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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五、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 

一、 計畫緣起 

（一） 依據 

1. 為有效發揮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觀光次類別經費之投資效

益，強化具體投資成果，延續「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

（105-108年）」（行政院104年5月21日院臺交字第1040025620

號函核定）建設成果，並以(1)國際觀光重要景點建設、(2)國

內觀光重要景點建設、(3)經營管理維護等投資重點與優先順

序，研擬「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9-112年）」。 

2.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07年2月22日院臺交字第1070004260號

函，有關各國家風景區財務計畫應回歸各期「重要觀光景點

建設中程計畫」檢討之意旨辦理。 

3. 依據行政院103年10月15日院臺交字第1030058303號函核定

「日月潭等6處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暨財務計畫」（包含日月

潭、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北海岸及觀音山、阿里山、參山、

雲嘉南濱海）之意旨辦理。 

（二） 未來環境預測 

1. 整體環境預測 

1-1.國人旅遊容易有一窩蜂朝聖現象，遊客過度集中於熱門景

點，瞬間大量的旅遊需求，造成服務設施不足，承載量超

載。 

1-2.為求快速吸引遊客或地方觀光發展需求，往往造成仿效著

名景點設施，且無考量後續周邊配套措施，缺乏營造具獨

特性、唯一性、話題性且能突顯特色之遊憩亮點。 

1-3.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皆屬山區，遊客人次易受天候及聯外交

通等不確定因素影響，鑒於全球氣候變遷，天候變異甚大

且難以預測，考量為維持遊憩品質，應逐步加強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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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遊客分流等措施。 

1-4.在國內旅遊市場規模有限、高齡化、少子化以及國際來臺

遊客消長的趨勢下，開拓新旅客客源、提供無障礙通用設

計旅遊環境，以及銀髮樂齡遊程、部落觀光、在地深度小

旅行等多元旅遊服務，已成為重要課題。 

1-5.觀光科技資訊應用方興未艾，智慧觀光不再只是單純的提

供資訊讓旅客知曉，而是要從遊前、遊中、旅後所有資訊

串通來重新詮釋，以概念科技深化旅遊體驗，藉分享推動

觀光新向。 

1-6.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大多屬山林風貌，加上道路提供之服務

量有限，遊客量已穩定之情形，遊憩安全、旅遊品質、環

境清潔整備、交通接駁及行銷推廣之整體規劃，需朝提供

更優質服務品質之方向前進，以促進當地產業發展，進而

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 

1-7.依據106年國家風景區遊憩據點分析，遊客前往阿里山國家

風景區主要集中在臺18線沿線的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及奮起

湖為主要遊憩據點，全年分別吸引101.6萬及88.5萬人次。

為考量國家風景區的實質發展定位，需調整定位臺18線為

大眾旅遊市場、鄒族及西北廊道為原民、生態、深度體驗

之限量管制小眾旅遊市場。 

2. 轄內遊憩需求預測 

2-1.遊客人次：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全區年遊客量推估至112年約

365萬人次，與106年遊客量約為339萬人次相較，成長約

7%，考量本風景區皆位於山區，遊客人次易受天候及聯外

交通等不確定因素影響，鑒於全球氣候變遷，天候變異甚

大且難以預測，且考量為維持遊憩品質，將逐步加強總量

管制及遊客分流等措施，爰保守估計目標值。另預計採用

更精準之方式推估人數，爰採用預估較保守之人次，人數

成長亦採保守估計。而相關公共設施服務將在「質」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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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予以提升為發展目標，依全區整體發展規劃，進行計畫

性地分期分年建設改善。 

2-2.住宿設施：合法旅館為20家（917間房間數），合法民宿為

145家（487間），共計165家（1,304間），將持續與旅宿業

者合作推廣提供友善之旅宿空間。 

2-3.觀光服務設施 

2-3-1.停車設施：經管停車場數於觸口遊客中心、牛埔仔遊

憩區、龍美轉運站、瑞太資訊站、圓潭自然生態園

區、文峰遊客中心、太平雲梯遊客中心等合計7處，全

區各處停車位設施共65處，除改善現有停車空間、提

供無障礙及孕婦兒童停車位外，將持續推行「台灣好

行」等大眾運輸，並依旅遊需求綜合考量設置停車

場。 

2-3-2.步道設施：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轄管步道設施計

106條，持續改善步道相關遊憩設施，優化步道串聯景

點，延長遊客停留時間。 

（三） 問題評析 

1. 區域觀光發展不均，臺18線遊憩系統遊客過度集中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內遊客分布，多集中在臺18線沿線的阿里

