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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1t觀光互增美感

自光復以來，台灣的經濟在政府與民間一致朝向高成長邁進的目標努

力下，不論工農商均創造了傲人的成績，也在國際經濟舞台中名列亞洲四

小龍之一 。 在全民為致富而努力之下， r 家」也因而成為經濟生產的一部

份，而犧牲了生活品質及文化 。 台灣雖稱為美麗島，但在過量的人口壓力

下，其自然資源並不算豐富 。 但在自給自足的產業無法滿足人們的追求之

下，竭取更多的資源創造多餘的產品以拓展外銷，造成了自然資源在起期

間即被利用耗竭，且無力回復 。

現在全國所得提升，以及解嚴後思想已不再被嚴格束縛而可自由發

展，人們開始注意到文化發展的重要性;教育的普及、資訊的迅速傳播也

讓人們重新思考生活價值的意義 。 而舒適有品味的生活須建築於文化內涵

的充實與健康的實質璟境，文化的發展則是活化地方產業的動力 。 故如何

發掘地方固有的文化特色、配合地方產業的形象建立，將是發展的方向 。

東部地區在地形阻隔、交通不便的璟境下，經濟的發展一直都未似西

部地區的備受重視 。 雖以住在林業、礦業上有相當的發展，但不論在自然

景觀或文化上均仍保有不少的資產 。 任何地方的產業開發均不外乎根植於

自然與人文的資源，而產業經營亦涵蓋了經濟、人文與社會三個層面 。 若

由花東地區的資源來看，其農業資源較之台灣西岸相對來說，發展是極其

有限，而礦業與林業資源則被視為寶藏豐富 。 現今在推動東移的政策下，

東部有那些文化資產?如何結合東部當地的文化資產以期能達到產業文

化、文化產業化的永續發展目標，以避免重蹈以往為追求起期經濟發展而

浪費自然資源、犧牲生活品質、忽略文化等的覆轍，是必需嚴加注意的 。

一、女化資產獨特多樣

台灣當前的文化在工業璟境衝擊下已逐漸式散解體，欲解決此一大璟

境問題，要先從社會、文化的廣度去了解 。 在談及東郡的文化特色與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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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於此先對「文化 j 作一詮釋 。

何謂「文化 J '文化乃泛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全

部物質、精神財富以及社會意識型態」 。 從人額學與社會學角度來說，文

化是「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一切人工製品、知識、永續的社會遺產 J 0 綜

合言之，人類社會由野蠻到文明其努力所得的成績表現在科學、藝術、宗

教、道德、法律、風俗、習慣等其綜合體吽做「文化 J 0 根據文資法的定

義，文化資產係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資產 J '如古物、古蹟、

民族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自然文化景觀等皆是列入保存的項目 。

由於科學、道德、法律在台灣較無地域性發展差異，因此本節將針對

宗教、藝術、風俗習慣、自然文化景觀來談東部之文化特色 。

一、藝術
東部的藝術發展不若西部蓬勃，但仍有其特色 。 在音樂方面，郭子究

歌謠創作豐富且作育英才無數，有東部樂壇的長青樹雅號，李泰祥亦是耳

熟能詳的人物;文學方面有鄉土小說作家王禎和、楊牧、陳列等均在文壇

佔有一席之地;在工藝創作部份，東部地區由於石材資源豐富，石雕藝術

創作是一大特色，且已有成立石雕博物館的計畫，此對於石雕創作更是一

大鼓舞 。 東郡的原住民在族重組織上所佔比例不少，但其傳統藝術卻常被

忽略，其實原住民的雕刻、服飾、建築、音樂等都是具有相當的藝術價值

的文化，如何加以保存發揚是一大課題 。

花東地區質樸且自然美景豐富的生活璟境吸引了不少文藝創作者的到

來，和本地文藝工作者共同潑灑文藝的種子，但仍有許多如候鳥般的過

客，無法把根扎在東部，使得文化藝術無法落實在土地上 O 因此做好藝術

紮根的工作是一大課程 。

二、常教

東郡的慈濟功德會悲願喜捨的理想便是在此發跡，歷經了三十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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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創建慈濟醫院、慈濟醫學院、慈濟護專，而且還人溺己溺援助其他國

