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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美麗灣的環評爭議，BOT與法律釋疑 
By 蔡中岳 

如果要用一個簡單的故事，讓大家了解美麗灣案的環評，大概就是這樣吧... 

 

一個叫美麗灣的壞學生，在老師台東縣政府的課堂中，考試故意不去考，老師本來想

護航，但被校方抓到，所以補考；接著考不及格，可以補考；在老師的再次護航下，勉

強作弊出六十分過關。但因一再作弊被抓到，公正的校方判決美麗灣退學，但老師居然

讓沒學籍的退學生繼續補考，而今年的六月補考還是不及格，目前還在等候下一次的補

考中… 

環評爭議過程 

1.合併又分割，切出 0.997 公頃 

  美麗灣與台東縣政府在開始簽約時，是以海水浴場為履約標的。但偷天換日下，最

後變成了渡假村；而一開始取得的兩個地號，也在台東縣政府的同意下，合併後重新分

割成 0.997 公頃與另一塊約 5 公頃的土地。然而現有法規規定，一公頃以下之渡假村免

環評，在台東縣府的護航下，美麗灣就開始蓋了。而在公民團體的發現與提出訴訟之下，

這 0.997 公頃在 96 年 7 月行政院環保署的認定下，正式發公文糾正，需要環評；並命

其停工(但其實飯店也蓋很久了。)同時環保署也因此修正法規，未來這類分割的土地，

要視整體開發計畫面積來認定是否該進行環評，不得分割認定之。 

2.提出環評後的審查，問題連連 

  美麗灣在 95 年因計畫擴大面積，首度提出的環評，送台東縣政府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此審查經過兩年，共四次都無法經過環評委員的認可，但隨後台東縣府在舊環評委

員任期期滿後，大幅度更換委員人選，在新任委員第一次審查，也是此案第五次環評有

條件通過。但因其程序、實質審查內容都顯著有問題，公民團體也隨即提出訴訟，促請

法院裁決此環評之效力。 

3.兩個行政訴訟，到底說些甚麼？ 

  公民團體一共提出了兩個行政訴訟。第一個是在 96 年 8 月提出，說的是：美麗灣

開發 0.997 公頃，該做卻沒有做環評「台東縣政府應命美麗灣停止一切開發行為」。這個

訴訟今年 2 月，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結果為公民團體勝訴；而美麗灣業者還在上訴中。但

不諱言，此訴訟纏訟多年是因為中間後來美麗灣補做的環評在台東縣府護航下過關，所

以中間一度是有環評的；也讓判決有輸有贏。 
  第二個訴訟，是在 97 年環評在台東縣府護航通過後(即上述的第五次環評)，公民團

體隨及提出，這個護航的環評是無效的。而此訴訟在今年 1 月底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定讞

(即不可再上訴)「環評無效」。而環評無效的理由有兩個：一為開發案存有重大疑義時，

環評法第六條所載明之事項，開發單位不可用附帶決議通過，應該提送環評制度重新開

會討論、審查、決議。其次為鄰近已取得開發許可的開發案應納入評估報告，不可迴避。



          

 

美麗灣敗訴定讞，拆除美麗灣違建                                新聞連絡人：蔡中岳 0912-521216 
 

而台東縣府也以此判決，於今年 2 月 4 日發停工函要求美麗灣停工。(但實際上仍動作

頻頻，也不見台東縣府勘查。) 

