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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陳議長、陳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19 屆第 1 次臨時會開議，
峰偉
應邀向貴會提

出施政展望報告，備感榮幸。首先恭賀各位議員先進在競爭

激烈的選舉中脫穎而出，代表民意督勉縣政。 

峰偉
在過去任內完成多項創舉，如大規模墳墓遷移、取締

砂石濫採、禁止三層網捕魚、創辦花火節等，深獲縣民好評，

施政成果有目共睹，更獲得《天下雜誌》縣長施政滿意度第

1名及《遠見雜誌》施政評比五顆星肯定。 

本次選舉承蒙鄉親支持與厚愛，委以重任，自去（107）

年 12月 25日就任後，除積極瞭解縣政推展情形外，亦廣納

各方建言。 

受鄉親託付承接治縣重責，
峰偉
深刻感受到民眾對澎湖未

來發展的殷切期待，將帶領縣府團隊展現高效執行力，積極

開創地方福祉。期盼各位議員先進鼎力支持，
峰偉
必當竭盡所

能，不負鄉親所託。 

「卓越領航，重返榮耀」是
峰偉
的施政願景，首要之務為

消弭社會亂象，提升施政能量，建構互信基礎，強化溝通管

道，重新營造光榮感與自信心。 

澎湖以海立縣，未來推動縣政發展將善用本縣特有的海

洋島嶼優勢，發揚澎湖人文智慧，重現「書香樹茂草芬芳」。

茲就未來縣政推動目標及發展重點簡要報告如后，敬祈不吝

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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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縣政目標：「卓越領航，重返榮耀」 

澎湖風光秀麗、海洋壯闊，人民敦厚勤奮、恭儉傳家，

是文化底蘊豐厚國際島嶼。嶄新己亥年在東北季風吹拂下揭

開序幕，本府將今年訂為「教育年」，教育是百年大計，期

盼藉由完善教育資源，讓莘莘學子求知學習，無後顧之憂。 

縣府團隊將本著「百姓的小事，是政府的大事」，解決

問題，以「卓越領航、重返榮耀」的精神與鄉親齊心協力打

造璀璨的未來，也為下一代奠定永續發展的基石。 

鑒於經濟、教育、宜居等議題為鄉親關切的發展重點，

縣府將在觀光發展、產業創新、青年創業、教育文化、樂齡

養生、交通運輸、合宜住宅、醫療服務及海洋資源永續利用

等方面開創施政亮點，重新建立鄉親對於澎湖的自信心與認

同感。 

縣政發展上擬定 8項重點主軸，包括「強化離島醫療照

護」、「海洋資源永續利用」、「交通運輸友善便捷」、「觀

光產業加值升級」、「社會福利優質公義」、「實踐青創土

地活化」、「環境永續合居家園」、「深耕文化多元教育」，

作為共同奮鬥的目標與方向。 

 

貳、縣政發展重點： 

一、強化離島醫療照護 

(一)為增進鄉親在地醫療信心，降低返臺就醫的舟車勞

頓，推動澎湖醫療在地化服務，藉由策略聯盟連結

臺灣本島區域級以上醫院，規劃以補助方式鼓勵本

縣醫療院所聘請專科醫師至本縣提供特別門診。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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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縣澎湖醫院及三總澎湖分院醫療資源持續提

