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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區公十公園新闢工程」 

用地取得第 2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 事由： 

為興辦本市「桃園區公十公園新闢工程」計畫報經許可前進行宣導及溝通，就

興辦事業概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予以說明，

並聽取民眾意見及廣納各界意見特舉行本次公聽會。 

貳、 日期： 

中華民國 113年 6月 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參、 地點：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701會議室(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肆、 主持人及紀錄人：                                                                                   

主持人:桃園市政府工務局張專門委員重仁            紀錄人:黃綉婷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  

本府工務局：蕭宗璿、徐震宇、汪郁晨、陳廷甄(規劃設計科) 

本府交通局：(請假) 

本府新建工程處：王偉軒、賴冠州 

本府地政局：劉憶曄、歐俊杏 

本市桃園區公所：曾曉彤 

本市桃園地政事務所：胡蓬芄 

本市忠義里里長：(請假) 

桃園市議會：李光達議員服務處秘書胡瀞文、林政賢議員服務處主任陳明

祥、張碩芳議員服務處秘書張馨嬪 

陸、 土地所有權人及其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冊 

柒、 興辦事業計畫概況： 

一、 計畫範圍及目的 

本計畫公園範圍東側臨桃林鐵馬道，西至成功路三段，北臨桃園市三聖非營

利幼兒園、住宅區大樓、停車場及桃林鐵馬道，南至南崁溪，面積約 2,9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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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位於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如圖 1)，現況為虎頭山公園一部

分，為配合南崁溪自行車道、舊有桃林鐵路活化之自行車道及人行道路廊

(桃林鐵馬道)，以及周邊環境整體規劃(如圖 2)，串聯虎頭山創新園區、桃

園高中、虎頭山風景區，提升都市空間品質、推動人本綠色交通、整合周邊

道路交通、建構生態景觀廊道、保留在地歷史文化，以發揮最大功能及效益

之目的。 

 

 

 

 

 

 

 

 

 

 

圖 1-「桃園區公十公園新闢工程」計畫範圍 

 
圖 2-用地範圍周邊之交通路網圖 

桃園市都市計畫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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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內容 

本計畫公園總面積約 2,973.37 平方公尺，位於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園用地，

現況為虎頭山公園一部分，考量土地現況使用、土地利用完整性及環境改善

之綜合效益進行設計規劃，串聯南崁溪自行車道、桃林鐵馬道及虎頭山風景

區，提供市民自然生態休閒環境，並能提升周圍環境品質及公共設施完善，

保障周遭學校及住戶之公共安全。 

三、 用地概況 

(一)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本計畫範圍東側臨鐵路用地，現況為桃林鐵馬道；西臨道路用地，現況

為成功路三段；北臨住宅區、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現況為桃園市三

聖非營利幼兒園、住宅區大樓、停車場及桃林鐵馬道；南臨河川區，現

況為南崁溪。 

(二) 用地範圍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本案工程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面積及其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如下表 1)： 

表 1－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統計表 

土  地  權  屬 土地筆數 面積(m2) 比例(%) 

公有土地 7 2,941.87 98.94% 

私有土地 1 31.50 1.06% 

合  計 8 2,973.37  100% 

(三)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 

本案工程範圍內私有土地經調查現況雜草木，用地勘選已盡量迴避人口

密集住宅聚落建築物。 

捌、 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聯理由： 

(一) 本計畫係屬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園用地，於民國 44年 5月 30日發布實施，

並於 61年 1月 12日擴大修訂計畫，其後經歷通盤檢討仍維持公園用地。 

(二) 本計畫鄰近住宅區、學校、河川區及虎頭山風景區，本府於民國 61年劃

設為公園用地迄今，本案興闢改善公園，可串聯南崁溪自行車道、桃林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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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道及虎頭山風景區，提供市民自然生態休閒環境，並能提升周圍環境品

