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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縣市基本資料

高雄市基本資料

一、現況分析

1. 地理位置

2. 人口結構

3. 交通路網

4. 土地使用及土地利用

5. 環境敏感地區

1. 地理位置

（1） 高雄市位於臺灣西南部，是臺灣南部的首要都市。東起桃源區隻頭山與花蓮

縣、臺東縣相鄰，西至臺灣海峽，南為林園區汕尾南端，與屏東縣接壤，並納

管南海上的東沙島及南沙太平島，北為桃源區玉山山頂，毗鄰嘉義與臺南。

（2） 全市土地面積約 2,946.3 平方公里，行政區域劃分為 38 區。

2. 人口結構

高雄市人口持續成長，99 年底人口 277 萬 3,483 人 ( 占全國約 12%)，居全國第 2

位，扶養比 33.41% 為全國第 3 低，老化指數逐年增加，近 5 年增加 15.73 個百分

點，高於全國平均。

* 截至 100 年 9 月底止，高雄市人口共計 2,773,157 人，0-14 歲、15-64 歲、65 歲

以上人口分別占全縣 14.32%、75.27%、10.4%。全市人口以 三民及鳳山區（計

696,777 人）最多，占全市 1/4，田寮、甲仙、桃源、那瑪夏及茂林區人口最少。

區域
0-14歲

(%)
15-64歲

(%)
65歲以上

(%)
扶養比

(%)
老化指數

(%)
總面積

(平方公里 )
人口密度

(人 /平方公里 )
總人口數

(人 )

全國 15.28 73.94 10.78 35.25 70.57 36,191 641 23,193,638

高雄市 14.32 75.27 10.40 32.85 72.63   2,946    941 2,773,157 
註：1. 扶養比：【（0~14 歲人口 +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100 ﹪           

2. 老化指數：65 歲以上人口數 / 0-14 歲人口數 x100

6. 產業園區現況

7. 產值結構

8. 從業員工結構

9. 學研能量

10. 可提供土地



/  005 第 6 冊 高屏

行政區域 高雄市 三民區 鳳山區 前鎮區 左營區 苓雅區 楠梓區 小港區 鼓山區

人口數 2,773,157 352,243 344,534 197,956 193,189 181,965 173,679 154,528 132,531

百分比 (%) 100 12.70 12.42 7.14 6.97 6.56 6.26 5.57 4.78

行政區域 大寮區 岡山區 仁武區 林園區 新興區 路竹區 大樹區 鳥松區 美濃區

人口數 109,115 97,245 74,417 70,340 54,543 53,489 43,696 43,132 42,748

百分比 (%) 3.93 3.51 2.68 2.54 1.97 1.93 1.58 1.56 1.54

行政區域 旗山區 橋頭區 梓官區 大社區 茄萣區 燕巢區 阿蓮區 旗津區 湖內區

人口數 39,552 36,779 36,574 33,228 31,062 30,900 30,224 29,799 28,848

百分比 (%) 1.43 1.33 1.32 1.20 1.12 1.11 1.09 1.07 1.04

行政區域 前金區 鹽埕區 彌陀區 內門區 六龜區 永安區 杉林區 田寮區 甲仙區

人口數 28,469 26,815 20,277 15,704 14,554 14,118 11,911 8,066 7,042

百分比 (%) 1.03 0.97 0.73 0.57 0.52 0.51 0.43 0.29 0.25

行政區域 桃源區 那瑪夏 茂林區

人口數 4,740 3,310 1,835

百分比 (%) 0.17 0.12 0.07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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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區
4,700人 
5人/km²

茂林區
1,834人 
9人/km²

六龜區
14,421人 
74人/km²

那瑪夏區
3,252人 

13人/km²

甲仙區
6,981人 

56人/km²

美濃區
42,658人 

355人/km²

杉林區
12,136人 

117人/km²

田寮區
8,012人 

86人/km²

旗山區
39,423人 

417人/km²

內門區
15,662人 

164人/km²

燕巢區
30,941人 

473人/km²

大樹區
43,609人 

651人/km²

大寮區
109,157人 

1,537人/km²

路竹區
53,443人 

1,103人/km²

岡山區
97,417人 

2,032人/km²

小港區
154,772人 

3,756人/km²

阿蓮區
30,225人 

873人/km²

仁武區
74,867人 

2,075人/km²

林園區
70,439人 

2,182人/km²

永安區
14,106人 

624人/km²

楠梓區
173,969人 

6,736人/km²

鳳山區

345,346人 

12,906人/km²

大社區
33,296人 

1,252人/km²

鳥松區
43,191人 

1,756人/km²

橋頭區
36,809人 

1,419人/km²

湖內區
28,806人 

1,429人/km²

鼓山區
132,868人 

9,011人/km²

左營區
193,482人 

9,979人/km²

茄萣區
31,008人 

1,967人/km²

前鎮區
197,693人 

10,339人/km²

彌陀區
20,217人 

1,368人/km²

梓官區
36,559人 

3,153人/km²

苓雅區
181,717人 

22,291人/km²

旗津區
29,781人 

20,344人/km²

352,159人 
17,798人/km²

三民區

鹽埕區
26 ,723人 

18 ,871人/km ²

前金區
28 ,446人 

15 ,316人/km ²

新興區
54,345人 

27,497人/km²

人口密度

0 - 500

500 - 1,000

1,000 - 2,000

2,000 - 3,000

3,000 - 4,000

4,000 - 5,000

5,000 - 10,000

10,000以上

100 年 12 月底內政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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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路網

（1） 主要高快速公路系統為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國道 10 號，台 1 線、台 3 線、

台 17 線、台 20 線 ( 南部橫貫公路 )、台 28 線、台 88 線 ( 東西向快速公路 )。

（2） 軌道系統有臺鐵縱貫線、屏東線，台鐵計有高雄等 12 站；高鐵─ 左營站；捷

運─紅線及橘線，現有營運車站共 37 站。

（3） 設有一高雄國際機場航空站。

4. 土地使用及土地利用

從都市永續發展之角度來看，為強化生態保護區之管理系統，應於各地區視發展上

之需要及土地使用狀況，於易受開發行為影響之環境脆弱地區，設立生態保護區之

緩衝與緩衝綠帶，以促進生態保護區的永續經營。

5. 環境敏感地區

（1） 限制發展地區

 包括野生動物保護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特定水土保持區、國家公園、

河川區域、國有林事業區及自然保護區等，計約 6,294 公頃。

（2） 條件發展地區

 包括山坡地、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沿海保護區、水庫

集水區、礦區等，計約 234,294 公頃。

（3） 限制及條件發展地區占全縣面積 79％，發展相關產業時應注意環境敏感分析。

6. 產業園區現況

工業區 面積 (公頃 )  工業區 面積 (公頃 )  

永安 64.37
廠商家數：66家
年產值：335億元
就業人口：3,920人

大社 109.39
廠商家數：12家
年產值：736億元
就業人口：2429人

仁武 21.00
廠商家數：34家
年產值：134億元
就業人口：1,908人

鳳山 10.30
廠商家數：85家
年產值：15億元
就業人口：795人

臨海 1582.00

廠商家數：465家
年產值：8508億元
就業人口：30,933人

大發 375.00

廠商家數：536家
年產值：1210億元
就業人口：11639人

林園 388.00
廠商家數：22家
年產值：1200億元
就業人口：1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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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安工業區

以金屬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及機械設備製造業為主。

（2） 仁武工業區

政府為實施加速經濟發展計畫，配合經濟發展之需要，由政府編定開發仁武綜

合性工業區，為促進工業發展，繁榮地方經濟，解決石化業原料仰賴國外進口

之不便，藉以降低成本，增強國際市場之競爭力。

以金屬製品製造業及基本金屬製品、化學製品製造業為主。

（3） 臨海工業區

為加速工業發展，鼓勵華僑及外商投資，

為配合高雄港擴建及國家十大建設之大煉

鋼廠、造船廠建設需要，提供優良投資環

境，以加速重大基本工業發展，促進國家

整體經濟之蓬勃。

以機械設備製造業、基本金屬製

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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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園工業區

林園工業區和中油高雄煉

油廠以及仁大石化工業區

構成三角連接地帶，原料

和成品互相依存，關係密

切；塑膠製品製造業為大宗。 

（5） 大社工業區

大社工業區開發目的，係促進工業發展，繁榮地方經濟建設，解決石化業原料

仰賴國外進口之不便，藉以降低成本。林園工業區、中油高雄煉油廠以及大社

石化工業區構成南臺灣石化重鎮，原料和成品互相依存。

以化學材料製造業及化學製品製造業為大宗。

（6） 鳳山工業區

配合國家當時工業快速成長，社會日臻繁榮，為舒解鄰近都市汽車修配業設廠

及擴建覓地困難，及減少修配混設於都市中，產生噪音反空氣污染，乃有開發

鳳山汽車修配工業區之芻議。

以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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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發工業區

本工業區為一綜合型工業區，民國 72 年底規劃 54.7 公頃作為混合

金屬專業區，且為順應時代潮流於 90 年 2 月變更為甲種工業區，

以提昇產業多角化經營。 

以金屬基本工業、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及金屬製品製造業為大宗。

7. 產值結構

 單位：百萬元

產值結構 高雄地區 原高雄市 原高雄縣

金屬鋼鐵機械 904,375 29.6％ 431,891 24.3％ 472,484 36.8％

石化關聯 780,433 25.5％ 361,584 20.3％ 418,848 32.7％

資訊電子 270,526 8.8％ 224,832 12.7％ 45,694 3.6％

批發及零售 239,014 7.8％ 164,953 9.3％ 74,061 5.8％

運輸及倉儲 132,796 4.3％ 115,489 6.5％ 17,307 1.3％

金融及保險 106,036 3.5％ 84,298 4.7％ 21,737 1.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72,400 2.4％ 43,124 2.4％ 29,276 2.3％

不動產業 27,158 0.9％ 23,414 1.3％ 3,744 0.3％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044 0.3％ 5,991 0.3％ 3,053 0.2％

其他 517,588 16.9％ 321,423 18.1％ 196,165 15.3％

全年生產總額 3,059,370 100.0％ 1,777,000 100.0％ 1,282,370 100.0％
原始資料來源：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95 年總報告；計算編製：經建會

8. 從業員工結構

 單位：人

從業員工結構 高雄地區 原高雄市 原高雄縣

批發及零售 201,198 24.0％ 132,926 25.4％ 68,272 21.6％

金屬鋼鐵機械 117,787 14.1％ 44,735 8.6％ 73,052 23.1％

資訊電子 72,215 8.6％ 56,141 10.7％ 16,074 5.1％

運輸及倉儲 49,798 5.9％ 39,521 7.6％ 10,277 3.3％

石化關聯 45,302 5.4％ 13,804 2.6％ 31,498 10.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3,366 5.2％ 26,431 5.1％ 16,935 5.4％

