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士林再生計畫」實施計畫 

 

 

 

 

 

 

 

 

 

 

臺北市政府 

107年 07月 

  



2 

 

目錄 

一、計畫緣起及目標 ......................................... 3 

二、計畫範圍 ............................................... 6 

三、發展構想及重點策略地區 .................................. 7 

四、重點策略地區執行計畫 ................................... 11 

五、地區溝通與協調 ........................................ 26 

六、預期成果 .............................................. 28 

 

  



3 

一、計畫緣起及目標 

史前原住民時期，士林稱為「八芝蘭」，意思是「溫泉」；明末清

初漢人入墾，約在今日舊街里，後遷移至今慈諴宮周邊，光緒年間普

設私塾，文風鼎盛，遂以「士子如林」而改稱「士林」。士林舊市區因

臨淡水河，故於清朝時期即為北台灣重要聚落，又鄰近高速公路，60~70

年代設置「士林電機」、「士林紡織」和「士林紙廠」等工廠，隨著台

灣製造業外移，擁有陽明山、士林夜市、故宮及士林官邸等豐沛觀光

資源的士林，面臨轉型契機。 

市府於 105年 3月 19日啟動士林再生計畫，重點再生策略包含「公

辦都更引領士林發展」、「臺北科學藝術園區形塑創新知識教育場域」、

「串連藝文觀光亮點交通，打造士林易遊網」、「水綠資源重新規劃，

展現全新風貌」、「發展文創產業，形塑青創廊帶創意氛圍」、「社區規

劃師工作室駐點計畫」等 6項子計畫。 

    作為本市早期發展區，士林面臨建物老舊及公共設施不足等問題，

亟需透過計畫引導再生，因此本計畫達到以下目標： 

(一) 公辦都更引領士林發展 

透過都市計畫變更或都市更新計畫引導大規模私有土地開發，並

以公有土地併同私有地公辦都更，活絡都市機能、提供商業活動、透

過公辦都更分回公共住宅，作為周邊社區更新期間中繼住宅，以公辦

都更帶動周邊社區都市更新，引領士林發展。 

(二) 臺北科學藝術園區形塑創新知識教育場域 

著眼於人本交通，整合科教館、天文館、兒童新樂園、美崙公園

園區動線，促使空間機能再發展，使園區更具一體性，並加強與鄰近

地區之連繫，成為服務民眾的重要文化及休閒育樂據點。  

(三) 串連藝文觀光亮點交通，打造士林易遊網 

透過捷運環狀線第二階段北環段可串連科教館、天文館、兒童新

樂園、美崙公園、士林夜市及士林官邸、雙溪公園至故宮等景點，結

合交通及遊程的整合規劃，發展市民休閒生活，創造觀光收益，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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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交通暨人流壅塞情形，並藉由與淡水信義線之轉乘達到縮短旅程

時間。 

(四) 水綠資源重新規劃，展現全新風貌 

完備水綠休憩設施，打造士林成為綠色城市，營造健康的生活環

境。 

(五) 發展文創產業，形塑青創廊帶創意氛圍 

串連士林創意基地，鼓勵發展文創產業，創造就業機會。 

(六) 成立駐點工作室，深根在地服務 

   成立社規師駐點工作室，盤整地區資源與社群網絡，協助建立市

府與市民的雙向溝通管道，共創士林生活願景。 

 
圖 1士林再生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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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士林再生計畫發展目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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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以行政區士林區為計畫範圍，位於臺北盆地之東北，東

北俱為山嶽、丘陵相接，以名峰七星山為最高，東南有鄰界之大崙

山嶺及大直諸山，西南一帶土地平坦，全區面積 62.3682平方公里，

幅員廣闊，為本市 12 行政區面積最大之區。本區劃分為 51 個里，

包含仁勇里、義信里、福林里、福德里、福志里、舊佳里、福佳里、

後港里、福中里、前港里、百齡里、承德里、福華里、明勝里、福

順里、富光里、葫蘆里、葫東里、社子里、社新里、社園里、永倫

里、福安里、富洲里、岩山里、名山里、聖山里、芝山里、東山里、

忠誠里、德行里、德華里、蘭雅里、蘭興里、三玉里、天福里、天

祿里、天壽里、天和里、天山里、天玉里、天母里、永福里、公館

里、新安里、陽明里、菁山里、平等里、溪山里、翠山里、臨溪里。

目前人口數為 29萬餘人，為臺北市 12行政區人口第 2多之區域。 

 

圖 3士林區行政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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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構想及重點策略地區 

(一) 公辦都更計畫 

1、現況：士林為臺北早期發展地區，聚集了機械、造紙、紡織等

大型廠房，在臺灣經濟發展起飛階段扮演重要角色，近幾年隨

著臺灣製造業外移，工業區舊有廠房需要轉型；另後港及社子

等地區作為本市的早期發展區，目前已面臨舊市區發展飽和、

公共設施不足等問題，亟需透過「關鍵節點」開始，逐步改變

舊市區結構性問題，帶動整體都市再生。 

2、發展構想：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更新計畫引導大規模私有

土地開發，結合公私有土地進行公辦都更，活絡都市機能、提

供商業活動、中繼及公共住宅，引領士林發展。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華榮市場公辦都更案、延平北路警察宿舍

