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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5月13日印發 

 

院總第 1281 號 委員 提案第 24726 號   

 

案由：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24 人，有鑑於花東地區發展條例之立法意

旨在於為推動花東地區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景觀，發展

多元文化特色，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增進居民福祉。查花東

地區發展條例之立意良善，惟自一百年三讀通過以來，花東

地區仍被視為台灣整體發展的邊陲，不僅區域發展失衡，在

社經地位及福利醫療照護上仍有所差距。其中，花東地區中

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比例甚高；相較其他縣市，醫護比令人

堪憂，也影響花東地區之平均餘命；在原住民族群體上，原

住民族基礎建設、原住民族地區用地不足等問題皆未能處理

。是以，為有效推動花東地區之發展、健全產業發展、改善

居民生活品質，爰提案修正「花東地區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以增進居民福利，發展在地經濟。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提案人：廖國棟   

連署人：萬美玲  鄭正鈐  鄭麗文  廖婉汝  許淑華  

吳斯懷  洪孟楷  李德維  魯明哲  陳以信  

陳超明  翁重鈞  葉毓蘭  李貴敏  楊瓊瓔  

鄭天財 Sra Kacaw   陳雪生  林奕華  林文瑞  

呂玉玲  曾銘宗  林德福  馬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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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地區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縣主管機關應分別或

共同依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

略計畫，擬訂四年一期之綜

合發展實施方案，其內容如

下： 

一、方案目標及實施範圍。 

二、觀光及文化建設。 

三、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及

環境之改善及促進產業發

展。 

四、生態環境保護。 

五、基礎建設。 

六、產業發展。 

七、交通建設。 

八、醫療建設。 

九、社會福利建設。 

十、災害防治。 

十一、治安維護。 

十二、河川整治。 

十三、教育設施、環境及文

化設施改善。 

十四、分年實施計畫及執行

分工。 

十五、分年財務計畫及經費

來源。 

十六、其他相關發展事項。 

前項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 

第一項綜合發展實施方

案，應配合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策略計畫進行必要之修正

，並適時作滾動式檢討；其

程序，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五條 縣主管機關應分別或

共同依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

略計畫，擬訂四年一期之綜

合發展實施方案，其內容如

下： 

一、方案目標及實施範圍。 

二、觀光及文化建設。 

三、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及

環境之改善。 

四、生態環境保護。 

五、基礎建設。 

六、產業發展。 

七、交通建設。 

八、醫療建設。 

九、社會福利建設。 

十、災害防治。 

十一、治安維護。 

十二、河川整治。 

十三、教育設施。 

十四、分年實施計畫及執行

分工。 

十五、分年財務計畫及經費

來源。 

十六、其他相關發展事項。 

前項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 

第一項綜合發展實施方

案，應配合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策略計畫進行必要之修正

，並適時作滾動式檢討；其

程序，依前項規定辦理。 

一、花東地區原住民族其總人

口數五十六萬六千一百二十

九人，其中花蓮縣原住民人

口九萬三千一百七十七、臺

東縣原住民人口七萬九千一

百七十五人，花東地區原住

民人口合計占全國原住民族

人口的三分之一。惟目前原

住民族產業與社經地位仍屬

弱勢，政府應予以協助，顧

促進花東原住民產業發展，

爰修正本條第三款，促進原

住民族產業發展。 

二、為解決花東地區師資流動

劇烈，緩解花東地區教師異

動情況，修正本條第十三款

，針對教育設施、環境及文

化設施改善得依其計畫做適

度之調整，以改善花東地區

教育環境。 

第八條 縣主管機關針對花東

地區原住民族生存保障與文

化保存及產業發展，應依原

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擬訂相

第八條 縣主管機關針對花東

地區原住民族生存保障與文

化保存，應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之規定擬訂相關計畫，納

行政院前院賴清德宣布民國一

百零八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

，國發會並將地方創生定調為

國家戰略計畫，為促進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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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計畫，納入綜合發展實施

