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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員，大家好： 

今天我們所討論的課程是台北市議會與台北市政府的對應關係，以前當了

七年的辦公室主任，所以在市議會與市政府之間的關係，我是非常熟悉的，加上

我本身是學法律的，所以在整個議會與市政府運作上的是更加瞭解的。 
人跟人之間有一定的互動規則，不同團體與不同團體也有一定的互動規

則，規則的上面有一個法，而法的上面有一個制衡。台北市議會與台北市政府在

設立制度時原本是以權利制衡的概念，也就是我們所提到的「三權分立」，所謂

的三權是行政、立法、司法，但有權的人一定要有責，有權沒有責的人做起事來

會產生專制威權，而有責沒有權的人做起事來會變成沒有效率，所以由權立制衡

到權責的概念後才會有三權分立體制的建立，行政有非常大的行政優勢，但必須

靠地方來制衡它，也就是靠立法機關，台北市的行政就是市政府，而它的立法機

關就是市議會，中央在地方上並有有一個司法機關，因為司法機關是站在一個客

觀的第三者來仲裁社會上所發生的許多糾紛事項，今天，司法的制度不是我們所

要談的，而主要的焦點是放在台北市政府與其立法機關－台北市議會。 
首先我們先從台北市議會來談，議會中有五十二位議員，其中職員的部份

為秘書處，秘書處的管理人員為秘書長，秘書處是議會中的一個行政單位，該單

位中的職員必須有行政人員的任用資格，也屬於公務人員。秘書處上還有一位議

長，而五十二位議員需互選出議長及副議長，並由秘書處來做行政措施，且讓議

員們來配合實施，台北市總共有十二個行政區，一個議員的選區有兩個行政區，

按人口比例的總數來分配行政區，議會的主體由議員為主，秘書處是負責行政工

作來配合議員，秘書處由最大的秘書長來總管，而秘書長為十三到十四職等的人

員，十四職等相當於常務次長，秘書處有哪些單位呢？跟大家簡單來介紹，大概

有民政、建設、教育、交通、行政衛生、公務、法規這些委員會，這些都是與市

政府有密切直接關係的委員會，其他的一些總務處、人事處、會計處、資訊室、

公關室、文書組、總務組……等，都是一般的行政單位都有的機關，另外還有一

個議事組，這個單位的工作範圍是將議會中所有的規則訂定出來，並負責發開會

通知，也將所有議題討論完成的結果來做整理公佈，上次選舉完成後，討論開會

的程序及法案討論的優先順序都是由一些黨團協商之後再將協商的結論交由議

事組再發通知給所有的議員來公佈法案及預算的審核日期，所以議會的組織大致

上就是類似這樣。 
台北市政府依其性質來分總共有二十幾個一級單位，像是民政局、社會局、

勞工局、兵役處、人事處、原住民委員會……等，許多單位中還有細部單位，例

如民政局裏還有孔廟管理委員會、地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等，而社會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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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許多博愛院、安養院、儐葬處……等，財政單位裏有財政局、建設局，現在