基地公辦都更案、萬寶紡織基地公辦都更案、小西街公辦都更

案、新光醫院及新光資產、社正路警察宿舍公辦都更案等 6 處

都市更新基地。 

(二) 臺北科學藝術園區 

1、現況：士林區主要遊憩觀光資源大多以捷運劍潭站及士林站為

核心，為全市型的觀光景點，部分社教、娛樂等公共設施亦將

陸續進行施工、設計與完成，但本規劃範圍之科教館、天文館、

兒童新樂園、美崙公園園區係屬各自開發。為促使空間機能再

發展，使本園區更具一體性，並加強與鄰近地區之連繫，研擬

臺北科學藝術園區計畫，期盼成為臺北市具有豐富展演、藝術、

科學的綜合區域。 

2、發展構想：「臺北科學藝術園區」範圍內三館一園，除臺灣科學

教育館隸屬於中央單位之教育部所轄外，天文館、兒童新樂園、

美崙公園皆權屬臺北市政府轄管，在整體發展願景的前提下，

規劃內容涉及區域道路交通系統的調整、區域空間介面的整合、

園區內硬體的建置等，需待中央及地方共同合作推展，共創區

域價值。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天文館、科教館、兒童新樂園及美崙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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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觀光發展計畫  

1、現況：在臺北市遊覽觀光景點中，故宮博物院、士林夜市、陽

明山以及士林官邸被票選為外國遊客必來的前十名，足以見得

士林區坐擁豐富觀光資源。另根據本計畫規劃，士林區將再增

加其他旗艦型新興景點，如臺北藝術中心以及整合後的科學藝

術園區(天文館、科教館、美崙公園、兒童新樂園)。 

2、發展構想：觀傳局將整合府內既有行銷宣傳資源，不止對國內、

亦會向國外旅客強力推銷士林景點以及遊程，遊程也會跟旅行

社結合，變成可以上架之商品，帶動士林區之經濟。且為展現

本市提倡綠能公共運輸的成效，並提升國內外旅客來臺北觀光

旅遊服務品質，市府規劃觀光巴士及走動式青年旅遊服務員，

建立士林區友善旅遊環境。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士林區觀光遊憩景點、臺北藝術中心。 

 

(四) 綠色交通建設計畫  

1、現況：士林區主要大眾運輸系統為捷運淡水信義線及規劃設計

中環狀線第二階段之北環段，捷運淡水信義線於士林區設有劍

潭站、士林站及芝山站，北環段路線主要行經士林區之中正路，

並分別於百齡橋頭北側、基河路、淡水信義線士林站、褔林路

口、至善路與故宮路口及北安路與敬業三路口(與文湖線劍南路

站交會)設站，另有多條公車路線聯絡市中心區走廊，為構建便

捷的公共運輸系統，建置多處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及規劃自行

車道，提供優良的綠運輸服務環境。 

2、發展構想：為構建便捷的公共運輸系統，持續檢視需求調整公

車路網、停車空間，擴建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及建置友善自行

車及人行系統，實現安全、永續、有序且以人為本的交通願景。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場站擴點至 36站、道

路及人行步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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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綠資源整備計畫 

1、現況:士林區近年來發展成為臺北重要的觀光遊憩據點，擁

有豐富的水綠資源(如陽明山、雙溪、士林官邸等)，目前

經過盤點尚有部分地區公園亟待更新、雙溪上游山溝及東

吳大學護岸需整治、陽明山地區污水下水道處理系統建置

等。 

2、發展構想:透過公園整體更新規劃，營造在地主題特色，並

納入公民參與進行公園整建，並對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及再

春游泳池周邊環境整體規劃，以改善都市景觀及環境；另

針對雙溪上游山溝為避免護岸遭掏刷而崩塌及東吳大學校

門口較常淹水問題，進行護岸及河道整治，以防止災害發

生；並於陽明山格致路及湖山路附近，建置污水收集及處

理系統，預計完成接管 652戶，以營造優質的休憩環境。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 

   (1)公園更新：美崙公園、忠誠公園、社子公園、天和及

天和一號公園、東和公園。 

   (2)雙溪上游山溝：士林區陽明里(仰德大道 3段 250巷附

近) 

   (3)東吳大學校門口臨溪路護岸及河道。 

   (4)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陽明山格致路及湖山路附

近。 

   (5)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及再春游泳池周邊環境。 

 

(六) 產業發展計畫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先期規劃暨招商作業 

1、現況:目前該園區刻正辦理區段徵收工程作業，預計於 107

年9月及110年6月分別完成2期工程後點交發還抵價地，

供企業投資進駐，其中之科專用地市府經區段徵收取得之

8.4 公頃 T16、T17、T18 等 3 街廓基地，產業局將配合地

政局 109 年 6 月相關科專用地點交期程，規劃於 108 年辦

理招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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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構想: 園區產業發展主軸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及結合周

