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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3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年 12月 4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10分 

二、 地點：花蓮縣政府大簡報室 (花蓮市府前路 17號) 

三、 主持人：龔召集人明鑫(游委員建華代)     紀錄：國發會張鎮修、洪旭 

四、 出席委員及單位：（詳如出席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報告案 1：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2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報告案 2：花蓮縣及臺東縣 112 至 113 年度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鄉鎮

市公所提案計畫核定結果，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為協助各鄉鎮市公所研提優質計畫及後續執行，建議花蓮縣及臺

東縣政府成立專業輔導團隊，所需經費可由新一期綜合發展實施

方案或鄉鎮市公所提案額度支應。 

(三) 有關 112 至 113 年度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鄉鎮市公所提案剩餘

額度，將併入 114 至 115 年度提案額度辦理，俾利公所提出具規

模的亮點計畫；另請國發會研議鄉鎮市公所提案計畫之管考及獎

勵機制。 

報告案 3：臺東縣第四期(113-116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推動構想及內容，

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臺東縣第三期(109-112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經花東基金挹

注投入 42.7 億元後，且連續 2 年執行率達 90%以上，已促進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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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平均餘命、觀光旅遊人次、家戶可支配所得、有機耕

種面積等均有所提升，值得肯定。 

(三) 臺東縣第四期(113-116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奉行政院 112 年 10

月 12日核定，請臺東縣政府積極執行並落實自主管考，以延續並

擴大花東基金執行成果，促進花東地區永續發展。 

七、 討論事項 

討論案 1：花東地區人才培育未來推動方向，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有關花東地區人才培育未來推動方向，請教育部參酌與會委員意

見，重新研擬符合花東地區人才需求之推動策略與措施，並運用

既有教育資源或空間(如國立空中大學花蓮壽豐校區)，檢討設立

東部人才培育基地，以滿足在地產業(如長照、醫療、農業、觀光、

文創等)發展所需人才，俾增加人才留鄉或返鄉就業之意願。 

(二) 本案請教育部重新調整內容後，於往後會議再適時提出討論。 

討論案 2：如何改善花東地區缺工及人才外移之困境，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請勞動部考量花東地區缺工及人才外移之特性，並參酌與會

委員意見，重新研擬相關改善措施，於下次會議再提出討論。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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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3 次委員會議紀錄 

委員發言摘要 
（未依發言順序，僅將同一委員發言摘要彙整） 

一、 饒委員慶鈴 (王副縣長志輝代) 

(一) 鄉鎮市公提案計畫常未考量土地取得或土地變更等情事，致影響後續

執行，臺東縣政府將積極協助公所研提與執行；另花東基金鄉鎮市公

所提案時間建議可以固定，讓鄉鎮市長可預為規劃，俾提出周延計畫。 

(二) 有關臺東縣交通部份，臺東市作為鐵路、公路及空運的核心(hub)，未

來將引入U-Bike概念系統；對於縱谷線或海岸線的鄉鎮市，除透過TTGO

共享預約媒合平台，提供 Station-to-Door 或 Door-to-Station 的交

通接駁服務外，亦將協助白牌車轉成綠牌車，輔導駕駛考取執照，以

擴大服務量能，完成臺東大部分偏鄉的最後一哩路。 

(三) 有關打工換宿部分，對於民宿、餐廳或其他業者雇用返鄉居民，臺東

縣政府今年透過薪資補助，讓返鄉打工的人數增加許多，成效相當良

好，未來將持續辦理。 

(四) 有關勞動部所提改善花東地區缺工及人才外移之措施，皆屬全國一體

適用內容，建議勞動部可就花東地區缺工特性及情形，提出特別針對

花東在地之協助措施。 

二、 徐委員榛蔚 (顏副縣長新章代) 

花蓮縣偏鄉交通已有改善，縣政府將持續努力精進。 

三、 廖委員耀宗 

(一) 有關地方提報花東基金計畫，經行政院秘書長交議後，建議儘速於一

定時間內完成相關審查程序(含地方依審查結論修正計畫之時間)，俾

利後續留有更多時間執行。 

(二) 112-113年度花東基金鄉鎮市公所提案計畫之額度尚未用罄，後續對於

公所提案計畫，建議可由縣政府或花東基金提供規劃協助，幫助公所

研提好的計畫，並建立管考及獎勵機制，激勵公所積極執行；對於執

行成效優異的鄉鎮市及人員，予以公開表揚或記功嘉獎，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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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花東偏鄉地區交通不便，目前僅有部分鄉鎮市提供多元車輛共享服務

