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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
拓展3D運動觀光子計畫
1：縱谷空域翱翔計畫

交通部 101-108 25,400,000 7,113,429 28.01%
1.102年度-熱氣球飛行表演，已結案。飛行啟蒙基地建置工程，刻正簽辦
結算作業。
2.103年度-刻正辦理結案事宜。

1.增加飛行運動旅遊人口20%，並刺激觀光旅遊人次提升5萬人次。
2.擴展國內熱氣球飛行員及地勤人員之培育。

2 1.6
營造魅力整合行銷子計畫
1：特色風味小鎮計畫

交通部 102-104 39,000,000 0 0.00%

1.「長濱足體特色小鎮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於104年01月07日
決標執行中。
2.「金峰山林溫泉小鎮及金崙山林小鎮委託規劃設計服務案」於104年01月
07日決標執行中。

1.營造小鎮特色，延長平均旅遊停留日數0.5天。
2.促使觀光旅遊人次提升1.1萬人次。

3 1.7
營造魅力整合行銷子計畫
2：獎勵旅遊及度假會議計
畫

交通部 102-108 22,500,000 3,346,875 14.88%
1.102年度-103年5月27日決標執行，履約期限至103年12月31日止。
2.103年度-103年12月31日決標與簽約，履約期限至104年12月31日止。

1.獎勵旅遊與會議度假團計7,700人次(102-108年)。
2.民間團體自辦獎勵旅遊與度假團計21,000人次(102-108年)。

4 1.8
營造魅力整合行銷子計畫
3：觀光整合行銷計畫

交通部 102-108 59,850,000 9,928,946 16.59%
1.102年度-共7案，3案已結案、3案執行中、1案多次流標改採自辦。
2.103年度-辦理綜建計畫變更，跨年度執行中。

透過多重行銷手法，提升臺東觀光國內外能見度，呈現臺東特色。

5 1.9
營造魅力整合行銷子計畫
4：空間資源經營計畫

交通部 102-108 11,250,000 3,341,650 29.70%

1.102年度-102年12月26日簽約執行，第四期報告書及成果報告書，經縣
府多次審查未過，退請廠商修正後再審。
2.103年度-交通部觀光局103年10月29日觀國字第1030915201號函同意修
正工作計畫書及期程(103年10月至104年10月30日止) ，本案第一次上網招
標流標、第二次上網招標因投標廠商平均成績未達及格分數予以廢標，刻
正修正計畫續辦。

結合觀光活動辦理及在地資源整合運用，提升各場館使用率及經營效
益。

6 1.10
營造魅力整合行銷子計畫
5：觀光主題活動計畫

交通部 102-108 54,980,000 23,683,604 43.08%

1.102年度-共5案，3案已結案、2案執行中。(中央補助辦理2013熱氣球嘉
年華及自行車節，共450萬元)
2.103年度-【自行車節】、【熱氣球嘉年華(飛行標及燃料費)】、【補助各
鄉鎮辦理競爭型活動】、【除舊佈新獎勵計畫】、【友善接待】等案尚在
執行中。(中央補助辦理2014熱氣球嘉年華350萬元)

1.觀光旅遊人次增加20萬人次，並創造關連消費。
2.藉由辦理各項觀光主題活動，創造國際觀光亮點。

7 2.2
扶育在地文創環境子計畫
2：臺東縣工藝文創產業計
畫

文化部 102-104 30,000,000 14,635,317 48.78%

1.2015臺灣文博會共10家臺東文創廠商參展，共達3570人次入場參館，買
家洽商數共26件。
2.預計開發特色文創工藝商品，預計輔導8 家工作坊。
3.預計辦理青年文創工作營至少 1場次。
4.預計辦理文創產業推廣人才培訓課程至少 5 場次，協助地方文創工藝及行
銷人才之養成。
5.預計辦理文創輔導成果推廣書籍及視覺設計與內容編輯一式。
6.預計辦理1場文創輔導成果工藝展覽。
7.預計辦理盤查臺東縣從事文化創意產業團體或人士至少200位。
8.預計辦理盤查資料出版、通路展售及辦理新書發標會。
9.創意生活節預計辦理文創工藝生活市集、工藝互動workshop與音樂節之
規劃。

