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花蓮縣綜合發展行動計畫總顧問暨滾動檢討及推動執行計

畫」北區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3月 16日（星期六）下午 14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花蓮縣政府大禮堂 

參、 主持人：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紀錄：詹佳宜 

肆、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持人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107年度花蓮縣綜合發展行動計畫總顧問暨滾動檢 

         討及推動執行計畫」簡報（參中經院簡報資料）。 

柒、 綜合討論：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一、 簡報資料彙整第三期提案的方向，只要有需求及符合提案的面

向，不論是各鄉鎮公所或是各民間團體皆可進行提案。 

二、 目前花蓮縣政府各局處針對第三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已提出相

關計畫，目前統計約 45案，但是各局處尚有一些計畫還在研擬

中，預計三月底前要完成計畫。 

三、 請各單位將完成之計畫送至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後續會

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以及「花蓮縣第三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全縣聽證會審核各項計畫，經府內審查會議及全縣聽證會通過

後，會將計畫報送國發會，待國發會收到計畫後，會再將計畫

會給相關單位審核，審核完畢後，國發會會召開花東基金推動

小組的審查會議，審查會議通過才會報請行政院核定。 

四、 地方座談會之舉辦也是國發會擬定的程序之一，先由中華經濟

研究院李教授做簡報說明，再請各位來賓及在座的議員及鄉長

發表建議及想法，供各局處做參考。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建設課吳課長印浴： 

一、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在第三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中，有提出一項

都市計畫，而都市計畫關係到後續的發展考量，因此在吉安的

部分，希望盡早進行通盤檢討。 

二、 針對大花蓮的交通建設而言，目前花東地區的交通系統還是以

鐵、公路為主，有關鐵路建設方面，在前瞻計畫之「鐵路雙軌

電氣化計畫」中，並無列入鐵路高架化的部分，經過評估，鐵

路高架化的費用會增加地方的負擔，希望向花東基金提案申請

經費。 

三、 由於花蓮沒有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建設，因此在以公路為考

量的情形下，建請優先執行鐵路高架化的工程，再將中央路往

南延伸至省道的範圍，使得公路系統也能連結到省道系統，做

一個南北向的串聯。 

四、 由於吉安鄉仁里菸廠的土地屬於國有地，加之目前菸廠為閒置

狀態，因此建請研擬一項地方創生亮點基地計畫，比照花蓮市

舊酒廠，將仁里菸廠改建為歷史文化園區，透過結合文創、地

方產業以及地方青年，將仁里菸廠活化利用。 

五、 由於早期有許多鄰避設施（如：墳墓的設置），因此希望能夠研

擬一項殯葬遷移的計畫，針對鄰避設施的部分做改善。 

六、 希望在吉安鄉內鄰近干城之處，建立有機農業的產區，並以輔

導的方式鼓勵民眾施作有機的推廣，而農糧署有一項有機認證

的補助計畫，希望透過此劃定的產區擴大補助機制，提昇農民

配合有機政策的意願。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有關建設的部分請建設處鄧處長作回應。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鄧處長子榆： 

一、 由於都市計畫都先進行通檢，而通檢的執行會花費較多的時間，

因此我們希望整合吉安鄉、花蓮市、新城鄉北埔地區為一個大花

蓮都市計畫，再將大花蓮都市計畫區分成小的新計畫地區，未來

花蓮縣政府便可制定一項新都市計畫，針對新計畫地區做一個檢

討，使得通檢速度加快。 

二、 有關「建請吉安車站的鐵路高架化」的部分，由於涉及到鐵路雙

軌電氣化、立體化的工程，因此這部分是已經採前瞻計畫的方式

向中央爭取經費。 

三、 關於「建請中央路往南延伸至省道」一案，會透過交通部公路總

局的生活圈計畫向中央爭取經費。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一、雖然建設處鄧處長對於吉安鄉公所建設課吳課長所提出的幾項

建議已作出簡單的回應，但是會後我們仍會做一份會議紀錄，然

後請相關局處再研議。 

二、有關仁里菸廠土地的部分，請消防局做簡單的回覆。 

 

