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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因為我們都是在光復上學的孩子，有的人從出生就一直生活在光復，卻沒有認真了解

光復從前發展的歷史。我們常聽長輩提起，在糖廠停工前，光復大部分的土地，北起從鳳林

到南邊接近瑞穗的土地，一直是拿來種植甘蔗，並且都會送到光復糖廠製做成蔗糖。長輩們

都會說，以前的光復曾經是花蓮的第一大市，這裡所有經濟命脈都依附著糖廠。但是現在的

光復完全看不出有以前那種繁榮、興盛的氣息，加上我們都是出生在光復糖廠停工後的孩

子，對於光復過去繁華的歲月更是難以想像。 

 

基於以上的原因，促使我們更想要認真的去研究、探討，光復糖廠對於光復地區的經

濟真有這麼大的影響嗎？還是有其他因素，讓光復的經濟在糖廠停工後，有這麼大的轉變？ 

 

二、研究目的 

 

(一) 光復糖廠停工對於光復地區產業發展的改變。 

(二) 從光復糖廠停工前後光復地區人口數的變化，了解糖廠對於光復經濟的影響。 

(三) 從糖廠停工前後光復地區土地利用的變化，了解糖廠對於光復地區經濟的影響。 

(四) 從糖廠停工前後光復地區商店類型的變化，了解糖廠對於光復經濟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我們透過文獻分析、還有訪談當地耆老來完成此次論文研究。在文獻資料收集時我們

透過網路搜尋記載光復地區歷史文獻的發展紀錄。以及致電到光復鄉公所、光復戶政事務

所，收集所需要的家庭收入、人口統計表。此外，我們也到光復圖書館去搜集記載光復地區

歷史資料的書籍。 

 

同時，我們約訪了幾位都居住在光復超過 30年以上的長者，他們對於光復糖廠停工

前、後的生活印象都還很深刻，所以透過訪談、聆聽這幾位受訪者在光復生活的回憶，一點

一滴的幫助我們重建光復糖廠尚未停工時，光復地區的榮景。同時，也透過他們的敘述，讓

我們更加深入了解了光復地區因為糖廠停工，而造成的改變。 

 

四、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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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光復糖廠停工前後光復地區產業發展的差異 

 

光復糖廠在民國 91年 4月便停止運作，在此後改名、轉型為「花蓮觀光糖廠」。光復

糖場的發展，關係著整個光復地區經濟發展的命脈。 

  

在葉仁炎先生所編撰的《綠葉鄉土情》中，有記載「光復糖廠從日治時期，約九十餘

年前，鹽糖會社選擇光復吉地興建糖廠，及與地方建立良緣。」（葉仁炎，2013）在那之

後，為了讓糖廠的製糖原料源源不絕，便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間開墾出一大片甘蔗園，大

約有 1000 多公頃的土地。同時，種植甘蔗的農田須有人翻土、除甘蔗頭、運送甘蔗，而糖廠

製糖裡面也需要有工人處理甘蔗、維持機械運作，於是當時從新竹、苗栗引入許多客家人、

以及不少宜蘭人進入到光復開墾。 

 

            後來，我們在松青花店的李傳祥先生的訪談中更清楚的了解，光復在糖廠停工前繁榮

的市景：從當時街上店鋪的運營時間為了迎合工人要分三個班次上班，到半夜一兩點都還有

很多人在吃飯，所以那個時候就算到了晚上，小吃店和麵店的生意還是很好。但是在停工

後，這些工人都沒有工作了，只好往其他地區找工作，所以光復的小吃店和麵店也沒有收

入，只好關掉店鋪出去另尋工作、漸漸連小雜貨店都沒有了。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過去將近 90年的時間，光復地區的居民收入大多仰賴糖

廠周邊的農、工業，甚至是因為這些重要的農工業，讓光復長出繁榮的街景。因為設立糖廠

後，光復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協助甘蔗的種植、工廠的運行，因此才帶動了光復周圍的整體經

濟發展。 

 

但是，在糖廠轉型為觀光糖廠後，光復失去了重要的經濟生產命脈，沒有了「會呼吸

的糖廠煙囪」，整個光復地區好像也漸漸停止了呼吸與生長。現在，大多數的人們提到光

復，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到「花蓮觀光糖廠」去吃冰，然後到大農大富去騎腳踏車、賞螢火

