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3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 

市府對COVID-19疫情各項防疫、紓困及產業振興作為 

臺北市市長 柯文哲 

109年5月14日 



議題1 
各項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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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通報數 本土 境外 敦睦遠訓支隊 

臺北市 2,757 8 108 1 

非臺北市 12,141 47 241 35 

全國 14,898 55 349 36 

防疫 
作為 現況說明-國內疫情現況 

 截至5月13日上午10時止 

 全國55例本土，349例境外移入、36例敦睦遠訓支隊 

 臺北市8例本土，108例境外移入、1例敦睦遠訓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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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疫情現況 



 

 

 

防疫 
作為 現況說明-國際疫情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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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疫情現況 

 截至5月13日上午10時止 
 全球累計186個國家，共計429萬3,320例確診病例 
 死亡29萬507例，致死率為6.8% 



關注議題-召開應變會議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會議 

 每週一、三、五上午由本人
主持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會議 

 截至5月13日共召開37場 

應變會議 

 每週二、四下午由黃副市長
主持應變會議 

 截至5月13日共召開37場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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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議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衛生單位追蹤 

 每日2次電訪或視訊健康關懷 

 24小時防疫專線提供即時服務 

 民政單位追蹤 

 每日2次上下午不定時電話關懷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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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安排 

 有COVID-19相關症狀者消防局119派救護車就醫 

 危急之無相關症狀者家人自備交通工具或聯繫防疫計程
車隊協助 

 無急迫性或慢性疾病之無相關症狀者提供通訊診療 

違規裁處 

 
 居隔/居檢者手機定位擅離居隔/居檢場所監控異常

簡訊警察實地查察訪查未遇衛生局開罰 



關注議題-醫療整備、防疫物資整備 

醫療整備 

防疫物資整備 

 截至5月13日上午10時止，衛生局及42家醫院戰備防疫
物資如下表 

醫院家數 急性一般病床 負壓隔離床 普通隔離床 暫時隔離床 

42家(含聯
醫7院區) 

12,542床 
(5,210間) 

222床 
(212間) 

203床 
(103間) 

557床 
(524間) 

加護病床(床) 呼吸器總數(台) 葉克膜(組) 

1,204 2,041 
一般型37 
小兒型5 

物資類別 衛生局 安全儲備量 本市醫院存量 安全儲備量 

全身式防護衣(件) 479 

4,000 
 

33,690 
46,099 

一般隔離衣(件) 11,759 190,096 

N95口罩(個) 70,151 21,500 184,850 103,040 

外科等級口罩(片) 65,422 110,000 8,415,158 1,264,074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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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擴大管制 
情境設定（15議題） 

 大眾運輸系統非必要勿
搭乘 

 民眾非必要勿外出 

 商家停業、居家辦公 

 學校停課 

重點議題 

 交通及人員因應措施 

 限制上班及停課因應措
施 

 民生物資供應 

 醫療收治能量不足因應 

 弱勢族群照護 

 公共環境及廢棄物處理 

關注議題-應變演練 

109年4月30日辦理 
臺北市因應COVID-19擴大管制兵棋推演 

 

準備擴大管制 
情境設定（3議題） 

 社區大規模感染 

 本土案例遠超過境外 

 研議實施擴大管制 

 

 

重點議題 

 各級應變中心運作 

 各項整備作為(醫療
、交通、物資、衛生
、教育等) 

 民生物資搶購因應 

 

撤除擴大管制 
情境設定（5議題） 

 本市確診案例持續下
降 

 縮小管制規模 

 

 

重點議題 

 公共設施及環境消毒 

 各類運輸系統因應作
為 

 學校、補習班復課 

 勞工失業補助及產業
紓困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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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議題-應變演練 

109年4月30日辦理 
臺北市因應COVID-19擴大管制兵棋推演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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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防疫戰略概圖 

 藍色實線：臺灣疫情現況，一波境外移入達高峰後逐漸下降 

 紅色虛線：預擬臺灣後續逐步開放後，零星幾波境外移入突增為新    

                         的疫情高峰，如韓國、日本、新加坡 



防疫 
作為 

 
 
