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監察院中央機關巡察報告

一、巡察機關：巡察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嘉義地區林業暨

鐵道文化資產)

二、巡察時間：113年 3月 28日至29日

三、巡察委員：范巽綠委員(召集人)、林郁容委員(召集

人)、林文程委員、浦忠成委員、葉大華

委員、蕭自佑委員、賴鼎銘委員、王幼

玲委員、王麗珍委員、紀惠容委員、葉

宜津委員、鴻義章委員，共計12位。

四、巡察重點

(一)「阿里山林業暨鐵道文化景觀」登錄範圍包括北門

驛、嘉義車庫園區、阿里山林業村、檜意森活村 4

園區，各園區之營運模式、近 3年入園人數及收支

情形、推廣文資教育之成果、展示我國傳統文化、

人文史蹟及精神之辦理情形。

(二)「阿里山林業暨鐵道文化景觀」之文資特色(如：

特殊地景、地勢、地形、林相、生物多樣性及保育

情形)、文資價值？保存維護、修復再利用之運作

方式與結果(含現況、困境、因應對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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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部、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業鐵路

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就

「阿里山林業暨鐵道文化景觀」之權責分工與預算

劃分；近3年協力教育及推廣文資之實績、創意行

銷手法及成果、相關營運收支情形。

(四)阿里山林業發展歷史、林業文化保存、復舊、近 3

年再利用情形及具體效益。

(五)阿里山林場範圍、調查研究、復育情形，與太平山、

八仙山等其它兩大林場之差異。

(六)阿里山森林鐵路發展歷程、特殊建築工法及建材，

廢棄及保存鐵路狀況，近 10年修建情形及主要經

費來源、近 3年營運收支情形、發展現況（含 10

項第一、5個第一）。

(七)阿里山森林鐵路入選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

過程、入選標準、推動現況、遭遇之困難、因應對

策及未來願景。

(八)嘉義縣市政府辦理與督導所轄古蹟、歷史建築及考

古遺址等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修復再利用、人才培

育等之運作方式與結果(含現況、困境、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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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議)。

(九)嘉義縣市政府提升市民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意識之具

體措施及成果，以及有無須中央機關協助之處？

五、巡察紀要

目前經指定、登錄之文化資產達 3,000 處，且持

續增加中，然龐大修復預算，9成仰賴中央補助；考古

人才流失；傳統技術修復人力不足等問題，有賴實地

踏查瞭解困境。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委員會為瞭解林業暨鐵道文化資產修復及維護情形，

於 113年 3月 28日，由召集人范巽綠委員、林郁容委

員，偕同監察委員等共計 12人，在文化部政務次長李

靜慧、該部文化資產局(下稱文資局)副局長粘振裕、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下稱林業保育署)副署長林

澔貞、該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下稱林

鐵處)處長黃妙修等人陪同下，前往林鐵處聽取業務報

告，內容包括北門驛、嘉義車庫園區、阿里山林業村、

檜意森活村等歷史建築修復進度，林鐵沿線車站車庫

整修改建工程，以及文資教育推廣與活化情形，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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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巡察嘉義車庫園區、阿里山林業村/嘉義製材所及檜

意森活村。

「嘉義車庫園區」舊名「北門修理工廠」，自西

元 1912年啟用，迄今已超過百年歷史，係阿里山鐵路

通車後之維修大本營，現為阿里山林業鐵路僅存的三

大車庫之一。82年，園區發生大火，林鐵處陸續整修，

將少數較珍貴車輛停放於車庫內保存。監察委員對於

園區內各種車輛的保存維護狀況，尤其是 110歲阿里

山林鐵國寶級蒸汽火車頭 SL-21號，完成修復，表示

肯定。

「阿里山林業村/嘉義製材所」於西元 1914 年啟

用，在百年前，製材所擁有自給的發電系統，使山上

原木運送至廠區產線，進行自動化流程，此為嘉義木

材產業的基礎，也見證了阿里山林業的開採歷史，91

年登錄為嘉義市歷史建築。監察委員實地巡察製材所

內各棟建物，瞭解整修成果及工業遺產保存現狀。

「檜意森活村」原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營林局

嘉義林場宿舍，具有林業文化保存價值。98至 102 年

期間，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稱文資法)規定，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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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原料、原工法」進行歷史建築修復工程。修復完

