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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花蓮的觀光景點有很多，如：太魯閣國家公園，海濱公園，花蓮海洋公園，七星

柴魚博物館‧‧‧等，都值得大家來觀光，在花蓮土生土長的你們，對這些地方

你熟悉了多少?又懂了多少呢?而現今的社會，花蓮的觀光發展業又將如何發長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探索吧!我們所要探討的題目有：未來觀光業的發展趨勢，產業
政策，文化遺址，永續發展，地方永續發展‧‧‧等!相關議題，希望大家能踴
躍參考。 
 

貳●正文 

 

未來觀光業的發展趨勢：在花蓮縣綜合發展計劃之總體發展計劃第一節規劃理念

中提到：『日本長期土地發展的經驗來看，在充滿活力及欣欣向榮的資本市場之

後，卻是地價暴漲、資金過剩、土地為少數際，本縣的空間結構，幾有吹彈即破

的危機。』 (註一) 

 

根據東部區域計劃法，依花蓮特有之地理環境及自然資源，將花蓮規劃為環保

縣，應以生態保育、環境保護為主。整體性考量，重型污染工業應全面禁止進入

花蓮，保持花蓮低度的開發，維持並確保未來的生活品質、生態景觀。不諱言花

蓮擁有豐厚自然資源及文化資產，在近幾年花蓮縣政府或中央規劃案中也不斷提

及，可是目前政府推動觀光發展模式卻是朝向大型開發的方式進行，同時又要引

進生物科技或工業區，與相對以自然生態或文化遺址為發展主軸的架構是完全不

同的。 

 

產業政策：以花蓮市七行潭、松園別館、舊酒廠、舊火車站六期重劃區都市更新、

光復鄉馬太鞍及太巴塱部落、豐濱鄉港口遺址等歷史文化，再加上自然環境資源

及花東縱谷精緻有機農業為主軸所發展出來的架構，將會與目前的綜合發展計劃

所規劃的工商發展模式產生二種截然不同的概念與方向，對花蓮的未來也將產生

重大影響。 

 

文化遺址：        花蓮縣境內擁有太魯閣國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東海岸特定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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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花東縱谷特定風景區等四個國家級的風景區，依山傍海令人驚賞；太魯閣 

族、阿美族、布農族、噶瑪蘭族等眾所皆知的多元的族群文化，花蓮縣政府一 

向強調觀光立縣，然而所呈現的卻只是膚淺觀光化的原住民載歌載舞，不僅扼殺

原住民傳統的文化精神意涵，更讓原住民文化的價值庸俗化，淪為政治酬庸。 

根據考古、語言、民族學家的相關研究指出，台灣本島極有可能是南島語系的發

源地，也就是說台灣歷史的主體論述將往前推至六千年以上，並且向東擴散至復

活島、向南擴散至紐西蘭、向西擴散至馬達加斯加島，形成一個有別於大陸型態

的海洋民族及國度。 

永續發展：至今持續成為全花蓮與全國爭論的焦點議題。蘇花高的興建對於花蓮

觀光產業與環境的影響，各界各執一詞。贊成人士深信高速公路能提振觀光發

展，振興地方經濟，反對者則對高速公路興建後可能帶來的生態、社會、經濟以

及觀光資源等衝擊深感憂心，並提出另一套建設方案。同樣是企求觀光發展，但

雙方對於高速公路的建設有著截然不同地見解，這似乎也點出了花蓮在以觀光為

主導力量的未來發展之路上，仍存在著許多亟需解決的爭端。本文試圖從近年來

國際上頗為盛行的「地方永續發展」的觀點來進行上述課題的分析討論。 

 

地方永續發展 

 

花蓮仍保有較豐富地天然景觀且自從台灣實施週休二日以來，已經成為眾多台灣

居民休閒旅遊的主要去處之一了。誠然，許多地方民眾長久以來都認為花蓮是個

「落後」的地方，但我們從Wilson（1991）的生物、文化與經濟三種財富之觀點
看來，花蓮其實是蘊含了最豐富、未被破壞地生物財富，而在台灣社會對於休閒

活動愈來愈重視的今天，這些財富都可以轉換為可以持久性的觀光資源。過去以

擷取自然資源發展地方經濟的模式，不但短視地扼殺了花蓮地區重要觀光資源，

更是違背了永續觀念中我們這一代居民對於後代子孫的責任之觀念與價值

（Beckerman, 1999）。幸而，觀光作為花蓮邁向地方永續之路的主要憑藉便成了
近年來地方的主要共識；當然，地方社區、產業與民眾如何能更積極地參與在此

過程之中（如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地民宿產業），並確保觀光活動與設施地 

 

 

 

 

適切、合乎生態原則便是最重要的地方永續課題以及評估的面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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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光發展之趨勢 

 

