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政府推行公共造產問題之研究-以承辦人員角度探討

劉淵澄、張景旭

E-mail: 9223138@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主題為地方政府在推行公共造產時承辦人員遭遇到困擾之因素及背後原因並會造成有那些後果為主軸，因本研究主

題係屬探索性之質化研究，所以本研究採取焦點團體、深度訪談法並以紮根理論研究法來作分析。並藉由三種面向來進行

資料交叉檢核，以獲取本研究最大的效度，一為以公共造產第一線工作人員為核心，公共造產高層主管人員及業者為輔；

二為以公共造產困擾事件、現象之當事人為核心，報導者發表之看法及意見為輔；三為以公共造產失敗案例為核心，成功

案例為輔，進行資料交叉檢核。 地方政府推行公共造產時，在籌建或營運期業務承辦人員遭遇到困擾因素各有不同，又因

公共造產經營方式有三種型態，各經營型態帶給承辦人的困擾因素因經營方式不同而相異。本研究發現： 一、諸多法規不

明確並限制造產案之推行，諸如造產用地取得之法令限制、進用專業管理人之限制及經營採購之法令限制等等。 二、地方

行政首長任期限制，而影響推行公共造產之意願，並由於 任期更迭問題，致使造產案無法延續，造成承辦人無所適從。 

三、行政機關本位主義太重，缺乏上下溝通管道及橫向聯繫機制，致使地方政府推行公共造產困難重重，執行業務之公務

員則以明哲保身心態以對，影響公共造產績效甚鉅。 四、自營公共造產事業淪為民選首長的酬庸安插人事處所，承辦人承

受莫大壓力與困擾。 五、公共造產辦理委外案承辦人面對民代關說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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