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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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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位於臺中市南屯區，以都
市計畫農業區為主。

 緊鄰精密園區一、二期及臺中
工業區、中科臺中基地等大肚
山產業聚落。

 近國1南屯交流道、國3龍井交
流道，15分鐘內可達機場、高
鐵站、臺中港等交通樞紐。

交通便捷．鄰近產業聚落



二、產業需地恐急．引進在地優勢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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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園區一、二期有大立光、上銀、大銀微、台中精機、鐿鈦等多家知名大廠進駐，
就業人口2.1萬人，年營業額1,627億，產業擴廠需求強，土地供不應求

規劃引進「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
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電腦、電子
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製造業」、「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產
業」等具在地優勢且低耗能、低污染產業。

智慧製造試
營運場域

臺中優勢產業

智慧機械
產業發展計畫

智慧產業

生產力4.0 臺中富市3

中

央

地

方

65 %智慧機械+光學製品 產值在臺中



三、土地使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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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總面積：25.6公頃

• 產業用地：15.4公頃

• 公共停車空間：0.69公頃 (共五處) ，將預留充電樁(站)設置管線(含無
障礙車位)，以利低碳汽車停車位設置。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實際測量分割為準。

環保設施用地環

環

主要動線 20 M ，
串連既有園區 。

順應原有地形地貌，
配置周界緩衝綠地。

項目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產業用地(一)/乙種工業區 15.40 60.2%

公用事業
用地

自來水事業用地 0.51 2.0%

公共設施
用地

環保設施用地 0.92 3.6%

廣場兼停車場 0.69 2.7%

公園用地兼滯洪池 1.68 6.6%

綠地 2.60 10.2%

道路用地 3.80 14.8%

合計 25.60 100.0%



四、已取得水、電、廢棄物同意供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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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劃內容／辦理情形

用水

 預估平均日需用水量為4,160 CMD

 園區整體總用水回收率為75%

 自來水公司同意供水(110.2.4台水四操字第1100002783號函)

 用水計畫書經經濟部水利署核准(110.8.27經水源字第11053266490號函)

污水
 平均日污水量約為2,560 CMD，放流水如須再利用，處理至符合再生水水

質標準。
 中科管理局同意納入中科專管 (109.7.29.中環字第1090015283號函)

電力
 預估需電量50,000 KW

 台電公司同意供電(111.08.04台中字第1118097761號函)

廢棄物處理

 預估產生量15公噸/日【一般廢棄物(4.62公噸/日)、一般事業廢棄物(9.41公
噸/日)或有害事業廢棄物(0.63公噸/日)】

 事業廢棄物取得豐堉公司廢棄物同意處理意向書(預計113年營運)

 有害事業廢棄物取得日友公司有害事業廢棄物進廠處理許可同意書(營運中)

空污抵減
 TSP：1.23、SOx：1.65、NOx：3.58、VOCs：27.74(單位：公噸/年)

 全數抵減，不造成空污排放增量。



五、開發工程可行、安全無虞且獲地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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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劃內容／辦理情形

移補植規劃
 胸徑15 cm以上原生種樹木(約3,060株)採移補植方式優先保留
 工程施作前，將公告並協調市轄內機關優先利用區內樹木，補充國內木材

需求、提升木材自給率。若無再利用運用，才移除運棄。

地質安全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經臺中應用地質技師

公會准予通過

無農業灌溉
水路

 臺中農田水利會(109.3.19.中水管字第1090400732號函)及彰化農田水利會
(109.4.17.彰水管字第1090002862號函)確認放流口下游無農業灌溉水路

排水工程規劃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函復原則可行(109.11.17.中市水保管字第1090105215號函) ，

施工前送水保計畫。

地主同意
 109.01.14、109.02.11、109.04.16相關協商會議，取得台糖、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及其他私有地主原則同意。



六、自主加嚴放流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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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表示參考行政院環保署110年加嚴及新增管制放流水標準。
2.未來營運期間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檢測項目將遵循「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辦理。

項目 最大限值 項目 最大限值

pH值 6.0~8.5 砷*(mg/L) 0.50.35

化學需氧量(COD)*(mg/L) 10080 硼(mg/L) 5

生化需氧量(BOD)*(mg/L)
30最大限值15以下，且連續
7日平均值10以下

大腸菌類群(濾膜法)最大容許量 200 CFU/100mL

總有機碳(mg/L) 10

真色色度* 550300

懸浮固體(SS)*(mg/L) 3025 氨氮*(mg/L) 10

濁度(NTU) 5 自由有效餘氯(mg/L) 2

氟鹽(mg/L) 15
餘氯最低限值

結合餘氯0.4 mg/L；自由餘氯0.1 mg/L
－

硝酸鹽氮(mg/L) 50 銦(mg/L) 0.1

酚類(mg/L) 1.0 鎵(mg/L) 0.1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mg/L) 10 鉬(mg/L) 0.6

