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縣第五期（108-111 年）
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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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海地景 

購物休閒 

綠能開發 

智慧觀光 

澎湖 
2025 

國   際 

醫療養生 

低碳旅遊 

國際行銷 

智慧電網 

 國際行銷 
 國際交流 

來自100多個 
國家訪客 

 智慧觀光/消費 
 智慧交通/能源 
 智慧醫療/安全 
 智慧學習/政府 

 再生能源開發 
 資源循環/節能減碳 
 能源管理/綠能交易 
 低碳生活示範場域 

 「在地醫療」為主 
 「空中轉診」為輔 
 國際醫療特區 

 地景營造/水岸環境 
 國際郵輸/遊艇旅遊 
 國際購物休閒飯店 
 特色行銷(風力體驗) 

澎湖2025「國際、智慧、綠能、觀光、醫療島」 



發展願景及目標 

依中央政策引導推動「國
際、智慧、綠能、觀光、
醫療島」，透過政府示範
帶動，鼓勵民間投資，建
立夥伴關係。 

政策旗鑑計畫推展 

打造全新亮點 

齊心創造澎湖利益 

海洋樂活社會實現 

顧及離島教育文化、水電
交通、衛生醫療、社會福
利及安全等地方民生基本
需求，提高鄉親生活品質
，增進居民幸福感。 

提昇生活品質 

建立安居樂活社會 

島嶼多樣永續經營 

面對島嶼特殊性、海洋環
境劣化等議題，維護環境、
活化資產、建構休閒綠廊，
創造經濟多樣性，永保美
麗澎湖灣。 

 管理環境資源 

永續發展里程碑 



實施策略 

政策旗鑑計畫發展 島嶼多樣永續經營 海洋樂活社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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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參與及行銷 

•智慧電網/低碳綠能建設 

•觀光/健康園區 

•國際醫療專區 

•國際郵輪及遊艇碼頭 

•內海六據點地景營造 

•台灣好行：媽宮.北環線 

•共享平台：政府+社區組
織+澎湖三金+旅遊業 

•以馬公案山造船廠區至 

重光度假村為發展廊帶 

•馬公港水岸再生計畫 

•2018世界最美麗海灣 

空間構想藍圖 





圖片來源：奇摩新聞 

• 衛生福利部委由民間航空公司執行三離島地區緊急醫療後送任務，若

民航業者無法執行時，由衛生福利部空中轉診審核中心審查通過後，

申請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直昇機支援備勤。 

• 預期能提升緊急醫療後送效能，降低後送本島趟次5%；縮短居民、

旅客對外緊急交通搭乘時間約1 小時。 

• 提供轉診赴台就醫多元化及立即性服務，包括

病患空中後送、島際間包船、經醫師轉診赴台

就醫及病危返鄉等服務諮詢與連繫之平台。 

• 協助緊急醫療轉診業務、聯繫台灣專責窗口並

共同追蹤及關懷本縣空中後送轉診病患於住院

期間之治療情形及預後概況。 



• 辦理內灣沿岸污水水質截流及水質改善計畫。 

• 辦理山水及西衛地區再生水利用及景觀改善計畫。 

• 由中央(經濟部)主辦，台灣自來水公司執行，

期程為108年至113年，總經費為2.25億元。 

• 由中央(經濟部)主辦，台灣自來水公司執行，

期程為108年至113年，總經費為2.98億元。 

提升污水處理量，降低內灣污染源 



1. 勞工服務資源整合 

• 為有效整合各項零星資源，推動適地、創新活動，規劃整合設立

「澎湖縣勞工生活教育中心」，設置專人1 名提供服務。 

2.    技能充電站 

• 推動「勞工大學」系列課程，並開設常態性 

課程，使民眾技能與身心成長、交流。 

3.    樂活關懷站 

• 提供勞動權益、法令規定、爭議事件諮詢 

服務，並辦理巡迴宣導活動，運用報章、 

電子看板、通訊軟體等多元管道加強宣傳服務。 

 



1.持續推動辦理垃圾轉運境外處理工作 

2.逐年提昇可回收之資源回收物質，
以提昇資源回收率 

3.辦理垃圾焚化底渣處理及再生粒料
推廣 

4.配合評估及推動興建相關配套措施，
完整垃圾處理設施 

5.推動廚餘在地堆肥與再利用工作 

6.推動綠色生產、綠色消費、源頭
減量、資源回收及廢棄物回收再
利用等各項工作 

7.辦理公有垃圾衛生掩理場地下水檢測 

8.改善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處理廠之環
境及充實機具設備 

9.考量一併解決澎湖縣農林漁業剩
餘資材及其他可利用能源作物或
有機物處理問題 

10.補助鄉市公所就現有垃圾掩埋場加
強垃圾再次資源分類、回收，延長
垃圾場使用年限 

11.廚餘堆肥廠營運期間辦理環評承
諾事項之環境監測 



•  營建生態及景觀綠帶，改善市容，提升生物棲地連結度。 

•  林相更新營造複層林，強化澎湖人工林多目標功能。 

•  改善澎湖休憩園區軟硬體資源，申請認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 配合植樹節活動，擴大植樹面積與普及育林栽植技術，活動結合環境

