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0年代起，臺灣為開發國土資源，加速經濟成長，進入大建

設時期。當時國際先後發生兩次石油危機，衝擊全球與我國經

濟發展，促使政府大力推動各項基礎建設，從鐵路、橋梁到隧

道，運用新技術、新工法建造，強化區域間的發展連結。直到

1980年代，有別於過去以經濟開發為主的思維，政府在新建工

程的理念上，朝向開發與環保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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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序

國家檔案記錄政府施政軌跡，承載著斯土斯民獨有的價值觀、傳統及歷史，藉由積極妥善

的徵集典藏，讓國家發展歷歷可考，珍貴篇章得以傳承，而透過多元加值的開放應用與研

究推廣，讓檔案走進民眾生活，藉以瞭解政府的運作以增進信賴，也提供你我邁向未來的

創新泉源，彰顯以民為主的開放政府，因此，國家檔案可說是國家發展重要的智慧資產，

也是典藏全民珍貴記憶的寶庫。

本會檔案管理局今年推出「奇蹟之島—1970-1980 從開發到保育臺灣建設檔案故事」，從

國家檔案中精選展件，聚焦呈現我國 1970-1980年代重要建設，並同步出版專書，透過爬

梳相關政策脈絡，讓我們鑑往知來，也感謝前人的付出。1970年代，全球面臨兩次石油危

機，政府為克服這國際性的經濟風暴，擘劃了各項基礎建設，開啟大建設時期。隨後 1980

年代，臺灣成功躋身為亞洲四小龍，打造出傲人的經濟奇蹟，立基於此並與時俱進，臺灣

不僅不自滿於工程開發成就，更符應世界潮流，邁向開發與環保並重，追求科技發展與人

文藝術並行，奠基我國永續發展。

近年來，本會以「穩定中追求成長、變局中把握先機」理念，訂定未來四年總體經濟目標

及國家發展策略，並有效管控各項公共建設計畫能如期如質執行。而為振興經濟、帶動整

體經濟動能，因應國內外新產業、新技術及新生活趨勢，也積極推動促進轉型之國家前瞻

基礎建設，包括：「軌道建設」、「水環境建設」、「綠能建設」、「數位建設」、「城

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食品安全建設」及「人才培育促進就業之

建設」等 8大類別，積極盤點地方建設需求，優先納入並推動有助於區域平衡及消彌城鄉差

距的重要基礎設施；更持續針對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 (5G)、數位發展、人工智慧 (AI)、資通

訊安全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所需基礎建設加以推展，為擴大數位轉型、環境永續及打造韌性

國家持續努力。2016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世界競爭力評比，將臺灣基礎建

設評為第 19名，2023年臺灣已進步到 12名。藉由此次「奇蹟之島—1970-1980 從開發

到保育臺灣建設檔案故事」以及檔案故事的出版，除了讓大眾再次回顧過往全國上下一心的

努力與成果外，也期盼未來有更多更溫暖而堅韌的臺灣奇蹟，繼續傳頌並遠播國際。

展望 2025年，我國首座國家檔案館即將於新北市林口區落成啟用，未來將具備 100公里

的國家檔案典藏容量，相當於 200座 101大樓高度，可滿足大約 20年的國家檔案入藏空

間需求，除可妥善保存國家重要紀錄及資產外，更期許未來檔案館能融合創意、串接在地

資源，成為國內外探索臺灣底蘊的最佳人文知性景點，打造接軌國際，傳達我國推動政府

施政公開與透明的領航新座標。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 謹誌

202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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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局長序

為增進人民的福祉，促進經濟成長及擴大就業機會，政府致力於興辦與落實各項建設，而每

一項建設，係就切合民眾需求為前提，並帶動地區繁榮發展，締造各項建設最大效益，以提

升國家整體競爭力。藉由回顧每個時代的重要建設，除了讓我們深刻銘記當時政策推展、社

會環境與人民期待外，也能體會工程背後每位無名英雄的辛勞付出，為我們積攢打造今日的

進步與繁榮。

本局每年以國家檔案策辦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主題特展，今年擇選重要建設為主題，舉辦

「奇蹟之島—1970-1980 從開發到保育臺灣建設檔案故事」，經由檔案還原當下時空背景，

併同呈現五項重要建設的人物與史事。感謝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

養護工程處、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臺北市立動物園共同合作，提供珍貴檔案、照片及文物，協助勾勒我國重要建設發展的脈絡

