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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頭碼頭 

金門尚義機場 

往台灣 

1.1 
 依據：「離島建設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需規劃辦理

每四年一期之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為金門未來發展
擘劃藍圖與施政目標。 

 自92年至111年已實施第一期至第五期，而五期方案將
於111年實施屆期，本案規劃辦理金門縣第六期(112-115)

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 

 實施範圍：金門行政區域三鎮三鄉，（金城、金湖、金
沙鎮；金寧、烈嶼、烏坵鄉），總面積約15,16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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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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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1992 

1993 

2011 
離島綜建 
第三期 

2001 

2009 

2003 
離島綜建 
第一期 

2007 
離島綜建 
第二期 

2015 
離島綜建 
第四期 

2019 
離島綜建 
第五期 

2020 

，同時期望在觀光發展
的同時，能夠兼顧地方文化、生態保育、友善環境等。 

，重視縣民的生活需求與穩定現有公用設備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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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岐閔專一 
期區段徵收 

金湖鎮第三期
區段徵收 

西山農地重劃 

尚義公辦住宅 



 金門特定區計畫共劃設26種使用分區，農
業區佔最大面積；其次為國家公園用地；
再次之為保護區面積 

 因此未來可藉由離島綜合建設規劃，帶動
周邊土地適度釋出開放空間或強化都市發
展用地，藉此刺激城市發展並提昇生活品
質。 

5 
土地使用 土地權屬 

公有 

私有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道路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水庫集水區及淨水廠 

紅山淨水廠 

蓮湖水庫 

菱湖水庫 

西湖水庫 

烈嶼鄉 
水系分布 

水庫位置 
0 1.5 3km 

水系 

共計3座水庫集水區，主要以防洪、給
水為主，養殖灌溉為輔，烈嶼有紅山淨
水場，未來將逐步提高東水西送的能量，
降對地下水的倚賴。 

教育設施 

列嶼地區有國小3所、國中1所(烈嶼國中) 列嶼有西路溪、南塘溪等二條溪流，
全島面積狹小集水面積不大，導致蓄
水能力有限。 



6 

年度 
烈嶼鄉 

人 成長率(%) 戶數 成長率(%) 

100 9,515 - 2,718 - 

101 10,424 9.55 2,849 4.82 

102 11,236 7.79 2,922 2.56 

103 11,978 6.60 3,009 2.98 

104 12,450 3.94 3,073 2.13 

105 12,568 0.95 3,102 0.94 

106 12,700 1.05 3,136 1.10 

107 12,861 1.27 3,186 1.59 

108 12,749 -0.87 3,186 0.00 

109 12,733 -0.13 3,235 1.54 年 金門縣 烈嶼鄉 

104 2,145.48 293.31 

105 2,500.00 362.20 

106 2,002.47 267.99 

107 2,002.47 267.99 

108 2,002.47 267.99 

108年所佔
比例(%) 

100.00% 13.38% 

烈嶼鄉近五年農耕地面積彙整表 

※單位:公頃 



資源及旅客旅遊趨勢 

 觀光旅遊資源主要以戰地歷史古蹟為主。 

 烈嶼盛產芋頭，每年都會舉辦芋頭季文化活動，藉由體驗
觀光，讓遊客更加了解烈嶼。 

 烈嶼海岸資源豐富，符合國人喜歡自然地景旅遊之趨勢，
未來金門大橋通車後，有機會吸引更多旅人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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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嶼鄉景點分布 

九宮(四維)坑道 

四維七營區 

將軍堡 

紅土溝三營區 

湖井頭 

陵水湖 

上林二營區 

面積(公頃) 遊憩主題 

186.90 

本區為戰役紀念地、戰備工事、鳥類
景觀等遊憩資源，包括九宮(四維)坑
道、四維七營區、上林二營區、紅土
溝三營區、將軍堡、湖井頭、陵水湖
等遊憩據點。 

金門國家公園區內遊憩資源 



 至110年止烈嶼鄉醫院共計1家，診所共計3家。 

 110年成立后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106年烈嶼就開始投入長照2.0計畫，由青岐社區發展協會增辦「巷弄長照站」
之服務，能夠融入社區、參與健康促進等課程或活動，期建構高齡友善環境
與老人社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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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岐社區發展協會 