遭區位優勢與資源，規劃將以「智慧健康照護產業」及「數

位技術服務」作為產業為發展主軸，並以 T16、T17、T18

市有科專用地作為「智慧健康醫療科技應用」示範基地，

引進如：AI、機器人、生技、數位醫療、資通訊等高端技

術相關產業，並以服務創新為導向，帶動其他潛力產業的

擴展，輔以土地使用彈性機制，期帶動其他潛力產業的擴

展，吸引旗艦企業進駐，帶動周邊支援性產業發展，型塑

園區發展亮點及強化產業發展功能。 

3、推動重點策略地區: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圖 4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產業發展主軸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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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點策略地區執行計畫  

(一) 公辦都更計畫 

1、華榮市場公辦都更案 

  (1)基地位置:位於美崙街 49 巷南側與華聲街西側，土地面積約

3,090 平方公尺，現況為超級市場及市立圖書館，建築物經

鑑定為海砂屋。 

  (2)規劃構想及策略：由本府自行實施公辦都更，更新後提供超

市、圖書館、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日托

據點、樂齡教室、停車場、公共住宅等設施。 

  (3)辦理期程：105 年辦理劃定更新地區、擬定事業計畫，106、

107年進行事業計畫審議及拆除工程，107年動工。 

  (4)經費來源：由都市更新基金支應。 

2、延平北路警察宿舍基地公辦都更案 

  (1)基地位置:位於延平北路 5段 257巷、葫蘆街 135巷、延平北

路五段 285 巷及延平北路五段 285 巷 4 弄所圍之街廓範圍

內。 

  (2)規劃構想及策略：提供警消宿舍、集合住宅、托兒所、托育

中心與區民活動中心、老人日間照顧，帶動周邊社區都市更

新。 

  (3)辦理期程：106年辦理擴大劃定更新地區，107年辦理都市更

新審議作業；預計 107年底動工至 110年底完工。 

  (4)經費來源：由都市更新基金支應。 

3、萬寶紡織基地公辦都更案 

  (1)基地位置:位於中山北路五段東側與中正路南側交界處，鄰近

捷運士林站與士林官邸，約 8,418 平方公尺，現況為加油站

及餐廳。 

  (2)規劃構想及策略：都市計畫變更回饋土地規劃作為青創基地

及故宮前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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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期程：105 年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及

回饋事宜；106 年至 107 年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市府取得回

饋土地。 

  (4)經費來源：經費由實施者負擔。 

4、小西街公辦都更案 

(1)基地位置:位於基河路東側且緊鄰士林市場西側，鄰近承德公

園與百齡高中，面積約 3,300平方公尺。 

  (2)規劃構想及策略：提供住宅及公共住宅，作為周邊地區都市

更新中繼基地，帶動周邊社區都市更新。 

  (3)辦理期程：105~107年辦理產權清理作業，108年度起辦理招

商。 

(4)經費來源：經費由實施者負擔。 

5、新光醫院及新光資產 

  (1)基地位置: 位於文昌路、中正路、基河路及美崙街之間，鄰

近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及美崙公園，土地面積約 44,500

平方公尺，新光資產基地現況為公車調度站、空地、及汽車

展售；新光醫院自 81年建院至迄今。 

  (2)規劃構想及策略：新光醫院透過通盤檢討變更都市計畫為特

定專用區（供醫療使用）提升地區醫療服務品質；新光資產

暫無開發計畫，未來仍須符合地區所需留設人行系統及開放

空間。  

(3)辦理期程：106年至 107年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程序，108年辦

理環境回饋並視本府相關政策所需完成相關回饋規定。 

  (4)經費來源：經費由實施者負擔。 

6、社正路警察宿舍公辦都更案 

  (1)基地位置：位於社中街以北、社正路以南所圍街廓範圍內。 

  (2)規劃構想及策略：考量本案尚未逾報廢年限，故本案由警察

局辦理修繕作業。 

  (3)辦理期程：107年由警察局辦理後續修繕工程作業。 

  (4)經費來源：經費由本府警察局編列預算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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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科學藝術園區整體計畫 

1、縫合天文館、科教館、兒童新樂園、美崙公園間道路 

  (1)基地位置：天文館、科教館、兒童新樂園、美崙公園間道路。 

 
圖 5臺北科學藝術園區整體計畫圖 

  (2)規劃構想及策略：縫合天文館、科教館、兒童新樂園、美崙

公園間道路，營造三館一園入口意象。 

  (3)辦理期程：106-108 年縫合天文館、科教館、兒童新樂園、

美崙公園間道路，並辦理路面更新工程。  

  (4)經費來源：本府自籌及教育部補助。 

2、美崙公園-天文館縫合計畫、科學天空步道串聯計畫、溼地公園

暨大客車停車場興建工程、校園圍牆暨道路人行道生態化工程、

智慧型路燈及共桿設置工程、園區識別導覽指標系統建置、周

邊人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等。 

  (1)基地位置：臺北科學藝術園區周邊區域。 

  (2)規劃構想及策略：營造三館一園整體意象，打造教育、娛樂、

生態多元智慧園區。 

  (3)辦理期程：107-110年分年度持續辦理。 

  (4)經費來源：本府自籌及教育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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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環段都市計畫暨 TOD作業 

