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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2 年度施政計畫 

壹、 前言 

作為臺灣中部地區最大城市，臺中市不僅是中臺灣交通及運輸的重要樞紐，

且工商業發達，文教、公共設施及生活機能亦相對完善，為中部區域之經濟、

政治、文化、教育、休閒、娛樂等各項活動的中心，同時肩負帶領中臺灣利基

於國際重要都市舞臺的任務。 

本局業務攸關城鄉發展與建築管理，且與市民權益息息相關，不論是大方

向的國土策略、都市計畫、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是未來綠建築、危老重建、

社會住宅、騎樓整平專案、各種無障礙便民等措施，無不是以世界潮流之都的

規格為所有市民帶來更便利舒適的安心生活。 

未來將依循上位計畫指導，使整體都市機能佈局及管理更具彈性，透過

「城市點、線、面」的布局概念，探索城市與人之間的互動狀態，一點一滴從

單點的改造，連成線的變化再擴展到城市全面的進步，落實本市空間合理使用

及成長管理。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15項幸福政見 

(一)2-1-1都市空間開發-太平坪林地區整體發展規劃案 

本市太平坪林地區土地包含非都市土地之鄉村區、一般農業區以及特

定專用區等土地，經本府 110年 4月公告發布實施之「臺中市國土計畫」指

認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以促進土地合理使用，進行有秩序之管制，

提升地區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並完善地區防救災規劃。本案工作內容包括

研究規劃階段（基地周邊現況調查檢討及發展策略研擬、相關改善及開發

計畫建議）及完成都市計畫法定程序，目前規劃單位已於 111 年 8 月 19 日

提送期末報告書，預計於 3月辦理跨機關(單位)研商會議及公告徵求意見後，

啟動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並預計 112年度下旬辦理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等相關事宜。 

(二)2-1-2都市空間開發-新庄子蔗廍地區都市計畫規劃案 

龍井大肚之新庄子蔗廍地區經本府 110年 4月公告發布實施之「臺中市

國土計畫」指認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爰透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方

式開發，進行有秩序之管制，提升地區公共設施品質。本案工作內容包括

研究規劃階段（基地周邊現況調查檢討及發展策略研擬、相關改善及開發

計畫建議）及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本規劃案以龍井區、大肚區、西屯區及南屯區交界之非都市土地為範

圍，面積約為 587公頃，本案將配合捷運藍線建設計畫核定場站位置及發展

需求，檢討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透過健全公共設施服務，打造友善宜居

社區，強化地區交通系統，引導朝向 TOD發展，並健全都市機能。 

(三)3-5-5水湳都審案相關規定 

本市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為低碳與創新之智慧城市示範區，依水

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之都市設計審議規範規定，全區均應取得智慧建築

證書及通過智慧建築分級評估合格級以上，並依其建築規模取得銅級至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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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級之智慧建築分級，另開發單位應提交智慧連網設備與資訊整合計畫書

送本區專責管理單位審查，以落實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智慧城市之建

構。 

(四)4-3-5騎樓安學專案 

臺中地處臺灣中部屬亞熱帶，氣候溼熱，騎樓成為熱帶建築之特色，

本府於都市計畫或建築相關法令中，均定有騎樓設置規定；騎樓依法須供

公眾通行使用，由於所有權為私有，常有民眾圍封當室內或放置營生設備、

桌椅等作為營業用，造成騎樓亂象叢生，鑑此，為提供學生及行人安全順

暢無礙的通行空間，改善騎樓亂象，特訂定本專案計畫。 

(五)9-1-1透過公私合作、多元興辦增加社會住宅達 1萬 8,000戶 

為達成盧市長 10000戶社會住宅政策目標，本處 112年已新增盤點 5處

社會住宅基地(東區尚武段 2 二期、北屯同榮段二期、大里光正段三期、北

區圓滿好宅、北屯洲際好宅)預估可再增加約 2,960 戶住宅單元，刻正辦理

預算編列程序，並同步啟動土地取得、都市計畫變更作業，以利早日動工。 

另 112年度預計將有 2處社會住宅動工，分別為東區尚武段二期(20戶)

