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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園功能說明 

   過去公園綠地系統之概念，狹義地都視為城鄉發展

之附屬設施建設，以遊憩休閒目的為主，從而侷限了其

規劃設計觀念、建設經營手法及功能內涵；隨著近年來

有關生態、永續、景觀等觀念之普世化，公園綠地系統

逐漸被賦予生態、保育、保全、保安與生活體驗豐富性

等更上位之功能，以及更生活性面向的市民需求。如果

進一步以全球化觀點來討論當前環境與空間體系之公共

規劃與利用發展之施為所應服膺之生態永續價值，則我

們有必要從國土資源利用、城鄉發展規劃、公共工程實

行及專業職能之實踐等各種面向，重新看待臺灣公園綠

地之治理課題。 

   公園綠地是公共財，是社會資產，公民社會需要一

個透明、公開與前瞻的施政機制來從事公園綠地規劃和

建設投資。公園綠地系統強調開放空間、公共空間和綠

色資源的網絡串聯，建立以社區為基礎的資源管理模

式。公園綠地系統的計畫觀念和建設模式，應該突破僵

固的作業方式，公園興闢建設未必要一次到位，長期發

展而言不但要與基礎公共建設相互配合，以免造成二次

施工與介面時序顛倒的問題，同時考量整體城鄉發展和

建設，因應氣候變遷導致都市熱島效應的挑戰。回顧臺

灣推動城鄉公園綠地系統的概況與課題，展望未來的艱

鉅挑戰，新時代公園綠地系統的論述概念與重要作業守

則，以加強系統整合規劃，朝向「節能減碳」的生態設

計潮流，同時透過環境教育和健康生活宣導，讓人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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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自主管理公共生活空間為書寫重點。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公園綠地建設與管理工作涉及

層面廣泛，舉凡公園綠地系統之建立、土地取得與補

償、規劃與建設、觀念啟發、與後續之營運管理及維護

等，攸關民眾權益、城鄉發展及環境品質至深且鉅，確

保與營造一系列的美麗、寧適、健康與安全的公共生活

空間，來指導景觀規劃設計工作的原理和守則。 

   衛武營公園以原屬軍方管有之衛武營區為主體，範

圍為中山高速公路以東、高雄市三多一路以南、高雄縣

國泰路二段、輜汽路以北所圍繞之區域，全區面積約有

67公頃，規劃出 10公頃的特商區及 10公頃的劇場展演

藝文用地，餘 47公頃將硬式、剛強軍營的型態，轉變

為軟性的歷史、人文、藝人、自然生態等休憩的公園，

公園建設計畫總經費為 7億 5000萬元，係內政部營建

署先行編列執行經費，由高雄縣政府執行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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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1 公園的定義 

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2010)[1]在西元十二世紀時，印

度、斯里蘭卡（錫蘭）的某些城市就已經出現了供民眾

遊憩的公有林地；也就是現今的公園的前身，西元十三

世紀左右，歐洲大部分地區出現了公共廣場及遊憩競技

之場所，而文藝復興時期，起源於義大利北部，其後盛

行於中歐各地，其設計主要是對稱式幾何圖案的豪華、

人工化，私人花園在十四、十五世紀開始流行，不過多

半是貴族、特權階級才能夠擁有或使用。1634年時美國

波士頓公有地（Boston Common）的設立，後來成為波士

頓公園，為現代都是公園發展的最前身。十九世紀開始，

民主風氣盛行；以往貴族所專用的私人花園也逐漸開放

為一般民眾所用。在 1855年時，紐約中央公園的建立是

史上第一座供民眾遊憩所使用的州立公園（郭育

任,1992），而其也繼 1872年黃石公園成為全世界第一座

國家公園後在 1890 年成立為國家公園，為世界第二座國

家公園（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1988）。 

    大英百科全書(2005)[2]定義公園（Park）共有五種

解釋定義： 

1. 「一片在國家近交通常有草地林地和牧場的土

地，通常被用來提供遊戲或休閒活動。」 

2. 「一個維護公眾自然資產的地方。」  

3. 「一個山與山之間的水平峽谷。」 

4. 「一個開放的空間，尤其像是被林地圍繞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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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適合耕作與放牧用途。」 

