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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及目標 

大稻埕與大龍峒是大同區早期發跡地，因水陸貿易運輸造就商鼎

繁華榮景。其後運輸功能消退、城市發展東移、產業變遷，讓大同區

老建成區發展呈現停滯遲緩，本區都市機能與品質亟待提升、亟需仰

賴整體性都市再生計畫之指導、振興傳統產業與活化文化歷史街區、

期待具改變性之交通基盤建設、發展地區文化觀光及善用水岸景觀資

源，以及市民殷切期盼公部門之傾聽及回應等議題。 

本府希冀透過本再生計畫，整合現地豐富之水綠、產業、交通、

文化歷史及創意氛圍等資源，透過公辦都更提供公共住宅，同時思索

建成圓環再發展及推動市場改建更新議題，改善地區環境品質、強化

老舊社區機能；並以水岸遊憩及綠色人本交通為發展策略，振興傳統

產業引入青創氛圍，藉由文化觀光及特色商圈整合行銷，重塑地方發

展脈絡。未來持續透過設立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駐地長期經營與溝通，

廣納市民參與意見，逐步實踐再生計畫之願景。本計畫發展目標如下： 

(一)強化老舊社區機能：以公辦都更配合中繼住宅為手段，提供公共

住宅，改善舊社區環境品質。 

(二)國順景星里社區培力都更計畫：建立符合地區發展脈絡與民眾需

求之多元再生方案，凝聚社區意識並開啟民眾對於自主街區活化

再生目的。 

(三)建成圓環再生發展計畫：廣納地方意見，作為後續規劃設計及再

生發展之參考。 

(四)積極辦理市場改建更新：更新老舊傳統市場，如大龍國宅及市場

更新、永樂市場改建等，改善整體市場經營環境。 

(五)振興傳統產業及創新產業育成：跨區融合南大同及北大同地區特

色，共創大同商圈再生，提升地區產業軟實力。 

(六)建置綠色交通網絡：藉由捷運、公車、人行步道等與 YouBike擴

點計畫，形成智慧綠色人本交通路網，營造友善交通環境，並強

化淡水河岸之可及性。 

(七)塑造文史觀光特色：形塑特色商圈下，除公有閒置空間改變使用

用途外，藉由國內外文化觀光整合行銷，打造友善旅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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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造水岸景觀廊道：利用近水地理優勢，發展淡水河岸景觀藍色

水路。進行水岸環境疏浚計畫，以提供藍色水路穩定航班，俾活

化及豐富淡水河岸之觀光遊憩資源。 

(九)設立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首創設立社區規劃師工作室計畫，利用

社區規劃師團隊資源，面對面無障礙溝通，建立公私部門對話平

台，貼近地方、長期經營，讓市政溝通無礙。 

(十)社政設施建構及老人照顧:提供大同區居民活動及嬰幼兒、少

年、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完善的福利服務，建置完備之福利輸送體

系。 

 

 

圖 1 大同再生計畫位置示意圖 

 



5 
 

 

 

 

 

 

 

 

 

 

 

 

 

 

 

圖 2 大同再生計畫發展目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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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以行政區大同區為計畫範圍，大同區位於臺北市之西部，

東邊以捷運淡水線和中山區為鄰，西邊則以淡水河與新北市三重區分

開，南邊以忠孝西路、鄭州路與中正區、萬華區銜接，北邊以中山高

速公路邊界和士林區為界，土地面積約為 5.6815平方公里，包含建

明里、光能里、景星里、建泰里、保安里、玉泉里、朝陽里、雙連里、

星明里、建功里、延平里、民權里、南芳里、大有里、永樂里、老師

里、鄰江里、國慶里、國順里、隆和里、重慶里、至聖里、斯文里、

揚雅里、蓬萊里等 25 里，人口數約為 129,943 人（統計至 106 年 1

月底），人口密度約 22,871人/平方公里。 

 

 
圖 3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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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構想及重點策略地區 

本計畫為解決目前大同區都市發展課題，將整合現地豐富之水

綠、產業、交通、文化歷史及創意氛圍等資源，提出 10 項發展計

畫： 

(一)公辦都更標竿計畫： 

1.現況：大同區為臺北市早期商業核心，面臨房屋老舊窳陋、公

共環境亟待整備等問題，本府刻研擬西區門戶計畫，將重新賦

予大同區交通樞紐地位，展現再發展契機。因此本府盤整既有

產業空間布局、重大建設、交通節點、歷史資源、創意資源、

公有土地之分布，以公有土地為引擎並優先協助弱勢整建住

宅，選定為公辦都更推動重點策略地區，以公辦都更作為民辦

都更標竿，引領地區再生。 

2.發展構想：有效利用公有地開發，建構交通樞紐、帶動地區發

展；以公辦都更搭配中繼住宅為手段，提供公共住宅。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蘭州-斯文里整宅」及「臺鐵 D1西半、 E1、

E2街廓」2處公辦都更基地，及 1處明倫國小中繼住宅基地。 

 

 

 

 

 

 

 

 

 

 

 

 

 

圖 4公辦都更標竿計畫重點策略地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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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順景星里社區培力都更計畫： 

1.現況：大同區為早期大同地區繁盛之地，隨著都市空間轉變及

商業重心移轉，使該地區長期缺乏綠地與都市基盤設施等「公

共性開放空間」規劃，與大臺北其他地區發展相較遲緩，且面

臨勞動人口外移及人口老化等議題。為能改善地區發展及提升

環境品質，政府致力於投入各項公共環境建設改善，以提升區

內老舊社區實質環境品質。 

2.發展構想：為改善國順里及景星里現況公共設施不足與環境窳

陋，導致民辦都更推動不易問題，將透過地區資源、歷史街巷

及歷史脈絡的梳理、現況空間與建物使用情形、地方特色與在

地需求調查盤整，研擬符合地區發展需求及富含人文互動價值

使用空間，誘發居民對在地認同價值並逐步凝聚發展願景與共

識，長期並可透過街區自主成立組織，落實老舊街區再生。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老屋新用計畫。 

(三) 建成圓環再生發展計畫：  

1.現況：經過多年的不斷嘗試及營運結果，建成圓環營運不佳，

故台北圓環公司現有契約到期後不再續約，本府藉由召開 6 場

座談會徵詢各方意見，並設置駐點辦公室及搭配 26次動態地方

訪談頻繁拜訪地方意見，將所有意見彙整歸納並評估後，有關

建成圓環未來規劃，朝拆除現有建物重現圓環地景廣場規劃。  

2.發展構想：重現大稻埕蓄水池古蹟露出，藉由設計歷史意象搭

配古蹟蓄水池，保留建成圓環歷史記憶。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建成圓環。 

 (四)市場改建更新計畫：  

1.現況： 

（1）永樂大樓於 74 年完工，1 樓為傳統市場，2、 3 樓為全臺

最大之布業批發、零售及加工市場，為本市歷史悠久且馳

名全省之布業市場。目前 1 樓傳統市場已於 104 年完成整

修，105年完成 4樓中繼市場整修，106年完成外牆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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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2、3 樓硬體設備亦已使用 30 年餘載，水電管路老舊、

