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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與必要性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簡稱經合組織）2017年6月7日發布經濟展望

報告說，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將從2016年的3.0%溫和上升到3.5%，
2018年會繼續微幅提高至3.6%

 2004、2009年兩次減稅，引發民間短期大投資；但經濟結構未改，基礎建設
未變，效果未持續。

 經濟結構不改，政策沒有作為，隨著人口結構改變，台灣長期經濟成長僅能
維持2%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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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投資及成長動能

臺港星韓固定投資占GDP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IMD(2016),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6”

投資是未來產出的基礎
~投資不增加，哪來的經濟成長~

找回5%(20%→25%，約8千億)投
資占GDP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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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都在爭未來，台灣怎能停留在過去？

父母的會投資孩子，政府也要投資這塊土地未來！

 南韓：2016年7月宣布追加11兆韓元（約3111億台幣）的
預算，並宣布將砸下17兆韓元擴大國營貿易基金規模及鼓
勵國營企業推動大規模投資來提振內需。新任總統文在寅
再追加預算11.2兆韓元（3167億台幣）。

 日本：2016年8月，通過28兆日圓的「經濟對策」，其中
7兆(約2.1兆元台幣)是以追加預算及2017年度預算支應，
以加速興建磁浮中央等新幹線及強化震災重建等計畫。

 美國：2017年6月，提出1兆美元(約台幣30兆元台幣)的基
礎建設投資法案，由公私部門共同推動大規模的基礎建設
更新計畫，包含更新道路、橋樑、機場、能源及網路設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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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競爭力也落後星港韓等國！

亞洲四龍基礎建設競爭力評比

評比項目 台
灣

南
韓

香
港

新加
坡

基礎建設競爭力 13 10 1 2

基礎建設總體
品質

20 14 3 2

道路設施品質 11 14 3 2

鐵路設施品質 10 9 3 5

港口設施品質 20 27 4 2

航空設施品質 33 21 3 1

電力供應 35 29 3 2

電話線路 2 4 3 29

資料來源：WEF,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6-2017 

根據WEF「2016-2017全球競爭力

報告」，台灣基礎建設競爭力全

球排名第13名，落後新加坡、香

港、韓國等國仍有大幅成長空間，

以強化國家競爭力。

 WEF評比各國網路整備度，我國

排名19(2016年)，落後星、韓、

日、港等國，並呈現逐年下降趨

勢。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排名 9 12 15 18 19

我國網路整備度評比歷年排名

資料來源：WE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16 

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
台
灣

日
本

南
韓

香
港

新加
坡

排名 19 10 13 12 1

亞洲各國網路整備度評比(2016年)

資料來源：WE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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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未來：打造下世代需要的基礎建設

 綠能建設：為達非核家園之目標，加速投資再生能源、建設

智慧電網，帶動公私企業對再生能源之投資。

 數位建設：因應世界數位轉型，保障網路公民權，亟待加強

數位化基盤建設及其應用。

 水環境建設：因應氣候變遷，必須對供水、排水、防洪等做

全面性建設，以強化國土韌性。

 軌道建設：為提升資源流通效能，縮短區域落差，亟需便捷

完善之公共運輸系統，尤其是軌道建設。

 城鄉建設：台灣值得更有品質的城鄉環境！



前瞻基礎建設支撐五加二創新

願景

五加二產業創新

軟性基礎建設
+前瞻基礎建設

國際連結(創新連結、新南向)非核家園

智慧機械、工業4.0(1+0.4

兆)

綠能產業(>+1.8

兆)
循環經濟

在地經濟(社會企業、
照護、新農業)

工業4.0下的勞動需
求

人才大舞台及青年國
際接軌計畫

國土與區域規劃

水、電無虞
寬頻人權

服務業高值化

亞洲青年創新
IPO資本中心

IoT亞洲矽谷(+5~10

兆)、生醫(0.4+0.6兆)

數位國家 智慧島嶼

成長新動能

舞台與優質就業

法規鬆綁及友善工作
的稅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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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永續

人民安心生活(五大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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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預算總需求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106-113年特別預算經費統計表 單位:億元

106年

新增經費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06(新增)-

113年合計

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軌道 2.05 167.64 317.88 502.60 592.88 844.50 1,093.62 720.16 4,241.33

水環境 107.50 149.03 205.49 333.75 419.83 422.87 439.08 430.18 2,507.73

綠能 6.85 63.26 80.59 42.32 14.40 9.78 9.28 16.67 243.15

數位 43.60 143.80 135.61 122.12 15.56 460.69

城鄉 69.02 372.29 470.20 460.49 1,372.00
106-109

4年期

合計 229.02 896.02 1,209.77 1,461.28 1,042.67 1,277.15 1,541.98 1,167.01 8,824.90

比例(%) 2.60% 10.15% 13.71% 16.56% 11.82% 14.47% 17.47% 13.22%

備註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綠能建設
• 建構沙崙綠能科學城

• 太陽光電

• 風力發電

數位建設

水環境建設軌道建設

• 完善台鐵系統及觀

光鐵路

• 中南都有捷運

• 公共運輸票証整合

• 不淹水、不缺水、減漏
• 海綿台灣、國土安全
• 水岸融合、環境優化

• 打造資安基礎建設
• 寬頻進偏鄉，保障人權
• 發展數位文創普及高畫
質服務

• 建構開放且智慧的政府

促
進
環
境
永

續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加 衡強 均區域

城鄉建設 推動民眾有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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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停車、提升道路品質、城鎮之心工程、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
•文化生活圈、校園社區化改造、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營造休閒運動環境、客家浪漫台3線、原民部落營造

