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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大會教育委員會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13日下午 3時 20分） 

第 2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開會。（敲槌） 
    向各位議員報告，現在的議程是教育部門的分組審查，我們審查的議
程順序如下：第一、審議議長交議市府提案共 2案；第二、審議議員提
案共 92案。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續）一覽表，請看案號：6、
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運動發展局、案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
補助辦理「高雄市三民區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110年度中央補助款 2
億元，市政府配合款 2億 100萬元，總計 4億 100萬元，擬先行墊支執
行案。請審議。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我請問一下這個地點在哪裡？三民區的
全民運動館。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在陽明網球場的旁邊，陽明溜冰場。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就是之前的陽明溜冰場嗎？是這個位置嗎？已經確定要蓋在那裡了
嗎？〔是。〕各位有沒有意見?許議員慧玉請發言。 

許議員慧玉： 
    召集人和李議員好。我請教一下，最近我有看到一則新聞，我有點忘
了是不是在我們高雄鄰近的縣市，也是跟我們的運動體育方面相關。發
現我們政府好像花了不少公帑，但是實際上對國家隊的選手來講，譬如
說平常用於基本訓練，或是包括平常他們沖澡的設備等等各方面，感覺
上好像還有很多不便的地方。我想中央補助 2億其實也不算很小的金額，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就這個主題重點式的說明一下，裡面大概有什麼樣
的主體規劃。謝謝。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主席及許議員好。我們目前所規劃的三民運動中心，裡面有包括游泳
池、綜合球場、羽球場以及體適能多功能教室、瑜伽跟飛輪，大概是這
些做為基本的架構，這個是體育署他們在補助全民運動館的要求。另外，
為了讓運動館能夠營運，我們還有規劃一些附屬的設施，包括可能有一
些商店能夠讓他在經營體育的過程當中，除了本業以外，有業外的收入，
來讓運動館可以持續的經營。 

許議員慧玉： 
    大概有幾個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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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目前是三個樓層。 
許議員慧玉： 
    到三樓？〔是。〕Ok。如果依照我們市府這個地方的評估，挹注這樣
的公帑大概可以發揮什麼樣的效應？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其實建運動中心本來看起來好像是北部比較需要，因為地小人多，他
很難把所有的運動項目歸在同一個地點。但是隨著高雄的氣候，炎熱的
日數也越來越多，再加上到了冬天也有一些空氣的狀況，所以我們在推
動運動中心的概念上面，當然是希望能夠鼓勵我們的市民多運動，能夠
把現在不良的氣候或是極端氣候的問題降低。當然到戶外做一些簡單的
相關運動跟到健身房做運動，最大的差別是在於，健身房所提供的相關
運動，他所訓練的包括肌耐力等等是更有科學性的，我們一般散步的部
分當然也是個運動。但是在科學的研究上面發現，我們透過體適能，或
是透過這些專業的運動，確實能夠延緩整個老化的現象。當然我們也希
望市民未來有這樣的設施，我們的民眾能夠更健康。 

許議員慧玉： 
    侯局長，為什麼我會提出這些疑問，就是因為東奧剛剛落幕沒多久，
其實這次可能有很多我們台灣政府長期以來漠視的體育項目，但是卻是
靠選手自己本身，可能有些家庭有支援，可能中小企業也有一些奧援，
我就發現選手自己本身也很努力，所以也為我們台灣真的爭了很多的光。
今天我覺得體育這個項目能夠到世界其他的國家去發光發熱，這也是一
個至高無上的榮耀，所以我也希望這個錢真的能夠花在刀口上，也希望
能夠把這個餅做大。當然今天運動沒有辦法跟商機劃上等號，因為它也
不是商業行為，但是長遠來看，這也是台灣在國際上曝光非常好的一個
機會，我覺得要好好把握。我要表達的大概是這個樣子。謝謝。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謝謝許議員。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謝謝主席，謝謝各位議員。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接下來請文化局。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請看案號：7、類別：教育、主辦單位：文化局、案由：請審議文化
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110-113年)」-｢左
營舊城見城計畫第二期」及「三感一力眷村再生計畫」申復案經費合計
新台幣 2億 136萬 6,000元(中央補助款 1億 4,095萬 6,000元、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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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配合款 6,041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雅芬議員請發言。 
李議員雅芬： 
    局長，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這是第二期，第二期的部分我們在中央是
爭取 2億 136萬嗎？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含墊付款是。 
李議員雅芬： 
    我們的配合款是 6,041萬，我們第一期的中央跟地方配合款加起來是
多少？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你說見城計畫嗎？ 
李議員雅芬： 
    對，見城計畫是在我們左營的嘛，對不對？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對。第一期是 5億 3,671萬。 
李議員雅芬： 
    我剛剛掃碼進去有看到一個之前申請補助的 3億多，這 3億多是什麼
時候的？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見城嗎？ 
李議員雅芬： 
    對，我剛剛從這裡掃碼進去看的，就是你們計畫書裡面的，有算在那

