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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国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1 点 47 分 12.6 秒，在日月潭西南方 6.5 公里处，发生了芮氏规

模达 7.3 的强烈地震。这场被称为「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的世纪天灾，规模之大与破坏之巨，为台湾

百年未见。 

 

九二一震灾发生后，民间与社会团体踊跃捐输金钱与物资，奋不顾身地投入救灾赈灾工作，展

现高度的同胞爱；同时国际社会也相继伸出援手，以人道精神提供援助，发挥人间的大爱。面对这

百年来的重大灾难，行政院除了设置「行政院九二一震灾重建推动委员会」专责救灾与重建工作

外，另鉴于各界捐款甚巨，有统合运用以发挥最大效能的必要，于是宣布由民间社会人士与相关单

位共同组织「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推动救灾、安置与重建等工作。九二一震灾重建基

金会于民国八十八年十月十三日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届第一次董监事会联席会，通过本会捐助暨

组织章程，确认秉持公开与独立自主原则，管理运用来自各界的爱心捐款。民国八十九年六月十九

日本会局部改组，以「用热情参与重建、以诚意唤回爱心」自勉，化被动为主动，将协助住宅重建

列为最优先的任务，并积极推动各类重建项目，务使爱心捐款有效落实到灾后重建，且随时上网公

布捐款用途与流向，接受各界检验。 

 

九二一震灾后已届满二年，为了让社会更清楚捐款的用途与流向，我们特别把各项补助计划的

内容与执行结果分别汇整成册，而本书所要介绍的「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正是

行政院为了使九二一受灾地区能够依据「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的规定来进行小区重建规划，明

确整体重建的方向，而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向本会提出申请补助的计划，经本会八十八年十二月

十七日召开的第一届第二次董监事联席会通过，并于八十九年七月底办理结案，总计补助二十二个

原住民聚落办理聚落重建规划。 

 

本书除了介绍「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的缘起、原住民聚落重建规划、小区

重建计划与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的关系，以及补助计划的内容与执行结果外，为了让各界了解补

助计划下二十二个原住民聚落重建规划报告内容，也摘录规划报告中的「规划位置与范围」与「重

建构想与经费（包括房舍、产业、道路、公共设施、自然生态环境）」等数据，供作社会各界参考。 

 

坦然向捐款人与受灾户报告爱心捐款的流向，让所有参与本项计划的专业规划者与各级重建推

动委员会了解补助款的来源，并透过现场所留下来的纪录，给台湾社会一些启示，应该是这本书的

最大用意。 

 
董事长 

殷  琪 
200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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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 
 

九二一震灾后，为了让各级政府所研拟的重建计划均有原则可资遵循，由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订定「灾

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并报经八十八年十一月九日行政院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通过，成

为当时各级政府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纲领。 

 

工作纲领与小区重建计划 
 

「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除了揭橥「塑造关怀互助的新社会」、「建立小区营造的新意识」、「创造永续发

展的新环境」、「营造防灾抗震的新城乡」、「发展多元化的地方产业」与「建设农村风貌的生活圈」等六项重建

目标，以及「以人为本，以生活为核心，重建新家园」、「考虑地区及都市长远发展，因地制宜，整体规划农地

与建地使用」、「建设与生态、环保并重，都市与农村兼顾；营造不同特色之都市与农村风貌，建造景观优美之

城乡环境」、「强化建物、设施与小区防灾功能，建立迅速确实及具应变功能的运输、通讯网，强化维生系统」、

「结合地方文化特色与产业型态，推动传统产业复兴，奖励企业再造」、「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加强政府

部门横向、纵向分工合作；采弹性、灵活做法，缩短行政程序、加速重建家园」、「考虑各级政府财政能力，善

用民间资源，鼓励民间积极参与，建立民众、专家、企业、政府四合一工作团队」与「公共建设、产业、生活

重建计划，由中央主导，民间支持，地方配合；小区重建计划由地方主导，民间参与，中央支持；各项计划依

完成时序分别执行」等八项基本原则外，并将整体重建计划分为「公共建设计划」、「产业重建计划」、「生活重

建计划」与「小区重建计划」等四大项，且于各项重建计划下确定计划范围、编制内容、格式、编报流程及时

程、各部会的分工、计划审议核定的程序及配合措施等。  

 

小区重建计划与原住民聚落重建 
 

为了让整体重建计划中的小区重建计划有所依循，内政部营建署于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订颁「灾后小

区重建计划内容及作业规范」，规定小区重建计划应先以乡（镇、市）为范围，拟定乡（镇、市）重建纲要计

划，并视实际需要，依各小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方文化特色、产业发展型态、建物毁损状况及小区居民

意愿，划分为个别建物重建与整体重建二种重建方式；其中，整体重建地区得视实际需要，再划分为都市更新

地区、乡村区更新地区、农村聚落重建地区、原住民聚落重建地区及新小区开发地区等五种整体重建类型。其

中的农村聚落重建地区则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另行制订「农村聚落重建计划作业规范」，据以拟定重建计划，

实施重建；而原住民聚落重建地区，则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制定「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作业规范」，据以拟

定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办理重建，不适用「灾后小区重建计划内容及作业规范」相关规定。  

 

原住民聚落重建由原住民委员会负责  规划费用由九二一基金会捐款支应 
 

原住民委员会除了依据「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规定的分工及工作期程（图一），研订「原住民聚落重

建作业规范」外，并邀集灾区各县政府、乡公所就其委请成功大学防灾中心所作灾区各部落勘查报告，以及各

乡公所所提聚落调查报告，加以分析分析，选定亟需办理重建的二十二个（原先预定选定二十四个）部落进行

重建规划工作，一方面协助居民组织「原住民聚落重建推动委员会」，另一方面则由县政府会同乡公所甄选专

业规划单位，展开现场访查与各项规划作业，并于八十八年十二月三日向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提出

「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申请经费补助，并经本会第一届第二次董监事联席会（八十八年

