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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打造嘉義市為「孩童快樂成長、青年勇於
創業、老壯皆有所用、貼心照顧弱勢」的
健康防老雲端智慧城市。 

重大市政建設陸續啟動，是這屆議會與市
府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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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重大市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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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開源節流健全財務管理-開源 

推動促參，積極辦理公共設施委外經營：計有30項
設施委外經營，年租金收入4,145萬餘元。 

加強公有土地管理並促進有效利用。 

湖子內區段徵收提早1年半完成底價地分配、點交，
市府辦理2次標售，迄今已標售34筆可供建築土地，
合計金額6億3,761萬3,3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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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開源節流健全財務管理-節流 

 105本市歲入歲出執行結果由預算短絀6億1,825萬元，
轉為決算賸餘3億9,355萬元，係因本府在歲入面積極
開源，超收7,666萬元，在歲出面更是節流9億3,513
萬元 ，採取措施包括 ： 

控管員額進用、加班儘量以補休等方式精簡人事費 。 

業務費控管2成，當省則省，該用才用。 

同性質案件以合併發包或開口契約方式辦理。 

工程發包結餘款不移作他用。 

加強庫款調度節省利息支出。 

本撙節原則支用預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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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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次市都委會大會，13次專案小組討論，
共計22次，每月至少召開1.5次。 

二、重整都市計畫 建設新嘉義-都委會  



8 

二、重整都市計畫 建設新嘉義-通盤檢討 

N

EW

S

嘉義市都市計畫第2次通盤檢討：經嘉義市都委會專案小
組審查完竣，並於106年3月30日召開嘉義市都委會大會
審議。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已完成期末審查會議，並
於106年1月至2月辦理公告徵求意見，4月召開公設機關
協調會，5月底提規劃構想報內政部營建署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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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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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研擬規劃構想後將與國防
部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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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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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完成土地移轉登記，7
月11日核發建照。本案捐贈8米道路保留地452m2，可節省市
府徵收費用約1407萬元，地主可移入樓地板面積為913m2(約
276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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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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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中 

4 嘉義市維新路綠地闢建工程  200萬元 建設處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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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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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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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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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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中 

2 
嘉義市南興國中通學步道綠美化
工程  

200萬元 南興國中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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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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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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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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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中 

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城鄉風貌計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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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第1階段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本府計申請5項計
畫，內政部核定經費4,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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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元 都市發展處 
招標文件
研擬中 

2 
106年度嘉義市社區規劃師駐地環
境改造計畫 

900萬元 環保局 執行中 

3 文化園區週邊景觀綠美化工程 1,800萬元 文化局 設計中 

4 
世賢路(文化路至博愛路)植栽區環
境設施改善工程 

1,200萬元 工務處 設計中 

5 
嘉義市蘭潭風景區根公園暨周邊
人行步道景觀綠美化工程 

500萬元 交通觀光處 設計中 

二、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城鄉風貌計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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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建築園冶獎 

2017年建築園冶獎嘉義市得獎作品 

校園建築景觀類：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老舊校舍整建
工程。 

社區景觀營造類：北港車頭 後驛思想起。 

公共建築景觀類：繪日之丘。 

透天建築景觀類：直璞掬境、中山官邸、一方靜。 

北園國民中學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北港車頭 後驛思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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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 北港路兩側區段徵收 

 短中長期目標: 
 106年完成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地主耕作意願調
查、財務計畫試算。 

 107至108年達成主要計畫送內政部通過、細部計畫本府通
過，以及都市計畫樁位測定。 

 109年進行地上物查估作業、區段徵收計畫報核、工程設計
及施作及區段徵收土地分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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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火車站前廣場 

鐵路高架化前以整體規劃、分段施工方式，營造優質的人
行廣場景觀環境。 

東側廣場已於104年底完工、西側廣場於105年12月工程

發包，106年2月21日開工，工期為190天，預計106年9

月完工。 

站前廣場改造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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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路平專案 

104、105連續2年道路平坦度評比排名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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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以上。 



三、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全市換裝LED路燈 

全國首創購買道路照明服務。 

全市3萬盞路燈更換後，廠商負責未來10年全市路燈
照明及維護管理工作(預計每座路燈至少需換裝2次以
上)，且提供現代化「LED路燈管理系統」。 

預計每年節省電費約2,742萬元，十年省下2.7億元。 

18 



三、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 
八掌溪人行橋新建工程 

預定於八掌溪道將圳取水口上游處新建人行景觀橋，以連
結八掌溪南北兩岸既有空間，提供民眾優質休閒遊憩空間。 

施作橋梁約230公尺、寬5公尺，為一座單塔柱式之不對稱
斜張橋，目前正辦理規劃及基本設計，工程預計於106年9
月發包，並於107年10月完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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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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二期工程來進行開發，於105年10月28日開工，預定於
106年6月底完工。 

