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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暨財務計畫】 

(一) 土地使用規劃與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區之連結 

本計畫配合全國區域計畫國土利用原則，強調保護環境敏

感區位、自然湖光山色與成長管理內容，確定觀光資源保育與

利用之方針，並依國家風景區範圍內資源特性、土地利用形態

及旅遊服務功能劃分為「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觀光

遊憩區」、「服務設施區」、「一般使用區」等五大功能分區，並

規定各分區使用及保護、管制事項、劃定設施型發展區位與觀

光發展總量管理機制，先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擬提觀光發展部

門計畫，將觀光主管機關核定劃設之功能分區與區域計畫分區

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整合，俾利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配合

納入各功能分區再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區之相關作

法，送請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以引導縣（市）區域計畫配

合國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將欲引導發展之地區指定為

「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以落實土地使用之經營管

理。 

(二) 遊憩總量管理 

藉由遊客量推估，及既有設施承載量與實質承載量之推估，

從供需分派中設定管理目標值，透過成長管理，並指派分區發

展額度，將發展能量引導至周邊的服務設施區，帶動其他遊憩

系統成長。 

(三) 財務規劃與自償性評估： 

引入創新財務作法，評估財源籌措方式及民間參與之可行

性，訂定實施策略、方法並研擬配套之國家風景區觀光建設計

畫與財務收益計畫，透過滿足遊客觀光服務需求、引導民間投

資與使用者效益收費機制，探討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中、長程

投資經營計畫及財務自償指標評定。跨域加值創新作法包括： 

1. 擴大既有設施出租效益：檢討既有設施出租之收益，如：

梅嶺資訊站賣店等，預估至民國 106 年全部出租後，每年

收益可達 125 萬元以上。 

2. 推動促參專案計畫：推動促參專案計畫之收益西拉雅國家

風景區 3 處最具發展潛力基地規劃採用促參方式，引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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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投資建設。其中關子嶺旅甲二用地預定於 106 年完成招

商簽約、中崙溫泉區及處本部餐旅設施於 110 年完成招商

簽約。推算各專案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3. 跨域加值合作開發機制：本處與經營業者進行跨域加值合

作開發，例如：現有知名景點尖山埤江南度假村（台糖公

司）、走馬瀨農場（台南市農會）、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嘉

南農田水利會）等。計畫每年以 3 仟萬額度編列預算，由

各業者提出申請協助整修其相關設施或贊助觀光行銷活動，

並提出回饋計畫（至少須包括不低於本處投資金額之 35%

回饋），經本處審查同意後，簽訂合作協定或契約。 

4. 推展創新收益機制：本處出版品販售、文創商品（授權）

販售、設置飲料或衛生用品販賣機、以及各據點廣告牆面

出租之收入。 

初步估計未來20年期間計畫投入現值為22億7,744萬元，

收益預估現值為 3 億 5,283 萬元，整體計畫自償率為 15.49%，

惟在規劃彈性的考量下，設定計畫自償率以 12％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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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依據 

一、 沿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 103年完成之「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觀光綜

合發展計畫檢討」成果報告規劃內容，並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要求各管理

處需擬定整體發展計畫(含土地使用計畫)、尋找可跨域加值合作案例及提

供建設自償率等要求進行本計畫之編修。 

二、 配合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業於 101 年 6 月 26 日由交通部公告擴大經

營管理範圍，面積由原本 91,450公頃調整為 95,470公頃，爰在核定總經

費額度下，配合修正計畫景點分級及各期景點建設項目。 

貳、 計畫目的 

重新檢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經營管理機制，針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觀光

發展事業提出具體之發展方向與執行對策。為落實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優質觀

光資源永續發展，本計畫核心發展目的可歸納如下： 

一、考量無障礙及銀髮族群之旅遊需求：在各遊憩據點中規劃無障礙設施，以

「養生、樂活」為概念，以便利、貼心為出發，提供無障礙的設施及服務，

讓銀髮族及身心障礙朋友們，能有一個友善、暢行無阻的旅遊路線，為未

來旅遊趨勢。 

二、富饒的歷史人文背景有助提昇旅遊的深度與內涵：轄內有八田技師發展有

成的嘉南大圳，亦是日據時代臺灣四大名湯-關子嶺溫泉之所在，更是西

拉雅族移居遷徙的主要集居處，而區內的名山勝水也成為各類宗教修行的

寶地，也是西方教會與西拉雅族匯聚的空間，許多有趣的故事值得細細品

味，亦是發展文化觀光的重要素材。 

三、休閒農場活化具鄉村旅遊潛能：轄區均有主要的農特產品，配合休閒農場

為行銷推廣據點，推動以傳統農產為主題的產業觀光，運用農業生產過程、

農產品加工、展售、導覽解說、民宿體驗，設計具有體驗農業生產、農村

生活的鄉村旅遊遊程，以體驗創造經濟收益。 

四、觀光景點質量優化：呼應觀光局「邁向千萬觀光大國」願景，目標在處處

皆可觀光，將景點優化、量點化、讓景點遍地開花，未來管理處將依循在

此理念下辦理相關建設。 

五、旅遊市場蓬勃，遊客成長量顯著：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遊客量前二期中程計

畫(97 年~104 年)，遊客人次由 175 萬人次成長至 240 萬人次，成長率達

37%，顯見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旅遊市場蓬勃發展。 

參、 計畫位置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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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風景區跨越臺南市及嘉義縣，由國道 3號與省道台 3線構成本風景區內

之縱向交通路線，因擴大經營管理範圍業經核定嘉義縣中埔鄉 6村，其行政區

則涵蓋臺南市左鎮區、楠西區、大內區、山上區、玉井區及嘉義縣大埔鄉全鄉，

以及臺南市白河區、新化區、新市區、善化區、官田區、六甲區、柳營區、東

山區、南化區部分區域與嘉義縣中埔鄉石硦村等 6 村部分地區(深坑村、沄水

村、三層村、東興村全區及中崙村、石硦村扣除大埔事業區第 143、144 林班

地及編號第 1903保安地後之部分地區)，共計 16 個地區，合計面積約 95,470 

公頃，為典型的水庫風景區。 

圖 3-1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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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職掌 

依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組織通則，管理處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觀光資源之調查、規劃、保育及特有生態、地質、景觀與水域資源之維護

事項。 

二、風景區計畫之執行、公共設施之興建與維修事項。 

三、觀光、住宿、遊樂、公共設施及山地、水域遊憩活動之管理與鼓勵公民營

事業機構投資興建經營事項。 

四、各項建設之協調及建築物申請建築執照之協助審查事項。 

五、環境衛生之維護及污染防治事項。 

六、旅遊秩序、安全之維護及管理事項。 

七、旅遊服務及解說事項。 

八、觀光遊憩活動之推廣事項。 

九、對外交通之聯繫配合事項。 

十、 其他有關風景區經營管理事項。 

伍、 土地使用計畫檢討 

 

 

 

 

 

 

 

 

 

 

 

 

 

 

 

 

 

圖 5-1 國家風景區土地使用功能分區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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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土地發展條件、觀光資源吸引力與景觀經營管理目標等因子相互疊套，

並考量發展潛能與公共設施之供給狀況，找出適宜的功能分區，做為劃分國家

風景區土地使用功能分區之依據，操作流程如圖 5-1。 

一、 土地發展條件分析 

(一) 土地發展條件疊套架構 

國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係為以觀光發展為主之多目標土地使

用計畫，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確使未來國家風景區發展願景與土地

使用功能分區內容能與國土計畫原則相容合，故配合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圖

資成果，以符合全國區域計畫（未來為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保育與利用

原則。 

計畫引用嘉義縣、臺南市區域計畫之敏感圖資進行疊套，以其重新

彙整之四大環境敏感地區，作為本區後續發展觀光時基礎資料使用，一

則避免與敏感地區進行開發行為，二則做為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的場域，

使大嘉南地區民眾由了解自然進而愛護自然並增加重遊機會，此外也可

藉此吸引12年國家基本教育之學校進行環境教育增加非假日之生態旅遊

旅次。 

故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土地經營管理條件之分類將優先考量全國區域

計畫中針對第一級敏感地區及第二級敏感地區之劃設因子，做為未來土地

利用之參據，做為日後土地使用分區之適宜性分析依據。（流程如圖 5-2） 

 

 

 

 

 

 

 

 

 

 

圖 5-2 土地發展條件評估流程圖  

環
境
敏
感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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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敏感地區 
‧特定水土保持區 
‧河川區 
‧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
一級管制區 

‧古蹟保存區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
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森林(含保安林及林班) 

第二級敏感地區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
與地滑及土石流） 

‧水庫集水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優良農田 

圖
資
套
疊 

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整合嘉義縣、臺南市區域計畫、各水
庫特定區計畫及風景特定區計畫分區
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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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發展條件分類結果 

依據上述之評估標準進行圖資套疊，並整合區域計畫分區進行土地經

營管理之分類，共分為二類： 

1.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圖資套疊 

將斷層、崩塌地、保安林地、土石流分佈區域河川區域或水庫常水

位地區，以一級環境敏感區位進行保全（惟與現有都市計畫或特定區計

畫重疊者從其規定辦理），並以維持既有地貌不擾動環境現況為原則。

此外，特定水土保持區非屬都市計畫或既有建成區範圍交疊者，以一級

環境敏感區位進行保全，可適度發展環境教育與引入生態旅遊等活動。 

2.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圖資套疊 

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中以保護環境資源為主的分區（山坡地保育

區、森林區）以二級環境敏感區位予以保育及保全，各項落於該區位的

設施與建設，遵循減量原則降低環境擾動為宗旨。此外，特定水土保持

區與都市計畫或既有建成區範圍交疊者，以二級環境敏感區位進行保全，

並可配合周邊遊憩設施之建置提供環境教育解說之場域。 

參酌臺南市及嘉義縣區域計畫之分類與定義，目前環境敏感地區共分

四種劃分並訂定不同等級管制程度之土地使用原則，後續將配合該案進度

予以調整並作為本案擬定實質計畫之參酌： 

表 5-1各類型環境敏感地區等級劃分一覽表 

等級\類型 生態敏感地區 文化敏感地區 資源利用敏感地區 災害敏感地區 

第

一

級 

臺南市
地區 

國家公園 
野生動物保護
區 
沿海保護區 

古蹟 
遺址 
歷史聚落 

水庫蓄水範圍 
溫泉露頭 
保安林 
水庫集水區 

活動斷層 
土石流危害範圍 
崩塌地 
河川區域 
水文地區 

西拉雅
地區 

- 原臺南水道-(山上
區) 
鹿 陶 洋 江 家 聚 落
-(楠西區) 
烏山頭灰黑陶遺址 

烏山頭水庫、曾文水
庫、白河水庫 
中崙澐水溪溫泉、關仔
嶺溫泉、龜丹溫泉 
區內各保安林 

活動斷層 
土石流危害範圍 
崩塌地 
河川區域 
水文地區 
特定水保區 

第

二

級 

臺南市
地區 

國家重要濕地 歷史建築 優良農地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地下水補注區 
礦業保留區 

地層下陷 
淹水潛勢區 
山坡地 
海堤 

西拉雅
地區 

嘉南埤圳濕地 烏山頭水庫暨嘉南
大圳水利系統(文化
景觀) 

優良農地 
(南化水庫、鏡面水
庫、曾文溪)自來水水
質水量保護區 
地下水補注區 

淹水潛勢區 
山坡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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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光資源吸引力分析 

區內資源地貌豐富，涵蓋溫泉、堊地形、水庫、埤圳、西拉雅原鄉文化、

鄉鎮特產等多元觀光潛力。天然的地形地貌與生態資源豐富的曾文水庫、烏山

頭水庫及泡湯聖地的關子嶺溫泉等也早已是遊客耳熟能詳之知名景點。經檢視

本風景區的資源特性、區位特徵以及考量市場區隔的特質後，將區內觀光資源

之類型概分為水庫景點、溫泉景點、產業景點、文化景點及其他類景點，並針

對其資源內容說明如下： 

 水庫景點：泛指位於水庫範圍內之景點、公共服務設施或自然地景者稱之。 

 溫泉景點：泛指位於溫泉區範圍內以溫泉為觀光主體之景點、特定區或街

區。 

 產業景點：泛指區內利用周邊產業地景聞名或販售地方農特產或經營休閒

農業性質或高爾夫球場之空間。 

 文化景點：以西拉雅文化、水利文化、既有文化資產（如古蹟、歷史建築

等）、宗教活動鼎盛之空間。 

經由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觀光綜合發展計畫檢討案（以下簡稱西拉雅檢討案）

第二章經營管理計畫及本章環境資源盤點之通盤檢討分析，西拉雅檢討案依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觀光綜合發展計畫」之遊憩系統架構，依「溫泉」、「水庫」、

「文化」、「產業」四大發展主軸，將區內之觀光遊憩資源作一整合分類。有關

擴大範圍之區域（中埔鄉）部分，本計畫建議將其納入「曾文/中埔遊憩系統」。 

此外區內觀光資源大致可區分為水庫、溫泉、產業、文化等四大主題，再

檢視其資源知名度、發展可能性、交通重要性等因素，進行分級評估配合區內

三大旅遊線營造主題，作為後續強化建設、行銷之主體，資源分級詳見表 3-28。 

 資源知名度：係指景點或遊憩區具備高知名度、近年管理處相關研究報告

列為遊客調查據點、重要年度活動辦理場域或設有遊客中心或資訊站等遊

客服務設施者。 

 發展可能性：係指景點或遊憩區內具有發展腹地、佔地面積廣闊或為管理

處列為後續重要建設據點者。 

 交通重要性：係指位於重要之交通樞紐或省道、市道上之據點或經由省道

或市道轉往鄉道或區道或地方道路再前往之車程在 15分鐘內可抵達者。 

同時具備三大因素者列為 A 級、兩大因素者列為 B 級、1 種因素者列為 C

級，其餘列為未分級資源，A級與 B級資源屬公有權屬者及其周邊建議列為近

程優先建設行銷地區以發揮帶頭效應，各級資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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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級觀光資源：意指其資源獨特性足以為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代表，具