公共區域牆面油漆脫落、多數設備逾使用年限，南、北兩

側建物伸縮縫漏水，為解決攤商飽受漏水之苦，進行 2、3

樓及外牆整修可解決建物 伸縮縫漏水問題；更新市場機

電、空調、消防設備，汰換老舊機組，確保市場安全；提

供攤商安全、穩定的營運空間，提供市民明亮、寬敞、舒

適的購物環境。 

（2）大龍國宅及市場建物，90 年後因混凝土剝落，內外牆面鋼

筋裸露、磁磚剝落、屋頂漏水、天花板崩塌，不僅居住環

境惡劣，住戶的人身安全也面臨極大威脅，經本市土木技

師公會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俗稱海砂屋)，並建

議拆除重建。 

2.發展構想：更新老舊傳統市場，改善整體經營環境。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大龍市場及永樂市場。 

 

圖 5 市場改建更新重點策略地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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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振興傳統產業及創新產業育成計畫： 

1.現況：大同區屬台北早期發展聚落，擁有如中藥材、南北貨、

布業與茶葉等豐富產業資源，但因城市重心東移、相關產業經

營型態較傳統，亟待轉型與行銷。目前本市商業處已於大稻埕

商圈與大龍峒商圈等地區，逐步推動發掘特色店家與輔導。 

2.發展構想：跨區融合南大同及北大同各商圈特色，共創大同商

圈再生，提升地區產業軟實力。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八大商圈(大龍峒商圈、圓山商圈、延三商

圈、大稻埕商圈、朝陽服飾材料街商圈、寧夏商圈、後車站商

圈、華陰街商圈)、二條街區(木材街、打鐵街)。 

圖 6 商圈及街區振興傳統產業及創新產業育成重點策略地區 

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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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綠色交通整備計畫：  

1.現況：目前大同區計有 3 條捷運線通過（淡水信義線、松山新

店線、中和新蘆線），設有 6處捷運站（圓山、民權西路、雙連、

中山、大橋頭站、北門站）。另設有臺北轉運站提供本市前往各

縣市之國道客運服務。而自行車道於承德路（南京西路─敦煌

路）兩側人行道開放人車共道，供自行車及行人使用，YouBike

租賃站計有 21處。 

2.發展構想：建置綠色交通路網，打造永續及人本交通環境，透

過圓山轉運站玉門街段與 YouBike 擴點計畫，提升地方綠運輸

環境。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圓山轉運站玉門街段、YouBike場站擴點、

道路及人行步道改善、公園興闢、行道樹維護。 

圖 7 綠色交通整備重點策略地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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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觀光實施計畫： 

1.現況：大同區積蓄了豐富、獨特的在地人文與歷史景觀，有別

於都會感十足的臺北市區，大同舊城區的歷史與風華，更展現

臺北的文化底蘊，值得旅客細細品味。 

2.發展構想：改善軟硬體設施整合現有資源進行行銷，帶動地方

發展。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大同區文化觀光。 

 (八)水岸遊憩景觀計畫：  

1.現況：因受颱風豪雨期間上游泥沙下移影響，局部河段產生淤

積情形，致影響防洪安全、船舶通行及周邊遊憩景觀，故將針

對碼頭周邊淤積河段辦理疏浚工程。 

2.發展構想：善用水岸景觀優勢，結合藍色水路穩定航班，活化

及豐富淡水河岸之觀光遊憩資源。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淡水河藍色水路疏浚。 

(九) 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駐點計畫：  

1.現況：本府為於 104 年推動再生計畫（大同再生、中正萬華復

興、東區門戶），長期在地進行市政溝通、協助公民參與、建立

雙向溝通平台、催化都市再生而成立社區規劃師工作室。社區

規劃師工作室除了延續、滾動過往再生行動形成的社群網絡關

係以及地區紮根基礎外，亦肩負政策計畫資訊傳遞、促成公私

部門對話的觸媒平台角色。換言之，係透過深化社區紮根與培

力，建立政府與民眾雙向交流的多元溝通平台。 

2.發展構想：大同再生計畫之市政說明、討論，經營在地社群網

絡，陪伴地區居民，回饋地方意見，促成雙向溝通平台。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昌吉街社區規劃師工作室、迪化街社區規

劃師工作室。 

 



13 
 

 
 

 

 

(十)社政設施建構及老人照顧 

1.現況：建成大樓建物座落於承德路 2段 33號，經本市結構工程

工業技師公會審查，鑑定為高氯離子建物(俗稱海砂屋)，為維

護民眾生命、財產及來往車輛安全，現進行拆除工程。 

2.發展構想： 

(1)建物拆除係為維護公眾安全並活化土地資源，兼顧弱勢族群權

益，原建成大樓拆除後改建為「建成綜合大樓」(社福大樓)，

提供社區鄰里活動空間及本市大同區老人、身心障礙者、兒少、

托育及里辦公室等在地福利設施，實踐針對各類福利族群所強

調促進社會參與、日間照顧等全程、全人福利輸送體系。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建成綜合大樓(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

33號) 。 

 

圖 8 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駐點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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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執行計畫 