三、有效整頓市容  改善城市景觀-KANO園區計畫工程 



21 

四、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打造健康防老園區 

 105年12月1日審議通過「配合健康防老園區增訂土地使用管制
要點」案。 

 湖子內段湖美小段休閒專用區約14.15公頃擬以專案讓售方式尋
求開發商於購買土地時必須以規劃「健康防老園區」為訴求。 

 向天爭地(容積率420%)，不向地爭地(建蔽率40%)。 
 4月13至27日已拜會13家建築開發商/房屋土地仲介業，正積極
展開專案標售/讓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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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有1萬5,852位市民參加篩檢，參與人數較104年增加35%、
較社區型整合性健康篩檢成長88.7%,滿意度高達94.6%。 

106年整合性篩檢持續以醫院型方式辦理，規劃「里里到站專車」、
「4人專車」及「復康巴士專車」等專車接送服務。 

106年市民整合性健康篩檢，由聖馬、嘉基、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
分院、部立嘉義醫院及慶昇醫院承接，預定5月11日於聖馬辦理啟
動記者會。 

四、建構健康防老城市—醫院型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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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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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2月13日召開嘉義市登革熱防治中心第1次聯
繫會報。 

104年及105年本市登革熱無在地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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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5年12月止共設有21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106
年預計擴增2個據點。 

首創成立「老用所用推動委員會」。 
 105年10月6日召開第1次會議，規劃以「保智大樓」創

設「老有所用─銀髮人才資源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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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4月24日召開第2次會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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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有9案通過試辦計畫，嘉義市為其中之一 。 

嘉義市試辦計畫規劃為1A4B6C，1A為嘉基；4B為:部嘉醫
院、中榮嘉義分院、長青園、拾智園；6C為:瑞泰長照中心、
再耕園、下埤社區發展協會、劉厝社區發展協會、常樂園，
陳仁德醫院。 

截至106年3月止收案數194件，符合使用ABC單位計26位
個案。 

四、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推展扶老政策(2) 

林全院長蒞嘉參訪長照2.0機構，對本市推動長照2.0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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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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計發放35,416人、1億3,640萬4,000元。 

四、建構健康防老城市—推展扶老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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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東、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105年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績效評核，東區家庭中心獲
得優等。 

友善育兒環境-設立東、西區托育資源中心 
105年度本市東區托育資源中心獲選為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全國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觀摩縣市。 

幸福飽飽安全關懷站2.0升級版─105年10月至106年3
月合計發放共22戶29人812張餐券。 

四、建構健康防老城市—辦理扶幼支持性服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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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放0-2歲幼兒托育補助。 
自106年1月起符合一定條件者，除中央托育補助，本
府再加碼補助2,000-3,000元。 

 新手爸媽不慌張-免費育兒指導服務 
自106年3月起委託嘉義市居家托育中心辦理。 

 在家臨托好貼心-婦女育兒喘息服務 
自106年3月起提供本市育有3歲以下兒童之家庭臨時
與短期照顧服務，補助兒童臨時托育費用，讓婦女獲
得適時的喘息與紓壓。  

四、建構健康防老城市—辦理扶幼支持性服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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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構健康防老城市—照顧弱勢 

首創夢想online計畫 

讓讓弱勢家庭從「社會資源的使用者」翻轉成為「社
會資源的創造者」。  

 成立愛心實物銀行補給站 
讓弱勢邊緣戶可以直接領取自己真正想要且實用的物
資，不再侷限於米或麵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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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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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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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非登不可」、「非追不可」強化食品業者管理；張
貼嘉市桃麻吉QR Code貼紙，便於市民明瞭食品業者登錄
狀況 。 

106年2月起啟動「校園午餐聯合稽查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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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空氣污染防制 

環保團體臺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評論「嘉義市PM2.5減幅全國
第一  市民可多活165天」。(34.7μg/m3降至27.3μg/m3) 

105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空氣品質維護或改善工作績效考評
經評核為特優。 

105年度全國機車到檢率、四行程機車到檢率及二行程機車到
檢率，嘉義市分別以80.20％、83.84％及69.85％勇奪3項冠軍。 

「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計畫」，除頂庄里、磚磘里獲得銀級
認證殊榮、整體參與率達65 %，為全國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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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推廣綠能發電 