金融及保險 31,009 3.7％ 24,129 4.6％ 6,880 2.2％

不動產業 9,658 1.2％ 8,209 1.6％ 1,449 0.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8,916 1.1％ 6,237 1.2％ 2,679 0.8％

其他 250,288 30.9％ 170,174 32.6％ 80,114 25.4％

總計 837,988 100.0％ 522,388 100.0％ 315,6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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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學研能量

．醫學生技與健康科學：包括醫務管

理、職能治療、健康管理、護理、藥

學、醫學檢驗等

．運輸觀光：包括觀光與餐旅管理、航

運管理、餐旅行銷暨會展管理、航空

暨運輸服務等

．工程及科學：包括電機、電子、環

境、材料、機械、自動化、化工、土

木、自動化等

．資工：包括資管、光電、資工、電腦

與通訊等

．人文社會：包括教育學、中國、外國

語文、哲學、政治學、行政管理、傳

播、幼保等

．環境規劃與生態：包括海洋事務、生

物科技、海洋科學、工業設計、都市

發展與建築、綠色能源、漁業生產與

管理等

．藝術：包括音樂、劇場、美術等

．民生及體育：包括運動健康與休閒、

休閒事業管理、生技彩妝、化妝品應

用與管理等

．設計及景觀：包括視覺傳達設計、室

內設計等

．商業管理：包括企管、會計、財金、

行銷與流通管理、保險等

．國立中山大學（畢業數 2410 人 / 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畢業數 1778 人 / 年）

．國立高雄大學（畢業數 1431 人 / 年）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畢業數 1864 人 / 年）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畢業數 3124 人 / 年）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畢業數 1594 人 / 年）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畢業數 1305 人 / 年）

．義守大學（畢業數 3754 人 / 年）

．高雄醫學大學（畢業數 1684 人 / 年）

．樹德科技大學（畢業數 2524 人 / 年）

．輔英科技大學（畢業數 2687 人 / 年）

．正修科技大學（畢業數 3593 人 / 年）

．高苑科技大學（畢業數 2510 人 / 年）

．文藻外語學院（畢業數 2097 人 / 年）

．和春技術學院（畢業數 1121 人 / 年）

．東方設計學院（畢業數 951 人 / 年）

．樹人醫護管理專校（畢業數 843 人 / 年）

．高美醫護管理專校（畢業數 87 人 / 年）

．育英醫護管理專校（畢業數 195 人 / 年）

大

專

院

校

（教育部統計，98 學年度該校所有畢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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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提供投資土地

鄉鎮 面積  (公頃 ) 產業性質 適合之招商主軸

鼓山鄉 1.8300 觀光休閒 都市更新

小港區 44.0000 物流 產業新聚落

小港區 98.3700 產業、物流、加工 產業新聚落

小港區 113.1000 遊艇製造及關聯產業 產業新聚落

前鎮區 13.0000 物流 產業新聚落

前鎮區 1.7600 物流 國際物流

前鎮區 2.9500 經貿產業 文創及數位內容 /觀光休閒

前鎮區 5.5000 　 　

前鎮區 1.8500 　
數位內容、研發設計、資訊

服務、關聯性產業與服務業

楠梓區 5.1400 　

依據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

例第三條暨加工出口區准許

設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之種

類所規定之行業

岡山區 87.0000 
資訊、電子、金屬製品製

造、精密機械及傳統低污

染工業

產業新聚落

路竹、岡山、永安區 54.0600 高科技
生技及國際醫療 /智慧型手持
裝置 /綠色能源及智慧綠建築

岡山區 14.1200 
環保產業、相關產業綠能

源產業服務中心用地

綠色能源及智慧綠建築、產

業新聚落

茄萣區 30.5200 遊艇相關產業 產業新聚落

旗山區 10.0000 　 觀光休憩產業

內門區 160.0000 　 太陽能光電廠

合計　 64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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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建設投資概況

推動中重要公共建設計畫

次類別 計          畫 期  程

都市開發 高雄新市鎮開發計畫 79-106

公    路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 97-103

國道 7號高雄路段計畫 100-106

軌道運輸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94-106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延伸左營計畫 101-106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 92-106

高雄鐵路地下化計畫延伸鳳山計畫 100-107

高雄都會捷運網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紅、橘線路網 ) 79-106

台鐵高雄 -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 94-104

港    埠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工程 94-100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 100-108

南星土地開發計畫 100-103 

工商設施
興建高雄世貿展會中心 96-102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86-106

文    化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計畫 94-102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 98-104

垃圾處理 大林蒲填海（南星計畫）中程計畫 82-100

水 資 源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水資源規劃及供水第 3期 99-102

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資源永續經營及輔導獎勵實施計畫 99-102

三、產業發展建議

1. 高雄市政府擬發展產業

2. 高雄市具發展潛力之產業

3. 高雄市產業發展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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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雄市政府擬發展產業

排序 產業別 建議發展區位 需協助之配套措施

1 文創觀光
橋頭、左營、大東、

港區 

． 世貿中心、國際旅運大樓、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輕

軌捷運

2 低碳乾淨能源 岡山、路竹 ． 高雄捷運延伸路竹段。

3 海洋 產業 海岸廊帶、港區碼頭 ． 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專區、興達港遊艇專區

4 精緻農業 燕巢、大樹  

5 物流 產業 南星計畫、高雄港

． 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發展綱要計畫，及強化交通運輸系統

策略之提升港區聯外交通計畫包含：「高雄港聯外高架道

路計畫（中山高延伸路廊及商港區銜接路廊）」、「高雄

縣市濱海聯外道路（新台 17線）開闢工程」、「高雄港
二港口跨港橋計畫」、「國道 7號計畫（高港東側聯外高
（快）速公路計畫）」。

高雄市政府擬發展產業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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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高雄軟體育成中心培育領域別 ( 單位 : 家數 )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 數位內容 13

■ 資訊軟體 11

■ 科技化服務 3

2. 高雄市具發展潛力之產業

（1）文化創意

（2）觀光旅遊

（3）海洋產業 ( 遊艇製造與活動產業 )

（4）國際物流

（5）精緻農業

（6）綠色能源

（7）金屬鋼鐵與石化產業

（1）文化創意

■機會

．數位內容產業產值由 2002 年的新台幣 1,537 億元，成長至 2009 年達新台

幣 4,603 億元，年複合成長率 (CAGR) 為 16.96%。2002-2009 年外銷金額

從新台幣 100 億元成長至新台幣 350 億元的規模。

．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已於 2010 年 5 月 17 日召開第 20 次管理會議通過「加

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匡列新台幣 100 億元投資國內文化創意產

業。

■高雄市優勢

．高雄軟體科技園區，數位內容業者群聚。

．國內重要數位遊戲業者智冠科技設在高雄。

．多元性的文化與城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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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光旅遊

■機會

．近年來台旅客持續提升。

．陸客自由行，估計每天 500 人，一年可帶來自由行 18 萬 2,500 人次，估

計外匯收入 90 億到 195 億。

■高雄市優勢

．觀光資源多元與豐富，包括自然景觀、歷史人文、宗教、美食、博物館、

遊樂區及購物區等。

．高雄地區 2010 年主要觀光遊憩區人數超過 1 千 3 百萬人，並以旗津、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佛光山最受歡迎。

觀 光 遊 憩 區 2010年遊客人數

茂林風景區 49,672 

寶來、不老溫泉區 49,231 

壽山動物園 804,170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412,342 

旗津海岸公園 889,070 

蓮池潭 1,210,000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1,571,586 

高雄市立美術館 632,806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190,808 

高雄市文化中心 889,436 

高雄休閒農場 13,815 

美濃客家文物館 59,047 

澄清湖 1,270,828 

旗津海水浴場 2,323,750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 97,797 

佛光山 1,407,884 

駁二藝術特區 894,537 

愛河 525,089 

總計 13,295,631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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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產業 ( 遊艇製造與活動產業 )

■機會

．「船舶法」修正案於 2010 年 12 月 8 日公布，放寬遊艇活動規範；行政院通

過「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交通部正積極推動中，改善我國遊艇活動環

境，並將增加遊艇需求，有助於遊艇業量產平價遊艇。 

．未來船舶將朝大型化、自動化、高速化、多樣化與高效率化發展，各國不斷

對船用設備進行升級與替換。

■高雄市優勢

．2009 年臺灣巨型遊艇產製世界排名第 6。

．高雄地區是全台遊艇業者分布最多的地區。嘉鴻第 16（亞洲第 1）與嘉信

第 18，顯示高雄遊艇產業發達。

（4） 國際物流

■機會

．直航後單一航次可靠泊之港口增加，增加高雄港貨源及物流作業機會。

．中國大陸貨運量提昇，對我國港埠轉運需求有提高可能性。

■高雄市優勢

．高雄港為一具國際競爭力之深水港。

．高雄港區為自由貿易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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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緻農業

■機會

．臺灣農業技術水準為世界第 12 位。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對我國農產品銷大陸有實際助益。

．因應全球化及國際經貿自由化，確保農業永續發展，發揮臺灣農業的科技優

勢與地理條件，政府於 98 年 5 月 7 日推動「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朝

向現代化的健康、卓越及樂活農業發展。

■高雄市優勢

．原高雄縣具有農業大縣之稱（稻米、香蕉、鳳梨），番石榴、棗子、荔枝年

產量全台第一。

．縣市合併後成立「農業局」專責推動農業相關事宜。

．農產品可透過高雄海空雙港（高雄港及高雄機場）及便捷的路網 ( 國 1、國

3) 運送

（6） 綠色能源

■機會

．依「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的規劃，我國綠能產業產值估計將由 97 年

1,603 億元逐年成長，預計 104 年將達 1 兆 1,580 億元，臺灣將成為能源技

術與生產大國。

■高雄市優勢

．高雄地區已有綠能產業一定廠商及家數（20 餘家）。

．核研所之「高聚光太陽光發電高科技驗證與發展中心」及電信技術發展中心

之「綠色通訊實驗室—太陽光電模組驗證」相關產業鏈完整。

．已有具體「南區環保科技園區招商計畫」，未來將積極推動積體電路、光

電、通訊、生技、精密機械、電腦週邊等六大產業及醫療器材、低碳能源產

業進駐南部科學園區高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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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屬鋼鐵與石化產業

■機會

．2011 及 2012 年全球鋼鐵需求繼續成長，預測將分別達到 13.6 億及 14.4

億公噸。

．新興產業如太陽能、LED、面板等產業鏈漸趨成熟，對自主材料需求增強，

是石化業未來一大機會。 

■高雄市優勢

．相關產業鏈完整。

．業者技術已相當成熟。

．具有國家級之研究中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高雄地區是國際重要的螺絲螺帽生產與出口地區。