家 。 吉安鄉的慈惠堂是香火鼎盛的道教勝地，信徒遍佈全省，每年均吸引

眾多的善男信女前往 。 而門諾醫院則是基督教愛的呈現，外籍傳教士在此

貢獻諸多心力 。 善牧中心則是對原住民婦女付出無數的關懷 。 因為地理及

璟境因素東部居民需要更多的關懷，故吸引許多宗教團體到來，各宗教的

付出與貢獻蘊育出許多聞名的慈善團體，並成為全省活動的據點 。

三、風俗習慣

東部為「再移民的社會 J '族畫豐富、地域、種族觀念淡薄、各族畫

混居且相處融洽，各有不同的文化，更有頻繁的文化接觸、交互影響，而

原住民的文化及傳承最具特色，如阿美族的豐年祭、布農族的打耳祭等都

是獨特的文化風俗 。 但因基督教、天主教的侵入使得原住民的風俗習慣日

漸式傲，如何利用現今民族文化意識的覺醒，協助原住民肯定自己的文

化，繼而再追尋已失落的風俗習慣，此一尋「根 J 的工作刻不容緩 。

四、文化資產

在自然文化景觀上，由於花東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相會

處，因而本地區在地質地體構造上同時包含了代表歐亞板塊的中央山臉部

份、代表菲律賓海板塊的海岸山服部份及二板塊交會形成的縱谷平原，本

區不論在地形、地質、河流上均反應出二大板塊會合運動的證明 。 如區內

北部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即是因其特殊且罕見的地質地形現象 ( 如各種摺

皺、花崗岩與大理岩穿插出露、斷層等 ) 而被劃設為國家公園;在海岸部

份則有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包含海陪地形、斷層海岸、海蝕地形等 。

由於山高水鈕，本區多條河川均蘊藏豐富的水力，同時也擁有景觀資

源，如木瓜溪的龍潤電廠 。 另外七星潭的斷層崖、花蓮溪口的沒口溪、鯉

魚潭的堪塞湖、著溪的襲奪灣、德武河階、瑞港公路旁出露的各種地質現

象，台東電光泥火山、卑南的泥岩芽、地及外來岩塊、南橫上的密摺皺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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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及高位削階等等，不僅有景觀上的價值，亦是野外教學難得的實例 。

在史前文化上，花東地區已發掘出不少史前文化。最早為長潰文化，

吹為麒麟文化、卑南文化，最晚者為靜浦文化 。 長演文化屬於舊石器時代

晚期的文化，其年代早者可上推 1 萬 5 千年以上，較晚者距今約 5 千年 。

麒麟文化，距今大約 4 千年至 2 千年，其遺址大多普通分布在東部的海岸

地區，文化中有經過人工雕頭的巨石器物，如岩棺、石壁、帶肩或帶槽的

單石、石輸、人像等物，因而又可稱之為‘巨石文化， 0 

卑南文化，其年代比麒麟文化稍晚，遺址大多分布在海岸山服和花東

縱谷地帶，其文化的特徵為板岩砌成的石板棺、石牆、石柱、大型石製容

器、石槽等，由於有大量石板的出現，因而又可稱為‘石板棺文化， 。 至於

史前時代在花東地區的最後一層文化為靜浦文化，文化中的陶器以夾砂陶

為主，器形有罐、眛等，陶支腳出現率高，陶質較硬，顯示燒製的火候較

高，並且有鐵器 。 陶器中有和現在的阿美族祭紀用的器血相似者，遺址大

多是阿美族傳說中的舊社址，很可能就是阿美族祖先的居民和遺物，故又

稱‘阿姜文化， 。

除了上述諸文化之外，另有考古學者認為在長演文化與麒麟文化之

間，有一層繩紋陶文化層;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除麒麟文化與卑南文

化之外，東海岸的北段男有一層花崗山文化 。 此二文化仍有待更多的研究

及確認 。

林田山的檔木林是全省最低海拔的捨木林，其林業生產曾盛極一時，

而因盛產檔木，其棺木集散地一森榮社區則是處處可見以檔木為材料的棺

木社區，同時其依山而建的建築亦呈現出山坡地社區景觀，可說是一個與

當地自然璟境充分結合的社區 。 此外，東部地區亦有不少的舊社遺址被保

留下來 。

花東地區的動、植物資源比起西部地區可說是相當豐富，也保存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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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動、植物及棲地 。 如玉里野生動物保護區、台灣彌猴保護區、太魯閣國

