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江縣第五期(108-111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

案暨十二年(108-119年)縣政發展計畫 

承辦單位：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開會時間：民國106年12月04日 

12/05 南竿 
縣立老人活動中心二樓 

12/06 北竿 
北竿老人活動中心 

12/04 東引 
東引老人活動中心 

12/07 東莒 
東莒老人活動中心 

12/08 西莒 
鄉公所三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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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108-111年) 

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 

十二年 
(108-119年) 

縣政發展計畫 

中程 長程 

我們的島-第二梯次說明會：各島聚焦議題、方案 

我們的島-第三梯次說明會：整體成果說明 

日期：106/12/4~12/8 

預計日期：107年2月 

共同擬定馬祖中長程整體發展願景 

縣長、副縣長、秘書長及各局處室首長訪談 

我們的島-第一梯次說明會：鄉親意見收集 

馬祖永續發展研討會-馬祖場 

馬祖永續發展研討會-台北場 
預計日期：107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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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第一次說明會重點整理 

- 永續發展研討會重點整理 

- 整體願景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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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竿場 
106.08.03 

東引場 
106.08.04 

南竿場 
106.08.07 

西莒場 
106.08.09 

東莒場 
106.08.10 

共通性議題 

 交通改善：南北竿機場擇一擴場、3000噸交通船 

 土地問題：與軍方土地產權待釐清、土地使用應因地制宜不應限制居民發展 

 停車問題：觀光客越來越多，汽機車有亂停現象，缺乏停車空間 

 聚落保存：聚落保存未實際落實，應詳細盤查重點保存及修復閩東式建築 

 海上遊憩：海上活動待開發，帶動地方新產業，吸引年青遊客 

 軍營釋出：程序嚴格過程緩慢，望能簡化，並活化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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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竿場 
106.08.03 

 

 海上遊憩：坂里、馬鼻灣、芹壁發展海上遊憩、橋仔灣海上育樂中心。 

 林相更新：壁山換林計畫。 

 設立免稅區／免稅島：免稅產品搭配馬祖特產，吸引陸客消費。 

 產學合作：海洋大學進駐帶動學術及產業方展。 

 空中交通改善：機場盡速定位並進行擴場，並引進多家航空公司提升品質。 

 戰地資源利用：對戰地資源做全盤調查並開發景點。 

 停車空間不足：芹壁、橋仔都需要停車場。 

 聚落保存：橋仔村閩東建築應保留。 

 還地於民：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上應因地制宜，開放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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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引場 
106.08.04 

 地質公園：利用東引自源景觀及特殊岩石做生態觀光規劃。 

 綠色能源：國之北疆附近海域適合洋流發電，中流砥柱區域可嘗試風力發電。 

 海上遊憩：清水澳、北澳可發展海上遊憩，例如：海上看東引。 

 合宜住宅：規劃停車場並整合周邊環境開發公所自主財源。 

 交通改善：增加交通船（3000噸）、規劃停車場。 

 國際化：國際品牌進駐、燕鷗推廣至國際。 

 導覽員缺乏：人力短缺、導覽員素質有提升空間。 

 清水澳舊碼頭及坑道目前已釋放，望能活化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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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場 
106.08.07 

 島際交通改善：3000噸交通船。 

 多元觀光資源：利用藍眼淚，發展除了藍眼淚之外的觀光資源。 

 海上旅遊：牛角、介壽地區蓋西海堤、珠螺海堤、馬港海水域場有發展潛力。 

 聚落保存：未實際落實，希望重新調整，詳細各村調查，重點修復。 

 老酒產業：輔導居民家釀老酒，發展為特色產業。 

 土地問題：土地產權釐清，並分區審核，分期及分區發展。 

 土地再利用：馬港育幼院是一塊可利用之土地，希望能轉換使用發展。 

 大自然公園：發展小眾旅遊，享受別的地方沒有的東西。 

 南北竿機場擇一改善，可保留南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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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莒場 
106.08.09 

 島際交通改善：3000頓交通船。 

 港埠建設：碼頭設施未到位，西莒的部分可能要到110-116年。 

 大眾運輸網絡不發達：目前只有機車出租，無法因應老年化社會。 

 軍營釋出：程序嚴格過程緩慢，希望可以簡化。 

 合宜住宅：想要建但是沒有土地。 

 發展社區營造：強化社區營造，田沃地區為社區營造的潛力點。 

 聚落保存：吸引年輕人回鄉經營，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品牌認證：應該以品牌認證做出區別，提高觀光競爭力。 