蟲，或是到鄰近的太巴塱部落參加豐年祭。雖然現在糖廠有努力結合光復地區的在地自然資

源發展觀光，但是因爲在地資源規模都較小或特色相對不明顯，導致光復地區的觀光文化很

薄弱。許多旅遊景點都是單點式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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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訪在地經營 60年的東泰旅社老闆時，曾任地方鄉代表的他就說：「雖然光復

有規劃自行車道，但是比較沒有人騎乘。除非你有比較大型的觀光據點，遊客才會願意停下

來，到光復市區裡面晃一晃，留下來消費。」在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推論現在光復以觀光

為主要產業的經濟模式，沒有當時以農、工業為主來的發達。 

 

而在地經營超過 30年的松青花店老闆也跟我們說：「糖廠停工後這裡的房價都開始

往下跌。20 年前，他在光復最熱鬧的街上買的房子大約 600萬，但是現在如果要賣掉可能不

到 600萬。但同時間他的家人在台北內湖國宅買不到 400萬，現在賣掉可能超過 3000萬。」

對話中，我們也感受光復在糖廠停工、轉型成觀光型態的休閒糖廠後，對於整個光復地區的

經濟發展是消沉的。 

 

整體來說，光復糖廠停工前，光復地區的農、工經濟發展是蓬勃向上的，而且當地的

勞動力也帶動當地的消費力，提升整體經濟發展。但是在糖廠轉型為觀光糖廠後，因為在地

的工人移出，消費力減弱，加上觀光客很少會到光復市區活動，大多只做單點式或是短暫的

停留休息，因此在地的經濟逐漸轉為消沈，而整體產業，也應合糖廠的轉型，漸漸轉向觀光

行業發展。 

 

  

二、光復糖廠停工前後光復地區人口的變化  

 

在一開始從事研究時，我們依據收集到的資訊推測，光復在糖廠停工後的人口數應該

是下降的。但是為了更清楚的了解中間過程，以及提出更準確的數據，我們採訪在地生活 80

年的邱金鳳阿嬤。她曾經擔任大全社區樹區發展理事長，並且帶領大全社區彩繪出了「大全

的故事街」，用她在地生活 80 多年的經驗，讓大全社區在糖廠停工後，再度亮彩起來。 

 

而阿嬤在採訪中就有提到，過去光復地區大約有 1,2800人，光是大全村就有 400 多

戶，但如今糖廠停工後，缺少了 100 多戶，其中實際居住的人數，又更少了。 

 

為了更全面了解整個光復地區的人口數，我們訪談在光復街上經營 30 多年花店的李傳

祥先生，他說：「以前跟糖廠有關的工人就有 3,000 多人了，因為停工的關係，所以有很多

的人都沒有了工作，光復的人口就越變越少，以前的人大概有 1,3000人，但是現在的人只有

1,1000人左右，至少 2000人。」 

 

葉仁炎先生在《綠葉鄉土情》也提及了停工後，光復人口的改變，「91年糖廠關閉

時，光復鄉人口 1,6381人，至 101年 10月人口 1,3642人，10年人口流失 2739人，光復鄉榮

景衰退，誰之過？」（葉仁炎，2013）在這段落中，很具體明確點出光復糖廠停工後，光復

地區實際流失的人口數。 

 

為了得到更精確的數字，並且更全面地呈現光復糖廠停工前跟停工後光復地區人口數

改變的數據，我們上網到鄉公所去調閱近 30年光復地區的人口統計表，但因為民國 90年前

的資料尚未電子化，因此我們打電話到戶政事務所，請戶政機關幫我們從民國 80逐年統計至

民國 91年光復地區的人口。人口變動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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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民國 80年～110年間光復鄉人口數統計表 

 
  

 

從表 1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光復地區在近 30年的人口統計中，民國 81年的人口達

到高峰，有接近 1,9000的人口，但隨著糖廠即將停工的消息傳出，從民國 80年到 91年間，

光復地區的人口就移出了將近 2700人。隨著光復糖廠停工後，光復鄉人口移出的數量變化更

多了，從民國 91年到民國 110年間，根據光復鄉戶政事務所的資料統計，總共移出了 3873

人，而這是有登記在光復的戶口人數，可能有更多移出的人數不在此統計之中。 

 

