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政府 101 年度施政綱要 

臺北市是中華民國的首都，是臺灣政治、經濟、文化等的領航

者。目前，臺北市是以首都城市的高度，放眼國際，建設臺北市成

為世界級的標竿城市。五都改制升格後，地方治理與城市競爭已出

現了新形勢，也展現了新風貌，在全球化的浪潮中，城市成為國際

競爭的重要節點，市長在連任之後提出了「臺北起飛」的施政主

軸，強調年輕化與國際化的發展願景，藉由臺北松山機場與上海虹

橋機場、東京羽田機場、以及日後首爾金浦機場的直航對飛，發展

臺北市成為「東北亞一日生活圈」的交通樞紐。 

事實上，臺北市在各項國際評比已有卓越的表現：本市的教育

已經連續兩年獲得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以 100 分的滿分成績，

在 140 個城市中，評定為「世界第一」，另外 100 年 2 月該智庫首

度舉辦並公布的「亞洲綠色城市指標」（Asian Green City 

Index），臺北市在環保節能及永續經營上，於 22 個亞洲主要城市

中名列第二，與東京、大阪、首爾、香港等國際城市並駕齊驅。 

臺北市近年來陸續辦理了多項國際性活動，包括 2009 年臺北

聽障奧運、2010 年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以及 2011 年臺北世界設

計大會及設計大展等，均成功展現臺北的軟實力。另外在相關運動

場館軟、硬體建設逐步標準化與建置完備下，成功取得 2017 年世

界大學運動會的主辦權，這不僅是「臺灣的第一次」，也是我國有

史以來舉辦最高層級的運動賽會，更為中華民國體育史，寫下璀璨

的歷史新頁。這是臺北市民的驕傲，也是全國人民共同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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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年，本府賡續以「臺北起飛」為施政主軸，以建設臺北

市成為年輕化城市為目標，實現「市民年輕化」、「城市年輕

化」、「市政服務年輕化」政策，將當前優先推動之重大施政項目

納入 101 年度預算中，包含：「活化淡水河」、「社子島開發」、

「北投士林科技園區」、「大臺北黃金雙子城」、「淡水河曼哈

頓」、「臺北車站雙子星」、「公營住宅」、「捷運建設」、「助

妳好孕」、「一區一老人日照中心」、「雙語城市、e 化學習」、

「規劃興建國際級運動場館」、「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籌建重

大文化設施」、「總合治水」、「路平專案」、「強化監視器及犯

罪資料庫之整合運用」、「人本運輸關懷服務」、「城市旅遊行程

規劃推動城市觀光」等，共計 19 項，並且依據本府長期發展綱

領、公共工程中程計畫等，推動城市再造，創造臺北市發展的新契

機，共同打造臺北市成為一個美麗繁榮、溫暖幸福的國際城市。綜

此，在前述政策架構下，特擬訂本府本（101）年度施政綱要，茲

將本府 101 年度之十三大重要施政目標簡述如下： 

 

 

施政目標 

一、 臺北青年-希望起飛 

(一) 辦理青年創業、留學貸款：針對青年創業、海外留學進修

等，提供相關貸款補助及優惠措施。 

(二) 青年就業新契機：加強臺北人力銀行網站功能，透過臺北

秋葉原的打造以及產業科技廊帶的建立，創造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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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構友善育兒環境：持續辦理「助妳好孕」鼓勵生育政