 

 
 
 

 
 
 

策進作為-衛教宣導及教育訓練 

 衛教宣導，已運用多元管道及結合相關局處製作共925則文宣(截至5月13日) 

 
 
 
 
 
 
 
 
 
 
 
 
 
 
 

 

 教育訓練：已結合相關局處辦理教育訓練共130場，6,158人(截至5月13日) 

 

友善介面 

4款社區防疫文宣 電梯文宣疫情訊息 

2款海報文宣  

教育訓練 

英譯防疫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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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規劃備援隔離／檢疫場所、防疫旅館 

安心檢疫所及關懷檢疫所 

 供無固定住所又須居家檢疫／隔離之民眾入住 

 

防疫旅館 

 自2月21日第一家防疫旅館上線 

 截至5月13日，總計24家1,546間房 
 截至5月13日，在住數757房，在住率 49% 

警消醫護加油棧 

 自3月13日起招募警消醫護加油棧作為防疫人員備
用休息處所 

 截至5月13日止共計8家，房間數646間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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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提升「社區防疫」應變措施 

大量隔離/檢疫者之因應與援助 

救護車 

前進指揮所之

開設與運作 

防疫計程車 

環境清消 

防災士 

教育訓練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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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提升醫療院所防疫措施 

啟動傳染病應變醫院 

 本市應變醫院依據中央指示擴大設置專責病房，計25家醫院470床 

 落實病人分流、發燒篩檢、動線規劃，限制訪客與TOCC問診機制 

醫療院所門禁管制 

慢性處方箋戶外領藥 

 為減少感染風險臨時設置戶外領藥區域 
 於中興、和平婦幼、仁愛、忠孝、陽明、松德等6個院區服務 

 大門門禁管制 
 減少出入口及探病訪客 
 陪病或會客家屬最多2名 
 禁止外送業者進入院區 

 限制探病時間 
 大門口刷健保卡實名
制登錄及出國史查詢 

 全面謝絕訪客探病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
布醫院實施門禁管制措施 

 

 大門口簡化分流措施 
 看診者憑預約掛號單直
接進入，無掛號單者實
名登錄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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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 3月2日 4月3日 5月4日 



 
 
 

 
 
 

 
 
 

策進作為-提升照護機構防疫措施 

落實感染管制及防護措施 

採取住民分流，工作人員依分區照顧原則分流、動線管制 

完成演練腳本及185家社福醫療機構防疫演練 

配合指揮中心撥發及配發本市各照護機構口罩 

至本市所轄人口密集照護機構進行無預警稽查 

規劃建置備援照顧人力資料庫，後續配合調用支援 

提升照護機構防疫措施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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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 
作為 

 
 
 

 
 
 

 
 
 

策進作為-提升校園防疫措施 

校園防疫 

活動很給力 

教育機構 

防疫全方位 

校園防疫 

配套超有感 

校園防疫 

學習不中斷 

校園防疫 

捐助愛最大 

校園防疫 

措施最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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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提升大眾運輸防疫措施 

 每日出車前量體溫並加強清潔消毒 

 車站車廂環境消毒 

 設置酒精乾洗手、紅外線熱顯像儀、戴口罩防疫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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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防疫宣導 



 
 
 

 
 
 

 
 
 

策進作為-制定大型活動辦理規範 

因應COVID-19臺北市政府活動辦理規範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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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 
作為 

 
 
 

 
 
 

 
 
 

策進作為-強化本府防疫措施 

 市政大樓：防疫安全控管、環境清潔消毒、用餐環境    
防疫措施、場地租借管理 

   異地、居家辦公 

及視訊會議 

      擴大彈性 

上下班時間 

     市政大樓 

     防疫措施 
      增聘臨時人員 

    公文減章 

及流程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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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 
作為 

 
 
 

 
 
 

 
 
 

策進作為-本府接受捐贈物資與發放之作業 

收受捐贈防疫物資統一窗口 

成立LINE群組，即時媒合 

防疫物資捐贈及配送不落地 

開立收據，公開透明 

居家檢疫民眾關懷包 

18 



 
 