質及公共設施完善，保障周遭學校及住戶之公共安全，實有徵收私地之必

要。 

二、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計畫勘選公園用地範圍考量土地現況使用、土地利用完整性及環境改

善之綜合效益進行設計規劃，工程範圍總計約 2,973.37平方公尺，公有

土地約 2,941.87 平方公尺，僅徵收私有土地面積約 31.5 平方公尺，占

公園總面積 1.06%，已達必要勘選需用私有土地最小限度範圍。 

三、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公園用地範圍位於住宅區、學校、河川區及虎頭山風景區旁，考量自然

生態休閒環境、周圍環境品質及公共設施完善性，本府於民國 61年劃設

為公園用地，其後經歷通盤檢討仍維持公園用地，已完整評估公園用地之

區位，故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四、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案工程係永久使用性質，若以其他方式取得，經研判不可行，理由如下： 

(一) 設定地上權： 

因本計畫公園工程係永久使用之公共事業，為配合永久性設施工程施

工及整體管理維護需要，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 

(二) 租賃： 

因本計畫係公園工程，永久提供公眾使用，必須取得範圍內私有土地之

所有權，方能使公共設施環境改善計畫得以長遠落實，不宜以租賃方式

取得。 

(三) 聯合開發： 

聯合開發方式，雖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之一，惟本計畫係

為興辦公園工程，實與聯合開發利益不同，不適宜以聯合開發方式取得。 

(四) 捐贈： 

私人捐贈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但仍須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主動提出。

如土地所有權人願意，本府非常感謝所有權人的配合與體諒，並願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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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完成相關作業程序。 

(五) 公私有土地交換： 

本計畫用地範圍位於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園用地，有關私有公共設施保

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應依「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

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規定，經土地所有權人就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之可供交換的公有非公用土地，依法提出申請並經執行機關審認予以

辦理交換，且本市目前持有之財產，均有公共、公務或特定使用用途，

尚無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土地。 

(六) 容積移轉： 

本市辦理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均依內政部訂定「都

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本府制定「桃園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要點」辦理，民眾可依上開辦法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申請，惟本案未

有土地所有權人提出。 

以上 6 種取得方式經分析後皆不可行，故基於尊重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

權權益，於徵收土地前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以市價向土地

或地上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其中拒絕參加或未能達

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本府考量公園工程迫於公眾利益需求，

將依規定申請徵收土地。 

五、 其他評估性必要性理由 

本公園工程範圍無需辦理地上物拆遷補償事宜，亦未有民眾拆除導致影

響居住權之情事，本公園依據都市計畫開闢為公園後，有助於改善當地環

境、促進整體生活圈均衡發展，實屬必要。 

玖、 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一、 社會因素： 

(一)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案工程範圍主要為桃園區忠義里，依桃園市桃園區戶政事務所 113年

2 月統計資料，設籍戶數 1,728 戶，人口數 4,290 人，男性 2,031 人，

女性 2,259 人(詳如表 2)，男女比例趨近平均，主要年齡結構介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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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歲之間。本案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計 1筆，預計影響土地所有權人約

9人。 

表 2－桃園市桃園區 113年 2月里人口數統計表 

區域別 戶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忠義里 1,728 2,031 2,259 4,290 

(二)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計畫公園開闢後，將符合人本環境計畫之原則， 建立以人為本之優質

生活環境，推動在地生活化、人性化、綠化設計及環境永續之理念，除

可維持公園之完整性，改善現況南崁溪自行車道及桃林鐵馬道路廊周邊

環境，並串連虎頭山風景區，提升當地居民居住及生活環境。 

(三)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計畫用地範圍為公園用地，現況無住戶及建築改良物，故無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及情境相同者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弱勢族群，未影響弱勢

族群。 

(四)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 

本計畫開闢公園後，可降低環境的熱負荷及有效改善空氣品質，進而緩

和都市熱島效應，對提升當地居民身心健康有良好的效果。 

二、 經濟因素： 

(一)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徵收範圍都市計畫於民國 61 年即劃為公園用地迄今，公園興闢後將改

