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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

創新

城市

消防

局

促進民眾設

置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之

意願－以臺

中市為例

一、依據消防法第6條第5項規定，「未設置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

護之」。即5樓以下建築物(一般常見的透天厝)或是老舊型

公寓，沒有如同大樓裝置之系統式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常

因太慢發現火災和初期反應失敗，導致錯失避難逃生之第

一時機，造成人員傷亡。

二、根據美國及日本的統計資料，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下

簡稱住警器)安裝率日本達81.6%，美國則高達96%。美國住

宅裝有住警器者比未安裝者，死亡率減少約54%；日本住宅

裝有住警器者比未安裝者，死亡人數減少約40%。

三、為提升居家防火安全，除了平時之火災預防措施外，

火災時之警示工具(即住警器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等)亦相

當重要。然推廣至今，許多民眾仍不願設置或不了解設置

住警器之重要性與必要性，設置率提升速度甚慢。透過了

解民眾對住警器之想法，研究如何提升民眾設置之意願，

降低住宅火災傷亡率。

2

韌性

安全

環境

消防

局

培養面對天

災的能力，

讓社區站在

防災最前線

－韌性社區

研究

一、隨著氣候變遷，暴雨、颱風、地震等天災越來越不可

預期，也無可避免，所帶來的各種災害，將不斷的給生活

在城市中的人們帶來壓力與衝擊，進而產生的產業經濟受

創，也凸顯了城市環境的脆弱性。

二、近幾年政府部門投入許多資源在防救災工作的推動上

，透過計畫逐步提升防災能量和資源，在災害管理各階段

的工作已建立起機制，且有能力因應一定規模的災害。然

而，檢視目前村里和社區在防災工作推動及對於災害的耐

受力較為不足，在面對災害時可能無法有效因應；在災後

復原上，也需要更長的時間。

三、鑑此，如何將防災落實於日常生活中，提升社區民眾

對災害的危機意識，培養其自助、互助的能力，在第一時

間內有效減少市民生命財產損失，並藉由達到社區韌性，

進而建立整座城市的韌性，以確保在遭受災害衝擊時能盡

快恢復原有都市生活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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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

創新

城市

建設

局

透過智慧系

統管理，打

造友善、安

全、舒適的

公園－以水

湳中央公園

為例

水湳中央公園占地67公頃，是城市中難得的一塊綠地，除

供民眾日常活動外，更具有12感官設施、生態、教育等功

能，然市政預算日益吃緊且人力有限，如何透過智慧化系

統有效管理，以最少的人力提供民眾安全舒適的環境，讓

民眾能夠簡單取得公園的資訊，並達到節能、減碳的目

的。

4

環境

永續

家園

建設

局

再生瀝青混

凝土應用之

可行性研究

－以臺中市

為例

為落實綠營建工程永續發展之目標，促進有限資源再生利

用，本市已積極研究再生瀝青混凝土應用之可行性，除可

落實資源再生的要求外，亦能節能減碳，減少空污產生。

故本次擬請各研究單位研究討論，如何在有效利用再生瀝

青，於循環經濟之前提下兼顧道路品質。

5
其他

市政

警察

局

警察局治安

政策及大數

據概念應用

之成效評估

－以臺中市

為例

治安政策規劃需以市民對治安需求為本，掌握治安脈絡並

運用大數據分析的特性，平穩社會治安，給予民眾更為宜

居的生活空間，以呼應市民對良好治安環境的期待。惟近

年來犯罪型態多變，加以民眾意識高漲，如何運用相關理

論驗證與文獻探討，精進治安政策，貼近市民對安居環境

的理念，增進政府與民眾間雙向溝通，建立共識，以促進

市政、警政整體規劃更具競爭力，並提升民眾對治安滿意

度，創造雙贏局面。

6
其他

市政

衛生

局

衛教宣導之

策略對民眾

用藥安全識

能成效探討

民眾用藥識能提升，有助於維護健康，可舉辦用藥安全社

區宣導講座，前往台中各行政區域針對社區銀髮族群執行

用藥安全宣導，加強民眾正確用藥觀念、養成用藥良好習

慣。

如何透過實證分析評估民眾用藥安全識能提升之成效，及

研擬如何改善精進宣導策略等，以提升民眾用藥安全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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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市政

衛生

局

建構食品安

全管理機制

，維護安全

的消費環境

食品安全為巿民關心之重點，食品安全須從農場到餐桌全

方位管理，從農業生產者、飼料業者、農藥與動物用藥製

造者、飼料販賣業者、食品工廠與加工業者、輸入代理

商、運銷通路、販賣到餐飲業者等，食品安全管理所涉入

之專業領域、行業類別及從業人員之多源且複雜。因此，

其管理必須全盤考量，導入管理措施，維護消費者權益，

確保食品安全，達成巿民食的安全、食的放心消費環境。

8
其他

市政

衛生

局

校園午餐食

品中毒事件

探討及防治

歷年來食品中毒案件攝食場所患者統計資料顯示，學校為

患者數最多的攝食場所，營養午餐提供學生營養均衡飲食

，而團膳業者或學校廚房製作大量餐食時，倘烹煮、盛裝

配送等過程未留意衛生安全，極易導致食品中毒案件發生

，藉由探討校園午餐引起之食品中毒事件發生原因及防治

措施，以確保校園午餐食品衛生安全。

9
其他

市政

衛生

局

中小學校園

食安策略-

以臺中市為

例

本市逾300所中小學，藉由產官學(含自設廚房)合作、共學

，輔導、宣導及教育三管齊下，提供資源及支援，在要求

營養及衛生外，更關心食材安全性，期透過啟發校園食安

意識、輔導業者符合規範、媒合專家技術指導，達到強化

中小學校園食安素養，有效降低食安風險，建構優良安心

校園食安環境。

10
其他

市政

衛生

局

提升豆製品

製造業者食

品法規知能

比例、提高

產製環境符

合「食品良

好衛生規範

準則」，以

維護消費者

權益，並帶

動傳統產業

升級

黃豆製品是國人習以為常之生活飲食，諸如豆腐、豆漿等

，富含高營養價值，惟因具低酸性及高水活性等特性，若

食品業者製造過程中未落實衛生管控，易致產品腐敗或衍

生添加物使用不符相關衛生法規之情形。如何導入合適輔

導作為，強化中、小型豆製品製造業者之衛生自主管理能

力，促進產業加工衛生安全知能，將提升產業及其製品水

準，並有利於提升市民飲食安全，達成產官學三贏的成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