我們推測光復鄉人口移出的原因除了糖廠停工，附近種植甘蔗的田荒廢以後，甘蔗工

人沒有工作以外，還有因為人口迅速的下降，光復地區的消費需求降低，以前在這裡經商的

商人也隨之撤出。而當時台灣也正值西部工業的興起的階段，導致光復鄉人口的推力大於拉

力，造成光復地區人口大量外流。 

 

三、光復糖廠停工前後光復地區土地利用的變化 

 

關於光復鄉糖廠停工前土地利用的改變，我們在一本叫「大和-甜甜的所在」的繪本中

有驚人的發現，它是由當地的耆老－赫恪先生所編著。繪本中寫到：「甘蔗園卻不知道，

2002年 4月後，它們將由此消聲匿跡……變！變！變！您眼前出現的是東南亞最大的平地森

林園區。佔地 3200 公頃。」(赫恪・魯瑪林，2015)這個統計比葉仁炎先生在《綠葉鄉土情》

中所估計的 1000 公頃多了 3 倍！	
	
而根據邱金鳳阿嬤的訪談，阿嬤表示過去光復有 2700 多甲的土地是種植甘蔗的，範

圍之闊，從光復糖廠往南，一路經過現在的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一直到接近瑞穗的富源

國中那整片地區，以前都是種植甘蔗的土地。	
	

不過原先應該長滿一枝枝瘦高甘蔗的田地，如今若不是變成荒原，就是被規劃在大農

大富平地森林園區中，種植樹木造林，做為生態保育區。但是規劃成平地森林外的土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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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土質屬於砂石土，所以無法拿來種植其他經濟作物。東泰旅社的老闆說：「光復曾經試過

種植文旦、芒果，但因為氣候、土質條件不佳，最後都告敗而終。最後，才發現這邊的土地

與氣候，很適合種植檳榔。因此，在光復糖廠停工後的近 10 年起，檳榔業在光復興盛了起

來，甚至傳聞，現在的光復鄉前十大有錢人都是種檳榔的。在糖廠停工後，大多數留在光復

鄉的工人都會在檳榔盛產時期，靠剪檳榔、打臨工維生。」我們對於這個改變深有同感，因

為身邊有許多同學的父母，他們都是依靠這個行業維持家中的生計。	
 

 而光復鄉土地大多都為台糖公司所有，所以現在如果有農民需要種植作物，都需要跟

糖廠簽立租約，跟他們承租土地，但因為租金昂貴，算起來不划算，所以大家都不願意承

租。台糖公司在早年剛停工時，曾經想在富源地區種植有機稻米，轉型成新型態有機觀光

業，但後來也因為經營不慎，而收掉了。現在台糖在光復所有的土地大多都承租給林務局造

林，作為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所用。但因為土地為台糖所有，環境管制卻歸屬於林務局，

讓這片原本生機盎然的甘蔗林，現在很難被重新規劃開發成更有生產力的觀光勝地。聽聞東

泰旅社老闆說：「曾經在大農大富舉辦過熱氣球嘉年華，但是因為環境屬於林務局管轄，裡

面禁止賣有火烹煮的食物、也禁止從事商業活動。因為管理條例很嚴謹，導致當時嘉年華會

的廠商招商很不容易，也就讓觀光客興致缺缺，舉辦了一年後，熱氣球節就移至現今的鹿野

高台辦理了。」 

 

 我們認為在光復這裡，如果想要讓光復經濟重新振作起來，糖廠所持有的這片土地是

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不管做任何發展，都需要有土地最為發展基底。如果糖廠不願意與在

地居民合作經營這片土地，只用最簡單的方法管理這片土地，光復的觀光發展與經濟可能很

難重新起色。 

 

 

四、光復糖廠停工前後光復地區商店類型的變化 

  

 我們在聽完許多受訪人描述過去光復地區的榮景時，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大家

都會提到光復以前有電影院、撞球館、許多茶室跟 KTV，這讓我們很驚艷，因為以前我們從

沒想過光復有這樣輝煌的過去，也因為一個地方的商店類型，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關

聯性，因此我們決定好好對比過去光復街道上的商家類型與現在商家類型的差異，作為光復

糖廠停工前後光復經濟發展差異的佐證。 

 

