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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花東縱谷現況旅遊資源盤點 

延續花東縱谷整體旅遊發展政策，以深入瞭解花東縱谷觀光旅遊發展型態。

本章延續相關計畫，將從花東縱谷空間結構，以北、中、南各區系統，從景點空

間、活動時間、觀光活動、特色原住民部落、特色賣店或餐飲、溫泉資源、住宿

資源及遊憩服務據點分述說明。接續於第四章以國內外標竿案例進行比較，藉以

瞭解花東縱谷地區在深度旅遊缺乏要素及所面臨的課題。透過花東縱谷現況旅遊

資源盤點，以作為深度旅遊串聯資源之要素。 

3.1 花東縱谷空間結構與旅遊發展類型 

一、 花東縱谷空間結構 

花東縱谷南北狹長的地理特性，深度旅遊之發展應考量先天環境條件。在「花

東縱谷風景特定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98 年）」、「花東縱谷國

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105 年)」、「提昇為國際級風景旅遊景點計畫（草擬

中）(106 年)」等計畫指導下，將狹長的花東縱谷地區，由北而南依序規劃為北

區（鯉魚潭-光復系統）、中區（瑞穗-玉里系統）、南區（池上-鹿野系統）三大區

塊為核心，以分區發展結構，營造國際級友善觀光旅遊環境。 

表11 花東縱谷各發展系統 

主系統 次系統 涵蓋行政區範圍 

北區 

（鯉魚潭-光復系統） 

鯉魚潭 

次系統 

花蓮縣壽豐鄉 

壽豐-光復 

次系統 

花蓮縣秀林鄉、壽豐鄉、鳳林鄉、萬榮鄉、

光復鄉 

中區 

（瑞穗-玉里系統） 

瑞穗 

次系統 

花蓮縣瑞穗鄉 

玉里-富里 

次系統 

花蓮縣卓溪鄉、玉里鄉、富里鄉 

南區 

（池上-鹿野系統） 

池上-關山 

次系統 

台東縣池上鄉、關山鄉 

鹿野-延平 

次系統 

台東縣海端鄉、延平鄉 

卑南 

次系統 

台東縣卑南鄉。 

資料來源：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105 年、本研究整理 

在上位計畫指導下，考量花東縱谷地區特性與旅遊方式，針對不同族群應規

劃適合深度體驗旅遊，發展以自然生態、原住民部落、運動觀光為核心的旅遊服

務類型。期以建構國際級友善旅遊環境，體貼無障礙、銀髮族、兩性、幼童、穆

斯林等不同族群之需求差異，以通用設計、綠建築等概念建置友善旅遊服務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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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北區（鯉魚潭-光復系統）、中區（瑞穗-玉里系統）南區（池上-鹿野系

統）三大區塊為核心，盤點花東縱谷地區現況旅遊資訊。以現況旅遊環境、地區

主要特色活動、周邊觀光資源、遊玩型式等面向進行瞭解，以確實掌握核心課題。 

二、 以縱谷資源特色為核心之四大主題深度旅遊 

本計畫依據縱管處 2016 年規劃中之「2020 提昇為國際級風景旅遊景點」，

以縱谷自然與人文資源特色，分別規劃具有自然生態旅遊（大地探索）、部落旅

遊（原鄉山水）、雙鐵旅遊（網網相連）以及飛行體驗（自在遨翔）等旅遊活動

特色之遊程，配合各核心發展系統，形成區域特色遊程，由內而外、相互串聯，

兼具深度旅遊，同時結合地方產業、文化、休閒、運動等，發展為具國際化操作

的深度旅遊行程。 

（一） 自然生態旅遊（大地探索） 

花東縱谷位於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之間，由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

陸板塊擠壓形成。全區地勢大致由西側中央山脈向東太平洋傾斜，高度在

海拔 100 公尺以上的面積約占 91%，坡度 5%以上者亦達 89%。地形以沖

積平原為主，全區地勢大致由西側中央山脈向東太平洋傾斜，其內有許多

峽谷、瀑布、溫泉、曲流、河階、沖積扇、斷層及惡地等不同的地質地形，

景觀相當奇特。 

（二） 部落旅遊（原鄉山水） 

花東縱谷是台灣原住民文化最多元的國家風景區，包含阿美、太魯

閣、卑南、撒奇萊雅、賽德克及布農等 6 個族群，因此部落旅遊推廣將是

縱谷最具潛力之旅遊發展資源。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宣布 2017 年為

「國際永續旅遊年」，於 2016 年舉辦「2016 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選拔」

