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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嘉義市整體人行環境建設策略規劃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競爭型補助計畫」 

補助計畫審查意見回復 

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復 

1 人行道包含騎樓，調查內容

應註明是否被佔用。 

感謝委員意見。業於修正計畫中納入

騎樓是否被占用之調查。 

2 本計畫進行市區道路人行環

境資料盤點、統計、彙整及

分析，是否需整合其他道路

管理系統。 

感謝委員意見。業於修正計畫中要求

人行環境調查系統應與本府其他道路

管理系統界接，至少1項。 

3 資料匯入後，後續的維護及

更新頻率需考慮，另如何提

出實質之改善方案。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資料匯入後，後

續維護計畫、更新頻率建議等，均已

納入修正計畫。 

4 策略規劃有其必要性，建立

GIS平台維運需要考量。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業已納入相關策

略規劃，相關資料並能作為市區道路

人行安全地理資訊系統(GIS)平台維

運之用。 

5 規劃團隊亦可扮演PMO的角

色。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視本案執行狀

況，若有實務需要再向內政部國土管

理署申請相關經費，委外辦理PMO。 

6 人行道順暢性安全性指標可

作為改善優先排序之依據，

亦可作為檢討過去改善工程 

之依據。 

感謝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業已納入暢

行性、安全性、舒適性、使用性等指

標調查基準，後續除作為改善優先排

序外，亦可作為檢討過去改善工程之

依據。 

7 本案申請針對全市人行環境

進行盤查與課題研擬，有必

要性 

感謝委員支持。 

8 應針對本策略規劃案後續要

如何做逐年改善的作法說

明，以提高預期成果。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將完成「114年

度嘉義市整體人行環境建設策略規劃

報告書」，並作為本市逐年改善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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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復 

環境之準則。 

9 經費編列建議具體化，請再

檢討。 

感謝委員意見。修正計畫經費預算表

業已納入更多細項，以達具體化之

效。 

10 市區重要幹道人行道系統串

接及優化，對人行環境具效

益。 

感謝委員意見。市區重要幹道人行系

統串接及優化為本市重大施政目標，

本府將持續改善人行環境。 

11 建議併同重要路口一併檢討

優化。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將擇定市區重要

路口，檢討優化人行環境；或是依據

都市發展處劃設之行人及高齡友善示

範區或行人友善專區執行之需求，蒐

集與分析特定道路之行人通行環境、

停車、消防及無障礙環境仍需改善之

問題。 

12 調查應包含無障礙環境，如

常見的未設斜坡、淨寬不

足、動線障礙物阻斷等。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常見的未設斜

坡、淨寬不足、動線障礙物阻斷等，

均已納入本案調查中 

13 本案預計執行18個月，將考

評列入服務範圍是否妥適請

再檢討。 

感謝委員意見。因本案預計將執行18

個月，故服務範圍修正為114年「市

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

評計畫」，以符合計畫期程。 

14 本案為A案，編列包商利潤及

管理是否妥適請再檢討。 

感謝委員意見。經參考新北市、高雄

市人行道普查案，均有編列包商利

潤、保險及管理費，故維持原編列方

式。 

15 GIS系統建設不在補助範圍。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不含GIS系統建

置。 

16 簡報P17，GIS圖資調查成果是

否可整合本署的資料庫請再

檢討。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調查圖資類型與

屬性等，均已修正，屆時將可整合內

政部國土管理署之市區道路人行安全

地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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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復 

17 本案發包時請確實將「配合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所需之道

路或人行環境相關資料調 

查。」納為工作項目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將配合內政部國

土管理署所需之道路或人行環境相關

資料調查，並納為發包工作項目。 

18 應至少盤查核定範圍之都市

計畫區內道路及人行道與停

車供需資訊(道路寬度以現 

有寬度計算)、無人行道路段

之盤查、人行環境分年分期

改善計畫、通學廊道、行人

及高齡友善示範區或行人友

善專區規劃劃定等。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盤查核定範圍包

含現有已設置人行道路段之調查、15

公尺以上道路未設置人行道路段之普

查、騎樓/退縮地可供通行情形之調

查。有關停車供需、人行環境分年分

期改善計畫、通學廊道、行人及高齡

友善示範區或行人友善專區規劃劃定

等，由本府另案辦理，並將納入本市

整體人行環境建設策略規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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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地方提案摘要 
表 1 規劃表 

