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地方城鎮機能萎縮、全球極端氣候與城市高齡化等趨勢，本

計畫將以舊城區整體空間規劃所產出之建設計畫；包括：（1）整理

地方基礎開放空間環境、（2）強化地方城鎮發展體質、（3）鼓勵地

方政府就韌性城鄉、熟齡友善城鄉、地方文化創生、綠色網絡治理等

面向，整合在地民眾意見並協調相關局處，進行整體規劃，以發揮預

算綜合投資效益。  

另外，基於因應下個世代各縣市核心市鎮相關產業、教育、社福

與交通等基本需求及規模，並將核心市鎮與老舊都市地區作為施作重

點，透過重新整理與型塑當地人文地景風貌，並將當地基礎設施重新

更新，以使地方核心 市鎮服務機能、環境品質與公共服務等得到明

顯升級，進而帶動下個世代地 方都市整體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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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工作主要係針對中小型市鎮已具相當發展條件，經整體盤

點後僅 欠缺相關實質環境改善工作，或具有發展潛力優勢，但尚未

進行整體規 劃與資源盤點之鄉鎮市，有賴透過整體規劃及輔導，重

新尋找地方再發 展機會之地區。  

相關推動重點工作，除環境整體改造，並包含相關配套軟體計



畫，列舉如下：  

1.推動鄉鎮市街區創生整體規劃  

2.公共設施之整建與更新 

3.藍帶或綠帶周邊環境整理 

4.街區巷弄整備及老屋活化再利用 

5.配合都市更新發展計畫改善周邊環境 

6.韌性海綿開放空間示範計畫，降低都市災害風險 

7.辦理休閒運動設施周邊環境整理 

8.其他為促進舊城區再發展之建設計畫 

1.鼓勵並協助地方組成專業顧問團隊，參與城鎮再生工程規劃設

計，提供專業諮詢建議。  

2.結合在地社區人才，共同參與城鎮環境改造。 

3.中央分區輔導團。 

省轄市的舊市區、各縣的市鄉鎮核心地區、以及縣市升格為直轄

市前原臺北縣、桃園縣、臺中縣、臺南縣及高雄縣等人口在 12 萬人

以下的鄉（鎮、市）優先。  

本計畫原則上設定補助重點及審查原則以受理地方政府提案，並

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進行評審，以過濾不當計畫或實施項目內



容、方式等。  

採由下而上方式，透過競爭型評比機制，於 106 年下半年及 107 

年辦理計畫評選作業，預計遴選出 20 個亮點計畫；每個亮點計畫採

1 次核定分 4 年執行。另政策引導型計畫，原則依每年度預算補助

額度，分階段受理。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衡酌過去推動都市再生經驗，擇最

具有代表性及可行性之城鎮整體改造計畫。  

2.提案內容應依城鎮整體規劃盤點結果，提出與市民生活、商業

服務相關的公共場域、交通場站、閒置公共空間及服務性設施

的整體改造計畫。  

3.計畫提報金額以 3 億元為原則（依實質審查結果核定補助經費

），並應擬定跨局處整合分工機制及分年分期實施計畫。  

4.提案計畫與前瞻基礎建設或城鄉建設之十大工程（改善停車問

題、提升道路品質、在地產業園區開發、校園社區化、文化生

活圈、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休閒運動環境營造、浪漫臺三線及

原民部落營造等）相互整合推動者優先，並應由地方整合完成

。  

5.應先確認計畫區土地已取得，且具高度可行性（充分掌握土地

使用、開發計畫審議、環境影響評估等）。  

6.計畫應以公有土地、建築為原則，涉及私有土地及地上物修繕

，應審慎評估其公益性、必要性、合理性及社會觀感；建築物

整修應以合法建築物為前提，並符合建築法相關規定；對於建

築物整修後的經營使用管理，應符合區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



等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7.提案計畫應具備後續維護管理之策略。  

各項補助計畫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 9 月 14 日院授主預

字第第 1050102091A 號令修正「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及縣市財力分級，最高補助比例以第二級 65%、第三級 80%

、第四級 85%及第五級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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