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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某次在網路上瀏覽新聞時，看見有關於花蓮縣 193 縣道[北段]拓寬案以及另闢

道路相關議題的報導，媒體形容此議案有如: 國父革命般，被審查了 9 次以上，最後

更是以另闢新路的方式，闖關成功，造成在地社會一片譁然。而議案討論期間，包

括縣道附近的當地居民、地方政府官員、民意代表以及許多環保團體都各自有不同

的看法或觀點，有的是為了經濟發展、有的為了環境保護，也有為了交通疏導等各

種因素，每一個理由聽起來都有相當的道理，當時看到這個現象感覺很有趣，為何

開闢一條路竟然會產生如此大的爭議?  

 

於是我們就想嘗試以這篇小論文來研究關於本道路開發的實質內容與爭議的要

點，並企圖綜合社會大眾的看法，同時加入自己個人的想法與建議，期盼提出一個

能有效解決花蓮 193 縣道北段開發爭議的辦法。 

 

為此我們先透過網路、報章雜誌以及新聞媒體報導，收集近年有關 193 縣道北

段拓寬與另闢道路的各種文獻資料，以求釐清地方官員與民代們欲開發本段道路的

目的，與其想達到的效益為何，並設計問卷，調查花蓮縣居民對於整體道路開發的

看法，同時實地走訪在地環保團體-地球公民基金會東部辦公室與黑潮海洋文化基金

會，進行訪談，以實際了解環保團體對於道路開發的爭議點與訴求。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花蓮民眾對 193 縣道[北段]拓寬或另闢道路的看法。 

（二）了解並分析地方政府官員、民代與環保團體的爭議點。 

（三）提出可能有效解決爭議的辦法與道路開發研究的結論。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與架構 

 
（二）研究對象 

 

1.花蓮在地居民：以問卷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調查，利用網路 GOOGLE 表單來製

作問卷調查工具，期間共發出約 400 份問卷，收回 336 份問卷。 

2.環保及公民團體: 地球公民東部辦公室與黑潮海洋文化基金會，利用實地訪談

的方式，以了解環保對於道路開發的爭議點與核心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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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認識花蓮縣 193 縣道與其拓寬計畫 

 

（一）花蓮縣道 193 號，根據維基百科以及公路總局的定義，是指北起花蓮縣新城

鄉三棧，南至花蓮縣玉里鎮樂合，全長共計 110.920 公里的道路，是目前台灣

最長的縣道，也是唯一全線均位於花蓮縣境內的南北向縣道。(維基百科)，圖

1 是 193 縣道全程圖。(痞客邦，2014) 

 

 
圖 1： 花蓮 193 縣道全程圖，(痞客邦，2014) 

 

（二）193 縣道拓寬計畫，是花蓮縣政府於民國 104 年提出的道路開發規劃，其目的

是為因應蘇花改後未來旅次增加，疏緩台 9 縣的車流壓力，其拓寬工程分為

三段，北段(七星潭，0-7K)、中段(美崙，9-16K)與南段(光華 17-22K)，全長共

計約 22 公里，原定改善拓寬至 30 公尺，後因北段保安防風林不得開發等因

素，改為拓寬 20 公尺，並西移另闢道路。 

 

二、193 縣道[北段]拓寬工程發展沿革與開發目的 

 

依據花蓮縣政府的 193 縣道拓寬改善計畫第二次環差報告書所示，以及參考

圖 2 的 193 拓寬大事紀(詹壹雯，2018)，可知整個拓寬道路的計畫，可以追朔自民

國 88 年，當時的開發目的是:[減緩花蓮港出入貨運車的衝擊.]，在當時是有條件通

過環評，但並未施工，直到 103 年，縣府為[配合蘇花改通車，減少交通阻礙..]，並

以此申請交通部生活圈經費補助，合計十一億七千四百萬元，但歷經 104-105 年共

5 次的環差會議，皆因北段工程的爭議未予通過。最後 106 年，花蓮縣政府改以[緊

急防災道路]為開發目的，最後歷經 3 次環差會議，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第九次環

差會議中，193 縣道北段拓寬案闖關成功，評為有條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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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花蓮縣 193 縣道拓寬大事記，摘自地球公民通訊(第 30 期) 

 

三、最具爭議的拓寬路段 - 193 縣道[北段]綠色長城的危機 

 

(一)花蓮最美的鄉間小路與休閒秘境 

 

整體 193 縣道拓寬計畫中，最具爭議的路段，就是北段拓寬工程，其規劃範

圍起自南三棧到七星潭風景區(0-7K)，其道路正好位於東部海岸線著名的七星潭風

景區以北，並依傍著整片保護花蓮北區的海岸防風林(2618 號)，也是林務局公告的

保安林區域，由於風景優美，此區域逐漸成為當地居民與觀光客共同高度利用的休

閒區域，對許多花蓮人來說，193 縣道是台九線外的另一種選擇，代表了悠閒、安

靜、美好。(戴興盛，2016)  

 

 
193 縣道北段自然景觀風景照 

 

(二)綠色長城---[2618]海岸防風林 

 