一、 名稱：113年度嘉義市整體人行環境建設策略規劃 

二、 縣市別：嘉義市 行政區別： 

三、 計畫類型：整體規劃計畫 案件類型：A 

四、 實際執行單位：嘉義市工務處 

五、 統籌聯絡單位主管及承辦人聯絡方式： 

王大榮科長    電話：05-2268255       傳真：05-2276683 

陳保成技士    電話：05-2254321#225   傳真：05-2276683 

六、 實際執行單位主管及承辦人聯絡方式： 

王大榮科長    電話：05-2268255       傳真：05-2276683 

陳保成技士    電話：05-2254321#225   傳真：05-2276683 

七、 地方提案內容： 

1. 緣起及目標： 

國際知名媒體 CNN 於 2022 年 12月 7日之旅遊專欄報導，以

「行人地獄」稱呼臺灣之交通環境。故而行政院於 2023 年 5 月 25

日第 3857 次院會通過「行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要求由中

央部會與地方政府通力合作，積極落實執行改善方案，以保障人

民步行安全。其中「行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工程面向」之

推動工作，係由內政部與交通部共同補助輔導地方政府落實執行

行人安全道路工程改善，並由民眾協力指認通報關鍵優先需求改

善路口路段，推動考核評比機制，以完成行人優先的人本交通環

境之改善，與公共建設之循證治理。內政部為執行行政院 112 年 8

月 22 日院臺交字第 1125010761 號函核定之「永續提升人行安全

計畫」暨 112年 11月 10日第 1121041511號函核定修正計畫內容，

特訂定「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補助執行要點」；本府為爭取其中

整體規劃計畫之補助案，即為本案執行之主要內容。 

嘉義市位於嘉義都會區之核心與交通樞紐位置，地理位置優

越；為打造嘉義市為西部新都心，實現「全齡共享、世代宜居」

之願景，以鐵路高架化計畫做為重要推力，「一心十字軸」為空間

發展策略，嘉義大車站計畫做為未來都市發展的火車頭，以十字

軸之南北向「產業躍升軸」、東向「文化觀光軸」、西向「經貿發

展軸」促進產業轉型，強化木都縫合東、西兩區。透過文化新絲

路串聯重要場館與景點，創造出未來新美學、新經濟的文化軸帶。

因此，在城市各項發展及空間不斷的精進與擴張下，整體人行環

境建設尚需更完整的視角來進行全盤的診斷，以擘劃本市未來整

體人行環境提升與改善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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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計畫之推動，檢視前期嘉義市人行道基本資料調查與

建置服務之內容，結合中央政策與本市城市治理理念，建立本市

重要的人行空間系統與架構，並透過行動計畫之安排，逐步打造

本市的永續人行環境。 

2. 範圍及規模：  嘉義市全市

3. 預定工作項目及內容： 
(1) 市區道路人行環境資料盤點、統計、彙整及分析 

A. 既有人行道通盤調查及更新建檔 

B. 新設或改善人行道調查及更新建檔 

C. 計畫道路寬度 15 米以上未設置人行道現況調查 

D. 騎樓、退縮地可供通行情形之調查 

A. 行人友善專區規劃劃定(刪除原因：本府都市發展處另案規劃中) 

(2) 人行道改善相關計畫提案輔導、道路設計審議或進度管控等 

A. 114 年度嘉義市整體人行環境建設策略規劃報告書(含期中、期

末、定稿成果報告、成果紀錄影片及配合歷次會議簡報) 

B. 協助製作本府向中央爭取補助之提案計畫並持續輔導各案整

合。 

(3) 民眾參與、教育訓練 

A. 民眾參與及溝通(人本工作坊或地方說明會等) 

B. 教育訓練（需有助於提升地方政府從業人員建置人行環境知能） 

C. 辦理成果發表會及行銷宣傳 

(4) 市區道路養護及管理績效考評作業 

A. 國土署市區道路人行安全地理資訊系統填列及協助考評人行環

境部分有關事宜 

4. 經費需求及分配： 
總經費：新臺幣 9,900千元(100％) 

中央補助：新臺幣 8,316 千元(84％) 

地方政府自籌：新臺幣 1,584 千元(16％) 

5. 執行期程：113年 7月~11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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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地方提案緣起、目標 

