00 28.00 19 

21 新竹市 80.00 12.00 19 80.00 36.00 19 80.00 16.00 19 80.00 16.00 19 80.00 28.00 19 

22 㽵㸽縣 77.50 11.63 21 77.50 34.88 21 77.50 15.50 21 77.50 15.50 21 77.50 27.1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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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眾滿意度 

本中長程計畫核定內容並未編列民眾滿意度調查相關經費，故㚒無民眾

滿意度調查。惟未來擬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相關滿意度調查預算

(並建議可由景觀總顧問代為㒗⯒邀標㛟)，並於各該工程計畫完工後辦理，

以掌握民眾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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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主管機關綜合意見 

一、計畫目標達成情形及效益評估 

(一)、本計畫透過部門整合及區域合作，將各部會補助資源整合建構合作平

台，可確保相關計畫之整合規劃發展，有∐發揮計畫䶃合投資效果，避

免過去個別機關單打䍏欌及個別計畫預算之投資。 

(二)、過去城鄉風貌推動多是以點、䷁等Ⱗ部環境改善，䔁⯸有跨區域或財

務計畫考量，本次◾婍要求地方政府成立整合平台，朝城鎮整體風貌型

塑方向推動，並檢視恱土地開發作整合規劃可行性評估，提出財務分

析結果，可以讓地方政府務實檢視計畫投資必要性及優先性，也可避免

產生無效益投資，創造出ἵ度或閒置之設施。 

(三)、透過中央與地方合作，共同推動部門整合建設計畫，有∐促進跨部

門、跨領域專業溝通對話，在中央與地方積極合作下，可共同發掘出各

地方具有競爭力、在地特色之優勢，藉由改善地方基礎公共建設服務品

質，可帶動地方產業活絡與發展，提檿地方就業市場，縮小城鎮發展差

距。 

(四)、藉由本計畫，相對於車异，行人怆度較ㅉ、面對塄䩨的㏴害程度較大，

在道路上屬於⼘勢，因此推動人行環境改善，可有效減⯸人車塄䩨之機

會，並將塄䩨可能產生之⍘害昴至最ἵ，以增加行人⭰全感，提檿步行

意願。 

(五)、市區道路之人行環境與景觀之改善將可帶動地區環境品質提升，同時

促ὦ地區㈦地產價值提檿，土地開發∐用更具價值後，連帶土地ẋ易亦

活絡化，整體經濟環境將可獲⽾改善。 

二、未來建議 

(一)、短期方向 

在短期內，仍持續執行政院已核定通過之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與均衡

城鄉發展推動方案。而為持續辦理相關作業，勢必將持續媒合各部會資

源，期發揮行政部門整體能量，並將預算䶃效發揮極至，以協助地方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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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及就業環境，最後達成發展地方之重要ὦ⑤。而以下依據不同階段，

作為未來實行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與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時，較為可行

之具體作為： 

1. 地方副首長之參與協商 

由於我國政府單位分類大多依據職能進行分工，不同職能屬水

平同級單位，⎾政府單位ⱋ級節制之影響，垂直溝通較水平溝通為

㙕怴與容易，也因此導致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與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

案極易⎾政府內部單位本位主義影響，以致於影響其規劃進程與效

能。 

為此，由於跨域整合與均衡城鄉需要透過不同部門整合，在地

方進行提案時，宜有地方副首長主持相關會議，勌放到中央的跨域

整合平台時，勌能有行政院䦿㛟長出面整合，相關部會對於會議之

參與會較為積極，也方能整合不同部門的預算資源，以達到跨域整

合之效果。 

另外，由於地方副首長代表縣市首長意⾾，地方副首長參與，

較能讓跨域整合計畫與均衡城鄉⽾以與地方首長政策相ṹ配合，達

成中央與地方跨府際接庳與合作，以㔝預算最大䶃效並減⯸相關行

政成長。 

2. 地方宜辦理顧問行党團 

勌於已取⽾分項計畫經費者，則可透過辦理顧問行党團，邀請

相關部會、地方景觀總顧問與中央委員直接與當地民眾、社區或公

民團體相ṹ溝通，來確認地方對計畫本庒的ペ₶，以ὦ中央政策能

與地方民意相ṹ結合，而不至於出現過往辦理補助計畫時中央政策

與地方民眾期⽬產生落差之情形。 

3. 地方宜定期辦理協調會議 

勌已進入施作階段，地方副首長宜定期⏓開跨Ⱗ處協調會議，

並邀請中央委員與相關中央部會指導，以ὦ不同Ⱗ處單位計畫施作

方向能相ṹ配合，並將計畫施作品質達到最完善，以達到預算最大

䶃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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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社例媒體與民眾溝通 

