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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的話深 化 慢 經 濟  讓 永 續 漫 臺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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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慢經濟 讓永續漫臺東

湛藍海洋，蒼綠山巒，金黃陽光灑在充滿稻香的田野是許多人對臺東最

美的印象。上天不僅恩賜臺東天然美景與富饒且聞名國際農特產品，更有曾

居住在這片土地先人們，留下許多代表南島語族文化的印痕。深具古老智慧

原民文化在此作為原鄉，並遷徙至太平洋各島國，成為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篇

章。我們要理所當然享受並分享給世界，更要好好珍惜並為下一代守護如此

美麗珍貴的臺東。

過去的 4 年，我帶領著臺東縣政府行政團隊，施行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為核心的「慢經濟」政策。

運用行銷臺東為工具，推展各類臺東在地特色大型觀光活動，帶動本地農業

及各個產業；同步透過強化南島語族原民文化推廣，進而發展部落產業經濟

及文化保存與傳承。藉由形塑獨特的臺東慢經濟產業鏈，更導入智慧科技接

軌國際並完善社福系統，逐步讓臺東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

一座城市的永續發展是經年累月運用許多政策推疊而成，更要仰賴過去、

現在及未來的參與者，大家必須一棒接一棒共同努力著。這份報告書紀錄著

許多行政團隊、各領域合作夥伴及居住臺東的朋友，我們共同攜手努力的美

好成就；相對的也指出臺東縣政府在永續發展道路還有許多需要前進的方

向，而且目前所推行良好永續政策還得更好。

永續發展不只有經濟、產業及社福等，也包含保護自然文化遺產；而南島語族

在臺東留下許多史前遺址與富饒且多元人文特色，必須幫助在地及居住在世界各

角落的南島語族後裔，保護與傳承古老南島語族文化遺產，未來會以「打造臺東

成為南島文化原鄉」的目標來營造，並讓臺東成為臺灣與世界接軌的連接點，讓

更多人認識臺東、走進臺東、東漂移居臺東，我們攜手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縣長

首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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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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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永續發展對臺東這座獨特的城市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現代高度工業與商

業化浪潮下，臺東仍保有許多珍貴原始天然地貌景緻及多元族群人文特色，

如同上天恩賜臺東瑰寶。不過，近年劇烈氣候變遷及較過去頻繁致災性降雨

影響著在地經濟、產業及居民生活。

2020 年臺東縣政府簽署氣候緊急宣言，並積極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為施政核心，再藉由「臺東縣

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做為臺東縣政府各局處的政策與資源整合及溝

通平台，為臺東縣謀求更趨完善的永續發展政策。另也於 2021 年首次編撰

臺東縣自願檢視報告，檢視臺東縣 58 項永續政策及 SDGs7 項核心目標達

成情形。

在過去的基礎下，臺東縣政府攜手各領域合作夥伴及民眾，積極導入以永

續發展為核心「慢經濟」政策，形塑獨特臺東慢經濟產業鏈，進而帶動永續

價值觀光、農業、文化保存與傳承，另也提升具國際性城市軟體建設及高效

率社福系統。

為確保臺東擁有更佳永續發展政策，今 (2024) 年以符合實證性、可參與性、

意義性與可行性進行臺東縣自願檢視報告 2024 年版 ( 本報告書 ) 編撰；藉由

全面檢視臺東獨有 92 項慢經濟永續發展政策，各施政面向均囊括 17 項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未來臺東縣政府仍在既有永續政策基礎下持續精進，另也聚焦臺東特有南島

語族文化，以打造「南島文化原鄉」為目標，藉以積極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所強調「保護自然文化遺產」。此舉亦可讓遍布全球南島語族後裔能回到原

鄉尋根；讓全球更多人認識臺灣，走入臺東，而南島文化傳承經驗更可輸出國

際，讓臺東成為臺灣與世界接軌的連接點。

慢生活

慢經濟 漫人情

漫文化

接軌快

效率快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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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Under the modern wave of high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Taitung sti l l  retains many precious and pristine natural landscapes and 

diverse ethn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like the God-given treasures of 

Taitung.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drastic climate change and more frequent 

catastrophic weather events have affected the local economy, industries, and 

the lives of residents.

　In 2020, the Taitung County Government s igned Cl imate Emergency 

Declaration and actively utilized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 ls  (SDGs)  as  the core of  admin is t ra t ion in  order  to  seek a more 

comprehens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In 2021, Taitung County 

Government compiled the Taitung County Voluntary Local Reviews (VLR)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reviewed the 58 sustainability policies of Taitung 

and the achievement of the 7 core goals of the SDGs. To enhance Taitun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2023 Taitung County VLR adopts an 

evidence-based, participatory, meaningful, and actionable approach this year; 

by thoroughly assessing Taitung's distinctive 92 policies for "Slow Econom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ch policy aligns with the SDGs.

　Based on the past, the Taitung County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partners and the publ ic in various f ie lds, has actively introduced 

the "Slow Economy" pol icy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content, shaping the unique Taitung "Slow Economy" industrial 

chain, which in turn has led to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value 

tourism, agriculture,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heritage, as well as the 

enh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urban software construction and efficient 

social welfare systems.

　The Ta i tung County  Government  w i l l  cont inue  to  improve  on 

sustainable policies and focus on Taitung's unique Austronesian culture, 

responding to the SDGs, which emphasize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This enables global Austronesian descendant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land,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Austronesi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ng greater global recognition of Taiwan.

Slow Living

Slow Economy Full Folklore

Full Art

Rapid Connection

Rapid Efficiency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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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永續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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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政策推動機制

2020 年 臺 東 縣 政 府 簽 署 氣 候 緊 急 宣 言， 並 以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作為發展標的，持續營造幸

福宜居城市，讓臺東縣步上永續臺東的大道。其中最為關鍵則是政策與資源

的整合，故為能加速且有效提升永續發展腳步，以「臺東縣健康城市及永續

發展委員會」做為臺東縣政府各局處的政策與資源整合及溝通平台，讓縣政

府的每 1 分資源都能夠發揮 100 分的功能及 200 分以上的效果。

該委員會任務包含規劃、審議臺東縣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相關目標與長期

發展方向，協調、整合及推動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工作，檢討審議其執行成

效，另也推動與民間團體及國際間之合作事宜。該委員會置總召集人 1 人，

由縣長兼任；副召集人 2 人分別由副縣長及秘書長兼任；下設置健康組、社

會組、環境組等 3 個工作小組，各小組設置召集人 1 人，綜理該工作小組業

務。委員會每 6 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各工作小組原

則每年至少召開 3 次會議，必要時得隨時由小組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

委員會決議事項依權責分行各組辦理，並副知相關機關。相關決議事項執

行情形，由各組定期檢討並提報委員會會議。另也視議題任務需要，得邀請

相關機關及鄉、鎮、市公所、專家、學者、民意代表或民間社區團體列席。

共同為臺東縣謀求更趨完善的永續發展政策。

序章  永續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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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經濟 in 臺東

( 摘錄《慢經濟 in 臺東》2030 政策白皮書 )

臺東很容易讓人愛上的城市，心曠神怡的美景、純淨清新的環境、富饒香

甜的農產、豐沛多元的文化、熱心好客的人們，這些都是愛上臺東理由的總

和，也是身為臺東人的驕傲。我們當然可以盡情享受，大方分享全球旅人，

更要懂得永續發展為下一代守護這些上天的恩賜及古老智慧文化。臺東縣政

府推動「慢經濟」政策，來回應土地與自然的聲音，讓臺東的優勢聚焦在「慢

活、慢食、慢遊」三個面向，以臺東人的純真、無污染的環境與物產、善良

且富有人情味的居民，以及美好的山水、多元文化，打造出臺東品牌價值。

臺東的慢，是一種地方獨有的氣質，也是一種更貼近永續的生活方式。要

過有品質的生活，必須把心的速度放慢下來。真正的幸福、富有是一種身心

靈的滿足狀態，這正是臺東這片獨特的山海環境能貢獻給世人的價值。所謂

慢，並非停滯，而是如何透過回應這塊土地特質的方式，凸顯地方資源的價

值，也能創造實際的經濟產值，必須目標明確，加快各項事務的推進速度方

能達成。

運用臺東獨特及永續方式的「慢經濟」政策，推動觀光、農業及產業，發展真實自然的經

濟模式；並搭配「慢生活」營造優美宜人的城市風貌，讓「漫文化」使臺東藝術無所不在，

擾動部落生命力讓「漫人情」為臺東打造成南島原住民族文化首都，臺東縣政府施政「接軌

快」，致力多元應用智慧城市發展，增強「效率快」，全面建構完善社福系統。在 6 項主軸

下推動產業、建設、科技、藝術、社福、原民等多面向政策，達到強化與提升臺東 12 項價值

與政策方針。

序章  永續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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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永續臺東

1. 推動永續慢旅行，以人及大自然為本，提升旅客對環境生態的尊重，降低與傳統社會

之衝突，凸顯地方文化及人文故事，以達成在地經濟全面發展，不要一百萬人來一次，

而是打造一萬人來一百次的體驗式觀光。

2. 發展結合自然環境的運動產業，透過熱氣球、衝浪、慢跑、鐵人三項等活動，創造運

動產業價值鏈。

3. 維持農業生產環境的完整性及農村傳統風貌，以友善耕作方式發展高價值精緻農業，

以優質環境做為臺東農業的品牌，行銷國內外高端市場。

4. 結合地方農業及文化，發展具地方特色的商家，用人情味和美好的事物，讓顧客感受

像在家的感覺。

5. 維持全國最好的空氣品質及水資源，不發展高污染產業，用最健康的環境，使臺東成

為全國最宜居的天堂。

6. 臺東具有閩、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推動在地公民美學，規劃文

化治理藍圖，建構愈在地愈國際的文化品牌，透過設計建置國土美學。

7. 提升醫院量能，善用遠距醫療，透過科技達成醫療在地化目標，營造健康支

持環境及增進全人全程健康，打造臺東長照新樂園，提升縣民平均餘命。

8. 對外提高臺東聯外陸海空載客運量並縮短運輸時數，對內確保臺東各鄉鎮、

社區及部落大眾運輸系統的可及性及友善性。

9. 讓學校的教育與大自然結合，透過山林海洋自然教育，培養學生與他人互動、

共好的品格素養，培育具備社會、自然、文化的未來人才。

10. 建構在地世代共融、文化共享、弱勢安全的社會福利體系，打造「在」、

「回」、「來」臺東，高齡樂活、青年樂業的幸福城市。

11. 加強水土保持，維護山坡地的安全，以科技、災害防救組織、專責救援隊及

救護設備，以解決臺東因地形及距離所造成的救災問題。

12. 推動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傳承，拓展部落特色產業，落實原鄉社會福利服務工

作，建構優質的部落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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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永續臺東

檢視與編撰方法

本 檢 視 報 告 參 考 聯 合 國 人 類 住 區 規 劃 署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 lements Programme, UN-HABITAT) 與「城市與地方政府聯合會」

（United Cit 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UCLG）發布之「地方自願

檢視報告指導原則」(Guidel ines for Voluntary Local Reviews)，並以

符合實證性、可參與性、意義性與可行性進行編撰。

為能持續深化臺東縣政府各項施政均能逐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運用政策

溝通平台盤點各局處業務、跨局處橫向交流溝通、收集專家學者意見等，共

同擬定各項臺東縣永續發展指標。另也藉由檢視過去與現有施政計畫成果，

並分析目前各項指標相關數據及達成率，彙編 2023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臺

東縣自願檢視報告，亦作為未來施政方向重要參考依據。

VLR 編制原則

實證性 Evidence-based

以調查和訪談收集等方式，收集

編制檢視報告所需數據及內容，

確保質化和量化數據的彙整的真

實性及準確性

可參與性 Participatory

藉由訪談溝通、會議討論等方式

進行資料收集，提升資料蒐集的

效率及品質

意義性 Meaningful

促進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

話，匯集多方觀點，反思地方未

來發展機會

可行性 Actionable

以 VLR 回顧施政實績，盤點臺

東的作為與貢獻，奠定未來政策

措施與城市規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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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與福祉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教育品質

# 性別平等

# 消除飢餓

# 消除貧窮

# 可負擔能源

# 淨水與衛生

# 海洋生態

# 全球夥伴

#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 陸地生態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公平、正義與和平

# 減少不平等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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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202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臺東縣自願檢視報告

30 31

慢經濟
發展真實自然的經濟模式 ▍繫留幸福升空 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東浪嘉年華 最大的海洋運動與音樂盛宴

▍最美星空 用永續閃耀臺東星級夜間觀光 

▍用體力享受臺東美景 鐵人三項競賽

▍漫遊臺東 自行車輕旅行

▍東漂伽藍．探索友善海洋文化

▍慢城臺東．食在生活 共創 3E 三贏

▍淨零大趨勢 護木固碳綠實踐

▍多元宣導水土保持 強化城市抗災韌性

▍打造東岸暖陽社區身心靈產業

▍培力專業經理人 為社區產業扎根

▍青年暑期職場體驗 協助探索職涯發展

▍聚焦耗能源頭 智慧節能漫產業

▍提供離島住民以平價方式取得民生物資

農業篇

產業篇

觀光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教育品質 # 永續城鄉# 健康與福祉

# 氣候行動 # 海洋生態 # 全球夥伴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教育品質# 消除飢餓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 海洋生態 # 陸地生態

# 可負擔能源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教育品質# 消除飢餓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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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 全球夥伴

臺 東 自 2011 年 開 始 辦 理 熱 氣 球 嘉 年 華 活

動，結合周邊草地音樂會、繫留搭乘體驗、

在地農特色產美食等，讓遊客體驗臺東慢活

文化，翻轉臺東觀光產業，帶動在地經濟發

展。2022 年 參 與 人 數 逾 123 萬 人 次， 創 下

歷史新高，更獲美國繆思創意大獎（MUSE 

Creative Awards） 肯 定， 頒 予「Event - 

Festival / Carnival」項目最高榮譽「鉑金

獎 」（Platinum Winner）。2023 年 熱 氣

球嘉年華不僅邀請國際友人參與外，更結合

無人機群飛與熱氣球光雕音樂會等方式，向

國際展現臺灣高端無人機科技、智慧控制及

藝術展演量能，也讓國際旅人認識臺灣從進

入臺東開始。

繫留幸福升空
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升空在地產業，翱翔觀光發展

在熱氣球的引領下，遊客不僅欣賞到壯闊美

景，更展開了對這片土地深度探索，感受臺

東自然純樸，品味在地特色美食，體會文化

多元風情，同時推動當地旅遊，增加住宿、

餐飲、交通等相關需求，啟迪活動策劃、物

流運輸、旅遊服務等相關產業潛能，為臺東

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各式活動亦提供在地小

農展示和銷售產品管道，促進當地農產、手

工藝、特色商品發展。

國際夥伴飛越天際，凝聚世界情誼

2023 年 臺 灣 國 際 熱 氣 球 嘉 年 華， 不 僅 代 表

臺灣信仰媽祖 Q 版神明及 HELLO KITTY 造

型熱氣球展出，更結合日本阿薩皮、斯洛伐

克小丑布魯諾等國外造型熱氣球共同展演；

同時也在國際注目下，特別於夜晚加碼舉辦

「 無 人 機 群 飛 VS 熱 氣 球 光 雕 音 樂 會 」， 不

僅使嘉年華活動更多元豐富外，更藉此呈現

出臺灣無人機科技與智慧控制技術，讓國際

友人走入臺東也能更加認識臺灣。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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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飛越蒼翠原野，喚醒環境保護之心	

臺東熱氣球體驗活動融合觀賞自然美景與保

護環境理念，民眾參與熱氣球體驗，鳥瞰臺

東山川田野、碧海藍天和茂密森林，欣賞臺

東壯麗天然地景，進而意識到生態保育重要

性。活動主辦單位同時規定攤商不使用保麗

龍餐具、不主動提供塑膠袋，並提供自備環

保餐具優惠方案，鼓勵民眾響應無塑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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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原韻綻放	揮灑南島風情

