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申請登錄文化景觀  

公聽會紀錄 

壹、 事由：說明「『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申請登錄文化景觀」申請審查緣由、

過程及相關法規，並聽取所有人、相關管理單位及在地民眾之意見。 

貳、 時間：108年 2月 26日（週二）下午 2時 

參、 地點：東勢林區管理處雙崎工作站 2樓會議室（東關路 6段 1368號） 

肆、 主持人：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李處長智富               記錄：謝佳雯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陸、 主持人致詞：（略） 

柒、 業務單位簡報說明：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略） 

捌、 意見討論及回應： 

一、 蔡市議員成圭服務處 王昌敏主任：   

  園區舊製材廠於幾年前遭大火摧毀甚可惜，為使東勢林業文化

園區文化景觀更具可看性及紀念性，是否應考慮恢復舊製材廠之外

觀結構，而內部陳設則以解說牌呈現，讓以後參觀民眾更了解當時

東亞最大製材廠原貌。 

二、 冉市議員齡軒： 

  大雪山集木區擁有珍貴的木材來源，應考慮如何妥善保存；另

應派遣相關人員聯繫、瞭解大雪山林業公司舊製材廠當時設置時，

美國協力原廠之間歷史淵源，相互交流以吸收國際經驗，結合當初

林業博物館及在地社區產業資源等，規劃成國際級的歷史文化園區，

應更具意義。 

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高專委宗賢： 

（一）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若登錄為臺中市文化景觀，對其定位價

值之提升，及本區發展皆有所助益，這部分林務局給予肯定，

惟文資保存前提下，亦希望應兼顧日後地區發展及園區營運管

理，多元考量其發展，創造多贏。 



（二） 目前園區每年入園參觀人數約十幾萬人次，若依本區文化景觀

暫定登錄範圍約 15公頃（東勢區保民段 322地號），占地甚廣，

林務局擔心對未來地區發展、旅客管理及園區營運管理等將有

所掣肘，建議登錄範圍可否採納以東勢林管處申請提報表所提

之範圍（約 7.6公頃）為準，該範圍亦是林產工業遺跡之核心

區（大製材廠、貯木池等）。 

（三） 有關依文資法後續主管機關應訂定本區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部分，因林務局於日後亦有相關計畫之執行，請文資處後續訂

定本區保存維計畫時，請一併考量本區相關計畫之進行。 

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陳副處長耀榮 

（一） 關於大製材廠是否恢復原貌問題，因時代變遷，園區製材工業

已不復存在，是否有其恢復原貌之必要？另修復成原樣貌並管

理維護並不容易，林務局這些年預算財源相當有限等等實質面

考量值得深思。 

（二） 行政院農委會對於本園區經營發展相關重視及關心，現在已規

劃朝 BOT或 OT等委外招商經營方式進行，若本區登錄成文化景

觀，將來 OT經營、區域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之間是否會產生競

合的問題。 

（三） 另外，同高專委所提登錄範圍的問題，若依目前暫定登錄範圍

進行，東勢林管處擔心將來若委外 OT經營規劃與文資保存有所

抵觸時，本區整體營運發展是否因此而受限制，建議以原申請

範圍（約 7.6公頃）為登錄基準，保留相關空間讓管理單位彈

性運用。 

五、 東勢區新盛里里民 陳女士： 

（一）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申請登錄文化景觀案後之願景是什麼？

具體作法如何？給週遭社區帶來影響是什麼？ 

（二） 建議依石角溪岸串連「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東勢林業文化

園區」之帶狀旅遊區，提升東勢在地文化休憩觀光旅遊之豐富

性。 

六、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文化景觀價值評估專案小組 邱委員上嘉說明： 



（一） 本案標的申請文化資產類別－文化景觀，係屬場域概念，本案

雖緣於文資法第 15條 50年公有建物文資價值評估，其著重部

分為＂建物＂本體，惟目前全世界於推動工業遺產，基本上較

少會以建物為保存標的，因通常廠房精華並非重點所在，反而

工業生產流程、產業與區域內居民生活的互動才是保存重點。 

（二） 目前臺灣已登錄文化景觀共計 66處，而國家級文化景觀有 1處，

即是由林務局管轄「阿里山林業暨鐵道文化景觀」，林務局亦成

立專責機構管理維護，而其登錄理由即非單一建物之特殊，而

是考量從林業採伐、鐵道運輸、製材等，生產線狀動態區域之

呈現。文化景觀是活態的文化資產，即使產業已不存在，但透

過動態區域性文化景觀保存，讓大家仍可感受到當時的氛圍。

而本區透過文化景觀登錄，文化部門提供協助，使林產工業元

素真正被發揮，亦讓日後的 OT廠商了解、尊重這些保存元素，

並當成重要的營運課程，如此才能對園區後續營運管理是有所

助益。 

（三） 管理單位所提目前暫定登錄範圍過於廣泛的問題，園區內各保

存元素係環環相扣的，若只針對核心區保存，不一併考量周圍

相關元素的話，日後營運管理會讓保存流於表面，未為全面性

考量；而專案小組建議登錄範圍係考慮到園區各元素的脈絡而

決定的，管理單位擔心範圍太廣日後管理會受限的問題，可從

日後保存維護計畫，重新檢討設定登錄範圍內各元素的保存強

度，且因文化景觀是活態的，依文資法規定，須 5年檢討一次

保存維護計畫，讓文化景觀保存管理與時俱進。 

（四） 文資審議委員會建議文化景觀類別，係認為並非每棟建物都須

以歷史建築登錄方式才得以保存本區，這或許會讓管理單位日

後管理維護是必更加受限，而文化景觀可從大原則景觀維護管

控下，其餘可活用保留較大的彈性；且若本區有文化資產身分，

於日後 OT委外管理時，對於公務機關約束廠商營運使用上亦多

一層保障。 

（五） 另外，目前林務局正在培養導覽人員，建議可結合現行公務機

關正在推行的環境教育，讓本區文化景觀身分成為特色、誘因，



為園區之後 OT營運多一個切入點。 

七、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說明： 

（一） 本區將來若經本市文資審議會審議登錄為本市文化景觀，有關

園區產權及管理權責部分，並不會因有文資身分而改變；而後

續管理維護部分，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將會依文資法規定，訂

定本區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讓管理單位行政院農委會林務

局東勢林管處有依循執行；另本區後續再利用規劃部分仍需回

歸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對未來園區定位之政策考量，主管機關

亦會提供協助。 

（二） 有關本區保存及管理原則之擬定及保存維護計畫之訂定，其管

理維護運用較古蹟、歷史建築來得彈性，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

畫，一般經調查研究分析後擬定本區保存核心價值，續以劃定

核心區及緩衝區之分級管制區域，其管制重點、強度係依該區

保存價值而有所不同，並非整區皆係不可變動或任何變動皆須

報主管機關核定，此部分訂定或操作細節，於日後確定執行時，

將會通知相關管理單位一同討論。 

（三） 關於專案小組建議暫定登錄範圍部分，管理單位的疑慮及建議

範圍將會併同公聽會紀錄提送本市文資審議會討論審議，屆時

亦會邀請管理單位出席提供意見。 

（四） 105年 7月文資法修法後，文化景觀區域無使用執照之老舊建

造物修復再利用，可同古蹟歷史建築，透過因應計畫取得合法

使用許可，這對管理單位日後區內建築修繕使用上有相當益

處。 

玖、 結論： 

  各位與會人員提供之寶貴意見，都會列入本次會議紀錄，併同相關

資料，提送 108年度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討論審議，感謝大家的今日參

與。 

壹拾、 散會：下午 3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