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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有次，開車經過了七星潭，爸爸告訴我關於 2010 年時的七星潭開發案的事件，讓

我開始思考七星潭蓋了飯店真的能夠使觀光發展變得更好嗎?那蓋飯店不會影響到環境

景觀的變遷嗎?這些問廷引起我的好奇心，所以我決定與同學進行七星潭開發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討論:在午休時，討論對於七星潭開發案的研究範圍以及設計訪談題目、問卷

題目。   

2. 資料蒐集:去文化局圖書館借閱，以及在網路上查詢七星潭相關資料。            

3. 訪問勘查:以事先設計好的訪談問題訪問七星潭附近民眾、地球公民基金會 

4. 統計調查:製作並轉寄問卷，並且將問卷結果進行判讀分析。 

 

      (三)研究大綱 

             
      (四)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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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七星潭沿海開發案的開發過程與緣由。 

 2.七星潭開發前與開發後的景觀變遷。 

 3.沿海開發對於生態所造成的影響。 

 4.了解民眾對於七星潭沿海開發案的想法。 

 

       (五)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開發過程: 

 

      (一)花東沿海開發總說:          

 

花東地區的海岸地帶，面對觀光，原本就已缺乏適當管理機制，自然敏感區域更

陷入大型開發的威脅。長久以來無論中央與地方政府背後的思考脈絡殊途同歸，就是

依賴大型建設等於經濟繁榮的想像。但外來財團缺乏對當地文化的尊重與蠻橫的開發

過程，並不會為人們帶來幸福，目前在花東海岸的開發案仍有十多個，營運中、興建

中、規劃中的都有。 

 

 

時間 開發案名稱 

民國 100 年動工 花蓮豐濱鄉山海劇場 

民國 91 年 遠雄海洋公園擴建案 

民國 91 年 花蓮派帝娜渡假村開發案 

西元 2003 年開始 台東美麗灣渡假村 

 

        (二)派帝娜度假村開發案過程: 

 

表(一) 近年來花東海岸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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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在七星潭開發的派帝娜公司，民國 91 年 11 月申請開發「七星潭濱海休閒渡

假村」，面積為 4.45 公頃。因受限於民國 86 年環說書限制，花蓮縣政府有意廢止此環

說書公告，讓業者以 4.45 公頃、不須環評的開發條件開發。       

            環保署實地勘查，發現該計畫書與十年前原開發案的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內容

不符。環署要求提環境差異分析，環保署官員表示，環保署發文，要求花蓮縣政府應

依環評法第十六條，以及環評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至三十八條規定，向環保署辦理變

更申請，提出環境差異分析或重做環評，未完成審查前，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在當

地興建渡假村。 

 

           七星潭度假村本身有一個觀光類別的飯店、旅館的法規屬於觀光系統。如果要

蓋這個建築物，一定要走環評，但是當初還沒做環評就先執行政策。關於開發案要通

過環評法，還有一個新的法叫做海岸法。 

 

        縣府於民國 86 年就提出了七星潭整體開發計畫，也作了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這項

整體開發計畫中，本來就包含了休憩區的規劃，派帝娜公司籌設申請的「七星潭濱海

渡假村」，就位於休憩區內。無論如何，將尊重環保署的意見，一切將依法辦理。 

   

           (三)派帝娜渡假村開發案地理位置 

 

          

 

 

「七星潭濱海休閒渡假村」基地位於七星潭風景區著名的賞星廣場南側，總投資

金額為八億二千餘萬元。經營項目主要為住宿、餐飲及室內遊樂設施。 

                                         

                                                                                   

           (四)開發爭議: 

 