此片防風林具有防風砂，防潮、防鹽害及自然景觀等功能，不僅守護了當地

重要的生態環境，同時也保護了內陸的海岸、農田和居民，所以被人們譽為[綠色

長城] 。而此段道路目前是 6-8 米的小路，未來計畫拓寬成 16-20 米的道路，將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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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防風林，才會引起當地公民團體與民眾的極大爭議。(張卉君，2017)，(左)

圖 3 為 193 縣道北段拓寬及另闢新路示意圖(公視-我們的島，2018)，為此 2018 年

花蓮縣政府提出的第二次環差報告中，大幅改變路線，避開此區域，以西移另闢新

道的方式，來降低對本防風林的破壞。(右)圖 4 為海岸防風林空拍照。(漂浪島嶼，

2018)。 

 

 
(左)圖 3：193 縣道北段拓寬及另闢新路示意圖，摘自公視-我們的島(2018) 

(右)圖 4：海岸防風林(2618)空拍照(漂浪島嶼提供)，摘自地球公民通訊第 30 期 

 

四、環保人士與公民團體的訴求與爭議點 

 

作者實地探訪近年致力於 193 縣道拓寬案議題的兩個公民團體；[財團法人地

球公民基金會-東部辦公室]、[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在實際訪談兩個團體有關 193

縣道拓寬案的主要負責人後，大致上可總結出三個主要爭議點與訴求，如下表所示； 

 

公民團體 內容 訴求 

爭議點  1 

道路拓寬的開發目的不斷修正，且明

顯達不到開發效益。蘇花改後須疏緩

的蘇花改車流預估僅會增加 1%。 

應明確議訂定有意義的開發目的，避

免經費浪費，修改環評制度，增加民

眾參與機制。 

爭議點  2 

西移新闢道路中，高達 5 公里(佔拓寬

道路的 80%)為新路線，雖此路線避開

2618 號海岸防風林區域，但環差審議

時，並未提出新的環差分析報告，無

法有效回答環境影響程度。 

應針對新闢道路部分，提出新的環境

差異分析報告。 

爭議點  3 

新闢道路行至七星潭風景區時，因機

場用地與海岸地形限制，形成更危險

的前寬後窄路段 (民有街與德燕漁場

三岔口)，應會造成更大阻塞與行駛

安全疑慮。 

雖然 193 縣道拓寬案已通過，民眾心

中仍期盼 :開發單位能重視 [觀光目

的]，審慎思考使用設計，有效解決

風景區人車動線問題，並增進大眾交

通運輸工具的配套措施。 

193 縣道拓寬計畫[公民團體]主要爭議點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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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蓮在地居民對 193 縣道北段開發的認知與看法 

 

作者除了實地探訪當地公民團體以了解整個拓寬工程的爭議外，我們也設計

了 13 個問卷題項(例如:詢問拓寬與另闢新路的支持度、為何支持與不支持的原因

等...)，目的在調查居住在北段工程附近與當地花蓮縣的一般民眾們，對於拓寬是抱

持何種態度與想法，問卷共計回收 336 份，結果分析如下: 

 

(一)受測民眾普遍知道 [193 縣道北段將另闢新路]，93.1%的受訪者年齡在 19 歲以上 

 

1. 有 67.9%受測民眾聽過並知道花蓮縣 193 縣道北段將另闢新路。 

2. 有高達 89%受測民眾曾經到過花蓮縣 193 縣道。 

3. 本次受測民眾 93.1%年齡皆在 19 歲以上，僅約 6%為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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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測民眾支持 [原道路拓寬] 比例較不支持者高，主因是交通因素 

 

1.有 56.5%民眾支持拓寬計畫，主因是交通因素 (89.9%)、次因是觀光因素

(52.4%)。 

2.不支持民眾比例為 43.5%，主因是生態保育因素(86.2%)、次因是環保因素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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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測民眾支持 [另闢新路] 方式比例微幅高於 [原道路拓寬] 的支持者 

 

1.有 57.7%民眾支持另闢新路，主因是交通因素 (89.1%)、次因是環境因素

(37.9%)，並且其中有 30.6%的民眾認為如此可維護 193 縣道的自然景觀。 

2. 不支持民眾比例為 42.3%，略低於原道路拓寬的不支持率、主因是環境與環

保因素，並且有 21.4%的民眾擔心未來車流量會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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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論 

 

作者透過以上各項研究發現，花蓮 193 縣道北段道路開發乙案，雖然爭議不斷，但

在綜合地方政府的開發規劃，以及當地社會大眾的看法與環境保護人士等公民團體的意

見後，筆者認為不論是為了觀光目的，或是交通運輸或安全的目的，193 縣道北段，從三

棧至七星潭路段的改善，確實有其實際用路需求的必要性，但道路的整體規劃與設計，

甚至配套措施，應該要在能確保周遭森林區、沙灘區及七星潭風景區等自然生態保護的

前提下，達成道路開發與使用的目的。為此，以下幾點結論與建議，作者希望能提供適

當的解決方針，以藉此消除爭議，並階段性地逐步完成理想的道路開發，使當地社會發

展與自然環境走向共欣共榮的美好目的。 

 