花蓮縣消防局吳副局長兆遠： 

目前菸廠的土地是由國有財產署委託花蓮縣消防局代管，因此，

有需求之單位可向國有財產署爭取，若國有財產署同意，消防局會將

此地給有需求之單位做使用。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請文化局參考有關舊菸廠是否進行文創基地改建之建議。 

 

 



花蓮縣吉安鄉鄉長游鄉長淑貞： 

一、 由於吉安溪屬花蓮縣政府的管理範圍，因此建請在慈惠 12街到

七腳川溪對面的道路作延伸，也就是在中原排水這一區塊的道路

還未銜接，若這個位置銜接起來，未來在交通方面便不用轉到中

央路，再轉往勝安。 

二、 建請將吉安火車站進行鐵路立體化的工程，並透過開發吉安火車

站後站的腹地，將吉安火車站提升為像樹林或松山的轉運站。 

三、 建請將舊菸廠改建為一座藝文中心，館內再依區分之主題，規劃

出幾個小場館，如：石雕作品場館、創作場館。 

四、 目前慈雲山的塔位數量為零，因此未來要考量規劃慈雲山壁葬的

部分。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有關游鄉長所提及之交通建設的部分，再請建設處作研議。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鄧處長子榆： 

一、對於游鄉長所提出之重大建設，建設處會透過前瞻計畫，向中央

積極爭取經費，不會透過第三期綜發計畫再作提報。 

二、有關游鄉長所建議之仁里菸廠改建的部分，可以請鄉公所提出一

項地方創生方面的計畫。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一、雖然第三期綜發提案以地方創生為主軸，但是各位若有需求，都

可以提出來，我們會列入紀錄，然後請各局處參酌、配合。 

二、有關殯葬設施的部分，請民政處評估其可行性，再研議如何處

理。 

三、吉安鄉公所建設課吳課長所提之有機農業推廣的部分，請農業處



這邊協助及研議提案方式。 

 

花蓮縣議會李議員正文： 

一、目前佐倉公墓是禁葬的，但是仍有民眾會偷偷下葬，且吉安鄉納

骨塔的塔位已滿，而花蓮市區更沒有納骨塔的設置，因此建請研

擬一項計畫，規劃處理塔位及公墓遷葬的部分。 

二、先前在壽豐的吳全地區有規劃設置納骨塔，請說明目前的進度與

期程規劃。 

 

花蓮縣政府民政處曾副處長浩峰： 

一、有關生命園區、環保葬還有納骨牆的設置以及遷葬問題的部分，

民政處在第三期綜發陸續有提出一些相關的計畫。 

二、目前佐倉公墓還有慈雲山火化場的問題，是花蓮縣政府在三生計

畫中需要研議的大方向，然而公墓與慈雲山火化場是由花蓮市公

所和吉安鄉公所管轄，民政處會與鄉公所一同研議前置作業程序

和相關配套措施，以及是否提出計畫向花東基金申請經費。 

三、民政處對於公墓及塔位的議題會持續的關心及協助。 

 

