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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06年總預算編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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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預算規模 
歲入預算數為116億4,987萬元，歲出預算數為130億

4,126萬9,000元，歲入歲出差短13億9,139萬9,000元，
連同債務還本所需2億5,304萬7,000元，經編列賒借收入
16億4,444萬6,000元，以資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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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歲入預算 
歲入預算116億4,987萬元，以補助及協助收

入及稅課收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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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歲出預算 
歲出130億4,126萬9,000元，教科文支出最高，經濟發展支出次

之。 
「經濟發展」預算較上年度增加10億6,366萬6,000元，占總預算

案比例由105年度8.48％(排名第六位)提高至15.69％(排名第二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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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重大市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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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召開都市計畫委員會，聽取委員建言 
103年：召開2次會議，審議案件共4案，通過2案，發

布實施2案。 
104年：召開10次市都委會，4次專案小組討論，2次

現場勘查，共計16次，平均每個月1.3次，審議11案，
通過10案，發布實施5案。 

105年迄今，已召開6次市都委會大會，5次專案小組
討論，共計11次，每月至少召開1次。 

一、重整都市計畫 建設新嘉義-都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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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都市計畫第2次通盤檢討： 
市都委會依專業分為4組小組，密集審查並提供檢討

意見，目前已召開9次小組會議。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已完成期末策略報告草案。 

一、重整都市計畫 建設新嘉義-通盤檢討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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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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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整都市計畫 建設新嘉義-公辦都更案 

檜意森活村及香湖公園都市更新：已開放使用。 
嘉義市火車站附近地區都市更新：已近完成。 
阿里山林業村都市更新：由林務局嘉義林管處以BOT方

式引進民間投資。 
民族國小西側都市更新：委外辦理規劃招商作業，已完

成期末報告。 
建國二村都市都市更新：與國防部檢討規劃內容。 



11 

一、重整都市計畫 建設新嘉義-自主都更案 

委託長榮大學成立「嘉義市自主更
新輔導團」，輔導老舊社區住戶辦
理更新拉皮或拆除重建。 

雅典大廈、春堤山林二期大樓、
蘭潭市民大樓申請補助辦理整建
規劃設計。 

金財神大樓 

• 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經費
1,601萬元，佔總經費(5426萬
元)比率29.6%。 

• 本府105年9月5日正式公告核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預計106年
底完工。 

整建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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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整都市計畫 建設新嘉義-容積移轉 

本要點於104.5.1再經檢討修正後發布施行，放寬容積移轉
移出及移入基地的規模及屬性、包括納入8米計畫道路等。 

第一件容積移轉申請案，105年4月8日都市設計委員會審
查通過，5月12日核發容積移轉確認函，5月30日完成土地
移轉登記，7月11日核發建照。 

本案捐贈八米道路保留地451.99平方公尺，可節省市
府徵收費用約1406萬8,000元，地主可移入樓地板面積
為913平方公尺(約276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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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城鄉風貌計畫(1) 

 105年度第1階段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本府計申請7項計
畫，內政部核定經費3,300萬元。 

項次 計畫名稱 經費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1 
105年度嘉義市環境景觀總顧問
計畫  

200萬元 都市發展處 執行中 

2 
105年度嘉義市社區規劃師駐地
環境改造計畫  

950萬元 
環境保護局 
 

執行中 

3 
嘉義市後庄地區(後庄直排一)滯
洪環境改善工程  

580萬元 工務處 發包中 

4 嘉義市維新路綠地闢建工程  200萬元 建設處 施工中 

5 
嘉義市世賢圖書館戶外空間景觀
重塑工程 (設計監造) 

70萬元 
文化局 
 

設計中 

6 
嘉義市檜意森鐵景觀友善空間改
善計畫  

300萬元 交通觀光處 
設計發包
中 

7 
嘉義市嘉油鐵馬道整體景觀綠美
化暨全線附屬設施優質化工程  

1,000萬元 
 

交通觀光處 
 

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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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第2階段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本府計申請6項計
畫，內政部核定經費2,060萬元。 