及東區練武段好宅(486 戶)；並且有 2 處社宅基地陸續完工，分別為東區尚

武段一期(800 戶)、太平育賢二期(420 戶)，將可提升本市社會住宅完工戶

數至 2,710戶，滿足市民租屋需求。 

(六)9-1-2社宅永續節能智慧計畫 

以前瞻且永續的思維確保臺中智慧共好社宅之居住品質與社福效能，

使社會住宅住戶在安全、健康、舒適等方面得到及時與全面性關懷照護，

導入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策略、技術，以協助打造更優質與環境友善的共好

社宅。 

本市共好社宅設計規劃特色：1.節能設計：採用通風採光良好的設計。

2.通用設計：全年齡層、不分性別的使用環境。3.環保設計：綠能材料使

用、保育原始生態。4.降低維管成本：BIM系統導入檢討衝突，4D雲端平臺

統一管理。「宜居」的共好社宅，以安居、安心與安全的三安為主，我們

高標準的把關建造過程，居民才能安心生活，安居樂業。 

(七)9-1-3社宅 BIM智慧管理 

BIM 技術能提供一般建築全生命週期所需的服務資訊，從規劃、設計、

施工、竣工、入住、維運、拆除重建等循環功能，而為取得這些主要維運

管理所需的資訊，需借助資通訊技術(ICT)的協助，物聯網(IOT)的概念正

是取得這些相關資訊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因此，BIM+IOT 為未來建築物維

運管理(FM)的主要發展技術趨勢之一。 

社宅構建導入一高效率操作系統，並運用完整資訊和專案過程的相關

數據，可讓建築物的整體效用與價值達到最大化，使社會住宅興建與維運

效能加速提升，實現人本、宜居、優化、永續的理念。 

(八)9-2-1社會住宅共居計畫 

有鑑於 111 年首度推出的北屯好宅「共居房型」獲得市民踴躍迴響， 

112 年即將對外招租的東區尚武段一期好宅已規劃 36 戶共居房型，將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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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更多青青共居、青銀共居的機會，後續預計透過公開徵選的方式，招募

具備喜歡分享、樂於交流的共居夥伴。另東區尚武段二期好宅已規劃 20 戶

共居房型，刻正辦理規劃設計作業，預計 112年底工程發包。 

(九)11-6-3烏日高鐵轉運門戶-「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高鐵臺中車站 

門戶地區）」委託技術服務案 

為延續臺中市 2050 願景計畫「國際門戶」倡議面向，以「烏日高鐵轉

運門戶」行動計畫作為基礎，就高鐵臺中站區及其周邊土地進行整體規劃，

預為因應未來重大建設及相關投資帶來之環境影響，檢討周邊低度使用場

域轉型活化，針對受地形阻隔之站區提出縫合構想，並融入下一世代產業

發展及人本交通思維。 

為促進原臺中市西南區之發展，藉其鄰近高速鐵路臺中車站之區位優

勢，運用高鐵一日生活圈的時空壓縮服務機能，引導都會休閒商業型態進

駐，形塑觀光娛樂的休閒風貌，提升都市競爭力，形塑中臺灣鑽石入口區。 

本案委託辦理規劃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區段徵收可行性分析評

估、土地徵收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分析等事項，「變更臺中

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高鐵臺中車站門戶地區整體開發）案」，於內

政部召開第 7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議，建議應就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參與段

徵收及保留農耕意願、現有工廠拆遷安置（工廠輔導法）等，進行土地等

相關資料之清查作業階段，後續並應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向內政部土

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並提內政部都委會大會。本案於 112 年 1 月 10 日召

開工作會議，研商區段徵收、農耕意願調查、現有工廠安置問卷內容等工

作。 

(十)11-6-4臺中機場園區門戶-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場門戶及周邊整體 

開發)案 

臺中航空站 93 年 3 月 6 日自水湳機場搬遷至清泉崗機場營運，隨著地

方需求及觀光旅遊之蓬勃發展，遂定位為「中部地區之區域性國際機場及

兩岸直航機場之一」，另第二航廈 102 年 4 月啟用作為國際航廈後正式提

供國際航空貨運服務，交通部民航局以「臺中機場 2035 年整體規劃」及

「臺灣地區民用機場 2040 年（目標年）整體規劃」研議臺中國際機場升級

計畫。 

本府配合機場升級計畫，就臺中機場周邊發展腹地，即「機場園區」

範圍進行短、中、長期發展規劃，現階段已辦理「臺中國際機場門戶地區

整體開發可行性評估」規劃案（短期目標），以「中臺灣空港門戶」發展

為定位，建構國際級城市門戶意象為目標，並因應本地區新興產業群聚效

應及成長趨勢，思考機場與周邊區域之產業發展，預留機場捷運用地位置

並建議將緊鄰機場之中航路一段重新規劃調整，以符合地區交通發展需求

並勾勒國際機場門戶意向藍圖，另因應海空雙港之便利、中科產業軸帶及

航太產業之發展，規劃產業用地，提高交通物流運輸系統之可及性及便捷

性，規劃必要及附屬之設施用地，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作業，未來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本案於 107 年 11 月提報都市計畫變更案請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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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108 年 7 月至 111 年 5 月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召開 4 次會議獲致

具體建議，後續將依建議提送區段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報告請內政部土

地徵收小組辦理審查作業。 

中長期目標將依規配合 2035 年臺中國際機場航廈北移，民航局將針對

機場陽西區進行整體規劃，故本案機場園區範圍將為未來航廈周邊重點發

展地區。本府邀請美國 WW Architecture（WW）建築事務所參與機場周邊發

展整體規劃，於 112 月 1 月 18 日拜會市長，未來中長期規劃將配合未來國

際機場航廈北移，周邊地區作為重點發展，規劃產業、貿易物流、商務辦

公、觀光遊憩等服務，以順利銜接未來機場的建設計畫。 

(十一)11-6-5臺中車站文創門戶-干城立體通廊(干城細部計畫檢討) 