 

 
 
 

 
 
 

策進作為-口罩實名制販賣機研發 

 中央與臺北，科技輔助防疫試辦計畫 

 實名制購買，配合中央口罩管控機制 

 販賣機販售，販售人力由藥師轉志工 

 新創業試辦，促智慧城市及產業發展 

唐鳳政委提到： 

很感謝臺北市政府的智慧城市辦公室做的示範。因為他們的口

罩販賣機也是透過同一個 VPN 連到健保署，並且採取同樣的

隱私保護措施。這是他們做的。因此當我們連結到便利商店時，

可以利用既有的 VPN 連線與 API。因此很感謝臺北市。 

Ep. 95  2020-04-30 週四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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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臺北市防疫管制解封措施 
防疫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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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嚴守邊境」的前提下，依照中央頒布的「防疫新生活運

動」，臺北市將以「穩固社區防疫、活絡民生經濟」為目標，分階
段開放，並依疫情發展滾動宣布次階段解封措施 

中央管制層面(醫療院所、學生國際交流)比照中央規定辦理 

社政、民政、教育、文化等活動場館則由本市議定 

第一階段自5月18日開始 

開放原則：室內50人以內、實名制、不聚餐飲食 

   室外保持社交距離或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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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 

區民活動中心、各區行政中心禮堂 

開放場地租借申請 
公民會館、新移民會館、非政府組織會館 

林安泰古厝民俗文物館 

臺北市孔廟 

社會局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開放50人以下課程 
老人服務中心 辦理50人以下活動 

原民會 北原會館、凱達格蘭文化館 開放場地租借申請 

客委會 臺北市客家圖書影音中心 開放使用 

捷運公司 

捷韻國際廳 開放場地租借申請 

北投會館學員宿舍 開放租借團體辦理住宿 

北投、南港展覽館旅客服務中心 
開放旅客、里民使用場地
辦理活動 

文化局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士林官邸正館、閻錫山故居、糖業文
化展示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臺北書畫院、萬華故事館、
中心新村、藝文推廣處藝文大樓、文山劇場、大稻埕戲苑 

恢復正常運作 

公園處 

國父史蹟館 平日重新開放 

士林官邸綠化教室、花卉綠化教室、新生綠化教室、大安
綠化教室、青年綠化教室、和平青草園綠化教室 

恢復辦理課程活動 

翡管局 翡翠水庫管理局水庫 
開放50人以下團體申請環
境教育課程或參訪活動 

8局處之15類場館、活動、課程將於5月18日開放/恢復 

防疫 
作為 策進作為-臺北市防疫管制解封措施 



議題2 各項紓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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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困 
作為 

1.延稅 

 

 

2.減租 3.減價 

 營業額減少達15%者 

 受中央紓困辦法補助者 

 房東降租達15% 

可延稅12個月 

 承租市有房地作營業使 

     用3-5月減租50% 
 本市國宅及社會住宅承    

租人3-5月減租20% 

民 眾 及 企 業 受 惠 

 營業用水費(含溫泉)全

面減價15%  
 防疫醫院防疫旅館比照

公共用水減價50% 

現況說明-本府短期紓困措施及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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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月再減租3個月 6-8月再減價3個月 

 預計109年延稅143億元 

 已核准延分期案件533
件，稅額共計0.57億元 

 預估3-5月減租9.2億元 

 已核准9,892件營業用減
租案件，減租5.74億元 

 財政局於4月召開BOT及
地上權廠商減租說明會 

 預估3-5月16餘萬戶營
業戶及50家防疫醫院／
旅館減價0.78億元 

 已減價0.35億元 



紓困 
作為 現況說明-本府短期紓困措施及執行成果 

 

4.優息 5.補貼 6.降稅 

 中小企業專案融資貸款
總計減少1.5%利息負擔，
獲貸企業僅負擔0.92%
低息 

 公營當舖受疫情影響利
息減收50%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本人或其同
住親友入住本市防疫旅館、檢疫所
或合法旅館補貼7000元 