針對上述 10 發展計畫之重點策略地區提出執行計畫（各執行

計畫主辦單位一覽表如表 1）： 

表 1各執行計畫主辦單位一覽表 
子計畫 主辦單位 

一、公辦都更標竿計畫 

1. 蘭州-斯文里整宅 更新處 

2. 臺鐵 D1西半、 E1、E2街廓 都發局 

3. 公共住宅存量-明倫國小中繼住宅 都發局 

二、國順景星里社區培力都更計畫 

老屋新用計畫 更新處 

三、建成圓環再生發展計畫 

1. 建成圓環意見蒐集及建物拆除作業 市場處 

2. 地景廣場規劃施工作業 公園處 

3. 建成圓環廣場施工完成後相關論述及使用規劃 公園處 

四、市場改建更新計畫 

1. 大龍國宅及市場更新計畫 市場處 

2. 永樂市場改建計畫 市場處 

五、振興傳統產業及創新產業育成計畫 

1. 臺北市大同特色商圈傳統店家品質提升計畫 商業處 

2. 台北創新中心(CIT) 產業局 

3. 台北數位產業園區(digiBlock) 產業局 

六、綠色交通整備計畫 

1. 圓山轉運站玉門街段 公運處 

2. YouBike場站擴點 交通局 

3. 道路改善計畫 新工處 

4. 迪化街徒步區軸線規劃 交通局/都發局 

5. 388公園興闢計畫 公園處 

七、文化觀光實施計畫 

1. 大稻埕城市博物館 觀傳局/文化局 

2. 大同區文化觀光 觀傳局 

3. 旺台基金會捐贈日新國小藝文中心案 
教育局/都發局/ 

文化局 

八、水岸遊憩景觀計畫 

1. 淡水河藍色水路疏浚 水利處 

2. 藍色水路亮點計畫 公運處 

九、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駐點計畫 

昌吉街、迪化街 更新處 

十、社政設施建構及老人照顧 

1.建成大樓拆除及簡易綠美化 大同區公所 

2.建成大樓拆除後續規劃及施工 社會局/新工處 

3.大同區社區共享(老人共餐)執行計畫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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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辦都更標竿計畫 

1.蘭州-斯文里整宅 

（1）基地位置與面積：基地位於大同國小北側，大同區行政中

心東側及北側，土地總面積 19,389平方公尺（公私土地共

有占 97%、私有土地占 22%、市有土地 11%）。 

（2）任務：透過民眾參與方式，共同規劃未來生活願景，合作

推動地區環境改善。 

（3）規劃構想及策略： 

 配合於大龍街 75號設置社區規劃師工作室，期以長期駐點

方式，調查住戶結構、盤點都市再生資源，並以民眾參與

方式凝聚社區共識、回應在地需求，共同規劃未來生活願

景。 

（4）辦理期程：106年 9月 22日斯文里三期事業及權利變換計

畫報核，俟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通過後辦理拆遷公告

及後續拆遷，以 107年動工為目標。 

（5）經費來源：由住宅基金、都市更新基金支應。 

圖 9 蘭州-斯文里整宅位置示意圖 

2. 臺鐵 D1西半、 E1、E2街廓  

（1）基地位置與面積：E1、É2、D1西半約 4.7公頃。 

（2）任務：本計畫配合都市空間演變趨勢、都市發展與社會經

濟需求，打造臺北市西區的活動新亮點，重新賦予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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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的都市機能與活力，期望於兼顧都市發展與空間脈絡

之情形下，引入飯店管理式住宅、文化、商業、休閒、娛

樂…等新興都會活動，並延續鐵道文化資產歷史意義，以

落實都市土地永續利用之目標。 

（3）規劃構想及策略： 

• 考量土地容受度，界定不同之活動分區，包括高度開發區

（新興開發區）及低度開發區（文化活動區）。 

• 結合周邊歷史文化資產，形塑城市文化再生之核心 

• 新舊開發區融合並存，創造多元活動之機能空間場域 

• 建構地區入口意象，整合都市開放空間 

（4）辦理期程：預計於 107 年中完成都市計畫變更程序，107

年下半年進行建築規劃設計。 

（5）經費來源：無(由實施者負擔)。 

 

 

 

 

 

 

 

 

 

 

 

圖 10臺鐵 D1西半、 E1、E2街廓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3.公共住宅存量 

（1）基地位置與面積：明倫國小中繼住宅 (面積 8,610㎡)、大

橋頭聯開案捷 2(面積 4,150 ㎡) 、雙連 2 小段 208 地號等

54筆土地都更案（面積 6,2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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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務： 

• 配合全市住宅政策，以四年 2 萬戶公共住宅，長期以供給

全市住宅存量 5%(5萬戶)為政策目標。 

• 提供既有公共住宅基地 113 戶、明倫國小中繼住宅 380 戶

以上、大橋頭聯開案分回 47戶、參與都市更新分回 123戶。 

（3）規劃構想及策略：以多元方式增加公共住宅存量，包含老

舊公有出租住宅更新改建、公有土地興建、市有土地參與

都市更新及聯合開發分回房地等方式。 

（4）辦理期程：明倫國小於 106年 3月開工，107年完成。大橋

頭捷運聯開案預定 107 年完工。雙連 2 小段都更案事業計

畫已於 104年 5月 28日核定，尚需由實施者擬定權利變換

計畫報核，配合實施者辦理進度選配房地。 

（5）經費來源：由住宅基金支應。 

 (二)國順景星里社區培力都更計畫 

 老屋新用計畫 

1.基地位置與面積：大同區國順里及景星里。  

2.任務：老舊社區創新規劃新亮點，加速大同區國順里及景星里

的都市再生。 

3.規劃構想及策略： 

（1）透過民間合作機制，建立在地顧問團隊協助媒合有意願屋

主與進駐團隊，並提供社區一定開放空間，以紓緩地區環

境基盤設施不足之議題，作為未來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執

行之基石。 

（2）透過創意行動強化地區發展特質，開啟民眾對於老舊街區

再生的想像，藉此凝聚社區共識並培植輔導年輕族群在地

扎根，為老舊街區注入新力量 

4.辦理期程：於 105、106年完成 2處老屋活化並辦理創意行動，

計畫於 106年下半年於河岸周邊(大同區、萬華區)持續媒合至

少 2處潛力點，共同討論社區型都市再生(或更新策略)，並於

107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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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費來源：由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更新基金支應。 

(三)建成圓環再生發展計畫 

1.基地位置與面積：土地面積 1,732㎡，樓地板面積 2,180㎡。 

2.任務：建成圓環後續朝拆除現有建物重現圓環地景廣場規劃， 

  全案目標 106年 8月 19日世大運開幕前完工。 

3.規劃構想及策略：本府藉由召開 6場座談會廣納地方意見，並 

 設置駐點辦公室及搭配 26次動態地方訪談頻繁拜訪地方意見，  

 再利用方案歸納為（一）府內單位進駐公共使用、（二）公開招 

 標商業使用及(三)拆除恢復圓環地景廣場。經評估未來若朝府 

 內單位進駐公共使用或朝公開招標商業使用方向，兩方案皆有 

 其窒礙難行之困難且非投入經費即可改善，綜合考量後，本府 

 朝拆除現有建物、重現圓環地景廣場方向規劃。本案後續交由 

 本府工務局公園處規劃設計及施工，於設計階段召開 3 次地方 

 說明會，起初民眾意見紛歧且難以執行，經多次與民眾溝通協 

 調後，決定以介紹圓環過往歷史記憶、重現古蹟、著重人文氣 

 息方式為設計方向。 

4.辦理期程：105年 7月 29日與台北圓環股份有限公司約滿後收

回場館，已完成拆除工程作業，拆除後由公園處辦理廣場設計

及施工作業。廣場改建工程於 106年 3月 1日開工，106年 7

月 15日竣工，於 106年 7月 20日舉辦啟用典禮。 

5.經費來源：建物拆除經費及工程由市場處 105年度臺北市市場

發展基金支應；廣場規劃及施工作業由公園處編列 106年度預

算。 

 (四)市場改建更新計畫 

1.大龍國宅及市場更新計畫 

（1）基地位置與面積：位於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347 號哈密街

59巷 38弄 49號及 50號，基地面積 3,577㎡，土地使用分

區市場用地，土地所有權人為臺北市市場處，建物所有權

人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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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務：建物(高氯離子)安全堪慮亟待改建。 

