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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邱議長、李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今天
善政
與市府團隊深感榮幸，再度前來進行施政報告。 

桃園正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雖面臨許多挑戰，但也帶來了許多

機會。
善政
希望與每位市民共同努力，提升桃園的建設與生活品質。 

以務實精神、積極行動面對長久以來的問題 

首先，我們以務實的精神，面對桃園長久以來的各項問題。在

交通方面，我們積極推動公共運輸通勤月票，至今整體運量顯著成

長了 24%。 

為提升交通安全，通學廊道及道路改善是我們努力的重點，成

果顯著，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及死傷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將近一成。 

在醫療資源上，桃園因為長期受限於兩個次醫療區，醫療資源

不足且不均。在積極爭取下，已獲得中央同意改設成三個次醫療區。 

桃園棒球場長年存在逢雨必淹的問題。我們去年與體育署和球

團達成共識，把握今年賽季空檔完成修繕，不但場地的安全性獲得

教練、球員的認可，同時也提供球迷更舒適的觀賽體驗。 

為保障生活品質，靜桃計畫的噪音取締、靜鄰專案及食品安全

聯合稽查，我們都會用心堅持下去。中壢新明市場周邊的違規流動

攤販，長期佔用道路、製造髒亂，我們也會秉持相同的決心，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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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還給市民一個舒適的購物環境和人行空間。 

中央地方攜手合作，推動政策與立法創新 

為了桃園的長遠發展，我們必須與中央密切合作，來推動城市

的整體建設。
善政
上任以來，科技大廠及大型物流中心相繼進駐桃園。

為因應桃竹苗大矽谷、龍科擴建等重大產業計畫，我們積極進行國

土計畫法的通盤檢討，並建議中央應改由政院主導跨部會協調。桃

園期待能與中央積極配合，務實發展產業廊帶。 

桃園推動許多創新政策，如大客車駕駛「受訓即就業」計畫、

勞工熱危害檢查，以及孕產婦、婦女心理健康促進計畫等。而針對

近年來多起工廠及倉儲火災，在我們的呼籲下，工廠輔導法已進行

修法，要求存放危險物品必須定期申報，消防法應責成倉儲業者主

動申報。 

我們檢討現行法規的不足，一方面修訂本市自治條例，另一方

面也籲請中央同步修法。而攸關桃園未來財務的財政收支劃分法，

我們也會與中央持續溝通。 

擘劃城市格局，引領未來發展 

桃園正處於「轉骨」階段，為了城鄉及區域的均衡發展，我們

採取「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做為都市規劃的方針，透過軌道

建設帶動城市整體發展。在鐵路地下化方面，臺鐵桃園、中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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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壢及平鎮站都已陸續開工。配合鐵路地下化進程，市府也同

步啓動車站周邊城區再造及鐵路沿線的路廊轉型。 

在捷運建設方面，綠線北段在八月完成隧道貫通，首批列車將

在年底運抵桃園進行測試。串接桃園、中壢、平鎮、龍潭的橘線，

以及連接桃園、青埔的青線，都已啟動可行性研究，未來將串聯桃

園三個核心都會區，健全大眾運輸網絡。 

在都市發展方面，0403 地震後，市府成立都更專案辦公室，推

動老舊建築的更新。同時，桃園及中壢的雙城再生計畫進入實質推

動階段，我們會與社區居民共同塑造街區全新風貌。 

讓青年在桃園好就學、好工作、好生活 

桃園是座年輕的城市，市府對於青年家庭提供就學、就業到成

家生活的全面支持，讓青年在桃園好就學、好工作、好生活。 

為了讓孩子們有充分的就學資源，市府積極推動學校的擴建與

新建。今年上半年，在中壢、龜山及觀音已展開校舍擴建，並著手

新建八德仁德國小、中壢過嶺國小及平鎮國小。 

為了落實教育平權，教育局首創「非山非市暨偏遠學校課後科

普計畫」，讓弱勢及偏遠地區的學生獲得更多學習機會。 

為了讓我們的孩子更加國際化，市府透過舉辦國際夏令營，邀

請科技及國際專家學者，來拓展學生的視野。未來我們也會強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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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及永續的主題，讓孩子與世界同步。對於都會原住民及新住民學

