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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60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5月 12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林怡君 

伍、指（裁）示事項： 

一、請大家為遭酒駕撞傷，不幸往生的臺中二中女資優生陳○云同學起立

默哀 30 秒，上週我到醫院探視這位女同學，當時醫生說她生命跡象

穩定，昏迷指數也從 3 升到 7，狀況逐漸好轉，不料日前卻突然腦部

出血，開刀也救不回來；生命有開始就有結束，但這位女同學卻因

酒駕肇事結束美好的生命，本府各機關都應好好思考還能再多做些

什麼，以保障市民安全？以下提出 3 點意見：(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交通局、警察局、法制局、新聞局、本府各機關) 

（一）感謝警察局自上週起非常努力推動前所未有、全臺最嚴厲的「斷

源專案」，不僅在週末晚上 11 點至凌晨 1 點實施酒測，每天晚上

都進行臨檢，更將凌晨 3 點至 6 點也納入加強查緝時段，本府一

定要把臺中變成酒駕肇事者的地獄，決心不打折扣，對酒駕肇事絕對

「零容忍」，仍然要再請相關單位想一想，甚至法制局也可思考看

看，本府還能再做什麼事情，以杜絕酒駕肇事，千萬不要讓市民

再受到傷害。 

（二）之前也曾發生過一位二中的學生早上 6、7 點出門去圖書館唸書，

途中遭酒駕肇事撞傷腦部，雖然救回一命，卻也因此影響求學等

能力。許多酒駕 A1 事件(傷者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都發生在

凌晨 4 點至 6 點，因為民眾飲酒通宵後仍駕車回家，警察局是第

一線，交通局是第二線，甚至負責管理酒店、飲食店或 KTV 的經

濟發展局也應介入，市府第一階段取締酒駕，第二階段將從供酒

的上游營業場所開始做勸導，不能任憑飲酒民眾開著一部「殺人

機器」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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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局已整合 8 家計程車業者，推出簡單好記的酒後代駕專線

04-22221999，民眾只要撥打專線即可叫車，計程車司機將攜帶一

名同伴前來，民眾搭上計程車後，由另一名司機駕駛民眾愛車，

人車都能同時回家，費率 11 公里以內 1000 元，每增加 2 公里加

收 100 元，請新聞局協助交通局以跑馬燈等方式多加宣導，並請

交通局統計酒後代駕專線利用率，倘若利用率不高表示宣導不

足，請務必妥為檢討。 

二、我昨天去潭子，看見摘星山莊修復得非常好，摘星山莊從原臺中縣政府時

期就開始規劃修復，歷經七年，在大家的努力及摘星山莊後代子孫的配合

下，終於修復完成並全面開放參觀，媒體也圖文並茂地廣泛報導，備受各

界矚目，我覺得很難得也很高興，建議各局處規劃前往參觀，例如民政局

可先帶里長去參觀，之後再藉由里長擴大宣傳，各單位亦可於自強活動安

排員工去參觀；這是一座擁有 135 年歷史的好古蹟，充滿了故事與思

古情懷，自己的鄉土特色自己愛，一定要將它好好發揚光大；零星

參觀民眾若來不及導覽接待，可能會引起抱怨，請文化局做好導覽

接待等規劃，前兩週可能因媒體效應，參觀的民眾會很多，建議可

採預約制，以及整點集合沒有預約的民眾為一個團體，避免民眾一

窩蜂而影響參觀品質。另外，請文化局與新聞局研議是否邀請府會

記者去參觀一下，多加以宣傳，鼓勵各界踴躍參觀。 (辦理機關：民

政局、文化局、新聞局、本府各機關) 

三、我從報紙新聞得知本市有許多民間人士將老屋和老樹做結合而成為觀光

景點，愛樹已成為社會大眾的共識，本府非常愛護樹木，我也要求農業局

「護樹如人」，如果有樹木受到傷害，農業局就必須著手查明，將樹木當

作自己的子民，好好地照顧。媒體會對民眾愛護老屋老樹的行為做這麼大

篇幅的報導，這是民意的展現，我們應思考是否能積極主動地為老屋老樹

多做一點事，對於地方人士要求市府為樹木做修剪時，應予以適當的剪

裁，請農業局費心地照顧每一棵樹木，亦可以請鄰長及地方上的朋友予以

協助，以獲得更佳的成效。(辦理機關：農業局) 

四、由於衛生局的用心，連續三年辦理地方衛生機關保健業務都是全國

評比第 1 名，衛生局業務做得好，民眾受苦就減少，感謝衛生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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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同仁的努力，我們其他單位做事也非常認真，例如治安的評比已

經好幾年居全國第一名，雖然最近本市公共危險案件取締數的增

加，導致治安排名稍有下降，但我無怨無悔，寧可治安排名往後掉，也

要全面取締酒駕，務必遏阻酒駕歪風，以確保市民安全。(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五、有關地政局已完成烏日前竹區段徵收查估作業，區域內屬中央管河

