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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背景 

    隨著社會變遷，許多原住民族人為尋求發展機會離開原鄉移往都市，由於多

從事勞力型或非技術性之勞動工作，迭有隨工作移動之情形；921 地震後有部分

族人所租賃住所或暫居之勞動宿舍因震災毀損，致無法居住而須另覓居所。由於

原住民族有家族集居或宗族群居的生活文化，以及依山傍水的居住特性，位於霧

峰區北側與大里區交界草湖溪畔，以及太平區太堤東路(水防道路)東側等二區

域，因環境與生活文化的接近性，陸續有以阿美族為主的族人據地而居，數年下

來即逐漸形成原住民聚落。 

    由於聚落內建物未符合法令規範、且無完善之公共設施及民生管線，聚落缺

乏有效管理，居住品質不佳，間接產生就業、就學及就養等問題，也成為市容上

為人詬病的寙陋地區。至 106年市府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以下簡稱慈濟基金會)合作，啟動二聚落重建安置方案，由慈濟基金會協力興

建安置住宅，市府協助取得國有土地並爭取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共設施經費之

挹注，其中安置住宅於 107 年 10 月 19 日動工，公共設施則於 108 年 5 月 28 日

開工施作。 

二聚落重建方案目的係為使久居於此的族人能改善現有居住環境及提升生

活品質，並在安居樂業後得成為於本市傳承及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基

地，亦成為有別於原鄉部落的都市示範型原住民族聚落，此為重建方案推動的另

一個目的。 

     

 

 

 

 

 

 

  

 

基地範圍 

 

霧峰花東新村 

圖 1霧峰花東基地空拍圖(拍攝日期：10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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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安置暨配住對象 

依據本府與慈濟基金會於 106 年 7 月 24 日所簽訂的「臺中市政府與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約定事項，所興建的住宅

依序以下列四類為配住對象： 

(1)受安置戶。 

(2)弱勢原住民。 

(3)災民。 

(4)其他經認定需援助者。 

前項所稱受安置戶，係以本會於 106年清查時設籍於花東新村及自強新村且

有居住事實經本會列冊者。所稱弱勢原住民，係指符合各該管法律規定，並依法

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者。所稱災民，係指經災害主管機關依法認定為遭受災害之人

民，且其合法房屋因受災致不堪居住者。 

    經本會清查符合第一順位配住之受安置戶，配住於霧峰區花東新村計有 46

戶 143 人，配住於太平區自強新村計有 49 戶 174 人，故二新村興建安置住宅目

前總計 95戶 317人。 

 

 

 

 

 

 

圖 2 太平自強基地空拍圖(拍攝日期：105.2.29) 

 

基地範圍 

頭汴坑溪 

 

太平自強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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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安置基地說明暨住宅興建規劃 

一、 霧峰區花東新村 

(一) 基地概述 

本計畫基地坐落於本市霧峰區錦州段 900、916 地號土地，面積約為

5,864.72 平方公尺(約 0.59 公頃)，地理位置位於霧峰區北側與大里區交

界之草湖溪畔。(詳圖 3)前開土地位屬霧峰都市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為

農業區。 

該 2筆土地權屬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簡稱

國產署)，經國產署依國有財產法第 42 條第 1 項第 3 款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43條之 2第 2項規定辦理出租。本府遂與國產署中區分署於 106年 6月 30

日簽訂國有土地租賃契約書，完成國有土地承租事宜。(詳圖 4、5及 6) 

 

 

 

 

 

 

 

 

 

 

 

 

 

 

 

 

        資料來源：內政部 經建版二萬五分之一地形圖，67 座標系統。（比例：1/25000縮印） 

      圖 3 花東新村安置基地地理位置圖 

基地位置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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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花東新村安置基地及周邊現況圖 

 

 

 

 

 

 

 

 

  

 

圖 4 花東新村地籍範圍圖 

 

圖 5 花東新村都市計畫分區說明圖 

 

農業區 

學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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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住宅型式及建坪規劃 

         考量基地條件、開發面積及安置戶數，安置住宅建物設計為地上 3層

之集合式住宅，共計 4棟 46戶，並依安置戶戶內人口數配置建坪 14坪計

20戶、28坪計 26戶。 

 

 

 

 

 

 

 

 

 

 

 

 

 

 

 

 

 

圖 7、花東新村基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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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太平區自強新村 

(一) 基地概述 

本計畫基地坐落於臺中市太平區內湖段 777 地號土地，面積約為

9,800平方公尺(約 0.98公頃)，屬非都市土地，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類

別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詳圖 8、9及 10) 

土地權屬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國產署，亦經署依國有財產法等

相關規定同意出租，並由本府與國產署中區分署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

完成國有土地承租事宜。 

 

 

 

 

 

 

 

 

 

 

 

 

 

 

 

 

 

 

 

 

 

               資料來源：內政部 經建版二萬五分之一地形圖，67 座標系統。（比例:1/25000 縮印） 

                        圖 8 自強新村安置基地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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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自強新村基地及周邊現況圖 

 

 

 

 

圖 9 自強新村土地權屬圖與使用分區及編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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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住宅型式及建坪規劃 

依安置戶數及人口數需求，安置住宅建物設計為 1至 2層樓式獨棟

建築，並配置建坪 14坪(一層)計 18戶、28坪(二層)計 31戶，總計 49

戶住宅。(詳圖 11) 

