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提昇高雄市競爭力，挑戰 2008 

第一節、「南核心」中的高雄市 

2002年 8月間，陳水扁總統召集府院高層舉行「大溪會議」，以經濟戰略作

為國家發展的切入點，探討有關繁榮經濟、鞏固民主及提升安全的重要議題。其

中有關經濟策略部分，除著眼於對外經貿網絡的開展、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之外，

為強化台灣在亞太地區的經濟競爭地位，更作出「具體規劃建立南北雙核心的綜

合競爭力，並配套規劃國家整體資源的有效利用，平衡城鄉發展，全面提升總體

競爭力」的具體結論。至於產業的區域發展上，則強調要選擇我國在國際競爭力

上有特別優勢的重點地區，集中加強公共建設、吸引投資及產業聚集。 

高雄市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良港，在 2001年的貨櫃運輸量高居全球第 4位，

另有小港國際機場，以海空港兼具的地理條件，位據東亞交通要道，成為台灣對

外的主要窗口，更是連結台南、高雄、屏東的鐵公路交通運輸樞紐。除此之外，

高雄市氣候溫暖宜人，腹地廣闊、同時境內有海、有港、有河、有湖、有自然公

園，這些優越條件足以建立一個宜人居住及吸引觀光的一流城市。因此，不管是

在建立南部核心或在建構台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重點地區上面，高雄都具有不可

忽略的戰略地位。 

無論如何，雖然高雄在南台灣的區域發展及台灣的經濟戰略上極為重要，高

雄在這幾年的發展上卻明顯遭遇瓶頸。其主要原因在於：(1)高雄早期以石化工

業及重工業起家，也是南部區域的製造業中心。近幾年傳統產業外移使就業機會

減少，但是高雄卻沒有預作產業轉型準備，因此服務業與新興產業就業機會未相

對充分增加；(2)政府對於基礎設施的投資長期存在著南北不均的情形，而且對

高雄的都市發展規劃也不盡完善，影響所及，使得高雄無法充分整合資源、發揮

優勢；(3)港市合一的問題遲遲無法解決，造成廠商投資困擾，同時受到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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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視整體港區土地開發利用的本位主義影響，使得高雄港只有貨物卸載的作用，

而無法扮演商業、居住、觀光等等對於一流港灣城市而言至關緊要的功能；(4)

受到長期以來產業結構以高污染產業為主、基礎設施規劃不足與不善、高雄港無

法充分發揮多元機能的影響，使得高雄市在生活、居住、遊憩上無法充分發揮區

域中心應當具有的機能。 

自謝長廷市長接任之後，高雄市在縮短南北差距、提高城市生活品質方面，

都有了長足的進展。其重要的推動事項包括：捷運開工、污水處理與愛河整治、

垃圾不落地、建立城市光廊與自然生態公園等等，同時也破天荒的到國外進行兩

次招商。但是高雄市仍然需要採取更多積極與具有豐富創造力的作為，以解決長

期結構性問題造成的負面影響，讓高雄市成為建構南部核心中的主要力量，並藉

由高雄的快速進步帶動南台灣的區域發展。 

第二節、高雄市未來經濟發展建議 

經由我們前面的研究結果作為基礎，我們對未來高雄市經濟發展提出建言： 

一、善用既有資源，藉由改造與整合運用，迅速提昇城市        

競爭力與生活品質 

不少專家指出，南北不均是長期以來累積的無奈結果，但是目前政府面對財

政困窘的實質困難，想要在短期之內要求中央政府對高雄進行大量財政挹注，恐

怕在預期與實際上會有一段落差。但是從另一方面而言，高雄在都市規劃上具有

宏觀格局，具有一流良港，自然人文遊憩資源豐富。因此，只要採取積極作為，

釋放既有資源的活力，就可為高雄及南台灣發展注入巨大發展動能。 

專家認為，台灣南部地區腹地開闊，氣候溫暖。以高雄市為核心，連結台南、

高雄、屏東、以至墾丁地區，這個區域實已具備發展國際級都會的優越條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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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條件現在大多尚未充分發揮，其原因往往是因為沒有整體規劃；行政組織

缺乏彈性、主動性、甚至單位之間相互干擾；法令規章僵化、缺乏前瞻性思考。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現有自然人文資源，活化城市商業休閒機能，使高雄成為國