項次 計畫名稱 經費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1 
「綠洲、藍帶、築夢島」城鎮風
貌型塑整體計畫  

250萬元 興安國小 設計中 

2 
嘉義市南興國中通學步道綠美化
工程  

200萬元 南興國中 設計中 

3 
嘉義市民族國小鳳凰木社區公園
營造工程  

300萬元 民族國小 設計中 

4 
嘉義市玉山國中生態校園及綠帶
走廊工程計畫  

180萬元 玉山國中 設計中 

5 
嘉義市蘭潭國小開放空間綠美化
工程計畫  

130萬元 藍潭國小 設計中 

6 
嘉義市世賢圖書館戶外空間景觀
重塑工程（工程部分）  

1,000萬元 文化局 設計中 

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城鄉風貌計畫(2) 



15 

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建築園冶獎 

 2016年建築園冶獎嘉義市得獎作品 

公共建築景觀類：嘉義市番仔溝公園整建工程。 

校園建築景觀類：文雅國民小學校舍新建工程暨社區空
間環境改善計畫。 

透天建築景觀類：文華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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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 北港路兩側區段徵收 

 北港路區段徵收總面積約209.29公頃，內政部都委會於104年12月18日召
開第二次專案小組討論，仍對本案提出多項意見，請本府再加強補充說明。  

 105.03.22向市議會專案小組簡報。 
 105.07.22市議會第9屆105年第2、3次臨時會專案報告本案進度。  
 105.10.18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嘉義市都市發展暨工業區變更策略」，

未來嘉義市轄區(含北港路兩側)之工業區變更可依上開計畫書內容辦理。 
 預計106年編列預算辦理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地主耕作意願調查、財務計

畫試算等區段徵收相關作業 後，再提送內政部專案小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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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火車站前廣場 

東側廣場已改善完成，

104年12月25日完工

啟用。 

向中央爭取西側廣場

整頓暨黑金段巷弄藝

術創作之預算，並已

獲內政部營建署城鎮

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補

助，目前正積極辦理

規劃設計作業中，預

計105年底完成工程

發包 。 站前廣場整體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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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停業及廢棄廣告招牌拆除 

105年8月起展開清
查拆除 

里幹事通報。 

都發處通知改善
及拆除。 

目前通報案件
105件。 

制定合法招牌廣告
文宣，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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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路平專案(1) 

 104及105年度道路平坦度評比排名全國第一。 
105年度「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道路

損壞與平坦度得分高達95.69分，高居22縣市之冠。  

 道路鋪面高低差小於0.26公分，品質媲美高速公路。 

 人手孔下地比例提高至8成以上。 

 105年至今改善總長度已達56公里，總面積近50萬平方公
尺。 

施工前 施工後 

世賢路一段地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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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路平專案(2) 

嘉義市路平專案具體成果 

年度 人手孔下地比例 平坦度 

103 50％ 1.9mm 

104 80％ 1.7mm 

105 80％ 1.7mm 

提高人手孔蓋下地比例和道路平整度 

合格上限：一般道路2.8mm、高速及快速道路2.4mm 

105年度比103年度平整度提升:(1.9-1.7)/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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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新建棒球KANO園區，是一處結合棒球運動賽事及觀
光商圈園區，完成後將交由教育處辦理委外經營 。 

預定分二期工程來進行開發，已於10月28日開工，預定於
106年6月底完工。 

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KANO園區計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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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行嘉吊橋光雕照明改善工程 

 於7月15日開工， 8月3日竣工，執行工期僅20日曆天 。 
 整體光雕造價約297萬，施工長度約297公尺 。 
 每天晚上7點到11點都能看到多彩絢麗的燈光秀，整點還

會有動態展演，成功的打造城市新亮點，在地觀光新地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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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推動停車場闢建 

 闢建文化公園臨時停車場(停6) ：協商臺灣銀行位於國華街、
垂楊路與康樂街約2千坪土地，以租貸5年的合作開發方式闢
建停車場，已於105年7月30日上午7時開始收費營運，可提
供150個小客車停車位 。 