（3）規劃構想及策略：提供安全居住環境及整潔明亮衛生之購

物場所，並利用增加獎勵空間設置社福機構。 

（4）辦理期程：104年拆除建物，105-108年重建工程及住民返

回居住。 

（5）經費來源：由臺北市市場發展基金支應。 

2.永樂市場改建計畫 

（1）基地位置與面積：位於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號，基

地面積 7,823㎡，建築面積 5,221.04㎡，土地所有權人為

市有。 

（2）任務：更新老舊傳統市場，改善整體經營環境。 

（3）規劃構想及策略：永樂市場以嶄新現代化風貌呈現提升迪

化街商圈及周邊大稻埕地區整體發展。 

（4）辦理期程： 

• 104-105年上半年：外牆整修工程設計、施工，4樓臨時營

業場地工程設計、施工。 

• 105年下半年-107年：3樓整修工程設計、施工。 

（5）經費來源：由臺北市市場發展基金支應。 

(五) 振興傳統產業及創新產業育成計畫 

1.台北創新中心(CIT)  

（1）基地位置與面積：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 號，基地面

積 2233.4㎡，土地所有權人為市有。 

（2）任務：致力於打造優質的創新創業園區，建立有效、正向

運作的生態體系。 

（3）規劃構想及策略：打造創新型態的辦公空間，透過誘發每

一位參與者好奇心的機制，讓各產業的單位、各領域的新

創公司、自由工作者，在衝突性交流下找到永續發展的空

間。 

（4）辦理期程：105年 5月硬體陸續進駐裝潢，8月初開始試營

運，105年 12月 8日正式對外開幕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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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費來源：由營運團隊自籌硬體、人事等營運經費。 

2.台北數位產業園區(digiBlock)  

（1）基地位置與面積：位於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3 段 287 號，

基地面積為 9,686㎡，土地所有權人為市有。 

（2）任務：活化利用市有資產，打造數位產業園區。 

（3）規劃構想及策略：透過創新數位科技，結合跨域整合平台

與創新服務的模式，重新定義商業和消費型態，驅動產業

結構轉型和永續發展；並結合捷運圓山站周邊明倫設計基

地、台北創新中心、未來產房及花博園區流行館等逐漸形

成之創新產業聚落。 

（4）辦理期程：  

• 本案刻由進駐廠商進行 A棟及 B棟裝修。預計 106年 11月

完成 A 棟第一階段裝修，陸續提供廠商進駐；107 年 1 月

中完成 B棟裝修。 

• 另本局刻與經濟部工業局洽商於本園區 C 棟設立數位內容

產業辦公室。 

• 預計 107年 4月正式對外開幕。 

（5）經費來源：由會展基金會維管及營運。 

3. 臺北市大同特色商圈傳統店家品質提升計畫 

（1）基地位置與面積：大同區朝陽服飾材料街商圈、大稻埕商

圈、後車站商圈、華陰街商圈、大龍峒商圈、臺北大橋頭

延三商圈、寧夏商圈與圓山商圈共 8 處；木材街(寧夏路)

及打鐵街(興城街)。 

（2）任務：振興當地產業，老舊街區重新包裝再行銷。 

（3） 規劃構想及策略： 

• 整合大同區 8 處商圈，以願景論壇、再生工作室等作為意

見交流社群，協助整合區域內不同商圈之公協會，擬定聯

盟目標與聚落分工方向，使商圈發展切合在地之特色，建

立新大同商圈聯盟社群。 

• 鼓勵各商圈辦理特色商品展售與特賣，發展各商圈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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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如建立北大同之圓山商圈、大龍峒商圈、大橋頭商圈

等為特色飲食聚落，而南大同之朝陽服飾材料街、後車站

華陰街等為手作產業聚落，並跨區促進南北風格融合，帶

動整體街區歷史保存。 

• 找出地方潛力傳統特色店家，進行店面包裝、商品包裝、

視覺設計、商品陳列擺設等行銷改造，並形塑品牌核心價

值，輔導店家建立品牌與核心商品，協助店家面對產業變

化衝擊下提升競爭力，同時成為地方標竿學習模範。並撰

寫專屬品牌故事，以故事行銷包裝特色店家，增加曝光度，

推動行銷活動。 

• 舉辦商圈小旅行深度旅遊，整合商圈特色產業與週邊景

點，推廣特色遊程，進行消費體驗或手作體驗，推介大同

區各商圈之特色、職人文化與工匠手藝，展現大同區的傳

統風華。 

（4）辦理期程：104年 7月至 107年 12月。 

（5）經費來源：由 104-107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六)綠色交通整備計畫 

1.圓山轉運站玉門街段  

（1）基地位置與面積：  

• 圓山轉運站玉門街段：圓山轉運站東側玉門街，停靠區長

度約 90公尺。 

（2）任務： 

• 圓山轉運站玉門街段：擴充圓山轉運站運能。 

（3）規劃構想及策略： 

• 圓山轉運站玉門街段：設置 6席公車停靠區及候車亭。 

（4）辦理期程：圓山轉運站(玉門)於 106年 6月 17日正式啟用。 

（5）經費來源： 

• 圓山轉運站玉門街段：由 105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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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ouBike場站擴點 