教育，讓親子於活動過程中體認植樹重要性，培養護樹愛林生態觀。 



1. 設置托育資源中心，建構澎湖地區以0到2歲為主之托育資源服務。 

2. 設置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辦理居家托育人員(保母)與家長間的媒合，

提供幼兒良好照顧。 

3. 辦理新生兒家庭-到宅育兒訪視服務，透過培訓訪視志工，提供新生

兒家庭支持性、補充性及學習性之福利服務，也提供相關育兒福利

及經濟補助資訊、提供育嬰育兒知識及早期療育資訊等相關知識及

簡易家務指導，以穩定幼兒健全成長。 

4. 盤整轄內公有空餘空間，及結合公益法人團體共同參與，尋找合適

地點修繕，得以即時提供服務，預計新增3處。 

(A) 澎湖縣白沙鄉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B) 澎湖縣西嶼鄉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C) 澎湖縣馬公市(澎南區)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 依『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先期規劃費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補助，並進

行規劃公開上網招標與計畫執行。 

 以中央執政宣示8年全國完成規劃與興建12萬戶及包租代管8萬戶

為目標(合計20萬戶)，待此目標達成時，搭配國內租屋體系發展狀

況，評估檢討後續是否繼續興辦。 

 採「只租不賣」模式，結合政府興建社會住宅與包租代管供給方

案，以低於市場租金或免費出租給所得較低的家戶或特殊的弱勢

對象的住宅，增加政府政策相關資源。 

 健全的租屋市場更能產生制衡房價過度上漲的內部均衡效果，對

穩定住宅市場與安定人民居住，具有重大意義。 



五期綜建核定計畫分年經費一覽表 



 



 



 



 



 



 



 



 



 



 



 



 



 





基礎建設 
提升民生基本用水、
用電，維持基本需求。 

優化公共設施建設。 

強化行政服務效能。 

完善土地利用及環境
景觀改善。 

營建剩餘土石方轉為
可用資源。 

觀光建設 
舉辦地方特色美食之
觀光活動，提昇相關

產業產值。 

提昇在地旅遊產業之
國際化視野，打造 
國際觀光度假島嶼。 

打造澎湖觀光品牌，
提昇觀光文創產值。 

鼓勵青年創業及青年
回流，促進地方繁榮，
建立更優質觀光旅遊

市場。 

交通建設 
改善民眾生活品質，
促進離島觀光發展，
創造就業機會、提升

經濟收益。 

改善公路公共運輸之
服務能力，修護車輛
及候車設備，確保能

永續經營。 

提升道路服務品質，
增加市區停車格， 
降低公車平均車齡。 



教育建設 文化建設 

修復古厝，落實文化
資產保存與維護。 

落實澎湖石滬景觀的
保存，提升文化觀光
能量，培育優秀石滬

人才。 

降低文物破壞風險，
及時有效保護，增加
文化資產保護意識。 

保存澎湖美術史， 
充實地方美術資源，
豐裕縣民藝術生活。 

醫療建設 

落實偏鄉的長照服務

資源普及均衡，提升

長照服務涵蓋率10%。 

提升緊急醫療後送之

效能，降低後送本島

趟次5%。  

提供對外基本交通之
應急運具，縮短搭乘
交通時數1小時。  

提升閱讀興趣，建立
終身學習能力。 

提升圖書館使用，並
鼓勵民眾借閱。 

結合相關單位，推廣
閱讀活動，讓閱讀 
成為生活習慣。 



社福建設 
新增3處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增加福利服務
普及性及可近性。 

幫助經濟陷困之家庭，
維持基本生活。 

穩定住宅市場與安定
人民居住資源。 

強化老人福利、照顧
服務，有效降低照顧
者憂鬱指數及壓力。 

設置「澎湖縣勞工生
活教育中心」，提供
就(創)業、技能學習。 

自然保育及
環境保護 

每年栽植喬木及灌木，
增加碳吸存量 

243公噸。 

提昇整體資源回收率
及垃圾回收率， 
每年1%以上。 

提供生物棲地，構築
生態綠廊，連結城市

及自然景觀。 

增加污水處理量， 
減低內灣污染源。 

警政、災害防制
及濫葬、濫墾、
濫建之改善 

新建公務船船隻， 
增加出航次數50%。 

提升消防搶救能力，
充實移動式消防幫浦。 

強化巷道狹小處火災
搶救時效，以消防 
勤務機車結合拖車。 

全面提升為數位通訊
系統設備，有效解決
無線電通訊品質。 

結合衛生局緊急醫療
網系統，提升到院前
緊急醫療，縮短時效。 



• 針對高齡化、少子化的照護需求，提昇福利供給，改進福
利輸送、提供優質的在地托育與照護服務，建立安居樂活
社會 

• 在醫療及交通等重要生活必需項目上，建立完善的弱勢關
懷與補助機制，彌補澎湖本島與離島之間的城鄉差距，縮
減社會的階層差距 

• 全面顧及離島教育文化、水電交通、衛生醫療、社會福利
及安全等地方民生基本需求，提高鄉親生活品質，增進居
民幸福感。 

• 強化海洋歷史的記憶保存，提振居民的在地認同，凝聚生
命共同體的歸屬感，進而以澎湖為榮為傲，激發共同建設
美好家園的使命感與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