策，發放育兒津貼、5 歲幼兒學費補助並補助托育機構設置

育兒友善園，推動幼兒園評鑑制度，營造優質安全的健康

學園，規劃幼兒園增班，以擘劃本市幼托整合實施藍圖。 

二、 優質水岸-大河城市 

(一) 落實活化淡水河系政策：持續加強雙城合作，共同整治淡

水河系，改善河川水質，持續督導提升污水下水道用戶接

管普及率、推動污水處理多元化、辦理河面漂流物清除

等。 

(二) 打造淡水河曼哈頓：推動淡水河岸沿線都更，打造具備紐

約曼哈頓形式的區塊，營造河濱主題公園及生態公園，加

強橋梁河岸夜間照明、推動河岸碼頭工程、規劃河岸景觀

大橋及水岸意象空間等。 

三、 一流臺北-一流產業 

(一) 「亞太營運樞紐」：掌握 ECFA 契機，積極推動亞太經貿事

務並拓展國際市場，持續強化國內外行銷招商活動，鼓勵

台商回臺投資及吸引外商資金之挹注，提升「臺北科技走

廊」產業聚落效應，加速完成北投士林科技園區開發等。 

(二) 發展觀光醫療產業：持續推動「臺北市溫泉保健旅遊」、

建構「臺北市觀光醫療暨健康保健中心」，並規劃新北投

地區發展為觀光醫療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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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友善臺北-幸福生活 

(一) 建構老人生活關懷體系：推動一區一老人日間照顧中心，

持續建構多元化且普及化的老人服務措施。 

(二) 增進身心障礙者能力發展與生活重建：結合所有民間機

構、團體，展開新的團隊服務模式，普設日間重建機構，

鼓勵身心障礙者，走出家門，積極參與社會，投入產業經

濟活動。 

(三) 優質創新殯葬文化：完成陽明山第二納骨設施，第二殯儀

館就地整建規劃，提升殯葬服務品質等。 

(四) 城市花園化：持續推動公園綠美化、林蔭大道、花卉景觀

種植及後巷美化等。 

五、 國際臺北-便捷臺北 

(一) 捷運建設：持續推動新莊線東門站至古亭站及信義線東門

站至中正紀念堂站工程，全力推動信義線、松山線工程

等，及機場捷運臺北車站雙子星開發案。 

(二) 持續推動「路平專案」。 

(三) 人本運輸關懷服務：持續建構自行車路網，銜接各運輸場

站及社區，推動低地板公車普及化，汰換老舊公車，並改

善公車站位停靠區無障礙環境設施，極大化低地板公車的

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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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數位城市-資訊起飛 

(一) 無線上網、無限服務：推動本市公共區域免費無線寬頻網

路服務，打造多元化無線寬頻環境，實現「智慧城市、優

質生活」之願景。 

(二) 家家有光纖、戶戶有寬頻：寬頻網路服務是市民幸福指數

之一，是發展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礎建設，也是提升城市競

爭力的重要指標，預計於 2016 年完成全市 80%舖設

100Mbp 以上 FTTH 光纖寬頻到府網路，持續建設新世代台

北智慧城市。 

(三) 24 小時悠遊生活不打烊：以三螢一雲(three screens and one 

cloud)概念，經由建置私有雲進行市政服務整合，透過電

視、電腦、手持裝置等三種管道切入市民的生活，提供市

政服務。 

(四) 「健康照護零距離」健康生活 e 起來：推動市民照護生活照

護計畫，提供市民自主式健康管理服務機制，擴大推動網

路服務模式，籌建全國第一座讓民眾享有科技化遠距健康

生活照護的「智慧城市」。 

七、 健康永續-環保起飛 

(一) 促進綠色能源產業發展：訂定獎勵輔導政策，鼓勵企業積

極投入綠色研發，使本市成為節能減碳之都。 

(二) 低碳節能大作戰：持續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工作及措施，推

動民間企業自主減碳，辦理「臺北市金省能獎」、「臺北

市低碳社區發展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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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北回收總動員：持續加強執行各項資源回收工作及措