5億多裡面，這是我掃碼進去看的資料。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們的計畫書。 
李議員雅芬： 
    就是計畫書裡面的最後一頁。第一期 5億多、第二期 2億多，未來我
們可能還會有幾期？還有幾期才會接近完工？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整個再造歷史現場的期限是 8年的。 
李議員雅芬： 
    第二期是第幾年？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第二期是從 110年開始。 
李議員雅芬： 
    就是今年。〔對。〕預計多久？第二期是幾年？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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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這個案子執行的期限先給兩年。 
李議員雅芬： 
    所以是今年跟明年？〔對。〕還會有第三期嗎？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我們也希望還有第三期。 
李議員雅芬： 
    如果以第二期兩年來講，以你 8年的期間來講的話，到明年是完成第
幾年？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到明年是第六年。 
李議員雅芬： 
    等於說還有第三期嘛！我們都希望能夠把見城計畫做得盡善盡美，費
用的部分，我們也希望錢不要亂花就好。有些像我之前提起的，右昌在
地的其他建設，我也希望能夠儘早把它編列進去，好不好？〔好。〕謝
謝，謝謝主席。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局長要不要解釋一下三感一力？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其實三感一力是原本文化部部長所提的政策，因為我們覺得它有符合
我們對於眷村的方向。他講的是要有國際感、歷史感、價值感和創造力，
這是三感一力，這其實是部裡面提出來的。可是我們覺得眷村的未來發
展要去扣合，扣合這個對我們來講比較能取得認同，在經費的爭取上面，
我們覺得這樣子可以比較好使力。其實這個案子，我們前兩天的墊付案
已經申請過一次，在 5月 3日。這次是因為我們覺得他核給我們的經費
沒有辦法在我們的再造歷史現場，就是眷村裡面的經費是不夠去因應的，
所以我們跟他提出申復，所以這個案子其實是申復案。我們提的內容跟
前兩天提的內容是一樣的，我們是跟他說我們需要更多的經費，這樣的
經費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做眷村的維護和發展，還有見城計畫的執行。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所以你的這個申復案等於是補助的這些經費是又再增加的，補助 1億
多是再增加的？〔對。〕1億 3,469萬是再增加的？〔對。〕等於是對
於這幾個眷村的修復嗎？〔對。〕修復更多的屋子，包括岡山、鳳山和
左營？〔是。〕全部要整個整修就對了。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他沒有辦法一次完全整修，因為面積實在太大，我們是希望他再多給
我們一些資源，讓我們多整修一些需要緊急去修復的屋子。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可是你們不是哪一個標到了就要負責整修嗎？為什麼還要由你們來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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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沒有，其實說真的，尤其是眷村，如果在沒人住的情況下，屋子壞得
非常快。如果完全讓民眾去支應這個部分，其實非常的吃力。我相信很
多議員可能都有接到陳情，他們投資了下去，結果五年他們根本沒有辦
法回本，沒有辦法因應所謂財務的計算。所以對我們來講，如果我們可
以爭取中央資源，把基本的屋頂，基本的結構修好，基本上他進去只要
做他所需要的內裝，這樣對於進駐的人，壓力就會比較小。這是我們執
行很多期眷村以住代護的感覺，不管是進駐戶回饋給我們的意見，跟我
們在跟中央的對應上面，我們希望有一些資源能夠挹注，當然進駐者還
是要再出錢。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所以你這 1億 3,460萬再加，是全案總共，之前跟現在加起來嗎？之
前申請的。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之前 5月 3日核定的那次是 4千萬，這次是 1億 3,564萬。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等於是 1億 7千多萬？〔對。〕你們是用什麼方式去算出來這筆錢的
呢？你怎麼估算出來的呢？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我們需要的經費其實更多，你們跟他提的案子的經費其實更多。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你們是檢視每個地方的需求，要修整的需求，把它累加起來的嗎？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對，因為有一些像岡山的醒村，有些是古蹟，它有文資身份，所以對
於我們來講，它應該列為優先要處理的建築物。有些是歷史建築，我們
又要處理，像鳳山的黃埔，其實對我們來講，它已經成為一個完整的街
廓聚落，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其他的部分趕快補足，把它填起來。所以
我們其實是有階段性的。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如果現在有人標到的話，是不需要花太多錢去整修了嗎？是這個意思
嗎？有的人還花掉 300萬、500萬。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那個應該都有包含結構跟屋頂，其實修屋頂非常貴。我們算過，你只
要把屋頂一掀開，大概就 200萬起跳。所以這個部分如果由我們公務部
門把屋頂結構都先弄得差不多了再給他們，他們至少可以省下一半的
錢。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所以你們將來是會把這筆錢拿去修所有的屋頂嗎？以後我們看到的
屋頂都是你們重新修復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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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我們 1億 7千萬沒辦法修那麼多，沒有辦法一次全部修完，因為 1億