地球公民基金會蔡副執行長中岳： 

一、 由於花東基金是從民國 101年起，分十年編列預算 400億，因

此，民國 111年到 112年經費的來源為何，請中華經濟研究院

李教授作說明。 

二、 由於七星潭北側垃圾掩埋場一直有掩埋垃圾掉落的問題，要如

何去處理當地已經掩埋之垃圾，不再使這些垃圾影響到海岸生

態環境，希望可以透過花東基金經費解決此問題。 

三、 位於七星潭北側垃圾掩埋場，是否也如簡報資料第 49頁之第九

項次中，環保局所提出之「花蓮縣垃圾轉運焚化處理計畫」內



容所提到的，將垃圾運到其他縣市做焚燒，或是研擬其他安置

的方案。 

四、 在綜發第二期的時候，建設處有提出計畫進行資源的調查，如

海岸資源的調查，這些調查是後續規劃很重要的依據，然而在

簡報資料中，並無看到第三期綜發有這方面的提案。 

五、 在簡報資料第 41頁，有敘述關於開發水電、綠能、地熱方面的

內容，就現況而言，再生能源之發展是整體國家重要建設之一，

花蓮相對而言是一個用電量較少的縣市，因此是否透過研擬計

畫，規劃發展再生能源及智慧電網，並爭取經費執行建設。 

六、 在再生能源整體的發展或是整體的評估方面，對於基本資源的

普查，能否透過花東基金的計畫做處理，請說明。 

七、 在簡報資料中，有前一期計畫執行之檢討內容，而在關鍵指標

的部分顯示公共運輸的比例是比前一期還要下降，可是在目前

的整體計畫當中，對於公共運輸的提升這一件事情而言，沒有

看到實際上的提案計畫，如何透過計畫去提升公共運輸率，如

何對於區域內的運輸有更好的建設跟規劃，這部分希望能夠進

一步探討。 

 

中華經濟研究院李教授永展： 

一、 花東基金一開始的規劃是分十年執行四百億的經費，後參考台

灣的離島建設條例，離島建設條例目前已經進行到第五期，所

以後來收到國發會請花、東兩縣研提第三期綜發計畫之公文，

因此第三期（民國 109年到民國 112年）的計畫執行經費會繼

續由花東基金撥付。 

二、 由於花東基金所匡列的四百億經費僅供花蓮與台東使用，是特

別匡列的經費，如果沒有使用完畢，也無法保留，可能會繼續

進行。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鄧處長子榆： 

在第三期綜發計畫中，建設處會續提「海岸資源調查」的這項計畫。 

 

花蓮縣環保局饒局長忠： 

一、有關環保公園這部分，環保局在第一期綜發計畫中有提出相關計

畫，經中央相關單位審核後，因不通過而被撤案。 

二、由於垃圾掩埋場之土地是屬於林務局的保安林地，因此舊垃圾掩

埋場的部分已經完成附議，並移交林務局負責，不在環保局的權

限中，而環保局也曾行文給林務局，希望林務局能同意由環保局

負責處理舊垃圾掩埋場的部分，因為必須由林務局同意，環保局

才可進行可行性評估。 

三、此垃圾掩埋場約有一百萬噸的垃圾，若要移除，會面臨到垃圾挖

出來以後無地方可焚燒的問題，然而目前必須先去消化花蓮縣的

生活垃圾，才有辦法解決垃圾掩埋場的問題， 

四、若要挖除、移除這一百萬噸的垃圾，預估期程將會花費六年以上

的時間，即便有焚化爐可以焚燒垃圾，也要花費近六年的時間。 

五、若要挖除、移除舊垃圾掩埋場這一百萬噸的垃圾，其費用經初步

的估算，需要十幾億的經費，因此環保局會審慎的向相關單位再

來探討、研究。 

六、由於垃圾掩埋的時間已經超過二十年，因此垃圾挖掘後產生的沼

氣、臭味會可能會直接影響到花蓮市的空氣環境。 

七、舊垃圾掩埋場的問題也涉及海洋法的部分，因此需要與九河局、

林務局共同協調。 

 

花蓮縣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邱理事俊雄： 

為配合人口高齡化，要加強推廣終身學習教育這一項計畫，若教



育處這邊有這一項的實施計畫，花蓮縣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可以承辦、

實施計畫。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白科長鴻儀：教育處會配合辦理。 

 

花蓮縣議會黃議員振富： 

一、 在簡報資料第 39頁、40頁、41頁中，有一項縣長「活力健康幸

福花蓮人才」政見分辦表，由各處去分辦縣長競選時的政見，政

見中有提到許多觀光處該進行的事項，可是在第三期綜發的提案

中，沒有看到觀光處所提出來的計畫，因此希望觀光處能夠透過

研擬計畫，綜合性的提升花蓮縣觀光服務。 

二、 因為這個座談會有提到社團也可以提案，可是社團在資源上是弱

勢的，因此建請由花蓮縣政府編列預算，補助民間團體進行提

案。 

三、 不論遊客來到花蓮縣旅遊的時間是長期還是短期，都體驗不到花

蓮的公共運輸很強，那這部份也是回應到為何要興建蘇花改、要

建停車場，可是這些提議沒有符合縣長在競選時所提出來的低碳

旅遊的目標。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觀光處在三期綜發會進行提案，但由於目前尚在研擬中，因此未列入

今日簡報資料。 

 

