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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計畫緣起 

(一) 民眾防災知識及緊急應變能力不足 

本縣以觀光立縣，無論平日或假日湧入國內外遊客皆與日俱

增，輔以本縣位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致地震頻

傳，又位居東部常受颱風侵襲，本縣南北狹長達 137.5 公里，面積

4,629 平方公里佔全國八分之一，人口約 33 萬人，轄屬 13 鄉、鎮、

市，社會結構為多元族群，且面臨青壯年外流嚴重老年人口比例甚

高，縣民普遍缺乏防災知識及緊急應變能力，因此唯有平時加強民

眾災害宣導及應變，方可在災害不幸發生時，均能自救、救人減少

損失。 

政府資源與民間力量的跨界合作，早已是面對未來災害的必要

手段，世界各國政府無不積極導入民間力量，共同攜手合作，且全

球災害現逐漸複雜化、巨大化及常態化，其不可預測性已成為不容

忽視的國家潛在風險，更應積極進行全面性的準備，建置防災教育

館深植民眾防災意識，以提升其自救、互救能力，使全民皆能投入

救災能量，故規劃建置花蓮縣防災教育館。 

(二) 特搜隊無適合訓練場地，離轄訓練易致救災能量真空 

花蓮縣為台灣面積最大之縣市，占全國總面積八分之一。本縣

地形主要由山地、河川和平原組成，境內山多平地少，適宜居住地

區範圍小，人口集中居住地區密度過高，可發展區域分佈不均。再

者，花蓮縣天然災害侵襲頻率高居全國，地理環境處於板塊推擠的

敏感區上，容易造成民眾生命財產的嚴重威脅。依據專家學者表

示，107 年起全球已進入地震活躍週期，尤以環太平洋地震帶更應

嚴加戒備，而本縣因位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花

蓮縣內並存有 6條活動斷層致地震災害潛勢極高，地震頻率遠居全

國之冠，受災風險極高，且災害發生後常造成台 9 線、台 8 線及台

11 線等重要對外聯絡交通要道中斷，極易形成孤島，十分仰賴在

地並具備特種搜救技能與裝備器材之消防及義消特種人員就近馳

援協同救災。 

有鑑於此，本縣特種搜救隊於 107 年 1 月 13 日正式成軍，並

於 107 年 2 月 6 日花蓮縣發生之規模 6.26 淺層地震中，發揮第一

時間之自救能力，惟東部地區缺乏特搜隊訓練場地，且西部或消防

署南投訓練中心均距本縣遙遠且交通不易，若特搜人員離轄參加訓

練，將造成本縣搜救能量真空，對縣民生命財產保障產生極大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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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不符合本縣建置特搜隊係希望於第一時間自救之核心價值，故

亟需於本縣自行建置訓練基地，透過平時模擬及訓練，充實本縣自

主救災效能，提供特搜隊人員就近訓練。 

(三) 國有土地閒置，易生治安問題 

機 I-27 機關用地於民國 81 年配合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需

要，自太魯閣營區遷建並與民意營區合併，而由工業區變更為機關

用地。現況為閒置使用，其內雜草叢生且建築物多已老舊，易造成

治安死角，且土地閒置無法有效發揮其價值，有礙區域整體發展。 

二、 法令依據 

本案係辦理個案變更，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

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重大設施之規定迅行變更。都市計

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列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一)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依花蓮縣消防局 107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第 2點「確實執行災

害搶救方案，全面提昇防災戰備整備能力」(四)積極辦理各類災害

(難)搶救演練，提升消防人員救援效能、第 8點「加強行政業務管

理，規劃消防廳舍整建」建置完整消防救災資源，有效縮短緊急救

災救護反應時間，汰換老舊消防器材、積極規劃消防廳舍整建，改

善消防駐地環境，提供外勤同仁更佳生活及工作環境，並提昇救

災、救護品質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配合前揭施政目標，興辦特

種搜救隊訓練基地及防災教育館工程，相關用地取得與工作期程具

有其時效之迫切性，為符合使用分區規範，辦理都市計畫相關變更

作業。鑑於辦理無償取得機關用地(機 I-27)及興闢消防設施，係

屬本府重大建設計畫(詳請參閱附件一)。考量地區發展，本府同意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變更都更都市計

