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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豐田村移民指導所事務室活化利用計畫暨回饋計畫  
 

壹、 計畫緣起 

              1.據文史資料考證，日人於明治43年（1910）選定在豐田開村，明治

44年（1911）設立「豐田移民指導所」，於大正2年（1913）臺灣總

督府招募日本移民179戶，866人入墾豐田，正式建立「豐田移民

村」。豐田移民指導所為移民村之行政中樞，其任務除了一般性的

行政業務外，還包括土地分配、農耕、婦女工作、兵役、衛生等任

務，是當時活絡的公共空間。 

       2.本案場址於104年度修復完成迄今年7年餘，因社區人口老化及外

移，前時以被動委託廠商場管理方式，就執行成果與預期效應仍有

需重新再檢討之必要。 

貳、計畫實施概念 

       本案採開放民間，對於場館利用方式提案，經評選最利於本局文化業

務推動者，並按本案「歷史建築豐田村移民指導所事務因應計畫定稿

本」及「古蹟管理維護辦法」(本案歷史建築準用)所訂定之管理維護

計畫活化運用。 

參、計畫內容 

一、 辦理單位：花蓮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二、 計畫說明： 

      (一)對象期間 

         1.對象：年滿20歲至65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或持有居留證之外國人；

合法設立或登記公司行號、團體。 

          2.計畫期間：一年一簽得續簽二次，累計三年。 

      (二)權利及義務 

          1.權利：使用本場館。 

          2.義務： 

            (1)接到獲選通知後應配合辦理以下事項，逾期視同棄權： 

                A. 依本局通知期限內提送修正計畫書，俟本局檢視通過後 

簽署房屋租賃契約。 

                      B. 簽約後1個月內入進駐，如有特殊情形經本局同意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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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延1個月。 

(1) 需自行負擔水、電等進駐所需開銷，以及所需設備與費用，入

駐後如因不當使用造成建物或環境毀損，應負擔修繕費用。上

述費用若有未繳清情形，經查屬實，本局得終止契約，並得向

入住者追償。 

(2) 電信等設施設備依需求自行申請裝設並負擔費用。 

(3) 使用原則： 

(A)不可將場館空間轉作其他與原提案無關之使用。 

(B)不可做為民宿或轉租他人使用。 

(C)不可於場館空間進行純粹商業之營利行為。 

(D)非學生眷舍及短期住宿使用。 

(E) 須負環境及場館清潔維護，與居住設備保管之責任。 

(4) 修繕前置作業要求：如於進駐後有修繕需求時，應提出修繕計

畫並經本局同意後始得施作。且為保留原始風貌，修繕以不改

變或遮蔽建築本體及外觀為原則。 

(5) 配合參與本局辦理之相關推廣活動。 

(6) 按因應計畫及管理維護計畫規定使用。 

   (三)租金計算基準： 

為吸引民間辦理歷史建築場館活化，參考花蓮縣縣有公用不動產收益

作業原則，出租方式辦理，每月租金以新臺幣4,000元為最低底價，提

報計畫者租金列入「租金金額及財務規畫之合理性」項目評選。 

   (四)保證金計算基準： 

       依(三)計算租金*3個月。 

 

肆、申請程序 

一、 檢附申請資料： 

    (一)申請表 。 

(二) 歷史建築豐田村移民指導所事務室活化利用計畫暨回饋計畫書。 (副

標題及提案計畫名稱) 

1.專業執行能力與實務經驗。 

2.活化利用計畫。(請敘明擬使用場館方式) 

3.回饋計畫。(如對於本場館及周邊社區、文化資產、自然環境的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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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或回饋承諾等，形式內容不拘)。 

            (1)回饋計畫優選項目： 

             (A)場館周邊環境支援性工作。 

             (B)促進文化扎根： 

              （a）史料紀錄： 

內容包含區域(社區)歷史或村史之訪查、整理、

記錄、寫作、出版、展覽等，發掘在地資源，深

化社區認同，以此探討社區願景圖像、社區發展

等議題。 

              （b）影像紀錄： 

               透過影像創作（如紀錄片製作、社區小故事拍

攝）、議題討論等方式，記錄在地文化特色，行

銷本縣文化特色。 

              (c) 區域(社區)美學： 

帶領社區居民一同創造整潔優美的空間環境，並

強化社區居民凝聚力、參與公共事務及對生活美

學的高度認同。 

              (d) 創新區域(社區)文化產業： 

               利用區域(社區)自身所具備的豐富人文、歷史、

自然景觀等特色，發展創新文化產業，藉由活動

開發、策略研討、多元行銷等議題，激勵社區活

力，構築共同願景。 

             (C)議題社群參與社造： 

 鼓勵關心各式公民議題之團體與社區合作，進行跨

域資源連結，帶動公民覺醒，邁向穩定且永續發展

的社會。 

             (D)其他： 

未列於上述類別，自行發想、規劃，足以引發居民 

共同關切、參與並共築願景之事項或跨類別之計畫

提案。 

    

        (三) 歷史建築維護方案。 

 

                  (四) 租金金額及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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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理申請時間：依本局公告為準。 

三、送件規定： 

    (一)申請資料請至本局官網網站連結下載。 

    (二)請於受理申請時間截止前，將申請資料以書面掛號寄送或親持(下午

5:00前)至花蓮縣文化局，恕不接受電子郵件申請。 

           (三)申請資料如下： 

  1.申請表、歷史建築豐田村移民指導所事務室活化利用計畫暨回饋計

畫書、切結書依序裝訂成1份，需提送10份(含電子檔光碟1份)，

並請自行備份，概不退還。 

 2.上述申請資料1式10份中，需有1份正本於各簽名處(親筆簽名)，餘

9份可為影本或各簽名處(電腦繕打)。 

                3.前述申請資料需依本局提供表單格式填寫。申請資料如有數量或內

容缺漏或不完整者，一律視為資格不符，不再通知補件。另所送申

請資料，如經查明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等情事，已錄取者，

將取銷錄取資格。 

              4.洽詢方式：致電花蓮縣文化局洽詢。 

四、評審及結果通知： 

          (一)評審項目：專業執行能力與實務經驗(10％)、回饋計畫設計及可行 

性(50％)、歷史建築維護(30％)、租金金額及財務規畫之合理性

(10％) 

         (二)計畫每單位（每人）以一案為限。 

        (三)有關評審結果將以書面回函通知獲選者。 

 

伍、其他注意事項 

一、 使用期間用於場館相關修繕及管理維護之成果，若屬建築物及其構

件之完整部分，不可帶走；請於契約期滿後15日內，將建物現況與

本局點交，並將個人使用物品及財物搬離。未搬離者一概視為廢棄

物，本局得代為清除，所生費用由入住者負擔。 

二、 本局僅提供館舍空間，承攬在利用期間衍生民、刑事等問題則依相

關法規辦理。 

三、 本局將派員不定期拜訪關心使用者狀況，並進行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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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終止契約： 

(一)使用期間未經本局同意，違反因應計畫使用及管理維護計畫 

使用。 

(二)使用與提案計畫顯不相符，且未於限期內改善者。 

     五、本局保有解釋、修改本計畫之權利。 

  六、其他未盡事項，依雙方簽訂之契約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