升，將推動與臺灣南部醫學中心建立合作機制，共

享醫療資源，提升澎湖醫療品質。 

(二)為提升離島地區緊急醫療救護品質，因應空中轉診

需求，救護直昇機全日駐地備勤，提供離島居民最

基本的醫療保障。 

(三)為提升本縣急救責任醫院在地化醫療服務與急重

症照護品質，積極輔導縣內醫院提升至重度級緊急

醫療能力，訓練二、三級離島醫護人員救護技能，

提升第一現場緊急處置能力，降低轉診後送機率。 

(四)為讓離島地區醫療服務體系更加完整，強化離島地

區醫療資源，提升醫療服務品質，根據本縣醫療區

域實際狀況，進行遠距會診、轉診及相互支援的垂

直合作關係。 

(五)為解決本縣偏遠離島地區及醫院醫事人員缺乏問

題，提供優質養成教育及訓練，強化本縣公費生與

在地醫事人員之培育，增加急重症醫師人力與在地

化專業人才之養成。將積極輔導學有所成的專科醫

師及護理人員鮭魚返鄉，建立「在地醫事人才在地

服務」，因應未來人口老化，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提高民眾對在地醫療的信心。 

二、海洋資源永續利用 

(一)漁民生計、海洋生態求取平衡，加強查緝各項違法

捕魚工作，捍衛漁業主權，賡續清除海底廢棄覆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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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漁業資源永續。 

(二)澎湖海域水質清澈，蘊藏豐富的海洋資源，發展產

業潛力無窮，規劃導入科技，結合相關產業鏈，設

置海洋科技園區。運用純淨海水、純熟養殖經驗、

海水淡化技術，及海事專業人才等優勢，創造海洋

永續產業，並輔以稅捐、租金等優惠，鼓勵業者進

駐，吸引青年返鄉。 

(三)推動漁業多元化，結合觀光休閒產業，善用本縣特

有漁村、漁港資源，輔導地方產業轉型，讓海洋資

源與漁村經濟永續發展。發展休閒漁業，以漁港遊

憩、魚貨直銷、海洋生態觀光，同時推展漁業體驗、

生態保育及觀光遊憩，經由海上休閒活動體驗，讓

傳統漁業型態逐漸轉變，增加漁村經濟收益。 

(四)研擬本縣海洋資源永續發展與利用策略，落實各項

漁業管理措施，以維護本縣海洋資源多樣性，杜絕

人為活動對特定海域的衝擊與破壞行為，讓海洋生

物擁有生息繁衍的機會。另結合海洋污染防治和適

度漁業活動管理，建立良善的海洋開發體系，避免

濫用海洋資源，達成海洋資源永續發展的終極目

標。 

三、交通運輸友善便捷 

(一)為確保鄉親返鄉權益，提升服務品質，協助本縣鄉

親往返臺澎之便捷，常態開設機位需求服務窗口，

並協調航空公司於民俗節日及連續假日增開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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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空運運能，提高服務效能。 

(二)臺華輪肩負澎湖與臺灣間的海運重任，為提供安全

舒適的載客服務，提高貨運效率及乘客搭乘意願，

重新辦理專案管理，輔以統包方式進行新船建造，

加速臺華輪汰舊換新。 

(三)爭取東亞旅客來訪，拓展國際自由行客源，強化菊

島深度旅遊，提高國際能見度，首要為啟動兩岸郵

輪與包機直航，帶動縣內各項產業活絡發展，空中

航線跨足國際，開拓港澳及日韓包機。 

(四)二、三級離島海運交通改善，通盤檢討離島交通議

題，持續增加小離島交通船班次，服務鄉親與拓展

多元化的海運航線，提升島嶼觀光收益，並加速小

離島交通船汰換計畫進度，提供舒適安全的海上交

通運具。 

四、觀光產業加值升級 

(一)盤點菊島美食資源，擇定美食街區與市集，營造整

體新形象，建構舒適用餐環境，提升餐飲衛生品質，

打造澎湖美食質感；塑造主題意象及藝術造街，結

合波段行銷與活動造勢，帶動周邊觀光效益。 

(二)創新翻轉花火節，施放低碳環保煙火，融合現代科

技，加入獨特聲光效果，營造感官新體驗；串連在

地特色表演團體，連結地方觀光產業鏈，齊步帶動

周邊區域經濟，共創轉型加乘效果。 

(三)辦理商業街區創新發展補助，協助商圈業者整合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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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創新需求及行銷新模式，透過網路科技，結合

