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1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

臺北市商圈振興計畫
(含東區、天母、艋舺龍山文創、中心新村等及電子支付與空屋稅政策)

一校一冷氣及公共化學前教育政策

內科之心BOT案進度及交通改善

與關渡次分區交通改善方案等

臺北市市長柯文哲
108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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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1 臺北市商圈振興計畫
(含東區、天母等及電子支付與空屋稅政策)



23萬7,523家 13.2兆元

本市公司及商業登記家數 本市公司行號銷售額

10年最高

4年淨增加1.3萬餘家

增幅達6%

107年

30% of Taiwan

較106年增幅5.7%

批發及零售業成長4.29%

住宿及餐飲業成長9.2%

36處商圈組織分布圖

臺北市商圈現況臺北市商圈
振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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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十大商圈鄰近捷運站進出人次變化 (2014年 ~ 2018年)
臺北市商圈

振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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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會議1場
確認推動方式
共識會議1場
確認推動方式

籌備會議2場
擬定發展策略
籌備會議2場
擬定發展策略

方案評估會議2場
確認推動方案

方案評估會議2場
確認推動方案

4/26
商圈
發展
論壇

4/26
商圈
發展
論壇

實體店面因網路興起如何推動轉型及其方向？

臺北商業密集區如何降低空置率？

商圈面臨轉型需求臺北市商圈
振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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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無對空店課徵空店稅
 以輔導方式來提振商圈繁榮

臺北商圈如何因應趨勢制定未來發展策略？

推動臺北商圈
未來發展策略

推動
小組

商業
趨勢

網路
衝擊

因應

地政
財稅

商圈
發展

空置店面應否課徵空店(屋)稅?



臺北市商圈發展五大策略 (Charm)臺北市商圈
振興計畫

6

依據商圈之現況發展需求，進行適性輔導

政府與民間攜手，引領商圈邁向多元化的永續發展



一個再定位

重新再定位

規劃人行系統

強化主題空間

活絡捷運地下街

三個主策略 • 進行12場次設計擾動活動或論壇，提供109年旗艦公共空間再規劃

• 廣場景觀改善9月完成

• 公園景觀改善12月底完成設計，109年施工

• 廣場公園6月起導入城市藝術活動或市集

• 強化地下街為人潮動源
• 地下街出口景觀改善12月底完成
• 地下街廣場5月起安排表演活動

忠孝東區振興計畫：一個再定位、三個主策略

• 大安路一段及周邊之夜間照明美化12月底完成

• 搭配活動封街，逐步推動徒步區劃設

• 標線型人行道5月完成4處、6月完成1處

營造多元商圈臺北市商圈
振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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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導入專業輔導團隊

• 暑假、年底辦理指標型活動

• 發行東區觀光護照



推廣使用電子支付

推廣使用悠遊卡

商圈及店家：每年美食月、年貨大街等超過1,500家

 攤 商 及 夜 市 ： 14 處 市 場 共 702 攤 攤 商 、 8 處 夜 市

共 130攤攤販，提供電子支付

以推廣計畫協助及透過會展活動推廣使用悠遊卡，如

「商圈嘉年華」、「台灣美食展」或「傳統市場節」

 107年底將設置電子支付納入公有市場攤位契約要求

電子支付推動情形臺北市商圈
振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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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業者透過活動，逐步將電子支付概念擴展至本市各店家攤商



議題1-2 臺北市商圈振興計畫
(艋舺龍山文創及中心新村等)