畫相關事宜，以加速該地區建設完善消防設施並提升居民生活安

全。 

三、 變更計畫範圍 

本案變更計畫範圍屬花蓮市都市計畫區，基地位置座落於花蓮

市都市計畫區東北側，美崙工業區以北，西臨花蓮助航台，東臨計

畫道路 I-十四─30M 海岸路街廓內之機關用地(機 I-27)。行政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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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計畫概述 

一、 都市計畫辦理歷程 

民國 56 年 04 月 22 日擬定花蓮市(美崙地區)主要計畫案將本

計畫範圍規劃為工業區，於民國 81 年 03 月 06 日變更為機關用地，

作為國防及太魯閣國家公園發展觀光預定地，至今花蓮都市計畫已

經歷三次通盤檢討。期間歷次都市計畫異動歷程如下： 

表 1：花蓮都市計畫歷次都市計畫異動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公告字號 

1 擬定花蓮市(美崙地區)主要計畫案 560422 府建土字第 14182 號 

2 
變更花蓮(美崙新市區、西部地區、舊市區、

國慶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770412 府建四字第 32631 號 

3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機關用

地)案 
810306 府建劃字第 20592 號 

4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910109 府旅都字第 140905 號 

5 變更花蓮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1071122 府建計字第1070228280A號

6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為機關用地

『供花蓮縣消防局使用』)案 
1071122 府建計字第1070219205A號

7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道路用地(兼供公

園使用)及部分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綠

地為公園用地、廣場用地、道路用地(含人

行步道))案 

1080124 府建計字第 080015877A 

統計時間：108 年 12 月 

 

二、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範圍包括花蓮舊市區、西部地區、美崙地區、國慶地

區，其界線分別為北接新城鄉，西鄰秀林鄉，南至吉安鄉，東瀕

太平洋，計畫面積為 2,431.82 公頃。 

(二) 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221,000 人，居住密度分別為舊市區及美崙地區

每公頃 500 人，西部地區每公頃 380 人，國慶地區每公頃 120 人。 

(四) 土地使用計畫 

共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倉儲區、保存區、旅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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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區、風景區、保護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用)、

農業區、宗教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衛生醫療專用區、醫療專

用區、菸酒事業專用區、客運車站專用區、電信專用區、自來水

事業專用區、廣電事業專用區、石油事業專用區、歷史風貌專用

區、創意文化專用區等分區，共計面積 1,453.48 公頃，佔全計

畫區 59.77%。 

(五)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共劃設機關用地、學校(含私立學校)用地、文康用地、公園

用地、歷史風貌公園用地、國際雕塑文化公園用地、綠地、綠地

(兼供道路使用)、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體育場用地、堤防用地、社教用地、社

教機構用地、燈塔用地、鐵路用地、港埠用地、社會福利設施用

地、變電所用地、園道用地、景觀步道用地、道路(含人行步道)

用地、道路(兼供公園使用)用地、下水道用地(供抽水站設施使

用)等公共設施用地，共計面積 978.34 公頃，佔全計畫區 40.23%。 

(六) 交通系統計畫 

1.主要聯外道路 

南北向以台九線(府前路－中美路－中正路)與中央路為主

軸，北通新城鄉與宜蘭地區，東西向則以建國路為主軸，通往

吉安鄉與中央山脈地區。 

2.次要聯外道路 

為主要聯外道路之輔助道路，以縣 193 道路(中美路－民生

路－海岸路－海濱街-北濱街-海濱路)為南北軸向道路，該道路

緊鄰海岸線，風景優美，北連接花蓮航空站與七星潭風景遊樂

區，南接花蓮海洋公園；東西軸向則以中華路與和平路作為輔

助道路。 

3.區內主要道路 

以路寬 20 公尺含以上，路長 1,000M 以上之計畫道路，東

西向以中山路、化道路與北興路等為主軸；南北向以中美路、

新興路、尚志路等為主軸。 

4.區內次要道路 

以路寬未達 20 公尺，路長 1,000M 以下之主要計畫所劃設

計畫道路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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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鄰里生活巷道 

以細部計畫道路所劃設之計畫道路為主，主要以服務社區

出入與聯絡所用。 

(七)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計畫地區其各種使用分區及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與

