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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經濟 

小城市大創新 

重大建設 交通觀光 美學設計 

城市新生 社會應援 永續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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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銷售額  連續3年突破新高 拚經濟 

經濟從谷底到新高峰 2022再度突破歷史新高   

減少604億 



拚經濟、顧民生、搶商機  普發2,000元消費現金   

4 

不舉債 

經濟發展成果 

與 全 民 共 享 

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 
連續3年破百萬元 
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連續3年創新高 

110年達37萬4,787元  超越台南、高雄 

拚經濟 



連鎖品牌接連抵嘉  持續吸引民間投資創造商機 

積極招商 
不 間 斷 

嘉 
義 
市 
． 
台 
灣 
新 
都 
心 

拚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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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輔導企業  產業嘉義隊站上台灣舞台拚全世界 

設計轉型 數位轉型 

海外拓銷 

透過設計力導入輔導企業轉型 

▲嘉友電子設計直播無線麥克風 

3支箭輔導在地企業 帶動產業升級 

 

線上拓銷展3年媒合共計超過250次 

拚經濟 

▲聖保羅店面改造超吸睛  

美食進軍國際 
帶領33家業者參加國際美食展   
接單金額超過4,000萬元 

店家創新聯盟 
全國首創虛實整合嘉義市專屬城市桌遊

行銷產業嘉義隊 

輔導業者試煉元宇宙數位時代的發展 

▲義興醬園VR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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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不能停  持續推進鐵路高架化建設 
重大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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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高架化整體進度 
(截至111.09.30) 

45.89% 
嘉北高架車站 

嘉義高架車站 

+9.88億 

38.33億元 

48.21億元 

嘉義市需負擔 



嘉義大車站計畫  串接前後站地區再發展 
重大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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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總面積 

56.05公頃 

嘉義 
大車站計畫 



發展嘉北車站周邊  形塑智慧醫療產業園區 
重大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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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北車站 
周邊區域 

第一期區段徵收 
進入期末報告作業 

通過後將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後續進入市都委會審議 



土地開發促進建設發展  帶動城市經濟繁榮 
重大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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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轉運中心區市地重劃 

民族國小西側公辦都更 

工程已於111年11月1日
開工，未來分6大塊招售，
打造新興商業區，將成為
東區大進步的重要引擎。 

建國二村、復興新村市地重劃 

第一期範圍已於111年2月15
日與國城建設公司簽約，成功
招商引資至少23億元，為中彰
雲嘉首件公辦都更招商成功案
例；第二期範圍已積極規劃中。 

湖子內區段徵收 

北港路兩側區段徵收 

111/9/20辦理 
工業區地主意願調查 

主體工程已於109/1/17完工 

土地交易已達2,916筆 



重大
建設 積極闢設停車場  增加停車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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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計畫停車場 
積極趕辦執行中 

義昌公園地下停車場  111/11/2正式開工 

嘉北國小地下停車場  111/6/17正式開工 崇文國小地下停車場  持續招標中 

因工料雙漲，3場共計流標35次 

全數預計113-114年完工 



重大聯外橋梁改建  力求橋安、人平安 
重大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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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橋(108/9/11通車) 

三大
橋梁
改建 

2座已通車 

1座施工中 

盧山橋(111/11/3通車) 

軍輝橋(施工中) 



全力改善道路建設  讓民眾用路更安全 
重大
建設 

推動路平  讓市民車行更舒適 

108-111年 
改善總長度 

16,294公尺 

▲林森東/西路路面改善 

108-111年 
改善總長度 

10,973公尺 

▲新民路人行道改善 

中山路 
(吳鳳北路至和平路) 

民生北路 
(北榮路至光彩街) 

文化路 
(中山路至民權路) 

持續推動騎樓整平  還給市民暢行無阻的徒步環境 

中正路騎樓整平 

700公尺 

2021 2022 

改善人行道環境  打造優質人行空間 

架空纜線下地  不僅改善道路也美化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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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系統第一期用戶接管工程已全部開工  分組評鑑成績第一 
重大
建設 

          管線第一標 
          分支用戶第   1   標(110.11.30竣工) 

          分支用戶第2、3標(預計111.12竣工) 

          分支用戶第4、5標(預計112.07竣工) 