5. 「一大片具有休閒功能的土地。最早的公園是

由波斯人所建立的，有狩獵場具有保存的功能。」 

   侯錦雄（1998）[3]將公園定義為：「政府於居民生活

環境周圍開闢供休閒、運動、遊戲之用之公共綠地，包括

都市計畫中之公園、兒童遊戲場、綠地等，面積較小、分

佈較廣的戶外公共場所。」。 

   李素馨(1999)[4]公園是一個閒暇時間可隨意活動的

場所，老年人、青少年、兒童、婦女，甚至外籍勞工都有

他們活動的需求、行為模式和使用空間，公園也是社會運

動和政治活動的場所，公園成了一個最能吸引觀眾注視

的活動舞台，在都市化的城鎮結構中，公園便是社會的縮

影，因此設計者不只是要應用技巧和智慧來設計公園，以

便利民眾的参與使用。 

    內政部營建署在(1996)[5]將公園綠地定義為：公園

綠地係指穩定保持著植物生長的土地或水域，其廣義定

義係指可供生態、景觀、防災、遊憩等功能之開放空間。 

 2 台灣公園的歷史回顧 

   台灣都市公園的發展態度不斷隨著社會的狀態及狀

況不斷改變，如表 1，從起初的逐漸開放，到日據時期被

當作軍事用途，到都市發展備用空地，到現在的強調綠

化、公共参與皆可看出都市公園的轉變及政府、人民間權

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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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公園發展歷史簡表 

年別 事件 說明 特色 

1897年 

( 日 治 時

期） 

台灣第一座公

園；圓山公園。  

為恭迎日本

皇太子裕仁訪

台，於台北城

北端、基隆河

南岸艦造台灣

第 一 座 公 園

（現為兒童育

樂中心）。  

雖 然 使

用了「公

園」這個名

詞，但是依

然是給特

定人士、權

貴所使用。  

1900~1932

年 

（日治時

期） 

台北城市市區

計畫。  

確立近代都

市 計 畫 之 結

構，同時也重

視公園系統的

建立，劃設保

留了十七處主

要公園用地。  

台 北 為

日據時期

政治經濟

中心，產業

帶來人口

之增加及

市街化地

區之急速

膨脹。  

1949年  

二次世界大戰

後，國民政府

來台，接收日

本政權後。  

日據時期所

劃設的公園保

留地皆被佔用

為軍事相關設

施 及 防 空 空

地。  

台 灣 被

當作軍事

反攻基地，

休憩活動

極為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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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年  
工業化及都市

化  

快速的發展

更顯示出都市

公園的缺乏。  

都 市 環

境品質的

惡化更加

顯著。  

1968~1980

年後期  

制訂台北市

綱要計畫。提

高公園行政層

級，成立管理

處（1971）國家

公 園 法 的 制

定。  

市民参與公

園規劃的呼聲

及案例隨時間

愈來愈多。  

都市公園

的規劃及

公共性往

前邁進。 

1982年  

第一座台灣國

家公園：墾丁

國家公園 

為保護國家特

有 之 自 然 風

景、野生物及

史蹟，並供國

民之育樂及研

究。  

珊瑚礁地

形、珊瑚生

態系、熱帶

動植物生

態 

1985年 玉山國家公園 

臺灣第一高峰

──玉山、豐

富多樣的高山

生態景觀、原

住民文化及八

通關古道等人

文古蹟 

臺灣森林

生態系的

關鍵物種、

也是瀕危

的保育類

臺灣黑熊

最主要的

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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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年 
陽明山國家公

園 

臺灣北部大屯

火山群的核心

地區，以獨特

的火山地質與

地形景觀著稱 

特有的火

山地形地

貌著稱 

1986年 
太魯閣國家公

園 

大理岩峽谷景

觀、高山地形 

太魯閣族

人文史蹟、

以及雲海、

雲霧及雪

景等景觀 

1992年 雪霸國家公園 

山岳型國家公

園，境內高峰

連綿，地形富

於變化 

臺灣櫻花

鉤吻鮭繁

殖與泰雅

族、賽夏族

原鄉文化 

1995年 金門國家公園 

人 文 史 蹟 豐

富，歷史古蹟

與傳統建築構

築了金門深厚

的文化內涵 

歷史文化，

戰役史蹟，

以及閩廈

古風建築

群 

2007年 
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 

南海北部，是

由珊瑚經千萬

年的生長堆積

而形成，屬於

特殊珍貴自然

景觀 

多樣性高

的海草床、

潟湖生態

及珊瑚環

礁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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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年 台江國家公園 