(1) 基地位置：環狀線北環段路線經過士林區係沿中正路設站，

分別於在百齡橋(Y24)、基河路(Y25)、捷運淡水線士林站(Y26

可轉乘)、福林路(Y27)及力行街(Y28)等交叉路口附近設置捷

運站。 

(2) 規劃構想及策略：捷運環狀線全線橫跨臺北市與新北市之行

政轄區，包括文山、新店、中和、板橋、新莊、五股、蘆洲、

三重、士林及中山等 10個行政區，並可串聯已通車營運之捷

運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淡水信義線、文湖線、

桃園國際機場捷運線等 6條捷運線，以及施工中之萬大-中和

-樹林線第一期路線及安坑線等 2條捷運路線，計 8條捷運路

線。因此，環狀線為兼具服務環狀運輸走廊及轉運輻射捷運

旅次之捷運路線，轉運路線將擴及信義線、南港線、松山線

及民汐線，已涵蓋臺北都會區所有捷運路線，將可有效提高

捷運系統之可及性與機動性，故辦理捷運相關設施所需用地

之變更都市計畫作業，以利捷運用地之取得，俾利後續捷運

工程之推動。 

(3) 辦理期程：107 年 6 月 21 日通過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28

次委員會審議，預計於 107 年底通過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 

(4) 經費來源：本府自籌及中央補助。 

 

(四) 文化觀光發展計畫 

1、士林區旅遊觀光景點提升計畫 

  (1)基地位置：士林區觀光遊憩景點 

  (2)規劃構想及策略：本府整合資源，規劃執行雙層觀光巴士計

畫，並於 106年 1月 18日啟航營運，其藍線路線由臺北車站

出發，行經士林地區之捷運劍潭站(士林觀光夜市)、士林官

邸，後抵達國立故宮博物院，車上並搭載中英日韓語音導覽、

中英日韓摺頁，以提供國內外旅客多元體驗，遊覽士林、認

識士林。104 年至 106 年執行旅館業改善公共安全設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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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升無障礙空間環境計畫，並協助完成旅館業者改善旅館

室內防火設備，以及新增無障礙廁所設備。維護及更新士林

區 22 座觀光導覽地圖牌及 60 座觀光景點行人指標。辦理士

林走動式青年旅遊服務員，以推廣本市觀光。 

  (3)辦理期程：已辦理完成。 

  (4)經費來源：本府觀傳局年度預算。 

2、臺北藝術中心興建及營運計畫 

  (1)基地位置：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 794 地號，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為機關用地，位於捷運劍潭站正對面。 

  (2)規劃構想及策略：北藝中心包含 3 個劇場，展演反映當代意

識與創新精神的表演節目，劇場的規模將補足北臺灣劇場最

缺乏的區塊，符合國際趨勢與規格的專業設備將，提供作品

從內涵到演出形式創新實現的可能。透過嶄新的策展思維、

打破空間的既定模式，以「空間跨界、實驗創新、多元科技」

為核心主軸建構出「Play Different」為號召的營運理念。

在「Play Different」的定位下，透過在地全面向的人才培

育以及團隊與市場的全方位多元服務，銳意建立全球化的國

際交流網絡，以策劃兼具市場及藝術性的優質節目等面向進

行場館的營運規劃，並建立完善且具彈性的經營模式，從而

擴散市場，累積影響力，建構為未來藝術環境的創意基地。 

  (3) 辦理期程：原預計 106年完工，107年 7月開幕營運，惟施

工廠商因營運不善，宣布倒閉，影響原訂開幕時程，為儘速

推動，先由捷運工程局(東工處)完成外牆工程，其餘接續工

程由工務局(新工處)辦理；目前東工處已完成接續工程(第一

標)外牆工程發包作業，廠商已進場施工；新工處已完成接續

工程(第二標-昇降設備工程)，另接續工程(第二標)細部裝修

及景觀等工程尚辦理招標作業中，預計 107 年 8 月完成招標

作業。 

  (4)經費來源： 

因施工廠商倒閉需重新辦理發包作業，經費來源如下： 

A. 本府文化局原編列臺北藝術中心興建工程施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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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代辦機關本府捷運局東區工程處押提已倒閉施工廠商理

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履約保證、預付款還款保證及利息等

金額。 

C. 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編列之臺北藝術中心前地下連通

道改善美化工程施工預算。 

 

(五) 綠色交通建設計畫 

1、YouBike場站擴點 

  (1)基地位置：已完成 YouBike租賃站 36站站點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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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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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規劃構想及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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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程：已於 106年底完成全市 400站之目標。 

