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17報導者回覆－黃偉哲政見（公托、社宅、長照、綠運輸）

「要以近光燈關照市民的需求，以遠光燈擘劃城市未來的發展」，是我的核心施政

理念。照顧老幼方面，就要打開近光燈，從細微處了解市民的需求，同長輩和孩童一起

呼吸、一起感受，才有辦法針對癥點著手，擬出相應的對策。對於如何讓城市達致更宜

居、更永續的目標，就得切換成遠光燈，從5年、10年或甚至更久的時間跨度，去設想跟

擘劃，踏在實踐理想願景的路徑上。

一、公托：

在講台南的公共托育政策之前，其實過去大家的育兒經驗，常見的方式不外乎私

下請親友幫忙帶，要不就是送去給保姆照顧。公部門對育兒的介入，是比較少，也比較

被動的。不過，自我擔任市長後，隨著社會氛圍對育兒的重視，以及中央的政策支持，我

們在台南也陸續端出多項創新服務，一起幫助新手爸媽照顧孩子，逐步落實托育公共化

的目標。

從2018年至今，台南從無到有，開辦了11處的公托家園，公設民營的托嬰中心已

達15處。而最讓我感動的是，我剛執政的第一年，台南在「準公共化」育兒政策，竟拚出8

成簽約率的成績，替台南打下好的育兒環境基礎。時至今日，加入「準公共化」的保姆有

1543人，簽約率達98.8%；而86家的托嬰中心，則全數參與，簽約率為100%。

當然，建構友善的公共化育兒環境，有中央的支持，絕對是一大助力，但在地方

實作，也要有自己的創新跟獎勵。例如：補助優質保母汰換設施設備，獎勵符合考核資格

的優質保母，調降托嬰中心照顧比且補助人力，都是建構友善育兒環境的重要措施。其

中，2020年還首創「公托監視畫面雲端保存」，要求公托做即時影像紀錄並保存30天，以

維護孩子的安全與家長知的權益，建構更有品質與保障的托育環境，讓家長可以安心送

托。

今年，我們還推動產前「居家安胎補助」，每人最高補助1萬2500元，至今已有51人

次受惠。透過安胎服務，幫助懷胎的媽媽準備餐食，或請護理師到宅訪視跟諮詢，提前

替媽媽的生產做準備。另外，今年開辦的夜間臨托服務，就是要支持新手爸媽，提供他

們喘息的時間。像是今年8月開幕的善化東關公托家園，到9月為止已提供46案的服務，

且家長均給予滿意的好評回饋，顯示臨托服務，相當受到南科區爸媽的歡迎，真的幫助

到有需要的市民朋友。

二、長照：

在推動長照政策上，台南相較於其他縣市而言，有自己的特殊情況需要面對。因

縣市合併，都市的範圍變大，囊括山林到漁村，所以推動長照工作上，做迫切也最需要

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將福利資源及服務，輸送到各地的長輩身上。因此，盡可能地將長

輩納入長照體系，提供在地化的服務，是我擔任市長時，最重視的工作目標。

跟四年前相比，長照單位總數量從608家，成長到991家。整體長照覆蓋率將近7成

，在六都中排名第一，且服務品質均獲得民眾的肯定。可見，我們當初設定的政策目標，

成果正逐漸顯現。

舉例來說，台南不僅是六都中，最早完成「一行政區有日照」的城市，我們近日還完



成「一國中學區一日照」，把最後一哩路走完。像台南東山區的東原國中學區，因當地適

合的土地及建物不易取得，後來在市府和民間多次協調下，終於順利布建完成。

針對偏遠地區的長照服務，我們給照顧服務員提供加給，還助交通費，兩項加起來

每月可領到6000元。從成果來看，我剛上任市長時，偏遠地區服務個案人數為283人，到

去年累計服務人數為530人，很明顯地，我們的服務量成長許多。另外，在我任內開設的

20條「小黃公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協助不少交通較不便利地區的長輩，滿足

他們就醫、回診的需求。這些政策措施，總地來說，都環繞在怎麼擴大資源接觸面，這就

是我說的「近光燈」。

針對日益成為長照顯學的失智照顧，台南在去年首創「失智守護布標」服務，而累計

至今已有632人申請。透過免費提供失智長輩，穿戴式裝置或布標，協助及時追蹤長輩的

定位。萬一有長輩走失，家屬或警方可由布標的定位搜尋，盡快幫助長輩安全返家、讓

家屬能夠放心。

三、社宅

「居住權」（housing rights）的提倡，近年來已浮上檯面，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議題