成後，再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委

託民間公司營運，辦理活化利用、林業文化相關展覽

及文資教育推廣等活動。監察委員實地巡察眠月廬、

所長宿舍及營林俱樂部等園區內古蹟、歷史建築修復

情形，並對園區多元化營運，留下深刻印象。

阿里山林業鐵路於西元 1912年通車，迄今逾百年

歷史，為臺灣少數具有完整的人文與自然的複合性文

化資產，其自然環境與人文發展，深受產業發展的影

響，92年入選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99年 5月，嘉

義縣文化觀光局依據文資法規定，將「阿里山林業暨

鐵道」登錄為嘉義縣文化景觀，108年文化部進一步登

錄為重要文化景觀，管理單位為林鐵處。

監察委員為瞭解阿里山林業暨鐵道文化景觀相關

建物維護保存情形，前往甫於去(112)年 11 月改建完

工的「阿里山祝山車站」巡察。該站於 75年 1月通車，

海拔 2,451公尺，是臺灣鐵路最高點；109 年 10 月為

提升營運品質，進行車站改建工程，車站保留舊時月

牙彎的弧形月台曲線，全部採用國產材興建，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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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日獲得「第 23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建築類特

優。監察委員聽取說明後，對車站改建成果加以稱許。

29日上午，監察委員前往嘉義縣定古蹟「阿里山

貴賓館」，巡察整修成果。該館係全國第二高海拔縣

定古蹟，前為日本皇族接待所及蔣公行館，擁有和洋

折衷的建築特色。團隊依當時之日式設計圖進行修復

工程，使用原材料及工法，復原外貌，歷時超過 8 年，

未來將開放營運。

奮起湖站是阿里山林業鐵路中途最大站，早期奮

起湖車庫負責蒸汽火車車次換班、養護及鐵道維修等，

74年車庫編組裁撤後，改作古老蒸汽火車展示場，不

僅具建築特色，且具鐵道文化特殊價值，98年，車庫

經指定為嘉義縣定古蹟。監察委員實地巡察，以瞭解

車庫整修工程前後之木造面貌、與車站周邊景觀結合，

所呈現之歷史脈絡。

在綜合座談會中，監察委員關切阿里山林業鐵路

的安全性、維修技術、維修人力及材料、營運收支、

事故改善、緊急事件應變等，以及眠月線修復計畫；

申請世界遺產過程中，如何突破國際困境；如何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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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門推廣文資教育及培養導覽人員；阿里山林業

暨鐵道文化景觀，如何呈現鄒族、洪雅族的歷史文化

發展，使上山參訪民眾，能感受阿里山歷史文化之發

展與演變；建置林業博物館之可行性；應致力蒐集保

存阿里山地區的集體記憶與人文故事；阿里山景點命

名典故誤傳多年應予更正；當年隨林業單位上阿里山

之村民居住環境應予改善；遊樂區內商店的經營管理

情形；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名稱之妥適性；阿里山林業

村促參案辦理情形；目前嘉義製材所動力室的展覽內

涵甚佳，可考慮作為常設展。針對上述提問，林業保

育署林副署長、林鐵處黃處長及文資局粘副局長及相

關主管，均詳加說明。嘉義縣政府文化觀光局陳峯武

秘書及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林朝基科長亦表示，地方政

府文化資產人才不足、欠缺培訓機制、文資修復後場

館的維護管理及經費短絀等問題，希望中央多予協助。

召集人范巽綠表示，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正在進行

文資議題之通案性調查研究，本次巡察係結合調查研

究，發揮巡察效益。對於林鐵處爭取前瞻計畫經費，

致力修復林業相關古蹟、歷史建物、鐵路及車站，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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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再現，文化得以傳承，表達肯定。有關推動阿里

山森林鐵路申請世界遺產，聯合國國際文化紀念物暨

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委員西村幸夫教授曾指出，

世界遺產包含物質與非物質的內涵，應該將眼光提升

至世界級，以更豐富的文化底蘊，與國際連結，才能

讓世界看見。行政院已於去(112)年核定「大阿里山軸

帶百年躍升建設計畫」，期待政府透過此計畫，使阿

里山文化景觀更具獨特的多元民族文化內涵；中央與

地方應緊密攜手合作，一起建立完備的文化資產保存

制度，守護先民留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讓世界看見

臺灣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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