十二月十七日）核定通过补助经费 20,944,000 元，用以补助规划团队的规划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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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农村（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工作流程与时程 

 

结案报告 
 

依据「原住民聚落重建作业规范」规定，本计划应于八十九年二月十日前完成规划配置图，并经原住民委

员会邀请学者专家、原住民聚落重建推动委员会会同审查后，于八十九年三月十日前完成规划成果书图，并拟

定重建细部计划报请原民会核定后实施，然因规划进度与审核修正程序缓慢，本项计划迟至八十九年九月才办

理结案，总计补助办理二十二个原住民聚落规划，实际使用经费为 20,368,000 元，结余款 626,000 元。其中，

二十二个原住民聚落规划团队与规划费用明细汇整如表一。 

 

表一  规划团队与规划费用明细 

规 划 地 区 规 划 团 队 规 划 费

南投县仁爱乡中正村过坑部落 东海大学建筑系  关华山     893,000 

南投县仁爱乡南丰村 冶室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杨登贵      973,000 

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流部落 剑桥工程顾问公司  李瑞安      970,000 

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中原本部落 淡江大学建筑系  郑晃二      975,000 

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中原口部落 淡江大学土木系  吴朝贤     975,000 

资料来源：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 

乡村区 
毁损状况 
初步调查 
（农委会） 

农村（原住民）聚落 
重建地区重建计划  

88.11.15 

89.02.10 

89.03.31 

89.04.15 

89.03.10 

农委会（原民会） 

农村（原住民）聚落 
重建审议小组  

农村（原住民）聚落 
重建地区细部计划  

前 
置 
作 
业 

原住民聚落

地质安全 
调查 

（原民会） 

山坡地及 
土石流灾害

调查 
（农委会） 

农村及建筑重建

作业手册、农村

聚落重建计划 
作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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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仁爱乡新生村眉原上部落 淡江大学土木系  洪善勇     975,000 

南投县仁爱乡新生村眉原下部落 淡江大学建筑系  商晖鸿     746,000 

南投县仁爱乡发祥村瑞岩部落 台大建筑与城乡基金会  王惠民      970,000 

南投县信义乡地利村第五邻部落 东海大学建筑系  关华山    1,000,000 

南投县信义乡明德村三十甲部落 东海大学建筑系  锺温凊     1,000,000 

南投县信义乡潭南村第二至四邻部落 东海大学建筑系  关华山      700,000 *

台中县和平乡南势村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达观村桃山、竹山部落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博爱村十文溪、谷关部落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博爱村松鹤部落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梨山村新佳阳部落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梨山村松茂部落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双崎部落 怡兴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卢显卿    1,000,000 

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三叉坑部落 怡兴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卢显卿      1,000,000 

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乌石坑部落 怡兴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卢显卿      1,000,000 

苗栗县泰安乡象鼻村大安部落 祥棱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谢思芃     985,000 

苗栗县南庄乡南江村东江新村部落 祥棱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苏瑛敏     918,000 

合 计 22 处 21,068,000 

注：计划原核办地利村及潭南村聚落，经信义乡公所报淮变更办理地利村及明德村聚落，潭南村聚落规划费用

由原住民委员会补助。 

 

 

重建之梦：原住民聚落重建规划 
 

至于这二十二本攸关二十二个原住民聚落重建的规划报告内容到底包括哪些？依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所提

计划说明中有关规划成果书图内容来看，应包含项目如下： 

 

（一）规划区现况：位置与范围、聚落人口、社会经济、土地权属与面积、地质环境、灾害状况调查。 

（二）重建项目分析：重建范围及限制发展范围划定、居民意愿调查、重建课题探讨与对策。 

（三）重建规划构想：房舍、道路交通、公共设施、产业经营、自然生态环境、综合规划成果配置及经费

概估、实施方式与进度。 

（四）结论与建议。 

 

灾后两年，我们把这总计二十二本的原住民聚落重建规划报告书，以个别聚落为单元，摘录报告中的「规

划位置与范围」与「重建构想与经费（包括房舍、产业、道路、公共设施、自然生态环境）」等数据，并予以

汇整成册。 

 

从规划报告中，我们看到专业者的理想，也看到小区居民的期待，这里头有属于震灾前就应该有的，也有

属于震灾后引发的想象……. 

 

我们已无力重回现场，但我们总希望透过现场所留下来的纪录，可以给台湾社会一些启示，而这也正是我

们整理出版这本书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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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仁爱乡中正村过坑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中正村位于南投县仁爱乡西南区，居水头山及过坑山相夹的谷地，属于南港溪的上游，沿投 69 县道，向

北连接埔里镇，向南可达鱼池及日月潭，另有投 70 县道可连接至东埔村。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 

1.采用标准家屋设计图说。 

2.发展设计规范，争取家屋重建补助经费。 

3.协助受灾户提出建筑计划书。 

（二）产业： 

1.过坑部落拥有水源地野溪的生态景观、河阶谷地辽阔的视野及田园景观等，深具经营开发一般游

憩路线的潜力。 

2.发展休闲农业。 

3.整合部落人文景观与空间资源，如文化资源（老部落、打耳祭、卓社部落遗址寻根活动、布农卓

社文化圈活动、竞技传统等）、环境资源（邻近猎场文化、大象山、引水隧道、水源地石板溪床

等）与产业地景等，发展布农文化深度旅游。 

（三）道路及排水： 

1.配合联外道路投 69 县道修复工程，于点路段绿美化，塑造部落风貌。 

2.小区道路拓宽、修复及改善。 

3.另辟部落集居区域外的衔接道路，避免投 69 县道穿越小区，影响小区安全及未来发展。 

4.完成投 69 县道往埔里及鱼池方向尚未拓宽的工程。 

5.灌排分离、雨污分流，避免污染农作物，且可有效利用水资源。 

6.设置调节池，以调节防洪，有效利用水资源。 

7.设置截流沟，避免基地雨水漫流。 

（四）公共设施： 

1.改善输水管路强度及增设滤水设施。 

2.设置调节池及备用水源。 

3.设置消防蓄水池、消防拴。 

4.增加墓地用地面积。 

5.整体规划小区排水。 

6.重建小区活动中心（老人大学、小区工作室）。 

7.学校前设置跳动路面，维护学童安全。 

8.增设及维修部落夜间照明。 

9.整理部落窳陋空间。 

10.建立道路中断时，邻近部落防灾生活圈的必要设施。 

11.改善部落现有基础设施。 

（五）自然生态环境：减少不当开发。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17,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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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5,500,000