（2016 Green Destinations Top 100），花東縱谷區內部落「吉哈拉艾部落」

獲選「2016 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選拔」，顯示花東縱谷區內部落具發展旅

遊潛力。 

（三） 雙鐵旅遊（網網相連） 

曾有知名旅行作家，指出全台灣最棒的單車旅行聖地，非花東縱谷

莫屬。花東縱谷地區空氣清新和低度開發是整個縱谷區最大的特色，為先

天條件上的優勢，再者，9 大各樣式的自行車路線分佈各具獨特特色與景

致，短則半天，長則一週至半個月，長短難易具豐富彈性挑選，皆為來到

花東縱谷騎自行車的魅力所在。 

（四） 飛行體驗（自在遨翔） 

自 100 年舉辦第一屆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活動，創下極高媒體曝

光，並成功帶動熱氣球活動風潮。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每年為鹿野高

台、鹿野龍田等地區帶來百萬遊客人數。每年因國際熱氣球舉辦創造 10

億元產值效益。現為台灣最知名、人氣最高的熱氣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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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現況旅遊資源盤點 

一、 北區:鯉魚潭系統 

（一） 現況遊憩資源調查 

1. 區域旅客數量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月別統計」調

查，北區鯉魚潭系統 2016 年以鯉魚潭風景特定區遊客人次最高，總人次

達 166.65 萬人次，其次為花蓮觀光糖廠，總人次達 61.71 萬人次。以歷年

統計資料顯示，鯉魚潭風景特定區遊客人次逐年呈現成長，但其它主要觀

光遊憩據點卻呈現略為下降情況。北區鯉魚潭系統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

人次，詳附表 1 所示。 

2. 區內遊憩據點 

（1） 遊憩資源類型 

區內主要遊憩類型包括，環湖自行車道、兩潭自行車道、水上遊憩

資源、森林遊憩資源、原民文化、產業觀光、生態廊道、飛行運動、生態

濕地。 

（2） 代表性資源景點 

鯉魚潭風景特定區、池南森林遊樂區、慕谷慕魚生態步道、銅門地

區、展鈺苗圃落羽松、立川漁場、林田山林場、菸樓文化聚落、太巴塱部

落、壽豐日光輕航機、新光兆豐休閒農場、花蓮觀光糖廠、大農大富平地

森林園區等。區內遊憩資源與據點綜整如下表所示。 

表12 北區鯉魚潭-光復系統區內遊憩據點 

主系統 次系統 資源特性 代表性資源景點 

北區（鯉魚潭-

光復系統） 

鯉魚潭 

次系統 

自行車道、水上

遊憩資源、森林

遊 憩 、 原 民 文

化、生態廊道。 

鯉魚潭風景特定區、池南森林遊樂區、慕

谷慕魚生態步道、銅門/瀧澗地區、展鈺

苗圃落羽松、立川漁場、翡翠谷步道。 

壽豐-光復 

次系統 

休閒育樂、產業

觀 光 、 飛 行 運

動、生態濕地。 

林田山林場、菸樓文化聚落、太巴塱部

落、壽豐日光輕航機、明利飛行傘、太魯

閣族文物館、碧赫潭、萬榮溫泉會館、新

光兆豐休閒農場、光復觀光糖廠、大農大

富平地森林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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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北區鯉魚潭系統重要觀光景點 

（3） 假日市集 

北區鯉魚潭周邊目前以非定期舉辦之市集活動為主，近期市集為勞

動部北基宜花金馬分署主辦，邀集轄區內「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培力

就業計畫」所輔導的團體，展售農特產品、文創商品、風味美食，時間為

2017/7/22 及 7/26 兩天，在鯉魚潭潭北廣場舉行。北區鯉魚潭系統市集彙

整詳附表 2 所示。 

3. 觀光活動 

（1） 大型主題活動 

A. 壽豐螢火蟲生態之旅 

每年 4、5 月間鯉魚潭為壽豐螢火蟲賞螢、夜間生態教學旅遊的熱

門據點。每年初夏相關單位都會舉辦螢火蟲生態之旅，配合夜間活動

舉辦，並規劃有接駁車服務。 

B. 壽豐國際鐵人三項精英賽 

每年 5 月由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和花蓮縣政府在鯉魚潭地

區舉辦，「來去洄瀾國際鐵人三項精英賽」，結合運動健身與觀光旅遊，

已成為一常態性的國際化活動。2017 年報名人數為全程個人賽計有：

601 人、鐵三角組：267 人 89 隊，其中外籍參賽國家有來自日本、德

國、澳洲、加拿大、法國、香港、美國、荷蘭、瑞士、馬來西亞、愛

爾蘭、新加坡、英國、韓國等 14 個國家近千人，其中有三位來自日本

岡山縣高橋市的選手，高橋市 102 年開始將與本會（花蓮縣體育會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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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三項委員會）進行交流。 