國際及全國觀光吸引力者。如關子嶺風景區、烏山頭水庫、八田與一

紀念園區、虎頭埤風景區。 

(二) B級觀光資源：其資源特色為遊憩系統之代表，具區域觀光吸引力者。

如中崙澐水溪溫泉、吉貝耍部落、永安高爾夫球場、曾文水庫、情人

公園、歐都納山野渡假村、南元休閒農場、尖山埤江南渡假村、東山

咖啡公路、走馬瀨農場、嘉南高爾夫球場、南寶高爾夫球場、新化高

爾夫球場、南瀛科學教育館、新化國家植物園、南化生態農場、獨角

仙農場、大凍山、鹿陶洋江家古厝、二寮觀日。 

(三) C級觀光資源：其資源特色為地方性，具地方觀光吸引力。如六重溪平

埔文化園區、六重溪平埔公廨、綠盈牧場、孚佑宮(青山仙公廟)、鹿

角埤生態園區、龜丹溫泉、梅嶺風景區、玉井芒果產業文化資訊館、

山芙蓉渡假酒店、赤山龍湖巖、臺南藝術大學、原臺南水道、大坑休

閒農場、臺南市自然史教育館、草山月世界。 

 

整體而言，A級觀光資源據點多分布於關子嶺風景區及烏山頭水庫等自然

風景區；B 級資源據點則多分布於白河水庫等人文聚落；C 級觀光資源據點較

均勻分布於區內各地，周邊多數伴有 A 或 B 級之觀光資源。（詳如附件一、觀

光資源據點發展潛力綜合評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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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觀光資源吸引力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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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風景區土地使用功能分區劃設 

參酌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提將國家風景區劃分為特別保護區、自然

景觀區、觀光遊憩區、服務設施區及一般使用區等 5大分區，透過檢視本風景

區內土地適宜性、觀光資源吸引力等因素，提出劃分 5大觀光功能分區之原則

與管制規定： 

圖 5-4觀光功能分區之原則說明圖 

(一)觀光功能分區定義與原則 

透過觀光功能分區之建議，與各縣市政府與相關部會機關間，作為配合

觀光發展之土地管理與溝通協商平台，各分區配置詳圖 5-5。 

1.特別保護區 

定義：為保存無法以人力再造之自然景觀或重要之古蹟、遺址，而應嚴

加保護、限制開發之地區。 

劃分原則：以需劃為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區域進行劃設，包含斷層、崩

塌地、土石流、保安林地、主要河川區域、水庫常水位地區、水土保持

區（現況若為既有之建成區或都市計畫之住宅區、商業區、旅館區、旅

遊服務用地者建議予以排除，但須進行常態性之環境監測）、古蹟與遺址

以其公告之定著範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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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景觀區 

定義：指在不過度干擾現有自然資源及其演化過程之情況下，得適度供

遊憩使用之地區。 

劃分原則：以需劃為二級環境敏感地區之區域進行劃設，包含山坡地保

育區、森林區等為主。 

3.觀光遊憩區 

定義：指適於興建觀光遊樂設施或野外育樂活動設施之地區。 

劃分原則：目前轄區內具一定規模及知名度之大型休閒農場（走馬瀨農

場、南元休閒農場、嘉義農場）、高爾夫球場（永安高爾夫球場、嘉南高

爾夫球場、南寶高爾夫球場、新化高爾夫球場）及以提供遊憩使用為主

水庫遊憩區（虎頭埤風景區、江南度假村）。 

4.服務設施區 

定義：為提供旅客旅遊所必須之服務設施，得准許建築開發之地區。 

劃分原則：目前轄區內知名旅宿空間（曾文青年活動中心、山芙蓉度假

酒店）或由機關、組織設有遊客中心、資訊站之空間（白河水庫資訊站、

大埔資訊站、梅嶺資訊站、玉井、南化遊客中心及生態農場、中埔遊客

中心、二寮資訊站）或設有文化園區（八田與一紀念園區至天壇間）或

為核定溫泉管理計畫之溫泉區（關子嶺溫泉、中崙澐水溪溫泉、龜丹溫

泉）。 

5.一般使用區 

定義：指不屬於前四款之地區，或現有土地之使用無礙風景區計畫目的，

而准許為從來之使用地區。 

(二)各觀光功能分區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1.特別保護區 

(1) 原則上禁止任何形式之開發及變更地形、地貌行為，但為資源保育、

國土保安及維護安全考量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設施之整建者，不在

此限。惟上述但書行為應先徵得所在地縣市政府建築主管機關與西

拉雅管理處同意，且應以配合整體環境風格之造型、建材、色彩為

之。 

(2) 禁止原有產業擴大經營規模或變更使用。 

(3) 在相關法令許可下，得配合環境觀察與解說活動，於適當地區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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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或解說設施。 

(4) 在相關法令許可下，得從事靜態、無設施之遊憩活動，其活動量不

得超過該區之生態容受力。 

(5) 市定古蹟之整修應保存其原有型態，並經西拉雅管理處協調臺南市

政府古蹟主管機關同意後施行。 

2.自然景觀區 

(1) 現有林相優美地區，原則上應維持現有使用。 

(2) 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或設施之修建、改建或增建，需經所在地縣市

政府建築主管機關與西拉雅管理處同意，並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之規定，且不得超出原分區或用地編定之土管規定。 

(3) 區內得配合需要興建觀景亭、簡易步道、解說設施、小型停車場等

公共設施，且應配合整體環境風格之造型、建材、色彩需經所在地

縣市政府建築主管機關與西拉雅管理處同意後為之。 

(4) 區內土石及礦物採取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並在不影響視覺景觀情形

下，經西拉雅管理處同意後辦理。 

(5) 除既有公墓用地，及為增進公墓之整體規劃經西拉雅管理處協調相

關主管機關同意之興建計畫外，區內不得增加其他喪葬設施。 

(6) 區內現有農牧用地，得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相關法令規定並徵得縣市

政府與西拉雅管理處同意後，變更為適當用地編定。為利自然景觀

維護，澎管處於行使上列同意權時，得先擬定自然景觀區之建築美

化管制作業要點報核實施後，據以辦理。 

3.觀光遊憩區 

容許項目及設施包括遊憩設施、戶外遊樂設施、水岸遊憩設施等 10項。

各遊憩區應擬具整體發展構想及細部開發規劃，建築物造型、色彩、高

度需與自然環境協調，並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規定，且不得超

出原分區或用地編定之土管規定或依所在之都市計畫或特定區計畫或所

在縣市區域計畫中有關地域篇規定辦理。 

(1) 遊憩設施 

(2) 戶外遊樂設施 

(3) 水岸遊憩設施 

(4) 森林遊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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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及公用事業設施 

(6) 生態體系保護或解說設施 

(7) 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 

(8) 林業使用及其設施 

(9) 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10)其他經西拉雅管理處同意之設施 

4.服務設施區 

容許項目及設施包括：住宿、餐飲服務、管理服務、以及其他相關公共

服務設施及解說牌等設施。而設施之興建與設計應配合整體發展規劃，

建築物造型、色彩、高度需與自然環境協調，並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之規定，且不得超出原分區或用地編定之土管規定或依所在之都市

計畫或特定區計畫或所在縣市區域計畫中有關地域篇規定辦理。 

(1) 住宿設施：國際觀光旅館、一般旅館、汽車旅館、國民旅社、以及

其他類型住宿設施。 

(2) 餐飲服務設施：餐廳、購物中心、商店、展售中心、以及其他類型

之餐飲服務設施。 

(3) 管理服務設施：管理中心、遊客服務中心、清潔隊及其附屬設施，

及其他類型管理服務設施。 

(4) 其他相關公共服務設施及解說設施。 

5.一般使用區 

(1) 一般使用區之土地使用，從其都市計畫、特定區計畫或區域計畫原

有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遵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相關

規定辦理。 

本區內若因新增遊憩使用之需求須辦理土地使用分區之調整時，得

依整體開發原則，由申請人擬具事業開發計畫送交西拉雅管理處，由西

拉雅管理處依「非都市土地風景區」調整及開發許可程序協調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及區域計畫主管機關辦理審查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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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土地使用功能分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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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觀光整體發展構想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應延續 99 年觀光品牌發展定位的核心，以發展成為生

態鄉村渡假王國為定位，「鄉村渡假王國」即是透過區內為數眾多的農場、高

爾夫球場與山村部落使遊客親身體驗樂在其中，並透過聚焦於「溫泉、水庫、

產業、文化」4大類環境元素及觀光亮點，來凸顯本區鄉村旅遊特色。 

一、 觀光發展願景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觀光發展著重在於維持既有的優質觀光環境品質，並

有效分流遊客，抒解旅遊尖峰日之遊憩壓力，帶動整體旅遊環境與品質。為呼

應本風景區生態環境資源的珍貴價值，以觀光亮點與服務據點小而美的焦點開

發，避開區內之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等敏感位址，以呼應生態鄉村渡假王

國之名。而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的鄉村旅遊特色則以區內資源所具有的「繽紛、

浪漫、歡樂」的三大特徵來進行發想，期使來到本風景區的遊客都能感受到繽

紛、浪漫與歡樂的三種體驗。  

並將上述三種體驗，轉化成為三大體驗路線營造，同時以三大亮點作為引

領的核心，使空間面的操作更為具體與便於操作。 

西拉雅風景區個性最為鮮明的四大環境元素為溫泉、水庫、產業及文化外

加 2大特色軸帶與境外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嘉義城區與臺南城區的跨域連

結，來提供遊客更多元的遊憩體驗與樂趣，願景架構如下： 

圖 6-1西拉雅發展願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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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間發展結構規劃 

本計畫依據區內各地區之自然、人文、產業等特色及前節土地使用功能

分區劃設成果，檢視各遊憩據點之適宜觀光遊憩發展服務等級與遊憩資源群

組機會。並考量遊憩行為與遊憩複合體概念發展理論，從觀光亮點、服務據

點、動線系統與空間佈局等面向切入，重新調整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遊憩系統

與次系統空間結構，配合未來土地使用功能分區構想，藉此落實觀光目的之

土地使用管制。 

(一) 觀光亮點 

配合三大旅遊線的分佈及本風景區管有之土地，可整合出 3大特色觀光

亮點，來作為後續吸引業者投資開發或協同地方協會或產業聯盟共同經營，

並以故事主題來優先進行營造，進而帶動三大旅遊線週邊服務據點與線上

景點之建設。 

1.臺南湯暨火王爺故事園區：（浪漫美湯旅遊線） 

位於關子嶺風景特定區之旅甲（2）、公園用地與停車場用地，並結合好

漢坡、天梯及周邊步道系統可連結至紅葉公園，並結合火王爺與周邊日

式元素，打造出泡完湯後可遊、可看、可玩的故事園區，型塑臺南湯的

優質品牌，並引入業者進行溫泉特色商街的投資開發。 

2.西拉雅多元故事園區：（繽紛藝境旅遊線） 

配合即將撥用之國軍野戰訓練場，除作為管理處行政中心及遊客中心外，

亦應發展成為西拉雅歷史文化探索、鄉村農產品展售、自然環境體驗的

複合型園區，並成為本區西拉雅部落資料典藏、解說、教育、展示、研

究發展及體驗參與的場域，使之成為親近瞭解西拉雅文化及常民生活的

核心，並引入西拉雅社團共同經營運作。 

3.水果莊園故事園區：（歡樂鄉野旅遊線） 

以南化運動公園之遊客中心為基地，連結南化生態農場的龍眼、芒果加

工與生態旅遊，將遊客中心變成周邊農特產販售的農夫市集，並將龍眼、

芒果、梅等產業故事化，吸引遊客參與體驗，也是轉介各種認證生態旅

遊服務的中心及重機休憩的驛站，並引入周邊農夫或業者經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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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西拉雅空間佈局與發展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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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據點 

配合可提供服務多元程度及規模的大小，可區分為行政樞紐、遊客中心、

資訊站等不同層級的服務據點。 

1.行政樞紐： 

未來管理處新處址（位於區外之烏山頭附近閒置之國軍野訓場），做為遊

客服務中心暨行政園區，同時作為本區觀光旅遊服務中樞，扮演全區索

引之角色，區內以展現西拉雅文化、湖光山色的特徵並可提供做為地產

地銷的假日農夫市集，並作為全區觀光資源經營管理的核心。 

2.遊客中心： 

 中埔遊客中心：北以嘉義縣中埔鄉位於區外台 18線上的客家文化會館

為基地，借用部分空間作為遊客資訊服務之用。 

 南化遊客中心（暨管理站）：南以南化運動公園之基地為遊客中心位置，

做為台 3線南側進出本轄區的門戶節點。 

 官田遊客中心：中以鄰近台 1 線之國軍野訓場為基地，同時兼具遊客

服務與行政園區之功能。 

3.資訊站： 

 浪漫美湯旅遊線： 

-嶺頂資訊站：位於關子嶺風景特定區內，緊鄰嶺頂公園與後續建議之觀

光亮點。 

-東山資訊站：借用區外國道 3號之東山服務區部分空間，作為資訊站。 

-白河資訊站：目前管理處所在白河水庫之場域，配合後續管理處行政區

之搬遷，既有空間將轉為資訊站使用。 

 繽紛藝境旅遊線： 

-二寮資訊站：近年配合臺南跨年三部曲活動，二寮觀日亭已成為觀光熱

點，因此建議整理作為資訊站，並提供賣店與餐飲服務。 

 歡樂鄉野旅遊線： 

-大埔資訊站：目前大埔街區鄰近情人公園由管理處管有之資訊站，前身

為大埔美館。 

-梅嶺資訊站：配合梅嶺賞梅花、採梅及生態旅遊活動，由管理處設有之

資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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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動線系統與空間佈局 

