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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北投場－北投三期（文化國小）、北投七期（國防大

學東南側）重劃區 

時間：106 年 7 月 15 日（六） 

地點：北投區文化里辦公處 

一、 工作坊說明 

1. 重劃區範圍及設施說明 

本場次工作坊範圍為北投三期（文化國小）、北投七期（國防大學東南側）重劃區，其基本資

料如下圖所示。 

 

2. 工作人員名單 

職務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主持人 鄭曉昀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研究員 

主講人 1 丁英仁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科／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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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主講人 2 鄭曉昀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研究員 

桌長（第一桌） 周霈鴻 北投參與式預算工作坊桌長 

桌長（第二桌） 李鎮安 北投參與式預算工作坊桌長 

桌長（第三桌） 吳淑玲 北投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桌長（第四桌） 高佩懃 北投參與式預算工作坊桌長 

桌長（第五桌） 李璟濡 北投參與式預算工作坊桌長 

3. 議程 

時間 流程 

13:00-13:30 桌長會議（內部） 

13:30-14:00 活動報到 

14:00-14:30 開場及說明 

1) 臺北智慧生態社區計畫說明 

2) 重劃區概況與議題 

3) 工作坊進行方式說明 

14:30-15:50 分組討論 

15:50-16:00 休息 

16:00-16:30 綜合討論 

1) 各組成果發表 

2) 議題票選 

3) 相關單位回應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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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內容摘要 

組別 共同關心議題 具體改善項目及區位 票數 

第
一
組  

安
全
活
力
好
社
區 

1-1 文化社區整體規劃 

1) 架設監視器與相關警示牌，提升夜歸的安

全性 

4) 公車候車亭建置電子看板，即時掌握公車

資訊 

5) 道路透水鋪面改善，並增加排水設施 

6) 文化社區住戶免停車費用 

7) 解決公園使用率低的問題，如建置補蚊燈

或防蚊植物提升公園使用率 

 全區建議(區內道路系統、文

化三號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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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化里民活動中心改善 

1) 活動中心入口動線不良，不易辨別應作改

善。 

2) 活動中心空調設備改善。 

3) 空氣盒子設立，監測空氣品質。 

4) 節能設施、太陽能板設置 

 道路、生活與節能設施 (活

動中心) 

4 

1-3 文化國小，友善空間 

1) 家長接送區設置、臨停時間與交通號誌建

立。 

2) 建置屋頂花園及再生能源(如，太陽能)。 

3) 建置監視系統，提升學童安全。 

 公共環境 (文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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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組 

2-1 文化三路智慧化 

增設再生能源座椅(如，太陽能)，供里民使用

USB 充電插座，引導民眾至戶外活動。 

 智慧設施 (文化三路) 

  4 

2-2 中央北路二段人行空間 

人行道拓寬，加強行人與自行車的安全。 

 人行道、自行車道 (中央北

路二段) 
3 

2-3 文化社區在地特色建立 

打造文化社區無人商店街(智慧商店)，滿足社區

便利購物的需求，並建立文化社區在地特色。 

 友善設施、特色文創(文化社

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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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共同關心議題 具體改善項目及區位 票數 

第
三
組 

3-1 建立高齡友善社區 

1) 增設監視系統與警示牌 

2) 提供長者配戴的智慧安全手環或項鍊(具備

防止走失功能、緊急呼救功能) 

3) 三號公園設置涼亭、適合高齡使用之運動

器材、高齡照護系統、防蚊措施等設施，

打造里民聊天及休憩的空間 

社福資源、智慧及安全設施

(42 巷文化七期、文化 3 號

公園) 

13 

公共空間美化、安全設施、衛生改善 

1) 文化里永續、友善、環境 

 公共空間路燈智慧化與美化 

 無障礙空間設置(EX：電梯、人行空間) 