方案辦理；並應推動原住民

族之人才培育、輔導原住民

參與自然資源維護與經營管

理，協助原住民部落發展地

方創生產業，提供相關就業

機會。 

為促進部落發展地方創

生產業，縣主管機關每二年

應盤點部落產業情況，並制

定部落創生輔導措施，編列

預算協助發展，改善部落就

業環境。 

入綜合發展實施方案辦理；

並應推動原住民族之人才培

育、輔導原住民參與自然資

源維護與經營管理，提供相

關就業機會。 

族產業、部落產業之發展，改

善花東地區整體經濟環境，增

訂縣主管機關每四年應盤點地

區內部落產業經營情況，制定

部落創生輔導計畫，並編列預

協助部落創生計畫的發展，改

善部落整體就業環境，吸引更

多青年返鄉，活化部落，爰修

正本條。 

第九條 為積極鼓勵人才東移

及返鄉創業，各級主管機關

應予以輔導及協助，並推動

在地人才之培育及產學合作

。 

前項鼓勵人才返鄉創業

、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等相

關協助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相關主管機關

定之。 

第九條 為積極鼓勵人才東移

及返鄉創業，各級主管機關

應予以輔導及協助，並推動

在地人才之培育及產學合作

。 

為積極改善花東地區人口外移

之現狀，政府應提出具體之作

為，並且蔡政府業提出再無偏

鄉之理念，更應提出積極且有

效鼓勵人才返鄉創業、人才培

育及產學合作之可行性方案，

爰增訂第二項。 

第十條 設籍花東地區受國民

義務教育之學生，其書籍費

、營養早餐及午餐由教育部

編列預算補助之。 

為降低教師異動，縣主

管機關得視情況編列預算，

給予花東地區各機關學校公

教員工地域加給。 

為改善教學環境，發展

體育競技，教育部應擬定相

關獎補助措施。 

前三項之補助範圍、條

件、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十條 設籍花東地區受國民

義務教育之學生，其書籍費

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之。 

前項補助範圍、條件、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一、花東地區不少隔代教養家

庭乃依據離家家人之微薄之

薪水維持生計，又花東地區

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的比

例過高，深恐影響當地受國

民義務教育之學生生活環境

，為確保基本生活無虞，要

求教育部編列營養早餐及午

餐之預算，爰增訂第一項。 

二、花東地區因地處偏遠，帄

地原住民鄉鎮公立學校教職

員異動頻繁，而山地原住民

鄉異動較少，主因在於山地

鄉有山地加給，帄地鄉無此

項目。為降低花東帄地鄉鎮

教師異動情況，爰增訂，縣

主管機關得視情況編列，作

為東地區各機關學校公教員

工地域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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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促進花東地區學校軟硬