講習會與顧問行党團無法短期持續辦理，建議可以∐用不同的

媒體平台與工具，如：⭿網、社例網䫀（部落㠣、冰㛟）、多媒體

影柚、行動通訊之簡訊及 L,1(ü等傳佈㵯ざ，，並透過ṹ動方式

達到與民眾溝通之效果。 

(二)、下期新興計畫理念與願景 

1. 計畫理念與願景 

內政部營建署自民國 88 年推動「創造台灣城鄉新風貌計畫」

起，至近年配合前䞢基礎建設計畫辦理「城鎮之心工程計畫」，推

動策略從㗐期著重重要景觀據點示範建設、針䁟式小而美之節點改

善，後期推動鄉鎮核心恱地區之跨域資源串連、重新點䆪城鎮發

展動能之作法，已累積相當之環境營造及空間機能改善經驗。 

過去系列計畫多以工程思維為主(無媽是競爭型、政策型或社

區規劃師等)，對於城鎮地景、產業發展、人才培育與⛅流等整合

計畫之投入較⯸，或因整合難度檿致整體執行成效難以呈現(如跨

域整合建設計畫、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等)，殊為可ッ。 

適怉行政院及國發會∢正推動「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並

以均衡台灣、減緩昷䔳鄉鎮之出現為目標，本署將以長期推動景觀

地貌改造累積之經驗為本，輔以地方創生戰略思維，研提本期「城

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並以下列三大主軸推動：推動城鎮

機能提升整體計畫，強化二三級城鎮競爭力、結合國土美學與舊城

風取，凸顯在地原風景，營造城鎮魅力、推動社區駐地輔導計畫，

建立創生⤌Ἓ關係，重建地區㦕光。 

藉由前開各空間尺度之總體營造策略，達成建構城鎮關捜成長

極、完善創生所需空間環境，以及持續培育在地創生人才等短期目

標，以促進城鄉等值發展、型塑在地原風景，最䴩建立城鎮及地區

認同感、ⷳ望感、㦕俧感，以期從㠠本上吸引人才⛅流，成就城鎮

風貌營造之䴩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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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環境預㸓 

本計畫為影響國土空間及城鎮機能䔁戬之公共建設計畫，需完

整考量自然與社會面向之發展嶏勢。爰此，未來環境預㸓將彙整人

口結構及空間分佈、公共設施服務需求多元化、㋽掘在地ƧƱƤ創

生資源、氣候變遷調適、跨域整合發展等需求。各項環境預㸓結媽

㐿述如下： 

A. 人口結構持續俨化，塄㒱現有城鎮服務機能。 

%. 城鄉人口分布不均，均衡臺灣應加怆推動。 

C. 集約發展策略下，公共設施妹色嵱嶏多元。 

D. ㋽掘在地文化嗱，再現城鎮原風景。 

(. 盤整藍綠開放空間，建構美學與昙災Ⅳ具之枳性城鎮。 

F. 跨域整合加強地產人資源串聯，提升發展䶃效。 

䶃上，本計畫將充分評估前開未來發展需求，研擬可㉸制人口

流⤘、促進城鄉均衡發展、活化城鎮核心公共設施機能、型塑在地

風貌自明性、提升城鎮㉾災能力及協助相關資源整合之地產人總體

發展與環境營造計畫。 

3. 前期計畫遭遇媙題 

除未來發展嶏勢外，本期計畫亦需務實檢討前期計畫成效。前

期計畫包括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102-107 年)與城鎮之心工程

計畫。彙整前開計畫遭遇媙題，並分為規劃設計面、行政執行面，

以及整體發展與社區營造面如下： 

(1) 規劃設計ⱋ面 

A. 過往計畫著重工程思維，與地方創生面向不同。 

%. 空間規劃部門難以有效整合產業掯結之跨域加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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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整體規劃前置作業品質⽬提升。 

(2) 行政執行ⱋ面 

A. 國內優良規劃設計及營造供應者有昷，影響執行進度。 

%. 地方政府工程執行、產業發展、人才培育等主管單位間，

溝通㨲㧸不易建立。 

(3) 整體發展與社區營造ⱋ面 

A. 社區發展不易評核，易與上位政策儒節。 

%. 景觀總顧問未必能掌握提案精神，位階㙕怴不檿。 

4. 本期計畫目標 

本計畫參愳「國土計畫法」城鄉發展地區集約∐用與成長管理

原則、「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地產人均衡發展策略，並審愳未

來發展嶏勢及前期計畫執行媙題，研擬本期x 城鎮創生及環境營造

計畫 （ʕ110-113 年）。本期計畫目標說明如下： 

(1) 推動城鎮機能提升整體計畫，強化二三級城鎮競爭力。 

(2) 結合國土美學與舊城風取，凸顯在地原風景，營造城鎮魅力。 

(3) 推動社區駐地輔導計畫，建立創生⤌Ἓ關係，重建地區㦕光。 

5. 執行策略 

本計畫執行策略，可分為整體城鎮創生策略以及各空間尺度

（核心地區、一刓地區、社區）環境營造工程推動策略，說明如下： 

(1) 盤點相關資源，研提城鎮機能整體提升計畫引導發展。 

(2) 推動環境營造，完善二三級城鎮基盤設施。 

(3) ㋽掘在地原風景，重現舊城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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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提社區創生駐點及社區規劃師計畫，㷘化產業及人才與在地

空間之挱結。 

 

圖 27 本計畫與地方創生戰略協同推動策略 

表23 本計畫協同地方創生行動方案 

創生戰略 本計畫協同行動方案 

整 合 部 會

創生資源 

䡓體面： 

1. 盤整資源打造核心關捜工程，並同步推動中小型個案工程。 

2. 配合各縣市城鎮創生整體計畫所提之各級空間ὦ用需求，由本

計畫配合補助相關改造及整理工程(含量點工程計畫、一刓型

計畫、社區規劃師等)，提供創生事業關捜之空間基盤。 

企 業 投 資

故鄉 

軟體面： 

配合各縣市城鎮創生整體計畫，由本計畫補助之創生駐地計畫培育

在地人才，並鼓勵㋽掘在地 D1A，以資源產業化為目標，指出各

項配套工程之執行計畫與預期效益，實現「以創生為導向之工程計

畫」。 

社 會 參 與

創生 

品䈳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