區分為鄉村旅遊服務軸、體驗路線說明如下： 

1.鄉村旅遊服務軸： 

打破西拉雅風景區範圍限制，整合縣 165（嘉義後庄-臺南官田）、台 1

（臺南官田-臺南新市）、台 19甲（臺南新市-臺南關廟），成為結合聚落

與進出各體驗路線的出發點。 

2.體驗路線： 

配合浪漫美湯、繽紛藝境及歡樂鄉野三大旅遊線之定位，應強化各區段

道路之指標系統自明性、植栽計畫及周邊景點在意象風貌的型塑。 

 浪漫美湯旅遊線：包含縣 172（臺南市）、縣 175、市 174（原縣 174）、

市 171（原縣 171）、南 111 及嘉 135，以浪漫的裝置藝術美化道路空

間、強化植栽自明性，及凸顯周邊適合泡湯、約會、用餐的景點。 

 繽紛藝境旅遊線：包含台 84、台 20、市 178（原縣 178）、南 172、南

168，以西拉雅文化、水利文化、地質、歷史、知性及提供南科休閒為

主題的文藝旅遊線。 

 歡樂鄉野旅遊線：包含台 3 線、縣 172（嘉義縣）、嘉 188、嘉 135，

以發展各種生態旅遊的休閒農場與農特產加值服務為主，是適合闔家

慢遊及重機兜風享受自然山林的旅遊線。 

(四) 聯外特色軸帶 

1.浪漫天際線： 

配合北回歸線 235度浪漫地標之營造，及台 3 線明珠及台 18線浪漫元素

之營造，以本區與台 18線交會之中埔遊客中心為串聯浪漫天際線之核心，

並將浪漫元素與浪漫美湯旅遊線串聯，並強化台3線上浪漫元素之呼應，

使本風景區透過浪漫地標的營造串聯阿里山、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形成一道浪漫天際線。 

2.山海圳綠道： 

配合臺南市政府以嘉南大圳為軸帶的山海圳綠道計畫，將轄區內烏山頭

水庫及區外嘉南大圳、南科園區等資源進行系統性串聯，並延伸至規劃

中的官田遊客中心與行政園區，使之與臺南城區、台江國家公園及雲嘉

南濱海國家風景區進行串聯，使文化、綠意、低碳的軸帶得以舒展。 

  



 

21 

(五) 主題活動 

整合區內重要活動，成為呼應鄉村旅遊的兩大類主題活動群，分別為鄉

村嘉年華與樂活俱樂部，使鄉村產業與觀光活動更具主題性與活絡。 

 

 

 

 

 

 

 

 

 

 

 

圖 6-3 主題活動與體驗路線空間關係圖 

(六) 品質認證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具有生態豐富的 5 大水庫與自然山林，區內更有許多

由農業轉型以休閒農業與生態旅遊服務的據點，適合成為發展生態旅遊

的基地。 

  依環境教育法精神，推動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環境教育認證達成人、事、地三重認證（場

所、機構、人員），並結合臺南藝術大學、國

立嘉義大學之學術資源共榮共存。 

 輔導 NGO 組織及週邊旅遊服務業者取得國內

環境教育機構認證。 

 提供獎勵措施，如通過認證者可協助品牌形

象建立與網站共同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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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國家風景區土地使用功能分區之落實策略 

近年來國土面臨氣候變遷、國土保育、糧食安全、人口結構、產業發展等

方面之重大變革，故國土空間規劃及全國土地使用已調整為「全國區域計畫」

及「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等二層級法定計畫。並將國土空間發展之總目

標設定為：「塑造創新環境，建構永續社會」，並期望引導臺灣朝向「安全自然

生態」、「優質生活健康」、「知識經濟運籌」、「節能減碳省水」之國土發展願景。 

 

 

圖 7-1 空間計畫體系圖 

現階段全國區域計畫針對國土空間架構下之土地使用管理部分，已調

整現行「限制發展地區」及「條件發展地區」整併為「環境敏感地區」，除

避免直接限縮既有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外，同時將環境敏感地觀念落實在國

土保育區的劃設與管理並依災害、生態、資源及景觀之不同性質，按其環

境敏感程度研擬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如：開發利用，申請辦理以設施為導向

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地變更編定者，除符合除外情形者外，

不得位於限制發展地區），其中並明確規定特定農業區應儘量避免變更使用，

並限縮特定農業區容許使用項目，但針對部門建設計畫亦訂定「開發利用申

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之指導原則，並簡化開發許可之審查流程，以

建立計畫引導土地使用模式，提高審查效率；並在符合現行法令規定情形

下，於計畫書內訂定政府為推動重大建設計畫有迫切需要，得辦理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之相關機制。 

 

 

部
門
計
畫 

全國區域計畫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區 11種使用分區 
景觀經營管理目標 
‧保護 

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含都會區域及特定區域計畫內容) 

 

(涉及土地使用 

或空間區位者) 

 

(涉及土地使用 

或空間區位者) 

 

(涉及土地使用 

或空間區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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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區域計畫應訂定
申請設施型土地使用
分區變更之劃設原則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
畫得劃設申請設施型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區
位

無劃設區位：
依現行規定未

簡化

有劃設區位：
可簡化

全國區域計畫應訂定
申請設施型土地使用
分區變更之劃設原則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
畫得劃設申請設施型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區
位

無劃設區位：
依現行規定未

簡化

有劃設區位：
可簡化

一、 未來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理原則 

(一) 保護環境敏感地區 

考量環境敏感特性，各類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之檢討，應依

據環境資源特性調整使用類別與強度；並針對災害潛勢地區訂定程度不同

的減災或調適策略。針對非都市土地部分，應將環境敏感地區配合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進行疊套擬定具體管制內容（第 1 級：除公共設施或公用事

業外，應避免作非保育目的之發展及任何開發行為。第 2 級：提供有條件

開發之彈性空間。），納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為未來土地使用分

區變更、使用地變更編定或容許使用規定修正參據。 

(二) 強調成長管理劃設得申請設施型變更區位 

為避免零星個案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及

改善現行非都市土地之蛙躍開發情況，明定全國區

域計畫中，應擬定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及開發利用

區位之指導原則，以強化計畫引導發展之目的。另

外為避免土地資源浪費與過度耗用，明訂劃設申請

設施型變更分區，指定得申請開發許可區位，建立

計畫導向式(Plan-led)發展。未來產業發展區

位將以城鄉發展地區及指定得申請開發許可

區位為原則。 

(三) 強化地方自主 

非都市土地應按其使用分區(除國家公園區外)劃定目的，分別研擬各使

用分區下之「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以強化使用分

區特性（針對環境敏感範圍宜檢討限縮土地容許使用強度及種類）。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得因地制宜，於符合全國區域計畫土地分區管制原則及各使

用分區劃定規定下，增訂或訂定較嚴格管制規定。 

(四) 建立分區管制機制 

1. 都市計畫地區按依都市計畫法及都市計畫管制使用，土地使用分區及

用地變更，則依都市計畫法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2. 非都市土地依其屬性可分為資源型使用分區（包括特定農業區、一般

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開發設施為

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及設施型使用分區（指工業區、鄉村

區、風景區及特定專用區等），設施型使用分區之變更，應依區域計畫

法第 15條之 1第 1項第 2款規定程序辦理。開發性質不符原使用分區

劃定時，或開發性質符合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惟其規模足以影響原

使用分區劃定目的者，須辦理使用分區變更後，始得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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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說明圖 

 

二、 國家風景區計畫與土地使用法定計畫之關係 

基於上述源由與過去經驗，計畫建議在國土計畫尚未實施前，國家風

景區計畫經規劃、擬定與核定程序後，宜配合目前區域計畫法定程序，依

據觀光發展條例第2條第4款、第7條與區域計畫法第5條等法規條件規範，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研提觀光部門計畫，建議縣(市)區域

計畫應配合各國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之土地使用功能分區，進行土

地使用分區檢討。而縣（市）區域計畫則將國家風景區計畫中土地使用計畫

（包含環境敏感區位、引導發展區位..等）、總量管理規劃（觀光經營總量

目標、公用事業配套、衍生住宿用地需求管理..等）內容納入部門計畫，並

協助匡列「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以使得國家風景區之觀光目

的規劃權能與地用法定計畫審核權連結；同時引導影響區域土地範圍的土

地使用管理權及開發建設建管權之間的關係。故計畫建議現階段國家風景

區計畫之計畫體系位階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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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計畫體系位階圖 

 

(一) 上層：國土計畫、觀光部門計畫 

(二) 下層：縣市區域計畫風景區、風景特定區（都計）、國家風景區觀光整

體發展計畫 

 

若未來在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國家風景區計畫核定後之法定地位，宜

配合國土計畫法（草案）之法定程序，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2條第 4款、第

7條與國土計畫法（草案）第 3、6、9條規範，定義為國土計畫下之特定區

域計畫，建議未來國家風景區計畫之計畫體系位階圖示如下： 

 

 

 

 

 

 

圖 7-4 本案建議未來計畫體系位階圖 

而上述層次建議，係考量分別具有上下位階之指導關係，亦即國家風景

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之規劃，需考量國土空間所涉及的國土保安、生態保育、

資源維護、糧食安全、經濟發展與城鄉管理等不同面向需求，進而透過與全

全國區域計畫 

縣(市)區域計畫 
國家風景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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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區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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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區域計畫（或未來國土計畫）相同的環境限制性圖資資訊，建立土地使用

中觀光發展之土地利用計畫，進而指導影響現階段縣（市）區域計畫（含特

定區計畫）與未來縣（市）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劃定。 

現階段實務操作上國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內容建議採配合全國

區域計畫國土利用原則，強調保護環境敏感區位、自然山光水色與成長管理

內容，確定觀光資源保育與利用之方針，擬定國家風景區整體觀光發展計畫。

亦即由風景區管理機關依風景區範圍內資源特性，現有土地利用形態及旅遊

服務功能，劃分「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觀光遊憩區」、「服務設施

區」、「一般使用區」..等各種功能分區，並規定各分區使用及保護、管制事

項、劃定設施型發展區位與觀光發展成長管理機制，先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

擬提觀光發展部門計畫，將觀光主管機關核定劃設之功能分區應與區域計畫

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整合，俾利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配合得配合各

功能分區再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區之作法納入，送請區域計畫主

管機關核定；以引導縣（市）區域計畫配合國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之

結果，將欲引導發展之地區指定為「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即

在觀光部門計畫核定後，送請縣（市）政府整合納入縣（市）級區域計畫（含

都市計畫）部門計畫配合實施執行。另由風景區管理機關依觀光部門計畫擬

定「國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於國家風景區建設中程計畫中以分期分

區發展方式予以實施。 

 

三、 國家風景區土地使用功能分區落實法定土地使用計畫之連結

架構 

依定義劃設之觀光發展計畫功能分區（觀光遊憩區與服務設施區），因

皆屬國家風景區計畫中重要自然、文化景觀區位、大型觀光建設投資區位或

是引導民間投資觀光服務事業地區，故為落實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觀光發展之

願景與土地利用方案，計畫在非都市土地範圍參考全國區域計畫對風景區之

劃定或變更原則： 

(一) 具有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可提供一般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並具備

完整經營管理計畫。 

(二) 最小面積以 25公頃為原則（包含：具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特

殊動、植物生態地區、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性者）。 

(三) 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公告前已劃定之風景區或依發展觀光條例及

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劃定之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直轄市級風景特定區

或縣(市)級風景特定區，且未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尚未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為風景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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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縣(市)政府劃設各種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之區位或規模時，應徵詢各開

發利用型態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意見及需求。各開發利用型態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有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劃設需求者，亦應主

動向縣(市)政府提出具體內容，縣(市)政府應於區域計畫擬定時，邀集

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並依上述劃設條件辦理。 

由上述資訊可知計畫範圍內之觀光遊憩區、服務設施區符合劃定原則

(三)，且相關土地使用已配合資源特性妥適規劃，未來會依核定之計畫進行

開發、保育與使用管理。故係屬於已有明確觀光產業區位需求之計畫內容，

應得請現行嘉義縣、臺南市區域計畫納入「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

範圍，指定供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觀光經營事業使用（同時納入臺南市區域計

畫觀光遊憩系統範圍及開發指導）。 

另外國家風景區內之功能分區與成長管理目標應與風景特定區計畫之

土地使用分區宜相互結合，做為土地利用之指導綱要，以落實西拉雅國家風

景區之土地經營管理。建議相關之土地使用管理操作策略如下圖所示： 

 

圖 7-5 落實法定土地使用計畫連結架構示意圖 

 

自然景觀與風貌維護最重要工作在避免不當人為開發的破壞與威脅（如

恣意產業活動改變既有山岳景觀、不當公共工程破壞水土和諧狀態、聚落發

展散亂破壞樸實原貌..等），故計畫依國家風景區範圍內資源特性，將現有

土地利用形態及旅遊服務功能，規劃劃分為「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

「觀光遊憩區」、「服務設施區」、「一般使用區」等五大功能分區，並規劃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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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別保護區」分區範圍，宜以安定現況使用（凍結目前合法使用事

實規模；與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強化造林（復育優良原生混合

林相）與生態式水土保持建設，未來僅同意公部門投資之環境復育與

必要之觀光服務設施修繕工程）及強化保護環境為主要土地利用原

則。 

(二) 「自然景觀區」分區範圍，宜以維持現有景觀風貌為主要目標，未來

僅同意公部門低度設施利用之據點發展為主，而私部門投資之開發則

除應依相關法規規定申請外，另應就開發申請提出環境回饋與景觀保

護計畫經管理處審議同意後始得開發。 

(三) 針對「觀光遊憩區」與「服務設施區」等範圍，則配合縣（市）政府

土地地用管理事項，擬定分區土地開發控管原則（環境管理規範等），

並協助劃定縣（市）區域計畫之設施型發展區區位與觀光發展成長管

理機制。引導發展做為建議： 

1. 觀光遊憩區部分： 

(1)非都市土地包括現有遊憩觀光景點、適合發展觀光地區、資源豐

富地區、休閒農業區等，依鄉鎮界、道路、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溪流及山脊等明確之界線劃設，建議依區域計畫相關程序辦理使