活動首次以露天沙灘電音派對展開，規劃 4

大主題「東、音浪」、「浪、南島」、「洶、

黑潮」、「湧、杉原」，以原民音樂藝術點

亮夜空。由臺東原民子弟 Matzka 擔任音樂

總監，以「原創性」與「在地化」作為音樂

祭最大的特色結合電音元素，呈現濃厚夏日

南島風情，民眾體驗自然風情和人文藝術之

美。2023 東 浪 嘉 年 華 參 與 人 數 逾 3 萬 人，

進一步促進在地產業發展，民眾在享受音樂

和文化同時，也可享用美食、遊覽知名地景

及選購文創商品，帶動在地觀光經濟，讓臺

東美麗風光和豐富文化得以廣為人知。

競響熱情	樂活杉原灣

大 型 風 箏 展 演 再 次 綻 放 杉 原 灣 蔚 藍 天 際，

亦 有 親 子 沙 雕、 親 子 趴 板 與 南 島 沙 灘 部 落

文化體驗活動 ( 八卦網拋灑體驗、八角風箏

DIY、月桃葉編織及海洋大蒐集等 )，讓大小

朋友了解南島語族文化美好。此外，臺東縣

政府提供免費接駁車往返重要交通場站，並

鼓勵參與活動民眾「不開車、少騎車、搭接

駁」，以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降低交通阻塞的

可能性，並藉此減低碳排放量。

觀光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永續城鄉# 健康與福祉 # 教育品質

# 氣候行動 # 海洋生態

東浪嘉年華
最大的海洋運動與音樂盛宴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原始美麗風貌的杉原灣，是臺東人共同美好回憶。東浪嘉年華活動在此辦理，已邁入第三年，

藉由體育賽事與藝文活動舉辦，讓民眾體會原民文化與東海岸自然地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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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觀光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永續城鄉# 教育品質

# 氣候行動

臺東保留天然環境，低污染、低噪音、沒有高樓大廈的遮蔽，無嚴重光害與高濃度懸浮微粒，與

西部相較之下，適合觀星的地點多不勝數。搭配星空音樂會、導覽解說及相關星空活動，推廣在

地文化與光害教育倡議，吸引累積逾 3 萬人次，提升在地就業與觀光經濟發展機會，更於 2021

年導入 ISO20121 永續性活動管理系統，同年在關山場中獲得認證。

許下綠色承諾	守護星空璀璨

臺東用行動守護這片美麗星空，重視能資源節約，場地輸出物在每次巡迴活動中都會重複使用，

減少浪費。為減少塑膠垃圾，積極宣導民眾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並提供桶裝水，邀請參與者攜

帶環保杯，一同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向民眾提倡綠色交通概念，宣導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參與星空

觀賞之旅。不僅減少污染排放。在星空觀賞地周邊，更響應綠色能源使用，特別布置太陽能燈具，

提供綠色照明，藉由實踐環境保護行動，使星星在黑暗夜空能永遠閃耀，讓星空美景更加清晰可

見。

最美星空
用永續閃耀臺東星級夜間觀光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永續教育倡議	照耀原民部落文化

最美星空音樂會邀請展現文化永續的阿美族青

春複音歌隊，以及用音樂訴說生活故事、熱愛

部落文化的在地青年都歷人樂團，串起青年音

樂力量，推廣原民部落文化。在經典環節「暗

燈儀式」，隨著全場倒數聲，燈光瞬間關閉，

讓暗夜中的星星清晰地呈現在眼前。活動邀請

經過臺東最美星空培訓、認證的專業星空導遊，

帶來星象解說與精彩的星座故事，並透過光害

教育宣導，凝聚永續理念共識。

悠揚樂聲	點亮臺東觀光經濟

串聯在地觀光、藝文、產業鏈，讓臺東成為國

旅首選，最美星空音樂會不僅帶來美妙音樂體

驗，更成為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重要推手，活動

舉辦為當地帶來更多就業可能，增加青年返鄉

就業的機會與意願。此外，藉由採購當地餐飲

店家及農特產品，不僅可以減少碳足跡產生，

亦能夠增加部落社區收入，為臺東經濟產業注

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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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篇 觀光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永續城鄉# 健康與福祉

# 全球夥伴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永續城鄉# 健康與福祉

# 氣候行動

CHALLENGE TAIWAN 為世界最具規模鐵

人三項賽事之一，得益於臺東美麗自然景觀、

宜人氣候及當地人民友好熱情，使臺東榮登

為 Challenge Family 亞 洲 八 大 主 辦 城 市 賽

事之一。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和多樣化的賽

場地形，為選手們帶來更多挑戰與樂趣，位

於森林公園內的活水湖，由卑南溪地下湧泉

注入，在完善規劃下成為適合舉辦游泳賽事

的水域；路跑賽道則是在臺東花園之稱的臺

東森林公園及周邊道路。自行車賽道沿途將

經過國際地標 — 海濱公園、都蘭糖廠、水

往上流等，不僅安全也同時能欣賞臺東壯闊

的山川及美麗的海天景色，路途中不僅能穿

梭於臺灣傳統村落，還能遍覽寧靜的稻田。

鐵人三項除了競技本身，亦帶來豐富經濟效

益，吸引大量參賽選手和觀眾前來臺東，推

動當地旅遊、住宿和餐飲產業發展，也促進

當地商品銷售和觀光景點發展。

用體力享受臺東美景
鐵人三項競賽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騎乘自行車享受臺東珍貴天然環境美好是最

合適的臺東體驗，臺東縣政府以自行車遊程

為重點觀光領航政策。針對家庭旅遊及非專

業自行車騎乘者，透過交通接駁，結合在地

文化、特色餐食、住宿、體驗活動等元素，

推廣當地深度旅遊。東海岸地區以自行車遊

程串連原住民文化、健行步道、海洋及漁業

體驗活動組成特色套裝遊程；花東縱谷地區

連結臺東縣政府輔導慢食店家、最美星空導

覽及林業步道等；南迴地區規劃將溫泉、部

落手工藝及體驗活動作為活動亮點，搭配引

客方案及相關活動，吸引國內外旅客到訪，

並宣導低碳旅遊及使用大眾運輸習慣，藉此

減少觀光及交通溫室氣體排放。

漫遊臺東
自行車輕旅行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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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篇

在臺東，有潛水勝地之名的綠島，有最原始美景稱號的蘭嶼，也有海洋生物最豐富的富山漁

業資源保育區。臺東杉原海域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知名保育區，亦是臺

東縣首屈一指的海洋環境教育場地。藉由杉原海域位於海流平穩都蘭灣內，發展水域遊憩活

動，也作為探索友善海洋文化的基地。

漁業資源保育遊程，推廣友善海洋旅遊

以富岡漁港為起點，都蘭鼻為折返點，中途設定解說四個點位小野柳、莿桐、富山保育區、

都蘭鼻；此趟遊程可以同步體驗從海上觀賞地質地景、海洋生態及海洋文化。未來若推行多

元化的休閒漁業活動，隨船亦會搭配浮潛教練 、救生員、專業導覽員等，並視當日遊程來調

配專項人員隨船出海。

參與海上導覽解說及浮潛、SUP 立式划槳體驗行程

為提升各界對於海洋生態認知，遊程中解說富岡地質公園、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莿桐部落

海域的生物多樣性，抵達莿桐部落海域進行浮潛體驗，由於擔心風浪狀況，並搭配 SUP 立式

划槳體驗行程，讓水域遊憩活動選擇多元化並富含親近海洋之意義。

東漂伽藍．探索友善海洋文化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永續城鄉# 健康與福祉 # 教育品質

# 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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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篇

慢城臺東．食在生活
共創 3E 三贏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慢活、慢食、慢遊是臺東獨有的生活態度；臺東縣政府結合國際風行與農業部大力推行的食

農教育概念，跨部門推動慢食 (Slow Food) 行動計畫，致力於追求「優良、潔淨和公平的食

物」，透過政府、產業、民眾通力合作，追求健康永續三 E( 生產經濟發展 Economy、公平

價值 Equity、生態環境保護 Environment)。

融匯風土飲食文化	實踐永續發展

臺東慢食節藉由飲食文化採集調研、慢食產業輔導整合、節慶活動辦理，帶入縱谷、海線、

南迴區域，再擴及全臺。透過移地推展的過程中，加深民眾對於區域風土、生物地理學認識，

使各地區族群發展交會，歷史與飲食文化傳播交融。另一方面，分析與維護臺東地方傳統食

物系統，可促使地方飲食建立認同感，讓慢食成為保留原民生態知識、建立永續環境、永續

社會的生活實踐途徑。

串聯地方產業	發展臺東競爭力與創生典範

「慢食臺東」不只創造出臺東慢食節，增加

地方魅力活動與地域行銷，更持續整合在地

產業，透過整合農產鏈結、食材地產地銷、

加工包裝、餐飲服務、旅宿服務等觀光服務，

提升臺東競爭力。讓慢食成為臺東地方產業

彼此異業結盟、串聯整合的領銜機制，促使

慢食節慶成為關聯業種彼此加分共榮的優質

舞臺，鼓勵更多的創、就業人口，發展慢食

在地經濟學，成為地方創生典範。

以 112 年辦理之晨食餐桌、流域餐桌、保種

餐桌 ( 台北 ) 為例，約吸引 20,000 人次參

與，每場次約有 50% 回頭遊客，逐步達成「讓

1 萬 人 想 來 臺 東 100 次 」 目 的， 讓 臺 東 成 為

永續觀光城市。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永續城鄉# 消除飢餓 # 教育品質

# 氣候行動 # 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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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打造地方品牌，彰顯臺東獨特風采

「透過在地人詮釋在地物產，透過餐桌料理

認識臺東」，臺東慢食節以慢食理念為核心，

強調優質、純淨、公平價值。市集中店家多

以臺東在地、純淨安全的食材製作料理，推

廣臺東有機友善小農，以 111 年慢食節為例，

攤商使用臺東在地農漁產品比例達 80%，重

視料理從產地到餐桌每個環節中的環境友善

與永續性，同時促進生產者、製造者、消費

者間正向循環。市集中所有店家均不使用一

次性餐具，響應環保減塑永續理念。每場次

後均調查在地食材使用比例、剩食率及垃圾

量，力求持續檢討與進步，其中 110 年「臺

東慢食節」更獲得日本優良設計獎金獎肯定。

凝聚慢食生活型態共識

慢食，是一種理念價值，更是一種生活方式，

不當只是服務遊客或所謂饕客，更是希望能

讓在地居民，認識在地傳統飲食文化、更有

慢食當代生活意識。藉由節慶活動建立慢食

意識，成為支持慢食理念者，持續拓展多元

管道或活動，讓在地農人、料理人、生活者、

孩童們都認識慢食的內涵。111 年度活動以

「很潮」、「很香」為題，「很潮餐桌」運

用東海岸友善食材、發揚潮間帶採集智慧，

重新定義「臺東海味料理」，也安排成功小

鎮慢食遊、職人慢食講座；更邀請海線在地

農友、生產者們一起參與，以教育推廣的方

式，宣導海洋資源的可貴，與落實保育作為

的重要性，使臺東的美好能被世代傳承與守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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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篇

淨零大趨勢
護木固碳綠實踐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縣政府已列管受保護樹木，目前共計有 154 株。持續完成臺東縣前述已列管受保護樹木

造冊、健康度評估與監測、解說牌內容更新、編排設計與製作及推動受保護樹木之環境教育

課程。

受保護樹木之健康監測及造冊與解說牌之製作

已列管受保護樹木造冊包括列管編號、樹種名、學名、座落地點、 樹木胸高直徑、推測樹齡、

樹木歷史背景、相對位置圖及樹木現況照片，並依據中央政府所提供造冊資料新增根張範圍

量測；樹木現況照片則重新拍攝影像紀錄。上述資料將一併提供予主管機關架設受保護樹木

專屬網頁，並於解說牌上設立 QRcode 連結。

推動受保護樹木之環境教育課程

目前已於東海國小、關山國中、臺東女中、信義國小和大王國小等保有老樹學校推動環境教

育課程，並針對國小及國中與高中分別設計不同課程，國小為樹木修剪基本要領，讓學童能

夠理解相較基本的修剪概念；國中與高中則以樹木的身體語言 ( 目視樹木評估法 ) 為課程主要

內容，加深學生對樹木風險意識。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永續城鄉# 教育品質

# 氣候行動 # 陸地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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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篇

多元宣導水土保持
強化城市抗災韌性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因應氣候變遷加劇，為提高臺東縣面臨劇烈天氣變化抗災性，臺東縣政府除積極建設水土保

持硬體工程外，同時運用各種多元化宣導方式對民眾進行水土保持教育觀念建立，其中包含

水土保持教育、坡地災害防災、土地永續發展等。另也透過國小校園水土保持專題特展，並

結合防災、自然及生活課程，建構災前、災中、災後防災觀念，同時達到水土保持推廣之效益。

且進一步運用行政、法令規範山坡地合法、適性利用，創造生態保育及永續共存環境。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永續城鄉#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 陸地生態



202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臺東縣自願檢視報告

52 53

產業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 教育品質

臺東已被視為旅人享受自然放鬆自我的休閒渡假勝地，臺東縣政府運用「東岸暖陽社區身心

靈產業打造計畫」，以在地獨有的「慢」品牌，推出全國首個訴求身心靈平衡的活動《自然

醒慢活祭》；讓最美東海岸景緻帶給人自然療癒能量。弱勢家戶同樣承受高度社會與經濟壓

力，特別提供名額體驗，讓社福工作更多元外，也藉此逐步營造臺東獨有身心靈產業，吸引

更多相關產業工作者及各地旅人經常性前來，相對地帶動觀光、農特產業並讓所有人向臺東

豐富的大自然生態學習，進而身體力行珍惜與保育難得的環境。

打造東岸暖陽社區身心靈產業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培力專業經理人
為社區產業扎根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為達到 1 萬人來臺東 100 次以上目標，必須永續發展與活絡社區產業。臺東縣政府透過整合

各中央部會及縣政府相關局處計畫資源，緊密連結產官學三面向網絡，以培力社區自主發展

與永續經營軟實力，實踐在地照顧願景。臺東縣政府辦理臺東縣福利社區化初階培力課程，

挹注社區發展能量，111 年總計 80 人次參訓，藉由專業團隊引導，分享產業知識，使社區發

展工作者吸收新知與加強技能，以利社區在環境、經濟與社會層面深化永續發展，打響臺東

獨有「慢」品牌。

產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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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篇 產業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減少不平等# 教育品質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 教育品質 # 可負擔能源

# 氣候行動

為增進臺東在地經濟與產業永續發展，臺東縣政府規劃多元青年職場體驗計畫，讓在地青年

了解職場提早規劃職涯。整體輔導方向著重於在地產業、推動社會公益相關之非營利組織做

為職場體驗領域，提供就讀大專校院青年具學習性之多元體驗機會，協助其體驗學習、適應

職場，促進職涯發展。同時運用僱用補助措施，創造青年職場體驗機會及東漂探索體驗。以

111 年為例，已協助 223 名青年從職場體驗學習人際相處、團隊合作，學以致用並轉換成對

在地正面實踐；並輔導 121 間私部門及第三部門，引進青年創意及活力，促進產業發展或服

務品質提升。

青年暑期職場體驗
協助探索職涯發展
單位│臺東縣政府民政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聚焦耗能源頭
智慧節能漫產業
單位│臺東縣政府財政與經濟發展處

淨零碳排與永續發展是臺東縣政府施政重點，引導與協助產業邁向永續亦是首要工作。因應

臺東縣產業特色已優先針對觀光產業推動低耗能民宿，透過輔導及補助改造等方式降低用電

量，近年來已輔導超過 80 間民宿實施建築隔熱及設備能效提升等；另也設置農業節電試驗專

區，針對聞名國際釋迦產期所需照明系統，給予輔導補助汰換，近年來也已協助 12 公頃釋迦

園每年省電約 24 萬度。藉由因地制宜方式，讓產業用電能效提升並同時引領縣民翻轉用電習

慣，逐步達成淨零碳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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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篇

離島居民多數靠海維生，生活所得偏低，又得負擔民生物資因交通運抵離島所造成之高物價。

臺東縣政府為避免直接或間接影響居民生活，建立物資平價供應中心，提供各種生活上所需

各項平價物資，補貼生鮮食品、蔬果、日用什貨、五金百貨、伴手禮、漁具、農業資材、水

泥建材…等各項用品之海運運費，不定時稽查物價實施不定期派員訪查離島物價，防止哄抬

物價現象，建立公平市場價格機制，間接平衡離島內商號民生物品價格，提升離島居民生活

品質。

提供離島住民以平價方式
取得民生物資
單位│臺東縣政府民政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減少不平等

# 消除飢餓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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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生活
營造優美宜人的城鄉面貌

交通篇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教育品質

# 減少不平等

# 可負擔能源

# 永續城鄉

# 健康與福祉#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宜居篇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教育品質 # 性別平等 # 淨水與衛生 # 可負擔能源# 健康與福祉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 陸地生態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教育品質 # 淨水與衛生#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 海洋生態 # 陸地生態環境篇