際知名，如同香港、雪梨、新加坡一般的「海洋—港灣城市」，藉此發展觀光、

提昇居住品質、協助傳統產業升級，使大高雄地區的工作、投資條件與居住、休

閒機能共同提升，實在是促使台灣朝向南北雙核心發展的重要思考方向。對此，

本計劃的建議如下： 

(一)  善用高雄港碼頭區閒置資源，創造港灣城市商業、觀光、居住

吸引力 

高雄已有廣大而完整之港口建設，此為發展南部競爭力的重要資源。善用此

資源可發展具國際吸引力之觀光特色，吸引人潮，其中包括未來可倍增之中國大

陸觀光人潮。由此不僅可創造高雄之國際級都會特色，更可藉提升港灣觀光產

業，創造南部的服務業核心競爭力。具體建議包括： 

1、 儘速開發利用高雄港區 13號至 22號碼頭之間八座碼頭 

國外大型港口多有利用閒置碼頭暨倉庫空間規劃為展場或休閒遊憩空間，成

功活化港口商業機能的實例。利用碼頭週邊歷史環境特色設計展覽或遊憩主題，

保留港口城市的歷史人文風貌，可增加港區空間面貌的多樣性，提升港區觀光產

業附加價值。善用碼頭區閒置資源的方式，除了結合豐富的海景與漁穫資源，亦

可在碼頭區規劃休閒遊樂空間，或進一步規劃相關展覽交易中心。 

高雄港區13號至22號碼頭與高雄市最為繁華熱鬧的三多商圈與漢神商圈比

臨，鄰近重運量捷運線，並且擁有可供輕軌捷運之用的臨港鐵路線。這個區域不

只本身即擁有充足空間與吸引力，可開發多樣化的服務業，更可透過輕軌捷運及

環港渡輪連結愛河、旗津、哈瑪星等主要景點，甚至經由藍色公路連結台南至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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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之海洋遊憩資源。開發此一區域，對於提振南部觀光產業絕對可以產生立竿見

影的效果。 

此區域之利用可配合鄰近成功路、新光路、凱旋路一帶進行開發，讓此一帶

的發展不但不被港區所限，更能以港區為基礎，發展親水空間。在此同時，可考

慮將水岸相關土地使用變更為商業遊憩區。 

2、設立軍艦暨武器觀光公園及海事博物館 

不少國外的知名港灣城市，例如紐約與雪梨，為了提昇觀光業，莫不於港區

設置軍艦展覽與海事博物館，而且也對於吸引人潮發揮非常重大的效果。高雄港

的船隻進出一直是熱門的觀光項目，而每年的左營軍港開放也吸引許多人潮，高

雄的造船業更是國際知名。因此，可在不影響國防的前提之下，提供退役艦隻與

相關武器，於高雄港規劃一處軍艦與武器觀光公園。 

高雄港 13 號碼頭過去是台灣運送新兵到金門的接駁站，從人文歷史的角度

來看，此處已成為許多國人重要的共同記憶，實為規劃軍艦暨武器觀光公園的最

適當地點。同時，可以利用碼頭閒置倉庫，設置海事博物館，進一步強化吸引力。 

13 號碼頭鄰近高雄市區商業活動最為頻繁之百貨商圈，許多飯店及旅館也

座落於鄰近區域。藉由軍艦公園與海事博物館的設立，將可發揮巨大的相乘效

果，將原本無法親水的市區消費觀光範圍延伸至港口，大幅強化高雄都心地區之

商業及遊憩機能。 

3、開發以高雄都會區為中心的南部藍色公路 

南部藍色公路可由高雄港的 22 號碼頭為中心，連接台南沿海及屏東墾丁地

區。此地鄰接高雄市區的八五廣場、三多商圈、捷運，除可帶動當地旅遊購物人

潮外，更可搭配高雄之觀光資源、商業機能、旅遊住宿設施，讓「台南—高雄—

墾丁」成為台灣最具吸引力的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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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藍色公路之設計規劃，應特別注意由政府扮演規範者的角色，制訂辦

法，保留小港口、漁村與鄉村聚落環境之完整，禁止濫建防波堤及其他破壞海岸

環境之設施。至於具體休閒設施之規劃及建設，則應交由民間執行為宜。 

4、設立遊艇展覽公園及交易中心 

台灣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遊艇出口國家，遊艇設計、生產與交易的經驗豐富。

以此為利基，可以利用高雄港區碼頭，設立遊艇展覽公園及交易中心。利用遊艇

展覽與交易的複合功能，大幅強化港區觀光遊憩吸引力。 

5、設置傳統產業行銷及展售中心 

南部為台灣傳統產業集中地，如何提昇傳統產業產品的附加價值是個相當重

要的議題。由於台商在中國及東南亞的經營，在高雄港有相當大數量的傳統產業

中間財及成品進出口。如能以此為基礎，在高雄港區設立傳統產業行銷及展售中

心，既可使高雄港成為國際上一重要的零售貨品集散區，更可進一步強化高雄之

觀光吸引力，並藉此提昇南部傳統產業之行銷展售能力。 

(二)推動南部地區縱貫鐵路捷運化 

在南部核心競爭力的策略規劃上，交通建設的迅速升級實為首要之務。台鐵

縱貫線由新市至屏東段，經過南科與路科，連結高雄地區重要的新興生活機能

區，並且通往南台灣重要之休閒觀光區域，成為連結台灣南部地區工作、居住與

休閒三大生活機能之現成交通幹道。因此，若能加速推動此區域的縱貫鐵路捷運

化，大幅提升此區段的運輸能量，縮短交通時間，提高生活品質，將可增進此區

吸引人才進駐的誘因，落實南部地區「工作在南科、居住在左楠、休閒在海岸」

的生活藍圖，進而帶動整體區域的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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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設立高雄博物館群 

