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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申請表 

申請主題  小確幸-有愛「便」利無礙 

申請單位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撰寫者 林宜華 

聯絡資訊 

聯絡人姓名：林宜華 

地址：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41-3 號 

手機： 

電話：(0836)26520 轉 230 

傳真：(0836)25387 

E-mail：lyh9080@hotmail.com 

申請類別（每份申請表，限勾選單一獎項）: 

A.健康城市類 

（一）卓越獎  □1.縣市組  □2.鄉鎮市區組 

（二） 創新成果獎 

□1.健康政策獎－公共政策        ■2.健康環境獎－都市規劃與環境建置 

□3.健康生活獎－健康生活      □4.健康永續獎－低碳、綠能永續城市 

□5.健康產業獎－藝文休閒與創意產業 □6.健康心理獎－心理健康促進 

□7.健康安全獎－城市與社區安全   □8.健康平等獎－健康平等 

□9.健康特色獎－營造健康城市        □10.智慧城市獎-資訊科技與技術應用 

（三） 傑出貢獻獎  □1.公部門  □2.專家學者 

 

B.高齡友善城市類 

□（一）卓越獎 

□（二）鄉鎮市區金質獎 

□（三）創新成果獎（限勾選單一選項） 

□1.敬老與社會融入                 □2.社會參與  

□3.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        □4.交通運輸   

□5.住宅                          □6.通訊與資訊   

□7.社區及健康服                  □8.工作與志願服務 

□ （四）優良提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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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稿件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著作，為授權人在第九屆健康城市暨高齡

友善城市獎項評選投稿稿件。 

題目：小確幸-有愛「便」利無礙 

提報單位：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立書人同意非專屬、無償授權國民健康署及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將上

列全文資料以數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收錄於網站及刊物，透過網際網路、

無線網路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第三人進行線上檢索、瀏覽、下載、傳

輸及列印。 

 

● 立書人擔保本著作為立書人所創作之著作，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行

各項授權，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立書人： 林宜華 

簽  名：  

 

 

中華民國     106     年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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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項目:健康城市類創新成果奬 

 

 

 

 

主題: 小確幸-有愛

「便」利無礙 
 

 

 

 

 

 

 

 

 

單位: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4 
 

摘要（限 800 字內）： 

本縣 65 歲以上人口於 105 年已達 9.84%，自 81 年 11 月 7 日戰地政務解除，政治

上回歸地方自治後，本縣即以「觀光立縣」為施政主軸，觀光事業成為本縣未來唯一

生計，縣府投入大量人物力推展觀光；透過黑嘴端鳳頭燕鷗發現、號召老兵回防、世

界最高媽祖石神像完工、地方博弈公投通過、藍眼淚大量現蹤等旅遊亮點陸續推出，

提昇馬祖登上媒體版面，甚至國際舞台，觀光人數也逐年成長，分析遊客年齡層發現，

仍然以退休高齡者客群佔大多數，推廣本縣公共廁所高齡友善化，維護本縣長者及外

來觀光長者在外出如廁之安全與友善成為觀光立縣的首要改善目標。 

為達本縣觀光立縣目的，達到「產」「觀」共同成長，走向觀光島嶼風味、特色文

化尤其重要，配合本縣特有的戰地文化，利用國軍在馬祖有許多軍事建設，發展出具

特色的戰地環境，並將建築融入本縣特有的閩東地方特色，以不破壞自然景觀，並與

傳統建築結合，設計規劃一系列以閩東式建築外觀的公共廁所，利用本縣政府置有有

景觀總顧問資訊平台召開跨局室會議，納入私部門的專家學者，建立之跨局處室橫向

連繫平台為基礎，共同腦力激盪。 

創新性： 

（1）專業團隊規劃設計—利用 104 年度申請到的補助經費 976 萬進行 8 座公廁大破

大立整修，規劃設計方向朝高齡友善、無障礙空間、節能減碳及綠美化構想施

作。  

（2）打造地方特色公廁--過去公廁大部分為附屬於廟宇週邊，由於年代較早，許多硬

體設施不符現代化公廁之需求，未來將融入以地方特色閩東建築為主並，打造

獨一無二的特色公廁，創造亮點讓軍民遊客等為之驚艷。 

（3）提供如廁之附屬物品-- 104 年度起戶外公廁全面提供衛生紙、擦手紙、洗手乳等，

解決如廁時不必要尷尬，更能彰顯公廁接近民眾使用之便利及友善性，對高齡

者也是莫大福音。 

（4）清掃學習及推動專人打掃—由環境資源局主動邀集轄區所有列管公廁的「清潔

人員、清潔人員主管及公廁管理單位主管」參加清掃學習活動，並將所學應用

於負責清潔之公廁，以確實改善公廁整體環境。友善的如廁環境，除使用者本

身的禮儀與公德心外，清潔人員及打掃頻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本縣在經

費資源與人力限制下，將公廁依重要性分類為特定公廁、重點公廁及一般公廁

三種，進行不同清潔頻率方式來維持其清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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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一世紀團隊崛起，英雄淡出，本規劃書小確幸-有愛「便」利