配合鐵路高架化及大臺中軌道交通路網，以新臺中車站之交通節點，

發展「共站分流」構想，為實現「臺中大車站門戶」的再發展定位，盤

整干城地區與周邊既有空間佈局、重大建設、交通節點等資源，配合辦

理「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案」，往南串聯臺中車站大平臺、綠空鐵道軸線，構成商

業空間串聯，以形塑中城門戶意象，預計 113 年完成（干城商業地區）

細部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十二)13-2-1空間設計大獎環境美學塑造計畫 

透過都市空間設計大獎展現公私部門各單位戮力合作，每次辦理以

徵件 50件、獲獎 15件為原則，透過評選與頒獎肯定，表揚「開發單位」、

「建築師」等優秀空間專業者，增加在地社區、學術界、產業界等人士

熱絡參與，落實典範、傳承及適法等意涵，同時型塑本市都市建築與景

觀環境等空間美學，進而提昇全市整體建築景觀美學風貌及居民生活素

養。期能貫徹臺中市建築空間紋理行銷強度與獨特城市風貌，同時透過

頒獎典禮，表彰優秀設計作品、落實都市設計及永續城市理念。 

(十三)13-4-1臺中市推動都市更新專案辦公室計畫案 

本案短期內將協助建立本市都市更新推動小組，以利本市都更策略

之研擬及推動，並督導公辦都更案件及整合跨部門之任務編組，作為未

來推動都市更新政策之指導性組織。長期將完成專責機構成立方案及其

作業事宜、營運計畫，並擬定專責機構及法人（機構）相關運作法規及

章程草案，以建構本市辦理公辦都更推動執行之組織及機制。 

(十四)13-4-2輔導整建維護危老及指標性建築 

為協助民眾瞭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之政策內

涵，提供民眾危老重建資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委託臺中市建築師

公會成立本市危老重建輔導團。另擴大諮詢服務範圍，提供在地便民服

務，市府透過本市危老重建輔導團協助於全市共設立 50 個危老重建工作

站，並於 111 年 5 月 23 日正式啟動。為提供民眾正確危老重建資訊，危

老工作站人員需完成培訓課程並取得證書，且考量民眾可及性及可視性，

工作站設置於沿街面 1、2 樓，並設有電梯之場所，在營業時間內可提供

免費諮詢服務，危老重建工作站可提供市民法令諮詢、耐震評估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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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建築師等服務，期能幫助更多老屋自主重建。目前投入工作站之相

關行業包括土地開發業、不動產開發仲介業、地政市事務所、代銷業、

都市計畫及建築設計等行業，結合在地專業力量推動本市危老建物自主

重建。 

(十五)13-5-1騎樓整平計畫 

騎樓是臺灣的建築特色，具私有公用概念，也是市民最有感的生活

空間，透過民眾溝通及參與機制，取得施作共識，穩健推動騎樓整平計

畫，逐步改善本市騎樓高差及破損鋪面，建構有愛無礙的優質人行空間；

本計畫屬中央補助型計畫由市府編列配合款辦理，選線原則秉持「市容

轉型-從人本環境開始」的理念，並結合政策方向與地方民意需要加強推

動。 

(十六)13-5-2臺中市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規劃 

未來都市發展將導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模式，以結合土地使用與交

通運輸系統，爰本案研擬全市性大眾運輸導向都市發展策略，以引導土

地使用及交通系統發展，並針對大眾運輸場站及沿線土地進行盤點，依

據各場站定位與周邊區域特性，訂定適宜之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原則。 

(十七)13-12-2城南之心計畫 

本計畫串接了舊城中區的政經都心與東、南區的城南生活圈，希冀

透過臺中之心下環綠園道系統再串聯，以「引風、增綠、留藍」為目標，

以城南之心串起舊城風貌，結合市長任內大智路打通、國光路地下道填

平，延續綠空軸線、南門橋改建計畫、大康橋計畫等，復甦臺中的城南

新生活。城南之心工程一、二期計畫範圍位於臺中市東、南區，綠美化

含括 4 所學校、3 座園道、3 座公園，北起立德園道、南至南和綠園道，

並透過興大園道連結：興大附農、大智公園、東峰公園、東峰國中、國

光國小、信義國小、健康公園及南和路園道，打造結合生態綠廊、通學

步道及綠校園場域。 

整體工程效益為校園圍牆打開，增植喬木、灌木及地被面積，創造

「校園即公園」，並藉由校園老樹街角空間及街角空間營造、串連自行

車道、東峰國中及國光國小 2 校學區人行道系統；增設戶外環境教育場

域、增加透水鋪面降低熱島效應。 

可預期本計畫完成之後，將結合綠川水岸徒步道及周邊計畫，讓東

南區的園道成為臺中市新地標，成為最有文學氣質的─城南「文學道」。

一期工程已於 110年 12月完成規劃設計，111年 2月 16日開工，全案預

計於 112 年中完工；二期工程已於 111 年 12 月完成規劃設計，預計 112

年 3月開工，全案預計於 113年中完工。 

(十八)13-13-2城鎮風貌計畫 

依據內政部「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申請補助作業須知辦

理，秉持由下而上的提案在地化精神，由本府各機關、區公所及學校等

依地方需求提案，並經本市環境景觀總顧問以符合營建署「簡單、自然、

好使用」原則及本市「引風、增綠、留藍」政策，以跨局處思維協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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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統籌審理後，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爭取補助。城鄉風貌改造主要以開

