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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文化資產的人力培訓： 

以花蓮糖廠為例 

盧怡安 

摘要 

 花蓮糖廠在戰後經歷許多波折，後因嚴重虧損，於民國九十一年關廠，停止

製糖業務，糖廠員工頓時失去生計，現今糖廠已轉型為觀光休閒糖廠。在花蓮糖

廠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得知其內部的解說員、行政人員以及其他員工，大多

在糖廠停工前就在裡面工作。而花糖本身擁有全台最大的日式木構造建築聚落，

為了推銷此項特色，糖廠勢必要有專門的文資人員將此項文化資產妥善保存維護，

然而身為國營企業，畢竟以營利為導向，則勢必會與文化資產推廣的公益產生衝

突。本研究將透過深度訪談法探討其培訓成效以及糖廠在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的發

展上在公益與私利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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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花蓮糖廠在戰後經歷許多波折，後因嚴重虧損，於民國九十一年關廠，停止

製糖業務，糖廠員工頓時失去生計，現今糖廠已轉型為觀光休閒糖廠。在花蓮糖

廠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得知其內部的解說員、行政人員以及其他員工，大多

在糖廠停工前就在裡面工作。而花糖本身擁有全台最大的日式木構造建築聚落，

為了推銷此項特色，糖廠勢必要有專門的文資人員將此項文化資產妥善保存維護，

然而身為國營企業，畢竟以營利為導向，則勢必會與文化資產推廣的公益產生衝

突。因此本研究想要探討在面臨糖廠關閉後，花蓮糖廠轉型為觀光糖廠，糖廠也

必須將原來從事第二級產業的員工轉型成以服務為導向的第三級的產業從業員，

本研究想要探討其培訓成效以及糖廠在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的發展上在公益與私

利的衝突。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006年開始隨著由文建會開始推動的「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社會大眾

也開始對於台灣過去的產業空間產生興趣。此計畫的宗旨在於喚醒國人對於傳統

產業的記憶，並共同參與產業文化資產的活化與再利用。 

而隨著傳統產業的轉型，原本在廠區裡工作的資深員工去留與再培育問題也開始

受到重視。對此問題，吳筱婷以 2011年參與文化資產清查與保存再利用課程的

學員為對象，並透過問卷分析，探討培訓成果，研究結果發現培訓課程的安排確

實能夠讓學習者對於文化資產的定義更加明確，但是授課方式以專題演講為主，

缺乏互動，且案例參訪的時間緊湊，使學習者無法真正了解產業轉型的整體空間

規畫以及人力面臨轉化如何克服困境（吳筱婷 2012）。 

此外在 2005年，文建會也提出了「社區文化性資產守護網計畫」，透過民眾

在社區的參與學習，使其能真正體驗文化資產與社區的連結。對於此計畫，郭淑

華以桃園市龍岡社區文化資產守護網為例，分別從參與學習與文資教育的推廣層

面，來探討社區文化資產教育的推廣此守護網應如何發展。她認為在培訓模式應

以重視民眾的需求為原則，才能設計出教育推量身訂做的培訓推廣計畫，也才能

真正凝聚社區自主意識，對社區事務產生責任與義務，朝永續經營的方向發展（郭

淑華 2009）。 

 吳筱婷的研究僅探討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的成效，且僅探討課程內容的缺

失。郭淑華則是以社區文化性資產守護網計畫為例，探討守護網應如何發展。然

而本研究主要除了探討花糖員工經過文資培訓的成效以外，也同時探討其在現實

生活的實用性，是否會受到其他外力的影響，且不同於郭淑華的社區文化性資產

守護網計畫，花糖的營利性又增添了與公益性質的衝突。 

 

第三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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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以深度訪談來進行研究。首先針對花蓮糖廠進行停閉背景的資料

檢索，了解其轉型的經過，再來檢索產業文化資產的相關資料以了解政府在產業

文化資產再利用的推廣，最後針對產業文化資產的培訓課程整理相關問題，到花

蓮糖廠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避免在訪談內容設計上因議題設定的侷限而忽

略許多重要資訊。並且若是能徵得受訪人的同意希望能得到受訪者的同意，便以

筆記與錄音方式記錄整個訪談過程，將受訪者的情緒反應、表情變化、成員之間

的互動、應對，以及空間規劃……等等全程記錄下來。方便在事後進行整理與分

析討論，歸納出整段訪談中各部份的內容。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研究將先介紹研究動機與目的，再來介紹花蓮糖廠的停閉背景，以及其轉