與樣貌，此外，承蒙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經

費資源挹注，嘉惠良多，合力編輯出版本書，以饗讀者。

本書分成「開發東部—打造北迴鐵路黃金路線」、「潮汐工法—關渡大橋的傲人絕技」、「過

港隧道—高雄港擴建計畫關鍵」、「思考保育—新中橫公路的難題」及「萬獸齊 FUN—臺

北市立動物園為什麼搬家」等五大單元，透過逾 200件精選檔案及說明，從開發東部資源並

解決交通問題，打造由國人自行興建的北迴線鐵路開始，再延伸至世界三大鋼橋之一的關渡

大橋，以及讓高雄港於 1999年登上全球第三大港的過港隧道工程，接續以新中橫公路首次

引進環境評估的轉折，以及臺北市立動物園遷至木柵的歷程，展現臺灣推動重要建設政策，

從資源開發到環境保育的思維演變。本書除運用拉頁、圖像重新上色、手工插圖外，亦搭配

小知識，用檔案影像敘說前述建設的籌建緣由、過程及影響，與大家共同分享這幾項重要建

設的歷史成就。

時光荏苒，物換星移，屬於臺灣這奇蹟之島的故事，始終留存在檔案的字裡行間，熠熠生輝，

歷歷可考。本局成立以來，致力徵集跨世紀且類型多元的國家檔案，典藏長度逾 28公里，

同時積極推廣檔案應用，已辦理 25項主題檔案特展，吸引近 68萬參觀人次，並延伸推出

各式加值成果。衷心期盼本書出版，能與您一同撫今追昔，共享臺灣寶島上的榮耀，也讓我

們繼續努力，共同留存更多珍貴的國家記憶與知識資產。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局長 謹誌

202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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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序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邀請本會合作辦理「奇蹟之島—1970-1980 從開發到保育臺灣

建設檔案故事」，透過國家檔案中文字、照片、影像等資料，有條理的呈現「從強調開發

到重視保育」的各項重大工程，本次展示 1970-1980年代之「北迴鐵路」、「關渡大橋」、

「過港隧道」、「新中橫公路」、「臺北市立動物園」等臺灣重要建設，榮工弟兄胼手胝

足完成的重要工程不勝枚舉。他們辛勤付出，我們才有今日富強的局面，希望未來有更多

機會讓大家瞭解退除役官兵篳路藍縷，參與國家重大建設的輝煌成就。

本會榮工處成立於 1956年，設立的主要任務是為了闢建全長 287公里、跨越中央山脈崇

山峻嶺的東西橫貫公路。當時施工設備、經驗缺乏，以最原始的工作方式，用鋤頭、十字鎬、

圓鍬、籮筐及扁擔等手工具作業，展現了榮民弟兄雙手萬能、不畏艱險、人定勝天的毅力。

榮工處配合政府政策 1998年正式改制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自創設以來即投入國

家重大建設工程，從早期之十大建設、十二項建設及六年國建計畫等，並參與外交工程，

足跡遍及全世界，協助國家拓展實質外交，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業績最為完整之工程

團隊。在發展過程中，訓練了無數工程技術人員，引進新工法、新機具，和研發新工程技術，

為國內工程界培育大量人才，促進產業技術和地位提升。

退除役官兵半生戎馬、功在國家，解甲歸田之後，又參加生產建設行列，繼續為國家建設

盡心盡力，所表現的「吃別人所不肯吃、不願吃的苦，做別人所不肯做、不敢做的事」，

其艱苦卓絕的精神，均應展現給社會大眾認識與瞭解。除讓曾經投身國家工程建設的榮民

弟兄們，回憶那艱辛卻充滿律動的生命力，更讓社會大眾能再深一層的去認識榮民弟兄，

他們默默地為國家奉獻了青春歲月，甚至犧牲了寶貴生命，始終無怨無悔，榮民弟兄們用

血淚生命所交織的成果，在臺灣工程建設史上，終將留下輝煌的一頁，並深深烙印在這塊

土地上每個人民心中。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  馮世寬　  謹誌

202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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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港務分公司總經理 序

高雄港因有狹長的旗津沙洲在外側作為天然屏障，而形成天然良港，1967年為因應貨櫃輪

大型化之趨勢，開闢第二港口，截斷旗津半島與本島之連結。為使第四貨櫃中心貨物順利

運往本島及便利旗津島民之交通，高雄港務局著手興建過港隧道。

高雄港過港隧道工程在當時在臺灣可謂是史無前例，工程除涉及土木範疇外，尚須資訊、

建築及造船等多方面技術，因此在事前做了許多調查工作，派遣工程人員赴國外考察研習，

並從國外引進新技術並培植國內技術人員，動員大量人員與資金。

過港隧道於 1981年 5月 13日開工，在多方齊心協力的合作下於 1984年 5月竣工通車，

建成迄今 40年，在這 40年間連結了無數的貨物與人員，對貨主來說是貨物運送的道路；

對旗津居民來說是安全回家的路；對於觀光客是往旗津休閒的通道。無疑已成為高雄港記

憶拼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說想到過港隧道就想到高雄港，想到高雄港就能想到過

港隧道。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特別感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策劃本次「奇

