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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本文以 10年後嘉義縣的發展樣貌做為發想主軸，試論嘉義夢實踐過程

中的現況與問題解析、方案規劃與執行以及目標願景的達成想像。行文間

主要以模糊理論與未來學學理及概念應用做為想像基礎，並基於實用與關

聯法規及預算籌措做為立論依據，分述新時代文化觀光、農業與產業三大

政策項目之嘉義夢內涵。 

  在文化觀光部分，本文主要以現在及未來的「嘉」做為比較對照，依

自然、地理、文化、人文與設施等因素綜評後，劃分本縣為西海、北學、

中平、南水及東山等五大觀光旅遊區塊，並分別擬定低碳生態、藝文科技、

田園城市示範、山水渡假及山林部落等五大發展構想及行動策略；在農業

部分，則以「嘉有藍圖」、「嘉有實力」、「嘉家相連」做為發想鋪陳，於分

析判別現況後，推定以「設施農業」、「品牌農業」、「食安在嘉」及「園區

規劃」做為農業新時代四大支柱，並以短(2年)、中(5年)、長(10年)期之

分階策略，擬定各階段政策目標及其規劃與執行方案；在產業部分，則以

「夢想起點-3+5」、「放飛夢想-(2+1)X(4+1)」、「築夢踏實-（3 低 1 高）X

（3高 1低）」及「我的嘉義夢-3生 1命」做為描繪基礎，分析本縣新舊工

業區空間分佈、地理意義、經濟產值與人文連結之現況及問題後，提出兼

顧現實與創意之產業發展策略及其後 10年之可能發展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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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本文 

一、 前言 

  人因有夢想而偉大，夢想的淬生、競逐、實踐與完成，是一種力與美

的創造過程，是一種感知存在的必然與應然，更是一種煥發生命能量與璀

璨環宇的永恆循環。 

  「城市也將會因夢想而偉大！」城市的夢想，是所有居民夢想的集合，

是一種具生命力的有機形成；城市夢想的高度與氣度，是城市發展格局與

時空的指針，是城市命脈永續與昌盛的靈魂。一座偉大的城市必定有個恢

宏夢想，這個夢想是居民共識所在，是具體研究與多方探索所得，是慎密

規劃與周全配套而生。 

  衡盱嘉義縣百年發展史，以農立縣的發展軌跡始終框限了我們做夢的

格局與想像空間。然而，隨著時空翻轉至 21世紀，嘉義縣迎來了百年最重

大的文化建設－故宮南院；時代潮流吹出了本縣後發與慢飛的相對優勢與

發展契機；人民選出了具歷史使命與前瞻視野的執政者，嘉義開始有了做

夢的可能，嘉義夢正在孵化誕生中…。 

  嘉義夢的精神價值是一種扣緊土地特性與人民需求的務實想法；是一

種兼顧在地與全球連結、融合的前瞻思維；是一種強調軟巧實力並用與先

蹲後躍的細膩規劃；是一種兼具靭性、智慧與膽識的不懈突破；嘉義夢的

實質內涵是一種文化觀光、農業與產業三柱擎立的百年發展藍圖；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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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納了山、海與平原三度區位的立體發展空間；是一種立基於前人成果，

當代規劃實踐與未來子孫永續三代共生的循環共榮機制。 

    綜上所述，本專題主要著眼於「夢想」對一座城市未來發展引領與促

發的關鍵作用，以現況模定嘉義夢的精神價值與實質內涵，運用合適預測

理論，闡述 10年後本縣的人文地景樣貌，描繪並劃定嘉義夢的基本輪廓。 

二、 方法論 

  本文以嘉義縣 10年後樣貌做為主要闡述標的，行文間有現況分析、問

題檢討解決以及解決後可能結果的立論，全文以「預測」做為論述主軸，

為使預測所得較具準確性與符應實況，全文將應用如下理論與架構做為立

論依據： 

(一)理論應用 

1.未來學 

  本文對於未來學的應用立基於(1)人們和他們的計畫是驅動力；(2)