道 路 及 排 水 15,550,000

公 共 设 施 37,50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11,350,000

合         计 87,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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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仁爱乡南丰村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南丰村分布于台 14 线与眉溪两侧宽约 100~200 公尺的河谷间，西侧为关刀山，北侧为守成大山，东北侧

为东眼山，聚落发展腹地并不宽广，向西接埔里镇，往东可达雾社。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考虑低造价，兼具安全耐震、自力营造、景观丰富性与文化。 

（二）产业： 

1.朝精致与有机农业发展，改善产业道路与灌溉系统。 

2.于丰林口与枫树林地区设置农作物集货中心。 

3.提倡休闲产业与开发观光资源。 

（三）道路： 

1.枫林路与眉溪畔产业道路绿美化。 

2.天主堂东端中正路补强。 

3.规划南山溪部落对外的替代性道路。 

（四）公共设施： 

1.天主堂与广场整体重建。 

2.南丰居民活动中心重建。 

3.配合改善松原巷道路景观、照明与道路管沟。 

（五）自然生态环境：设置污水处理设施。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0

产 业 16,775,500

道 路 及 排 水 16,775,500

公 共 设 施 20,807,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19,200,000

合         计 56,7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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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流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清流部落位于南投县仁爱乡西北方，西与国姓乡相连，北接台中县，南临北港溪；投 80 县道是清流部落

对外唯一的联络道路，东、西向可分别抵达蕙荪林场与泰雅渡假村，藉西边的台 21 线公路，北可接中横公路

达东势镇，南可接埔里镇。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考虑低造价、工期短、坚固耐震、符合多样需求、反映生活型态。 

（二）产业： 

1.于三角公园旁兴建赛德克民俗村，提供民宿。 

2.兴建「余生纪念园」，规划和平许愿池。 

（三）道路：（无） 

（四）公共设施： 

1.于投 80 县道转进清流桥入口处，设计部落迎宾标志。 

2.重建活动中心与托儿所，并与周围民宅形成中心广场，予以整体规划。 

3.规划整体的给水系统。 

（五）自然生态环境：（无）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5,600,000

产 业 10,610,000

道 路 及 排 水 0

公 共 设 施 50,88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0

合         计 67,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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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中原本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中原本部落位于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北临北港溪，东侧为黄肉溪，西侧为主要联外道路投 80 县道，经

投 80 县道往内可通达新生村眉原部落及蕙荪林场，往外则可达清流部落，并经国姓乡大坪顶到达埔里镇。规

划范围涵盖中原本部落，规划面积约 10 公顷。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针对 40 坪与 50 坪两种面积的家屋范型进行发展，供居民参考选用。 

（二）产业：包括产业振兴活动、产业精致化、产业休闲化、休闲产业化、精致包装部落农产品、透过乡

内活动推广等。 

（三）道路：以生态设计观点进行道路护坡、灌溉用水沟渠、引道与路灯等的设置，并充分结合部落当地

环境特色，展现原住民传统特色。 

（四）公共设施： 

1.将部落视为开放性教室，分别定位部落各区域所应扮演的角色。 

2.中原活动中心以开放性的态度面向投 80 县道，让活动中心能够提供居民视觉参与的机会。 

3.卫生室广场整理为开放性的停留交谊与信息交换空间。 

（五）自然生态环境： 

1.设置生态教室，以当地材料与人力进行营建工作。 

2.提供展示空间，介绍河川保育、封溪护鱼、当地鸟相林相等丰富资源。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2,1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0

公 共 设 施 26,27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0

合         计 28,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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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中原口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中原口部落位于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以投 80 县道为主要联外道路，往右通至眉原及蕙荪林场，左接达

清流部落、埔里镇。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针对 40 坪与 50 坪两种面积的家屋范型进行发展，供居民参考选用。 

（二）产业：包括产业振兴活动、产业精致化、农业休闲化、休闲产业化。 

（三）道路：包括道路护坡、灌溉用水、路灯。 

（四）公共设施：国小小区化、部落教室、活动中心、教会广场。 

（五）自然生态环境：生态教室、河川保育、封溪护鱼、鸟相林相调查。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13,2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0

公 共 设 施 52,96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0

合         计 66,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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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仁爱乡新生村眉原上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上眉原部落位于仁爱乡新生村，位处埔里镇通往惠荪林场的要道上，北临北港溪，南接黄肉溪，东为小出

山，西近眉原溪。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融入诱导式生态设计观念，发展参考性的标准图说与整理建立有信用的营造厂商数据，供部

落居民参考。 

（二）产业： 

1.将农业产制过程予以休闲化，并对产品本身要求精致化。 

2.善用地方资源，建立满足深度旅游的题材。 

3.建立地方自主经营运作的组织。 

（三）道路： 

1.于落石路段构筑明隧道，并检测维修路灯。 

2.清扫道路两侧排水沟渠，检验整体排水防洪系统。 

（四）公共设施： 

1.透过有计划且整体有序的环境整理，提升部落环境质量，并建立部落旅游主题。 

2.将部落土地划分成人口聚落区、农作物栽种区、限制发展区与可开发区。 

3.建立安全顺畅的联外体系，部落体验区环状人行步道与自行车道系统。 

4.建构部落入口标示与导引说明系统。 

5.增加停车空间、公共厕所与指针系统。 

6.规划自行车与人行漫步路径。 

（五）自然生态环境： 

1.设施兴建应充分考虑生态设计原则。 

2.设置自然生态教室。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8,400,000

产 业 

道 路 及 排 水 

公 共 设 施 52,01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合         计 60,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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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仁爱乡新生村眉原下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下眉原部落位于仁爱乡新生村，位处埔里镇通往惠荪林场的要道上，北临北港溪，南接黄肉溪，东为小出