 闢建民生南路與永安街口停車場 ：社區髒亂點在開闢道路前
先作路邊停車場使用。工程於105年9月17日完工，共有60
格汽車停車格(含2格身障專用車格)及67格機車停車格。 

文化公園臨時停車場 民生南路與永安街口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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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打造健康防老園區 

 目前嘉義市湖子內區段徵收區已
完成地主抵價地分配作業，該區
適合優先規劃為健康防老園區建
築用地。 

 10月19日公告「變更嘉義市都
市計畫（湖子內地區環保用地區
段徵收）細部計畫（配合健康防
老園區增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書」案公開展覽，公開展覽期間
10月20至11月18日。 

 11月4日召開「變更嘉義市都市
計畫(湖子內地區環保用地區段
徵收)細部計畫(配合健康防老園
區增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案
公開說明會。 

 106年公開招標委託專業單位辨
理「健康防老園區委託規劃暨擬
定投資計劃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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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推動家庭責任醫師制 

推動理念 

PQRS(家庭責任醫師制)=FFC(論人計酬)+FP(家庭
醫師)健保法第44條可簡稱PQRS。 

爭取嘉基、聖馬、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等三家區域醫院
擔任支援醫院。 

召開17次工作會議，拜訪40家診所。 

辦理推動家庭責任醫師制宣導14場，計有2,041人
參加。 

發出同意書1,141份、其中883人同意，同意率
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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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整合性篩檢持續以醫院型方式辦理，規劃各類型專車
接送服務。 
里里到站專車接送服務，全市84里共150個接送點。 
對長者及行動不便民眾提供「 4人專車接送到府服務」優

先服務。 
提供身心障礙者「到府復康巴士專車接送」。 

105年有15,852位市民參加篩檢，參與人數較去(104)年
11,750人成長35%，亦較103年社區型篩檢人數(8,400人)
增加88.7%。 

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醫院型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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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登革熱/茲卡病毒防治 

加強登革熱防治ABC宣導。 
訂定每月第一週週六為本市環境清潔日。  
105年2月23日、9月8日召開2次登革熱防治緊急聯

繫會議。 
104年本市登革熱無在地感染病例。 
105迄今無本地感染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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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健康型日托站，目前本市共有10個日托站。 

截至105年9月止共設有22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里涵蓋率
為65%，106年預計擴增2個據點。 

在長照服務精進上，開辦「多元照顧中心」及「家庭照顧者
支持中心」。 

首創成立「老用所用推動委員會」，10月6日召開第1次會
議，將以「保智大樓」做為老有所用推廣及規劃的執行中心，
以因應高齡化浪潮及活化高齡人力資源。 

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推展扶老政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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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社區整體照顧模式105年11月正式啟動。 

全國提送計畫的20縣市中，有9案通過試辦計畫，嘉義
市為其中之一 。 

衛福部將社區整體照顧模式規劃為「社區整合型服務中
心」（A級）、「複合型服務中心」（B級）、「巷弄
長照站」（C級）。 

嘉義市試辦計畫規劃為1A4B6C，申請經費總計新台幣
1,885萬2,496元 。以西區加上東川里進行試辦。 

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推展扶老政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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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節敬老禮金發放。 

本府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金額居全國之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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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預計發放36,055人、1億3,959萬9,000元。 

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推展扶老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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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飽飽關懷站2.0升級版－105年7月1日開始。 
市府與三大超商(統一、萊爾富、全家)建立合作機制

推出幸福飽飽安全關懷站。  
補助額度從原本20張80元的餐券，加發8張50元的

餐券，面額增加到2,000元。  
增加嘉義劉里長、噴水火雞肉飯、小吃店及通過食

安認證的早餐店，如晨間廚房、美芝城等，共計超
過20家的店家，學童可前往兌換餐點。 

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辦理扶幼支持性服務 

※105年4月至9月
共計發放38戶
67人1,708張餐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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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健康防老城市—夢想 on line計畫 