社會由期待和決定而形成以及(3)外部真實的存在與知識等三項假設，

認知 10年後嘉義夢的內涵將由當前本縣所共識及構築的文化觀光、農

業及產業三大基礎計畫，參酌時空推移轉換及未來變數的影響激盪，以

動態預測思維進行概括性論述（詳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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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糊理論 

  本文關於模糊理論應用主要著眼其於決策支援系統的效能與效用，

運用理論模糊化（fuzzifier）、模糊規則（fuzzy rules）、隸屬函數 

（membership function）資料庫、推論引擎（inference engine）與

解模糊化（defuzzifier）等五大元素之概念與原則，藉以推論10年後

嘉義縣經過一系列之系統計畫與資源投入後的可能樣貌（詳圖2.2）。 

圖 2.1 動態變數預測模式方法

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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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測架構 

  基於上述未來學與模糊理論有關預測概念與技術之應用，復以審酌

本縣當前施政方向與重點，並評估當前及未來可能遭遇問題以及解決方

案，描繪本文之預測架構如下圖 2.3： 

 

 

 

 

 

 

 

 

 

 

圖 2.2 模糊推論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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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規與預算 

（一）法規面評估 

    當前國土規劃體系由上而下依序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區域計畫、

直轄市、縣（市）綜合發展計畫、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但僅有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有專法可資規範，上位之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及直轄市、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卻無專法可依循，在無法源基礎下，

因此難以有效發揮規範部門計畫及指導下位計畫之功能，致國土利用欠

缺整體規劃。隨國土計畫法於 105年 1月 6日公布後，已形成 1、最上

位之國土計畫法。2、下位之都市計畫法與 3、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建構綿密之體系，其土地使用規範重點擇要分述如下： 

1.國土計畫法： 

（1） 定期公布國土白皮書：每年定期公布。 

（2） 全國國土計畫：本法施行後 2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3）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年內，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 

（4） 國土功能分區圖：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 

（5） 20項子法：分三階段推動，預定於本法施行後 4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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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市計畫法： 

（1） 依計畫性質區分：市鎮計畫、鄉街計畫及特定區計畫。 

（2） 依計畫位階區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3） 依擬訂時機區分：新訂或跨大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都市計畫。 

（4） 使用分區管制：使用分區之劃定、使用性質管制及建築密度管

制。 

3.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1） 劃定各種使用分區：計分為 11種使用分區：一般農業區、特定

農業區、工業區、鄉村區、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

國家公園區、河川區、海域區及特定專用區。 

（2） 使用地編定：計有 19種使用地：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

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用地、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

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窯業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

遊憩用地、古蹟保存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殯

葬用地、海域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在層級化節制之土地利用架構下，將產生各種使用分區，有不同之

管制密度與強度，就土地之整體使用，對於本縣之衝擊如下： 

1. 山地區域：依森林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森林以國有為原則。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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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私有林地並得依同法第 7條規定，因國土保安上或國有林地經營

上有收歸國有之必要者及因關係不限於所在地之河川、湖泊、水源

等公益需要者，依法收歸國有。因此在山區之土地大多屬於國有之

狀況下，對山區土地之利用本已多有受限。 

2. 其他區域：國土計畫法施行後，國土功能分區分為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各地區再細分第 1

類、第 2類及其他必要之分類。除城鄉發展地區外之第 1類均為專

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第 2類有條件或容許低度使用；其他

必要分類則依條件有不同之程度使用。另外尚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以保育和禁止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則。而縱然符合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依國土計畫法之規定，從事一定規模

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仍應申請使用許可。是以將來國土計

畫法實施後之土地利用，勢必嚴格受限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若未能

妥善規劃，則將來之發展必定大受限制。 

（二）用地取得及預算面評估 

    對於城市的發展，必須興建公共建設，因此必須設法取得相關用地

暨支付相關資金，而用地除利用縣有地外，其他土地之取得可以： 

1、價購。 

2、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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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區段徵收。 