 海洋復育：補助太少，成效不彰。 

 景觀步道串連：建設串聯景點的道路，整修通往景點的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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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莒場 
106.08.10 

 林相更新：木麻黃易斷，主要道路更換樹木，全面修剪。 

 興建停車場：大坪村車輛多，停車位不足。 

 海洋復育：花蛤復育成功卻無管理單位，希望撥經費給鄉公所請人管理。 

 淡菜養殖：透過機關管制，收取撿淡菜費用，增加公共財。 

 浮動碼頭：猛澳港、福正澳口設置，方便船隻進出。 

 聚落保存：大埔發展藝文活動、福正發展海上活動產業 

 海上活動：發展海洋維護休憩，帶動地方產業，吸引青年回流。 

 據點再利用：撥經費修建荒廢的英雄館、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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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說明會重點整理 

Δ永續發展研討會重點整理 

- 整體願景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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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永續發展研討會 
在地出發‧國際接軌 

10/19~10/21 



組別 在地出發 國際接軌 

人才培育組 
• 在地特色、特殊教育紮根 
• 在地行政、教育、產業人才培育 
• 青年、勞動政策 

• 國際化人才培育（休閒產業、貿易…） 

文化治理組 
• 在地文化特色：亮島文化、戰地文化、閩東

文化… 
• 國際藝術島 
• 世界遺產潛力點 

基礎建設組 
• 國土計畫精神 
•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 公共設施興建與土地再利用 

• 國際商港 
• 國際永續觀光旅館 

產業發展組 
• 在地特色產業：藥用植物、酒、海產品 
• 合作循環經濟 

• 自由貿易港區 

永續環境組 
• 生態保育及復育管理 
• 海飄垃圾處理機制 

• 再生能源 
• 里山倡議 

醫療社福組 
• 長照2.0 
• 高樓及人口密集區防救災 

• 休閒醫療產業：銀髮養生村 

交通旅遊組 
• 深度旅遊：在地生態、文化、生活… 
• 海上遊憩 
• 提升交通便捷性 

• 慢城認證、永續旅行認證 
• 免稅島 

分組原則 



組別 重點摘要 

人才培育組 

 引進專業教練及外來師資，培育在地專業人才 

 增設語言中心，讓國際師資到離島短期任教 

 建立地方人才庫：整合地方鄉親豐富寶貴經驗 

 培養學生觀光導覽知能 

 海洋大學帶入產業及人口紅利，透過產學合作後的觀光景點。 

文化治理組 

 目標：讓島嶼會說話 

 以文化思考：期待觀光立縣的基礎是以文化立縣，軍方的改變是馬祖下階段的治理契機。 

 提升文化自信，建立在地認同感 

 在地出發：文化記憶庫、文化資產保存再生、特色文化體驗品質升級、島嶼博物館建置、藝術展

演劇場建置 

 接軌國家：國際藝術島、世界文化遺產 

產業發展組 

 馬祖酒廠福澳新廠，以100萬公升產能，解決量  不足、質不穩。 

 馬祖特有加值產業園區 

1.福澳碼頭園區：以進出口為主（預算來源:前瞻加貸款及中央經費近10億） 

 酒廠新廠、三大生計（酒、藥用植物、海產品）、特有產品加工：朝向觀光工廠 

2.清水產業園區：小型內銷為主（預算:以經濟部微型園區，非由離島基金補足） 

3.津沙老酒文化園區：以酒廠為主，導入酒文化 

醫療社福組 

 馬祖即是一個養身村的概念，推動醫療到宅，不一定要蓋機構 

 相對大量建置專職機構，先解決馬祖醫療資訊不對稱為首要任務 

 發展微型日照：人力、設備、共用以建構互助共住概念 

 發展旅遊健檢：讓旅遊走進來，健康帶回去 

 建置連江縣災害應變中心-智慧防災資訊預警通報系統 



組別 重點摘要 

永續環境組 

 交通便利會有人潮但不一定能帶來錢潮，日本的黑部立山飢餓行銷，是生態旅遊關鍵。 

 避免大規模建設開發，重視棲地之物種價值及稀有性與重要性 

 水電「量」已足夠─未來朝「質」提升，安全飲用水、穩定的供電。 

 垃圾應在地處理，優先減量，而非轉運其他地方。 

 智慧生產與智慧管理配合以確保供水穩定，海淡水、自來水不同時間不同調配。 

交通旅遊組 

 先思考我們要什麼樣的生活環境及要替我們的下一代留下什麼珍貴的資產！ 

 建構智慧交通智慧旅遊，使遊客更加便利。 

 發展永續旅遊及負責任的旅遊模式 

 在地生活的連結，例如：有在地的導遊便可帶動在地經濟 

 海空運二個集中：空間集中、時間集中 

基礎建設組 

 儘速做一次各島通盤檢討，將已無國防安全需求的保護區解除。 

 將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開擬定，細部計畫要點交由縣政府根據地方發展定訂，例如因應不同發