高雄地區長期以來為台灣的重化工業中心，可以利用此一歷史遺產與觀光產

業相結合。舉例而言，在軍用工業方面，高雄市區的 205兵工廠中有完整的國軍

武器歷史陳列館、彈道靶場，此即為極佳賣點。就高雄臨港及附近區域之火力發

電、鋼鐵、造船、石化等工廠而言，可將其中部分地區規劃成主題式的觀光景點，

配合公共雕塑與綠地，建立分散式、極具特色的博物館群，並經由臨港鐵路及接

駁公車予以連接。藉由博物館觀光鍊的形成，配合導覽與城市記憶的追溯再造，

可為南部地區創造獨具特色的觀光資源。 

二、事權統合，提昇行政效能以鼓勵投資 

在本計劃所訪談的產業人士當中，有不少人認為，政府部門針對投資計畫統

一事權，提昇行政效能，是鼓勵投資的最有效方法。要了解因為政府部門事權不

統一、行政流程曠日費時而對於廠商投資意願造成的嚴重負面影響。下面就是一

個可供說明的實例： 

有一位於外商公司任職高階主管的高雄子弟，成功說服公司於高雄進行大型

投資計畫。他們的投資計畫希望能利用港區土地及碼頭，不只有輪船停靠，並且

結合觀光及購物用途，甚至設立一個小型音樂廳。這時港務局通知廠商，因為涉

及土地變更用途，必須跟市政府申請，而整個計劃案也就此暫停擱置下來。同時

港務局告訴廠商，因為市政府要變更兩次，所以無法如同廠商希望，於簽署投資

計劃案之後於三個月動工，而必須耗費兩年的時間。到此，外商公司認為，如果

處理一個執照就必須花費一年半，所需機會成本過高，因此考慮取消此一投資

案，甚至轉移到國外進行。 

類似這樣的事例，政府必須以魄力及具體作為予以解決，本計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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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儘速落實高雄港市合一，釋放港區資源，並且積極招商，活化

高雄港區 

高雄港市遲遲無法合一，造成任何投資的相關行政作業難以協調，並且曠日

費時，阻礙投資意願。以前述個案為例，因為港市不能合一，阻礙行政流程合理

化，一個投資案的審核必須花費兩年，實質上等於打消投資案。港市不合一的另

外一個重要問題是港與市的發展失去直接關聯，也弱化相關行政部門發揮港區多

功能機能以帶動鄰近市區腹地繁榮的動機。 

港市一旦合一，高雄市政府應將港口當成企業來經營，聘請專家治理高雄

港，導入電子商務，加速人、貨通關速度，以提升港務效率，才能運用人流、物

流帶來的商機。同時，也要學習大陸積極招商的態度、渴望把投資機會抓住的精

神，主動找客戶推銷自己，為客戶解決問題。 

十年前的中國東北大連仍是老工業基地，當時的大連市長親手主導市政建

設，但懂得借力使力，放手讓外人整治大連港，於是找來全球港務效率最高的新

加坡港務局全套技術支援，大連港也成為資訊網路運用領先的港口，貨櫃裝運效

率已遙遙領先日本。傳統東北良港大連港，迅速從原本工業的陪襯，轉為市場腹

地的依託。這個例子相當值得高雄借鏡。 

(二)  建立投資單一窗口，簡化行政流程，降低廠商投資計劃之不確

定性 

外商業者認為，他們在全球市場中選擇投資地點時，除了勞動、土地、基礎

設施等因素之外，特別重視的就是政府效能會不會造成投資計劃的不確定性，以

致使得投資計畫無法進行規劃。他們最希望台灣政府改善的，就是簡化投資案相

關的行政流程、增加投資計劃案進度的透明程度、並且最好有統一的投資窗口，

讓投資者不必在不同單位之間四處打聽、為公文疲於奔命，而這樣的統一窗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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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能夠明確的告訴業者：「需要多少表格、需要準備多少資料、需要蓋多少章、