漁鹽業世襲產

為核心主體，

園區內有先民

勇渡黑水溝來

臺墾拓的古航

道 

漁、鹽傳統

產業襲產，

候鳥及紅

樹林資源 

2011年 
壽山國家自然

公園 

為我國首座國

家自然公園，

位於高雄市的

西南側，園區

包括半屏山、

大小龜山、壽

山及旗后山四

大區域，從北

而南構築了一

條綠色生態廊

道 

獨特之珊

瑚礁石灰

岩生態、珍

貴之史前

貝塚遺跡、

鳳山縣舊

城、打狗英

國領事館

官邸等人

文歷史古

蹟及臺灣

獼猴等豐

富自然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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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年 
澎湖南方四島

國家公園 

保存了中新世

紀臺灣海峽玄

武岩火山活動

最後噴發的地

質紀錄，具備

玄武岩地形之

多樣性與海蝕

地 形 的 完 整

性，園區內生

物 多 樣 且 豐

富，為臺灣海

峽重要的燕鷗

繁殖區 

澎湖南方

四島之玄

武岩地質

具有成為

世界遺產

的普世價

值 

(資料來源：侯錦雄（2000）[6]；劉淑瑛（1999）[7]；

陳俊玄等人 2008[8]；張曜麟（2010）[9]；行政院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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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園的分類 

    內政部營建署(1996)根據公園綠地研討會資料，公

園綠地分為八種類型，分別是：都市公園、社區公園、鄰

里公園、兒童遊戲場、綠帶與綠地、園道、河濱公園及其

他依照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研究之

公園綠地管理及設施維護手冊。 

    廖德淘、朱瓊芬（2001）[11]及廖德淘（2002）[12]

對於公園綠地，如表 2，則以面積大小、服務範圍、功能

效應、設施內容、綠覆蓋率、維管模式歸納成都會性大型

公園、地區性中型公園、鄰里性小型公園及河濱帶狀公

園，頗能適用於國內各級政府。 

表 2 公園綠地分類與特徵 

 公園面

積 

服務範

圍 
功能效應 設施內容 

都會性

大型公
園 

20~100

公 頃 之
間 

以縣市

行政區
為範圍 

1. 都 會 與 區

域 性 重 要

戶 外 開 放
與 避 難 空

間。 

2. 具 備 舉 辦
大 型 活 動

機能。 

3. 是 維 護 都
市 生 活 品

質 重 要 環

境元素。 
4. 是 市 民 親

近 自 然 從

草原、樹林、溪流、

水池、親水空間、運

動設施、球場、游泳
池、戶外劇場或音

樂台、步道、草地、

花壇、溫室、涼亭、
野餐區 廣場、兒童

遊戲場、廁所、餐飲

服務、遊客中心、行
政中心、室內多用

途空間及停車場 

類別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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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戶 外 休
憩 活 動 據

點。 

地區性
中型公

園 

2~20 公

頃之間 

以鄉鎮

市區行

政區為
範圍 

1. 居 住 與 生

活 環 境 品

質維護。 
2. 社 區 戶 外

開 放 與 避

災空間、綠
地 與 運 動

場。 

3. 社 區 舉 辦
戶 外 活 動

居 民 社 交

與 休 憩 場
所。 

運動設施、球場、游
泳池、戶外劇場或

音樂台、步道、草

地、樹林、花壇、水
池、親水空間、涼

亭、野餐區、廣場、

兒童遊戲場、廁所、
服務管理站、停車

場等 

鄰里性
小型公

園 

2公頃以

下 

以村或

鄰里之

行政區
為範圍 

1. 居 住 與 生

活 環 境 品
質維護。 

2. 鄰 里 戶 外

開放空間、
綠 地 與 兒

童 遊 戲 場

所。 

3. 居 民 社 交

與 休 憩 場

所。 

步道、草地、花壇、
涼亭、小廣場、兒童

遊戲場等 

(資料來源：廖德淘、朱瓊芬，2001；廖德淘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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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之公園，高雄市公園管理自治條例