C. 花蓮鯉魚潭紅面鴨 fun 暑假活動 

由花蓮縣政府主辦，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壽豐鄉公所協辦的鯉魚潭紅面鴨 fun 暑假活動，主要搭配水舞及夜間

水幕電影、紅面鴨聲光秀及山水實境秀「奇萊傳說」。2016 年為期 44

天的暑假活動，吸引逾 80 萬人次遊賞，花蓮縣政府提供六期往返鯉魚

潭貼心接駁服務吸引超過 9,200 人次搭乘。2017 年花蓮縣政府也持續

推出移動的鴨鴨兄妹首度現身鯉魚潭迎賓，母鴨帶小鴨等，3D 光雕、

原住民舞台表演（山水實境秀）、韻律噴泉秀、紅面鴨聲光秀等，多元

創新活動，藉以吸引遊客參與。此外，配合國際直航政策，特別於活

動期間安排搭乘曼谷花蓮首航的泰國遊客參與觀賞。 

  
山水實境秀 3D 投影表演 韻律噴泉秀 

圖9 2017 年紅面鴨 FUN 暑假表演活動 

（2） 地方特色活動資源 

初步盤點北區鯉魚潭系統具地方特色活動類型包括生態觀光與體驗、

節慶活動、原住民慶典、客家慶典、運動賽事、農業活動等，期間涵蓋 1

月至 12 月。各地方特色活動資源詳附表 3 所示。 

4. 運動賽事資源 

以花蓮北端、鯉魚潭地區附近，2017 賽事計有 6 項，活動項目包括

自行車挑戰賽、馬拉松賽、鐵人三項賽等不同類型賽事。以太魯閣峽谷馬

拉松為例，屬於國內熱門路線之一，每年吸引大批民眾參賽，雖比賽地點

非縱谷地區範圍，但可透過規劃，結合運動旅遊方式，提供參賽者、親友

團或觀賽者有更多機會來到花東縱谷旅遊。北區鯉魚潭系統運動賽事資源

詳附表 4 所示。 

5. 區內自行車道 

北區鯉魚潭系統區域內計有二條縱管處規劃之自行車道路線，分別

鯉魚潭環潭自行車道及光復自行車道，路線長度分別為 5.2 公里及 15.9

公里。 

6. 特色原住民部落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近年在原住民族地區觀光推動計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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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花東縱谷部落旅遊推廣計畫，為延續前期計畫，針對已具發展部

落旅遊潛力之部落，規劃導引各部落參與部落旅遊發展。前期規劃選定之

部落包括壽豐部落、馬遠部落、紅葉部落、加里洞部落等。北區鯉魚潭系

統部落旅遊推廣計畫之重點發展部落詳附表 6 所示。 

以壽豐部落為例，目前以發展休閒旅遊服務為主，期望遊客到部落

能夠延長停留時間，更深度體驗部落文化。目前部落已安排數個特色遊程，

包含野菜採集、射箭體驗、撒八卦網捕魚體驗、狩獵體驗與植物染體驗。

遊程內容將配合文化導覽解說。 

7. 特色賣店或餐飲據點 

北區鯉魚潭系統特色賣店或餐飲據點，依鄉鎮分類如附表 7 所示。 

8. 溫泉資源 

花東縱谷地區因擁有特殊的地質條件，故蘊含了豐富的溫泉資源。

北區鯉魚潭系統主要觀光溫泉為壽豐溫泉，其位於花蓮縣壽豐鄉理想大地

渡假飯店內；主要野溪溫泉為二子山溫泉，其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及萬榮鄉

交界，花蓮壽豐溪上遊。北區鯉魚潭系統觀光溫泉彙整詳附表 8 所示。 

9. 住宿資源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所屬之旅宿網資料，北區鯉魚潭系統星級旅館計

有 4 家、房間數為 833 間、旅館計有 18 家、房間數為 517 間；民宿計有

247 家、房間數為 951 間；好客民宿計有 39 家、房間數為 154 間。依鄉

鎮分類統計如下表。 

表13 北區鯉魚潭系統各鄉鎮住宿資源統計表 

鄉鎮 
星級旅館 旅館 民宿 好客民宿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秀林鄉 1 160 7 163 34 120 6 24 

壽豐鄉 2 631 6 234 158 624 27 108 

鳳林鎮 - - 4 111 32 115 3 10 

光復鄉 1 42 1 9 23 92 3 12 

總計 4 833 18 517 247 951 39 154 

資料來源：旅宿網（http://taiwanstay.net.tw/）、本研究整理 

10. 遊憩服務據點 

鯉魚潭風景特定區遊客服務中心、慕谷慕魚旅遊諮詢中心、布拉旦

旅遊諮詢中心。 

（二） 現有常見旅遊型式及景點安排 

因鯉魚潭系統鄰近花蓮市區，因此遊客在行程安排上，主要為鯉魚

潭及周邊，以半日搭配與花蓮市景點、住宿與飲食。遊程安排主要以縱谷

北區各景點遊憩觀光，常安排 3~4 個景點，在本區域系統停留時間約 4~6

小時。以台灣觀巴為例，區內計有 5 條遊程路線，包括半日遊及 1 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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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價格半日遊約為 800 元，1 日遊費用則為 988 元。北區鯉魚潭系統台