行動導覽，讓觀光客暢遊無阻，提升商圈旅遊消費

力。藉由智慧物流達成貨到機場，甚至發展貨到家、

貨到對岸，實現「人要進、物要出」的目標，共同

打造中小企業創新智慧商業模式示範區。 

(四)提供補助經費分攤中小企業研發風險，鼓勵自主從

事創新工作，強化業者核心競爭力，透過資源整合，

加強產學合作，厚植澎湖傳統產業創新能量，提升

自我競爭力。 

(五)為提升本縣產品能見度及增加參展經驗，帶領本縣

業者參加國內外展售會，輔導業者至國內參展及觀

展；辦理招商博覽會及相關產業輔導計畫，邀請國

內外買主進行採購洽談及開放民眾現場採購。 

五、社會福利優質公義 

(一)因應少子化政策，就讀公立幼兒園免學費，私立幼

兒園每年最高補助 3萬元， 

(二)協助家庭分擔照顧責任，開辦公共托育空間，提供

平價優質的托育服務，讓家庭得以安心育兒並穩定

就業；盤整現有學校空間，適度評估並增設增班公

立幼兒園，滿足公幼就學名額，並創造幼教師、教

保員職缺，吸引青年返鄉加入幼教行列。 

(三)落實居住正義，是政府責無旁貸之責，興建社會住

宅，透過「只租不售」政策，提供租金優惠，優先

租給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保留相當比率作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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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吸引優秀人才進駐，帶動澎湖發展。逐步

落實社會住宅政策，保障民眾基本居住權，唯有安

居，才能樂業，社會才能安定繁榮、永續發展。 

(四)為建立完善老年人口健康照顧的機能及機構，因應

人口快速老化及少子化趨勢，引進高品質醫療及完

善生活照護，整合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托育資源服務等，規劃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

日間照顧中心、銀髮運動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托育資源中心、輔具服務暨復健中心、社區日間作

業設施服務（小作所）、失智症團體家屋、實物銀

行-幸福超市分店，並妥善規劃外部空間，設置長

者運動器材及兒童遊樂器材區，促進代間學習及互

動，消弭隔代鴻溝，打造一座多功能綜合型樂齡養

生村。 

六、實踐青創土地活化 

(一)規劃結合「行政院新創基地」及桃園「青創指揮部」

之長，設立青年創業基地，引導在地文化特色產業

創新發展，協助有志青年創業，提供諮詢及資金取

得，攜手共創美好未來。活化利用閒置空間，轉化

升級為共享工場，營造交流平台，辦理輔導課程，

培養創業人才，凝聚發展能量。 

(二)推動鼎灣營區土地活用，打造澎湖藝術村，活絡本

縣文化創意產業，進行移撥軍方鼎灣營區等國有土

地並進行園區空間使用規劃設計，鼓勵地方文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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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興設，籌辦園區經營管理事宜，輔導獨立文化藝

術工作者進駐藝術村，型塑文化聚落，結合觀光旅

遊導覽，開展本縣文化創意產業新氣象。 

(三)協調遷移澎防部（莒光營區），釋出閒置土地，有

效整合觀光資源，活化空置營區，串聯歷史文化街

區、濱海生態廊道與新灣區遊憩門戶，打造觀光軸

帶再發展。 

(四)改善本縣停車秩序，規劃汽機車停車場區位選擇、

量體開發規模、費率研擬及停車收費措施等項目，

以智慧化停車設施及綠能友善設計闢建具示範效

果之優質路外公共收費停車場。協調馬公商港碼頭

劃設為租車專區，並輔導市區租車業者進駐停放，

舒緩市區停車壓力，保障民眾停車權益及提升市區

行人友善空間。 

(五)活化閒置土地，改善市容，擇地進行平地景觀造林，

強化既有林相更新，營造生態景觀綠帶，結合公園

綠地、觀光景點，串連成綠網及綠廊，提倡自發性

綠美化環境，提供民眾更優質休憩空間。 

七、環境永續合居家園 

(一)考量氣候變遷、觀光成長、漁業公共設施興建，用

水量需求增加，為穩定澎湖供水無虞，避免超抽地

下水，造成水質鹽化，增設馬公及離島（七美、吉

貝）海水淡化廠，提供充足水源，解決用水問題。 

(二)興建光榮及雙湖園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分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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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五、公六市地重劃區及天人湖休憩公園使用。