用分區變更為風景區，未來再依成長管制管理之。後續個案開發

需變更地用者，若達一定規模影響以上，仍應依區域計畫法第15-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辦理開發許可。 

(2)都市計畫範圍內，則依據適宜性分析與成長管理建議除敏感區位

維持原分區外，提案變更可發展腹地往交通服務用地與旅遊專用

區方向變更。 

2. 服務設施區部分： 

(1)非都市土地部份主要包括現有餐飲、住宿、特產品販售服務區、

旅遊諮詢服務區及可發展集中住宿區域之高密度發展區，建議依

道路、行政界線、溪流及山脊等明確之界線劃設範圍；再依區域

計畫相關程序辦理使用分區變更為風景區，未來再依成長管制管

理之。後續個案開發需變更地用者，若達一定規模影響以上，仍

應依區域計畫法第 15-1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辦理開發許可。 

(2)都市計畫範圍內：現有旅遊諮詢服務、餐飲、住宿、特產品販售

服務區及停車、纜車等交通轉運站維持原分區，而窳陋無法回復

自然又具有區位利用價值之無敏感條件限制地區，則建議配合都

更、重劃或區段徵收計畫，以通檢或個案變更方式進行分區重新

調整。 

(四) 一般使用區範圍則敦請縣（市）政府協助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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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於優美環境背景之山坡地，宜限制林地出租（放領）與破壞景觀之

開墾行為。 

2. 農業之產業地景宜維持既有農作行為與補助休耕期綠肥花海推廣，控

制不當土地轉作利用。 

3. 輔導棄耕農田出租或綠肥養地，維護適當農業地景。 

4. 針對特殊歷史、特色族群或原住民族聚落，建議可以社區營造、農村

再生等方式進行聚落空間改造與活化文化資產，改造社區生活品質並

同時提升觀光特色。 

5. 其餘一般使用區則配合嘉義縣及臺南市區域計畫規劃成果維持原計

畫分區，以下針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範圍內各土地區位提出分區之建

議： 

其餘一般使用區則配合嘉義縣及臺南市區域計畫規劃成果維持原計畫

分區，以下針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範圍內各土地區位提出分區之建議： 

表 7-1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土地使用功能分區與調整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分區建議 

功能 
分區別 

序
號 

分區 
編號 

地點 說明 建議分區 面積(公頃) 

特別保
護區 

1 特 1 
中埔六村-一級環境敏
感區 

非都市土地之一級環境敏感區
（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 

維持森林區、山坡
地保育區 

1,580.13 

65,770.59 

2 特 2 中埔六村-森林區 非都市土地之森林區 維持森林區 1.49 

3 特 3 
中崙溫泉特定區計畫-
一級環境敏感區 

中崙溫泉特定區計畫經過之斷
層帶與保護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26.76 

4 特 4 大埔-非都市森林區 
曾文水庫主要集水區故宜以特
別保護區為優先 

維持森林區 9,464.42 

5 特 5 
大埔-非都市一級環境
敏感區 

曾文水庫主要集水區故宜以特
別保護區為優先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 

100.46 

6 特 6 
曾水文庫特定區計畫
水域及周邊土地 

曾水文庫特定區計畫之保護
區、河川區及緊鄰常水位之敏
感區塊等分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3,424.83 

7 特 7 
官田-森林區、山坡地
保育區、河川區 

非都市土地之山坡地保育與森
林區 

維持森林區、山坡
地保育區 

33,016.74 

8 特 8 
官田-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計畫水域及周
邊土地 

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之保護
區、河川區及緊鄰常水位之敏
感區塊等分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1,154.67 

9 特 9 東山-非都市森林區 非都市土地之森林區 維持森林區 1,561.58 

10 特 10 
東山-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計畫水域及周
邊土地 

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之保護
區、河川區及緊鄰常水位之敏
感區塊等分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461.40 

11 特 11 
東山-曾文水庫特定區
計畫水域及周邊土地 

水庫特定區計畫之保護區、河
川區及緊鄰常水位之敏感區塊
等分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2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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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分區別 

序
號 

分區 
編號 

地點 說明 建議分區 面積(公頃) 

12 特 12 
六甲-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計畫水域及周
邊土地 

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之保護
區、河川區及緊鄰常水位之敏
感區塊等分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3,076.77 

13 特 13 
官田-非都市土地之環
境敏感區 

非都市土地之森林區、河川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3.30 

14 特 14 
官田-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計畫水域及周
邊土地 

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之保護
區、河川區及緊鄰常水位之敏
感區塊等分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1,154.67 

15 特 15 
山上-1級環境敏感地
區 

含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之一
級環境敏感區 

維持森林區、山坡
地保育區 

152.44 

16 特 16 
大內-非都市土地之 1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一級環境敏感區
山坡地保育區（斷層帶周邊 500
公尺）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斷層帶周邊
500公尺） 

1,474.04 

17 特 17 
大內-大內都市計畫區
之 1級敏感地區 

大內都市計畫區之 1級敏感地
區 

維持原都市計畫
分區 

78.37 

18 特 18 
大內-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之 1級敏感地
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之 1級
敏感地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459.42 

19 特 19 
新化-非都市土地之 1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一級環境敏感區
（森林區） 

維持森林區 489.20 

20 特 20 
新化-虎頭埤特定區之
1級敏感地區 

虎頭埤特定區之一級環境敏感
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33.62 

21 特 21 
楠西-非都市土地之 1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一級環境敏感區
（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 

維持森林區、山坡
地保育區 

206.14 

22 特 22 
楠西-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之 1級敏感地
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之 1級
敏感地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4.65 

23 特 23 
楠西-曾文水庫特定區
計畫水域及周邊土地 

水庫特定區計畫之保護區、河
川區及緊鄰常水位之敏感區塊
等分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348.95 

24 特 24 
玉井-非都市土地之 1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一級環境敏感區
（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 

維持森林區、山坡
地保育區 

1,785.79 

25 特 25 
玉井-玉井都市計畫區
之 1級敏感地區 

玉井都市計畫區之 1級敏感地
區 

維持原都市計畫
分區 

0.31 

26 特 26 
左鎮-非都市土地之 1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一級環境敏感區
（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 

維持森林區、山坡
地保育區 

3,558.53 

27 特 27 
南化-非都市土地之 1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一級環境敏感區
（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 

維持森林區、山坡
地保育區 

1,756.74 

28 特 28 
柳營-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之 1級敏感地
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之 1級
敏感地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101.07 

29 特 29 
柳營-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1級環境敏感區
（河川區） 

維持河川區 9.00 

自然 
景觀區 

30 自 1 
中埔六村-非都市土地
之 2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敏感地區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 

2,368.32 

25,218 

31 自 2 
中崙溫泉特定區計畫
-2級環境敏感區 

中崙溫泉特定區計畫-2級環境
敏感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59.05 



 

31 

功能 
分區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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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編號 

地點 說明 建議分區 面積(公頃) 

32 自 3 
中埔-曾水文庫特定區
計畫-2級環境敏感區 

曾水文庫特定區計畫之-級環
境敏感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226.61 

33 自 4 
大埔-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山坡地保育區）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 

777.90 

34 自 5 
大埔-曾水文庫特定區
計畫-2級環境敏感區 

曾水文庫特定區計畫之保護
區、河川區及緊鄰常水位之敏
感區塊等分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226.61 

35 自 6 
白河-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 

1,104.01 

36 自 7 
關子嶺溫泉風景特定
區-2級敏感地區 

關子嶺溫泉風景特定區-2級敏
感地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167.91 

37 自 8 
東山-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農
業區）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風景區、農業
區 

38.48 

38 自 9 
東山-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計畫之 2級敏
感地區 

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之 2級敏
感地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0.35 

39 自 10 
東山-曾文水庫特定區
計畫之 2級敏感地區 

水庫特定區計畫之 2級敏感地
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27.27 

40 自 11 
六甲-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之 2級敏感地
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之 2級
環境敏感區（農業區、研究專
用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201.53 

41 自 12 
官田-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農
業區）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風景區、農業
區 

744.30 

42 自 13 
官田-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之 2級敏感地
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之 2級
環境敏感區（農業區、保護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439.54 

43 自 14 
山上-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山坡地保育區、農業區）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農業區 

1,582.85 

44 自 15 
大內-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山坡地保育區、農業區）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農業區 

3,253.81 

45 自 16 
新化-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山坡地保育區、農業區）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農業區 

1,924.02 

46 自 17 
新化-虎頭埤特定區之
2級敏感地區 

虎頭埤特定區之 2級環境敏感
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1.71 

47 自 18 
楠西-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山坡地保育區、農業區） 

維持山坡地保育
區、農業區 

157.58 

48 自 19 
楠西-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一級環境敏感區
（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 

維持森林區、山坡
地保育區 

274.53 

49 自 20 
楠西-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之 2級敏感地
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之 2級
敏感地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6.86 

50 自 21 
楠西-曾文水庫特定區
計畫之 2級敏感地區 

水庫特定區計畫之 2級敏感地
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2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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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自 22 
玉井-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 

維持森林區、山坡
地保育區 

4,050.10 

52 自 23 
玉井-玉井都市計畫區
之 2級敏感地區 

玉井都市計畫區之 2級敏感地
區 

維持原都市計畫
分區 

5.48 

53 自 24 
左鎮-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 

維持農業區、山坡
地保育區 

2,425.54 

54 自 25 
南化-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 

維持農業區、山坡
地保育區 

3,306.70 

55 自 26 
善化-非都市土地之特
定農業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特定農業區） 

維持特定農業區 162.01 

56 自 27 
柳營-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風
景區） 

維持農業區、山坡
地保育區、風景區 

993.11 

57 自 28 
柳營-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之 2級敏感地
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之農業
區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3.41 

58 自 29 
新市-非都市土地之 2
級敏感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 2級環境敏感區
（農業區） 

維持農業區 414.26 

服務 
設施區 

59 服 1 中崙澐水溪溫泉 鄰近中崙公園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0.95 

54.60 

60 服 2 白河水庫-資訊站 
白河水庫現處本部辦公區及停
車場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0.81 

61 服 3 
關子嶺紅葉及嶺頂公
園周邊 

關子嶺紅葉及嶺頂公園周邊
（旅館區、公園、停車場）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5.93 

62 服 4 
大埔資訊站及歐都納
周邊 

大埔都市計畫大埔資訊站與歐
都納渡假村周邊 

維持原都市計畫
分區 

6.31 

63 服 5 
曾文水庫青年活動中
心 

曾文水庫特定區計畫內之青年
活動中心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6.13 

64 服 6 梅嶺及其周邊地區 梅嶺資訊站及其周邊地區 
由森林區變更為
風景區 

2.88 

65 服 7 龜丹溫泉及周邊地區 龜丹溫泉及周邊地區 
由森林區變更為
風景區 

2.28 

66 服 8 
南化遊客中心與南化
生態農場 

南化遊客中心與南化生態農場 
由森林區變更為
風景區 

12.28 

67 服 9 二寮觀日亭及周邊 二寮觀日亭及周邊 
由森林區變更為
風景區 

0.66 

68 服 10 
虎頭埤水庫周邊遊憩
服務用地 

虎頭埤水庫周邊遊憩服務用地
（公園用地、商業區、遊樂區、
旅館用地、旅遊服務區等） 

維持原特定區計
畫分區 

16.37 

遊憩 
服務區 

69 遊 1 
官田遊客中心暨行政
園區預定地 

台 1線與縣道 165間之綠地，
原為軍方之野戰訓練場 

由都市計畫之機
關用地及農業區
變更為遊憩用地 

9.73 

442.48 
70 遊 2 南元休閒農場 南元休閒農場 

農業區變更為風
景區 

26.29 

71 遊 3 
尖山埤水庫及江南渡
假村 

尖山埤水庫及江南渡假村 維持風景區 16.54 

72 遊 4 永安高爾夫球場 永安高爾夫球場 
山坡地保育區變
更為風景區 

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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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遊 5 嘉義農場 
曾文水庫特定區計畫之觀光農
場區，目前歇業中 

維持觀光農場區 33.90 

74 遊 6 曾文-山芙蓉渡假酒店 曾文水庫特定區計畫之旅館區 維持旅館區 2.60 

75 遊 7 走馬瀨農場 山坡地保育區 
山坡地保育區變
更為風景區 

99.22 

76 遊 8 新化高爾夫球場 
虎頭埤風景特定區之高爾夫球
場區 

維持原分區 40.99 

77 遊 9 南寶高爾夫球場 一般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變更
為風景區 

67.80 

78 遊 10 嘉南高爾夫球場 一般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變更
為風景區 

56.13 

一般 
使用區 

79 一 1 嘉義-都市土地 
嘉義-都市土地（中崙溫泉特定
區、曾文水庫特定區） 

維持既有分區 83.48 

3,983.97 80 一 2 嘉義-非都市土地 嘉義-非都市土地 維持既有分區 384.95 

81 一 3 臺南-都市土地 臺南-都市土地 維持既有分區 1,791.67 

82 一 4 臺南-非都市土地 臺南-非都市土地 維持既有分區 1,723.87 

 

捌、 觀光發展需求分析 

一、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遊憩特性 

(一) 歷年遊客數 

 