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及奮起湖（106年遊客量分占全區遊客量

52%、32%），造成該二景點之道路交通、服務設施與環境承

載等遊憩壓力過重，為有效引導遊客分流至周邊遊憩區，延

長遊客停留時間，應盤點及開發周邊遊憩區觀光資源特色，

研擬可發展之觀光遊憩主題。 

2. 受大陸政策影響，阿里山國家風景區陸客急凍減 

依據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陸客人次統計，104年到訪阿里

山國家風景區之陸客為390萬人次，逐年遞減至106年為3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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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平均每年減少約25萬人，主要係受大陸對臺限縮政策

影響。而依交通部觀光局針對來臺旅客統計資料顯示，105年

及106年上半年來臺陸客呈現負成長外，其他各主要市場均呈

現正成長，尤其以韓國及新南向市場成長最為明顯。鑑此，

管理處應持續提升服務品質、營造優質旅遊環境，以提高來

臺旅客消費意願。 

3. 觀光經營模式固定缺乏創新，應建構觀光商品品牌價值 

目前阿里山觀光經營模式仍以傳統觀賞自然風景、原住民表

演及登山健行為主，較少著力於品牌特色經營及深度主題體

驗活動，應投入公共設施或輔導計畫，藉由觀光資源整合，

形塑觀光氛圍營造，深化旅遊內涵，提升觀光遊憩魅力。 

4. 風景區經營成本遞增，政府財政短絀，需回收外部效益 

為使社會資源運用符合公平與效率原則，於發展成熟度較高

或遊憩壓力較大服務據點，導入使用者付費概念，可提高公

共建設自償率，增加設施維護的財源收入，讓資源配置更有

效率。 

（四） 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1. 在社會參與面上，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舉辦用地取得、

建設工程之公聽會及說明會，參採民眾對觀光建設之需求意

見；利用首長信箱、申訴專線、遊客滿意度調查，蒐集遊客

意見，作為經營改善之參考；透過觀光推廣活動、媒體及社

群網站，有效宣導施政措施，以促進社會參與觀光發展業

務。 

2. 在政策溝通上，配合嘉義縣政府召開「嘉義縣觀光發展聯繫

會報」、成立轄內「鄒族文化與觀光發展資源共同管理會」

及「社區理事長會議」，為取得在地民眾之參與及認同感，

推動重要觀光整體發展規劃時，以座談會或說明會之形式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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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在地民眾之意見，並邀請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等地方意見

領袖參加，與社區、部落建立良好互動及溝通管道，凝聚觀

光產業發展共識。 

二、 計畫目標 

（一） 目標說明 

1. 發展目標：以「精緻、深度、小眾」旅遊作為觀光發展主

軸，維護轄內自然和文化資源，結合轄內社區及產業資源，

建立永續觀光發展。 

2. 發展創新旅遊主題之在地特色亮點：深入各社區，廣交朋友

傾聽各方意見，奠基於既有觀光遊憩設施，發掘在地觀光特

色，強化跨域加值與產業輔導，提出創新旅遊主題，打造在

地特色亮點，推廣體驗觀光，由部落達人帶領導覽部落文

化、體驗鄒族舞樂、獵人射箭、原住民風味餐、搗麻糬、竹

筒飯、吹鳥笛及農事體驗等活動，期與在地產業夥伴共同經

營，擴大旅遊點、線、面之串聯，一起努力促成「遊客滿

意、產業獲利」，並提升風景區服務品質達國際級。重點主

題包含：自行車旅遊（臺18線遊憩系統）、生態及低碳旅遊

（西北廊道遊憩系統）、原鄉旅遊（鄒族文化遊憩系統）等。 

3. 結合小鎮旅遊推動地方觀光：2019小鎮漫遊年40個經典小鎮

位於本國家風景區境內為嘉義縣梅山鄉，後續將持續配合小

鎮100推動方向，整合跨部會資源，營造在地特色旅遊體驗環

境，共同推動地方觀光。 

4. 智慧觀光與智慧化管理：智慧科技產業的發展，將積極推動

觀光服務與資訊科技(ICT) 的整合運用，掌握雲端科技巨量

資料(Big Data)分析功能，社群媒 體(Social Media) 與行

動(Mobile)科技發展趨勢，以整合推動各項智慧觀光服務，

希望提供旅客旅行前、中、後之無縫隙友善旅遊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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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遊客量及觀光產值成長：提升旅遊軟硬體服務品質，加強特