(2019)[13]依都市計畫所設置之公園、綠地及兒童遊樂

場及非都市計畫土地合法供作公園、綠地或兒童遊樂場

等供公眾遊憩場地，主管機關為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

處)，後因應 1公頃以下公園下授區公所，目前管理公園、

綠地及兒童遊樂場之面積及數量，如表 3。 

 

表 3 養工處管理維護公園(兒童遊戲場、廣場)、綠地統計表 

行

政

區 

都

內

外 

公園(兒) 綠地 兒童遊戲場 廣場 合計 

面積 

(公頃) 
處 

面積 

(公頃) 
處 

面積 

(公頃) 
處 

面積 

(公頃) 
處 

面積 

(公頃) 
處 

總

計 

都

外 
6.59 10 4.65 3 0.41 1 - - 11.65 14 

都

內 
730.45 173 67 64 - 

 
7 5 804 242 

合

計 737.04 183 71.65 67 0.41 1 7.00 5 815.65 256 

(資料來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2020) 

 4 休閒動機定義     

休閒動機是個人參與休閒活動的原因，是為了滿足

其需求的一種心理過程，Maslow, A. H.（1964）[14]於需

求理論中提到，個人的行為被引發是為了滿足其需求，一

旦低層次的需求被滿足後，目標將上移到較高層次的需

求，最後到自我實現。Iso–Ahola,S.E.(1989）[15]也可

以說動機是個人內在心理因素，休閒動機則是經由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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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刺激後，所喚起的心理因素，並導引個人所從事的

休閒行為。Crandall,R.(1980）[16]亦曾指出休閒動機是

基於個體對休閒遊憩之需求，引起個體從事及維持該休

閒活動， 並導引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一種內在歷

程，藉由透過休閒活動行為的發生來滿足個體之遊憩需

求。 

葉日武（1997）[17]認為休閒動機是在閒暇時間驅動個人

參與休閒意念、發自內心的內在動力，並促使個人在所有

行動過程中，根據自己之自由意識選擇休閒運動的驅力。

黃鈺評（2009）[18]指出休閒動機主要是個人受到內在、

外在的需求刺激，因而產生休閒需求，可能是受到拉力或

是推力的趨使。蔡佳蓉（2009）[19]認為休閒動機是一種

人們內在驅力與外在環境吸引力的需求下，使人們產生

一種內在歷程來從事及維持某種活動的進行，以獲得滿

足。馬英華（2012）[20]指出休閒動機就是因興趣、期望

等因素去參與一個被給予的活動，進而產生驅使人們從

事特定休閒活動來滿足自我的原動力。鍾政偉、曾宗德

（2015）[21]則認為休閒動機是引發個人從事休閒行為

的原因，是休閒經驗當中不可獲缺的部份，可視為休閒行

為的動力來源。而戴吾蓉（2011）[22]則認為休閒動機是

內在驅力或外在因素促使個人進行活動，是一種與文化

陶冶緊密契合的自由，人們可藉此體驗永恆的理想型式

或思想的美與真實，進而滿足心理與生理層面的需求。 

綜合上述學者，休閒動機是由個人發自內心驅使，擴及家

庭其他成員，達成親情緊密結合、社會和樂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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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園現況人力配置及經費 

 1 養護工程處組織編制及人力 

    高雄市政府養工處設有處長、副處長、主任秘書、總

工程司、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勞工安全衛

生室、維護保養廠，再依權責分別管理不同工程科(道路

工程科、路燈工程科、公園工程科、園藝工程科、工程管

理科)及養護工程隊(四維養護工程隊、鳳山養護工程隊、

岡山養護工程隊、旗美養護工程隊)，組織編制如圖 1，

截至 109年 1月職員編制員額 200 人，現有人員 151 人；

職工編制員額 481，現有人員 355人，實際負責公園、道

路、路燈及道路側溝維護工作有四個隊，分別為四維養護

工程隊、鳳山養護工程隊、岡山養護工程隊及旗美養護工

程隊，如圖 1。 

 

 

 

 

 

 

 

 

圖 1 養護工程處組織編制 

 

    四維養護隊負責楠梓、左營、三民、鼓山、鹽埕、苓

雅、新興、前金、前鎮、旗津、小港等 11區之道路(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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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車道、人行道)、橋隧、公園、綠地、兒童遊戲場及行

道樹、路燈、重要景點、地下道(隧道)照明巡查維護工作，

其流程如圖 2~9。 

 

 