無礙，推動團隊組成係由縣長親自擔任領導人，拉高層級，型塑願

景，多次召開會議並明確計畫目標與方向，環境資源局局長擔任執

行秘書，負責主要聯繫推動，因為首長的參與，讓團隊運作更有效

率，相關創意及問題均能在跨部門平台進行水平與垂直協調互助下

進行計畫修正與迎刃而解問題。 

二、 指標現況：本縣戶外公廁多為早期興建，時至今日存在諸多問題，

如廁所規模容量小不易擴充，如廁空間狹小、軟硬體設施不佳、加

上維護經費不足、政府施政未重視等等，使得正常人如廁即有觀感

不佳，遑論對高齡者貼心友善考量。現今連江縣全力推展觀光，讓

馬祖走出去，世界走進來，推動公廁提升工作已著手施行中，公廁

環境高齡友善化更是重要一環。目前分析遊客年齡層，仍然以退休

高齡者客群佔大多數，且本縣人口結構也逐漸高齡化， 65歲以上

人口逐年增加於 105年達 9.84百分比，所以相關旅遊配套措施應

對此族群多加關注：基於高齡友善層面考量優於衛生清潔層面，尚

須輔以相關措施改善。高齡友善化計畫試圖進行改善指標名稱為--

高齡者常去場域設置坐式馬桶的涵蓋率，其操作型定義為--高齡者

常去場域設置坐式馬桶之比率，此比率分為主、副二指標，首先每

間公廁先求有坐式馬桶並以主指標表示，次而求坐式馬桶整體數量

提高並以副指標表示，經調查目前主指標約為 54％，副指標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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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 改善重點：本縣公廁環境高齡友善化計畫以戶外公共使用廁所為計

畫範疇，目前環境資源局列管 36座公廁，當公廁新建或修繕進行

時，應朝向高齡友善化之主、副附指標努力，預計主指標達到 72

％，副指標達到 45％，讓本縣往高齡友善城市邁進。 

貳、 推動策略步驟與創新： 

針對計畫推動，首先以 SWOT分析，找出本縣內部資源優勢與劣勢、

外部環境機會與威脅，分析所得臚列如下： 

一、連江縣之 SWOT分析 

 優勢(Strengthness) 

（一）地方小亮點易突出 

連江縣面積僅約 29.6平方公里，為全國最小縣市，但居民以

公教為多數，平均素質較高，於計畫推動時，認同度高，成果

容易展現，較易突出亮點。 

（二）戰地文化 

國軍在馬祖有許多軍事建設，且發展出具特色的戰地環境，因

此南竿鄉不同於其他鄉鎮，有著獨樹一格的戰地文化，發展特

色觀光。 

（三）無工業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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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歷史際遇，並未捲入高速工業化的發

展歷程，因此較無環境污染之虞，人文特色及自然景觀得以保

存。 

（四）局處室整合能力強 

本縣自 99年起執行「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目前也正朝向高

齡友善城市發展，將整合此平台，加強各局處間之橫向聯繫，

共同建構高齡友善公廁環境。 

縣長親自主持跨局室會議提高高齡友善城市推動能量 

（五）NGO志工組織動員能力強 

部分社區發展協會積極主動協助各項建設，採取雇工購料方式，

將補助經費盡力節約並有效運用，典型代表如仁愛、馬港社區

發展協會。 

 劣勢(Weakness) 

（一）交通便捷度仍是最大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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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台馬間必須依賴海、空運，船運班次有限且舒適度不佳，

費用昂貴又易受氣候影響。 

（二）人口外移嚴重 

過去依賴駐軍消費，因駐軍銳減致市場規模縮減，導致商業行

為衰退、人口外移、相關人才嚴重不足。 

（三）財源短缺 

南竿鄉因地屬偏遠之離島，稅收少及各項資源短缺，公共建設

皆須仰賴中央政府補助。 

 機會(Opportunity) 

（一）重視離島建設 

近年來，中央重視離島建設，朝向拉近城鄉差距的目標，推展

各項相關政策，尤其重視離島的相關建設。 

（二）軍方釋出土地 

早期因戰地前線因素而管制土地，近年來因應「還地於民」政

策，軍方開始大量釋放出過去因國防需求所使用之土地。 

（三）環保意識逐漸抬頭 

近年來馬祖正在面臨轉型時刻，再加上中央大力推動環境保護，

宣導環保觀念，民眾普遍開始注重環保，而軍方除原本駐防任

務之外，也積極配合執行環保相關政策。 

（四）藍眼淚話題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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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藍眼淚已成為台灣各界熱門討論話題，經過媒體大量曝光，