色節慶活動，運用網路、社群及多媒體推廣行銷，遊客人數

由108年345萬人次提升至112年375萬人次，觀光產值由108年

63.3億元提升至112年68.89億元。 

（二） 達成目標之限制 

1. 觀光發展管理事權及觀念待整合：景點開發建設事涉眾多公

部門單位，需持續透過溝通協調機制，統合相關單位之權責

分工與合作。 

2. 原住民地區開發限制：部分景點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

族基本法公布實施後，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

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均應諮詢並

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復區內原住民族自主意志高，進

而影響相關用地取得及開發。 

3. 設施用地開發限制：部分土地位處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或

水源水質保護區，觀光設施開發受限，地用變更耗時費力，

延緩觀光建設期程。 

4. 自然地理環境限制：部分景點常因天候不佳造成聯外交通中

斷、或因聯外道路路幅狹小、易因天災坍塌，致影響遊客前

往，或因地區水源不足、缺乏污水處理設施等，致觀光發展

受限。 

 

 

 

 

 

 

 

 

 



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9-112年） 

 

154 

 

貳-

五
、
阿
里
山
國
家
風
景
區
建
設
計
畫 

（三） 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項

目 
績效指標 

衡量基準 

（目標值） 
預期目標值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 
重要觀光景點建

設完成數（處） 
4 5 5 4 4 

2 

參訪國家風景區

遊 客 人 數 （ 萬

人）  

345 351 359 367 375 

3 
觀 光 產 值 （ 億

元） 
63.3 64.48 65.95 67.42 68.89 

4 
通用化設施完成

數（處） 
1 1 1 1 1 

備註： 

1. 108年「衡量基準（目標值）」係依行政院核定「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

計畫（105-108年）」之預期目標值填報。 

2. 參訪遊客人數：依據「106年國家風景區遊客調查報告」加總所有據點

之人數推估，109-112年成長率為4%。 

3. 觀光產值：以各年度之遊客人數*每人每日平均消費新臺幣1,371元*停留

天數1.34天推估，109-112年成長率為6%。（依據「106年國家風景區遊

客滿意度調查報告」，在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每人每日平均消費為新臺

幣1,371元，平均旅遊天數為1.34天） 

4. 107、108年遊客人數及觀光產值目標值大幅下修，係受大陸對臺限縮政

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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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 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5-108年）（截至107年12月） 

1. 預算執行情形（單位：億元） 

計畫名稱 

總累計 

編列數

（A） 

總累計 

實支數

（B） 

支用比 

（B/A）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 10.396 10.396 100% 

備註： 

1. 「總累計編列數（A）」為105年1月至107年12月累計預定可支用數。 

2. 「總累計實支數（B）」為105年1月至107年12月累計實支數。 

2. 重要執行成果 

2-1.國際觀光重要景點建設 

2-1-1.臺18線遊憩系統：完成觸口行政周邊排水及服務設施

補強、公田隙頂周邊遊憩服務設施興建、觸口及牛埔

仔園區設施改善、臺18線浪漫意象及二延平步道至隙

頂之星入口步道銜接、公興生態園區停車場、公興龍

美地區步道及遊憩服務設施工程、石棹休憩涼亭步道

及廁所修復、頂石棹民宿區旅遊環境改善、光華賞螢

區遊憩步道串聯及整建等工程，形塑阿里山入口意象

及延長旅遊廊道。 

2-2.國內觀光重要景點建設 

2-2-1.鄒族文化遊憩系統：完成里佳部落周邊設施改善工

程、新美獵人營及茶山社區旅遊環境改善、達邦及特

富野地區遊憩服務設施工程、里佳部落周邊設施改

善、樂野及山美地區旅遊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形塑鄒

族部落特色原鄉風貌。 

2-2-2.西北廊道遊憩系統：完成龍眼入口意象及環境整理、

太平雲梯主體及遊客中心、太平雲梯入口景觀區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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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圓潭生態園區無障礙步道工程、竹坑溪步道設