前瞻
創新



軌道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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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解軌道多是輕軌，其實計畫內只有三條(淡海、安坑和新竹)71.49億。
 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加強投資捷運，有助於城市發展與區域平衡！



水環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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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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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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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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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善停車問題（交通部）200億

二. 提升道路品質（交通部、內政部）332億

三. 城鎮之心工程（內政部）85億

四. 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經濟部）200億

五. 文化生活圈建設（文化部） 158億

六. 校園社區化改造（教育部）45億

七.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內政部、衛福部）212億

八. 營造休閒運動環境（教育部） 100億

九. 客家浪漫台3線（客委會）20億

十. 原民部落營造（原民會） 20億

城鄉建設計畫



城鎮之心工程

 計畫目的
 協助中型市鎮強化都心機能，吸

引促進區域均衡。

 計畫內容
 各縣市都有重要中型城鎮，已有相關的

產業、教育、社福、交通服務機能。透
過都市基礎設施更新、整體風貌形塑，
提升環境品質與公共服務，改善都市機
能，預計支持20個以上市鎮。

 主要針對舊市區的改善，透過合理的規
劃，及公共工程的投入，協助各區的核
心城鎮再生，執行時由地方政府選定核
心市鎮後集中資源辦理，避免分散。

 主管部會：內政部

 4年概估經費：85億元



文化生活圈建設

 計畫目的

 強化文化生活圈，豐富地方文
化生活，塑造地方魅力。

 計畫內容
 主要推動兩項計畫：以「再造歷史

現場計畫」來加速推動區域性文化
資產保存，預計修護180處老建築；

 以「文化設施提升計畫」來重建臺
灣藝術史，落實文化平權，協助藝
文場館依其屬性及資源特色發展，
預計改善140處展館設施。

 主管部會：文化部

 概估經費：158億元



校園社區化改造

 計畫目的

 校園更新改建，充實社區機能，滿足運動、托老、
托幼、數位學習等需求。

 計畫內容
 因應少子化與老齡化的社會趨勢，教室需求將減少，社

區服務的機能將增加，學校將成為社區生活的支持據點
。位於社區核心的中小學校園，除建物老舊、耐震不足
而需改建，應配合纳入社區需求加以改造，成為多元機
能的社區校園。

 教育部整合既有計畫，擴大規模加速辦理，鼓勵各縣市
提案爭取補助。預計支持設置社區學習中心100處、社
區資訊站300處、社區共讀站720處。

• 主管部會：教育部

 概估經費：45億元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計畫目的

 整建基層公共據點，整合長照、托幼、
數位學習，成為地方公共生活中心。

 計畫內容
 廣泛地提供C類長照據點，同時作為托幼、

數位學習中心(公共網路中心)、集會等，以
強化社區各項公共服務。

 各縣市優先使用既有建築，允許整建、改建
、充實設備，不排除新建，並將防災據點之
公有建築物進行耐震補強，擴充社福設施功
能，建構完善服務據點，成為社區幸福加油
站。

 預計整建長照服務據點684處，托育及家庭
服務據點137處，設置照顧管理分站100處。

 主管部會：內政部、衛福部

 概估經費：212億元



執行重點

 成功條件

切合真實需求的建設項目讓人民有感，

高度整合的軟硬體計畫確保永續經營，

優質的設計彰顯地域風格以創造認同。

 執行方式
 部會訂定實施計畫，宣示目標、核心價值、執行重點。
 縣市提案競爭，嚴審精選出能夠突顯計畫效益的案例。
 優先使用既有建築、設施，新建案務必確認其必要性與

後續管理維護。
 鼓勵縣市政府選任優秀的設計師與營造廠參與，確保品

質。
 部會將配合辦理研習交流、專業諮詢，提昇執行成效。



常見批評

 規劃倉促，缺乏參與！其實：規劃多時，配合縣市治理。

 前瞻不前瞻，建設舊思維！基礎提前做，前瞻作基礎。

 金額超大，債留子孫！未達舉債上限40%，建設就是為了後代子孫。

 軌道居半，計畫失衡！數位建設461億，更多引發民間投資。

 沒有效益評估！不作環評！依法該作即會作。

 會有土地徵收迫遷問題。錯誤類比。

 會產生更多蚊子館！嚴格審查且地方需出配合款。

 政治綁椿分藍綠！其實是為了區域平衡。

 為什麼不做XXX？不只特別預算，還有公務預算可以推動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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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賓樂於造訪的生態島嶼

國民深感驕傲的壯麗國土

一起努力，讓台灣成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