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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 年 1 月 20 日下午 4 時 0 分 

會議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6 樓簡報室 

主 持 人：黃市長偉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張秀嫣 

壹、 主席致詞 

農曆年即將到來，藉此機會回顧過去市政上的改變，希望聽取

大家的意見。市府團隊在施政上有些部分自己看不見，有些施政方

向需要拿出來檢視，期盼藉由委員們從不同面向與角度提出寶貴意

見，協助市府看到未來可以走、適合走、應該走的方向。 

貳、 意見交流 

一 、王委員幸男： 

（一） 感謝市長與市府團隊一年來認真施政，請大家給予鼓勵。

民眾希望臺南有新的建設，我們將未來的施政方向提供給

市長參考，以利政策推動。 

（二） 建議市長帶隊到海外行銷臺南農特產品，例如美國等。 

（三） 臺南運河、安平港一帶水質不佳，未來運河整治應一次到

位，將民生汙水、工業廢水完全截流，並且周邊景觀美化。 

二 、林委員奎佑（魚夫）： 

（一） 近來許多外國觀光客來到臺南，海安路的環境、水溝要加

強清潔，街道上的坑洞與路障應該儘速排除。  

（二） 過年期間廟宇燃放鞭炮將造成噪音擾民，市警局已與各宮

廟簽訂優質宮廟行動公約，希望市府管制，並請宮廟自律。 

三 、李委員文熙： 

（一） 因中美貿易戰，未來將是南臺灣產業發展的最好時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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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目前推動大南方計畫，希望市府、成功大學與南科

管理局密切合作，把產官學研的力量結合在一起。 

（二） 面臨人口老化與生育率低的問題，如何建設臺南成為適合

居住與工作的宜居城市，讓年輕人願意留在臺南非常重要。 

四 、林委員威呈： 

（一） 讓年輕人留在臺南是必須重視的議題，台積電 5 奈米廠已

完工，3 奈米廠也將動工，臺南的產業發展很樂觀，但如

何留住人才亟需解決。 

（二） 為有效提升南科生活機能，希望逐步推動南科周邊環境優

質化，建議市府可在新市、善化、安定附近舉辦大型活動，

或是引入大型商場、商業投資到南科。 

（三） 臺南市對無人機發展投入許多心力，包括農業、警察、環

保等領域都開始應用無人機技術，臺灣本土化無人機發展

指日可待。 

（四） 在空污改善上，臺南科學園區目前跟環保局合作稻草蓆工

廠，未來將使用稻草覆蓋裸露地、營造工地，從污染源開

始防制。 

五 、洪委員崇展： 

（一） 市府施政非常用心，但重點是如何讓臺南市民有感。例如

可在臉書用庶民語言或簡短影片，介紹市民關心的政策。

學校是很好的媒介，透過學校政策宣導，或結合課程、專

題報告，將能發揮很大影響力。 

（二） 臺南是旅遊重鎮，城市重要門面的車站、古蹟等，在更新

或改建後，希望能發揮在地特色。此外要加強中英文的古

蹟介紹與指示牌，創造對外國遊客更友善的觀光環境。 

六 、郭委員耀煌： 

（一） 海安路與神農街外來遊客不少，包括路平、商家品牌、形



3 

 

象營造等都還有提升空間，提升後將有利促進城市的觀光。 

（二） 在創新創業方面，重點在如何建構完整且有效的生態發展

環境。中央型 SBIR 計畫，臺南市的廠商提案很少，建議市

府加強協助廠商提案申請，讓創業生態系統更加有活力。 

（三） 協助中小企業數位轉型非常重要，數位轉型分為製造業、

服務業、零售業、社區型等，須釐清本市協助對象類別，

並做更完整規劃。 

（四） 智慧科技的發展可以有很多不同面向，精準醫療、智慧運

輸、製造業、數位轉型等皆可納入。衛生局如有應用 AI

於登革熱預防檢測計畫，建議探詢中央有無相關預算規劃。 

（五） 各級學校 AI 人才培育，關鍵在於中小學教師的素養提升，

可串連大學與中小學合作培養種子師資，教育部資訊及科

技教育司有相關計畫，如有需要本人可以幫忙媒介。 

（六） 在資訊科技教育方面，須設法避免城鄉落差與社會階層落

差問題，將來推動 AI 教育應特別注重公平性的問題。 

七 、張委員財銘： 

（一） 人才培育可進一步開放場域，例如與大專院校或相關資通

訊科技公司等共同落實，場域開放將減少學用落差，並能

補足資訊教師不足的缺口。 

（二） 健康促進及精準健康亦可開放場域，結合業界力量，輔以

AI 與大數據技術，發展大健康促進計畫成為政策亮點。 

〔市長於下午 4時 40分離席，由趙召集人卿惠接續主持〕 

八 、曾委員旭正： 

（一） 本市車禍死亡率居全國最高，應積極透過交通會報等方式

尋求解決，例如路型問題、號誌問題、交通行為等。 

（二） 台語漸漸式微，尤其學生對於台語的聽、說能力需要再加

強，建議可多加鼓勵台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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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戴委員謙： 