放空間及公共設施整建、藍帶或綠帶周邊環境整理等空間區域為施作範

疇。有效改善校園通學環境、停車空間、公園綠地、廣場、園道等，創

造友善人本、環境綠化，舒適的開放空間，提升環境景觀。 

近年獲獎案件，如:「鐵道綠廊潭心計畫」榮獲「內政部 2021 魅力

城鄉優等賞」、「北區中華國小人行步道景觀改善」榮獲「2020 中華建

築金石獎」等。未來將以跨域資源整合、人本及創生環境營造、TOD鏈結

等型塑城市蔓廊帶景觀，作為本市城鎮風貌提案策略，期能改造城鄉魅

力據點，點亮地方特色，促進地方活絡與發展。 

(十九)13-14-3一建案一公園 

為減少都市熱島效應、提升居住環境品質，本府自 108 年訂定「臺

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並於 110 年完成第一次修訂，

推動建築立體綠化、建置垂直鄰里交誼空間、加強建築隔熱效能，以減

少都市熱島效應、增加建築固碳當量。 

隨著少子化、人口邁向老化現象，未來宜居建築擬就無障礙設施加

以研擬，設計有助於長者、行動不便者友善之通用化設計，塑造「未來

宅」發展模式與特色；並為增加建築物可適用宜居建築設施之範圍，研

議放寬六樓以下亦可申請宜居建築之規定。 

(二十)15-3-5新建工程地下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本市率先全國要求建築工地抽取之地下水應再利用，故於民國 104

年起有抽排水之工程，均需於安全圍籬上設置取水口，目前臺中市平均

每月約有 90處工地抽取地下水，App推播 30處工地灑洗，約占 30%。112

年度目標為加強 App 推播工地灑洗比例，預計上半年達成推播 36 處工地

灑洗占 40%，下半年達成推播 45 處工地灑洗占 50%。本局採漸進式要求

工地配合辦理。 

(二十一) 15-6-1臺中都市熱島效應空間策略計畫及「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 

心專用區通盤檢討」案 

透過診斷分析都市發展過程之熱島效應環境變遷情形及蒐集相關研

究文獻、國內外案例，並盤點分析相關政策、計畫、法令等可應用工

具與資源等，清楚掌握熱點分布情形與強度外，並就全市熱點嚴重地

區提出因應對策與行動方案建議，除了建立綠化水域降溫及都市冷點

策略保留構想、自然與都市風廊建構及通風管制等策略外，並以都市

高溫、低風速、高熱壓力等熱島效應嚴重及急需改善地區作為「熱島

關鍵區」，進行都市熱島 3D 環境微氣候模擬分析，以掌握風廊、水、

綠系統及日射遮蔽等改善效益，作為後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都

市審議及開發機制等法令制定或修正之參考。 

二、延續「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成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依循上開計畫指導，辦理新社、大安、外埔、和平等 4 處行政區之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以生活、生產、生態之再生規劃理念出發，充實鄉村地區之

生活機能、維護地方文化特色，並解決公共設施及可建築用地缺乏、環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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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發展無序等課題，促進非都市土地鄉村地區永續發展；未來將考量地方

居民意願、農村再生及地方創生資源投入等因素，續辦其他行政區之整體規

劃作業。 

三、臺中港 2.0(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 

臺中港地區自西元 1939年擘劃「新高港」築港，經歷民國 61年發布實施

特定區計畫及民國 65 年港區正式竣工通航迄今，因應新的交通系統、新的都

市結構政策及環境思維，考量前次通盤檢討係於 98 年 1 月辦理公開展覽並分

階段發布實施至今，都市發展背景與時空環境已有所改變，為符合現況發展

需要及未來發展趨勢，並落實都市計畫執行及管理，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規定辦理通盤檢討作業，期望藉由第四次通盤檢討之規畫執行，核實檢討地

區發展人口及建設需求。 

四、寶文創新科技園區 

文山工業區原屬早期臺中工業區第四期規劃範圍，本府 100 年 11 月 8 日

公告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寶山里及文山里地區工業區)細部計畫

案」，載明本計畫區段徵收範圍係以全區一期辦理區段徵收，惟因土地所有

權人開發意願不一致、政策調整等因素，延宕開發期程。考量文山工業區涉

及都市發展整體規劃之完整性，由本府辦理該區後續發展之可行性規劃評估

研究案，依據「臺中市區域計畫」、「臺中市都市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

討策略案」之指導，並尊重民意以減少地主抗爭之情形，建議考量開發區域

完整性原則下，採分期分區辦理區段徵收；並因應本府產業政策方向及產業

需求定位，考量大肚山臺地之生態資源，發展為文山科技新創園區。 

五、臺中巨蛋宜居綠環暨周邊土地使用整體規劃 

巨蛋運動園區整體規劃、農業區重點檢討區域再發展整體規劃、都市縫

合重點區域再發展規劃研究，預期效益創造國際型的健康運動休閒娛樂園

區。 

六、無障礙友善環境 

打造全面無障礙環境是臺中市政府長期耕耘的方向，確保各年齡層及行

動不便市民能夠享有具備生態、便利、友善的城市空間，在發展產業經濟的

同時，也能讓市民能夠享受友善及便利的生活環境。 

本市自 101 年起每年受中央督導無障礙生活環境考評成績皆獲得優等以

上佳績，另配合 102年起建築物全面無障礙化，每年持續由專業建築代表及身

心障礙福利團體代表組成「臺中市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小組」辦

理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作業。 

在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部份，每年進行清查既有公共建築物

200 件以上，並持續追蹤改善完成。另為建立城市友善環境樞紐，讓政府資源

及改善成果能更有效分配串聯，都發局逐年編列基金預算，協助建築物場所

管理人實質改善無障礙設施及設備，實踐臺中市成為友善的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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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數位治理 