一、計畫緣起 

隨著國際知名媒體 CNN 於 2022 年 12 月評論我國交通環境為「行人地獄」，

並有多國旅遊指引針對台灣缺乏良好人本道路設計和不佳駕駛習慣提出提醒，

民眾對於行人安全的迫切需求被喚醒，政府機關因此重新審視現有的交通管理

策略。為回應各方訴求，行政院於 2023 年 5 月 25 日第 3857 次院會通過「行人

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展現政府改善行人交通安全的決心，要求中央部會與

地方政府合作，積極落實改善方案。各縣市政府亦陸續呼應中央政策，透過各

類策略與措施，期能提升交通安全。 

建構城市人本友善交通，向來是嘉義市積極努力的目標。近年來，嘉義市

已透過一系列人車行空間改造、人本交通設施號誌優化等工程，持續提升人行

空間，改善既有交通問題。然而，「缺乏人行道及供人行通行的連貫通道」、「機

車停放於騎樓或人行道上」、「商家違規佔用騎樓、人行道」、「人行道及騎樓地

面高低不平影響行人步行順暢性」、「人行道與路面間缺乏無障礙坡道」、「應加

強對民眾的教育」等，都是嘉義市在提升人行環境安全面臨的嚴重挑戰與亟待

解決之課題。 

為回應這些挑戰，嘉義市政府計畫提出全面性的人行環境改善方案，透過

系統性規劃，建構人行環境分年分期改善計畫，以提升交通安全與環境品質。

這項提案不僅包括人行道、騎樓等調查、未來人行環境建置的擘畫，也涵蓋了

民眾參與宣導與增進交通安全專業之教育訓練，甚至研擬具體協助公務部門執

行設計審議與考核的行動策略。 

這份提案不僅反映對現狀的反思，也展現對未來的期許，期待創造一個更

安全、更友善的行人環境，不僅滿足國際社會的期待，更為本地居民提供高品

質的生活空間，展現嘉義市政府與民眾共同努力朝向人本、永續、安全的交通

環境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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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為永續提升人行安全，嘉義市政府提出人行環境建設策略規劃案，旨在未

來 10 年內，通過全面的人行道改善綱要計畫，系統性地提升城市的步行安全與

舒適度。嘉義市政府於 112 年辦理全市計畫道路現況調查成果，排除路寬不足 6

公尺者後，現有已開闢道路長度計 320.1 公里，具有人行道之道路長度為 185.4

公里。 

本計畫將運用各項客觀之量化指標，滾動式調整人行環境改善優先順序，

建立分年分期改善計畫準則。通過實際執行如騎樓整平等方式，對優先改善的

重點路段進行分年分期分區的經費編列和優化。此外，透過調查人行道路段現

況、特性及改善方式等資訊，將可作為嘉義市政府未來人行道規劃、施工、養

護、更新的重要參考，目的是實現長期且永續的發展目標。 

有鑑於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第 5 條規定，地方政府應：「一、辦理行人步

行環境安全及便利性改善調查，並研擬改善對策。二、擬訂道路一定寬度人行

道分年分期建設計畫。」，故本計畫除了現有人行道調查資訊更新，亦針對全市

15 公尺以上道路未設置人行道之路段進行普查，更將嘉義市騎樓設置標準內強

制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區域納入，調查騎樓是否被占用，讓日後安全、

便捷的行人友善空間改善工程能更具體可行。除了各項改善計畫之外，更重要

的是透過民眾參與溝通、教育與宣導，改變公眾對於交通安全的態度與行為。

本計畫期能引入專業廠商資源，輔導相關單位提案內容調整、協助府內設計審

查、協辦考核與考評。在公務人力匱乏的現下，如何借用專業力量協助公部門

落實執行推動策略，建構和諧、通行無礙的人行環境建設策略，實為本計畫之

重點項目之一。 

人行環境的改善需要逐步實施，透過細緻而完整的規劃，嘉義市政府展現

了對於提升城市行人友善環境的全面規劃與執行力度。此計畫不僅將成為未來

人行道改善決策的依據，也反映了對城市未來發展的遠見和對市民福祉的深刻

關懷。期待在政府所有相關單位和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嘉義市能夠成為一個更

加適宜步行、生活的城市。 

 

參、地方提案範圍  

本計畫提案範圍包含嘉義市全市，總面積為 58.98 平方公里。嘉義市以文化

路分隔東、西兩區，東區位於嘉義市東部，北隔牛稠溪與民雄鄉為界、東北與

竹崎鄉為鄰，東南與番路鄉接壤、南隔著八掌溪與中埔鄉相望，轄區土地面積

有 29.12 平方公里，分設 39 里；西區行政區域略以本市文化路、國華街以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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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位於嘉義市西邊，北臨民雄鄉、西毗太保市、南連水上鄉、東南與中埔