1.深化創意樂活城市形象
2.促進地方產業轉型升級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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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5
扶育在地文創環境子計畫
5：營造優質藝文環境，迎
創藝術票房亮點計畫

文化部 102-104 30,000,000 14,954,169 49.85%

1.臺東藝術節10場節目演出辦理如期如質辦理完畢，類別含戲劇、音樂、
舞蹈等，內容豐富多元。
2.103活化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運計畫如期如質辦理完畢。辦理劇場人員培
訓課程：培訓專業劇場人員共計38名，課程內容囊括前臺管理、舞臺管
理、劇場技術、行銷管理四大項，並由培訓之學員製作1場成果公演，包含
前臺、行銷、技術、劇務及演出，成功辦理「舊城山海戀歌」演出活動，
參觀人數1,100人。      3.辦理104年臺東藝術節活動：(1)3/29國立臺灣交
響樂團-天空音樂會(2)4/25國家兩廳院藝術出走-台南人劇團-尋求記憶中的
感動(3)5/23弦外之音-大提琴找新娘(4)5/31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山長水流永
不移-馬蘭姑娘．新世界

1.推展表演藝術活動，提供民眾正當休閒育樂活動。
2.建立並健全劇場經營管理及厚植專業劇場人員。
3.提昇劇場技術及管理人才之能力。
4.建立臺東的藝文風氣，普及表演藝術欣賞人口。
5.提升扶植演藝團隊素質深耕臺東藝文人口。
6.健全臺東藝文中心藝文環境，豐富藝文表演節目，協助永續經營與
活化營運之目標。

9 3.1

維護原民傳統地景子計畫
1：看見原保地—臺東縣
原住民保留地現況調查暨
資源評估計畫

原民會 101-103 6,280,000 1,803,985 28.73%

1.102年度及103年度中央預算15%補助款(新臺幣79萬元整)業經臺東縣政
府於103年7月3日以府原地字第1030130770號函同意先行墊付，嗣原民會
已於104年3月19日撥付102~104年度之中央預算總計新臺幣126萬元予臺
東縣政府在案。
2.臺東縣政府業完成102~104年度計畫之發包作業程序並開始執行，預計
於本(104)年底全數執行完畢。

1.現有土地使用型態調查後分析各種情形之處理方案之提出。
2.針對不符合社會效益之土地使用型態研究其適宜發展之土地使用形
態。
3.原住民地區內現有資源調查結果擬定區域之發展順序及未來觀光遊
憩發展型態，進行開發計畫。
4.進行原住民地區發展觀光遊憩地區選址、開發順序評估及擬定適宜
之觀光遊憩形態。

10 3.2

維護原民傳統地景子計畫
2：部落新故鄉-臺東原鄉
部落風貌維護暨文化地景
營造發展計畫

原民會 102-103 18,100,000 785,000 4.34%

 1.本計畫之委託勞務案，臺東縣政府分別於104年1月19日辦理評選及104
年1月23日完成議價程序，並於104年2月12日訂約完成，辦理期間為180
日曆天。
2.本會於104年4月10日撥付本計畫規設費第1期款（花東基金、中央補助
款）計945,000元整。
3.臺東縣政府已於各鄉鎮市公所召開10場計畫說明會，並於104年6月24日
辦理示範部落遴選，進入複選共計16個單位，獲選計6個單位；預計於104
年7月中辦理第二梯次遴選。

1.本計畫可達成維護原鄉地區有形古蹟、歷史建築、自然景觀等部落
風貌之目標。
2.本計畫可達成營造原鄉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文化地景等文化環境之
目標。
3.本計畫可改善部落族人文化生活空間，並營造部落遊學之環境氛圍
，活絡臺東縣原住民部落各族群部落風貌與文化地景之內涵，創造原
住民在地樂活的部落美學體驗。
4.本計畫期能擺脫西部城鄉再造既有發展模式，朝向在地風貌，深化
文化地景之意義詮釋，另類走出自己的特色，迎向「部落新故鄉」永
續發展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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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3
維護原民傳統地景子計畫
3：蘭嶼傳統家屋保存現況
調查暨維護活化運用計畫