家公園、王山國家公園、馬武窟溪流域、里牙津山、水母丁溪 、秀姑巒

溪、 1師球嶼、中央山厭的高山地區，以及台灣蘇鐵、台灣海藥、台灣胡

桃、台灣穗花杉、台灣杉、紅捨等之植物保護區 O

二、文化觀光融為一體

立日前所述，東部的藝文活動並不活絡，而因豐富的自然資源所產生的

以觀光為主的發展導向下，仍無法有效的提升東部地區的經濟，這是一個

值得省思的問題 。 由於硬體建設不足 ( 表 1 ) 、有關鼓勵遊憩投資的法令

不夠健全等種種因素，再加上對當地的文化、自然景觀了解不足，使得東

部的觀光與文化實質脫離 。

文化建設與相關的觀光建設是使東部的觀光產業能發展、且可再回饋

到地方的重要建設計畫，但即使在目前最被重視的產業東移政策下，有關

文化及觀光的部份相當少 ( 表 2 、表 3 )。 在其建議推動計畫中與文化建

設有關的僅有 3 項，而與觀光建設有關的僅有加強觀光遊憩資源之開發，

其執行項目中亦僅有加強人才培訓等，且不若其它之工業建設項目落實 。

整體而言，產業東移政策之執行計畫並未充分與當地的文化資產結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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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東 長指

80 年 81 年 82 年 83 年

一 、機場旅客運量

人數 花蓮、台東 1,194 1,419 1,724 2,206 

(千人 ) 台灣地區 15,872 19,429 21 ,749 30,243 
人數成長 花蓮、台東 2.2 18.8 21.5 28.0 
率 ( % ) 台灣地區 11.8 22.4 11.9 39.1 
二 、鐵路客運量

人數 東部地區 8,749 9,633 10,274 10,609 

(千人) 台灣地區 137,123 149,260 157,294 160,330 

人數成長 東部地區 2.1 10.1 6.7 3.3 
率 ( % ) 台灣地區 4.1 8.8 5.4 1.9 
二 、主要風景名勝區遊客量

人數 東部 6 處* 1,969,827 2,513,146 2,536,965 2,158,462 

(千人 ) 台灣 74 處 26,180,186 39,506,741 40,939,604 39,559,462 

人數成長 東部 6 處 8.6 27.6 1.0 一 14 . 9

率 ( % ) 台灣 74 處 一 10. 5 50.9 3.6 一3.4

四、國際觀光旅館

花蓮 3 3 4 4 
家數 台東 O O 1 
(家 ) 東部地區 3 3 5 5 

台灣地區 46 47 50 51 
花蓮 753 753 993 1,096 

套房數 台東 O O 182 182 
( 間 ) 東部地區 753 753 1,175 1,278 

台灣地區 14,538 15,018 15,953 16,465 
花畫畫 5782 61.34 57.22 48.00 

住用率 台東 84.65 76.70 
( % ) 台灣地區 56.39 56.51 56.00 60.32 

*包括知本森林遊樂區，秀姑巒溪觀光區， 三仙台，蘭嶼、綠島及太魯閣

資料來源: 1 運輸資料分析 18 期，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編印

2 . 台灣鐵路統計年報的~凹，鐵路局編印

3 . 觀光統計年報 80-間， 交通部觀光局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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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成長
率 ( % ) 

22.71 

23.97 

6.64 

5.35 

9.58 

14.75 

18.56 
3.50 

19.28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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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計畫之執行事項

執 行 事 項 | 說 明

三 、加強觀光遊憩資源開發

l 執行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建設計畫 1 第一期建設計畫為八十年七月一八十五年六月，