首創夢想online計畫 

10月26日舉辦夢想on line啟動記者會。 

讓弱勢族群可以藉由參與社會服務，獲得社會服務
點數、兌換家庭所需要的夢想物品。  

九華山地藏庵率先捐贈50萬元做為計畫啟動經費。 

已爭取中央經費核定補助，夢想on line計畫明年將
建置資訊平台系統 。  

http://www.chiayi.gov.tw/2011web/uploads/%E7%A4%BE%E6%9C%83%E8%99%95%E5%90%8C%E4%BB%81%E4%BB%A5%E8%A1%8C%E5%8B%95%E5%8A%87%E6%BC%94%E5%87%BA_161026143441_10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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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建構食安首都 

建構「興利」與「除弊」並重的食安施政主軸。 
榮獲「104年獎勵地方政府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試辦計

畫」優等獎 。  
制定「嘉義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為全國第一個明

訂瘦肉精豬肉不得入轄內的縣市 (105.10.16公告實施)。 
製作張貼嘉市桃麻吉QR Code貼紙，讓消費者明瞭該食品

業者已經依法完成食品業者登錄 ，除便於全面掌握管理轄
區各類食品業者分佈及狀態外，且利於衛生稽查抽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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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空氣污染防制 

4月20日設置「即時空氣品質指標LED看板」提高空氣品質
資訊傳遞和喚起市民對於空污改善的重視  。 

105年截至9月，本市細懸浮微粒濃度(手動) 25µg/m3，
較上年度濃度27.7µg/m3，改善率10%。另依照美國AQI
濃度分類並統計，紅色日數共22站日，較去年35站日改善
37%(13站日) ，顯示影響健康日數有效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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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打造綠能儲電示範城市 

市府在104年已完成38棟公有建築之陽光屋頂設置，105年
預定再完成38棟公有建築之陽光屋頂，共計提供每年約800
萬度發電量，20年下來可為市府增加1億6,700萬元的收益 。 

7月1日成立綠能專案辦公室，於市府1樓聯合服務中心設置
單一窗口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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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雲端智慧巡邏車 

 全國首創「行動派出所」於104年3月23日全面啟動。 

 104年12月24日，建構「雲端智慧巡邏車(行動派出所進化
版2.0)」系統，透過4G無線網路，在巡邏車上建置無線雲
端智慧錄監視器，先由第一分局長榮派出所及第二分局興安
派出所裝機運作。 

 105年6月6日已完成建置全市12個派出所及保安警察隊、
交通警察隊共14部雲端智慧巡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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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下水道清淤 

是「眼睛看不見」的工程，卻是解決人為淹水的有
效手段。 

今年截至目前，已完成維新路等11條雨水下水道清
淤，總清淤量約4,416立方公尺，重量近9,000公
噸的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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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提升防救災能量 

 強化救災據點，消防廳舍落成進駐：第二消防大隊暨後
湖消防分隊新建工程於105年7月21日完成進駐。 

 辦理105年度災害防救演習，於颱風季節將至做好萬全
準備。 

 強化特種災害救災訓練 提升救災技能。 
 105年 7月27日行政院院長林全頒發「災害防救深耕第2

期計畫」104年度期末評鑑績優單位獎座，本市獲特優
縣市，由本府消防局局長蘇耀星代表受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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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社區化 落實教育新價值-推動校園安全 

 全面建置「警民連線系統」 ：本市所屬各國民中小學共
19校全面建置「警民連線系統」，並汰換「監視器設備」
及其他安全設備，有效強化校園安全。 

 全國第一個國中小及市立幼兒園全面完成建置(現地型) 
校園地震預警系統的城市。 

自100年起與國震中心合作逐年建置(現地型) 校園地震預
警系統，至105年本市28所國中小及2所市立幼兒園全數
建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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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社區化 落實教育新價值－食農教育 