氰化物(mg/L) 1 錫*(mg/L) 1

油脂(正已烷抽出物)(mg/L) 10 鎘*(mg/L) 0.030.02

總汞(mg/L) 0.005 鉛*(mg/L) 10.5

銅*(mg/L) 31.5 鋅*(mg/L) 53.5

總鉻*(mg/L) 21.5 鎳*(mg/L) 10.7

六價鉻*(mg/L) 0.50.35

水溫

放流水排放至非海洋之地面水體者：
38℃以下（適用於五月至九月）。35℃以下（適用於十月至翌年四月）。
放流水直接排放於海洋者，其放流口水溫不得超過42℃，且距排放口500公尺處之表面水溫
差不得超過攝氏4℃。

 營運期間污水將透過新設污水處理廠處理後納入中科專管排放至烏溪下游，比照科學園區放流水

標準排放限值，並自主加嚴BOD≦15 mg/L、COD≦80 mg/L及SS≦25 mg/L等排放承諾值。



七、五大策略打造低碳園區

10

進駐廠商屋
頂需設置光
電設備並採
最大化設計。

光電屋頂
創能

智慧電表
控能

進駐廠商應
裝設智慧電
錶。

綠建築
節能

廠房應強化
節能設計，
並取得綠建
築合格級以
上標章。

進駐廠商

 本園區雖未涉及「開發行為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第二條規定(園區興建或

擴建申請開發面積達50公頃以上)，為建立低碳園區，規劃下列配套措施：

溫室氣體盤查

需進行碳盤
查，確認減
量對象及目
標，進而擬
定抵換計畫。

設置
再生能源設施

應設置10%以上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含光電屋頂) ，裝
置容量若有不足，
依「臺中市發展低
碳城市自治條例」。

用電契約容量達800瓩以上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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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一

污水廠建置完成及營運之預估期程，請納入書件。

 污水處理廠：施工、試車期程需時約30個月，營運預估期程為D+3年。

 依精密一、二期廠商同步建廠經驗，預估廠商營運時間可能早於污水處理廠

完工期程(視進駐廠商規模大小略有不同)，因應污水廠完工前之廠商營運需求

，依需處理水量規劃配套措施：

廠商建廠
污水處理廠建廠

D年

部分廠商
建廠完成

污水處理廠
開始營運

納入精密一期
污水處理廠

D+1年 D+2年 D+3年

區內自設小型預鑄式
套裝處理設施

需處理
水量大

需處理
水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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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二

污水處理廠正式營運後之放流水水質監測請納入環境監測
計畫。

項目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污水廠

放流水

溫度、pH值、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

懸浮固體、導電度、氨氮、總有機碳、大

腸桿菌群、重金屬（銅、汞、鋅、鉛、鉻、

鎘、鎳、砷）

污水處理廠放流口
每季進行

一次調查

 本計畫規劃主要以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及電腦、電子產品等產

業類別為主，承諾營運期間於污水處理廠每季進行一次放流水監測。

註：營運期間於執行2年後檢討，若連續監測期間顯示本計畫對於周遭環境並無不良影響，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
提出停止環境監測之申請，經核准後始停止監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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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挖填數量推估及土方鬆實比，請補充納入書件。

結論三

 依整地後地形套疊現況地形，以數值(DTM)

方式估算，預估區內整地填方總量為16.72

萬 ㎥ 、挖方總量約11.57萬 ㎥，填方不足部

份，經計算可由滯洪池、地下管線與公共

工程基礎之餘土補足，以達土方平衡。

挖填方計算

公共工程
考量公共工程填方時將配合壓實，故鬆實比採1:1計。(參酌新北市政府

工程採購契約所列礫石夯實後體積)。

建築工程
以廠商建廠地下基礎開挖時土方外運需求，乃比照精密一期土方鬆實

比換算係數1:1.25估計之。

黃委員文鑑、黃委員志彰、吳委員朝景

土方鬆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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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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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本開發計畫

為紓解台商回流與鄰近擴廠用地需求，鏈結大肚山產業軸帶，
引近臺中優勢產業，掌握產業智能化契機。

本案區位條件佳，可發揮空間、產業群聚效應。

可增加在地高薪就業機會，提高所得稅收，帶動地方繁榮。

影響項目皆已擬定減輕對策，對環境影響輕微。



簡報結束．敬請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