（1）現有站點及設站規劃：現有 YouBike租賃站 21站，後續增

設站點規劃情形，係以步行距離 5 分鐘為設站原則，換算

其步行距離約為 350 公尺，故其平均每站服務範圍約在方

圓 350公尺左右。 

（2）任務：令民眾於可接受之步行距離內抵達任一租賃站使用

公共自行車，且達成大眾運輸最後一哩接駁服務。 

（3）規劃構想及策略：設置基準以擴大租賃站服務涵蓋範圍為

設站目標，並就周邊交通使用需求、土地使用、工程施作

及民意共識等整體考量。 

（4）辦理期程：至 106年 9月底設置達 21站，並以 106年底設

置至 23站為目標。 

（5）經費來源：由 104-107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3. 道路改善計畫 

 酒泉街道路改善工程 

(1) 基地位置與面積：酒泉街（環河北路至重慶北路） 

(2) 任務：長度 430m*寬度 15m=面積 6,450㎡ 

(3) 規劃構想及策略： 

• 拓寬人行道及更新鋪面，打造友善人行環境。 

• 植栽綠意融入街道環境，營造綠廊意象。 

• 鋪設透水鋪面，降低熱島效應。 

(4) 辦理期程：已於 105年 4月 8日峻工。 

(5) 經費來源：由 105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4.迪化街徒步區軸線規劃:  

（1）基地位置：迪化街一段(歸綏-南京) 

（2）任務：迪化街一段(歸綏-南京)試辦徒步區交通管制。 

（3）規劃構想及策略：由於當地一直有設立徒步區的聲音，但

未正式申辦徒步區，交通局與大同區公所多次召集當地代

表及各機關，在取得相當共識下交通局自 106 年 9 月每周

日進行試辦徒步區交通管制。經由試辦以了解民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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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協助地方民間團體依法正式申辦徒步區標準作業程序

之前置準備。 

（4）辦理期程：已於 106 年 9 月 3 日起每周日進行試辦徒步區

交通管制。交通局在 9 月份完成試辦交管後，由大同區公

所發收問卷，交通局將移交資料予徒步區自治團體供參，

由其向都發局依法申辦徒步區。9月試辦廣獲好評，由交通

局邀集各單位研商決議試辦至 106 年底(106 年 12 月 31

日)，並請台北迪化商圈發展促進會正式向都發局提出申請

「行人徒步區設置申請」。 

（5）經費來源：106年 9月份起試辦徒步區交通管制所有費用由

交通局其他各項經費預算(含第一預備金)勻支。  

5.388公園興闢計畫 

（1）基地位置與面積：昌吉街 131巷旁，面積 1,600 平方公尺。

私地 13筆（1,503平方公尺）公地 2筆（97平方公尺平方

公尺），地上建物 15間。 

（2）任務：增加本市綠資源面積與市民休憩場所，提升周圍環

境品質。 

（3）規劃構想及策略：大同區是公園綠地人均面積最少之行政

區，藉由公園開闢，不僅可提升公園綠地面積，亦能提供

一處公共聚集並富綠意的休憩場所供民眾使用，拉近人與

人之間的距離，增進社區情感。 

（4）辦理期程：105年先期規劃，106年辦理用地取得及地上物

拆遷補償作業，106-107年辦理設計、監造及施工。 

（5）經費來源：由 105-108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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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文化觀光實施計畫 

1. 大稻埕城市博物館 

（1）基地位置：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區 

（2）任務：以「舊城區復興運動」作為平臺，傾聽舊城區在地

聲音，匯整地方意見，透過觀光傳播局宣傳管道適時行銷

舊城區相關軟硬體建設；並整合文化局位於大稻埕地區之

新芳春茶行、新文化運動館與藝文推廣處之大稻埕戲苑，

推廣大稻埕茶文化、新文化與戲曲文化。 

（3）規劃構想及策略：媒合並鼓勵地方舉辦具在地特色活動，主

動邀約地方組織申請本局觀光補助，協助舊城區相關事務協

調及行銷推廣等工作，並參與市府相關大型活動，包括： 

• 2017台北河岸音樂季、2017歌謠台北音樂會等，將在地文化

及特色融入於大型觀光活動中。 

• 挖掘在地特色，找出屬於在地人事物故事，於《台北畫刊》、

LINE、臺北旅遊網及臺北市旅遊服務中心等管道推播。 

• 結合本市觀光小巴、YouBike 或藍色水路等運具推動綠色觀

光，以達永續觀光之目的，吸引國內外旅客前來，帶動地方

活絡發展。 

• 配合本府「迪化街徒步區軸線規劃」建置觀光景點行人指標；

並於海外宣傳時融入舊城區意象與深厚文化底蘊，向外籍旅

客宣傳舊城區特色，以期帶動並活絡舊城區地方發展。 

• 茶產業生態圈： 

(a)核心館：新芳春茶行 

(b)周邊資源：大稻埕碼頭、有記名茶、林華泰茶行、茶商同業

公會、林茂森茶行、臻味茶苑、東泰茶莊、陳天來故居（原

錦記茶行）。 

• 大稻埕戲苑 

(a)加入大稻埕地區節氣活動一同宣傳。 

(b)持續拓展在地展演，重新建立戲曲與老城區的關係。 

(c)1、8、9樓整體視覺意象及展示內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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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生態圈： 

(a)核心館：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b)新文化史蹟點：蔣渭水紀念公園、靜修女中、江山樓舊址、

春風得意樓舊址、大安醫院舊址、URS27W(蔣渭水基金會)、

蓬萊閣舊址、民眾黨本部舊址、永樂町郵便局、永樂座、

港町文化講座。 

（4）辦理期程： 

• 106 年串聯民間地區大型活動(大稻埕國際藝術節)與本府各

局處活動，於 10月份辦理系列活動並行銷推廣；107年配合

「新文化運動館」10月份開館期程，整合各局處市政成果，

共同行銷推廣。 

• 「新芳春茶行 1、2樓委外經營管理實施計畫」1案提送市議

會審議，預定 107年底前辦理 1、2樓委外經營；3樓由文化

局自行管理。 

• 「新文化運動館」於 106 年上半年進行規劃設計，106 年第

四季發包後配合古蹟本體修復接續施工，預計 107年 10月對

外開放 

• 「大稻埕戲苑展示空間整體規劃及更新勞務採購案」106年 6

月 2 日市長晨會同意本局動支第二預備金，本案已於 106 年

8月 22日決標，預計於 10月進場施作，訂於 12月 8日前完

成以配合相關活動。 

（5）經費來源：觀光傳播局 107 年度預算：由年度編列單位預

算支應文化局 107年度預算 

• 新芳春茶行:營運管理費 650萬元（107年度單位預算） 

• 新文化運動館:古蹟修復 8,354.3萬元（單位預算）、室內裝修工

程 25,299.6萬元（105-107年單位預算）  

2.大同區文化觀光 

（1） 基地位置：大同區全區。 

（2） 任務：以文化歷史推動大同區觀光發展，吸引觀光人潮。 

（3） 規劃構想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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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市場行銷推廣，除加強國內宣傳、補助民間於本區