4、市地重劃。 

5、公地撥用。 

6、都市更新。 

7、容積移轉。 

8、聯合開發。 

9、設定地上權、地役權。 

而籌措資金之來源約有 1、法定預算及 2、其他籌資管道： 

1、法定預算：包括 

（1） 年度預算。 

（2）  特別預算。 

（3）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4）  中央政府補助款。 

2、其他籌資管道如： 

（1） 地方稅款。 

（2） 行政罰鍰。 

（3） 依規費法收取之行政規費及使用規費。 

（4） 特別公課：如空氣污染防制費。 

（5）辦理重劃取得抵費地，區段徵收以抵價地抵充徵收補償費外



11 

 

所取得之土地。 

（6）依法取得之回饋金：如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及農業用地變

更回饋金。 

（7） 公有土地出租、出售。 

（8） 基金收入。 

（9） 接受民間贈與。 

（10） 依促參法規定由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四、 文化觀光篇 

(ㄧ)現在的「嘉」 

     嘉義縣倚山面海，北回歸線橫行穿過，帶來獨具的地理特色和豐富

物產及生態。往東去，是鄒族的原鄉阿里山，緊鄰著台灣最高峰玉山山

脈，有著令人屏息讚嘆的日出雲海、壯闊擎天的神木、艷麗綻放的櫻花、

舉世聞名的森林鐵路，更有原住民鄒族令人醉心的山林文化、祖靈傳

說。 

     往西行，有布袋、東石等漁港蚵棚的海濱、鹽田景觀。布袋沿海的

好美里紅樹林保育區內，有遍地繁生的水筆仔、海茄苳等植物，退潮時

分，則見招潮蟹、彈塗魚…等生物傾巢而出，新興建的「高跟鞋教堂」

創造了議題，帶進了大量觀光人潮；鰲鼓濕地是亞太候鳥遷移的中繼站，

全台約 43%鳥類、250多種留鳥、候鳥，以此為家，堪稱台灣觀鳥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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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宮南院以「亞洲藝術文化園區」為定位，已在 2015 年 12 月 28

日完工開館，故宮南院兼具知性與休閒特色。院內將收藏展示更多故宮

的文化瑰寶，為嘉義打開一扇邁向亞洲、接軌國際的大門。 

    除佈新外，更有惜舊。嘉義縣內不乏香煙繚繞的百年寺廟、古蹟梵

剎，從媽祖繞境、到全國僅見的「衝水路‧迎客王」的百年傳統宗教活

動…。同樣令異鄉遊子魂牽夢縈、外地遊客讚不絕口的，則是各式的在

地小吃與百年老店。從民雄鵝肉、布袋海產、東石青蚵、新港飴、鴨肉

羹…等道地特色美食，美味到會讓人回味不已。 

(二 )未來的「嘉」發展想像 

 

圖 4.1嘉義縣文化觀光發展想像圖  

1、西部濱海區：濱海漁業及濕地生態體驗區 

(1)利用其沿海豐富多樣的生態資源，與結合原有漁業、鹽業發展近

海觀光，而本區為西海岸難得沿海景觀未受到大量工業建設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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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破壞的地區，未來發展以東石漁港與布袋漁港為核心，朝向同