 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之營
業車輛補貼牌照稅50% 

 旅館業補貼-以房屋稅及地價稅 為基
礎 10萬~900萬 

 防疫補償、急難救助及關懷弱勢加
發生活補助 

 本市公車營業車輛每輛每月補助
8000元 

 臺北市聯營公車運價不扣減車廂外
廣告收入40% 

 因疫情致營業面積縮減
樓層停用部分，房屋稅
率由3%降為2%課徵 

 娛樂業者因疫情致營收
減少核實調降娛樂稅 

 車輛申請停駛使用牌照
稅按日免徵 

民 眾 及 企 業 受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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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及青創貸款提供優
息融資額度10億元 

 已核准274件1.96億元 

 北市住宿補貼預計0.21億元 

 牌照稅及旅館預計補貼8.72
億元 

 隔離檢疫補償.急難救助及弱
勢生活補助等預計5.53億元 

 預計補助公車及復康巴士業
者約1.05億元 

 已核准540家調降房屋
稅額0.39億元 

 主動調降查定課徵娛樂
稅0.08億元 

 已核准牌照稅減收0.33
億元 

已補貼4.8億元  已降稅0.8億元 



紓困 
作為 現況說明-本府短期紓困措施及執行成果 

 

7.延租 8.停租 9.勞工紓困 

 營業額減少達15%者3-5

月租金可延繳1年 

或依營業額減少情形 

延長契約（OT / ROT） 

 因疫情暫停營業依實際

停業面積停止計租 
 本市千人防疫就業方案

1.0及2.0 

民 眾 及 企 業 受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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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月租金延繳1年 

 核准8件，申請中5件  核准12件，申請中3件  千人防疫就業方案1.0
職缺1,001人，已進用
952人 

 千人防疫就業方案2.0
職缺1,419人，已進用
329人 



紓困 
作為 整合單一窗口提供民眾快速便利服務 

中央紓困措施 

 中央公布新政策時，由各局處
了解內容並將訊息公布於網站
上，另與1999話務專線充分配
合，以協助民眾獲得最新資訊 

 

 

 

 

 

 

地方紓困措施 

 財政局官網設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紓困及振興措施專區」
供民眾瞭解查詢本府9大措施相
關資訊及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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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f.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n=CAA42F153058DBAF


紓困 
作為 

中央政府特別預算 

2,100億元 

 立法院分別於109年3月13日及
109年5月8日通過特別預算案
600億元及特別預算追加預算案
1,500億元，共編列2,100億元 

 

 

 

 

 

 

本府爭取中央補助款情形 

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款 

紓困振興 
1,742.41億 

防治 
360.58億 

單位：億元 

機 關 項 目 已申請 
預計 
再申請 

中央 
核定 

民政局 居家檢疫者追蹤

確認及健康關懷 

0.09 - 0.09 

社會局 防疫補償金 1.49 - 1.49 

弱勢生活補助 0.68 - 0.68 

急難紓困 3.21 - 3.21 

防疫物資 0.01 0.03 - 

教育局 大專院校因肺炎

影響衝擊補助 

0.02 - - 

校園防疫物資 0.19 - 0.19 

衛生局 聯合醫院相關補

助 

0.02 14.81 - 

合  計 5.71 14.84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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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3 各項產業振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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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說明-疫情對各國經濟的總體影響 

 
 

