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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因應地方基層民眾普遍反映對於自身權益或政府施政措施

不甚熟悉，爰為瞭解地方需求及解決來自各方「由下而上」訴求，

市府透過各里舉辦座談會方式，由市長直接面對面與地方意見領

袖及市民溝通，經由各項重大地方基礎建設資訊的說明，滿足人

民知的權益，以展現行動市府的效能。 

貳、 主辦機關暨承辦機關 

一、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 承辦機關：臺中市各區區公所。 

參、 參加人員及辦理方式 

一、 參加人員：臺中市地方意見領袖、市民。 

二、 辦理方式： 

(一) 由承辦機關邀請地方意見領袖、市民，並透過

面對面交流方式預計辦理 500場次。 

(二) 承辦機關依據各區特色、基礎建設資訊等逐案

向地方意見領袖、市民說明，讓更多地方意見

領袖、市民瞭解自身權益、共享社會福利及市

政建設成果。活動流程如下：  

項目 備註 

引言 
請區長擔任主持人及負責引言。 

介紹與會貴賓 

市政綜合座談 

與地方意見領袖、市民交流討論市

府重大地方基礎建設與社會福利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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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預算來源暨經費項目 

一、 預算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07年度「區里行政－區政

監督及里鄰組織－業務費－一般事務費」項下支應。 

二、 經費項目：為印刷費、誤餐費、場地佈置費等費用，預估

總場次 500場。 

伍、 重大地方基礎建設資訊 

藉由座談會的舉辦，市府向地方意見領袖、市民說明各項重

大地方基礎建設、民眾生活福祉事項及社會福利相關政策，除讓

地方意見領袖、市民瞭解自身權益，並以直接面對面的互動方式

建立市府與地方意見領袖及市民之間的政策溝通管道，擴大市民

參與及討論。 

    本次座談會中與民眾生活相關之地方基礎建設摘述如下： 

一、 水利建設 

(一) 水岸花都、親水藍帶： 

整治柳川、綠川、軟埤仔溪、筏子溪，啟動葫蘆

墩圳掀蓋工程，進行大康橋計畫整治旱溪，打造本市

輕艇練習場域。 

(二) 韌性城市，易淹水點改善： 

雨水下水道建置率突破 70%，滯洪量提升 125萬

噸，南山截水溝已動工，改善 367公頃淹水地區，保

障里民居家財產及生命安全。 

二、 觀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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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迎接台灣第二大城： 

根據 CNN報導，臺中業已成為台灣「最宜居城市」，

同時臺中亦成為全台第二大城；清泉崗國際機場升級，

「中進中出」也讓本市擠身世界百大旅遊城市之一。 

(二) 打造盛會城市： 

每年舉辦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光影藝術節、爵

士音樂節、國際動漫博覽會、搖滾臺中、東亞流行音

樂節等，全年繽紛，吸引來自世界各國遊客及全國各

縣市民眾前來本市觀光旅遊，同時也積極籌辦 2019

東亞青年運動會、2020 世界蘭花會議，讓本市國際

能見度持續攀升。 

三、 環保植樹 

(一) 環保降載，空汙防治： 

推行 8年 100萬棵植木計畫及空污減量管制，去

年全市 PM2.5年均濃度降至 22.8微克/立方米，距國

家標準 15微克/立方米剩「關鍵 8微克」最後一哩路。 

(二) 淘汰二行程機車： 

擴大加碼補助計畫，預計淘汰 3萬 5,000輛二行

程機車，新增 1,000輛電動機車，優化空氣品質。 

四、 道路交通 

(一) 前瞻軌道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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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交通網路持續建置，例如：2018 捷運綠線

試運轉、結合捷運藍線完善軌道路網、「成追線雙軌

化」正式啟動、開啟大臺中山手線首部曲、打造雙港

輕軌、大平霧輕軌捷運等多項前瞻軌道計畫，串接全

市交通網路。 

(二) 走國道，不繞道： 

道路聯網的形成，例如：國 1銜接台 74線工程、

國 4 豐潭段動工、增設台 74 線十九甲北出匝道、六

順橋南入匝道及大里草湖地區匝道等均使路網銜接

更為順暢。 

(三) 用路安全，臺中好行： 

啟動 17 處易壅塞路口改善計畫，完成 225 處交

通號誌建設、55 條標線型人行道及 109 處路口綠斑

馬劃設，讓市民交通行走具安全性。 

五、 公共建設 

(一) 水湳智慧城 8大亮點： 

中央公園、水湳智慧城地下停車場、水湳轉運中

心、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投入百億興建水湳國際會

展中心、臺中綠美圖、智慧營運中心及中臺灣電影中

心，所有建設均由便利生活出發，成為親民的空間場

域。 

(二) 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成立招商投資促進委員會、制定產業發展自治條



5 
 

例、設立產業基金等、創造高招商績效，並呼應中央

五大產業計畫，以「國機國造」為目標，創造本市成

為智慧機械城市，提升市民生活品質。 

(三) 運動之都，健康國民： 

設立運動局，規劃 9座國民運動中心，並建置百

里登山步道，方便市民健身、體育，打造本市成為運

動之都。 

六、 社福教育 

(一) 托育及托老一條龍： 

104年 7月 1日起實施的托育一條龍政策，針對

將未滿 6 歲幼童送臺中市協力托育人員或協力托嬰

中心之家長，提供多元、近便的平價托育服務與補助，

減輕家庭托育負擔，且支持育兒父母安心外出工作，

創造托育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全面整合政府、社區、醫療等資源，從

長者健康時期的預防準備，到失能階段的長期照顧，

依據健康狀況分別規劃長青學苑、長青快樂學堂、多

功能日間托老、多元照顧中心等四階段政策，建構一

條龍的照顧體系。 

(二) 愛鄰守護隊全面啟動： 

整合社政、衛政、民政系統，朝「一里一守護」

目標邁進，目前全市有 29區 584里成立愛鄰守護隊，

社區安全、民眾照護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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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住民關懷補助： 

105 年 7 月 3 日正式啟用東協廣場，106 年 1 月

新住民三大服務中心正式揭牌，提供新住民關懷協助，

並讓新住民有更完善的活動空間，保障新住民食、衣、

住、行的全方位生活品質。 

七、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配合行政院打造未來 30年國家發展需要之基礎建設，

本市就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內容規範事項積極向中央

爭取經費並獲中央大力支持，例如：公有危險建物、各區

活動中心耐震補強等…，各項計畫均與民眾息息相關。 

陸、效益說明 

辦理座談會係行動市府走出辦公室的創新作為之一，本次地

方意見領袖座談會成效如下： 

一、 將市政建設詳細藍圖向民眾逐步說明，讓與會者得以瞭解

市政擘劃方向、行動方針，就本市生態景觀、建築、防災、

文化、產業、觀光等領域透過科技發展之運用與知識經濟

趨勢的前瞻構想，邀請市民朋友同來瞭解臺中市未來願

景。 

二、 有別以往僅透過區公所或里辦公處反映意見之體系，本市

目前正積極建立迅速回應系統，即時提供民眾所需，並共

享社會福利及市政建設成果，藉由迅速回應的平台，傾聽

民意並融合民意，納入與會賢良提供之各項建言作為市府

團隊未來政策規劃與執行之重要參考，使市民朋友認同臺

中市為宜居城市，同時攜手共創大臺中幸福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