時保持生態觀光與生態保育功能的休閒遊憩產業。 

(2)發展構想 

A.兼具生態導覽與生態保育功能的觀光遊憩活動。 

B.復育生態環境和提供生態研究與觀察的場所。 

C.控制開發總量和強度，兼顧環境品質。 

D.發揮各項地方產業(農、漁和鹽業)的特性，轉化地方休閒產業

的基礎。 

E.定期辦理特色宗教民俗活動，培養建立地方新視野。 

F.提供「雙親」（親子和親水）場所和活動。 

2、中部平原區 

(1)交通轉運中心 

本區縱貫鐵路、高速鐵路，公路與航空之交通均在此交會，為

遊客進入嘉義縣之門戶，在高鐵嘉義車站周遭，鼓勵建設觀光旅館、

國際會議中心等設施，定位為觀光運輸轉運中心。 

(2)故宮南院及宗教觀光 

故宮南院已於 2015年底完工試營運，是嘉義近幾 10年來最重

要的文化觀光建設，可以故宮南院為基礎，結合新港宗教觀光文化、

劃設產創園區，串聯阿里山，形成完整觀光動線，帶動嘉義山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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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資源。 

(3)「農嘉樂」觀光體驗休閒區 

此區為嘉義縣農業發展之集中地區，而休閒農業為現今台灣農

業轉型之重要發展方向之一，利用原有的產業，鼓勵其發展民宿與

特色風味餐飲，以農場生活體驗為號召，創造農業觀光之附加價值，

規劃「來去農村住一晚」之聚落農家生態體驗。 

(4)發展構想 

A.建設為交通轉運中心，並提供會議型、商務型之觀光旅遊。 

B.營造整體景觀意象，打造一座兼具休閒功能的文化園區。 

C.舉辦多元化活動，並與景點連結，吸引遊客前往。 

D.因應故宮南院興建發展，協調糖廠轉型成觀光文化創意產業。

E.加強維護管理歷史建物，積極推動人文景點觀光活動。 

3、北部平原區 

(1)農業生技米蘭小鎮 

大林鎮土壤肥沃，素有「蘭花之鄉」美名。應整合大林鎮各具

特色的在地產業與資源，為大林注入文化創意及設計力，同時結合

在地優質的農業精品、觀光休閒旅遊及文創特色，輔導及強化在地

業者競爭力，開創商機提高產業的品牌知名度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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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學城 

以中正大學和嘉義大學、吳鳳科大、南華大學為發展重點，串

連起區域內民雄廣播文物館、昭慶禪寺等數個人文史蹟景點，形成

富含人文氣息之大學城區，利用史蹟景點的翻新與再利用，發展為

藝文觀光之重鎮。 

(3)發展構想 

A.多樣性的宗教觀光發展並結合社區之動員舉辦地區性觀光活動。

B.加強公營事業與當地農莊之合作，創造全區性產業觀光之發展。

C.結合各人文歷史建物與各大學城與社區之資源，朝向藝文觀光    

  發展。 

D.廟宇參拜及古蹟參訪趣味性的創造與活化。 

E.社區藝文與地方餐飲的發掘，創造新一代的觀光發展創新與推

動。 

4、南部山岳區：山水渡假區 

(1)曾文水庫之地理位置上跨越了台南市與嘉義縣，可結合吳鳳廟、

獨角仙農場、綠盈牧場、中崙溫泉公園、嘉義農場等多家休閒農

場，景點的多樣性使此區可規劃 2日以上之旅遊行程，可於此處

享受悠閒、無壓力假期的山水渡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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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構想 

A.規劃台三線中崙至大埔段為重機族群的競賽場域並開放辦理活 

動。 

B.建設以台三線為發展主軸的觀光帶，發展水庫區觀光主題活動。

C.建置大埔為全台最好的飛行傘基地。 

D.發揮地方產業的特性，增加休閒農業的多樣性和趣味性。 

E.推廣以家庭旅遊和親子同樂的活動，並提供適合的休閒設施與

場地。 

5、東部山岳區 

(1)鄒族文化體驗區 

東部山岳區最重要的以鄒族聚落及原住民文化最具代表性，而

其分布以來吉、達邦、特富野、阿里山、里佳、山美、茶山等地區

為主，各部落皆具獨特的原住民文化特色，將其規劃為原住民之文

化體驗區，以其特有文化保存與發揚為骨幹，推廣遊客與當地住民

之文化交流為枝葉，使嘉義的鄒族文化能藉由與國際觀光客的交流

而能立足於世界。 

(2)阿里山森林遊樂與鐵道文化區 

阿里山是東部山岳區中最重要的觀光發展核心，以公路系統為

經，阿里山森林鐵路為絡，全區自然觀光資源豐沛，且鐵路沿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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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亦形成鐵路文化資產帶，對外已具國際間高知名度，成為推動區