1.大型觀光投資案以及的開發大型觀光節慶的出現耗費鉅資建設多年的私人企
業海洋公園於 2002 年開幕，為花蓮注入大量的觀光人潮與車潮，如 2004 年春 

短短幾天內即有75 萬人次湧入花蓮，相當於過去的二點五倍，飯店民宿均呈爆
滿狀態。此類型的觀光景點，引介外來的大型資金投入，吸引大型觀光飯店紛紛 

進駐，如遠來，理想大地等，並有其他連鎖飯店或企業虎視眈眈，等待分食觀光 

大餅。除了已部分竣工，仍在興建二期工程的海洋公園之外，溫泉資源豐富的瑞 

 

穗鄉，正為觀光局大力規劃為東部最大度假村，計畫引進外來資金，聘請國際規

劃師，並結合當地原住民文化特色，打造出花蓮的五星級溫泉特區。如花蓮縣觀

光局長所言： 

『善用地方資源，例如溫泉，蘊藏量幾乎是全國最豐沛之一，可以好 

好規劃成東部最大的溫泉度假村，請國際的規劃師來蓋國際級飯店。… 

溫泉將來會是台灣第一，我們寄予很高的期待4。』(註二) 

3.環保團體的角色轉變 

 

從觀察環保團體的活動內容，我們也可以部分看出花蓮觀光發展的擴散與醞 

釀情形。以花蓮較活躍的三個環保團體--荒野保護協會、環保聯盟花蓮分會及環 

保工作促進會來看，過去這三個團體中，除了荒野主要從事民間活動之外，環保 

19聯盟與環保工作促進會都是以環保反對/抗爭運動為主要的組織工作，也就是
站在與政府對立的立場。但近些年來，他們都經歷了極大的轉變，積極與政府及

社區進行各種生態與觀光方面的合作計畫。 

花蓮由於地緣位置以及中央長期區域發展不均政策影響，加上地形獨特、文化多

元，產生有別於西部工業發展的較悠閒環境，對於觀光發展的想像，未必需與西

部看齊，反而要有更獨特、且具有市場區隔的觀光發展模式。如果要將觀光的眼

光放眼國際，規劃之時更需要考量對環境永續性的影響，仔細思索適當的觀光發

展模式，才能持續收到國際觀光客的青睞。不同的發展想像將帶來不同的政策規

雖各社區皆極欲以觀光吸引遊客，提升社區發展，卻出現競相複製模仿成功案例

（二）建立區域聯內大眾運輸 

 

花蓮目前的交通運輸多著重於聯外運輸，包括南北迴鐵路、台九線、台十一 

線、機場等。聯內的交通僅有火車與營運不佳的花蓮客運。外來的觀光客抵達花 

蓮後，沒車等於沒腳，交通十分不便，只得自行開車、租賃汽車、或參加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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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遊覽車。大量汽車的湧入易使觀光景點出現壅塞的人車，所帶來的空氣污 

染、水質管理、垃圾處理、景觀破壞等問題，將使遊憩品質大打折扣，自然環境 

受到破壞，以及居民生活品質受到負面影響。今日花蓮每逢假日，各大景點莫 

不出現大批車潮，可想見的是，未來若待蘇花高通車，這塊東台灣的「淨土」恐 

怕也難也繼續淨下去。最佳的預防之道，莫過於建立便利而具有吸引力的大眾運 

輸系統。以鐵路來說，政府研議多年要購買的傾斜式列車，可大幅縮短北迴線的 

行車時間，此可增加班次，改善北迴線長期以來一票難求的情形，提高民眾搭乘 

意願，減少自行開車的機會。除此之外，洄瀾夢想聯盟所提出替代蘇花高的方案 

中，建議串聯北花蓮景點，規劃輕軌電車路線，不但污染較低且甚具觀光吸引力， 

讓觀光客無須自行開車也能便利的遊覽各地。再以縱谷特慢車沿鐵路線建立不同

特色的地方交通中心，搭配完善的遊客服務中心，提供各種相關資訊。至於各鄉

鎮社區，可配合地方交通系統如自行車等，鼓勵以悠閒而步調較慢的方式，深入

體驗多元的文化風情。因此，如能建立良好的聯內大眾運輸，不但能對降低對環

境品質的破壞，更能突顯花蓮觀光的獨特性，較諸爭議重重的高速公路，是更好

的選擇 

 

（三）建立評估制度與配套措施 

 