(一)宜居建築系統建置 

因應「臺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申請案量增加，且

陸續建案已完工，為增進管理之效，計畫建置宜居建築管理系統，以數位

化方式進行全面性管理，達成宜居建築的永續與維護。 

(二)建造執照全程無紙化及無紙歸檔系統 

為同時達成創新及高效之建管作業流程，結合電子簽章，開發建照全

程無紙化審查及無紙歸檔系統，讓建築執照審查程序採用線上申請、無紙

化審理及申請書圖文件電子歸檔，達成程序標準無紙化，大幅提昇建築執

照審查作業效率，提高便民服務品質，增進國際都市知名度與競爭力，落

實電子數位政府資訊公開，並提昇政府廉能透明形象，實現臺中智慧城發

展願景。 

八、行政簡化措施 

(一)擴大委託審查規模，納入「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審查案件 

本局自 105 年起執行「臺中市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變更設計委託審

查作業」之精進方案，目前委託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審查之建築物規模已放

寬至「12 樓以下建築物申請案及農舍等申請案件。」，為更加大幅提升建

照核發效率，後續擬擴大委審規模，納入「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

建」審查案件，利於申請民眾儘早取得建造執照，並促進建築物後續施工

期程。 

(二)簡化「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並推動公私有畸零地合併委託審查 

因目前民眾持有之土地鄰接國有土地態樣複雜及多樣性，易造成民眾

於購買國有土地過程中，申請公私有畸零地合併證明過程中無所適從，且

行政上需耗費大量人力及資源協助填寫申請書件、缺失項目修正解說及現

地會勘，辦理時程冗長。 

未來擬從法規面著手，簡化「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有關檢討

寬深度之規定，並推動公私有畸零地合併委託審查作業，由公會訓練專人

協助民眾申請、提供諮詢，及辦理會勘業務，以達簡政便民之效。 

(三)研議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請領建照簡化流程及相關簡政便民措施 

為簡化公有建築物之公園綠地及廣場內小規模建築物(如廁所、休憩

涼亭、大門及樓牌等類似構造物)之建築許可程序，草擬「臺中市免辦建

築執照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原則」草案，針對政府機關內興建公有物

之公園綠地、廣場或經觀光主管機關認定等場所內設置上述等項目，得申

請免辦建築執照及雜項工作物許可，以加速其申請速度，達簡政便民之

效。 

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15項幸福政見 2-1-1 

都市空間開發-

太平坪林地區

本市太平坪林地區土地包含非都市土地之鄉村區、一般農業區以
及特定專用區等土地，經本府 110年 4月公告發布實施之「臺中市
國土計畫」指認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以促進土地合理使
用，進行有秩序之管制，提升地區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並完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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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整體發展規劃

案 

區防救災規劃。本案工作內容包括研究規劃階段（基地周邊現況
調查檢討及發展策略研擬、相關改善及開發計畫建議）及完成都
市計畫法定程序，目前規劃單位已於 111 年 8 月 19 日提送期末報
告書，預計於3月辦理跨機關(單位)研商會議及公告徵求意見後，
啟動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並預計 112 年度下旬辦理都市計畫草
案公開展覽及說明會等相關事宜。 

2-1-2 

都市空間開發-

新庄子蔗廍地

區都市計畫規

劃案 

一、龍井大肚之新庄子蔗廍地區經本府 110年 4月公告發布實施之
「臺中市國土計畫」指認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爰透過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方式開發，進行有秩序之管制，提升地
區公共設施品質。本案工作內容包括研究規劃階段（基地周
邊現況調查檢討及發展策略研擬、相關改善及開發計畫建
議）及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二、本規劃案以龍井區、大肚區、西屯區及南屯區交界之非都市
土地為範圍，面積約為 587 公頃，本案將配合捷運藍線建設
計畫核定場站位置及發展需求，檢討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
透過健全公共設施服務，打造友善宜居社區，強化地區交通
系統，引導朝向 TOD發展，並健全都市機能。 

3-5-5 

水湳都審案相

關規定 

本市之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為低碳與創新之智慧城市示範
區，依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之都市設計審議規範規定，全區
均應取得智慧建築證書及通過智慧建築分級評估合格級以上，並
依其建築規模取得銅級至黃金級之智慧建築分級，另開發單位應
提交智慧連網設備與資訊整合計畫書送本區專責管理單位審查，
以落實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智慧城市之建構。水湳機場原址
整體開發區之都市設計審議案件，於 112 年 1 月底前已審定 109
案。未來視案件提送情形，預計每季審定 2案，每年審定 8案。 