灣觀巴遊程詳附表 9 所示。 

二、 中區:玉里系統 

（一） 現況環境與主題活動 

1. 區域旅客數量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月別統計」調

查，中區玉里系統 2016 年以秀姑巒溪泛舟遊客人次最高，總人次達 24.15

萬人次，其次為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園，總人次達 6.6 萬人次。以歷年統計

資料顯示，秀姑巒溪泛舟遊客人次逐年呈現降低，但其它主要觀光遊憩據

點卻呈現略持平情況，遊客人次約在 5~7 萬人次間。中區玉里系統主要觀

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詳附表 1 所示。 

2. 區內遊憩據點 

（1） 遊憩資源類型 

區內主要遊憩類型包括地質資源、溫泉地熱、休閒產業觀光、有機

養生農業、生態步道、原民文化等。 

（2） 代表性資源景點 

富源蝴蝶谷、北回歸線地標公園、瑞穗/紅葉溫泉區、瑞穗牧場、吉

蒸牧場、舞鶴觀光茶園、赤柯山/六十石山金針花園區、板塊交界、安通

溫泉區、玉長公路、瓦拉米步道、羅山有機村、吉拉米代部落等。區內遊

憩資源與據點綜整如下表所示。 

表14 中區瑞穗-玉里系統區內遊憩據點 

主系統 次系統 資源特性 代表性資源景點 

中區 

（瑞穗-玉里系統） 

瑞穗 

次系統 

溫泉地熱、休閒產業

觀光 

富源蝴蝶谷、北回歸線地標公

園、瑞穗/紅葉溫泉區、瑞穗牧場、

吉蒸牧場、舞鶴觀光茶園等。 

玉里-富里 

次系統 

休閒產業觀光、地質

資源、溫泉地熱、有

機養生農業、生態步

道、自行車道、原民

文化。 

赤柯山/六十石山金針花園區、板

塊交界、安通溫泉區、玉長公路、

瓦拉米步道、羅山有機村、玉富

自行車道、吉拉米代部落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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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中區玉里系統重要觀光景點 

（3） 假日市集活動 

中區玉里系統目前固定有舉辦之市集為 Our 玉里小市集，每周五、

六舉辦，主要地點在 Our 老房子咖啡屋門口。其不僅有餐飲，也提供住宿、

共享晚餐、假日市集、藝文展覽等服務。另外不定期活動包括生活博物館

巷弄市集活動、2017 穀稻秋聲市集等，為集合當地具特色產品、美食與

體驗活動。中區玉里系統內市集彙整詳附表 2 所示。 

3. 主要觀光活動 

（1） 大型主題活動 

A. 金針花季活動 

每年 8 月進入高山金針的產期，玉里鎮赤柯山與富里鄉的六十石山

是國內三大高山金針產地，當地都會舉辦盛大的主題花季，讓來自各地的

遊客倘佯在漫山遍野金黃花海和曬金針的天然美景之中，也讓賞金針花晉

身為熱門的觀光旅遊行程，展現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另一種迷人風采。 

B. 台灣夏至 235 

台灣夏至 235 好星晴為觀光局於 2017 年 6 月 8 日至 106 年 9 月 30

日期間推出「花東縱谷漫遊 1 日遊（夏至 235 限定)」路線之套裝旅遊服

務。安排行程行經鯉魚潭、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瑞穗牧場、北回歸線地

標、掃叭石柱、花蓮觀光糖廠等景點。 

此外，花東縱谷夏至 235 結合音樂會、點燈儀式、客來奉茶等活動，

以凸顯夏至 235 活動主題，並吸引人潮至北回歸線標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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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溫泉美食嘉年華 