松青花店的李老闆說：「我店面對面那間養樂多店，以前就是雜貨店啊！還有那個馬

蓋先，以前叫瑪嘎，那個麵店是最熱鬧的地方，以前工人都在那邊交班。以前這邊也有很多

文具店，像是明洙文具店、海文社，他在現在全家的旁邊。還有光軒跟亞士書房等…。 
 

而雜貨店的位置大多落在中正路、中山路光復這兩條比較熱鬧的位置。以前街上還有

一間南亞雜貨店。以前雜貨店從糖廠數過來，糖廠對面就有一間，再來馬太鞍驛站那邊對面

也有一間。然後再過來就是南亞、然後到這裡就是中信好，現在的養樂多經銷商，到光中路

口的梅子。中正路火車站下來，就兩邊都有，除了雜貨店還有賣伴手禮的店。然後再下來有

古早味麵店、大陸水餃等老牌小吃店。那時候還沒有 7-11，他的斜對面還有一家，悟饕隔壁

有一間。然後在郵局對面、消防局隔壁，葉仁炎家開的雜貨店。郵局的西邊，往火車站，舊

圖書館隔壁還有一間。這裡以前都是光復的蛋黃區，一直到大水溝那邊都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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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前光復還有很多照相館，大華理髮社旁邊還有一間，以前照相館有 4間剩下
2間，以前相館都是大家都是拍證件照、家庭合照，但是在糖廠停工人口大量遷出，加上電

腦可以影印後，現在幾乎都勉強撐著而已。 
 

以前冰果室有也有 3~4家，現在幾乎沒了。全家往北，隔壁有兩家。鮮美理髮廳、照

相館旁邊也有一家，糖廠前面也有人開過。而電影院更早就沒有了，以前有永美在和會的位

置、崇光電影院位於光復市場、台安電影院則在東美旅社的正對面。另外還有一間糖廠專用

的中山堂電影院現在都沒了。 

 
當時在東美的正對面有一間碾米廠、製材所鋸木材製作蓋房子的材料，現在通通沒有

了。以前人口多，就需要這些產業來支持在地發展。」 
 

根據老闆以上的敘述，我們發現現在光復糖廠停工前後街上的店鋪類型也有了一些改

變，以前有很多的學生需要用到很多的文具，因此有很多的文具店提供文具。但是現在就剩

下兩三間的文具店。停工前最熱鬧的中正路街上有很多的小雜貨店，現在都沒剩幾間。而以

前工人下班後會去休閒娛樂的茶室、撞球館、電影院、KTV、卡拉 OKAY也幾乎都不存在了。

甚至因為人口大量流失，連學校都有好幾間都併校了。 
 

表 2，光復鄉以前 V.S. 現在街道上商店類別統計圖 

 

l 商店類別分類： 

食：冰果室、小吃店、碾米行 

衣：布店、西裝店 
住：旅社、板材行 

娛樂：撞球館、茶室、電影院、KTV 

生活：理髮廳、照相館、雜貨店、文具店、學校、便利商店、超市、飲料店 
 

商店類別 以前 現在 備註 

冰果室 4 間 0 
 

小吃店 50~60 間 10來間 
 

碾米行 2~3 間 1 間 
 

布行、西裝店 6~7間 1~2 間 
 

旅社 大間的有 3 間 1~2 間 規模縮減 

板材行 1~2 間 0 
 

撞球館 3~4 間 0 
 

茶室 2~3 間 0 
 

電影院 4 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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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 KTV 50~60 間 2~3 間 不定期營業 

理髮廳 3~4 間 2 間 
 

照相館 4 間 1 間 
 

雜貨店 10~15間 4~5間 
 

文具店 4 間 2 間 
 

學校 6 4 間 
 

便利商店 0 3 間 
 

飲料店 0 5間 
 

超市 0 2 間 
 

 

以上表 2 是我們比較光復鄉以前與現在街道上商家類別的統計表格。我們的結論是在

不同型態的經濟發展中，商店的類型也會有所不同。因為光復鄉過去曾經是依傍農、工業而

繁榮的，在那段時間，街上的商店大多提供工人吃飯、娛樂、休閒的功能。到了現在大部分

都是以滿足在地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店鋪類型發展，或者是和觀光有關的小店家、便利商

店，提供遊客購買臨時所需的物品。 
 

參●結論 
 
一、研究結論 

 

