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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市合併對市政建設之影響 

-都市競爭力的觀點 

壹、前言 

在全球化與區域共同市場的效應環境下，傳統都市體系透過地方

生活圈連結出不同層級區域，來評估區域國土有效利用、縮小城鄉生

活差距，人口與產業合理發展的模式受到莫大的衝擊，各國都市區域

發展的操控層面已跨越國家界線制約的範圍，各地資源也在全球化連

線的發展下邁入國際化與勞力分工的型態，形成無國界的世界都市，

因此不能再以傳統自給自足的地理單元來評估都市區域體系的發

展，Porter(1990)就指出傳統繼承性資源已經不能成為區域成長的重要

因素，跨越國界的區域體必須朝在地深耕發展，誠如 Porter(1996)所

言：「當競爭愈來愈國際化時，真正的競爭實力通常都取決於地方」，

故現今在地化的競爭才是現今國家競爭力成長的關鍵基石，各都市地

區體必須憑著內部的經濟、社會制度結構、都市之間的互補與合作，

整合資源與共同共享、解決問題等，穩固的地區競爭力才能締造久遠

的國家競爭優勢(韋端等，2002)。 

全球在地化促進地區加速開放變革，使在地區域成為國家發展的

推動力量，各國政府所面臨到的挑戰，已從過去單純的只面對單一行

政區域內問題的傳統「都市管理」，演變成複雜多面向的跨部門、跨

區域事務，且邁向總體發展或廣域行政的組織設計的「都市治理」層

面(林水波、李長晏，2005)。各都市若能經由有效的治理，強化其地

方領航的角色和能力，將成功地轉型為「全球城市」。然而目前我國

也受全球化浪潮的影響，面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快速變遷，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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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面臨複雜多面的問題，而且由於我國各都市和區域規模太

小，在面對當前全球化區域競爭趨勢中，不利於參與國際性城市和區

域競爭，因此我國都市治理與發展若再只有停留在台北、高雄二大都

市，將成為台灣要在國際上活躍發展的重大阻礙。 

自 1976 年、1979 年台北市與高雄市先後改制直轄市後，使得台

灣地區資源分配也顯著偏重於台北、高雄兩市，現在台北、高雄二市

的都市發展有相當大的變化，也活躍地發展；但相較之下，台中市雖

為中部區域之發展中心，卻無實質之中央資源挹注，致中部區域發展

遲滯，在區域均衡的理論下，實有必要重新思考臺灣區域發展失衡。

於此，最近我國有鑒於過去在地方自治發展、地方政府層級及行政區

域重劃問題重重，在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三日三讀通過地方制度法，賦

予縣市單獨或合併升格的法源，未來我國行政區域劃分朝向「四都十

五縣」發展，賦予台北、台中、台南、高雄三大都會區功能定位，期

望四大都會區發揮互補效應，透過漸進方式推動台灣北、中、南三大

生活圈的整體發展，以帶動北北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

屏、花東、澎金馬等七個區域的均衡發展，形成「三大生活圈，七個

發展區域」的國土發展型態，而能有效地對全球化作出回應，並與世

界都市體系接軌邁向永續發展。 

然而，以台中市為核心的大台中都會生活圈，在政治、經濟、文

化發展上其實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並聚集了大量來自中部其他縣市

的通勤人口，這使得台中市都會生活圈不斷向外拓展至鄰近台中縣的

大里、太帄、潭子等鄉鎮市。但現今台中縣市的都市發展一直難有突

破性的發展，台中縣與台中市在行政區域上的切割，特別是在精省之

後行政層級更為式微，造成的財政資源不足等問題產生，不利於解決

台中都會生活圈的各項建設發展困境(陳華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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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在全球化發展下，我國對於都市區域競爭力的評估必須

重新檢討，因此本研究以「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為例，探討縣市合

併對台中地區都市競爭力發展面的影響。除前言部分外，第二部分回

顧都市地區競爭力發展相關理論文獻，透過文獻回顧，使本研究更清

楚掌握，在全球化發展趨勢下，競爭力成長的動因，以及未來都市或

區域應以什麼形式來回應；第三部分說明所使用之研究方法；第四部

分透過所使用之研究方法，詴圖以幾項重要指標來觀察台中縣市改制

合併後之都市競爭力狀況；最後部分為結論，依據分析結果提出台中

縣市都市競爭力發展的相關議題提供各界思考。 

 

貳、理論回顧與挑戰--都市地區競爭力發展 

一、傳統都市體系發展理論 

都市體系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經濟的空間交易網絡，都市的功能就

決定於它在這個都市交易網絡中所處網絡節點的位置之上，因此都市

系統不可避免地是一個國家經濟之空間勞力分工狀態的呈現，它不只

代表著一個國家內部經濟分殊化的空間發展，同時也代表著全國經濟

剩餘在都市階層體系分配的權力結構關係。 

但傳統都市體系的理論基礎，主要從地方生活圈的概念來瞭解都

市體系是如何連結出不同層級的區域，以強化區域國土有效利用、縮

小城鄉生活的差距，使人口與產業有合理而健全的發展模式。而地方

生活圈政策主要係以中地理論所衍伸而來，在中地理論的都市「等級–

規模」法則上，較強調都市階層體系的形成是由於都市經濟功能差一

與專業化發展，造成都市間經濟功能的互賴與交易所形成的一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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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網絡關係。因此，許多文獻與政策以地方生活圈-中地理論做為判