第一期38棟公有廳舍於104年全數設置完成，總設置容量
2,896.45kw(千瓦)，預估發電量355萬度/年，約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1,700公噸/年，預計20年可增加市庫收益7,700萬元。 

第二期於105年8月26日完成發包簽約，預計於106年底完成38
棟公有廳舍設置3,519.6 kw(千瓦) 。 

申請經濟部委辦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業務，成為全台6縣市之
一，由市政府直接審查認定100KW以下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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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環境教育扎根 

廢棄貨櫃變身能源教育館，106年3月20日在興嘉國小啟
用。 
 能源館由3個貨櫃屋組成，照明及空調用電都由太陽能發電
供應。 

 同時發表6套為嘉市量身打造、以「食安城市，永續樂活」
為主軸的環境教育課程模組。 

 105年全國環境知識挑戰擂台賽獲獎人數全國22縣市之冠。 
榮獲國小組第3名、高中組第2、第3、第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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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雲端智慧巡邏車 

本市業於105年6月於全市12個派出所及保安隊、交通隊共
14部巡邏車建置雲端智慧錄監系統。 

建置完成迄今(105年7月1日至106年3月)，勤務指揮派遣2
萬4,043件，主動受(處)理民眾各類報案9,25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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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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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完成維新路等17條雨水下水道清淤，總清淤
長度7,646公尺，總清淤量4,531立方公尺，重量
超過9,000公噸的廢棄物。 

106年度預定再進行7,190公尺的區域排水清淤，
預估清淤量2,000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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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食安空污安全城—提升防救災能量 

105年 「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計畫」本市獲特優縣市，
西區公所獲優等，由行政院林全院長頒獎 。 

「行政院105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本市榮獲丙組
第3名(優等)殊榮，由行政院林全院長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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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社區化 落實教育新價值-推動校園安全 

105年度於本市國民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計30所全
面建置校園地震預警系統，為全國第一個全面建置
之縣市。 

106年度規劃於本市各國民中小學建置電子圍籬，
強化校園安全。 

所有學校均通過國際安全學校認證。 



38 

六、學校社區化 落實教育新價值－食農教育 

所有中小學均在校內規劃「植栽場域」，藉由農業
體驗活動，讓學童體悟出環境、土地與食物間的關
係及重要性。 

今年更推動「飲食文化達人」，讓學生從飲食當中
體驗各國不同的文化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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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社區化 落實教育新價值-自造教育 

 105年度獲教育部國教署補助自造教育示範推廣基地計畫經
費450萬7310元，於北興國中設立自造教育示範中心。 

強調讓學生「動手做」、創意思考以及問題解決能力。  

「Maker教育」的成立，是翻轉教育的呈現，融入新科
技、3D掃描列印、鐳射切割機等，更整合各級學校師資、
設備資源、發展自造教育課程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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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社區化 落實教育新價值-行動學習啟動 

 105年是全國200所行動學習學校中，獲獎率最高的縣市。 

 五所學校拿到行動學習優良學校，三所學校拿到行動學習領
導卓越獎項。 

 民族國小、嘉大附小、港坪國小、北園國小、精忠國小、文雅國
小、宣信國小、以及北興國中等八所國民中小學用行動學習改變
傳統教室教學的面貌，並發展特色課程。 

 精忠國小數位英語學習教室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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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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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103支團隊共襄盛舉，邀請
14支國外團隊參與。 

活動內容包括「室內、外音樂會」、「管樂踩街」、
「變換隊形晚會」、「創意市集」、「攝影比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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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 
策辦「迎接2017全嘉藝起來跨年晚會」 

活動地點由市府前廣場移往建國二村，容納更多參
與觀眾。 

首創跨年前夜祭，全國獨嘉首創連續High兩晚。 

安排在地及知名優質演藝團隊表演出，演出團隊超
過20組，其中有7組是金曲獎團隊，佔1/3以上。 

首創120攤園遊會觀光美食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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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 
策辦「再創嘉義畫都生命力主題展」 

策辦「承先啟後的畫會美術傳承」。 
106年1月21日至3月6日在文化局3、4樓展覽室展出。 
總計121件作品參展，並募集到林顯宗等11人20件美術捐
贈品。 

策辦「溯與恕‧2017嘉義二二八事件70周年紀念美展」。 
於2月24日至4月2日在博物館3樓藝術空間辦理。 
蒲添生雕塑紀念館長蒲浩志於開幕記者會中，捐贈蒲添生
「岳母」(陳澄波夫人)銅雕像，厚實文化局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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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石猴藝術觀光 