          分支用戶第6、7標(111.08.27開工) 

          分支用戶第8、9標(111.04.15開工) 

15,000(113年) 

before Now 
後巷美化  改善居住環境 

接管戶數逐年提升 

污水下水道第一期 



積極強化排水治理  對抗極端氣候的衝擊 
重大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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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仔溝橋完成改建  解決中央大排排水瓶頸  

108-111年施作長度 

3,416公尺 
 

整體建置率 

79.57% 
▲忠孝路鐵路側箱涵新建工程 

積極推進雨水下水道長度與強化清淤   

▲區域排水及雨水下水道清淤 

108-111年清淤長度 

91,211公尺 
 

清淤量 

16,415m3 

通水斷面提升為原本的1.65倍 
雨水下水道近4年長度 

相較104-107年成長3倍 

近4年清淤量 

相較104-107年增加1.3倍 

通港橋改建工程  111/11/4正式開工 



積極興建社會住宅  實現居住平權 
重大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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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友忠好室 

西區-博愛安居 

東區-安寮好室 

東區-民族國小西側公辦都更二期 

興建206戶

111/10/3開工 

興建144戶

111/10/19開工 

興建155戶 

先期規劃階段 

興建約1,300坪 

規劃招商階段 



重大
建設 積極推動危老重建  改善居住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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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首案危老重建完工  
老屋變身為華麗透天厝 

本市首案飯店危老重建-聖荷西商務大飯店 

before 

Now 

自108年起已核准33案 

108 109 110 111(截至9月底) 

2 
7 

13 11 

另有13案 
輔導中 



興建公共建築設施  提供市民更優質的服務 
重大
建設 

新建消防第二分隊廳舍 

興建湖內里活動中心 新建竹圍派出所 

興建市政北棟大樓 興建西區區政中心 

興建西區全民運動館 開闢湖子內區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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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建與活化運動場館  提供更舒適的運動休閒環境 
重大
建設 

新建志航國小半戶外球場 

興建港坪運動公園風雨球場 

改建KANO棒球場 

本市首座人工草皮足球場 

整修河濱運動公園自行車道 

興建湖美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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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興嘉國小半戶外球場 整修港坪運動公園滑輪場 

新建宣信國小半戶外球場 



交通
觀光 一條環線、二個據點與三大觀光場域的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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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散策  樂活水岸 

蘭潭觀光遊憩品質提升 

嘉油鐵馬道休憩環境與
光環境提升 

環市自行車道串連與優化  本市自行車道長度4年增加17.8公里 

總長度提升至63.9公里 

新建KANO遊客中心     嘉義車站旅服中心微改造 

1 
條 
環 
線 

3 
大 
觀 
光 
場 
域 

2 
個 
據 
點 

111.11.10啟用 



交通
觀光 Bus+UBike雙B暢行嘉義更便捷  交通更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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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唯一 
100％市區電動公車 

全國首發 
YouBike 2.0E電輔車 

搭乘人次3年成長4倍 

滿意度全國第1 



交通
觀光 旅行新體驗  活化城市新經濟 

22 

日環食 光織影舞 台灣設計展 

#當日湧入30萬人 #榮獲雙項國際設計大獎 #10天展期218萬人次參觀 



美學
設計 串連文化新絲路  點亮舊城活化新生 

優化火車站前廣場 

轉型城市博物館 

美術館屢獲建築大獎 

實驗木場成打卡聖地 

進行總圖都市計畫變更 

積極活化文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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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
設計 道將圳水綠廊道  打造未來休憩新空間 

光廊跨橋 水景廣場 

一期及二期工程分別於111年3月22日及9月3日開工 
將改善近2.3公頃城市公共開放空間 

無礙障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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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2.0再升級  全齡遊憩新場域 
美學
設計 