明亮的文化空間
 105年交由文化局經營目前已有２1家店家進駐，

107年參觀人潮達58萬5,924人次

 未來以在地化、年輕化及社企化為主軸，
並扶植店家商業活化

閒置的黑暗角落
 商場動線位置不佳、艋舺公園環境等因素造成
營運狀況不佳

 出現店鋪轉租求利為紅包場等情形，102年6月
閒置關閉成衛生死角

105年以前 106年後

基地營運現況
10艋舺龍山

文創B2



辦理文化導覽、藝文展演等活動，並與
進駐店家合作行銷吸引觀光遊客參觀

與龍山寺地下街商場及在地商圈合作，
邀請萬華在地傳統店家共同辦理文化活動，
推廣萬華傳統文化

於臺北城市博物館-萬華艋舺人文生活場域
計畫中，串連在地商圈、市場、宮廟、文化
館所等資源，行銷萬華觀光與商圈魅力

扶植基地進駐店家

串聯在地商圈團體

整合區域行政資源

基地與在地商圈串聯合作
11艋舺龍山

文創B2



基地未來品牌定位：在地化、年輕化、社企化
12艋舺龍山

文創B2

輕營利社企育成

以合辦方式執行 財務自償率低 財務自償率尚可

空間比例：15% 空間比例： 25%

與社會企業合作，
開拓社會藝術市場

與在地商圈及社群
團體合作，提升區
域文化產業

空間比例： 5%

辦 理 懷 舊 古
物 文 創 市 集 ，
帶 動 觀 光 遊
客人潮。

空間比例： 50%

社會企業及藝術市場

空間比例： 5%

古物市集 在地特色主題

以數位內容、
美學、文創
為主題，扶
植在地創作

教育文化推廣

在 地 文 化
資產保存、
定 期 辦 理
推廣活動

在地文化扶植



中心新村保存再發展專案計畫
為維持場域低度使用，並持續推動眷村
保存工作，透過委託眷村保存團體進行
中心新村眷村文物盤點、原住戶口述歷
史訪調等工作

一期示範區開放參觀
中心新村一期示範區五戶已開放民眾
參觀，並將盤點文物及口述歷史資料
呈現於展區，辦理中心新村自有眷村
文化展

現況說明北投
中心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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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議題北投
中心新村

公民參與平台
108年4月 2 日：再利用願景－核心價值

108年4月12日：文化再生-微型創業、藝術駐村

108年5月10日：商業經營-賣店、文創、餐飲、旅宿

依前述公民參與平台的交流，積極彙
整意見，整合融入設計，並召開施工
前說明會。

●6月底完成細部設計

8月底辦理公開招標

●其他在地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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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北投
中心新村

再利用規劃
五大面向進行空間配置運用

中心新村聚落修復工程
總預算約3.7億，1.4公頃，79戶

第一期：本府自籌0.32億，完成5戶，保溫計畫
開放參觀

第二期：中央款1.14億，約25戶

第三期：本府自籌2.26億，約49戶

110年中旬竣工

111年中旬竣工

1.眷村生活體驗 2.關懷培力

3.環境教育 4.藝文體驗 5.健康療癒



議題2
一校一冷氣 及

公共化學前教育政策



綠校園、節能減碳及智慧校園之多元措施

學校電源改善工程補助，及技師入校評估以建置學校
用電最適契約容量

校園冷氣裝置及汰換等作業流程訂定

教育優先區學校及特教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冷氣
設備由本府補助

冷氣電費採使用者付費為原則，本府補助經濟弱勢學生

整體思維
科學方法

智慧校園

降溫節能
措施

綠校園

打造學生舒適
學習環境

國中小學校教室冷氣一校
一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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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優先區學校及
學生冷氣補助機制

配 合 中 央 推 行 「 縣
市 共 推 住 商 節 電 專
案計畫」

向教育局申請汰換
學校專科教室及公
共空間冷氣設備補
助

由家長會募款購置普
通班教室冷氣設備，
可向產發局申請補助

(一)108-110年完成本市國中小特教班及教育優先區
學校普通班教室安裝冷氣

 特教班-身心障礙資源班(分散式)及其他特教專科教室

 教育優先區學校-參考教育部教育優先區經濟弱勢地區學校

(二)108年度起普通班教室未裝設冷氣學校，冷氣設
備依經濟弱勢生比例補助學校

(三) 108學年度起普通班教室已裝設冷氣學校補助經
濟弱勢學生冷氣電費

 經濟弱勢學生係指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

 每生補助新臺幣3,000元整，每校僅得申請1次。

 經濟弱勢學生係指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

 每生每學期補助新臺幣400元整。

配套措施

策進作為一校
一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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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

111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幼兒
學費補助

補助
向下延伸

幼教托育愛持續
0到12歲一條龍服務

2歲專班 幼托銜接

達151班
2,382名

達44校
提供服務

5歲免學費
3歲、4歲補助

每學期13,660元

達710班
19,872名

達37園
186班

4,719名

公共化幼兒園

非營利公幼 特幼

達40班
320名

朝公共化70%目標邁進
朝特幼公共化100%目標邁進

結合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政策，

完 成 0-12 歲 教 保 服 務 一 條 龍

以國小「校校有幼托」為目標

本 市 在 既 有 政 策
基 礎 下 ， 結 合 中
央 政 策 辦 理 幼 兒
學 費 補 助 ， 減 輕
家 長 育 兒 經 濟 負
擔

達722班
20,064名

達52班
416名

達59園
289班

7,423名

持續精進 學前教育 準公共幼兒園

準公共
幼兒園

約2,000名

約9,450名

臺北版
準公共

臺北市學前教育政策主軸2.0版

公共化學前教育政策公共化學前
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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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歲公共及準公共化未來供給推估公共化學前
教育政策