山，西近眉原溪，东南方为雾社，南偏东方为埔里镇。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融入诱导式生态设计观念，发展参考性的标准图说与整理建立有信用的营造厂商数据，供部

落居民选用与评选。 

（二）产业： 

1.将昔日风光的梅园重新定位，以休闲农业的观点取代农产品输出。 

2.善用地方资源，建立满足深度旅游的题材。 

3.建立地方自主经营运作的组织。 

（三）道路： 

1.于落石路段构筑明隧道，除办理毁损路面修补外，并配合办理路灯检修。 

2.给水系统的重建，要充分考虑灌溉与民生用水。 

（四）公共设施： 

1.提升环境质量，建立主题与标志控制系统。 

2.将部落土地划分成景观路线、露营区与风景鸟瞰区。 

3.建立网状道路、环状人行步道与自行车道。 

4.建构部落入口景观、街道装饰、生态教室、活动中心、旅游接待中心、博物馆、生态解说中心、

户外展示场、观光商店、艺术品店、特色餐厅、民宿、河川旅馆、情人雅座等。 

5.设置旅客服务中心。 

6.规划自行车与人行漫步道。 

7.将互助国小重建为森林小学部落学校。 

8.创造视觉景点。 

（五）自然生态环境： 

1.设施兴建应充分考虑生态设计原则。 

2.设置自然生态教室。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7,1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0

公 共 设 施 19,70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0

合         计 26,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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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仁爱乡发祥村瑞岩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发祥村瑞岩部落位于仁爱乡西北方的山区，东邻合欢山脉，西邻八仙山，北港溪流贯穿其间，风景壮丽，

有瑞岩、红香温泉和帖布仑瀑布，居民多为原住民泰雅族人，为传说中泰雅人的祖先发祥地。 

 
二、重建（迁村）构想与经费 
 

发祥村瑞岩部落于震灾中，因地层滑动，部落边缘有崩塌危险，经迁住调查后，已决定迁往原小区西北方

山谷，北港溪西岸的 OoNaw。其迁村重建构想包括： 

 
（一）初步整地计划。 

（二）交通道路系统。 

（三）给排水系统。 

（四）垃圾收集及清运系统。 

（五）公共空间型态及分布。 

（六）生产区农路整修计划。 

（七）家屋重建构想。 

（八）旧部落环境再利用构想。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74,8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0

公 共 设 施 235,20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6,200,000

合         计 316,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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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信义乡地利村第五邻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地利村位于南投县信义乡，与花莲县万荣乡交界，西与潭南村相邻，南边为仁爱乡，北边则紧邻人和村及

双龙村，沿台 16 线自水里往东前进，约 30 分钟的车程，经民和村即可到达。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兼顾安全性、经济性、合乎布农族人现今生活方式与传承布农传统居住文化，提出地利村家

屋重建的设计准则。 

（二）产业： 

1.延续八十一年「山胞农村土地利用及小区发展综合规划」中将地利村发展为「山地文化发展区」

的概念，继续落实「南投县信义乡双龙、地利村休闲农业区细部规划」的各项建设内容。 

2.在休闲农业区细部规划中，依其活动属性分成农业活动区、民宿区、观瀑区及动态体验区、布农

文化区、生态体验区、遗址巡礼体验区等六区。 

3.成立地利布农文化推展小组。 

4.现有设施的修复及管理。 

5.设置灯具、环保回收桶、电话亭、指示牌等服务设施。 

6.以布农原生植栽来强化传统部落的整体特色。 

7.水圳修复工程。 

8.规划灌溉用水系统。 

9.修复农路。 

（三）道路及排水： 

1.尽速修复道路，以确保村民行的便利与安全。 

2.野溪上游整治工程。 

（四）公共设施： 

1.修筑驳崁。 

2.规划给水系统工程 

3.规划排水系统工程，包括污水排放处理系统与排水系统。 

（五）自然生态环境：从水土保持及生态保育、部落景观风貌、道路绿美化与公共设施景观改善等四个方

向规划自然生态环境计划。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12,500,000

产 业 99,265,000

道 路 及 排 水 70,472,000

公 共 设 施 24,309,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4,667,000

合         计 211,2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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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信义乡明德村三十甲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明德村三十甲小区位于信义乡，规划面积约 4.5 公顷。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屋舍的型式大致以斜屋顶为主，房屋的规划则是以「同中求异」的原则进行重建，并提供多

种房屋范型，供小区居民参考。 

（二）产业： 

1.朝向休闲农业的方向推广。 

2.藉由休闲农业人员经营管理训练，提高小区农业生产力。 

3.提供产销班、技艺研习班与地方产业转型经营的技术辅导。 

4.藉由导览解说、资源介绍、贩卖相关出版品，让当地休闲农业更具特色。 

5.村民筹组产业发展委员会。 

（三）道路及排水：包括将崩塌、路基流失路段重铺路面、划设道路分隔路线、设置路标、指示牌、种植

形道树、转弯处设置护栏、设置道路安全设施、挡土墙绿美化、使用立灯、疏通整治野溪护岸、单

侧水沟加盖、设置拦砂坝、修复水沟等。 

（四）公共设施：包括设置停车空间、修筑土地公庙、兴建小区休闲广场与小区活动中心、设置蓄水池与

自来水设备、亲水设施、农产品展售中心、垃圾处理设施、公交车候车亭等。 

（五）自然生态环境：包括入口意象绿美化、挡土墙绿美化、住屋绿美化、环境资源维护与管理等。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4,500,000

