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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闊洄瀾：

花蓮縣投資環境介紹  整理《編輯部》 

線，輸送 350,000 瓩電力，調節東部用電需求。
此外，臺灣電力公司亦擬定開發新電廠計劃，以
因應未來的用電需求。

另為響應全球減碳綠色能源趨勢，設置追日
型太陽光電發電及風力發電系統，以 50kw 追日
型太陽光電發電及 9kwp 風力發電示範系統，於
日、夜間交替發電，年發電約為 70,000 度，每
年可減少 60 噸以上之二氧化碳，減少環境污染，
達到環境與經濟永續經營之效。

目前花蓮地區自來水供水普及率為 84.3%，
全年配水量達 42,367 千立方公尺，相關供水改
善工程計畫將設法滿足用水需求；而花蓮縣境內
有多條未受污染之河川溪流，高山湧泉、地下水
源豐沛，流經地質破碎帶，蓄積大量優質溫泉，
是絕佳的旅遊開發潛力點。另由中央管河川計 3
條分別為秀姑巒溪、花蓮溪、和平溪；縣管河川
則有 12 條。

二、交通建設

公路部分，花蓮縣省道共計 11 條、縣道 1
條、鄉道 92 條，而主要聯外道路 4 條包含：蘇
花公路 ( 臺 9 線 ) －北向主要聯外道路，是一條
兼具觀光及交通多重功能的道路；花東公路 ( 臺
9 線 ) －縣內主要交通幹道，亦是聯繫花蓮與
臺東及進入南臺灣的要道；中部橫貫公路 ( 臺 8
線 ) －沿途風景秀麗，其中天祥、太魯閣區間更
是負盛名的世界級自然景觀區；海岸公路 ( 臺 11
線 ) －穿行於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的動脈，對農
村交通、沿海鄉鎮產業運銷與資源開發有極大的
幫助。

花蓮東臨浩翰太平洋，西倚雄偉的中央山
脈，依山傍海，環境優美，造就無數的美景，包
括高山峽谷的太魯閣國家公園、秀麗的東部海岸
國家風景區、田園美景的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雄偉壯闊的玉山國家公園等自然景觀。花蓮縣地
形狹長，幅員遼闊，是臺灣面積最大的縣市，占
全臺 8 分之 1。其中適宜人居住的平原僅占 7％，
其餘則是 6％的河川和 87％的山地。

花蓮擁有著山水奇美的國際級景觀，尤其氣
勢磅礡的太魯閣國家公園，更是臺灣首屈一指的
風景名勝。除了自然景觀外，還有豐富的人文氣
息，是觀光渡假、生態旅遊和原鄉探索的最佳選
擇。

花蓮已建立一套國際觀光腹案和推動計畫，
希望有效擴大吸引國內外遊客來花蓮進行深度之
旅，帶動龐大的觀光效應，為花蓮觀光產業行銷
注入更多活力及動能，綻放花蓮魅力光芒，打造
名副其實的「國際都會、觀光花蓮」。

基礎建設完善

一、水電設施

花蓮縣境內現有 10 座水力發電廠，裝置容
量達 183,000 瓩，並透過東、西部輸送與配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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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編輯部》 

鐵路部分，有花東鐵路 ( 花蓮－富里 )、北迴
鐵路 ( 花蓮－和平 )，都是連接環島鐵路的重要幹
線，歷經雙軌化、電氣化等改善過程，不僅提高
運輸量，也逐步縮短通車時間。

航空部分，民用航空局於民國 51 年 5 月 16
日成立花蓮航空站，90 年起降日本包機開辦國
際航線，新航廈於 93 年啟用，結合觀光事業的
推展，邁向國際化。

而 航 運 方 面， 花 蓮 港 為 東 部 區 域 之 主 要
國 際 商 港， 現 有 碼 頭 25 座， 年 貨 物 裝 卸 容 量
13,481,348 萬噸，是東部水泥與礦 ( 砂 ) 石之主
要出口港，並兼具觀光及親水性之多功能港口。