原民會 101-104 35,430,000 0 0.00%

1. 縣府於103年5月20日函請原民會准於辦理計畫變更事宜,原民會於103年
5月22日函同意縣府依相關程序辦理計畫變更。
2. 為加速計畫執行之成效及避免執行內容重疊之情事,縣府於103年 7月18
日將與蘭嶼鄉公所及縣府討後續執行方向及內容,並於103年 8月20日起陸
續將變更計畫書送原民會審查,尚未完成計畫變更程序。
3. 依據103年10月16日花東綜合發展會議決議請依國發會審議、行政院核
定計畫內容採辦，尊重當初計畫精神，倘如縣府所述業於歷年相關規劃完
成各項調查作業，應無需再做可行性評估，請依原核定計畫執行辦理，惟
變更內容涉及變更計畫期程及經費及改由公所辦理及增加傳統家屋周邊改
善等納入修正，故縣府遵照原民會103年11月19日函示意見，請蘭嶼鄉公
所盡速召開全鄉說明會決議及全鄉族人修繕意願調查等，並於103年12月
25日將修正計畫書及地方說明會資料送本局審議中，惠請原民會協助轉陳
國發會核定，俾利該計畫推動。
4.依據103年12月30日原民會與縣府就本案推動於104年1月12日召開協調
會，在不違背原計畫範疇，就依原計畫執行並同意由蘭嶼鄉公所辦理，並
請蘭嶼鄉公所於本(104)年1月16日前提報細部執行計畫，並按計畫期程於
104年度完成後續相關事宜。
5. 縣府於104年1月20日函轉陳蘭嶼鄉公所提報之細部執行計畫送原民會審
查，並於104年2月9日核定細部執行計畫，即通知公所先行辦理先期作業。
6.本府依照原計畫核定內容執行情形，請貴公所於每季開始5日內將上季之
執行情形函覆本府，並嚴格控管實施進度俾利計畫之推動。104年06月29
日策繪單位完成初期調查報告，預算書編制，初審戶數總計50戶共119件，
於104年07月02日資料寄達至公所後，辦理審查之事宜。
7.臺東縣政府104.07.06函文本局辦理第一次請款事宜

蘭嶼部落耆老造屋技藝人才的傳承與參與。紀錄並保存原住民特殊的
造屋文化傳統技藝與家屋生命史考察。修建過程將結合傳統文化祭儀
復振及保存相關重要無形文化資產。
加深族人的自我認同及部落傳承意識使命。
透過生活中的潛移默化，讓文化再生傳衍。

保存蘭嶼特有的聚落之文化地景，重現部落傳統建築原有風貌。

依歷年執行缺失及所遇問題，進行檢討改進，俾利本計畫順利推動。
啟發並活化族人對族群的傳承技藝及圖照、圖像記憶文獻資料保存。

12 3.4

促進原民就業子計畫1：野
菜共和國-臺東縣原住民部
落無毒野菜產銷合作網發
展計畫

原民會 103-104 1,500,000 750,000 50.00%

1.103年度業成立無毒野菜培植工班
2. 完成部落野菜產銷基礎調查
3. 完成調查臺東原住民各族常食用野菜

1.本計畫臺東縣政府縣內野菜栽種基礎調查有助於未來規畫相關合作
發展方針。
2.本計畫有效提高臺東縣政府農民栽種無毒野菜之意願。
3.本計畫有效推廣臺東縣政府部落建康飲食之概念。

13 4.3
創建低碳城鄉子計畫1：電
動機車推廣設置計畫

經濟部 102-104 37,400,000 23,810,064 63.66%
102年補助電動機車558輛,達成率93%
103年補助電動機車600輛,達成率100%