資料來源：英國 BBC 、European CDC （趨勢折線圖）、天下雜誌 691期、聯合新聞網新冠肺炎專題、中央社CNA、產業局綜整分析 

確
診 

人
數 

3/10 
中國湖北、遼寧、江西3省封閉 
超過66城市封城 

3/11-17 
台陸續升級歐亞、 
中東等地旅遊警告 

3/17 
台升級美國加州、紐約、華盛
頓州等二級旅遊警告 

3/16 
WHO 宣告全球大流行 
美股暴跌 2997點 

3/15 
美國再度 
緊急降息4碼 

3/9 
OPEC 減產談判破裂，油價大跌30％，導致
美國股市崩跌，違約風險大增。 

3/9 
美股熔斷 

3/9 
以色列 
封鎖邊境 

3/12 
美國暫停 
歐人入境 

3/14 
西班牙 
全國封鎖 

3/20 
川普宣告 
紐約重災區 

3/9 
義大利 
全國封鎖 

3/13 
法國、愛爾蘭 
宣布停課 

1/23 
中國武漢 
急封城 

1/11 
湖北確診41例。 
1位染病死亡 

12/31 
武漢市披露 
27例確診。 

1/15 
泰國出現 
中國境外首起確診 

1/16-21 
日、韓、台、美 
出現確診首例。 

1/25 
澳洲出現 
確診首例 

1/30 
西藏首例 
中國全境淪陷 

1/31 
英、俄、義 
確診首例 

2/10 
北京上海等大城 
社區封閉管理 

2/23 
義大利、伊朗 
疫情嚴重擴散 

2/19 
中國確診案例破7萬， 
2千例死亡。 

1/16 
台灣停止 
大陸旅行團 

1/26 
台灣停止 
小三通 

2/4 
14天內經 
中港澳郵輪禁泊 

2/6 
國際油輪 
禁泊台灣 

2/10 
中國飛台 
僅留5航線 

2月-3月 
中國能源需求大落 
工業生產指數大跌 

3/3 
美聯儲 
降息2碼 

1/17 
美國等實施 
邊境管制。 

1/28 
WHO  
調高風險 

1/31 
WHO 宣告 
公衛緊急事件 

2/5 
鑽石公主號爆
大量感染 

2/12 
WHO 病毒正名 
COVID-19 

2/22 
日韓病例激增 
爆發社區感染 

生產供應斷鏈 
以中國為主的製造國家停工減產，導
致供應商之上下游採購遭受阻礙 

消費動能不足 
因疫情鎖國封城，且預期經濟成長放
緩，除民生必需品以外之消費慾望減
少 

金融市場震盪 
企業債務違約風險大增，且投資者預
期衰退心理，導致金融市場交易的震
盪與混亂 

產業振
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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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關注議題-疫情對本市產業之影響 

 

 

 

 

 

 

 

 

 

 

 

 

 

 

 

 

 

 

 

 

 

 

 

 

 

 

 

 

 

 

 

 

 

 

 

 

 

 

本市主要受損產業 

實體銷售 群聚活動 體驗消費 

1.批發零售 
2.商圈夜市 
3.百貨餐飲 

1.觀光旅宿 
2.交通運輸 
3.會議展覽 

1.藝文活動 
2.體育競賽 
3.休閒娛樂 

 

 

生產供應鏈 
斷鏈危機 

國際貿易 
衰退 

各國出入境 
與旅遊管制 

民眾減少 
外出消費 

航班船運 
中斷 

群聚活動 
暫緩 

金融市場 
波動震盪 

防疫物資 
搶購 

疫情影響 

參考資料：經理人雜誌、未來商務焦點、前進新大陸 

疫中：9大紓困措施 
(延稅、減租、減價、優息、補貼、降稅、延租、
停租、勞工紓困) 
 

疫後：產業振興與轉型升級  

本府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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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消費、活絡經濟 
短期 

作為 

 
長期 

思維 

產業振
興作為 

31 

本府對產業振興之短期作為與長期思維 

• 建立與疫情共存的生活產業新模式 



產業振
興作為 本府經濟振興短期作為 

批發零售 
商圈夜市 
百貨餐飲 

二、提供各類場地使用費及門票優惠 

一、協助受損產業振興 

三、爭取中央經費 

五大面向.超過20項作為 
預計投入超過7,700萬元 

觀光旅宿 
預計投入2,700萬元 

藝文產業 
預計投入1億6,000萬元 

會展產業 
預計投入3,400萬元 

運動產業 
預計投入超過200萬元 

總計投入超過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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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本府經濟振興短期作為：批發零售．商圈夜市．百貨餐飲 

 
 