已奉行政院核定;主要建設項目為新建東部海岸

風景特定區管理處本部，花蓮、綠島、八仙洞等

4 處辦公廳舍及遊客服務中心，綠島、石梯坪、

瑞穗、小野柳等五處露營區，綠島海水溫泉及磯

崎海水浴易等遊憩設施，台十一線省道沿線停車

場及美化設施 20 處以及整建原有之觀光遊憩設

施 。 八十五年度預計支出 3.05 億元 。

2 . 交通部觀光局正研擬人十五年七月 九十年六月

之第二期建設計畫，以為預算晶晶列執行依據 。 其

主項目為綠島人工海水浴場、綠島焚化爐工程、

杉原及綠島遊艇港工程、秀姑巒溪泛舟活動之各

項設施設施、繼續加強區內各項觀光遊憩設施 。

2 執行太魯閣國家公園建設計畫 |主要項目:

3 . 執行玉山國家公園建設計畫

1.太魯閣圓家公園管理處行政中心至神秘谷隧道及

長春祠隧道工程、台八線九曲洞隧道工程 。

2 中橫、蘇花沿線公廁、停車場、公共設施及環境

美化工程 。

3 園區內山區步道、吊橋、山屋整建、天然災害搶

修工程 。

4 園區內環境整建及各遊憩區公共設施整建美化工

程 。

5 辦理遊憩區用地取得及規J!J設計、土地測量 。

6 踴原遊憩區建設及普車設管理站 。

7 辦理解說教育計畫及保育研究計畫 。

八十五年度預計支出 37 1 293 億元 。

東部區域主要建設項目為:

南安管理站遊客中心，山風至瓦拉米步棧道解說牌

及供水供電管線設施，住心反黃麻據點景觀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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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山風至瓦拉米登山步道整修工程等 。 八十五

年度預計支出 0.1402 億元 。

4 執行池南、富源、向陽山、知本及|主要建設項目

卓溪等森林遊樂區發展計畫 。 I 步道新設及維護、污水處理、垃圾處理、遊客服務

中心、人口門首及管理站、停車場、涼亭、觀景

台、供水系統、電力設施、廣播及電訊設施、安全

設施、消防設施、景觀美化工程等 。 八十五年度預

計支出1.13021 億元 。

5 執行「知本綜合遊樂區 J 開發時|台東縣政府與傑帝爾國際公司 擬以合作開發方
式，開發約 318 公頃遊憩區 。 預計設施有主題公

園、遊艇碼頭、高爾夫球場、旅館區、渡假小屋

等 。 預計總投資額為 492 億元 。 目前約有七十餘

公頃國有土地尚未取得 。

6 執行花蓮海洋公園開發計畫 |遼東建設公司擬開發海洋公園 其中主題公園佔地
16 公頃，渡假酒店 11 公頃，自然景觀公園 15 公

頃 。 預計總投資額為 45 億元 。 目前約有 15 公頃固

有土地尚未取得 。

7 執行旅館開發計畫 |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擬依 「 國
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質施要點」請財政部固有

財產局以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本特定區內 4 處計畫

旅館區之國有土地予民間興建觀光旅館:

1.綠島帆船鼻旅館區:位於綠島東側現有台東縣政

府興建之國民旅舍後方土地，面積 5.0237 公頃

金為國有土地 。

2 三仙台旅館區﹒位於台東縣三仙台風景區之西側

高台，面積 0.2091 公頃，全為國有土地 。

3 八仙洞旅館區:位於台東縣、八仙洞風景區，面積

2.09 公頃，其中1.1675 公頃為國有地，餘

0.9225 公頃為長演鄉公所、台東農田水利會及私

有土地 。

4 長虹橋旅館區:位於花蓮縣石梯秀姑巒溪風景特

定區計畫區內，長虹橋北山腰台地，面積1.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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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