溫泉美食嘉年華為每年入秋至冬季間，區內重要活動之一，主要以

花東縱谷內兆豐農場、瑞穗溫泉、安通溫泉、池上溫泉及鹿野溫泉等，推

廣花東縱谷地區具特色之溫泉資源，結合縱谷地區美食，讓遊客能在各特

色溫泉景區，進行深度體驗的遊程。 

（2） 地方特色活動資源 

初步盤點中區玉里地區特色活動類型，除傳統客家、原住民慶典外，

亦有原住民競技、特色茶比賽等競賽活動，活動內容多元豐富。中區玉里

系統地方特色活動資源詳附表 3 所示。 

4. 運動賽事資源 

以玉里地區附近，2017 賽事計有 3 項，主要以泛舟活動結合鐵人三

項競賽，另有環花東超級馬拉松，自池上出發至瑞穗、壽豐、豐濱、成功、

台東，最後回到池上。中區玉里系統運動賽事資源詳附表 4 所示。 

5. 區內自行車道 

中區玉里系統區域內計有三條縱管處規劃之自行車道路線，分別為

瑞穗自行車道、玉富自行車道、羅山自行車道等，路線長度以瑞穗自行車

道最長達 18 公尺，主要環繞瑞穗市區一帶。中區玉里系統區域內自行車

道路線詳附表 5 所示。 

6. 特色原住民部落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 106 年在原住民族地區觀光推動計畫，

持續推動發展部落旅遊包括織羅部落、古楓部落及崙天部落等。中區玉里

系統部落旅遊推廣計畫之重點發展部落詳附表 7 所示。 

織羅部落近年開始將特色小旅行列為產業發展重點，已設計出來的

遊程內容包括：彩虹米 DIY、阿美族情人袋 DIY、搗麻糬、部落生態導覽

及秀姑巒溪撒八卦網捕魚體驗活動，主要客群仍以學校師生團體為主，

DIY 葛鬱金果凍製作，每人費用為 60 元，時間為 30 分鐘；體驗碾米約需

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古楓部落自 1992 年開始進行社區營造，活化部落文化的計畫，其重

點在恢復傳統祭典活動，定期辦理射耳祭典、嬰兒祭典、小米祭典、傳統

服飾編織、族語教學、數位文化蒐錄典藏、打工換宿等。古風社區內仍保

有布農族傳統的石板屋，成為社區內的特殊景象。社區導覽行程導覽半天

費用為 500 元/人（人數最多 30 人，最少 5 人）；村莊內現有 7 戶接待家

庭可以提供住宿，可提供 50~60 人床位，住宿一晚費用為 500/人；風味餐

費用 300 元/人（預約最多 30 人，最少 5 人）；其他預約及 DIY 行程包括： 

（1） 竹風鈴 DIY 100 元/個 

（2） 布農小精靈 50 元/個 

（3） 小米酒 DIY 180/瓶，糯米酒釀 10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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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射箭體驗  

（5） 八部合音表演 

7. 特色賣店或餐飲據點 

中區玉里系統特色賣店或餐飲據點，依鄉鎮分類如附表 7 所示。 

8. 溫泉資源 

中區玉里系統主要觀光溫泉為富源溫泉、瑞穗溫泉、安通溫泉等，

萬榮紅葉溫泉雖然位於縱谷範圍以外，但與花東縱谷整體旅遊發展關係密

切，遊客經常自行規劃連接。野溪溫泉為東里二號、富里溫泉等二處，分

別位於雙溪仔右溪上游及枋仔崙溪上游左岸。中區玉里系統觀光溫泉彙整

如附表 8 所示。 

9. 住宿資源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所屬之旅宿網資料，中區玉里系統區內無星級旅

館，旅館計有 14 家、房間數為 305 間；民宿計有 103 家、房間數為 380

間；好客民宿計有 17 家、房間數為 69 間。依鄉鎮分類統計如下表。 

表15 中區玉里系統各鄉鎮住宿資源統計表 

鄉鎮 
星級旅館 旅館 民宿 好客民宿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瑞穗鄉 - - 6 73 51 184 10 38 

卓溪鄉 - - - - 1 2 - - 

玉里鄉 - - 7 212 29 110 4 19 

富里鄉 - - 1 20 22 84 3 12 

總計 - - 14 305 103 380 17 69 

資料來源：旅宿網（http://taiwanstay.net.tw/）、本研究整理 

10. 遊憩服務據點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處本部暨鶴岡遊客中心、羅山管理站暨

遊客中心、瑞穗車站、玉里車站、南安遊客中心（玉山國家公園）。 

（二） 現有常見旅遊型式 

玉里車站以開車方式至花蓮市區、台東市區，時程約 1.5 小時至 2 小

時間，因中區玉里系統住宿資源相對缺乏，以一般旅館、民宿業者為主，

故多數遊客在住宿上會優先選擇住宿花蓮或台東市區。旅遊型式多以環狀、

折返或穿越方式旅遊。在環狀旅遊以台灣觀巴遊程為例，由台東出發沿台

9 線至羅山，再接玉長公路（台 30 線），轉台 11 線回台東；折返式旅遊

以花東縱谷夏至 235 遊程為例，由花蓮出發沿台 9 線至各景點，最後拆返

回花蓮；穿越方式旅遊係多數遊客在住宿安排上已選擇花蓮或台東市區，

遊程路線以沿台 9 線方式，南下至台東，或北上至花蓮住宿，沿途選擇幾

個景點作觀光遊憩，而不於花東縱谷區內住宿。中區玉里系統台灣觀巴遊

程詳附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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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區:鹿野系統 

