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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白皮書草案說明會（東部場）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9年 7月 3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花蓮縣政府大禮堂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張簡任技正順勝代) 

肆、 與會民眾及團體發言摘要 

一、大漢技術學院珠寶技術系 蔡○來先生 

（一）因新冠狀肺炎與政治環境關係，花蓮觀光經濟非常蕭條，

礦業是工業母親，全球化下各國家原物料限制出口，礦產

資源開發及加工，為花蓮重要經濟產業之一，也是臺灣重

要原物料供應產地，故對礦區及礦產賦存地區，在空間規

劃應優先納入開發地區。 

（二）花蓮縣壽豐鄉豐田地區，於省政府 80 年代曾公布為臺灣

玉專區，可發展為觀光礦場做玉石加工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對於花蓮縣的觀光產業會有相當大的發展。 

二、石礦公會 曾○忠先生 

（一）石頭是花蓮在地特色，占花蓮東部、宜蘭地方發展之比重

非常大，但國土白皮書對花東地區石頭著墨不多。 

（二）為永續經營石礦公會曾發文給內政部，提醒注意地方特色、

將特色石頭與地方發展結合。 

三、花蓮縣議員 吳○志議員 

（一）針對花蓮縣國土計畫，希望花蓮縣政府能夠做全盤規劃，

我提出六帶一路建議供參考，六帶一路分別是自然生態保



2 
 

育帶、東海岸觀光發展帶、都市發展中心帶、產業居住帶、

教育科技中心帶與觀光農業休閒帶。 

（二）花蓮有國際級機場與港口，但獨缺高速公路，花蓮到臺東

路途相當遙遠，建議透過交通建設改善，降低就醫難度，

帶動科技園區產業發展，以增加花蓮總人口。 

四、花蓮縣議員 田○馨議員 

      秀林鄉原鄉部落發展落後、巷弄狹小，農地、建地及殯葬

用地皆不足，希望花蓮縣國土計畫能有好的空間規劃，讓

部落生活品質提升。 

五、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李○芬女士 

（一）有關用電開發問題： 

1.建議花東地區進行整體電力需求盤整，避免花東縱谷過度

開發，目前花蓮供電現況，有 11座水力發電廠，電力供應

是 120 MW，但花蓮地區尖峰用電是 240 MW，不足部分目前

靠西電東送跟南電北送。 

2.萬里溪水力計畫原選址已崩塌，新選址一直被當地人質疑，

且牽涉原民部落同意權，發電效益也不高。電廠發電壽命

50 年，該計畫預估 49 年回收成本，從這點來看，萬里溪

水力計畫應該不要再進行，目前進行中新光兆豐農場光電

計畫，3年後發電量預估 475 MW，加上原水力發電可達 595 

MW，超過尖峰用電量的兩倍，另萬里溪開發也會對下游農

田灌溉產生影響。 

3.雖然蔡政府重視綠能發電，花蓮地區有新光兆豐發電量便

已足夠，是否還有准許其他能源開發之必要？根據空拍圖，

縱谷地區已有很多私人投資的太陽能板開發，甚至到馬太

鞍地區租用二十年農地進行光電發展，鑑於農地面積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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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希望可以重視光電發展問題，不要再輕易發執照給

私人公司。 

（二）知本濕地開發很具爭議，希望能有整體規劃，不要像馬太

鞍濕地只剩芙登溪沿岸 6 公頃，馬太鞍多數私人土地買賣

並將濕地填土，加上光電業者收購租地將會破壞得更嚴重。 

（三）未來這些進行中的計畫逐案開發後，會讓整個地景還有祖

先好不容易開發的良田都被破壞掉，是大家都不樂見的。 

六、花蓮縣議員 黃○議員 

      對於早期都市計畫劃設為公共設施，包括道路、停車場、

兒童遊戲場、學校、機關用地等，未徵收之公共設施用地

仍屬私人土地，土地使用被相關規定框限綁住，至今無法

解套，應該將土地還給老百姓，透過國土計畫，優先規劃

公有土地設置公共設施，才能解決早期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問題，減少民怨，以利地方發展。 

七、縱谷聯盟 高○芳女士 

（一）花蓮 20 年來退步很多，花蓮是觀光大縣應有觀光基本的

樣貌，但我們缺乏地景與環境設計，美麗景觀都在消失，

國土的想像與樣貌為何？這 20 年來我們做什麼？有什麼

願景？建議應有願景再談國土白皮書。 

（三）西雅圖有乾淨水流、新鮮空氣、電子業，20 年不斷精進，

華盛頓大學 50 年前購買天空權，在校園裡透過噴水池遠

望雷尼爾山天空，不會有任何建築物擋住視野，這也是西

雅圖之所以為西雅圖的關鍵所在。 

（四）台九線 1 小時有多少車輛經過，為何還要再蓋高速公路？

不是一直新增硬體就好，花蓮縣人口不會因新蓋一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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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所成長。 

八、李○輯先生 

（一）建議未來每兩年都有國土白皮書說明會，除會議紀錄外，

將相關影音檔存放至資料庫，供未來回顧檢視及督促地方

政府。 

（二）建議國土白皮書增列財務專章與永續專章，財務專章羅列

國家永續發展基金運用情形，永續專章則納入聯合國願景。 

（三）國土白皮書前言建議納入國家發展委員會政策方向。 

（四）軍事、國防保安用地資訊揭露，需有保密機制，不宜隨意

揭露全國軍事土地資料。 

（五）建議相關圖資提供 GIS 版，清楚呈現全國農地、林地破碎

情形。 

九、余○玲女士 

（一）野溪兩側都是水泥地，很多生態不復見，決策雖是多數人

的意見，但仍需思考經濟發展重要還是環境保護重要。 

（二）花蓮海洋很漂亮，但為何要在海洋或溪流旁設置垃圾場，

建議垃圾場規劃選址，不要靠近海洋跟溪流邊。 

（三）海岸邊設置消波塊對海岸線有什麼功能？為何要設置？ 

十、國立東華大學 黃小姐 

全國國土計畫作為各縣市國土計畫的上位計畫，但仍有很

多問題須跨縣市處理，請問可以透過何種機制或平台來處

理跨域議題，而不是由各自縣市國土計畫自行提出，這樣會

缺乏上位價值及永續發展目標，讓臺灣空間治理典範轉移

動到我們希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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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鳳林地政事務所 李○華先生 

（一）現行河川界點以上屬有治理機關（林務局水土保持局），

無管理機關，至有國賠、行政訴訟時，無機關負責、權責

不清之情形發生，國土計畫施行後，如何銜接？ 

（二）因應國土計畫施行，未來組織調整將設置「國土管理署」，

機關階級不高，是否能與現行各管理機關（各自專業）整

併？ 

伍、 散會：下午 5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