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補助作業

規定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之下列

發展策略及作法，補助花蓮縣及臺東縣政府執行相關計畫，特訂定

本作業規定： 

（一）推動養生休閒產業發展：鼓勵與輔導推動養生休閒產業發展，

透過有機鏈結概念進行養生休閒相關產業之跨業及跨域整合，

以建立產業發展模式及鏈結。 

（二）建立人才返鄉及東移媒合平台：針對重點發展產業、社會工作、

產業經營管理等各類人才之需求，建置人才東移與返鄉之資訊

媒合平台，提供返鄉與移居相關輔導及協助措施。 

（三）加強清查及活化利用社區閒置空間：進行閒置空間清查，必要

時針對其空間特性加以規劃及修復，以促進地方發展養生休閒

產業、創意交流、人才返鄉或外來移民進駐，提昇閒置空間之

活化利用。 

二、申請補助及提案單位： 

（一）申請補助單位為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 

（二）提案單位為縣政府、鄉（鎮、市）公所及經政府立案之非政府

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簡稱 NGO)、非營利組

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簡稱 NPO)。 

三、受理單位：以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為受理補助統一窗口。 

四、為落實第一點所定發展策略及作法，並著重各部會資源整合，達到

在地鏈結之目的，得依下列項目申請補助： 

（一）地區資源盤點調查及策略研擬：針對地方活化、產業發展及人

才媒合等面向，進行地區再發展潛力基礎盤點調查，如人力及

組織資源、生活機能及產業發展網絡、閒置建物及土地狀況、

輔導及計畫資源等範疇，作為人才返鄉及東移（在地聯絡網）

推動基礎，並針對盤點分析結果提出在地適用之人才返鄉與東

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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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返鄉及東移媒合（在地聯絡網）相關平台建置及推動：為

推展在地養生休閒產業合作鏈結與吸引人才返鄉及東移，建置

整合在地資訊交流、發布及媒合平台，並負責經營維護管理。

該平台強調建構返鄉或移居人才在地接引之聯絡網體系，落實

吸引媒合功能之推動，非單指實體空間或網路平台，各提案單

位應視其條件及需求妥善評估。 

（三）實體平台空間建置及經營管理：優先透過既有閒置公有土地及

建物之整建、維護、活化利用，提供地方養生休閒產業發展及

吸引人才返鄉及東移之場域。公有土地及建物之活化利用應從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並取得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其活化利用應符合該場域之容許使用類別；私有建物及土地之

活化利用應具公益性及促進社區活化等目的，並取得至少五年

以上之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另補助款不得用於土地與建物取得

（含租賃）之費用。 

（四）養生休閒產業鏈結發展及人才吸引活動辦理：配合地區發展需

求，辦理吸引人才返鄉及東移、產業發展鏈結為目的之相關活

動。 

五、申請時間：以每年六月至八月申請下一年度補助計畫（補助計畫申

請程序及辦理流程詳附件一），實際時間以本部公文登載日期為準。

如有第二輪提案，由本部另函通知。 

六、補助預算額度：各年度補助預算額度將視預算編列情形另函通知，

實際額度以立法院審查通過額度為準。 

七、提案類型、申請額度及相關規定： 

（一）提案類型： 

1.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類型提案：提案內容之執行項目應

先進行盤點，並經由提案地區居民或社群參與討論、共同規

劃（地區資源盤點調查項目說明詳附件二），著重跨社區或

村里之資源鏈結，每一組織不得重複提案，並應行文副知提

案地區所轄鄉（鎮、市）公所。 

2.鄉（鎮、市）公所類型提案：提案內容之執行項目應先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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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第二年以上提案者宜延續過去提案執行成果，結合社

群、社區或村里之充分參與，著重跨地區、跨部門資源之整

合鏈結。 

3.縣政府類型提案：提案內容之執行項目應延續過去鄉（鎮、

市）公所提案執行成果，促進跨鄉（鎮、市）合作為目標，

並協助不同部會資源之整合，如有必要，縣政府可代為鄉（鎮、

市）提案執行。 

（二）申請額度： 

1.申請計畫應於當年度執行完成，其申請補助額度原則如下： 

(1)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類型提案：每案補助不超過新

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2)縣政府、鄉（鎮、市）公所類型提案：每案補助不超過

新臺幣三百萬元。 

2.本部得視申請補助案實際情形及核定補助件數多寡，增減補

助額度。 

（三）相關規定： 

1.計畫執行時間：依核定計畫期程辦理。 

2.指標建立：應提出具體績效指標。 

3.採購事項：受補助單位及提案單位運用補助經費，如涉及採

購事項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依第四點申請補助項目，參考附件三所列提案原則及各階段執