善當地居民環境，引入居住人口，促進該地區經濟及商業發展，亦可提

升整體環境條件與生活品質，帶動鄰近住宅區開發，極有可能增加地方

相關稅收，故對政府稅收有正面助益。 

(二) 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案用地範圍經都市計畫劃定為「公園用地」，現況無農耕使用，徵收後

將不影響糧食安全。 

(三)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計畫用地範圍為虎頭山公園一部分，現況無工廠或公司設立，未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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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四)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本計畫用地取得所需經費編列於本府工務局 113 年度單位預算/工務業

務-用地取得工作/設備及投資/土地科目項下「本市一般道路計畫、瓶頸

打通及公園綠地等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暨相關費用」。預算編列未造成排

擠效果，足敷本案使用，後續將依計畫覈實使用。 

(五) 徵收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計畫範圍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無農林漁牧之產業鏈，故對農林漁牧

產業並無影響。 

(六) 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計畫範圍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周遭為桃林鐵馬道、桃園高中及住宅

區，為配合都市計畫整體發展，考量環境需求作整體規劃，可使土地利

用更加完整，有效提升市民活動空間及綠化景觀，並結合南崁溪自行車

道及虎頭山風景區發揮最大功能及效益。 

三、 文化及生態因素： 

(一)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計畫範圍內現況為虎頭山公園一部分，公園興闢並無大規模改變地形

或破壞城鄉自然風貌之情形，相對可改善當地環境生態及市容景觀、提

供休憩空間、增進身心健康，塑造更宜居住之都市環境。 

(二)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本計畫範圍內未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古蹟、遺址或歷史建築，故

對文化古蹟無影響。日後施工時倘發現地下相關文物資產，將責成施工

廠商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計畫闢建將使當地居民有更好的休憩運動空間，並配合公園四周環境

規劃景觀、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等公共設施，亦可改善當地人行安全、

衛生環境，有助提升當地居民生活條件，對鄰里網絡關係、生活模式的

改變均有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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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計畫範圍無位於生態保護區，用地範圍非屬國土復育政策方案禁止開

發之對象，亦非環境敏感區位，及非屬動植物棲息生長土地，道路新闢

後對生態環境無不良之影響，且無破壞當地水域及生態環境。 

(五)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計畫周遭為學校、住宅區及機關用地，藉由公園興闢可增加周邊居民

休憩運動空間，強化身心健康，提高城市綠覆率，改善生態環境，有助

周遭環境和諧融合，為市民打造宜居宜業的綠色永續城市，對周邊居民

及社會整體環境發展有正面之影響。 

四、 永續發展評估： 

(一)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本計畫闢建公園種植綠色植物、樹木及設置公共設施等，不僅可降低二

氧化碳排放量，亦可降低環境的熱負荷、有效改善空氣品質及周邊環境，

進而緩和都市熱島效應，建立自然及人文和諧並存的生態都市，故對國

家政策「永續的環境」、「永續的社會」、「永續的經濟」之提升實有裨益。 

(二) 永續指標： 

本計畫闢建公園將串聯既有虎頭山風景區，種植綠色樹木將增加市民每

人享有之公園面積，故改善公共設施之寧適的環境、多樣的生態、繁榮

的經濟、福祉的社會等永續發展指標均有正面提升之效。 

(三) 國土計畫： 

本計畫用地屬於都市計畫法所劃設之公園用地，將闢建公園種植綠色植

物、樹木，規劃改善景觀、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等公共設施，有效提供

休憩空間、增進身心健康、凝聚社區意識，符合都市計畫之規定，將充

分達成國土計畫永續發展之目標。 

五、 其他因素評估： 

本公園工程範圍無需辦理地上物拆遷補償事宜，亦未有影響居住權之情

事，本公園依據都市計畫開闢為公園後，有助於改善當地環境、強化水

土保持、促進整體生活圈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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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綜合評估分析： 