辦理相關活動，並以「舊城區文化觀光」包裝遊程，鎖定

亞洲觀光客加強行銷，吸引國際觀光客來大同區一遊。 

• 辦理假日免費導覽活動，由資深導覽員帶領民眾深度體驗

大同區歷史文化之美。 

• 於夏季推出「台北河岸音樂季」，舉辦多場大小型草地音

樂會，與在地產業連結，帶動周邊商機。 

（4）辦理期程：每年辦理國內外整合行銷、補助觀光活動。 

（5）經費來源：由 104-107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3.旺台基金會捐贈日新國小藝文中心案 

（1）基地位置：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民小學。 

（2）任務：為提升日新國小學習環境、促進藝術文化推廣及企

業回饋，以利日新國小活用資產並發揚多元文化，培

育人才。 

（3）規劃構想及策略： 

• 地下 1樓為溫水游泳池，供學生教學訓練使用。 

• 1、2樓共 12間多功能教室。 

• 3及 4樓為大演藝廳、5樓為小演藝廳，除提供日新國小優質

的學習及展演環境，亦可提供市民藝術展演之空間。 

（4）辦理期程：107動工，108年興建完成。 

（5）經費來源：由旺台基金會編列預算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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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水岸遊憩景觀計畫 

1.淡水河藍色水路疏浚 

（1）基地位置：大稻埕碼頭及其他本府規劃水域遊憩空間疏浚。 

（2）任務：防洪安全無虞、航道保持通暢、退潮不見淤積。 

（3）規劃構想及策略：善用水岸景觀優勢，結合藍色水路穩定

航班，活化及豐富淡水河岸之觀光遊憩資源。 

（4）辦理期程： 105年完成大稻埕碼頭疏浚。 

（5）經費來源：由 105-107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2.藍色水路亮點計畫 

（1）基地位置：大稻埕碼頭。 

（2）任務：建構本區藍色水路特色與經營環境，營造水岸亮點，

活化水路發展。 

（3）規劃構想及策略： 

• 輔導業者規劃特色航班及提供導覽等附加服務，補助藍色

水路校外教學及市政參訪，制定碼頭使用收費辦法。 

• 籌劃大稻埕碼頭水岸市集，由藍色水路業者申請經營，吸

引人潮接近水岸。 

• 輔導業者闢駛藍色水路新航線。 

（4）辦理期程：105-107年分 3階段進行短中長期計畫。 

（5）經費來源：由 104-107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九) 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駐點計畫 

  (1)駐點位置： 

• 昌吉街社區規劃師工作室(地址: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 61

巷 45號 1樓) 

• 迪化街社區規劃師工作室(地址: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46巷 6、8號 1樓) 

 (2)工作目標： 

   建立市府與民間雙向溝通管道，與在地建立夥伴關係： 

• 協助市民參與市政計畫 

(a)透過社區規劃師工作室提供大同再生計畫圖說、模



28 
 

型、法令諮詢或相關資訊傳遞，協助民眾了解計畫

政策方向並蒐集市民意見。 

(b)第一線政策計畫說明及疑議釐清。 

• 凝聚市民共識，協助公私部門對話 

(a) 研究在地社群脈絡，盤整社區資源，溝通並蒐集市

民意見。 

(b) 透過在地持續陪伴及持續溝通說明，與地方居民建

立夥伴關係，另透過不定期討論，初步整合議題並

凝聚地區共識。 

(c) 透過公私部門討論，建立公私部門對話平台，減少

資訊不對稱狀況下產生之誤解並深化地方發展議

題，並依需求媒介合適資源進入社區。 

• 持續在地陪伴地區居民，深化社區培力 

(a) 持續社區陪伴滾動及地方深耕，回饋至計畫執行

上，逐步建立公私共識，凝聚地區發展願景。 

(b) 透過持續在地陪伴，視地區需要媒合並引入適時、

合宜之相關資源，深化社區培力。 

(3)執行方式： 

• 因地制宜，建構不同層次之溝通協調機制，擴大市民參與，

並透過持續在地陪伴，視地區需要媒合並引入適時、合宜

之相關資源，深化社區培力。 

• 配合工作室區位及在地特性，主動出擊拜訪社群居民與在

地駐點經營社區脈絡並活化工作室空間舉辦小型活動事件

以提升社區居民共識。 

• 以不受空間與時間限制臉書粉絲團宣傳不定時更新資訊並

立即接收民眾意見，擴大觸及範圍及市民參與之協調機制。 

(4)經費來源：都市更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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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社政設施建構及老人照顧 

1.建成大樓拆除及簡易綠化 

（1）基地位置：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 33號 

（2）任務：完成建成大樓拆除及簡易綠化工程，後續交由公園處

維護管理。 

（3）規劃構想及策略： 為維護公眾安全及避免建物日易壞損危及

民眾生命財產。 

（4）辦理期程：106年 3月 2日至 106年 12月 4日。 

（5）經費來源：本府第二預備金 

2.建成大樓拆除後續規劃及施工 

（1）基地位置：承德路 2段 33號，大同區圓環段二小段 407-3地

號等 8筆國、市有土地，面積合計 1,306平方公尺。 

（2）任務：活化土地資源，照顧弱勢族群權益，提供完善福利服

務及建置完備之福利輸送體系。 

（3）規劃構想及策略：透過建成大樓拆除改建為「建成綜合大樓」，

建置含老人、身心障礙、嬰幼兒、少年及區民活動中心之服

務中心，強化本市社福建設及功能，嘉惠大同區居民，達成

照護弱勢族群與高齡者之社會使命與責任。 

（4）辦理期程：107年規劃設計，108-111年施工。 

（5）經費來源：由 107-111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3.大同區社區共享(老人共餐)執行計畫 

（1）基地位置：基地位置：爭取拆除改建之「建成綜合大樓」1

樓 170平方公尺位置(實際情形待大樓規劃設計確認)。 

（2）任務：該據點屆時將成立日托據點，日托據點提供共餐、健

康促進課程及活動、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及日托照顧服務。 

（3）規劃構想及策略：希望透過上述五項服務，另導入該行政區

健康服務中心及聯醫之健康服務，提供在地化照顧及多元活

躍老化服務。 

（4）辦理期程：配合該棟大樓施工期程辦理。 

（5）經費來源：推估 111 年工程完竣，屆時將依當年度公務預算

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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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區溝通協調 