4-3-5 

騎樓安學專案 

以本市學校、捷運路線、臺鐵高架化車站周邊、舊市區、商圈等
週邊路段，及配合本府實施路平、騎樓整平專案路段，優先推動
為原則，目的在改善騎樓之通行問題，還給學區學童及市民一個
安全人行空間，以人為本之友善城市精神，建立宜居城市形象，
展現本市國際競爭力。本案每年 3月完成執行路段選定，隔年 3月
完成改善，以每年執行 10,000公尺為推動目標。 

9-1-1 

透過公私合作

、多元興辦增

加社會住宅達 1

萬 8,000 

一、2 處社宅動工：東區尚武段二期 (20 戶)及東區練武段好宅
(486戶)。 

二、2 處社宅完工：東區尚武段一期(800 戶)、太平育賢二期(420
戶)。 

三、5處社宅規劃作業：東區尚武段 2二期(20戶)、北屯同榮段二
期(320 戶)、大里光正段三期(570 戶)、北區圓滿好宅(1130
戶)、北屯洲際好宅(920戶)。 

9-1-2 

社宅永續節能

智慧計畫 

本市共好社宅設計規劃特色： 
一、節能設計：採用通風採光良好的設計。 
二、通用設計：全年齡層、不分性別的使用環境。 
三、環保設計：綠能材料使用、保育原始生態。 
四、降低維管成本：BIM 系統導入檢討衝突，4D 雲端平臺統一管

理。「宜居」的共好社宅，以安居、安心與安全的三安為
主，我們高標準的把關建造過程，居民才能安心生活，安居
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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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9-1-3 

社宅 BIM 智慧

管理 

BIM 技術能提供一般建築全生命週期所需的服務資訊，從規劃、設
計、施工、竣工、入住、維運、拆除重建等循環功能，而為取得
這些主要維運管理所需的資訊，需借助資通訊技術(ICT)的協助，
物聯網(IOT)的概念正是取得這些相關資訊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因此，BIM+IOT 為未來建築物維運管理(FM)的主要發展技術趨勢之
一。社宅構建導入一高效率操作系統，並運用完整資訊和專案過
程的相關數據，可讓建築物的整體效用與價值達到最大化，使社
會住宅興建與維運效能加速提升，實現人本、宜居、優化、永續
的理念。 

9-2-1 

社會住宅共居

計畫 

一、東區尚武段一期：36戶共居房型對外招募。 
二、東區尚武段二期：20戶共居房型工程發包。 

11-6-3 

烏日高鐵轉運

門戶-「變更臺

中市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高

鐵臺中車站門

戶地區）」委

託技術服務案 

一、為延續臺中市 2050 願景計畫「國際門戶」倡議面向，以「烏
日高鐵轉運門戶」行動計畫作為基礎，就高鐵臺中站區及其
周邊土地進行整體規劃，預為因應未來重大建設及相關投資
帶來之環境影響，檢討周邊低度使用場域轉型活化，針對受
地形阻隔之站區提出縫合構想，並融入下一世代產業發展及
人本交通思維。 

二、為促進原臺中市西南區之發展，藉其鄰近高速鐵路臺中車站
之區位優勢，運用高鐵一日生活圈的時空壓縮服務機能，引
導都會休閒商業型態進駐，形塑觀光娛樂的休閒風貌，提升
都市競爭力，形塑中臺灣鑽石入口區。 

三、本案委託辦理規劃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區段徵收可行
性分析評估、土地徵收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分
析等事項，「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高鐵臺中
車站門戶地區整體開發）案」，於內政部召開第 7 次專案小
組會議審議，建議應就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區段徵收及
保留農耕意願、現有工廠拆遷安置（工廠輔導法）等，進行
土地等相關資料之清查作業階段，後續並應依「區段徵收實
施辦法」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並提內政部都委
會大會。本案於 112 年 1 月 10 日召開工作會議，研商區段徵
收、農耕意願調查、現有工廠安置問卷內容等工作。 

11-6-4 

臺中機場園區

門戶-變更臺中

港特定區計畫(

配合場門戶及

周邊整體開發)

案 

一、臺中航空站 93 年 3 月 6 日自水湳機場搬遷至清泉崗機場營
運，隨著地方需求及觀光旅遊之蓬勃發展，遂定位為「中部
地區之區域性國際機場及兩岸直航機場之一」，另第二航廈
102 年 4 月啟用作為國際航廈後正式提供國際航空貨運服務，
交通部民航局以「臺中機場 2035 年整體規劃」及「臺灣地區
民用機場 2040 年（目標年）整體規劃」研議臺中國際機場升
級計畫。 

二、本府配合機場升級計畫，就臺中機場周邊發展腹地，即「機
場園區」範圍進行短、中、長期發展規劃，現階段已辦理
「臺中國際機場門戶地區整體開發可行性評估」規劃案（短
期目標），以「中臺灣空港門戶」發展為定位，建構國際級
城市門戶意象為目標，並因應本地區新興產業群聚效應及成
長趨勢，思考機場與周邊區域之產業發展，預留機場捷運用
地位置並建議將緊鄰機場之中航路一段重新規劃調整，以符
合地區交通發展需求並勾勒國際機場門戶意向藍圖，另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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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海空雙港之便利、中科產業軸帶及航太產業之發展，規劃產
業用地，提高交通物流運輸系統之可及性及便捷性，規劃必
要及附屬之設施用地，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作業，未來以區段
徵收方式辦理，本案於 107 年 11 月提報都市計畫變更案請內
政部都委會審議，經 108年 7月至 111年 5月內政部都委會專
案小組會議召開 4 次會議獲致具體建議，後續將依建議提送
區段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報告請內政部土地徵收小組辦理
審查作業。 