．中鋼與中油所在地。

3. 高雄市產業發展配對

●  具共識優勢產業   ▓  部會建議適合發展產業    ◆  強棒產業    ★   地方特色產業

地方建議 (A) 部會建議 (B) 具競爭力產業 /地方特色產業

■ 文創觀光產業

■ 低碳乾淨能源

■ 海洋產業

■ 物流產業

■ 精緻農業

■ 鋼鐵、石化產業升級

■ 生技醫療

■ 綠色能源 (2/7)
■ 會展產業 (2/5)
■ 國際醫療 (2/4)
■ 精緻農業－石斑魚 (2/5)
■ 精緻農業－觀賞魚 (2/5)
■ 音樂及數位內容 (3/4)
■ 流行音樂產業 (3/5)
■ 電視內容產業 (3/5)
■ WiMAX(3/5)
■ 智慧綠建築 (3/5)
■ 生物科技 (4/5)
■ 精緻農業－有機農業 (4/5)
■ 文化創意 (5/5)
■ 精密機械 (5/5)
■ 國際物流

■ 觀光旅遊

●  文化創意（音樂及數位、流行音樂、電視）

●  觀光旅遊

●  國際物流

●  精緻農業（石斑魚、觀賞魚、有機）

●  醫療產業

●  綠能產業

■  會展產業

■  WiMAX
■  智慧綠建築

■  生物科技

■  精密機械

◆  石化

◆  金屬

◆  鋼鐵

註：部會建議產業，括弧 A/B 係指該產業在 B 個適合發展縣市中排行第 A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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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基本資料

一、現況分析

1. 地理位置

2. 人口結構

3. 交通路網

4. 土地使用及土地利用

5. 環境敏感地區

1. 地理位置

（1） 屏東縣位於臺灣最南端，也是臺灣西部南北最狹長的縣份。北邊隔高屏溪與高

雄市為界，東邊以中央山脈與臺東縣為界，東南邊臨太平洋，西邊瀕臨臺灣海

峽，南邊則為巴士海峽。地處熱帶地區，富有熱帶風情。

（2） 土地全市總面積為 2,775.6 平方公里，行政區域劃分為 1 市、3 鎮及 29 鄉。

2. 人口結構

屏東縣近十年人口呈負成長，99 年人口增加率 -10.4% 為十年來最低 ( 自然增加率及

社會增加率均為全國次低 )，原住民人口數居全國第 4 位，扶養比及老化指數高於全

國平均。

* 截至 100 年 8 月底止，屏東縣人口共計 867,113 人，全縣人口集中於屏東市約占

總人口 1/4。 0-14 歲、15-64 歲、65 歲以上人口分別占全縣 13.97%、73.33%、

12.7%。

100 年 8 月底

區域
0-14歲

(%)
15-64歲

(%)
65歲以上

(%)
扶養比

(%)
老化指數

(%)
總面積

(平方公里 )
人口密度

(人 /平方公里 )
總人口數

(人 )

全國 15.28 73.94 10.78 35.25 70.57 36,191    641 23,193,638

屏東縣 13.97 73.33 12.70 36.37 90.88   2,775    312       867,113

註：1. 扶養比：【（0~14 歲人口 +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100 ﹪           
        2. 老化指數：65 歲以上人口數 / 0-14 歲人口數 x100%

6. 產業園區現況

7. 產業結構

8. 從業員工結構

9. 學研能量

10. 可提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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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區域
屏東市 潮州鎮 東港鎮 恆春鎮 萬丹鄉 長治鄉 麟洛鄉 九如鄉 里港鄉 鹽埔鄉 高樹鄉

人口數 210,009 55,458 49,808 30,888 53,708 30,755 11,423 22,791 25,701 27,093 26,468

百分比

（％）
24.22 6.40 5.74 3.56 6.19 3.55 1.32 2.63 2.96 3.12 3.05

行政

區域
萬巒鄉 內埔鄉 竹田鄉 新埤鄉 枋寮鄉 新園鄉 崁頂鄉 林邊鄉 南州鄉 佳冬鄉 琉球鄉

人口數 21,735 57,688 18,236 10,578 26,331 37,923 17,074 20,466 11,579 21,129 12,171

百分比

（％）
2.51 6.65 2.10 1.22 3.04 4.37 1.97 2.36 1.34 2.44 1.40

行政

區域
車城鄉 滿州鄉 枋山鄉 三地門 霧臺鄉 瑪家鄉 泰武鄉 來義鄉 春日鄉 獅子鄉 牡丹鄉

人口數 9,487 8,284 5,968 7,567 2,965 6,529 5,048 7,682 4,841 4,814 4,916

百分比

（％）
1.09 0.96 0.69 0.87 0.34 0.75 0.58 0.89 0.56 0.56 0.57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  023 第 6 冊 高屏



第二階段辦理成果 /  024產業有家
家有產業

壹．縣市基本資料

人口密度

0 - 500

500 - 1,000

1,000 - 2,000

2,000 - 3,000

3,000 - 4,000

4,000 - 5,000

5,000 - 10,000

10,000以上

獅子鄉

4,815人 

16人/km²

霧臺鄉

2,966人 

11人/km²

三地門鄉

7,548人 

38人/km²

牡丹鄉

4,920人 

27人/km²

來義鄉

7,688人 

46人/km²

春日鄉

4,842人 

30人/km²

滿州鄉

8,256人 

58人/km²

泰武鄉

5,089人 

43人/km²

恆春鎮

30,867人 

226人/km²

高樹鄉

26,331人 

292人/km²

里港鄉

25,759人 

374人/km²

萬丹鄉

53,515人 

931人/km²

新埤鄉

10,532人 

178人/km²

內埔鄉

57,508人 

703人/km²

瑪家鄉

6,550人 

83人/km²

萬巒鄉

21,635人 

356人/km²

鹽埔鄉

27,036人 

420人/km²

枋寮鄉

26,218人 

454人/km²

車城鄉

9,410人 

189人/km²

屏東市

209,416人 

3,218人/km²

長治鄉

30,686人 

769人/km²

新園鄉

37,819人 

987人/km²

九如鄉

22,689人 

540人/km²

潮州鎮

55,312人 

1,304人/km²

佳冬鄉

21,030人 

679人/km²

竹田鄉

18,169人 

625人/km²

崁頂鄉

17,053人 

545人/km²

東港鎮

49,568人 

1,682人/km²

枋山鄉

5,919人 

343人/km²

林邊鄉

20,286人 

1,298人/km²

琉球鄉

12,169人 

1,789人/km²

麟洛鄉
11,406人 

701人/km²

100 年 12 月底內政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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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路網

（1） 主要高快速公路系統為國道 3 號，台 1 線 ( 縱貫公路 )、台 3 線、台 9 線 ( 南迴

公路 )、台 17 線 ( 濱海公路 ) 及台 88 線 ( 東西快速公路 )。

（2） 軌道系統有臺鐵屏東線、南迴線，台鐵計有 20 站。

（3） 空運系統有一恆春航空站。

4. 土地使用及土地利用

（1） 境內 33 個鄉鎮市中，共 24 個鄉鎮市實施 30 處都市計畫，在計畫區內土地使

用型態特色上，以農業區、住宅區、公共設施地佔多數；其中，都會平原區佔

全縣 66% 的住宅區面積、61% 的商業區面積，工業區與農業區的面積比例亦

為全縣中最大者；半島區內廣布保護區，保護區面積便佔區內計畫區面積總和

31%，顯見其發展特性。 

（2） 境內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面積最廣，佔所有非都市土地使用區之 46.6%，

一般農業區次之，佔 23.7%，特定農業區又次之，佔 19.2%，以風景區面積最小。

5. 環境敏感地區

（1）限制發展地區

包括野生動物保護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特定水土保持區、國家公園、

河川區域、國有林事業區及自然保護區等，計約 112,180 公頃。

（2）條件發展地區

包括山坡地、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沿海保護區、水庫

集水區、礦區等，計約 199,677 公頃。

（3）限制及條件發展地區占全縣面積 87％，發展相關產業時應注意環境敏感分析。

6. 產業園區現況

工業區 面積 (公頃 )

屏東 113.18
廠商家數：143家    年產值：550億元
就業人口：2,671人

內埔 104.25
廠商家數：45家    年產值：103億元
就業人口：2,648人

屏南 278.00
廠商家數：82家    年產值：571億元
就業人口：3,0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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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屏東工業區

■ 政府為協助興辦工業人解決建廠用地，將屏東都市計畫之工業區開發為「屏

東工業區」由經濟部工業局推動。

■ 以金屬製品製造業、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及電子電力機械器材業為主。

（2）內埔工業區

為因應經濟的高度發展、解決

南部地區興辦工業人設廠用地

的問題與繁榮地方經濟，內埔

工業區以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基本金屬製造業及電腦、通信

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為主。

（3）屏南工業區

■ 為因應屏東縣之工業發展需求，加強地方資源之有效利用，提供廠商優良之

投資環境，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以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及食品製造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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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產值結構

業別 產值 (億元 ) 結構占比

農林漁牧業 553 17.5%

金屬機械工業 494 15.6%

批發及零售業 375 11.9%

民生工業 369 11.7%

化學工業 181 5.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76 5.6%

不動產業 167 5.3%

營造業 153 4.9%

住宿及餐飲業 126 4.0%

運輸及倉儲業 49 1.6%

資訊電子工業 28 0.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6 0.8%

金融及保險業 8 0.3%

其他 603 19.1%

總產值 3,155 100.0%

資料來源： 9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95 年農業統計年報；計算編製：經建會

8. 從業員工結構

業別 員工人數（千人） 結構占比

農林漁牧業 64 16.6%

批發及零售業 62 16.1%

營造業 45 11.7%

住宿及餐飲業 36 9.3%

資訊電子工業 19 4.9%

金屬機械業 18 4.7%

民生工業 18 4.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4 3.6%

運輸及倉儲業 13 3.4%

金融及保險業 9 2.3%

化學工業 8 2.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7 1.8%

不動產業 2 0.5%

其他 71 18.4%

總就業人口 386 100.0%

資料來源：主計處，95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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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專院校

．醫學生技與健康科學：包括生命科

學、植物醫學、食品科技、醫務管

理、護理、健康照護、物理治療等

．運輸觀光：包括餐旅管理、觀光事業

等

．工程及科學：包括機械、土木、材

料、環境、電機、自動化等

．資工：包括資管、光電、資工、電腦

與通訊等

．人文社會：包括技職教育、應用外

語、社工、幼保、教育學、中國、外

國語文等

．環境規劃與生態：包括生物科技、農

村規劃、水土保持、水產養殖、坡地

防災及水資源工程等

．藝術：包括音樂、視覺藝術等

．民生及體育：包括休閒運動保健、時

尚美容應用、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等

．設計及景觀：包括景觀暨遊憩管理、

時尚設計與管理、數位多媒體設計等

．商業管理：包括企管、財金、行銷與

流通管理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畢業數 2618 人 / 年）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畢業數 2618 人 / 年）