25 

嘉義公園：尿尿小童修復、地景大變身 中央廣場打造森林冒險遊戲場 

番仔溝公園變身酷炫機器人全齡遊戲場 中正公園變身百科全書兒童遊戲場 



美學
設計 Small City Big Change  城市美學創新里程碑 

26 

 城市品牌視覺設計蘊含3大設計亮點 
 

 「       」：兩元素代表，城市豐富「歷史底蘊」與「開放前進」的特質。 
 

 側視和俯瞰兩種角度：傳達嘉義市「包容變化」與「創新實驗」的可能性。 
 

 城市特質：外在「成熟知性、穩重內斂」、內在「熱情活潑、多元包容」。 

設計臺語、客語、羅馬拼音、原住民族語及越南文音標，支援
多種語系，顧及臺灣多元族群的使用者需求，是一套與全世界
溝通的城市文字。 

全國第一 
嘉市體 

榮獲金點設計獎金點設計標章 



城市
新生 地方創生磁吸青年  助攻城市創新 

27 

23 

2022 2021 2020 

首屆地方創生年會 

在嘉義市 

與民間歷經多次會議 

向中央提出4大創生提案 

運用地方特色  有助產業發展  帶動人移居 

  新二通活化 

跨局處協力推動 

舊城區街區改造 

修復東門派出所 

舊屋力計畫 

舊監獄宿舍群 

人文歷史街區民宿 

 廟宇民俗文創 



城市
新生 用「創生」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樣貌  開啟更多無限可能 

28 

集結地方創生滿滿的能量   
發行專書讓更多人認識嘉義 

「風格交換所(創生總店)：我的靈魂選物」
來場前所未見的風格交換 

+1+1+1=嘉義式  用咖啡演繹城市獨特風味 

輪普東食堂熱鬧開席  逾五千人齊聚東市場 



城市
新生 跨局處整合成立有事青年實驗室  全力扶植青年發展 

29 

多元培力 職涯就業 創業扶植 創新孵化 公共參與 



城市
新生 積極多元培育青年  引領青年返鄉築夢 

30 

看嘉本領-職涯發展系列課程 

青領派高中職跨校社團培力營 

市府自辦現場徵才活動 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 

街舞首都就在嘉義市  

多 

元 

培 

力 

職 

涯 

就 

業 

舉辦青年領袖論壇 



城市
新生 創業亮起來  青年創業故事在嘉義市精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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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創業補助計畫  幫助青年勇敢打造自己的事業版圖 

▲創青party展現青創成果 ▲第二屆加碼補助讓青年圓夢 

啟動在地文創產業發展  展現嘉義文創的軟實力 

▲於嘉義市立博物館成立「文創產業加速中心」 ▲首次參與2022文博會地方館 

創業扶植 



城市
新生 強打夜經濟  從白天嗨到夜晚 

32 

光織
影舞 

開嘉
市集 

暗光
鳥紀 

無眠
市集 

創 

業 

扶 

植 



城市
新生 搭建有事青年平台  支持青年用行動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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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連結各界夥伴成立有事青年影響力平台 

三屆共計 
194個團隊報名 

扶植73個團隊 

舉辦有事青年行動競賽 

中南部最大型的跨域青年文化交流節慶 

創 

新 

孵 

化 



社會
應援 健全兒童照顧服務  減輕父母經濟及照顧負擔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積極佈建公共托育服務設施共4處 

 
中央與地方合力 

新設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共4處 

 

合計提供283名 

到宅坐月子服務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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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應援 教育不斷創新  培育具影響力的新世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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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班班有冷氣 

及新風換氣系統 

恢復科學168   

年年都創新 

校校有外師 

《親子天下》調查全國第一 

成立本市首座實驗中學 

多元選擇適性揚才 

全國首座基地縣市 

引入國家教育研究院資源 

積極推動食農教育 

連2年獲食育力五星城市 



社會
應援 健康老化、在地安老  打造健康幸福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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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設6座銀髮健身俱樂部 樂齡健康訓練場-馬術健康休閒活動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暨巷弄長照站 
已增加至40個據點 

109/1/1成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已成立9個花甲食堂   
提供長輩共餐服務 

全國首創橘世代生涯發展中心 
進駐寶智綜合服務園區 



社會
應援 首創食安三金獎  打造人人安心的食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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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優良冷飲業「金搖獎」  