引起遊客對於馬祖地區之好奇與關注。 

 外在威脅(Threats) 

（一）離島建設基金即將用罄，未來對地方補助可能逐漸減縮，將會

造成公共建設推動困難。 

（二）空中及海上交通較不便利，冬季寒冷、海風強勁，有時中國大

陸沙塵暴來襲嚴重，會使能見度降低，導致機場關閉，飛機

無法正常起降，對馬祖的觀光產業造成很大的威脅。 

（三）公廁數量雖多，普遍硬體空間偏小，改善擴充均不易。 

（四）4.部分縣民存在老舊思維、公德心不足、對公共事務參與度不

高。 

（五）藍眼淚現蹤後，觀光客持續增加，如無法及時挹注清潔維護人

力，將會對環境整潔觀感上造成莫大傷害。 

二、策略及步驟： 

改善公廁軟硬體，首先需要建設經費，透過專業人力，研擬完善規

劃書，第 1年以南竿鄉為主向中央環保署申請營造友善城鄉環境補助經

費 1,571萬，再逐年推展擴及其他各鄉，並依據五大行動綱領--研擬本

縣可行策略，依據策略訂定可執行步驟，使有效達成全縣友善化公廁，

茲將行動綱領策略、步驟以表格方式呈現如下： 

五大行動綱領 策略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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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訂定 

1.依重要性分類
建立。 

2.建立分級評鑑   
  制度。 
3.訂定獎懲規

則。 

1.清查及列管轄內公廁。 
2.依使用頻率分為特定公廁

重點公廁及一般公廁。 
3.決標方式價格標變更為品

質標。 
4.建立評鑑分級制度與定期

公佈評鑑結果。 

支持性環境建
立 

1.安全性環境規
劃、設計。 

2.提供長者溫馨
與方便需求的
如廁環境。 

1. 設置扶手、地板止滑(不滑
倒)、緊急求救裝置及提高
坐式馬桶比率。 

2. 提供衛生紙、擦手紙、烘
手設備、洗手乳、置物架及
如廁空間環境內外之綠美
化。 

 

改變個人觀念 
教育宣導正確的
如廁禮儀。 

1.從學校教育及社區大學等
紮根灌輸如廁禮儀。 

2.利用媒體宣導正確的如廁
禮儀。 

3.配合中央清掃學習計畫首
長帶領各局處長進行公廁
清掃學習體驗形成風氣。 

強化社區行動
力 

1.鼓勵社區及企
業認養。 

2.訂定獎勵評比
機制。 

1.宣導社區居民凝聚環境共
同維護的觀念。 

2.提供誘因鼓勵社區認養。 
3.媒體刊登績優社區事蹟。 

改變服務方向 建立特色公廁 

1.赴台觀摩松山機場優良公
廁管理及清掃方式。 

2.跨局處整合資源，規劃設計
具馬祖特色的亮點公廁。 

三、創新性 

（一）專業團隊規劃設計—利用 104年度申請到的補助經費 976萬進行 8

座公廁大破大立整修，規劃設計方向朝高齡友善、無障礙空間、節

能減碳及綠美化構想施作。  

（二）打造地方特色公廁--過去公廁大部分為附屬於廟宇週邊，由於年代

較早，許多硬體設施不符現代化公廁之需求，未來將融入以地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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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閩東建築為主並，打造獨一無二的特色公廁，創造亮點讓軍民遊

客等為之驚艷。 

（三）提供如廁之附屬物品-- 104年度起戶外公廁全面提供衛生紙、擦

手紙、洗手乳等，解決如廁時不必要尷尬，更能彰顯公廁接近民眾

使用之便利及友善性，對高齡者也是莫大福音。106年度為提升衛

生清潔及增加安全性，於坐式廁間更提供酒精消毒液供民眾選擇使

用。 

（四）清掃學習及推動專人打掃—由環境資源局主動邀集轄區所有列管公

廁的「清潔人員、清潔人員主管及公廁管理單位主管」參加清掃學

習活動，並將所學應用於負責清潔之公廁，以確實改善公廁整體環

境。友善的如廁環境，除使用者本身的禮儀與公德心外，清潔人員

及打掃頻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本縣在經費資源與人力限制下，

將公廁依重要性分類為特定公廁、重點公廁及一般公廁三種，進行

不同清潔頻率方式來維持其清潔度。 

參、 跨部門(領域)合作機制： 

一、跨部門資源平台 

本縣發展走向觀光島嶼風味、特色文化尤其重要，所以近年

來在公廁興建之初即考慮其建築融入閩東地方特色為主，縣政府

置有有景光總顧問資訊平台召開跨局室會議，於 99年度起以「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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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景觀總顧問計畫」所建立之跨局處室橫向連繫平台為基礎，共