102~103年累計效益
1.減碳389.2公噸
2.節源效益
-節省油料172,000公升
-節省空污費34,400元
-減碳費用147,896元
3.汙染物減量效益
-NOx 減量206.4kg
-CO 減量20,794.8kg
-PM10 減量249.2kg
-PM2.5 減量149.2kg
-THC 減量6,295.2kg
4.提供 2 名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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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6
優化城鄉環境衛生子計畫
2：臺東縣清潔養豬及水質
改善計畫

環保署 102-104 5,400,000 2,557,003 47.35%
本案因與「臺東縣流域水污染管制暨緊急應變處理計畫」合併發包，目前
進度為於104年6月22日完成決標，辦理簽約及業務執行中。

減少產生沖洗猪舍之污水量、減少清水使用量、減少承受水體之水質
污染負荷、提高廢棄物豬糞固形物清除量

15 4.7
優化城鄉環境衛生子計畫
3：臺東縣環境教育中心設
置計畫

環保署 102-104 12,750,000 3,380,070 26.51%

1.104年5月1日於環保署進行環境教育認證補正資料審查會議，後續將依環
境保護人員訓練所104年5月13日環訓育字第1040008674號函所提會議記
錄於104年8月10日函送補正資料。
2.持續推動環境教育課程，並增加參加人次。
3.環境教育中心設置志工隊56人(經培訓,另含15位解說員,經培訓及試教評選
通過)，其中隊長、副隊長各1人，並將志工隊分為三個小組，分別為企劃
組、解說組、行政組，並各設組長一名。
4.本案尚有104年度臺東縣環境教育中心規劃管理計畫、臺東縣環境教育中
心空間規劃設置、臺東縣環境教育中心整修工程在執行中，預計104年12月
完成履約。

1. 設置每次可提供參觀30~50人次參觀之台東縣環境教育中心1座，
以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並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2. 每年至環境教育中心人數約6,500人次。
3.訓練環境教育中心設置人力5至10人(含課程解說講師5人)，另培訓
現場管理、維護及導覽之環保志工約20人。

16 7.3
推動健康農業子計畫2：新
設毛豬小型屠宰場計畫

農委會 102-103 4,000,000 3,854,000 96.35%
1.102年度完成小型屠宰場規劃及申請相關文件與發包作業。

2.103年度完成新設小型屠宰場相關設備。

1.提升豬隻屠宰品質，及提供優質安全衛生之溫體豬肉供消費者食
用。

2.穩定臺東縣毛豬供銷市場，維護養豬戶及承銷人之權益。

17 9.2
加強健康守護子計畫2：結
核病防治計畫

衛福部 102-104 73,960,000 40,757,000 55.11%

1.12歲以上民眾胸部Ｘ光篩檢共計52,951人，發現結核病確診個案數51
人。
2.結核病個案之都治(DOT)執行率100%，陽性確診個案親自關懷率A級
92%；潛伏結核感染治療之都治(DOPT)執行率100%，親自關懷率A級
91%。
3.加強各相關單位之結核病防疫人員教育訓練，以提高結核病專業知識、態
度及技術品質，共辦理44場次計1,260人次與會。
4.網絡會議:(1)邀請社會福利、監所收容等單位召開跨局處結核病防治網絡
會議，以加強篩檢及結核病防治。(2) 每週三下午由縣長親自聽取局長業務
報告。(3) 辦理縣府各局處主管網絡會議共同研議結核病防治及推行。
5.提昇結核病診療水準：針對問題個案及診療相關問題個案進行審查，共審
查303件， 協助訪視困難個案及不合作個案計3案；提供特殊個案門診，累
計113診次，計2,713人次接受診療。
6.加強結核病防治衛教宣導，以提高民眾對結核病之認知，共辦理36場次
計4,850人次受惠。
7.專案計畫應執行潛伏結核感染治療評估(執行TST+QFT)人數212人； 已執
行潛伏結核感染治療評估(執行TST+QFT)人數127人；TST, QFT雙陽性人數
34人，加入潛伏結核感染治療人數共計19人。
8.更換X光巡迴車數位設備及臺東市、太麻里鄉衛生所X光設備以提昇門診X
光服務品質。
9.發生率自94年每10萬人口115.2例降低至103年76.7例，降幅達33.4%。
10.101年世代追蹤至102年之治療成功率為69.9%，高於全國平均值。
11 100年結核病個案復發率較99年復發率變動率其下降幅度達100%。

