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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04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4月 27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5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蔡瑋婷 

伍、指（裁）示事項： 

一、今天的市政會議，讓人特別振奮。因為即日起，這項攸關市民福祉的最高

決策會議，將透過網路直播，讓所有的市民即時監督市政，使政策資訊更

加公開透明。這是落實「開放政府」與「行動市府」等施政理念的重要措

施。針對部分議員及民間團體建議，將公聽會及其他重要會議也納入直

播，本府樂觀其成，原則上請各局處於日後舉辦各項公聽會時，若無重大

疑慮，應進行全程錄影，事後並置於臺中市政府網站，供市民隨時觀看查

詢。另有關建立雙向回饋機制或增加其他會議直播部分，也請研考會進一

步研議。事實上，市政會議的網路直播與建檔供查閱，只是「開放政府」

的一部分。為擴大市民參與，昨天我已宣布，啟動全國第一個政府的參與

式預算。從臺中市中區舊城再生開始，市府建立平臺，讓大家集思廣益建

議提案，並降低投票年齡到 16歲，擴大民眾參與，以 I-voting方式決定。

所以我喊出「咱們的預算，咱自己決定」，就是想以此為例，讓參與式預

算成為可能，讓「中區再生」融入更多的民眾意見。我將競選的得票補助

款全額捐助、推動中區再生。另請都發局推薦優秀人才(都市再生的專家)

與市民進行互動，提出好的方案並經過研議，可望成為未來推動中區再生

的政策。(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都市發展局、本府各機關) 

二、這幾天最讓國內外矚目的事件，莫過於發生在尼泊爾的大地震。該國首都

加德滿都的市長 Purna Bhakta Tandukar，上週才因參與國際環境夥伴計

畫訪臺，與我有一面之緣。本人於第一時間向 Tandukar 市長表達哀悼之

意以及我們可提供災難救助及支援的部分。雖然許多資訊未完整獲得，但

死傷人數持續攀升中，我們將保持密切關注，過去臺灣發生嚴重災情時，



 2 

也曾獲得許多國際救援，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現在是我們回饋的時候，

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協助募款及募集各類醫療救急物資，

送往災區一起共度難關。以下是我們的具體措施：(辦理機關：消防局、

社會局、衛生局) 

(一) 消防局的特搜隊，已於第一時間做好待命，隨時配合中央調派，前

往尼泊爾參與救援行動。在國際救災方面，中央會集體進行人力調

度，除了第一波的新竹縣、臺東縣之外。臺北市及本市也主動向中

央表達前往災區救援意願。 

(二) 開放社會救助金專戶，即日起為期一個月，接受各界及市民捐款，

屆時將轉入中央賑災專戶統籌辦理，或透過跨國非營利組織投入當

地救災重建復原工作。而本人及各本府一級機關首長，將率先捐出

一日薪資所得幫助賑災，以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號召

各界踴躍捐輸。 

(三) 請相關局處募集醫療及各類救急物資，捐贈給災區。 

(四) 協調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等跨國非營利組織，支援災區後續生活

重建復原工作所需之志工人力或相關問題，提供必要支援與協助。 

三、 從事國際人道救援的同時，本府也沒忘記關懷本市的社會弱勢者。為了

讓本市現有的資源及社會的愛心能幫助更多需要的人，早在我擔任立委

時，就積極推動「食物銀行法草案」，目前在立法院已通過一讀程序，交

付朝野協商機制。此外，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及衛福部推動全國性的食

物銀行資訊管理系統，用以協助管理、妥善運用各個食物銀行的物資。

地方政府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包括整合食物銀行所需的空間、獎勵

辦法、通路等，本次市政會議將由社會局進行「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

例」的專案報告，亦即針對食物銀行訂定自治條例，上週在「中彰投區

域治理平台」第 2 次三首長會議，也辦理正式啟動「食物銀行中彰投物

流平台暨臺中市倉儲空間啟用」記者會，透過公私協力模式，與嘉里大

榮公司合作，提供本市愛心食物銀行的冷凍倉儲空間，並將物資運送範

圍擴大到彰化及南投，讓食物銀行突破舊有模式，不僅提供乾糧、泡麵，

還有新鮮的蔬果與食品，透過良好的冷凍冷藏設備提供需低溫以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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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蔬果或食品。俟本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通過後，請農業局配合收購生