  (4)經費來源：交通局已編列 104至 108年連續性預算支付。 

2、道路橋梁改善、新闢、拆除及建築工程 

  (1)基地位置：包括至善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拆除文林福國人

行陸橋，道路維護工程 10條，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及中正高

中室內游泳池新建工程。 

  (2)規劃構想及策略：透過道路維護及人行環境改善工程，提升

或改善其周邊公共工程基礎建設，除可增進民眾行車安全便

利外，亦可美化市容景觀，以達成「友善」、「永續」及「人

本」之概念。 

  (3) 辦理期程：至善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已於 105 年 8 月 17

日竣工。拆除文林福國人行陸橋及福林人行地下道：文林福

國人行陸橋拆除工程已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竣工；福林人行

地下道已於 105年 5月 24日完成存廢評估，決議保留。道路

維護工程 4條：菁山路 72巷及 110巷、中山北路 7段 190巷、

雨農橋及至誠路 1 至 2 段道路已竣工道路維護工程 6 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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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西路 22 巷因台電公司延至 106 年 10 月底完成纜線下地作

業，故配合接續施工，已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完工、美崙街

152 巷已於 105 年 5 月 30 日完工、延平北路 5 段 244 巷 21

弄已於 105年 5月 24日完工、天母北路 101巷已於 105年 7

月 21日完工、通河東街 1段 6巷已於 105年 12月 25日完工、

雨農路 100巷已於 105年 7月 29日完工。 

  (4)經費來源：由本府新工處 105 年度人行道改善工程、105 年

度道路改善及維護工程、本政府警察局及教育局等預算項下

支應。 

 

(六) 水綠資源整備計畫 

1、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及再春游泳池周邊環境之整體規劃(原劍潭濕

地公園計畫) 

  (1)基地位置：包含劍潭青年活動中心、中山北路 4段至中山橋、

再春游泳池及通河街 2巷等周邊環境。 

  (2)規劃構想及策略：藉由改善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及再春游泳池

周邊環境，以提供民眾休憩使用，提高生物多樣性，增加鄰

近社區互動，減少視覺死角，提升環境安全性。 

  (3)辦理期程：已於 105 年 11 月 22 日完成整體規劃，106 年 2

月 10日完成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4)經費來源：無(救國團辦理)。 

2、社區公園更新 

包括美崙公園、忠誠公園、社子公園、天和及天和一號公

園、東和公園等，改善都市景觀及休憩環境。 

  (1)美崙公園 

A.基地位置：基河路與美崙街交叉口。 

B.規劃構想及策略： 

a.主題特色：園中水主題、波主題、數理主題、兒童科學

遊戲城等各具特色科學遊具設施，使美崙公園博得科學

公園的稱號，提供一個小小科學家們最佳的遊戲及學習

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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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規劃構想及策略：保留並強化原有科學教育功能，現有

大草坪美化為太陽草坪，並創造科學教育意象，原有步

道重新塑造為美崙大道。 

c.預期效益：公園內現有科學遊樂設施極具教教育意義，

期於本公園更新後，重塑與社區周邊兒童新樂園、國立

科學教育館、臺北市立天文教育館及整體環境的鏈結空

間，成為提供民眾兼具教育、趣味、休閒、遊憩的多元

化公園。 

C.辦理期程：本工程於 103 年 10 月 1 日開工，104 年 11 月

18日竣工。 

D.經費來源：由本府公園處 102-104年編列預算支應。 

(2)忠誠公園 

A.基地位置：中山北路 6段與忠誠路口 

B.規劃構想及策略： 

a.主題特色：以音樂為主題，營造一個隨著音樂律動的綠

色舞台。 

b.規劃構想及策略：以音樂為規劃主軸，設置音樂水景廣

場、活動草坪、環園琴鍵步道、主題公廁等，配合周邊

都市景觀及整體風貌更新，重塑具都會感及優雅新風

貌。 

c.預期效益：本公園為進入天母地區的入口地標，周邊環

境屬商辦、都會性質，透過本更新工程為在地打造以音

樂及藝術為主題的生活環境，以期將本公園打造成為兼

具都會與鄰里溫馨氣息的綠色舞台，創造天母入口新地

標。 

C.辦理期程：本工程於 104 年 8月 28日開工，105 年 5月 2

日竣工。 

D.經費來源：由本府公園處 104-105年編列預算支應。 

(3)社子公園 

A.基地位置: 永平街 20巷及 80巷間。 

B.規劃構想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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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題特色：社子公園內有數量可觀之優型椰子樹，故運

用呼應椰子樹的熱帶風情為主題，打造社子公園成為「椰

林公園」。 

b.規劃構想及策略：整合社區既有文化與導入新的創意概

念，並塑造出可容納各種活動的使用空間，使公園能與

社區民眾產生更緊密的連結。 

c.預期效益：結合「生態、社區、文化」三個向度，使社

子公園成為具有地方特色、多元活動、生態價值的現代

化鄰里公園。整合社區既有文化與導入新的創意概念，

並塑造出可容納各種活動的使用空間，使公園能與社區

民眾產生更緊密的連結。 

C.辦理期程：本工程於 104年 10月 7日開工，105年 9月 17

日竣工。  

D.經費來源：由本府公園處 104-105年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4)天和及天和一號公園 