施要點 J .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選

定緩開發之旅館區或觀光遊憩區，

劃定開發範圈，擬要主計畫者，得

由國有財產局公告招標，民間申請

投資 。

民間選定範圈，擬定開發計畫，報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得比

照前項辦理 。

9 進行「在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內還

擇一處約二百公頃範圈，依據 I獎

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J .將其

規畫為渡假區，獎勵民間興建旅館

及休開設施」之可行性研究 。

10.設置花束縱谷國家風景區籌備處，

辦理相關規劃工作 。

四、加強教育、文化建設

1.籌建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及卑

南文化公園 。

公頃，其中 0.2082 公頃為國有地. 0.9685 公頃

為私有地 。

1.業者不易以承租或購買方式取得固有土地，興建

旅館 。

2. 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可降低土地取得成本 。

3. 由政府機關選擇開發基地，可配合東部地區整體

開發構想，並可訂定各項設施之開發總量、投資

期間及完成期限 。

1.東部地區尚無一處大型的休開渡假墓地，可停留

多天並享受多樣化的休閒活動 。

2. 民間業者不易在東部地區取得大面積且集中土

地 。

交通部觀光局於八十四年九月十四日辦理 「 花束縱

谷風景特定區經營管理範圓劃定 J .並經評鑑為國

家級風景區，刻正辦理管理範圍確認，俟完成後，

循行政程序辦理設置專責管理單位 。

主要建設項目為:

本館主體建築、水電、空調、園區、展示設施，營

違設備、遊客中心、溫室等 。 八十五年度預計支出

0.955 億元 。

2 積極椎動東華大學五年系所發展計 |設立相關系所或研究中心 ，如觀光及遊憩管理研究

章 。 I 中心、生物技街研究所、生命科學系、環境政策研

究中心、環境技術學系等 。

一 、台東縣政府建議，以大學城之設置加強人才培

訓來帶動東部區坡文教與產業之成長， 一方面

呼應產業與文教東進之政策， 一方面則加速東

部區域與台東地區之蓬勃發展，以提升環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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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強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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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加強宣導，鼓勵旅館業主管參加交

通部觀光局依據「加強旅館業管理

執行方案」舉辦之「旅館業短期研

習班」 。

2 進行「在台東縣設立東華大學分部

規創」工作，優先辦理推廣教育 。

質與生活水準 。

二 、教育部八十五年 二 月七日台制研究第

85007777 號書函，對於「椎動知本大學城特

定區計畫」乙飾，表示「為兼顧高等教育質量

並重之發展，並考量政府財政，短期內訂休開

農業設施包括 J 為提供遊客食宿而設置之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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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重大計畫之執行事項

執行

一、提供優惠融資

事 項 | 吉亞 明

(一)由行政院中美經濟社會開發基金視

需要搞撥專款，委託交通銀行辦理

「獎勵產業東移優惠融資計畫 」。

(二j積極運用下列基金:

l 行政院開發基金 。

2. 國有財產聞發基金 。

3. 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

4.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

5.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

6 . 醫療發展基金 。

7 就業安定基金 。

二 、協助業者取得土地

(一)增修行政命令

1.儘速制定「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

設條例施行細則 J .並積極協助

民間機構取得用地 。

2 加速審議「台灣來部區域計畫通盤

檢討 」

3. 修改「山坡地開發範圍內所轄國有

土地合{并開發案件處理要點」第二

條，使得山坡地依「山坡土地開發

依據「獎勵產業東移優惠貸款要點 J .八十四年及

八十五年度行政院經建會提撥中美基金與交通銀行

共同出資 38 億元，以低利融資方式獎勵產業東

移 。 正由交通銀行積極辦理中 。

1. r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施行細則 J 第十條

規定，觀光遊憩重大設施如使用公有土地，主管

機關依程序辦理撥用後，得訂定期限出租或設定

地上權與民間機情使用，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

及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之限制，其租金得以優

惠 。

2 據查交通部已訂定 「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施行細則」送行政院審議 。

「台灣東部區域計畫 J 於民國七十三年七月由台灣

省政府公告實施，依據區域計畫法第十三條規定，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 ， 屆滿五年須辦理通盤檢討 。

台灣省政府支於七十九年開始辦理第一吹通盤檢

討，於八十三年十二月經台灣省區域計畫委員會議

審議，全案正自內政部區域計瓷委員會審議中 。

I 東部地區山坡地佔 2 1.31 % .且土地權屬分散，
欲在具發展潛力地區取得 10 公頃以上土地，並

非易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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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整體開

發，其範圍內之國有土地，增列基

於政策需要，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報請行政院專案核定者，准予合併

開發 。

(斗修定法案

l 積極完成「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七

條修正案 J .使國有土地得以設定

地上權方式或自行或以委託、合

作、信託或其它方式，辦理開發事

宜 。

2 公有土地之承租不易，且無法一次長期承租，必

須定期換約 。

3 東部地區公有土地幾乎佔百分之九十，而公有土

地中以國有土地佔多數 。

4 執行本措施，國有土地准予合供開發，可增加山

坡地開發範園，提高業者開發意顧 。

5 現行條文:

依「山坡土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規定申請繁體開

發，其範圍內之國有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

本要點整理 。

(一)地形狹長或零星分散，其面積合計不超過開發

範國總面積三分之一者 。

(斗地形11整或垣塊集中，其面積合計小於 5 公

頃，並不超過開發範團總面積十分之一者 。

6. 建議修正條文:

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整體開

發山坡地，其範圍內之國有土地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得依本要點處理 。

(一)地形狹長或零星分散，其面積合計不超過開發

範國總面積三分之一者 。

(斗地形方整或垣塊集中，其面積合計小於 5 公

頃，並不超過開發範圍總面積十分之一者 。

目基於政策宿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專

案核定者 。

1 現行條文:

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得依法改良利用，增加利

益 。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前項規定之利用時，應

配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會同有關機關舉辦，

或委託經營下列寧項:

一 、改良或開發土地 。

三 、興建房屋 。

三 、其他適當之事業 。

經改良或開發土地，以標售為原則 。 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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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完成 「 圖有財產法第四十二

條修正案 J .使國有非公用財產

類不動產之出租 ， 得以標租方式

辦理 。

特殊，適於以設定地上權或其它方式處理

者 ， 得擬定辦法 ，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

第二項各款事業 ， 依其計畫經由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負愴資金者，應績列預算 。

2. 建議修正條文 :

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得依法改良利用，其辦法

由財政部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前項規定之改良利用時，得

以設定地上權方式或自行或以委託、合作、信託

或其他方式辦理左列事項 :

一 、改良或開發土地 。

二 、興建房屋 。

三 、其它適當之事業 。

前項改良利用之辦法，由財政部擬定 ， 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發布之 。

3 . 依現行條文，國有土地開發經營主體只限於政府

機關 ; 經修正後，國有財產局得自行或透過委

託、合作或信託方式，與有關機關、公民營企業

或公民營信託機槽舉辦開發或經營業務 。

4 據查本項修正案已送行政院審議中 。

1.現行條文.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合於左列各款規定之 一

者 ， 得予出租 :

一 、原有租貨期限屆滿，未逾 6 個月者 。

二 、本法施行前已實際使用 ， 其使用之始為善

意 ， 並願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 。

本法施行前已形成不定期租貨關係者，應依本法

規定租質期限 ， 重行訂的租用 。

依本條規定祖用，應由承租人或使用人， 逕向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或所廖4午-;t機機申請 ; 其祖貨契

約以書面為之 。

2. 建議修正條文 :

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之出租，得以標租方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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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極完成「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

條修正案 J -使國有非公用財產

類不動產之出租，其約定期限可

達六十年;以標種方式出租或出

租係供作營利使用者，其租金率

得不受有關土地法律規定之限

制 。

理 。

但合於左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逕予出祖:

一 、原有租貨期限屆滿，未逾 6 個月者 。

二、本法施行前已實際使用，其使用之始為善

意，並願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 。

三 、依法得讓售者 。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出祖，應以書面.f.l

之;未以書面為之者，不生效力 。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依法已為不定期租貨

關係者，承租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契

約;未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契約者，管理

機關得終止租貨關係 。

前項期限及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出租管理辦

法，由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之 。

3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依現行規定，不能主動辦理

出租;經修正後，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得以招

標1f式辦理出租 。

4 據資本項修正案已送行政院審書畫中 。

1.現行條文:

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出租，應依左列各款規定，

約定期限:

一 、建築改良物- 5 年以下 。

二、建築基地- 20 年以下 。

三 、其他土地 -6 年至 10 年 。
約定租貨期限屆滿時，得更新之 。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租金率，依有關土地法律

規定;土地法律未規定者，由財政部斟酌實際情

形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

2. 建議修正條文: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出租，其約定期限不得逾

60 年 。 但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

款規定出租者，應依左列規定﹒約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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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重大技貸開發如使用未登記土地，