於 104 年 7 月 25 日臺北市政府於大同區日新國小操場舉辦

「大同再生計畫戶外開講」 提出大同區未來 4 年的地區發展建

設計畫，廣邀大同在地議員、里長、居民、社區意見領袖及專家

學者，現場與會人數近千人，運用戶外開講的討論方法開啟市府

與在地居民一起討論大同區再發展的序幕。民眾針對大同區之交

通規劃與建設、居住環境與基礎公共設施改善、商圈產業輔導、

河岸規畫整治等議題提出相關建議，且將其意見納入大同再生計

畫內各項目落實辦理及協調討論，彙集眾人對於大同區未來再發

展的可能性。104 年 7 月亦設立兩處「社區規劃師工作室」(昌

吉街工作室、 迪化街工作室)於大同區協助市政溝通、公民參

與，持續滾動市民意見蒐集建立公私部門對話平台。 
 

 

圖 11 於 104年 7月 25日大同再生開講照片 

 

 

 

 

 

 

 

圖 12 迪化街社區規劃師駐點工作室及昌吉街駐點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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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成果與預期效益 

(一)公辦都更標竿計畫 

透過推動蘭州、斯文里整宅及周邊地區之都市更新，建立社

區居民與市府攜手合作之模式與典範；藉由市府自行擔任實施者

的公辦都市更新手段，改善整宅環境窳陋問題，提升生活環境與

居住品質，並透過分回樓地板面積規劃托嬰托老等公益設施，以

滿足社區需求，亦增設公共住宅之戶數。本計畫 3處公辦都更基

地，強化老舊社區機能，帶動 9 公頃土地再發展；另以公辦都

更搭配中繼住宅為手段，提供 592戶公共住宅。 

 

(二)國順景星里社區培力都更計畫 

本計畫已於 105年執行 2處老屋活化改造，作為引動老舊街

區再生及培力社區之據點，邀集在地民眾及專業團體共同討論社

區議題，兩處老屋新用示範基地自 106年 1 月 14 日啟用迄今，

已成功藉由空間體驗誘發民眾對街區發展的多元想像，並緊密與

週邊鄰里、在地團體與在地領袖緊密合作，協助社區逐步改善生

活環境，並期許未來在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策略推動，皆能與地

區文史、在地生活及發展特色緊密結合。有關老屋新用空間使用

構想及營運計畫說明如下： 

1.大橋 72（地址：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二段 72號）：藉由閒置倉

庫空間整理再利用後，提供社區廚房、社區教室、老人交流與

共食等空間使用，同時作為民眾溝通基地，輔導社區構築符合

地區需求之都市發展及都市再生策略，作為後續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或都市更新之基礎。 

2.大橋 83（地址：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二段 83 巷 16 號）：藉由

於狹小的巷弄中將私有庭院及 2 樓戶外空間開放作為社區農

園，除改善巷弄空間壓迫性外，並將相關農作物回饋予大橋 72

號空間辦理社區共食，形成老屋循環自足系統，達成高齡照顧

與互動之目標。另室內空間則作為社區小展場，不定期進行地

區影像記錄、社區手作及活動成果等展覽，維繫在地生活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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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成圓環再生發展計畫 

為增加基地使用價值，重現大稻埕蓄水池古蹟露出，保留

建成圓環歷史記憶，並提供居民休憩空間，後續規劃朝圓環地

景廣場使用規劃，並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將使建成圓環活化再

利用，並使其歷史定位重新定義。 

在公園處多次與民眾溝通協調後，決定以介紹圓環過往歷

史記憶、重現古蹟、著重人文氣息方式為設計方向。本工程已

於 106年 3月 1日開工，106年 7月 15日竣工。於 106年 7月

20日舉辦啟用典禮。啟用後的圓環除了充滿綠意外，更因蓄水

池的重現、AR新技術運用及噴泉景觀水舞等亮點，讓民眾除了

來這裡休憩之外，還可以使用 AR互動軟體了解圓環的歷史、欣

賞噴泉景觀水舞，亦可讓親子多了一處休閒的去處，且啟用至

今廣受社會好評。 

預期效益: 

1.建成圓環完成後成為大同區綠意盎然的休憩空間 

建成圓環最早可追溯到 1908年，當時是個充滿花香的同心圓式

的七里香花圃，百年來歷經多次興衰，承接著新舊台北的歷史。

本案以「1908年的圓公園」出發，種植了香花植物來營造芬芳

的圓環，重拾往日香氣的記憶，降低周邊道路的干擾，增加景

觀視覺及嗅覺的豐富性。 

2.完整呈現圓環過往歷史 

嶄新的建成圓環將內含「1908年圓公園時期」、「1943年二戰時

期」、「1950年圓環鼎盛時期」、「2003年建成圓環美食館」各階

段的歷史，利用陰刻地坪、古蹟保護牆、座椅牆、玻璃導覽牌

等設施，暗示各時期建成圓環範圍，讓民眾實地尋找並感受建

成圓環的歷史變遷。 

3.首次以創新科技 AR互動技術運用於公園、廣場推廣觀光 

本案以 AR互動技術呈現圓環「舊時期」與「現在」的景象，讓

民眾重溫圓環過往歷史。結合 LBS 尋找圓環周邊地標，搭配圖

文介紹一窺舊時期的景象，並結合拍照功能增進與民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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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場改建更新計畫 

1.大龍國宅及市場更新計畫：透過市場改建，更新老舊傳統市場

環境，改善大龍市場氛圍，增加市場自我認同使來客印象改

觀。藉由提高消費者對全新市場之新鮮感大幅增加場曝光度，

增加市場整體形象，以拓展上班族與國宅青年消費族群，創造

大龍市場全新風貌。 

2.永樂市場改建計畫：為配合大稻埕地區產業發展，使永樂市場

大樓得以嶄新現代化風貌展現，預期將可直接提升市場內經濟

效益，並帶動迪化街商圈及周邊大稻埕地區整體發展。預計各

層樓整修後可帶來消費者 30萬人次/年，營業額 1億 8千萬元

/年(未計入大宗批發業務)，創造市場內 500人次就業人口。 

 

(五)振興傳統產業及創新產業育成計畫 

1.台北創新中心(CIT)： 透過改造原花博公園會館空間，規劃為

推動創新創業的基地，除了公共空間外，空間配置分為「Office 

Unit」、「Coworking Space」、「Makerspace」及「Lobby」四大

區。本案依循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評選方式，徵求具規劃與執

行經驗之專業服務廠商，由 Plan b 建立與營運的 CIT 

(Center for Innovation Taipei) 提供創新型態的辦公空間，

透過誘發每一位參與者好奇心的機制，讓各產業的單位、各領

域的新創公司、自由工作者，在衝突性交流下找到永續發展的

空間。 

2.台北數位產業園區(digiBlock)：透過利用原勞動文化園區空

置空間，並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08次委員會審議，同意

該址作為台北數位產業園區使用。本府規劃台北數位產業園區

作為創新數位科技基地，結合跨域整合平台與創新服務模式，

期以帶動本市數位經濟興起，成為本市驅動產業結構轉型和永

續發展的重要力量。 

3.臺北市大同特色商圈傳統店家品質提升計畫： 

  商圈行銷活動：藉由協助商圈店家意象升級整合商圈產業與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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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景點，推廣遊程及深度旅遊，每年辦理至少 5場次推廣活動。 