（一） 現況環境與主題活動 

1. 區域旅客數量 

南區鹿野系統 2016 年以鹿野高台遊客人次最高，總人次達 71.87 萬

人次，其次為池上牧野渡假村，總人次達 58.40 萬人次。以歷年統計資料

顯示，鹿野高台遊客人次變動幅度相當大，2012 年、2014 年遊客人次達

104.1 萬及 105.93 萬人次，而 2013 年、2015 年則驟降至 53.84 萬及 66.75

萬人次；另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 2016 年 4 月起開始統計伯朗大

道及池上大坡池遊客人次，其遊客人次分別為 791,854人次及 93,894人次。

在伯朗大道部份 2016 年觀光人次已超越鹿野高台，成為南區鹿野系統遊

客人次最高之旅遊點。南區鹿野系統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詳下附

表 1 所示。 

2. 區內遊憩據點 

（1） 遊憩資源類型 

區內主要遊憩類型包括，有機農場、農業體驗、農業地景、生態濕

地、空域運動活動、自行車道、休閒養生產業及地質環境景觀資源。 

（2） 代表性資源景點 

池上伯朗大道、大波池、關山親水休閒農業區、關山自行車道、池

上牧野渡假村、鹿野高台飛行傘、鹿野觀光茶園、布農部落休閒園區、原

生應用植物園、初鹿牧場、利吉惡地/小黃山等。區內遊憩資源與據點綜

整如下表所示。 

表16 南區池上-鹿野系統區內遊憩據點 

主系統 次系統 資源特性 代表性資源景點 

南區 

（池上-鹿野系統） 

池上/關山 

次系統 

有機農場、自行車

道、農業體驗、農業

地景、生態濕地 

池上伯朗大道、大波池、關山親

水休閒農業區、關山自行車道、

池上牧野渡假村 

鹿野-延平 

次系統 

空域運動活動、原民

文化、農業體驗 

鹿野高台飛行傘、鹿野觀光茶

園、布農部落休閒園區 

卑南 

次系統 

休閒養生產業、原民

文化、地質環境景觀 

原生應用植物園、初鹿牧場、利

吉惡地/小黃山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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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南區鹿野系統重要觀光景點 

（3） 市集、常態性展演 

目前南區鹿野系統最具規模之市集為 2626 市集，定位是一個農村假

日市集，主題是多元開放式的，包括有機、環保、創意、在地生產、手作

等，甚至會加入更多的休閒體驗活動及導覽解說。舉辦時間為每個月第 2

個星期六下午 2 點至 6 點；暑假配合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活動，調整為每周

六舉辦；南區鹿野系統內市集彙整詳附表 2 所示。 

3. 觀光活動 

（1） 大型主題活動 

A. 縱谷單車野餐日 

以 2016 年縱谷單車野餐日活動為例，由縱管處分別於鯉魚潭遊客中

心、池上大坡池及關山鎮親水公園舉辦，每場次開放 400 人報名參加，讓

民眾於花東體驗鄉野間的騎乘樂趣，共享田園之美野餐饗宴，透過低碳深

度輕旅遊，享受縱谷地區特有景緻。 

除自行車活動外，另結合在地產業共同推出「尋寶集章遊戲」，與鯉

魚潭樹屋餐廳合作推出部落手工樹皮 DIY、關山鎮農會米國學校米食 DIY

及池上稻米原鄉館製作稻草垂肩棒，讓民眾參與過程中，了解地方人文產

業發展史。 

B. 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台東縣政府自 2011 年起每年夏季在台東縣鹿野鄉高台舉辦的熱氣球

觀光活動，每年邀請各國飛行員團隊來台，台東縣政府為籌備活動期間所

需地勤人力，在寒假期間舉辦二梯次的「2012 台東熱氣球冬令營」，課程

內容包含完整熱氣球飛航知識、裝備操作、展球及收球教學實做等專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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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地勤知識。受訓完成者，將優先於嘉年華期間，聘任為日薪 1,500 元

的地勤人員。2017 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活動期間為 2017 年 6 月 30 日