▍推廣電動機車運具 佈局未來低碳交通網

▍大家一起幸福吧！歡迎搭乘臺東幸福巴士 2.0

▍友善優質公車亭 民眾候車狠舒適

▍綠能科技智慧站牌 清楚掌握搭車實況

▍山海鐵馬道 零碳漫遊驛臺東

▍積極改善道路交通安全 全民用路超安心

▍護老交通安全 長者安心行

▍ 2050 臺東兒童友善城市 從一起遊戲一起設計開始

▍東漂吧！青年入厝幸福宅

▍建築挽面 東岸老厝風光再現

▍東方美地「引水施遠」

▍永續漫臺東 積極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完備地質資料庫 發掘地景新潛力

▍保育新武呂溪濕地 玩轉生態環境教育

▍森林公園鷺鷥湖清淤 邀環保團體獻策兼顧生態環境

▍以自然永續淨化聚落污水

▍臺東風飛砂防制 黃金十年

▍大口呼吸山海林 攜手維護臺東好空氣

▍運用科技執法利器 加強取締環境污染

▍向海洋致敬 - 海岸清潔維護

▍減廢生活節．創活動減廢指引

▍守望海洋  降低海洋污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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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篇

推廣電動機車運具
佈局未來低碳交通網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永續城鄉# 可負擔能源# 健康與福祉

# 氣候行動

電動機車及電動汽車之使用在國際間已成為綠色能源推動指標，在許多國家油車汰換也成了

全民運動，近年來空氣污染問題對於國人健康帶來莫大傷害，生活品質也會大受影響。臺東

縣環境保護局為減少交通工具所排放空氣污染品質，鼓勵民眾淘汰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之

燃油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以電代油，維護臺東好空氣。

電動機車推動補助作業

為減少排放空氣污染物，提升環境空氣品質，並朝低碳城市邁進，依據「臺東縣 (109-112

年 ) 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 電動機車推廣設置計畫」核定預算特訂定本事項，以補助及鼓勵民

眾購買電動機車。提出補助申請並經臺東縣環境保護局審核通過者，每輛電動機車補助新臺

幣 10,000 元，每年補助輛數為 400 輛。

低碳旅遊推廣路線

藉由觀光業打開臺東綠能運具使用之大門，經過多年努力，已有不少臺東業者加入行列支持

電動機車低碳旅行，其中不只有低碳運具之使用，也配合各鄉鎮的低碳作為，環保行動等等

共同推行，不只讓民眾親自體驗電動機車旅行帶來的友善環境概念，也讓民眾經由活動參與，

更加關心自己的生活環境品質，不論是空氣污染、噪音等問題，其它更重要的議題也在此時

可以向民眾呼籲，如地球暖化、海洋垃圾等全球化的環境危脅，鼓勵民眾用行動來支持環境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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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篇

大家一起幸福吧！
歡迎搭乘臺東幸福巴士 2.0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臺東山區地形豐富且許多偏遠部落受限路幅，公共運輸涵蓋率低。為有效提升交通運輸便利

性及滿足民眾生活交通需求。在中央政府於法規鬆綁下，臺東縣政府積極輔導當地社團或個

人成立市區客運業，結合政府及在地等各界資源，並透過科技媒合平台，建構幸福巴士 2.0。

此外，針對各鄉鎮歷年營運成效進行滾動式檢討，調整班次時刻或營運路線等措施，以提供

永續運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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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篇

友善優質公車亭
民眾候車很舒適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綠能科技智慧站牌
清楚掌握搭車實況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為健全本縣大眾運輸系統，提升民眾使用意願及搭乘舒適性，以減少交通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臺東縣政府提供並完善具運輸資訊閱讀方便性公車候車亭，讓使用者擁有無障疑、友善優質

候車空間。統計近 3 年已改善知本溫泉、馬蘭加油站、堺橋、錦屏、永安農場、寧埔等站點，

遍及鹿野鄉、卑南鄉、延平鄉、關山鎮、東河鄉、長濱鄉、成功鎮等 34 座公車候車亭。未來

仍持續依鄉鎮市需求於臺東縣內廣設候車亭，提升大眾運輸候車品質。

為有效提升臺東縣公共運輸服務品質及搭乘民眾友善與便利性，臺東縣政府獲得交通部公路

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補助，逐年辦理傳統站牌更新、候車亭與智慧型站牌設置。近 3 年來

以更新傳統站牌 120 支及增設太陽能電子紙站牌 40 座。藉此改善各站點候車環境，增加揭

露公共運輸車輛與班次資訊即時性，順利引導民眾改變運具使用習慣，降低對私人運具之倚

賴，進而建構臺東縣低碳永續公共運輸環境。

# 永續城鄉# 可負擔能源 # 減少不平等#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交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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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篇

山海鐵馬道
零碳漫遊驛臺東
單位│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氣候行動

臺東環市自行車道又稱為臺東山海鐵馬道，沿線包含舊鐵道路廊、卑南大圳及臺東森林公園

等，為營造更優質友善都市自然綠色廊道空間，透過改善山海鐵馬道休閒步道及周遭景觀節

點規劃設計，以日常風光、在地生活做為設計元素，廣納居民想法及意見，整體規劃周邊景

觀及辦理活動，增進在地居民使用都市綠地意願，並凝聚在地居民對山海鐵馬道共識及認同；

更透過對外行銷宣傳，引領遊客走入鐵道綠廊，展現山海綠廊作為臺東城市生活品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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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篇 交通篇

積極改善道路交通安全
全民用路超安心
單位│臺東縣警察局

護老交通安全
長者安心行
單位│臺東縣警察局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依山傍海的景觀，多族群的人文特色，為臺東觀光旅遊帶來大量人潮與商機；唯大眾運

輸系統密度不足，地方居民多以自駕汽機車為主，遊客也多選擇自行開車或租用交通工具來

進行旅遊活動，但對於交通法規不熟悉、安全及防禦駕駛觀念不足、多車道轉彎方式錯誤等

因素，皆有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危害。臺東死亡交通事故除 108 年略微增加外，自 105 年逐

年降低，透過設置多功能交通違規科技執法偵測設備、加強員警交通勤務執行技能、推動多

元化交通安全宣導方式，強化本縣交通安全守護能量。

為加強車輛駕駛人養成「停讓行人」習慣，並使行人遵守路權規定，進而提升「行」的安全，

另針對高齡者不良駕駛習慣，加強宣導及執法，以有效降低交通意外發生。針對「車不讓人」、

「行人違規通行」等項目加強取締，維護行人通行安全，於轄區易肇事路口規劃交通稽查勤

務，並協調公益團體、媒體等，透過多元管道，落實宣導行人及高齡者正確交通法令知識、

交通安全常識 ( 例如通過路口不滑手機、不當低頭族 )，提升交通安全防禦觀念，鼓勵高齡者

善加利用大眾公共運輸工具或當地之敬老專車代步，以降低事故風險。

# 教育品質# 健康與福祉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 教育品質# 健康與福祉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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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篇

2050 臺東兒童友善城市
從一起遊戲一起設計開始
單位│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 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性別平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臺東縣從 2020 年推動「2050 臺東兒童友善城市」，提倡臺東是歡迎孩童的城市，提供孩童

充足安全的遊戲空間，以落實親子友善政策，於公園、遊戲場建設規劃階段辦理參與式工作

坊，與居民、兒童及使用者交流並取得共識，保障每個兒童和青少年都受到重視、尊重和公

平對待。

首座大型共融式兒童運動公園

兒童運動公園串連縣立體育場，及臺東大學臺東校區周邊，位於臺東舊站特區最核心區域，

是一座專為兒童量身打造的特色遊戲場，透過參與式設計、工作坊，讓設計者第一線聆聽觀

察孩子，從孩子視角了解需求，將臺東車站百年歷史以時光隧道故事牆的方式呈現，並將既

有鐵軌清整後結合主題性帶狀式鋪面設計，以地景解說方式讓民眾皆能身歷其境了解其特殊

性及地方意義。

兒童參與工作坊，落實兒童參與權

透過工作坊邀請孩童發表對於兒童遊樂場想法與意見，做為落實兒童參與權的第一步，讓臺

東不論年紀及性別的民眾皆可在參與過程中表達意見及公園的願景想像。透過了解在地兒童

的體能狀況、遊戲樣貌，進一步針對遊戲場歷史脈絡、遊戲經驗等各界意見，作為設計最適

兒童運動公園方案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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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篇

東漂吧！
青年入厝幸福宅
單位│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為提升幸福住宅整體的區域環境，便捷住戶生活，臺東縣政府已將周邊道路重鋪及康樂車站

周遭公共設施開闢課題納入規劃作業，以期營造更幸福的住宅家園，提供縣民擁有屬於自己

安心、溫暖的幸福家園，持續推動臺東成為一個幸福宜居的城市。

安居家園、幸福住宅

積極興建供出租的「安居家園」社會住宅、出售的「幸福住宅」，更與內政部合作加速推動

在大同路、平等街口近期將動工的「海濱好室」社會住宅，未來也將尋找釋出合適縣有土有

地推動興建國宅及社會住宅，不僅能讓臺東縣民安居樂業，也滿足年輕人歸鄉對於住宅的需

求。而為讓居民的生活環境更加完善，也預計整建及新建縣內多座親子公園，包括在康樂站

前打造花園綠地及全齡遊憩環境，照顧幸福住宅的居民。

成立「一站式服務站」，加強行政流程效率

為加強各項行政流程效率、降低承購戶時間成本及金錢負擔，臺東縣政府委託專業代書團隊

成立「一站式服務站」，協助承購戶辦理驗屋、交屋、過戶等作業。此外，為圓滿「幸福住宅、

幸福交屋」的理念，將依承購戶實際需求，每戶贈送價值約新台幣 20,000 元交屋禮，如抽

油煙機、流理台等，達成友善青年東漂臺東、生根臺東之目標。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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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篇 宜居篇

建築挽面
東岸老厝風光再現
單位│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東方美地「引水施遠」
單位│臺東縣政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淨水與衛生

# 減少不平等#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永續城鄉

# 健康與福祉# 消除貧窮

承受劇烈氣候災害已是重要建設考量，為有效提升城市老舊建築物及優美城市整體景觀，臺

東縣政府運用立面更新及斜屋頂設置獎助案方式協助老屋挽面。實施改造前透過蒐集相關專

家學者意見及民眾想法，再透過建築物外觀立面修繕工程、外部門窗修繕工程及陽台露臺修

繕，公共安全類型騎樓整平修繕、人行道鋪面改善與騎樓夜間照明等 2 類 6 項改善工程，達

到市區建築景觀再造，鼓勵人民改變天際線型態整體性。

豐富地貌與層層山巒是臺東人日常可觀賞的風景，但部分居住偏遠或地勢較高民眾日常用水

多使用山泉水或地下水。為實現 2030 年前所有人均能普遍和公平獲得安全且可負擔的飲用

水之永續目標；臺東縣政府結合經濟部水利署「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辦理自水來

接引工程。截至 2023 年臺東縣自來水供應普及率已達到 85% 以上。提升臺東縣民用水便利

性及改善生活品質外，也可確保民眾不分城鄉與距離均能享受相同公共服務。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氣候行動



202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臺東縣自願檢視報告

76 77

宜居篇

永續漫臺東
積極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為減緩氣候變遷對家園環境衝擊，行政院環境部自 104 年實施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計畫，

針對生態綠化、綠能節電、綠色運輸、資源循環、低碳生活與永續經營等 6 大運作機能及各

項具體行動項目，以建構永續發展與及面對氣候變遷思維的城市。本縣積極投入輔導村里 /

部落及鄉鎮市，村里層級累積 3 個銀級 ( 關山鎮電光里、豐泉里、鹿野鄉永安里 )、24 個銅

級與 58 個入圍；鄉鎮市層級也累積 6 個銅級 ( 關山鄉、池上鄉、東河鄉、卑南鄉、金峰鄉、

綠島鄉 ) 與 5 個入圍。臺東縣政府在積極推動下，也獲得銀級認證殊榮，未來持續積極推動，

與各界攜手建構宜居永續臺東。

# 永續城鄉

# 可負擔能源#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 陸地生態#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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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篇

完備地質資料庫
發掘地景新潛力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為持續擴增臺東縣地質公園之基礎地質資料以及地質地景資料庫，針對縣內具自然紀念物潛

力之地點（八仙洞）進行權益關係人溝通及推動路徑研擬。亦參與臺灣地質公園網絡交流，

持續推廣與提升臺東縣地質地景資源應用。

地質公園實質整合與推動

地質公園的管理維護議題透過工作協商會議與審議會討論，逐漸邁向落實的階段。透過會議

討論，權益關係人更加了解地質公園的核心價值，以及共同思索推動的目標，並且彙整各單

位相關資源，一同來塑造臺東地質公園的特色與認同，以呼應臺東縣「觀光城鄉、幸福家園」

的發展願景。

複合式遺產管理維護，持續推動八仙洞自然紀念物

自然紀念物管理維護，經由法規檢討以及既行的國定遺址監管工作，有潛力推動成為國家級

的複合式遺產。未來須持續與各單位溝通協調，討論管理維護之可行性，並且持續強化八仙

洞自然紀念物價值的論述，以作為國內推動首例國家級複合式遺產之典範。

# 永續城鄉# 淨水與衛生 # 陸地生態#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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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篇

保育新武呂溪濕地
玩轉生態環境教育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政府近年為保育我國濕地生態環境持續推動濕地維護復育工作，並進行相關法令研擬及政策

推動。透過實地調查新武呂溪周邊之生物資源現況，辦理生態環境教育推廣，使社區居民瞭

解新武呂溪生態資源，並依此作為未來週邊部落實施生態旅遊、環境教育依據。

生態環境教育推廣、一起來去新武呂溪！

在五個原住民部落進行生態環境教育推廣，使部落居民瞭解新武呂溪之生態資源現況 ( 包含

魚類、蝦蟹類與植物資源 )，同時亦藉由訪談方式瞭解社區居民對新武呂溪濕地之利用程度與

需求 ( 人文與利用調查 )，以作為未來部落實施生態旅遊、環境教育之參考，並協助現有旅遊

產業進行生態教育訓練，推廣濕地永續經營。

# 永續城鄉# 淨水與衛生# 教育品質

# 陸地生態#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新武呂溪整體流域與生物特性

2009 年 之 莫 拉 克 風 災 使 流 域 環 境 產 生 巨

變，許多潭區被大量土石填平而使河川地形

均質化，進而影響此流域之生物。此外，在

新武呂溪下游、與卑南溪交會處之河段，主

流 的 水 體 皆 被 引 到 池 上 與 關 山 作 為 灌 溉 用

水，實際與卑南溪接壤的水體甚小，甚至成

為斷流狀態，可能只剩伏流水會流入卑南溪。

此狀況將使卑南溪中的洄游性物種更不容易

往上溯進新武呂溪、更不容易補充原生種族

群、更不容易與外來的境內入侵種競爭，這

也顯示生態保育重要性。

新武呂溪之生態調查與監測

新武呂溪重要濕地 ( 國家級 ) 保育利用計畫中

亦提到重要魚類監測，如高身鯝魚、何氏棘

魞、臺東間爬岩鰍、日本禿頭鯊等。生物整

合指數 (IBI) 宜包含所有水域與濱水生物，做

一綜合評估。除了本計畫的魚類、甲殼類、

兩棲類外，亦建議納入水生昆蟲與爬蟲類。

因前者可直接反映水質現況、後者為食物鏈

高層物種，常以蛙類為食，亦可反映濱水環

境生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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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篇

森林公園鷺鷥湖清淤
邀環保團體獻策兼顧生態環境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以自然永續淨化聚落污水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縣森林公園是臺東市區著名的觀光景點，每年都會吸引大批遊客入園參訪，也是市民晨

昏運動休閒的好去處，公園內鷺鷥湖水源來自農田灌溉尾水含沙量大日久易淤積，考量整座

森林公園是國家級卑南溪口重要濕地，為有效清淤並將環境負荷降至最低，於工作初期特別

邀請在地環保生態團體包括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台東野鳥學會及生態調查工作者等共同

會勘，以兼顧生態環境下完成清淤工作。環保團體建議縣府以簡易方式量測淤積範圍，如以

空拍機鳥瞰湖面做全面評估，再決定疏浚位置及深度。亦有建言，鷺鷥湖有諸多重要水鳥在

此棲息，屬於生態敏感帶，清淤工作應當避開水鳥繁殖季，以免造成干擾；或是將人為活動

區域及生態環境區域作區隔等。在不影響既有生態實施清淤工作以兼顧環境保育及遊憩。

# 永續城鄉# 淨水與衛生# 教育品質

# 陸地生態#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綠島是許多愛好潛水觀光旅人青睞觀光勝地，其綠島鄉中寮及南寮是綠島上人口活動最密集

村落，更是當地旅遊業重要據點。為維護美麗且豐富生態的海洋，避免觀光客或居民直接將

家庭生活污水及餐飲旅館業廢水排放污水進入海洋，臺東縣政府派員駐點直接維運與管理聚

落式污水自然淨化系統；運用當地植物、微生物與其他自然工法來處理污水，使其達到可排

放入海之標準，以確保海洋環境。以 2022 年為例，該系統已處理過 80,000 噸污水，為當

地民眾及旅客守護珍貴海洋資源。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淨水與衛生

# 海洋生態#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環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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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風飛砂防制
黃金十年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市長年飽受卑南溪河川揚塵影響，每當冬季或颱