全國首創優良餐飲業「金質獎」 

▲餐飲衛生優良店家地圖 

全國首創優良烘焙業「金(麥方)獎」 

#嘉義市手搖飲品店密度高居全國之冠 



社會
應援 打造寵物友善城市  讓飼主與毛小孩出遊更安心 

38 

領先彰投雲嘉首推「寵物友善空間」認證標章 興建本市第一座寵物公園  112/2完工 



社會
應援 智慧數位治理平台  以人為本建立智慧共融環境 

智慧
健康 

智慧
交通 

智慧
安防 

智慧
政府 

智慧
環境 

智慧
經濟 

智慧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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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應援 智慧數位治理  用科技讓市民生活品質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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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全國首創守護嘉憶人  建構防走失網 智慧教育：推動校園E化  提升數位教學能量 

▲國中小全面啟用嘉e卡 ▲全國第一個校校有平板 

智慧安防：全國首創智慧巡邏箱 取代傳統巡邏箱 智慧交通：公有路外停車場智慧停管系統 



永續
嘉園 積極推動2050淨零排放  創造更韌性的未來 

41 

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員會 

110/1/4 

成立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員會 

110/12/17 

完成嘉義市自願檢視報告 

111/4/16 

簽署氣候緊急宣言 

讓永續轉為商機  讓永續融入生活  讓永續融入治理 



永續
嘉園 落實低碳融入生活  實現永續宜居城市 

推動太陽能光電設置 

打造綠能永續循環園區  各項工程陸續展開 大溪厝水環境教育園區  111/4/11啟用 

推動住商節能智慧用電  節電率全國第2 

42 



永續
嘉園 積極改善空污  藍天日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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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日比率逐年上升 
至111/9 

達85.3％ 
(106年64.9％) 

大幅下降！ 

連
續
2
年
全
國
第
1 



永續
嘉園 感謝大家攜手共創永續城市  為下一代營造世代宜居的環境 

2022《今周刊》永續城市大調查 
永續城市特優獎(連續2年) 

2022亞太永續行動獎 
宜居城市獎(非六都唯一) 

2022台灣永續行動獎 
1金1銀1銅 

2022《遠見雜誌》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 
環保面向全國第1 

2022台灣世界新聞傳播協會有感施政大調查 
環境保護面向金獎 

永續融入治理 

成果大鳴大放 

44 



小城市
大創新 民調評比屢創佳績  成功讓嘉義市找回過去的光榮感 

45 

《經濟日報》 
幸福台灣大調查 

 
幸福城市 

2020全國第1名 

 
地方政府施政滿意度 

2021全國第1名 

 

《天下雜誌》 
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 

 

2021施政力全國第1名 

2022減債王殊榮 

《今周刊》 
永續城市調查 

 

2021、2022特優 
2022最佳首長信任獎 

《遠見雜誌》 
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 

 

2022 

五星首長殊榮 

台灣世界新聞傳播協會 
全國縣市施政滿意度調查 

 

2022 7金5銀 

全國唯一大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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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長民調屢創新高  嘉義市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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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嘉義市 

    成為 

  台灣新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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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旗艦計畫擘劃未來城市藍圖  打造「新．嘉義十景」 
小城市
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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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大路行大步  大家才有好出路 

3橫3縱3環 

雙鐵輕軌(高鐵-台鐵) 

路網概念示意圖 

超 前 部 署 

交通大建設 

小城市
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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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大發展、東區大進步雙引擎  讓嘉義跨大步、未來加速度 

50 

小城市
大創新 

生活新路網 

西區大發展 

樂齡勇壯城 

文化新基地 

教育新世代 

文化新絲路2.0 

舊城創新生 

青世代磁吸 

影視新協力 

新永續淨零 

#以人為本、市民有感           

#議題導向、進行跨局處討論與整合 

#設計、數位、創生、永續四大創新思維突破框架 



以優質生活機能  打造宜居的雲嘉南新生活中心 

西 
區 
大 
發 
展 

1,227公頃 

以經貿、交通、教育、醫療、居住五大新產業 
帶動西區大發展，打造全新產業生活圈 

全新產業
生活圈 

小城市
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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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絲路2.0+舊城創新生  促使產業繁榮 

透過環境改造打開邊界  以多元共融再造文化新生 

小城市
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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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區 
大 
進 
步 

舊城區 
新體驗 



新經濟、城市體驗、全齡人才三面向  擁抱創新未來 
小城市
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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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寫 歷 史 

作 伙 拚 未 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