 全區門禁安全監控 

 智慧型交通號誌系統及搭配 LED 燈等

節能設施 

 老舊消防系統更新 

2) 社區公共空間辦理市集 

3) 垃圾不落地(垃圾車收垃圾次數增加，方便

里民不同時段到垃圾需求，寵物衛生改

善，增加收寵物排泄物的相關設施) 

公共空間美化、安全設施、

衛生改善(文化二期乙區) 

14 

第
四
組 

4-1 文化 3 號公園綠美化計畫 

1) 文化 3 號公園閒置空地綠美化 

2) 68-5 號旁(國有財產局)周圍環境增建水溝

蓋及環境維護管理，目前垃圾堆積衛生狀

況不佳 

3) 樹木過高建議應定期修剪 

 環境維護管理、景觀改善(公

園、國有財產局) 

3 

4-2 天然瓦斯管線鋪設 

中央北路二段增設天然瓦斯管線 

 天然瓦斯管線鋪設（中央北

路二段） 
11 

4-3 設施改善 

1) 文化國宅電梯增建 

2) 文化里民活動中心 3 樓空調設備改善 

3) 文化國小公托不足，應增設班級 

 設施改善、幼兒照顧(文化國

宅、活動中心、文化國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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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共同關心議題 具體改善項目及區位 票數 

第
五
組 

5-1 老人及幼兒照護 

1) 日照(老人照護)與日托(幼兒照護)中心 

2) 增設公立幼兒園(設置於國防大學) 

3) 幼兒與老人互動遊戲設計(例如：桌遊) 

 照護資源(文化國小、國防大

學) 
7 

5-2 社區硬體設備改善 

1) 公共空間汙水管(巷道內)整理 

2) 巷口增設監視器 

3) 無障礙設施(電梯)增建 

4) 設置社區 WiFi 

 友善設施(68、42 巷(另 11

弄與 17 弄)巷道、文化國

宅、社區) 11 

5-3 社區空間活化 

1) 公園增設遊樂及運動器材 

2) 文化國小增建游泳池 

 社區空間活化(公園、文化國

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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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討論 

前述各組議題中，得票數最高的三項回應如下表： 

票數 組別及議題 機關回應討論 

14 

3-2 文化二期乙區(文化里

永續環境、社區公共空間可

辦理市集、垃圾不落地)。 

地政局： 

相關意見後續將帶回去由權責機關進行研議。 

13 
3-1 社區安全與高齡照護、

公園改善(42 巷文化七期) 

地政局： 

監視器設施若為道路附屬設施，可由權責機關申請抵

費地基金支應進行改善。 

公園處： 

1. 文化三號公園使用率問題、防蚊因應措施、體健

設施增設與空間的規劃等建議，公園處後續會依

照居民需求及建議進行評估及改善。 

2. 防蚊措施主要會以植栽方式處理。 

11 4-2 天然瓦斯管線鋪設 
地政局：天然管線的鋪設若屬公有空間，相關意見後

續將帶回去由權責機關進行研議。 

11 5-2 社區硬體設備改善 

地政局：汙水下水道為公共設施，可由權責機關申請

抵費地基金支應進行改善。 

區公所：區民活動中心與里辦公室硬體設施改善建

議，如冷氣不冷、動線不明，後續會由區公所研議改

善。 

資訊局： 

1. WIFI 設置建議可以透過里民向 TAIPEI FREE 申請

設置。 

2. 有關太陽能充電器與智慧手環等建議，目前資訊

局與局處間正在進行媒合，並選定地點與相關單

位實驗，若文化里里民有需求，可透過里長向資

訊局聯繫，提出申請。 

其他

意見 

老舊社區公寓增設電梯 

臺北市政府有與崔媽媽基金合作，提供老舊社區公寓增設電梯的諮詢與相關補助說

明，建議民眾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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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海報 

 

▲ 第一組議題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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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議題海報 

 

▲ 第三組議題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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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組議題海報 

 

▲ 第五組議題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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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組議題地圖 

 

▲ 第二組議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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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組議題地圖 

 

▲ 第四組議題地圖 

※ 註：第五組因議題已整合至海報，故不另行拍攝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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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類別統計與分析 