4.那為什麼今年六月又有「第六次環評」出現？ 

  目前定讞的是「環評無效」，高等行政判決出來尚未定讞的是「台東縣政府應命美麗

灣停止一切開發行為」的訴訟。此兩者皆可推論其建照無效，但台東縣政府依過去環保

署在中科三的惡例，僅認定「環評結論無效」，很糟糕。也因此現在美麗灣與台東縣府

在合力「補做一個結論」。依法律觀點，重新做環評可以，但必須要「重新」啟動環評

程序（等於從頭再做一套），而非續做現在的第六次、第七次環評。但台東縣府認定只

要補齊這個結論，所以才會召開第六次的環評。 

5.以後環評繼續來怎麼辦？ 

  未來開發單位可能把上次結論有意見的部份補齊，要是再送進台東縣府，還是可能

會召開第七次環評，大家要持續監督，準備應戰。除此之外，唯有民眾力量持續的集結，

迫使中央政府改變其政策、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拆除違建、業者不再迫害海岸。 

BOT 是什麼？ 

  如果把這三個單字輸入維基百科，大概可以得到以下答案：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

式是一種公共建設的運用模式，即 Build（興建）、Operate（營運）以及 Transfer（轉移）

三個單字的縮寫。換句話說，就是政府有土地、有理想但沒錢蓋建設，所以用低廉的價

格將土地給民間企業興建、營運；在簽約內容的年限到後，要把該建設還給政府。美麗

灣就是一個 BOT，簽約 50 年。 
  字面上的解釋很好懂，但有爭議的是「觀光建設」為什麼需要 BOT？在一些大型的

交通、會展中心可以理解政府的沒資金與想發展，但觀光這種單純且充滿商機的建設，

理論上應該是企業自己要投資，而非透過政府的獎勵來做觀光設施，這一切都是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惹的禍呀！ 
  然而，花東原住民對 BOT 卻有一番新解釋，值得大家參考。所謂 BOT 就是：威逼(B)

原住民族不能去共用的傳統領域，再黑(O)箱作業之方式改變權利範圍，最後踢(T)除在

地原住民之所有權。 

為什麼要反美麗灣？ 

    美麗灣問題重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然而，最令人擔心的是，如果連美麗灣這個

已經違法定讞的建築體都可以闖關成功，整個東海岸後面虎視眈眈的數十個開發案將蜂

擁而至，台灣東海岸巴里島化、牙買加化將不遠矣。而在國外發展海岸觀光飯店的例子

中，已經顯著見到相當多問題，值得大家細細思考，為什麼不該在東海岸的第一線，興

建飯店？ 

1. 勞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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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機會單一，以美麗灣案為例，提供的就業機會管理階級的皆要有一定語言

能力與學經歷，而真正可讓原來居住在海岸地區人民的工作機會，僅存藍領勞工。

泰半的規模觀光業，均有薪資過低、工作環境差、超時工作、安全無保障、政府漠

視工安事件而要求限期完工...等問題。如果觀光就可以完全解決勞工問題，台東現有

的知本溫泉區怎麼還是存在著各式勞工問題呢？ 

2. 文化問題－ 

    東海岸都是阿美族的傳統領域，然而在原住民基本法沒有罰則、施行細則的情

況下，連政府都僅會加註：尊重原基法精神，卻絲毫不見對傳統領域概念的尊重，

導致當地居民會被遷移離開海岸的區域，歷史建築都會消失。這也是美麗灣案中，

刺桐部落最大的犧牲，有住家被畫入開發區，整個聚落在美麗灣的環評說明書中被

寫成不具傳統特色、而鄰近的富山遺址完全被忽略。 

3. 空間問題－ 

所有的空間，都有不可恢復性。如今美麗灣已經違法蓋起，縱使法律訴訟勝利，

判決定讞，但過去的沙灘也不再回來，損失已經造成，還要繼續無止盡的消耗嗎？ 

4. 社會經濟問題－ 

所有的大型渡假村都是外來投資，在地人賺不到錢，近年更有陸資湧入花東投

資觀光業的情況，反而讓貧富差距擴大，沒有讓貧窮階級受益。且觀光地區均物價

高漲，當地生活更不易。而目前旅行業、導遊私相授受的操作模式，也加劇一般人

欲透過觀光賺錢的難度。而公有土地使用問題，使居民被迫搬遷、沒有社區發展，

只有商業發展都造成嚴峻考驗。這在墾丁、褔隆都顯著可見。 

5. 環境問題－ 

我們到外面玩，總是希望過的比較舒適，根據統計：遊客相較當地人是耗水量

10 倍、垃圾量 3 倍，尤其是汙水的處理，在如此大量的耗水下，如何避免廢水流入

海中是所有海邊第一線觀光業的問題。而杉原本來擁有絕佳的珊瑚礁生態教室，現

在也將面臨挑戰。而防風林被砍掉，表土被移除、引進外來植物、海岸垃圾、沙灘

不見，都是現在已經在杉原海灘看到的環境困境。  

6. 政府私有化、國際化、無能化－ 

把土地賣了，出售整片沙灘、整條海岸、整座島嶼給財團開發，是現在台灣政

府對於觀光發展的想像。而在全球脈胳下，他們的做法都是排除當地居民，吸引外

資來剝奪在地人權力。最可怕的是，公共財被剝奪，人民喪失受保護的權利，看海

看山要付費？這是墾丁、福隆已經發生的問題，未來的東海岸呢？   

7. 未來發展問題－ 

過去颱風就已經打上美麗灣的建築體，而在未來海平面上升、毀滅性的颱風有

可能陸續到來，死珊瑚、機票漲價、能源危機，觀光業到底還有什麼機會？又或者

怎麼樣的觀光才能真正吸引人，是更需要被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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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麗灣團體訴求是什麼？ 

