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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區域產業能量   扶植在地產業發展
「產業有家，家有產業」座談會在花、東、苗舉辦

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為
促進各區域發展機會均等，及為具有地方優勢的產業加注發展的新動

能，經建會持續舉辦「產業有家，家有產業」縣市座談會，希望藉由中

央與地方直接溝通，協助地方找到主打產業在地生根發展的契機。

建置整合行銷平台 打造花蓮經濟未來

9 月份的座談會分別在花蓮、台東和苗栗舉辦。首先登場的是 9 月 19 日的

花蓮場次，由經建會劉憶如主委、黃萬翔副主委及副縣長蔡運煌共同主持。劉

主委一行人上午先參訪花蓮市農會、花蓮縣生鮮物流中心、台肥深層海水生產

經建會劉憶如主委聽取花蓮各界產業需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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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等處，深入瞭解各產業需要政府提供的協助，包括行銷及物流。她鼓勵業者

多方面思考，運用創意加值，透過中央、地方、業界共同努力，建置整合行銷

平台，打造花蓮經濟美好的未來。 

另外在座談會中，部分業者提及花蓮工業區勞工資源不足的現象；縣府及

地方業者也就「花蓮機場直航大陸」、「放寬觀光醫療觀光客來台停留時間」以

及「溫泉區土地開放」等與觀光有關的問題，與劉主委討論，希望劉主委能切

實轉達地方心聲，協助花蓮發展無煙囪工業。劉主委當場允諾，會將與會者的

寶貴意見帶回中央各部會，以努力弭平城鄉差距，一起打造台灣未來美好的黃

金 10 年。

關注台東優勢產業 創造安居樂業環境

9 月 21 日，由黃副主委帶領各部會代表參訪台東知本溫泉觀光業界、台糖

文化創意園區及鐵花村國際魅力景點等地後，實地瞭解台東在觀光及原民文化

發展方面的現況與遭遇問題，當日下午台東場次的「產業有家，家有產業」座

談會正式在縣府大禮堂登場。黃副主委表示，台東擁有全台獨一無二的好山好

水、豐富的純淨自然美景與原住民文化的優質環境條件，在精緻農業與文化觀

光方面的發展，透過良好的創新服務品質與產銷通路，配合交通建設改善與國

際宣傳行銷，結合中央、地方與民間的力量，促使台東在地產業的植根與升級。

黃健庭縣長也認同副主委的看法，他以今（2011） 年暑假的熱氣球活動為

例，該活動總共吸引了 35 萬觀光人次，創造 5 億多元商機，顯見台東確實有吸

引觀光客的條件，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夠大力協助，改變台東的經濟體質，在農

業、觀光、醫療、文創等各方面，打造有利台東發展的軟、硬體環境，發揮台

東的競爭優勢等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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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鄉鎮市長也提到，台東對外交通不便造成觀光發展瓶頸、池上米等

優質農產品的產銷問題、東海岸有許多荒廢的養殖場，應該要研發出其他的

用途等。

黃副主委在聆聽眾人意見後表示，中央部會將提出適合台東永續發展的產

業規劃，希望台東人都能夠安居樂業，創造財富。

聆聽在地期待 改善產業環境

「產業有家，家有產業」座談會的列車，9 月 26 日駛進苗栗。劉主委、單

驥副主委及經建會人員在副縣長林久翔等人的陪同下，先參訪竹南鎮聿新生物

科技公司、造橋鄉冠軍綠概念館及三義鄉裕隆汽車製造公司，實地瞭解企業經

營現況。下午就在縣府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座談會，除了對鄉親闡明經建會對

經建會黃萬翔副主委至台東瞭解當地產業需求，期能提升未來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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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業有家，家有產業」的規劃外，也聆聽在地產官學代表對苗栗經濟發展

的期待。

劉政鴻縣長在座談會上表示，苗栗縣目前致力於 8 項產業發展，希望政府

能大力鬆綁環評、區委會及都委會審查與法規的限制，以提高效率，促進投資。

地方業者請教於劉主委的問題包括有：經濟部中小企業對於地方特色產業

的輔導不足，尤其是客家主題的觀光產業；外勞開放及製造業勞動環境的改善；

苗栗以山坡地為主，土地開發的環評程序冗長等等。劉主委在會議結束前強

調，相關問題她都會帶回中央，請部會研擬對策，同時歡迎與會者隨時在經建

會網站上提出更多議題，讓中央的努力與地方的期待沒有落差。

 根據經建會的規劃，明（2012）年初第一季，台灣未來 10 年的產業分

布圖即將出爐，就地方產業的需求，經建會除了自身的政策配合外，也會在人

力培育、外籍勞工的開放等方位上，與各部會協商。期讓「產業有家，家有產

業」的規劃不僅停留在政策階段，也能夠成為地方經濟躍升的重要力量。

劉主委聆聽苗栗產官學代表對在地經濟發展的期待與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