建築物之使用及都市設計準則，應依「變更花蓮主要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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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現行花蓮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百分比(%) 
佔計畫總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22.61 22.72 17.38
商業區 106.62 5.73 4.38
工業區 235.17 12.64 9.67
倉儲區 2.44 0.13 0.10
保存區 0.19 0.01 0.01
旅館區 4.63 0.25 0.19
文教區 71.44 3.84 2.94
風景區 6.54 － 0.27
保護區 81.28 － 3.34
河川區 67.31 － 2.77
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用) 0.27 － 0.01
農業區 416.62 － 17.13
宗教專用區 6.67 0.36 0.27
加油站專用區 0.55 0.03 0.02
衛生醫療專用區 1.87 0.10 0.08
醫療專用區 11.25 0.60 0.46
菸酒事業專用區 0.48 0.03 0.02
客運車站專用區 0.50 0.03 0.02
電信事業專用區 0.00 0.00 0.00
電信專用區 2.87 0.15 0.12
自來水事業專用區 7.73 0.42 0.32
廣電事業專用區 0.54 0.03 0.02
石油事業專用區 1.23 0.07 0.05
歷史風貌專用區 1.10 0.06 0.05
創意文化專用區 3.36 0.18 0.14
小計 1453.27 47.38 59.7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96.57 5.19 3.97
學校(含私立學校)用地 119.06 6.40 4.90
文康用地 0.24 0.01 0.01
公園用地 205.76 11.06 8.46
歷史風貌公園用地 1.18 0.06 0.05
國際雕塑文化公園用地 17.30 0.93 0.71
綠地 0.23 0.01 0.01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27 0.01 0.01
市場用地 8.36 0.45 0.34
停車場用地 3.33 0.18 0.14
廣場用地 0.58 0.03 0.0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7.70 0.95 0.73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7.53 0.94 0.72
體育場用地 27.96 1.50 1.15
堤防用地 13.90 0.75 0.57
社教用地 4.30 0.23 0.18
社教機構用地 1.05 0.06 0.04
燈塔用地 1.24 0.07 0.05
鐵路用地 47.93 2.58 1.97
港埠用地 81.80 4.40 3.36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9.00 0.48 0.37
垃圾處理場用地 6.10 0.33 0.25
變電所用地 4.02 0.22 0.17
園道用地 3.77 0.20 0.16
景觀步道用地 3.48 0.19 0.14
道路(含人行步道)用地 283.78 15.26 11.67
下水道用地(供抽水站設施使用) 2.11 0.11 0.09
小計 978.55 52.62 40.24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合計 1859.80 100.00 －
計畫總面積合計 2431.82 － 10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變更花蓮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及三通後個變案。 

註：都市發展用地係計畫總面積扣除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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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現況分析 

一、 臨近消防資源現況 

本基地座落美崙工業區北側，西臨花蓮助航台，臨近之消防分

隊依序為距美崙分隊 0.79 公里、距花蓮港務分隊 2.34 公里、距北

埔分隊 3.28 公里、距花蓮分隊 4.92 公里及距花蓮縣消防局 4.93

公里，此區位遠離人口密集區，做為特勤訓練基地及防災教育館相

當合適。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基地鄰近分隊示意圖 

  

本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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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系統現況 

本案變更範圍周邊及周邊道路位階如圖 5 所示。本案變更範圍

緊鄰計畫道路 I-十四─30M 華西街、海岸路之連貫道路，有利於出

勤救災時調派車輛至花蓮都市計畫區內之主要聚落。 

資料來源：「變更花蓮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圖 5：變更範圍週邊現況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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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拍攝時間：107.04.03)。 

圖 6：變更範圍週邊道路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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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更範圍現況 

本計畫範圍前於民國八十一年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

為機關用地)案為配合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需要，自太魯閣營區

遷建並與民意營區合併，由工業區變更為機關用地。現況為部分空

地、草生地與建物，使用現況詳圖 7。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拍攝時間：107.04.03)。 

圖 7：現況情形、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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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地權屬現況 

