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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規劃緣起 

為促進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立法院於 100 年 6 月

13日三讀通過「花東地區發展條例」，並經  總統於同

年 6 月 29 日頒布施行。為加速推動條例所規定各項工

作，行政院隨即成立總額 400億元之「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基金」，並於 101 年 9 月 7 日核定「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策略計畫」，由本會與各部會及花東二縣政府共同協

力推動，期善用花東區域多元文化及景觀資源，建立產

業品牌特色，以提升產業實力、改善生活環境，建設花

東成為區域永續發展的典範。 

依循「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理念，且為更

進一步落實整合在地產業發展，強化在地優勢產業，並

達成振興地區經濟之目的，本會爰規劃本方案，期透過

促進觀光休閒、有機農業、文化創意等重點產業合作加

值鏈結發展，強化花東產業發展技術與能量，拓展花東

品牌與通路，同時創造發展紅利，並合理回饋及分享在

地民眾。 

貳、發展情勢分析 

一、石材產業逐漸式微 

為使花東地區能與西部有均等的發展機會，80

年代政府提出「產業東移」政策，優先發展水泥、石

材與寶石加工等工業，以及高附加價值產業，以加強

花東地區開發，讓石材產業成為花蓮地區主要產業之

一，佔全國石材產業產值之 7-8 成。惟近 10 年受到

韓國、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石材業者的低價競爭，導致

我國出口優勢逐漸衰退，產值由 1998 年之 15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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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下滑，產業發展逐漸式微。 

二、觀光產業旭日東昇 

86 年起政府陸續推動「促進東部地區產業發展

計畫」、「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以觀光遊憩事業

為發展重點，鼓勵民間投資開發觀光遊憩設施，並強

化與觀光事業發展相關之基礎設施與措施，如花蓮機

圖 1 石材產業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依據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提供資料彙整 

圖 2 花東地區主要遊憩據點旅客人次及國際旅客人數 
資料來源：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月別統計」

及「來臺旅客調查報告」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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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擴建、改善台鐵東部幹線、強化觀光旅遊線建設、

建構自行車路網等，並搭配直航包機獎勵、開放陸客

觀光等措施，使得花東地區遊客人數自 88 年後大幅

成長近 4倍，從 400萬人成長至 1,600萬人次，成長

趨勢明確。 

同時國際旅客在花東旅遊品質逐步提昇後，也大

幅增加，約佔整體旅客數之 3成，主要客源來自大陸、

日本、韓國及東南亞等地。近年來更因開放陸客、自

由行等政策之實施，遊客數持續增加，為花東創造觀

光產業發展之新契機。 

三、有機農業蔚為風潮 

花東地區擁有好水、好空氣及乾淨的土地，十分

適合有機農業之發展，96年政府推動「東部永續發展

綱要計畫」，100年花東條例通過，更持續投入相關經

費，促進有機農業的發展。近年來，因食安事件，使

得國人更加重視食品安全與自我健康維護，對於有機

圖 3 花東地區有機農業面積(公頃)及有機農業戶數(戶) 
資料來源：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有機農戶數及面積統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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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及食品的需求也明顯增加，更進一步促使有機

農業蓬勃發展。 

因此，花東有機農業耕種面積近 10 年來逐年增

加，已成長達 4倍。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資料，

102 年底花東有機農業面積達 1,894 公頃，占全國有

機農業面積逾 30%，主要分布於花東縱谷廊帶，以玉

里鎮、富里鄉及池上鄉為主。雖然花東有機農業面積

逐年增加，但截至目前也僅占花東總耕地面積約 2%，

顯見具持續發展的潛力。  

參、規劃思維轉變 

一、規劃思維 

以往各部會在推動產業政策時，常因規劃、區位、

時間、財務等未能有效整合，致較難發揮跨域合作加

值之發展綜效。有別於傳統的產業規劃思維，本方案

以善用花東 1 級產業之發展優勢與 2、3 級產業之發

圖 4 花東產業六級化規劃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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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契機，強化產業 6 級化(1 級╳2 級╳3 級)之合作鏈