产 业     500,000

道 路 及 排 水 15,817,500

公 共 设 施 17,405,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4,010,000

合         计 42,2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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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信义乡潭南村第二至四邻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潭南村位于日月潭南方，与邵族德化社经产业道路联系，南边连接到临丹大溪的地利村、双龙部落。潭南

村为布农族卡社群的一个集村型部落，座落于东北、西南走向的斜坡台地上，面对丹大溪的支流玉仑溪，海拔

从 625 公尺到 750 公尺之间，范围约 700 公尺长，200 公尺宽。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对传统布农居住文化与家屋空间形式作深入探讨，提出布农家屋的初步设计准则。 

（二）产业： 

1.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水源。 

2.农路与产业道路复建与辟建。 

3.增加林业生产与生态保育工作。 

4.成立建筑劳动合作社并举办就职教育。 

5.配合布农卡社文化会馆与部落文化复兴运动，进行原生生态植物绿美化、八部合音兼婚宴广场工

程、自然户外教室与说明系统。 

6.发展休闲农业与民宿。 

（三）道路： 

1.道路工程部分，包括驳崁工程、自然边坡稳定工程、小区道路及农路修复工程。 

2.排水工程部分，包括排水设施的修复与兴建、截水沟与山沟整治、潭南一号桥护岸修复工程、

排、污水分流与环保工程。 

（四）公共设施： 

1.公共建筑部分，包括潭南国小（由浩然基金会认养）、潭南派出所、托儿所、基督教长老教会、

天主教潭南天主堂。 

2.公共设施部分，包括道路与农路拓宽及改善、小型邻里空间与凉棚、中心广场、小区公共停车

场。 

（五）自然生态环境： 

1.原生植物与季节性观赏植物培育。 

2.小区入口、出口栽植地景地标植物。 

3.设置自然生态教室。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13,150,000

产 业 7,700,000

道 路 及 排 水 33,590,000

公 共 设 施 89,68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10,000,000

合         计 154,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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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和平乡南势村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南势村部落位于和平乡最西处，东以南势村派出所与东势镇为界，西至和平乡卫生所而与天籁村为邻，南

侧邻接大甲溪流域，北侧为陡坡林地。规划范围涵盖整个部落，规划面积约 4.4 公顷。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依台中县和平乡公所国民住宅范例，采泰雅型国民住宅范例及双并型式范例，作为本小区聚

落房舍重建的依据。 

（二）产业： 

1.建立南势村农产品产销系统，强化当地原住民部落农业与经济能力，达到长期自给自足的目标。 

2.东关路三段南侧、农会以东的山坡地区进行农产园区规划，并兴建必要的挡土设备。 

3.东关路三段北侧的危险山坡与陡坡限制不利于水土保持的农作物（槟榔）。 

4.东关路三段南侧的山坡地应酌量兴建挡土墙，以保护坡面上的农产物品。 

（三）交通： 

1.东关路道路全线进行「造街」计划，包括街道家具、广告招牌、人行道铺面、公共艺术品、小区

标志、地标、管理与维护。 

2.东关路三段沿线北侧，福山巷以西，打铁厝边以西至乡公所间等两处带状陡坡，兴建 4 公尺高的

挡土墙设施。 

3.东关路三段沿线北侧，昆仑巷至福山巷段，兴建 2 公尺高的挡土墙设施。 

4.东关路三段沿线其余地区，进行护坡工程及坡面养护工程。 

5.东关路三段沿线南侧山坡，农会附近一带进行护坡工程（水土保育）。 

6.东关路道路全线重新铺打柏油，道路路边周围装设安全围篱及警告标志。 

（四）公共设施： 

1.公有公共建筑（卫生所、警察局、电信局、邮局、农会、小区活动中心、办公室等）配合当地原

住民（泰雅族）的传统文化与特有建筑造型、色彩、语汇，进行建筑立面的调整与整修，以强化

当地原住民文化的意象与实质特色。 

2.将境内两座教堂（西境、昆仑巷附近）的开放空间及周边区域规划为原住民部落活动空间场所。 

3.对境内所有公有设施进行结构检查，并予以必要的补强。 

4.已毁坏的小区活动中心重新整修建。 

5.公用设备（街路灯、凉亭、招牌、座椅、花圃、植栽、行道树等）配合当地原住民（泰雅族）的

传统文化与特有建筑造型、色彩、语汇，进行建筑立面的调整与整修，以强化当地原住民文化的

意象与实质特色。 

6.福山巷以西的大型野溪河沟务必全面疏通。 

7.公用设备规划足够人力进行管理与维护。 

8.境内三座桥梁进行结构安全检查与补强。 

9.设置停车空间及停车场。 

（五）自然生态环境： 

1.建立南势村观光旅游的长期规划目标，发展并强化当地原住民部落的经济能力。 

2.东关路三段沿线的重点区域（行政中心区域、教堂、开放空间等）进行自然生态的绿植栽计划。 

3.东关路三段南侧的山坡地应酌量兴建挡土墙，以保存山坡面上现有的自然环境地形。 

 



重建之梦－原住民聚落规划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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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经 费

房     舍 3,1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17,700,000

公 共 设 施 5,30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1,200,000

合         计 34,4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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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和平乡达观村桃山、竹山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达观村部落位于和平乡西北处，北以桃山村派出所与苗栗县泰安乡为邻，南至竹林部落竹林桥与自由村为

邻，西侧邻接大安溪流域，东侧与博爱村为邻，规划面积约 31.6 公顷。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依台中县和平乡公所国民住宅范例，采泰雅型国民住宅范例及双并型式范例，作为本小区聚