行重點，且提出三年至五年整合性中長期執行目標者或以跨域、

跨部會資源整合等性質計畫者為優先。 

八、申請提案應備文件及撰寫規定： 

（一）提案單位應繳交下列文件： 

1.申請補助計畫摘要表（詳附件四）。 

2.申請補助計畫自主查核表（詳附件五）。 

3.申請補助計畫書，採 A4直式橫書（由左至右）、雙面印刷，

左邊裝訂（內容格式詳附件六）。 

4.電子檔案（應為 WORD或 PDF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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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縣政府彙整備齊下列文件函送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申請補助總表（詳附件七）。 

2.申請補助計畫書各二十份。 

3.電子檔案光碟（可分片燒錄），內含所有申請補助計畫書電

子檔案（應為 WORD或 PDF格式）。 

九、審查程序： 

（一）縣政府辦理書面審查： 

1.確認各提案單位計畫實施範圍、工作項目、經費需求與相關

證明文件無誤。 

2.有相同或相似計畫已獲得其他機關補助者，不得重複提出申

請。 

3.縣政府完成書面審查後，併同申請表、申請補助計畫書及相

關文件，統一彙整後依限送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二）本部辦理實質審查：由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依據審查原則

（詳附件八）就個別計畫提出初核意見，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

學者召開審查會議，評定補助順序及建議補助額度後，簽報本

部核定；補助項目及額度以本部核定通知函為準。 

十、配合款： 

（一）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計畫型補助

款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 

（二）本項補助款應納入縣政府年度預算並專款專用，由縣政府按地

方財政狀況分級（第一級至第五級）提列足額之配合款，配合

款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

十五及百分之十等五級。未能足額提列配合款者，按比率扣減

補助經費。 

十一、計畫執行、管考及輔導： 

（一）受補助縣政府應於本部核定補助經費後，於次月五日前辦理

管考作業，按月將計畫執行情形及進度管考表（詳附件九）

等函送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備查，並出席計畫檢討相關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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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掌握計畫品質，得組成督導小組，於執行期間進行訪視、

輔導、查核，並於計畫執行完竣後進行效益考核，受補助縣

政府應配合辦理及提供所需資料。 

（三）為因應外在環境及內部課題之變遷，得不定時針對補助計畫

內容進行動態規劃及滾動檢討。 

（四）經考評執行成效不佳或計畫完竣後之效益不彰者，除將評核

結果函請受補助縣政府首長加強督促外，並將列入紀錄供爾

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 

（五）依年度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及評核結果，得建議受補助縣政府

對計畫執行相關人員辦理獎懲。 

（六）受補助單位及提案單位辦理計畫各項審查及重要工作會議，

應通知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派員列席輔導，並於會後函

送會議紀錄。 

十二、補助經費撥付、核銷、刪減與計畫變更、撤銷及結案： 

（一）縣政府應於本部核定計畫日起一個月內提送修正申請補助計

畫書一式五份（含電子檔案，WORD或 PDF格式）報本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分署核定。 

（二）修正申請補助計畫書未核定前，受補助縣政府如欲辦理發生

權責及採購相關招標先期作業，應於招標文件確實載明：「於

招標作業完成前先辦理決標保留，俟計畫經費經補助機關核

定或民意機關審查通過並准予動支後，由機關通知辦理決標

及簽約，契約始生效力」等文字。 

（三）申請補助案核定經費後，受補助縣政府應確實依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十八條或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

處理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協調相關主計單位及民意機

關，辦理納入預算作業或同意先行墊付執行。 

（四）本補助款核撥予受補助縣政府後，應依申請補助計畫書所載

確實補助予提案單位。 

（五）補助經費分三期撥付：  

1.補助經費以實際發生權責數乘以各受補助縣政府之補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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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計算，並以核定補助金額為上限。 