1. 本計畫區內各主要遊憩據點大致呈現成長狀態(約 9.76%)，其中以關子

嶺溫泉成長率最高(35.14%)，走馬瀨農場次之(20.89%)，各遊憩據點除

曾文水庫外，均維持在 3％以上之成長幅度，而關子嶺溫泉與走馬瀨農

場配合 102年春節期間辦理之熱氣球活動，遊客大幅成長。 

2. 關子嶺溫泉區在 96至 98年間遊客量大致維持在 4至 50萬間，然在 99

年、101年間則呈現較為劇烈的大幅震盪，係應 98莫拉克颱風、99梅

姬颱風及 100年的南瑪都颱風襲台導致遊客大幅下降 

3. 本計畫區主要遊客多集中於關子嶺溫泉區、虎頭埤風景區、走馬瀨農場

三大據點，本計畫區內之遊憩據點以水庫型據點較易掌控遊客人次變化，

水庫型據點亦為本計畫之重要特色，未來應強化腹地廣大的曾文水庫之

觀光行銷與既有硬體整備。 

4. 綜整區內自 96至 102年各遊憩據點之遊客人次發現，全區之平均成長

率已達 9.76%，與 95 至 100年平均國民旅遊比率 4.7%，相比表現不俗，

未來應朝向調節遊客僅聚集少數景點的情形，以提昇本區之觀光遊憩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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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96-102年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遊憩據點遊客數統計表（單位：人次） 

遊憩據點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年平均 

成長率 

尖山埤水庫風景區 167,971 142,778 149,690 210,729 228,832 223,030 206,331 4.25% 

曾文水庫 258,303 207,363 161,322 193,420 210,647 237,008 255,000 1.01%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 156,809 139,920 147,684 135,755 158,273 166,701 201,591 4.97% 

虎頭埤風景區 311,046 322,886 378,270 335,765 336,960 371,136 371,559 3.58% 

走馬瀨農場 423,288 338,256 298,476 343,672 420,130 394,003 875,326 20.89% 

關子嶺溫泉 459,405 511,737 500,819 261,086 564,411 220,317 652,945 35.14% 

南元農場 -  -  99,774 98,379 133,557 135,902 131,091 5.61% 

小計 1,776,822 1,662,940 1,736,035 1,578,806 2,052,810 1,748,097 2,693,843 9.7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年成長率係以 96至 102年間各年度成長率進行平均 

圖 8-2 96-102年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遊憩據點遊客數變化圖 

圖 8-1  96-102年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觀光遊客人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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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區內、區外依其特殊自然環境特質及人文內涵形成眾

多觀光據點，更隨著國人旅遊意識的興起，以及近年來對鄉村旅遊、溫泉療

養、山林健行及文化旅遊體驗的嚮往，長久以來累積了觀光遊憩人口的成長。

然就交通部觀光局之統計數據分析，西拉雅區外鄰近之遊憩點，近年來因颱

風與土石流等天然災害，不斷上演安全威脅與生態浩劫，也使得此區域的觀

光產業發展隨著環境變遷的周期而興衰起伏。未來應進一步藉由經過認證之

生態旅遊模式，讓前往本區遊玩之遊客能對山林因了解而愛護，並增加重遊

與口耳相傳的口碑。 

本計畫區內遊憩據點以水庫、溫泉、農場為主，未來可透過地方產業與

文化內涵之包裝，配合三大旅遊線品牌共同行銷並與周邊風景區相互合作，

共創雙贏。 

(二) 遊客特性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市場調查 90 年至 100年間國人旅遊旅次調查統

計資料可知，臺灣各地區居民至南部旅遊的比率由小至大依序為：北部地

區 11.7%、金馬地區 12.1%、中部地區 19%、東部地區 20.2%。而南部地區

主要的遊客來源為自南部地區，約佔 62.2%。 

表 8-2  100年臺灣各地區居民前往旅遊地區之比例 

旅遊地 

居住地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金馬地區 

北部地區 67.3 20.2 11.7 4.1 0.4 

中部地區 22.4 58.7 19.0 2.6 0.1 

南部地區 14.1 22.7 62.2 4.8 0.2 

東部地區 27.7 14.9 20.2 45.3 0.5 

金馬地區 31.1 17.6 12.1 2.9 47.4 

全臺 43.2 29.6 25.8 4.7 0.5 

註：1.民眾前往的旅遊地區可複選。2.在居住地區區內旅遊比例（64%）= 各居住地區在區內旅遊的

樣本旅次÷居住該區總樣本旅次。 

表 8-3  96-100年各地區民眾前往南部旅遊地區之比例 

年度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各地區民眾前往南部
旅遊地區之比例 

29.7% 34.4% 25.7% 27.4% 25.8%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年報）、本計畫整理 

1. 旅遊方式： 

根據 100年交通部觀光局之旅遊狀況調查，國內旅遊 88%的旅客以自行

規劃行程方式出遊為最大宗，僅有 4%以旅行社承辦，其他旅遊方式均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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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便利成為民眾選擇旅遊地的首要考量，佔 32.6%，排名第二為有主

題活動與否，佔 18.5%，沒去過感到好奇及品嚐美食排名第三，佔 14.1%。 

另外，觀光旅遊運具選擇部分，主要交通工具為汽車，佔 61%，其次是

遊覽車佔 12%（火車中臺鐵佔 7%，高鐵佔 4%），而捷運及公民營客運則各佔

10%。 

2. 旅遊動機與停留時間分析 

依據 100年交通部觀光局之旅遊狀況調查，國內旅遊最主要目的為觀光、

休憩及度假，佔 83%，較往年增加了二個百分點，顯示國人旅遊休憩意識高

漲。國內旅遊的平均旅遊天數為 1.5 天，以周末從事旅遊為最主要出遊時

機，佔 60%。有 70%為當天來回未住宿，若外宿旅遊 13%選擇住宿旅館，其

次為 9%住宿親友家，最後為 6%住宿於民宿。 

3. 旅遊花費及主要從事活動 

據調查顯示，國人國內旅遊每日平均花費為 1,359元，每次旅遊平均花

費 2,038 元，旅遊經費以自費為主，僅一成得到旅費補助。旅遊中的主要

總支出為交通、餐飲及購物，共佔總支出約 72%。旅行中主要從事的活動為

自然賞景，佔 59.8%，其次為美食活動，佔 43.5%，再來則是其他活動，佔

41.8%。 

4. 客群分析 

依管理處 99 年度旅遊服務滿意度、主題活動暨知覺容受力問卷調查所

示，受訪遊客在男女性別差異不大，在年齡方面以青壯年 30-50 歲遊客居

多，這應與本區自行開車旅客較多有關，此外在關子嶺、烏山頭、南化、

左鎮、楠西、大埔等六大地區之旅遊性質均以家庭旅遊為最，其次為朋友、

同事旅遊，綜上所述本區客群以 30-50 歲青壯年為最主要客群，多為家庭

旅遊，其次為朋友、同事旅遊，未來觀光活動需更加強大眾運輸之提供，

才能相對吸引更多銀髮族或無法自行開車者前來。 

表 8-4  96-100年西拉雅各地區旅遊屬性之比例 
關子嶺 烏山頭 南化 左鎮 楠西 大埔 

家庭旅遊 
(44.0%) 

家庭旅遊 
(57.5%) 

家庭旅遊 
(41.4%) 

家庭旅遊 
(46.5%) 

家庭旅遊 
(48.6%) 

家庭旅遊 
(36.7%) 

朋友、同事
旅遊

(20.4%) 

朋友、同事
旅遊

(15.3%) 

朋友、同事
旅遊

(27.5%) 

朋友、同事
旅遊

(14.8%) 

朋友、同事
旅遊

(20.2%) 

朋友、同事
旅遊

(24.9%) 

夫妻、情侶
旅遊

(14.4%) 

夫妻、情侶
旅遊
(6.9%) 

夫妻、情侶
旅遊

(10.0%) 

宗教朝聖
(12.4%) 

夫妻、情侶
旅遊

(13.7%) 

夫妻、情侶
旅遊

(23.0%) 

資料來源：整理自 99年度旅遊服務滿意度、主題活動暨知覺容受力問卷調查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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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觀光效益評估 

依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近年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遊客人數在 102

年達到最高峰 2,693,843人次；停留天數也由 0.5天成長為 1.17天；旅館

及民宿營運收入也明顯增多，在 99 至 101年間各營運收入皆大幅成長；滿

意度也提升，顯示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近年愈來愈受遊客喜愛。 

表 8-5觀光效益評估表 

        年份 

指標項目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遊客數(人) 1,883,525 1,905,317 1,751,574 1,770,856 1,578,806 2,052,810 1,748,097 2,693,843 

停留天數(天) - 0.5 1.08 1.18 1 1.05 1.02 1.17 

消費金額(元) - 938 1,033 827 1,139 1,054 1,049 968 

產業移入 - - - - - - - - 

國際觀光旅館

(間) 

- - - - - 1 1 1 

房間數 - - - - - 201 201 201 

就業人口(人) - - - - - - - - 

營運收入(元) - - - - - - - - 

一般旅館(間) 46 48 46 48 49 48 54 52 

房間數 936 1,070 1,036 1,053 1,113 1,084 1,364 1,313 

就業人口(人) 401 444 433 444 489 478 571 - 

營運收入(元) - - 3,414,755 19,824,666 41,167,346 50,120,871 272,754,471 - 

民宿(間) 20 30 32 37 44 46 60 66 

房間數 94 139 145 166 197 201 240 243 

營運收入(元) 488,050 1,268,632 1,657,400 2,681,927 3,017,903 2,652,650 17,676,306 - 

總營運收入

(元) 

- - - - - - - - 

滿意度(分) - 78 78.4 80.38 82.24 81.33 82.07 81.72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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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遊客量預測與分配 

(一) 遊客量推估 

遊客量預測方式是以現有之遊客量資料為基礎，假設在未來若干年內風

景區並無重大變動的情況下，預測未來一定時間之遊客數量、風景區之總

遊客量。常用方法有以下六大類：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多元迴歸

分析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總量分配法、飽和承

載量法、機會模型（Intervening Opportunity Model）與時間序列投射模

型（Time Series Model）。 

由於本計畫已有過去七年之遊憩據點資料，符合時間序列投射模型推估

依據，因此依此模型結合數學函數來推估目標年遊客量，較常見之函數公

式有線性函數、對數函數、乘冪函數、指數函數、多項式函數等。各函數

推估結果如下。 

表8-6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遊客量預測分析表 

函數 公式 
目標年(112年) 

遊客量(人次) 

二次多項式 y = 55613.881 x2- 329262.762 x + 2097538.143 12,572,483 

線性 y = 115648.286 x + 1430171.571 3,396,192 

指數 y = 1501333.913 e0.054x 3,759,756 

對數 y = 280922.409 ln(x) + 1550634.877 2,346,548 

倒數 y = -433910.855 (1/x) + 2053488.837 2,027,965 

註：依解釋能力由高至低排序。 

 

 

 

 

 

 

 

 

圖8-3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遊客量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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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預測圖表可以看出由於 102年遊客數遽增，導致推估曲線趨勢一路攀

升，也因此二次多項式為較具有解釋能力之推估函數，然從風景區發展實

際面來看，一路攀升之遊客量不論對於遊憩品質或是環境承載力，皆會造

成不良的影響，因此為了解 102年遊客數遽增的原因，從 96~102年遊客量

基礎資料來看，可以發現遊客量遽增的主要遊憩據點為走馬瀨農場，原因

為 102年開始走馬瀨農場推出冬季熱氣球嘉年華活動，使得遊客量增多。 

一般而言遊憩活動推出初期由於新鮮感，多會吸引較多遊客量，而後會

趨於穩定，因此彙整今年度(103 年)之遊客量以了解遊客成長趨勢。從表

4-10 可以看到每月遊客量大約在三萬至四萬人次之間，而走馬瀨農場熱氣

球嘉年華舉辦時間主要在 1~2 月，使得 102年 1、2 月遊客量達到 503,225

人次，但 103 年卻下降至 168,972 人次，相差約三倍的遊客量，表示活動

已無法吸引到 102年剛推出時的人潮。 

表8-7走馬瀨農場102及103年遊客量                                         (單位：人次) 

年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2 186,603 316,622 37,150 44,095 28,510 33,532 45,758 28,574 22,843 62,765 37,123 31,751 

103 63,459 105,513 33,307  41,018  32,019  35,070  46,505  25,200  22,213  - - - 

資料來源：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因此為提高遊客量預測準確性，本計畫將 102年 1、2 月走馬瀨農場遊

客量與 103 年 1、2 月遊客量之差額(334,253人次)，扣除在 102 年度西拉

雅國家風景區總遊客量內，以使遊客量回歸穩定趨勢，調整後遊客量如表

4-11 所示；另一方面遊客量的下降也表示未來舉辦此活動時，應推出與往

年不同的活動內容，增加遊憩賣點來吸引遊客再度參與。 

表8-8 96~102年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調整前後遊客量彙整表          (單位：人次) 

年度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調整前遊客量 1,776,822 1,662,940 1,736,035 1,578,806 2,052,810 1,748,097 2,693,843 

調整後遊客量 1,776,822 1,662,940 1,736,035 1,578,806 2,052,810 1,748,097 2,359,590  

以調整後遊客量推估未來發展趨勢及目標年如表8-8、圖8-5。考量環境

及遊憩市場的容忍力，遊客量成長應會漸緩，而指數函數及二次多項式皆

為後期成長率漸高的函數推估模型，對數函數則為後期成長漸緩的推估模

型，因此本計畫經評估後採用線性函數及對數函數計算結果之平均值，作

為目標年(112年)預估之遊客量。迴歸預測方程式如下，t為年份序列，即

預測目標年-95年，y為預測目標年之遊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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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函數  y = 79835.464 t + 1525672.429 

對數函數  y = 194440.752 ln(t) + 1608208.744 

以民國96~102年遊客量作為基礎資料，經線性及對數函數推估模型計

算後結果如表4-13，目標年(112年)預估遊客量為2,520,988人。 

表8-9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調整後遊客量預測分析表 

函數 公式 
目標年(112年) 