結為主要規劃理念。 

透過觀光休閒、有機農業、文化創意等重點產業

合作加值鏈結發展，提供美好的旅遊生活體驗及特色

商品(如保健作物食品、手工藝品等高附加價值商品)，

吸引人到花東旅遊，購買花東特色商品，以達到增加

所得、創造就業及利潤共享之目標，形成在地產業正

向循環發展的創新模式。 

二、規劃原則 

本方案以環境優先、特色導向，以及整合發展、

利潤共享為規劃方向，重要規劃原則如下： 

(一) 保存自然人文資源：保存豐富自然資源及多元文化

特色，以及在生態系統涵容的能力下發展。 

(二) 運用在地特色優勢：善用自然資源與人文特色，朝

低污染、低耗能的高附加價值產業發展。 

(三) 解決產業發展困境：改善交通運輸、培訓關鍵人力、

加強品牌行銷，增加產業發展能量。 

(四) 創造利潤地區共享：推動合作事業，跨域加值合作，

建立合理的利潤回饋及共享機制。 

肆、關鍵發展課題 

一、欠缺關鍵技術人力 

(一) 花東地區以微型產業為主，企業員工數在 5人以下

占比達 85%，產業競爭力相較西部企業為弱，平均

生產總額約 400-600萬元，人均產值約 130-18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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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均遠低於全國平均值 2,170萬元及 367萬元
1
，

產業發展型態及人力仍待加值提升。 

(二) 區內高等教育比率約 20~30%，低於全國平均值 39%
2
，

過去雖因應增設東華大學、台東大學等大專校院，

培養出許多高等教育人力，但卻未能有效反映社會

與產業的需求，以臺東縣為例，大專以上失業率

4.9%較整體 4.3%
3
為高；另技職教育因重學術輕實

用，學生缺乏實作訓練，所學未盡符在地產業發展

之需，造成學校教育與在地產業鏈結性仍待強化。 

二、亮點資源串聯不足 

(一) 遊客集中少數知名據點(如太魯閣、七星潭等)，占

遊客總數逾 48%，無法有效擴散至地區性景點及周

邊社區、部落。 

(二) 旅遊型態仍以短天期及低消費為主，平均停留天數

2.7天，日消費金額 1,725元
4
，整體旅遊服務仍待

                                                      
1
 資料來源：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民國 100年。 
2
 資料來源：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民國 102 年。 
3
 資料來源：依據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及臺東縣政府統計資料整理，民國 102年。 
4
 資料來源：依據 101年度國人及來台旅客旅遊狀況調查報告整理。 

圖 5 花東地區各主要遊憩據點旅客人次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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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升級。 

(三) 各部會資源持續投入，惟規劃、區位、時間、財務

等未能有效整合，難以發揮綜效。 

三、缺乏行銷通路不足 

(一) 產業因以微型產業為主，行銷資源因資本缺乏而不

足，影響品牌行銷，致花東地區知名品牌相對較

少。 

(二) 目前的通路市場以大企業通路商為主，合作對象亦

以大型企業為主；花東地區業者因規模及資本小，

致產品樣少、量低且同質性高，行銷推廣困難。 

四、交通運輸限制發展 

(一) 公路受到台 9線蘇花段及南迴段瓶頸影響，運能有

限，假日路段服務水準達 E級
5
，且常遇颱風、豪雨

坍方中斷，可靠性及安全性待提升。惟政府目前已

積極推動蘇花公路及南迴公路改善計畫，其中蘇花

公路改善計畫預計 106年可完工通車。 

(二) 鐵路具較大運能，為主要聯外運具，擔負運量佔 50%

以上，惟尖峰瓶頸時段，受到旅運需求集中情形影

響，仍面臨訂位困難問題。 

(三) 空運雖旅運時間短，但相對票價高且運能有限，無

法滿足一般旅運需求。 

                                                      
5
 資料來原：依據 101年度運輸統計彙編及東部區域運輸發展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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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策略主軸 

針對在地產業所面臨欠缺關鍵技術人力、亮點資源

串聯不足、缺乏行銷通路不足及交通運輸限制發展等 4

大關鍵課題，本方案提出產業整合、行銷拓展及便捷運

輸等策略及推動作法。 

 