派帝娜公司執行顧問黃進發表示，曾於民國 94 年在七星潭社區召開渡假村說明會，

聆聽居民的意見。但七星潭居民則指出，那次的說明會是要居民簽名做為財團開發背

圖(一)派帝娜渡假村開發案地理位置示意圖 

圖片來源:https://bc8800.pixnet.net/blog/post/328643195-

%E4%B8%83%E6%98%9F%E6%BD%AD%E8%A6%81%E8%A2%AB%E8%B3%A3%E6%8E%89-%3F 

https://bc8800.pixnet.net/blog/post/328643195-%E4%B8%83%E6%98%9F%E6%BD%AD%E8%A6%81%E8%A2%AB%E8%B3%A3%E6%8E%89-%3F
https://bc8800.pixnet.net/blog/post/328643195-%E4%B8%83%E6%98%9F%E6%BD%AD%E8%A6%81%E8%A2%AB%E8%B3%A3%E6%8E%89-%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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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而且當初居民要求派帝娜保留部份區域，讓社區文化得以延續都被派帝娜拒絕。

當時渡假村的面積是 8 公頃左右，後來面積更改就沒向居民開過說明會。 

民眾除了擔心興建度假村對環境的影響，也有人感到不滿，原本是全民共享的海

景，卻變成讓特定財團使用，度假村興建的位置，剛好是整個七星潭最佳的區位，未

來民眾在視野上也會受到限制。 

    

那時候參與抗議的民眾不是想擋住所有的開發,而是希望地方有發展,可是「開發」

並不等於「經濟發展」。現在的七星潭跟我們現在接觸到的開發案不是這樣的。如果

建築物直接吧海景蓋住了,不就直接破壞那裏的環境,不見得是一個好的發展了,如果資

源消失的話,就沒有經濟效益了。 

貳、正文    

二、景觀變遷 

 

    （一）以前 

 

 

 

那時從高處往海邊望去，是一望無際的地平線以及湛藍的海，並沒有林立的高樓。在

海邊收網的漁民、於樹蔭下乘涼打鼾的阿伯，以及在路邊嬉戲的孩童，如今似乎已經

成為了回憶之一。 

（二）現在 

 

 

圖(二)七星潭還是漁村時。 

圖(三)近年來蓋滿民宿的七星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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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往日的風景，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民宿飯店，有的正在興建，有的已經完工，黃

粉藍白，顏色不一，使的現今的七星潭增添了各種不同的風格和特色。這也令人不禁

憂心道，十年後的七星潭會是一個怎麼樣的風貌。 

 

三、意見整理 

(三)理事長：長期待在七星潭處理事務，同時也是店家老闆的理事長，他參與了許多

關於七星潭開發的大小會議，對於七星潭開發的事情，他一定是知道不少的。 

 

 

理事長認為遊客數有增加，因為以前沒有民宿，之前都是在地的居民，也有一些遊客，

這幾年，民宿開始蓋，加上整個縣政府在這邊的公共建設，海邊的景觀、休閒措施、

車道，高地的花海也好，吸引很多遊客人數，民宿遊客留在社區住在社區所以嚴格算

起來，應該是增加。不過建築景觀也有大大的改變，以前都是矮房子、鐵皮屋，不過

優點就是現在所有的民宿飯店各具特色，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想法去蓋，所以整個景觀

就改變很多。 

 

對於七星潭蓋飯店，因是時勢所需。來這邊投資，看中這裡的景觀很好。再加上我們

縣政推展觀光，所以這裡的地價這幾年提升很多。蓋飯店的缺點就是有一些社區居民

漸漸流失。原本的房子因為小孩子都大了，假如住在五十坪的房子，每個人都需要自

己的空間，這樣空間太狹小。但整修家裡至少要花個三百萬以上，居民沒有能力來重

新蓋，只能拿老家來賣。五十坪可以賣一千多萬。如果要整修的話還不如賣掉舊房子

再去買一棟相對比較寬敞、比較舒適的房子，這就是為什麼你們的印象中說什麼飯店

變很多，那其實是居民的無奈。把老家賣掉，然後蓋起來之後，這些投資者，他當然

是蓋飯店。他絕對不是自住，一定是要做商業用。商業用大部分都是拿來蓋民宿和飯

店。所以觀光是有變好，地價也變高。飯店變多，垃圾量相對的也會變多，吸引了遊

客進來消費，這些垃圾產生量一定會比較多，值得慶幸的是，垃圾車清運也做得很好，

然後又有環保志工隊，社區裡面每個居民都有好好分類，再請鄉公所清潔隊來清垃圾。

所以垃圾量整體來說跟開發前沒有太大的改變。 

 