域觀光發展的助力，規劃以森林樂活為主軸。除致力於發展觀光外，

同時尋求觀光遊憩與自然生態保育之平衡點。 

(3)發展構想 

A.以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為核心，帶動鄰近景點的消費市場。 

B.建立阿里山的接駁交通路網，發揮景點串連的功能。 

C.以生態保育為出發，推動總量管制的管理和模式。 

D.森林鐵路的再生與活化，重塑森林遊樂區的國際形象。 

E.提升民宿品質，並提供觀摩交流和活動創新的平台與機制。 

F.尊重原住民發展和保存的意願，協助部落產業和文化的發展。 

(三)開發與整備重點 

1.西海：鰲鼓溼地森林園區(低碳生態之旅)。 

2.北學：大學城建置(藝文科技城)。 

3.中平：高鐵特區開發(田園城市示範城)。 

4.南水：飛行傘基地與重機競賽場域(山水渡假區)。 

5.東山：阿里山與鄒族文化體驗區(山林部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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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農業篇 

(一)夢想起點-從嘉出發 

擁有得天獨厚的山、海與平原地理景觀，蘊育涵養出多元與豐碩的

農林漁牧產品，在「以農立縣」的基礎上，百年來，認真骨力樸實的嘉

義人，篳路藍縷，胼手胝足，在這片土地持續不懈的深耕與心耘，讓嘉

義縣有了翻轉契機與轉型可能。未來的嘉義農業，將不再只是單純農事

生產，更會是綠色的、生態的、科技的與服務的世紀產業，嘉義農業的

新時代即將大張帷幕，大步向前。 

(二)放飛夢想-嘉有藍圖 

睥睨本縣農業新時代的發展擘劃，「設施農業」、「品牌農業」、「食

安在嘉」及「園區規劃」等 4大項目，絕當是農業新時代的四大支柱： 

1.設施農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好的農業設施，可提高產量

及產值，減少農損及農害；而師法先進國家，培養農二代以進步技

術與科技設施務農從農，則是本縣設施農業下一個 10 年的首重目

標。 

2.品牌農業： 

「達人嚴選 嘉倍安心」認證，透明化生產過程；以質的嚴控

嚴選，品牌的用心營造，以及國內、外食品展的行銷與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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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讓本縣農業品符合 GLOBAL G.A.P.規範標準，中長期持續精

實嘉義農品的品牌形象。 

3.食安在嘉： 

率他縣市之先，成立永在食安大樓檢驗中心，初期以農、畜及

漁產檢驗、食安教育，安心食材行銷推廣為計畫目標；中長期則以

建立檢驗能量與公信、策略聯盟食安合作，打造食安把關重鎮，讓

嘉義縣食安檢驗中心永遠與民眾健康同在。 

4.園區規劃： 

規劃成立樂活有機農園專區、水產精品加值產業園區及農業綜

合園區，初期以自償率＞1 為計畫目標；中期則思考引進觀光、文

創、教育及研究元素，創造在地就業機會，極大化園區設置邊際效

益；長期則應達成各園區人流、物流與金流的通暢與交乘，發揮乘

數與聯盟效應，擴張各類園區規模經濟與運行能量。 

（三）築夢踏實-嘉有實力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再好的計畫沒有執行力做為支撐與底

蘊，都將淪為紙上談兵；而本縣人、財俱窮，對於計畫執行與願景達成，

唯思以軟、巧實力，以耐性與智慧取勝，方有實踐政策目標可能。 

1.短期(2年)： 

(1)萬事起頭難，但凡任何創新構想與計畫，首要之務即為啟動，



20 

 