各校藉由農業體驗活動，瞭解農業生產與飲食及環

境生態之關聯性。 

今年更推動「健康美味廚師」的體驗教學與實作，
有效連結食物生產與消費安全議題，同時強化健康
飲食的生活與環境友善的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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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社區化 落實教育新價值-精進科普教育 

 辦理「諸羅科普探索趣」的系列活動： 
於7月11日至19日於各校及港坪運動公園辦理。包含30

個科學主題營隊、252場次的科普教室、6個科學競賽。 
以動手做及玩科學為核心概念，透過體驗及探索科學，

讓學生對自然界產生興趣，發現科學在日常生活中是無
所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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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嘉義市國際管樂節 

 2016年國際管樂節（第25屆）自105年12月10日至
105年12月25日舉行，預計邀請14支國外團隊參與。 

 今年活動主要亮點包括12月14日至18日在國立嘉義大
學民雄校區及嘉義市音樂廳舉辦的第一屆亞洲薩克斯風
大會以及12月1日至106年1月8日在市立博物館1樓特
展區舉辦的2016嘉義市國際管樂節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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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玩FUN藝術節  
 整合戲劇節與飆舞節，創新策辦「玩FUN藝術節」，由

8月起一路延續至10月底 ！ 

 規劃「藝起去看戲」、「城市靚舞台」、「藝術工作
坊」、「藝術大講堂」及「文創小旅行」、「創意飆舞
賽」六大主題。 

 首度「藝企媒合」，由民間企業共同認養500張公益票
劵，由市府代表捐贈給嘉義家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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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石猴藝術觀光 

 首屆「嘉義市國際大型石猴雕刻創作營」作品已置放文
化園區內。  

 「嘉義市石猴雕刻徵件競賽」，今年邁入第9屆，不再
區分全國組與在地組，前三名作品由文化局典藏，今年
競爭激烈，有51件作品參賽 。 

 首次舉辦「猴子主題文化創意商品設計比賽」暨得獎作
品展，共有90件作品參賽，金獎從缺，銀獎2名，銅獎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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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策辦桃城美展 

 「第20屆桃城美展」，競賽徵件為雕塑類及攝影類等2類
，總計190件作品參賽，52件作品脫穎而出 。 

 策劃「桃城美展歷屆首獎創作邀請展」，邀請1-19屆首獎
回嘉參展，共有54位作者參與，110件作品 。 

 「第20屆桃城美展」與「歷屆首獎創作邀請展」，自9月
23日至10月30日，在文化局3、4樓展覽室及博物館3樓
藝術空間展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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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蘭潭風景區音樂噴泉 

 為國內常設性最大規模之音樂水舞噴泉。 

 夜間新亮點，有效帶動本市觀光發展，105年2月3日啟用
之後，在春節9天連假期間吸引了9萬人次遊客到訪 。假
日更是市民及遊客必遊景點 ，市府除安排街頭藝人定點
演出之外，並於仲夏夜晚由發送沁涼冰棒與市民同樂，總
觸及人數將近50萬人次。 

  9月5日遭雷擊後故障，業於9月29日修復並正常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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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2016KANO一夏」嘉年華  
 105年8月1日~31日辦理「2016KANO一夏」觀光嘉年華活動，吸引

直接參與人數約9.9萬人，直接參與的遊客平均每人每日花費約新臺幣
722元，共可創造約 7,145萬元消費金額。 

 25項系列活動，包括分成主活動、棒球活動、及輕旅行三大項目。 
 主活動包含宣傳記者會、玩Fun藝術節、KANO音樂會、啟動儀式、

創意潮Party滑水道等。 
 棒球活動包含澎恰恰閃亮之星明星棒球隊比賽、中華職棒賽、諸羅

山盃少棒賽等。 
 輕旅行包含觀光巴士一日遊、KANO及蘭潭生態小旅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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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嘉義市物產館 

 於4月22至25日帶領十大伴手禮及受輔導等13家業者走出
地方，籌組「嘉義市物產館」，參加外貿協會在台北世界
貿易中心展覽館一館舉辦之「2016台灣伴手禮名品展」。 