．大仁科技大學（畢業數 2618 人 / 年）

．美和科技大學（畢業數 2618 人 / 年）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畢業數 2618 人 / 年）

．永達技術學院（畢業數 2618 人 / 年）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畢業數 2618 人 / 年）

．慈惠醫護管理專校（畢業數 2618 人 / 年）

大

專

院

校

（教育部統計，98 學年度該校所有畢業人數）

10. 可提供投資土地

鄉鎮
面積

 (公頃 )
產業性質 適合之招商主軸

長治鄉 66.3100 
農業生技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生技及國際醫療

屏東市 0.2047 住、商、工業
生技及國際醫療 /文創及數位內容 /美食國
際化 /都市更新 /創新教育

屏東市 7.0100 （屏東加工出口區）　

依據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三條暨加工

出口區准許設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之種類所

規定之行業

合計 73.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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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建設投資概況

推動中重要公共建設計畫

次類別 計          畫 期  程

農業建設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92-102

 
公    路

  

國家植物園建設計畫

台 26線旭海至安朔段改善計畫
省道橋梁耐震補強緊急改善計畫

省道危險及瓶頸路段緊急改善計畫

優先搶通原鄉動脈計畫

原住民族集居部落主要聯外道路改善計畫

97-103

92-100

98-101

98-101

98-100

96-101

軌    道 台鐵林邊溪橋改善計畫 97-101

觀    光

台鐵高雄 -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
臺北機廠遷建建設計畫 (富岡 /潮州 )
大鵬灣環灣景觀道路建設計畫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

茂林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

94-104

94-104

97-100

97-100

97-100

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建設及管理計畫 97-100

文    化
屏東縣演藝廳興建計畫

臺灣客家文化中心 -六堆園區
97-102

93-100

水 資 源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水資源規劃及供水第 3期
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資源永續經營及輔導獎勵實施計畫

99-102

99-102

三、產業發展建議

1. 屏東縣政府擬發展產業

2. 具發展潛力之未來產業

3. 產業發展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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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屏東縣政府擬發展產業

排序 產業別
建議發

展區位
需協助之配套措施

1 

綠色能

源暨生

物科技

行動計

畫

林 邊、

佳冬鄉

等沿海

養殖區

． 協助屏東加工出口區儘速辦理擴區計畫。

． 請中央輔導魚塭複合式綠色能源開發計畫，並進行國際招商，引進關鍵技

術。

． 建議中央整合相關研發資源，與相關投資業者於屏東設立亞熱帶再生能源

應用研發中心。

． 請中央協助再生能源發電併聯台電電網問題，讓各變電所可以擴充至 16萬
1的容納量。

． 請中央協助招商，鼓勵業者投入太陽能與精緻農業複合發展的生物工廠。

 2

農業生

技暨會

展觀光

培力計

畫

長治鄉

． 配合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導入各農業研究單位技術，輔導優良農產加工品
研發，並整合農業生產提供農業生技園區所需的各項資源。

． 提供生技科系學生公費補助，公費生畢業下鄉服務或是提供獎勵金，吸引
碩博士生進駐農科協助研發工作。

． 整合中央跨部門相關研發資源（經費與人力），專案協助農產生技與其他
領域結合，升級轉型。例如農業與醫療生技、美容科技合作。

 3
3D觀光
產業發

展

全縣

． 協助賽嘉降落傘場地分為起飛場及降落場土地。
． 請民航局同意屏東機場、恆春機場轉型，做為超輕航機、遙控模型飛機使
用。

． 琉球停機坪用地請主管機關協助開發，做為超輕航機起降使用。
． 大鵬灣開發期程延宕，影響週邊景觀建設，無法建構完善旅遊網絡，請大
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督促開發廠商加速建設。

． 延伸高鐵、捷運等大眾運輸系統至屏東縣，以鼓勵低碳旅遊。其中，建請
中央同意高鐵延伸至枋寮，屏東市設一站，另建請中央同意捷運延伸至屏

東市及東港鎮。

 4
南島文

創暨觀

光

85 線、
台 24線
及屏 85
沿線原

民鄉鎮 

． 設立部落生態旅遊推廣中心、山林學校，以推廣國際推動體驗式深度旅遊。
． 協助引進國際各界知名設計人前來辦展，並同時舉辦 workshop，讓此處成
為臺灣南島文創重鎮，也藉此讓國際看見臺灣原住民軟實力。

． 提供藝術工作者創作補助，維持藝術創作能量。
． 部落接待窗口培訓，接駁運具低污染引進以及套裝旅遊行程設計等。
． 進行原民部落文化調查，規劃整體性的文化活動。 

 5
小琉球

慢活悠

遊島

琉球鄉 

． 協助建構多元低碳運具，建構綠色運輸。
． 建置低碳能源島嶼典範，成立低碳能源示範區。
． 建置環狀數位島嶼完善基礎設施，培訓在地知識人力資源，以營造低碳社
區新場域。

． 整合島嶼觀光網路、發展永續生態旅遊、活化珊瑚島嶼文化及歷史資源，
架構生態旅遊體驗環。

． 公有建築綠能發電建置。
． 提升離島醫療服務



/  031 第 6 冊 高屏

2. 屏東縣具發展潛力之產業

（1）精緻農業

（2）綠色能源

（3）觀光旅遊

（1） 精緻農業

■機會

．臺灣農業技術水準為世界第 12 位，掌握了最多的蝴蝶蘭品種；石斑魚的人

工繁殖技術世界第一。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對我國農產品銷大陸有實際助益。 

■屏東縣優勢

．屏東縣林邊、佳冬、枋寮為國內石斑魚之主要生產地。

．臺灣南部擁有較高硬度與鹼度水質天然條件，加上四季氣候穩定且溫度較高

的優點，使屏東一帶的觀賞魚養殖場快速發展。

．屏東縣因日照充足，夏季綿長，造就一年三穫（兩季稻米、一季雜糧）的農

業收成，且四季皆有應景水果，如蓮霧、椰子、芒果、香蕉、鳳梨等，具發

展精緻農業優勢。

（2） 綠色能源

■機會

．全球高度重視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議題，積極發展潔淨能源。

．美、日、韓、中國皆推動國家級計畫，促進全球產業迅速發展。

．各國持續政策推動太陽光電與綠色照明系統，市場持續成長。

．國際風力裝機容量每年以 25% 以上速度增長，市場供不應求。

■屏東縣優勢

．屏東縣夏季長達九個月，日照充足，極有利於太陽能產業發展。

．屏東加工出口區已有福聚、綠能、溢泰、河見等太陽能及水處理業者進駐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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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屬熱帶季風氣候區，三面環海，海岸全長 175 公里，具備發展風力

發電產業優勢。

（3） 觀光旅遊

■機會

．兩岸大三通及開放陸客自由行等利多，未來將透過放寬簽證規定，拓展國際

航線、增加兩岸航班，增加國際旅客來台管道 。

．國民旅遊帶動地方經濟發展，99 年國人國內旅遊超過 1.2 億人次，創造約

新台幣 2,400 億元國內旅遊收入。

■屏東縣優勢

．屏東地區具有獨特的天然環境資源，包括茂林國家風景區、大鵬灣國家風景

區及墾丁國家公園等，對於發展具有當地特色觀光產業具有相當潛力。

．屏東擁有歷史悠久的民俗（如：搶孤）、人文藝術（恆春民謠、屏東縣半島

藝術季）。

．墾丁音樂季 ( 春天吶喊 ) 及墾丁大街，每年均吸引廣大國內外遊客前往。

3. 產業發展配對

●  具共識優勢產業   ■  部會建議適合發展產業    ◆  強棒產業    ★   地方特色產業

地方建議（A） 部會建議（B） 具競爭力產業 /地方特色產業

■  低碳城鄉生活產業

■  農業生技產業

■  觀光產業

■  農村照護產業

■  南島及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  精緻農業－農業生技 (1/5)
■  精緻農業－石斑魚 (1/5)
■  精緻農業－觀賞魚 (1/5)
■  綠色能源 (2/7)
■  精緻農業－蘭花產業 (4/5)
■  精緻農業－有機農業 (5/5)
■  流行音樂產業 (5/5)
■  觀光旅遊

● 精緻農業（石斑魚、觀賞魚、
蘭花、有機）

●  生物科技（農業生技）

●  觀光旅遊

●  文化創意（南島、客家、流行

音樂）

■ 綠能產業

註：部會建議產業，括弧 A/B 係指該產業在 B 個適合發展縣市中排行第 A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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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簡報

貳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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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產業有家~家在高雄 
高雄產業願景 

 
高雄市政府 

最愛生活在高雄 

簡  報  大  綱 
•壹、產業發展現況 

•貳、發展產業布局 

•參、五大重點產業-     

 

文創觀光、低碳乾淨能源、海洋、物流、精緻農業 

 •肆、產業用地規劃 
  高科擴大、金屬扣件園區 

•伍、結語 



第 6 冊 高屏/  035

最愛生活在高雄 

壹、產業發展現況 

 

最愛生活在高雄 

高雄市面積： 

      2,946平方公里 

高雄市人口： 

      約277萬人 

產業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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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縣市政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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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公司家數：74,420家 
商業登記家數：106,144家 
工廠家數：6,456家 
 

產業發展現況 

最愛生活在高雄 
產業發展現況 

v年產值：約4兆元 
?工業產值佔：54.81﹪ 
?服務業產值佔：44.99﹪ 
?農業佔：0.2﹪   

 

v就業人數：125萬人 
?工業人數佔：36.02﹪ 
?服務業人數佔：61.16﹪ 
?農業人數佔：3.83﹪ 
 

產值與就業人數比率

0.20%

44.99%

54.81%

36.02%

61.16%

3.8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工業 服務業 農業

產值比率

就業人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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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合併後，大高雄新增投資概況 

新增投資 
(家/件) 

新增投資額 
(新台幣) 

新增 
就業人數 

預計未來 
新增投資額* 

公司登記 1,180 273億  
 
 