區公所已經直屬市政府了，台北銀行以前屬於財政局所管轄，後來因為股權民營

化，所以現在不屬於財政局，然後文化局是歸於教育委員會，文化局跟新聞處的

人員雖然很少，但它是一個外在表象及包裝作用，一般的教育人員跟一般的行政

人員有不同的差別，教育是政治力介入越少越好，教育局底下有各個圖書館、體

育場、動物園、天文科學館、教師研究中心、兒童育樂中心、社教館……等，而

市立交響樂團、市立國樂團、美術館……等都屬於文化局，但它們各自的編制都

不會很大，國家音樂廳屬於文建會，中正紀念堂及國父紀念館都有其各自屬於的

單位。 
文化教育不屬於學校是制式的教育機構，文化教育是較抽象的，例如文建

會提供很多資料來教育大眾，它提供了一個教育的概念在裏面，但它不像學校有

一個固定的機構來教育，就像文化局本身掌管有美術館，它也是一個無形的教

育，也就如同現在社區大學的教育是介於有形與無形之間，它是具有補充的作用

的。台灣銀行屬於中央財政部，剛才我有提到台北銀行，在它還沒有民營化時，

它的董事長是台北市政府派的，因為台北市政府是最大的股東，但現在台北銀行

已轉為民營銀行，以現有的一些公營銀行來說，像是一些交通銀行、華南銀行、

三商銀……等，很多股權都已釋出，但因為還沒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一，所以等到

其股權釋出超過百分之五十一時，這個銀行即成為民營銀行，台灣銀行因負有一

些政策任務，例如印新台幣、穩定幣值……等，所以台灣銀行一直都還是公營，

而上述的一些三商銀、華南銀行、交通銀行……等，都配合國際化而慢慢轉向民

營，以前所有的公款都是存在台北銀行，六、七年前台北銀行的無擔保的信用貸

款利息為 15~18%，但若為議員要貸款其利息則特別優惠為不到 8%，這其中有

許多的利益相關的理由，且貸款額度有 300 萬，這是一項福利，但在這 300 萬

內要有議長做為連帶保證人，在當時不動產抵押貸款利息約為 9%~10%，後來

在民國八十三年底後整個政治生態開始有所變化，在陳水扁當市長的時候，推行

了一個「地方建設配合款」，這是目前台灣在縣市議會上最大的問題，比如議員

在地方建設上一年內有二千萬的建設，配合找包商、修的路段……等，都是由議

員與包商自己去談，雖然這裏面會有察核制，但在一個大工程中浮報個一、二成

還不會被發現，所以大家現在就會瞭解為什麼有許多人會花個上千萬去選議員，

當然在其中也有許多是正當且有滿腔服務熱誠的議員。 
早期時國父孫中山先生因為三權運作有些不好且可彌補的地方，在求好的

心態下，原本考試權是歸在行政權內，而監察權是歸在立法權內，但他將這兩權

獨立出來，加入了考試、監察的兩制，在立法機關中有政黨不同就有政黨立場，

現在大家已有一種共識，那就是在立法院中面對重要事件時，大家只講立場，不

講是非，但牽涉到民生法案時，大家又會變成只講是非，不講立場。現在又發展

出第四權，何謂第四權呢？第四權就是媒體制衡的力量，而且許多單位都非常怕

媒體，因為媒體畢竟是人，所以它無法做到公正無私，不加入個人喜怒哀樂，因

此有許多單位也是最怕具有制衡力量的媒體，台北市的市民閱報率較高，所以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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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接受資訊的能力也較大，於是媒體制衡的力量也就加大，許多的弊端需靠教育