1.提升結核個案照護品質，都治執行率達95％、都治關懷品質A級達
97％。
2.提高病人之治療成功率，預期個案追蹤治療後12個月治療成功率達
78%以上。
3.減少結核病新發生病人數，降低結核病發生率2%以上。
4.落實推動「結核病人直接觀察治療（DOTS）計畫，以達十年減半
目標。
5.有效降低治療失敗、個案復發的機率及國內抗藥性比例。
6.擴大潛伏結核感染治療對象：完成接觸者檢查發現的感染者中，感
染者接受潛伏結核感染治療比率較102年提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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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3
改善就醫環境子計畫1：大
武鄉衛生所暨南迴線緊急
醫療照護品質提升計畫

衛福部 102-104 97,640,000 316,096 0.32%

1.臺東縣政府業於104年6月24日(府建都字第1040123701號函)檢送「變更
大武都市計畫(部分「住二」住宅區、保護區為機關用地(指定供大武鄉衛生
所暨南迴線緊急醫療照護中心使用)」案發布實施相關資料一份。另臺東縣
政府於104年6月24日(府建都字第1040123701B號)公告本案自104年6月
30日起依法發布實施。
2.業已辦理本局委託縣府建設處都市計畫使用區分變更費用預借程序。

1.提升民眾就醫滿意度。
2.強化大武鄉衛生所硬體設備，以合宜舒適的建築空間提供良好服務
品質。
3.未來可提供復健及血液透析服務，使需至臺東市進行復健或血液透
析等南迴線民眾減少交通往返所需時間及金錢。
4.加強緊急醫療救護品質，提升救治率。
5.重大天災或意外時可提供傷病患緊急處置之場所。

19 10.2
加強敬老扶弱子計畫1：臺
東縣綜合福利館興建可行
性評估計畫

衛福部 102 1,400,000 1,282,452 91.60%

1.台東縣政府辦理「綜合福利館興建可行性計畫」，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補助新臺幣140萬元，業於102年9月5日經台東縣議會審議通過，完成法定
預算程序。縣府亦於同年9月25日完成籌措地方自籌款20萬元程序(府主審
字第1020182348號函)。
2.本計畫縣府按契約期程執行至103年12月3日完成驗收程序，預估可受益
人次約11萬人次，本部於104年2月12日同意核銷結案。

1.運用花東發展基金挹助，尋求興建綜合福利館計畫之可能性。如果
綜合福利館評估可行，藉由本計畫將提昇興建及營運效率，解決相關
興建障礙，對不合時宜之法規或過於繁瑣之行政程序，將藉由專案評
估，作成具體方案，縮短所需之時間；如果綜合福利館評估不可行，
亦可藉由本計畫盤點台東社會福利資源及需求狀況，對台東未來提升
社福業務提出完整建議，作為政府施政參考。
2.本計畫經市場，工程及財務分析後，臺東縣綜合福利館在投資效益
上無法滿足民間投資之財務可行性，建議以政府自辦模式的傳統採購
模式，進行投資興建。另經由市場競爭力分析後可定位於計畫型社會
福利服務，亦即經由政府公務預算補足社會福利市場不足之區位，本
計畫初估總經費約為7,814萬9,500元。

20 11.4
優化防災軟實力子計畫1：
成立專責救護隊及高級救
護隊計畫

內政部 102-104 14,890,000 9,349,774 62.79%

1.辦理緊急救護教育推廣助教人員培訓計30人。
2.辦理臺東縣新進鳳凰志工初級救護技術員訓練及志工基礎訓練計30人。
3.辦理救護人員中級救護技術員繼續教育訓練，計訓練220人。
4.購置各類緊急救護物品及訓練器材，充實緊急救護裝備器材。
5.購置一般型救護車1輛，配發於臺東縣消防局成功大隊。

1.可量化效益
(1)提升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病患之急救存活比例5%。
(2)縮短到救援者得到緊急救護服務知平均時間10%。
2.不可量化效益
(1)有效提昇緊急救護品質。
(2)減少專業救護人員損耗。
(3)補強離島消防人力缺口，提昇離島防災能力。