施修復及遊憩服務設施改善、豐山地區遊憩據點改

善、太和地區步道系統、瑞里周邊遊憩服務設施等改

善工程，串連西北廊道旅遊景點。 

2-3.經營管理及行銷推廣 

2-3-1.經營管理：執行清淨家園環境整潔美化、春節暨櫻花

季交通疏運計畫、緊急應變災害防救、安全指牌示設

置、無障礙設施設置、設施巡查維護、環境清潔管

理、景點設施出租認養、轄區指牌示改善、物價稽

查、植栽綠美化及撫育、特色花卉景觀營造、優質人

性化公廁改善等經營管理工作。 

2-3-2.行銷推廣：辦理阿里山新印象-日出印象音樂會、與螢

共舞、神木下婚禮、阿里山夏季草原音樂會、阿里山

四季茶會等年度觀光活動；辦理部落觀光成果發表

會、部落鄒年慶、阿里山春季茶會、西北廊道太平周

邊四村遊程、鄒族婚禮體驗遊程及六大主題遊程等行

銷推廣活動、國際螢火蟲季之協辦、台灣部落嘉年

華、揪 eye 阿里山攝影比賽、套裝遊程規劃行銷，執

行六大主題達人、民宿及餐飲業者、導覽人員、志工

甄選等輔導培訓工作，以及摺頁、導覽手冊、影音光

碟等文宣品編印。 



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9-112年） 

 

157 

 

貳-

五
、
阿
里
山
國
家
風
景
區
建
設
計
畫 

四、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 

以「精緻、深度、小眾」旅遊作為觀光發展主軸，本計畫依

各遊憩區發展潛力，劃分為國際觀光重要景點建設、國內觀

光重要景點建設2項進行規劃建設。 

1. 國際觀光景點建設 

1-1.臺18線遊憩系統：辦理觸口、隙頂（公田-巃頭）、奮起湖、

石棹（光華）等遊憩區及公興龍美、頂湖生態園區特色景觀

及遊憩服務設施之營造及品質提升，並建構優質的觀光產

業，推動經典體驗遊程，延長遊客駐留時間（自行車旅

遊）。 

2. 國內觀光景點建設 

2-1.鄒族文化遊憩系統：辦理南三村（山美、新美、茶山）及北

四村（達邦、特富野、里佳、樂野）部落特色風貌營造、周

邊遊憩設施與景觀改善，以推廣鄒族部落之原住民文化與生

活體驗等多元遊程（原鄉旅遊）。 

2-2.西北廊道遊憩系統：辦理太平（碧湖、龍眼）、豐山（太

和、來吉）、瑞里、太興、瑞峰、文峰（金獅、仁壽）等遊

憩區及圓潭生態園區特色景觀及遊憩服務設施之營造及品質

提升，並建構優質的觀光產業，推動體驗遊程（生態及低碳

旅遊）。 

3. 國家風景區經營管理 

3-1.用地取得：辦理各遊憩景點、設施開發建設用地取得相關作

業。 

3-2.先期規劃設計：辦理觀光資源調查及遊憩景點先期規劃設

計。 

3-3.旅遊服務系統：辦理阿里山旅遊線周邊遊憩設施、導覽解說

及道路指標牌示等建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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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環境維護及設施維持：以6S 管理理念（整理、整頓、清

潔、清掃、素養、安全），辦理主要道路及遊憩景點之環境

清潔維護與全區遊憩設施維持工作。 

3.5.全區災害復舊及一般零星工程：辦理全區遊憩景點災害修復

及一般零星工程。 

4. 經營管理及行銷推廣 

4-1.經營管理：辦理遊客安全管理、緊急應變災害防救、環境清

潔維護、設施巡查維護、社區經營管理機制、旅遊旺季交通

疏運、遊客接駁服務、觀光資源保育等工作。 

4-2.行銷推廣：阿里山新印象推動觀光資訊服務平臺升級，提供

友善操作介面之自適應(RWD)網站，辦理年度觀光活動如日

出印象音樂會、與螢共舞、四季茶會、神木下婚禮，協助部

落觀光節慶活動，規劃多元套裝遊程、產業輔導培訓及文宣

品編印等工作。 

5. 提升觀光建設自償性 

5-1.設施出租：強化既有設施，增加遊客使用率，以擴大據點設

施出租收益，如據點賣店出租。 

5-2.使用者付費：規劃封閉園區或動線之景點、停車場等收取清

潔維護費，如太平雲梯、圓潭自然生態園區、觸口遊客中心

等景點停車場。 

5-3.促參：推動促參專案計畫，如牛埔仔旅遊服務設施、瑞太遊

客服務設施 OT案。 

5-4.跨域合作：與土地所有權單位合作共同開發，結合部落、社

區、業者發展主題旅遊產品、紀念品或廣告、logo 授權。 

（二） 分期（年）執行策略 

1. 109年 

1-1.國際觀光重要景點：臺18線遊憩系統（觸口、石棹遊憩區及

公興龍美生態園區遊憩服務設施之營造及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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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國內觀光重要景點：鄒族文化遊憩系統（南三村及北四村周