啟動，再啟動；直至 2016年春，盤點本縣新時代農業發展 4大

項目皆有執行進度不一的情形，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更應抱

持樂觀的期待與想望，新時代農業火車頭呼呼前行，號召引領

嘉義縣人通往一個更具挑戰與願景的農業新境地。 

(2)在計畫啟動的 2 年內，除應完成各項計畫的基礎設施、制度設

計與試營運外，其成功關鍵即在整合各利害關係人對於政策認

知與支持、累積政策執行動能，擴大政策執行友善環境，為未

來新時代農業大開大闔舖平道路，建立平台。 

2.中期(5年)： 

在健全 4大發展項目基礎條件與環境後，即應思考以整合公私

部門能量，以創新思維與人民有感元素為計畫執行添加動能與耐受

度，可有作為建議如下： 

(1)擴大農業綜合發展園區功能，規劃美食區、農夫市集、自有品

牌專區，使各項農產蔬果、漁畜產品及特色食品有一整合性平

台，盡收推廣、營銷及教育綜效。 

(2)引進觀光漁港「代客料理」概念，讓民眾在市集及品牌專區購

買優質農特產品後，可由美食區商家代客料理，嚐鮮嚐新。 

(3)規劃展演舞台區，除可作為各項節慶活動之用，亦可邀請藝術

團隊進行表演，吸引民眾願意花費更多的時間停留在園區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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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及欣賞展演，使園區能發揮最大的效能。 

(4)紓壓療癒：運用園藝治療專區概念，以紓壓療癒為號召，達到

休息同時兼具療癒功能。 

(5)養生樂活：規劃慢遊行程，吸引銀髮族「LONG STAY」。 

(6)親子體驗學習：體驗農作過程，推動認養制，使民眾可參與培

育及收成階段。 

3.長期(10年)： 

在短、中期之政策目標後，4大項目皆已稍具規模，體質初健。

爰就長期規劃與執行而言，則應以「永續經營 共榮地方」為指導

原則，打造農業、農村及農民新風貌為執行標的，聚焦於財務健全

管理、品牌建立與維護、創新發展與落實以及文化養成與紮根等長

期性工程，讓新時代農業 4 大項目在穩健中發展、在創新中進化、

在內涵下永續，與時俱進，創新履新，生生不息。 

(四)嘉義農業夢-嘉家相連 

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農業是人民與土地永續的命脈與根本。

打造一條從食物源頭到餐桌最安全的渠道是當前農業思潮主流，這是嘉

義百年來以農立縣的轉型契機，更是我們求生存、求發展的命脈所繫。  

身為嘉義縣一員，我願與團隊一同努力，奉獻心力，窮盡可能讓嘉

義縣優質食材與世界上每個家庭餐桌緊緊相連，成就「嘉義」到「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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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短距離。讓我的、你的、他的親朋故舊、同事好友，所有我們認識

與不認識的人，都能安心安全吃的平安健康。 

六、 產業篇 

  時間快轉至民國 115 年，本府自力開發的 3 大工業區與原有之民雄、

頭橋、嘉太、朴子、義竹等 5工業區已完成「3+5」的產業分工、串接與匯

流，形成具地方特色與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聚落，每年創造 2,000 億產業總

值，並有 50,000個嘉義子弟在各園區工作與生活。 

  33歲，家住竹崎的嘉義青年阿源回鄉工作第 10年了，科大電子工程系

畢業後即進入大埔美產業園區佳能公司上班，5年前成家，目前育有一對子

女，年收入 120 萬，正準備開車前往園區附設托育中心載著寶貝兒女回家

跟在家協助務農的牽手及父母一起吃晚餐，此刻的阿源，心中帶著一股殷

實的存在感與滿滿的幸福感…。 

  10年來，愈來愈多的阿源在嘉義各地出現了，「阿源們」已經成為嘉義

社會結構的中堅與經濟活力的泉源，眾多的阿源正用他們的青春與汗水翻

轉這片土地的命運與面貌，在新時代中編織他們的夢想與幸福。 

(一) 夢想起點-「3＋5」 

嘉義在過去的 35 年間因中央政府資源配置不均與南北發展失衡，

僅能依賴民雄、頭橋、嘉太、朴子與義竹等 5 個於民國 70 年以前設立

之傳統型工業區勉強撐起瀛弱的產業面貌(如表 6.1)。而實踐證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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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5個工業區對地方就業促進、經濟繁榮與財政收入的挹注，杯水