21 12.1

提升治安軟實力子計畫1：
精實員警教育訓練，提升
優質服務品質一綜合體技
館興建計畫

內政部 102-103 33,970,000 2,345,415 6.90%

1.水土保持工程部分：
(1)103年10月7日完成水土保持工程發包作業。
(2)水保工程於104年1月23日完工，1月29日完成竣工查驗，5月20日辦理
驗收，水土保持設施工程款及設計監造費b階段等費用243萬7,639元，刻正
辦理請款作業中。
2.體技館主體工程部分：
(1)103年11月25日完成主體工程發包作業。
(2)主體工程於104年1月12日開工，預訂11月7日完工。
(3)總工程進度完成51.65％，6月23日完成第1次建築工程、水電工程估驗
，近期將辦理工程款1,439萬4,400元之請款作業。
3.全案預訂104年12月底前完成結報。

1.本計畫完成後，可提供臺東縣優質教育訓練場地，提升員警專業技
能，樹立警察優良形象，建構「三安社會」目標。
2.本計畫除提升內部顧客(員警)滿意度外，同時提供外部就業機會，
改善當地景觀，並有效降低噪音污染，兼顧提升外部顧客(民眾)滿意
度。
3.結合社區發展及部落、學校教學活動，活化體技館既有功能，撗大
管理使用效益，建立良好警民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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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4.7

提升在地人才素質子計畫
1：臺東縣ICT無線寬頻城
市及e化便民終身服務升級
計畫

國發會 102-104 94,520,000 54,557,612 57.72%

目前情形及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如下:
1.租用無線上網熱區: 建置250個熱區,人口覆蓋率大於90%
2.達成全縣行動資訊服務業務項目5項(最終目標為15項)
2.臺東縣12歲以上民眾上網率72%(最終目標78%)
3.臺東e管家訂閱人數30,000人(最終目標40,000人)
4.數位學習人數: 5萬人(最終目標10萬人)
5.行動資訊服務人數: 10萬人(最終目標100萬人)

1.預估於計畫完成後，建置至少iTaiwan無線WiFi熱區250個或WiFi
覆蓋率至少90%。
2.於台東縣透過iTaiwan無線上網人次，自102年至104年每年成長
10%。透過iTaiwan無線上網時間，以101年為基準，自102年至104
年平均每年成長10%。
3.台東遊客人數及住宿日數，以102年為基準，自103年至107年，每
年成長5%，預計每年創造超過億元以上觀光商機及其週邊效益。
4.e化服務宅配到家服務業務項目達15項，以102年為基準，服務人
次每年成長10%。
5.建置數位習平台，強化民眾數位資訊能力，縮短城鄉數位落差現象
，增加民眾資訊普及率達78%。
6.利用數位學習平台，預計上網學習人數104年約達10萬人。
7.利用數位學習平台，提升60歲以上高齡民眾上網率達20%。
8.臺東e管家使用人數約達40,000人。
9.行動資訊服務人數以102年計畫(第一期，共4個月)人數為基準，第
一期約達10萬人，以月份比例計算1年可服務人數，103年(第二期)服
務人數可比102年成長10%，第二期達約達30萬，第三期約達100萬
人，預估創造行動交易達6億產值。

23 14.9
慢飛天使希望子計畫2：學
習之鑰—特殊教育未來教
室計畫

教育部 102-106 67,120,000 33,488,827 49.89%

1.第一階段為102年度，以試辦性質先行選定縣內國中小分散式資源班5班
設置未來教室，因成效及各校反應佳，作為後續設置依據。
2.103年度為第二階段，依試辦結果檢討與評估，選定縣內國中小分散式資
源班20班。
3.104年度為第三階段，要求全縣國中小設有資源班者皆需配合辦理(本年度
共16校)，6月已完成驗收，6/25(五)辦理教育訓練，預計7月辦理核銷事
宜。