本案計畫範圍為民心段 197、198-2(部分)、199-2、199-4、

199-5、200-1、200-2 等 7 筆地號，詳圖 8 所示，現況為機關用地，

土地所有權皆屬公有土地，為花蓮縣政府及國防部軍備局管有，總

計約 68,911 平方公尺。變更範圍之土地清冊彙整詳表 3所示(地籍

謄本詳請參閱附件二)。 

表 3：變更範圍土地清冊一覽表 

地段 地號 土地分區 謄本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民心段 197 機關用地 973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民心段 198-2(部分) 機關用地 1,3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民心段 199-2 機關用地 63,456 花蓮縣 國防部軍備局 

民心段 199-4 機關用地 37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民心段 199-5 機關用地 2667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民心段 200-1 機關用地 66 花蓮縣 國防部軍備局 

民心段 200-2 機關用地 412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小計 68,911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8：變更範圍地籍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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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使用需求與必要性 

(一) 使用需求與必要性 

花蓮縣為台灣面積最大之縣市，占全國總面積八分之一。本縣

地形主要由山地、河川和平原組成，境內山多平地少，適宜居住地

區範圍小，人口集中居住地區密度過高，可發展區域分佈不均。再

者，花蓮縣天然災害侵襲頻率高居全國，地理環境處於板塊推擠的

敏感區上，容易造成民眾生命財產的嚴重威脅，加以蘇花公路改善

工程預計於 107 年至 109 年陸續完工通車，屆時將為本縣帶來更為

龐大觀光人潮，對本縣消防公共安全及防救災執行將有新挑戰，需

以更高規格之防救災能量加以因應。 

有鑑於此，本縣特種搜救隊於 107 年 1 月 13 日正式成軍，惟

受限於花蓮縣地勢狹長及中央山脈之阻隔，東部地區缺乏特搜隊訓

練場地，西部或消防署南投訓練中心均距本縣遙遠且交通不易，若

特搜人員離轄參加訓練，將造成本縣搜救能量真空，對縣民生命財

產保障產生極大風險，不符合本縣建置特搜隊係希望於第一時間自

救之核心價值，故亟需於本縣自行建置訓練基地，提供特搜隊人員

就近訓練。 

此外，107 年 2 月 6 日花蓮縣東方海域發生規模 6.26 淺層地

震，造成花蓮市區 4 棟大樓倒塌、17 人死亡、295 人受傷，死傷慘

重，震驚全台。依據專家學者表示，107 年起全球已進入地震活躍

週期，尤以環太平洋地震帶更應嚴加戒備，而本縣因位處歐亞大陸

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縣內並存有 6條活動斷層致地震災害

潛勢極高，地震頻率遠居全國之冠，受災風險極高，災害發生後常

造成台 9 線、台 8 線及台 11 線等重要對外聯絡交通要道中斷，是

以災區極易形成孤島；惟有賴在地並具備特種搜救技能與裝備器材

之消防及義消特種人員就近馳援協同救災，並亟需透過平時模擬及

訓練，充實本縣自主救災效能，故規劃建置花蓮縣特種搜救隊訓練

基地。 

(二) 選址適宜性分析 

考量交通區位、土地所有權人及面積等因素，擇定花蓮市民心

段機關用地(機 I-27)，此區位遠離人口密集區，但是經由 193 縣

道及花 16 鄉道可迅速前往市區進行搜救任務，且特搜人員進行訓

練時可能會妨礙周遭鄰里安寧，此區周邊鮮少住宅，因此適合做為

搜救基地的選址所在。 

本計畫範圍地點、位置及土地面積皆充足，適合興建獨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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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廳舍以強化訓練各項災害搶救技能，滿足提升消防分隊救助工

作的專業性，加強地方基礎建設之執行，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不

僅保障居民生活安全，亦利於未來地方發展。 

六、 基地空間配置概要 

(一) 本基地配置分為新建建築區域以及既有房設再利用區域。 

1.新建建築包含： 

(1) 防災教育館(１棟，地上二層) 

(2) 綜合訓練大樓(1 棟，地上五層) 

(3) 救災訓練設施 A(1 棟，地上三層 

(4) 半傾倒搜救訓練場(1 棟，地上三層) 