型為觀光糖廠的經過。再來介紹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及其培訓課程，最後則加

入訪談後的結果。了解培訓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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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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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經環境的變動 

第三章 花蓮糖廠的文化資產人才培訓 

第一節 文資小組的設立 

第二節 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 

第三節 文資人員的培訓 

第四節 培訓的成果 

第四章  結論 

第五章  參考文獻 

 

第二章 花蓮糖廠的轉型背景 

 戰後國民政府主要的挑戰在於鞏固政權的正當性以及藉由資本的積累來達

成經濟的穩定，因此其對內必須汲取社會資源並壓制可能的反對力量。在經濟層

面上，藉由接收日治時期的大型企業，使其改以國家資本的型態繼續壟斷台灣的

經濟，並主導產業政策的發展與資源的分配。 

台灣的糖業對整體經濟的重要性可分為內外兩個部分。對內而言，糖業的發展對

台灣的經濟影響甚鉅，日治時期是由日本民營的四大株式會社經營，國民政府的

接收不只使其能夠主導產業政策的發展，同時也能避免台灣最大的工業被民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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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獨佔的可能。此外各地糖廠本身擁有廣大的土地以及糖廠員工與蔗農，政府能

夠透過與這些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糖廠為仲介，建立起他們與國家的聯繫，藉此

鞏固政權。對外而言，當時政府主要以供應全中國市場為主要原則，讓中國的食

糖能夠自給自足，減少外匯的損失。同時若有餘額還能外銷累積外匯，改善當時

政府財政困難的問題，藉由國家資本的經營，使政府能夠掌握這個外匯的主要來

源，達成資本積累的目的（陳兆偉 2003）。 

台糖公司作為國營企業，其經營型態勢必會受到國家產業發展政策與財政的

制約，也就是說國家對於糖業生產的態度會影響糖廠的發展。而最終導致糖廠停

閉的因素主要可歸納為：國際糖價的波動、農工部門資源的移轉與重分配、政經

環境的變動。 

 

