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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 案名：臺北市行道樹管理維護自治條例修正案。

• 修正原因：本自治條例於100年7月12日修正並變更名稱為「臺北

市行道樹管理維護自治條例」，此後再未修正並適用迄今。基於主

管機關對於行道樹管理需求，為周全本自治條例內容，並符合實際

需要，爰擬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4貳、機關自評
一、自治條例名稱：臺北市行道樹管理維護自治條例。

二、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三、自治條例內容涉及之憲法、國際公約及法律：

（一）本自治條例無涉及我國憲法之條文（3-1）。

（二）本自治條例涉及之國際公約（3-2）：

1.CEDAW第3條「保障基本人權和基本自由」：行道樹維護及管

理，有助於保障女性於人行街道、公園、綠地等活動自由與環境

安全。

2.CEDAW第12條「健康」：行道樹維護及管理，營造健康舒適的

生活環境及減碳效益，有助於女性身心健康，如樹蔭遮蔽提高女

性外出散步的意願及提升身體活動量，進而促進身心健康。



5貳、機關自評
3.CEDAW第13條「經濟和社會生活」：行道樹維護及管理提供市

民綠色永續公共空間，得以保障女性參與娛樂生活、運動和文化

生活各個方面的權利。

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其內容包含17項目標(Goals)，其

中之2項目標：

（1）目標11「永續城鄉」，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

質的城市與鄉村，為所有人提供安全、包容、無障礙及綠色

的公共空間，尤其是婦女、孩童、老年人以及身心障礙者。

（2）目標13「氣候行動」，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

遷及其影響，提出有效機制，提高其能力進行有效的氣候變

遷規劃與管理，包括聚焦於婦女、青年、在地與邊緣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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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自治條例無涉及法律（3-3）。

四、問題界定與訂修需求：

（一）問題界定（4-1）：

1.問題描述（4-1-1）：本次修正目的係因應行道樹管理事項變更，

及周全本自治條例內容，以符合主管機關實際管理需求。

2.執行現況及問題之分析（4-1-2）：

（1）現行規定之名詞定義，已與現況管理不相符或不明確之情況。

（2）現行規定要求臨街住戶或公私機構協助保養行道樹，然本市

行道樹目前係由主管機關進行管理維護，未強制要求民眾管

理，此規定與現況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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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市植穴、植栽帶內設置有地下管線、交通號誌牌、交通號

誌燈、燈桿、消防栓、變電箱及電信設備箱等設施物。因行

道樹生長需相當空間，前述設施物若與行道樹相鄰太近，恐會

影響行道樹生長，且部分設施物也可能遭行道樹影響原使用功

能。目前現行法規尚無規定設施物與行道樹需要保持距離。

（4）現行毀損行道樹之賠償標準，遭民眾質疑毀損程度判定標準，

及賠償金額用倍數計算不符市場行情價格等情況，造成執行

業務上之困擾。

（5）目前本自治條例對於部分違規行為尚無相對應之罰則，造成

違規行為無法可罰之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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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修需求（4-2）

1. 解決問題方案（4-2-1）：

（1）重新修正或刪除名詞定義。

（2）目前行道樹有開放供大眾認養，若有民眾或公私機構想認養

照顧者，直接向主管機關申請即可。爰將現行條文第5條內

容刪除，並重新修正內容。

（3）為避免將來新設置之設施物影響行道樹生長，爰增列規定要

求設置設施物時，要與行道樹保持適當之距離。

（4）將行道樹毀損程度及賠償金額之計算與專家學者討論後，修

正賠償標準。

（5）增列相關行政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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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訂修必要性（4-2-2）：

（1）由於本自治條例現行多數規定與實際執行上有所不同，為避

免機關管理上之困擾，須予以修訂。

（2）近年來行道樹損害賠償案件，法院判決金額與現行規定之金

額產生落差，為減少民眾與機關爭訟，需修正賠償標準。此

外，部分違規行為無法可罰之情形，尚需增訂相關行政罰規

定，才能有效解決目前之窘境。

（3）另本自治條例中有關行道樹定義修正，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

亦有列管在案。

五、政策目標：

1.有效管理：修正及增列相關管理規定，以周延行道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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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減少爭訟：重新訂定行道樹毀損之賠償標準，明確列出賠償計算

項目，可避免民眾質疑機關是否隨意開價，減少與民

眾產生民事官司糾紛。

3.保護行道樹：為有效保護行道樹，並遏止違規行為，增訂罰鍰規

定，以期降低違規行為，使行道樹健康生長。

六、徵詢及協商程序：

（一）自治條例主要影響對象（6-1）：本自治條例主要涉及對象為民眾。

（二）對外意見徵詢（6-2）：

1.111年12月19日邀集專家學者召開研商會議。

2.本會議之性別統計：男性11人、女性3人(當日女性請假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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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商會議討論內容及決議重點：