7千萬其實我們算過，黃埔大概 20戶。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左營呢？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我們 20戶會先做規劃設計，因為其實修這樣的建築物有點程序，就
是要先做規劃設計，然後才做實際的修復工作。所以左營海軍眷村的部
分，我們規劃 20戶一起做規劃設計，所以才會在下個階段我再跟文化
部爭取經費來做這個實體的修復工程。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所以你們未來會有一個方向，是在標出來之前，先把它大體上修復好，
再交給民眾，是不是？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我們會希望這樣。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不要讓民眾花很多錢在這上面。你們有沒有上限？譬如說民眾自己高
興要花更多錢做得更好，是沒有上限的嗎？因為也是五年的時間而已，
期限也是只有五年，他們自己就要評估了，對不對？〔是。〕萬一有人
花了很多錢去修復，他要在這個地方做一些文創什麼的，將來五年到期
是不是一定要走？還是不一定？還是上次我有提過，你們有沒有所謂的
審核機制，可以讓他繼續，如果他做得很好，你們可以讓他繼續留在那
裡，有沒有審核機制？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有，因為其實我們在新的一期黃埔的徵選，我們有舊的 8戶提出來，
有 4戶是通過徵選。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就是再繼續的。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對。可是是透過一個很公平的機制來徵選的。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是委員制嗎？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是委員會制。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因為 1億多，你說少也不少，說多，如果要全部修也不是很夠。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因為屋子太多，量體多。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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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能告訴我在岡山有多少戶嗎？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岡山主要是樂群有一間古蹟要修，醒村有兩間歷史建築要修。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它是歷史建築？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對，因為它們都有文資身份。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它有文資身份，所以要花的錢會比較多囉。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對，要花比較多經費，而且幾乎要完全修到好。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左營呢？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左營有 20戶的規劃設計。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鳳山？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黃埔是 20戶整修，因為那個已經做過規劃設計了。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看起來這筆經費是花在文資修復得比較多，不然你說一個屋頂 200萬，
算一算也沒那麼多錢。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是，沒有錯。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所以在文資修復的部分花的錢會比較多。這可不可以大略的讓我們知
道在這邊花的錢跟數量。〔好。〕每個地方的修復讓我們知道一下。〔好。〕
讓我們知道這個錢是怎麼用的，好不好？〔好。〕 

李議員雅慧： 
    我想請問，我們現在後來的這一筆經費，剛剛局長也有講過大概會分
佈在黃埔、左營和岡山，不管是設計還是修復，1億多其實聽起來是還
滿大的一筆錢，這樣的修復量體感覺上不算多，就是數字總額來看，感
覺上不算多。如同召集人所言，事後大概是怎麼樣的修復內容也讓我們
了解一下。 
再來就是我想請問，二期現在目前的見城計畫，有沒有包含未來南門

交通的改善？因為那時候我也有跟交通局局長討論過南門圓環的交通
問題，局長是說我們的見城計畫裡面的費用，會把這筆錢給匡進來，把
那邊改善成為十字路口，那個計畫是在二期，還是在之後？這點請局長
等一下幫我們回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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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我要反映一下我們左營眷村現在以住代護幾戶的心聲，因為
他們好像期限也快到了，從去年到今年，尤其是今年的疫情，對他們來
講衝擊也是很大，幾乎休業了幾個月的時間，包括去年，應該算算有半
年的時間都受到疫情的衝擊。就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給他們一個專案，
讓他們能夠往後延續也許半年，看這個損失期間是用營業額的方式還是
用什麼方式，來證明這段時間確實有受到衝擊，我們是不是給他們多一
點的時間，來平衡掉這段時間的衝擊？這兩個部分。 