三、中長期目標將依規配合 2035 年臺中國際機場航廈北移，民航
局將針對機場陽西區進行整體規劃，故本案機場園區範圍將
為 未 來 航 廈 周 邊 重 點 發 展 地 區 。 本 府 邀 請 美 國 WW 
Architecture（WW）建築事務所參與機場周邊發展整體規
劃，於 112 月 1 月 18 日拜會市長，未來中長期規劃將配合未
來國際機場航廈北移，周邊地區作為重點發展，規劃產業、
貿易物流、商務辦公、觀光遊憩等服務，以順利銜接未來機
場的建設計畫。 

11-6-5 

臺中車站文創

門戶-干城立體

通廊(干城細部

計畫檢討) 

為實現「臺中大車站門戶」的再發展定位，盤整干城地區與周邊
既有空間佈局、重大建設、交通節點等資源，配合辦理「變更臺
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往南則串聯臺中車站大平臺、綠空鐵道軸線，構
成商業空間串聯，以形塑中城門戶意象，預計 113 年完成（干城
商業地區）細部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13-2-1 

空間設計大獎

環境美學塑造

計畫 

「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以兩年一次之「設計」與「空間」
為主題，鼓勵臺中市境內「建築設計」、「景觀設計」、「開放
空間」、「友善宜居」及「低層建築(含商業空間與舊建築再
造)」等相關作品參選，每次辦理以徵件 50 件、獲獎 15 件為原
則，透過評選與頒獎肯定，表揚「開發單位」、「建築師」等優
秀空間專業者，為闡述「友善」、「宜居」及「永續」之新價值
觀，使市民感受城市生活美學、為臺中市營造出城市美學的 風
貌，建立屬於臺中市之城市美學品牌。 

13-4-1 

臺中市推動都

市更新專案辦

公室計畫案 

本案短期內將協助建立本市都市更新推動小組，以利本市都更策
略之研擬及推動，並督導公辦都更案件及整合跨部門之任務編
組，作為未來推動都市更新政策之指導性組織。長期將完成專責
機構成立方案及其作業事宜、營運計畫，並擬定專責機構及法人
（機構）相關運作法規及章程草案，以建構本市辦理公辦都更推
動執行之組織及機制。 

13-4-2 

輔導整建維護

危老及指標性

建築 

臺中市屋齡 30 年比率接近 4 成，針對未達結構安全鑑定標準之危
老建物，輔導其辦理危老重建，以提升居住安全，增進市容。 

13-5-1 

騎樓整平計畫 

騎樓整平計畫為改善騎樓通行空間，建立友善人行環境，以舊市
區、捷運路線、主要道路、商圈、場站、學校等公共空間周邊及
地方需求路段優先推動，惟騎樓屬私有空間，需取得施作同意書
後施作，將透過友善輔導及民眾參與，逐步改善騎樓高低差及破
損鋪面，營造「有愛無礙」的優化人行空間；預計 113 年前執行
路段達 10 條，計 13,600 公尺；後續至 115 年，預計每年提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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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條或總長度約 13,000 公尺路段予內政部營建署申請補助，持續推
動改善騎樓人行空間。 

13-5-2 

臺中市大眾運

輸導向之都市

發展規劃 

本案規劃階段就捷運綠線及鐵路高架化場站，依場站性質予以分
類分級，研擬透過增額容積提高捷場站周邊使用強度，使都市朝
向集約發展，引導商業及公共服務機能集中於場站周邊，減少私
人運具使用，塑造以人為本及良好的運輸轉乘環境。 

13-12-2 

城南之心計畫 

一、一期:城南之心計畫縫合「臺中之心」之園道系統下環，使步
行空間更加完整。亦改善大智公園、東峰公園、228 紀念公
園之舊有設施；東峰國中及國光國小之圍牆打開再造人本舒
適通學步道，以串聯文教場域及水綠空間，營造東南區文學
園道。 

二、二期:規劃延續城南之心計畫(第一期)周邊環境，東側自興大
附農開始，沿興大路整體改善興大園道景觀，打造鐵馬驛
站，串聯城南自行車及休閒步道系統，並往南延伸至信義國
小、健康公園及南和園道，透過城市生活多尺度縫合策略，
將校園圍牆打開，透過營造高透水、水循環系統、環境教育
的綠色學習聚落，串聯藍綠生活廊帶節點，重塑城南新門
戶。 

13-13-2 

城鎮風貌計畫 

依內政部「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申請補助作業須知辦
理，以「由下而上」的提案原則由本府各機關、區公所及學校等
依計畫需求提案，經本市環境景觀總顧問通盤考量案件適宜性、
公益性、景觀延續性、環境改善效益等，協助本府辦理審查通過
後，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申請補助。 
主要以下列空間場域為施作範疇:  
一、開放空間及公共設施整建（如：公園、廣場）。  
二、藍帶或綠帶周邊環境整理。 
三、鄰里空間與維護綠色基盤。 

