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議會第九屆第一次定期大會 嘉義市議會第九屆第一次定期大會 
   市長施政總報告   市長施政總報告

報告人：涂醒哲市長

104年 5月 12日

1



簡報大綱
壹、前言

貳、重大市政建設
一、全力開源節流健全財務管理 二、重整都市計畫建設新嘉義

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 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

五、落實教育新價值 六、推動鐵路高架化完善交通網絡

七、強化活動效益帶動觀光商機 八、推動公共參與打造創意活力城

九、區域聯合治理 攜手合作興新利 十、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十一、重大延續性建設

叁、結語

2



壹、前言：讓夢想起飛  建設新嘉義

「以講求數據的科學管理方式施政」
「依法行政 找法行政」
 「建立政府有效率的運作機制」
 「大開大闔的突破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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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讓夢想起飛  建設新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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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表可知，黃市長卸任前大幅調整人事，從去年
7 月到 11 月共有 63 名職員升遷，尤以 ( 即將卸任
前 ) 有 39 名為最多，連參議、簡任秘書職缺都補滿
，新市府沒有調節人事的空間。
● 雖然人事調整困難，但本府在每周市務會議上，利
用激勵影片分享及辦理主管共識營，希望事務官要把
自己當成政務官，不但依法行政，還要找法行政，共
同建設大嘉義，為民謀求更大福利。

壹、前言：讓夢想起飛  建設新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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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讓夢想起飛  建設新嘉義

2015年 4月 17及 18日到台南市舉辦高階主管共識營



      貳、重大市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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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力開源節流 健全財務管理 (1)

調整市有非公用房地租金率從 3% 到 5% ，近期完
成草案送審。

舊市府用地活化，於辦理地上物拆除完竣，預計下
半年度辦理標售。

重整都市計畫 ( 如推動都更案、容積移轉等 ) ，廣
闢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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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修正部分 :
 1. 住家非供自住使用者，稅率由 1.2% 提高為 1.5% 。
 2. 供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稅率由 1.5% 提高為 3% 。
 3. 非住家非營業使用者，稅率由 1.5% 提高為 2% 。

房屋稅徵收率
自治條例修正
開徵總戶數

100,232 戶

因稅率調整受影響戶
  數 11,367 戶

  占開徵總戶數 11.34%

因稅率調整受影響戶
  數 11,367 戶

  占開徵總戶數 11.34%

104 年 3 月 16
日
公布修正

未受影響戶 88,865 戶
  占開徵總戶數 88.66%

未受影響戶 88,865 戶
  占開徵總戶數 88.66%

效   益

增加稅額

2,927 萬元

一、全力開源節流 健全財務管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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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1.通檢書圖預訂 5月公展，
正清查案內涉有變更之土地所
有權人，俾於公展時同時完備
通知程序。
2.公展期間將舉辦 2場說明
會。
3.市都委會審查期間將由委
員逐案審查並提供檢討意見。

二、重整都市計畫 建設新嘉義 - 通盤檢

討

10



二、重整都市計畫 建設新嘉義 - 都更案

公辦都更作業期間將儘求資訊透明。公辦都更規劃時除儘求內容公
平合理外、亦將兼顧社會公益與公義。

補充說明
1.民族國小西側都更
業經營建署初審原則
同意補助重新規畫費
用。
2.嘉義市都市更新整
體計畫正進行招標文
件審查作業。
3.自主更新正會同受
託單位利用非上班時
間辦理東 /西區之民眾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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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多贏—
滿足容積需求、增加市庫財政、協助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

【優點】
1. 民眾捐贈公設保留地寬鬆化
。
2. 申請建築面積減少。
3. 基地面臨道路 8米 (含 )以
上。
4. 有代金折繳。

二、重整都市計畫 建設新嘉義 - 容積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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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開招標委託專業單位執行「嘉義市健康防老園區先期規劃
案」。
(2) 召開「打造健康防老園區」軟、硬體規劃聯繫會議。
(3) 軟體組規劃個人、家戶、社區健康管理作業。
(4) 成立軟體規劃顧問團。

提供良好軟硬體設施生活環境，
營造共享天倫之合宜三代居住的
幸福社區；吸引更多廠商進駐，
增加就業機會，帶來產值和人口
的增長

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打造健康防老園區

規劃說明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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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推動家庭責任醫師制 (1)