輔導店家
與電商及
外送平台
合作 

1 
協助產業
數位轉型
及支持企
業創新 

2 

協助企業
拓展海外
商機 

3 

環境及基
礎設施改

善 

4 

辦理提振
商機及促
銷活動 

5 

五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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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媒合攤商(販)與電 
  商及外送平台合作 

  臺北市城市美食 
  產業推廣 

  釋出外送平台市 
  府專屬優惠方案 

  成立「台北店家 
  到你家」專區 

 5/15-6/15辦理「台北
美食不斷送」活動 

 超過20家外送、美食平
台及便利支付業者合作 

 超過10,000家次本市餐
飲店家參與 

 3/26媒合百貨餐飲組織與外送平台合
作。 

 4月份洽商多家外送平台研提本市專屬
優惠方案，提供媒合本市商圈、市場
及夜市。 

 市場處協助輔導攤商(販)媒合電商及外
送平台合作 

 5/11啟動天下第一攤遴選 

1.  

 推廣本市店家特
色產品及輔導實
體店家轉型線上
銷售 

 共計八大電商、
破千間店家參與 

2.  

3.  4.  

第一波：3/25-4/25 
第二波：5/8-6/15 

輔導店家與電商及外送平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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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輔導實體店家運用線上行銷 1 

商圈資源盤點及深度輔導 2 

花木批發市場即時拍賣交易 3 

支持網路經濟創新應用 4 

協助產業數位轉型及支持企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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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協助企業運用跨境 
電商平台拓銷市場 
協助至少200家次外貿企業提升數位貿易競爭力 

 成立跨境電商服務中心 
 提供諮詢輔導 
 辦理人才培訓課程 
 規劃產學合作課程 
 協助廠商商機整合 

辦理視訊採購洽談會 
協助至少75家企業與國際買主進行線上採購媒合 

 建置數位化專區 
   徵集至少75家本市廠商 
   建置海外拓銷專區與廠商網頁 

 辦理線上產品發表會 
   辦理至少3場次線上產品發表會 
   協助推廣本市優質企業產品 

 辦理視訊採購洽談會 
   預計7月起舉辦3場「全球視訊採購洽談會」 
   協助至少75家本市企業與國際買主採購媒合 

協助企業拓展海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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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 
寧夏路臨時攤販
集中場優化提升
示範補助計畫 

建國假日花
市場域美化 

特色店家 

再造 

 店家再造計畫提振商機 
 

 
1、今年預計輔導22家特色店家進行策略
定位、空間改造、行銷推廣等經營改造 
2、輔導改造後提升店家來客數及營業額
至少1成 

 輔導夜市飲食攤防疫提升 
設置衛生遮罩、內用座位區隔板、餐具收
納盒、加蓋垃圾桶等 

環境及基礎設施改善 

 美化花市附屬設施 

 提供優質花市環境 
讓遊客安全安心到花市賞花及採買花卉，
增進農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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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辦理12場商圈、店家體驗小旅行 

至少30場補助推廣商圈特色 

串聯百貨節慶行銷 

辦理消費抽獎振興方案 

1 
2 

3 

4 
臺北傳統市場節(5-9月) 

光華數位新天地周年慶(7-8月) 

龍山寺地下街推廣活動(9月) 

台北夜市系列活動(10-11月) 

商圈店家 

建國假日花市買氣振興輔導 

臺北花博農民市集強力促銷方案 

蔬果農產品行銷活動 

5 
6 
7 

攤商夜市 
地下街 

8 

9 
10 
11 

農產品 
推廣 

辦理提振商機及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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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本府經濟振興短期作為：觀光旅宿業 

辦理貓空經典小鎮2.0推廣計畫，促進區域觀光 

設計國內業者熟悉之旅，邀請共同推廣 

邀請國際知名網紅，至本市踩線宣傳  

針對不同市場特性，加強海外宣傳力道   

結合旅遊業者，規劃優惠專案   

配合中央政策，擴大海外市場行銷推廣 預算總計：新臺幣
2,700萬元 

預期效益：積極配合中
央政策擴大海外市場推
廣，同時針對不同海外
市場及旅客特性，規劃
優惠專案，以吸引更多
國際旅客來臺北市消費
旅遊，提振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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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本府經濟振興短期作為：會展產業 