一、 產業整合 

以加強串聯合作，產業服務再升級，創造利潤共

分享為目標，推動下列作法： 

(一) 推動合作事業：在地產業跨域合作加值發展 

1. 整合在地產官學研資源，提供產業由生產研發至

經營銷售之完整產業鏈輔導，促進產業跨域合作

及加值發展，強化產業發展能量。 

2. 主動發掘具潛力之部落或社區，全力推動合作事

業，形成「自益—互益—共益」之合作型經濟體，

讓經濟體內的成員經由共同合作與決策，獲取經

濟發展紅利，並讓經濟紅利合理回饋在地民眾。 

圖 6 策略主軸及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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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才加值培訓：學以致用畢業即具就(創)業力 

1. 配合地方產業發展需求與課題，邀請有實務經驗

之創業貴人、專家學者及政府代表組成顧問團，

針對有意願留在花東地區發展之學生、畢業生或

在地青壯年，由在地大學共同開辦創業培訓課程

或地域產業發展學程，提供實作場域訓練，進行

能力訓練，讓其畢業即可就業或創業。 

2. 落實「人力加值培訓產業發展方案 」，建立人才

培訓供需對話機制，即由產業界主導，政府提供

必要協助，邀集產官學研共同組成對話機制，針

對產業所需人才缺口，推動培訓計畫與就業媒

合。 

(三) 服務升級加值：貼心服務賓至如歸優質享受 

1. 推廣旅遊達人服務，培訓在地旅遊業者，提供客

製化之無縫旅遊服務；並透過整合中央、地方及

民間旅遊資訊，建立花東地區旅遊資訊網及 APP

應用軟體，提供便利的遊程規劃服務。 

2. 落實貼心住宿，輔導訓練旅館服務從業人員，以

加速提升其服務品質，縮減旅館服務品質與消費

者期待落差，並與國際管理標準與評鑑機制接

軌。 

3. 推動產地餐桌，引進研發創新能量，結合在地文

化與食材研發具地方特色料理，並規劃讓消費者

直接到產地採買兼旅遊，從認識食材到農業體驗，

滿足消費者從旅遊、美食品嚐到伴手禮一次到位

的需求，落實地產地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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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亮點串連整合：珍珠亮點有機鏈結群聚發展  

以實體及虛擬網絡加強串聯地方產業發展亮

點，包括有機農業、文化創意、觀光旅遊、社區及

原住民部落產業，並整合「食、宿、遊、購、行」

等關聯性產業，發展加值創新服務，並藉由實地展

覽的形式，帶動產業群聚發展。 

二、 行銷拓展 

以建構展售運銷平台，拓展運銷新通路，創造花

東優質品牌為目標，推動下列作法： 

(一) 花東好萊塢：創新手法國際行銷打響品牌 

1. 以創新手法加強國際行銷，如邀請國際級導演到

花東取景拍攝電影，或運用電視劇、社群網路等

新型態媒體傳播，以置入性行銷方式，創造話題

打響知名度。 

2. 前往目標客群國家，進行推廣行銷，如舉辦

Roadshow等，將花東美好的旅遊生活體驗及特色

商品推廣到國外，提高花東地區自明性及創造花

東優質品牌。 

(二) 展售運銷平台：拓展銷售通路海內外齊流通 

1. 在花東地區及主要市場與知名實體及虛擬通路業

者合作開設花東特色商品展售平台，拓展銷售通

路。 

2. 善用花蓮港之區位優勢，設置自由貿易港區，藉

由自由貿易港區優惠利基及委外加工營運模式，

協助特色商品加值輸出，提升利基型產業競爭力，

並讓花蓮港成為物流加值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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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便捷運輸 