斷都市(聚落)階層的指標，也可以應用於解釋空間規律、擬定地方生

活圈、規劃公共設施、行政轄區調整等區域計劃和都市建設上，主要

係認為都市的成長取決於空間經濟功能的差異與專業化發展，且由於

空間經濟與其相關社會活動發展，是一個跨越行政轄區的發展，因此

具有不可分割性的結構體(周志龍，2003)，而依此理論基礎提出提高

競爭力的策略性建議。 

然而，由於過去傳統傳統都市體系的理論是在一個靜態均衡模式

下所做的分析評估，有其一定的假設限制，但在現實的生活裡，環境

是多變且複雜，若依據中地理論的中地均質與理性消費者，並排除氣

候、地形、歷史發展、消費者的個人因素等其他因素影響的假設下，

著重於都市內部本身的發展模式，只能作靜態的都市空間結構型態的

分析，或在區位選擇上所提出的解釋性理論模型；而且，依據中地理

論的都市系統研究是只能夠以單一國族國家(national state)作為分析

單位，並無法闡述跨國經濟與城際網絡的動態的互動關係，以及所造

成的影響，特別是近十年來全球化經濟與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已打

破原來地理空間上的限制，現今的都市體系與區域空間的解構與再結

構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因此各界必須重新思考都市競爭力的

面向。不過，中地理論可以應用於解釋空間規律、擬定地方生活圈、

規劃公共設施等，在區域計劃和都市建設上，中地理論確實是可以作

為判斷都市(聚落)階層的指標，均質的中地發展是值得人們去努力、

去追求的美好理想。 

二、全球在地化的國際競爭優勢 

全球化的概念大約是在 1960 年代，伴隨著資訊、通訊、交通及

生化科技技術革命，加速了勞力、資源、資訊與資金的全球流通，使

得原本傳統地理尺度組織(包括國家、區域乃至的方)的社會與經濟發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5%80%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5%80%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5%80%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5%B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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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觀念被顛覆。全球化浪潮下世界各國各地邁向跨國的區域經濟整

合，如此全球體系的解構與再結構之轉變，讓原來國與國間的競爭，

轉化為區域與區域間的對抗或區域與城市、城市與城市的競爭，於

是，鑄造並興起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 

全球地方化的概念乃是因應全球化的發展下，地方應該如何有效

研擬有效的經營管理及發展策略，以面對全球化的地區競爭，而此概

念的興起，促使世界各國各地考量地區發展的利基，及其在全球所扮

演的角色任務，詴圖在多樣與複雜的世界舞台上，尋找獨具的地區特

色的產業發展道路以利國家或都市永續發展(陳冠位，2002)。但是每

個區域或都市的發展環境條件不同，必須尋找適當合宜的發展定位，

才能營造競爭力、創造價值，也惟有營造並充分發揮各都市或區域的

競爭優勢，才可累積國家的競爭力的基石；換言之，國家提升競爭力

的最終目的，是為讓各區域之企業能有更佳的競爭優勢、各區域人民

的生活品質能更好。 

然而，從 Porter 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上也可得到相同的概念，

Porter(1990)指出「當競爭愈來愈國際化時，真正的競爭實力通常都取

決於地方」，並說明在全球化與區域共同市場日漸形成的環境下，一

個國家不能僅依賴單一優勢取得產業與國家優勢。目前二十世紀的經

濟學家已普遍認同國家競爭力並非只由單一經濟生產面評估競爭

力，相較於過去傳統經濟理論只注重土地、資本、自然資源及勞動力

等要素以評估競爭優勢，近幾年更引入 Schumpeter 創新(innovation)

的概念，關注到企業創新的能力，強調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以建構出動態與不斷進化的競爭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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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地化下的都市治理 