推動理念
由一位醫師負擔全家人健康守門員的角色。

選擇登錄一位家庭醫師，平時協助進行健康促進
活動，生病時提供必要醫療服務，或轉診至適合
醫院進行更進一步醫療照護。

民眾越健康，醫師越賺錢，達成醫界、政府、民
眾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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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步驟
尋求三家區域醫院（嘉基、聖馬、嘉榮）支持，定期與三家醫院決策階層定期
討論執行內容並定期辦理基層醫療院所說明會。

成立推動辦公室及推動委員會（協調中心籌備處） 。

辦理標竿學習，邀請論人計酬第一階段試辦醫院對三家支援醫院 進行經驗分
享，及對基層診所分享家庭醫師經營理念與實務。

與台北醫學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引進公衛、醫管、及長照等相關學術資源。
舉辦各里市民說明會及家庭責任醫師登錄。
提出本市論人計酬試辦方案，向健保署申請試辦計畫。

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推動家庭責任醫師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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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落實社福政見

幸福孕媽咪：提高婦女生育津貼 (單胞胎由 6,000元提高為 8,000元。
雙胞  胎由 16,000元提高為 18,000元 ) (2015.1.1)

幸福成家：發放 0-3歲低收及中低收入戶育兒津貼， ( 每月發給
3,000元育兒津貼 ) (2015.4.1)

  老人長壽久久：提高重陽敬老禮金 (65-79歲：每人每年 3,000元
、 80-89歲：每人每年 6,000元、 90-99歲：每人每年 9,000元、 100
歲以上：每人每年 12,000元 ) (2015.10.14)

育兒快樂園地：設立平價托嬰中心 ( 設於竹圍市場 3樓，預定於 9
月初招生開幕，提供 40位嬰幼兒托育服務） 。

悠遊無礙：發行愛心陪伴卡。 (2015.4.20)

16



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建構食安首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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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建構食安首都 (2)

 成立食安推動委員會 --全國首創 食安首都。

 打造嘉義品牌 ---求興利  創商機。

 建置嘉義市食安地圖 ---建置食品業者 e化資訊  全國首創 。

 提高重大食安事件檢舉獎金 -- 檢舉獎金 75%  全國最高 。

 推動食品業者登錄制度 -- 達成率  全國第一 。

 首創集體訴訟求償制度 -- 協助受害民眾向黑心油商團體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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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成立空污委員會

(1)

 全國第一個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委員會」的縣市 。

 全國第一個採用美國AQI 指標推動「全市國中小學公私立幼兒園懸

掛校園空污旗」的縣市。

 全國第一個跨局處分為「環境改善組」、「公共運輸組」、「健康

宣導組」、「教育宣導組」四組，推動六十五項改善策略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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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成立空污委員會 (2)

六十五項改善策略，迄今已完成以下策略

各局處 策略達成項目

環保局 清潔隊垃圾車安裝濾煙器設備 (達成率 100%)

工務處 本府工程契約及施工說明書，增訂營建工地污染源罰則及工地環境
保護施工規範章節 (達成率 100%)

衛生局

提供學校版教材 (低年級組及高年級組 ) 供學校及民眾使用 (達成率
100%)

提供社區版單張供民眾使用 (達成率 100%)

教育處

全市性空污旗說明會 (達成率 100%)

培訓各校空氣品質監測尖兵 (達成率 100%)

針對家長實施宣導 ( 如何減少空氣污染與自我保護方法 ) (達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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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APP 
「嘉市環保 e起
來」 iOS 版本

• 提供民眾利用手機 Android系統和
iOS系統，即時查詢空品資訊

• 提醒民眾做好自我防護
• 104年 5 月底完成

設置觀測玉山之即時
影像攝影機

• 觀測玉山的陳澄波指標
• 污染濃度與能見度觀察
• 空氣污染改善的驗證
• 104年 5 月底完成

設置全國第一個大型
空氣污染指標看板

• 即時顯示空品資訊
• 提醒民眾做好自我防護
• 具有環境教育功能
• 104年 7 月底完成

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成立空污委員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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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成立行動派出所

全國首創「行動派出所」已於 3月 23 日全面啟動。

截至四月底止，共受理民眾各類報案件數 1,63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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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實教育新價值

  空汙防治：自訂本市空污旗標準，依據 PM2.5濃度分成 6級，依汙染
程度分為綠、黃、橘、紅、紫、褐色三角旗，依當日空氣品質懸掛不同
顏色旗幟。

 首辦大學博覽會：全國近 70所公私立大專院校參與，吸引 8000餘人次
參與。

  補助幼兒營養：臺灣唯一補助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家戶所得 70萬
以下家庭之 5歲幼兒，提供每月新臺幣 600元之營養金（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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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鐵路高架化 完善交通網絡
(1)