風侵襲前，常因強勁之東北季風或颱風侵襲前之外圍

環流影響，造成嚴重之「風飛砂」災害。民國 98 年

揚塵事件日高達 32 日，其 PM10 最大濃度達 2,000

（μg/m³），讓整個臺東籠罩在灰濛砂塵中，戶外能

見度相當低，也讓臺東人引以為傲的空氣品質劣化，

對於市區居民交通安全與生活品質影響甚大，臺東縣

政府近年來持續透過河川揚塵預警及水覆蓋工法抑制

揚塵。

河川揚塵預警

運用各類測站監測資料 ( 包括氣象、空氣品質、購置

水文等其他相關監測資料 )、河川特性、河川地區土

地覆蓋現況 ( 或揚塵好發狀況 ) 等，持續蒐集即時數

據，並與歷年資料進行彙整與分析工作，了解該河川

揚塵特性，以作為河川揚塵預報機制參考依據。

# 永續城鄉# 健康與福祉

水覆蓋工法抑制揚塵

自 2011 年起主要以魚塭式或梯田式水覆蓋工

法抑制揚塵，主要目的為建立河床蓄水功能

以保持河床濕潤，藉此降低發生懸浮微粒物

質災害可能。惟魚塭式或梯田式水覆蓋工法

需要溪水來保持河床濕潤，卑南溪枯水期常

因水源不足，須採取各式方法獲得水源，使

之充分發揮功效。然先前所建立「防砂聯合

推動小組」因臺東縣政府重新整合，使各單

位得以橫向聯繫溝通，今若因卑南溪枯水期

以至水覆蓋工法難以發揮功效，得在情況允

許之下取用農田灌溉水，近 10 年空氣品質已

獲得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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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篇

大口呼吸山海林
攜手維護臺東好空氣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21 年更新發布空氣品質準則（air qual ity guidel ines），將

PM2.5 健康建議濃度降為年平均 5μg/m3，2022 年臺東 PM2.5 年平均濃度 5.7μg/m3，

為全國 22 縣市最優，距 WHO AQG 只差 0.7μg/m3。

臺 東 縣 政 府 歷 年 致 力 於 維 護 優 良 空 氣 品 質， 除 了 風 飛 砂 之 指 標 性 空 氣 污 染 物 PM10 外，

PM2.5 亦為空氣品質維護重點指標項目，隨著更細緻地掌握境內、外污染特性，積極並務實

推動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以保護公眾健康，提升民眾對空氣品質良好感受。

應用科技稽巡查監控	強化公私場所預防污染

掌握陳情熱區及大型排放源，於周邊建置遠端監視系統及空氣品質監測站，即時監控空氣品

質變化，透過不定期稽巡查落實公私場所污染防制，定期辦理空氣污染事件或空氣品質惡化

緊急應變演練，強化日常整備，以利於污染發生時快速有效反應。

推動綠化低碳休閒空間	促進空氣品質淨化效益

推廣閒置地、裸露地或垃圾場等設置為綠化基地或自行車道等，以達淨化空氣品質、低碳之

雙重效益，媒合並建立企業、社區等民間團體、管理單位間良好之夥伴關係，推動全民參與，

使綠化工作永續發展。

#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健康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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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篇 環境篇

運用科技執法利器
加強取締環境污染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向海洋致敬 - 海岸清潔維護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縣盛產釋迦、鳳梨釋迦、火龍果等水果，過去傳統果樹農作多使用未熟化的生禽畜糞作

為肥料，衍生臭味及蒼蠅孳生的環境問題，引發民眾抱怨及陳情。為有效遏阻了生禽畜糞在

縣內耕地流竄使用，減少孳生蒼蠅及惡臭，除透過主動深入耕地稽查宣導使用禽畜糞熟化有

機肥料，更組成臺東縣生禽畜糞聯合稽查小組 24 小時持續在縣界邊境及各道路攔檢非法載運

生禽畜糞車輛外，更透過各耕地放租單位契約管理及農政單位熟化堆肥推廣的合縱連橫下，

共同守護臺東優質的環境品質。

# 永續城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臺東享受著臺灣最長最美的海岸線，守護海岸環境並落實海洋保育更是臺東的責任。臺東縣

政府運用海岸垃圾熱點區域回報及清除、裝設縮時攝影機遏止非法棄置、結合在地團體認養

等方式，達到海岸清潔維護目的。此外，為讓更多民眾體認到海岸與海洋環境整潔重要性，

也透過淨灘活動辦理鼓勵人民親近海洋向海學習，進而達到海洋永續保育目的。就以 111 年

為例，即清理 12,445 公斤海岸垃圾，所辦理 2 場次淨灘活動計 511 人參與。

# 永續城鄉# 教育品質 # 淨水與衛生

# 海洋生態#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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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廢生活節 ‧ 創活動減廢指引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每每給愛麗絲音樂響起，人人手裡提著

分類詳細的資源垃圾與一般垃圾交給清

潔隊員，此景象即可得知垃圾分類與資

源回收在臺灣已落實於日常生活。臺東

更進一步積極推動源頭垃圾減量，包含

減 少 一 次 性 餐 具、 飲 料 杯、 購 物 袋 等。

為此，臺東縣政府以創造減廢品牌活動

為規劃設計辦理「臺東減廢生活節」，

藉由設置無塑美食、環境教育、公益二

手攤位與二手市集等方式，提倡無塑生

活與愛物惜物延長物品生命周期等重要

環保觀念。以 111 年「臺東減廢生活節」

為 例， 總 計 2,157 人 次 參 與。 另 也 首

創全國建立與編撰「臺東縣活動減廢指

引」，提供活動辦理主辦方參考，達到

攜手減廢建立永續家園之目的。

# 永續城鄉# 教育品質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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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海洋
降低海洋污染風險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為執行海洋環境整體管理及維護海洋環境生態，推動海洋污染防治三策略，臺東縣政府透過

常態性辦理海洋污染緊急事件應變演練及器材實作訓練、「港口船舶污染源稽查採樣」及「海

底垃圾清除與組成分析」等作業，達到有效防止海洋污染事件預防與緊急應變量能之提升，

進而落實海洋保育重要工作。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應變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及臺東縣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之通報、應變等系統，

建立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專人專線接聽電話，即時有效整合各級政府、產業團體及

社會團體之各項資源，取得污染處理設備、專業技術人員，以共同達成安全、即時、有效且

協調之應變作業。

辦理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檯面演練

以無腳本模式及結合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之「網路版海洋油污

染擴散模擬緊急應變支援系統」，讓參演單位更貼近海洋油污染實際發生進行的應變處理機

制，會議中配合觀看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緊急應變支援系統之油污染 24 小時擴散變化，以及

由主推官採問答方式，讓參演單位對於油污染現場模擬情形，因應處理方式的差異及困難之

處提出應變方式，提升臺東縣海洋油污染應變單位團隊默契和橫向聯繫。

# 永續城鄉# 教育品質 # 淨水與衛生

# 海洋生態#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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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文化
臺東藝術無所不在 藝文場館篇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消除飢餓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美感實踐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教育品質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 全球夥伴

▍加值在地品牌 臺東形象流行國際

▍閱讀臺東 智慧圖書館

▍東岸藝文饗宴 藝文場館再升級

▍打造學堂 傳承臺東客家文化

▍南迴藝術季  展現東岸藝術美學

▍台東光祭  匯集國際聲光藝術

▍臺東藝術下鄉巡演

▍生命力共好 – 東岸地方創生

▍臺東歌廳 Show 音樂唱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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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在地品牌
臺東形象流行國際
單位│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閱讀臺東
智慧圖書館
單位│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設計中心已協助臺東縣政府執行「臺東森林公園示範改造計畫」、「舊站百年活動暨民

眾參與活動」、「臺東大美術館網站計畫」等設計導入公共政策，設計中心針對不同的專案，

給予設計資源導入、規格建議、設計溝通、設計執行等，串接設計師、設計廠商與各部門溝通，

於 2021 年開設「公部門美學講座」邀請各局處長官與專案負責人一同參與，並邀請知名設

計師分享與公部門合作，持續與城市對話，提升景觀美感、城市形象，將臺東打造成更宜人

居的都市。

偏鄉地區圖書館因居民以務農居多，鮮有餘暇閱讀，對圖書館的使用率偏低，透過推廣「親

子共讀活動 - 繪本說故事」、「說客語唱客謠」、「愛爸佔圖書館」、「親子共學母語（歡

喜學母語）」等活動，以吸引社區民眾，使圖書館資源發揮效能，轄內圖書館舉辦推廣活動

共 248 場次，購置新書豐富圖書館藏書深度，並因應閱讀環境改善與電子數位使用率發展趨

勢之必要，解決服務人員不足，導入科技提升服務效能，持續進行現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暨

智慧型圖書館設備

# 藝文場館篇 # 藝文場館篇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消除貧窮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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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藝文饗宴
藝文場館再升級
單位│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臺東藝文中心以臺東表演藝術展演、人才培育為重心，長期致力藝術教育與推廣。場館以四

大主題為核心，包含「場館營運與節目策劃」、「劇場人才培育」、「觀眾經營與開發」、「行

銷通路與資源連結」。承襲過往經營的基礎，帶入臺東在地人文特質，持續向前邁進，並將

場館視為藝文資源整合平台，藉以培育地方特色團隊、帶動臺東藝文人潮，建構出具花東特

色的藝文場館，平衡城鄉藝文差距，在整體營運上另有文化平權、劇場體驗、影響力評估等

專案，加深對地方藝文推廣的耕耘。

# 藝文場館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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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學堂
傳承臺東客家文化
單位│臺東縣政府民政處

保存客家文化為臺東縣政府重要工作項目，藉由持續打造客家學堂為臺東市客家文化重點場

域，聯繫客家鄉親情感，凝聚客家向心力。每季於臺東客家學堂辦理客家相關主題活動 ( 如 :

音樂會、戲曲表演及好米收冬祭等節慶活動等 )，推廣及發揚及保存客家文化，傳揚客家精神。

開設客語深根課程班，辦理客語教學課程、客語認證班等，加強客語使用能力，鼓勵全民學

習，客家學堂除了當作客家文化傳承、推廣場所外，亦可作為市區客家協會及交流活動場所。

# 藝文場館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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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迴藝術季
展現東岸藝術美學
單位│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每年透過藝術季辦理，讓臺東美感得以實踐，2022 年的南迴藝術季以「藝術萌生地」為策展

主題，南迴豐富層次的山海地景，正是藝術創作的萌生之地，透過藝術創作，深掘自然環境、

生命與物質共存的美；策展團隊邀請 8 組知名團隊進行現地創作，經過兩個月的田調、選址

與創作，分別於大武、太麻里、臺東市設置《1314 號的藍》、《層山》、《藍色迴旋》等 8

組作品。以「帶得走的臺東藍」作為系列活動的核心，並與富有生態永續、土地關懷的各領

域協力單位合作，與參與民眾共享文化之美。

# 美感實踐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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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光祭
匯集國際聲光藝術
單位│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臺東藝術下鄉巡演
單位│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疫情之下 2022 第一屆台東光祭以「序幕」展開，集結能量的信念，將「活力」與「能量」

的藝術概念介入，為地方帶來活力，設計核心理念為「以光為臺灣注入滿滿活力營養素 ! 」

台東光祭為東臺灣首次舉辦聲光藝術節慶，國際藝術家共襄盛舉外，臺東藝術家也參與展出，

首度嘗試聲光藝術裝置，國際 ( 法國、澳洲 ) 藝術家親臨臺東現地製作，逾 100 天的展期共

累計近 10 萬人次觀展，帶動地方觀光經濟發展。

臺東是自然資源豐富的魅力縣城，不論是海岸線、縱谷線或是南迴線等沿線鄉鎮，各具有令

人著迷之風貌，更是一個多元族群文化社會。時值仲夏豐收時節，臺東縣政府文化處為推廣

文化平權、重視偏鄉民眾育樂需求、吸引遊客到訪從事休閒遊憩，將老歌演唱會帶到縣內不

同鄉鎮，讓民眾無須舟車勞頓也能一睹偶像風采，精心規劃「憶曲來臺東 -111 年臺東藝術下

鄉巡演活動」。活動已邁入第五年，111 年為臺東縣鄉親及遊客，用心規劃了三場音樂會活動，

累計參與總人數約為 950 人，在這疫情肆虐的時代，以音樂的傳遞能量，撫慰民眾身心。

# 美感實踐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永續城鄉 # 全球夥伴
# 美感實踐篇

# 消除貧窮 # 教育品質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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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共好 – 東岸地方創生
單位│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臺東歌廳 Show
音樂唱不停
單位│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慢波計畫」透過「臺東慢波電台」、「臺東慢波旅行社」、「臺東慢波提案」，將設

計導入公共政策協力方案。「熱氣球及衝浪活動形象服飾設計導入」設計導入熱氣球及衝浪

識別，建立永續觀光品牌、「臺東舊站特區重新命名」重新定位舊站特區形象、「杉原灣整

體視覺識別設計」跨域顧問協助識別整合規劃、「移居 / 返鄉生活指南」協力公部門與移居 /

返鄉者對話、「臺東第一座共融遊戲場」設計議題活動與增加民眾提案參與，為實現未來全

齡健康城市墊定基礎。臺東縣政府持續以提案與開放溝通平台搜集民聲，累積臺東議題的洞

見與想像，增加民眾與公共政策的連結與參與，逐步打造臺東「慢品牌」。

在社區內舉辨貼近生活的藝文活動，提升活動的可近性與普遍性，讓居民享受藝文活動參與

機會，培養生活美感經驗，跨域創新活動「歌廳 Show」因應而生。「歌廳 Show」以將歌

唱活動輸送到轄區各地，活化長者身心靈發展。活動場域擴及偏遠鄉鎮，同時結合各地居民

參與，營造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契機。演出規模為戶外大、中、小型音樂活動，將過往在展演

廳辦理的常態推廣至民眾日常生活中，吸引並培養欣賞音樂人口，擴大縣內音樂舞臺影響力，

吸引在地中高齡長者參與，達到文化平權目的，過去 2 年舉辦 48 場音樂展演共 30,415 人參

與。

# 美感實踐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減少不平等# 教育品質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永續城鄉
# 美感實踐篇

# 消除貧窮 # 教育品質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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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文化篇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教育品質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氣候行動# 永續城鄉 # 海洋生態

部落產業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教育品質# 消除飢餓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設立小飛魚海洋學校 傳承達悟傳統文化

▍保存原鄉傳統建築文化：原住民部落聚會所

▍再造山海部落．原住民新美學

▍綻放原住民文化與健康特色 臺東縣捨我其誰

▍永續學習部落大學 持續文化傳承與創新 

▍東岸社區營造 永續發展部落文化

▍迎向多元國際村 友善臺東新住民

▍我們 + 起來：臺東部落食尚帶你 Salama

▍原住民族樂舞創生新產業

▍復刻原民經典體驗 玩美部落工作假期

▍集原民文化聚落 再創在地新產業

漫人情
打造南島原住民族文化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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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小飛魚海洋學校
傳承達悟傳統文化
單位│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透過小飛魚「海洋文化教育」及「海上運動

技能」二項海洋教育課程，開創雅美傳統與

現代的新路，一面傳承雅美族人最美的海洋

文化，另一面也吸取他校、他縣、他國海洋

民族的海洋教育課程、社區營造、社區建築

和觀光推動的新思維，要讓椰油國小的學童

自然成就海洋民族和海上精靈的稱號，並為

蘭嶼地區帶來低碳健康的海洋觀光新潮流，

成為樂活幸福低污染的怡人海島。

打造低碳海洋運動之島、創作海洋文化繪本

配合椰油國小 6 月小鐵人民族教育課程，學

童挑戰獨木舟、游泳、跑步三項低碳海洋運

動，創造親子海洋健康運動風氣 ; 帶領學生

回到傳統文化領域，維護島嶼環境資源，另

一方面透過繪畫、寫作、攝影保存雅美海洋

民族文化，創造一個現代與傳統共榮的海洋

文化基地。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部落文化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健康與福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 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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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原鄉傳統建築文化：
原住民部落聚會所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再造山海部落．原住民新美學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長期照顧需求人數日漸增加，個人與家庭的照顧壓力越發沉重，進而衍生社會與經濟問題，

藉由興建聚會所提供相互交流、扶持照護的空間，延續傳統生活教育、祭儀文化，更能凝聚

部落團結，在情感上緊密聯繫部落族人。至 112 年本縣已有 149 座聚會所，結合臺東縣各

部落文健站，配合中央政策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建置優質長照體系，完

備長照服務資源，文健站長者活動拓展至聚會所戶外空間，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完善長者保