需要用多少時間」。 

(三)推動重大投資案，透過專人專責方式，協調中央及地方行政事務  

不少業者認為，由於過去一些案例，反映出不同層級政府單位之間，或出於

本位主義影響，或由於缺乏勇於任事的誘因，造成投資案進度耽擱，甚至可能「睡

死」在公文往返旅行當中。針對這個問題，本計劃建議市府採取專人專責方式，

以年輕政府官員為主力，推動重大投資案，負責溝通、協調、協助廠商完成所有

行政流程。對於推動重大投資案有功的政府官員，則優先予以拔擢。 

(四)加強運用網際網路，提供投資者及採購商訊息 

在全球化競爭當中，善用網際網路可以大幅提昇城市競爭力。舉例而言，越

南即已經做到了可以在網際網路上註冊公司。業者建議高雄市政府應再強化市府

網頁可以提供的行政流程及投資訊息。一方面應讓所有投資流程及相關表格完全

在網路上透明化；另一方面，因為高雄市政府網站是國外投資者或採購商會優先

造訪的網站，市府應強化英文內容，作為高雄地區投資訊息的主要網站，並主動

協助中小企業廠商登錄外文資料。 

善用民間智庫、學術界及產業組織力量，擬定政策、遊說中央、協助招商：

廿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而這一點也應該反映在政策的制訂與推動上面。市

政府實應在市府有限的人力資源之外，善用協調能力，積極製造對話參與管道，

讓大高雄地區高等教育體系中充沛的知識資源得以有效地整合入政策的評估、制

定、及推動過程之中。 

高雄長期受到南北不均的負面影響，其問題之一即在於因為地理區隔，中央

政府及媒體重心皆座落於台北，以致於與高雄建設有關的政策或意見在首都沒有

獲得應有的重視與討論。市府實可多與學術界或民間智庫結合，於首都大力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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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行銷的工作。除此之外，招商工作完全隸屬於政府部門之下，實有不足之處，

可配合產官學合作之產業促進組織進行。 

三、打造優質教育環境，提供居住誘因並協助產業升級 

知識經濟是全世界的趨勢，而如何提供優質人力資本，協助高雄傳統產業升

級，更是當前高雄發展經濟的重要議題。而高雄的教育事業不只可以扮演提供人

才的角色，更需扮演留下人才的角色。外商即指出，台灣為振興經濟，從中央到

地方政府無不積極招商、引進外資，外商原本樂意前來或更長久停留，但因台灣

未能提供外籍小孩完善的教育系統與設施，又無互動、溝通協調的專業窗口，減

弱國外投資者來台意願，此外，文化交流資訊也欠缺聯繫橋樑，不易融入台灣社

會。有鑑於此，本計劃建議： 

(一)爭取設立自由教育特區 

高雄本身為全球知名的國際港市，如能配合南部國際機場之興建，就可以為

國際人員流動提供優越環境。而高雄不少地方有大量具備良好公共設施的閒置土

地，可供設立學校之用。在另一方面，三鐵共構及捷運的落實，將使高雄有十分

便利的大眾運輸系統。因此，不管從土地資源或交通運輸的條件看來，高雄都擁

有設立自由教育特區的優秀條件。 

高雄市政府可依照憲法將教育列為地方自治事項之精神，爭取中央將教育權

下放，由議會另立特別法，善用這些閒置的土地資源，在高雄南北兩區分別擇地

設置「高雄自由教育特區」。在特區內關於學校的設立、土地取得、資本結構、

學費定價、教學內容、人事任用、學位授予，都盡量不予以干涉；學校的興衰存

廢，概由市場競爭決定；而政府只做評鑑與提供消費者訊息的工作。 

由於公立教育體系仍於特區之外存在，因此並不必擔心有人的受教權會因此

受損。而公立學校於法人化之後，也得以在不接受政府補助的前提之下，於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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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設立分校參與競爭。對於那些反對在教育中引入市場機能的人而言，特區提

供一個組織試驗與比較的機會。特區內蓬勃的教育服務產業，將可為高雄帶來新

一波的成長契機，創造優質的投資環境，引來為子女尋求更好教育機會的人才，

並真正讓高雄落實「資訊城市、知識經濟」的理想。 

(二)促進傳統產業升級，透過產學研發計劃，讓大學資源與企業結合  

建議高雄爭取設立「傳統產業升級研發中心」，並爭取經費，讓高雄市政府

可透過專案計畫模式，媒合大學與傳統產業，讓大學中的知識資源協助傳統產業

進行升級。為了讓這些經費產生具體效益，政府應要求大學找到具體的合作廠

商，並且也可要求合作廠商需提出一定比例配合款，訂定有明確市場目標的計

劃，進行相關應用研究並予以實用化。舉例而言，高雄的優勢之一即在於陽光與

海洋，中山大學內之西子灣更是擁有衝浪與風浪板的水岸遊憩傳統，如何強化中

山大學海洋科學院與相關產業合作，即為中央與市府可著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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