第一節 國際糖價的波動 

 國民政府遷台後，大陸市場的喪失使台糖必須往海外銷售，而國際糖價的漲

跌也就成為台灣糖業興衰的主要因素之一。全世界的砂糖大多供生產地本身的消

費，真正成為國際貿易市場上的商品僅占了四分之一。在國際砂糖市場上有優惠

市場（preferencial market）與自由市場（free market）之別。優惠市場指的

是買賣雙方可能因其歷史淵源、政經背景、雙方所簽定的協議等等而有優惠關係

存在，並排除其他國家的砂糖進口或競銷（張聖坤 2009）。自由市場指的是砂

糖生產國將砂糖輸入消費國家時，該消費國家不採取任何保護政策或者優惠待遇。

而隨著糖產的增加，世界糖價便會有跌落的趨勢，各砂糖生產國為了使糖價能維

持生產成本之上，便會爭先恐後覓取優惠市場，隨著時間的演進，優惠市場會逐

漸擴充。在此種情況下自由市場的容量就會相對變小，雖各年期不同，約略估計

自由市場的砂糖指佔世界產糖量的 10%左右。而糖價的漲跌主要是由供給面來決

定的，生產過剩則漲，不足則跌。 

 台糖本身與優惠市場較無聯絡，使其只能到自由市場去尋求買家，又因其產

量不大，無法對自由市場的糖價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只能遷就於自由市場的糖

價變化，政府遷台後便以世界糖價當作收購的牌價，當糖價跌落便會衝擊到蔗農

的植蔗意願，進而影響原料供應。 

 1950 年韓戰爆發導致國際糖價大漲，政府宣布「斤糖斤米 」保證糖價以爭

取增產。此政策的實施，使得國內砂糖產量與外銷量逐年增加，但是國際糖價卻

自 1954 年跌落，米價反而大漲，國際糖價與米價相差甚遠，使得政府財政困難

而無法繼續實施「斤糖斤米」的保價制度，便改採定額現金保證糖價制度。 

 由於國際糖價漲跌差距甚大，加上出口擴張工業政策逐漸顯現成效之後，台 

糖公司因為出口地位的式微，國家機關對台糖的支援就相對減少，使得台糖公司

必須謀求自主發展。1966 年「砂糖平準基金」的成立，可視為國家糖業政策關

鍵性的轉變。以往\當國際糖價暴漲時，外銷所得盈餘均成為國家的超額紅利以

及蔗農的額外收益，反之當糖價暴跌時，農民植蔗收益因有保證糖價的屏障而較

不受影響。然而台糖卻因收購農民糖補貼款的支出，造成財政上的一大負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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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政院自 1966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砂糖平準基金」制度，砂糖外銷價格有

盈餘時，將提撥一定比例做為平準基金，當國際糖價高於保證糖價時，台糖會以

國際糖價收購，當國際糖價下跌時則以保證糖價收購，差額再由平準基金補貼。 

從此台糖公司必須開始自負盈虧，從汲取農業資源賺取外匯，改為自主發展來維

繫糖業生產競爭力。國際糖價的長期低迷，使得平準基金不堪負荷，台糖公司便

於 1985年開始實施以內銷為主的每年 55萬公噸的計畫產量（陳章真 1991）。 

 

第二節 農工部門資源的移轉與重分配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為了使台灣整個經濟體系能夠獨立發展，來擺脫 

過去與大陸的經濟分工連結，此時期糖米經濟地位的差異以及農工部門結構的轉

移對於產業政策的發展十分重要。 

 國民政府遷台後所帶來的大批軍民使糧食增產的重要性大過蔗糖，為此政府

甚至限制全國的甘蔗種植面積不得超過 10萬公頃。但在當時，台灣的民生物資

仍大多仰賴進口，容易造成財政收支的不平衡，而糖為當時唯一能夠賺取大量外

匯的產品，為此政府在台灣經濟發展初期一直致力維持糖業生產水準。 

 為了扶植台灣的民生工業來節省外匯的開支，政府利用糖業所得的利潤來補

貼就口替代工業的發展。一方面透過分糖法讓讓蔗農能保有一定比例的存糖在國

內市場流通，增加其植蔗意願，以及各種農貸優惠措施來鼓勵蔗糖的增產；另一

方面透過農糖保價收購的方式，壟斷農民糖的市場將蔗糖集中於台糖公司，多數

輸出賺取外匯，少數內銷再賺取國內的消費者生產剩餘，增加國家的資本積累（張

翠宜 2004）。此外也禁止農民糖自由出口，藉此壓低島內的糖價行情，使台糖公

司對蔗糖的收購得以減輕，並且保持政府外銷的獨佔利益。這些對於農業利潤的

擠壓，造成農村人口的逐漸移往都市工業部門。 

 1950 年砂糖出口外匯曾占總金額的 79.78﹪，至 1957 年仍占 65.74﹪，使

得美援投注於糖業的比例並不高。直到 1958 年這樣的景況開始改變，1957 年

美國重新檢討其全球美援政策，準備對台灣停止美援，此舉增加政府的國際收支

壓力，在國內市場狹小又飽和的情形下，乃逐漸調整為出口導向化的工業發展。 

 1957 年，政府將嘉南大圳的三年輪作改為二年輪作，使得南部糖廠蔗作規

模受到影響。加上國際糖價的漲落中，農民糖收購逐漸成為政府龐大的財政支出。

1960 年至 1962 年間，政府分別訂立「十九點財經措施」、「獎勵投資條例」與

「技術合作條例」。一連串放寬貿易管制、改革匯率、改進稅制、鼓勵外資和民

間資本發展等出口導向工業化的政策措施下，台灣的經濟結構在 1958 年開始產

生轉變，工業占國內生產毛額比例超越了農業，透過勞力密集工業產品的出口，

逐漸平衡國際收支，取代糖產成為外匯收入的主力。 

 1966 年高雄加工出口區成立，台灣的工業出口值比重首度超越農產品及農

產加工品，台灣經濟發展體系逐漸由內需供給轉為外導出口。1967 年國家再度

限制蔗作面積的發展，並且經濟部對於台糖公司每年的砂糖生產目標，也不再硬

性規定為 87 萬噸，而改以國際市場變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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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產業政策由進口替代轉往出口導向，獎勵投資、發展出口工業、拓展國