遊客量(人次) 

二次多項式 y = 35717.869 x2- 205907.488 x + 1954286.857 8,776,324 

線性 y = 79835.464 x + 1525672.429 2,882,875 

指數 y = 1559251.16 e0.04x 3,077,771 

對數 y = 194440.752 ln(x) + 1608208.744 2,159,101 

倒數 y = - 295967.167 (1/x) + 1954642.941 1,937,233 

註：依解釋能力由高至低排序。 

 

 

 

 

 

 

 

 

 

 

圖8-4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調整後遊客量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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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0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遊客量預估表 

年份 遊客人次 

103 2,088,447 

104 2,139,815 

105 2,189,976 

106 2,239,160 

107 2,287,537 

108 2,335,236 

109 2,382,359 

110 2,428,984 

111 2,475,176 

112 2,520,988 

 

玖、 遊憩總量管理策略 

本風景區輻員廣大亦非封閉型的風景區，可進出本風景區之交通動線多

且複雜，此外許多遊憩據點與地方生活交疊，較難進行全域性的管制或管理，

因此將以各遊憩系統內可供管理管制之據點建議遊憩承載量。 

一、 最適承載量推估 

(一) 實質承載量 

 

依管理處在 101 年間委託嘉義大學針對轄區內 10 大遊憩據點進行承載

量推估，實質承載量係以空間作為主要的衝擊參數，針對遊客的主要遊憩

空間分析其所能承載的遊憩使用量透過各據點的問卷調查與分析來求出實

質承載量，其計算方式係以可供大眾使用面積（A）X 每㎡遊客數量（V/a）

X 轉換率（Rf），其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遊憩景點在平日與假日其間並無

遊客承載問題，僅梅嶺、關子嶺、烏山頭及走馬瀨農場在春節期間會有超

過負荷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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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區內各系統實質承載量推估表 

遊憩 
系統 

關子嶺遊憩系統 烏山頭遊憩系統 虎頭埤遊憩系統 
曾文遊憩系

統 
左鎮遊憩
系統 

景點別 
關子嶺
風景區 

中埔石
硦地區 

烏山
頭水
庫風
景區 

南元
花園
休閒
農場 

尖山
埤江
南渡
假村 

大坑
休閒
農場 

走馬
瀨農
場 

虎頭
埤風
景區 

梅嶺
風景
區 

大埔
情人
公園 

單日可
承載人
數(實質
承載量) 

8,277 5,873 1,370 7,645 5,060  544  2,014  4,810  6,547  4,782  2,570 

遊憩系
統承載
量建議 

14,150 14,075 7,368 11,329 2,570 

全區最
大承載
量 

單日最大實質承載量：49,492人次 

2023年（112年）推估尖峰日遊客量：19,307人次 

左鎮遊憩系統目前並無最新之調查資料，故建議參考95年觀光

綜合發展計畫建議數據，故區內每日最大承載量為49,492人。 

目前本風景區至2023年（民國112年），尖峰日遊客可達19,307

人次（詳見P4-15），因此尚有3萬人次的成長空間，故後續在遊客總

量管理上以每日49,492為最大承載量，進行管理。 

另補充各據點之設施承載量如下，作為後續各據點改善之參考。 

(二) 設施承載量： 

在設施承載量上，嘉義大學的調查係以停車場、盥洗室、餐廳及無障礙

設施來進行調查，其結果如表 9-2 所示。在停車場部分僅關子嶺風景區有

停車場不足之問題，梅嶺風景區由數據顯示雖無設施承載問題，但由於遊

客過於集中單一遊憩據點，因此造成交通阻塞的實際情形。 

盥洗室部分，針對調查結果發現關子嶺與梅嶺平均一間盥洗室，一日高

達百人以上輪流使用，應特別強化盥洗室清潔衛生之維護。 

在餐廳部分，除關子嶺略顯不足之外，其餘皆無承載問題。而各風景區

之無障礙設施規劃均較為缺乏，後續各服務設施之建設應予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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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設施承載量比較表 

遊憩系統 

設施承載量 

關子嶺遊憩系統 烏山頭遊憩系統 虎頭埤遊憩系統 曾文遊憩系統 

關子嶺
風景區 

中埔石
硦地區 

烏山頭
水庫風
景區 

南元花
園休閒
農場 

尖山埤
江南渡
假村 

大坑休
閒農場 

走馬瀨
農場 

虎頭埤
風景區 

梅嶺風
景區 

大埔情
人公園 

停
車
場 

停車場可
容納人數 

2,700 3,179 5,050 8,497 4,163 4,646 5,205 730 10,743 12,442 

春節期間
每日平均
到訪人數 

950 - 2,857 - - 2,089 - - 8,882 28,509 

假日到訪
人數 

- - - 2,753 1,787 - 632 - - - 

盥
洗
室 

盥洗室設
施量 

501 37 59 43 218 97 67 33 54 90 

春節期間
每日平均
到訪人數 

950 - 2,857 - - 2,089 - - 8,882 28,509 

假日到訪
人數 

- - - 2,753 1,787 - 632 - - - 

平均使用
量 

2/人 - 48/人 64/人 8/人 21/人 9/人 - 164/人 316/人 

餐
廳 

餐廳可承
載人數 

988 532 807 1,032 231 96 940 132 3,789 4,144 

春節期間
每日平均
到訪人數 

950 - 2,857 - - 2,089 - - 8,882 28,509 

假日到訪
人數 

- - - 2,753 1,787 - 632 - - - 

無障礙廁所數
量 

7 1 4 8 5 2 1 0 3 4 

無障礙停車場
數量 

0 0 0 6 0 6 8 0 2 5 

二、 總量管制操作策略 

(一) 成長管理策略 

1. 指派分期分區發展額度、建議統一管控依據 

(1) 以 5年為一期，作為管控期程。 

(2) 將各期發展額度分派至各發展系統，包括關子嶺系統、烏山頭系統、

虎頭埤系統、曾文系統、左鎮系統。 

(3) 國家風景區的五大土地使用分區中，住宿空間將優先分派至以發展

觀光事業為主的觀光遊憩區與服務設施區，其他地區因公共資源挹

注或環境容受力較低，則不鼓勵發展旅宿設施。因此在總量分派上，

將以個別遊憩系統做為總量調節範圍，特別保護區不分配數量；服

務設施區與觀光遊憩區將分派個別遊憩系統 80%之住宿空間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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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次系統住宿發展總量100%

發
展
時
序

其他條件發展區 分配20%

發展總量
40%

發展總量
40%

發展
總量
20%

指定服務設施區與遊憩區 分配80%

服務設施區與遊憩區
發展率達40%
始得開放其他發展區申請

定期檢討
依據申請狀
況檢討分配
比例

5
年

他地區則依據相關法令以開發許可精神按計畫審議狀況分配剩餘

的 20%。 

(4) 基於地權與尊重開發許可機制，各系統分期發展額度原則上做為後

續遊憩設施開發申請核准之依據，但若民間投資地位置與規劃引導

之區位有所衝突時，計畫基於環境保育、尊重市場機制與彈性管理

原則，建議嚴守不宜開放個別遊憩系統之特別保護區範圍之開發申

請，而計畫引導設施分區（如服務設施區與觀光遊憩區）之總量額

度已使用達其所分配 50%以上時，可彈性放寬於自然景觀區或一般

使用區內申請（個別遊憩系統發展總量的 20%）。 

 

 

 

 

 

 

 

圖 9- 1分期分區建構概念圖 

2. 管控事業計畫許可，落實總量管制原則 

(1) 計畫規範功能分區成果與成長管理規劃成果，應循現行地用土管機

制，納入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原則與縣（市）區域計畫內容中，並

將成長管理額度落實於非都市土地之開發管制與都市計畫變更審

議。 

(2) 管理處針對各期規劃分區成長之總額度，可依計畫規劃之各遊憩系

統分配之發展額度增減 5%做為調節彈性，以防止市場炒作或因個

別核准計畫執行延宕、中斷或其他風險造成無法完工營運，而阻礙

其他引導發展申請案件之額度許可。 

(3) 民間開發計畫應明定開發期限，若無正當理由或不可抗力因素，經

展延後仍無法如期完工者，應撤銷其設立許可及收回允許之開發額

度。 

(4) 各項計畫之發展額度經同意許可後，若因市場變化而需做調整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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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時，得向管理處提出申請變更，經協調同意後始可變更開發。 

3. 建立定期檢討機制 

(1) 配合發展分期，依前期執行成果及市場趨勢，重新檢討本計畫訂定

之分區發展額度及發展內容。 

(2) 定期檢討除應對既有計畫內容提出修正之外，亦應將原計畫期程再

往後延伸，增加 5年或 10年的成長目標設定，維持距當下有 15年

的發展計畫。 

(3) 針對前期執行計畫進行檢討，並就行政或法令障礙所造成之延誤加

強改進，若因私人投資裹足不前，則考慮其他獎勵機制，以提高投

資意願。 

壹拾、 財務規劃與自償性評估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中、長程經營、投資計畫之擬訂，係參酌機關資源能力，

事前蒐集資料，進行內外環境分析及預測，設定具體目標，進行計畫分析，評

估財源籌措方式及民間參與之可行性，訂定實施策略、方法及分期(年)實施計

畫，故計畫依據前述經營管理目標（包括遊客量、土地使用計畫與觀光服務構

想），以下將研擬配套之公共服務投資計畫與國家風景區經營收益企劃，透過

滿足遊客觀光服務需求、引導民間投資與使用者效益收費機制，探討西拉雅國

家風景區內中、長程投資經營計畫及財務自償指標評定。 

一、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延續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策略，確立國家風景區發展方向，以集

中資源，分級建設具代表性之重要觀光景點遊憩服務設施。計畫將藉由發展

據點之階層體系系統分析，釐清各遊憩系統遊憩圈分布與投資優先順序，以

做為後續投資期程安排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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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分區建構概念如下圖： 

 

 

 

 

 

 

 

 

 

圖 10-1 分期分區建構概念圖 

(一) 分期分區優先發展原則建立 

為因應觀光遊憩整體發展之需要，配合遊客成長與遊客意願，在考量公、

私部門財政與投資意願等因素下，予以訂定分期分區發展順序，以促進觀

光遊憩事業有計畫且合理發展，並能有效運用人力資源與控制經費預算，

其分期分區優先發展原則如下： 

1. 土地取得無虞:為促進觀光發展，勢必推動各項觀光建設，而計畫中

擬定開發的各重點區域及據點，需考量其土地取得的難易度，才能承

接後續的建設計畫，故土地取得的難易度將影響整體開發時程。以國

有土地為優先發展，並進行撥用，一可紓解政府財政壓力；二可帶動

相關設施建設與吸引民間投資，進而達到全區發展的目標。 

2. 區位條件與加值效益:區位鄰近地區具有交通便利、開發潛力、或為

觀光熱點或鄰近重要聚落如具有獨特觀光遊憩資源，或為管理處之行

政樞紐可帶動區域觀光、經濟環境或交通可及性高等區位條件優勢，

得列為優先推動，此外基地周邊有相關部會、機關及縣市政府的之重

要建設或活動熱點，如營建署城鎮風貌或城鄉風貌計畫等。 

3. 具備連結縫補價值:是遊憩系統內的各景點間聯絡要道，具有門戶與

導引性之空間軸帶，或為重要景點間之重要中繼站。 

 

 

觀光資源階層體系分析 

劃分遊憩區及主、次據點 

一般使用區 自然景觀區 

套疊土地使用功能分區 

特別保護區 服務設施區 

安定現況使用
或回歸保育 

安定現況使用
或公部門有條
件利用 

鼓勵民間開發 
建立公共投
資優先順序 

其他主客觀條件 

服務型 收益型 

核心與主次條件 

必要時 

觀光遊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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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以目標年民國 122 年為執行期，將各遊憩系統之建設依發展功能與

設施需求之迫切性，分四期發展，於周邊各遊憩系統空間投入景點建設、

景觀整備、遊客中心、重要文化襲產、旅遊線服務設施與環境教育設施..