產業政策推動方向

花蓮擁有臨太平洋地理條件優勢，「好山好
水」視為最珍貴的資產，展現「太平洋左岸」的
氣度，朝向在地性、多樣性以及獨特性的方向發
展。在低污染的農業生產環境、得天獨厚的水域
環境及永續發展的認知與意識強烈的主客觀條件
下，花蓮地區欲發展新高產業自然以綠色生技產
業為定位，發展方向包括藥妝生產、海洋深層水、
漁業產品基因改良、廢料再生技術、環境管理技
術，這些產業都有非常大的商機，並可與觀光產
業相輔相成。

為加速促進在地投資，其內容涵蓋永續產業
( 發展觀光產業、有機休閒農業、優質生活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綠色生技產業以及獎勵永續產業
投資 )、永續社會 ( 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之落實、改
善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與環境、建立永續發展社
區典範以及全民參予產業與生活發展模式 )、永
續環境 ( 劃設山與海之保護地帶、打造花東永續
城市、發展東部綠色運輸、建構花東優質景觀廊
道、降低砂石業之負面衝擊以及推動再生能源開
發應用 ) 等三大產業，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創造
兼具環境品質的總體經濟效益。

產業發展概況

一、觀光產業

花蓮縣觀光發展針對各區域不同的特色創造
出「主題式」、「重點式」遊程，整合遊憩資源，
使遊客有深刻的旅遊體驗，並吸引遊客規劃期渡
假活動，配套完整而形成一「休閒渡假區」。

目前第六期舊火車站市地重劃區抵費地、美
崙工業區與光華樂活創意園區有許多土地閒置，
鄰近海洋與國際機場，適合規劃為觀光特區。結
合花蓮各地方人文與自然特色，推廣「多停留、
多消費、永續發展」的旅遊模式。同時推廣養生

圖／交通部觀光局

圖／交通部觀光局

清水斷崖

太魯閣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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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周邊工業基礎，以及吸引藝術創作者聚集
的好山好水景緻，造就發展石雕藝術的條件。

花蓮為全世界排名第 2 位的石材加工業，早
期以生產工藝品為主，到 90 年代，景觀、庭園、
公共藝術理念的興起，加上縣文化局舉辦國際石
雕藝術創作大賽，促使國內外藝術工作者在此交
流，在創作風格上相互激盪。

為長期發展石雕藝術，除籌建全國唯一的石
雕博物館外，同時完成花蓮石雕景觀園區規劃，
讓花蓮縣成為石雕景觀縣，發展獨有的石雕藝術
特色。

五、綠色生技產業

花蓮擁有得天獨厚的水域環境、低污染的農
業生產環境，發展綠色生技產業（藥妝生產、海
洋深層水、漁業產品基因改良、廢料再生技術、
環境管理技術）可有相當大的商機，並與觀光產
業相輔相成。

引進無污染且高附加價值之深層海水藍金產
業，以海洋深層水為主，製造發展水產養殖、美
容、農業及能源應用之產業。花蓮縣深層海水產

退休、健檢醫療等產業，以帶動交通、餐飲、旅
館、觀光、休閒、醫療等產業發展。

二、健康無毒農業

無毒農業是花蓮縣獨創的有機農業品牌，農
業處在建立無毒生產機制及檢測標準時，也將農
漁畜牧等產品納入產銷管理，擴大無毒農業的適
用範圍，嘉惠更多農民。

花蓮無毒農業品牌已成功建立優良口碑，並
以集體小農生產模式、精緻化為定位，提高產品
的價格，設法降低運銷成本，而達到應有的合理
經濟報酬。

三、優質生活產業

未來發展方向朝向善用花蓮立地優勢，將花
蓮形塑為「綠色 GDP 的生產中樞」，產業之最
終產出為珍貴且無形之「身心健康」，屬性上具
備「環境低負載」以及「高附加價值」二特色。

依據產業內容之性質可大略歸納為優質居住
產業等七類：(1) 優質居住產業；(2) 健康產業；(3)
心靈成長產業；(4) 醫療保健產業；(5) 學習產業；
(6) 生命改造產業；(7) 小眾運輸服務產業。