護服務體系。

臺東保留豐富臺灣原住民文化，縣內原住民

人口比例達三成為全臺灣最高，在事務推動

方面，乃具有全國原住民政策推動之重要指

標。藉由協助部落營造具觀光價值及優質生

活空間，創造部落在地環境特色，將部落發

展工作真正落實於日常實踐與經驗中，創造

部落永續發展的機會。

營造部落美學空間

推動計畫提供多元的輔導與資源，除空間改

造的經費挹注，亦從完備藝術支持體系、強

化文化特色爬梳、經營量能陪伴等方面，在

改造提升的過程中提供業師，協助美學設計

等所需之技術支援與輔導。至今已陪伴 21 個

部落團隊、觸動 16 個部落、辦理超過 30 場

次的成果分享活動、開發 10 條部落創意遊程

及 21 處空間改造，鼓勵青年及新銳創意以文

化內涵為核心，以「策展」為概念出發，將

部落的文化特色透過創作實驗互動過程，加

速文化與跨領域 ( 如科技 ) 整合運用成效。

# 部落文化篇
# 減少不平等

# 健康與福祉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 部落文化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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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互助社成果特展

「夢想互助社，護住夢想的第一步」以互助為核心，護住彼此夢想，逐步規劃實現。透過夥

伴們相互傾聽、分享交流的方式，激發靈感與創意，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與共鳴。運用一系列

故事策展工作坊，與每一位部落夥伴一起討論和設計方案，並練習用自己的故事來策展。同

時與臺東青年協力者團隊攜手合作，共同完成夢想互助社的靜態展示區。在夢想互助社成果

特展開幕活動中，共有 352 位參與者共襄盛舉，讓更多人為夢想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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綻放原住民文化與健康特色
臺東縣捨我其誰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部落文化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臺東縣政府於轄區各文化健康站推展具文化

特色的體適能、食療、懷舊等計畫，創造長

者社會參與並發揮其能力，提升長者自尊與

自我價值，並創造工作機會積極培育青年人

才並進入文健站實習及就業。

打造青銀共學及世代共融社會

透過與臺東大學合作，帶領高齡健康與照護

管理原住民專班學生，一起進入文健站陪伴

長者，並辦理青銀共學、文健站實習課程及

原民電臺等計畫，深入長者圈進行交流，培

育青年人才進入文健站實習及就業。經過培

訓後於去年遴選 6 位畢業生，成為照服員生

力軍，提升照護能量。首次與原專班簽訂「全

學期就業實習」計畫，為全國唯一辦理縣市。

提 供 5 名 學 生 大 四 下 學 期 於 文 健 站 全 薪 實

習，減輕同學及家長們經濟負擔，協力培養

具有文化敏感度專業人才。

AR 科技介入遊戲	享受樂齡生活

使用 AR(Augmented Real ity) 裝置進行趣

味競賽，藉由 AR 設備將虛擬與現實元素融

合，其中 6 款遊戲以原民族語及風格特別開

發，使部落長者更有親切感。虛擬畫面投射

讓長者身歷其境，搭配不同部位的動作，以

強化長者身體活動力。動作的設計也從日常

生活去做變化，上肢運動的撒豆祈福，用以

延伸上臂，下肢運動的踩水窪，穩定下肢踩

踏，另外也有訓練抓握力及考驗柔軟度的觸

碰。在進行 AR 操作時，照服員以母語協助

及鼓勵長者。後期規畫區域內初賽，以減少

各站到統一地點比賽之交通風險，在由各區

選出前三名進行縣內決賽，增加比賽精采度

體適能訓練，豐富長者社交關係與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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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學習部落大學
持續文化傳承與創新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部落文化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幸福	i	部落，怎麼拿麼順

轄內文健站均有設置 i-Tribe 無線網路，改善部落族人生活品質。自 2015 年起陸續建設 

WiFi 寬頻服務環境，至今臺東所轄 184 個部落均完成建置，提供 1,111 個熱點。介接巡迴醫

療、線上學習、觀光旅遊、農產品行銷等服務，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更進而帶動部落的經

濟發展，亦派員下鄉教導長者連網，走訪文健站、活動中心、聚會所及部落家戶進行課程教

學，透過臺東縣政府各族語言推廣人員為部落長者協助族語翻譯。另外部落也創建 LINE 群、

臉書等推播各項資訊，在外地打拼的子女可 以加入社群即時掌握家中長輩的狀況，更能安心

在外工作。 為使原住民族能適應社會變遷需要，在自主環境下學習現代知識、學習傳統文化及語言，增

進生活及工作技能，接受競爭社會的挑戰，並發揮個人最佳潛力、善用祖先生活智慧，強化

傳統知識知智能與國際觀，讓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成為原住民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機制。規劃

由地方自主提案課程，來回應不同地域需求。以 111 年為例，計開設 83 門課，參與人數達

1287 人，由部落自行提出課程規劃，講師或部落 ( 協會 ) 開課前，以經過當地部落會議開會

取得共識為原則，貼近部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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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社區營造
永續發展部落文化所
單位│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迎向多元國際村
友善臺東新住民
單位│臺東縣政府民政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輔導計畫，鼓勵居民凝聚社區力量，落實在地行動，積極參與社區

營造與公共事務，進而改善社區問題，喚醒更多人對自己居住之社區 / 生活圈關心與意識，讓社

區營造回到生活實踐中，並促進文化扎根與平權，匯聚每一個微小行動帶來的改變，凝聚翻轉地

方的巨大能量，串聯部落老中青三代，展現臺東專屬優勢，共創行動改善地方問題，打造永續發

展幸福家園。

# 部落文化篇 # 部落文化篇
#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減少不平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永續城鄉

#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減少不平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永續城鄉

藉由推動「臺東縣 111 年度移民節暨國際移民日系列活動」，由新住民與本縣民眾的共同參與，

體驗人權關懷與多元文化尊重，達到文化融合目的。參與人數約 600 人以上，共設 7 個靜態成果

展示攤位、10 個動態展演節目。透過舉辦此活動，慶祝國際移民日，促進新住民家庭和諧，建立

家庭凝聚力；除此之外，使新住民瞭解社會多元照顧與政府網絡資源管道，協助學習和諮詢，與

在地民眾能有交流認識機會，亦拓展國人多元視野，欣賞尊重異國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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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 起來：
臺東部落食尚帶你 Salama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部落產業篇

為讓更多人享受到臺東原住民文化的美好，並同步攜手回留青年共同創造部落產業，逐步實

踐原民文化保存與傳承；臺東縣政府透過跨部門跨領域及結合各界專業，讓返鄉青年在部落，

運用多元空間經營部落產業，也藉此保存與傳承部落文化。在過程中，不僅有專業團隊手把

手陪伴與輔導外，更挖掘臺東部落食尚店家，讓飲食產業串連，帶動推廣部落旅遊。許多旅

人都可以「食」認識部落文化、以「嚐」探索部落百味、以「吃」感受部落熱情。

傳統與創新交融，臺東部落食尚

透過計畫輔導品牌經營、行銷宣傳，並與周邊產業鏈結形成特色餐飲產業聚落，更優化改造

店家營業空間，提供舒適優美用餐環境。將原住民族傳統食材開發成部落食尚一口食，將部

落各式豐富的料理變身為一口食，將臺東屬於山與海的滋味，及部落隱藏的經典美食集結，

讓民眾能一口一口將部落的美好吃起來。

帶動原民返鄉創業，落實「地方創生」

輔導臺東部落食尚店家共計 23 個店家，創造消費人次超過 21 萬人次以上並增加店家營業額

達 5,714 萬餘元；吸引即鼓勵青年返鄉創造就業機會計 100 人，其中 45 歲以下計 72 人，成

功支持青壯年在地創業，實質輔導陪伴創業過程，提升返鄉創業意願使業者創業之路不孤單，

真正實現「地方創生」精神。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消除飢餓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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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遊程設計「食」尚 × 文化，打造臺東必遊經典走讀路線

包裝採集文化（漁獵、狩獵、野菜）、海洋文化、山林獵徑、尋根古道、釀醃文化、藝文（音

樂、工藝）產業等元素，讓不同層面的原住民族文化能藉由旅遊體現於生活，引導對原住民

族文化正確認識，由族人親自引領參與製作、導覽，或參與祭儀，認識祭儀文化深刻意涵，

讓每一次旅行看見臺東部落文化的美。

善用網路行銷！打開臺東部落食尚店家知名度

架設線上「臺東部落食尚帶你 Salama」網站，強化部落食尚與消費前的連結性，同步經營

社群平台臉書粉絲專頁，分享活動資訊傳遞深度且具豐富意涵部落食尚故事、部落深度旅遊

介紹，讓民眾更貼近部落文化中的價值性。另也形塑食尚品牌風格，以紙上策展概念，呈現

部落食尚文化採集盤點內容、店家創業歷程，延伸周邊部落旅遊路線，提供對於部落餐飲文

化有興趣之民眾收集使用，強化部落餐飲文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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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樂舞創生新產業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復刻原民經典體驗
玩美部落工作假期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許多國家重視節慶活動所帶來功能及效益，國內也有越來越多不同型態及性質節慶活動相繼

誕生。目前已辦理六屆「風起原舞．樂動臺東」樂舞展演活動，陸續培育許多在地原住民族

優秀團隊，提供展現樂舞才華機會與舞台。為持續激發原住民音樂人才創作能量，結合易入

門電子音樂創作，與知名音樂人阿爆 ( 阿仍仍·塔露碧 ) 合作開設母語電音製作課程，另在舞

蹈方面結合國際知名編舞家布拉瑞揚共製舞作，為臺東原住民族文化的樂舞內涵奠下基礎，

孕育出許多知名音樂人及舞蹈家，更因深厚的文化底蘊，使臺東的原住民族文化創作能量更

加豐沛多元。

# 部落產業篇 # 部落產業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為推動部落文化遊學相關政策理念，生態永續、文化美學、青年培力為目標，導入原住民文

化進行跨族群學習活動，凝聚部落認同與地方認同，傳遞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及文化內涵，打

造專屬臺東在地的部落文化體驗課程。感受臺東原住民族文化與藝術美學的層次感，以「一

起」工作、生活的形式，感受與部落族人互動的美好，同時體會五感滿足的勞動生活美學。 

部落工作假期是最貼近在地生活的度假方式，與在地部落族人協力共同完成部落營造工作同

時建立起「一起，一起」的革命情感，讓在地家人朋友們帶著我們認識我們不一樣的「家」

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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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原民文化聚落
再創在地新產業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部落產業篇

以傳統原住民族文化為基礎，保存傳統工藝與發展新創工

藝、藝術設計為目的，推動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設計產

業。補助本縣原住民族團體及部落旅遊經營團隊，辦理「部

落旅遊增能培力」、「部落旅遊市場化」及「旅遊據點週邊

環境美化」等工作，提升部落旅遊品質，辦理導覽人員培力

課程、研習、工作坊等，加強市場化能力，鼓勵原住民族團

體或部落經營團隊制定多元行銷策略，促進經濟發展，以自

然、生態、環保、永續概念，結合部落傳統智慧進行部落旅

遊據點週邊環境美化。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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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篇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教育品質 # 可負擔能源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 消除飢餓

# 全球夥伴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健康與福祉 # 教育品質 # 性別平等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消除貧窮

# 氣候行動

# 消除飢餓

# 海洋生態 # 陸地生態 # 公平、正義與和平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智慧教育篇

▍幣鏈賦能智慧臺東 TT-Life 智慧生活

▍營造臺東國際數位游牧綠洲聚落

▍營造國際友善環境 行銷臺東在地創生

▍打造店家雙語環境 友善國際旅人

▍東方屋頂，陽光發電

▍東稅視訊 e 點靈 ( 零 ) 幸福稅政體貼您

▍風雨過後的共好 翻轉測繪新服務

▍體驗式冒險探索山野教育 建立學童自信與知識力量

▍打造未來智慧教室 突破偏鄉教育困境

▍知海親海愛海 培育海洋運動素養

▍知性臺東山海天 扎根永續方舟館

▍青少年未來職涯試探 成就學員適性揚才

▍建立國際志工團隊 培訓在地英語人才

▍跨世代共學雙語 接軌多元國際

▍落實性別暴力防制 - STOP 跟騷

▍提升防毒識詐知能 預防少年入歧途 

接軌快
致力多元應用的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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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Push 是臺東縣政府首創全國運用數位政府服務思維，及導入點數經濟與多元行動支付整

合的生活應用平台，更以開放態度介接多元的第三方服務，激發臺東特有的數位創造力。

TTPush 有系統性的規劃整合各部門的資源，以資料力量趨動縣政資訊精準行銷、減少話務

與紙張、提高民眾參與縣政活動等方式，擴大公共服務的深度與廣度，創新公共服務模式。

此外，臺東縣政府更透過 TTPush 推動「智能廢電池回收機制」及「TCAR 行動智能車」等

創新措施，已以數位治理的角度整合政府及民間資源、鏈結產業、扶持青年創業與產業創新

等方式趨動臺東實現永續發展目標。TTPush 已發放超過 1 億 7 千萬枚臺東金幣，累積推播

訊息超過 1.2 億則、有超過 5 百萬人參加線上活動，已節省了 1.2 億元的簡訊費及逾 10 億的

行銷費用，省下的文宣印製相當於 1.3 萬棵樹 ( 直徑 15 至 20 公分的樹木 )，回收的廢電池堆

疊起來已超過 15 座 101 大樓的高度。

# 智慧城市篇
# 消除飢餓# 消除貧窮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營造臺東
國際數位游牧綠洲聚落
單位│臺東縣政府國際發展及計畫處

# 智慧城市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消除貧窮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數位遊牧最大特色為「在生活的地點工作」，只要一部電腦和網路，全世界都能夠成為辦公

場所。由臺東縣政府及大武鄉公所共同推動「數位遊牧首選臺東」數位創生計畫，針對就業

金卡外籍高階工作人士喜好，挑選大武鄉合適場所 6 處閒置空屋修繕整理，佈置成溫馨小窩，

以作為數位工作者長、短租生活居住地，也讓外來訪客體驗在地慢生活，工作之餘從事海釣、

健行、爬山休閒等活動，進一步促進鄉鎮人潮活絡，提供在地居民就業機會，降低鄉鎮空屋

比率，全面性提升鄉鎮被需求機會、人才流動機會。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幣鏈賦能智慧臺東
TT-Life 智慧生活
單位│臺東縣政府國際發展及計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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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產業為本縣核心產業，其中外籍人士每年就有逾 60 萬人次來訪觀光，為營造臺東在地創

生與創造國際友善環境，透過培育國際化人才打造臺東地區旅遊觀光產業國際溝通技能；強

調統整臺東觀光資源，打造發現臺東 2.0 網站，建立官民通用英語學習網站；建立國際化團隊，

提高臺東縣官方宣傳、正式文件外語正確性，加深臺東與國際各城市鏈結更以地方創生的角

度，打造臺東首座跨世代共學雙語培訓據點，完善「優質生活產業帶、工作機會世代享」、「知

識技藝終身學、樂活健康安全」等原則目標。

# 智慧城市篇
#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永續城鄉 # 全球夥伴

# 減少不平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打造店家雙語環境
友善國際旅人
單位│臺東縣政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

# 智慧城市篇
# 就業與經濟成長# 教育品質

# 永續城鄉

# 減少不平等

臺東店家再造計畫以尋回臺東在地名產傳統價值，發展自然真實經濟模式，更以「慢經濟」

為軸，建立屬於臺東「慢品牌」，發展緩慢有品味慢調生活，並透過雙語服務建置，提升外

國遊客友善環境體驗。店家再造計畫已成功輔導出許多優質店家，依據各店家背景故事，特

色商品和需求透過全面性設計，傳遞品牌化經驗、提供一條龍式設計服務，為地方品牌把脈，

量身打造品牌形象、空間優化、產品包裝設計，盼透過打造臺東在地店家亮點，以各店家為

點、整體商圈為面，促進區域發展、帶動地方經濟復甦。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營造國際友善環境
行銷臺東在地創生
單位│臺東縣政府國際發展及計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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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我國能源轉型政策，近年來持續推動「屋頂綠能，照耀臺東」、「東方屋頂，陽光發電」

計畫補助轄區內合法私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此外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成立專責推

動單位專案推動綠能發展與利用，進行再生能源資料盤點及資料庫建置，並辦理再生能源推

廣相關策略規劃及執行，提供綠能政策所需專業諮詢及協助各項綠能推廣計畫，解決投資再

生能源投資者所遇困難。實際作為包含成立「臺東縣政府綠能推動辦公室」、成立粉絲專頁

「Power 臺東」推播再生能源相關資訊、成立「臺東縣再生能源資訊網」及盤點本縣再生能

源資料，未來持續推動將再生能源知識推廣普及化，增進縣民對相關政策認同、參與及支持，

加快本縣能源設置推展，預計每年可增加 1,500 瓩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總容量。