邊遊憩設施之營造及品質提升）、西北廊道遊憩系統（太

平、豐山、太興、來吉遊憩區及圓潭生態園區遊憩服務設施

之營造及品質提升，包含來吉文化廣場落成（年度亮點））。 

2. 110年 

2-1.國際觀光重要景點：臺18線遊憩系統（觸口、隙頂遊憩區及

公興龍美生態園區遊憩服務設施之營造及品質提升）。 

2-2.國內觀光重要景點：鄒族文化遊憩系統（南三村及北四村周

邊遊憩設施之營造及品質提升，包含茶山管理站落成（年度

亮點））、西北廊道遊憩系統（瑞里、瑞峰、太和遊憩區及觀

音瀑布遊憩區周邊遊憩設施）。 

3. 111年 

3-1.國際觀光重要景點：臺18線遊憩系統（石棹、奮起湖及頂湖

生態園區周邊遊憩設施之營造及品質提升）。 

3-2.國內觀光重要景點：鄒族文化遊憩系統（南三村及北四村周

邊遊憩設施之營造及品質提升）、西北廊道遊憩系統（仁

壽、金獅、文峰遊憩區周邊遊憩設施，包含圓潭生態園區啟

用（年度亮點））。 

4. 112年 

4-1.國際觀光重要景點：臺18線遊憩系統（石棹、奮起湖遊憩區

及公興龍美頂湖生態園區遊憩服務設施之營造及品質提升，

包含土匪山生態園區啟用（年度亮點））。 

4-2.國內觀光重要景點：鄒族文化遊憩系統（南三村、北四村周

邊遊憩設施之營造及品質提升）、西北廊道遊憩系統（太

平、文峰、瑞里遊憩區周邊遊憩設施）。 

（三） 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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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精緻、深度、小眾」旅遊為中心思想，構思「生

態、原民、浪漫、茶、咖啡、鐵道」六大主題遊程，與在地

產業夥伴共同經營，讓在地居民以從事觀光產業為榮，一起

努力促成「遊客滿意、產業獲利」。執行步驟與分工如下： 

1. 觀光資源盤點：持續盤點及彙整當地自然生態景觀、地方人

文、情境氛圍與特色產業等觀光各面向資源。 

2. 產業深耕：深入各社區，廣交朋友傾聽各方意見，深掘在地特

色產業，尋找合作產業夥伴，在協助硬體設施同時，將先行評

估在地團體之經營能力，並以在地居民理念為發展主軸使產業

深耕。 

3. 在地優先、自主營運：優先委由在地團體負責經營，培養在

地自主經營管理之能力。 

4. 永續經營：透過業者在地陪伴及輔導、體驗環境風格形塑及改

造、軟硬體設施興建及改善，提升地方觀光產業環境與服務品

質，並與遊客旅遊動線搭配，將避免零星分散，多著墨於行銷

推廣面，培植在地觀光產業人才，使青年返鄉深根經營，讓旅

客瞭解森林遊樂區之外的景點及特色，讓在地產業自主營運並

永續發展。 

五、 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 計畫期程 

  自109年1月至112年12月止。 

（二） 所需資源說明 

  本計畫乃在於均衡區域觀光之發展，打造具國際吸引力

景點，強化國內觀光景點遊憩設施服務機能，仍需挹注經費

以維護整體環境品質，藉以吸引國際觀光客來臺旅遊，促進

國人國內深度旅遊，並營造友善民間投資環境，造就地方產

業共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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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1. 經費來源：以逐年編列中央公務預算及觀光發展基金辦理 

2. 計算基準：本計畫經費係參照營建物價、土地公告現值、近

年相當規模之工程發包金額及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8

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計算。本計畫109至

112年度所需總經費計新臺幣14.4億元，109年至112年各年度

皆為3.6億元，資本門計11.52億元，經常門計2.88億元，經資

比為1：4。 

（四） 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本計畫4年總經費須由為14.4億元，經費需求（含分年經

費）係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相符，分年投資重點及經費需求

如下： 
         單位：億元 

經

資

門 

投資重點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合計 工作內容 

資

本

門 
1.土地取得 0.05 0.05 0.05 0.05 0.20 

 