落房舍重建的依据。 

（二）产业： 

1.竹林部落：以基础交通建设为主，分别置入农产技术辅导及自然环境生态两项。 

2.达观部落：配合竹林部落，以增辟产业道路的基础交通建设及规划达观活动中心的基础公共设备

整建为主，分别置入农产技术辅导及自然环境生态两项。 

3.桃山部落：配合竹林部落，以增辟产业道路的基础交通建设及规划达观活动中心的基础公共设备

整建为主，分别置入农产技术辅导及自然环境生态两项。 

（三）交通： 

1.竹林部落：联外道路（东崎路一段）的整建与部落内道路（竹林巷）整建。 

2.达观部落：联外道路（东崎路一段）重新铺设柏油路面以及部落内毁损道路修补整建。 

3.桃山部落：联外道路（东崎路一段）的整建以及部落内道路（桃山巷）整建。 

（四）公共设施： 

1.竹林部落：基地排水工程、路灯增设及修复。 

2.达观部落：达观活动中心整建、兴建文化会馆、活动操场整修工程、基地排水工程、路灯增设及

修复。 

3.桃山部落：增设桃山多功能活动中心、基地排水工程、路灯增设及修复。 
（五）自然生态环境： 

1.竹林部落：北侧崩塌的陡坡整治工程。 

2.达观部落：防波堤增筑与景观绿美化工程。 

3.桃山部落：雪山坑溪陡坡整治工程、堤岸景观绿美化工程。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13,2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1,275,000

公 共 设 施 13,855,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9,900,000

合         计 38,230,000

 



重建之梦－原住民聚落规划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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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和平乡博爱村十文溪、谷关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十文溪、谷关部落位于台中县和平乡谷关段，包含十文溪地段地号 178~377 号，以及上谷关地段地号

40~85 号。其中，十文溪的规划范围北至林务局丽阳工作站，西接十文溪第七公墓，南至丽阳营区东北侧，向

东跨大甲溪包含一槟榔果园；上谷关的规划范围主要分布于台电员工宿舍及员工受训中心用地的平台西侧及南

侧地区。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依台中县和平乡公所国民住宅范例，采泰雅型国民住宅范例及双并型式范例，作为本小区聚

落房舍重建的依据。 

（二）产业：以基础交通建设及基础公共设备整治为主，分别置入道路交通及自然环境生态两项。 

（三）道路： 

1.十文溪小区聚落以原有并行的十文巷及中部横贯公路作基础，发展小区步道，以及整修原有道

路。 

2.上谷关小区聚落则因其地幅广阔，重点式的沿台电巷作道路整治，并策略式的以开辟各种植园区

台地的观光人行步道与台地内的小产业道路为目标。 

（四）公共设施： 

1.天主教堂工程。 

2.小区活动中心、天主教堂出入广场铺面工程。 

3.简易自来水工程。 

4.基地排水工程。 

5.基地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6.停车场工程。 

（五）自然生态环境：陡坡整治工程及景观绿美化工程。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4,8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1,350,000

公 共 设 施 11,30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16,150,000

合         计 33,600,000

 



重建之梦－原住民聚落规划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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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和平乡博爱村松鹤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松鹤（久良栖）聚落位于台中县和平乡博爱段，西邻南势、天轮两村，上溯谷关、梨山，是博爱村中腹地

比较深广的地区。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依台中县和平乡公所国民住宅范例，采泰雅型国民住宅范例及双并型式范例，作为本小区聚

落房舍重建的依据。 

（二）产业：以基础交通建设及基础公共设备整建为主，分别置入道路交通及自然环境生态两项。 

（三）道路：联外道路的整建，以及小区内道路整建与兴建。 

（四）公共设施： 

1.天主教堂工程。 

2.派出所工程。 

3.配合小区中心区位的街廓整建计划，配置小区行政、艺文及观光服务中心于广场周围，架构完整

的小区公共设施系统。 

4.停车场工程。 

5.小区聚落出入口、松鹤吊桥及长青桥两端、小区聚落中心部位的街廓整治及中心广场铺面工程。 

6.堤岸挡土墙修复工程。 

7.基地排水工程。 

8.基地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五）自然生态环境：陡坡整治工程及景观绿美化工程。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9,6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1,650,000

公 共 设 施 11,05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7,800,000

合         计 30,100,000

 
 



重建之梦－原住民聚落规划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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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和平乡梨山村新佳阳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新佳阳小区位于台中县和平乡梨山村，原为安置德基水库淹没区住户的土地，南边为山坡地，属于山地乡

原住民保留地，亦属于梨山风景特定区。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依台中县和平乡公所国民住宅范例，采雪霸 A 型作为本小区聚落房舍重建的依据。 

（二）产业：以基础交通建设及基础公共设备整治为主，分别置入道路交通及自然环境生态两项。 

（三）道路： 

1.联外道路损坏路段展开抢修工程及护坡工程，区内环状道路则拟定道路维护工程。 

2.规划整体人行步道系统，包括人行步道工程、中央信道阶梯基础工程、阶梯及人行步道防滑铺面

工程、阶梯及人行步道安全栏杆工程、人行步道照明设备工程等五项计划。 

（四）公共设施：排水系统整建工程、绿地树立小区意象工程、广场铺面工程、简易儿童游戏场工程、教

堂铺面及广场阶梯工程等。 

（五）自然生态环境：环境绿美化工程及保护区护坡工程等。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6 ,52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8,929,000

公 共 设 施 11,293,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5,200,000

合         计 31,942,000

 
 



重建之梦－原住民聚落规划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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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和平乡梨山村松茂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松茂小区位于台中县和平乡梨山村，于仁寿检查哨下方约一千公尺处，其属于山地乡原住民保留地，其小

区大多种植果园为生。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依台中县和平乡公所国民住宅范例，采雪霸 B 型作为本小区聚落房舍重建的依据。 

（二）产业：以基础交通建设及基础公共设备整治为主，分别置入道路交通及自然环境生态两项。 

（三）道路： 

1.修建台七甲沿线的挡土墙（护坡）、补足纽泽西护栏、反光导标等道路暨边坡安全设施。 

2.改善巷道道路铺面及高低差，提高居民联系的便捷性与安全性。 

（四）公共设施：增设 U 型加盖排水沟、整建区内阴井及排水设施、改良给水管线、增设区内活动中心

及广场、规划区内防灾设施及小区告示牌美化及外围环境绿美化等。 

（五）自然生态环境：护坡及挡土墙美化、景观绿美化工程，以及于松茂小区实施地滑监控计划等。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1 ,1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7,230,900