體設施改善，改善體育學習

環境，並提高教師教學能力

，降低花東地區教師異動率

，要求教育部制定相關獎補

助措施，爰增訂第二項至第

四項。 

第十一條 為改善花東地區對

外運輸服務，滿足花東地區

居民聯外交通及產業發展之

需求，交通部應提高鐵路運

輸能量及縮短行車時間，並

提升公路之安全性及可靠性

。 

花東地區應建設完善的

公共運輸網路，健全原住民

族部落之交通及公共運輸，

提供安全、便捷、友善、可

靠、舒適之運輸服務。 

前兩項交通建設計畫及

改善數位落差促進電信普之

通訊傳播建設計畫，由行政

院跨部會整合相關單位資源

，優先編列經費擬定短、中

、長期之建設計畫，以儘速

縮短城鄉差距。 

協助設籍花東地區居民

往返住居地，於國內搭乘航

空器、鐵路及公路者，由中

央政府編列預算補貼其票價

百分之五十。 

前項票價補貼辦法，由

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之。 

為保障日常交通權利，

花東居民得優先購買往返花

東區域之具名交通票券。 

第十一條 為改善花東地區對

外運輸服務，滿足花東地區

居民聯外交通及產業發展之

需求，交通部應提高鐵路運

輸能量及縮短行車時間，並

提升公路之安全性及可靠性

。 

花東地區應建設完善的

公共運輸網路，健全原住民

族部落之交通及公共運輸，

提供安全、便捷、友善、可

靠、舒適之運輸服務。 

一、本條之立法用意用於改善

花東地區對外運輸服務，提

高鐵路運輸能量及縮短行車

時間，惟目前花東地區居民

交通成本仍過高，故規範花

東地區交通建設嚴重落後，

因此政府有必要明訂優先編

列預算建設花東地區，以帄

衡區域發展，縮減城鄉差距

，爰增訂第三項。 

二、花東地區無論是外地工作

青年回鄉或本地人因事到北

部，交通票價皆對花東居民

造成龐大的壓力，且目前未

能有其他簡便與經濟實惠之

交通方案得予以協助。為協

助花東地區行之安全與便利

，減輕花東居民支付單，實

應比照花東地區建設條例之

規定，讓設籍花東地區居民

，搭乘航空器、鐵路及公路

等運輸工具，享有優惠，由

政府補貼票價五成，爰增訂

第四項及第五項。 

三、又因目前未能有其他簡便

與經濟實惠之交通方案得予

以協助，為確保花東地區居

民行之權利，政府應給予其

購買之優先權，另為確保其

購買之優先權僅限花東地區

居民，採實名制，爰增訂第

六項。 

第十一條之一 花東地區之營

業人，於當地銷售並交付使

用之貨物或於當地提供之勞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花東地區建設條例第

十條及第十條之一意旨，對



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01 

務，免徵營業稅。 

為促進花東地區觀光產

業發展，交通部得協調縣主

管機關設置免稅商店。 

前項免稅商店賣售之商

品，應有一定比例為花東地

區之原住民或部落製作商品

。 

為提高花東地區觀光旅

客人次，改善觀光旅客輸運

，縣主管得視需求向交通部

申請設置觀光列車協助紓運

觀光遊客。 

於花東地區之商家應予免徵

營業稅，鼓勵赴當地觀光之

民眾增加在花東之消費，且

有效促進花東縣市之觀光發

展，有助於提升當地之就業

情況，爰增訂本條第一項。 

三、為提高花東地區觀光人潮

，交通部得協調縣主管機關

設置免稅商店，提供免稅商

品予國外旅客採購，並要求

商品要有一定比例系當地原

住民或部落製造，改善花東

地區原住民或部落的經濟收

入，爰增訂本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 

四、為疏運花東地區觀光人潮

，縣主管機關得視需求，向

交通部申請設置觀光專列，

協助疏運觀光人潮，避免排

擠花東當地居民搭車權益，

爰增訂本條第四項。 

第十一條之二 主管機關對花

東地區農、林、漁、牧產品

之運輸費用，應予補貼，其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花東地區交通成本過高

，為減輕花東地區農民生產

成本之負擔，主管機關應補

貼其農產品運輸費用，爰增

訂本條。 

第十一條之三 花東地區各駐

軍或軍事單位，在不妨礙國

防及離島軍事安全之原則下

，應積極配合花東地區各項

建設，並隨時檢討其軍事防

務，改進各種不合時宜之軍

事管制措施。 

為辦理前項事項，行政

院應每年定期召集國防部及

相關部會、當地民意代表及

原住民族部落代表，舉行檢

討會議，提出配合花東地區

建設與發展之具體措施。 

軍用航空產生之航空噪

音及其他不合時宜之軍事管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軍方應配合花東地區

各項建設，隨時檢討軍事管

制措施，爰增訂本條第一項

。 

三、明定行政院應每年定期召

集相關部會與花東地區地區

民意代表等舉行檢討會議，

爰增訂本條第二項。 

四、又，花東地區軍用航空產

生之航空噪音與不合時宜之

軍事管制措施困擾當地居民

甚深，惟遲遲未有解決之方

案，爰新增相關補償措施得

由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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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措施產生之損失，其補償

