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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活絡計畫】太巴塱祭祀廣場部落驛站

建構計畫 

「太巴塱祭祀廣場部落驛站建構計畫」主要係對應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中

之原住民族面向 7.3 促進原住民族部落發展、7.5 增進原住民族地區土地管理及

合理運用等策略所研提。 

   (一)績效指標 

表 5-3-47 行動計畫 3.9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現況值 108 年目標值 長期目標值 

1. 部落驛站週邊設施    

  (1-1)入口廣場(+) 0 ＋1 ＋1 

  (1-2)大型停車場(+) 0 ＋1 ＋1 

  (1-3)販賣部攤區(+) 0 ＋1 ＋1 

  (1-4)祭屋(+) 0 ＋1 ＋1 

  (1-5)大型意象(+) 0 ＋1 ＋1 

2.部落營造點(+) 0 ＋1 ＋1 

3.特展室(+) 0 ＋1      ＋1 

 (二)工作指標：（相關指標需依實際規劃結果為準，後續將滾動檢討） 

1.結合太巴塱部落文化聚會所興建工程（第一期）已完成之跳舞場、

司令台及看臺、廁所等現有設施，建構更完善之部落公共空間與

文化祭典環境。（104 年） 

2.太巴塱祭祀廣場部落驛站週邊設施增設（入口廣場、大型停車場、

大型意象及文化故事牆等設施）。（105 年） 

3.太巴塱部落營造點（意象與指標牌）。（105 年） 

4.太巴塱部落文物特展室、販賣部攤區、祭屋。（106 年） 

  (三)計畫內容 

1.工作內容 

 (1)規劃設計階段 

A.本計畫以太巴塱部落祭典之文化特色為主要發想內容，

105-106 年結合部落豐沛文物資源之蒐集與典藏，建置祭祀廣

場部落驛站，以實質改善部落文化祭典環境。 

B.根據調查研究結果，與部落代表討論取得共識後，105 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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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巴塱文物典藏與展示場所之規劃設計，推動部落文化朝永

續目標邁進。 

C.為迎接未來即將大量湧入的參訪人潮，太巴塱部落驛站設置

空間寬敞的大、小型停車場，可一次停放遊覽車 5 輛、小客

車 40 輛、機車 22 輛，將充分滿足所有遊客的停車需求。 

D.部落文化風貌與產業環境改善之後，搭配部落傳統手工藝坊

製作精緻藝品，進駐空間明亮舒適的販賣部攤區進行展售活

動，吸引遊客駐足消費，將有效提高部落產業收益與就業機

會。 

(2)開發計畫書製作 

對於本案基地約 4 公頃，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第三專

章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編制開發計畫書，其

經費約 200 萬元，將修正列入本計畫 105 年度計畫經費執行。 

(3)施工監造階段 

規劃設計完成並辦理部落營造點、入口廣場、大型意象及文化故

事牆等周邊環境改善設施之施工及監造，以及辦理部落文物特展

室、販賣部攤區及傳統祭屋之建照執照申請。106 年度辦理特展

室、販賣部攤區及傳統祭屋等項目之施工及監造。 

(4)營運管理階段 

部落特展室、販賣部攤區等結構物完成之後，太巴塱園區將由

委由鄉鎮公所進行設施維護及場地營運管理工作，或由鄉鎮公

所委託部落團體進行設施維護及場地營運管理工作。 

(5)實際案例 

A.林田山林業展示館 

由原為放置林場工作機具的倉庫整理而成的林業文物展示

館是林田山中過去林業工作的小縮影，小型的機具、模型還有

當時生活的必需品、社區記憶全都蒐藏在這小小的倉庫中。包

含林場的生活用品、用餐的器皿、消防用品、童玩、電話，甚

至當時各式各樣的錦旗都呈列在展示館中，仔細觀賞會發覺很

多的當時生活的小趣味就在這些物品中呈現，目前已成為許多

外地遊客爭相造訪的觀光景點。這些經由蒐集而來的相關林業

文化物，就是希望可以好好介紹林田山林業發展史，配合林業

相關展品媒體說明，達到短時間既能了解林田山林場發展，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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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遊客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林場氛圍。 

 

圖 5-3-8 行動計畫 3.9 林田山展示館 

B.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根據縣志記載，奇美部落是阿美族文化的發源地，擁有豐富的文化

資產，因漢化較晚，目前仍維持著嚴謹階層組織，捕魚祭、豐年祭的

勇士舞等活動都保留了阿美文化和傳統習俗，值得深入探索。  

  其音樂和舞蹈在阿美族文化中亦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以竹木

製作的打擊樂器 Kokag，和豐年祭中由青年男子所跳的 Ciopihay舞蹈

最為特別。  

秀姑巒溪溪畔的放蝦籠與三角網打水捕魚、自己生火、削竹做碗筷

與檳榔苞鍋子、社區傳統的糯米飯及醃肉、用溪邊的麥飯石堆疊烹飪

石頭火鍋，值得遊客造訪及逗留，花時間深入探訪的部落休閒時，這

些經由蒐集而來的相關部落傳統文物，一一陳列於奇美原住民文物

館，供參訪客人駐足細細品味。 

 