20

年度 108 109 110 111年

公托(人) 1,570 1,627 1,703 1,998

私托(人) 4,612 4,822 5,032 5,242

居家保母(人) 3,448 3,458 3,468 3,478

托育供給數(人)A 9,630 9,907 10,203 10,718

公共及準公共供給
(人)B 6,943 7,244 7,571 8,039

公共及準公共
使用比例(%)

B/A*%
72.10% 73.12% 74.20% 75.00%



策進作為公共化學前
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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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歲公共化
政策目標

活化校園餘裕空間公共化幼兒園增班

布建公共托嬰設施擴展托育公共化

鼓勵保母、私托、私幼加入準公共，加速公共化

鼓勵私幼申請辦理非營利幼兒園

擴增公共化

提升品質

0-2歲托育政策：公共化75%為施政目標；

2-6歲教保服務：公共化（公幼、特幼、非營利、準公共）
70%為施政目標

擴增公共化托育教保建構生育及養育優質環境



議題3
內科之心BOT案進度
及交通改善



內科之心BOT基地面積約1.75公頃，由民間投資人-宏匯瑞光(股)
公司興建A、B(地上17層、地下3層)、C(地上13層、地下2層)三
棟建物，總地板面積達35,000坪

基地現況

營運規劃

預計109第1季正式營運

與宏匯瑞光(股)
公司簽約

106.5.25 106.12.19

開工典禮

108.4.23

上梁典禮
育成中心命名t.Hub

106.7.27通過都設審

106.12取得雜照建照

內湖高工

原花卉
批發市場

A區

自由
時報 內湖運動中心

產業支援
設施用地
產業支援
設施用地

大港墘公園

捷運港墘站

內科之心內科之心

公共服務
設施用地
公共服務
設施用地

內湖高工

原花卉
批發市場

A區

自由
時報

內湖高工

原花卉
批發市場

A區

自由
時報 內湖運動中心

產業支援
設施用地

大港墘公園

捷運港墘站

內科之心

公共服務
設施用地

內科之心BOT案進度內科
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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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體事業育成中心「t.Hub」面積達6,400坪，將由工業技術研究
院投入營運，將育成智慧城市周邊相關、科技金融、數位文創、
數位旅遊、新型態電子商務平臺等各式創新科技產業

2. C棟建物引進各項支援服務設施，如托嬰中心，以民間多元的經營
創意及企業社會責任投入本公共建設，藉此輔助內科地區產業永續
經營



基地
位置

瑞光路－堤頂大道
往南車道拓寬 (3→4)
107.9.15完工

昏峰行車速率+17%

內湖路－洲子街
往南車道拓寬 (2→3)
預計108.5月施工前會勘

洲子街車道配置調整
往東車道調整 (1→2)
108.4.16完工

短
期

 縮短文湖線班距(85→80秒)

 新增5線快速公車

 104年起滾動式檢討交通狀況

 交通順暢小組即時監控

中
期

 拓寬港墘路(如右圖)

 調整洲子街車道配置(如右圖)

 拓寬成功橋(預計108.11完工)

長
期

 興建捷運環狀線

洲子街車道調整
108.4.16完工

港墘路(洲子街-瑞光路)拓寬
106.12.19完工

內科之心交通改善內科
之心

24

洲子街－瑞光路
往南車道拓寬 (2→3)
106.12.19完工

昏峰行車速率+34%



議題4 關渡次分區交通改善方案



 關渡工業區現已有多家大型廠商進駐，
亦有部分基地刻正開發中，對開發後
所衍生之交通需求，予以研擬因應措施

增闢跳蛙公車、
快速公車或增加
公車班次數

未來針對尖峰時
段 加 強 調 度
YouBike

調撥車道

號誌時制調整

大度路分隔島退
縮改善及設機車
左轉專用道

檢討立德路末
段往北開闢銜
接大業路527巷

提升
大眾運輸
便利性

交通工程
改善

私人運具
管理

聯外道路
開闢

因應
措施

已營運 開發中
COSTCO、和碩辦公大
樓、和信醫院、和碩/
華碩、台電變電站

中華機械大樓、華碩辦公大樓、
慈濟志業中心、吉瑞開發策略
性產業大樓

關渡次分區交通改善方案

停車需求內部化

路邊汽機車格位
收費管理

關渡次分區
交通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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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淡北道路)」
對本市之交通影響及因應對策

本府立場

關渡次分區交通改善方案關渡次分區
交通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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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淡江大橋及淡海輕軌之計畫均已確定
進行下，應審慎評估其建置之必要性

 規劃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之具體方案並
納入承諾事項

 評估對本市之交通衝擊與研擬因應作為

 擴大辦理本市地方說明會，以協調溝通
地方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