以運用地區海空港優勢，強化複合式運輸服務，

滿足旅遊、生活及貨物運輸服務需求為目標，推動下

列作法： 

(一) 亞太旅遊網：亞太遊客乘風航行飽覽花東 

1. 吸引及獎勵國際郵輪彎靠花蓮港、包機直航花蓮

及臺東機場，爭取香港、日本、韓國、大陸及東

南亞等亞太市場客源。 

2. 協助高速客貨輪業者，經營花蓮港至石垣、沖繩

間客貨航線，長期可擴展至東北亞及美國西岸等

地，形成太平洋左岸經濟圈。 

(二) 綠色運輸網：鐵路巴士鐵馬步行趴趴 GO 

1. 持續提升臺鐵運輸服務效能(如改善票務系統、推

動差別訂價等)，以及台 9線可靠性及安全性，提

供安全、便捷、舒適、可靠的運輸服務。 

2. 推動臺鐵與民間物流業者合作之創新複合運輸模

式，依據貨物需求，於臺鐵花東沿線擇適當場站

作為公共貨場，提供作為貨櫃集散及裝卸場所，

並利用離峰時段運送貨物，提供運價優惠，發展

低碳便捷貨運服務。 

3. 整合鐵路、巴士、業者接駁車、電動(機)車、自

行車、步行等多元運具，建構以生活圈及地域產

業發展為架構之綠色運輸網。 

陸、優先推動試點 

一、為發揮資源整合綜效，本方案將依據觀光、文創、有

機農業等重點產業整合發展潛力擇定試點地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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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執行。 

二、推動工作 

(一) 輔導成立合作事業，

並提供人力培訓、資

金、土地等配套及優

惠措施。 

(二) 配合檢討投入必要之

公共建設及設施，如

區域型加工設施、智

慧觀光系統等。 

三、由國發會會同相關部會

及花東二縣政府共同推動，並統籌協調推動事宜。 

柒、執行及分工 

一、推動執行 

(一) 由國發會定期邀集相關部會及花東二縣政府就執

行情形與所遭遇問題進行研商及協調。 

(二) 各項作法之推動執行由各主要召集部會統籌督導、

協調及推動事宜。 

(三) 各主要召集部會應會同相關機關就所負責之推動

作法，於行政院核定後 2個月內提出具體推動計畫，

包括目標、時程、內容及經費等，俾落實執行。 

(四) 為確保計畫執行效能，各項推動作法應設定明確可

行且具時效性的績效指標，以供檢核各項計畫的執

行品質與成效。 

圖 7 跨區域、跨產業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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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分工 

策

略 

推動 

作法 
推動內容 

主要召

集部會 
參與機關 

產

業

整

合 

推動合

作事業 

促進產業跨域合作

加值發展 
國發會 

經濟部、內政部、

花東二縣政府 

人才加

值培訓 

開辦創業培訓課程

或地域產業發展學

程 

教育部 
勞動部、花東二縣

政府 

建立人才培訓供需

對話機制 
經濟部 

教育部、勞動部、

花東二縣政府 

服務升

級加值 

推廣旅遊達人服

務，以及建立旅遊

資訊網與 APP 應用

軟體 

交通部 花東二縣政府 

落實貼心住宿，提

升服務品質 
交通部 花東二縣政府 

推動產地餐桌，落

實地產地消 
農委會 花東二縣政府 

亮點串

連整合 

以實體及虛擬網絡

加強串聯地方產業

發展亮點 

交通部 

農委會、原民會、

客委會、經濟部、

文化部、內政部、

花東二縣政府 

行

銷

拓

展 

花東 

好萊塢 

以創新手法加強國

際行銷 
國發會 

文化部、交通部、

花東二縣政府 

前往目標客群國

家，進行推廣行銷  
交通部 

國發會、花東二縣

政府 

展售運

銷平台 

與知名實體及虛擬

通路業者合作開設

花東特色商品展售

國發會 
經濟部、花東二縣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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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推動 

作法 
推動內容 

主要召

集部會 
參與機關 

平台 

設置自由貿易港

區，讓花蓮港成為

物流加值門戶 

交通部 花蓮縣政府 

便

捷

運

輸 

亞太 

旅遊網 

吸引及獎勵國際郵

輪彎靠花蓮港、包

機直航花東機場 

交通部 花東二縣政府 

協助高速客貨輪業

者，經營花蓮港至

石垣、沖繩間客貨

航線 

交通部 花蓮縣政府 

綠色 

運輸網 

持續提升台鐵運輸

服務效能，以及台 9

線可靠性及安全性 

交通部 花東二縣政府 

推動臺鐵與民間物

流業者合作之創新

複合運輸模式 

交通部 花東二縣政府 花東二縣政府 

建構以生活圈及地

域產業發展為架構

之綠色運輸網 

交通部 
內政部、經濟部、 

花東二縣政府 

三、財源規劃 

(一) 計畫執行所需經費原則應優先檢討由公務預算編

列支應，必要時得申請花東基金補不足。 

(二) 各部會應配合本方案之推動，調整政府部門之軟硬

體投資，以協助在地產業發展及吸引民間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