川旱溪下游段必須加以整治，不料經濟部水利署卻以臺中市已升格

直轄市為由不願施作，也不願補助經費由市府代為施作，導致該計

畫很難再推動，以下提出 3 點意見：(辦理機關：地政局、水利局) 

（一）縣市合併時本府已承擔縣市全部債務，這是一筆龐大的負擔，縣

市合併後，中央有若干業務要交給本府管理，例如教育，全市 19

所國立高中職計畫改制市立，中央應提撥給市府的經費缺口多達

幾 十 億 元 ， 卻 要 市 府 概 括 承 受 ， 於 是 我 就 拒 絕 接 管 ， 哪 有 趁 著交

給 本 府 接 管 卻 還 可 省 錢 的 道 理 ？就算是嫁女兒，也應該有嫁妝， 

希望讓女兒過得好，哪裡還有藉機省錢的？  

（二）相反地，原中央管署立醫院也計畫移交市府，但衛生福利部先詢

問本府有無足夠的人力、經驗及經費？如果沒有，就仍暫時由中

央管理，因為病患的權益最重要，畢竟不能雙手一攤，就什麼都

不管，這才是高風亮節的態度。  

（三）之前綠川分洪也有待中央整治，但中央遲未執行，我建議中央撥經費

讓市府代做，中央考慮了幾個月後，竟說「可以給市府做，但不給錢」，

本人無法接受，後來還是由中央完成整治。臺中市又沒有獨立，中央

要求市府接管部分業務，說不管就不管，錢也不給，事也不做，完全

無視於民眾的福祉，我斷然無法接受，這個案子請地政局會辦水利局

擬好說帖送本人參考，我將親自與經濟部長溝通協調。 

  六、最近勞工低薪 22K的議題不斷地延燒，我很早以前就提過，企業主在賺了

大錢後往往會認為是因他正確的決策而賺錢，我希望企業主好好地思考，

企業之所以能賺錢，除了老闆的英明決策，勞工的貢獻與社會的氛圍也很

重要，建議企業主提高員工的薪酬，多做一些公益，我常常提及「三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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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將企業利潤三分之一留給老闆自己，三分之一給員工，三分之一

回饋社會公益。本人身為一個經濟快速成長城市的市長，目前我非常關切

以下兩件事，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關：勞工局、農業局、各區

公所、本府各機關) 

  （一）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五年一次的工商普查結果，全臺中市總生產毛額達

三兆六百億元，成長 45%即九千六百億元，平均每年成長約 8.5%以上，

就業人口增加 10 萬人，經濟成長率更排名全球前十名，這代表臺中的

經濟並不悶，企業也有賺錢，請勞工局調查企業主是否有適度為員工加

薪？以及臺中有沒有員工薪資只有 22k，甚至不到 22k的情況？如果經

濟如此地好，利潤有沒有回饋到勞工身上？錢去哪裡了？可能大部分在

企業主手中，回饋勞工的有多少？這個工作是勞工局的天職，我們不是

每天執行法律就好了，要發揮一點想像力，請企業主對辛苦的勞工適度

回饋，相信企業主對這樣的說法不見得會反彈，因為經濟發展快速，分

利潤給勞工合情合理。此外，徐副市長提醒，許多企業主未幫員工投保，

或未核實申報投保金額，嚴重影響勞工退休後的權益，請勞工局平時處

理申訴案件、積極主動進行相關查核時，如發現上述情形，立刻通報中

央勞保局做後續裁處，務必保護市民權益。 

  （二）昨天晚報指出小農月收入僅 22K，實際上若加上年金與農保等應該不只

22K，請農業局與農會合作，輔導年輕人投入農業時不要以小面積之個

體戶方式慘澹經營，農業局蔡局長表示可輔導小農改種精緻作物如溫室

蕃茄，從價格提高所得；市府也配合農委會「小地主，大佃農」政策，

年老無力耕作的農夫提供農地出租，年輕農夫則租地使用，由中央提供

租金補貼，創造雙贏。我們不能只看現象的表徵，農業局希望輔

導小農擴大耕作規模，以提高收入，這正是我希望農業局努力

的方向，不要使一個新聞標題成為社會普遍的現象。另外，我

要請蔡局長代我向外埔區農會致謝，彩繪稻田很有創意，做得非常成

功，引起廣大的回響，建議其他地區也可往這個方向思考，我們在工作

上應不斷地推陳出新、展現美學與創意，將能有更寬廣的發展。 

陸、散 會：上午 10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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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60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5月 12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都市 

發展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不動產開發業管理自

治條例」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2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大甲區文武段

237-2地號等69筆市有非公用土地及東

區育英路85巷3號等3棟市有非公用建物

提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3 地政局 

為檢陳修正「臺中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

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部分條文草案1

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