童，我們也設計專屬教育課程，推動族群文化的傳承。 

為了協助青年職涯發展，我們提供科技、製造、服務業及新創

產業多元實習機會，今年已有近八百位青年參加，透過「做中學、

學中做」更加認識產業。 

因應氣候變遷及農業轉型，市府輔導青年農民成立「智慧農耕

團」，導入智慧生產，建立農場合作體系，達到省工省力與互助共

生的目標，今年協助耕作面積將近七百公頃。 

桃園推動多元住宅政策，透過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及租金分級

補貼，來協助市民的居住需求。今年起更將新手媽媽、護理師納入

優先承租對象。
善政
上任至今已啟用 4處社宅，目前有 13處在興建及

規劃設計，下半年還會再開工 5 處，合計超過 5 千戶。在營建成本

波動和住宅需求增加的挑戰下，市府仍會積極建置社宅，並結合公

托、親子及圖書館等公共服務，讓民眾住得更方便、更幸福。 

貼心、完善的服務，全方位守護婦女 

自婦幼發展局成立以來，我們始終秉持照顧婦女的初衷，從備

孕、懷孕到產後的各階段，守護婦女朋友健康。 

我們以全程健康照護為理念，在備孕階段加碼補助凍卵營養金，

在孕期與產後提供 SMA 篩檢、好孕專車以及孕產婦暨婦女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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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計畫。今年推動的好孕專車，已可在基北北跨區通行使用。一

生好運卡也擴大與上百家藥局提供優惠合作，讓媽媽們擁有貼心、

完整的服務。 

為提供便利、友善的育兒環境，定點臨時托育今年已新增 35處

據點，全市達到 39處，無論是增幅與總數，都是全國第一。全臺首

創的早療診所，也會在明年啟用，讓需要幫助的孩子能夠健康成長。 

以智慧治理建構安心、永續的城市 

面對產業發展形態日益多元複雜，我們非常重視公共安全及風

險管理。在各位議員的支持下，今年六月通過了兩項重要法案：

「火災預防自治條例」修正案及「推動淨零城市自治條例」。 

為了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市府定期召開跨機關淨零會報來規

劃減碳目標。透過透明及科學的碳排放管理，桃園獲得國際碳揭露

計畫(CDP)城市評比的最高獎項，是臺灣唯一榮獲 A級殊榮的城市。 

我們一年多來致力運用智慧科技提升市民的健康與生活品質，

已受到國際普遍的認可。桃園工業產值全臺最高、勞工眾多。為了

關注勞工健康，我們推動肺癌篩檢計畫，結合 AI輔助判讀系統提高

診斷效率，讓早期肺癌檢出率由 33%提升到 89%，翻轉了肺癌期別曲

線，達成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降低肺癌死亡率的目標。同時，消

防局利用物聯網科技建置的智慧派遣系統，獲得了美國智慧 20大獎

(Smart 20 Awards)。環保局建構 AI環境污染辨識系統，與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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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雙榮獲亞太區資通訊科技應用獎(ASOCIO DX AWARD)，更勇奪全球

資通訊科技應用傑出貢獻獎首獎(WITSA ICT Excellence Award)、

顧能顧問公司（Gartner）智慧治理亞太區首獎。智發會協調多個

單位以智慧科技消弭行人地獄，也得到顧能公司二獎，為該獎有史

以來第一次由一個城市囊括首獎、二獎。 

讓世界看到桃園、讓桃園榮耀臺灣 

為了提升桃園國際能見度，我們以在地主題化、智慧化和低碳

化策略，打造桃園獨特的旅遊品牌。今年開幕的 KIRI國際原住民族

文創園區，以及七大客家場館的客家主題課程，都展現了桃園豐富

多元的族群風貌。 

2025 臺灣燈會將於明年在桃園舉辦，燈會以「光聚千塘串桃園」

為主題，融合桃園獨特的埤塘景觀與人文特色，希望為大家帶來一

場視覺與文化的盛宴。 

桃園也是 2026臺灣設計展及全民運動會的主辦城市。透過這些

大型活動及賽事，我們希望能夠展現桃園在文化、教育、運動、觀

光領域的活力，並創造桃園的城市品牌。 

最後，依據遠見「2024 縣市競爭力調查」，桃園在九大面向指

標中「治安」及「治理永續」兩項都拿下全國第 1。此外，桃園於

細部指標則有 11 項奪得全臺第一，「經濟與就業」是六都中進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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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被譽為「政府效能首善之城」。
善政
將此歸功於市府團隊的努力，

以及議員朋友們的鞭策。我相信，在府會順暢溝通與合作下，桃園

會成為一個共好共榮、充滿活力的宜居城市。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