提升山水及西衛水資源回收中心效能，期改善周邊

景觀，營造環境教育場域，並藉由處理後放流水營

造景觀，教育民眾水環境概念及中水回收知識。 

(三)澎湖自來水管線逾齡嚴重，為降低漏水率，節省漏

水量，逐步落實汰換老舊管線，提高用水效率及供

水品質，汰換後預計每日可節省 2400CMD自來水。 

(四)有效解決海洋廢棄物，首要從「源頭減量」做起，

落實垃圾減量及限塑政策，結合政府與民間共同行

動、相互督促，強化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機制；「建

立清理機制」，加強海岸巡守，號召民眾參與，鼓

勵認養海灘，深化環保意識，宣導海洋教育；「運

用科技」，使用無人機空拍調查海漂垃圾分布情形，

共同守護美麗澎湖灣。 

(五)建構自主垃圾處理能力，落實垃圾減量、限塑政策、

破袋稽查、規劃試辦垃圾費隨袋徵收，搭配資源回

收、稽查輔導、回收個體戶補貼等。並規劃建置整

體廢棄物處理專區，整合現有廚餘堆肥廠、再生工

坊及破碎廠，建構高效率熱處理設施及熱能回收循

環系統，朝「垃圾處理在地化」目標前進。 

(六)考量本縣風俗民情，推廣撿骨進塔政策，提倡優質

喪葬禮俗觀念，透過提高相關補助，增加民眾遷葬

意願，持續遷墓改善風貌，營造優質觀光環境。 

八、深耕文化多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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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澎湖文化資產豐富多元，為發揚在地歷史文化，形

塑島嶼特色，重現海洋文化風華，持續推動有形文

化維護保存與無形文化永續傳承，並推廣文資修復

及活化再利用，建立異業結盟機制，推廣藝文體驗

活動，強化文資網站行銷，發揮資源最大效益化。 

(二)深耕在地文化核心，活絡創意產業發展，打造澎湖

藝術村，提出誘因吸引進駐，行動支持青年文創，

培育人才發展產業，打造文創新聚落，活絡歷史建

築，發展文創市集，行銷菊島新亮點，開創文化新

視野。 

(三)縮短城鄉差距，降低學習落差，提供學生適性教育，

整合現有教育資源，擴大校園交流，推動老少共學，

提升智慧傳承。教育應多元發展創新思維，「走出

課(本)(教)室外」體驗學習，讓學習更貼近生活，

結合在地特色展望國際，深耕閱讀培養思維能力，

品格教育養成提升心靈，健全身心體魄樂活運動。 

(四)為展現澎湖海洋文化與生態風貌的多樣性，落實學

童海洋教育的基礎紮根，建構本縣成為海洋文化的

大縣，以計畫性及系統性的方式推廣，把海洋保育

知識普及到社會各階層，讓民眾了解海洋資源的重

要性與資源永續的正確觀。  

(五)宣示本年度為「教育年」，為落實在地國際化、閱

讀深耕化、心靈提升化、運動樂活化及環保生活化

等教育願景，除追求基本學識外，應具備悲天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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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懷，培養良好人際互動，追求卓越向上發展，養

成適應未來能力，並重視孝親實踐，建構成為安康

和諧的書香文化島嶼。 

     

參、結語 

本府縣政願景已勾勒出建設藍圖，縣府團隊將依縣政發

展重點主軸，透過年度施政計畫的擬訂及各項法定預算的編

列，朝目標邁進。 

2019年是全力衝刺的一年，縣府團隊將上緊發條，凝聚

團隊力量，發揮合作精神，克服困難勇往直前。目前正著手

啟動多項重大政策，包括地方產業發展、醫護資源提升、觀

光產業創新、青年創業輔導、交通運能改善、觀光直航開闢、

環境保護永續等，均按部就班逐項展開。未來縣府團隊將全

力以赴，誠摯期盼各位議員先進惠允指導，府會共同攜手努

力，建設美好澎湖灣。 

 

最後敬祝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