自2016年12月18日連續2週辦理第6屆「嘉義市石猴戶
外創作競賽」，第1名吳潔蓉〈甲你攬條條〉獲首獎，
作品由文化局典藏。 

第二屆「2017嘉義市國際大型石猴雕刻創作營」以「嘉
義猴所在」為主題。  
邀請韓國的黃承佑、保加利亞的卡門．塔涅弗、義大利的
甘地．塔萬修、嘉義市石雕協會及嘉義在地石雕藝術家蔡
永武，創作5件大型石猴雕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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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 
積極參與國內外旅展及活動拓展觀光 

 106年2月17至20日參加台中春季旅展。 

 106年3月7日至3月11日首度參與第42屆東京食品展。 

參展期間共有758位買主前來本市展區洽談，現場及估計一年內
接單逾新台幣7,000萬元。 

 106年3月8日於日本東京國際食品展展場內辦理「106年日本東
京觀光媒體說明會」。 

 106年4月5日參加交通部觀光局新加坡辦事處辦理之
「106年4月臺灣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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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宗教節慶活動 

105年12月16日本府結合天主教、基督教各教會、
機關、學校、社團等舉辦2016平安夜踩街報佳音
「聖誕到嘉 平安傳愛」活動。 

106年4月2日結合本市光路社區、武當山玄天上帝
廟舉辦全國獨一無二、迄今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
「高空盪鞦韆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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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強化活動效益 帶動觀光商機- 
第一屆藝嘉親嘉義市藝術節(4/29-6/25) 

首次將嘉義市各類型表演藝術節齊聚，表演場地橫跨市區，
讓整個嘉義市就像一個大舞台，隨處都能迸發藝術的火花。 

各具代表性的演出團隊及其作品的【嘉藝精選】(共9場表演)。 

強調觀眾與表演者無界線，大家可以盡興play的【藝起玩】(共7
場表演)。 

創作團隊進駐市區特色店家內演出的【藝嘉店】(共14場表演)。 

多場推廣表演藝術的【藝講堂】(共5場講座)。 

讓創作者直接帶領觀眾共同參與的【藝學習】工作坊(共6場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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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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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邁入第2屆，由20位20
至40歲的青年朋友所組成。 

自105年10月起，策辦「回嘉生活的100種方式」系
列分享會，舉辦時間為每個月第一、三、五周的禮
拜四晚間7點，3個月為1季，總計100場次，目前已
經完成第2季的第1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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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動公共參與 打造創意活力城- 
設置國揚三27文青基地 

 105年11月6日揭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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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工商策進會與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共同
提案，向國家發展委員會爭取100萬經費，自106年3月
起至10月底，辦理40場以上「文藝創客‧再造玩咖新樂
園」創客講堂。 



50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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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與台灣銀行簽約；11
月29日再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簽約(免保人)。 
青年創業者最高可貸新台幣50萬元；中小企業，最高可貸
新台幣100萬元。  

迄今為止，已有8 家廠商通過申貸，金額共計7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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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動公共參與 打造創意活力城- 
辦理全國青年創意應用競賽 

創新＋創意＝無限商機，工商策進會與青創會於3月3日
至3月16日合作舉辦「全國青年創意應用競賽」,並於
106年3月30日舉行頒獎典禮。 
分為「安全工程類、數位管理類、觀光餐旅類和醫學健康
類」等四大類。  

特別加碼大學校院組別四大領域首獎者，免費進駐青創基
地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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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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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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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政府廉能透明感受
度調查 

105年12月9日
至12月23日  

嘉義市自行車道示範計畫 
106年1月4日至

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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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 
參與國際智慧城市評比 

嘉義市於106年2月9日榮獲國際智慧城市論壇(ICF)認證
為全球7大頂尖智慧城市(Top7)。  

國際智慧城市論壇(ICF)主席及共同創辦人 John G.Jung
於4月24日至4月25日至本市實地訪查。 
舉辦「嘉義市智慧城市六大領域協同合作見證」儀式，與

John G.Jung主席一同啟動六大領域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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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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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個i-Taiwan 區域無線網路(WiFi)熱
點，分佈本府所轄外館、市立圖書館、市立體育場、大
型公園、交通轉運站、聯合里辦公室、熱門景點、古蹟、
室外人潮集中區域 ，熱點覆蓋率平均達3.9/km2。 

全市共有1101個無線網路(WiFi)熱點，熱點覆蓋率平均
達18.4點/km2。 

全國密度第2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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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 
推動開放政府 