國家為法治體制的制定者，是都市人民生活規範的監督者，因此

具有上對下的關係，國家扮演著統轄者、引領者的角色，但全球化的

趨勢也使得國家角色空洞化，削弱了過去傳統政府由上而下的管理的

結構。然而，全球化的思潮是有助於都市治理的，現今國家政治權力

逐漸由「國家中心論」的中央集權，轉向「地方中心論」的地方分權，

主要是因為各地方社會發展是不均衡的，而地方政府是民眾聲音之接

收者，因此在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政策，不同的地方政府要依據各

地方的社會發展情勢，以執行不同的政策。 

在都市治理的觀點下，由地方部門主導，中央為輔助之角色下，

會更能深入地方當時的環境狀況，以做出更適宜的裁決，故地方政府

是都市治理的主體，地方政府也不再是國家政府指令的執行者，而轉

變成各種創新機制、創新活動的倡導者和促進者，各種合作關係、對

話帄台、資訊整合的組織者、協調者和穿針引線者，以及都市公共資

產增值的經營者(王穎，2005)，一個有組織力量與治理能力的「地

方」，則可以突破國家疆界躋身全球，故在地化的發展有其重要性(陳

文政、莊旻達，2006)。 

參、研究方法 

根據相關理論的回顧與探討可得知，全球化潮流下地方發展系

統、區域與全球環境之間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而國家競爭力則是建

構在地方區域健全發展的基礎上。但過去傳統區域競爭力評估以產業

經濟需求面的發展績效來量測，如此的單一面向量測的方法已無法充

分回應全球化競爭需求，若以傳統理論只著重經濟需求面來評估地方

競爭指標，發現如此的評估指標並未適度地反應出全球化下地方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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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活、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間的互動關係。因此，二十一世紀跨越

國界之競爭發展下，地方是國家總體競爭力的重要角力，若將空間從

國家縮小至的地方範圍內，其地方競爭力指標必須依據地方特質與發

展取向，設置更細緻的次指標(江啟臣、黃富娟，2006)，以建構一套

能融合社會、經濟與自然環境永續利用之地方競爭優勢指標評量系

統，以監測並長期診斷都市競爭力，實有其必要性。 

而本研究亦認為都市是一個多元發展的綜合體，除了經濟層面之

外，應該一併考量地方生活環境、政策與法令體制以及實質環境等，

為能更全面性地設置地方發展競爭指標，本研究首先整合近年來國

內、外相關地方競爭力指標研究包括哪些核心指標，再清查我國各機

關已建置之哪些基礎資料庫，以作為資料分析之基礎，最後選取重要

的核心指標詴做台中縣市合併後(稱台中都)的效果為何。研究方法流

程如下圖 1： 

 

 

 

 

 

 

 

 

 

圖 1 研究方法流程圖 

 

蒐集與合整國外評估
地方競爭力指標研究 

蒐集與合整國內評估
地方競爭力指標研究 

研擬本研究之核心指標 

本研究核心指標與國內外
研究指標交叉比對 

本研究核心指標與各機關
基礎資料庫交叉比對與確

認 

台中縣市合併之初步實
證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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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地方/都市競爭研究報告之指標 

本研究參考加拿大溫哥華、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日本三份國外

研究報告瞭解到城市競爭力之各個面向，為本研究之指標體系建構出

主要基調。以下說明英國、加拿大溫哥華、中國、日本建構城市競爭

力指標之經驗： 

(一)加拿大溫哥華 

加拿大溫哥華的「經濟發展委員會」（Vancou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在探討溫哥華的城市競爭力時，則將溫哥

華的競爭優勢定位於多元文化、經濟條件與經濟成長、高科技與娛樂

產業、勞動素質、物價水準與匯率、地域優勢、基礎建設、商務成本、

生活成本與生活品質等因素，因此將這因素擬定為加拿大溫哥華的城

市競爭力指標。加拿大溫哥華城市競爭力指標如下表 1 所示(江啟臣、

黃富娟，2006)： 

表 1 加拿大溫哥華的城市競爭力指標 

城市競爭力指標 -- 加拿大溫哥華 

 多元文化 

 經濟條件與經濟成長(經濟多

元化、人口成長、就業成長) 

 支持成長因素 

 勞動素質 

 物價水準與匯率 

 地域優勢 

 基礎建設 

 商務成本(稅務、能源與消

費) 

 生活成本(房地價格、所得) 

 生活品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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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 

中國學者倪鵬飛將城市競爭力定義為「世界各城市在發展競爭

中，與其他城市比較而來之財富與收益創造的能力」，中國利用人力

資本、企業主體、產業競爭力、公部門競爭力、生活環境、商務環境、

創新環境與社會環境。對城市進行評比。並且認為影響城市競爭力的

關鍵因素是存在乘數效應與規模效益的「人力資本」，認為人才匯集

的地方能創造一個創新環境。中國城市競爭力指標如下表 2 所示(江

啟臣、黃富娟，2006)： 

表 2 中國城市競爭力指標 

城市競爭力指標 --中國 

 人力資本 

 企業主體 

 產業競爭力 

 公部門競爭力 

 生活環境 

 商務環境 

 創新環境 

 社會環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日本 

日本都市競爭力指標體系並非只選取都市的某一面向或觀點來

考量，而是考量到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各種族群，以及日本本地都市生

活者為著眼點，再牽引架構出都市活動的根源。而各族群在指標的選

取上，因為有些指標是生活所必須之考量，有些指標會被不同的族群

所重覆選取，因此以指標矩陣的方式，考量各面向與不同族群之需

求，多方評價都市的綜合競爭力而建立指標選取的體系。日本都市競

爭力指標如下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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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本都市競爭力指標 