等公共服務建設，以 20 年（103 年~122 年）為規劃期程，進行預算分類分

期發展規劃如表 10-1，並將持續審視發展趨勢，掌握開發動態，以作質與

量的控制。 

表 10- 1 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預算分類分期規劃表（單位：千元） 

設施\年度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收益型投資 500 1,500 2,000 18,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服務型投資 47,000 55,000 68,000 42,000 23,500 26,500 28,600 28,600 28,600 28,600 

資本建設投入

預算 
79,000 94,500 62,400 73,000 78,500 75,500 73,000 73,000 73,000 73,000 

國家風景區經

營管理費用 
15,800 29,000 17,600 17,000 18,000 18,000 18,400 18,400 18,400 18,400 

建設計畫總算 142,300 18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設施\年度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118 年 119 年 120 年 121 年 122 年 

收益型投資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服務型投資 28,600 28,600 28,600 28,600 28,600 28,600 28,600 28,600 28,600 28,600 

資本建設投入

預算 
73,000 73,000 73,000 73,000 73,000 73,000 73,000 73,000 73,000 73,000 

國家風景區經

營管理費用 
18,400 18,400 18,400 18,400 18,400 18,400 18,400 18,400 18,400 18,400 

建設計畫總算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本案依據前述觀光遊憩階層分析，以及觀光設施建置之盤點後，續依各

遊憩系統內各遊憩區之主、次發展，檢視各遊憩系統、次系統、遊憩區、

據點內應建置之遊客服務設施、觀光設施、環境整頓等，依發展之重要性

與急迫性，分期分區進行發展。 

(二)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經本計畫之調查研究以及上述的分期分區原則，並配合觀光局建設計畫

之期程，整理出三個期程的行動計畫，以 103～112 年其間進行分期分區規

劃，並以民國 112 年為目標年，排定分期實施進度，並區分國際景點、國

內景點及地方景點三種層級及其他觀光建設等提出分期經費建議。 

 

1. 第一期（103～104 年）資本建設重點 

第一期 103～104 年資本建設經費合計約 3.22 億元，收益型投入

主要為關子嶺、官田行政暨遊客中心及烏山頭水庫周邊、南化遊客

中心、二寮觀日亭及周邊及配合收費措施相關設備之建置；服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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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則首要著重在持續中埔石石弄林場步道、與旅遊線環境設施整

備為主要工作。 

2. 第二期（105～108 年）資本建設重點 

第二期所需資本建設經費合計約 6 億元，收益型投資延續關子嶺、

官田行政暨遊客中心及烏山頭水庫周邊、南化遊客中心及周邊、及

中崙澐水溪配合收費措施相關設備之建置；服務型投資則配合將三

大旅遊線與各系統服務設施建置等。 

3. 第三期（109～112 年）資本建設重點 

第三期資本建設所需經費新約 6 億元，收益型投資著重於關子嶺、

官田行政暨遊客中心及烏山頭水庫周邊等服務設施招商建置，；服

務型投資則著重在三大旅遊線及周邊次系統觀光遊憩環境整備投資，

及相關無障礙與公共設施功能提升建置工程。 

表 10- 2 分期分區期程與經費表       （單位：仟元） 

類

別 

遊憩

區 
計畫名稱 

近程 中程 長程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綠美化養護及設施零星修復(業

務費) 
6,000 6,500 10,000 10,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土地取得 15,000 -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國

際

景

點 

關子

嶺 

關子嶺溫泉區環境整

備 
12,300 25,000 16,000 16,000 19,000 19,000 24,000 24,000 24,000 24,000 

關子嶺嶺頂資訊站建

築整備 
- 10,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烏山

頭 

官田遊客服務園區及

行政中心建築工程 
- 5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5,000 5,000 5,000 5,000 

官田遊客服務園區及

行政中心景觀工程 
- 20,000 23,000 23,000 25,000 25,000 5,000 5,000 10,000 10,000 

烏山頭水庫暨周邊設

施整備(含合作開發) 
- 1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7,000 27,000 22,000 22,000 

國

內

景

點 

曾文

/中

埔 

中埔地區環境設施改

善 
12,000 -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10,000 10,000 

大埔週邊環境改善 13,200 - 5,000 5,000 5,000 5,000 10,000 10,000 5,000 5,000 

梅嶺資訊站與週邊服

務設施改善 
6,800 -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左鎮 

二寮觀日亭與週邊環

境改善 
9,000 19,3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南化遊客中心暨資訊

站改善工程 
40,000 -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南化生態農場設施與

環境整備及合作開發 
8,000 15,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5,000 5,000 5,000 5,000 

虎頭

埤 
服務設施改善 - - 5,000 5,000 5,000 5,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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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遊憩

區 
計畫名稱 

近程 中程 長程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環境及設施整修 5,000 5,000 13,000 13,000 13,000 13,000 13,000 13,000 13,000 13,000 

1 旅遊服務系統 - -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 全區環境植栽綠美化 -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3 環境維護及設施維持 - -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 
全區災害復舊及一般零星

工程 
- -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先期規劃 15,000 15,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獎補助 - 4,2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總計 142,300 18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二、 觀光建設投資與經營成本預估 

(一) 分期分區分類觀光建設投資 

考量國家風景區之建設投入多屬步道、涼亭、公廁、廣場及服務中心等

基礎公共設施，或入口意象之景觀營造、植栽綠美化及遊憩動線之修景、

設施改善等不具或極低自償性的公共投資，為有效評估計畫整體自償性及

資本建設投入之自償性，依建設經費投入性質，區分為下列 4類： 

1. 收益型投資：係為推動碼頭收費、全區停車場收費、委外經營或促進

民間投資等有關收益事項，所必要配合投資與維護之相關成本；例如：

環潭碼頭岸基設施、停車場基地整理、出租設施整建修繕等費用。 

2. 服務型投資：為提昇國家風景區觀光服務品質，或為配合國家重要政

策，所必須投入之有關公共設施建置、改善或景觀營造、維持等不具

自償性之公共投資成本；例如：建置西拉雅人車分道系統、涼亭、公

廁、解說指標、遊客中心等公共設施，或遊憩據點景觀營造、改善等。 

3. 國家風景區經營管理：係指用地取得、先期規劃設計、環境植栽綠美

化、環境維護及設施維持、污水處理廠運作維護及新增管線、全區災

害復舊及一般零星工程等經營管理費用。 

(二) 開發時程及內容 

以目標年民國 122年為執行期，將各遊憩系統之建設依發展功能與設施

需求之迫切性，分三期發展，於周邊各遊憩系統空間投入景點建設、景觀

整備、管理站、旅服中心與交通便捷、轉運服務據點..等公共服務建設，

以 20 年（103 年～122 年）為規劃期程，進行預算分類分期分區發展規劃

如表 10-1，並將持續審視發展趨勢，掌握開發動態，以作質與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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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預期收益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提升公有設施運作效率，多年來積極建設公共

服務設施並委託經營管理，並引入民間企業投資或委辦經營，未來短期除了賡

續依公有財產出租相關規定辦理出租之外，中長期將持續以促參法之相關規定

引入民間投資，並積極執行跨域加值政策，針對已建置設施、跨域與民間合作

開發及國家風景區建設收益外溢效果回收機制等，規劃分項說明如下： 

(一) 既有服務設施出租之收益 

既有設施出租之收益，如：梅嶺資訊站賣店等，預估至民國 106 年全

部出租後，每年收益可達 125萬元以上。詳見表 10-3及 10-4。 

表 10- 3 既有設施基本資料說明表 

設施名稱 
土地面積

(m²) 

建物面積

(m²) 

擬出租面積

(m²) 
經營項目 

預估

收益

期程 

梅嶺資訊站賣店 2,895 308 308 遊客中心、賣店 103 年 

嶺頂資訊站賣店 18,253 521 521 遊客中心、賣店 103 年 

大埔資訊站 5,130 288 286 遊客中心、賣店 104 年 

紅葉公園賣店 21,825 - 437 賣店、觀景台 104 年 

南化遊客中心賣店 34,843 - 697 遊客中心、賣店 104 年 

官田處本部賣店 99,177 473 473 
遊客中心、賣

店、景觀餐廳 
106 年 

南化生態農場 113,732 141 141 觀光農場、賣店 106 年 

白河處本部（搬遷後

活化） 
3,174 - 159 賣店 106 年 

烏山頭宿舍（搬遷後

活化） 
7,648 - 382 賣店 106 年 

表 10- 4 既有設施出租收益預估表（單位：千元） 

設施\年度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梅嶺資訊站賣店 - 85 86 88 89 90 92 93 94 96 

嶺頂資訊站賣店 - 144 146 148 151 153 155 157 160 162 

大埔資訊站 - 79 80 82 80 82 83 84 85 87 

紅葉公園賣店 - 121 122 124 122 124 126 128 130 132 

南化遊客中心賣店 - 193 195 198 195 198 201 204 207 211 

官田處本部賣店 - - - 135 137 139 141 143 145 147 

南化生態農場 - - - 329 329 349 349 349 370 370 

白河處本部（搬遷後

活化） 
- - - 45 46 47 47 48 49 49 

烏山頭宿舍（搬遷後

活化） 
- - - 109 110 112 114 116 117 119 

合計 - 621 631 1,258 1,260 1,294 1,308 1,322 1,358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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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年度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118 年 119 年 120 年 121 年 122 年 

梅嶺資訊站賣店 97 99 100 102 103 105 106 108 110 111 

嶺頂資訊站賣店 165 167 170 172 175 177 180 183 185 188 

大埔資訊站 88 89 90 92 93 95 96 97 99 100 

紅葉公園賣店 134 136 138 140 142 144 146 149 151 153 

南化遊客中心賣店 214 217 220 223 227 230 234 237 241 244 

官田處本部賣店 150 152 154 156 159 161 164 166 169 171 

南化生態農場 370 392 392 392 416 416 416 440 440 440 

白河處本部（搬遷後

活化） 
50 51 52 52 53 54 55 56 56 57 

烏山頭宿舍（搬遷後

活化） 
121 123 124 126 128 130 132 134 136 138 

合計 1,388 1,425 1,441 1,456 1,496 1,512 1,529 1,570 1,587 1,604 

說明：1.年出租收益(營運權利金含租金)=年營運收入＊3%； 

       年營運收入=出租面積＊月坪效＊12月； 

       月坪效參考西拉雅鄉鎮區餐旅業工商普查資料，假設為2,500元/月坪；年成長率1.5%。 

      2.南化生態農場以土地租金計算，即申報地價＊3%；申報地價每三年成長6%。 

 

(二) 推動促參專案計畫之收益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3 處最具發展潛力基地規劃採用促參方式，引進民

間投資建設，各案基地基本資料如表 10-5。其中關子嶺旅甲二用地預定於

106 年完成招商簽約、中崙溫泉區及處本部餐旅設施於 110 年完成招商簽約。

推算各專案租金及權利金收入詳見表 10-6： 

表 10- 5 促參案土地基本資料表 

案名 面積 
變更前 變更後 

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關子嶺旅甲二

案 
5,149m² 

甲種旅館區

(二) 
50% 200% 

觀光遊憩服務

專用區 
50% 160% 

中崙溫泉區案 
1.03 公頃 

溫泉度假專

用區 
30% 60% 

溫泉休憩區 30% 60% 

0.12 公頃 商業區 60% 180% 

處本部餐旅設

施案 
1.61 公頃 機四-四 50% 250% 機五 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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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6  促參案收益預估表（單位：千元） 

案名\項目\年度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關子嶺

旅甲二

案 

土地租金 - - - 74 74 236 236 236 250 250 

開發權利金 - - - 6,719 6,719 - - - - - 

營運權利金 - - - - - 2,416 2,452 2,489 2,527 2,565 

小計 - - - 6,794 6,794 2,652 2,689 2,725 2,777 2,815 

中崙溫

泉區案 

土地租金 - - - - - 6 6 19 21 21 

開發權利金 - - - - - 242 242 - - - 

營運權利金 - - - - - - - 2,085 2,116 2,148 

小計 - - - - - 248 248 2,104 2,137 2,168 

處本部

餐旅設

施案 

土地租金 - - - - - 24 24 71 75 75 

開發權利金 - - - - - 1,405 1,405 - - - 

營運權利金 - - - - - - - 12,162 12,344 12,529 

小計 - - - - - 1,428 1,428 12,232 12,419 12,604 

合計  - - - 6,794 6,794 4,329 4,365 17,062 17,332 

設施\年度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118 年 119 年 120 年 121 年 122 年 

關子嶺

旅甲二

案 

土地租金 250 265 265 265 281 281 281 298 298 298 

開發權利金 - - - - - - - - - - 

營運權利金 2,603 2,642 2,682 2,722 2,763 2,804 2,846 2,889 2,932 2,976 

小計 2,853 2,907 2,947 2,987 3,044 3,085 3,127 3,187 3,230 3,274 

中崙溫

泉區案 

土地租金 21 22 22 22 23 23 23 24 24 24 

開發權利金 - - - - - - - - - - 

營運權利金 2,180 2,213 2,246 2,280 2,314 2,349 2,384 2,420 2,456 2,493 

小計 2,201 2,235 2,268 2,301 2,337 2,372 2,407 2,444 2,480 2,517 

處本部

餐旅設

施案 

土地租金 75 79 79 79 84 84 84 89 89 89 

開發權利金 - - - - - - - - - - 

營運權利金 12,717 12,908 13,102 13,298 13,498 13,700 13,906 14,114 14,326 14,541 

小計 12,792 12,987 13,181 13,377 13,582 13,784 13,990 14,203 14,415 14,630 

合計 17,846 18,129 18,396 18,666 18,962 19,241 19,524 19,834 20,126 20,421 

說明： 

1.土地租金興建期為申報地價＊1%；營運期為申報地價＊3%；申報地價每三年成長6%。 

2.開發權利金為現值總額之30%，於簽約後分二期(二年)給付。 

3.營運權利金=年營運收入＊3%；年營運收入=出租面積＊月坪效＊12月；月坪效參考西

拉雅鄉鎮區餐旅業工商普查資料，假設為2,500元/月坪；年成長率為1.5%。 

(三) 跨域加值合作開發機制 

本處與經營業者進行跨域加值合作開發，例如：現有知名景點尖山埤

江南度假村（台糖公司）、走馬瀨農場（台南市農會）、烏山頭水庫風景

區（嘉南農田水利會）等。計畫每年以 3,000 萬額度編列預算，由各業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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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請協助整修其相關設施或贊助觀光行銷活動，並提出回饋計畫（至少

須包括不低於本處投資金額之 35%回饋），經本處審查同意後，簽訂合作

協定或契約。 

(四) 創新收益機制 

創新收益項目包括：本處出版品販售、文創商品（授權）販售、設置

飲料或衛生用品販賣機、以及各據點廣告牆面出租之收入，詳見表 10-7。 

表 10-7 創新收益機制預估表（單位：千元） 

設施\年度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出版品販售 - 50 51 52 52 53 54 55 55 56 

文創商品販售 - 945 959 974 988 1,003 1,018 1,033 1,049 1,065 

設置飲料販賣機、

衛生用品販賣機 
- 720 731 742 753 764 776 787 799 811 

廣告牆面出租 - 180 183 185 188 191 194 197 200 203 

合計 - 1,895 1,923 1,952 1,982 2,011 2,041 2,072 2,103 2,135 

設施\年度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 118年 119年 120年 121年 122年 