2.再利用區域為原有營區房舍(基地下部)，規劃用途為： 

(1) 搜救犬舍 

(2) 設備庫房 

(3) 其他訓練用空間 

(二) 本案以保留既有基地之增建計劃為主，基地內既有建物除因道

路規劃需拆除外，其餘則依需求進行後續規劃與設計，總體配置原則

如下： 

1.合理建築量體配置： 

考慮基地內各建築物之棟距合理性、季節的風向，避免訓練的

噪音或煙塵干擾綜合訓練大樓 或是防災教育館的使用，以及附近之

機場與民宅使用。 

2.人車分道： 

除消防訓練車輛外，ㄧ般到訪之汽機車停放空間應盡量集中且

規劃設置於入口區域，減少對 訓練基地人員之干擾以及降低危險

性。 

3.車道規劃： 

在車道規劃上可規劃單向車道，確保行人安全；或是依據使用

性質規劃單雙向車道的設計， 藉以區分訓練基地對內與對外區

域，可同時搭配明確的指標資訊讓駕駛人能快速分辨。 另，消防車

救災活動空間之地面與行經路面至少應能承受當地最重 雲梯消防

車之 1.5 倍總重 量(約 75 公噸)。 

4.省能方位： 

建築物之長向儘量朝向南北，並減少建築物於東西向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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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基地現況所限，可搭配 如：退縮、開口面積、遮陽、設備、材

料等建築手法因應。 

(三) 相關空間配置圖 

相關基地空間配置概要示意圖詳圖 9。 

 
資料來源：花蓮縣消防局提供 

註：實際配置依申請建築執照為準。 

圖 9：基地空間配置概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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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 變更理由 

(一) 興建花蓮縣防災教育館 

本縣以觀光立縣，無論平日或假日湧入國內外遊客皆與日俱

增，輔以本縣位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致地震頻

傳，又位居東部常受颱風侵襲，本縣南北狹長達 137.5 公里，面

積 4,629 平方公里佔全國八分之一，人口約 33 萬人，轄屬 13 鄉、

鎮、市，社會結構為多元族群，且面臨青壯年外流嚴重老年人口

比例甚高，縣民普遍缺乏防災知識及緊急應變能力，因此唯有平

時加強民眾災害宣導及應變，方可在災害不幸發生時，均能自

救、救人減少損失，故規劃建置花蓮縣防災教育館。 

(二) 興建獨立訓練中心廳舍，強化災害搶救技能 

本縣特種搜救隊雖於 107 年 1 月 13 日成軍，成立迄今甫滿 2

個月，而特搜隊人員平時需透過各項訓練，維持救災能量，累積

救災經驗及知識；惟東部地區缺乏訓練場地，西部或消防署南投

訓練中心均距本縣遙遠且交通不易，復以本縣特搜人員如離轄參

加訓練，倘若發生重大災害致聯外交通中斷，特搜人員離轄將使

本縣搜救能量真空，對縣民生命財產保障產生極大風險，不符合

本縣建置特搜隊係希望於第一時間自救之核心價值，故亟需於本

縣自行建置特種搜救隊訓練基地，以提供特搜隊人員就近訓練。 

(三) 解除未執行計畫，活化公有閒置空間 

本基地原為美崙工業區一角，前於民國八十一年變更花蓮都

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機關用地)案為配合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需要，自太魯閣營區遷建並與民意營區合併，由工業區變更為

機關用地。現況無人使用，雜草叢生，故本計畫將刪除原計畫之

指定用途，並於已取得國防部軍備局同意撥用之民心段 197、

198-2、199-2 與 200-1 地號土地，辦理特搜隊訓練基地興建工程。 

(四) 暫無使用需求土地後續處理對策 

有關民心段 199-4、199-5 及 200-2 等地號土地，目前作為

私有建物使用，消防局暫無使用需求，俟下次通盤檢討時，配合

變更為鄰近分區調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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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更內容 

(一) 機關用地(機 I-27)面積 

現行花蓮都市計畫機關用地(機 I-27)為 5.95 公頃，而花蓮

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之數值化計畫圖，測量面積為 6.88 公

頃。由於「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尚未發布實施，因此本案變更面積仍採現行計畫面積為主。 

(二) 刪除指定用途 

刪除原計畫機 I-27 之指定作為國防及太魯閣國家公園發展

觀光需要用地，以增加未來之使用彈性。詳變更內容明細表 4 及

圖 10 所示。 

表 4：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
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花蓮
都市
計畫
區東
北側 

機關 
用地
(國防
及太魯
閣國家
公園發
展觀光
需要用
地) 