2.公共建設及設施 2.83 2.83 2.83 2.83 11.32  

（1）先期規劃設計 0.10 0.10 0.10 0.10 0.4 
辦理工程先期規劃設計

及整體觀光發展計畫。 

（2）國際觀光重要

景點 
0.82215 0.82215 0.82215 0.82215 3.2886 

辦理轄區重要景點建

設。 

臺18線遊憩系統 0.82215 0.82215 0.82215 0.82215 3.2886 

觸口、隙頂（公田 -巃

頭）、奮起湖、石棹

（光華）等遊憩區及公

興龍美、頂湖生態園區

特色景觀及遊憩服務設

施之營造及品質提升。 

（3）國內觀光重要

景點 
1.512 1.512 1.512 1.512 6.048 

辦理轄區重要景點建

設。 

鄒族文化遊憩系

統 
0.68985 0.68985 0.68985 0.68985 2.7594 

南三村（山美、新美、

茶山）及北四村（達

邦、特富野、里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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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資

門 

投資重點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合計 工作內容 

野）部落特色風貌營

造、周邊遊憩設施與景

觀改善。 

西北廊道遊憩系

統 
0.82215 0.82215 0.82215 0.82215 3.2886 

太平（碧湖、龍眼）、

豐山（太和、來吉）、

瑞里、太興、瑞峰、文

峰（金獅、仁壽）等遊

憩區及圓潭生態園區特

色景觀及遊憩服務設施

之營造及品質提升。 

（4）環境及設施整

修 
0.39585 0.39585 0.39585 0.39585 1.5834 

旅遊服務系統、環境維

護及設施維持、全區災

害復舊及一般零星工程 

旅遊服務系統 0.04585 0.04585 0.04585 0.04585 0.1834  

環境維護及設施

維持 
0.20 0.20 0.20 0.20 0.8  

全區災害復舊及

一般零星工程 
0.15 0.15 0.15 0.15 0.6  

資本門合計 2.88 2.88 2.88 2.88 11.52  

經

常

門 

1.綠美化養護及設

施零星修護 
0.72 0.72 0.72 0.72 2.88 

植栽養護、零星修繕、

各據點建物公共安全及

消防檢測。 經常門合計  0.72   0.72   0.72   0.72    2.88  

經資門合計 3.60 3.60 3.60 3.60 14.40  

 

六、 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 以通用設計及友善環境的理念，強化觀光環境的改善及服務

設施品質的提升，營造創新主題式深度旅遊景點，帶動地方

景點國際化，提升遊憩體驗及品質，朝向全齡化旅遊環境為

目標。 

（二） 以活動帶動觀光發展，促進區域整合與創新，完善遊憩廊

帶，產業永續發展。 

以活動引導觀光發展，透過多元觀光資源之整合與歸納，以

創新、創意活動與行銷進行推廣，結合在地山城、特色小鎮

等觀光亮點，並連結周邊遊憩系統及軟硬體品質整備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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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帶動區域觀光產業效益，活絡在地產業並繁榮地方經

濟，帶動觀光產值266.74億元（以4年遊客人數目標值1,452

萬人次*每人每日平均消費新臺幣 1,371元*停留天數1.34天

估算）。 

（三） 強化公私夥伴關係，提升臺灣觀光發展競爭力。 

賡續盤點及彙整轄區觀光資源，深掘在地特色產業及新興發

展潛力點，朝發展「精緻、深度、小眾」的多元旅遊模

式，讓在地居民以從事觀光產業為榮，吸引創意人才回流

與聚集，傳承地方觀光文化與事業，促使地方觀光朝向永續

發展，一起努力促成「遊客滿意、產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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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財務計畫 

（一） 觀光建設投資與經營成本預估 

單位：千元 

     年度 

 

分區及分類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建

設

投

資 

臺18線遊憩

系統 
122,180 52,362 86,000 84,000 76,500 90,000 82,215 82,215 82,215 82,215 

鄒族文化遊

憩系統 
29,950 11,924 50,000 60,000 75,000 50,000 68,985 68,985 68,985 68,985 

西北廊道遊

憩系統 
93,322 106,444 90,000 121,444 85,000 100,000 82,215 82,215 82,215 82,215 

國家風景區經營

管理費用 
82,448 43,350 80,000 124,556 107,077 83,200 126,585 126,585 126,585 126,585 

合計 327,900 214,080 306,000 390,000 343,577 323,200 360,000 360,000 360,000 360,000 

     年度 

 

分區及分類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建

設

投

資 

臺18線遊憩

系統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鄒族文化遊

憩系統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西北廊道遊

憩系統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國家風景區經營

管理費用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65,000 

合計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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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收益 