1. 先處理違建，再環評，程序正義應落實！  

    現有建築物環評被撤銷、縣府應依法處理，撤銷建照，甚至拆除，恢復自然海岸。 

2. 依法行政勿違法，環評審查至中央！  

    若要重啟環評，建築規模已經到達觀光飯店的美麗灣渡假村，應送中央環保署做審

理，身為共同開發單位的台東縣政府應利益迴避，由中央環保署接手。（依據發展觀光

條例及其相關子法所定義的一般旅館或觀光旅館等級，美麗灣已經屬於觀光飯店，而觀

光飯點的環評就應該交由中央審，而非地方政府。） 

3. 中央政府太失責、環保署要硬起來、莫再護航交相利！ 

    中央環保署及交通部觀光局應主動負起權責，莫再讓違法開發案消耗社會成本、造

成社會對立、繼續破壞環境。（為避免縱容開發單位刻意玩法、規避公正審查，做為環

評的中央主管機關當然責無旁貸必須加以實質認定，） 

4. 原民權益應正視，社會正義要落實！ 

    原住民豐富文化及生態智慧是台灣寶藏，原住民的權益應遵循原基法保障，避免大

型掠奪式開發案，侵蝕台灣永續發展的根基。 

身為一般人，可以怎麼做？ 

1. 不住佔據東海岸第一排的爭議飯店 

我們都喜愛台東，喜歡那一片美麗的沙灘。我們也都是旅人，到台東遊覽時，

可以拒絕住這些破壞海洋、佔據我們大家的海、撕毀原民部落的飯店、渡假村。如

果你想更積極，可以上網搜尋「絕對不住，反美麗灣」的圖片，與他合照後上傳至

你的網路平台，與朋友分享。 

2. 把接收到的訊息傳遞 

    美麗灣爭議不斷，網路上有相當多的訊息、影片，媒體也有相當多報導。可以

篩選你喜歡的訊息、認為重要的資訊，上傳到自己的網路平台。動手指就可以參與

議題！ 

3. 拒絕到美麗信相關企業消費 

如果你是個積極的人，那可以參與拒絕美麗信相關企業的活動。或許有人認為

這是一種以偏概全。但我們相信沒有一家業者會喜愛破壞沙灘，但他們需要的只是

商業收入。在此開發案中，美麗信集團旗下的美麗灣違法、強硬開發，不曾收手。

唯有讓企業知道人民的力量，美麗灣停下腳步，才可以積極的阻止其行動。而其他

虎視眈眈要開發的業者，也會因此力量而重新評估，是否要繼續開發東海岸。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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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看更多美麗灣的相關企業，請上網：

https://e-info.neticrm.tw/civicrm/event/info?id=7 

4. 參加相關活動，想一個創意經濟或參與音樂會 

    公民團體的活力一直源源不絕，雖然是場小蝦米對抗大財團與地方政府的戰爭，

但仍然有許多有趣的活動。今年的 7/21-7/29，有守護海灘、反美麗灣的相關事件展

就在杉原沙灘。而在 7/28 日，將有【沙灘‧海洋‧Fudafudak─永遠的天堂  年度音

樂晚會】精采訊息請上網搜尋。 
    此外，公民團體也致力於推動在地經濟，對於拆飯店之後的發展做出呼籲與想

像，並邀請大家一起全民拼創意，想要兼顧環保與經濟，可以怎麼做？歡迎投稿或

上網搜尋「全民拼創意，台東找出路」唷！ 

5. 支持一個關心環境的團體 

    絕大多數關心美麗灣的公民團體，都是在台灣辛苦生存的非營利組織（NGO）。
而每個團體也絕對不只負責美麗灣這個不公義的案子，而關心全台灣各個不公義的、

鮮為人知的環境議題。歡迎大家認識、了解這些團體，行有餘力，選擇一個喜歡的

團體，成為他們的定期捐款人，持續長期的幫助我們的環境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