A.基地位置：天母東路 69巷旁。 

B.規劃構想及策略： 

a.主題特色：以「芝蘭、番井、流水吟」為主題之都市亮

點公園。 

b.規劃構想及策略：番井沸泉是當地文化的起源也是歷史

的源頭，至今約 300 年，是本市市定古蹟，源源不絕的

泉水也訴說著天和公園的傳承更新，整體規劃概念以水

文為主軸，結合基地的人文歷史與生態系統，提供民眾

都會區少有的自然生態公園。 

c.預期效益： 善用區域資源，重新赋予老舊公園新主題、

新生命，因應都市化氣候變遷，朝水土保持等減緩強降

雨影響與微氣候之機能邁進，以通用設計理念為設計基

礎，創造符合多數人的使用需求空間，從改善基地跟本

『水廊道』問題著手，並赋予環境教育與活動交流之場

所，使本公園成為天母水廊道生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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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辦理期程：本工程於 105年 11月 4日開工，已於 106年 6

月 29日竣工。 

D.經費來源：由本府公園處 104-106年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5)東和公園 

A.基地位置：中山北路七段 14巷旁 

B.規劃構想及策略： 

a.主題特色：以「玉潮溯源、古天母」為主題之都會中的

自然公園。 

b.規劃構想及策略：以玉潮坑溪廊道特色為主軸，結合地

區歷史發展歷程、地區紋理與公園之連結互動，創造生

活、休憩、保育之親水活動環境。規劃合宜之活動使用

範圍，加強與社區之環境介面串聯，復育自然生態環境。 

c.預期效益：因應市民對公園綠地使用需求，老舊公園的

改變是市民的期待，將朝向通用化設計進行，突顯公園

主題特色並注入新元素，活化舊有公園使用機能，並著

重公園保水及植生環境改善，期能賦予本市老舊公園新

風貌。 

C.辦理期程：本工程於 105年 9月 14日發包，105年 11月 4

日開工，已於 106年 10月 17日竣工。 

D.經費來源：由本府公園處 104-106年編列單位預算支應。 

3、雙溪整治計畫 

 (1)士林區雙溪上游山溝改善 

 A.基地位置：仰德大道 3段 250巷 

 B.規劃構想及策略：士林區雙溪上游(土石流潛勢溪流北市

DF021)，因通水斷面狹小，局部區段邊坡土層崩落阻礙通

洪，故針對山溝阻塞進行改善。 

 C.辦理期程：本工程業於 105 年 7 月 5 日開工，105 年 12

月 30日完工。 

 D.經費來源：本府大地處 105年度水土保持工程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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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污水下水道管網工程 

A.基地位置：湖山路一段以南、紗帽路以東、陽明路一段以

西、愛富三街以北區域。 

B.規劃構想及策略：陽明山格致路及湖山路附近地區污水納

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包含污水壓力管、分管系統及 1

處揚水站，完成後預計收納中山樓、中國麗緻飯店、陽明

山觀光遊客之生活與遊憩污水及當地住戶約 652 戶的家庭

污水。 

C.辦理期程：105 年 2 月 18 日開工，預計 108 年 1 月 22 日

完工。 

D.經費來源：由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年度分管網工程項下支

應。 

 

(七) 產業發展計畫 

1、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依「變更臺北市基隆河以東、雙溪南北兩側地區主要計

畫為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案（區段徵收範圍)」劃定開發範圍，

包括雙溪、基隆河以北，磺溪以西，福國路延伸段以南，承

德路以東、文林北路以西所圍區域（其中中正高中、文林國

小、堤防用地及洲美快速道路已徵收且都市計畫未變更使用

部分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開發總面積 94.38公頃，科技產

業專用區面積 25 公頃，其中市有科專用地為 9.76 公頃，將

由產發局代地政局辦理招商作業，作為園區科專用地開發示

範基地，吸引廠商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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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範圍航照位置圖 

(2)規劃構想及策略 

A.成為臺北市下一個產業發展引擎 

                延續臺北科技走廊能量，提供科技產業發展腹地。 

B.智慧健康醫療產業發展基地 

    因應國際高階健檢、醫美、外科手術等國際觀光醫療

商機及未來人口高齡化需求，結合鄰近園區、醫學中心豐

沛技術與資源，及科技廊帶能量，協助建構園區健康生活

及長期照護功能。 

C.打造未來科技實驗應用示範點 

    引入智慧城市概念，打造生活、生產與生態結合之園

區，展示新技術與提供解決方案。鼓勵研發端與使用端之

串接，相關數據可作為雲端產業、穿戴式產品與大數據之

實驗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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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規劃構想及策略 