      看現在，派帝娜要蓋的房子並沒有蓋起來，那是因為社區居民提出自己的想法。其

實那塊地要蓋的地方是一個公有地，公家的地方是在那邊面海的地方。居民聽說有人

想用價格很低的錢去取得這一塊公有地，變成一個私人的。社區居民是反對的，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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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是反對，派蒂娜沒成功的原因是公有地要公地公用，用在公益公共的事物上。但

他們是用很低的成本，很低的價位就賣。就像是賤賣國土，民眾也不需要將那麼漂亮

的地方賤賣給一般的財團。居民希望政府能好好規劃，留下來公地公用、公共使用，

這是我們當初提出的看法。而且後來也獲得很多人支持。 

感覺上，生態環境是沒什麼影響，可是說沒有影響也不盡然。像是消耗的水很多，污

染當然相對的多，然後這些水會排到海裡面去汙染海洋。所以表面上看是沒有影響，

因為沒有直接看到，可是汙水的問題是隱形的影響，這也是會對生態環境都會有影響。 

蓋民宿飯店對於七星潭的景觀的影響很多，像是以前在岸邊，站在同一個地方，看下

來就是整個海天相連的天際線但是現在已經現在看不到天際線了，放眼望去都是高樓，

這也算景觀環境的影響。 

 

七星潭從事商業活動很少。除了少數的餐廳和賣冰淇淋的、賣咖啡的，只有這些人可

能會因為有民宿飯店，增加收入，其他的民家根本沒辦法做生意。所以對一般民眾來

說，興建民宿飯店對他們是沒有經濟上是沒有幫助。只有開店家有幫助，但畢竟店家

還是少數。 

 

對於七星潭興建飯店，事實上他們無法去阻止，因為土地都是私有制，他是合法的買

賣。要蓋飯店，嚴格來講，好與不好很難去界定，只是說一個地方有更多的商業行為

的時候會帶動地方的發展。人會多，然後消費行為會多啊。慢慢的希望更多遊客進來

七星潭。理事長建議民眾可以多一點小型商業行為，當初我們的想法就是想說能夠輔

導在地居民。做很多小型的商業行為，並不一定要把房子賣掉，理事長表示他不鼓勵

居民把房子賣掉，他希望你把老房子保留下來。你可以慢慢把房子留下來，讓這些新

生代，例如現在高中、國中生甚至大學生。學成之後學，不用到外地去工作。就回到

七星潭發揮他的創意。然後，後來這邊不管你開什麼店，吃的、藝品。提供租車、日

用品等服務，發展這些產業，都比你在外面去找工作來得好。到外面去工作，很難找

到月薪三、四萬的工作，倒不如在我們這邊住自己的房子一樣賺個三萬塊，而且來這

邊消費又低，你又會跟親人在一起。所以，理事長並不希望居民將房子賣掉，拿去財

團開發。 

 

(四)地球公民基金會： 

 

1. 為什麼要擋下派蒂娜集團的沿海開發案？（用什麼方式把這個開發案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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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想擋住所有的開發，是希望地方有發展，可是「開發」並不等於「經濟發

展」。我們所使用的方式是用部落格累積資料，讓在地人聯署，以及和居民（社區）

面對面談，還有老師帶學生拍紀錄片引起民眾的注意。 

2. 擋下開發案的過程中，與七星潭的居民有哪些溝通與互動? 