(一) 公益性： 

本計畫公園開闢後，將符合人本環境計畫之原則， 建立以人為本之優質

生活環境，推動在地生活化、人性化、綠化設計及環境永續之理念，除

可維持公園之完整性，改善現況南崁溪自行車道及桃林鐵馬道路廊周邊

環境，並串連虎頭山風景區，提升當地居民居住及生活環境，符合興辦

事業之公益性。 

(二) 必要性： 

本計畫為配合南崁溪自行車道、舊有桃林鐵路活化之自行車道及人行道

路廊(桃林鐵馬道)，以及周邊環境整體規劃，串聯虎頭山創新園區、桃

園高中、虎頭山風景區，提升都市空間品質、推動人本綠色交通、整合

周邊道路交通、建構生態景觀廊道、保留在地歷史文化，以發揮最大功

能及效益之目的。 

本計畫勘選公園用地範圍考量土地現況使用、土地利用完整性及環境改

善之綜合效益進行設計規劃，工程範圍總計約 2,973.37 平方公尺，公

有土地約 2,941.87 平方公尺，僅徵收私有土地面積約 31.5 平方公尺，

占公園總面積 1.06%，已達必要勘選需用私有土地最小限度範圍，符合

興辦事業造成損害最小之必要性原則。 

(三) 適當及合理性： 

本計畫係依「都市計畫法」發布實施，屬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完

成工程後將永久提供公眾使用，勘選用地以儘量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

以達成改善自然生態休閒環境、提升周圍環境品質及公共設施完善，保

障周遭學校及住戶之公共安全，符合適當與合理性。 

(四) 合法性： 

本案係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10款及「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之公用事業設施，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0條規定，於需用土地人於

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

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已具備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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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覆與處理情形： 

第 1場公聽會陳述意見 

編

號 

陳述意見人

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余○全 113 年 4 月

15日 

建議恢復已砍掉的

大樹(林蔭大道)。 
有關林蔭大道設置，本府將於規劃

設計階段邀集相關單位擬定樹木保

護策略，降低環境影響，並依地方需

求辦理施工前說明協調會，聽取民

眾意見。 

2 陳淑珮 

里長 

113 年 4 月

15日 

公園設計規劃之後，

基本上就是定案了，

規劃內容根本無法

變更，是否應該在設

計規劃公開之前先

聽取地方意見，再進

行規劃設計。 

有關公園規劃設計，本府將於規劃

設計階段邀集地方民眾及相關單位

辦理說明會，廣納民眾意見納入參

考。 

3 黃瓊慧議員服

務處特助張昱

崴 

113 年 4 月

15日 

後續影響交通狀況，

務必於規劃階段說

明是否會影響桃園、

龜山間車流，施工過

程對交通環境影響。 

有關施工期間之交通影響，本府將

於規劃設計階段邀集相關單位擬定

交通維管計畫，並依地方需求辦理

施工前說明協調會，敘明施工期間

之交通管制，將施工時帶來的交通

及環境影響降至最低。 

第 2場公聽會陳述意見 

編

號 

陳述意見人

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陳○璿 113 年 6 月

4日 

土地地價稅減免查

覆。 
一、經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查復

桃園區三聖段 615-1 地號土地

課徵田賦（目前停徵）在案。 

二、又查平均地權條例第 22條第 1

項及第 5 款，略以「非都市土

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

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

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

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

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

者。」。惟政府為因應農業發展

需要及體恤農民之辛勞，自民

國 76年第二期起停徵田賦（行

政院 76.08.20 台七十六財字

第 19365號函），目前農業用地

依法免繳土地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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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鄉親參與本次公聽會，倘各位於會後仍有其他寶貴意見，可以書面

向本府提出，後續將妥善處理。本場公聽會之會議紀錄將於會後郵寄通知陳

述意見人，並公告周知及公布於本府網站。 

壹拾貳、散會：下午 3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