收益類型 項目 

土地出租 
轄管之土地，配合電力、自來水、電信等公共事業管線佈設使用，土地出租20

年收入約新臺幣105.7萬元。 

既有服務
設施出租 

以既有服務設施出租約10件，20年租金收入約4,349.5萬元： 

1. 觸口遊客中心賣店出租：1,425.5 萬元。 

2. 奮起湖文史陳列室賣店出租：172.7 萬元。 

3. 文峰遊客中心賣店出租：996.9 萬元。 

4. 圓潭自然生態園區賣店出租：165.6 萬元。 

5. 豐山石盤谷賣店出租：17.1 萬元。 

6. 瑞太資訊站出租：82.5 萬元。 

7. 石棹資訊站賣店出租：15.3 萬元。 

8. 來吉管制哨賣店出租：53.8 萬元。 

9. 牛埔仔遊客中心賣店出租：1,087.9 萬元。 

10. 光華賞螢步道租借：4.8 萬元。 

11. 太平雲梯遊憩服務區：初期（106-107 年）分別以太平遊客中心賣店出

租、太平雲梯門票及停車場委託收費等方式辦理，後續將以整體出租辦

理，20 年收入約 3 億 5,900 萬元。 

規劃新增
收益機制 

環境教育中心研習費：透過環境教育研習課程開發與環教講師（志工）帶領，

推廣阿里山國家風景區之環境教育及永續生態發展，收取參加人員之活動研習

費，20年收入約388.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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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計畫年期分年收益如下： 

單位：千元 

        年度 
收益項目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一、土地出租 0  14  26 60  40  58  58.2  60  60  60  

(一) 牛埔仔電塔土地租金 -    7  6  6  5.7  5.7  6  6  6  

(二) 牛埔仔自來水配管土地

租金 
- 14  19  18  -  18.3  18.3  18  18  18  

(三) 公田基地臺土地租金 - - - 36  34  34.2  34.2  36  36  36  

二、服務設施出租 841  1,002  1,859  18,890  44,855  15,758  15,945  9,631  7,631  7,631  

(一) 觸口遊客中心賣店出租 652  750  756  988  254  592.8  714.3  720  720  720  

(二) 奮起湖文史陳列室賣店

出租 
83  83  87  47  120 81.7  60  87  87  87  

(三) 文峰遊客中心賣店出租 46  46  99  113  6 39.9  48  48  48  48  

(四) 圓潭自然生態園區賣店

出租 
60  76  160  82  82 81.7  80  80  80  80  

(五) 豐山石盤谷賣店出租 - 9  10  9  9 8.55  9.6  9  9  9  

(六) 瑞太資訊站出租 - - - - - 104.5  104.5  48  48  48  

(七) 石棹資訊站賣店出租 - 9  0  9  9 0  9.2  9  9  9  

(八) 來吉管制哨賣店出租 - 29  0  30  77 28.5  60.3  30  30  30  

(九) 牛埔仔遊客中心賣店出

租 
- - 710  650  1,030 570  600  600  600  600  

(十) 光華賞螢步道租借 - - 37  - - - - - - - 

(十一) 樂野福山古道租借 - - - - 
               

9  
- 8.6 - - - 

(十二) 里佳資訊站二樓會議室 - - - - 
             

35  
- - - - - 

(十三)太平雲梯遊憩服務區 - - - 16,962  43,224 14,250 14,250 8,000 6,000 6,000 

1. 太平遊客中心賣店出租 - - - 16,270  1,174 - - - - - 

2. 太平雲梯門票收費 - - - 282  37,477 - - - - - 

3. 太平雲梯停車場收費 - - - 410  4,573 - - - - - 

4. 太平雲梯遊憩服務區委

外經營 
- - - - - 14,250 14,250 8,000 6,000 6,000 

三、規劃新增收益項目 0  0  90 136  46 475 475 160 170 180 

(一)環境教育中心研習費 - - 90 136 46 475 475 160 170 180 

(二) 其他（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備勤室管理及使用費） 

         

-    
        -            -            -          -          -            -            -            -            -    

合計 841  1,016  1,975  19,086  44,941  16,291 16,478  9,851  7,861  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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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年度 
收益項目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一、土地出租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1.牛埔仔電塔土地租金 6  6  6  6  6  6  6  6  6  6  

2.牛埔仔自來水配管土地租

金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3.公田基地臺土地租金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二、服務設施出租 12,631  16,631  20,631  24,631  28,631  33,631  39,631  45,631  52,631  60,631  

