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延平鄉紅葉溫泉園區標租及管理維護案」 

113年度紅葉谷綠能溫泉園區營運說明會議 

會議記錄 

一、 會議日期:113年 12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3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延平鄉公所第一會議室 

三、 主    席：余光雄 鄉長                   紀錄：古珮琪 所長 

四、 參加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余光雄 鄉長 

六、 介紹與會貴賓並邀請貴賓致詞：(略) 

七、 說明事項： 

(一) 地熱發電運轉說明： 

1. 地熱電廠展延的狀況說明 

2. 商轉後評估發電效益 

(二) 溫泉觀光營運說明 

1. 經營情形、營收情形、人員聘任比例 

2. 商品區販售上架費比例、銷售情形 

(三) 後續經營對策(114年度規劃、中期規劃、長期規劃) 

八、 討論事項： 

提問姓名 提問問題 回應 

邱仁雄  1. 地熱鑿井 17450公尺深度的原因?評 1. 地熱鑿井深度的評估，通常在地熱



代表回應 估? 

2. 溫泉經營狀況已虧損，人員汰換頻

繁，雖配合的狀況穩定，但社福的協

助較少，例如針對低收入戶、近貧

戶、獨居長者的協助，不一定僅針對

老人日托或文健站的支援服務，而提

供針對社服關懷有多一些事項。 

3. 建議溫泉部分，目前泡湯及餐飲單價

較高，售價再評估。 

4. 建議部落美食坊及合作社可以多方管

道合作。 

5. 地熱電廠的展延案，是否確定明年度

4月份商轉?希望針對發電進度可以

盡快，若遇到瓶頸可以實際回應。 

進行探勘時，會先進行地質探勘，

由探勘井評估後再執行生產井。原

由 800米，溫度最高其實在 1300

米，但地表越淺，則可能可使用潛

在水量較少。 

2. 有關展延情形說明為因為變頻器在

產能測試時故障受損，第一部機組

預計明年 2月份，全部總共三部機

安裝，預計 6-7月份完成併網工

程。 

3. 有關價格售價的部分，園區也會針

對這部分進行調整，預計在明年過

年期間調整，去做價格定位。 

4. 有關地方合作潛在商品夥伴，會持

續願意擴大可能的商品。 

邱文俊 

主席回應 

1. 有關地熱電廠的設備進駐後，需要多

久才能正式營運? 

2. 有關紅葉谷綠能園區營運長的努力有

看見，在整個鄉鎮的活動支持，但主

要的疑問是為什麼溫泉沒有賺錢?之

前曾經有委外給布農部落營運，也有

給其他單位經營，整體硬體沒有現在

優質，但當初延平鄉有賺錢，為什麼

目前沒有賺錢?有關經營權利金的挹

1. 地熱基礎會先進行調適、測試期

間，但園區不會等全數到位才測

試，預計明年 2月進場的機具，就

會先做測試、調整，會讓整體進度

加快。 



注鄉庫有限，希望可以有機會由虧損

到賺錢，所以剛有回應到明年度溫泉

價格調整是很好的方向，這樣也能符

合當時延平鄉對公司的期待。 

余明峯 

秘書回應 

能否請公司直接回應明年 6月份是否能真

正開始營運? 

明年 6月份開始發電營運地熱電廠。 

胡金生 

紅葉村長 

回應 

紅葉溫泉如果需要吸引遊客，是否能夠讓

部落做生意的在地族人攤商，可以有位置

可以擺攤?擺攤的攤販物價以小吃及小物

的銷售為主，是否能夠規劃部落攤位設

置，這樣來泡湯的觀光客，也有走走晃晃

的機會，部落也會希望可以進駐到溫泉

區，可以有一起做生意的機會。 

有關鑿井區的土地，後續回填、鋪設草

地，原規劃設置停車場，或者後續規畫

小市集的空間機會。前有跟公所討論有

關周末市集的可能，尤以針對有意願攤

位的數量。是否待地熱電廠商轉後，該

現地後續利用規劃，可以再跟園區、公

所多邊討論確認。 

邱聖德 

紅葉村社區

發展協會理

事長回應 

紅葉溫泉前身有許多委外的案子，我之前

也有在布農部落工作過，曾經看過當時經

營的榮景，當時車輛及人潮許多，當時的

設備真的沒有現在這麼好，園區的設施真

的很完善，但紅葉村對紅葉溫泉特別陌

生，這可能在經營角度調整，當然有看見

營運長持續在各村社區的連結，有看見園

區跟學校互動及教育活動，但台泥始終沒

有辦法走進紅葉村，也藉由這機會去分享

有關除了價格上調整之外，還有一些建

議。未來溫泉如何去利用周邊的資源，希

 



望台泥可以去發現並結合特點，比方說各

村文化團，可以去展演合作，有關紅葉溫

泉也可以朝向 2626市集的模式，如何去

把點串起來，包括社區導覽、在地小農市

集，要去思考為什麼始終無法跟部落、紅

葉村民同在，是否在營運方向、鄉務、社

區互動，希望不要只是在點綴式，而是合

作可以串聯起來，有一個持續性、系統性

的整合資源，把溫泉帶動起來。對鄉親來

說，園區始終是外地人，所以希望往後幾

年可以再見紅葉榮耀。 

古總結 

代表回應 

部落共生的角度，但很難看見，首先，在

地產品合作都需要收據，而公所已有產銷

班，但較少看到直接跟產銷班合作，是否

有跟部落共生?有關大環境影響的經營情

形之外，還希望可以多關注在部落共生、

共享的姿態，可以有一起經營的想法，要

敞開大門多樣性合作，有關販售櫃台商品

較少，可以多方尋覓各鄉、各村民眾可以

跟紅葉溫泉合作，希望可以考量不一併要

以發票或行號為主，期待是紅葉溫泉可以

成為販售的平台，讓鄉親可以上架商品。

園區也是延平鄉的一份子，都是跟部落互

生，要好好跟在地永續循環。 

關於商品銷售的部份，店家數不夠多，

今年整體觀光市場不是很好，進入到園

區的人數不多，也預測明年可能會回溫

觀光人潮。 

有關發票、收據情形，只要收據都可以

報帳，只要能夠完成內部作帳程序。 

其實主要是生意量跟家數量較少，會去

思考增加跟部落的黏著度，會再多走訪

部落的技藝班的工藝、美食的可能性，

希望更多在地化的商品進駐園區，希望

在人流回來前，就可以先調查好市集意

願，可以開放技藝班搭配，今年過年也

會開始討論規劃可能性，有關市集的規



劃已有納入，未來也許可以先從規劃周

末的小市集著手。 

有關鳳梨合作的部分，今年度也有跟鳳

梨產銷班家數電話聯繫，希望能夠持續

維持品質把關及統一化，希望公所端可

以協助前端品質把關，有助於協助銷售

行銷時，可以有更快速的行銷管道。 

余明峯 

秘書回應 

朝向延平的台泥、延平的雲朗、延平的紅

葉谷，這是我們眾人一起期待的未來可能

性。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1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