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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東移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俞傳旺

出生: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五日

學歷:大漢工專畢業

E見驗:花蓮縣議會議員、副議長、講長

經建會顧問兼產業東移執行秘書

台灣省產業東移但進委員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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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統指示產業東移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九日 李總統登輝先生蒞臨花蓮巡視，於聽取地方

政府簡報後即席指示: í 今後應將台灣地區產業開發重點由西部移向東

部」 。 產業東移之政策目標，由此誕生 。 總統此一指示，基於下列考

主主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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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 : 東部地區土地遼闊，資源豐沛，極具

開發價值，情因未加充分利用，造成產業落後，經濟凋敝，人口外流，

故推動產業東移足以瀰補上述缺陷，加速經濟發展 。

(二)齊一生活品質，實踐民生均富 : 使台灣寶島不致因中央山服一山之隔而

形成顯著之生活品質差距，並以三民主義均富政策經驗與實績作為建設

中國大陸之示範 。

(三)因應西部地區產業開發人口密度接近飽和之未來趨勢，將東部台灣作為

主導經濟成長之後續根基 。

二、乾淨產業最受歡迎

執行產業東移之整體目標為:透過生產璟境之建設、生產技術之更

新、生活璟境之改善、以及生態璟境之維護 ， 以有妓利用自然資源、健全

產業結構 ， 帶動整體發展 。 其重要策略為:

←)投資建設，包括交通運輸、水利防洪、水電資源等公共設施及科技研發

與人力培養 。

(二)善用觀光資源 ， 發展觀光遊憩及休閒事業 。

目引進高科技無污染現代化產業 。

(的開發地域資源，發展石材、寶石、農林、梅、撈加工產業 。

伍)自然人文資源之保育與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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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設地方生活圈 ， 針對地域特性改善教育 ， 文化與物質生活璟境 。

至於歹IJ λ俊先發展之差業項目則為 :

(一)觀光遊憩產業

(斗地域資源產業

c-=-)生活科技產業

三、在東兩縣共同推動

一、建立機構:

(一)台僧省政府於八十一年四月成立台i醬面、直業東移促進委員會 ， 由盔、

府批書長兼召集人，相關自亨、處長為重點 ， 其主要任務為 :

1. 按照權責就盔、府應辦事項j:\:J~訂計畫編列預算 ， 分年執行 ， 並于追

蹤考核 。

2 . 協調溝通各體處意見及作法 ， 並定期召開委員會進行檢討 。

3 . 與花東兩縣地方政府密切連繫 ' 以溝通意見齊一步調 。

(斗行政院經建會於八十二年八月成立促進產業東移專案小組 ， 其主要

任務局 :

1. 審議有關產業東移之重大建設方案 。

2 . 需IJ訂直業東移行動方案作為工作依樣 O

3 . 輔導地方從事產業東移重大政策立擬訂與評估 O

(三)花蓮縣政府於七十九年六月 ， 台東縣政府於八十二年一月成立「推

動產業東移委員會 J ' 承辦產業東移地方配合事項 ， 並就地方需求

擬訂計畫方案及建議意見供省及中央採納 。

(四)八十三年十一月成立東部聯絡中心 ' 負責資料蒐集 ， 政策宣導 ， 諮

詢服務及地方連繫事宜 O

二、單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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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東兩縣共同性設施

1. 擬訂並通過產業東移行動計畫

2. 委託交通銀行辦理優惠貸款

3. 電力及水資源開發

4. 東部治山防洪計畫

5. 整體開發東海岸及花東縱谷風景區

6. 配合九年國建辦理重大交通建設

(二)花蓮縣部分:

1.和平水泥專業區

2. 鳳林綜合區

3. 光華、光榮工業區

4. 花蓮機場擴建及升格

5. 兆豐農業休閒區

6. 金盾遊樂區

7. 石材工業輔導

8. 東華大學、慈濟大學設校及建校

9. 生活科技園區

10.完成區位規劃

11.完成綜合發展計畫

12.大花蓮地區污水處理

(三j台東縣部分:

1.擬訂整體發展計畫

2. 知本大學城

3. 史前博物館

4. 鐵路機廠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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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傑地爾遊樂區