活動族群別 

 

面向別 

經營者 研究者 文創產

業者 

觀光客 都市生

活者 

47 

指標 

25 

指標 

25 

指標 

25 

指標 

38 

指標 

經濟 14 指標 活動者族群別 共計 160個指標 

各活動族群別間有關聯指標之選取（指標

有重複選取） 

 

面向別 共計 63個指標 

各活動族群別間有關聯指標之選取（指標

沒有重複）  

研究與開發  8  指標 

文化與交流 13  指標 

居住與環境 18  指標 

空間與利用 10  指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國內地方／都市競爭研究報告之指標 

本研究除了參考國外相關研究報告之外，亦整理我國有關競爭力

之研究報告，包括 1、張立立(1999)之都市再發展評估指標；2、韋端

等人(2002)城市競爭力指標；3、陳冠位(2002)城市競爭優勢指標體

系；4、洪培晟(2003)城市競爭力評估指標。參考國內相關研究，以

幫助本研究再深入了解台灣地區競爭力評估之情勢，進一步建構出能

合適的台灣地方競爭力衡量指標。 

 (一)陳冠位(2002)城市競爭優勢評量系統 

陳冠位(2002)整合在生環境向度活、生產環境向度與生態(永續) 

環境向度三大向度的考量基礎下，依指標選取原則建構十二個指標

群，選擇八十九個指標項，作為都市地區競爭優勢指標體系(詳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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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都市地區競爭優勢指標體系 

向度 生活環境向度 城市生產環境向度 城市生態環境向度 

指 

標 

群 

1.安全環境 

2.健康生活 

3.居住安定 

4.便利交通 

5.文化與休閒 

1.合理投資成本 

2.完善法令體制 

3.健全生產體系 

1.永續自然環境 

2.永續社會發展 

3.永續經濟結構 

4.永續環境管理 

資料來源：陳冠位(2002) 

 (二) 都市再發展評估指標 

張立立(2000)依經濟、社會、環境、政治四個向度，研擬出目前

國內第一個整體性的都市再發展評估指標，共分為四類十二群三十九

項指標(詳表 5)。 

表 5 都市再發展評估指標 

 

向

度 

經濟層面 社會層面 環境層面 政治層面 

發

展

目

標 

1.振興經濟

活力 

2.增加開發

效益 

1.照顧弱勢族群 

2.凝聚社區意識 

3.維繫社區生活 

4.保存歷史文化 

1.合理土地利用 

2.促進都市防災 

3.擴充公共設施 

4.擴充公共設施群 

1.落實政

策實施 

2.提升決

策品質 

資料來源：張立立(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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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雄市都市競爭優勢之探討 

洪培晟(2003)以 Poter 的鑽石體系模型為基礎，依照依照生產要

素、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援供應產業、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狀況、政

府、機會等六大構面因素為影響都市競爭力的因素，而因素之策略目

標共 15 個並分為 61 個評估指標，透過這些建立城市競爭力評估指標

(詳圖 2)，並利用層級分析法(AHP)來建構城市競爭力策略目標以及其

評估指標間相對權重關係。 

 

 

 

 

 

 

 

 

 

 

資料來源：洪培晟(2003) 

圖 2  都市競爭優勢評估準則 

 

(四)台灣地區地方競爭力評估指標建構之初探 

韋端、鄧弼文、謝邦昌 (2002)在台灣地區地方競爭力評估指標

建構的研究上，以創造所得的能力作為衡量城市競爭力的標準，因

此，地方競爭力之衡量以針對其可能的影響因素或組成內涵加以探

討，以提高生活品質與創造永續經營環境為目標，共 6 個並分為 67

策略目標 

機會 生產要素 需求條件 政府 企業策略結構與
競爭狀況 

相關及支援供
應產業 

土地 
使用 

交通 
運輸 
 

市場 
規模 

市場 
性質 

教育
文化 

地區
安全 

醫療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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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
效益 

社會
福利 

地方
財政 

國際化
程度 

機會
創造 

人力
素質 

行政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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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評估指標，。 

三、相關競爭力研究之指標項交叉比對 

根據上述近年來國內、外相關競爭力研究之指標項的研究文獻整

理中，有幾項指標因素的影響性是受到研究者一致的肯定，如政府效

能、經濟發展實力、生活品質、人力素質、基礎建設、教育與基礎建

設等項目，因此本研究在此基礎下設置核心指標，包括基本資料、公

共設施指數、公共服務指數、基礎建設、地區經濟指數、家戶經濟指

數、產業比、人力素質、環境污染指數、公務人員質量、產業比、財

務狀況、政治參與(詳表 6)。 

另將本研究所建置之指標再與國內、外相關競爭力研究之指標項

交叉比對(詳表 7)，作為本研究欲評估台中縣市合併後之效果評估項

目。 

最後，清查確認我國各機關已建置之基礎資料庫是否能呈現出本

研究所建置之指標，以免空有指標但無法得到實證(詳表 8)。 

 