1. 討論議題統計 

本場次工作坊建議每位桌員提供 1-3則個人關心議題，經統整後共蒐集 62條建議，分類如下： 

構面 類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合計 

環境生態 

生態設施 2 1 1 1 0 5 

環境維護管理 0 0 1 2 1 4 

屋頂綠化 2 1 0 0 0 3 

合計 12 

交通旅遊 

停車設備 1 0 0 0 0 1 

交通設施 1 0 2 0 0 3 

單車設施 0 1 0 0 1 2 

人行空間 0 2 1 0 0 3 

合計 9 

綠能產業 

電子看板 

(含智慧站牌) 
1 0 0 0 0 1 

智慧設施 0 1 1 0 1 3 

綠能設施 2 1 0 0 0 3 

合計 7 

安全防災 

街區照明 1 0 1 1 1 4 

監視系統 1 1 3 0 2 7 

防災預警 0 0 1 0 0 1 

合計 12 

健康生活 
社福資源 0 0 0 1 4 5 

友善設施 1 0 4 2 4 11 

合計 16 

人文藝術 

景觀改善 0 0 1 0 1 2 

特色文創 0 1 1 0 1 3 

設施活化 0 0 0 0 1 1 

合計 6 

總計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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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論議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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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討論議題分析 

整體而言，民眾討論範圍主要集中於活動中心、文化國小、文化國宅三處，提出的建議

聚焦於社區的安全設施增設及公共環境的改善與空間再活化，如監視系統的設置、交通號誌

系統、文化 3 號公園閒置空地綠美化、增建水溝蓋及環境維護管理等。 

另外，於健康生活的面向亦有提出如文化國小增建游泳池、公園的重新規劃包含增設體

健器材，防蚊植栽等、日照或日托中心、祖孫同樂(桌遊設計)等建議。 

 

4. 工作坊參與人數統計 

本次活動參與人員共 41 人（不含工作人員、地政局人員及政治大學團隊），組成身份別、

桌別及人數如下： 

身份／人數 第 1 桌 第 2 桌 第 3 桌 第 4 桌 第 5 桌 總計 

1) 里民（含里長、鄰長） 6 5 5 6 8 30 

2) NGO 0 0 0 0 0 0 

3) 設計競圖參賽者 1 0 0 0 0 1 

4) 機關及學校（開會通知） 2 3 2 2 1 10 

總計 9 8 7 8 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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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卷統計 

本場次活動共回收問卷 27 份，整體而言參與者對活動反應均相當正面。宣傳管道方面，

由機關通知與里長、親友分享佔 8 成，里民參與主要仍仰賴里長宣導或親友分享。 

   

1) 參與工作坊對象對活動

整體議程滿意的同意比

例達到 88% 

2) 參與工作坊對象活動講解

後，更了解智慧生態社區內

容的同意比例達到 78% 

3) 參與工作坊對象活動講

解後，更了解居住環境

的同意比例達到 78% 

  

 

4) 參與工作坊對象對是否

有提供表達對社區期待

的機會同意的比例達到

79% 

5) 參與工作坊對象主要由里

長、與親友分享佔參與民眾

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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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地工作坊各場次成果彙整 

1. 各場次討論議題彙整 

(1) 松山場次 (2) 南港場次 

  