，同時也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的願景之一。城市如何落實「實居住正義」，讓青

年和勞動者安居，是任何一個首長無法迴避的課題。

因著南科的發展，還有中央推動投資台灣三大方案，陸續帶動科技人才、青年人

口南漂移入。因此，台南在全國經濟中逐漸崛起，成為逐夢之地時，也須特別加強留意

住房的需求和房價的議題。對此，在我任內，我們在居住正義的努力上，主要有三大措

施。第一，是興建社會住宅；第二，是通過囤房稅立法，開徵囤房稅；第三，是擴大租屋補

助跟包租代管。透過居住「正義三支箭」，展現我們對於打造宜居城市的決心。

第一支箭，興辦社會住宅。從我擔任市長，台南在新建的社會住宅，從無到有至

今已經規劃七千戶，而已經動工的戶數達到2,155戶。市府不斷努力，透過多元的方式，

尋找取得社會住宅的方式，包含公辦都更回饋、政府興建、獎勵民間興辦等同時推動，

並持續與中央合作。目前，首件社會住宅將於113年底完工，並啟動運作招租，屆時會推

出更完善的只租不售機制，讓社宅政策可以永續。

第二支箭，推動囤房稅立法。台南是中南部第一個通過囤房稅的縣市。經過市府

和議會不斷的研商，最終排除萬難，順利於今年7月1日開始課徵。最高，對持有6戶以上

非自住房屋者，每戶會課徵3.6%的稅率。藉由囤房稅的推動，直面房地市場問題，進行

居住正義的改革。

第三支箭，擴大租屋補助和包租代管。在中央和地方的努力之下，今年除了持續

擴大租屋補助，我們第2期包租代管計畫也受到熱烈的俺應，1200戶額度執行率達83%。

第3期的包租代管將擴大到1600戶名額，並加擴大對經濟弱勢戶的補貼到800戶，希望提

升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的成效，讓民眾租的合理、租的安心。

為了強化台南在推動居住政策的能量，今年6月30日，我們在都發局內增設「都市住

宅科」。透過專責組織，負責住宅政策規劃，強化辦理社宅興辦、住宅補貼、包租代管的

居住政策之量能，以照顧市民的居住需求。看見城市的未來需求和願景，幫台南提早做

擘劃，就是我的市政「遠光燈」。

四、綠運輸



因應全球氣候的極端化，去年聯合國的COP26氣候高峰會，揭櫫2050淨零碳排目

標，而我國也正式公布啟動淨零轉型工程。身為地方政府，我們有責任共同肩負轉型的

任務，一起替地球的未來承擔。

事實上，台南在因應氣候變遷上，規劃的進步政策跟努力執行，不會輸給其他縣

市。台南是全國第一個制定《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的城市，去年我也簽署「台南市氣候緊

急宣言」，且提出自願檢視報告書。今年「世界環境日」，我正式宣布啟動「2050台南淨零」

，要求各部門必須落實減碳跟轉型目標。替更永續的台南、更永續的未來提前打算，這

是我說的「遠光燈」。

按照我們在淨零路徑的規劃，運輸部門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一塊。所謂「低碳綠色運

輸」，具體落實到台南，包括推動運具電汽化、擴建汽機自行車共享系統，推動大眾捷運

系統，2030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

為了推動綠色運輸，市府自己先帶頭當表率，從公務車輛汰換做起，並設定2030全

面汰換為電動車輛之目標。包含警察的巡邏車、清潔員和收費員的機車在內，全市公部

門電動機車數已達663輛。

在大眾運輸方面，配合「2030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的願景，台南市政府自2020年

起，便不再補助公車業者購買柴油車，而新購置的車輛均以電動公車為主，目前全市已

有51輛電動公車。捷運路網部分，貫穿東區和永康區的捷運藍線第一期，已完成綜合規

劃，現已送交通部做審議；連結沙崙到南科的深綠線，進入可行性研究評估階段，預計明

年可完成研究成果。

而針對私人運具部分，台南市政府也持續鼓勵市民換購電動車，汰換老舊燃油車，

藉此希望達到減少碳排的效果。據我們的統計，本市機車數量約134萬輛，今年8月31日

為止，電動機車設籍數量達54,152輛，比起5年前6,946輛，增加了6.8倍，成長速度六都第

一。為鼓勵市民換購電動車，市府也加碼補助市民換購電動車，整體與算規模從3年前的

1,879萬，提升到7,456萬，且今年的補助方案，已不再補助燃油機車。另外，針對偏遠地

區（楠西、南化、左鎮、龍崎），我們也提供加碼優惠，中低收入戶汰舊換購，最高補助

27,000元，而新購二輪車最高補助14,000元。

此外，鼓勵民眾新購或換購，在發展綠色運輸方面，城市也得增加充電站設置，

以利建構綠色交通環境。總計台南包含公私部門設置的站位，已有594處充電站，369處

換電站，相關充電或換電站位將持續評估點位、繼續擴充。更重要的是，台南在《低碳城

市自治條例》中，規範一定規模以上的新建建築，應預留電動汽（機）車充電相關設備及

空間。

透過前述的政策說明，台南在整體綠色運輸規畫方面，大抵可以分成三大策略。第

一，是從市府自身做起，持續汰換燃油車輛。第二，是從大眾運輸做起，除了持續在台南

的捷運規畫做努力，我們也積極換購電動公車。第三，是以補助民間私人換購或新購電

動車，以及規範建築預留充電裝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