一、193 縣道北段另闢道路應有其必要性，但須議定明確的開發目的與新環境影響評估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瞭解到，花蓮當地一般居民有約 58%的比例，

是支持改善、拓寬或另闢新路，主要是基於交通疏導因素，確實每逢連續假期，優

美的七星潭風景區勢必大塞車且人滿為患，下表為假日七星潭車流量統計表(花蓮

縣政府，2014)，為此，如若拓寬或另闢道路能確實改善七星潭風景區進出車流的

動線安全，與疏導效益，當然具有其開發的必要性。 

 
七星潭車流量統計表(花蓮縣政府，103 年) 

 

然而，問卷中同時亦有高達 70%的民眾，包含支持、與不支持道路拓寬的民

眾，都擔心北段道路開發會影響周圍環境生態，在現今環保意識抬頭的社會中，大

家都不希望因為人為的開發，反而帶來更大的傷害，為此，整體道路規劃是否能妥

善避開環保爭議的海岸防風林區，並降低對周遭生態的影響，亦是重中之重。 

 

如此一來，作者建議，雖然本道路因另闢新路的方式，已確定通過審查，並

避開大部分海岸防風林區域，但開發單位(花蓮縣政府)仍應發揮以民意為依歸的誠

意，提出本段新闢道路的環境評估，以確實降低民眾對於環境破壞的憂慮。 

 

同時本道路的開發目的，自民國 88 年以來，193 縣道拓寬計畫所設定由港區

運輸的聯外道路，於 105 年變更為因應蘇花改後未來旅次增加的壓力，到 107 年現

今通過的緊急防災避難道路；亦即從原本立意降低蘇花改後的車流壓力，轉變為道

路安全與緊急防災的用途，變更了道路使用目的，恐將嚴重影響道路周邊區域的配

套設計。為此，建議開發單位，應再行明確議定本道路拓寬的目的及評估規劃路線，

使整體設計能確實符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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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視 [觀光開發目的]，就部分爭議路段，應重新檢討道路設計並增加相關配套措施 

 

193 縣道北段短短 0-8 公里的路程中，除了優美的防風林景觀車道外，最引人

注目的就是東部美麗的七星潭半月灣，每到假日都會吸引當地及外來遊客的到來，

已形成了花蓮著名的七星潭風景區，為此不論由北向南或由南向北進入七星潭的各

類車輛，如:遊覽車、小客車、輕重機車、甚或是自行車，都必須擠入狹窄的二線

道路段(尤其是民有街與 193 交會的路段)，如下圖 5 所示(地球公民通訊第 30 期，

2018)，為此引發除了塞車、更有停車與車流動線的嚴重問題。加上部分路段又途

經機場、軍事基地以及海岸線等因素，造成土地利用的限制，在道路無法確實改善

下，而引起前寬後窄的困境。 

 

若作為以觀光為目的，應可直接假定大部分行經 193 線道的車輛，就是要前

往七星潭風景區的遊客，如此整體路線的規劃與設計，就可將風景區一併納入計畫

考量，而不僅僅只是作為聯外道路使用，例如: 加入更多的停車空間，以及進出園

區的車流動線規劃，或是增加行人徒步區與自行車道，同時搭配更健全的大眾運輸

工具系統，必能確實做到交通疏導，並解決逢假日必塞車的窘境。 

 

 
圖 5：新闢道路往七星潭的三岔路口及車流照片，摘自地球公民通訊第 30 期(幸福 193 聯盟提供) 

 

三、本道路建議應採階段性的開發方式，以逐步達成觀光目的與交通運輸目的 

 

最初以交通運輸為目的的 193 縣道拓寬案，是由新城鄉北三棧一路到玉里鎮

樂合共計 110 公里的道路拓寬計畫，但長期以來皆因為機場、軍事基地以及經費規

模等因素，無法做到全面性的規劃與設計，甚至被迫以北、中、南三段分工的方式

進行開發與審查，是以始終無法在各方面達到此一開發目的的確實效果，為此才會

引起環保團體與地方民眾的反彈與質疑，更無法說服其接受本道路開發的必要性。 

 

然而[觀光產業]畢竟是花蓮縣賴以為生的最重要的產業之一，是以大部分的

民眾皆可以接受，在重視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前提下，為創造更好的觀光環境所

做的公共建設與開發。 

 

而作為花蓮縣內最長且蘊含豐富觀光資源的 193 縣道，更是受到各方民眾的

重視，為此在沒有明確數據，或不清楚未來蘇花改實際會造成什麼樣的交通困境之

下，作者認為未來本路段的開發應該以分階段的方式進行思考。首先仍應在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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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自然環境保育為首要之目的與需求下，進行一切開發，並長期觀察蘇花改後

之交通乘載量的需求，再逐步地處理複雜的軍事與機場等特殊區域的土地利用，最

後才在有確實效益的評估下，完成最終交通運輸目的的開發，當然這並不需要有期

限的壓力，因為自始自終或許永保原貌的 193 縣道才是花蓮人心目中最想要的幸福

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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