(噗噗共乘)，建議可整合計程車等在地資源，滿足更多民眾行的需求。 

(四) 花東地區環境具吸引國內外遊客潛力，極適合推動打工度假/換宿，不

僅遊客可體驗不同生活，業者或店家亦可補足所需的臨時人力，對遊

客或店家都屬雙贏策略。 

(五) 觀光業為花東地區重要產業之一，應積極培育觀光周邊服務產業之人

才(如體驗導覽、原民文化、文創設計、餐飲美食等)，並成立相關輔

導團隊協助在地觀光產業發展。 

(六) 有關花東地區農業發展，應加速推動農業智慧化，輔導農作物加值成

在地特色產品，建議教育部可就花東產業特性，提供對應之人才培育。 

(七) 目前花東地區缺乏電銲人才，建議勞動部評估開設電銲技能專班，俾

培育相關人才。另部份工作初任薪資較低，累積一定工作經驗後，薪

資才會提升，針對初任薪資較低時段，亦請勞動部研議相關補助之可

行性，鼓勵花東人才投入就業。 

(八) 有關數推動位發展，切勿持續建置網站，應朝整合相關資源透過行動

APP，俾利推廣至社會大眾。另為健全花東地區之數位發展，建議由數

位發展部會同花東二縣政府，共同研提跨花東之數位發展計畫。 

四、 劉委員家榛 

(一) 有關教育部所提花東地區人才培育未來推動方向之討論案，未符合花

東地區產業(如農漁業、餐飲、觀光等)所需，雖教育部提及產業學院

計畫內容中，國立東華大學與景碩科技有產學合作，惟景碩科技未在

花東在地設廠，培育後之人才恐外移至外縣市。 

(二) 對於花東地區發展，應思考未來需要何種人才，如何讓在地優秀人才

留鄉工作，甚至吸引外地人才至花東地區就業，建議可培育具有數位

專業技能之人才，投入花東在地產業。 

(三) 以花蓮卓溪鄉發展苦茶油產業為例，可培育該領域人才，讓人才培育

與產業發展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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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洪委員宗楷 

(一) 有關教育部所提花東地區人才培育未來推動方向，似未提出具體推動

方針，建議教育部檢討花東地區學校科系，讓科系與花東在地產業有

所關聯，俾利人才能精準投入產業，避免學非所用之情形。 

(二) 臺東縣醫療資源相當缺乏，僅臺東馬偕醫院一所大型醫院，護理師人

數嚴重不足，且國立臺東大學開設之護理專班有限，亦造成護理師人

才輸出有限。另臺東縣開設長期照顧人員專班，則班班爆滿，可見當

地亟須長照人才。 

(三) 花蓮雖有開設乙級船員訓練專班，惟訓練人數遠不足船商所需人數，

人才欠缺問題大部分來自於教育端，建議教育部應瞭解花東地區產業

之人才需求，進而針對當地學校教育提出改善作為或精進方向。 

(四) 針對花東地區缺工問題部分，應透過產業升級、運用 AI智慧科技、中

高齡勞動人口等三大面向，解決缺工之困境，建議勞動部可提出相關

改善措施，必要時可申請花東基金挹注，例如針對觀光及餐飲業之缺

工問題，補助業者購置自助點餐機及送餐機器人。 

六、 王委員昱心 

(一) 花東地區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與觀光產業密切相關，建議應重視當地原

住民族人力資源；另目前國立東華大學所培育之學生，留鄉就業人數

不多，而本次教育部所提產業人才培育方向，多非屬花東地區產業類

別，建議應培育在地產業所需人才，吸引人才返鄉或留鄉就業。 

(二) 過去花東在地人才僅能靠選擇公職或在地銀行業才能留鄉，宜重新審

視目前花東地區產學合作是否與在地產業有所連結，使人才因有更多

工作機會而留鄉。 

七、 陳委員甫彥 

(一) 疫後缺工情形嚴重，主因為政府調薪幅度與民間期望有所落差，且工

作型態亦有所轉型改變，後續須透過數位轉型，因應大環境變遷。 

(二) 花東基金如有剩餘額度，可思考開放花東二縣政府提出數位轉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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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包含數位游牧及數位升級等，以解決數位落差之問題。 

八、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黃處長文彥 

(一) 目前花東基金鄉鎮市公所提案已成為常態機制，建議縣政府可匡列部

分經費，協助公所提前辦理規劃，並將用地問題先予解決，俾利提案

開放申請時，計畫可立即提出；另為激勵公所執行成效，後續將研議

相關獎勵機制。 

(二) 有關教育部辦理「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之 17 座基地，

目前尚無花東地區之學校，請教育部研議其他策略或調整推動方向，

讓花東地區學校符合基地建置之條件，俾將人才培育資源延伸至花東

地區。 



1 
 



2 



1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