 展覽館以阿里山小火車、射日塔及KANO 卡通人物為設計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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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城隍夜巡諸羅城 

協助國定古蹟嘉義城隍廟在每年農曆8月1日（105
年為9月1日）舉辦「城隍夜巡諸羅城」活動，以古
裝隊伍遶境，並有眾多信眾「夯枷」隨行，熱鬧非
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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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公共參與 打造創意活力城-青年事務委員會 

 本市青年事務委員會目前
由21位20至40歲的青年
朋友所組成，經由注入青
年之活力與創意，共同參
與市政規劃，以期培養青
年人才。 

 策辦「回嘉生活的100種
方式」系列分享會，自10
月起，每個月第一、三、
五週的禮拜四晚上的七點
到九點，分別在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島呼冊店及米
克斯 Mix Art Center辦理
7場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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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公共參與 打造創意活力城-推動青年創業 

 籌設國揚三27文青基地（KY三27） 

以工策會國揚三街辦公室空間規劃2間共同工作空間、
2間交流講堂、會議空間及休息室。 

以創業組、企業組、綜合組等類別的面向來探討創
業者的能量，希望能啟發青年創業者從0至1的夢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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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公共參與 打造創意活力城-辦理青創及中小企業貸款 

 市府編列預算600萬，以3：7比例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金
爭取1,400萬元，共計新台幣2,000萬元，以1：5比例放
貸，總貸款金額達1億元，業於10月11日與台灣銀行簽約。 
第一類，限青年創業者，年齡在20至45歲之中華民國國民、

設籍本市的創業青年，最高可貸新台幣50萬元。  
第二類，設籍本市，凡於本市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中小企

業或行號，並符合行政院核定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均可申
請，最高可貸新台幣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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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公共參與 打造創意活力城-推動公共參與市民作主 

 迄今已進行9次網路投票(i-voting)及3次網路創意(i-idea)活動。 

網路投票 
(i-voting)議題 

時程 

移設垂楊路公車（含BRT
）候車站網路民調 

104年1月12日
至1月16日  

嘉義市公車這樣走好不好
? 

104年3月5日
至3月20日  

市民最關心的市政議題 
104年9月17日

至9月23日  

「文化路夜市設置行人徒
步區」  

104年11月5日
至11月14日  

垂楊路公車專用道廢除後
民眾感受  

105年3月21日
至3月30日 

網路創意(i-idea)議題 時程 

自行車道路線大募集 104年6月10日至6月20日 

動動腦！讓原嘉義菸廠變！變！變！ 104年8月26日至9月9日  

徵求228紀念碑遷移地點  105年3月16日至3月31日 

網路投票 
(i-voting)議題 

時程 

彌陀路228紀念碑找新家 
105年4月13日

至4月30日 

本市湖子內區段徵收新闢
道路命名  

105年4月27日
至5月12日 

嘉義市年輕人住的困境  
105年9月2日

至9月5日 

民權路限制性道路恢復為
雙向道路  

105年10月10
日至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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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公共參與 打造創意活力城-辦理各里民意訪談 

自105年8月17日起至10月13日止，以東、西區聯
合里為單位，共計辦理8場次民意訪談，傾聽市民
意見。 

104年度建議案維新路北大排，從昔日髒亂點變身
為漂亮美麗的親水綠地。  

http://www.chiayi.gov.tw/2011web/uploads/%E7%B6%AD%E6%96%B0%E8%B7%AF%E6%96%BD%E5%B7%A5%E5%BE%8C1_160907152206_10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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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推動智慧樂活城計畫 

委託逢甲大學辦理「嘉義市建構智慧樂活城計畫委
託專業服務案」。 

將逐步推動「智慧治理」、「智慧環境」、「智慧
健康照護」、「智慧生活(文創)」、「智慧防災」
與「智慧教育」等六大領域行動方案。 

首度參與國際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ICF)2017全球智慧城市評選，
榮獲2017全球21大智慧城市（Smar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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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擴增區域無線網路熱點 