中華經濟研究院 李教授永展： 

一、 中華經濟研究院團隊在二月十五日下午有拜會觀光處長，觀光處

長有提出三個計畫，包括智慧停車、智慧站牌的部分，但是這些

計畫並未納進今日簡報中，這是我們的疏忽。 

二、 若各局處所提出之計畫，我們有遺漏的，也請不吝提出指教。 



三、 希望各單位在三月底前提報計畫，利用四月份的時間做修改，五

月份的時候會舉辦聽證會，若各單位在五月份沒有提出計畫，那

就表示沒有要納入第三期綜發計畫當中。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有關剛才黃議員所提議的部分，會後會再與觀光處進行討論。 

 

花蓮縣議會吳議員東昇： 

一、 對於剛才議員們比較關心的問題就是花東基金四百億的預算，目

前經費已經執行了多少，還剩餘多少經費。 

二、 如黃議員所講述的，民間團體也可提案，但是礙於侷限，所以各

單位若有任何意見及想法，都可以透過花蓮縣政府相關局處提出

計畫。 

三、 希望簡報資料第 49頁之第九項次的「花蓮縣垃圾轉運焚化處理

計畫」，在第三期綜發提案中能盡速通過。 

四、 「花蓮縣垃圾轉運焚化處理計畫」非常強調要使用水泥窯焚化處

理垃圾方案，此處所敘述之水泥窯應該是指環保廠的水泥窯，透

過環保廠中水泥窯所燃燒的 1500度溫度，不會有底渣的剩餘。 

五、 先前有在花蓮縣東南區要興建焚化廠之言論，然而興建焚化廠違

反了無煙囪政策，因此希望環保局可以盡快處理這部分。 

六、 在簡報資料第 50頁中，有關第 12項之案子的部分，不論是改善

兒童遊戲設施，或是建造與時俱進的一些設施、設備，不希望做

一些罐頭式的東西，能夠多加入一些創意。 

七、 在簡報資料第 53頁之第 19項次的「花蓮縣國際生活學習村計畫」，

會將學習村建置在何處，請說明。 

八、 針對佐倉公墓的部分，建請在當地建造一座紀念館，讓願意遷葬

的全部免費遷入，那這樣子可能會加快殯葬遷移速度，希望有關



單位能夠擬定計畫。 

九、 有關蘇花改的議題部分，若進行蘇花改工程，所帶來的潮流會引

進許多車輛，因此需要相當大的場地才能因應未來停放車輛的問

題，希望相關單位能夠研擬在國有地上興建停車塔計畫解決蘇花

改所帶來之車輛停放的問題。 

十、 有關興建停車塔之土地取得，需與國有財產署進行溝通，取得國

有財產署之同意。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一、 有關興建停車塔的部分，會後再請建設處研議如何進行提案。 

二、 有關「花蓮縣國際生活學習村計畫」是配合「2030雙語國家政

策發展藍圖」這一項政策所提出之計畫，其建構方式應以進行雙

語教學為主。 

 

花蓮縣議會吳議員東昇： 

一、 若「花蓮縣國際生活學習村計畫」之內容是要進行雙語教學，而

非興建雙語學校的話，希望可以盡快進行。 

二、 教育處在規劃發展母語的同時，是否利用課餘的時間進行加強，

因為使用上課時間較倉促，學習效益可能會不佳，也為避免排擠

到學生正常學習的項目，透過花東基金經費補助，可以在假日的

時間，在專門的地點，請優質的老師作教學。 

 