外市場，產業結構重心也逐漸由農業往工業移轉，出口貿易取代農業成為帶動經

濟增長的主導部門。產業推拉效應之下，農村人口開始移至都市尋求工作，造成

農業勞動力缺乏、甘蔗採收粗放、產糖率降低，使台灣糖業經營面臨經營虧損及

原料供應不足的窘境。另外，農業技術的進步也使得新興作物被大量推廣，其多

為短期作物，資金周轉較快，相較於蔗糖須經一年半才能收穫，且國際糖價的漲

跌使其報酬可能不如其他農作物，進而形成與蔗爭地的情況。另一方面，自營農

場土地又因為工業的發展、公共工程設施的需求或者人口增加等因素，被徵收成

為工商業用地，無法擴展自營面積，糖廠所能獲得的甘蔗原料供應不足，製糖成

本便逐年增加。 

在糖產外銷的長期虧損下，糖業的經營反而成為農業發展的負擔，政府決定

於 1985 年砂糖減產並且轉供內銷，島內消費者以高糖價的負擔維持島內糖業發

展的自給自足。 

 

第三節 政經環境的變動 

1985 年以後，台灣糖業在國家資本的積累與支配性地位開始面臨經濟與政

治上的挑戰。經濟面上，由於放鬆外匯管制與關稅保護，民間產業資本的積累逐

漸擺脫國家控制，自主空間變大，此外，國家機關也因受到國際壓力的關注，發

揮空間也備受侷限。這使得民間資本得以利用經濟實力來干預國家的產業政策發

展。政治面上，由於民營企業迅速發展，資本的擴充與積累使其擴大政治參與的

基礎，也開始質疑國家資本在政治上的絕對壟斷。 

過往政府為了增加糖產外銷以獲取外匯，對內銷糖產課以砂糖貨物稅來壓抑國內

消費，稅賦則轉嫁到蔗農與消費者身上，影響植蔗意願與糖產消費。在民間業者

強力施壓要求糖業政策鬆綁，與蔗農積極爭取下，政府於 1990 年正式停徵砂糖

貨物稅。砂糖貨物稅取消，使內銷糖價也跟著調降，但國內工資與物價多來年不

斷大幅上漲，使得製糖成本不斷提高，砂糖成本早已高出內銷糖價而造成虧損。

這使得蔗農紛紛轉種其他作物、甘蔗原料供應不足，也造成台糖公司人員、土地、

設備均無法充分利用，甘蔗種植、製造包裝與運輸成本不斷上升，以及環保意識

高漲、勞力缺乏、原料品質的低劣等問題造成製糖的成本偏高，台糖公司為降低

虧損，乃於 1997年起開始關閉糖廠。 

台糖除了緊縮糖產並檢討不具經濟效益的項目之外，也展開多角化的經營，

進行轉型。台糖公司的發展將以土地開發、生物技術為主軸，並依產業別分別成

立砂糖、量販、生物科技、休閒遊憩、精緻農業、畜殖、油品、物流、商品行銷

等八大事業部，期望能擴大事業版圖並追求永續經營（江菀茹 2004）。 

 

第三章 花蓮糖廠的文化資產人才培訓 

 1980年以後，因為糖業人口的流失以及國際糖價的下跌，種種原因導致國

內製糖產業逐漸沒落，花蓮糖廠於2000年提出＜花蓮糖廠再生及轉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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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能夠扭轉困境達到永續經營，計劃書內容所列花糖的轉型業務包括油品事業、

商流事業、精農事業、營建事業；土地開發事業、觀光糖廠事業等。花蓮糖廠於

2002年 4月關廠，停止製糖，將花蓮糖廠轉型為觀光糖廠，糖廠也必須將原來

從事第二級產業的員工轉型成以服務為導向的第三級的產業從業員（鍾書豪 

2004）。 

  