施，擴大回收項目，持續辦理廢家具回收再利用等。 

八、 安心臺北-健康生活 

(一) 電子城市安全社區：賡續落實「治安零容忍」政策，推動

「犯罪資料庫-犯罪地圖資訊管理系統」，啟用本市錄影監

視系統，強化偵防犯罪功能，以科技為加速器理念，守護

市民安全等。 

(二) 健全災害防救體系：持續推動總合治水對策，健全傳染病

防疫網絡，推動裝設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加強救護人員急

重症急救處置能力，優化消防車輛之通資訊設備，強化救

災救護指揮派遣等。 

(三) 建構健康安全城市：建置本市救護系統及自殺防治網絡，

推動慢性病防治、三高篩檢、促進長者健康、舉辦「市民

健康卡集點活動」、辦理「安全社區」、「食品安全」及

「公共場所設置體外自動去顫電擊器(AED)」等計畫，營造

母嬰親善支持環境及建構無菸城市等。 

九、 雙語城市- e化學習 

(一) 雙語e教育：國小實施「英語卓越實驗課程」，包含 2 節英

語主題課程及 1 節體育課程或特色課程。推動「一區一英

語村計畫」，設置英語情境中心，提供全英語環境，增進

英語學習效果。中等學校推動國際教育、交換學生，深化

英語、第二外語等世界語言精進課程，提升學生掌握世界

文化與語言能力，落實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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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大 e 化學習：規劃建置臺北市教育雲，發展整合教學與學

習輔助功能的雲端平臺，從學校、家長、學生等使用者的

角度，建構資訊服務及 e 化教材，並精進課程與教學資訊專

業計畫，內容含行動學習實驗計畫 (原電子書包計畫)、E 化

專科教室計畫及圖書館增設教學資源中心。 

(三) 規劃興建國際級運動場館：建置大型室內體育館(大巨蛋)，

並以分眾化經營理念規劃本市第二代運動中心，申辦國際

運動賽會及多元體育活動，舉辦臺北國際端午嘉年華、

2012 年亞洲常青田徑錦標賽等。 

(四) 規劃辦理 2017 年臺北世界大學運動會：成立世大運組織委

員會，著手選手村地點選定及先期規劃，完成六年中長期

計畫，進行場館初檢，汲取各項國際大型綜合性運動賽會

經驗，建置官方網站，規劃辦理國際及國內行銷工作，設

置 2017 年臺北世界大學運動會基金會等。 

十、 臺北品牌-文化領先 

(一)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積極輔導創意聚落及重大文化設施，

構成文創產業的戰略棋盤，成立文創園區，全力推展文化

創意產業。 

(二) 籌建重大文化設施：籌建「臺北藝術中心」、「北部流行

音樂中心」等。 

(三) 文化匯聚中心︰規劃六大發展中心與兩大書院，落實成為

文化匯聚中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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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辦 2016 世界設計之都：申辦世界設計之都可提高臺北市

國際能見度，成為一個具有設計能力，改造都市建設與產

業的首都城市，進而吸引投資、強化經濟發展，造就都市

美學，為各級產業加值。 

十一、 幸福臺北-快樂工作 

(一) 關懷弱勢勞工權益：賡續辦理促進勞工就業、就學及維護

勞工權益等相關措施外，強化勞資爭議調處效能，協助勞

工爭取法定權益等。 

(二) 加強職業訓練與輔導：積極辦理一般及特定對象就業促進

工作，積極辦理弱勢族群多元化職業訓練，落實失業勞工

之技能學習，敦促參訓學員參加技能檢定等。 

(三) 提供更安全之勞動環境：健全職災緊急應變體系，建構職

業安全衛生自主管理網絡，完善營造工程等高風險作業檢

查管理，運用資訊科技服務網路，強化勞動檢查量能等。 

十二、 人權首都-亞太典範 

(一) 落實人權保障：消弭對女性、同志、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族、新移民及其第二代之不平等對待或歧視。 

(二) 加強消費者保護：協助保障消費者之生命、身體健康及財

產安全，維護消費者享受優質商品及服務，免於詐欺、誤

導及不實廣告之權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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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美化更新-再造臺北 

(一) 公營住宅：透過公營住宅興建計畫增加供給量，推動公營

住宅品質改善示範計畫及專業物業管理，提升公營住宅硬

體及管理服務等。 

(二) 綠建築：各行政區選定或打造至少一座「示範綠建築」，

作為城市綠建築地標等。 

(三) 加速都市更新：成立「財團法人臺北市都市更新推動中

心」協助推動都市更新，打造南港四大中心，推動西區

「雙子星帶狀商圈」，構築公館藝術文化生活圈等。 

(四) 市地開發：辦理信義計畫區A15、A18、A20（世貿二館）暨

A25 土地開發，引進民間投資資金，打造建築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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