圖 5-3-9 行動計畫 3.9 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C.太魯閣遊客中心展示館 

http://tour-hualien.hl.gov.tw/Image.ashx?attr=eyJ0YWciOiJkaXJTY2VuaWNGb2N1cyIsImlkIjoiNDIiLCJ0aHVtYiI6IjAiLCJmaWxlbmFtZSI6ImZvY3VzMzUyMzI4NTE5NTQ5My5KUEciLCJkZWZJbWciOm51bGx9
http://tour-hualien.hl.gov.tw/Image.ashx?attr=eyJ0YWciOiJkaXJTY2VuaWNGb2N1cyIsImlkIjoiNDIiLCJ0aHVtYiI6IjAiLCJmaWxlbmFtZSI6ImZvY3VzMzUyMzI4NTE5NTQ5My5KUEciLCJkZWZJbWciOm51bGx9
http://tour-hualien.hl.gov.tw/Image.ashx?attr=eyJ0YWciOiJkaXJTY2VuaWMiLCJpZCI6Ijk4IiwidGh1bWIiOiIwIiwiZmlsZW5hbWUiOiJpbWFnZTM1NDMzODc5NDI0MjguanBnIiwiZGVmSW1nIjpudWxsfQ%3d%3d
http://tour-hualien.hl.gov.tw/Image.ashx?attr=eyJ0YWciOiJkaXJTY2VuaWMiLCJpZCI6Ijk4IiwidGh1bWIiOiIwIiwiZmlsZW5hbWUiOiJpbWFnZTM1NDMzODc5NDI0MjguanBnIiwiZGVmSW1nIjpudWxsf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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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台地位於台九線（蘇花公路）與台八線（中橫公路）交會點一

側，總面積約三公頃，台地上設置了遊客中心、國家公園管理處行政中心及國家

公園警察隊。遊客中心展示館內有「生態遊憩館」、「兒童環境教育館」、「人與自

然館」、「特展室(不定期更新)」，遊客在進入中橫欣賞峽谷美景之前，可先到此

獲得詳細旅遊資訊再上路。 

 

圖 5-3-10 行動計畫 3.9 太魯閣遊客中心展示館 

D. 花蓮市撒固兒野菜市集 

國福社區成立傳統作物與養生有機蔬果專班，社區內設有「撒固兒野菜市

集」，鄰近部落族人會販賣現採藤心、檳榔花、車輪茄、生鮮蝸牛等產品，儼然

成了市民購買原民野菜的首選市集。 

    
 

http://www.taroko.gov.tw/showImage.ashx?tag=ServiceCenter&id=1&filename=c19zZXJ2aWNlaXRlbV9pbWczNDcwNDA4NTMzNDU0LkpQRw==&thumb=0
http://www.taroko.gov.tw/showImage.ashx?tag=ServiceCenter&id=1&filename=c19zZXJ2aWNlaXRlbV9pbWczNDcwNDA4NTMzNDU0LkpQRw==&thum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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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原住民一條街 

原住民一條街以木材為建材，洋溢自然與原始風味，新鮮現採野菜與炒山

豬肉等原民風味餐更是令饕客食指大動，目前由「原住民一條街管理委員會」營

運及管理。 

    
 

    
E. 阿美族祖先文化發祥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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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施方法 

與部落討論取得共識及公、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管理機關同意

後，依政府採購法委託學術單位或專業技術服務機構進行規劃設計

與施工，另結合藝術設計學術單位、團體，進行部落藝術文創典藏 

、販賣部、展示構造物之設計、施工。 

3.實施地點 

本計畫預定以太巴塱祭祀廣場為基地範圍。 

 

圖 5-3-11行動計畫 3.9基地位置航照圖 

 

 跳舞場第一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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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2行動計畫 3.9部落驛站整體規劃圖樣 

 

 

圖 5-3-13行動計畫 3.9部落驛站規劃模擬圖 

廁所第一期

完成 

司令台第一期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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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14行動計畫 3.9運用當地特有景緻襯底之指標導覽示意圖 

 

  

  
圖 5-3-15 行動計畫 3.9 部落營造點示意圖 

 

4.第一期工程完成情形 

本計畫第一期工程業奉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 1,800萬元

整(含地方配合款 180萬元)，辦理祭祀廣場(聚會所)、司令台及

廁所等 3處主體結構興建，本府並於 104年 12月完工在案（如

下圖），為使計畫完整性，本府賡爭取第二期計畫經費，規劃新

建入口廣場、大型停車場、販賣部攤區、祭屋、大型意象及故事

牆等週邊設施，打造太巴塱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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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6行動計畫 3.9第一期成果(跳舞場) 