第一節 文資小組的設立 

2002年 4月 13日行政院成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要求統合目前

國有不動產、國有非營業基金、國營事業等財產之管理經營策略，加速處分國有

資產，以籌措六年國建所需的龐大支出。為此行政院開始清查各國營事業、學校

等單位的閒置土地房舍，限期一年內標售。此舉導致許多富含文化資產價值的空

間與文物面臨被拆除、毀壞的命運，最終引發了文化資產保存團體與地方文史團

體的關切，在社會輿論壓力下，文建會成立「國營事業文化資產清查小組」，邀

請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國防部、農委會、主計處、國有財產局、國家檔案

局共同參與，列冊清查具有文化價值的資產。 

 花蓮糖廠於 2002年 7月 1日關廠，本身以有 80年的歷史，留下許多具有文

化價值的設備、建築，文化部便委託雲林科技大學來主導文化資產的清查。台糖

公司於 2004年開始全面清查文化資產，但在初步階段僅做文物登錄，而未詳加

說明與收集。2009年台糖公司於各區處設置文資小組，建置在總務課下面，每

個區處皆有兩位文資人員，而這些人力的來源則是當初在工廠或農場工作的員工，

經過培訓之後成為專職文化資產清查的人員，初期主要是督導產業文化資產的清

查，之後則擴大到保存與活化再利用。 

 

第二節 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 

2006年文建會開始推動「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每四年為一期，目的是

鼓勵產業文化資產的清查與保存，策動地方政府部門與產業單位合作保存富含歷

史的文化資產，改善保存的環境，並加以轉化再利用，促進產業文化資產的永續

發展。此計畫由文建會提供資金，事業體或第三部門組織提供相對比利的配合款，

並設有輔導團，每年提供產業文化資產人才的培訓課程，主要是針對各執行單位

參與計畫的相關人員。花蓮糖廠於 2007年開始加入再生計畫，並依照其企畫案

內容向文建會申請資金，每年最高額度可申請五百萬，不超過整體企畫案所需資

金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則由台糖公司提供配合款，此資金主要針對產業

文化資產的清查、保存、修繕與再利用的營運相關事項。初期是針對花蓮糖廠的

園區做出整體的規畫，主要可分為四大區塊：工廠區、商店街區、日式木構造建

築區以及倉庫區，之後還有一個養蜂室的生態區。 

（一）工廠區：目前的進度僅停留在建築物、機械設備的保存與維護，而修繕與

再利用的部分仍在進行討論，因此暫時只有導覽人員來進行工廠區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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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店街區：在 1958年(民國 47年)園區開始有冰店的經營，進而吸引人潮