(5.95) 

機關用
地(刪
除指定
用途)
(5.95)

1.興建花蓮縣防災教育館 
本縣以觀光立縣，無論平日或假日湧入國內外遊客皆與日俱
增，輔以本縣位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致地
震頻傳，又位居東部常受颱風侵襲，本縣南北狹長達 137.5
公里，面積 4,629 平方公里佔全國八分之一，人口約 33 萬人，
轄屬 13 鄉、鎮、市，社會結構為多元族群，且面臨青壯年外
流嚴重老年人口比例甚高，縣民普遍缺乏防災知識及緊急應
變能力，因此唯有平時加強民眾災害宣導及應變，方可在災
害不幸發生時，均能自救、救人減少損失，故規劃建置花蓮
縣防災教育館。 

2.興建獨立訓練中心廳舍，強化災害搶救技能 
本縣特種搜救隊雖於 107 年 1 月 13 日成軍，成立迄今甫滿 2
個月，而特搜隊人員平時需透過各項訓練，維持救災能量，
累積救災經驗及知識；惟東部地區缺乏訓練場地，西部或消
防署南投訓練中心均距本縣遙遠且交通不易，復以本縣特搜
人員如離轄參加訓練，倘若發生重大災害致聯外交通中斷，
特搜人員離轄將使本縣搜救能量真空，對縣民生命財產保障
產生極大風險，不符合本縣建置特搜隊係希望於第一時間自
救之核心價值，故亟需於本縣自行建置特種搜救隊訓練基
地，以提供特搜隊人員就近訓練。 

3.解除未執行計畫，活化公有閒置空間 
本基地原為美崙工業區一角，前於民國八十一年變更花蓮都
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機關用地)案為配合太魯閣國家公園管
理處需要，自太魯閣營區遷建並與民意營區合併，由工業區
變更為機關用地。現況無人使用，雜草叢生，故本計畫將刪
除原計畫之指定用途，並於已取得國防部軍備局同意撥用之
民心段 197、198-2、199-2 與 200-1 地號土地，辦理特搜隊
訓練基地興建工程。 

4.暫無使用需求土地後續處理對策 
有關民心段 199-4、199-5 及 200-2 等地號土地，目前作為私
有建物使用，消防局暫無使用需求，俟下次通盤檢討時，配
合變更為鄰近分區調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用地。 

 

註：本表所列各項面積數據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依實地釘樁測量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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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行都市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百分比(%) 

佔總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22.82 422.82 22.73 17.39

商業區 106.62 106.62 5.73 4.38

工業區 235.17 235.17 12.65 9.67

倉儲區 2.44 2.44 0.13 0.10

保存區 0.19 0.19 0.01 0.01

旅館區 4.63 4.63 0.25 0.19

文教區 71.44 71.44 3.84 2.94

風景區 6.54 6.54 － 0.27

保護區 81.28 81.28 － 3.34

河川區 67.31 67.31 － 2.77

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

用) 
0.27 0.27 － 0.01

農業區 416.62 416.62 － 17.13

宗教專用區 6.67 6.67 0.36 0.27

加油站專用區 0.55 0.55 0.03 0.02

衛生醫療專用區 1.87 1.87 0.10 0.08

醫療專用區 11.25 11.25 0.60 0.46

菸酒事業專用區 0.48 0.48 0.03 0.02

客運車站專用區 0.50 0.50 0.03 0.02

電信事業專用區 0.00 0.00 0.00 0.00

電信專用區 2.87 2.87 0.15 0.12

自來水事業專用區 7.73 7.73 0.42 0.32

廣電事業專用區 0.54 0.54 0.03 0.02

石油事業專用區 1.23 1.23 0.07 0.05

歷史風貌專用區 1.10 1.10 0.06 0.05

創意文化專用區 3.36 3.36 0.18 0.14

小計 1,453.48 0.00 1,453.48 47.40 59.7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96.36 － 96.36 5.18 3.96

學校(含私立學校)用地 119.06 119.06 6.40 4.90

文康用地 0.24 0.24 0.01 0.01

公園用地 205.18 205.18 11.03 8.44

歷史風貌公園用地 1.18 1.18 0.06 0.05

國際雕塑文化公園用地 17.30 17.30 0.93 0.71

綠地 0.65 0.65 0.04 0.03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27 0.27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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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續完) 