(3)辦理期程 

       產業局已於 103年 11月 21日辦理「臺北市北投士林科

技園區產業主軸暨開發先期規劃」委託服務案，並業於 104

年 12月完成「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先期規劃工作，並於 105

年 2月 4日簽奉市長核定由產業局代地政局辦理地上權設定

招商作業，後續招商相關作業產業局將配合地政局案內 T16、

T17、T18科專用地交付期程(地政局已規劃於 109年 6月辦

理用地交付)，規劃於 108年啟動招商作業。 

(4)經費來源 

      「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產業主軸暨開發先期規劃」

委託服務案係由產業局編列單位預算方式且辦理完成，後續

招商作業所需經費，因產業局係代辦機關，故經費擬由地政

局「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支用，規劃將於今(107)年

度依程序簽報動支所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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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母、承德觀光產業發展改善計畫 

(1)天母商圈 

 A.基地位置：以南至中山北路六段德行東西路口、北至中山

北路七段、西至天母西路磺溪、向北為天母北路，向東至

天母東路、東山路口為主要區域。 

 B.規劃構想及策略：持續藉由輔導台北市天母商圈發展協會

舉辦天母商圈萬聖節「天母搞什麼鬼」活動，吸引大量觀

光人潮聚集增加商機，並促成天母商圈店家與鄰近百貨之

合作共榮，形成地區特色慶典；另以異國餐廳及進口舶來

品精品店為重點發展特色，打造天母為特色異國風味商

圈。 

 C.辦理期程：105年至 107年 

 D.經費來源：臺北市提振商圈產業商機補助計畫經費 

(2)承德汽車商圈 

 A.基地位置：以承德路 4段到 7段兩側為主要區域。 

 B.規劃構想及策略：輔導引進日本 JAAA 鑑價協會中古車鑑

定技術，建立商圈之二手車公開透明鑑價制度，提升消費

者購買二手車信心，打造承德為「安心」、「放心」、「開心」

三心二手車商圈，另持續輔導台北市承德汽車商圈發展促

進會辦理「承德好車嘉年華」，以高品質優惠價格，吸引

想購買二手車的民眾前來消費。 

 C.辦理期程：105年至 107年 

 D.經費來源：臺北市提振商圈產業商機補助計畫經費 

3、士林夜市商圈觀光產業發展改善計畫 

(1)基地位置:士林夜市 

(2)規劃構想及策略： 

 A.凝聚士林夜市商圈共識：士林夜市商圈內因街區眾多，依

今（104）年基礎盤點結果，約有店家 757 家、攤販 597

家及士林市場攤商 334家，整體行銷意象不易凝聚，若透

過專案輔導機制，協助在地商家統合，引導創新創意經營

思維，當整體意象營造成功時，除讓觀光客對於士林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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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有更鮮明具體之印象，亦能吸引新創業者、創意工作

者或文史工作者進駐士林夜市商圈，引入新活力，形塑觀

光產業聚落氛圍。 

 B.協助商圈店家行銷升級：士林夜市商圈擁有高知名度，若

善用新科技將士林夜市商圈的意象加以包裝改造，可以提

供市民或國內外遊客一番新感受體驗，除透過輔導機制協

助店家運用科技化行銷工具外，並可效法國外知名景點推

廣方式，建置士林夜市街區專屬網站，有系統地將士林夜

市商圈內重要的亮點資訊蒐整並予以數位化，提供旅客即

時且正確之訊息，以有效推廣地方特色。 

 C.辦理期程：辦理期程：本案業於 105年 11月 25日獲經濟

部同意結案，關於士林夜市商圈之觀光產業發展，未來將

持續開放商圈自理組織申請「臺北市提振商圈產業商機補

助計畫」。 

 D.經費來源：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 600萬及本府配

合款 1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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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區溝通與協調 

