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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星期四)「政策方案規劃與評估」－故宮南院參訪報告 

 

組別 第七組 組長 龔耀慶 

組員 李建霖、劉惠瑢、王木柱、蕭永興、林淑慧 

一、「故宮南院」相關政策分析(至少 600字) 

歷經十二年故宮南院終於開館，從 93 年 12 月行政院核定國立故宮南部

院區籌建計劃，到 104年 12月下旬故宮正式開館營運，期間政治丶經濟丶社

會丶行政等面向條件產生不少的變化，至今中央政府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及地

方政治堅持，故宮南院終於開館了。 

故宮南院推估初期每年可帶來百萬人次以上的觀光人潮，再加上週邊開

發完成可創造三萬五千個就業機會，對嘉義縣政府目前所推動的大阿里山丶

故宮及東石、布袋文化觀光產業發展可說躍升不少，從長期來看（未來十年）

嘉義縣可望成為文化觀光大縣。 

在開館初期（二～三年間）政府所面臨挑戰才剛開始，從週邊土地取得

丶土地變更丶招商丶合作方式諸如 BOT(興建-營運-移轉)、BTO(興建-移轉-

營運)丶 ROT(整建-營運-移轉）、OT(營運-移轉)及 BOO(興建-擁有-營運)等方

式，以吸引民間資金參與國家公共建設，而評估效益需由政府來作的也需考

量財政，挑選本益比大於一、淨現值、自償率及外部效益(社會效益、選票效

益)如何內部化與貨幣化或採如英國採用 PFI(民間融資創建)決策模式來為

對外部效益控管，如系引進產業亦可由產業創新條例方式開發等，惟這些近

期計畫須在短時間來完成，才能引進商埸丶餐廳丶旅館及相關娛樂設施註駐

本區域。 

以故宮南院為蛋黃區，建構故宮四週交通便捷路網，除可吸引更多遊客

至嘉義縣遊玩駐足，輔以嘉義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將交通路網聯結山區至

世界級阿里山風景區、故宮南院區及未來東石、布袋濱海區等成為觀光一體，

使遊客停留時間增長，並增加遊客消費的機會。另有效推動故宮南院非都市

計劃區之民宿及都市計劃區旅館增設意願、亦可配合休閒農業，體驗農家樂

生活，以創造年輕就業機會並帶動中年、老年就業為近期目標。 

 



二、「故宮南院」延伸政策規劃(至少 600字) 

目前遊客至故宮南院後多在院區內進行消費，就地理位置而言，包括故

宮南院北面鄰蒜頭糖廠設有旅館區，故宮南面亦設有旅館區，以擴大縣治都

市計劃及縣治都市計劃未來將近有 30間旅館設置，輔以太子大道有旅客服務

中心及故宮旅客服務中心，故宮南院西側於 168 線往朴子方向本府規劃專區

提供遊客用餐、逛街、購物等消費遊憩場所。院區內目前所擁有兩處旅館興

建用地原為本府所提供，可採中央及地方合作開發或由縣政府來開發，將可

增加本府收入改善自主財源，以利提供更多及更好的公共建設服務。 

雲林、嘉義、臺南長期為中央政府劃設為糧倉，主要產業以農林漁牧為

主，但本縣縣民認為嘉義縣除發展精緻農業以外，亦應結合文化、觀光、教

育、環保、提升公共建設，更希望有工業及商業活動來改善人民生活環境;而

透過行銷來表達縣民眾需求，讓其他縣市甚至國際知道嘉義縣除了有世界級

阿里山獨特的天然資源外，如能配合交通路網(包括高鐵、臺鐵、BRT、公路、

臺糖觀光列車)的改善串聯至故宮南院，將可提昇嘉義縣的能見度。故宮南院

蛋黃區將會加速商業活動範圍及加速連結週邊鄉鎮市蛋白區;再配合縣治特

區內馬稠後工業區開發及後續招商、國際棒球訓練中心設立、故宮南院週邊

效益及政府在故宮南院週邊給予相關公共建設的提升和行銷，引進民間能量

讓嘉義起飛。 

目前嘉南平原雖有故宮南院這顆明珠，但僅屬蛋黃區的一點，如何擴大

蛋黃區及延伸出來的蛋白區，為政府政策規劃的導向。目前嘉義縣政府須考

慮是如何與中央合作，在人力丶經費及政策均能再獲中央挹注和支持為首要

工作，以利中央及地方能創造雙贏局面。當政府各讓利的情勢逐漸成熟，招

商不僅以國內場商，亦可複製國外博物館招商營運成功案例，讓亞洲文化觀

光確實落腳嘉義，引進外國遊客為中期目標（未來五年），期待成為世界第五

大博物館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