花蓮縣議會張議員美惠： 

一、 第一期我們提了 663億的經費申請，結果只核定了兩億的經費，

執行 69個案子，第二期我們提了 575億的經費申請，最後只核

定了 35億的經費，因此我們期望花蓮縣政府第三期提案的通過

率可以提高。 



二、 第三期的主軸是創生花蓮、智慧花蓮，由於今年又是地方創生元

年，因此如何去蕪存菁，擬定適合在地的計畫，是值得思考的。 

三、 剛才有提及過去執行率低的大部分原因在於用地難以取得，因此

在第三期提案就盡量不會去提需要比較大用地這一方面的計

畫。 

四、 在簡報資料第 43頁培育地方創生人才的部分，列舉七項提案方

向，而在第 47頁的推動特色產業環境的部分，有提及支持青年

能夠發展創意的產業，希望花蓮縣政府從青年發展這一區塊進行

提案，然後透過花東基金補助的經費去執行。 

五、 若要讓花蓮的年輕夥伴或是民間團體，能夠更清楚「地方創生」

這個政策的內容，必須要透過加強宣傳、宣導。 

六、 除了鄉鎮公所以及花蓮縣政府可以提案之外，民間團體也可以進

行提案，但是誠如黃議員所講述的，單靠民間團體的能力是不夠

的，因為一般社團無法拿出經費進行規畫案，所以從公部門協力

的角度，可以透過哪個單位來協助民間團體，請說明。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一、 有關張議員所詢問的對口單位是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研展

企劃科。 

二、 有關青創的部分請李教授這邊作指導以及協助。 

三、 有關「地方創生」政策的宣導部分，要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團

隊協助宣傳。 

 

花蓮縣吉安鄉長游鄉長淑貞： 

在簡報資料第 26頁有提到花蓮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目前看

到新城鄉、花蓮市、吉安鄉不屬於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雖然主席

有說明若有需求還是可以提報計畫，但是是否會影響到計畫執行經費



的部分，是否會影響到非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之民間團體提案申請

的結構、辦法及優先順序，使得計畫被擱置或是順序往後挪。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有關「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的部分，是經由國發會調查後所

歸納提出的，若各鄉鎮有需求，還是可以提報計畫，然後經由府內審

核通過後，再提報至中央，我們也會積極協助爭取。 

 

蕭立法委員美琴服務團隊陳志強： 

一、 第三期綜發計畫之期程是從民國 109年至民國 112年，主軸分別

為地方創生及智慧城市，然而地方鄉鎮與民間團體對這兩項政策

的了解有多少，有沒有能力進行提案，因此如何積極輔導這些鄉

鎮與民間團體，使他們對於地方創生及智慧城市有概念後再提案

至花蓮縣政府，是需要研議、思考的。 

二、 花蓮縣政府在三期提案之計畫，是否希望執行團隊能夠整合各鄉

鎮以及縣政府相關局處所提出來的計畫，並與各部會在花蓮的分

署做溝通、聯繫，了解花蓮的分署擬定政策的走向，使得以後案

子在執行方面較不會遇到阻力，也比較符合中央所需要的，或許

能爭取到的經費會比較多。 

三、 花蓮縣交通不便、人口減少、人口外流、醫療資源不足、教育資

源不足等問題，都是長期累積下來的，現今中央政府有這樣一個

資源，那我們應該好好利用這樣的一個方案做整合性政策的擬定，

如果有需要委員協助的部分，也會盡力提供協助。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建設課吳課長印浴： 



一、 第三期的提案的主軸為地方創生與智慧城市，而此主題是中央

核定的主題還是花蓮縣政府期許以這兩個主題進行提案，請說

明。 

二、 是否只有這兩個主題相關的計畫才能提報申請花東基金，請說

明。  

三、 針對鄉公所提案的部分，希望能提供格式給地方鄉鎮公所參考。 

四、 若地方鄉鎮公所要進行提案，時程何時截止，何時需要交給花蓮

縣政府做整合，這部分也要請執行團隊說明一下。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一、 這部分會後再請李教授與吉安鄉鄉公所建設課吳課長做交流。 

二、 地方創生與智慧城市是中央擬定的主題，但是第三期提案並不是

只能以這兩個面向擬定計畫，可以依照地方鄉鎮的需求擬定計畫

做提報。 

三、 雖然花東基金匡列了四百億的經費，但是中央有刪除兩百億的預

算，而花蓮縣與台東縣目前計畫經費執行合計約三十九億，還有

一百多億的執行經費可以提出計畫爭取。 

四、 行政院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以及人口流失的問題，所以希望透過地

方創生的政策，引導人口回流。 

五、 由於 2030年要成立雙語的國家，因此這一部分也一直在提升。 

 

捌、 臨時動議： 

玖、 裁示事項： 

壹拾、 散會（下午 16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