鄉為界；面積 29.87 平方公里，行政區域為 45 里。 

 

圖 1 嘉義市都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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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嘉義市行政區域街道圖 

 

圖 3 嘉義市人行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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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計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 人行環境調查 

(一) 現有已設置人行道路段之調查：針對全市已設置人行道路段，更新既有資

料。包含新設或改善人行道調查，以及更新建檔。 

(二) 15 公尺以上都市計畫道路未設置人行道路段之普查：針對全市 15 公尺以

上計畫道路未設置人行道之路段進行普查。 

(三) 騎樓、退縮地可供通行情形之調查：針對嘉義市騎樓設置標準規範之路段，

調查騎樓、退縮地可供通行之情形；調查內容應註明是否被占用。 

(四) 調查內容：已設置人行道路段，須依據固定桿類設施、固定箱類設施、固

定出入口設施、固定停車設施、固定其他設施、人行道樹穴、人行道人手

孔類設施、斜坡道、公共設施帶、自行車專用道等圖層定義，更新對應之

設施細項。 

(五) 系統整合：目前現有道路資訊中心管理系統已有道路挖掘管理系統、雨水

下水道管理系統、寬頻管道管理系統、道路銑鋪管理系統、挖掘案件即時

資訊、三維管線展示系統、道路使用申請管理系統等，本案需至少與其中

1 項系統界接。 

(六) 資訊運用：調查資訊將匯入市區道路人行安全系統，以利運用人行道、騎

樓之調查結果，盤點、統計、彙整及分析現況。調查結果並將運用人行道

順暢性、安全性等指標，作為改善優先排序之依據，並可據此檢討過去改

善工程。調查結果應包含無障礙環境，如常見之未設斜坡、淨寬不足、動

線障礙物阻斷等。 

(七) 系統維運：針對填報於內政部市區道路人行安全地理資訊系統 GIS 平台之

相關數據，提出後續維護計畫、更新頻率建議。 

二、 市區道路資料調查 

辦理市區道路相關資料盤點、統計、彙整及分析，及路網交通安全資訊盤點、

統計、彙整及分析。 

(一) 市區道路清單 

1. 調查道路名稱：調查路段之道路名稱或編號。 

2. 起迄道路名稱：與調查路段之相(橫)交之起迄道路名稱。 

3. 調查道路長度：指與調查路段相(橫)交道路中心線至另一相(橫)交道路中

心線間之距離，以公尺表示。 

4. 調查道路寬度：指屬路權範圍內之寬度，以雙向合計。包含人行道、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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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快慢分隔島，以公尺表示。 

5. 調查道路方向：調查路段之方向，以東、南、西、北表示之。 

6. 道路開闢情形:已全寬開闢、未依全寬開闢、未闢建。 

三、 人行環境分年分期改善計畫 

結合人行環境調查、市區道路資料調查、停車供需資訊(道路寬度以現有寬

度計算)，加上都市發展處劃設之行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或行人友善專區，

研擬運用以下指標，建置人行環境分年分期改善計畫準則，以利透過量化數

據，滾動式調整人行環境改善之優先順序。 

(一) 暢行性 

1. 淨寬(步行寬度)=人行道整體寬度－(公共設施帶寬度∪機車停車格位寬度

∪天橋、地下道出入口寬度)。 

2. 阻礙情況：因民眾私自佔用之情形，如路霸、機車違規停車等。固定設施

物設置不當之情形，如車阻等。 

3. 無障礙設施之建設完整度。 

4. 人行道人行空間淨高均高於 2.1 公尺且無突出物。 

(二) 舒適性 

1. 人行道的整潔程度是否良好。 

2. 街道環境、景觀、綠美化、遮蔭、舒適性、天空纜線下地、廣告物管理等

街道整體感受是否達標。 

(三) 安全性 

1. 全盲評級 : 

a. 路口設有定位點。 

b. 路口設有警示帶。 

c. 路面高度、寬度淨空。 

d. 路面平順。 

2. 鋪面狀況是否適當。 

3. 行人防護設施建置及維護狀況。 

4. 人行道上設置排水溝清掃孔。 

(四) 使用性 

1. 使用需求：分為高需求、中需求與低需求等 3 級。 

2. 串聯性是否形成完整人行路網。 

(五) 使用強度：周邊土地使用分區與人潮旅運節點、人流量、機車停放於人行

道/騎樓之數量及周轉率等量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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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指標：人行道修補頻率、修補面積、挖掘面積、民眾陳情頻率。 