展訂定不同建蔽率、容積率。（目前完成東引跟北竿） 

 南北竿大橋、大坵橋、珠螺灣橋、五島商港建置 

 建議只需就地改建老舊納骨塔，而不要新建，因為政府政策已不鼓勵塔葬而是鼓勵環保自然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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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說明會重點整理 

- 永續發展研討會重點整理 

Δ整體願景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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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接軌 

永續海洋
韌性島嶼 

馬祖文化 
戰地地景 

特有地質
生態保育 

多元人才 
在地生根 

友善島嶼 
宜居環境 

資源循環
永續經濟 

5+1 
核心 
價值 

願景：健康島嶼  幸福馬祖 

10大 
共識 

普及合作與 
人本關懷教育 

分享、創意 
多元對話 

架構性 
島嶼尺度地景
形塑場所 

形塑強化 
島嶼尺度 
地景場所 

智慧整合的 
生活方式 

考量環境
承載量的
島嶼規劃 

建構永續 
及負責任的
旅行模式 

朝向軟性
及質性的
建設發展 

文化治理 
會說故事 
的島嶼 

創造 
經濟之外 
社會價值 

連接、聯結 
鍊接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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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目標（108-119年)： 

使命一：永續生活就是馬祖的日常生活。 
 
使命二：以負責任且尊重的態度使用自然資源，替馬祖下一代留下珍貴的資產。 
 
 
目標一：強化島嶼調適能力與防災韌性，來因應極端氣候與天然災害。 
 
目標二：發展循環式的產業、經濟、建設與觀光，以環境承載力為基礎。 
 
目標三：建構永續安全綠色能源、水源，促進節能減碳。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t66rjrbPXAhUBoZQKHYDsCtkQjRwIBw&url=http://blog.xuite.net/h86141139/twblog/177629185-20120901_%E9%A6%AC%E7%A5%96%E4%BA%94%E6%97%A5%E4%B9%8B%E5%8C%97%E7%AB%BF%2B~%E8%B6%B4%E9%A4%93&psig=AOvVaw36ixm5_2ugyANDLIS9pnc8&ust=151038093415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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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目標（108-111年)： 

目標一：增加至少1000個在地綠色工作機會 
 
目標二：增加至少每年10萬人次「永續旅行」綠色體驗 
 
目標三：增加至少100棟綠色智慧建築 
 
目標四：增設至少10處社區綠色能源中心 
 
目標五：增加10%資源循環再利用 



大區域交通-福建、台灣與馬祖 

  潛在大陸客源市場  

周邊省份 

福州 

馬祖 

二小時高鐵圈 

一小時船 

散客、小團體 

浙江 

安徽 

湖南 
江西 

廣州 
深圳 

馬祖 

香港 



夏威夷2050永續發展計畫 Hawaii 2050 Sustainability Plan 
 

-2005年為確保夏威夷州能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當年通過第8號法案，建立了一個「夏威夷2050永續特

別工作小組」，擬定「夏威夷2050永續發展計畫」。 

 Goal 1 :永續生活就是夏威夷的日常生活。 

 Goal 2 :全球而多樣的經濟活動使我們能在夏威     

                  夷有意義地生活、工作與玩樂。 

 Goal 3 :我們以負責任且尊重的態度使用自然資 

                  源，替我們的下一代留下珍貴的資產。 

 Goal 4 :社區將會強壯、健康、活躍與可培力的， 

                  它會提供社會安全網給所有需要的人。 

 Goal 5 :我們的毛利文化與小島價值是蓬勃發展 

                  且永續存在的。 

http://www.oahumpo.org/wp-
content/uploads/2013/02/Hawaii2050_Plan_FINAL.pdf 

http://www.oahumpo.org/wp-content/uploads/2013/02/Hawaii2050_Plan_FINAL.pdf
http://www.oahumpo.org/wp-content/uploads/2013/02/Hawaii2050_Plan_FINAL.pdf
http://www.oahumpo.org/wp-content/uploads/2013/02/Hawaii2050_Plan_FINAL.pdf