產過剩的農產品，並與果菜市場、肉品市場及魚市場配合，提供給食物

銀行、營養午餐及老人共餐等使用，讓弱勢民眾免於飢餓，並達到食物

不浪費，使民間的愛心資源能提供給更多弱勢民眾，並朝向食物銀行社

區化的發展。目前本市有三個食物銀行的實體站，包括中區綠川店、豐

原店、沙鹿店(另大里店現正規劃中)，27 個發放站、5 家社區式食物銀

行(聯盟店)，臺中推動食物銀行有許多創新措施及示範效果，由本市帶

動良性循環，各區如有意願提供相關服務的點也可與社會局連繫，共同

推動這項很有意義的政策。(辦理機關：社會局、法制局、農業局、新聞

局、經濟發展局、地方稅務局、勞工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各區公

所) 

(一) 本市是全國第一個推動食物銀行法制化的城市，在此先肯定社會局、

法制局及相關局處非常有效率，在短短三個月內就研提具體可行的食

物銀行自治條例(草案)，請社會局就條例規劃期程加速推動相關作

業，並請社會局會同法制局爭取議會支持，本自治條例通過後請加強

宣傳，廣為周知。 

(二) 本自治條例涉及廣泛的政策領域，請相關各局處全力配合。食物銀行

實際上是「食+物」，包含了日常生活用品及民生物品，營運上類似超

商或賣場的模式，包括經發局所屬公有市場，農業局與農會、農民的

合作，衛生局、租稅抵免等，透過提供企業捐助的誘因、可以讓更多

民間的力量注入公益，請新聞局與社會局廣為宣傳。 

(三) 物流倉儲空間是為確保食品的新鮮，除了嘉里大榮公司之外，包括裕

國冷凍冷藏公司、新竹物流公司在臺中工業區或者交流道附近都有很

大的倉儲物流冷藏設備，請相關局處積極聯繫，事實上這些企業也主

動表達願意加入食物銀行合作夥伴的意願，或願意提供冷凍/冷藏運

輸車設備，請積極連繫、推動合作。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請各局處

全力推動，依據我過去十年來的經驗，愛心會帶來更大的愛心，達到

良性循環。事實上，分配物資不僅僅是政府在推動，民間許多社會團

體及民間機構都在積極推動，如萬春宮近年(3 年以上)除了將各類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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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所受贈的罐頭、米以及食品辦桌請弱勢族群享用外，更將物資分送

給政府列冊的中低收入戶、近貧戶及邊緣戶，發放春節紅包等，幫助

非常多的家庭。我們要從食物銀行自治條例法制化做起，建立最好的

基礎，要推動臺中成食物銀行的模範城市。 

(四) 我們透過一系列的希望銀行打造臺中成為希望城市，至少包括三大希

望銀行:食物銀行、志工銀行、以及青年創業銀行，上述三大希望銀

行正積極推動中，請研考會安排相關局處市政會議專案報告，以有效

積極推動。 

四、 我們發現公共工程出現品質低落、執行率不佳，甚至涉及工安的情況，

臺灣是地震與複合式災害相當頻仍的地區，所以提升公共工程的品質非

常重要，我們要進行全面的體檢。研考會提出「公共工程品質推動委員

會第 1 季工作報告」相當透明開放，我們要勇於面對問題、全面進行檢

討並加以解決，讓臺中市民在食衣住行各方面都能非常安全、安心。 

(一) 本次簡報中執行績效未達 90%之機關仍不在少數，請機關首長回去

後，積極協助同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澈底改善執行績效不佳之根

本問題，如再有執行績效不佳、嚴重落後之情形發生者，將請研考會

加重懲處。(辦理機關：客家事務委員會、都市發展局、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教育局、建設局、水利局、東勢區公所、大里區公所、西

區區公所、外埔區公所、豐原區公所、新社區公所、大安區公所、后

里區公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二) 鑒於學校工程落後次數及比率甚高，請教育局專案研議目前 2億元以

下工程由教育局及學校主辦之適當性，並研議相關配套措施，如安排

學校相關採購、總務人員教育訓練等，以提升執行績效。(辦理機關：

教育局、人事處) 