1.改善縣內中小學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之教學環境。
2.強化特教學生學習動機，製造學生成功學習經驗。
3.輔導特教老師創新教學，善用科技提昇教學成效。

24 15.3
實施方案執行協助子計畫
1：臺東縣綜合發展實施方
案執行總顧問計畫

國發會 102-104 13,500,000 5,400,346 40.00% 102、103年度計畫已完成期末審查；104年度計畫刻正辦理中。
1.提升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之執行成效及成果。
2.促進縣府各部門發展，增益民眾福祉。

25
103
新增

多目標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計畫

內政部 103-104 26,700,000 14,530,000 54.42%
本案於103年6月10日奉行政院核定，同年8月7日完成補辦預算及超支併決
算作業，並於103年10月21日完成決標，刻依契約辦理中。預定於104年9
月完成。

提供各單位業務所需空間資料需求，以達成資源流通共享、建立電子
化政府地理資訊交流共享管道等計畫目標

26
103
新增

優化山海地景子計畫5：臺
東縣太平洋海岸線生態地
理廊道計畫

內政部 103 7,500,000 7,425,000 99.00%
臺東縣政府於103年12月31日完成簽約事宜，於104年2月2日核定工作計
畫書，6月23日召開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原則通過，刻依契約規定之工作項目
及期程辦理中。

利用空間規劃與元素將海洋文化融入生活空間中，重新形塑臺東縣東
河鄉、長濱鄉海岸地景，增進城鎮生態環境永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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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3
新增

深耕防救災教育與組織運
作計畫

內政部 103-104 60,000,000 0 0.00%

 
1.災害警覺教育館擴充工程：

(1)志工訓練之基礎訓練已辦理完畢，專業訓練預定於9月中辦理。
(2)目前廠商進行志工應勤裝備製定作業，預計於7月6日前交貨。
(3)本案工程部分尚未發包，相關細部規劃設計作業已於6月8日至10日由廠商與消
防局提出細部說明及討論修正。
2.深耕地方災害防救:
(1)業於6月30日辦理第4次三方工作團隊聯席會議暨6月工作檢討會，進行工作內容
與進度報告。
(2)完成防災地圖電子圖資之擴充。
(3)完成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之建置。
(4)蒐集編訂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手冊相關資料。
(5)修訂政府與志工團體、NGO和民間企業之間防救災能量。
(6)防救災重要據點耐震安全性評估評估作業。
(7)完成災害防救種子人員培訓講習教材編修作業。
(8)規劃縣府及鄉（鎮、市）公所防救災資訊共享平臺。
(9)水災與降雨資料分析。
3.本部消防署作為:
(1)有關深耕地方災害防救部分，執行進度均依表定規劃內容進行。
(2)災害警覺教育館擴充工程部分，本部消防署於104年3月23日前往實地訪查並於
4月8日函發訪查紀錄，除要求如期完成本案外，亦重申相關管制進度表提報時間。
(3)另災害警覺教育館擴充工程部分，依臺東縣消防局表定規劃應於104年3月底完
成主體工程發包作業，惟至6月底止仍停留於細部規劃設計作業，進度與其規劃不
同且嚴重落後，本部消防署於104年5月13日再次函文催辦。

1.可量化效益:
(1)災害警覺教育館參館人數預計每年可達6,000人，並以每年5%成長率逐
步提高。
(2)災害警覺教育館每年約可辦24場講習訓練，亦可做為防火管理人訓練場
地，每年場地租借費約計10萬元整。
2.不可量化效益:
(1)提升防災教育宣導。
(2)強化防救災教育資源及知識。
(3)降低災害損失。
(4)挹注觀光效益。

28
103
新增

建構臺東縣政府社會處海
岸線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衛福部 103-108 13,660,000 3,251,996 23.81%