背景說明
 嘉義市自 83 年起進行市區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報告。

 99 年 11 月完成「嘉義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100年 2月 1 日第一次將本計畫綜合規劃報告報行政院審查，惟行政
院指示交通部協助本府辦理鐵路沿線及週邊土地之開發規劃與財務計
畫，藉以提高計畫自償率。

 經交通部分別於 103 年 4月 15 日、 9 月 10日陳報綜合規劃報告修正
版暨土地開發計畫、財務規劃至行政院審查核定，惟行政院經審查仍
於 103 年 10月 7 日退還本案，要求本府具體承諾提供自籌款經費、
成立基金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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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鐵路高架化 完善交通網絡
(2)
 104年 1 月 20日邀集中央與地方相關單位研議。

 成立市府推動小組。

 104年 3 月 13 日前往台中、員林訪察鐵路高架建設成果。

 104年 4月 27 日召開第 1次推動小組會議，研議擇定土地
開發方案及減輕地方經費分攤談判策略。

 後續將協同市籍立委向交通部與行政院研商經費分攤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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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 (1)

推動 KANO祭 (2015.8)
 嘉義市第一屆嘉農盃青棒邀請賽
 KANO祭閃亮之星 VS嘉義市艷紫荊棒球隊比賽
 2015 嘉農盃長青錦標賽
 棒球名人會暨棒球文物展
 KANO影片短片競賽
 KANO戶外音樂會
 KANO棒球意象之交趾陶藝術大道裝置
 夜間露天電影院
 巨型棒球裝置藝術
 KANO國際攝影大賽暨兒童繪畫比賽
 KANO觀光博覽會展售活動
 KANO遊程規劃競賽及套裝遊程﹙森鐵、飯店優惠…﹚等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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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 (2)

  宗教活動帶動觀光
 城隍廟於 104年 3月正式升格為國定古蹟，為本市第二座國定古蹟

。

 辦理「 2015 年全國城隍會諸羅，神佑萬民保安康」系列活動，內容
涵蓋文化、藝陣、創意，形塑獨特的城隍祭典文化。

 辦理全國獨一無二的傳統民俗活動的「嘉義市鞦韆節」。

 逐步推動「以宗教活動帶動觀光」政策。

。

104.4.9嘉義市鞦韆節記者會，市
長身背玄天上帝爺神像，登上鞦韆
架，祈求活動順利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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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 (3)

建構本市為全國紀念 228之首要
 嘉義市是 228事件中，死傷最慘重的城市。

 78年 8月 19 日矗立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

 82年 2月 28日建造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100年 12月 18日 228國家紀念公園開幕啟用。

 104年 5 月召開二二八諮詢會議，研商 105 年「二二八事件 69週年紀念
和平追思活動」辦理方式、強化 228紀念公園園區之運用及管理，營造觀
光休閒多元特色的紀念園區及研議本市火車站前設置 228紀念意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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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動公共參與 打造創意活力城 (1)

青年觀點激發創意協助市政
 本府於 3 月 16 日正式成立嘉義市青年事務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會議

。

 共遴選出 25 位委員，分對內及對外兩組，議題包括青年創業、文化觀
光、公共參與與市政行銷等。

 相關提案需經大會通過後，至市務會議上進行報告獲通過後，依議題權
責再交由各相關單位研議辦理。

 迄今已自主召開數次的分組會議及三次大會，並於 5 月 5 日市務會議上
提出青創園區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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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動公共參與 打造創意活力城
(2)

推動公共參與市民作主
 本府於 3 月 19 日正式成立「嘉義市市民公共事務參與推動委員

會」並召開第一次會議。

 加強運用如「新公車路線」等 i-Voting方式。

 每半年將舉辦一次大規模的市民參與政策活動。

 目前本府正積極研擬制定公共參實施要點中。

30



八、推動公共參與 打造創意活力城
(3)

推動公園特色化
 嘉義市公園最主要的問題是缺乏特色。

 為強化公園的存在感與功能性，提出『公園特色化』。

 公園區分為兩類型，對社區公園朝復健化公園規劃，大型公園朝觀光公
園規劃，跳脫傳統公園設計束縛，營造各公園不同特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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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區域聯合治理 攜手合作興新利

 嘉義市有 72%以上的服務業，設在雲嘉的工廠，約有三分之一員工會
住在嘉義市，其他未住嘉義市的，在賺到錢後，也會到嘉義市消費，唯
有雲嘉合作，才能三贏並共榮發展。

 三縣市首長於 2月 11 日在高鐵站正式宣言，朝交通、觀光、文化、醫
療、及農業等面向合作。

 首次會報於 3 月 30日在嘉義縣創新學院舉行， 討論新火化場啟用案等
18 項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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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1)