(三) 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加強施工查核強度，遏阻不良廠商投機行為，針

對查核成績丙等之機關，應即請工程主辦機關依規定嚴懲相關失職人

員，並確實追究建築師、技師等應負之責任。另要求承包商撤換品管

人員、監造公司撤換現場監造人員，並請承包商、監造公司及主辦機

關至林副市長主持的「臺中市政府公共工程品質推動委員會」進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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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豐原區公所) 

(四) 請人事處就本府各機關人力通盤管理，避免人力不均情事發生，並積

極協助研考會成立工程品質督考組，以提高工程品質督考之功能。(辦

理機關：人事處、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五) 針對道路工程查驗缺失中，區公所辦理之工程缺失比率偏高（如瀝青

混凝土厚度不足、含油量未符規定等），請區公所加強監工品質及人

員訓練。(辦理機關：各區公所)  

(六) 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松竹五路跨越旱溪橋梁、市定古蹟瑞成堂修復等

三項工程已達金質獎推薦門檻，除了此三項工程外，請各機關對所主

辦之工程務必抱持兢兢業業之態度，並以爭取公共工程金質獎之最高

榮譽為目標，以營造市民更美好的生活環境，並為本市贏得獲獎榮

耀。(辦理機關：建設局、文化局、本府各機關) 

(七) 今年起，工程施工查核作業由本府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建設局主任秘

書率隊，請各局處及公所重視本項作業，至少要指派總工程司以上、

區公所則指派區長或主秘以上層級人員陪同，以表示對工程施工查核

的重視。區長代表市長在第一線服務民眾，務請各區區長重視由秘書

長等帶隊進行之工程品質查核，共同做好工程品質查核的工作。 (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八) 請相關局處參考營建署「公共工程管理指導手冊」，針對建築、道路、

水利(汙水下水道)等建立 SOP，包括如何評選、如何估驗、如何施工

檢測、查核、移交接管等程序，相關資料已交付建設局及水利局，請

研議建立本府工程 SOP，以提升工程管控品質，並按月查核追蹤，以

管控工程進度。(辦理機關：建設局) 

(九) 請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妥為設計工程採購系列課程、以提升承辦公共工

程同仁的專業知能。另請各機關首長檢討相關同仁職務適任情況，必

要時進行職務調整，務求適才適所，以落實公共工程的品質及安全。 

(辦理機關：人事處、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五、 近期中捷工安事故引起大眾的疑慮，雖然外界已了解該案涉及三方協

議，該案雖非我們主辦工程，但我們仍要積極督導。我們要求負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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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及監造的臺北市政府捷運局至少要以書面方式翔實向臺中市議會提

出報告，我們也會負起監督的角色。勞動檢查權部分由張副市長率同勞

工局向勞動部及人事行政總處進行協調，中央初步已同意專案處理，將

勞檢權下放本府辦理，但因本事涉及勞動檢查人力編制嚴重不足，目前

本府僅有 40多位勞檢人力，要補足 92位才能完整，尚需相關配套措施，

本府願承擔未來人事預算相關的負擔，但也需要中央同意鬆綁員額，請

相關單位積極配合辦理。(辦理機關：交通局、勞工局、人事處) 

六、 近來發現預算執行不力源於以往為預算一次編足、卻常需要保留預算之

情況，嗣後預算應調整為一次匡列、分年編列預算，以符實需。另有關

104年度追加減預算已送臺中市議會審查，各項外界所關心未來要推動的

重大政策，如托育一條龍、65 歲以上老人免費裝假牙、補助學童營養午

餐等措施，請加強宣傳、廣為周知。(辦理機關：財政局、主計處、新聞

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陸、散 會（上午 10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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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04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4月 27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1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4

「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

補助」經費新臺幣120萬元整，本府已

編列新臺幣350萬元整，合計新臺幣470

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100年4月26日議事字

第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2 教育局 

為教育部終身教育司補助本局(家庭教

育中心)辦理「104年度推動家庭教育實

施計畫」經費新臺幣513萬3,100萬元

整，本府已編列新臺幣177萬200元整，

合計新臺幣690萬3,300元整，辦理先行

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100年4月26日議事字

第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