公 共 设 施 21,365,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7,410,250

合         计 37,10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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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双崎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双崎部落位于和平乡自由村东崎路两侧，临近大安溪河床。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依「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作业规范」办理，提供三种不同造价的标准图供重建参考。 

（二）产业：配合双崎部落生产的甜柿（摩天岭甜柿），将灾民崩坍的土地予以征收，并重新规划，做为

发展休闲农业的假日市集，兼具停车场或公园用地，可提升双崎部落的产业经营活动位阶，增加果

农收入。 

（三）道路： 

1.连接东崎路的联外动线规划为 5 公尺宽的双向柏油铺面车道。 

2.小区道路规划为 3 公尺至 5 公尺宽的柏油铺面车道。 

（四）公共设施：崩坍的公共设施于重划区内易地重建，包括双崎村民活动中心、自由国小教师及员工宿

舍、双崎托儿所及妇女会家政班等。 

（五）自然生态环境：双崎部落的重建基地位于现有果园中，只要做好污水收集、处理及排放设施，将不

会对附近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冲击。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1,2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39,000,000

公 共 设 施 33,00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0

合         计 7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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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三叉坑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三叉坑部落位于和平乡自由村东崎路（中 47 县道）东侧中嵙溪及牛栏坑溪会合处。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依「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作业规范」办理，提供三种不同造价的标准图供重建参考。 

（二）产业：导入观光休闲农业活动。 

（三）道路： 

1.小区联外道路规划为 8 公尺宽的双向柏油铺面道路，并于适当地点设置路边停车设施。 

2.小区内道路规划为 4 公尺宽的单向柏油铺面道路。 

（四）公共设施： 

1.北端台地东西两侧的挡土墙予以修复或重建。 

2.北端台地北侧大面积的表土滑动区域予以整坡植生。 

3.于北端台地上方规划兴建小区活动中心、托儿所、921 纪念馆、天主教堂、停车场及表演广场

等。 

4.于重划后的部落内，配置简易自来水、简易污水处理系统、小型公园绿地等。 

（五）自然生态环境： 

1.整体配置方案以维护三叉坑部落附近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主要考虑，避免因不当的整地与开发，破

坏当地自然环境系统。 

2.于重划基地内广植各种当地原生植物，避免破坏原有的植物生态环境。 

3.以套装污水处理系统将小区污水净化后再排放，避免污染下游水源。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8,800,000

产 业 3,000,000

道 路 及 排 水 9,500,000

公 共 设 施 60,00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1,000,000

合         计 8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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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乌石坑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乌石坑聚落位于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东崎路为主要的联络道路。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依「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作业规范」办理，提供三种不同造价的标准图供重建参考。 

（二）产业：尽速修复产销班遭落石击毁的壁面，确保集货场空间的完整与安全，以储放产销班的物品或

作为农产品的集散场。 

（三）道路：道路的安全将以挡土墙与边坡的绿化稳定工程予以克服，待现有的坡面稳定后，除了运用植

被复育坡面外，同时设置挡土墙，以防止碎石掉落，大幅提升居民的安全感。 

（四）公共设施： 

1.将紧临山坡的住家往中央移，而将原先穿越中央的道路往山坡移，并设置挡土墙，在道路与排水

沟旁则设置护栏，以确保居民的居家安全。 

2.在聚落旁设置简易污水处理设施，将住户排出的污水集中并做简易处理，避免污水直接影响下游

的水质。 

（五）自然生态环境： 

1.尽可能保留聚落中的自然环境与景观，在边坡隐定的处理工法上，视坡面状况以自然植栽护坡为

主，提供动植物生长空间，并保有自然的植被景观。 

2.道路两旁则种植行道树，运用乔木与灌木复层式栽植，除可美化聚落环境外，亦可作为自然边坡

与住家的缓冲空间。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5,000,00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0

公 共 设 施 41,60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0

合         计 46,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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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县泰安乡象鼻村大安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象鼻村位于泰安乡西南边，因辖内象鼻山状似大象鼻头而得名，大安溪流贯境内，东以大安溪、大雪山与

台中县和平乡相邻。本村包括象鼻（一邻）、永安（二～四邻）、大安（五～七邻），其中，永安原名「麻必鲁

浩社」，日治时期结束后更名为「麻必浩」，五十五年再改名为「永安」，取永顺安乐之意；大安原名「努胡如

玛」（泰雅语意指桂竹的鼻子）座落于大安溪的河阶台地，原来是为了纪念当地有一处桂竹园，可以防止大安

溪入侵而命名，日治时期，因为该地得天独厚免受大安溪水患之苦，因此取「大为安全」的意思而改名为「大

安」。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依该部落自然环境景观规划设计出三种样式的示范房舍，供居民选择，并以「大安部落 A、

B、C 型」以供参考选择。 

（二）产业： 

1.有效利用山坡地保留地自然生态景观、辅导奖励原住民配合农会农事班，栽种香菇、柑、李、甜

柿、高冷蔬菜与造林等。 

2.奖励经营精致农业区，规划民宿村或渡假中心，使地尽其利，重建原住民风貌。 

（三）道路及排水： 

1.整体街廓分区设计，以大安溪原产石板块混合黑、白、绿三色小卵石铺设意象街道。 

2.小区开放空间及巷道应设浆砌块石花台，并予以绿美化。 

3.排水部分应加强山坡地的水土保持设施，改善现有溪谷防洪排水功能及小区内的排水设施。 

（四）公共设施： 

1.各住户配合集中收集垃圾管理。 

2.于小区道路下方统一衔接共同干管，并觅寻一适当的地点设置简易污水处理场。 

3.增设托儿所。 

4.设置村民活动中心。 

（五）自然生态环境：小区景观整体规划，并设置解说牌、入口意象标示、指示标志、庭园花木、凉亭、

步道铺面、休息座椅、路灯、挡土墙、护坡等。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18,000,000

