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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東勢林業文化園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 

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0年 9月 8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貳、 會議地點：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禮堂 

參、 主席：張處長弘毅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執行單位簡報規劃內容：略 

柒、 會議內容： 

一、 與會來賓意見表述摘要（依發言順序） 

(一) 在地居民 曹君言 

1. 建議增設約 1.5 公頃戶外儲木區及木材加工區，以利林木

利用產值提升及建立動態實境觀摩區域。 

2. 目前農委會林務局列舉之林下經濟技術規範項目太侷限，

建議研究開發及放寬適合之類型如山葵、養雞、苦茶樹、

咖啡樹等。 

3. 建議東勢林管處研擬以下三類課程培訓，例如：林下經濟

開發項目課程、木工木藝培訓課程、森林生態永續及林業

管理疏伐等課程。 

4. 建立山城地區大眾運輸轉運站，並建立豐原市區、谷關、

大雪山之旅遊大眾運輸系統，進一步結合搭配臺中市政府

各局處之相關施政計畫，如城鄉風貌總體改造計畫。 

5. 修理工廠旁原加油站一址，建議增設綠能充電站。 

6. 建議於修理工廠整修期間，納入地方農特產業產品、林業

運用等營運規劃及需求，並參與討論使用內容規畫。 

7. 園區後方（東南側）伯公山原單身宿舍區建議納入規劃，

或是提出運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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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地居民 陳國棟 

1. 建議木工教育必須從幼兒教育開始做起，從小教導有關

「森林永續經營」概念。 

2. 建議結合鄰近的「豐園北科大木創中心」，可透過增加廠商

的向心力、關注力，進一步借助廠商的力量協助這案子、

東勢地區重新發光。 

(三) 臺中市議員 冉齡軒（劉明忠特助代） 

1. 針對修理工廠之營運規劃，建議加入在地元素，尤其林/木

業文化產業等元素，以及舉辦假日市集，以推廣在地元素、

農作產品，進一步與在地結合。 

2. 建議彙整從事木工藝工作的無名英雄們之經驗、老照片、

工具等，並將東勢林業文化園區作為經驗傳承之據點。 

3. 建議東勢林管處協助培訓導覽人員，或是與社區大學合作

提供在地導覽解說培訓課程。 

4. 木育之推廣應從小扎根，可從幼兒園、國小開始教育，將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作為戶外教學的據點，藉此讓中小學生

認識自己的故鄉、東勢的故事，也是一個很好的文化教育。 

二、 主辦機關及規劃單位回覆 

1. 有關民眾提議在景觀綠地區設立儲木區乙事，因林務局內

希望林業文化園區以保留最大化的綠地為原則，所以本案

之開發量體規劃、轉運站功能開發、建設行為等亦秉持該

原則進行。有關民眾提出之相關建議，續將納入參考。 

2. 有關修理工廠的部分，東勢林管處都有邀請臺中市政府的

文資處委員參與討論，後續因應計畫也會將在地產業一併

納入討論及規劃，以續行執行。 

3. 後山區域的宿舍目前都處於殘破狀態，且周邊仍有墳墓都

仍待整理，另考慮後山區域與東勢林業文化園區間的串聯，

先前更是有廠商規劃纜車路線，所以目前希望先聚焦東勢

林業文化園區，至於後山部分則視經費調度再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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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貯木場辦公室除了預計販售餐飲服務之外，亦有規劃販售

在地農產品之區域，未來東勢林管處將協助接洽在地小農，

促成在地元素之合作。 

5. 有關民眾提議本案基地作為大眾運輸轉運站，目前本案已

規劃評估作為提供遊客從市區到大雪山、八仙山之轉運站

的需求，也有推估交通流量、大型運具等需求，續將評估

本案基地作為遊客中心暨轉運站之可行性。另民眾所提議

的山城地區綠能充電廊道，涉及更高層級、更廣域的綠能

充電網絡，故需與臺中市政府作進一步的討論。 

6. 針對木工藝及教育訓練的部分，東勢林管處會以錄案方式

處理。後續將於本案先期規劃階段將木工藝納入營運規劃

之需求，要求民間廠商說明如何加強木工教育活動的傳承。

另參照日本案例，他們對於木材教育相當重視，透過日常

生活的接觸及體驗，讓民眾逐漸熟捻木材與應用。而木材

不僅是一個再生能源，更是永續的工程。目前八仙山自然

教育中心已與廠商合作開發數十種木工藝DIY合作課程，

未來東勢管理處將視適當的內容放到本園區辦理，並繼續

強化木工藝課程。 

7. 有關導覽人員培訓的部分，目前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的導覽

人員以志工為主。而園區製材廠區智慧導覽企劃及建置所

推出 AR/VR 的部分，主要是受疫情之影響，以及試圖將

過往還原過去場景（如切片倉），而不是用以取代導覽解說。

在地導覽及培訓還是很重要的一塊，日後也將積極推動與

在地之間的聯繫，並進一步協助培訓，甚至從小扎根教育。

東勢林管處亦將協助將大雪山自然教育中心的內容延伸

至本案園區，更可以與教育局討論進一步合作。 

8. 東勢林管處 2年前出版的《翻轉吧大雪山》，除了針對大雪

山早其林業公司成立，也記錄耆老工作的記憶。有關民眾

提議在本案園區展示老照片、文化館，將納入參考。本案

園區預計在 11、12月有展覽，展出共分成三個區塊，其中

一個就是以前的開發史，將會展示出相關老照片。中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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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則是展示在地產業，如木藝工程等。東勢林管處希冀

透過特展形式，作為與社會、民眾溝通的一個起步。 

9. 林下經濟係林務局政策，目前東勢管理處已協助培訓約 20

位林農取得段木香菇認證，並持續協助養蜂、台灣金線連

等產業。另外也跟各位報告，目前林業試驗所針對山茶，

而東勢林管處委由中興大學研究開發土肉桂，後續將持續

發展林下經濟產業。 

10. 有關林業及永續教育的重要性，林務局近幾年引進並推動

里山倡議、森林療癒、FSC森林經營驗證標準等，並積極

推廣木育。30年前大家談及山林保育好像是一個主流，但

現在都進口木材，故林務局不得不面對木材生產的自給率，

也自 106年就開始思考國有材產業鏈之議題。前幾天嘉義

林管處已通過 FSC認證，這也是東勢林管處接下來準備要

執行的。如果要達到永續經營，就一定得要通過國際森林

認證，並進一步關懷在地動物、環境、社區、居民的需求。 

11. 臺灣這 30年對於保育樹林相當成功，但就永續利用而言，

還是要開始使用國產的木頭，並需要擬定出不同的策略。

如從小就使用木頭玩具，做一些木材教育，如果本案變成

一個木育的育成中心，將以前的產業，還有一些耆老都納

進來的話，不僅可以保留以前的木藝技術，如果真的成了

木育中心，除了可以造就不同的亮點外，對於東勢，對於

整個山城地區的發展也很有感。 

三、 專家學者建議 

1. 針對民眾提出本案基地作為中小學戶外教育場所之意見，

建議可進一步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的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認證。 

2. 本案以促參方式辦理，旨在引進民間經營理念，利於政府

財政靈活運用，但更重要的是利益共享及風險分攤。針對

促參案為廠商所帶來之收益，機關也會設置土地租金、權

利金收取機制，以維護及促進公共利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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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席結論 

有關今日公聽會與會來賓提供之意見，後續將納入評估並研擬

可行方案，感謝各位今日撥冗參與。 

捌、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