（一） 本市肉品市場進行整修，肉品分切作業如終止，將影響小

型攤商權益，建議有關單位詳加考量，維護肉品產業發展。 

（二） 第二官方語言應繼續深化，建議國小雙語教育的推動學校

可再增加，創造更多英語學習環境。 

（三） 為推動食安計畫成立「臺南市食品安全自主管理聯盟協

會」，建議未來可由該聯盟整合本市各大學的專長與資源，

共同把關食安。 

（四） 有關溪北地區發展問題，可考慮成立「溪北推動委員會」，

真正落實大臺南的南北平衡發展。 

（五） 本市地方創生案例已成功建立商業模式，例如鳳梨酥、瓜

瓜園等，未來可以思考如何讓這些成功經驗延續與深化。 

十 、郭委員光雄（書面意見）： 

（一） 市府應有完善治水作為與計畫，請加強淹水防治與改善民

生用水品質。 

（二） 污水處理、淹水防治及民生用水品質改善，涉及層面廣，

且耗費龐大費用與時間，故須長、中、短程的計劃，建議

成立專業治水小組，聘請學者專家共同擬定策略與計畫。 

十一、針對運河整治問題，水利局回應： 

（一） 運河水質不佳原因有二，一是民生污水流入，二是底泥淤

積問題。運河整治是本市重大政策，91 年至 98 年間底泥

清淤已移除約 40 萬噸；此外，透過用戶接管、5 處截流站

及 13 處截流工程，目前已為安平運河杜絕 9 成污染來源。 

（二） 後續將持續爭取經費於運河周邊 26處排水口辦理污水截流

工程，以及底泥清淤工程。此外將委託工研院辦理水質改

善可行性研究，並辦理民生與中正截流站改善及美化工程。 

十二、針對 AI教育、雙語教育、台語推動問題，教育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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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市資訊科技教育自小學三年級起納入課程，在科技領域

編有運算思維等內容，並結合大學協助課程開發單元設

計，辦理程式設計比賽，也加強奠基數學基礎能力，未來

會持續努力與大學有更多連結。 

（二） 在雙語教育方面，目前本市需要突破的是師資問題。此外

沙崙 K-12 雙語學校建置中，未來不會只重視溪南學校，溪

北地區也將逐步擴充雙語 CLIL 學校，並培訓優質師資。 

（三） 在台語推動方面，本市將從 2 月開始推動家庭母語月，鼓

勵孩子在家裡聽、說母語，增加語言上的競爭力。 

參、 議題討論：晴空淨水環境永續 

一、 簡報局處：環保局「臺南亮麗晴空 PLUS」 

二、 委員建議： 

（一） 李委員文熙： 

排放的廢氣可思考更積極的方式處理，以循環經濟概念，

將廢氣經過科技處理後再利用，不只能解決空污問題，亦

可能帶動創新產業發展。 

（二） 郭委員耀煌： 

空污數據都有降低，重點是怎麼讓民眾有感。此外，天空

灰濛濛，可能不單純是 PM2.5，可以再進一步了解發生原因。 

（三） 張委員財銘： 

108課綱較欠缺素養命題，建議編寫相關素養題組讓學生討

論練習，將市府施政成果融入學校課程教學，可使民眾對

政府施政更有感。 

肆、 會議結論： 

一 、針對運河整治計畫，包括水質改善與推動運河觀光等議題，請

水利局、觀旅局研議相關內容，另於後續會議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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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大南方計畫，包括產業發展、無人機、推動溪北發展、地

方創生等建議，請經發局整合納入本市對應中央爭取之計畫。 

三 、人口老化與生育率低等問題，請衛生局、民政局持續協助改善。 

四 、有關精準健康、精準醫療、推動 AVR 科技應用於長照領域等

議題，請衛生局、智慧發展中心參酌委員意見加以評估。 

五 、針對交通事故傷亡問題，請交通局於道安會議提專案改善計畫。 

六 、有關食安計畫的推動與檢驗作業等，請衛生局參酌委員建議是

否由食安聯盟統籌其他大專院校進行媒合工作。 

七 、財團法人成功大學工程科學文教基金會有意願協助市府推動電

動車發展，請經發局、交通局、環保局評估需求，並與林委員

奎佑連絡。 

八 、漁港所淨水議題簡報留待下次會議報告與討論。 

散會：當日下午 5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