因應世界政府資料開放潮流，本市規劃建置資料開放平
台(Open Chiayi )。 

105年底完成開放平台建置，完成225種資料項目對外
開放。 

106年將持續推廣，鼓勵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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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智慧交通 
BRT智慧型運輸系統。 

公車動態：提供公車預估到站時間資訊，顯示於候車亭電
子看板、網頁及手機APP。 

優先號誌系統：減少高鐵嘉義站至台鐵嘉義站之平均行車
時間，平均由27分鐘減少至22分鐘。 

停車場資訊智慧化，停車購物觀光好方便。 
「剩餘車位數即時顯示看板」引導用路人將車輛停放於路
外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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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塑造智慧樂活城- 
建置公共設施管線挖掘系統 

獲105年公設管線全國特優 便民利民更勝6都 
第一個完成全市內各管線建置圖資。 
第一個完成手機APP通報及查報系統。 
第一個完成可以由系統直接做圖資更新。 
第一個完成每件挖掘案由系統控管完工結案。 
第一個完成獨立異地備援系統建置。 



十、推動鐵路高架化 完善交通網絡- 
嘉義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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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年3月完成地下化可行性評估、95年7月行政院核定高架化評估。 
 蔡英文總統105年11月30日指示啟動本計畫，預定106年底前動工、115年通

車，實現嘉義人貫通鐵路隔閡的夢想！ 
 行政院長林全106年3月12日南下嘉義市宣布計畫啟動!將納入「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預算」，希望獲立法院審議通過，市府負擔由99億元降至38.9億元 
 路線北起民雄、南至水上，全長10.9公里，預算276億元。 
 縫合東、西區都市紋理，連結前、後站道路交通；活化火車站區及鐵路沿線

閒置土地，大幅改善鐵路沿線與火車站區都市面貌。 

(嘉義新車站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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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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負責出資營運，106年1月
20日與台灣城市動力公司簽訂3年續租契約,未來3年廠商將每
一年增加5個站點及50輛車。 

 目前建置11個租賃站，配置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等，民眾
使用悠遊卡可甲地借車、乙地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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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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爭取規劃經費，預計增設自行車道
長度為54.1公里。 

開發市郊特色自行車道，設置荖藤里自行車道串聯環島一
號線，總長度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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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原以都市更新
計畫型標售，惟歷經三次
公告上網皆無廠商投標。 

 106年3月31日本府召開
「嘉義市政府活化利用閒
置不動產推動小組106年
第1次會議」，會議決議本
府將重新研擬規劃構想後
與國防部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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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宕15年，市政府105年11月26日舉行「嘉義市污水下水道系
統第一期管線第一標工程」開工典禮。 

 106年4月17日辦理「嘉義市水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統包工程」
簽約。 

 分為三期建設，總建設經費約116億元。 

 預計107年9月完成水資源回收中心，讓15,000千戶家庭接管，
提升居住品質及環境衛生，也使嘉市突破「零接管」。 

十一、持續推動重大建設-辦理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水資源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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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子內區段徵收地區位總面積共187.52公頃。 

 105年11月底完成第一標及第二標私有土地點交作業。  

第三標公共工程預定於106年5月上旬完工，湖子內段新
民小段私有土地預定於106年6月初開始辦理點交作業。 

 105年12月28日及106年2月21日共標售34筆土地，合計
金額6億3,761萬3,346元。 

十一、持續推動重大建設-辦理湖子內區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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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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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民國66年都計公告迄今，延宕40年的貨物轉運中心市地重劃，
於105年獲內政部核定通過，工程預計於106年9月發包，並於
107年10月完工。 

 開發後結合周邊批發市場建設及農漁產品銷售、餐飲等產業需
求，形成產業鏈，並藉此打造成觀光市場，帶動產品加值服務，
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共創公私雙贏。 

十一、持續推動重大建設-貨物轉運中心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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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0月21日舉行動土儀式，106年3月22日舉行
上樑儀式。 

目前工程施工已完成建物主體鋼結構的搭建， 106
年4月開始外牆搭設作業以及內部裝潢作業，全案預
計106年11月底完工，107年3月可啟用試營運。 

十一、持續推動重大建設-興建市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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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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會的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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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編列1億元，同時
積極爭取中央部會補助中。 

目前進行招標前置作業，於106年3月12日召開工程案第
1次評選委員會議，審查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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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發揮《KANO》永不放棄的精神，
愈是困難，愈要挑戰。 

「服務型政府」與民眾站在一起。 

翻轉嘉義成為幸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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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