推動「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
 經濟部推動「 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共分兩類：第 1類－悠遊城

市類 ( 由 4G業者主導提案 ) 及第 2類－應用領航類 ( 由非 4G業者主導
提案 ) 。 

 有關第 1類計畫，本府已與中華電信共同合作爭取經濟部補助經費，預
定辦理「智慧文創」及「智慧商圈」兩項計畫。

 5 月 27 日協請經濟部共同辦理第 2類 (應用領航類 )說明會，邀請業界
廠商參加，聽取本市對於「 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需求，讓業者
向經濟部提細部計畫爭取補助經費，加速本市「智慧城市」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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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2)
舉辦里長市政座談會
 里長市政座談會自今年 4月 7 日起至 4月 10日止，連續舉辦四天四場

。

 討論內容包括道路整修、排水改善、公園新建、觀光景點交通規劃改善
、防老園區示範、社區與校園結合、路樹管理與環保清運等。

 未來將提供里長服務市民的 S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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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3)

成立道路聯合挖掘申請中心
 減少道路挖掘次數、縮短施工期程、提升民眾生活品質、促進交通順暢。

市長督導管線單位施工，人孔蓋平整度
。

104年 2月 4號市長召開管線會議，
宣示成立聯合挖掘作業中心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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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大延續性建設 (1)

林業文化公園新闢工程
 面積廣達 25.26 公頃的嘉義市林業文化公園（公三），是全市第二大公園

，自九十八年動工後，分三期辦理，總計工程補助款為約 3.18億元。

 第三期工程於去（ 103）年 6 月 15 日開工，工期為 180日曆天，原預定
於 103 年 12月 15 日完工，惟因前期已施作完成之照明管線、監視、廣
播管路阻塞等非可抗力因素而變更計畫、工期展延，截至 4月底工程進度
88% ，預估六月完成、 8月可開園使用。

 配合已完成的北香湖供水工程，開放後將命名為「香湖公園」，並朝「公
園特色化」整體規劃，讓公三不只公園綠地，而是有特色的休閒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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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大延續性建設 (2)

 農漁產運銷物流中心闢建工程
 新建工程共分二期，一期工程興建果菜管理中心、果菜拍賣場、魚

市拍賣場、警衛室、附屬設施；二期工程興建冷藏 (凍 ) 設施、地磅
及綠美化景觀工程，以補足嘉義市農漁產運銷物流中心應有之設備
。

 兩期工程已完成驗收及點交由使用單位 ( 嘉義魚市場、嘉義市果菜
市場公司 ) ，進行後續自辦工程施作，預計 104年完成搬遷。 

魚市場施作冷凍庫房設備現況 果菜市場自辦施作雨遮工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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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大延續性建設 (3)

辦理湖子內區段徵收案
 總面積共 187.52公頃，於 98年 8月區段徵收計畫公告實施全區工作

即展開推動。

 區內工程分為三標，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設計監造，第一標位於下
路頭段，面積 34.46 公頃，工程已於 103 年 11 月 12日竣工；第二標
面積 98.08公頃，截至 104年 4月 16 日止工程進度 79.83％；第三標
面積 54.98公頃，截至 104年 4月 17 日止工程實際進度 25.76％，全
區預計 105 年 7 月開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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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大延續性建設 (4)

北棟大樓興建案
 為能有效解決市府目前困境及興建符合具現代化、真正節能之綠建築，
擬重新遴選建築師，為本府建造符合節能減碳暨世界趨勢之綠建築辦公
大樓。

 希望未來在北棟大樓能做更妥適的規劃設計，例如規劃興建為一地標型
辦公大樓、保留 3,000坪以上的基地提供做為市民廣場，並興建符合現
代化、具有綠建築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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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大延續性建設 (5)

興建市民運動中心
 本案已經完成招商作業，未來工程興建將採統包方式處理。

 目前正配合教育部體育署進行綜合規劃報告審查及修正作業，修正通過
後再送行政院工程委員會審查，預計 104年 6 月統包工程發包， 104
年 12月開工， 106 年 6 月完工， 106 年底前正式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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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信任 幸福 新嘉義

以科學治市、讓民主抬頭；興利甚於除弊、開源甚於節流，
是我的施政理念。

政府要從過去的管理型改變成服務型。

不做小恩小惠小確幸的施政，要藉健康防老、青年創業、食
安空安、公民參與及區域聯合治理等徹底改變體質的大政策
，讓嘉義翻轉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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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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