706億 

商業登記 890 3億7 

加工出口區 81 208億 2,590 
南科 

高雄園區 15 88億 1,945 

最愛生活在高雄 
北高雄重大投資案 

l綠能科技公司 

l東麗尖端薄膜公司 

l楠梓加工區第二園區開發案 

l南六公司燕巢三廠 

l建台水泥公司半屏山都更案 

lCOSTCO北高雄大順店 



產業有家
家有產業

貳．縣市政府簡報

/  038第二階段辦理成果

最愛生活在高雄 

中高雄重大投資案 

•紐西蘭Huhu動畫製作中心 

•台糖港埠商業區文創產業開
發案 

•鴻海高軟投資案 

•東鋼/嘉新都更案 

最愛生活在高雄 

南高雄重大投資 

l  遠傳高雄客服中心 

l  前鎮商港區土地開發 

l  臨海工業區土地釋出案 

l  華儲公司高雄航空貨運站擴建工程 

l  高明貨櫃碼頭公司 
l  南星自貿港區 
•倫敦金屬交易中心(LME)倉庫區 
•綠能產業園區 
l  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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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貳、產業發展布局 

最愛生活在高雄 

精緻農業產業 

海洋產業 

物流產業 

高雄市產業佈局與發展方向 
 低碳、乾淨能源 

?發展綠能產業價值鏈 
 及關聯產業 
?成為太陽光電應用示範 
 城市   

?海洋加工產業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專區  
?海洋休閒遊憩產業（船舶法）    

?高雄海空經貿城 
?南星計畫-自由貿易港區  
?金屬扣件物流倉儲園區   

?農業精緻化、有機化 
?農產品品牌認證  
?開發低溫物流市場   

文創、觀光產業 

?建構「文創十字軸」 
?文創為技術上游，增加觀光 
 品質觀光為銷售通路，擴大 
 文創市場  
?郵輪母港 、會展產業   

鋼鐵、石化產業升級 
?用鋼產業聯盟持續推 
  動鋼鐵高值化 
?推動石化產業升級 



產業有家
家有產業

貳．縣市政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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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參、五大重點產業 

v 文創觀光產業 
v 低碳乾淨能源產業 
v 海洋產業 
v 精緻農業 
v 物流產業 

最愛生活在高雄 

 
 
高雄市的都會旅遊與原高雄縣具
傳統風味的純樸城市，如具有客
家文化與習俗的美濃、旗山老街
等之旗美鄉鎮，與宗教旅遊皆為
本市重要旅遊點。 

觀光產業 

 
文創經貿特區 
•駁二特區(ex. SONY SCET進駐)、流行音
樂中心、北高雄左營眷村文化園區、橋頭糖
廠、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已形成文創產業聚
落；擬規劃成立數位內容創意中心，以上將
依捷運沿線形成文創十字軸。 
• 未來102-104 年間，世貿會展中心、海
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旅運大樓等標竿
建築將陸續完工。 
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   數位內容，ex. CG電腦動畫公司進駐。 
 

文創產業 

文創、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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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舊港區1-22號碼頭活化（駁
二特區、流行音樂中心）等 

日本SONY集團
（駁二特區） 

?可推動郵輪母港，
與台南市及屏東縣合
作規劃套裝旅遊，共
同行銷南台灣之觀光
活動 

舊港區1-22號碼頭。 

除高雄在地外，吸引其
他地區、國家民眾至本
市觀光 

都會區優異生活機
能、住宿便利 

高雄海空雙港；公
車、高鐵及捷運等
公共交通路網 

文創、觀光產業發展優勢 

最愛生活在高雄 
低碳、乾淨能源產業 

南科管理局高雄園區 

岡山本洲工業區 
(南區環保科技園區) 

針對綠能低碳與醫療器材產業： 
1.推動的4年17億的經費，募集約三 
成廠商進駐 
2.推動5年40億的低碳園區計畫，經費來源
為國科會5年300億的能源國家型計畫。由
廠商或大學整合型計畫申請補助的方式，
輔助廠商進駐科學園區 

主要為一傳統環保加工與物流
園區，目前已有九成的廠商進
駐。另外高雄市環保局預計在
大林再設立一個環保科學園區，
尚在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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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低碳、乾淨能源產業發展優勢 

高雄地區
發展優勢 

產業 

聚落 

專業研
發機關

構 

土地 

充足供
水供電 

貨物運
輸便利 

育成 

中心 

已有綠能產業相關廠商20餘家 

核研所「高聚光太陽
光發電高科技驗證與
發展中心」電信技術
發展中心之「綠色通
訊實驗室—太陽光電
模組驗證」 

南科高雄園區及未來中
油高雄廠遷廠後之廠區
用地 

既有岡山、本州工業區及南科高雄園區 

高雄園區國1專用交流
道及連接道路及高雄
雙港 

綠色產業中小企業創新
育成中心 

最愛生活在高雄 

全台灣超低溫鮪延繩
釣漁船255艘，全數
設籍在高雄市前鎮漁
港，產業聚落完整。 

超低溫鮪魚產業 

高雄市前鎮漁港 

海洋產業(一)超低溫鮪魚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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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形成產 
業聚落 

政策支持 

貨源供應 
來源無虞 

產業垂 
直整合 

產量及產質 
居全台之冠 產業發展 

優勢理由 

全台灣超低溫鮪延繩釣漁船
255艘，全數設籍在高雄市前
鎮漁港，產業聚落完整。 

政府補助興建容量千噸級之
超低溫冷凍加工廠，每年有
超低溫鮪延繩釣漁船，將超
低溫鮪魚載返台銷售，創造
國內消費超低溫鮪魚市場之
實績。 

高雄前鎮漁港為
超低溫鮪延繩釣
漁船之母港，週
邊冷凍加工廠林
立，魚貨供應來

源無虞。 
 

從漁撈生產，加
工儲存、運輸物
流、消費流通，
產業聚落完備、
人力資源充足、
足以打造如東京
築地市場之規模

。 
 

高雄市鮪
魚近 5年
來年產量
皆 超 過
3 0 餘 萬
公噸，產
值皆超過
新 台 幣

220億元。 

海洋產業(一)超低溫鮪魚產業 

最愛生活在高雄 

執行情形： 
 –99.12.10完成國際競圖，目 
   前辦理規劃設計中 
 –預定101.3 完成都市設計審 
   議、結構外審、水電消防外 
   審、綠建築申請、細部設計 
   等各項工作及辦理發包作業 

規劃用途：港埠旅運中心 

開發面積：2.46公頃 

預訂期程：99-102年 

海洋產業(二)國際旅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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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平衡貨 
客需求 

因應都市 
發展及更 
新計劃 

協同帶動 
觀光產業 
發展 

預計兩岸 
通航後旅 
客倍增 

提高旅運 
服務品質 

發展理由 

提供貨運及旅運功能兼
具之旅運中心 

配合高雄市都市發展計
畫及港市合作政策，增
加港口空間利用率 

提升港務觀光價值，達
到促進發展觀光產業之
目的 

完工後之旅運中心，可
提供未來兩岸通航後旅
客倍增之需求 

規劃之旅運中心，以符
合現代化遊客需求之軟
硬體建設為基礎，提供
質與量兼具且功能完善
旅運大樓 

海洋產業(二)國際旅運中心 

最愛生活在高雄 

精緻農業產業 

 
原高雄縣具有農業大縣之稱（稻米、
香蕉、鳳梨）番石榴、棗子、荔枝
年產量全台第一 
縣市合併後成立「農業局」專責推
動農業相關事宜 ，建立「生產履歷」
機制、設置「民生物流中心」，可
與屏東縣共同合作輔導農產品加值
計畫，拓展品牌及行銷通路 

精緻農業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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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精緻農業產業 

最愛生活在高雄 

 
岡山地區聞名的「螺絲王國」，
中下游供應鏈完整，廠商彼此
間距離的車程都在半小時內。
充分發揮群聚效應。而在此區
還有岡山本洲工業區，用地面
積40公頃，為金屬、鋼鐵及石
化業聚集之傳統南部工業重鎮，
產業發展主要規劃為再生能源、
環保關鍵零件及資源化技術等。
各產業輔以高雄港便利之物流
功能，每年均為高雄地區創造
大量的經濟產值。 

金屬螺絲相關產業 

 
南星計畫、高雄港為主發展
區位，第六貨櫃中心後方土
地約20公頃、第二貨櫃中心
後方土地初期約9公頃、南
星計畫區域約50公頃， 可
供倉儲、物流中心、加工組
裝、製造工廠使用。將規劃
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發展計
畫 

自貿港區物流產業 

物 流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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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物 流 產 業 

外部環境改變 

交通便利 

科技產業 低溫物流 
產業 

金屬扣件物流 
倉儲園區 高雄物流 

發展優勢 

全台約四成的扣件業
者都集中在台南及高
雄地區（尤以岡山區
域為主要產業聚落），
形成扣件產業聚落，
高雄縣市合併後，更
進一步串連廣大的經
濟生產腹地，讓高雄
成為國內最重要的金
屬扣件據點，利用物
流轉運基地，對外推
展貿易。 
 

高屏地區為農、漁業大
鎮，但低溫倉庫除了前
鎮漁港具產業規模外，
其餘均零散各地。配合
自由貿易港區政策，建
立南台灣低溫物流中心，
成為食品、花卉等低溫
產品保存、再製、包裝
之核心地。 
 

兩岸三通有利於港
口產業，運籌物流
產業發展 

國內唯一國際海
空雙港城市，東
亞洲際平均航線
最低之港口，內
陸交通完善，快
速出貨掌握市場
脈動 

高雄軟體科技園區、南
部科學園區之半導體、
生物科技，形成創新、
研發、製造等加值型科
技產業聚落，可透過高
雄航空貨運園區發展高
科技物流產業。 

最愛生活在高雄 

肆、產業用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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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未 來 產 業 
用 地 整 備 

南科高雄園區擴大 

岡山本洲北擴大 

金屬扣件物流園區 

大南星計畫 

國道七號週邊產業園區 

和春北、大發北 
綠色產業園區 

洲際貨櫃中心 

最愛生活在高雄 

南科高雄園區 
暨生技醫療專區 



產業有家
家有產業

貳．縣市政府簡報

/  048第二階段辦理成果

最愛生活在高雄 
壹、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現況 

新竹科學園區(1342) 
龍潭園區(107) 2004 營運 

新竹生醫園區(38) (開發招商中)  
新竹科學園區(653) 1980 營運 

竹南園區(123) 1999 營運  
銅鑼園區(350) (開發中) 

中部科學園區(1658) 
后里園區(255) 2006 營運 

台中園區(413) 2003 營運 

二林園區(631 ) (開發中) 
虎尾園區(97) 2006 營運 

宜蘭園區 
(71 ) (開發中) 

北 

中 

南 

南部科學園區(1613) 
台南園區(1,043) 1996 營運 

高雄園區(570) 2001 營運 

Total:4,613 公頃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 
園區(261) (規劃中) 

宜蘭、龍潭、新竹生醫、
竹南、銅鑼、二林、台
南、高雄園區以及中興
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均為
總統經濟政策-愛台十二

建設工作 

營運中 
      開發或規劃中 

壹、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現況 

v 南科園區聚落 

台南園
區 

高雄園
區 

v 一期：638公頃 
       (84年5月核定) 

 
v 二期：400公頃 
       (90年9月核定) 

v 570公頃 
       (90年4月核

定) 