2.第一期補助款：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四十。由受補助縣政

府於核定補助案完成發生權責作業後，依規定檢送最新進度

管考表、請款明細表（詳附件十）、請款收據、納入預算證

明（即納入預算證明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或議會同意墊付

函二者擇一）、發生權責證明等文件，辦理請款。 

3.第二期補助款：補助案發生權責金額按補助比率之百分之五

十計，第一期及第二期合計請領金額應以補助案發生權責金

額按補助比率之百分之九十為限。由受補助縣政府於核定補

助計畫執行進度達百分之七十或完成期中審查，檢送最新進

度管考表、請款明細表、請款收據、納入預算證明、發生權

責證明等文件，辦理請款。 

4.第三期補助款：補助案發生權責金額按補助比率扣除已請領

補助款之餘數。受補助縣政府於核定補助案完成或完工時，

檢送最新進度考核表（或期末報告、或其他足資證明計畫已

執行完成之文件）、請款明細表、請款收據、納入預算證明、

發生權責證明等文件，辦理請款。 

（六）對於計畫執行落後或因土地權屬等其他問題無法執行，經限

期未能改善者，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得視情形刪減、暫

停撥付或不予補助經費。 

（七）計畫以招標方式辦理者，如未依核定申請補助計畫推動相關

工作內容，得刪減或不予撥付補助經費。核定函到後四個月

內未發生權責或未有執行進度之提案單位，得簽報本部不予

補助並撤銷該核定補助案。提案單位經招標三次仍流標者，

得予撤案。 

（八）經核定後計畫內容如需調整，應檢送新修正申請補助計畫書，

函報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核定；若超過原核定補助總金

額者，轉陳本部核定。 

（九）補助案結案：應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送經費執行

明細表、執行成果報告（如為工程案件，各分項計畫並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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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施工前、中、後照片、目標達成程度相關指標值、

施工過程中相關資料附件及後續管理維護具體措施計畫）、

結算驗收證明文件、具體績效指標達成情形相關文件，函送

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備查，並按中央補助比率繳回餘款。

逾期提報結案或未依限繳回餘款者，列入未來審核補助案之

重要參考。 

十三、其他相關規定：受補助縣政府應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責統籌

協調與列管工作，俾利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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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補助計畫申請程序及辦理流程 

 

  

計
畫
執
行
階
段 

通知縣政府受理補助作業申請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辦理提案文件書面審查 
（縣政府） 

受理計畫收件 
（統一窗口：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召開審查會議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核定補助金額 
（內政部） 

修正計畫書核定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計畫執行 
（縣政府及提案單位） 

執行各項工作

輔導及查核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 

函送執行成果報告及繳回賸餘

款並辦理核銷及結案 
（縣政府及提案單位） 

送請各相關 
部會協審 

申
請
計
畫
階
段 

審
查
核
定
階
段 

結
案
核
銷
階
段 

前 1 年 
6 月 

前 1 年 
8 月 

前 1 年 
11 月 

當年 
12 月 

預
算
年
度
工
作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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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地區資源盤點調查項目說明 