東方屋頂，陽光發電
單位│臺東縣政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

# 智慧城市篇
# 可負擔能源

# 氣候行動

# 減少不平等# 就業與經濟成長

東稅視訊 e 點靈 ( 零 )
幸福稅政體貼您
單位│臺東縣稅務局

# 智慧城市篇
# 消除貧窮 # 永續城鄉# 減少不平等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幅員廣大，南北狹長且轄管兩處重要離島，在交通上較為不便，為實踐「網路代替馬路」，

消弭客觀條件數位落差，運用資訊科技整合轄內各機關並簡化服務流程，讓遠距及年長鄉親

如需申辦各項地方稅務僅須遠端視訊、認證可即時取件，更因應本縣人口老化，首創視訊口

語申請，申請人視訊口述，由稅務局同仁代填資料，提供輕鬆申辦、安全取件的快效率稅政

服務，讓高齡者、偏鄉離島的民眾感受到洽辦的便利性與幸福感。後續亦將逐步新增系統功

能，並布建 24 小時認證智慧自助取件櫃，建構數位化及全能化稅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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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常受到風災侵擾，災後重建工作，

距 離 隔 閡 及 交 通 不 便 更 嚴 重 影 響 縣 民

生活品質。透過專業測量技術單位，主

動 服 務 並 運 用 最 新 測 繪 及 數 位 治 理 等

方式，建構即時、精準且完善的土地資

料 分 享 機 制， 主 動 提 供 土 地 資 料、 建

置行動外業調查系統、離島沙盒實驗場

域，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翻轉偏鄉和

離島機會不平等，實現數位治理願景。

在 109、111 年依序建置的虛擬離島，

是 全 國 最 早 面 完 成 LOD2 實 景 模 型 的

風雨過後的共好
翻轉測繪新服務
單位│臺東縣政府地政處

# 智慧城市篇
#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 消除貧窮 # 消除飢餓 # 減少不平等#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體驗式冒險探索山野教育
建立學童自信與知識力量
單位│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 智慧教育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天然環境優美，縣內中央山脈穿越，海岸山脈並列於東海岸旁，山岳教學資源豐富，適

合推動登山教育，透過面山學校課程規劃，設計戶外遊學體驗課程，使學生親身探索體驗布

農族傳統生活與自然和諧共存之山林文化；並結合自然領域課程，認識臺東各級登山路線沿

途之自然生態，培養學生生態保育觀念；同時，也藉著此活動，推動城鄉交流，讓本縣學生

與外縣市學生了解維護在地生態使用，提供學員實際情境體驗、冒險探索，再引導其省思、

歸納與實踐，啟動學習動機、建立自信及產生力量，發掘自身的無限可能。

離島，也是全國精度最優的大範圍航空測量成果。現除提供府內建設、水保消防單位作為規

劃與計畫置的基礎外，已跨域提供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的數位典藏、國家人權博物館園區整體

規劃、國科會的綠能評估及淨零碳排研究、水土保持局的治山防災及農村再生、原民會的原

保地加速審查等協助，共同攜手打造溫暖又韌性的永續臺東。

# 教育品質 # 永續城鄉

# 陸地生態

# 減少不平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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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前導學校建置未來智慧資訊教室，透過教育現場教師接受性、設備整合的合理性及隨

身載具連動便利性，運用資訊設備模擬情境，讓學生進行深度體驗，發展具特色之創新教育，

培育學生強化程式邏輯概念、解決問題能力，學習如何正確使用網路、社群媒體互動、溝通，

接軌國際教育創新價值。將資訊設備及師資帶入偏鄉學校進行授課或體驗，補足偏鄉教育需

求，讓學生接觸新興科技及程式設計，弭平城鄉數位落差，提升科技結合教育應用及品質。

打造未來智慧教室
突破偏鄉教育困境
單位│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 智慧教育篇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 教育品質 # 減少不平等

知海親海愛海
培育海洋運動素養
單位│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 智慧教育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為落實「國家海洋政策綱領」及喚起國民海洋意識，臺東縣政府推動「海洋運動發展計畫」，

建構優質海洋運動環境，提升海洋休憩活動品質與推廣海洋休閒運動。從國中小學的學校教

育培養國人正確海洋知識、觀念，提升海洋國際觀基本素質。111 年合計超過 40 人完成獨木

舟及 SUP 教師研習課程，獨木舟及 SUP 體驗合計共舉辦 40 場體驗課程，吸引超過 1,000

人次報名參加，充實優質且安全的體驗場所及豐富活動內容，佐以海洋知識融入，深化學習

效果及吸引優秀人才投入，以培養國人海上實踐能力。

# 教育品質# 健康與福祉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海洋生態#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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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在地化特色環境教育，提升縣民環境倫理與責任，啟發環境素養與覺知，辦理「臺東縣

環境教育地方特色活動」、「環境節日系列活動 - 山海綠騎跡」、「環境節日系列活動 - 臺

東縣環教小主播培訓營」、「環境教育線上講堂」、」等多元環境教育活動，讓不同年齡層、

領域民眾親身體驗並認識臺東在地人文歷史、環境議題，進而觸發保護行動，共同加入愛護、

守護及保護地球行列，並於 112 年正式啟動永續方舟館，提供解說導覽服務、環境教育課程

及環保 DIY 活動，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透過寓教於樂方式讓大眾認識臺東環

境問題、解決方式及保護成果，將知識化為行動，落實全齡環境教育學習。

知性臺東山海天
扎根永續方舟館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 智慧教育篇

青少年未來職涯試探
成就學員適性揚才
單位│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 智慧教育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一技在身 - 創業教育計畫」使學生透過生涯覺察、自我試探、職涯探索等方式，發展多元

智能，並引導更多具有技術資賦或實務性向學生選讀技職教育，在未來生涯規劃與進路發展

多元潛能，以達適性揚才理念。創業教育（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主要核心為引

導學生培育技能，確認創業意願，擁有創新的精神及承擔風險的能力，而創業教育創新精神

培育不應在高等教育課堂上實施，而應向下紮根，從小引導學生落實生活觀察，培養學習敏

銳度，為社會注入永續發展的人才活水。

# 教育品質# 消除飢餓# 消除貧窮

# 減少不平等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永續城鄉

# 永續城鄉# 教育品質

# 氣候行動 # 海洋生態 # 陸地生態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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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臺東邁向國際化，積極推展觀光產業、舉辦各項賽事，致力營造友善環境，吸引各國人

士來臺東觀光及進行產官學交流。針對各類商家、旅遊服務機關第一線人員、公務人員、公

共運輸相關業者、合格接待家庭以及改造店家等進行英語培訓，課程參與人次達 391 人，回

應旅客簡易英語詢問及回應需求，並持續招募本縣國際志工，開設國際禮儀、臺東在地文化

等課程，為臺東縣培育更多在地行銷種子，推展臺東特色文化，提升國際旅人接待能量與品

質，建立互惠共享的國際生活圈，以期達到幸福城市願景。

建立國際志工團隊
培訓在地英語人才
單位│臺東縣政府國際發展及計畫處

# 智慧教育篇

跨世代共學雙語
接軌多元國際
單位│臺東縣政府國際發展及計畫處

# 智慧教育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為多元接軌國際，針對餐飲旅遊據點、職人、民間組織、社區進行雙語培育，並依各地域社

區的資源與現況，從食農議題切入，連結地方文化的遊程體驗，作為主要重點議題。另也透

過專業顧問，以國際旅客觀點，協助輔導調整各培力據點組織腳本，讓特色更能夠被凸顯。

以 111 年為例，有 8 個雙語培力據點，而與臺東大學合作雙語培力課程已進入第 3 年，英美

系計有 20 名學生參與；此外首次與臺東專科學校合作，餐飲管理科有 22 位學生參與。更發

展出 9 套中英文深度體驗腳本，創造 75 堂課程，總上課時數為 153 小時。

# 教育品質

# 減少不平等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永續城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教育品質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永續城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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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消弭妨害婦女在社會活動中安全阻礙，我國陸續制定並公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

防治法及其他相關性騷擾防治法等，有鑑於本縣幅員遼闊、資訊取得落差大及族群文化多元

等差異性，如何落實婦幼人身安全格外重要。本縣爰從跟蹤騷擾防制法著手，培養專業執法

團隊，建構功能性的網絡組織並實施多元化宣導，發展在地化婦幼保護模式。在專業執法方

面與既有社區家庭暴力防治官運作，輔以走動式巡迴輔（督）導方式至基層各分駐（派出）

所，強化員警執法知能，並與地方法院、檢察署等各部門合作，建立案件處理模式；製播「婦

幼報新聞 - 婦幼解惑小集」、「婦幼安全下鄉巡迴宣導劇團」等多元化宣導模式，深入社區、

校園或利用臉書及透過網路傳遞，提醒社會大眾對婦幼安全的認知。

落實性別暴力防制 -STOP 跟騷
單位│臺東縣警察局

# 智慧教育篇

提升防毒識詐知能
預防少年入歧途
單位│臺東縣警察局

# 智慧教育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少年是國家社會未來發展的主角，在其成長過程當中，需要政府和民間力量共同正視與關心，

除積極走入校園進行反毒宣導工作，為能有效防制兒少群聚涉毒，主動結合社區資源（民間

團體、村里鄰長、守望相助隊人員……等），舉辦毒品犯罪預防宣導，以多元且有效之宣教

活動，強化反毒宣教成效，將反毒、拒毒觀念更貼近民心，建構友善通報網絡及反饋機制，

共同提升社區防毒監控密度及情資反映時效，有效保護兒少遠離毒害，打造安心無毒環境，

以 112 年為例，迄至 9 月計辦理校園、社區兒少等機構宣導 39 場，共計 7,956 人次參與。

# 教育品質 # 永續城鄉 # 公平、正義與和平# 教育品質 # 性別平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公平、正義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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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篇
# 教育品質 # 性別平等# 健康與福祉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消除貧窮

# 陸地生態

# 消除飢餓

# 公平、正義與和平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健康與福祉 # 教育品質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消除貧窮 # 消除飢餓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 消除貧窮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 全球夥伴

醫療篇

消防篇

效率快
建構全面完善的社福系統

▍育兒指導到宅服務 2022 年新生兒出生人口冠全國

▍增強友善育兒空間 建構兒童社區公共托育

▍「老花正潮」敬老視力公益專案

▍爺奶行動特派車趴趴 go

▍原民長照御守：文化健康站

▍關懷身心障礙者 提供社區式日間照護服務

▍培養失業者專業技能 投身南島文創與觀光產業

▍建構福利臺東 設置區域社福中心

▍珍愛實物資源 照護弱勢家庭

▍以原民餐飲．推動傳統保健

▍全方位服務中心 守護原民家庭 

▍臺東有 5G，健康不委屈！

▍臺東健康齊步走

▍與您共同守護長者健康 長期照護服務 2.0

▍愛在海的那一端

▍ Kakacawan 長濱尬活耀

▍達人夥伴 LINEIN

▍樂齡照護到你家～昇起健康平等的曙光之鄉

▍消防元宇宙 ! 智慧科技神救援

▍行動急診室  建立消防與醫院間的綠色通道

▍提升臺東救災能量 城市韌性再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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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少子化浪潮影響，臺灣 111 年新生兒人數創歷史新低，為鼓勵生育、減輕新生兒家庭

負擔，積極營造優質育兒環境，規劃多項育兒福利政策，兼顧經費補助及服務提供，為父母

創造更好生活條件，安心迎接新生命到來，依據 112 年統計數據，臺東縣是全國唯一連續兩

年新生兒正成長的縣市。

# 社福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消除貧窮 # 消除飢餓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育兒指導到宅服務
2022 年新生兒出生人口冠全國
單位│臺東縣政府民政處

生育補助	溫馨再加碼	

據 我 國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國 民 健 康 局 出 版「 第

12 次 家 庭 與 生 育 力 調 查 報 告 」 指 出， 已 婚

女 性 及 已 婚 男 性 目 前 尚 無 子 女 或 僅 有 1 名

子女者，不願生（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

以「經濟負擔太重」所占比例最高，分別占 

39.02% 與 51.66%，可見育兒經濟成本影

響生育意願之重。為因應少子女化議題，臺

東縣政府擬訂相關計畫鼓勵生育，並減輕新

生兒家庭經濟負擔，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提高生育補助額度，第一胎由 1 萬增加至 3 

萬，雙生以上及第二胎（含以後者）由 1.5 

萬增加至 3.6 萬，補助額度為當年度全國最

高，希冀藉此激發生育能量。

免費育兒指導到宅服務及

弱勢家庭免費月子餐

開辦「育兒指導到宅服務計畫」，秉持「妳

生孩子，臺東縣政府幫你輕鬆坐月子」的精

神，主動提供關懷及服務，讓新生兒父母或

家庭成員，能夠獲得育兒指導員到府教學育

兒知識及協助，使媽媽在產後能盡快恢復身

心平衡、找到安心育兒的生活步調。而弱勢

家庭免費月子餐，提供中低收入戶及經濟弱

勢家庭產婦免費月子餐送餐服務，由專人送

到產婦住院的本縣醫療院所。以 111 年為例，

免費育兒指導到宅服務，受益人次 373 位媽

媽共 3,790 小時，弱勢家庭免費月子餐共服

務 45 位產婦，兩項服務皆可透過線上申請，

免去奔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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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偏鄉托育資源受限，加上隔代教養及高齡化已成趨勢，規劃完善早期療育及多元育兒服

務資源更顯重要。為提供家長有更多的托育選擇，培訓偏鄉保母共 72 名結訓，以 111 年為例，

考取保母證照共計 47 人。藉由提供友善育兒環境，舒緩各鄉鎮間地緣交通不利，提升各區域

托育資源中心服務效能，陸續建置 4 間公私協力托嬰中心，也透過居家式托育 ( 保母 ) 及私立

托嬰中心協力合作，由衛生福利部補助家長部分托育費用，完備托嬰資源。

增強友善育兒空間
建構兒童社區公共托育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老花正潮」
敬老視力公益專案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臺東已進入「高齡社會」，維護高齡人口生活品質與尊嚴一直是臺東臺東縣政府所需努力的

重點標的。視力老化通常是普遍高齡人口所遭遇的衝擊；特別推動「老花正潮」- 敬老視力

公益專案，以 111 年為例，配鏡長者共計 4,066 人，提供視力保健服務與免費老花眼鏡，確

保老年人能夠繼續享受清晰的視野，使老年人可以更輕鬆地閱讀和進行日常活動，並適應年

齡相關的視力變化，落實銀髮族群關懷，締造溫馨且充滿愛心的社會環境。

#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社福篇 # 社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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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聯合國老人綱領提出要點「獨立 、參與、照顧、自我實現、尊嚴」推動高齡族群服務計

劃，使長者以人生經驗為社區發展貢獻，給予年輕世代的指引和啟發，同時也展現無私奉獻

和關懷他人的精神，成為年輕一輩學習榜樣。

樂齡學習	飲料調製培訓課程

許多志工退休後仍繼續無私回饋社會，秉持服務及夥伴合作精神，營造祥和社會。社會處 17

位高齡志工自發性參與考照。為讓報考之高齡志工落實考照規定及實作，辦理飲料調製丙級

技能檢定輔導計畫，共計 10 場實作課程供志工學習，取得證照人數共計 14 名，考照通過率

100%，藉由知識學習及實務操作的過程，循序漸進式帶領長輩發揮創意，從生活中可取得的

食材或飲品，將之與咖啡結合，增加學習樂趣。並結合社區藝文展演及團康活動，促進參與

長者身心健康、豐富晚年生活及社交活動。

永續長青	以志工行動勾勒臺灣最美風景

高齡志工培訓創新方案歷經 42 小時的集訓，7 堂培訓課，3 場模擬考，策辦「輕鬆過生活 ~

爺奶咖啡館」，使服務能更加蓬勃發展，並舉辦餐飲交流活動，提升長者生活幸福感。結合

「世界咖啡館文化」模式，運用的團隊學習方式，創造一個像咖啡館般的舒適空間，透過分

組討論，交互輪替的方式，讓多元豐富的觀點與意見得到最大激盪，打造行動式咖啡館，「幸

福鈴鐺號」最遠飄洋過海至蘭嶼服務，有高齡志工的熱情服務穿梭村里，才能使人情味與咖

啡香飄散香臺灣每個角落。

# 社福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教育品質# 消除貧窮

# 減少不平等

# 健康與福祉

# 永續城鄉

爺奶行動特派車趴趴 go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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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東縣政府、在地顧問指導協助及文化健康站各站照顧服務員三方合作之下，透過各式創

新方案的引入，開設、辦理初階懷舊教案工作坊、格拍動畫紀錄課程，引導出每位長者學員

生命故事。在健康關懷的面向，文化健康站每天開站及規劃系列課程，以體適能課程部分為

核心重點，採用科技導入讓長者有更多元的身體活動方式，期許部落耆老都能透過運動及系

列活動達到身心靈健康之效益。

# 社福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原民長照御守：文化健康站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生命的溫度	懷舊記憶梳理、回顧與保存