四、 行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或行人友善專區規劃劃定 

(註：本項目由本府都市發展處另案「嘉義市都市設計策略規劃暨人本交通

之活力城市示範計畫」辦理，故不納入本計畫) 

五、 民眾參與及溝通(人本工作坊等) 

(一) 依據都市發展處劃設之行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或行人友善專區執行之需求，

蒐集與分析特定道路之行人通行環境、停車、消防及無障礙環境仍需改善

之問題；或擇定市區重要路口，檢討優化人行環境，透過民眾參與機制，

雙向溝通。溝通時需輔以圖表方式說明，並說明政策方向與期程。 

(二) 視機關或都市發展處劃設行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或行人友善專區之需求，

協助辦理民眾參與及溝通(人本工作坊)： 

1. 說明會前需完成道路交通環境改善規劃初步規畫構想。 

2. 統計說明會中參與人數、性別比例及性別參與意願差異分析。應徵詢收整

不同性別使用人意見與需求，並說明友善措施。 

(三) 如機關或都市發展處劃設行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或行人友善專區有民意調

查需求，應協助辦理問卷調查，確認民意（某巷道是否劃設禁停紅黃線、

標線型人行道及其前述設施劃設於哪一側……等）。問卷發放計畫須包含問

卷內容、發放對象、發放時間、發放份數、有效份數等，並應經機關同意

後方可實施。 

六、 教育訓練 

舉辦至少 1 場教育訓練，每場次 6 小時。每堂課受訓人員至少 20 人，總訓

練人數須達 100 人次(堂課 x 人數)。課程內容應參考「市區道路無障礙設計

講習」，且有助於提升地方政府從業人員建置人行環境知能，並提供線上課

程。本項若以外縣市參訪觀摩方式辦理，人數至少 20 人。 

七、 協助向中央爭取補助之提案計畫並持續協助各案整合、協助府內設計審查、

協助辦理考核考評等 

(一) 協助提案內容製作及調整、協助府內設計審查 

1. 協助申請提案及設計，協助檢視是否依規定檢齊相關必備文件資料。 

2. 依審查作業規定及要件檢視提案計畫及設計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並就計畫

內容可行性提供初步審查意見。 

3. 協助籌辦審查會議，包含製作相關書表資料，規劃相關會議。如有需要會

勘，應安排交通車輛。 

4. 彙整相關會議審查意見、審查紀錄、統計資料表單等，並提供過程紀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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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與成果。 

(二) 協助辦理 114 年「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相關工

作，得包含相關自治事項法令之執行檢討 

1. 國土管理署市區道路人行安全地理資訊系統填列：合約期間內持續協助該

系統人行道資料彙整、每季有關適宜性、普及率等之調查及填列。 

2. 協助考評有關事宜：協助考評之政策作為考評資料彙整及簡報製作，以及

實際作為考評資料彙整、簡報及現場會勘。 

伍、地方提案經費預估及經費來源、分配 

(說明申請經費項目，如有自籌款應一併說明。) 

中央補助 84%(8,316 仟元) 

地方自籌 16%(1,584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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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經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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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方提案預計辦理時程 

自發包後 18 個月完成  

 
圖 4 計畫期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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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成果及效益 

每季委託專業廠商定期將人行道改善後圖資繪入資訊系統，確實蒐集並調一、

查府內外各單位新設或改建人行道相關資料綜整填報，以提升人本計畫及

前瞻計畫人行道圖資填報完整性。 

二、提升人行道普及率：透過人行道調查資訊，整體評估本市既有人行道現況，

予以列出改善優先順序，配合生活圈新闢計畫道路及市地重劃工程一併規

劃人行道，並逐次檢討各類路寬尚未設有人行道者，逐步歸納優先順序研

議增設，進一步提升人行道普及率； 

三、提升人行道適宜性：透過人行道調查資訊，整體評估本市既有人行道現況，

予以列出改善優先順序，配合中央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及永續提升人行安全

計畫爭取補助，藉以全路段或街廓整體方式規劃改善人行道，有效排除固

定式占用及遷移路障，提升適宜性，進一步達成無障礙及導盲標準。 

捌、附錄 

〔聯絡人員名冊及計畫執行團隊人員之市區道路無障礙設計講習結業證書

(或人本規劃師證書)等資料。〕 

嘉義市政府工務處 

單位/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工務處處長 蘇文崎 05-2254321#223 

土木工程科科長 王大榮 05-2254321#225 

計畫聯絡人 陳保成 05-228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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