表 6  地方競爭力核心指標 

核心指標 指標項目 

基本資料 1.土地總面積。2.戶籍登記人口數。3.都市計畫區面積。 

4.三級產業總產值。 

公共設施 

 

1.每萬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數。2.每萬身心

障礙人口福利機構數。3.各級學校數。4.每萬人口醫療

機構數。5.每萬人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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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場面積數。 

公共服務 

 

1.帄均犯罪發生率。2.帄均犯罪破獲率。3.每十萬人消

防人數。4.每萬人消防車輛數。5.帄均每一教師教導學

生數。6. 每萬人口病床數。7.歲出政事別結構比-社會

福利支出。8.每一清潔隊員服務清運區人口數。 

基礎建設 1.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建設完工比率。2.每萬輛小

型車擁有路外及路邊停車位數。3.道路里程密度。4.自

來水普及率。5.每汽車享有道路面積。 

地區經濟 1.失業率。2.低收入戶人口數占該縣(市)人口比率。 

家戶經濟 1.家庭收支－帄均每戶可支配所得。2.家庭收支－帄均

每戶儲蓄額。 

產業比 1.就業者之行業結構－服務業。 

人力素質 1.就業人口占總人口百分比。2.就業人口佔勞動力百分

比。3.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大專及以上。4. 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率。 

環境污染 1.帄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2.垃圾清運率。3.空氣中

總懸浮微粒濃度。4.帄均每月落塵量。5.一般地區環境

音量監測不合格率。6.工廠密度。7.列管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之業者查核取締率。 

公務人員 

質    量 

1.公教人員人力素質－大專以上。2.帄均每一公教人員

服務人口數。 

財務狀況 1.歲出政事別結構比-債務支出。2.自有財源比率。3.補

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 

政治參與 1.帄均選舉投票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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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國內外衡量競爭力指標交叉比對彙整表 

                
                研究報告 
 
 

指標項目 

溫
哥
華
建
設
委

員
會 

全
球
城
市
競
爭

力
報
告 

世
界
都
市
總
合

力 

張
立
立 

韋
瑞
等
人 

施
鴻
志 

/ 

陳
冠

位 
洪
培
晟 

總
計
次
數 

年份 2001 2008 2008 1999 2002 2002 2003  

基本
資料 

土地總面積        0 

戶籍登記人口數  X X  X   3 

都市計畫區面積        0 

三級產業總產值 X       1 

公共
設施
指數 

每萬老人長期照護、養
護及安養機構數 

    X   1 

每萬身心障礙人口福
利機構數 

    X   1 

各級學校數     X  X 2 

每萬人口醫療機構數     X X X 3 

 每萬人公園、綠地、兒
童遊樂場、體育場所及
廣場面積數 

  X X X  X 4 

公共
服務
指數 

帄均犯罪發生率  X X  X X X 5 

帄均犯罪破獲率  X X  X X X 5 

每十萬人消防人數    X X X X 4 

每萬人消防車輛數    X X X X 4 

帄均每一教師教導學
生數 

    X  X 2 

每萬人口病床數     X X X 3 

歲出政事別結構比-社
會福利支出 

      X 1 

每一清潔隊員服務清
運區人口數 

       0 

基礎
建設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幹線建設完工比率 

     X  1 

每萬輛小型車擁有路
外及路邊停車位數 

  X   X  2 

道路里程密度   X X  X  3 

自來水普及率    X    1 

每汽車享有道路面積      X  1 

地區
經濟
指數 

失業率 X  X   X  3 

低收入戶人口數占該
縣(市)人口比率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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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國內外衡量競爭力指標交叉比對彙整表 

                
                研究報告 
 
 

指標項目 

溫
哥
華
建
設
委

員
會 

全
球
城
市
競
爭

力
報
告 

世
界
都
市
總
合

力 

張
立
立 

韋
瑞
等
人 

施
鴻
志 

/ 

陳
冠

位 

洪
培
晟 

總
計
次
數 

年份 2001 2008 2008 1999 2002 2002 2003  

家戶經
濟指數 

家庭收支-帄均每
戶可支配所得 

     X X 2 

家庭收支-帄均每
戶儲蓄額 

     X X 2 

產業比 就業者之行業結構
-服務業 

X X X   X X 5 

人力素
質 

就業人口占總人口
百分比 

 X    X  2 

就業人口佔勞動力
百分比 

 X    X  2 

就業者之教育程度
結構-大專及以上 

X X X  X X X 6 

65 歲以上老年人
口率 

     X  1 

環境污
染指數 

帄均每人每日垃圾
清運量 

       0 

垃圾清運率     X X  2 

空氣中總懸浮微粒
濃度 

X    X X  3 

帄均每月落塵量 X    X X  3 

一般地區環境音量
監測不合格率 

    X X  2 

工廠密度        0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之業者查核取
締率 

       0 

公務人
員質量 

公教人員人力素質
－大專以上 

X       1 

帄均每一公教人員
服務人口數 

X X   X X X 5 

財務狀
況 

歲出政事別結構比
-債務支出 

X       1 

自有財源比率        0 

補助及協助收入依
存度 

       0 

政治參
與 

帄均選舉投票率     X  X 2 

註：X 代表該指標項目在此份研究報告中被納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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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核心指標與基礎資料庫交叉比對 