有辦一些社區活動讓社區居民了解這個開發案。 

3. 在擋下這個開發案的過程中，碰過那些困難？法規很複雜以及媒體的報導不是我們

想要的內容及方向。 

4. 請問你們希望七星潭的環境如何？不要讓建築物直接把海景蓋住了 

5. 請問在七星潭興建開發案是依據哪條法規？都市計畫、政策環境評估的相關法規 

6. 請問土地在進行開發時，政府所進行的環境評估，會評估哪些項目？ 

工廠之設立及工業區之開發；道路、鐵路、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土石

採取及探礦、採礦；蓄水、供水、防洪排水工程之開發；農、林、漁、牧地之開發用；

遊樂、風景區、高爾夫球場及運動場地之開發；文教、醫療建設之開發。 

7. 請問為什麼花蓮的海岸線可以蓋民宿、飯店?但台東卻不行? 不是不行，只是暫緩。

而且和台東蓋不蓋沒有什麼關係 

 

(五) 網友意見 

    

1. 大家有空的時候才會去吹吹海風、看看海景，可是除了熱愛七星潭和七星潭附近住

戶外，很少一年內會去超過三次的。 

 

 

2. 很多人一生中去七星潭超過五次，大多是去個一兩次就不會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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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多數的人去七星潭的時間間隔超過了五年。經過五年，七星潭的環境早已不是當

初的海岸了 

 

4.隨著遊客的增加，我們的垃圾處理就要更頻繁，不然大家不久後就會看到滿是垃圾

的海岸   

 

5.看過七星潭的人紛紛愛上了以前有漁村的七星潭，畢竟有漁村的七星潭，才是我們

的七星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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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部分遊客都覺得七星潭的民宿飯店太多了，連當地人都不例外，我們應該回想民

宿那麼多，真的好嗎？ 

 

7.大家來到七星潭是為了要看一望無際的海洋、沙灘和漁村，不是要看連綿不絕的民

宿 

 

四、生態影響 

 

（一）陸地方面 

遊客會隨地亂丟垃圾，不過時不時會有團體去淨灘。 

 

（二）海洋方面 

1、廢棄物 

垃圾的部分，雖然大部分都是隨著洋流漂來的，但是我們自己也有留在岸邊的垃

圾。汙水的部分，飯店排污水極易造成漁獲減少，衝擊社區居民生計。 

 

2、生物數量 

七星潭社區是漁村，生計主要依賴近岸定置漁網和近海捕撈漁業，因此海域生態

安全非常重要。萬一興建渡假村、飯店，尤其是不受環評監督的大飯店，業者為求降

低成本，一定不肯好好花錢設置符合規定的污水處理設施，其水質和水溫對近岸漁獲

量的負面衝擊完全不能掌握。現在環保署和環保局不事先幫忙把關作環評，未來發生

公害糾紛時，漁民向誰索賠？  

 

參、結論 

一、七星潭開發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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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星潭是花蓮經典的觀光景點，由於景觀美麗，因此海岸的開發案營運中、

興建中、規劃中的都有。 

        (二)派帝娜度假村開發案: 

               1.原本預計開發面積為 4.45 公頃。 

               2.東華大學的學生及一些環保團體和居民都來抗議 

               3.最後依環保署的意見，依法辦理，結果此案子沒有成立 

二、經過實地訪談，我們得知附近居民的想法: 

        (一)蓋了民宿及飯店後，雖然可能會比較熱鬧，但環境較不整潔，垃圾量也會變

多。 

        (二)當地地價變貴，許多本地居民會把房子賣掉，並搬到其他地方，導致人口的

流失。 

        (三)關於派帝娜公司的開發案，居民認為七星潭是屬於大家的，因此要付費去七

星潭，讓他們無法接受。 

三、經過實地訪談，我們得知附近店家的看法: 

        (一)店家認為蓋了飯店後，遊客沒有變多，營業額也沒有增加。 

        (二)店家認為要吸引遊客可以舉辦當地的特色活動。 

        (三)老闆認為蓋了飯店民宿後，遊客只是找地方住，並去其他的地方活動，不會

對七星潭觀光有影響。 

 

四、問卷調查結果 

(一)大多數人認為七星潭的飯店及民宿過多。         

(二)大多數人希望七星潭停止開發。         

(三)大多數人喜歡的七星潭沒有開發的時後，也就是漁村的類型。         

(四)大多數人認為蓋飯店及民宿後，垃圾也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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