 2019年小三通旅客人次創歷史新高，達196萬人次；廈門翔安國際機場也預計於2023年啟用；未
來金嶝（廈）大橋如果興建，將讓金廈連結將會更加緊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兩岸社會都感受到防堵病毒之難，因此不易開啟疫苗泡泡，未來
如何有序恢復正常交流將成為課題。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經濟部數據顯示， 2017年以來，台灣
ECFA早收產品對中國大陸出口的成長率，
低於全部貨品對中國大陸出口的成長率，
顯示ECFA帶動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成長的
效益已逐年衰減，也反映兩岸的產業結構
已大幅調整。 

 如何突破政治上冷和之影響，跟隨區域經
濟整合的腳步，將是未來的第一要務。 

海峽兩岸服務貿易協議 

 根據協議，台灣對中國有64項開放承
諾，中國對台灣則有80項開放承諾，
重點在於讓台商可以提高持股比例、
增加業務範圍和貿易便利化等措施，
以更優惠的條件拓展中國服務業市
場。 

 未來應進一步加強與各產業公會及國
內界說明，以增進對服務貿易協議的
正確瞭解。 

「新四通」的推動 

 未來期望在民生資源、基礎設施、產
業發展、行業標準四大區塊，以及通
水、通電、通橋、通氣，都能與對岸
達成共識，幫助金門發展。 

 未來金門在兩岸整體發展之文化交
流、教育合作、公共衛生、智慧科技
等各領域之交流皆擔任重要的角色，
若新四通能夠成功推動，對未來金門
的發展及經濟都能帶來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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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TPP市場占台灣貿易總額約四分之一，
也占台灣對外投資總額逾30%，雙方的
經貿投資關係、產業供應鏈相當緊密。 

1. 
畜牧業：因地理位置鄰近大陸而成為風險較高之區域及104年A型口蹄疫事件，
現仍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影響肉品輸送本島，若未來又再面對ＣＰＴＰＰ
競爭，需要思考如何維持競爭力。 

2. 海運貿易：未來加入後國際貿易貨量勢必增加，加上是以台澎金馬申請通過後將
有優惠關稅，因此未來可結合料羅港海運快遞專區設立之理念，可評估是否可增
闢 各成員之海運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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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近年在環境災害
影響下，

綜整過去相關規劃及
現況分析結果，

HOPE金門 

評估自然村專用區
擴大範圍可能性 

金門大橋通車在即，
城市治理需更加平
權及完善 

應逐步導入數位轉
型服務 

因應少子化及
高齡化的社會
生活環境 

長照智慧化如
何導入高齡者
生活 

持續推動再生
能源發展 

建立廢棄物需
發展在地處理
機制 

適度推動新興
產業發展 

後疫情時代亟
待開拓新的觀
光市場 

聯外交通運能
提升 

後疫情時代亟
待開拓新的觀
光市場 

與疫情共存 

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 

智慧服務引入+提升產業與優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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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期規劃、現行施政重點及現況
課題分析，未來發展在「

」的願景下，朝向
的方向發展。 

發揮地理區位特性，作為
；重視縣民生

活照護，打造
；突破島嶼發展限制，導

入 。 

從
、觀光連結等議

題面向投入計畫，以達到
在後疫情時代下，打開金
門更多元發展契機。 

國際情勢 觀光連結 都市發展 醫療照護 觀光連結 產業創新 能源永續 



• 各期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 

• 金門縣推動地方永續發展策略規劃 

• 金門縣永續發展白皮書 

• 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 

• 金門低碳島計畫 

• 金門縣城市競爭力指標建構及研究案 

• 金門縣概念性總體規劃案 

• 金門綜合發展策略規劃案 

育才文化 

健康照護 

觀光啟航 

產經勞動 

警政消防 

交通建設 

簡政便民 

土地安居 

環保永續 

醫療衛生 

 縣長施政理念(三大理念、十一願景) 

 大健康產業 

 跨境物流 

 青年創業 

 港口功能強化與服務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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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醫療照護 

推廣健康永續 

行銷多元觀光 

推展國際連結 

輔導地方創新 

永續產業生機 

推動綠能建設 

推廣能源永續 

rganic O 

rosperity P 

nvironment E 

ealthy H 

與廈門共同成為 

閩東南雙子星 2003 

國際觀光 

休閒島嶼 2007 

2011 

永續觀光 

幸福宜居 
2015 

幸福金門 

躍升成真 2019 

國際級觀光 

休閒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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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 