措施，得由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基金支應。其補措施、方

案、分配標準等相關事項，

由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管

機關定之。 

應，並且相關補償措施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

管機關定之，爰增訂本條第

三項。 

第十一條之四 為維護花東地

區居民之生命安全及身體健

康，行政院應編列預算，補

助在花東地區開業之醫療機

構、護理機構、長期照顧機

構及其他醫事機構與該花東

地區地區所缺乏之專科醫師

，並訂定特別獎勵及輔導辦

法。 

六十五歲以上花東地區

地區居民及五十五歲以上之

花東原住民之全民健康保險

保險對象應自付之保險費，

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對於應由花東地區緊急

送往臺灣本島就醫之急、重

症病人暨陪同之醫護人員，

其往返交通費用，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之。 

對於有接受長期照顧服

務必要之身心障礙者、老人

及五十五歲以上之原住民，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編

列經費補助。 

為維護花東地區老人尊

嚴與健康，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提供老人每二年一

次比照公務人員健康檢查項

目之體檢，其與老人福利法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當年提供之老人健康檢查

之差額，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編列預算補助。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三

條之規定，因花東地區仍被

視為台灣整體發展的邊陲，

不僅區域發展失衡，在社經

地位及福利醫療照護上仍有

所差距。其中，相較其他縣

市，醫護比令人堪憂，也影

響花東地區之帄均餘命，為

改善其醫療資源不足之現狀

，行政院應編列預算，補助

在花東地區開業之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長期照顧機構

及其他醫事機構與該花東地

區地區所缺乏之專科醫師，

其扶助方案由政府訂之，爰

增訂第一項。 

三、又為確認並確保花東地區

居民目前身體狀況，在有顯

著之醫療資源改善之狀況前

，一定年齡之全民健康保險

保險對象應自付之保險費、

醫療往返交通費用、接受長

期照顧服務必要之居民及體

檢措施，應由政府規劃且予

以扶助，爰增訂第二項至第

五項。 

第十二條 為推動綜合發展實

施方案及相關產業發展事項

，由中央政府逐年編列預算

第十二條 為推動綜合發展實

施方案及相關產業發展事項

，由中央政府逐年編列預算

一、為落實花東地區永續發展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應

確保其基金規模無虞，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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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應或寬列預算補助之。 

為落實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花

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基金

總額新臺幣四百億元，其來

源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分十年編

列預算撥入。 

二、縣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

入。 

三、基金孳息。 

四、人民或團體之捐助。 

五、其他收入。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餘額低於前項所定最低總額

之半數時，中央主管機關應

一次性或分年度編列預算，

或指定財源撥補離島建設基

金至法定最低總額。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花蓮縣

政府與臺東縣政府定之。 

為確保基礎建設之執行

，有關配合基金建設計畫，

中央相關部會應優先編列經

費補助。 

支應或寬列預算補助之。 

為落實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花

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基金

總額新臺幣四百億元，其來

源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分十年編

列預算撥入。 

二、縣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

入。 

三、基金孳息。 

四、人民或團體之捐助。 

五、其他收入。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花蓮縣

政府與臺東縣政府定之。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餘額

低於基金法定最低總額之半

數時，中央主管機關應一次

性或分年度編列預算，或指

定財源撥補至本條例規定之

法定最低總額，爰增訂本條

第三項規定。 

二、花東地區發展條例有關推

動花東地區建設之項目，其

基金相關計畫預算之編列，

必須依規定由相關部會編列

配合款辦理，惟花東政府長

期因體質不良，預算及配合

款籌措不足，確保基礎建設

之執行，有關配合基金建設

計畫，中央相關部會應優先

編列經費補助，爰增訂最後

一項。 

 



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