(一)光復糖廠停工前，光復地區多以農業種植甘蔗為主，提供光復糖廠生產蔗糖的原料， 

同時以糖廠內部的工業為輔，以每天 24小時三班制輪替，以大量生產蔗糖。停工後因

應糖廠轉型成「花蓮觀光糖廠」，以觀光服務業為主要發展。另外因為糖廠停工後而

發展出的新興行業為檳榔業，為季節性、不定期為光復地區的工人代來大量的工作機

會。 

 

(二) 光復糖廠停工後光復地區人口數逐年下降，且目前仍為進行式。以目前人口數與民國

80年的人口數相比，光復地區的人口已經減少了 36.5%，這對在地的經濟發展帶來巨

大的衝擊，影響到數百間民營中小企業的存亡。 

 

(三) 光復糖廠停工後光復地區原種植甘蔗的 1000 多公頃土地，改為出租給林務局造林，

建立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以生態保育與觀光發展為主要目的。但是糖廠剩餘的土

地，因為租金昂貴，加上土質不佳，所以大多都空下來無人租賃耕作。導致光復地區

整體經濟發展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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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復糖廠停工後，光復街道上的商店數量大幅減少，且收入下降，而且過去專門提供 

工人休閒娛樂活動的商店幾乎全數關閉。目前街上的商店多為提供在地居民生活日常

所需而營業的。而在糖廠停工後才開的便利商店、現代超市等，也印證了光復逐漸朝

向現代、觀光化的經濟型態發展。 

 

二、對於光復未來發展的建議 

 
經過統整四位受訪人，其中包括：故事街作者邱金鳳阿嬤、曾連兩任光復鄉長的陳文

光先生、在地土生土長的松青花店老闆、與在光復鄉公任職超過 30 年，在地生活超過 60 年

的東泰旅社老闆，與我們團隊在研究之後想對提出光復鄉未來觀光發展的建議。我們都希望

光復鄉得以朝以下幾個特點發展： 
 
(一)光復鄉需要發展出一個具有代表性特色的創新產業，結合在地其他觀光景點，讓

在地旅遊景點能從點狀式整合成帶狀式的觀光行程。 

 

例如：結合光復糖廠舊時期運送甘蔗的小火車，讓遊客暢遊糖廠舊時製糖的生

產線。一路從舊時生產甘蔗的大農大富漫遊進入糖廠，參觀舊時製糖的機械，結合文

創發展製糖體驗活動，讓糖廠的觀光價值不再限於只是到糖廠吃一隻冰棒就離開。而

是能夠將觀光客留在光復進行一日生態人文體驗旅遊。 

 
（二）光復糖廠與糖廠的土地要能夠開放給民營單位開發、經營。 
 

因為光復鄉多數能夠進行開墾發的土地都在糖廠手中，如果糖廠無法開放給私

人單位重新規劃、利用這些土地，其實對於光復鄉是很大的資源浪費。此外，因為糖

廠是公營機構，因此從停工至目前，都未在花蓮光復糖廠設立處理與社會企業相關事

務的部門。因此，糖廠對於光復鄉過去 30多年的利用外，現在幾乎跟光復是沒有連結

的。也未曾想要更優化光復整體的觀光環境，作為在地觀光業的領頭羊，回饋光復地

區。因此，希望光復糖廠能夠透過公辦民營的方式，讓好的私人廠商進駐光復，協助

帶動當地觀光經濟的進步。 
 

（三）光復需要大量的青年人口回流協助推動觀光發展，並且更積極經營大農大富平

地森林公園。 
 
 根據各受訪者的說法，大家都希望光復地區的青年能夠返鄉來推動光復地區的

地方創生、社區再造，讓當地能長出更多具有特色與創意的文創商機。 
 

同時，在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我們希望能夠維持好它良好的生態保育環

境，不要讓在地的野生動植物受到干擾，讓它朝向一個較動態、有教育性質，同時具

備保育生態的野生動物公園發展。就像是美國的黃石國家公園一樣，因為需要經營、

管理，所以需要入園費用，但是人們可以在進入生態公園後，乘坐環保電動車或是騎

乘腳踏車，去探索這野生動物公園中的動植物。同時可以多舉辦教育性質的活動，推

動地方生態保育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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