構面 合計 構面 合計 

環境生態 21 環境生態 21 

交通旅遊 26 交通旅遊 10 

綠能產業 11 綠能產業 18 

安全防災 12 安全防災 13 

健康生活 16 健康生活 5 

人文藝術 12 人文藝術 2 

總計 98 總計 69 

關心議題重點摘要 

松山一期(民生社區)、五期(塔悠路東側)重劃

區，橫跨 11 個里、占地 120 公頃，區內居住人

口密度高，綠帶多且有良好的服務性設施。 

本場次討論聚焦於環境生態與交通旅遊，社區內

綠帶串聯、公園空間地景、道路、人行空間改善

與環境的清潔維管。 

另外，因應社區高齡化與在地特色，提出無障礙

的友善空間、社區內空間的多元使用(公園戶外展

演、市集、街道彩繪等)。 

南港二期(中研院東北側)於 95 年重劃完

畢，為新興重劃區，總開發面積 1.05 公頃。

區域內公有設施為鄰里性的公園及道路與

人行道空間。 

本場次討論聚焦於提升公園服務品質改善

道路、人行空間，建議公園應有監測系統

建置、智慧路燈(節能、監測、WIFI 或充電

功能)、水資源循環(透水鋪面、雨撲滿等

等)，提升使用公園意願；以及於道路、人

行道更換鋪面材質、街道家具智慧化、停

車議題與定期維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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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義場次 (4) 北投場次 

 

 

 

構面 合計 構面 合計 

環境生態 17 環境生態 12 

交通旅遊 23 交通旅遊 9 

綠能產業 8 綠能產業 7 

安全防災 3 安全防災 12 

健康生活 9 健康生活 16 

人文藝術 0 人文藝術 6 

總計 60 總計 62 

關心議題重點摘要 關心議題重點摘要 

松山二期(信義計畫區)重劃區，占地 151.69 公頃

為多元土地使用的重劃區(含機關、商業、住宅用

地等)及公園、廣場等多樣開放空間。 

本場次討論聚焦於交通路網、觀光的串連，例如

人行與自行車道系統、道路指標的智慧化整合，

能夠明確結合信義計畫區內的重要觀光景點(象

山、商業區、公園、廣場等)，並在商業區設置

AR、VR 等智慧科技，提升遊憩品質。開放空間

方面，建議公園提升的服務品質，包含調整栽種

的植被、設置地下化停車場、公園應兼具防災功

能，其中以中強公園為優先希望改善的地方；另

外，希望活化閒置空間建立智慧生活館，供居民

做 圖書館、日照、市場、停車場使用。 

 

北投三期及七期重劃區，占地 2.63 公頃，

重劃區內有文化三號公園、區民活動中心

等社區開放空間。 

本場次討論主題集中於活動中心、文化國

小、文化國宅三處，聚焦於社區的安全設

施增設、公共環境的改善及空間再活化，

如監視系統的設置、交通號誌系統、文化 3

號公園閒置空地綠美化、增建水溝蓋及環

境維護管理、垃圾不落地等建議。 

在健康生活面向，民眾提出文化國小增建

游泳池、公園增設遊樂及運動器材、日照

或日托中心、祖孫同樂(桌遊設計)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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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場次工作坊參與人數統計 

場次／身分 1) 里民 2) NGO 3) 設計競圖

參賽者 

4) 機關及

學校 

5)其他 總計 

1) 松山場次 19 6 9 25 1 60 

2) 南港場次 15 1 7 6 0 29 

3) 信義場次 11 0 1 17 1 30 

4) 北投場次 30 0 1 10 0 41 

總計 75 7 18 58 2 160 

 

3. 各場次工作坊問卷統計 

場次／問題 1) 整體議程是否

滿意 

2) 活動講解是否

讓你更了解智

慧生態社區 

3) 活動講解是否

讓你更了解居

住環境 

4) 是否有提供完

整表達對社區

期待的機會 

1) 松山場次 

(同意比例) 
85% 90% 90% 90% 

2) 南港場次 

(同意比例) 
89% 95% 95% 79% 

3) 信義場次 

(同意比例) 
88% 78% 78% 79% 

4) 北投場次 

(同意比例) 
88% 78% 7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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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現場影像紀錄 

  

(1)在地工作坊活動報到 (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與里長說明活動流程  

  

(3)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進行簡報 (4) 第三桌進行在地議題分享、繪製 

  

(5) 第四桌桌長收整在地議題 (6) 第二桌繪製在地工作坊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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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桌分享在地工作坊成果 (8)第二桌分享在地工作坊成果 

  

(9) 在地工作坊最關注議題票選活動 (10) 在地工作坊北投場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