自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與其所屬分支

機構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

國有登記時，縣市地政事務所應以

專案方式辦理測量登記，其需辦理

三角、國很等測量，如人力確有不

足時，得報由縣市政府或層轉台省

地政處支援辦理 。

三 、促進休閑農業發展

研究是否可以「休閑農業區設置管理

辦法 」 中明訂休閒農業設施包括 「 為

提供遊客食宿而設置之設施 j 。

一 、建築改良物 '5 年以下 。

二 、建築基地. 20 年以下 。

三 、其他土地. 6 年至 10 年 。

約定祖貨期限屆滿時，得更新之 。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租金率，依有關土地法律

規定;土地法律禾規定者，由財政部斟酌實際情

形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 但以標租方式出租

或出租係供作營利使用者，其租金率得不受有關

土地浩律規定之限制

3 依現有相當法令及原條文，非公用不動產之出

租，不得逾 20 年;經修正後，出租期限可達 60

年 。
4 依現行相關法令規定，不動產租金率有上限 。 如

土地法第九十七條及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不得超過

不動產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 o 經修正後，以標

租方式出租或出租係供作營利使用者，其租金率

得不受有關土地法律規定之限制 。

5 據查本項修正案已送行政院審議中 。

l 依據 「 台灣省未登記土地辦理測量登記作業要

動 」 第四條，未登記土地之測量登記，由縣市地

政事務所辦理，其需辦理三角、圖根等測量，如

人力確有不足時，得報由縣市政府或層轉省地政

處支按辦理 。

2. 為加速辦理未登記土地之測量登記， 愛建議採專

案方式辦理 。

1 鼓勵發展「休開農業 」 為未來發展趨勢，休開庭

業區內未能提供遊客食宿之服務，影響休閒農業

之發展 。

2. 依據 「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J .林業用地之

容許使用項目包括戶外遊樂設施 ( 限於風景區 )

及森林遊樂設施 ( 限於森林 ) ;在 「 台灣省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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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中對前兩項 ( 戶外遊

樂設施及森林遊樂設施 ) 並未再規定許可使用細

目 。 但在「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第二條~n

明訂「所稱遊樂設施 J .係指在森林遊樂區內，

經主管機關核准，為提供遊客育樂活動、食宿及

服務而設置之設施 O

3.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J .農牧用地之容許

使用項目包括休開農業設施，而在「台灣省非都

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 j 中對休閑農業設施亦

未規定許可使用細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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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艾化特色盡情揮灑

有鑑於一地區之產業發展須與當地的文化資產達致合理的互動，才可

使文化與產業間星現正回饋機制，而達到永續發展目標，而非曇花一現的

泡沫經濟 。 以下則為 5 點有關文化建設發展的建議 。

一、 1單位氏文化藝術特質的保存與發展

東部地區原住民文化藝術的保存發展雖已開始，但仍不足 。 文化藝術

的保存不僅是保存其產品或影像記錄，實際上這是最後策，要使文化藝術

可長期保存，則必需使其繼續是生活中的一部份 。 但在現今社會之下，新

的替代產品不斷出現，不論是否為原住民，均會很容易地使用更便利的新

產品，要使其仍廣泛地存於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若強調出其文化藝術上

的特質，使之成為藝術品，再將這些手工藝品成為一種產業，貝IJ其文化藝

術特質的保存則會較容易 。

手工藝品產業化之外，原住民生態博物館的建立則是將原住民的生活

文化不論是宗教、祭儀、語言、經濟活動、社會制度等具體保存，且可讓

人親身體驗 。 雖然文化藝術成品或影像記錄的保存並非最上策，但仍然是

重要且必需的，因為這是一種歷史上的記錄證明 。 故而原住民文化藝術保

存有三項建議 。

←)加強輔導手工藝產業化並結合推動產業東移 。

(二)設立原住民博物館 。

(司結合生態博物館理念推動原住民文化保存 。

二、加強觀光產業的相關輔導

前有述及東部地區在自然文化資產上相當豐富，故自然而然地，觀光

成為當地目前相當重要的產業，但因相關措施未能配合，故觀光產業並未

能替當地帶來相對應的經濟發展，故此方面的輔導相當迫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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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產業是依附於當地的人文風土而存在，配合人為的合理管理當可