至 8 月 6 日，首場宣傳活動於 6 月 10 日在台北市自由廣場，舉辦台北場

光雕音樂會。 

I.光雕音樂會 

光雕音樂地點配合節慶期間，每週六夜晚或早晨有熱氣球結合音

樂活動，且在不同地點舉辦，選擇舉辦地點有：台東縣立體育館、成

功鎮三仙台（曙光音樂會）、池上鄉大波池、太麻里曙光園區（曙光

音樂會）、知本溫泉、鹿野高台（閉幕音樂會）。 

II.熱氣球自由飛空中遊覽 

熱氣球飛翔體驗每次約 30~45 分鐘，可以欣賞台東農田原野、山

脈湖泊的美景。不僅只在活動地點，目前在台東飛行夢工場（台東縣

鹿野鄉中華路三段 399 號）全年都可以體驗，體驗費用每人 9,000 元。 

III.熱氣球繫留體驗 

用繩子固定熱氣球，讓遊客體驗熱氣球的升空，停留空中時間約

5~7 分，採現場排隊及現場售票制，活動費用為每人 500 元。 

IV.造型球日誌 

2017 年於活動期間邀請 11 國 30 顆造型球參與，以三大主題歡樂

正義聯盟你來當（6/30~7/12）、夢想海洋之心（7/13~7/24）、熱情森巴

嘉年華（7/25~8/6）分別展示 30 顆造型球，讓民眾可於不同期間欣賞

來自全世界各地特色熱氣球。 

V.系列活動 

除熱氣球飛行、音樂光雕等活動，主辦單位亦有婚紗攝影、17

夢想起飛－紙飛機比賽、樂活漫遊活水湖等系列活動。 

  
熱情森巴嘉年華造型熱氣球 熱氣球自由飛空中遊覽 

圖12 2017 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2） 地方特色活動資源 

南區鹿野地區自 1/1 日清晨即展開，2017 年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與台東縣政府、鹿野鄉公所共同主辦第一屆 2017 縱谷天光嘉年華活

動，以美麗的熱氣球光雕點燃序幕，活動自上午 5 點展開，一直延續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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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4 點為止。除熱氣球光雕秀外，邀請台東飛行傘協會 6 位教練進行飛行

傘表演、中華特技風箏推廣協會巨型風箏特技表演、樂團樂曲表演及品茗

活動，另提供 100 名免費熱氣球繫留升空體驗、100 張免費滑草券、台東

初鹿牧場鮮奶 1,000 杯、三馬風箏彩繪 300 份。 

地方特色活動類型包括飛行體驗、節慶活動、原住民慶典、客家慶

典、運動賽事、農業活動等。南區鹿野系統內各地方特色活動資源詳附表

3 所示。 

4. 運動賽事資源 

以鹿野地區附近，2017 賽事計有 6 項，活動項目包括自行車挑戰賽、

馬拉松賽、鐵人三項賽、衝浪等不同類型賽事，其中 2017 世界男子和女

子長板總冠軍賽選在東河金樽辦理，創下台灣首次辦理世界總冠軍賽的紀

錄，預計將吸引各國愛好衝浪好手，前往參加。南區鹿野系統運動賽事資

源詳附表 4 所示。 

5. 區內自行車道 

南區鹿野系統區域內計有四條縱管處規劃之自行車道路線，分別為

池上環鄉自行車道、關山環鎮自行車道、鹿野龍田自行車道及武陵綠色隧

道自行車道。路線長度以池上環鄉自行車道最長達 23 公里，規劃串連大

觀亭、金城武樹、天堂路、伯朗大道、保安宮、大坡池、多力米、故事館、

玉清宮、菩提寺、客家文化園區、農會花海、台糖牧野渡假村、大水車等。

南區鹿野系統區域內自行車道路線詳附表 5 所示。 

6. 特色原住民部落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近年在原住民族地區觀光推動計畫下，

持續推動花東縱谷部落旅遊推廣計畫，延續前期計畫，針對具發展部落旅

遊潛力之部落，整體規劃導引部落參與部落旅遊發展，以南區鹿野系統重

點發展部落包括巴喜告部落、下賓朗部落及初鹿部落。南區鹿野系統部落

旅遊推廣計畫之重點發展部落詳附表 7 所示。 

巴喜告部落近年以部落產業建立、部落產業行銷為核心，以現有產

品做品牌推廣，建立部落產業形象，並協助進行相關權利設定(專利)之作

業，並以部落現有其他產品媒合銷售管道或與通路商合作，增加知名度。 

此外，近年在特色原住民部落旅遊推廣上相對較成熟之部落為位於

台東縣延平鄉鸞山部落。其為位於海岸山脈南端都蘭山山腳卑南大溪與鹿

野溪匯流處的部落，該部落之主要族群為布農族。該部落領域現為一開放

式森林博物館，其中有鸞山湖濕地及楠榕混生林帶等自然景觀。目前鸞山

部落已成立「原鄉部落重建文教基金會」，以協助當地居民獲得生計來源

且籌得森林維護款項，積極進行文化重建，於鸞山森林博物館了解布農族

人的遷移歷史，及如何利用森林資源的經驗、不同的部落文化體驗。 

7. 特色賣店或餐飲據點 

南區鹿野系統特色賣店或餐飲據點，依鄉鎮分類詳附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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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溫泉資源 