公 共 设 施 32,30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14,910,000

合         计 65,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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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县南庄乡南江村东江新村部落重建规划 
 

一、规划位置与范围  
 

南江村东江新村位于泰安乡中港溪上游，大东河南侧，属于原住民保留地，对外联络动线以苗 124 甲县道

为主，经南庄桥转苗 21 县道，规划面积约 4.5 公顷。 
 
二、重建构想与经费 
 

（一）房舍：整体外面颜色应力求统一拙朴柔和，以显示原住民部落风貌，外墙建设以米黄色油漆或红砖

墙搭配色系为原则，屋顶则建议以砖红色或黑灰色系为主。 

（二）产业： 

1.有效利用山坡地保留地自然生态景观、辅导奖励原住民配合农会农事班，辅导栽种香菇、柑、

李、百香果、一叶兰、造林等作物。 

2.奖励经营精致农业区，规划民宿村或休闲渡假中心，使地尽其利，重建原住民风貌。 

（三）道路： 

1.整体街廓分区设计，以石板块混合黑、白、绿三色小卵石拼花铺设意象街道。 

2.小区开放空间及巷道应设浆砌块石花台，并予以绿美化。 

3.排水部分应加强山坡地的水土保持设施，改善现有溪谷防洪排水功能及小区内的排水设施。 

（四）公共设施： 

1.各住户配合集中收集垃圾管理。 

2.于小区道路下方统一衔接共同干管，并觅寻一适当的地点设置简易污水处理场。 

（五）自然生态环境：小区景观整体规划，并设置解说牌、入口意象标示、指示标志、庭院花木、凉亭、

步道铺面、休息座椅、路灯、挡土墙、护坡等。 

 
项 目 经 费

房     舍 0

产 业 0

道 路 及 排 水 19,120,000

公 共 设 施 5,300,000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7,310,000

合         计 31,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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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之梦 价多少？ 
 

我们汇整这二十二个原住民聚落的规划报告，也统计了其中所提出的实质重建计划经费需求，结果显示要

兑现这二十二个聚落的重建之梦，得需要十六亿元的经费。 

 

这两者之间到底要划上等号，或分别打上问号，或分别打上代表惊讶或肯定的惊叹号，就留待读者去判断

或让时间来考验吧。 

 

规 划 地 区 房 舍 产 业 道 路 及 排 水 公 共 设 施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合 计

南投县仁爱乡中正村过坑部落 17,700,000 5,500,000 15,550,000 37,500,000 11,350,000 87,600,000

南投县仁爱乡南丰村 0 16,775,500 16,775,500 20,807,000 19,200,000 56,782,500

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流部落  5,600,000 10,610,000 0 50,880,000 0 67,090,000

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中原本部落 2,100,000 0 0 26,270,000 0 28,370,000

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中原口部落 13,200,000 0 0 52,960,000 0 66,160,000

南投县仁爱乡新生村眉原上部落 8,400,000 0 0 52,010,000 0 60,410,000

南投县仁爱乡新生村眉原下部落 7,100,000 0 0 19,700,000 0 26,800,000

南投县仁爱乡发祥村瑞岩部落 74,800,000 0 0 235,200,000 6,200,000 316,200,000

南投县信义乡地利村第五邻部落 12,500,000 99,265,000 70,472,000 24,309,000 4,667,000 211,213,000

南投县信义乡明德村三十甲部落 4,500,000     500,000 15,817,500 17,405,000 4,010,000 42,232,500

南投县信义乡潭南村第二至四邻部落 13,150,000 7,700,000 33,590,000 89,680,000 10,000,000 154,120,000

台中县和平乡南势村 3,100,000 0 17,700,000 5,300,000 1,200,000 34,434,000

台中县和平乡达观村桃山、竹山部落 13,200,000 0 1,275,000 13,855,000 9,900,000 38,230,000

台中县和平乡博爱村十文溪、谷关部落 4,800,000 0 1,350,000 11,300,000 16,150,000 33,600,000

台中县和平乡博爱村松鹤部落 9,600,000 0 1,650,000 11,050,000 7,800,000 30,100,000

台中县和平乡梨山村新佳阳部落 6 , 520 ,000 0 8,929,000 11,293,000 5,200,000 31,942,000

台中县和平乡梨山村松茂部落 1 , 100 ,000 0 7,230,900 21,365,000 7,410,250 37,106,150

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双崎部落 1,200,000 0 39,000,000 33,000,000 0 73,200,000

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三叉坑部落 8,800,000 3,000,000 9,500,000 60,000,000 1,000,000 82,300,000

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乌石坑部落 5,000,000 0 0 41,600,000 0 46,600,000

苗栗县泰安乡象鼻村大安部落 0 0 18,000,000 32,300,000 14,910,000 65,210,000

苗栗县南庄乡南江村东江新村部落 0 0 19,120,000 5,300,000 7,310,000 31,730,000

合 计 212,370,000 143,350,500 275,959,900 873,084,000 126,307,250 1,621,43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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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采取摘录的方式，在不违背规划报告的原意下，把二十二个专业规划者与二十二个不同聚落居民所分

别勾勒的重建蓝图，一起呈现出来，让读者将各个不同聚落的重建之梦加以比较分析，看看其中「异中有同」

与「同中有异」的奥妙，而透过这些来自现场所留下来的纪录，给台湾社会一些启示，将是我们整理出版这本

书的用意。 

 

我们不想扮演裁判者，然而作为这二十二本规划报告的整理者，以及民间捐款的管理者，我们也必须对于

其中少数专业者的用心表达肯定，同样的，也必须对其中多数粗糙者的不负责任表达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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