圖 2 道路巡查及維護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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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橋隧災害搶救作業流程圖 



 

17 

 

 

圖 4 公園維護及巡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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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公廁巡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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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行道樹巡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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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違反高雄市公園管理自治條例行政罰控管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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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苗圃苗木發放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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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公園場地租借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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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養工處經費編列 

    以 106~108 年度本處公園維護面積預算編列情形如，

如表 4、圖 10。 

表 4 106~108 年度高雄市公園維護面積預算變化情形 

高雄市公園維護預算面積變化情形 

年度 106年 107年 108年 

高雄市公園維護
面積(m2) 

8,111,645 8,192,668 10,068,545 

高雄市公園維護
預算(元) 

431,692,973 427,990,559 352,587,465 

 

 

圖 10 106~108年維護面積與預算金額 

 -

 5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0

 300,000,000

 350,000,000

 400,000,000

 450,000,000

 500,000,000

 -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數列1 數列2

106 107 108

維護面積 預算金額 



 

24 

 

 3 原衛武營營區規劃 

    衛武營都會公園現址原為陸軍營區，卸除了軍營的

角色之後，對於衛武營的發展方向，則有設為大學、公園

及社區之提案與規劃，如圖 11。1992 年 3月舉行了「衛

武營設立大學或公園」聽證會，由高雄縣市熱心公益的民

間團體及人士組成的「衛武營都會公園促進會」，共同遊

說爭取籌設公園。隔年政府進行協調結論，高雄衛武營區

土地設為都會公園使用，歷經十多年的轉型爭議，自此確

立發展方向，實現南方多年的綠色夢想。 

 

圖 11 衛武營營區分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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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四維養護工程隊公園維護情形 

    四維養護工程隊其轄管下有苓雅分隊、左楠分隊、三

民分隊、前鎮分隊、九如分隊、綠化股等 6個分隊(股)，

負責楠梓、左營、三民、鼓山、鹽埕、苓雅、新興、前金、

前鎮、旗津、小港等 11區之公園、綠地、兒童遊戲場及

廣場面積，如表 5，公園綠地面積呈現正成長，如圖 12。 

 

表 5 106~108 年公園綠地面積 

四維隊轄區 106年 107 年 108年 

鹽埕區 16.14 16.14 13.11 

鼓山區 41.18 41.18 42.95 

左營區 48.47 48.47 46.82 

楠梓區 77.40 77.91 82.50 

三民區 66.54 70.14 97.69 

新興區 4.42 4.42 4.42 

前金區 19.56 19.87 19.87 

苓雅區 83.51 82.57 81.69 

前鎮區 57.94 60.48 60.99 

旗津區 6.94 7.00 14.79 

小港區 85.67 85.67 94.77 

   單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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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四維隊轄區 106~108年公園綠地面積趨勢 

 4 四維養護工程隊經費分配 

    以 106~108 年度編列苓雅區(含衛武營都會公園)重

點公園清潔維護及植栽管理(含災後搶修)工作開口契約

預算，如圖 13。觀察預算分配，長期呈現遞減趨勢，惟

民眾要求卻越來越高，如圖 14。 

 

 

圖 13苓雅區(含衛武營都會公園)重點公園預算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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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本府 1999受理民眾反映衛武營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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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園現況及精緻化維護 

 1 衛武營公園介紹 

    衛武營都會公園現址原為陸軍營區，卸除了軍營的

角色之後，對於衛武營的發展方向，則有設為大學、公園

及社區之提案與規劃。1992 年 3 月舉行了「衛武營設立

大學或公園」聽證會，由高雄縣市熱心公益的民間團體及

人士組成的「衛武營都會公園促進會」，共同遊說爭取籌

設公園。隔年政府進行協調結論，高雄衛武營區土地設為

都會公園使用，歷經十多年的轉型爭議，自此確立發展方

向，實現南方多年的綠色夢想。 

    衛武營都會公園與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相鄰，位於

高雄市三多一路、中山高速公路、國泰路二段、南京路以

及輜汽路之間，佔地約 47公頃。規劃時分為為夢境公園、

自然探索區、漫遊道、營區基地、迷彩樂園區及城市花園

六大故事主題。本調查再依公園內水域、建築物及植物組

成，細分為為(1)行政區、(2)北湖區、(3)綠籬帶、(4)生

態保留區、(5)三連棟區、(6)南湖區、(7)榕南區、(8)榕

北區及(9)草原區等九區，如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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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衛武營都會公園樣區圖 