 

 

 

 

 

 

 

 

 

 

圖 11 自強新村基地示意圖 

肆、 工程執行情形 

一、 安置住宅興建工程(慈濟基金會主責) 

二新村住宅興建工程係由慈濟基金會辦理委外設計監造及工程施工，

主體均已完成，目前刻正進行無障礙設施、室內、外設施設備安裝等工程

項目，並同步進行使用執照申請作業事宜。 

 

 

 

 

 

 

 

圖 12 花東新村基地施工圖                   圖 13 自強新村基地施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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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設施暨管線工程(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責) 

(一) 霧峰區花東新村公共設施設置工程於 70%後停工，由慈濟基金會賡續

辦理主體建築工程完竣後，於 110年 3月 31日移交本會，賡由欣林天

然氣施作管線工程，本會公共設施設置工程於 110 年 6 月進場施作，

配合後續使用執照請領程序，截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止預定進度為

76.31%，實際進度為 82.81%，預定完工日期於 110年 11月 10日。 

(二) 太平區自強新村公共設施設置工程於工程進度達 70%後，由慈濟基金

會賡續施作建築工程完竣後，於 110年 2月 18日移交本會，賡由欣林

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施作天然氣管線工程，本會公共設施設置工程於

110年 5月進場施作，截至 110年 9月 30日止預定進度為 79%，實際

進度為 79% ，預定完工日期於 110年 11月 1日。 

伍、 入住及住宅使用權利 

本市霧峰區花東、太平區自強兩新村係協請慈濟基金會援建房屋完工

後無償移轉建物所有權予本府專供原住民居住照顧或其他需援助者使用，

受安置戶有終生使用權，房屋使用權並得由原始受分配住民之配偶或直系

血親親屬繼承；如原始受分配之住民搬離或無符合前開條件之人繼承，未

來如有空屋騰空後依專案使用原則依序配住。 

本府刻依安置暨配住對象辦理入住前資格複查，擬訂入住協議書、輔

導新村成立管理委員會(或由現存已有的在地組織承攬)、召開權利義務宣

導說明等，以宣導配住戶善盡使用人之注意義務，避免因故意或過失致本

住宅中房屋結構或設施設備毀損、滅失，而負損害賠償連帶負責。 

陸、 社區環境暨公共設施使用管理維護 

依本府與慈濟基金會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慈

濟基金會於房屋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後，無償移轉建物所有權予本府，霧

峰區花東新村計有 4棟 3層樓 46戶集合式住宅及 1層樓多功能活動中心；

太平區自強新村計有 49戶(一層樓計 18戶；二層樓計 31戶) 及 1層樓多

功能活動中心，為維護與管理兩新村聚落住宅及公共空間，本府後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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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相關措施研議如下： 

一、 擬訂管理要點 

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對於居住於原住民族地區

外之原住民，協助解決及保障其居住問題。依本府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共同推動合作興建房屋，改善原住民族地區外

原住民居住環境品質與為維空間友善管理，爰刻正擬訂「臺中市霧峰區

花東新村太平區自強新村原住民聚落住宅使用管理要點(草案)」，以做

為本府與兩新村權利義務與維護管理之依據。 

二、 簽訂使用協議書 

按前項管理要點原則擬與個別用戶簽訂房屋與公共設施使用協議

書，以督促用戶能善盡且友善使用新村內各項設施設備。 

三、 使用者付費原則 

在「共同分享、共同負擔」原則，及基於「權利共享」與「責任分

擔」應並存之「使用者付費」理念，住戶在享有社區公共設施或公用空

間與社區通路及周邊整體環境等，將分擔部分使用成本(管理費)，且專

款專用於社區共用（公用）部分之修繕、管理與維護支出。 

四、 自主管理原則 

透過原地重建建立原住民族文化傳承之都市基地，由新村自主經營

與管理新村各項事務，政府減少干預落實新村自治自理。 

柒、 未來發展願景 

本計畫首重原住民族部落之生活需求及文化型態，於部落居住空間規

劃上將傾聽部落需求、加入原住民文化語彙，重現原民部落風貌及精神，同

時應與居住地周邊之族群融合；期能實現「高品質」、「可負擔」、「優質」

的適居環境，並保有原住民文化精神及延續傳統，再現原住民互助合作的

精神，推動原住民族社會福利設施的設置，建立具原住民族生活文化特色、

發揚傳統文化內涵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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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希冀重建完成後，二新村能以永續經營精神，以下列三大願景為

目標，塑立成為全國都市型原住民族聚落之典範： 

一、 關懷照顧，自力互助 

提供部落幼兒托育、文化健康站、長照等日間關懷需求，間接協助原住

民學生於課後能獲得妥善之教育及照顧，另一方面強化原住民提供長照或社

會福利服務場域之資源發展。 

二、 文化傳承，展現特色 

(一) 藉由提升部落內基礎民生建設，帶動各類民生相關產業，打造都會區

示範聚落標竿。 

(二) 有效維護管理公共空間，以提升生活品質、延續部落傳統及突顯部落

特色。 

三、 永續營造，價值提升 

(一) 強化教育需求，提升新村居民學習競爭力與傳承民族文化。 

(二) 透過聚會場域空間的興建及改造，達到落實原鄉生活願景，並提升人

文價值與促進文化交流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