    我還要再建議一下，我剛剛講的南門旁邊現在好像有一個公園的整修
案。這是附近居民跟我反映的，就是已經整修好了，結果現在有一段又
挖起來在處理，這是浪費公帑。也就是說你們在工程的進行上，跟其他
的局處到底是怎麼來連結溝通的，這樣我覺得是一個滿大的缺失。這個
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做一下解釋，那是怎麼回事。以上。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我大概先回復一下，有一些細節我請同仁補充。剛剛議員所提的南門
圓環的部分，其實我們現在正在做規劃設計，那是在一期裡面的。在完
成之後，我們後續會放入二期，如果還有資源，我們會繼續跟他爭取，
因為那個是比較關鍵的項目，所以那個部分我們不會放棄。 

李議員雅慧： 
    所以會放在二期嗎？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對，我們會放在二期裡面。 
李議員雅慧： 
    二期你們會執行到什麼部分？目前你們是規劃嘛！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對，二期就是實際會去做工程了，就是改變路型做工程。 
李議員雅慧： 
    所以相關費用下來之後，就會進行到執行的部分？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對。另外就是您提到左營眷村的營業，因為疫情的關係而受到影響。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講，市府可能有很多場域都是出租，我們會整體來看
整體的政策。可是說真的，我們其實在疫情的期間，只要有一些營業損
失的補貼、紓困或是振興的部分，我們其實都是主動連絡他們去申請，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的困難在眼前了。後續的延長部分，我們會跟市府討
論，有沒有這個空間來做。 

    另外一個就是你說南門公園那個，因為那個公園原本我們在施作的時
候，它不是在所謂的古蹟範圍，它是不需要送文化部。可是做截水溝這
件事情，因為它在做截水溝，截水溝是為了淹水時要排水才做截水溝。
所以在做截水溝的時候就觸及到古蹟範圍，就變成要送文化部。所以這
件事情就卡在這個上面。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跑那個程序，我們也希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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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儘快審核。因為只要不是在古蹟範圍，其實我們做起來都很快，
可是只要是古蹟範圍，因為它是國定古蹟，所以就變成不是我們這邊說
了算，要送到文化部去審設計圖之類的，其實這樣的程序對我們來講非
常難掌握。 

李議員雅慧： 
    我要表達的不是那個程序的問題，就是在我們的古蹟範圍內，未來的
見城計畫，還要再執行的範圍內，如果有其他公部門，他們要執行像水
利，就如同你剛剛講的截水溝部分。他們就應該要先報上來，不要等你
們工程已經進行了，甚至公園已經快完成了，大家很開心的時候又開始
在開挖，這不是很奇怪嗎？這樣大家就會覺得公部門的錢好像都隨便在
花的，民眾的觀感也不好。所以這個部分也要跟其他的部門再多一點的
協調跟溝通。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好，我們多注意。 
李議員雅慧： 
    對，多留意一下，謝謝。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文化局可以離開。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謝謝召集人，謝謝議員。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接下來我們審議議員提案，教育類第 28案到第 119案，請宣讀。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議員提案教育類共有第 28號案到第 119號案，共 92案。請審議。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有沒有意見？許議員慧玉請發言。 
許議員慧玉： 
    召集人，不好意思，我想官員都已經離開了…。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因為這是議員的提案。 
許議員慧玉： 
    我是覺得像剛剛很難得，剛好有審到一個運動發展局長和文化局長在，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議員的提案當然都是來自於民意，有些提案或許對管
理單位來講可能窒礙難行，有些可能是牽涉到龐大經費的問題，有些可
能牽涉到中央的問題。像剛剛文化局長就有提到有關古蹟的部分，可能
不是他的權限範圍，還要送到文化部。所以如果未來我們小組在開會的
時候，可不可以也把這個提案，剛好利用局長也在的時候，剛好藉這個
機會可以請教一下他們的看法。召集人，我這樣講，你理解我要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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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嗎？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所有議員的提案都只是建議案，沒有任何的約束
力。 

許議員慧玉： 
    我知道。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市府如果做得到的就會做，做不到的，議員可以表達意見，他提出來
的如果市府都沒有回應，他到時候可以提出質疑，所以他只是一個建議
案，因此多半我們都不會表達任何的意見。因為議員講的東西，有時候
他不見得會再追，他只是做很多的提案，想到了就提，可是他不見得會
去追。在市府的立場，他如果做得到的就要回應，如果做不到或是沒有
回應的話，就看提案的議員本身要不要去追，其實跟我們其他的議員是
沒有什麼關係的，所以我們要尊重所有議員的提案，他只是一個建議而
已。 

許議員慧玉： 
    好。 
主席（童召集人燕珍）： 
    好，謝謝。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送市政府研究辦理。（敲槌決
議） 

    現在所有的審議都結束了，我們就散會。（敲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