新增振興補助項目(如:大型會展活動獎勵方案) 

放寬補助條件、加碼獎勵舉辦階段及爭取案源經費補助 

強化國際廣宣及行銷、協助會展產業宣傳曝光 

參加國外重要展會(6場)，加強開發MICE商務客群 

專案辦公室積極提供會展活動行政協助、與相關業者交流 
預算總計：新臺幣
3,400萬元 

預期效益：積極強化本
市優質會展環境形象及
城市品牌，以爭取更多
國際會議及展覽至本市
舉辦，促進商務旅客在
本市的停留及消費，以
帶動本市會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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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藝文 
消費優惠 

場地 
優惠 

經費 
補助 

預算 
規劃 

藝文產業 

運動產業 建置運動產業管理平台 

 建置民營運動場館資訊查詢 

 消費爭議案件系統化紀錄 

 運動場館地圖系統 

 即時轉知及輔導民營業者相關振興資訊 

 媒合運動專業人才及相關資源 

 擴大本市運動產業規模 

振興 
活動 

本府經濟振興短期作為：藝文產業與運動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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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疫情緩和後3個月，各機關團體使用本府經

管之各類場地舉辦活動，所需繳納之場地使

用規費及門票規費減徵50%，並由各機關

團體逕向本府各場地主管機關洽辦，以鼓勵

利用市有場地辦理活動，活絡商機 

提供各類場地使用費及門票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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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向中央爭取經費辦理振興作為(1/2) 

市場處已於109年4月10日提報改善計畫書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於4月22日召開審查會議 

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 
環境優化、設施改善 01 

協助各市場自治會參加「109-110年度公有市場及
列管夜市行銷推廣計畫」遴選 

已有士東、南門、永春市場、士林夜市等4處報名 

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 
行銷推廣計畫 02 

03 

輔導北農向農糧署申請「北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之拓展有機農產品市場振興」計畫 

109年1月15日啟用有機蔬菜供應平台，拓展通路 

建置有機蔬菜 
供應平台 

04 

零售業上架電商服務 
推動計畫 

協助市場業者申請經濟部商業司「經濟部零售業上
架電商服務推動計畫」補助 

目標推廣300攤，協助業者擴展多元銷售管道 
03 

05 花卉健康療癒計畫 
輔導台北花卉產銷股份有限公司爭取農委會經費

410萬元 
4月16日至5月27日於花博公園、士林官邸、大安森
林公園舉辦花卉健康療癒計畫 

05 

43 



產業振
興作為 向中央爭取經費辦理振興作為(2/2) 

輔導本市商圈申請經濟部「商圈振興補助計畫」 
109年5月5日邀集經濟部商業司及本市商圈產業組
織召開說明會 

商圈產業振興補助 06 

07 

08 

目前中央文化部補助總預算0.04億元，補助各直轄
市0.01億元辦理藝文產業紓困振興。本府文化局將
依文化部相關申請辦法公布後申請。 

辦理藝文產業振興 09 

協助辦理旅宿業振興 
暨補助方案 

配合交通部觀光局協助辦理旅宿業振興補助 
 109年4月13日交通部已核定旅館業之地價稅及房屋
稅補貼方案，後續將持續協助本市業者申請 

07 

爭取教育部運動消費 
抵用券方案 

體育局已發函教育部體育署提供本市計259家運動
場館業名單，爭取將符合教育部要件之運動場館業
者納入抵用劵方案，以促進本市運動產業經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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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
興作為 

 這次疫情是臺灣產業型態再次轉型的契機            危機  轉機 01 

舊產業被新興產業取代 

彎道超車：出現新運作模式維持生活經濟 
          取代  出現 02 

03           對抗  調適 學習與疫情共存 
重構原有的生活習慣  03 

45 

本府經濟振興長期思維 

以市民日常為基礎，邀集不同領域專家學者與產

業代表舉辦系列線上論壇，從餐飲、休閒娛樂、

住宿旅遊、購物、教育、在家工作等日常消費及

經濟活動尋找新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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