車薪，江河日下，已無法與地方發展達成共伴共榮效應。 

表 6.1  嘉義縣早期開發傳統型工業區統計表 

工業區名稱 民雄工業區 頭橋工業區 嘉太工業區 朴子工業區 義竹工業區 合計 

設立時間 67年 5月 62年 4月 63年 3月 68年 8月 62年 11月   

類型 綜合性工業區 綜合性工業區 綜合性工業區 綜合性工業區 農村工業區   

全區土地面積(公頃) 244 87  59  22  16  428 

生產及建廠家數 223  83  86  46  21  459 

歇業及停工家數 4 3  0  0  0  7 

年產值(億元) 378  182  295  96  30  981 

就業人口(人) 8,400 3,500 2,500 680 440 15,520 

參考資料：經濟部工業局台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站。 

2016 年春天，本府用心擘劃與自力開發的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 1

期已有 25%投產營運，預計未來 10年內，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 1、2期

及馬稠後產業園區都可悉數投產，並以「3低 1高」做為招商策略及營

運方向。 

產業發展成功與否關鍵涉及願景格局、策略擘劃與區位佈局等多重

因素。此刻，嘉義縣各新、舊工業區的佈點己完成建置，「3+5」的產業

發展格局已然成形，「3+5」的發展策略將正式納入嘉義縣未來 10 年的

施政藍圖，產業新時代的發展夢想即從此刻開始編織。 

(二) 放飛夢想-「(2+1)X(4+1)」 

交通是庶政之母，工業是經濟發展之本。交通與工業，在 2016 年

的嘉義己經完成鋪陳，刻正交織著一個百年發展拼圖，開展一個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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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新時代。 

本縣朴子-義竹、民雄-頭橋-嘉太工業區 2條縱線及大埔美-馬稠後

工業區 1 條橫線與國道 1 號、3 號、高速鐵路、台 61 線及台 82 線的 4

縱 1橫交通線所交織而成的網狀產業格局，未來將有機會以新的面貌形

成一個山海相互輝映的產業新聚落(如圖 6.1)。 

 

 

 

 

 

 

 

 

 

 

 

在這種山、海產業雙星發展格局及其可能形成的共伴與競合效應下，

因應產業發展與需求的新興生活圈將會誕生，人口將會增長與聚集，商

業與服務業亦伴隨而生，地方將因而繁榮，工作與生活環境及條件將會

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 

馬稠後產業園區 

朴子 

嘉太 

義竹 

民雄 

頭橋 

圖 6.1  嘉義縣 10年後產業發展想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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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不斷轉型與提升的契機。 

(三) 築夢踏實-「（3低 1高）X（3高 1低）」 

引進低污染、低耗能、低耗水及高產值產業是本府自力開發 3大工

業區的創建理念與前瞻堅持（詳表 6.2）。因為，在未來十年甚至百年

內，3低 1高的產業群聚規模，將為本縣帶來高競爭、高就業、高外溢

與低破壞 3高１低的統合性效益，並因此形成正向的循環迴圈，持續優

化與深化本縣的工作與生活環境。 

表 6.2  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第 1、2期與馬稠後產業園區產業規劃發展分析表 

工業園區名稱 
大埔美精密機 

械園區第 1期 

大埔美精密機 

械園區第 2期 

馬稠後產業園區 

(1期) 