6. 牧野休開中心

7 食品加工專業區

8. 向陽森林遊樂區

9. 大坡地遊樂區

10.綠島工業及遊樂區

河川清流研討會

三、執行情形

(一)輔導大理石工業成立石材研殼中心

仁)按預定進度開發和平水泥專業區

(-)協助知本遊樂土地取得、金盾遊樂區地目變更及兆豐農場建地取得

個)辦理銀行融資貸款

(五)評估生物科技專業區可行性

(六)輔導成立花東縱谷風景區管理處

的完成東海岸風景區規晝IJ

(八)分年分期辦理東部海、陸、空交通改善

(划協助東華大學增設系所及慈濟大學建校

(十)爭取擴建花蓮機場並升格為中正國際機場延伸站

Cj籌設花東縱谷風景區管理處

四、經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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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產業東移政策重大規劃及建設包括交通 、水利、觀光、 工業、

礦業等，分由中央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台灣電力公司、 台糖

公司 、 盔、屬公路局、水利局、水土保持局、林務局、方在遊局、及花

束兩縣政府辦理 。 從八十會計年度至八十四會計年度支出總額共為

三百四十七僑、九千萬元，其中八十年度四十五億七千四百萬元，八

十一年度五十億四千九百萬元，八十三年度七十三億一千八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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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產業東移政策東部地區交通、木菲IJ 、觀光、工業及礦業規劃及

建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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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產業東移東部重大建設支出概況 單位:億元

吉十畫名稱 執行期間 總經費
85 年度 86 年度 87 年度

預計支出 預計文出 預計支出

1.東部鐵路改善計畫 82.7-906 486.4 7 19.50 70.00 134.00 

2. 台 11線東郁積海公路 82.7-876 104.00 10ω 34.00 41.17 

改善計畫

3. 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 80.7- 85.6 16.76 305 

第一期建設計畫

4. 太魯閻國家公園主主設 80.7-85.6 23.73 370 :~.oo 3.00 

計tif

5 玉山國家公園建設計 80.7- 85.6 18.57 2.90 3.00 3.00 

畫

6. 池南、富源、向陽 80.7-85.6 2.61 1.1:3 1.30 

IlJ、知本及卓溪森林

遊區發展計畫

7.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 79.7-87.6 3352 0.96 15.40 14.02 

物館及卑南文化公園

建設計畫

8 東部地區.&蘭陽地區 8 1.7-86.6 51.00 8.20 8.83 

治山防洪計畫

9. 河提後績六年計dt 80.7-85.6 24.08 2.60 

10.海堤後綴六年計注: 80.7-85.6 9.20 1.48 

11 區域排水工程後統六 807-85.6 8.11 2. 12 

年計者

12 和平水泥工業區設世 80.7-876 72.20 29.50 

主n斗IHiAt 

t仁h1 主~t 85025 85 14 1 :'l5.53 19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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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八十三年度七十六億八千萬元 ， 八十五年度一百零一軍六干九

百萬元 。

( -)配合直業東格之重大建設包括十二項計畫 ， 總經費八百五十憶二干

五百萬元 ， 自八十二年度開始執行 ， 預計八十五會計度支付經費為

八十五億一千四百萬元 ， 八十六會計年度一百卅五億五千三百萬

元 ， 八十七會計年度一百九十五億一千七百萬元 。

四、 12 大計

一、加強交通建設

(寸進行中項目

逐步落

l. 東線鐵路改善計畫

2 . 台 11 線公路改善計畫

(斗研議中

l 國道工程可行性研究

2 . 南橫公路路線研選

3 . 中橫快速公路規晝1J 及路廊研選

4 . 王長公路璟境評估

二、開發工常區

(斗鳳林綜台區

(二)地上綠藻工業區

C=l和平水泥專業區

三、觀光資源、開發

(一)東海岸及綠島、開嶼風景區規晝IJ

仁)太魯閣、玉山國家公園規劃

(=l他南、富源、向陽、生日本、卓;是森林j盤樂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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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本綜合遊樂區開發

(五)花蓮海岸公園開發

四、教育、文化建設

河川清流研討會

(一)國立史前博物館及卑南文化公園

(二)東華大學系所發展

(三)知本大學城

i 、治山防洪

六、電源、開發

七、石材工業開發扶術輔導

五、排除 富國裕民

產業東移為國家最高當局之政策目標 ，其意正確，理念前瞻備受國際

及國內重視，東部民眾要視為希望明燈 。 五年來經政府鎮密籌劃'積極推

動下雖已有所效益，但進度較為緩慢，民眾多所焦慮，今後應從確立政策

定位、集中事權財力、制訂有關法令、突破執行瓶頸、改善交通結構、釋

放土地取得、開拓投資誘因、消除人為阻力等多方面齊頭並進 O 尤其產業

開發與生態保育之間的平衡點更應早日建立，庶期此一富國裕民之建設大

業，得以順利完成，以貫徹 李總統登輝先生之德澤善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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