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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地理環境的限制，離島相較於台灣本島，有著

發展上的弱勢，為推動離島開發建設，自 2001 年

起，政府分 10 年編列 300 億元「離島建設基金」。基於

永續發展的願景，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劉

可強建議，延長國庫撥補期限、追加預算額度，同時落實

投融資計畫，鼓勵民間企業投入離島開發，並將基金運用

在公務預算編列不足部分的建設。

基金循環　

讓離島建設永續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劉可強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劉可強認為，政府應站在協助者的角

色從旁輔導，讓在地力量去提升離島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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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建設基金」是依據 2000 年立法的《離島建設條例》設置，近 10 年

來已陸續補助離島縣市 200 多億元經費，以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馬祖）、

台東縣（蘭嶼、綠島）及屏東縣（小琉球）等離島縣為主要補助對象。涵蓋層

面廣泛，根據經建會統計，以基礎建設占近 5 成為最大宗，其餘以特殊產業輔

導及水資源開發各占 1 成，生態保育及居民交通費用補助各占 8％，歷史文化

保存占 5.7％，醫療救護占 3.2％。

鼓勵民間投資　錢用在刀口上

針對離島基金運用方式，劉可強分析，前幾年是依人口比例、收入等平均

分配，結果並不是太理想。因為大部分經費都被用在修築馬路等基礎建設，從

地方角度來說固然無可厚非，但像金門的柏油路面積，按土地比例已是全國最

高，就不見得需要；又例如蓋一所醫院，使用率卻不高，就該思考是否有更好

的基金運用之道

劉可強直言，這不是某一個人的過失，而是整個系統的運作問題。「簡單地

說，到現在地方政府仍不太清楚，公務預算與離島基金的差別。」他指出，離島

基金是要做公務預算之外的事，也就是公務預算不足的部分，像修馬路等基礎

建設本來就應由公務預算支付，而不是動用離島基金，中央政府也要協助地方

政府釐清這點。

離島基金原先是由行政院內政部管理，後來移交經濟建設委員會（以下簡

稱經建會）規劃，已撥足 300 億元。在專業團隊的整體規劃下，分為兩大部分

進行，希望活用剩餘的基金；其中一半用來補貼公務預算做不了的事，另外一

半作為投融資計畫的基金。劉可強強調，「錢必須花在刀口上，希望這筆基金能

循環下去，而不是 10 年到了，全部花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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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會針對 6 座有人居住的離島，綜合各方條件，擬訂各自發展定位與目

標，亦即「第三期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劉可強肯定如此作法，錢已漸進式

地用在刀口上，同時也具有示範作用，例如花東建設基金，就是比照離島建設

基金辦理，而不是齊頭式的分配。

凝聚在地力量　發揚離島特色

依「第三期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金門縣朝國際級觀光休閒島嶼發

展，作為「位於閩南經濟生活圈的兩岸先行試點」；澎湖縣以 5 大面向發展，

包括：國際休閒度假島、海洋文化生態島、藍海經濟智慧島、綠能生活低碳

島、健康社會幸福島；馬祖則定位為低碳樂活體驗型度假島群；小琉球朝低碳

示範島嶼發展，建立低碳旅遊交通網絡，推廣節能設備；綠島定位為綠色低碳

生態島嶼，打造國際級旅遊環境；蘭嶼則是永續海洋文化之原住民家園，形塑

部落特色風貌。

整體上 6 座離島已朝既定方向發展，但劉可強指出，仍應落實投融資計

畫，協助民間業者赴離島投資開發。目前離島建設基金辦理「離島永續發展優

惠貸款」，但他認為，申請辦法過於嚴格，比方說，民間想興建一座海水淡化

廠，如果政府的規定比銀行嚴格，「業者直接找銀行貸款就行，為什麼要找政

府？」他建議只要計畫符合地方利益，就應給予比銀行更優惠的條件。像金酒

公司過去日產 300 噸酒糟被當廢棄物，還要花錢處理，後來金門縣畜試所研發

出用酒糟餵牛，離島建設基金就投資此項計畫，發展出在地的特色產業，建立

優質的國產牛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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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可強表示，要更有彈性地處理投融資計畫，讓基金永續經營。除了鼓勵

大企業進駐，也要輔導中小企業。他特別提出「小額」概念，因為離島人口不

多，但居民與土地的關係緊密，就可以鼓勵小額投資。他舉例，馬祖最為人詬

病的是交通問題，但其實馬祖居民平均在銀行的儲存率居全台之冠，若能成立

馬祖海上運輸改善基金會合作社，每個人入股 10 萬元，與離島基金聯合起來，

一起改善台馬輪，縮短目前台馬一趟耗時 8 小時的長途運輸，藉此也能凝聚在

地力量，「居民對家鄉要有認同感，他們花的錢可能不是很多，但發散的效果可

能很大。」劉可強說。

解決公務預算做不了的事

「離島基金就是要去面對難度比較高的事情！」他以蘭嶼說明，首先一定要

處理核廢料問題，起碼要放在無人的地方，這個問題解決了，蘭嶼長久以來的

心理障礙就解決了。再來，要提升蘭嶼地位，從鄉級升格為特殊行政區；同時

要由具歷史感、文化素養的蘭嶼人領導，成立跨部落會議，解決深層問題。他

提醒外界各種關心團體不要介入太多，不要把想法強加在蘭嶼人身上，要讓他

們自主一點。

至於觀光業蓬勃的澎湖，受惠於包機直飛大陸，兩岸湧入的遊客絡繹不

絕。劉可強說，由於澎湖是群島的關係，有些地方相對來說尚未被觀光人潮淹

沒，有發展海洋、生態、地質研究的潛力，但最好把大眾化觀光限制在馬公市

區，提升整體餐飲、服務品質，其他地方則要保護好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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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為低碳示範島嶼的小琉球，他認為，推廣電動車遊島成果不錯，垃圾

回收也做得很好，打造無碳島的成功機會很大。但綠島目前就缺乏清楚的主體

性，要把它變成一個真正的生態島，還須進一步努力，「一個地方會變成什麼樣

子，終究要靠地方居民，如果想像不足，很難處理。 」

醫療問題須回歸人性考量

至於離島居民最希望改善的醫療問題，劉可強觀察到有些年輕醫師在待

遇與生活經驗的考量下，願意去離島服務，但人數依然不夠，遇緊急狀況或

重症仍須後送回台，除非是一般症狀，離島居民才會就近看診。他指出，醫

療問題要回歸人的心理考量，若是台大、榮總等大型醫院在離島設置分院，

醫師輪流駐診，居民才會排隊等候看診，否則還是寧願去台灣，因此只蓋醫院

的效果有限。

因應離島建設基金即將用罄，更要加緊腳步，引進相關產業進駐離島地

區，讓基金有活水挹注，以期永續經營。劉可強總結，基金運作的模式，最理

想的狀況是離島居民願為地方做事，政府站在協助者的角色從旁輔導，讓在地

力量去提升離島。從公共建設的角度，應該讓基金延長國庫撥補期限並追加預

算額度，不是 10 年到了就停止撥補，才能充分發揮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