項目 

現行都市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百分比(%) 

佔總面積

百分比(%)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市場用地 8.36 8.36 0.45 0.34

停車場用地 3.33 3.33 0.18 0.14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7.70 17.70 0.95 0.73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7.53 17.53 0.94 0.72

體育場用地 27.96 27.96 1.50 1.15

堤防用地 13.90 13.90 0.75 0.57

社教用地 4.30 4.30 0.23 0.18

社教機構用地 1.05 1.05 0.06 0.04

燈塔用地 1.24 1.24 0.07 0.05

鐵路用地 47.93 47.93 2.58 1.97

港埠用地 81.80 81.80 4.40 3.36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9.00 9.00 0.48 0.37

垃圾處理場用地 6.10 6.10 0.33 0.25

變電所用地 4.02 4.02 0.22 0.17

園道用地 3.77 3.77 0.20 0.15

景觀步道用地 3.48 3.48 0.19 0.14

道路(含人行步道)用地 283.16 283.16 15.23 11.64

道路用地(兼供公園使用) 1.36 1.36 0.07 0.06

下水道用地(供抽水站設

施使用) 
2.11 2.11 0.11 0.09

小計 978.34 978.34 52.60 40.23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1,862.50 0.00 1,859.80 100.00 －

總 計 2,431.82 0.00 2,431.82 － 100.00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係計畫總面積扣除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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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變更內容示意圖 

 

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 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二、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 1/2 以上種植花草樹木，樹

木以原生種為主，以綠美化環境。 

三、 退縮建築規定：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公

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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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 主要工作項目 

本案配合花蓮縣消防局 107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政策，後續由

花蓮縣消防局依序辦理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土地屬中華民國及花蓮

縣政府所有，待取得土地撥用後，供特種搜救隊訓練中心新建基地

使用，初估工程費用需新台幣 2 億 6,750 萬元整。後續相關實施進

度與經費請參閱表 6。 

(一) 舊有營舍規劃(需新台幣 2,500 萬元整) 

至少容納訓練教官及學員 80 人寢室、用膳區、淋浴間、廁

所等足夠之生活空間、儲藏室、犬舍及領犬員廳舍。 

(二) 綜合訓練大樓(需新台幣 7,000 萬元整) 

規劃設計訓練大樓至少容納 20 人辦公室及 20 人備寢室、室

內教室至少 2 間(一大間可容納 150 人，一小間可容納 50 人)、

一間 20 人小會議室、空氣呼吸器訓練場(含健身房、搜索籠、黑

暗迷宮、空氣灌充室及器材室)等場所，提供處理訓練基地日常

綜合性業務及訓練、課程、師資規劃等核心事務，並購置訓練用

防護裝備供消防同仁訓練使用。 

(三) 防災教育館(需新台幣 6,750 萬元整) 

保留約 1,000 平方公尺室內空間，做未來防災教育需求，

規劃動線出口獨立，與其他空間分隔。 

(四) 地震災害複合訓練場(需新台幣 2,500 萬元整) 

設置一棟 3 層樓建築物模擬遭受地震導致傾斜之建築物，結

合立、橫坑救援設施，訓練搜救人員於建築物內搜、救援。另設

置全毀塌建築物，提供訓練救災人員利用各種工具搶救，並配合

其他附屬搜救設備如生命探測器、千斤頂等之作業，以提升特種

搜救效能，面積至少需 3,000 平方公尺。 

(五) 綜合救助技能訓練場(需新台幣 2,000 萬元整) 

設置高、低塔各 1座，並配置網繩(安全網)，以供攀登、垂

降、橫渡，高低所救援等救災救助技能訓練，並可購置訓練用防

護裝備供消防同仁訓練使用，同時結合建築物設置。高塔至少地

上 4 層，低塔地上 3 層。 

(六) 建築物火災搶救訓練場(需新台幣 2,500 萬元整) 

設有模擬實體建築物火災與訓練場景，提供救災模擬搶救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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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並可購置訓練用防護裝備供消防同仁訓練使用。本項規劃設

計乃模擬一般民宅建築型態。 

(七) 燃燒室訓練場(需新台幣 1,000 萬元整) 