臺 灣 原 住 民 族 耆 老 作 為 臺 灣 這 塊 土 地 的 瑰

寶，蘊涵著豐厚且值得紀錄生命經歷，經由

計畫執行牽引出部落長者之遷徙過程、勞動

經驗、族群特色、過往思念與未來期望，而

這些故事透過不同形式、媒介的呈現，讓更

多不同的群眾、族群看見，使得臺東原住民

族長者之價值與特別之處得以彰顯與擴散。

透過計畫梳理、紀錄與保存照服員、長者們

參與計畫的過程與回饋，建立緊密信任連結，

開啟與照服員與長者更進一步交流的契機，

珍視和守護原住民長者生命價值與榮耀。

「肌」不可失	銀髮族樂齡運動常保健康

臺灣已邁入高齡社會，老年症候群已成為重

要議題，其中肌少症為其表現之一，將導致

長者肌肉力量下降、平衡能力減弱以及日常

活動的困難。文化健康站透過專業照服員服

務，讓長者能有樂活運動的空間及訓練課程，

以提升的身體素質和生活品質。此外，這些

站點也提供社交互動的機會，讓老年人能夠

在運動的同時建立社交關係和友誼，對於減

輕孤獨感和提升心理幸福感尤為重要。文化

健康站的站點服務為臺灣的老年人提供了妥

適支持和資源，透過適當的運動訓練，這些

長者能夠改善肌肉狀態、提高平衡能力，並

享受更健康、更有活力的晚年生活。

#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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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身心障礙者獲得可近性、可即性、在地化社會化協助，透過評估當地需求，規劃以社區

為基礎的服務據點，結合地區性醫療專業人員，舉辦健康講座、體適能活動及健康促進活動，

建置服務流程、模式與處遇機制，使中高齡身心障礙者能獲得所需之健康促進服務，完善社

區日間照顧網絡，目前設置有 10 個服務據點，服務人數總計 133 人。促進社區融合及社會參

與，避免中高齡之身心障礙者長期居住於家中、隨著年紀漸長及家庭照顧能力退化，造成生

活及照顧品質後續影響，使家庭照顧者得以喘息。

關懷身心障礙者
提供社區式日間照護服務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培養失業者專業技能
投身南島文創與觀光產業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為降低轄內區域不均、區域發展及因應產業結構變動，透過職業訓練之施行，結合臺東得天

獨厚的自然人文及觀光資源，培訓觀光休閒養生、南島文創及精緻農業等重點產業發展所需

人才，職訓課程主要是以西式烘培、觀光旅遊、餐旅服務、中餐烹調等課程為主，110 年結訓

人數 85 人，平均就業率達 89.61%。提升參訓學員之就業能力，協助失業者及就業能力較薄

弱之特定族群，於最短期限內習得勞動市場與產業發展所需之技能，促使個人適才適所，進

而有效解決失業問題，促進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

#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消除貧窮 # 教育品質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社福篇 # 社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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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統籌各部門及相關協力單位能量，建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community-

based) 服務模式及安全防護網。設置脆弱家庭個案管理服務機制，以 111 年為例，服務脆弱

家庭受益 20,714 人次、初級性預防方案 226 受益人次、次級性預防方案受益 76 人次、社

區資源培力 753 人次、友善館舍服務民眾受益達 2,364 人次、辦理專業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及績效提升服務受益達 414 人次。將反暴力理念融入部落及社區，建立各社區防禦體系，有

效連結社區資源，增加脆弱及弱勢家庭照顧實質效益，促進家庭的幸福和健康發展。

建構福利臺東
設置區域社福中心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珍愛實物資源
照護弱勢家庭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食物、資源浪費已成為世界關注議題，許多家庭陷入經濟困境、生活危機。臺東縣政府配合

衛生福利部實物給付政策，串連社會大眾、商家企業愛心資源，設置實物銀行物資媒合平台，

管理及運用各界捐贈實 ( 食 ) 品，發放縣內弱勢家庭，降低經濟壓力，並提升物資使用的效率

與公平性。以 111 年為例，受惠家庭戶數達 10,084 戶、23,593 人次，受贈物資 ( 折合實價計 )

及捐款 ( 指定食物銀行用途捐款 ) 達新台幣 9,948,163 元，參與計畫學生人次達 1,638 人次，

輔導就業個案達 4 人，接受外界捐贈數 501 項次。

#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公平、正義與和平

# 消除貧窮 # 消除飢餓 # 健康與福祉 # 教育品質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社福篇 # 社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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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高齡人口增加，文化健康站成為原住民族落實長照政策關鍵，在因地制宜且符合當地文

化脈絡基礎下，推動「以長者為主體的文健站管理方案：從餐飲面向推廣原住民傳統醫療保

健」計畫，架構於臺東獨有文化紋理與地域特色，以現有原住民族照護體系為基石，結合飲

食文化與傳統植物體系，建構具有地方知識特色的照護模式，透過耆老的傳統智慧復耕生態、

勞動復健人群及飲食健康，維繫部落文化傳承及滿足長者健康需求。

# 社福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以原民餐飲．推動傳統保健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 消除貧窮 # 消除飢餓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陸地生態#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傳統作物復育	重拾地文化回憶

結合部落文化健康站，由陪伴團隊及照服員

進行田野調查，蒐研在地植物知識，藉由傳

統植物運用、意見交流等方式，陪同部落耆

老延續智慧結晶及保育復耕。近幾年來，已

經開始嘗試復耕不同的傳統作物，例如金崙

站 的 小 米 紅 藜、 新 興 站 的 毛 地 瓜、 山 嶺 榴

站的黃荊以及豐田站的金剛拐等。不僅保護

瀕危的植物品種，亦能傳承長者對古老種植

工法的記憶，分享相關植栽經驗，找回從前

祖先所留下來有關食療食用及共耕共享的美

德，並與土地建立更深厚的連結。

部落健康解方

COVID-19 疫情來襲對人們的健康帶來重大

挑戰．加上部落文化健康站中長者高血壓和

糖尿病等健康問題的遍存，無疑是雪上加霜。

為了因應並緩解健康問題的影響層面，臺東

縣政府及食療團隊開展一系列部落健康議題

探索與實踐。透過選用部落傳統藥草並融合

長者傳統知識，開發各個部落獨有的傳統保

健茶，甚至還有文健站將 10 種藥草製成足浴

包，有助促進長者下肢循環並放鬆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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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政府與原民會等協力夥伴運用綜融性社會工作方法，建立原住民族家庭在地化支持服

務體系，改善原住民族家庭遭遇生活經濟困境，提升親職知能，整合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並

建構原住民族社會資源網絡體系，強化都市原住民族與原鄉之間的支持關係，以族人服務族

人精神，發揮傳統互助共享精神。

# 社福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消除貧窮 # 消除飢餓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陸地生態#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傾聽關懷	諮詢輔導服務

藉由統籌各方資源提升服務品質，供原民朋

友生活問題或家庭社會福利相關諮詢，包括

保護性或人身安全議題、就業與職訓、就學

服務、法律諮詢、醫療服務轉介、家庭關係

協調、族語轉譯等多元服務。運用走動式、

巡迴式知識宣導外展，到族人常聚集處所、

活動現場或教會，舉辦人身安全防制、親職

教育、性別平等、生活法律、理財規劃、長

期 照 顧 專 題 講 座。 以 111 年 為 例， 諮 詢 服 務

合計 7,762 案、個案管理合計 1,136 案；原

家中心社區服務方案辦理計 269 場次、受益

人 3,670 人； 服 務 溝 通 平 台 計 41 場 次， 參

與人次 590 人，希冀以積極、專業及務實的

態度，為原民福祉盡心力。

連結部落資源	強韌互助網絡

廣邀在地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本會社福相關

人員，如：就業服務員、照顧服務員、金融

輔導員等，並與已合作或開發合作之公私部

門，召開「資源網絡聯繫會議」及「個案研

討會」，以 111 年為例，已辦理 28 場資源網

絡會議，參與人次 656 人，針對服務競合、

資源連結、駐點服務、產學合作等議題及服

務成果做討論與共享，發展因地制宜的合作

模式，並建立實 ( 食 ) 物互助平臺機制，關注

兒少、長者及弱勢家庭之基本生活，即時提

供扶助家庭就近獲得資源，穩定生活所需，

擴散社會正向能量。

全方位服務中心
守護原民家庭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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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理位置及人口分布影響，醫療專業人力召募留任不易，民眾常面臨因醫院部分專科醫師

不足須轉診至外縣市就醫情形，距離鄰近之縣市所需交通車程耗時長，遇有急重症個案轉診，

所承擔風險較大。為有效解決就醫不便，臺東縣政府研擬與推動遠距視訊診療，提升偏鄉民

眾就醫便利性。

# 醫療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南迴 24 小時緊急醫療服務  

從本島到離島，從山地到海邊，醫療本就不

該因居住地而有差異，南迴公路為全島唯一

沒有中大型醫院的長途路段與區域，打造「大

武緊急醫療照護中心」，引進高醫團隊提供

專 科 門 診， 運 用 5G 遠 距 診 療 服 務， 後 送 時

結合消防局 5G 行動急診室接駁，同時傳送

影像至馬偕急診室，提升緊急醫療品質，並

由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提供 24 小

時 1 位醫師 2 位護理人員及放射師醫療服務；

為提供急診完整性及確診率，亦提供假日及

夜間醫事檢驗師服務，以最即時的專業守護

縣民的健康。

遠距視訊診療服務不受限

109 年起，臺東首創於 11 個鄉鎮衛生所建置

遠距醫療照護系統， 並與區域醫院及醫學中

心專科醫師合作進行遠距視訊診療，縮減城

鄉就醫差距，離島居民若有專科醫療需求須

至本島就醫，路途遙遠不便，故提供可近性

醫療更顯重要。民眾利用遠距看診，由衛生

所醫護人員初步檢驗，遠距看診平台利用 5G

網路即時傳輸生理數據及觀察影像至合作醫

院，同步讓醫院專科醫師進行診斷。大武鄉

衛生所已服務 12,274 位民眾，遠距醫療已服

務 8,085 位民眾，減少民眾往返外地就醫次

數，使民眾能夠節省漫長的就醫時間及交通

成本。

臺東有５Ｇ，健康不委屈！
單位│臺東縣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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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行動醫療設備以解決健康不平等狀況，制定篩檢及陽性個案追蹤激勵方案，透過工作

聯繫及檢討會議等方式，即時擬定對應策略，確保相關政策的落實及執行成效。依據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標的癌症 ( 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口腔癌 ) 及慢性病篩檢目標數，以及參

酌本縣高死亡率癌症 ( 胃癌、肝癌 ) 訂定篩檢目標數，逐年提升目標達成率，藉此逐年提升癌

症及生理量測全縣涵蓋率及陽性個案追蹤率，致力提升本縣及全國平均餘命。

臺東健康齊步走
單位│臺東縣衛生局

與您共同守護長者健康
長期照護服務 2.0
單位│臺東縣衛生局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為因應人口老化及照顧服務需求多元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

連續服務，臺東縣政府透過整合社區照顧資源，完善整體性長照功能，提供多元化且符合個

別照顧需求之服務，彈性並充分運用在地照顧資源，並持續推動長照服務提升涵蓋率，爭取

中央補助建置多元照顧服務中心及住宿式長照機構，以提供日間照顧為主，依個別家庭狀況，

輔以提供短期住宿 ( 機構喘息、失智團體家務等 ) 或居家服務，建置社區整合性、支持性服務

體制，促進長者健康福祉，提升老年生活品質。

# 醫療篇 # 醫療篇
# 消除貧窮 # 消除貧窮# 健康與福祉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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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端幅員遼闊，因醫療資源距離遙遠，民眾自願接受預防保健篩檢的行動力較低。青壯年人

口外移，家庭功能式微，缺乏醫療照護可近性，部分人口罹病後無法自行就醫，常小病忍成

大病，為此，衛生所採取對應策略提升民眾身體健康與識能。

# 醫療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智慧科技護健康

以平台模式整合醫療照護、預防保健、長期

照護等資訊，藉由服務系統介接家庭歸戶資

料，並善用現代科技設備，如可穿戴裝置、

行動裝置等，輔以 5G 通訊，提供全人、全

程、全社區的完善照護，讓遠距醫療變得更

為普及與可行，建立起病人、家庭、守門人、

公衛護理師、醫師間的信任感及照護網絡，

近年間，X 光 PACE 使用人數達 1,850 人，

治療結核病及外鄉結核病 ( 含潛伏感染治療 )

達 143 人。健康數據量測傳輸至平台，可協

助長期追蹤個案控制狀態，推播平台預防保

健通知，結合巧推運用提升到檢率，並減少

文書作業時間，線上資訊彙整亦可達到少紙

化效益，落實環境保護。

以社區組織營造健康氛圍

為建立良好社區關係並提升健康識能，串聯

各部落建促團體，推動織布班、吟唱班和社

區營造等組織，透過參與晚會傳唱傳統歌謠、

手作傳統織布工藝等活動，凝聚地方部落情

感，共享生活中的祥和愜意，增進社區成員

之間的情感連結，並在現場設置儀器，提供

參與者量測血壓、血糖，了解自身健康情形。

在社區衛教活動中，亦安排飲食規劃教學與

團體運動等環節，宣導慢性病及三高飲食須

知，鼓勵民眾自發運動養成習慣，促進身體

健康，享受美好生活。

愛在海的那一端
單位│臺東縣海端鄉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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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濱面臨人口老化及青壯年外移挑戰，社區結構以老年人口及幼兒居多，原以務農及漁業為

主，無法有固定收入，造成生活經濟困難。高齡友善延緩失能計畫藉著社區自願服務工作及

結合地方產業，打造高齡就業環境，豐富長者晚年生活並帶動社區發展，邁向繁榮和高齡友

善的未來。

# 醫療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全國唯一高齡就業蝸牛農場

AWOS 白 玉 蝸 牛 農 場 發 展 當 地 原 住 民 特 色

體驗農場，提供當地長者可近性、便利性、

兼職或季節性工作機會，鼓勵種植南瓜、木

瓜共生讓蝸牛高峰期所需要的食物，讓契作

農民在生產鏈中能有適度運動與享受農閒，

強化與地方共生連結，也期盼相關就業機會

吸引更多青年返鄉，能改善人口結構現況。

由長者擔任擔任導覽解說，主持蝸牛彩繪、

田園導覽、食農教育等活動，近年間共服務

1,000 人次，強調永續發展和自然友善，不

僅提供親近大自然的機會，也讓民眾更了解

生態系統的價值，提升對自然環境的關注和

尊重。

社區文化傳承及世代融合

秉持著「初老服務老老，強化在地服務」的

理念，提升長者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協助社區據點長者量血壓、社區關懷、共食

餐點、送餐服務、推動社區文化特色導覽解

說。由長者以課程講師身分，持續辦理健康

議題、疾病營養、高齡運動社會參與、文化

傳承、等多元相關培訓課程，並延續耆老專

業知識和文化價值，將社區文化的記憶和傳

統歌謠以母語傳唱方式，接力給下一代青年

和兒童，推動世代交流與融合，使在地文化

文化脈絡能夠得以被守護，同時促進長者的

腦力靈活和身心健康。

Kakacawan 長濱尬活耀
單位│臺東縣長濱鄉衛生所

# 消除貧窮 # 消除飢餓 # 教育品質#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就業與經濟成長

# 永續城鄉 # 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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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IN LINE IN」語音近似排灣族語「朋友」的意思，而 NATARIVK 委員會在社區角

色就是融入社區各組織、夥伴，以分享、互助為基礎執行團隊工作，一起為社區議題齊步走

的連結平台，達到社區能賦權增能，提升達仁鄉友善高齡人口環境。

# 醫療篇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有愛無礙	致力打造交通友善環境

山區陡峭地形對於高齡社區而言，對長者生

活相對不友善。在行動便利上，達仁鄉衛生

所推動土坂村「現代版愚公移山 - 打破自然

環境的限制」、啦里吧友善坡道「在小而美

的部落裡面爬呀 ~ 爬呀 ~ 爬 / 啦里吧友善坡

道」、安朔社區「省道改善溫暖閃黃燈 - 平

安出入口 」等計畫，積極改善部落社區的用

路安全，設置便民的無障礙出入口、道路新

增交通號誌、實地場勘提出改善建議的方式，

克服地理條件的限制，促進部落民眾生活便

利，並提升部落醫療就診資源可取得性。

健康守護	提升部落醫療量能

為營造健康友善的部落生活環境，達仁鄉衛

生所與在地社區攜手合作推動系列措施：「守

護部落每一個心跳 - 轉角遇見 AED」將北達

仁台坂、土坂、新化衛生室 AED 移轉至室

外，提供社區緊急狀況發生時的安全環境、

「 為 愛 啟 程 – 在 地 客 製 化 服 務 / 衛 生 所 長

照交通接送車、南迴協會智慧醫療車」推動

幸福輪轉手「智慧醫療車」老弱就醫接送計

畫，導入創新偏鄉醫療運輸服務、「小心肝 -

清 C 達仁」秉持精準公衛防治、「防治在地

化」、「防治一條龍」的核心策略，縮短篩

檢的時程，朝全鄉消除 C 肝目標邁進。

達人夥伴 LINEIN
單位│臺東縣達仁鄉衛生所

#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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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麻里鄉失能、失智、衰弱老年人口，包含