 

 

 
               圖 5-3-17行動計畫 3.9第一期成果(司令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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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8行動計畫 3.9第一期成果(廁所) 

 

 

（四)計畫時程與主辦單位 

1.計畫時程：自 105 年至 106 年。 

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3.主辦機關：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4.協辦機關:花蓮縣文化局、花蓮縣政府建設處、花蓮縣政府、 

觀光處。 

5.執行方式：政府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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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8 行動計畫 3.9 預定執行進度甘特圖 

項

次 

項目 

內容 

105 年 106 年 

2  4 6 8 10 12 2 4 6 8 10 12 

A 第一期規劃設計             

壹 
完成興辦事業計畫 

(由光復鄉公所辦理，不

支用本計畫經費) 

            

貳 上網招標、簽約             

參 規劃設計               

肆 工程招標、簽約               

伍 工程施工               

陸 開發計畫書執行              

柒 建造執照申請              

捌 審查作業              

B 第二期施工監造             

壹 監造招標、簽約             

貳 工程招標、簽約             

參 工程施工             

肆 工程竣工、驗收             

計畫執行期程，本府將配合光復鄉公所提報之興辦事業計畫通過後調整辦理。 

(五)財務計畫：本計畫全部由公部門投資辦理，無自償性。 

1.105 年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 

項次 項目及內容 數量 單位 單價 複價 備註 

A 第一期規劃設計      

壹 規劃設計 1 式 1,500,000 1,500,000  

貳 開發計畫書 1 式 2,000,000 2,000,000  

肆 工程施工監造      

一 週邊環境設施 1 式 9,200,000 9,200,000  

二 部落營造點 1 處 1,000,000 1,000,000  

  合計    13,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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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106 年工程發包施工階段 

項次 項目及內容 數量 單位 單價 複價 備註 

B 106 年工程施工監造      

(一) 太巴塱祭祀廣場部落驛站      

1 販賣部攤區 1 處 4,700,000  4,700,000  

2 祭屋 1 處 1,600,000   1,600,000  

3 特展館 1 處 20,000,000  20,000,000  

       

 總計     40,000,000  

 

表 5-3-49 行動計畫 3.9 成本收益表（百萬元） 

項目 合計 105 106 107 108 

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成本 40.00  13.70  26.30  0.00  0.00  

淨現金流量 (40.00) (13.70) (26.30) 0.00  0.00  

累計淨現金流量 - (13.70) (40.00) (40.00) (40.00) 

收入現值 0.00  0.00  0.00  0.00  0.00  

成本現值 38.80  13.29  25.51  0.00  0.00  

淨現金流量現值 (38.80) (13.29) (25.51) 0.00  0.00  

累計淨現金流量現值 - (13.29) (38.80) (38.80) (38.80) 

表 5-3-50 行動計畫 3.9 財務評估結果表 

折現率 0.03 

自償率 0.00% 

內部投資報酬率(IRR) 小於必要報酬率 

淨現值(NPV) - 

回收年期(PB) 無法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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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1 行動計畫 3.9 經費需求表 

經費來源 

各年度經費需求（百萬元） 
105-108 

合計 
總計 

土地

款 
104 

前 
105 106 107 108 109 後 

非

自

償 

公務 中央 0.00 2.05 3.94 0.00 0.00 0.00 5.99 5.99 0.00 

預算 地方 0.00 1.37 2.63 0.00 0.00 0.00 4.00 4.00 0.00 

花東基金 0.00 10.28 19.73 0.00 0.00 0.00 30.01 30.01 0.00 

其他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自

償 

其他特種基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地方發展基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間投資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計 0.00 13.70 26.30 0.00 0.00 0.00 40.00 40.00 0.00 

(六)預期效益 

1.可量化效益 

(1)部落祭祀廣場驛站建構完成後，結合部落豐沛文物資源之蒐集

與典藏，每年預計增加 100 件部落傳統文物。 

(2)對部落文化發揚及保存工作產生實質助益。 

(3)建構部落祭祀廣場順暢交通動線及寬敞停車空間。 

(4)提供遊客便利舒適的參訪購物環境，提升傳統工藝師創作能

量、增加經濟收益。 

(5)周邊環境改善結合文物展示館形塑文化園區之特有原民文化。 

(6)部落產業及旅遊環境將獲明顯改善，每年約可增加 20 個以上的

工作機會。 

2.不可量化效益 

(1)形塑太巴塱文化特色及景觀意象。 

(2)增加原住民族意象與多樣性。 

(3)加強觀光地區景觀特色。 

(4)有效改善部落整體環境及氛圍，推動部落文化保存及公共美學

工程，提升在地文化及觀光市場品質，建構優質部落觀光體

驗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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