四、文化創意產業

花蓮縣未來具有發展潛力的創意產業應以
「石藝」與「新莊園經濟」為主軸。其中，在「石
藝」方面，花蓮石礦資源豐富，長久以來奠定的

花蓮以觀光文化立縣，自詡「石頭的故鄉」。去年於花蓮縣
石雕博物館展出「石動曼波─ 2020 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特
展」，吸引民眾熱烈參與。

圖／花蓮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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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皆由民間業者自行開發，廠商朝向結合觀光、
無毒農業方向發展，已形成兼具觀光、生產的產
業聚落。

產業發展商機及招商單位

一、觀光旅遊為臺灣重要的產業，更是花蓮
未來永續發展的主要產業之一，不僅可帶動相關
產業的投資，也可帶動本縣觀光產業發展商機，
提昇花蓮國際觀光形象，激勵相關產業之發展，
打造花蓮成為太平洋左岸觀光渡假勝地。( 花蓮
縣政府觀光處 03-8227171 轉 522、523)

二、花蓮縣無毒農業小組團隊與生產戶配
合，輔導全縣各項農、漁、畜、牧產業轉型成功。
未來將逐步擴大無毒農業生產面積，向下扎根無
毒土地的觀念，產生完整的橫向聯結，兼顧生產
與生態，打造臺灣的幸福生活圈。結合產業與
景觀特色，輔導相關重點休閒農業區充實公共建
設。建構農業休閒旅遊網狀體系，並輔導規劃套
裝旅遊行程吸引旅遊人潮，可直接帶動周邊產業
發展。(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03-8227171 轉 507、
508)

三、花蓮縣不單有壯麗驚奇的風景景觀，也
具有發展優質生活產業的潛力，豐沛的醫療資
源，可結合優質醫療服務發展優質的退休養老環
境，不論開銀髮健康養生村、醫療院所提供短期

慢性病療養服務、規劃以健
康為導向的銀髮族休閒旅遊
或是溫泉、有機農場結合主
題性健康優活的活動，不僅
能發揮花蓮縣的醫療資源所
長，也可增加具附加價值產
業 的 發 展， 將 花 蓮 形 塑 為
「 優 質 生 活 產 業 中 心 」。
( 花 蓮 縣 政 府 社 會 處 03-
8227171 轉 388、389)

四、善用花蓮現有之園
區工業遺產空間，設置創意
文化園區，建構花東地區國

際觀光旅遊起點，並結合政府「文化創意產業」
政策及東部地區「觀光產業」之發展主軸，整合
在地之文化資產、歷史地景、社區營造等，可提
供花蓮舊市區更新再造之契機，引進相因應的文
化產業將可帶動園區周邊環境之再生。

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曾獲文建會「2005 年
福爾摩沙藝術節」全國評比為最優縣市，傳承石
雕藝術創作推廣的使命，讓石雕藝術成為與國際
接軌的重要櫥窗，讓上百件傲世之作矗立花蓮，
成為石雕城市新天地。由此可見，花蓮藝術文化
活動與觀光產業相輔相成的成效顯著，在落實國
際觀光旅遊願景的同時，透過產業、官方、學
術、藝術四方合作提供設計研發與創意養成之環
境，形塑 13 鄉鎮特色文化創意地標，引進觀光
投資、繁榮地方，創造商機與就業機會，使本縣
成為快樂、希望、新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03-
8227121)

五、海洋深層水商機無窮，博得「藍金」之
稱！花蓮深層海水產業發展迅速，藉由地方政府
以及廠商的努力，不僅能增加花蓮地區就業機
會、提高傳統產業附加價值，增加稅收，促進地
方繁榮與發展，而且能成功將花蓮打造成臺灣海
洋深層水產業重鎮，在未來海洋深層水產業鏈成
形並持續發展下，未來海洋深層水年產值將可達
新臺幣 180 億元。( 花蓮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03-8223432、03-8222329)

（資料來源：投資臺灣事務所、花蓮縣政府）

美崙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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