園 區 座 落 大林鎮及梅山鄉 大林鎮及梅山鄉 鹿草鄉 

園 區 面 積 298公頃 86公頃 85公頃 

開 發 總 產 值 760億 240億 200億 

提供就業人口數 24,000 人次 6,000人次 5,000人次 

園區產業定位  潛力產業—「精密

機械」 

 發展完整產業鏈，

形成工具機、物流

等產業聚落與生產

重鎮 

 潛力產業—「精密

機械」 

 結合第 1 期之開發

成果，建立完整產

業鏈與協力供應體

系，形成完整的精

密機械新興產業聚

落 

 潛力產業—「綠能

產業」 

 科技產業及傳產升

級並行之發展原則 

 

容 許 引 進 

產 業 類 別 

1. 金屬製品製造業 

2.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 

4. 電力設備製造業 

1. 食品製造業 

2. 飲料製造業 

3. 塑膠製品製造業 

4. 基本金屬製造業(不含

冶煉業、鑄造業) 

5. 金屬製品製造業 

1. 醫藥生物科技、精緻農

業科技 

2. 環保能源科技 

3. 運動休閒器材 

4. 精密機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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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械設備製造業 

6. 其他製造業（須經主管

機關審定，認為與園區

使用性質相容並足以

促進地方發展者） 

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 

8. 機械設備製造業 

9. 其他製造業 

10.產業用機械設備維   

修及安裝業 

5. TFT-LCD面板類產業 

6. 精緻文化及數位內容

科技 

7. 轉型升級之傳統產業 

8. 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

鍵零組件相關產業

（如智慧電動車、智

慧型機器人、LED 照

明系統等） 

試想 10年後，在以「精密機械」為導向的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 1、

2期及以「綠能產業」為導向的馬稠後產業園區雙驅引擎的帶動下；在

產業面「3 低 1 高」與環境面「3 高 1 低」的交乘下，嘉義縣的產業面

貌將會有翻天覆地的全新氣象，已成長茁壯的高新科技產業將為這片土

地挹注全新的發展動能，迸發無窮的內、外部效益；已具質量規模的產

業從業人員將以其生命與智慧灌溉在這個他們賴以永續的家園，嘉義將

從此擺脫宿命的糾結，迎向一個可以作夢，可以生活的全新時代。 

（四）嘉義產業夢-「3生 1命」 

生活、生產、生態三個面向的品質與面貌可以決定一個人、一個組

織、一個國家甚至一個地球的命運，三軌並重的發展策略，退則以掌握

命運，進將可翻轉命運。 

好山好水的嘉義縣，不見得有好生活。好的生活需具備友誼、親善

與安全的生態、可以徜徉並實踐理想的土壤與擁有足供生活所需的收入，

2016 年嘉義縣的產業規劃與發展策略已經完成三生俱進而優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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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嘉義夢，嘉義人的夢，正逐夢而行，破夢而進，主導自己的命運，

創造自己的幸福。 

七、 結論 

  在嘉義縣 1903.6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著我們充滿童趣的兒時夢、

有著恣意揮灑的青春夢、有著無時不演的天倫夢，更有著承載 18餘萬家庭

的未來夢，這是我們做夢的地方，是我們魂牽夢縈的原鄉。 

  法國文學家馬賽爾‧普魯斯特說：「真正的發現之旅，不在尋找新天地，

而是擁有嶄新的眼光。」嘉義的夢，需要嘉義人去發想與實踐；嘉義的真、

善、美，需要讓全世界知道，我們需要的就是眼光、眼界與眼度。 

  Start first then you are halfway already!（一旦開始就己經成功

一半）；Barry is only half of 90！（行百里路者半九十）德國哲學家佛

里德希‧威廉‧尼采說：「痛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也許我們現有擁

有的真的不多，未來面對的困難也絕對不會少，但嘉義已經揚帆啟航，堅

定勇敢向前行，路或許就不遠，夢想也就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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