最愛生活在高雄 
計畫架構暨執行績效 

齒科 

骨科 

醫療美容 

醫用合金 

南
部
生
技
醫
材
計
畫 

其他創新醫
材 
人才培訓 

期程4年（98年~101年） 
經費規劃17億(實編12
億) 

人工牙根查驗登記通過 
鴻君、全球安聯、醫橋 

廠商 32家 
投資 40億元 
就業 500人 

論文  90篇 
專利 107件申請 
       8件獲得 

旗艦廠商進駐 
美商AURORA、聯合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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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原區委會核定範圍 
(2253.24公頃) 

擬擴大都計範圍 
(約73.8公頃) 

最愛生活在高雄 

第二階段製造鏈群聚 
加入歐美大廠委外製造與設計名
單 
創造附加價值及碩博士就業人數 

第二階段 
• 臨床實驗規範 
• 新檢測技術開發 
• PMA的能力建構 

 

第二階段 
• 發現臨床創新

Unmet need能力 
• 臨床實驗設計評估 

第二階段 
• 核心專利 
• 整體佈局 
• 專利訴訟 

創新醫療器材的環境建構 
(吸引創新資金進入) 

法規顧問 

第一階段 
• 輔導ISO13485 
• 檢測技術開發 
• 510K的能力建構 

臨床顧問 
第一階段 
• 產品試用建議 
• 既有產品的改善需
求 

智財顧問 

第一階段 
• 累積智財知識 
• 非核心專利 
• 無系統佈局 

醫材公司 

試製廠商 

第一階段建構產製中心 
符合GMP及ISO13485規範 
創造產值及就業人數 

南部科學園區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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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籌      設 
金屬扣件物流園區 

最愛生活在高雄 

?配合台商回流及高雄產業

發展 

?將加速推動本洲北、綠色

產業園區及金屬扣件等四

處園區申設作業 

?金屬扣件將於岡山附近擇

地設置 

?企業表明擴廠需地面積已

達120公頃 

籌設金屬扣件物流園區 

路竹科學園區 

本洲工業區 

金屬扣件物流園
區評估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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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金屬扣件產業成長需地殷切 

全球金屬扣件產業近10年全球年成長
率8.5%，未來5年仍呈成長趨勢 
2010年我國出口值居全球第3 

北高發展圈 
金屬扣件群落 

南高發展圈 
鋼鐵、石化群落 

東高發展圈 
塑化、金屬加工群落 

高屏發展圈 
綜合工業群落 

都會核心 
發展圈 

資訊電子、塑化、 
鋼鐵及都市支援型 

群落 

以岡山、路
竹為核心，
全市70%扣
件及20%軋
鋼、擠型、
線材形成金
屬扣件群落 

北高雄為國內三大扣件產業大本營之
一，岡山「螺絲窟」為顯著扣件群落 
在地廠商表明共需擴廠用地120公頃， 

最愛生活在高雄 

開發 
情形 工業區 面積 出租 

售率 引進產業 進駐 
年期 

開發 
完成 

路科園區 570 80% 
積體電路、精密機械、光電、
電腦及週邊設備、通訊、生物
技術 

99年 

永安工業區 73.20 98% 金屬製品、基本金屬、機械設
備等製造 64年 

高雄環保科技
園區 40.11 92% 資源回收再利用、清潔生產或

節約能源等 92年 

萬大工業區 13 100% 鋼材加工、機械 88年 

本洲工業
區 208 92% 基本金屬、金屬製

品、化學材料 
88
年 

開發中 中鋼構燕巢工
業區 45.01 自用 鋼構產品製造 開發中 

申請 
設置 
本洲擴大
工業區 88.36 - 

金屬製品、電子零
組件、機械設備等
製造 

- 

規劃中 
和春北用地 81 - 研究中(綠能) - 

大發北用地 56 - 研究中(綠能) - 

北高 
發展圈 

本洲 

本洲擴大 

永安 

本計畫區 

僅剩約20公頃不
到用地待處分，面
積過小且不集中 

可供金屬製品業進
駐僅約16公頃 

金屬扣件產業需地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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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預計開發方式 

市府完成園區獲准設置後， 
以公開甄選公民營事業籌資辦理 
土地取得、工程設計施工、土地租售 

公開甄選受託開發商自行籌資開發 

v審議過程可事先掌握潛在廠商名單及用地需求規模，並同意
依招商成效，彈性推動開發作業，降低開發疑慮 

v核准設置並完成土地取得程序後，即展開預售程序，加速資
金回收效率、降低開發財務負荷 

有形 無形 
?土地效益提升為375億元/年以上 

?增加直間接就業機會1萬個以上 

?創造政府稅收40億元/年以上 

 

?解決扣件業擴廠土地需求 

?擴大高雄扣件產業群聚效益 

?提升整體扣件業競爭力 

 

開發效益 

開  發  方  式 

最愛生活在高雄 開發成本 
項目(億元) 九鬮農場  吊雞林農場  

土地費用 23.7 35.9 
直間接工程費 24.8 18.4 
規劃調查費 0.4 0.3 
行政作業費 1.9 1.5 
準備金 2.7 2 
合計 53.5 58.1 

項目 
價格(元/坪) 

九鬮農場  吊雞林農場  
鄰近工業區土地市價 35,000-62,000 
開發成本1(土地價格按公告現值加3成5估算) 23,600  23,300 
開發成本2(土地價格按公告現值加1倍估算) 30,700  30,000 

?開發成本約需53~58億元 
?「土地徵收條例」修正後以市價
為徵收補償標準，初步洽當地地

政單位，市價與公告現值價差在

1倍之內，土地取得費用提升近4
成，惟經估算與鄰近工業土地市

價仍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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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伍、結   語 
、 

最愛生活在高雄 

結   語 

中央須重視南部科學園區高雄園區腹地
已近飽和，應加速開發。 
傳統金屬扣件業者將全球物流及研發總
部設址高雄，落實台商回流，中央應予
支持。 
中央產業發展佈局不應重北輕南，高雄
有宜居的環境與合理房價，最適合吸引
外來年輕人口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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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 

打造生態永續城市 
 最愛生活在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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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產業簡報 

報告人 
屏東縣政府研考處 

林處長淑惠 

報告大綱 

專題：永續南國.綠色屏東 
 
屏東縣產業發展之挑戰 
 
屏東縣永續產業發展之願景與策略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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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產業發展之挑戰 
-全球化趨勢- 

少子化 
台灣新生兒自1996年以來，由30餘萬滑落至2010年的15萬左右，出生
率由15.2%降至5%，平均每一婦女只生育1.1個小孩，台灣與全球均面臨
少子化的趨勢。 

老年化 
65歲以上人口達總人口數7%，表示該國開始進入高齡化社會 ，我國人
口高齡化速度之快速遠超過歐美，僅次於日本，美國經貿部門統計超過
65歲的高齡人口約有42%需要使用照護福祉器材，而老年人及身心障礙
者對照顧福祉器材的需求性較高，照顧福祉器材的使用對於障礙者功能
之提昇尤為重要。  

人本運輸 
交通運輸以「人」為主，兼顧經濟與環境的永續發展。運輸的思維將從
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進化到「慢速運輸」。所謂的「慢速運輸」就是
「生活」運輸，將由大眾運輸加上「自行車」及「步行」所構成。 

低碳環境 
低碳環境是當前國際大都市致力追求的目標。這項新主流價值能降低環
境汙染、減少市民的生活支出，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而且在最低環境
負荷的前提下，吸引更高附加價值的產業進駐，創造更多「綠領」工作
機會，形成多贏局面。 
 

屏東縣產業發展之挑戰 

後ECFA之衝擊： 
屏東傳統中小企業大多非ECFA受益產業。 

向北部傾斜之產業區分佈： 
近二十幾年來，各區域之國民生產毛額有往北部區域
傾斜之現象。 

高鐵時通車後西部走廊區域競爭： 
台中地區已納入了台北發展的新腹地；相對而言，南
部則有可能面臨邊緣化的新危機，更遑論高鐵根本未
到達的屏東！ 

高雄縣市合併升格對屏東縣衝擊： 
中心都市磁吸效應之衝擊：人才、歲收、統籌分配款。 



第 6 冊 高屏/  057

屏東縣永續產業發展之願景與策略 

善用屏東的自然資源—日照、土地、氣候 
行政協處，廠商有口碑—養水種電計畫 
策略目標：屏東要成為全國落實永續概念最徹
底的縣市 
策略構面：產業體質改造、國土保育落實、創
造資本流動、利潤分享（企業與農民）、異業
結盟的新局面。 
策略方向：1.扶植新興永續產業 
                    2.強化主軸產業 
                    3.串聯並建構高屏生活圈  
 

化解危機  創造契機 
-低碳永續新世紀，優質生活綠屏東- 

-屏東縣重點發展產業- 
低碳城鄉生活產業 
農業生技產業 
觀光產業 
農村照護產業 
南島及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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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低碳生活產業  

建築面： 
推行綠建築、綠建材、低碳材料 

交通面： 
綠色人本交通運輸、電動車、步道與自
行車網路 

動力面： 
使用再生能源，推廣節能設備 

傳產轉型面： 
協助傳統產業轉型、引進永續經營模式 

-施行範圍：屏東縣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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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面－太陽能（1） 
養水種電計畫 

目前階段 
計畫範圍： 
以本縣林邊及佳冬的塭岸段、光林段、鎮林段、塭豐
段、新埔段、佳和段等六地段內約40公頃無養殖登記
證之魚塭及遭受莫拉克風災流失埋沒的蓮霧園。  
 
目前進度： 
佳冬鄉塭豐段2MW已完成硬體建設，預計10月份可與
台電完成簽約倂聯，其餘地段除華宇公司尚未開始施
作硬體設施外，其他公司皆已陸續開始裝設太陽能板
作業，全案預計100年12月底之前完工運轉。 
 

未來發展階段 
推展沿海太陽能種電養地整體計畫 

環境敏感區二期計畫 

環境敏感區二期計畫 

新園 

東港 

林邊 

佳冬 

枋寮 

建議優先地區 

重災區第一期計畫 

重災區第一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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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面－太陽能（2） 
種樹種電 

本府提議台糖造林地設置追日型太陽能發電設施
之種樹種電計畫。 
 
國營會擬成立「利用台糖公司造林地設置太陽能
發電設施之可行性研究專案小組」，召集台糖公
司、能源局、林務局、台灣電力公司、中鋼公司
及本府，研議相關法令、技術並尋求本計畫之可
行性。 

動力面－太陽能（3） 
建置校園太陽能光電設備  

 