同腦力激盪，縣府另於民國 100年 10月起即為執行相關規畫案，

成立高齡友善城市推動計畫推動委員會與跨局處室整合推動專案

工作小組，由縣長擔任召集人，示範區鄉長及相關局處主管共同

擔任執行秘書，定期召會，形成本縣推動高齡友善城市、寧適家

園環境之具體可行共識。 

 

連江縣環境景觀總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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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連江縣跨局處整合平台 

二、媒體資訊平台角色 

本府所屬馬祖日報電子報馬上處理平台，提供縣民與遊客方便

問題通報反應中心，本府相關單位亦將處理情形由此平台回覆，公廁

衍生問題雙向溝通亦屬其範疇，其他如縣府值班室、本局 24小時報

案專線、馬祖資訊網等亦提供相同功能，獲得民情與解決民怨暢通管

道。 

 

 

肆、 民眾參與機制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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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操作型定義高齡者常去場域設置坐式馬桶之比率指標牽涉硬體改

善，需大筆經費投入，衡量現階段本縣客觀環境與民情，仍以公部

門力量為主，民間力量為輔，惟各村落內公廁環境維護等事務，可

因地制宜，先嘗試結合各村村長力量或社區發展協會認養維護先行

處理，以達永續發展目標。 

二、經努力，105 年度津沙村津沙公廁及馬港村科蹄沃公廁分別由津沙

村村民及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認養，106年度馬港村科蹄沃公廁及橋

仔村公廁分別由馬港社及橋仔區發展協會認養，政府僅補助少許清

潔經費，讓在地人餐與維護在地公廁，激發認同感及減少工作里程，

創造雙贏，此模式未來將會持續推動。 

伍、 成果與成效： 

一、目前主指標達到 73％、副指標達 38％，符合無障礙設施設置，安

全更有保障（9 處共 9 座）。 

二、公廁建築融入閩東地方建築特色—外觀不再是刻板水泥建物，取而

代之是讓使用人心情愉悅並考量綠建築概念，如東莒大埔公廁、及

仁愛村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公廁、介壽澳口公園公廁及北海坑道公

廁可為代表，以下為 103年止陸續完成之地區特色公廁，從造型設

計、建材選擇皆與地方相互結合。104年度發包之修繕公廁，依此

指導原則規劃設計，106年北竿鄉即將修繕之公廁也朝此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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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由點、線、面串聯，最後完成全縣小確幸-有愛「便」利無礙

目標。 

 

 

三、從需求者角度建立全方位人性化廁所--寬敞兼具通風採光效果空間，

高低配置小便斗及安全輔助器方便各族群人員使用，同時也提供飲

水機及資源垃圾分類桶等節能減碳環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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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通報電話及寬敞進出如廁空間與安全扶手、求救鈴等

貼心設施，對年長及高齡者尤其方便。清楚標示與溫馨美感配色另人

愉悅、男女廁間數量比例配置對女性可減少等待、無障礙廁所配置及

大而易清潔小便斗、以及提高坐式比例方便高齡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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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府環境資源局目前列管維護之各戶外公廁，依使用頻率高低分為

特定公廁、重點公廁、及一般公廁，特定公廁列管每日清掃巡視 4

次，重點公廁列管每日清掃巡視 2次，其餘一般公廁清掃 1次，將

有限資源作有效使用，未來將對幾個重要戶外公廁實施專人打掃維

護，提昇整體清潔度。 

 

陸、 永續經營與評核機制： 

一、教育宣導喚起民眾公德心 

不定期透過媒體宣導，讓民眾了解如廁禮儀與共同維持乾淨

的如廁環境，以喚起民眾公德心。最終讓維護環境清潔人人有責、

留給下一個使用者良好的如廁環境意識深植，產生觀光軟實力與力

量。 

二、推動社區(企業)認養共同打造優質的如廁環境  

鼓勵社區協會參與鄰近公廁的認養工作，透過認養機制讓社

區內民眾凝聚環境共識，榮辱與共精神，進而來認養響應公廁維持

運作工作，105年已召募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認養 1座公廁執行並評

估中。 

三、政府重視挹注經費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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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經費支持下，再強化友善化之硬體設施維護經費，讓規

模容量擴充前提下、提高主副指標比率，對增進地區之觀光品質將

有正面性的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