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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中程施政計畫(112年至115年) 

 

壹、願景及核心價值 

本局配合既有基礎及優勢，積極規劃相關產業政策，以「翻轉經濟·韌性

臺中」為施政願景，持續營造有利產業發展、投資、永續居住的環境，結合臺

中的地理優勢，對於吸引外來投資，刺激消費，將有正面的幫助；本局秉持

「招商、活力、創新、永續」作為核心價值，緊密結合周邊縣市，延續深耕本

市科技產業，加速升級地方傳統特色產業，佈局並帶動中臺灣地區整體經濟發

展並創造就業機會，為落實上述願景，訂定中程施政策略目標如下。 

貳、策略目標 

一、招商引資 

本局為落實「前店」招商引資、強化「後廠」產業行銷，規劃執行「臺

中市產業招商推動計畫」，成立招商工作小組，以「專案、專人、專責、全程

客製化」之方式，執行各式之招商服務、推廣行銷、提供投資程序與相關事項

諮詢及協助、推動重要投資計畫、並協助排除投資障礙。自盧市長上任至今

(112)年2月止，招商工作小組已實地訪視逾156家廠商，並召開23次跨局處投

資障礙排除協調會議，成功促進超過553億元投資額。 

為了延續經濟動能，臺中將持續推動重大建設，保持前店後廠優勢。在

「前店」的部分，臺中國際會展中心一期工程進度已超過78%，目標114年開幕

營運，更持續與經濟部合作投入西側展館推動，將打造全臺最大的會展中心、

企業最佳展銷平臺，讓產業的「前店」帶領企業接軌國際持續發光；在「後

廠」的部分，則是提供產業聚落完整發展空間，透過園區開闢，及輔導工廠合

法轉型，協助企業逐步升級轉型，如今太平產業園區廠商陸續進駐，潭子聚興

產業園區112年將完工，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刻正拓寬聯外道路，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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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三期持續發展中，都將為臺中的產業提供一個最好的環

境、打下良好的根基。 

未來將持續執行各式產業輔導機制，期能提升臺中市整體招商成效，持續

扮演產業最堅強後盾，為臺中經濟再創新高峰。 

二、產業升級 

為協助臺中產業升級轉型，持續透過數位轉型、研發補助、人才培育及

中小企業貸款等各項輔導措施，持續提升產業競爭力，並協助國際拓銷，擴展

通路。逐年編列預算，輔導企業強化彈性應變、數據分析及應用能力，以提升

產線效率及品質，掌握精準進度及交期，並提供多元淨零碳排解決方案，協助

企業接軌國際趨勢；重點補助企業研發創新，進行技術密集、高附加價值研究

及商業模式開發，帶動產業上中下游聯盟及跨領域整合。112-115年預計投入1

億1,600萬元補助超過150家企業研發升級，並促成企業投資超過1億8,000萬

元、至少增加12億元總產值。 

在產業用地規劃方面，本局就「臺中市國土計畫」上位指導原則下，進

行相關法規檢視適法性，另就基地之區位、土地性質、天然環境等條件逐一評

估，藉以規劃城鄉發展地區，推動產業園區規劃或新訂都市計畫等政策，並以

多元策進方式提供產業用地供臺中市轄內業者進駐使用，滿足產業對於產業用

地之需求，促進經濟發展、產業升級。 

(一)辦理產業園區開發如下： 

1.開發完成階段： 

太平產業園區開發完成(14.37公頃，提供45企業進駐設廠)、潭

子聚興產業園區(14.76公頃)預計於112年完成全區公共設施工程。 

2.開發作業階段： 

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55.86公頃)辦理國有土地取得作

業，預計於114年完成堤南路拓寬工程、大里夏田產業園區(188.01

公頃)預計於113年完成二階環評、115年園區公告設置。 

3.規劃作業階段：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產業園區(143公頃)、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

三期(25.6公頃)、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35.95公頃)、新訂烏日溪

南產業發展特定區計畫(50.08公頃)及清水海風產業園區(151公頃)

等5處規劃案，面積合計約405.63公頃。 

(二)輔導既有工業區內廠商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48條之3規定

受理「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以緩解本市工業用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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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造城市魅力 

(一)臺中購物節(商圈) 