•能源永續 

•國際情勢 

•都市發展 

•醫療照護 

•觀光連結 



金門
大橋 

海上觀
光基地 水頭港 

服務中心 

城鎮
之心 

產業聚
落生態 

戰地
史蹟 

大學
城 

太武山 
生態走廊 

海運物
流中心 

歷史街
區活化 

行政
園區 

推動有機觀光，提供三導「導遊、導覽、
導購」VR/AR 技術智慧服務 

透過AR擴增實境，
讓原本靜態的展示，
可透過電腦螢幕上
進行3D立體呈現及
互動體驗 

開發線上ＡＰＰ補位登記系統，
即時傳報航班起降資訊，並可
設定登機報到前提醒訊息 

可透過智能插座進行遠距控制電器開關，即時管控建築 
用電狀況，創造最大的節能效益。 

運用植物工廠及物聯網概念，導入自動化調整農作物
生長環境與控制階段，藉此有效的管理、節省成本及

快速回應生產需求。 

可規劃引入數位且多元化
的教玩具，或建置具多層
次學習能力的語音對話居
家照護機器人 

醫療
專區 

依據發展願景、現有發展資源、深度
訪談與政策配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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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風
貌群 

數位 
生活 

綠色 
運具 

轉運 
基地 



未來可將科技導入烈嶼觀
光與公共服務，希望透過
數位服務讓民眾感覺更方
便，打造幸福烈嶼。 

大橋通車後，九宮港除了
具備補給機能，可再定位
九宮港成為遊艇港及各離
島藍色公路的海上觀光基
地，讓烈嶼成為深度旅遊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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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水頭 

                                                                                                                                            

國家公園 

保護地區珍貴人文、歷史及自然環境資源 

推動地區觀光產業，強化軍事營區再利用 

建構完整的排水系統 

「南山頭玄武岩海岸景觀區」申請設立烈嶼地質公園 

衡酌地區治安狀況 

爭取烈嶼分（醫）院專科醫師駐診 

新建殯葬設施服務空間 

地區文創產業發展 

優先完善各村落社區鄉村整建 

爭取大學院校到烈嶼開設專班、系所 

爭取興建地區社福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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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金門 

推
動
大
健
康
產
業
區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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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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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岸
物
流
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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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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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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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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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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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建
物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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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金
空
運
智
慧
補
位
系
統 

節
慶
臺
金
運
輸
海
運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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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實
在
地
醫
療
能
量
能
力 

建
置
西
半
島
醫
療
專
區 

建
置
放
射
腫
瘤
照
護
中
心 

維
護
金
門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鼓
勵
僑
鄉
文
化
交
流
及
人
才
培
育
推
展 

建
置
智
慧
型
圖
書
館
服
務 

催
生
圖
書
教
育
設
施 

組
建
智
慧
型
醫
療
照
護
網 

幼
兒
托
育
公
共
化
在
地
化 

顧
老
扶
幼
社
區
社
福
照
護 

打
造
社
區
共
融
活
動
中
心 

協
助
青
年
安
心
安
居
就
業 

擴
增
建
立
親
子
休
閒
空
間 

營
造
地
區
特
色
旅
遊
景
觀 

整
合
公
私
運
輸
服
務
資
訊 

培
育
觀
光
相
關
產
業
人
才 

積
極
推
廣
低
碳
交
通
運
輸 

廢
棄
物
減
量
處
理
在
地
化 

鼓
勵
太
陽
能
光
電
設
置 

擴
大
補
助
節
能
產
品
應
用 

公
有
建
築
能
源
智
慧
監
控
管
理  

完
善
水
資
圖
資
管
線
系
統 

水
資
回
收
智
慧
統
合
管
理 

持
續
推
動
智
慧
有
機
農
業 

鼓
勵
發
展
跨
境
店
商
物
流 

推
動
鎮
港
合
一
空
間
規
劃 

落
實
金
門
產
遊
博
覽
園
區 

創
造
生
態
之
綠
色
效
益 

國際情勢 都市發展 醫療照護 觀光連結 產業創新 能源永續 



金門大橋旅遊轉運中心計畫 

金門縣推動烈嶼鄉淘汰燃油機車
換購電動機車計畫 

持續水資源回收中心功能提
升及設備改善計畫 

金門港埠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興建烈嶼圖書館計畫 

烈嶼海岸防護改善計畫 

海岸親水廊道空間營造
優質生活環境計畫 

出海道路整建計畫 

辦理110年羅厝漁港設施多功
能改善工程 

菱湖水庫 

蓮湖水庫 

西湖水庫 
烈嶼鄉衛生所 

紅山淨水廠 

烈嶼鄉公所 

金門醫院烈嶼分院 

洪氏古厝 

林氏宗祠 

吳秀才厝 

金門替代能源
示範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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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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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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