隨著都市再生計畫的推動需要廣納民眾意見，本府重新啟動社區

規劃師制度，以社區規劃師工作室計畫進行長期地區扎根。推動內容

包括盤整士林社區資源，溝通並蒐集民眾意見，期與地方居民建立夥

伴關係，透過定期討論，凝聚地區共識；透過公私部門討論，深化地

區發展議題，並依需求媒介適當資源協助；藉由地方持續滾動及地方

深耕，逐步建立公私共識，凝聚士林區發展願景，至 106 年底，完成

階段性地區意見蒐集任務。 

另本府 107 年起透過 1 行政區 1 自主更新諮詢工作站之設立，持

續達到地區型之溝通平台。 

(一) 駐點位置 

中興街社區規劃師工作室 

 鄰里經營型：兼具主動出擊拜訪社群居民與在地駐點並活化工1、

作室空間舉辦小型活動事件以提升社區居民共識。 

2、 駐點經營時間：105年 3月 16日至迄今持續經營中 

(二) 任務內容 

1. 協助公民參與市政計畫 

(1) 參與協助本府相關計畫說明會。 

(2) 第一線政策說明及疑義釐清。 

(3) 工作室圖說、模型、法令諮詢或相關資訊轉遞。 

2、凝聚市民共識，協助公私部門對話 

(1) 研究在地社群脈絡，蒐集市民意見。 

(2) 辦理在地工作坊，初步整合發展議題。 

(3) 促成公私對話，深化發展議題並協助市民自主提案。 

(4) 蒐集、整理地區研究資料及檔案文獻（包括期刊、論文、

地方誌、文史資料、研究調查報告、統計數據、專書、或

其他相關資料）及辦理歷次與民眾對話之成果，並以「地

方生活圈」或「次分區」之空間尺度，綜整各分區之關鍵

議題、因應之再生或空間操作策略。 

(5) 工作執行期間與民眾對話過程應整理做成紀錄，供各階段

對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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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陪伴地區居民，持續深根社區營造培力 

(1) 以社區營造角度進入社區，協助地區居民觀察生活環境及

擴大議題探討，增加市民對公共性的想像。 

(2) 媒介社區營造相關資源，協助市民推動社區營造，持續陪

伴地區居民，深化社區培力。 

(3) 團隊應與「臺北市社區營造中心」及社區營造相關團隊或

本府相關單位合作，擴大民眾參與。 

(三) 執行方式 

 以委辦案方式徵求社規師工作室經營團隊，透過初步地區資源1、

與社群網絡盤整，協助建立市府與市民的雙向溝通管道，並長

期陪伴引入適當資源協助社區培力。 

 透過社區規劃師團隊在地扎根，長期陪伴社區建立夥伴關係，2、

並協助蒐集、深化地區意見。並透過辦理工作坊、導覽活動等

各種公民參與相關之活動凝聚地方居民共識。  

 透過臉書即時更新工作室經營情形、活動事件資訊與相關市府3、

計畫資訊並立即接收民眾意見，透過不定期隨時分享資訊，擴

大觸及範圍並提供市民參與之協調機制平台。 

(四) 經費來源 

本案由都市更新基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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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期成果 

(一)公辦都更計畫 

  1、引導閒置土地開發，帶動士林發展：辦理 6處以上基地公辦都

更，提供公共住宅、大客車停車空間，及都市發展所需商業機

能空間。 

  2、提供公共住宅，鼓勵都市更新：提供近 400戶公共住宅，供周

邊社區都市更新期間居住選擇，帶動都市更新，並協助年輕世

代安居士林。 

(二)臺北科學藝術園區 

 透過園區環境整體打造、展場型態及展示內容更新，強化學

習內容的多元化與便利化，並且有效提供民眾終身學習的場域，

扮演以「科學教育」為主題的國家級示範基地。 

 (三)北環段都市計畫暨 TOD作業 

  配合捷運環狀線全線橫跨臺北市與新北市之行政轄區，並串

聯已通車營運之 6 條捷運線，以及施工中之 2 條捷運路線，計 8

條捷運路線，未來有效提高捷運系統之可及性與機動性。 

(四)文化觀光發展計畫  

  1、完備遊程規劃及交通整合，打造友善易遊環境：規劃執行觀光

巴士、協助旅館業者逐年提升設施環境，維護及更新導覽地圖

牌及行人指標，增設旅遊借問站，辦理走動式青年旅遊服務員

等提升國內外旅客來臺北觀光旅遊服務品質。 

  2、串聯藝文設施，發展創意產業：打造青年創藝基地，每年增加

730 個工作機會，創造 373 名、展演中心行政管理與技術人員

155名、劇院其他週邊設施約 1,848 名就業機會。 

(五)綠色交通建設計畫  

 擴增公共自行車租賃站點、友善自行車及行人通行環境，完

備最後一哩路之接駁系統，打造綠色城市運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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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綠資源整備計畫  

 更新 6處公園(面積約 13公頃)，改善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及再

春游泳池周邊環境、改善 2 處易致災水區域及建置陽明山地區格

致路及湖山路附近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 

 (七)產業發展計畫 

       1、預估帶動 3萬 5千名就業人口。 

       2、藉由本府投入之各項軟、硬體建設與輔導措施，鏈結「內 

湖科技園區」及「南港軟體園區」，打造臺北科技廊帶，發揮

產業群聚效應。 

       3、吸引國內、外科技產業之企業總部、研發中心進駐，營造臺

北市成為科技產業之運籌研發重鎮。 

 (八）社區規劃師工作室 

   1、透過在地駐點、居民參與，凝聚地方共識，促成公私部門對

話，共創臺北發展願景。 

   2、經營在地社群網絡，陪伴地區居民，媒合社群資源，推動社

區營造。 

   3、回饋地方民意，與市府單位合作，透過夥伴關係三方合作促

成宜居城市。 

4、於 107 年度為強化功能任務轉型，併同資源整合至 1 行政

區 1 自主更新諮詢工作站政策。未來將持續透過工作站駐點

諮詢及協助，經營在地社群網絡，陪伴地區居民，媒合社群

資源，推動社區營造，帶動地方參與公共事務之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