出版品販售 57 58 59 60 61 62 63 63 64 65 

文創商品販售 1,081 1,097 1,113 1,130 1,147 1,164 1,181 1,199 1,217 1,235 

設置飲料販賣機、

衛生用品販賣機 
823 836 848 861 874 887 900 914 927 941 

廣告牆面出租 206 209 212 215 218 222 225 228 232 235 

合計 2,167 2,199 2,232 2,266 2,300 2,334 2,369 2,405 2,441 2,477 

說明： 

1.出版品販售收入=25萬元(出版年消售額)✽20%(利潤) 

2.文創商品販售收入=270萬人次(年遊客量)✽5元/人次(均消)✽7%(授權抽成) 

3.販賣機收入=10台✽30,000元/台(月營收)✽12月✽20%(權利金抽成) 

4.廣告牆面出租 收入=5面(尺寸20m²)✽6,000元/面(月租金) ✽12月✽50%(出租率) 

5.年成長率為1.5% 

(五) 總收益規劃 

預估本處既有收益加上前述各項收益之總收益，詳見表 10-8。 

表 10- 8  總收益規劃預估表（單位：千元） 

設施\年度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既有收益 90 90 95 95 95 101 101 101 107 107 

設施出租 - 621 631 1,258 1,260 1,294 1,308 1,322 1,358 1,373 

促參 - - - 6,794 6,794 4,329 4,365 17,062 17,332 17,587 

跨域加值 - -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創新收入 - 1,895 1,923 1,952 1,982 2,011 2,041 2,072 2,103 2,135 

收益規劃總計 90 2,606 2,650 10,100 20,631 18,235 18,316 31,057 31,401 31,702 

設施\年度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 118年 119年 120年 121年 1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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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收益 107 114 114 114 120 120 120 128 128 128 

設施出租 1,388 1,425 1,441 1,456 1,496 1,512 1,529 1,570 1,587 1,604 

促參 17,846 18,129 18,396 18,666 18,962 19,241 19,524 19,834 20,126 20,421 

跨域加值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創新收入 2,167 2,199 2,232 2,266 2,300 2,334 2,369 2,405 2,441 2,477 

收益規劃總計 32,008 32,367 32,682 33,002 33,379 33,708 34,042 34,437 34,781 35,131 

註：既有收益以每三年成長6%計。 

四、 財務分析與效益指標 

計畫方案之財務效益指標建立，係依據前述設定之各項建設經費投入、預

期規劃收益計畫及基本假設說明進行現金流量試算，以估算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未來中、長程經營管理計畫內容之財務評估指標（計畫自償率）標準。 

(一)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自償率估算 

本計畫預計未來 20年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建設經營分年之現金流量如表

10-8，以 2.88%折現率（國內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分別計算建設計畫總

預算與預期收益現值，計算結果未來 20 年期間計畫投入現值為 22 億 7,744

萬元，收益預估現值為 3 億 5,150 萬元，整體計畫自償率為 15.43％。 

表 10- 9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分年投資、經營計畫自償率分析表 （單位：千元） 

項目\年度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建設計畫總預算 142,300 18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計畫收益規劃 90 2,606 2,650 10,100 20,631 18,235 18,316 31,057 31,401 31,702 

建設計畫分年收支比 0.06% 1.45% 1.77% 6.73% 13.75% 12.16% 12.21% 20.70% 20.93% 21.13% 

項目\年度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118 年 119 年 120 年 121 年 122 年 

建設計畫總預算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計畫收益規劃 32,008 32,367 32,682 33,002 33,379 33,708 34,042 34,437 34,781 35,131 

建設計畫分年收支比 21.34% 21.58% 21.79% 22.00% 22.25% 22.47% 22.69% 22.96% 23.19% 23.42% 

建設計畫投資現值 $2,277,442千元(@2.88%) 

收益現值  $ 351,496 千元(@2.88%) 

建設計畫自償率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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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財務指標設定 

• 國家風景區建設經費投入性質比例分配 

計畫參酌國發會之建議提出整合性財源構想，透過結構百分比分

析法（財務成本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分別以各年期投入項目除以

當期業務收入合計數，及以成本費用項目除以當期業務成本費用合

計數，藉以了解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預算性質關係。 

由圖 10-2 可知，未來 20 年管理處投資預算在經營管理及管理處

基本運作上等固定成本部分高達預算執行比例之 61%（管理處預算

固定成本），相較於其他公共建設方案性質不同。 

 

圖 10-2 國家風景區建設經費投入性質比例分配 

 

• 計畫財務指標設定 

本計畫除了政府部門持續建設與經營，包括國際景點、國內及地

方三種層級其他觀光建設等，並針對部分管有土地或設施建設進行

出租或 BOT 招商。進一步考慮投資自償性，再不增加整體預算之原

則下，逐步增加收益型投資建設經費，例如：合作開發案之投資。

因此，在多元財務開闢策略之假設前提下，設定計畫自償率為 15%。 

收益型投

資建設 

17% 

服務型投

資建設 

22% 

國家風景

區經營管

理經費 

49% 

管理處基

本運作 

12% 



附件一、觀光資源據點發展潛力綜合評級表 

附表 1- 1 計畫區內遊憩資源整合分析表 

旅遊

線別 
類別 觀光景點  服務設施與遊憩活動 

資 源 

知名度 

發 展 

可能性 

交 通 

重要性 

資源

分級 

浪漫

美湯

旅遊

線 

水庫 白河水庫 郊遊、烤肉 * 
 

* B 

水庫 鹿寮水庫 賞鳥、戲水 (親水公園內) 
    

溫泉 溫泉老街 老街懷舊 * 
 

* A 

溫泉 關子嶺風景區 
沐浴休憩、溫泉體驗、餐飲、溫泉館、溫泉

飯店 
* * * A 

溫泉 嶺頂公園 好漢坡、溫泉展示館、觀樹、賞景、爬坡 * * 
 

A 

溫泉 水火同源 觀賞泥火山 * 
  

A 

溫泉 紅葉公園 人行步道、賞楓葉 * * 
 

A 

文化 白水溪庄 
平埔族部落之一、體驗平埔文化、消費地方

特產     

文化 六重溪平埔公廨 平埔族聚落、體驗平埔文化 
  

* C 

文化 吉貝耍部落 平埔族聚落、體驗平埔文化、哮海祭、夜祭 * 
 

* B 

文化 白河大仙寺 直轄市定古蹟、佛教中心、祭拜 * 
  

A 

文化 關子嶺碧雲寺 直轄市定古蹟、聞名古剎之一、祭拜 * 
  

A 

文化 
六重溪平埔文化

園區 
體驗平埔文化 

  
* C 

文化 
孚佑宮(青山仙公

廟) 
觀景、祭拜、觀鳥、賞蝶 

  
* C 

文化 
順天宮、開鳳宮、

瑤池宮 
祭拜、建築參訪 

    

產業 白荷陶坊 陶藝欣賞、品茗 
    

產業 仙湖休閒農場 住宿、餐飲、觀景、解說 
    

產業 南 98 道路景觀 蓮花遍佈 
    

產業 竹門綠色隧道 交通道路、賞蓮 
    

產業 永安高爾夫球場 休閒運動、高爾夫球訓練課程、住宿、餐飲 
 

* * B 

其他 枕頭山遊憩區 生態遊憩 
    

其他 大凍山 臺南市百岳，賞蝶、攝影、戶外野餐 * 
 

* B 

其他 大凍山步道 觀景、賞蝶、健行 
    

其他 崁頭山步道 健行步道 
    

水庫 尖山埤水庫 散步、郊遊、水上活動、體能活動 
    

水庫 烏山頭水庫 

小天壇、服務中心、水文展示區、靜態公園、

親水公園、國民旅社、露營區、泛舟、賞夕

陽 

* * * A 

文化 佛山觀音巖 祭拜活動 
    

文化 赤山龍湖巖 祭拜活動 
  

* C 

文化 臺南藝術大學 圖書館、藝文展覽中心 * 
  

C 

文化 
八田與一紀念園

區 
文化體驗、漫步、導覽 * * * A 

產業 南元休閒農場 休憩、健行、住宿、賞景、餵魚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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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

線別 
類別 觀光景點  服務設施與遊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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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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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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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 

浪漫

美湯

旅遊

線 

產業 
尖山埤江南渡假

村 
賞景、漫步、住宿、餐飲 * 

 
* B 

產業 仙湖渡假農場 住宿、餐飲、伴手禮、漫步、賞景 
    

產業 東山咖啡公路 餐飲、伴手禮、賞景 * 
 

* B 

文化 嗚頭鄭宅 古蹟探訪 
    

文化 平埔夜祭場 宗教祭拜活動 
    

文化 頭社阿立祖廟 平埔族聚落居地、平埔夜祭 
    

產業 嘉南高爾夫球場 高爾夫球場、休閒運動、餐飲 
 

* * B 

產業 南寶高爾夫球場 
高爾夫球場、溫泉、住宿、天文觀測、

餐飲、商務休閒  
* * B 

繽紛

藝境

旅遊

線 

水庫 虎頭埤風景區 
水庫賞景、雅仕居、野宴地、大觀園、

綠鄉苑 
* * * A 

文化 
楊家祖厝、林雹古

厝 
古蹟探訪 

    

文化 臺糖舊鐵道 舊景物觀賞 
    

文化 原臺南水道 歷史人文、解說、自然景物 * 
  

C 

文化 綠谷西拉雅 文化體驗、自然景觀、登山、解說教育 
    

產業 走馬瀨農場 
牧場風情、農牧體驗、草原體能活動、

住宿、導覽、熱汽球 
* 

 
* B 

產業 新化高爾夫球場 賞景、高爾夫球場、休閒運動 
 

* * B 

產業 大坑休閒農場 觀景池、山泉 spa、兒童戲水區、會議室 * 
  

C 

其他 西拉雅親子公園 公園遊憩、烤肉設施 
    

其他 南瀛科學教育館 科學教育、導覽解說、觀星 
 

* * B 

其他 新化國家植物園 賞景、漫步、植物生態教育、導覽解說 
 

* * B 

文化 拔馬平埔文化館 觀賞平埔文物、平埔文化教育 
    

文化 
臺南市自然史教

育館 
化石展示室、平埔文化教育 

  
* C 

文化 菜寮化石館 古生物化石、化石文化教育 
    

文化 左鎮公廨 平埔文化、參觀、漫步 
    

文化 左鎮拔馬教會 宗教活動 
    

文化 噶瑪噶居寺 信奉密宗、建築特殊 
    

其他 草山三○八高地 賞日落、賞夜景、觀賞白堊地形 
    

其他 二寮觀日 觀日出、觀雲海 * * 
 

B 

其他 草山月世界 觀賞堊地形 * 
  

C 

歡樂

鄉野

旅遊

線 

溫泉 中崙澐水溪溫泉 沐浴休憩、溫泉體驗、溫泉館 * * * B 

產業 獨角仙農場 
步道、觀景、生態體驗、DIY 體驗、餐

飲、伴手禮、解說、住宿 
* 

 
* B 

產業 石硦林場 觀景、觀鳥、植物生態教育、解說 
    

產業 綠盈牧場 
步道、觀景、生態體驗、DIY 體驗、解

說、餐飲、伴手禮     

產業 鹿角埤生態園區 
觀景、漫步、植物生態教育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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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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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野

旅遊

線 

產業 豆讚莊園咖啡 觀景、漫步、餐飲、解說、生態 
    

產業 豐山生態農場 
生態導覽解說、DIY 教學、農特產、螢

火蟲觀賞、烤肉、釣魚、戶外教學     

產業 中崙林場 觀景、漫步、植物生態教育 
    

產業 樂樂谷休閒莊園 觀景、漫步、植物生態教育、解說 
    

產業 光裕藥園 漫步、藥用植物教育、解說 
    

產業 
香草園大自然休

閒農場 
漫步、香草植物生態教育、餐飲 

    

其他 峭壁雄風 觀景、步道、慢遊 
    

水庫 曾文水庫 登山健行步道、觀景涼亭、環湖步道 * * 
 

B 

水庫 情人公園 曾文水庫旁休憩空間、散步、賞景 
 

* * B 

溫泉 龜丹溫泉 露頭溫泉、溫泉體驗 * 
  

C 

文化 茄苳老街 三合院、老街漫遊 
    

文化 鹿陶洋江家古厝 閩南式農村聚落、體驗閩南聚落文化 * 
 

* B 

產業 
歐都納山野渡假

村 
休憩、住宿、餐飲、生態體驗 * 

 
* B 

產業 密枝果農之家 
水果風味餐、採果、消費地方產業、生

態導覽解說服務     

產業 梅嶺風景區 地方特產販售、餐飲、觀梅林、觀景 * 
  

C 

產業 
玉井芒果產業文

化資訊館 

芒果資訊展示空間、芒果產業文化傳

承、芒果製品 DIY   
* C 

產業 芒果綠色隧道 賞景、拍照 
    

產業 跳跳生態農場 住宿、餐飲、生態體驗、解說 
    

產業 虎頭山 觀景、休憩、漫步、餐飲 
    

產業 噍吧哖綠色空間 賞景、餐飲 
    

產業 山芙蓉渡假酒店 住宿、度假會議、餐飲 * 
  

C 

其他 永興吊橋 賞景、拍照 
    

文化 玄空法寺 賞景、祭拜 
    

水庫 鏡面水庫 觀景、水庫 
    

文化 
一貫道玉山寶光

聖堂 
宗教建築欣賞、祭祀 

    

文化 紫竹寺 賞夜景、消費地方特產、登山、祭拜 
    

文化 噍吧哖紀念碑 賞景、休閒咖啡亭、文物紀念 
    

產業 南化生態農場 景緻、賞景 
 

* * B 

產業 農特產中心 停車場、化石、餐飲、超商 
    

其他 
臺灣獼猴生態保

護區 
臺灣獼猴生態觀察 

    

其他 烏山登山步道 鳥類觀賞、健行、賞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