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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港市合一政策的應有考量 

方信雄 

一.前言 

眾所周知，港口屬稀有公共財，對於

海島國家的台灣更是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

基礎建設，因而港口的規劃、使用與發展

尌等同國家的經貿大計。從歐美國家積極

推動的海岸管理與水域管理計劃的角度來

看，港區空間的規劃旨在分析和分配港區

人類活動的空間和時間分佈的公共過程，

以實現通過政治進程指定的生態、經濟和

社會目標。 

毫無疑問的，一個傳統商港必然有許

多行業競爭使用港區空間和資源，雖部分

行業或會面臨共同的問題，但皆可經由基

本的參與協調，達成一致見解，例如港區

碼頭座數與倉庫的配置、客貨運區塊的配

置即是。最重要的是，凡此皆要經過協調

過程，並邀集港區相關產業參與，以提升

港區整體作業的效率與永續經營。 

須知少了產業的參與，港區空間規劃

將無法充分考慮到現有和潛在之經濟活動

的重大風險。例如產業中常有資源和生態

過程方面的科學資訊和數據，而此可能是

公部門的規劃者所不知或掌握者。不幸的

是，現實情境是港區產業往往無法參與關

鍵的港口規劃發展，即規劃者未採取建設

性及協調性的方式去匯集港區環境中的產

業營運條件要素。 

其實，若從還未啟動或落實建設之前

都有調整或改善空間的邏輯來思考，港區

規劃主事者，應廣邀港區相關產業主集思

廣益，尋求既可活化港區營運，又可照顧

港區眾多勞動人口生計的完美規劃。須知

無港不成埠，毀了港口怎可成尌商埠？  

再從港埠功能與貿易運輸角度觀之，

當前海運物流價值鏈參與業者，最為擔心

的尌屬運輸鏈銜接不暢、超時等待與無謂

空轉等資源與市場浪費的現象，因此對集

散、運銷體系的完善度、物流流向的透明

度、貿易便捷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凡此皆

與港市連結的完善與否有相當大的關係。

尤其物流價值鏈的參與業者甚眾且分散，

各方無不盡力在自身領域內降低成本提升

效率，但因物流鏈的跨領域運作在人才、

技術與經驗累積方面有很大的挑戰，任何

一方難以依靠一己之努力提升整體物流價

值鏈的效率。因而從商業服務的角度來

看，港、市皆不能忽視物流價值鏈中各参

與業者的需求。 

事實上，目前國際上確有許多地區政

府與當地港口營運人已在改進港口與城市

關係上付出很多努力。例如澳大利亞提出

「超越港口」行動計畫，旨在推動港口與

腹地的運輸網絡優化設計，為貿易活動提

供更便捷的信息渠道和更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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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市合一政策 

回顧國內，長年以來在毫無「港市合

作」的基本共識背景下，「港」、「市」關係

一直被政治人物刻意炒作成繁榮港市無可

替代的「港市合一」政策，而且每逢選舉

炒作愈是激烈。不容否認的，世界上有很

多「港市合一」成功的例子。 

多年來，「港市合一」一直是歷任政府

咸皆認定具可行性的港埠政策，但每因爭

議不斷而延宕乃至銷聲匿跡，之所以無疾

而終，定有其礙於施行的難處。尤其少數

新上任主政者更強調宣示「市港合一」乃

政府勢在必行的政策，而且可以不顧既有

法令儘速推行。其實，若為統一事權而改

革當屬明智的決策，然若將此一制度的改

革單純地解釋為以往可委託交通部管理，

現今沒有理由不可委託縣市政府管理，不

啻是令眾所矚目的港埠改革再回到原點。 

事實上，此一紛擾多時的港埠政策，

長久以來相關者莫不存有極端分歧正反看

法。從當前國人回饋成風的負面文化來

看，地方政府與政客爭取所轄地之港埠資

源與財政收入，應是可以理解地，然若無

視於專業而一味地爭取港埠營運管理的主

導權，則恐非適宜之策，究竟港埠管理的

專業並非市政人員與地方政客之所長。 

回顧近年來許多崛起於港都的政治新

貴，為爭取選票及地方政治利益，乃競相

劃出虛擬模糊的財政大餅與都更願景，其

中「市港合一」尌是最具吸票功能的訴求，

再者，尌是不顧港埠整體規劃與長程效益

的大談親水近水，填海造陸等動人心弦的

主張。諷刺的是，從港埠現場的瞭解吾人

得知，幾乎所有航港從業人員皆反對市港

合一，更反對眼光短視的港區土地開發，

填海造陸規劃，姑不論其係既得利益也

好，抑或思維陳舊也罷，然其所持反對理

由卻甚為單純一致，尌是擔心目前國內的

政治生態與民粹意識的濫用，極有可能使

此一原本甚為單純的港埠改革走樣變調。

因而咸認為應先要擬妥配套措施，並釐清

權責再行改制，究竟我們在乎的應是如何

提昇港埠效能與競爭力，以及往後港埠應

由具專業技能的專才來管理，而非一定要

由特定層級的行政單位來管轄，當然我們

更不在乎中央或地方有關港埠財政收入的

劃分細節。 

三.結語 

事實上，市港合一並非不可行，究竟

國際上已有許多成功的先例，但總要尊重

專業，並針對各港埠的特有時空環境因素

與條件進行可行性與後果的評估，惟有在

確認改制後不會比現行港埠政策更壞的情

況下始可實施。例如從現實面來看，以 2013

年原港務局在政府政、企分離分離政策

下，劃分成航港局與港務公司當下，國內

各港務公司人力斷層與偏高人事成本費用

為例，已是國際港埠管理界公認的異數，

若果再貿然實施港市合一，則疊床架屋的

管理系統勢必使得人事編制再度擴充。再

者，設若現職航港從業人員之職等銓敘與

實質所得，未作妥善安排與合理解決，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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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絕對有理由相信改制後之港埠效率定

會每下愈況，乃至產生我們最不願意看到

的後果。需知當前國際港埠間競爭激烈，

週邊國家港口營運大幅成長，尤其是海峽

對岸的港口群確定已取代我各國際商港的

區域性地位，我們實在沒有犯錯與躊躇的

空間，更無重新來過的本錢，何況現行許

多僵硬且不合時宜的航港相關法規已對港

埠的改革與發展造成許多限制了，吾人焉

能再向下沉淪地陷入自亂陣腳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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