南區鹿野系統主要觀光溫泉包含霧鹿溫泉、池上溫泉、台東紅葉及

知本溫泉等，知本溫泉雖然位於縱谷範圍以外，但與花東縱谷整體旅遊發

展關係密切，遊客經常自行規劃連接知本溫泉與縱谷據點之遊程活動，區

內觀光及野溪溫泉彙整如附表 8 所示。 

9. 住宿資源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所屬之旅宿網資料，南區鹿野系統星級旅館計有 6

家、房間數為 958 間、旅館計有 20 家、房間數為 1,850 間；民宿計有 253

家、房間數為 999 間；好客民宿計有 23 家、房間數為 97 間。在住宿資源

部份多以集中在卑南鄉知本地區，然位於縱谷範圍以外，但仍為台東地區

重要住宿地點。依鄉鎮分類統計如下表。 

表17 南區鹿野系統各鄉鎮住宿資源統計表 

 
星級旅館 旅館 民宿 好客民宿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池上鄉 1 204 2 62 51 188 6 27 

關山鄉 - - 3 70 44 172 5 23 

鹿野鄉 1 218 2 219 63 240 6 24 

海端鄉 - - 1 61 9 37 - - 

延平鄉 - - - - 6 26 1 4 

卑南鄉 4 536 12 1,438 80 336 5 19 

總計 6 958 20 1,850 253 999 23 97 

資料來源：旅宿網（http://taiwanstay.net.tw/）、本研究整理 

10. 遊憩服務據點 

鹿野管理站暨遊客中心、卑南遊客中心、利吉資訊站。 

（二） 現有常見旅遊型式 

因南區鹿野系統主要觀光景點鄰近台東市區，以最北池上鄉，不論

是自行開車或坐火車時程約在 50 分鐘至 1 小時間，因此遊客在行程安排

上，主要以縱谷南區各景點遊憩觀光，常安排 3~4 個景點，在本區域系統

停留時間約 6~8 小時，住宿多以選擇台東市區。台灣觀巴規劃有 1 條遊程

路線，以 1 日遊龍田、鹿野、布農布落等，費用為 1,500 元。南區鹿野系

統台灣觀巴遊程詳附表 9 所示。 

此外，專以鹿野、池上、龍田等地區，推廣深度旅遊普悠瑪旅行社

為例，旅遊活動「玩 Good 鹿野」為主題，搭配 4 種行程，最短以 1 日遊、

最長可至 4 日遊，民眾可依星期執行排定行程，深度體驗不同主題活動。

另安排有部落 1 日遊行程，提供體驗遊程。1 日遊活動費用為 1,688 元、2

日遊活動費用為 4,588 元、3 日遊活動費用為 7,188 元、4 日遊活動費用為

9,988 元。普悠瑪旅行社行程規劃詳附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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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旅遊資源盤點成果 

初步針對花東縱谷現況旅遊資源進行盤點，分析花東縱谷北、中、南各行政

區旅遊活動，瞭解活動規模、空間近便性、活動時間重疊性，藉以評估未來串聯

可行性。此外透過團隊實地訪談、踏勘，深度瞭解花東縱谷地區在旅遊活動現況

與面臨課題。茲就花東縱谷現況旅遊資源盤點成果說明如下。 

一、 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 

本計畫參考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統計資料，北區鯉魚潭系統以鯉魚潭

風景特定區人數最多，2016年遊客人數達 167萬人次；中區以秀姑巒溪泛舟，2016

年遊客人數達 24萬人次；南區以伯朗大道人數最多，2016年遊客人數達 79 萬人

次。此外，在住宿資源部份，北區鯉魚潭旅館計有 18 家、房間數為 517 間，民

宿計有 247家、房間數為 951 間；南區鹿野系統旅館計有 20 家、房間數計 1,850

間，民宿計有 253 家、房間數為 999 間，中區玉里系統旅館計有 14 間、房間數

為 305間，民宿計有 103家，房間數為 380 間。透過統計資料得知，花東縱谷地

區因南北狹長的地理特性，遊客及住宿資源皆集中於北區及南區系統，中區旅遊

型態以穿越型居多。 

二、 花東地區活動資源 

綜整花東地區大型節慶活動、運動賽事、市集活動、部落與農村活動等，透

過活動資源盤點與活動規模，繪製活動資源分布圖，如下圖 13 所示。花東縱區

地區遊憩特色與課題： 

（一） 縱谷地區全年、各系統皆有活動。 

（二） 縱谷南區系統、北區系統旅遊活動元素多、單一活動能量大。 

（三） 多以夏季暑假為主要旅遊活動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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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花東縱谷地區活動資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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