增加其附加價值 。 故當地的人文風土的保護以避免人的破壞、並發掘出來

未被發掘的部份以增加可觀光的內容，是維持觀光產業所必需 。 而這些則

可與鄉土教學等配合，使當地民眾知道他們擁有那些文化資產，進而可向

遊客解說，同時可監督並避免遊客的私心破壞及污染璟境 。

男外觀光產業除本身的人文風土外，其它相關的服務設施如餐飲、住

宿、解說、交通等則可進一步提高觀光品質 。 使遊客的觀光經驗更為愉

悅 。 故而建議在餐飲、住宿、解說方面可由職校的觀光科教學加強，以培

養服務業的人才及解說的人才 。

三、都市計畫審議制度的建立

目前都市計畫審議制度在台灣地區以台北最健全完備 。 都市審議制度

之目的仍在使一地區的建築能反應出當地的特色，使都市整體景觀呈現和

諧的感覺但卻不流於單調均一 。 一地區的經濟在發展達一定水準時，建築

物自然而然地會增加，而建築在空間上可說是佔有相當量體的物品，可以

成為一空間中的藝術品，也可以是一畫雜亂無章的物件 。 東部地區之都市

審議制度尚未建立完整，以往在建築法規上雖有規定，但這些規定常是限

制建築物使各個建築呈現出均一而無特色的現象 。 但是對同時擁有山與海

的東部而言，建築應以能反應出此地之自然力特色為佳 。

四、自然資源及遊憩行為的調查研究

東部的自然資源之豐富人人均可見到，但其調查研究資料卻相當貧

乏 。 自然資源的調查研究資料是一地區規劃的基礎，有充足的調查資料才

可以得出合理的規劃成果 。 但自然資源調查研究是一相當繁重的工作，需

有相當的人力、物力才可 。 而目前東部地區學術單位的編制及經費普遍不

足，相關管理單位如太魯閣國家公國管理處、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縣政府等也面臨相類似的問題，使得研究調查及觀測計畫無法全面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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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行為的調查可協助了解遊客對其味程內容的期望，並了解遊憩行

為對遊憩地點璟境的正負面影響，以供遊憩規劃及觀光產業輔導之參考 O

i 、經濟價值觀改變的宣導

在傳統的經濟學中， 一項產業或活動的經濟價值是由其是否均質化、

量化、科技化等加以評估，在這樣的觀念下，所謂有經濟價值的產品中，

藝術品均被排除在外，唯有可以大量生產的產品才會被重視，因此傳統的

工藝，如木雕、竹編等均曾被忽略過一段時間 。 但近年來人們對經濟價值

的定義產生了很大的轉變，大量生產的產品有其價值，但個性化、多樣化

的產品亦有其價值，且更凌駕於量產產品之上 。 在這樣的經濟璟境中人們

喜歡而會購買的產品常是具地方型的、稀有型的、創造型的產品 。 也就是

能代表某一地方或民族之文化特色的產業 。

伴隨此種現象而來的則是生態掠遊，一種到當地去體驗其生活文化、

自然璟境的綠遊方式 O 而能提供此種旅遊璟境者，常能從觀光中發展出要

多附加產品的產業 。 如以鄉村美為主的美國 CAPE COD' 以都市及設計

為主的法國巴黎 ，以印第安原住民文化為主的 ALBUQUERQUE 等 。

因此經濟價值觀改變的宣導，使人們能認知到目前真正具價值的產業

及產品是什麼，可避免盲從過去的習慣而浪費了當地已擁有的寶貴價值 。

自李總統登輝先生於民國七十九年四月提出「產業東移」之政策指示

之後，至今已將邁入第七個年頭，回顧這六年當中，政府當局由地方至中

央為因應此項政策指示、均衡區域發展，先後成立促進委員會;並於本年

四月二十五日通過「促進產業東移行動計畫」 。 凡此種種行動，或可顯現

政府推動東部區域發展的決心，而在這漸趨成型的計畫推動中，地方的文

化生態將會呈現何種氣象?過去的傳統、民藝與風情將該如何對應與發

展，應是許多人士關心的課題 。 不過文化問題牽涉廣泛，本文應只是拋磚

引玉，祈由此次的研討，引發更廣泛、更深層的思考與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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