蹟之島—1970-1980 從開發到保育臺灣建設檔案故事」並出版本專書，過港隧道能被選為

展覽中臺灣重大建設工程之一，顯示出過港隧道影響之深遠，本分公司身為過港隧道之管

理單位，亦與有榮焉。歡迎大家藉由參觀展覽及閱覽本書能夠回到過去，認識過港隧道這

項嘔心瀝血而成的工程，相信大家會有不一樣的感動！

謹誌

2023年 9月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港務分公司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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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發到保育

述說建設檔案故事
1970年代起，臺灣為開發國土資源，加速經濟成長，進入大建設時期。當時國際先後發生

兩次石油危機，衝擊全球與我國經濟發展，促使政府大力推動各項基礎建設，從鐵路、橋梁

到隧道，運用新技術、新工法建造，強化區域間的發展連結。直到 1980年代，有別於過去

以經濟開發為主的思維，政府在新建工程的理念上，朝向開發與環保並重。

隨著大建設啟動、開發東部資源並解決交通問題，北迴鐵路工程建設就此展開，成為政府遷

臺後由國人自行興建的第一條鐵路。而第一座由國人設計、建造，以鋼構拱橋為主的關渡大

橋，則改善了北部交通，繁榮地方經濟。在全球海運貨櫃化浪潮下，興建高雄港第二港口及

貨櫃碼頭；為擴大貨櫃裝卸量，全臺唯一的過港隧道也應運而生。

面對全球環保思潮的興起，原先為了開發中央山脈、貫通東西部交通的新中橫公路建設，於

1980年工程期間進行臺灣首次環境評估，取得道路工程與生態保育之間的平衡。臺北市立

動物園的興建，更在生態保育、動物福利的理念引領下，從圓山遷往木柵。整地工程依山而

建，模擬動物原生環境，打造亞洲最大的動物樂園。

本書透過臺灣建設的關鍵檔案，從開發到保育，串連起 1970-1980年代我國重大建設符應

時代思潮的轉折歷程，重現這些指標性建設所肩負的任務與影響，亦可見今日永續工程理念

之發韌。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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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東部

打造北迴鐵路

黃金路線

● 北迴線動工  始於資源開發

● 克服隧道工程  全線順利通車

● 載客運貨日增  再造新工程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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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迴線動工 
始於資源開發

戰後在籌建環島鐵路的構想下，臺灣省政府針對北迴線進行數次探勘、

研究與規劃，直到 1960年代後期開始積極籌建北迴鐵路，並委請日本

鐵路技術服務社評估北迴線，提出「在促進東部開發的構想下，宜建北

迴鐵路」的建議。為籌措建設經費，臺鐵大舉出售全臺非鐵路運輸用地，

例如臺灣鐵道飯店及臺中鐵路飯店。

北迴鐵路定線後，除了臺鐵收購沿線土地，宜蘭、花蓮沿線地主在歡迎

鐵路建設之餘，共有 140餘戶地主捐獻土地。1973年，行政院長蔣經

國在視察東部後表示：「基於文化、經濟、軍事之價值，決定興建北迴

鐵路，可自南北兩端先行開工，以爭取時間。」

北迴鐵路旋於同年 12月 25日同步在蘇澳、花蓮兩端動工。

說明

案名

產生年代

檔案來源

檔案管有機關

檔號 A325000000E/0053/0087/1

各地風景

1966

行政院新聞局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蘇花公路於 1932年通車，原稱「臨海道
路」。二戰後改稱蘇花公路，是北迴鐵路

完工前，往來花蓮的主要通道。

1-1

蘇花公路  通往花蓮的壯麗危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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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

案名案名

產生年代產生年代

檔案來源檔案來源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有機關

檔號檔號 A325000000E/0053/0087/1

各地風景

1963

行政院新聞局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A325000000E/0042/0030/1

1953-196農復會專輯

1962

行政院新聞局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花蓮港於 1963 年 9 月 1 日
開放為國際商港時，美國軍

艦蒞臨慶祝。1975年花蓮輪
開始往返基隆、花蓮，載客

雖多但速度緩慢。

花蓮機場於 1962 年 5
月 16日落成，是臺灣各
地最快抵達花蓮的交通

方式，然而票價高、載

客量少。

花蓮港邊搭輪船 往返花蓮的新方法花蓮機場 來去花蓮的新途徑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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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案名

產生年代

檔案來源

檔案管有機關

檔號

臺灣鐵路管理局於 1963年 4月間為籌建北迴
鐵路，組隊實地踏勘。7月，南澳鄉鄉民代表
會請願建造北迴鐵路案，經宜蘭縣議會、臺

灣省議會通過。隔年 4月，臺灣省政府回覆，
須等財力充裕再行研議。

1-4-2 1-4-1

A386000000A/0052/44302/2

鐵路工程

1963

臺灣省諮議會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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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續

來自南澳鄉的請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