1.本案計畫期程為103-108年，103年計畫於103年6月10日核定，經費於
同年11月7日起陸續撥付，致未能如期依據計畫期程執行。考量本案屬103-
108年延續性計畫，另103年因臨時提案申請，核定及撥款較晚，致計畫執
行時間有限，為利計畫落實執行，爰本案保留至104年繼續使用。
2.本案103年主要進行設施設備修繕，業於103年11月完成並開幕營運，迄
12月底止，業提供個案服務100人次；物資協助及脫貧服務30家戶；宣導
及方案服務1,000人次；館舍服務500人次，有效提升台東海岸線地區對於
福利資源利用之便利與可近性。104年1-3月，提供諮詢服務674人次、個
案服務301人次、方案及社區服務976人次、館舍及其他服務731人次，總
計服務2,682人次。

1.有效連結社區資源，逐步增加社區服務據點，落實福利社區化，推
動社區多元服務方案，增加弱勢族群照顧之實益，以及提昇服務品質
，使社會福利與服務對象間發展出緊密結合。
2.協助弱勢家庭內兒童及少年發展，並建立其社區支持系統。
3.落實弱勢族群對自身社會福利權益應有的認識，並藉由中心服務的
推展，創造完整福利服務輸送環境，發揮轄內各家庭中心功能與效
能。

29
104
新增

臺東縣103-104年度都市
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
計畫

內政部 103-107 5,940,000 0 0.00%
已完成知本鐵路車站附近地區都市計畫重製案工作計畫書審查作業，目前
正辦理控制測量、地形圖修補測、樁位聯測改蒜等作業。

藉由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推動數值化之都市計畫圖、現況圖、地籍圖
圖資三圖整合事宜，俾利都市計畫內之土地使用分區型態判別與即時
更新，方便政府或民間得以取得最新資訊以納供未來土地開發之參酌
依據。

30
104
新增

充實蔬果運銷設施計畫-新
設現代化集貨場及充實冷
藏設備計畫

農委會 104 9,960,000 0 0.00%
1.104年6月1日奉行政院院臺綜字第1040027020A號函核定。
2.現由台東縣政府依農委會農糧管理計畫研提程序，提送計畫送農糧署辦理
後續計畫核定工作。

1.藉完善之集貨及低溫貯存流程嚴格管控生鮮蔬果之衛生安全，延長
果品壽命與加工作業時效。
2.提升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發揮穩定產地價格，保障在地農友收益等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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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重點扼要說明）

臺東縣(101-104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補助計畫辦理情形(至104年6月底)

序
號

編號 計畫名稱 主管部會
計畫
年期

基金核定經費
(101-104)

累計實支數
(至104.06底)

累計執行率
辦理現況/進度

(含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31
104
新增

優化防災軟實力子計畫3：
強化災害防救專用資通訊
系統整合計畫

內政部 104 59,580,000 0 0.00% 臺東縣政府刻正辦理無線電建置相關事宜。

1.可量化效益:
由網管中心之派遣臺接收到數據訊息及話務，同時可以補強原系統在偏遠地
區通訊，可運用新系統在偏遠地區新建置無線電中繼臺，將訊號傳至臺東縣
災害應變中心派遣。

2.不可量化效益:
當災害發生時，以數位化方式有效指揮及整合指管設備，達成聯合救災通訊
網路。

32
104
新增

推動公共廳舍綠建築計畫 內政部 103-104 27,000,000 0 0.00%

1.「臺東縣公共廳舍綠建築更新診斷及改造評估計畫」分2年執行(103年、
104年)。
2.103年度「臺東縣公共廳舍綠建築更新診斷及改造評估計畫」於103年12
月31日完成簽約，刻依契約規定之工作事項及期程辦理。
3.104年度「臺東縣公共廳舍綠建築更新診斷及改造評估計畫」招標文件刻
正簽核中。
4.「臺東縣公共廳舍綠建築更新診斷及改造評估計畫」完成後進行「臺東縣
公共廳舍綠建築改造規劃設計暨工程」等事項。

1.可量化效益
   (1)每年碳排放量減少35%。
   (2)回收建材再利使用率10%。
   (3)開放空間綠覆率比增加面積25%。
   (4)再生能源自給率15%。
   (5)電力、水資源節省效能15%。
2.不可量化效益
   (1)作為推動綠建築改善計畫之示範。
   (2)作為環境資源節約與再利用的示範性操作案例。
   (3)作為推動永續環境政策的實際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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