13-14-3 

一建案一公園 

「臺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於 108 年 3 月 26 日
發布實施，並於 110 年 8 月 5 日修正完畢，預計 112 年核准 25 件
宜居建築建造執照，並因應少子化、人口邁向老化現象，擬推動
「宜居建築」3.0，啟動修法程序。 

15-3-5 

新建工程地下

水資源回收再

利用 

本市率先全國要求建築工地抽取之地下水應再利用，故於民國 104
年起有抽排水之工程，均需於安全圍籬上設置取水口，目前臺中
市平均每月約有 90處工地抽取地下水，App推播 30處工地灑洗，
約占 30%。112 年度目標為加強 App 推播工地灑洗比例，預計上半
年達成推播 36處工地灑洗占 40%，下半年達成推播 45處工地灑洗
占 50%。 

15-6-1 

臺中都市熱島

效應空間策略

計畫及「臺中

市都市計畫新

市政中心專用

區通盤檢討」

案 

篩選 2 處示範區並進行都市熱島 3D 環境微氣候分析，研擬相關都
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檢討建議，並提出規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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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 

 

 辦理新社、大安、外埔、和平等 4 處行政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以生活、生產、生態之再生規劃理念出發，充實鄉村地區之生
活機能、維護地方文化特色，並解決公共設施及可建築用地缺乏
、環境破壞、發展無序等課題，促進非都市土地鄉村地區永續發
展。 

臺中港 2.0(臺

中港特定區計

畫通盤檢討) 

 臺中港地區自西元 1939年擘劃「新高港」築港，經歷民國 61年發
布實施特定區計畫及民國 65 年港區正式竣工通航迄今，因應新的
交通系統、新的都市結構政策及環境思維，考量前次通盤檢討係
於 98 年 1 月辦理公開展覽並分階段發布實施至今，都市發展背景
與時空環境已有所改變，為符合現況發展需要及未來發展趨勢，
並落實都市計畫執行及管理，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通
盤檢討作業，期望藉由第四次通盤檢討之規畫執行，核實檢討地
區發展人口及建設需求。 

寶文創新科技

園區 

 文山工業區原屬早期臺中工業區第四期規劃範圍，本府 100 年 11
月 8 日公告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寶山里及文山里地區
工業區)細部計畫案」，載明本計畫區段徵收範圍係以全區一期辦
理區段徵收，惟因土地所有權人開發意願不一致、政策調整等因
素，延宕開發期程。考量文山工業區涉及都市發展整體規劃之完
整性，由本府辦理該區後續發展之可行性規劃評估研究案，依據
「臺中市區域計畫」、「臺中市都市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
策略案」之指導，並尊重民意以減少地主抗爭之情形，建議考量
開發區域完整性原則下，採分期分區辦理區段徵收；並因應本府
產業政策方向及產業需求定位，考量大肚山臺地之生態資源，發
展為文山科技新創園區。 

臺中巨蛋宜居

綠環暨周邊土

地使用整體規

劃 

 巨蛋運動園區整體規劃、農業區重點檢討區域再發展整體規劃、
都市縫合重點區域再發展規劃研究，預期效益創造國際型的健康
運動休閒娛樂園區。 

無障礙友善環

境 

 打造全面無障礙環境是臺中市政府長期耕耘的方向，並持續追蹤
改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以確保各年齡層及行動不便市
民能夠享有具備生態、便利、友善的城市空間，在發展產業經濟
的同時，也能讓市民能夠享受友善及便利的生活環境。 

推動數位治理 

 

宜居建築系統

建置 

計畫建置包含「宜居建築申請端無紙化作業管理介面」、「宜居
建築施工管理端無紙化作業管理介面」、「宜居建築使用管理端
無紙化作業管理介面」、「宜居建築抽查稽核端無紙化作業管理
介面」，對既有已申請與核准之宜居建築案件紙本資料，進行掃
描與數位建檔。 

建造執照全程

無紙化及無紙

歸檔系統 

編列預算建置「建管無紙化雲端管理平臺」，讓建築執照審查程
序採用線上申請、無紙化審理及申請書圖文件電子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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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簡化措施 擴大委託審查

規模，納入「

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加速

重建」審查案

件 

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審查案件納入委託審查範
圍，提升建照核發效率，促進建築物後續施工期程。 

簡化「臺中市

畸零地使用自

治條例」並推

動公私有畸零

地合併委託審

查 

一、法規面：修正「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將畸零地合
併之寬深度檢討等相關規定予以簡化。 

二、執行面：推動公私有畸零地合併委託審查作業，委託建築師
公會辦理案件初審，於民眾送件時由初步協助判斷基地周邊
條件是否達到能夠合併之條件，及建築基地是否符合可單獨
建築之最小寬度及深度尺寸，並現場會勘確認合併基地現
況。 

研議一定規模

以下建築物請

領建照簡化流

程及相關簡政

便民措施 

草擬「臺中市免辦建築執照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原則」草
案，針對政府機關內興建公有物之公園綠地、廣場或經觀光主管
機關認定等場所內設置上述等項目，得申請免辦建築執照及雜項
工作物許可，以加速其申請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