    為展現本市商業豐富多元的風貌，辦理「臺中購物節」年度消費節

慶活動，整合商圈店家、百貨業者、旅宿業者、資訊平台、行動支付業

者等資源及促銷優惠，帶動週邊經濟效益；本局同時推廣行動支付，並

透過活動吸引外縣市人流移動，帶動本市觀光計程車、共享交通工具及

觀光套票辦理效益。 

    藉由臺中購物節帶給全臺民眾正向、活力的歡樂意象，將持續輔導

本市在地商圈塑造獨有特色，並結合在地團體、學校、居民參與活動，

以提高商圈知名度，促使商圈自主提升競爭力，共同活絡商圈商業發

展，對臺中整體經濟帶來實質及顯著的助益。 

(二)市場再造及多目標使用 

1.市場再造: 

    小康市場於民國65年興建完成，66年開始營業至今。當時臺灣

省政府將位於火車站附近干城營區內的省政府辦公廳舍遷移至南屯

區黎明路邊之三厝合作農場(學產地)，興建了黎明新村並蓋了大批

的員工宿舍，為提供黎明社區內居民方便的生活機能，因此興建了

小康市場，共規劃43席攤位；考量本棟建築物安全，已於109年完成

耐震補強工程及111年完成電梯汰換工程。 

    規劃藉由設計導入將傳統市場升級，透過攤位全面改造及品牌

定位設立，同時保留傳統文化，讓老舊市場更具競爭力，改變民眾

對市場環境刻板印象，吸引更多消費者前來消費並活絡周遭環境，

提供消費者更優質之市場購物空間；藉由市場的再生與活化，連帶

提升周圍社區生活品質，提升社區再造。 

    本案預計藉由設計導入將傳統市場升級，透過攤位全面改造及

品牌定位設立，同時保留傳統文化，讓老舊市場更具競爭力，改變

民眾對市場環境刻板印象，吸引更多消費者前來消費並活絡周遭環

境，提供消費者更優質之市場購物空間；藉由市場的再生與活化，

連帶提升周圍社區生活品質，提升社區再造。 

2.多目標使用： 

    隨著時代發展，民眾不再侷限於傳統市場採買民生用品，希望

有更多元化選擇，公有零售市場應隨其區域、人文等特性逐步創新

轉型，將持續評估適當市場用地公告 BOT 案招商，開發新穎現代化

零售市場 

    推動民間參與市場用地開發，除能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民間機

構亦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進行市場用地開

發，改善市場傳統經營型態，保留民生交易功能；提高土地使用彈

性，引進多元品牌，強化營運競爭力，並以現代化建築呈現，提高

綠化比例，增益市容景觀。截至115年12月以前，預計完成4案市場

用地 BOT 招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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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韌性城市、永續發展 

(一)水資源 

   因應氣候變遷，本府為落實潔淨的用水安全，改善無自來水地區民

眾用水需求，積極與自來水公司合作，爭取經濟部水利署評比自來水延

管經費，自來水普及率由107年底95.86%至111年底已達96.52%，接水人

口超過271萬人，預計自來水普及率於115年可達97%，接水人口約273萬

人，以提供民眾安全且可負擔的用水。 

(二)再生能源 

   為減少傳統能源使用、降低空污問題，持續發展各項再生能源，考

量本市陸域風力已趨於飽和，以及本市獲配離岸風力裝置容量500MW 預計

最快於116年建置完成，爰至115年本市再生能源政策將以太陽光電及小

水力發電為重點推動目標，以先公後私，先大後小的策略推動太陽光電

建置，推動「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畫」、「光電補助計畫」、「列管用

電大戶」等計畫，並推動灌溉溝渠小水力發電；本府環保局亦積極研議

生質能及廢棄物發電之可能性，規劃推動焚化爐轉型再生能源計畫，擬

藉由爐體汰舊換新之契機將文山、后里與烏日焚化廠全數轉型為再生能

源發電廠，預計於115年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可達2,100MW。 

參、未來四年重要計畫 

策略目標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招商引資 
招商工作小組 112-115 

產業招商推動計畫 112-115 

產業升級 
臺中市企業先進智造學院計畫 112-113 

開發產業園區 112-115 

打造魅力城市 

臺中購物節計畫 112-115 

臺中市小康公有零售市場導入城市美學改造計畫 112-113 

臺中市「市31」公有市場用地興建營運移轉案 111-113 

臺中市市95公有市場用地興建營運移轉案 111-114 

臺中市大里區市七併廣二用地合併開發興建營運移

轉案案 
111-114 

臺中市北屯區太和段224、225地號興建營運移轉案 112-115 

臺中市北屯區市30民間自提興建營運移轉案 112-115 

永續發展 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達2100MW 112-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