及媒體來改善。 
政商關係是很複雜的，許多人花一筆錢選上後，在地方建設來做路地更換，

都市計劃做變更……等，許多方便是有利可循的，但也有許多事件在後來經由記

者而被披露出來。 
在來我們來提交通，交通局裏面有停管處（停車管理處），停車管理處不光

只是管停車而已，哪些路段可停、哪些路段不可停、有些路段是彈性收費，還有

提高轉換率的問題……等，因為停車政策會有車流量的移動問題，還有何處該蓋

停車塔也有關係，還有一個交通工程管制處（簡稱交工處），它是管紅綠燈的問

題，現在台北市已全面分區電腦化，它使用錄影機來算車流量，這些車流量及紅

綠燈的連貫性……等，這些在交管處都看的非常清楚，若大家有看到紅綠燈不連

貫的狀況大都為大官要經過時，有的是基於安全，有的是基於特權的情形，另外

還有哪裏要劃紅黃線、哪裏是禁止停車，哪裏要劃停車格……等，這些都也是由

交管處來處理，另一個大家較為熟悉的是監理處，它是管發照、車輛牌照……等，

還有交通事件裁決所，原則上裁決所它就是很單純的一些事件，也就管理罰單及

交通事故、交通紛爭的地方，另外還有車輛事故鑑定委員會、汽車駕訓中心、公

車處……等，公車處這個單位又牽涉到公民營的問題，因為民營業者以利潤為優

先，好的路線大家都要跑，基於人人平等的條件下，所以必須有公共政策來平衡

它。 
捷運局本身是個任務單位，現在捷運線路也就在陸續完成中，當台北市所

有的捷運都完成之後，捷運局即會被裁撤掉，且將做好的捷運交給大眾捷運公司

來經營，而其裁撤人員中有公務人員資格的就會被歸回到其它類似相關單位去，

另一部份的人則歸到大眾捷運公司，以上這些都為交通部份。 
再來我們來說警政衛生部份，這些單位有分為環保局、警察局、衛生局……

等，警察局在十二區中有十四個分局，因為中正區及文山區有二個分局，因為中

正分局的地區是公家單位多的地方，文山區因為地區較狹長，文山一是以前的木

柵分局，而文山二是以前的景美分局，十二區內又包含有刑警大隊、保安大隊、

交通大隊、捷運警察隊、通信警察隊……等，各分局是管各區域性的治安及安全

工作，刑警大隊屬於專業的刑事單位，不分區域性，全台北市的交通都是由交通

大隊來管理，每個分局中另有分組來管交通，現在捷運警察隊是專門成立來維護

捷運本身線路及所有乘客的安全，當然各警察局下方還有各分局，然後再來還有

各派出所。 
衛生局內含有性病防治所，其實性病防治所在早期為傳染病防治所，因為

名字處理不當，所以讓人很容易誤解，現在大家都建議改名為傳染病防疫所或傳

染病防疫中心，它提供一個防治概念，再來提到衛生局，現在幾乎每個區都有一

個，許多醫院都有設立，它的目的是為了做保健政策，因為環境、學童、嬰兒的

保健……等都需要有人來做，而且這些防疫的工作都是賠錢的，所以很少醫生要

做，現在的醫生都要做最賺錢的美容工作，很少人要做類似經神科方面高難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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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的工作，最難的是心臟、腦方面的問題，所以我對這些醫生是非常敬佩的。 
環保局在垃圾清理上是很困難的習題，因為在垃圾掩埋場底下要鋪上許多

層塑膠布及其他消毒過的東西，否則會有許多髒的東西留下來，所以在環保局中

有很多的博士來協助解決這些問題，環保局最早前身的名字是水肥隊，後來改名

為水肥大隊，後來再改為垃圾清潔隊，最後改為現在較文雅的名字－環境保護局。 
再來我們來談到公務，公務它有養工處，也就是養護工程處，然後還有興

工處，也就是興建工程處，另外有衛生下水道工程處，還有一個公園路燈管理處，

還有一個建管處，也就是建築物管理處。 
養護工程處管理範圍是只要是地面上看到的道路面、車道、行人道、地下

的排水管、排水溝、堤防、河川邊……等，現在有許多的線路都要經過養工處的

管理，現在屬於科技時代，人口密度也越來越密，在人與水爭地的時代，有許多

的事情需要專業的人才來估算，所以也需要吸納許多專業人才。 
興建工程處它負責許多蓋橋樑、拆路橋及規劃設計，然後再發包到其它營

造廠商及單位去做施工。衛生下水道工程所負責的是污水排放，將來我們雨水與

污水的排放要分流，未來的污水不會直接排到淡水河去。公園路燈管理處要管理

許多大大小小的公園，現在的公園必須做規劃，比較小的公園是歸於區公所來管

理。 
跟大家最有關係的是建管處，它又有許多的單位，例如建照科、施工科、

公寓科……等，它也有查違建的違建科，違建科下面又有一個拆除大隊。議會中

還有一個法規委員會，其成員也是由議員所組成。 
今天很謝謝大家來參與講座，若大家以後有其它有關台北市的問題仍歡迎

大家打電話來和我一起討論，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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