    行政區：位於衛武營都會公園北側，靠近三多一路段

且緊鄰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三多路上衛武營都會公園

入口處種植了大量的園藝植物，靠近遊客服務中心與行

政中心之處有些許的喬木，於行政中心與北湖之間則的

四個有北湖延伸的湖泊，西北方為三多路之停車場及警

察小隊所在地，周圍主要為高大的喬木。 

    北湖區：衛武營都會公園內最大(約 5 公頃)的淡水

水域，屬於抽取地下水灌溉的人工湖泊，湖底有鋪設防水

層以防止漏水，湖面周圍則多以中大型鵝卵石作為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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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與水域交界明顯清楚。北湖的西北方有一個獨立的

人工湖泊，東北方則有一座長木橋，東南方有一舞台，南

方則有一野鳥觀察室，西方則有一跨越湖面的人行橋。北

湖於西方及東方各有兩條蜿蜒伸出模擬人工河流的水道。 

    綠籬帶：衛武營都會公園西邊緊鄰中山高速公路部

分，此區有不少不規則的小丘陵，保留較多自然長出之次

生植物與灌叢。由於圍牆的隔離及沒有出入口的關係，本

區之人為干擾較少且植物之垂直分層較為完整。 

    生態保留區(生保區)：為北湖區西邊人行橋以南，緊

鄰北湖區西面及綠籬帶東面，南邊則以三連棟最北端的

建築與眺望台的高土丘做分界。本區東方有一野鳥觀察

室可往北湖區望去，東南方有一眺望台可俯瞰整座公園，

其內還有一林間教室可作為戶外教學之用。本區在人行

橋以南林間教室以北的區域步道較不明顯，也保留許多

營區時代的高大喬木，遊客較少且人為干擾也較少。 

    三連棟區(三連棟)：範圍較小，為營區內所保留之三

連棟及舊集合場為主，東靠夏日大道，南方則以兒童遊戲

場為界。舊的集合場區域現為大面積的草地，周圍種有少

許的喬木；三連棟南端則有許多座椅可供民眾休息，為週

末民眾活動的熱門地點之一。 

    南湖區：北面為生態保留區及三連棟區的兒童遊戲

場，西邊為綠籬帶，東邊則以夏日大道為界，南端為輜汽

路。南湖為本區內的小型淺水水池，水池上方有兩座跨過

水面的橋，由於水深較淺故可直接觀察水中的動植物。水

池北端內種有許多挺水植物，南端則以浮水植物為主。南

湖區西南端有一面積較小的停車場，其餘則為大面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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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地，及兒童遊樂場之類的遊憩公共設備。 

榕南區：即為本公園規劃之熱帶迷彩花園區域，西邊以夏

日大道為界，南邊靠近輜汽路，東邊靠近衛武營藝術文化

中心的林蔭大道，北邊則以切過榕樹舞台的東西向道路

為界。本區迷彩花園區域主要為大面積模擬迷彩的石磚

路面，夾雜著低矮的園藝植物以及高大的喬木。 

    榕北區：東面為鄰近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的林蔭大

道，南方接鄰榕南區，西面為夏日大道，西北方為北湖區

的水舞台，北面就是中央草原。本區多為草地配合高大的

喬木，再配置一些低矮的園藝植物，較類似傳統的公園地

景；北端石溪處為一凸起的丘陵，上有一人工水池並有水

道往西流至北湖中。 

    草原區：即為中央草坪周圍，西接北湖區，北接行政

區即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南接榕北區。本區為廣大的草

原與些許的大型喬木，周圍均為道路，道路周邊有低矮的

園藝灌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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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園現況維護內容 

    衛武營都會公園含公廁 5座及周邊人行道，面積約 

10公頃，由工務局養護工程處自有人力及發包承商維護

公園環境及綠化，如表 6。 

表 6 公園管理維護項目 

項目 維護內容 

環境清潔 
公園環境清潔、廁所環境維護、湖面清

潔 

綠化景觀維護  
草坪修剪、灌木修剪、樹木修剪、病蟲

害防治、澆水施肥 

廢棄物清運  維護工作產生廢棄物，每日定時清運 

土木設施 步道、公廁、遊具等設施維護 

水電設施  園燈、噴灌系統及公廁水電等設施維護 

其他 遊民驅離、機車違規進入驅離等 

 