針對各開發案與活動節慶，應設計更完善的事前評估與配套措施再付諸執行。評

估工作應涵蓋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文面向的影響與衝擊，全面評估之後方能產生適

合的配套措施，以助政策的推展。活動或開發案完成之後，亦須進行事後的效益

評量，投入的設計、經費、人力等，究竟達成多少效果，實際上帶來的衝擊又有

哪些。政府目前的事後評估工作，僅計算觀光人數、收益金額等，並未討論遊憩

壓力對環境帶來的衝擊，以及在朝向永續的目標之下未來可行的改善之道。以近

期炒熱的曼波魚季為例，此種大型的節慶活動，固然吸引大批人潮與焦點，然年

年大量捕撈曼波魚，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有多少，魚群復育的速度是否趕得上捕撈

的程度，同樣的活動設計可以維持多久的吸引力，漁民的生計獲得多少的實際幫

助，產業的轉型是否確實成功等等，均是政府在活動之前應事先規劃考量的，如

今至少必須在事後加以評估研究，這樣的活動才有可能是永續性的。再以蘇花高

興建為例。「蘇花高最嚴重的問題是路線規劃不當及漠視替代方案」（許木柱，

2003）。九十年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引人爭議的除了規劃過程的黑箱作業之外，  

爭議，與對替代方案的漠視，也成為地方團體不斷要求重新評估，甚至進行二階 

 

當中付之闕如的社會影響評估，更使社會文化面的衝擊不得而知；而路線規劃的 

政策環評的呼聲不斷出現。而近千億的高速公路，規劃之時政府竟無設計相關的

配套措施，直至動工在即才開始著手發想。環境影響評估中的「環境」，包括自

然環境，如水質、地質、空氣、噪音，以及社會文化環境，特別是重大建設對該

地區的經濟、人口、社會秩序等問題。因此配套措施除了興建停車場與現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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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寬，還有更多的面向必須加以考量，例如治安與安全、社區整合、社會服務品

質、人際關係等社會經濟文化層面，甚至進行整體規劃，才足以面對通車後的各

項衝擊。北宜高通車之日已不遠，其對宜蘭的自然與社經環境所帶來的實質影

響，是蘇花高在動工之前最好的借鏡之一。在先決的各項條件皆不同，甚至更不

利的情況下，避免重蹈類似的問題，更完整而仔細的評估是絕不可缺的。 

成功結合原住民生態文化資源花蓮縣居住著許許多多的原住民，他們的文化江世

花蓮觀光地區的重要項目之一，要如何將花蓮豐富的原住民傳統文化，加入到花

蓮觀光的利益之中，並且改善原住民在地位和經濟，以及保護原住民的古老文

化，是花蓮在發展觀光時非常 
 

『重要且必須重視的一個地方。花蓮縣瑞穗鄉的溫泉為代表，提出結合原住民文

化的願景：讓這裡成為台灣最大的溫泉聖地，一進去的感受有如自己化身原

住民的感覺，有原住民的木雕首飾，』(註三)好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這樣也

能變成原住民部落的文化，讓別人無法模仿，成為花蓮觀光發展的重要地方。 

 

原住民的文化以及傳統，是極具有觀光發展的地方之一，由獨特的習俗，服裝，

言語創造出花蓮獨特的觀光發展，並讓原住民在社會地位提高，同時也可以帶動

花蓮觀光地去的發展，由於原住民的獨特地方，正吸引外地觀光客來花蓮的次數

日日增加，但政府為了增加地區利益，強制改善特定地區的土地變化，這往往都

對原住民是重大的傷害，對原住民而言，山是他們的家，他們也因為有山，才有

這些獨特的地方，才能讓花蓮觀光再度發展，所以無論是哪個單位，都必須好好

溝通了解，讓花蓮地區的觀光直上不下，這樣花蓮的觀光比率才會足日增加。  

 

叁●結論 

 

視觀全球性的金融風暴，立委傅崑萁就在去年─2008年的年底 2009年的年初， 
辦了「太平洋國際觀光節」，不僅僅讓花蓮鄉親們目睹了歌星的風采，也讓花蓮

有著向世界起飛的航道了。就花蓮的觀光產業而言，算是全台灣具豐富的，因為

有山也有海，所以原住民有分高山族跟平埔族，就這樣，原住民文化也發揚了不

少光大，不管是音樂界，還是體育界，都有原住民戰士在其中。 
 

來到花蓮就是要嚐看看道地的花蓮薯、麻糬、小米酒、剝皮辣椒，這算是外地人

來到花蓮必備的名產帶給家人，雖然簡單樸實，就可以代表花蓮的熱情。 
 
為了讓花蓮的觀光能站上世界舞台，政府也在絞盡腦汁，幫助著花蓮市民們，邀

請明星來花辦簽唱會、簽名會，讓世界一流的雕刻師父們到文化中心來，讓觀眾

們欣賞藝術，也有邀請表演團到音樂廳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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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立委傅崑萁又可以在點燃希望，再來有 10天 10夜的一系列活動，這樣就太
棒了。 
 
肆●引註資料 
 
http://ecocity.ngo.org.tw/newfile/ecoculture/ecocity.htm(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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