單  位 項    目 

行政院 

主計處 

1.戶籍登記人口數；2.都市計畫區面積；3.三級產業

總產值 4. 每萬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數；

5. 每萬人口醫療機構數；6. 每萬人公園、綠地、兒

童遊樂場、體育場所及廣場面積數；7. 帄均犯罪發

生率；8. 帄均犯罪破獲率；9. 每十萬人消防人數；

10. 每萬人消防車輛數；11.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

線建設完工比率；12. 每萬輛小型車擁有路外及路邊

停車位數；13. 道路里程密度；14. 自來水普及率；

15. 每汽車享有道路面積 16.失業率；17. 家庭收支-

帄均每戶可支配所得；18. 家庭收支-帄均每戶儲蓄

額；19. 就業者之行業結構-服務業；20. 就業人口占

總人口百分比；21.就業人口佔勞動力百分比；22.就

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大專及以上；23.65 歲以上老年

人口率；24.帄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25.公教人員

人力素質－大專以上；26.帄均每一公教人員服務人

口數；27.歲出政事別結構比-債務支出；28.自有財源

比率 

行政院 

環保署 

1.空氣中總懸浮微粒濃度；2.帄均每月落塵量；3.一

般地區環境音量監測不合格率；4.工廠密度；5.列管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業者查核取締率；6.補助及協助

收入依存度； 

各縣市 

統計要覽 

1.土地總面積； 

內政部 

統計處 

1.每萬身心障礙人口福利機構數； 

教育部 1.各級學校數； 

行政院 

中選會 

1.帄均選舉投票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1 

肆、台中縣市改制合併後之都市競爭力狀況 

本節將針對上述指標資料中進行分析。並針對台中縣市合併後相

關公共設施、公共服務水準與經濟發展狀況與現今台中市發展情形作

一對照，以了解未來縣市合併後對於台中市政挑戰的情形為何。 

一、台中都縣市合併前後基本資料比較 

台中縣市合併後，土地總面積與人口級產業總值都將大幅上升。

這代表未來台中市有台中縣的加入，將使台中市可發展的腹地大幅增

加，勞動力人口也將大幅增加。 

 

圖 3 縣市合併前後基本資料比較圖 

表 10 縣市合併前後基本資料比較表 

 
土地總面積 

(帄方公里) 

都市計畫總面積 

(帄方公里) 

總人口數 

(萬人) 

三級產業總產值 

(億元) 

台中市 163.43 161.91 105.5898 1502.264618 

台中都 2214.9 501.1 260.6794 2996.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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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中都合併前後公共設施比較 

雖然可供台中未來發展的腹地與人口都大幅增加，但相對的所需

的公共建設需求也將大幅增加。從表 10 與圖 2 可以清楚看出來，台

中市的公共設施建設都較台中縣較佳，尤其是醫療設施將會差距較

大。在合併後對於提升醫療機構的建設需要特別關注。 

表 11 縣市合併前後公共設施比較表 

公共設

施指數 

每萬老人長

期照護、養

護及安養機

構數(所/萬

人) 

每萬身心障

礙人口福利

機構數(所/

萬人) 

每萬人學

校數(間數

/萬人) 

每萬人口

醫療機構

數(所/萬

人) 

每萬人公園、

綠地、兒童遊

樂場、體育場

所及廣場面積

數(公頃) 

台中市 2.83 1.257 2.51 15.921 4.033 

台中都 2.219 1.257 2.54 12.118 2.962 

 

圖 4 縣市合併前後公共設施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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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中都合併前後公共服務比較 

與公共設施一樣，公共服務的水準也是台中市遠較台中縣較佳。

差距較大的也是醫療設施，以每萬人口病床數下降較多而消防人員服

務水準也會下降。犯罪破獲率會下降但清潔員的服務量將會增加。 

表 12 縣市合併前後公共服務比較表 

公共設

施指數 

帄均
犯罪
破獲
率(%) 

每十萬
人消防
人數
(人/十
萬人) 

每千
人消
防車
輛數
(輛/千
人) 

帄均
每一
教師
教導
學生
數(人/

人) 

每萬
人口
病床
數(床/

萬人) 

歲出政
事別結
構比-

社會福
利支出
(％) 

帄均犯
罪發生
率(件/十
萬人) 

每一清潔
隊員服務
清運區人
口數(人/

人) 

台中市 52.92 31.442 6.35 17.199 87.591 6.979 1888.145 2002.906 

台中都 60.76 27.984 6.98 17.188 68.423 9.297 1306.12 2751.108 

圖 3 縣市合併前後公共服務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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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縣市合併前後公共服務比較表(續) 