為整體屏東縣環境安全，落實再生能源之利用，編列
預算設置學校太陽能光電設備，以屏北、屏中、屏南
(每區均包含臨海、平地、山地地區) 等三區(學校建築
物屋頂平台型)及示範區(學校建築物斜屋頂型)分別辦
理，預定施作學校達149所，售電收入納入學校基金，
供學校作為教育之經費，施作完成除可達到環境保護
之意旨，亦可藏富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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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方向 
太陽能已列為六大新興產業「綠色能源產業旭昇方案」
之主力產業之一，2000年5月31日，經濟部發佈「太陽
光電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辦法」；2005年12月26日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初審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
而2009年06月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 

 
民間投資 
屏東加工出口區，太陽能產業投資金額已達到264.5億
元，佔全區投資比重83.19%；而租用土地面積達16.78
公頃，佔全區租用土地35.5%。 

動力面－太陽能（4） 
產業新核心—綠能屏東  

動力面－太陽能（4） 
產業新核心—綠能屏東  

 
二代加工出口區已有全國第一座已正式開爐
生產太陽能板上游矽晶原料公司， 廠區內
也同時生產薄膜型太陽能板，可應用於建材、
交通運具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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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產業發展之挑戰 

後ECFA之衝擊： 
屏東傳統中小企業大多非ECFA受益產業。 

向北部傾斜之產業區分佈： 
近二十幾年來，各區域之國民生產毛額有往北部區域
傾斜之現象。 

高鐵時通車後西部走廊區域競爭： 
台中地區已納入了台北發展的新腹地；相對而言，南
部則有可能面臨邊緣化的新危機，更遑論高鐵根本未
到達的屏東！ 

高雄縣市合併升格對屏東縣衝擊： 
中心都市磁吸效應之衝擊：人才、歲收、統籌分配款。 

福聚太陽能之生產產品是太陽能上游的多
晶矽原料，未來在產能逐漸開出之後，將
可帶動上游的晶棒，矽晶圓(代表廠商如中
美晶、合晶及綠能)，太陽能電池(代表性
廠商如茂迪、益通)，中游的太陽能光電模
組、電力轉換器及配電系統廠商，甚至下
游組裝廠商之進駐，而形成產業群聚之效
果。  

動力面－太陽能（4） 
產業新核心—綠能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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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為推動多元能源之開發，整合縣內
資源及條件，特選定屏東市頭前溪段台
糖公司六塊厝農場，面積約19.7233公頃，
計畫開發「屏東縣六塊厝綠能產業園
區」，吸引相關產業進駐，期能結合在
地資源條件，提供優良投資環境，帶動
產業發展，繁榮地方經濟。 

動力面－太陽能（4） 
產業新核心—綠能屏東  

動力面－沼氣發電 ( 5 ) 

沼氣能源是目前農業減碳最有效的方法，
世界各國例如歐洲、美國、日本、印度
及臨近的中國都已投入大量的資源來開
發沼氣市場。 

例如中國的北京德青源生態園2兆瓦雞糞
沼氣發電、山東民和牧業3兆瓦雞糞沼氣
發電、內蒙古蒙牛澳亞牧場1兆瓦牛糞沼
氣發電等等之實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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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面－沼氣發電( 5 ) 

屏東縣在養145萬273頭，佔全國23.5﹪，以1
頭豬糞每日約可產生0.1-0.25m3沼氣估算，屏
東地區單是養豬即可產生14萬5,273m3-36萬
3,184 m3沼氣量，以目前技術0.6-0.7 m3沼氣
量可發1kw電力估計，全年約可產生4,000至1
億度（kw）電力間；此外，屏東地區位屬南部
氣溫較高，有利於以生物作用方式產生可利用
的沼氣量且白晝間較無明顯差異，顯見高屏地
區發展畜牧沼氣發電是具有潛力。  

動力面－沼氣發電( 5 ) 
 
另本府已函請本縣所轄台糖養豬場於101年設
置沼氣發電，並針對其設置完成規劃方式逐年
推動於本縣畜牧場設置。並加強宣導畜牧場節
能減碳之農戶教育，並建請農委會及經濟部同
意提高沼氣發電電價收購價格。  
為收政策執行之效，本府正研擬「屏東縣新設
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推動本縣新
設置之養豬場全面施設水簾或密閉式豬舍、豬
廁所糞便回收系統及沼氣發電利用等低污染設
備，以提升豬場設備經營降低污染邁向零污染
養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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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國土復育課題－養水種電 

減低抽取地下水的機會 

藉機回填土地 

藉機創造滯洪地區，減緩洪汛壓力。 

導入新的永續產業活動，讓居民生計得
以維持。 

傳產轉型面 

利用太陽能板下方垂直空間或動力來源，
發展各式具市場競爭力之農作。 

利用沼氣發電及畜牧廢棄物發展多元農作。 

輔導當地養殖業轉型：利用本區獨步全球
養殖技術，及太陽能光電系統進一步發展
友善環境的綠色養殖法。 

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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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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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處理後之廢水及二氧化碳進溫室培養蔬菜 

二氧化碳供溫室種番茄
光合作用所需 

增加番茄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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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堆肥與打包 

處理過之廢水用於牧草地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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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永續發展課題－低耗能養豬 

為解決大量畜牧廢棄物污染河川問題，
本府除配合農委會計畫外，也將整合所
有行政資源，獎勵養豬業者設置豬廁所、
改良三段式循環設備。 

效益：發展沼氣發電、發展複合式農漁
業。 

交通面—發展電動車 

配合未來大鵬灣之發展，本區觀光旅運
人口勢必會大幅增加，本區亟需及早規
劃綠色交通之規劃。 
縣府團隊期望與電動車（巴士、汽車、
機車）等營運業者合作，結合本區深具
觀光發展潛力的各項主題旅程，讓本區
成為台灣島上第一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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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面--浮動屋 

 

借鏡於莫拉克颱風帶來的災害，水上浮動
式房屋的蘊釀而生是勢在必行的因應方法
之一。 

首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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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優 

特定區域發展 

屏東縣沿海地區未來將搭配大鵬灣BOT
開發案為區域核心主軸，進行沿海特定
區域城鄉規劃，帶動產業發展。 
以小琉球為示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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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鄉生活產業 – 小琉球 

揭櫫行政院99年2月22日核定
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提出7項整體規劃方向 
打造小琉球為低碳示範島嶼 

建立低碳能源示範島 
建構島嶼綠系統 
強化島嶼水資源利用與資源
循環 
推動全島無縫隙綠色交通 
推動數位化島嶼完善基礎設
施環境 
海岸地區復育計畫 
在地永續發展人力培訓與島
嶼特殊文化歷史資源解說服
務  

策略1:營造低碳社區新場域 
策略2:建置環狀數位島嶼與完
善基礎設施 
策略3:培訓在地知識人力資源 

低碳社區示範點 

低碳能源示範區 
策略1:建置低碳能源島嶼典範 
策略2: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生態旅遊體驗環 
 策略1:整合島嶼觀光網絡 
 策略2:發展永續生態旅遊 
 策略3規劃永續島嶼自然資源 
 策略4:活化珊湖礁島嶼文化及
歷史資源 

綠色運輸發展帶 
策略1:建構多元低碳運具 
策略2:完善運輸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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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琉球電動機車試營運方案 

電動機車供應
服務 
試營運運作模
式 
電池交換系統
之設置 
車輛維修保養
管理規劃 

統一集中管理
地點設置規劃 
維修保養場地
設置 
碼頭景觀及環
境改善 
遊客旅遊動線
統一規劃 

遊客租用電動

機車促銷方案 
低碳觀光旅遊
宣導推廣 

試營運方案效
益評估 
未來汰換機制
及運作模式規
劃 

試營運 
運作模式 

基礎環境建置 
暨配套措施 

低碳旅遊 
推廣措施 

未來營 
運規劃 

屏東縣府提案申請 

-37- 

交通面－ 100年度小琉球電動機車試營運計畫 

試營運 
運作模式 

電動機車供應服務-先期300輛，視營運效益可追加至500輛 
試營運運作模式-營運團隊規劃 
電池交換系統之設置-全島設置點規劃4-5處 
車輛維修保養管理規劃-提供緊急拖救服務 

基礎環境 
建置暨 
配套措施 

統一集中管理地點設置規劃-停放處所遮蔽物 
維修保養場地設置及電池交換站遮蔽物 
碼頭景觀及環境改善-全島里程標示、各地電池交換站方位圖示指引等 
遊客旅遊動線統一規劃-規劃遊客由交通船碼頭下船至租賃、取車之完
整動線 

未來營 
運規劃 

試營運方案效益評估 

未來汰換機制及運作模式規劃-試營運階段完成後，視整體試
營運實行效益決定未來全面汰換之可能營運模式規劃 

低碳旅遊 
推廣措施 

遊客租用電動機車促銷方案-遊客租賃補助措施及規劃流程 

低碳觀光旅遊宣導推廣-印製低碳及慢速旅遊宣導傳單摺頁或
舉辦相關宣導活動 

本
府
建
請
本
試
營
運
方
案
採
兩
年
期
程
，

以
達
最
佳
效
益 

-38- 

已進入實質細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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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技產業 
優勢 
 學術研究資源基礎足夠。 
 產業資源豐富，有立即量產與未來發展之潛能。 
 人力、土地及水電資源充足且具多樣性。 
 地理位置條件良好，地質穩定、氣候良好。 
 投資環境優良。 
 南台灣科技產業環境逐漸建立，相關產業配合情況良

好。 
 土地需求及廠房取得相對低廉且彈性。 
 地方政府具高度配合與發展誠意。 

民間投資 
以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為例，目前已有64家
廠商進駐。產業涵蓋科技中草藥(草本保健食品、
藥用菇蕈類產品、草本植物美妝品、動物保健
品等)、水產生技 (觀賞水族、食用魚蝦苗 ) 、畜
禽生技 (飼料添加劑、畜牧益生菌 ) 、動物疫苗、
微生物製劑 (生物性農藥、生物性肥料、生技環
保製劑) 、機能性食品 (植物類、動物類、微生
物類機能性食品、機能性調理食品 )生技美粧品、
生技檢測及代工服務等。 

農業生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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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技產業 
高價值－機能性食品 

開發天然『起雲劑』、『乳化劑』： 
利用屏東區水果盛產之含豐富果膠的蔬果廢棄物－例如：檸檬果
皮、果渣等等，藉由生物科技的技術處理後的產物代替傳統起雲
劑。 

有機水果取代不道德的肉嫩化酶－鳳梨 。 
開發具備大量的槲皮素(對肝癌細胞有抑制的效果)的洋
蔥加工產品。 
檸檬、香蕉、芒果加工品 
紅豆，如開發成一沖泡式的養生飲品。 