(1) 傳統店家改造：將民間創意導入當地街區店家，以店家改造

等方式，邀請店家、品牌行銷專家等參與規劃與執行，幫助

傳統店家轉型。 

(2) 公民溝通平台：為加強民眾與店家間溝通及凝聚商圈共識，

於 105年辦理工作坊 3場次。 

 

(六)綠色交通整備計畫 

1.圓山轉運站玉門街段： 

(1) 於 106 年 3 月竣工，6 月啟用。將轉運站設置於捷運站旁提

高乘客便利性，提供候車民眾較佳之候車環境，提升服務品

質。 

(2) 鄰近高速公路交流道，減少客運繞行距離，紓解臺北市國道

客運轉運設施空間不足之情形。 

2. YouBike場站擴點 

(1) 服務對象：服務各站點周邊 350 公尺內公共自行車使用者，

使民眾於可接受之步行距離內抵達任一租賃站使用公共自行

車，且達成大眾運輸最後一哩接駁服務。 

(2) 社會經濟效益：增設站點區位性質多元化，以符合多元的旅

次活動需求。以運輸場站鄰近站點，提供民眾轉乘接駁使用；

以住宅區鄰近站點，提供民眾通勤與返家；以商業區鄰近站

點，熱絡地方商業活動。 

(3) 財務效益：藉由公共自行車使用率的成長，提升場站收入，

增加每年度營運廠商繳交之權利金。 

(4) 價值：藉由增設站點，提升大同區的運輸服務品質，改善當

地民眾綠色運具使用情形，有效提供公共運具與自行車轉乘

接駁使用，達成跨區往來，活絡市區公共自行車行動路網，

減少汽機車使用、改善空氣品質與交通環境，鼓勵民眾使用

綠色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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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改善計畫 

(1) 達成 104-112 年計畫道路路面改善、人行道鋪面更新及拓寬

之初步計畫，完成路平好行之目標。 

(2) 串聯大同區內行人平整及更舒適的無障礙通行空間。 

    4. 迪化街徒步區軸線規劃: 

(1)協助及敦促地方民間團體主動依法向都發局正式提出「行人

徒步區設置申請」，使其承擔起徒步區發展主導及永續維運的

功能角色。 

(2)打造安全且友善的行人空間。 

(3)促進大眾運輸及步行等綠色運輸方式。 

    5.388公園興闢計畫：增加本市綠資源面積與市民休憩場所，提    

    升周遭環境品質。 

 

 (七)文化觀光實施計畫 

   大同區擁有豐富的古蹟、歷史建物及文化資產，觀傳局以文化

觀光推動該地發展，透過補助民間觀光活動、鎖定亞洲觀光客加

強行銷、固定辦理水岸節慶活動等，活絡當地觀光及在地產業，

預計每年將吸引 35 萬至 45 萬觀光人次及 2 萬名以上自由行國際

旅客到大同區一遊，並打造大稻埕城市博物館成為外國旅客來到

本市前十大觀光景點。為促進文化觀光加強行銷，105年 5月完成

製作「臺北舊城區復興運動」紀錄，在亞洲區及大洋洲等 37國家

共播映 160 次，總計觸及 1.2 億收視人口；2016、2017 台北河岸

音樂季系列活動參與人次總計超過 18萬人次；推廣大同區美食，

出版「味道臺北舊城區」美食書及辦理「舊城美食」講座、 「舊

城美食」小旅行活動；慈聖宮廟埕主視覺設計及攤商統一意象；

設計及推廣特色遊程；製作大稻埕觀光推廣影片、大同區多語版

導覽手冊及大稻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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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水岸遊憩景觀計畫 

1.淡水河藍色水路疏浚：河川疏浚一方面可使藍色公路硬體更加

完善，一方面也可增加河川通洪斷面，維護市民安全，更提供

市民優質之水岸環境，提供民眾親水觀光遊憩資源。 

2.藍色水路亮點計畫：塑造藍色水路亮點，促進水路永續經營及

帶動地方觀光遊憩發展，鼓勵民眾親近河岸及從事水域活動。 

 

(九)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駐點計畫 

    於大同區設立 2處社區規劃師工作室，利用社區規劃師團隊資

源，面對面無障礙溝通，建立公私部門對話平台，貼近地方社群網

絡、長期經營地方議題，讓市政溝通有愛無礙。 

A預期效益 

(1)初期進駐建立信任持續陪伴擾動社區，互動交流。 

(2)將民眾的問題彙整並提供建議給市府，建立市民溝通平台，潛

在促成跨局處討論。 

(3) 透過地方擾動，振興與活化地方街區。 

B 執行成果: 

(1)昌吉街工作室 106 年度至今已辦理 6 場創意行動、2 場對話交

流活動。 

(2)迪化街工作室 106 年度至今已辦理 6 場創意行動、2 場對話交

流活動。 

 

 (十)社政設施建構及老人照顧 

 1.建成大樓拆除及簡易綠美化：  

(1)預計於 106年 12月 4日完成建成大樓拆除及簡易綠化工程，

後續交由公園處維護管理。 

(2)拆除海砂屋建物，以維護公眾安全及避免建物日易壞損危及

民眾生命財產，並活化市有資產之使用效率。 

2.建成大樓拆除後續規劃及施工：改建為「建成綜合大樓」，預

計興建地下 4 層(停車場)、地上 12 層建物，以促進社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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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33 參與，提供大同區完善福利服務及建置完備之福利輸

送體系，包括設置下列服務設施：  

(1)身障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身障者日間照顧服務、身心障礙

者日間活動會所：每年約可提供 18,475人次身心障礙者服務  

(2)老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每年約提供 2萬人次老人服務。  

(3)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每年約可提供 175

位保母媒合及輔導服務與 200人次托兒服務 。  

(4)少年服務中心：每年約可服務少年 8,000-10,000人次。  

(5)大同區公所區民活動中心等：每年約可提供 1,485次之申請。  

3.大同區社區共享(老人共餐)執行計畫:透過成立日托據點，提

供在地化照顧及多元活躍老化服務，每年約提供 2萬人次老人

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