設置 1座燃燒櫃，透過燃燒木材方式，模擬火災成長期、最

盛期等階段，營造接近閃燃高溫火場，讓消防人員感受並觀察 800

度火場高溫高熱及火焰型態、煙層的散落情形，以及模擬並製造

爆燃現象，教導同仁通風控制燃燒的技術，進而學習閃、爆燃控

制等情形，同時訓練消防人員著裝，提升救人與自救之能力，並

購置訓練用防護裝備供消防同仁訓練使用，面積至少需 400 平方

公尺。 

(八) 室外滅火技巧訓練場(需新台幣 1,000 萬元整) 

設置木材、變電箱、油盤、汽車火災等火災模擬設施，至少

可供兩組車組滅火作業空間，以供訓練基礎滅火技巧。面積至少

需 1,500 平方公尺，設置上建議結合交通事故搶救訓練場。 

(九) 交通事故搶救訓練場(需新台幣 1,000 萬元整) 

設置油罐車槽車 1台、遊覽車 1 台、大型車輛及小客車數台

等模擬交通事故現場，模擬車禍真實發生時，車輛嚴重變形，災

人員透過器材開創脫困空間，迅速救出病患，面積至少需 4,000

平方公尺，並提供足夠空間放置廢棄車輛，建議結合室外滅火技

巧訓練場設置以節省空間。 

(十) 搜救犬訓練場(需新台幣 500 萬元整) 

設置領犬員廳舍及犬舍，須鄰近地震災害複合訓練場，配合

舊有營舍設置。 

二、 分期(年)執行策略 

(一) 期程：108 年至 112 年。 

(二) 108 部分 

1.辦理本計畫工程及訓練場規劃設計。 

2.辦理訓練基地土地撥用事宜。 

3.辦理景觀工程設計規劃事宜。 

(三) 109 年部分 

1.綜合訓練大樓、各訓練場設施、景觀工程先期評估事宜。 

2.綜合訓練大樓、各訓練場設施、景觀工程及各項工程基本設計。 

3.完成訓練基地土地撥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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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0-111 年部分 

1.綜合訓練大樓、各訓練場所設施及景觀工程發包。 

2.綜合訓練大樓、各訓練場所設施、景觀工程及各項工程監造。 

3.各項設備採購。 

(五) 112 年部分 

1.綜合訓練大樓、各訓練場所設施及景觀工程發包事宜。 

2.綜合訓練大樓、各訓練場所設施、景觀工程及各項工程監造。 

3.各項設備採購及驗收。 

4.完成各項工程驗收。 

表 6：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年度 

經費

來源
徵

收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撥

用 

其

他

取得用

地費用

地上物

補償費

用 

工程費用 總計 

機關用地 5.95     - - 26,750 26,750 

花蓮

縣消

防局 

民國 

112年

花東地

區永續

發展基

金 

合計 5.95 - - - - - - - 26,750 26,750 - - - 

註：1.表列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政狀況酌予調整。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附件一、認定重大建設相關文件 
 



- 附一-1 - 

 
 

 



 

 

 

 

 

 

 

附件二、地籍清冊及地籍謄本 
 



- 附二-1 -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一覽表 

地段 地號 土地分區 謄本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民心段 197 機關用地 973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民心段 198-2(部分) 機關用地 1,3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民心段 199-2 機關用地 63,456 花蓮縣 國防部軍備局 

民心段 199-4 機關用地 37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民心段 199-5 機關用地 2667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民心段 200-1 機關用地 66 花蓮縣 國防部軍備局 

民心段 200-2 機關用地 412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小計 6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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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二-3 - 

 
 



- 附二-4 - 

 
 



- 附二-5 - 

 



- 附二-6 - 

 



- 附二-7 - 



 

 

- 附二-8 - 

 



 

 

 

 

 

 

 

附件三、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土地撥用公文 
 



- 附三-1 - 

 
 



 

 

 

 

 

 

附件四、民國 108 年 10 月 23 日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 158 次會議紀錄 
 



- 附四-1 - 



- 附四-2 - 



- 附四-3 - 



- 附四-4 - 



- 附四-5 - 

 



 

 

 

 

 

 

附件五、民國 109 年 3 月 24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 965 次會議紀錄 
 



- 附五-1 - 



- 附五-2 - 



- 附五-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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