1.觸口遊客中心賣店出租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2.奮起湖文史陳列室賣店出

租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3.文峰遊客中心賣店出租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圓潭自然生態園區賣店出

租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5.豐山石盤谷賣店出租 9  9  9  9  9  9  9  9  9  9  

6.瑞太資訊站出租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7.石棹資訊站賣店出租 9  9  9  9  9  9  9  9  9  9  

8.來吉管制哨賣店出租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9.牛埔仔遊客中心賣店出租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10.光華賞螢步道租借 - - - - - - - - - - 

11.樂野福山古道租借 - - - - - - - - - - 

12. 里佳資訊站二樓會議室 - - - - - - - - - - 

13.太平雲梯遊憩服務區 11,000 15,000 19,000 23,000 27,000 32,000 38,000 44,000 51,000 59,000 

（1）太平遊客中心賣店出

租 
- - - - - - - - - - 

（2）太平雲梯門票收費 - - - - - - - - - - 

（3）太平雲梯停車場收費 - - - - - - - - - - 

（4）太平雲梯遊憩服務區

委外經營 
11,000 15,000 19,000 23,000 27,000 32,000 38,000 44,000 51,000 59,000 

三、規劃新增收益項目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1.環境教育中心研習費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其他（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備勤室管理及使用

費） 

            

-    

            

-    

            

-    

            

-    

            

-    

            

-    

            

-    

            

-    

            

-    

            

-    

合計 12,881  16,891  20,901  24,911  28,921  33,931  39,941  45,951  52,961  6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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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分析 

  預計未來20年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建設經營分年之現金流

量如下表，分別計算建設計畫投入與預期收益現值，計算結

果未來20年期間計畫投入現值為45億9,657萬元；而收益預估

現值為3億2,658萬元，整體計畫自償率為7.10%。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自償率分析表                                    

單位：千元 

項目/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建設計畫投資

預算 
327,900 214,080 306,000 390,000 343,577 323,200 360,000 360,000 360,000 360,000 250,000 

計畫收益預算 841 1,016 1,975 19,086 44,941 16,291 16,478 9,851 7,861 7,871 12,881 

收支比 0.26% 0.47% 0.65% 4.89% 13.08% 5.04% 4.58% 2.74% 2.18% 2.19% 5.15% 

項目/年度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合計 

建設計畫投資

預算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5,844,757 

計畫收益預算 16,891 20,901 24,911 28,921 33,931 39,941 45,951 52,961 60,971 464,471 

收支比 6.76% 8.36% 9.96% 11.57% 13.57% 15.98% 18.38% 21.18% 24.39% 7.95% 

建設計畫投資

現值 
$4,596,579（折現率2.88%） 

計畫收益現值 $326,583（折現率2.88%） 

計畫自償率 7.10% 

 

八、 附則 

（一） 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計畫推動過程將於年度先期計畫或作業計畫滾動檢討，

如遇特殊因素致部分執行成效無法如期達成，將滾動式修正

計畫內容；若遇經費拮拒，將檢討經費運用方式，改採優先

運用在國際觀光重要景點為主，國內觀光重要景點建設及風

景區經營管理費用為輔之策略，作為替代方案，以建立永續

觀光發展。 

（二） 風險管理 

  依據國家風景區之業務特性，進行風險項目辨識，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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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影響程度及發生機率之評量指標（如影響機關形象、產

業發展、財物損失、人員傷亡、民眾抱怨），並依風險容忍度

訂定風險標準與等級，據以辦理風險評估。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經風險評估結果，就超過風險

容忍度之高風險項目，找出對應之相關業務設計控制作業

（包括公共建設計畫、用地取得、景點興辦開發、工程施工

督導、旅遊意外事故、設施維護管理、活動遊客安全、資訊

安全、財產管理等控制作業），定期召開內部控制會議，執行

各項控制作業之檢討、評估與稽核，並持續檢視區內風險變

化，提出因應對策，以降低風險落實業務管控，以達成計畫

目標。 

（三） 相關機關配合事項 

1. 嘉義縣政府：觀光發展事宜、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許

可、國土復育、水利防洪、休閒農業、生態保護、交通設施

及相關證照之申請等。 

2.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觀光發展事

宜、建設用地林班解編、部分保安林解編，同意土地租用、

撥用及阿里山森林鐵路觀光推廣事宜等。 

3.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18線、縣道166及162甲線公路景觀維護

事宜。 

4.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保留地撥用、原住民地區共管協調

事宜等。 

5.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有地同意撥用或同意使用等。 

6. 內政部：建設用地之變更相關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