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  ─ 透過大海與亞洲相連 
 

-每三年舉辦一次，首次舉辦為2010年，第2屆於2013年舉辦，第3屆於2016年舉辦。 

-現今諸島隨著高齡化、人口過稀而漸失活力。藉由藝術祭構築島內居民與世界各地來訪者交流的橋樑並為

其注入活力，目標成為世界各地的「希望之海」。 

 希望藉由藝術的力量帶來「美好生活」。 

 希望讓老人家重拾臉上的笑容。 

 呼應上岸的人建造、參與不同村落的歷史過程。 

 以「海洋赋權」為核心表達對地方和水的感謝

與愛的心情，同時有人類跨越國境的希望。 



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  ─ 藝術的作用，往飲食擴散 
 

-每三年舉辦一次，首次舉辦為2010年，第2屆於2013年舉辦，第3屆於2016年舉辦。 

-現今諸島隨著高齡化、人口過稀而漸失活力。藉由藝術祭構築島內居民與世界各地來訪者交流的橋樑並為

其注入活力，目標成為世界各地的「希望之海」。 

@豐島『島廚房』 

料理最能表現出當地特色 

以造訪的觀光客可以吃到當地的料理為目標 



23 

各鄉定位： 

南竿： 
1.馬祖地區政經文教中心 
2.台馬海空交通轉運節點 
3.馬祖創新產業園區 
4.馬祖酒文化中心 

東引： 
1.海釣休閒與戰地特色的渡假基地 
2.扼守台海最前線的國防重地 
3.世界級的地質地景公園 

北竿： 
1.兩岸定港直航下的交通轉運中樞 
2.推動社區參與及聚落保存下的文化列島 
3.國際史前文化考古基地 
4.海洋試驗研發基地 

莒光： 
1.強調生態復育的示範中心 
2.生產無汙染水產漁業基地 
3.里山與慢城示範區域 
4.海上遊憩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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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鄉預計計畫： 

南北竿大橋─南竿銜接點 

福澳產業園區 
     ─酒廠擴廠 

中正堂藝術展演劇場 

城鎮之心 

津沙酒文化園區 

清水畜牧研究中心 

珠螺大橋 

衛福局大樓擴建 

新建連江縣棒壘球場 

新建連江縣樂活多功能體育館 

中正國中小 
教學大樓 
整建工程 

仁愛國小禮堂整建工程 

更新南竿游泳池設施暨環境 

梅石加油站地下油槽及加油設施擴建工程 

觀賞藍眼淚平台興建 



觀賞藍眼淚平台興建 

后澳南營區（1.87公頃） 

港口南營區（0.03公頃） 

津沙營區（0.75公頃） 

山隴尖營區（0.37公頃） 

中隴營區（1.12公頃） 

聚英營區（1.28公頃） 

福澳頂營區（4.18公頃） 

梅石茶室營區（0.52公頃） 

仁愛東營區（1.18公頃） 

津沙東營區（0.01公頃） 

南竿鄉釋放營區：社區綠色能源中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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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竿鄉預定計畫： 

南北竿大橋─北竿銜接點 

大坵大橋 

北竿運動場地坪改建人工草坪 

中山國中教學大樓整建工程 

中山國中禮堂整建工程 

改建北竿鄉體育館設施環境 

大坵島梅花鹿生態園區管理計畫 

開放高登、亮島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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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竿鄉釋放營區：社區綠色能源中心的可能性 

坂里東據點（0.43公頃） 

坂里東營區（0.85公頃） 

成功北營區（0.25公頃） 

上村北營區（0.67公頃） 

塘岐西營區（0.23公頃） 

塘岐營區（0.1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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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光鄉預定計畫： 

新建莒光鄉室內體育館 

新設西莒漁港加油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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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光鄉釋放營區：社區綠色能源中心的可能性 

莒光北營區（1.69公頃） 

精誠東營區（0.58公頃） 

猛沃北哨所（0.18公頃） 

東莒自強北哨所（0.79公頃） 

中央南營區（0.07公頃） 

青帆北營區（0.004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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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引鄉預定計畫： 

改建東引鄉體育館設施環境 

東引交通船補助購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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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引鄉釋放營區：社區綠色能源中心的可能性 

勝義營區（0.22公頃） 

志清北營區（0.19公頃） 

勝信營區（0.95公頃） 



連江縣第五期(108-111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

案暨十二年(108-119年)縣政發展計畫 

承辦單位：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開會時間：民國106年12月04日 

大家來提議! 
還想要什麼計劃能落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