 現嘉義市境內共196個i-Taiwan 區域無線網路(WiFi)熱點，
熱點覆蓋率平均達3.27/km2，全台密度第2高。 

  105年度規劃建置38點 (WiFi)熱點，預定於106年1月完
成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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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 
推動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第一期 

 第1類－悠遊城市類。  
與中華電信共同合作爭取經濟部補助經費，辦理「智慧文創」

及「智慧商圈」兩項計畫。 
「智慧文創 」部分，已在博物館及檜意森活村安裝

beacon(微定位訊號發射器) ，透過中華電信「華文創」app，
可得到即時的導覽、促銷活動推播訊息。 

「智慧商圈」部分，擇文化路商圈施作，於10月開始建置。 
 第2類－應用領航類 

國際厚生「智慧健康雲服務平台」計畫，將先在本市執行部
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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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 
推動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第二期 

經濟部工業局以第1期計畫
節餘款5億元續辦第2期計
畫。 

將地方政府需求納入考量，
先由地方政府提交需求規格
計畫書，經濟部工業局評選
後公告推薦，徵求業者提
案 。  

本府參與高雄市政府主導之
「智慧旅遊」計畫，業獲經
濟部工業局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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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 
南部創新休憩服務產業計畫（i憩頭）  

 經濟部為推動南部地區休憩服務產業發展，推動南部創
新休憩服務示範計畫，並以「i憩頭」為意象 ，以科技、
客製的網路平台行銷嘉義 。  

 「i憩頭」聯合嘉義市、縣政府以大嘉義地區為示範場域，
7月於高鐵嘉義站舉辦啟動儀式，由經濟部長李世光、中
小企業處處長葉雲龍及嘉義市縣首長共同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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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組織再造(1) 

組織修編緣由：  

各局處各自就工作項目標準作業流程（SOP）
進行分析後，發現人力負擔不均，如不改，對
公務員不公平。 

推動電子化政府後，許多服務可經由網路辦理，
市民不再須往返洽公，部分公務人力可轉移至
其他服務。 

時代在變，如因循舊制不做改變，就像把舊車
開上高速公路。 

不進步就是退步；不改革就原地踏步。 

人力該調則調，該減則減，但仍須維護公務員
原有權益（漸進式調整，遇缺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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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組織再造(2) 

新增局處說明  

增設觀光傳播處 

• 將交通與觀光分開，交通處負責公共運輸、
交通管理；觀光傳播處推展觀光建設及觀光
活動，並加強城市行銷。 

• 本市命脈是觀光(無煙囪工業)不在工業，應
更積極推展觀光，積極因應陸客減少的問題。 

增設智慧科技處 

• 推動Smart City，讓本市走向國際化。 

• 用科技來讓都市更smart。 

• 科技創新讓年輕人更要到(留)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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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區域聯合治理 攜手合作興新利 

 105年8月25日假本市博物館1樓簡報室召開「雲嘉嘉聯
合治理會報105年度第三次副首長會議」討論34項提案
(104年度8項提案，105年新增26項提案) 。 

 主要焦點為提案爭取由中央制定「雲嘉嘉區域建設條
例」，並成立「雲嘉嘉區域建設基金」。 

 10月21日舉辦雲嘉嘉三縣市暨中正大學合作成立高齡研
究中心意向書簽署記者會。  



十、推動鐵路高架化 完善交通網絡-持續爭取鐵路高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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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3月本府成立專案推動小組考察台中、員林鐵路高架成果， 4月
擇定沿線土地開發方案，至此，計畫總經費275.86億元、本府負擔
99.57億元。 

 104年10月14日本人偕李俊俋立委親洽交通部長研商減輕市府經費負
擔事宜。 

 105年520新政府上任後，為加速計畫進程，本人先後3度正式拜會交
通部賀陳旦部長及國發會陳添枝主委，尋求中央部會支持。 

 9月9日張景森政委召開本案跨部會協調會議，推動作業已提升至行政
院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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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動鐵路高架化 完善交通網絡-建置綠色接駁系統 