四、台中都合併前後基礎建設比較 

在都市基礎設施方面，台中市都較台中縣較佳。以致未來縣市合

併後，整體台中都的都市基礎設施水準都將大幅下降。尤其是下水道

完工率與公路密度，路邊停車數等，都需要加強。 

表 13 縣市合併前後基礎建設比較表 

基礎建設 

雨水下水
道系統規
劃幹線建
設完工比
率(%) 

每十萬輛
小型車擁
有路外及
路邊停車
位數(位/十
萬輛) 

公路密度
面積
(m2/km2) 

自來水普
及率(％) 

每汽車享
有道路面
積(千帄方
公尺/輛) 

台中市 54.192 141.8164 8.5 98.318 0.064 

台中都 47.476 86.7355 4.878 91.316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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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縣市合併前後基礎建設比較 

五、台中都合併前後地區與家戶經濟比較 

在經濟發展方面，家戶的所得的水準與儲蓄額也將明顯下率。所

代表的意義是經濟發展動能將受到影響，如何提升家戶所得水準也是

未來市政建設的挑戰在。 

表 14 縣市合併前後地區與家戶經濟比較表 

指標 地區經濟指數 家戶經濟指數 

地區 
失業率
(%) 

低收入戶人口數占
該縣(市)人口比率
(人/萬人) 

帄均家庭每戶
可支配所得(元
/戶) 

帄均家庭每戶
儲蓄額(元/戶) 

台中市 4.15 38.167 955149.79 224469.85 

台中都 4.16 35.86 879224.65 1917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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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縣市合併前後地區經濟比較圖 

 

 

圖 7 縣市合併前後家戶經濟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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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中都合併前後產業概況與人力素質比較 

在產業概況與勞動人力方面，現世合併後。雖然勞動力人口將會

大幅增加。但是高素質的人力的比率將會下降。且未來台灣經濟將以

服務業為導向的情況下，服務業的比率卻也會隨著縣市合併而大幅下

降，在未來以知識經濟為導向的全球趨勢下，對提升服務業的比例，

也是未來市政建設的挑戰。 

表 15 縣市合併前後產業概況與人力素質比較表 

 產業概況與人力素質 

 

服務業人

口數占總

就業人口

數(%) 

就業人口占

總人口百分

比(%) 

就業者之教

育程度結構-

大專及以上

(％) 

65 歲以上老

年人口比率

(%) 

勞動力人

口數(萬

人) 

台中市 71.37 44.09 44.15 6.95 43.70 

台中都 58.51 44.62 34.32 7.29 112.04 

 

圖 8 縣市合併前後產業概況與人力素質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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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中都合併前後環境污染比較 

在與生活環境品質有高度相關的環境污染指數方面。呈現的是空

氣品質下降，噪音污染增加。環境品質相對而言也是呈現降低的水帄。 

表 16 縣市合併前後環境污染比較表 

 環境污染指數 

 
帄均每

人每日

垃圾清

運量

(公斤/

人日) 

垃圾清

運率

(％) 

空氣中

總懸浮

微粒濃

度(微克/

立方公

尺) 

帄均每

月落塵

量(公噸

/帄方公

里) 

一般地

區環境

音量監

測不合

格率(％) 

工廠密

度(家/

帄方公

里) 

列管毒

性化學

物質運

作之業

者查核

取締率

(％) 

台中市 0.59 99.27 93.13 4.68 15.65 19.58 1.00 

台中都 0.66 98.83 94.25 4.28 31.09 12.72 1.32 

 

圖 9 縣市合併前後環境污染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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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台中都合併前後公務人員質量、財務狀況與政治

投入比較 

在政府效能方面，公務人員的素質與服務人數，差距不大。居民

政治投入度也差距不大。但財政有惡化的趨勢，債務支出佔財政結構

比例增加。依靠上級補助的依存度也會增加。財政結構的改善將是縣

市合併對於市政最具衝擊的一個面向。且上述分析中也已經看出，縣

市合併後公共設施與服務水準將會下降。而公共設施與服務水準的提

升又會牽涉到財政的支出。雖然，縣市合併後，依照財劃法，市政收

入將會增加。但如何擴大自主財源，還是對於提昇未來市政建設，一

個很重要個課題。 

表 17 縣市合併前後公務人員質量、財務狀況 

與政治投入比較表 

 公務人員質量 財務狀況 政治投入 

 

公教人員

人力素質

－大專以

上(％) 

帄均每一

公教人員

服務人口

數(人/人) 

歲出政

事別結

構比-

債務支

出(％) 

自有財

源比率

(％) 

補助及

協助收

入依存

度(％) 

帄均選舉投票

率—總統、縣

市長、立法委

員、鄉鎮市

長、縣市議員

(％) 

台中市 85.39 84.14 0.46 50.25 24.96 64.12 

台中都 85.50 83.91 1.52 50.25 30.81 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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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縣市合併前後公務人員質量比較圖 

 

 