與商家的進駐，形成了商店街區的雛型，目前則是對這些製糖時期留下來的周邊

建築進行修復並規劃成商店街區，比方說過去用來放映電影的中山堂現已被修繕

成展售中心。 

（三）日式木構造建築：全台灣最大的日式木構造建築聚落就位於花蓮糖廠的廠

區裡面，現有 32棟 73戶的建築，在製糖時期這些建築是被當作宿舍、辦公室、

招待所以及診所之用。宿舍的部分目前已修繕完十五棟並當成旅館使用，其他則

繼續逐步修繕，有些還有員工在居住。而當初的辦公室現在被修繕並改建成餐廳

使用，也就是現在的啄木鳥之家。另外在廠區裡有三棟建築和七處在 2011年(民

國 100年)分別被登錄為古蹟與歷史建築，古蹟部分是一棟製糖工廠，一棟廠長

宿舍，還有一棟招待所；歷史建築部分是一棟副廠長宿舍、兩棟甲種宿舍、兩棟

乙種宿舍還有一處醫院(分為 3棟獨立建築：掛號室、門診室、病房，合為一處

歷史建築)。 

（四）倉庫區：廠區裡有四間倉庫，一間四百坪、一間三百坪，還有兩間各一百

五十坪，目前都還再做規劃，其中一間三百坪的 3號倉庫現在正在策劃中，預計

要打造一個花糖故事館，重現糖的的製造過程來讓遊客能藉此更加認識糖業文

化。 

（五）生態養蜂區：糖廠是在 1973年(民國 62年)開始養蜂，到 1980年代才大

量養育。當初之所以會開始養蜂是因為有一種昆蟲會嚴重侵害甘蔗園，那就是二

化螟蟲，二化螟蟲會蛀蝕甘蔗，導致甘蔗的產糖率減少，而大面積的甘蔗種植在

當時也較沒辦法用農藥去防制此種昆蟲的侵害，因此才會引進赤眼卵寄生蜂的養

殖，赤眼卵寄生蜂是二化螟蟲的天敵，會以蟲卵寄生在二化螟蟲的卵裡面使其無

法孵化，進而達到以蟲克蟲的目的。不過要把赤眼卵寄生蜂的蟲卵帶進甘蔗園就

必須先有宿主，因此糖廠也有養外米綴蛾，等外米綴蛾產卵後讓寄生蜂將蟲卵寄

生在裡面，然後將這些蟲卵附著在一條條的紙片上，接著釘在甘蔗葉的背面等候

寄生蜂孵化即可。此種養蜂事業也屬於製糖業的一個附屬環節，因此在 2008年

(民國 97年)以後也開始建設寄生蜂的生態展示館。 

 

第三節 文資人員的培訓 

參與計畫的人力培訓課程主要可分為兩方面，其一是由台糖公司從 2005年

開始規劃的一系列文化資產的相關課程以及文建會隨著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

所推出的人才培訓。 

 台糖公司的培訓課程是從 2005年開始階段性的進行，初期課程的主體是文

化資產的清查、記錄，師資則包含文化資產、歷史與建築方面的學者以及台糖的

退休員工。2008年開始導向文化資產的活化與再利用，比如與文化創意產業的

結合以及文化資產的經營與管理，師資是以建築、設計方面的專家為主。每年阿

概會有兩到三次的訓練。 

 文建會於 2007年推出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的培訓課程，課程重心集中於



9 
 

文化資產的活化再利用。初期會先以如何做產業調查與清查資料登錄為主，培養

學員的基礎能力，了解文化資產的重要性，包含田野調查方法、產業歷史與文化

等，等清查工作告一段落後才能在對文化資產有正確觀念下處理再利用的事項。 

 接下來的再利用課程的第一階段則會開始實際案例的參訪與分析，了解其他

案例在產業停閉後如何進行轉型與再利用。第二階段開始著重於產業文化資產的

永續經營管理，包含財務管理與行銷方面，財務管理方面會教導學員如何做簡易

的財務報表、資源的分配和統籌規畫，行銷方面則是由有豐富經驗的產學合作教

授來分享案例，進而了解行銷結合創意的運用模式。2008年的進階課程開始有

實例參訪與工作坊討論，會透過參訪台灣其他產業轉型的單位並規劃密集的工作

坊來對案例進行探討，由講師帶領學員分享經驗，找出個案的問題癥結點在加以

引導出解決方案，讓學員能夠更具體的運用課程所學。糖廠參與培訓課程的人大

多是負責文化資產清查與維護的工作以及綜合經營課的員工。另外，較細項的部

分比如說解說員的訓練則是花蓮糖廠所開的課程，大多由糖廠的員工擔任，目前

糖廠兼職的解說員大概有 15位。 

 

第四節 培訓的成果 

 經由與花蓮糖廠文資小組成員的深度訪談，可整理出整個培訓過程及培訓之

後所遇到的問題，分別為：課程與實務的斷裂、缺乏連貫性、執行力無法貫徹。 

一、課程與實務的斷裂 

在初期的文化資產登錄的部分，當時的文化資產法的訂定不夠精細，對於文 

化資產的分類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文資法的修訂大多源自歐美國家，有些無法

與台灣的文化資產做連結，使得當時的文資人員在幾乎沒什麼概念的情況下去進

行文化資產的登錄，甚至在初期，由於專業人才的欠缺，使得政府機關對於文資

人員所登錄的文化資產也沒有進行篩選，此舉更容易讓文資人員對於文資法的分

類更加困惑。導致在文資法的多次修訂後才發現當初登錄有誤。 

 另外其課程內容也大多為理論性質，僅是文化資產的一些基本認識，講解文

資法規、文化資產的清查該做哪些工作等等，但是卻缺乏實務的操作，僅告知要

做些什麼，例如企畫書的撰寫、攝影、定方位等等，而沒有教如何做，例如該如

何拍攝（建築物的正面、側面等），檔案的存放該住些什麼、文物如何保存、該

去哪查閱相關的檔案、或者要訪問耆老等等，使的文資人員初期皆只能依靠自己

去慢慢摸索，在錯誤中累積經驗。 

 