 3 日常工作管理 

（一）清潔維護作業，如表 7 

清潔維護作業包含公園、綠地清潔維護作業、公廁清

潔、水域清潔以及登革熱防治作業。 

1、公園、綠地清潔維護  

人為垃圾清除，是每日上工的第一要務，包含紙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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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罐、飲料杯、塑膠袋、狗糞、廢棄傢俱、磚石、違

規廣告物等之清理及運棄，此外，自然界因季節更替

而形成的落葉及落果，是繼人為垃圾清除後的另一項

工作要點。  

2、公廁清潔維護 

維持廁間空氣流通與清潔，是公廁清潔的關鍵；在清

潔工作上，包含馬桶、便池、垃圾桶、門面、門把、

鎖頭、窗台、洗手台、鏡子、身心障礙間扶手與嬰兒

座椅尿布台的清洗及消毒，另外還包含廁間備品，例

如洗手乳、衛生紙、芳香劑等之補充。  

3、水域清潔作業 

衛武營水域包含南湖、北湖、蓮花池以及石溪，水域

清潔作業包含人為垃圾清除以及入侵種水草撈除；此

外，不定期就沉積在石溪上的污泥清除也是水域清潔

的工作之一。  

4、登革熱防治作業  

依機關提供之「公園(綠地)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檢查

表」，防汛期間每週至少一次場域內登革熱防治檢查，

檢查重點包含：  

（1）全區樹木有無樹洞積水，經發現有樹洞積水，

即以土壤填滿樹洞， 改善前後拍照存證。  

（2）清查園區內有無積水容器、髒亂點，一經發現

須立即清除，倘積水處無法立即清除時，須領用機

關提供之粗鹽、漂白水或環境用藥進行投藥作業，

避免生長孑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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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栽維護管理，如表 8 

1、喬木維護  

喬木維護包含分蘗枝修剪、下垂枝修剪、病蟲害枝修

剪、喬木整形修剪以及病蟲害防治。 在作業安全

上，修剪作業前依規定設立警示標誌及交通維持工

作；修剪作業後，將剪除枝葉予以整齊暫置於現場不

妨礙人車通行與安全的處所， 並予以交通錐、連桿

圍界區隔，且於當日清理運棄至合法處置地點。  

2、灌木維護  

灌木維護包含整形修剪、徒長枝修剪、病枝枯枝修

剪、雜草菟絲子清除、缺株補植及病蟲害防治等；灌

木修剪與病蟲害防治前應先行充分澆灌再施作，修剪

枝葉於當日清理運棄至合法處置地點。  

3、草花維護  

草花維護包含雜草、病枝枯枝修剪、缺株補植及病蟲

害防治等；病蟲害防治前應先行充分澆灌再施作，並

於病蟲害防治後立告示牌公告之。  

4、草坪維護  

草坪修剪後高度依機關指示高度為標準，草坪修剪之

草屑於當日清除，遇有草坪凹陷處隨即回報機關並進

行填土作業。  

5、澆灌作業  

衛武營都會公園澆灌方式以灑水車為主，由經驗豐富

的澆水人員依場域植栽狀況及植栽生長習性決定澆水

量及澆灌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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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園區清潔維護標準作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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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植栽管理標準作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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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園現況維護情形 

公園內設施均有巡查人員及維護廠商定期巡檢，發現缺失

情形，如圖 16、17。 

圖 16 植栽巡檢缺失施工流程圖 

  
巡檢發現枯木 派工枯木移除 

  
樹木遮蔽號誌燈 派工修剪 

  
巡檢發現枯木 派工枯木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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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水 積水處清除 

  

廢棄帆布 帆布清除 

  

人為垃圾 垃圾清除 

圖 17 孳生源清除缺失施工流程圖 

 

上述缺失形成就個人觀點提出幾個面向： 

1.巡查未落實：該公園目前是由四維養護工程隊負責巡查

管理，因該隊負責區域人口稠密地區，導致巡查能量不足，

且年度維護經費逐年遞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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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眾使用習慣：尤其是草皮這一類，除了有樹木種植太