55 歲以上原住民老年族群等具有高度照護需

求者，在近年呈現顯著正成長趨勢。急速老

化所帶來的中老年健康威脅已成為太麻里鄉

人口健康的主要問題，高齡人口照護服務的

推展刻不容緩。

整合資源主動出擊，守護偏鄉「留守老人」

大麻里鄉衛生所自 106 年起即致力整合鄉內

醫療照護資源，規劃推動居家醫療及保健服

務，針對鄉內失能人口、獨居長者、身心障

礙等弱勢族群，到宅為民眾進行醫療診察、

居家護理。為行動不便長者，提供到宅診療、

護理、用藥整合、預防保健及照護資源轉介

連結等照護服務，在服務量能方面，近 2 年

收案 18 人，到宅診療次數總計 164 次。透

過相關配套措施實行，減輕弱勢家庭就醫負

擔。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樂齡照護到你家～
昇起健康平等的曙光之鄉
單位│臺東縣太麻里鄉衛生所

# 醫療篇
# 消除貧窮 # 健康與福祉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照護弱勢族群	醫療費用減免及免費健檢

為減輕轄內患者、高齡長者、原住民族群之

就醫經濟負擔，醫療門診費用，除免收掛號

費外，亦提供符合條件之中老年民眾免費成

人健檢。免費癌症篩檢提供高危險群年齡層

及有家族史之中老年民眾免費篩檢服務。項

目包括：四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轉介、照

護資源連結等，近 2 年服務 3,413 人次。另

自 110 年起推動「40 ～ 44 歲婦女免費乳房

攝影檢查」，提供女性民眾提早於 40 歲即

接受乳癌篩檢，守護偏鄉民眾健康。

建構高齡駕駛人安全便利體檢換照環境

許多長輩即使已達高齡 75 歲，仍必須跨鄉

遠赴市區申請體檢更換汽機車駕照。太麻里

鄉衛生所自 106 年，將高齡長者原本必須親

至市區監理站 / 體檢醫院才能辦理的體檢項

目轉移至衛生所，讓長輩在當地即可一次辦

理完成，免除長者來回奔波之辛勞。長者一

般需花費 4 小時來回市區醫院及監理站辦理

體檢換照，而本所提供「一站到底，一次完

成」之便捷換照體檢服務，僅 30 分鐘即可完

成；平均可為長者減省 3.5 小時的作業時間，

換照時間 / 路程縮短比率達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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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臺東特殊地理環境、人口老化及資源受

限等課題，局處成立各種專業救援隊，強化

緊急救護網絡，結合民間力量以應對日趨複

雜之災害，並透過資訊科技智慧應用，提升

救災安全及任務執行成功率。

特種搜救犬	立足臺灣接軌國際

搜救犬隊自 105 年籌組至今，曾參與國內多

起重大災難搜救，目前擁有 7 隻搜救犬，每

個月進行移地訓練，接觸不同的模擬災害場

地、環境適應的訓練。於 112 年 3 月邀請 

RDTA 日本搜救犬訓練士協會理事長，同時

也是 IRO( 國際搜救犬組織 ) 國際裁判官的村

瀨英博先生進行技術交流指導，並與日本搜

救犬訓練士協會簽訂 MOU，讓臺灣搜救犬

的搜救水平與國際接軌，成為我國繼高雄市

之後第 2 個、也是東部第 1 個官方正式將搜

救犬推向國際的縣市。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消防元宇宙 !
智慧科技神救援
單位│臺東縣消防局

# 消防篇
# 消除貧窮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 全球夥伴

無人機智慧搜救	實現科技救災

空拍無人機搭載紅外線熱顯像鏡頭，飛至火

災現場上空進行勘查，全方位拍攝建築物周

遭環境，並利用特殊鏡頭捕捉熱輻射強度，

判斷火災強度及燃燒狀況，提供現場指揮官

進行人車派遣及戰術應用，同時將即時影像

連線至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供後勤幕僚掌握

情形，提高救援任務的效率、減少人員執行

勤務的風險。

防災資訊管理系統及火場指揮管制系統建置升級

因應救災現場初期人力不足問題，為確保救災人員人身安全，使案件派遣更為順遂，並完整

掌握救災資訊，藉由建置專業防災資訊管理系統，將水源、車輛、人力、地圖進行系統整合，

以利救災指揮調度。火場安全管制落實與否，與救災人員生命安全息息相關，臺東縣政府致

力建立更完善管制體系，藉由定位裝置的運用，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可依轄區狀況就近派遣車

輛出勤，盡速抵達災害現場，快速、清楚掌握災害現場救災人員情況，提升安全管制效率，

維護同仁救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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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地勢狹長，幅員廣闊，且醫療資源分

配不均，救護車送醫平均時間更是全國最長。

種種困難促使我們不斷進步，透過器材設備

的進步與科技的發展，讓消防成為偏鄉醫療

救護的延伸，到院前與到院後的無縫接軌，

讓生命搶救之鍊的各環節緊密相連，爭取患

者最大的生機。

護心計畫	從「心」開始

臺 東 縣 消 防 局 自 107 年 起 開 始 推 動「 護 心

計畫」，遇有主訴胸悶、胸痛案或疑似心肌

梗塞之病患，立即操作十二導程心電圖即時

偵測，如判讀為「急性心肌梗塞」，則立即

送往可執行心導管手治療之馬偕醫院，並以

無線電通知後送醫院準備接收病人，如心臟

科醫師手機收到心電圖判讀並確診為心肌梗

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行動急診室
建立消防與醫院間的綠色通道
單位│臺東縣消防局

# 消防篇
# 消除貧窮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塞 患 者 時， 亦 會 立 即 決 定 啟 動 心 導 管 室 及

動 員 心 導 管 醫 療 團 隊 準 備。 同 時 開 放「 雙

抗 血 小 板 」 藥 物：aspir in ( 阿 斯 匹 靈 ) 及

ticagrelor ( 百無凝 )，針對判讀為「急性心

肌梗塞」患者，若無相關禁忌症，可由醫療

指導醫師線上指導高級救護技術員 (EMT-P)

給予藥物，以搶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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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慢經濟讓永續漫臺東

# 消防篇
# 消除貧窮 #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 減少不平等 # 永續城鄉 # 氣候行動

EMS 即時影音及病患生理資訊串流系統	將急診室帶至現場

臺東縣消防局運用 5G 科技智慧輔助到院前緊急救護之醫療處置，透過頭戴式即時影像攝影

及 5G 網絡傳輸，將現場即時畫面與患者生命徵象，快速傳遞至醫院端，並可以透過救護平

板與醫師即時通訊，取得指令進行急救，即時讓救護人員成為醫師的雙手與雙眼，將救護車

變為「行動急診室」，增加急救成功率、提升病患存活率、提升平均餘命。

提升臺東救災能量
城市韌性再升級
單位│臺東縣消防局

為強化特種搜救隊能力，因應各項災難應變處理速度，臺東縣政府特種搜救隊，除積極參與

各項救援任務及災害共同演練外，更支援國內重大災害，包含高雄氣爆、臺南震災、花蓮震

災等重大案件，同時亦是國內首支獲得內政部消防署評定具有中級國際級搜救能力隊伍，成

為國際人道救援正式輪值救援隊伍，並藉由更新汰換老舊劣化裝備，落實日常保養及維護，

定期舉辦各式搜索 ( 救助 ) 訓練，強化不同環境之救災對策，有效提升搜救人員執行搜救作業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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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檢視報告藉由回顧過去與現有施政計畫成果及各項永續指標達成數據，在慢經濟政策推

動下，無論是臺東觀光產業與農業發展都有出色成效，而針對照護居民健康、社會福利、環

境保護與藝術文化等方面，也因跨域結合觀光及各項產業或社區發展較過去更為深化與多元。

　 為 讓 臺 東 縣 成 為 永 續 發 展 城 市， 不 僅 持 續 遵 循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指 標 (SDGs)「 人 權 作 為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一個都不能放棄 (leaves no one behind)」及「性

別平等及女性賦權 (gender equal 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等 3 項基本原則並

運用「開放、整合、創新」三支箭，持續整合各項永續政策，讓臺東農特產兼具健康永續，

成為世人夢想的餐桌美味；讓臺東觀光產業實現零碳永續，成為旅人夢想的宜居之地；讓臺

東原民文化得以永續傳承，成為世界南島文化的首都。也持續在「施政慢經濟、臺東縣政府

快效率」一快一慢的主軸下推動產業、建設、科技、藝術、社福、原民等多面向政策，共同

打造永續宜居城市。

　未來臺東縣政府在既有各面向永續政策基礎下，跨域與觀光產業、慢食文化及原民文化保

存與傳承相互結合，打造臺東成為南島文化原鄉，讓遍布全球南島語族後裔能回到原鄉尋根；

讓全球更多人認識臺灣，走入臺東，也藉此提升臺東整體觀光與農業永續發展，而南島文化

傳承經驗更可輸出國際，讓臺東成為臺灣與世界接軌的連接點。

結語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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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臺東永續發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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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臺東永續發展指標

01 文化健康站設置數
文化健康站設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91 個 91 個 103 個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02 社區據點與文化健康站參與人數
社區據點與文化健康站參與人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2,682 人 3,500 人 3,799 人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03 獨居老人關懷件數
當年度關懷獨居老人案件統計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442 件 2,944 件 1,238 件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04 部落擁有聚會所比率
聚會所座數 / 臺東縣原住民部落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62.83% 79.34% 80.00%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06 每日空氣懸浮微粒 (PM10) 平均濃度
各年懸浮微粒（PM10）日平均濃度（第 98% 高值）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35 µg/m³ 42 µg/m³ 33 µg/m³

07 每年臭氧 (O3) 小時平均值
各年臭氧 (O3) 小時平均值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65ppb 60ppb 61ppb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08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
自殺死亡率 × 標準化人口 ( 每 10 萬人 )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2.4 人 11.3 人 14.4 人

單位│臺東縣衛生局

05 高齡者參加健康促進活動比率
社區據點與文化健康站長者參加數 / 總長者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69.23% 69.23% 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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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長照涵蓋率
長期照護服務對於所需人口的涵蓋比率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0 年開始統計 75.04% 95.55%

單位│臺東縣衛生局

11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以 7333 規律運動定義進行調查分析 (7333 規律運動定義如下：每週至少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心跳達 130 以運動強度會喘會流汗衡量之。教育部體育署每年辦理運動現況調查，採行 
7333 為規律運動人口定義 )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36.80% 37.50% 38.10%

單位│臺東縣衛生局

12 高齡友善照護機構家數
參加國民健康署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 自評通過家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8 家 18 家 23 家

單位│臺東縣衛生局

13 臺東縣民眾 BMI 分類屬於過重或肥胖的比例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前一年度運動現況調查報告

單位│臺東縣衛生局

14 40-64 歲成人預防保健使用率
申報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個案數 /( 可篩人口數 /3)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30.63% 28.84% 27.82%

單位│臺東縣衛生局

15 粗出生率
( 一年內的出生活產數 ÷ 一年之年中總人口數 )×1000

6.20‰ 6.20‰ 6.60‰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單位│臺東縣政府民政處

16 育兒指導到宅服務時數
育兒指導到宅服務時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382 位 /3,841 小時 462 位 /3,956 小時 373 位 /3,790 小時

單位│臺東縣政府民政處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43.20% 41.20% 47.50%

09 預防接種涵蓋率
國小新生入學前戶籍地實際接種人數 / 臺東縣每年度國小新生入學前戶籍地總人口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97.80% 92.74% 96.28%

單位│臺東縣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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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2

23

24

高齡志工參與人數
高齡志工參與人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873 人 2,563 人 2,274 人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受暴婦女案件數
受暴婦女案件通報數

373 件 457 件 245 件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廢水處理人口比例
當年度公共、專用污水下水道戶數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置戶數之合 × 當年度戶量 ／ 年底人口數之比率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5.19% 16.63% 18.13%

單位│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各年度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量
推動廢、污水回收再利用之水量，CMD（立方公尺／日）

3,430 CMD 5,108 CMD 7,646 CMD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各年度污水系統接管率
當年度公共污水下水道已接管戶數 × 當年度戶量 ／ 年底人口數之比率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2.42% 3.42% 4.10%

各年度自來水供應人口比率
（實際供水人數／供水區域總人口數）x 100%

83.63% 84.56% 85.51%

單位│臺東縣政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單位│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 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21 各年度推動節約用水節水量
各年推動節約用水之水量，CMD（立方公尺／日）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8 CMD -3 CMD 7 CMD

單位│臺東縣政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17 高齡者交通事故傷亡人數
高齡者交通事故傷亡人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5 死 797 傷 16 死 801 傷 24 死 883 傷

單位│臺東縣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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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高齡者就業媒合
高齡者就業媒合人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68 人 163 人 209 人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人次
身心障礙者服務使用人次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6,292 人次 7,387 人次 8,304 人次

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全齡友善人行步道
改善道路兩旁人行道長度 ( 公尺 )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79,461 公尺 81,415 公尺 82,015 公尺

單位│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候車亭、公共空間無障礙比率
候車亭、公共空間無障礙數量 / 候車亭、公共空間總數量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0.00% 10.00% 32.00%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各年度大眾運輸系統載運量
大眾運輸系統搭乘人次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79 萬人次 7.66 萬人次 9.35 萬人次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27 旅遊人次
每年至本縣觀光人次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0,333,218 人 5,336,813 人 8,164,565 人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26 再生能源發電量
再生能源發電量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42,330,292 度 53,792,833 度 77,465,235 度

單位│臺東縣政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

25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38MW 53MW 69MW

單位│臺東縣政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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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智慧交通號誌比率
行車管制交通號誌與市區交通控制中心管控數量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50.68% 68.61% 68.96%

單位│臺東縣警察局

i-Tribe 建置數
建置原住民族部落「愛部落 i-Tribe」無線寬頻服務數量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52 個 170 個 183 個

單位│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全年藝術活動辦理與參與人數
全年臺東藝術節參與人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4,710,000 人 2,277,000 人 2,955,000 人

單位│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36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置率
( 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戶數 + 設置住警器戶數 )/ 本縣總戶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54.80% 63.56% 80.80%

單位│臺東縣消防局

37

38

39

各年度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
都市計畫區內已開闢公園綠地面積／都市計畫人口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7.98 公頃 / 萬人 7.78 公頃 / 萬人 8.01 公頃 / 萬人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面積
本縣通過有機驗證及友善審認之農地面積（有機種植面積為經有機驗證之農糧作物種植面積；
友善耕作面積為耕作推廣團體審認之友善耕作面積）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700.14 公頃 1,861.22 公頃 2,284.81 公頃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
垃圾產生量（公噸）／ ( 當年日數 x 指定清除地區人口數 )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24 公斤 1.28 公斤 1.33 公斤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40 垃圾回收率
資源回收量／垃圾產生量（垃圾清運量 + 廚餘回收量 + 資源回收量 + 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 100%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62.02% 61.50% 61.19%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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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廚餘回收再利用率
廚餘再利用量 / 廚餘回收量 x100%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48.62% 42.83% 45.38%

43 各年度公部門綠色採購金額
各年度公部門綠色採購金額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9,209 萬元 8,437 萬元 11,471 萬元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量占垃圾產生量之比率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單位│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56.72% 56.07% 57.21%

44 人行道透水鋪面面積
本縣人行道透水鋪面總面積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456,655 平方公尺 1,462,847 平方公尺 1,516,847 平方公尺

單位│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45 每人每年平均用電量
本縣每人年均用電量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3,803.98 度 3,861.77 度 4,024.83 度

單位│臺東縣政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

46 各年度電動汽車佔比
電動汽車數量／汽車總數量 x100%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0.02% 0.03% 0.08%

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47 各年度編定保護區面積
各年編定為濕地、國家公園地區、自然保護區等累計面積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292 公頃 292 公頃 336 公頃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48 各年度特定外來植物覆蓋面積
各年特定外來植物覆蓋面積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43.25 公頃 133.40 公頃 92.10 公頃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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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廢棄漁網具回收量
本縣廢棄漁 ( 網 ) 具回收總重量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0 年開始辦理 31,458 公斤 35,100 公斤

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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