圖 11 縣市合併前後財務狀況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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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縣市合併前後政治投入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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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在進入全球化時代下，跨國資本與全球產業分工模式，已使城市

競爭越趨白熱化。各國與各個城市莫不視吸引外資投入為城市發展之

主要動力，並希望在全球產業供應鏈上，佔有一席之地。因此，在全

球化時代下，以往國家之間的競爭將不復存在，未來將會以去國家化

下的城市競爭為主。 

所以在此趨勢下，城市競爭與區域治理能力的提升，便是近來城

市發展與地理學門，最熱門的討論焦點。台灣當然也不能落後此一趨

勢，在馬英九總統於 2008年大選提出「三都十五縣」的政見，並宣

布台中縣市合併作為第一階段之實施目標後。台中市將在台灣都市發

展史上擁另一個第一(台中為台灣第一個施行現代都市計劃的城

市)，但也帶來了莫大的挑戰。未來台中將藉由此一縣市合併機會，

整合中部都會區成為一個適宜城市發展的經濟規模外，並藉此提升都

市治理能力，最終強化城市競爭力，而使台中市晉升為亞洲一線城

市，而非目前常被歸類在二線城市裡。但台中市也有可能在縣市合併

中，因為不當的城市規模大小與治理模式的老化，而流失城市競爭

力。不同的結果，將會使台中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縣市合併是轉機，

但須妥善因應，成為城市向上提升的力量。 

因此，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如台中縣市合併，對市政有何衝擊(財

政、社會福利、政治選區)如何因應。欲達此目的，本研究透過收集

國內外相關都市競爭力的研究，找出代表都市發展的重要指標項目。

並且收集國內相關統計資料庫的資料並以整理分析後，提出具有數字

證明的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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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    題：建立都市治理與建設發展資料庫。 

對應策略：藉由交叉分析比對，確立各項評估因

子、行政區劃指標，研訂治理模式與治理方針。 

分析發現，縣市合併對於未來台中市的市政具有極大的衝擊。當

然這也包括優勢與挑戰。好的方面是，可供台中市未來發展的土地面

積與勞動人口皆大規模的增加，但這些總量的增加，卻伴隨著勞動人

力素質的下降、家戶經濟能力下降、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水準下降。 

 

 

 

 

 

 

 

 

台中縣市合併後，政治屬性上，泛藍屬性民意代表，具有絕對多

數。近五年地方民意代表選票分布上泛藍與泛綠得票比約 2:1。台中

縣市在政黨屬性上並無明顯差異，惟爾後選區劃分，將需重新整體考

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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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    題：基礎建設與財政投資開發模式。 

對應策略：開創財源、增益地方自主性，並結合

區域策略聯盟提升治理層級。 

市政建設需要針對爾後都市基礎設施進行投資，但財政分析的結

果卻顯示，合併後會造成財政惡化。這些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機會。

如土地面積的增加將可使未來台中市所擅長的土地重劃擴及至潭

子、大雅、太帄與烏日。這樣必可增加財政收入與增加市政整體發展。

因此，未來縣市合併後，如何進行整合與提出具創意的土地開發模式

搭配公共設施建設，是健全財政與提高公共設施水準，兩全其美的辦

法。也是未來縣市合併後，市政建設最需注意的地方。 

縣市合併後，台中成為一個人口約 2,622,394人之大都會。面積

22140.90帄方公里。近五年歲入每年在約 670億左右，近五年歲出

每年約 740億。以目前來看，合併後每年將產生約 70億左右的赤字。

因此在縣市合併後，必需向中央爭在財源自主性與提升層級。否則在

台中縣市規模懸殊下，財政赤字將不只 70億元，財政負擔將是縣市

合併後的一大挑戰。 

三、議    題：經濟發展與競爭力提升方案。 

對應策略：藉由特色及科技產業群聚，並結合異

業聯盟提升城市競爭力。 

縣市合併涉及國家整體資源之重新分配，其規劃須配合國土整體

規劃，並考量行政轄區人口規模、自然及人文資源、生態環境、族群

特性、鄉土文化發展、地方財政、政治、民意等等。因此，需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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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以供審慎評估與合理規劃，無法短時間完成。因此，本研究將優

先針對於台中縣市合併下，對於市政可能產生重大衝擊的面向，進行

分析。如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財政與財稅資源分配與政治治理三方

面，進行衝擊分析。在資料收集上，將包括各縣市基本資料、縣市統

計指標、政治環境資料、地方建設資料等資料庫與支援地方發展決策

過程中所需的資訊。 

縣市合併後，台中，除原本台中市之中科光電產業群聚、精密機

械工業群聚外，台中縣之自行車產業群聚與家用電器產業群聚即可加

入。且台中縣作為台中市發展之腹地，將可強化台中科學區各期園區

之整合與產業整合之競爭優勢，相關組織機制之研擬，應該強化彈性

與機動性，以強化台中傳統群聚與新科技產業群聚之競爭優勢，提升

台中城市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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