農業生技產業 
高技術－水產養殖 

水產加工品： 
    如魚鱗和魚骨中可萃取出高量的膠原蛋白、甲殼類加

工後廢棄物之一般利用可作為動物飼料、調味品之製
造、幾丁質利用等提高產值之後續加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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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甲魚養殖產業年產受精卵約3~5
億顆，95%以上外銷至中國大陸；本年
單顆受精卵收購盤價為2.2~7.8元，實際
產值應逾十億，直接與間接從業人口數
估逾八萬。產業主要集中於屏東縣，約
達75%。甲魚養殖成為屏北地區除農作
以外的主要產業，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農業生技產業 
高技術－水產養殖 

甲魚 

臺灣甲魚養殖產區分佈圖 

養殖地區 分佈百分比 

台中 5% 
彰化 5% 
雲林 2% 
嘉義 1% 
台南 2% 
高雄 10% 
屏東 74.20% 
宜蘭花蓮 0.60% 
台東 0.20%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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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技產業 
高技術－水產養殖 

觀賞魚 
全球觀賞魚市場超過1,500億元，美國是最大消費國，新
加坡是最大輸出國，隨家戶所得增加、魚價平民化，金磚
四國等新興市場成長快速。若單看價值高的螢光魚研發，
水產養殖技術結合生技產業發達的台灣獨步全球。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的邰港公司率先合作研發
第一條小型螢光斑馬魚（6公分以下），至今陸續
研發出20多種螢光魚，發表18種、量產4種，每
月輸出數萬條螢光魚到中國、中東、東南亞等地。
「水產種苗及觀賞魚」類的邰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所產螢光魚、水晶蝦、熱帶魚非常暢銷，深
受日本、美國、歐洲等消費者喜愛。 
全國觀賞魚的轉運中心-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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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技產業 
 －高品質保證 

 
「屏東優質水產品(暫訂)產地證明標章」
系統架構建置 (養殖系與水檢中心) 

 
1) －生產基準與自我查核管控(應用水產品 TGAP) 
2) －集團管理作為 
3) －標章LOGO註冊與形象建置宣傳 
4) －符合性查核(教育訓練與實際稽核) 
5) －授證與維持 

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石斑魚已有完整TGAP系統可供參照擷取，因此建議第
一年特重石斑魚電子商務平台開發與銷售推廣輔導，目
標訂為第一年驗證後產品達1200公噸/年(活魚暨個別包
裝) ，午仔魚第一年擇定5-10戶模範養殖戶開始輔導與
模擬稽核。 
第二年則預計增加至60戶石斑與20戶午仔魚養殖戶取得「屏
東優質水產品產地證明標章」資格，並將產品線推廣至加工
產品 
從第二年起，對經驗證或電子商務輔助所銷售之產品，依據
銷售量適度徵集費用，進而輔導養殖團體接手承辦此業務 
希望達成第三年起自給自足，不再倚靠政府部門之經費補助  

屏東優質水產品(暫訂)產地證明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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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觀光產業 
陸域：單車路網、部落生態旅遊。 
海域：小琉球(綠蠵龜)、墾丁、東港潟湖。 
空域：賽嘉-東港-小琉球空域對飛。 
(全亞洲唯一可在冬季飛行的活動場地。) 
---賽嘉航空公園則規劃與屏東縣高樹鄉新豐休閒農業區、原住民

族文化園區、茂林區、美濃區、旗山區等高屏山麓地區重要景
點整合推動。 

 
  兩大國際級博物館：海生館、高樹熱帶植物保種中心 

    WELCOME TO PINGTUNG 

農村照護產業 
 
發展理由：屏東縣氣候環境適合長輩生
活且觀光資源多元化，再加上長期照護
相關專精學校林立與醫療照護的支援等
因素，成為本縣發展該產業之優勢所在。 
發展區位：屏東縣境內等地。 



產業有家
家有產業

貳．縣市政府簡報

/  080第二階段辦理成果

產業之商機及未來發展  
    目前較明顯之照護產業商機在健康食品、生前契約、
健康中心、輔助用具、醫療用品、養護機構及老
人住宅等，依據工研院研究推估，我國市場規模
2025年將可增加至1,089億美元，相較2001年的
246億美元，成長約4.4倍。 

政府推動之政策  
    98年4月30日正式通過推動「健康照護升值白金方
案」(六大新興產業)，未來之4年內，將要增加投
資864億元，預期可於101年，讓整體之產值增加
3,464億元，同時增加31萬人次就業機會。 

芬蘭健康照護( Health Kuopio ) 
產業發展園區 

 

設置「健康照護產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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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園區 
有鑑於高齡化社會來臨，長期照護保險勢在必
行，為讓長輩可以在自己熟悉環境安享晚年，
擬於屏東鄉村地區建構示範性長期照護園區，
提供長輩多元連續性服務，期待透過身心靈提
昇，讓健康長輩延緩老化外，另可提供訓練、
學習等機會，以加強長照服務品質，進而支持
充實在地社區化照顧。 

老人寄宿學校 
開發屏東地區大專院校空間與人力，將老人終
身學習與觀光產業相結合，輔導招生不足或有
意願之大專院校，投入發展老人寄宿學校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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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遊樂園 
開發多機能專屬長者遊樂園區，結合社工、
復健與老人運動休閒等活化與延緩老化設
計，配合都市計畫與觀光發展，考量近便
性，進行園區規劃。 

 

老人懷舊體驗文化區 
運用富有懷舊閒置空間，規劃老人懷舊園
區，配合失智症懷舊治療、文化交流與老
人體驗設施，除吸引長輩外，亦可提供青
壯年人體驗老年人的生活，進而學習尊重
與吸取長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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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理由：屏東縣原民部落產業係極具特色的
珍貴文化資產，海角七號帶來的風潮至今未歇，
若能打開國際知名度，國際舞台上將捲起「原
民風潮」，更能充分展現台灣多元文化特質。 
 
發展區位：屏東縣原住民及客家鄉鎮等地。 

南島及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南島及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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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及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文創產業提升經營與產業聯盟之推動 
在文創產業發展面臨提昇瓶頸之際，必須首先針對業者進行經
營體質提升，透過區域育成中心的導入，開創新的產業商機的
發展，並促成產業聯盟的形成，提高規劃與發展格局，讓資源
應用和產業推廣不只是單打獨鬥。 

 
村落人文生活與創意遊程之結合 
透過觀光資源的深耕挖掘、在地產業環境的魅力改善、主題套
裝遊程規劃等方式，充分利用地方產業之觀光價值，擴大地方
產業之經濟效益，同時亦增加觀光遊憩活動的體驗類型與在地
限定特色。目前雖以單一據點的發展強度等級，分別提供及發
展不同之遊憩機能，但未融入地方特色生活經驗觀光，必須塑
造體驗地方生活經驗的產業活動帶動整體地方文化觀光。 

~結  語~ 
    為讓以上產業能在屏東順利發展，本府業已於
高屏區域平台提出「 100 年度高屏空域遊憩活
動發展計畫」、「 機能性農特產品加工推動評
估規劃」、「 高屏低碳再生能源-畜牧場沼氣
發電再利用計畫」、「高屏地區珊瑚礁生物資
源復育與提升海域態遊憩品質」計畫、「 南島
及客家文創暨觀光計畫培植計畫」以及「 南台
灣高齡者多元照顧產業計畫」等規劃案，期待
經建會給予屏東縣最大支持，讓屏東縣產業得
以順利克服種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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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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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
縣市參訪及座談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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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晉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晉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影

參訪科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100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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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建準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憶如主委致詞

黃萬翔副主委回答與會者提問

高雄市
100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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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憶如主委致詞

屏東縣
100 年 10 月 21 日

參訪旭東環保科技公司

參訪臺灣北斗生技公司

參訪臺灣北斗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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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雄鷄企業有限公司

參訪雄鷄企業有限公司

參訪北斗生技公司

屏東縣
100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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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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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有家，家有產業」計畫座談會

【記者林常雄 / 高雄報導】 壹新聞

2011 年 11 月 18 日

配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動「產業有家，家有產業」計畫，高雄市政府規劃未

來十年高雄產業願景，發揮高雄原有特色與優勢，提出包括文創觀光、低碳乾淨能源、海

洋、物流與精緻農業等五項重點產業發展方向。高雄市副市長李永得期盼中央、地方、與

民間加把勁，帶動高雄產業起飛。 

經建會 18 日於高雄市政府鳳山行政中心召開高雄市產業發展座談會，包括中央相關

部、市府相關局處、民間業者代表以及學界代表均到場，分享產業發展看法及政策建議。 

李永得表示，「產業有家，家有產業」計畫讓每個地方皆有不同的重大產業聚落分佈，

與過去未考慮地方條件與發展而由中央決策集中某地有所不同，因此陳菊市長非常認同。

過往高雄的業者與地方政府已經努力很久，希望地方、中央、與民間再加把勁，帶動產業

起飛，迎接飛耀時代的來臨。 

市府經濟發展局指出，縣市合併後，預計大高雄未來新增投資額可達 706 億，市府針

對產業佈局規劃五大重點產業，其中，「文創觀光」利用現有文創聚落依捷運沿線建構文創

十字軸，興建世貿會展中心發展會展產業，同時增加觀光品質擴大文創市場；「海洋產業」

進一步發展超低溫鮪魚產業，推動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專區與海洋休閒遊憩產業，高雄港港

埠旅運中心的完成亦可增加國際客源。 

此外，「物流產業」將發揮高雄海空雙港優勢以及堅實的金屬扣件產業基礎，配合南星

計畫自由貿易港區的設置，發展高雄的低溫、金屬扣件與高科技等物流產業；同時，結合

既有的岡山、本洲工業區及南科高雄園區推動「低碳、乾淨能源」產業。而高雄縣原為農

業大縣，縣市合併後，市府也計畫建立「生產履歷」、設置「民生物流中心」，發展「精緻

農業」。 

經發局長藍健菖點出，高雄各工業區土地已達飽和，因應台商回流，土地需求迫切，

市府已規劃辦理南科高雄園區、岡山本洲北的擴大，推動設置和春北、大發北綠色產業園

區、國道七號周邊產業園區等，目前正積極與民眾溝通，希望扭轉民眾對工業區的負面印

象，而部分用地為台糖土地，亦希望中央大力協助。 

經建會主委劉憶如指出，經建會目前已初步彙整出各縣市所提產業發展方向與需求，

未來第三階段即是推動產業整合，提高產業附加價值，排除投資障礙，而土地問題首當其

衝。由於各地皆反應土地需求甚巨，但土地變更時程曠日廢時，投資者與業者無法長期等

待，中央將做全盤考量，集思廣益簡化流程，協助業者排除困難。 

「產業有家，家有產業」計畫目的在擘劃臺灣未來 10 年產業發展空間，讓每個產業有

落腳地區，每個區域有主打產業，增加在地就業機會、促進國內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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