（1）自治條例內之專有名詞或用語，若現行相關法規已有明訂，

請機關修正時按現行法規文字，避免造成混淆。

（2）行道樹毀損態樣修正為3種，分別為輕度毀損、重度毀損、極

嚴重毀損。

七、性別影響評估：本案修正內容並未涉及性別平等相關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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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程序參與及評估結果

• 本案業於112年6月21日請性別平等委員提供書面意見，並於112年7月25日

送性別平等辦公室確認評估完成，委員意見及本處評估結果詳見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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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程序參與及評估結果

委員意見 採納意見後之調整情形

一、正當程序中性別參與之合宜性：合宜。

二、從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確認與自治條例相

關之性別議題之合宜性：目前皆無任何統計

呈現，建議再行完備。

本行道樹管理維護自治條例相關的重要統計有二，

一是列管的行道樹統計（包括樹種分類及列管總

量），一是目前市民參與認養的統計(包括企業、

法人、社區、團體及個人，個人部分有性別區

分)。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目的是要針對此議題

相關的重要關聯資訊予以檢視統整。建議整理上

述兩項統計後。以附件表格方式呈現於草案總說

明及本案檢視表7-1之評估說明內。

1.對於行道樹統計，目前本處已建立行道樹資訊系統，

可分析本市列管行道樹之樹種及數量。至於市民認養

之統計，本處已有進行例行性工作加以統計，故按委

員意見製作成統計表。

2.經統計本市行道樹列管數量為94,142棵（附件1），

樹種共有246種（附件2）；有關行道樹認養案件，

共計210件。其中企業有115件（55%）、法人10件

（5%）、社區51件（24%）、團體5件（2%）、機

關學校12件（6%）及個人17件（8%）（附件3）。

3.個人認養者性別統計如下：男性佔59%（10人）、

女性佔4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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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程序參與及評估結果

委員意見 採納意見後之調整情形

三、落實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與政策之內涵之合宜性：

不夠合宜，應再行完備。

關於檢視表3-2國際公約及7-2重要政策檢視部分，

雖與所列舉的幾項公約較無直接關聯，但近期國際

及政府推展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有高

度相關，本條例是明確回應對SDGs標示的17項目

中的兩項作為，建議於相關檢視補上：

1.回應目標11「永續城鄉」之要求--建構具包容、

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為所有人

提供安全、包容、無障礙及綠色的公共空間，尤

其是婦女、孩童、老年人以及身心障礙者。

2.回應目標13「氣候行動」之要求--完備減緩調適

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提出有效機制，

提高其能力進行有效的氣候變遷規劃與管理，包

括聚焦於婦女、青年、在地與邊緣化社區。

1.依本府性平辦意見，修正檢視表3-2國際公約，

增加CEDAW第3條「保障基本人權和基本自由」、

CEDAW第12條「健康」、CEDAW第13條「經濟

和社會生活」

2.納入委員意見，修正檢視表7-2重要政策，增加

內容為：

（1）為達到「永續城鄉」之目標，使所有人有安

全、包容、無障礙及綠色的公共空間，因此本次

修正增列對行道樹之禁止行為及相關處罰罰鍰，

使行道樹能被加以保護不被破壞。

（2）為達到「氣候行動」之目標，制定出有效機

制，進行有效的氣候變遷規劃與管理，本自治條

例已修訂，將行道樹編號建檔管理，有了相關樹

木基本資料，可對轄管樹木進行有效管理，以俾

利後續綠資源提升及利用。



17參、程序參與及評估結果
委員意見 採納意見後之調整情形

3.納入紀委員意見，修正檢視表3-2國際公約，增

加內容為：

（1）CRC 第31條：行道樹維護及管理提供市民

綠色永續公共空間，得以保障兒童享有休息及休

閒之權利。

（2）CRPD第9條「無障礙」：行道樹維護及管

理上，應考量人行道寬度是否足夠設置樹穴，若

寬度不足應不予設置，以保障身障人士無障礙進

出人行道。



18參、程序參與及評估結果
委員意見 採納意見後之調整情形

四、綜合性檢視意見：
1.關於回應SDGs目標11及目標13，建議將相
關內容也呈現於本修法案的總說明中，讓
修法論述更具內涵高度，同時展現台北市
政府對環境永續之關懷。

2.目前對行道樹之認養者若尚無建立性別統
計，建議業管公園處應納入未來例行工作，
針對認養人予以建檔追蹤，以瞭解不同性
別對台北市之綠化、環境永續的關懷與投
入狀況。

1.納入委員意見，於修法總說
明內回應SDGs目標11及目
標13。

2.公園處目前對認養人有建檔
追蹤，可分析不同性別認養
行道樹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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