 嘉義市為全台第一個廣設E-Bike租賃站的縣市，提供嘉義市
民短程接駁及遊客市區觀光的便利選擇。 

 E-Bike由市府出租公有土地，與台灣城市動力公司先簽訂1年
期租約，廠商負責出資營運，第一期已建置11個租賃站，配
置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等，採用電子票證，可甲地借車、
乙地還車，未來將再增加腳踏車等運具。 

 目前11個站點遍及火車站、文化公園、嘉義公園、中央噴水
池、檜意森活村、體育館、嘉義醫院、家樂福、吳鳳興業路
口、興業新民路口、新光三越遠東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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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動鐵路高架化 完善交通網絡-自行車道系統 

 本市轄內共有觀光休閒型7條自行車道，總長度為46.1公里，
自行車道串連工作，已爭取教育部體育署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
69萬元整進行規劃，預計於本(105)年陸續落實規劃內容，預
計增設自行車道長度為54.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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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持續推動重大建設-建國二村都市計畫開發 

 建國二村總面積為9.296公
頃，都市計畫定位為都會
型消費中心，規劃有商業
區5.156公頃，佔55.47%，
公共設施3.6747公頃，佔
39.53%，包括道路、廣場、
社教用地、綠地、人行廣
場等，預估可標售土地面
積約15,597坪。  

 行政院國有土地清理活化
督導小組第18次會議已同
意辦理一般標售，因本案
須重新檢討都市計畫變更
內容，故本府尚在與國防
部協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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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計畫共計18年，工程經費總共120億元，共分三期，
預計建設水資源回收中心1座、污水管線166.072公里及用
戶接管戶數80,000戶。 

 目前正進行第一期計畫，總工程費概算約新臺幣39.9億元，
包含水資源回收中心、探管工程、主次幹管及分支管網、
巷道連接管及用戶接管工程。 

十一、持續推動重大建設-辦理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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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子內區段徵收地區位總面積共187.52公頃。 

 105年8月11日起共計須發放1,867張土地所有權狀。 

 自105年9月1日起陸續辦理土地點交作業，預計11月底
將完成第一標私有土地353筆及第二標私有土地414筆點
交作業。  

 湖子內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共分三標施作，第三標工程進度
約為65%，工程總完工預定日為106年4月18日。 

十一、持續推動重大建設-辦理湖子內區段徵收 



69 

 貨物轉運中心區位於嘉義
交流道旁，面積約40.67公
頃，其中屬本市部分約
11.11公頃，屬嘉義縣部分
約29.56公頃 。 

 內政部於105年4月1日召
開第二次會議，審查通過
本案市地重劃計畫，並於
105年7月5日函文本府同
意辦理，本府已於105年8
月3日發布實施本案細部計
畫。 

 貨物轉運中心市地重劃計
畫書，自105年9月14日起
至105年10月13日止共計
30日依規定辦理公告。   

十一、持續推動重大建設-貨物轉運中心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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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包工程專案管理（含監造）委託服務案已由林和
慶建築師事務所承攬，本案統包工程預算約3億元，
於6月6日工程發包，10月21日舉行動土儀式，全案
預計於106年11月底完工，107年3月可營運啟用 。 

十一、持續推動重大建設-興建市民運動中心 

http://www.chiayi.gov.tw/2011web/uploads/0_MG_3018_161021153122_10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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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持續推動重大建設-嘉義市立美術館籌建計畫 

擇定市定古蹟－原菸酒公賣局嘉義分局為建館基地。 

美術館工程總經費2億4,500萬元，在議會的支持下，
已於102年編列監造設計費1,800萬元，103年編列
1,500萬元，105年編列7,000萬元，不足經費積極
爭取中央部會補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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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從民眾需求出發，科學與民主併
重。 

由管理型政府轉型至服務型政府
進而成為主動出擊的走動型政府。 

創新服務、以民為本、一起翻轉
新嘉義。 

組織再造，重塑效能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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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