二、 課程缺乏連貫性 

西方國家的文化計畫的執行，大多已十年為一個單位，而台灣在文化發展 

的議題上卻是由新上任的機關首長來提出新計畫、新目標，然而文化發展的投資

應該是需要長時間的、有系統性的規畫過程，但台灣卻時常因為機關首長的更替

而不斷變動文化政策。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的規定，「文

化」屬地方自治事項，是地方政府主管的業務，縣市首長四年一任，而縣市文化



10 
 

局局長也經常隨著縣市長的異動而異動，即使地方文化發展計畫大都根據中央的

文化發展計畫而調整，但地方首長對地方文化發展的想法才是發展的最關鍵的因

素，使的文資人員所參與的課程往往缺乏連貫性，常是長官想到什麼就辦什麼課

程，而沒有一個由深入淺的進程。 

 

三、執行力無法貫徹 

糖廠的文資人員負責文化資產的清查、登錄與保存維護，而後續再利用的經

營管理則是由綜合經營課來處理，雙方各司其職，但是這樣的分工方式也帶來了

一些問題，也就是文資人員無法實際接觸到經營管理的業務，而負責經營管理的

人則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沒有概念。當糖廠要修繕場區裡的建築時，兩方若是沒

有充分討論協調，便會出現許多問題，比方說文資人員雖然瞭解文化資產保存的

重要性以及相關的法規限制，知道哪些部分能改建哪些部分必須維持原樣，但若

是不了解經營行銷的策略，可能會使得修繕過後的建築不符合經營的需求；綜合

經營課的人雖然主管再利用的經營策略，但若是對於文化資產的相關法規與保存

價值不夠熟悉，在修繕的過程中可能會觸犯到法規，或者破壞頗具產業歷史的文

化資產，導致其修繕過後的用途流於商業化，失去了本身的文化價值。因此文資

與經營人員雙方的溝通顯得更形重要，若是其中一方過於妥協都會使最後的結果

不盡理想。然而由於職權的分工，文資人員有時無法發揮作用，畢竟主管糖廠規

畫與經營的仍屬於綜合經營課，不一定糖廠裡的每一個小變動都會去請教文資人

員，而文資人員也沒有權限去管控。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糖廠在進行修復再利用的修繕工程前，會進行三次的審

查會，根據提出的修繕再利用計畫的進度分成期初、期中、期末三階段的審查，

再審查會裡除了會有文資人員以及經營人員外，還會有負責修繕的工程人員，並

聘請文化局的委員來共同審查，確保在進行修繕前與過程中能有充分的討論，而

討論出的計畫書會交給工程人員並以此為主軸進行修繕，如此便較不會有不符合

法規或不符經營需求的情況出現。 

此外，花糖為擁有大量文化資產的國營事業，由於本身仍屬營利性質，面對

必須花比一般建築更多的經費去保存與維護的文化資產，顯得力不從心，在 2006

年到 2010年的清查結束之後便不再進行登錄，因為若是登錄就有義務去花經費

保存與維護，要年年盤點，而若是文物有所損傷或遺失還要寫公文等等繁瑣的程

序。使文化資產的保存可能淪為應付性質的部門。 

 

第四章 結論 

 藉由上述的整理可發現花蓮糖廠雖然對於加入產業文化資產轉型計畫的態

度十分積極，包括在在此計畫的前一年便開始清查資產，以及自行召集對糖廠有

感情的老員工進行解說導覽的訓練以行銷花蓮糖廠的產業文化。然而卻仍不免受

到初期文資法的不明確以及文資培訓課程的影響，有些不免登錄錯誤甚至是佚失。

此外花糖由於其本身的營利性質，使其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力不從心，更加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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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的成效無法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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