密，導致草皮無法生長，另外就是民眾早晚固定在運動，

導致底下草皮無法生長。 

3.噴灌設計不當：公園約有 47 公頃，可是噴灌未分區配

置，導致現場工人為了澆水需要將水管拖行約 50-100 公

尺以上，嚴重影響澆水效率，導致澆水不足而影響植栽生

長，而植栽生長不好，民眾就不會愛惜。 

4.廠商未定期澆灌：廠商未將公園分區利用現有澆灌設施

進行澆水，再加上上述澆灌設計不當，導致部分植栽維護

不佳。 

5.管理策略不明：有些缺失例如背壓木造成樹木生長不佳

或者因為澆灌困難，導致灌木生長不佳，未立即移除仍留

在現場，澆灌系統不足未能逐年編列經費改善，機車進入

公園頻繁，未能積極勸導民眾駛離。 

 5 公園精緻化策略 

  公園精緻化策略部分，針對上述所提出缺失形成擬訂五

項精緻化策略，如下列。 

1. 設置專案駐點人員：衛武營公園位於苓雅區與鳳山

區交界處，當時由原縣府所開闢，專人駐點負責公

園巡查、每日廠商施作情形回報、違規機車勸導等，

駐點人員可以在第一時間回報公園現況，且可隨時

規勸民眾勿將機車騎入公園。 

2. 配置保全：每天 2 班制，從早上 7 時至晚上 23 時，

搭配駐點人員進行違規行為勸導。 

3. 分區養護：公園因為民眾使用率過高如草皮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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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踩踏，導致使用草皮生長不佳，故建議將公園

以步道為界，分區塊養護，沿者步道以綠色柵欄約

50 公分高圍起來禁止民眾進入，並在現場豎立公

告養護 2 個月，養護期間則請廠商加強澆水及施

肥，並請駐點及保全人員勸導民眾勿進入養護區域。 

4. 灌溉系統改善：補足經費預算重新設計澆灌，以步

道為界，在每個區塊務必自動澆灌搭配手動澆灌，

不要讓手動噴灌水管橫越步道，種植草花區旁務必

設計手動澆灌，另公園灌溉系統也要分區規劃管線

及水箱，以避免共有一個水箱造成補水不及。 

5. 管理策略明確：每日駐點人員巡查回報給分隊後由

分隊長彙整，再針對相關缺失作成指示由自有人力

或開口契約廠商執行。 

6. 鼓勵產業公司認養：因自有人力許多已到屆臨退休

年齡，另用行政作業編修相關規定，增加誘因以進

行公司形象提升，鼓勵民間專業廠商認養進行維護

以達雙贏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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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未來展望及結語 

 1 結論 

高雄市是一個重工業都市，50 年來長期承擔著台灣經

濟起飛所帶來對環境的衝擊，承受過去好長一段時間空氣

汙染、水汙染等等，讓原本是禁衛森嚴的軍營，經過民間

團體及各界 20 多年的努力，終於在 2010 蛻變為一座綠意

盎然、生機勃發的都會公園。以自然生態為前提理想的衛

武營都會公園，成為一座樂活的大高雄地區「綠色之肺」，

並且將積極發揮文化、藝術、教育、觀光等多元化功能。 

衛武營公園的完成成為高雄市南區文化網絡與創意本

質上的共生環境，創造與增加生活的價值，成就兼具自然

與人文特色機能公園，以冀達成平衡都市需求發展與環境

地力復原之調和，創造與增加社區生活的價值。 

 2 建議 

   公園已成為現代人重要休憩空間之一，隨著人口高齡化，

公園已開闢率亦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指標，市府也決定未

來不論是新闢或改造，都要納入公民參與機制。讓社區公

民參與設計，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在同遊步行可及的鄰里

公園間，藉由嬉玩滿足小朋友多重的探索心智體健發展，

讓公園呈現在地性、多樣性、趣味性且符合多年齡層使用

的特色公園，建議維護契約應廣納修復項目，以因應後續

維修。 



 

42 

 

    公園開闢率亦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指標，為提升市容

景觀及市民生活品質，市府應持續推動增加公園綠地休憩

空間計畫，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管理為1公頃以上公園維護，

為維持及精進公園植栽及硬體整體景觀，以及安全性及災

害復建，公園維護管理顯得相當重要，重視既有公園的維

護管理，刻不容緩，全民共同參與維護才能提升市政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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