提案單位針對各細項內容可視提案項目內容酌予調整。 

調查項目 細項內容 

基本資料 
區位（標示於 Google Map1）、地形氣候、面積、人口、在地人口就

業情形。 

地區沿革 地區發展歷史、聚落發展特徵。 

土地使用 
閒置建物或土地基本調查及其再利用潛力分析（標示於 Google 

Map）。 

生活機能 
盤點地區基本生活設施與重要據點，例如：重要組織、文化教育、醫

療機構…等（標示於 Google Map）。 

產業發展 潛力產業（如養生休閒產業 2 或其他產業）發展現況、潛力與課題。 

人力資源 

在地新移民發展情形（移居模式、成功經驗、困境需求等）、二代返

鄉發展情形（返鄉模式、成功經驗、困境需求等）、人力資源（尤其

是青年人才）、村里組織及社群資源。 
 
備註 1：補助計畫結案前應將相關點位及範圍需標註於 Google Map，並轉成 KML 檔提交，以利未來雲端資料

庫整合。 

備註 2：養生休閒產業九養類別如下 

(1) 自然環境養生（生態旅遊，如自然景觀山岳及海岸、綠意盎然原始森林及自然秘境景觀；休閒遊憩，如

步道健行、單車慢遊） 

(2) 膳飲調理養生（生機飲食，如有機餐、有機食材；四季鄰食，如時令蔬果、海鮮山珍；養生農特產品，

如養生食品、養生藥材等） 

(3) 有機無毒養生（農村生活體驗，有機農/茶園、無毒農/茶園、有機契作果園、農酪場、花田等休閒體驗

活動；特色民宿業，休憩度假、提供有機休閒體驗等） 

(4) 溫泉理療養生（天然溫泉；溫泉業者，如擁有天然溫泉資源之飯店旅館業、渡假村、特色民宿業者所提

供溫泉理療服務者等） 

(5) 身心療癒養生（減壓、舒壓治療、促進身心平衡，如園藝治療、能量療癒、身心靈療、減壓舒壓等；特

色民宿業，提供身心靈療癒體驗服務者等） 

(6) 藝文休閒養生（藝術創作，生活藝術；手工藝品、文創工作坊、文史工作室、原住民生活藝術工坊；茶

產業；特色民宿業，提供藝術相關體驗服務者；工藝治療） 

(7) 藥草保健養生（餐飲業，如養生藥草餐飲、藥膳餐、藥草浴、藥用保健植物；生物科技業，如保健食品、

藥膳食品；特色民宿業，提供藥草相關體驗服務者等） 

(8) 另類民俗養生（中醫與民俗療法，按摩、推拿、刮痧、拔罐、整脊、針灸、足療等；瑜珈） 

(9) 樂活休閒養生（運動俱樂部、健康俱樂部；自行車；旅行業，養生樂活行程等） 

(10) 生活價值再造（在地人文特色、新住民生活態度及原住民族生活智慧等等，優質生活理念生活，作自己

喜歡的事最快樂等族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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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提案原則及各階段執行重點 

一、計畫精神及定位 

考量資源整合及縫補，以鄉鎮市公所為推動核心角色。 

1、以鄉（鎮、市）公所承擔地方人口回流核心角色，強調其公共性及代表性，並作為強

化產業、社會關係網絡之支點。 

2、朝向共同以「人才返鄉及東移媒合（在地聯絡網）」為操作內容，期建立地方「能接

納人才回流、居留的支持體系」與資訊媒合平台，並以地方既有產業及社會關係網絡

為基礎，擴展成為能作為接引外地人口、青年人口或二代返鄉之承擔機制。 

二、計畫執行提案原則掌握 

（一）人才返鄉及東移媒合（在地聯絡網）之醞釀 

1、資源盤點及課題鎖定 

確認地方課題之面向（以資源盤點調查、訪談、個別產業之課題診斷等方式），了解

目前人才返鄉或移居之模式，以釐清整體地方發展之可能性。確認地方產業及社會之

關係鏈結（如：哪些是有機會發展成為接納人才回流的在地聯絡網），並藉由盤點了

解地方既有資源如何成為產業發展及人才移居之基石，決定推動面向及主軸。 

2、促進地方關係鏈結 

透過特定主題交流與實作之工作坊、小型活動或空間佈置展覽等方式，發掘地方既有

之產業及社會鏈結，並評估其鏈結形成在地聯絡網主體之可能性，在擾動的同時，也

持續醞釀在地產業及社會關係鏈結或形塑新鏈結，形成更為穩固之地方網絡關係。 

（二）建置在地聯絡網運作機制 

建置具體平台作為人才返鄉及東移媒合運作媒介，同時規劃實體互動平台作為交流場

域。 

1、作為公共資源對口，為地方產業帶來較有實質效益之資訊管道，甚至是促成公私合作、

異業合作可能性之平台。 

2、作為主導或支持人才返鄉或東移媒合平台（在地聯絡網平台）成為承接人才回流或移

居之中介窗口，提供居住或產業相關中介機能。 

（三）透過閒置空間活化及交流活動辦理強化媒合平台 

1、透過閒置空間活化示範結合平台建立，提供交流、移住體驗基礎。 

閒置空間活化應從公有空間優先進行盤點及活化，逐步擴及至私有空間，並配合地方

產業及人才媒合之推動，而推動上應優先以鄉（鎮、市）公所作為整合及媒合平台角

色。（本計畫可利用「地區資源盤點調查及策略研擬」、「人才返鄉及東移媒合（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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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網）相關平台建置及推動」等補助項目進行私有空間之盤點檢討及活化策略擬定，

但相關空間活化之實質營造，應透過其他資源經費爭取落實推動） 

2、從養生休閒產業（或其他潛力產業）之推展啟動在地人才交流與合作 

地方產業產業推展及人才媒合兩者環環相扣，在徵求人才的同時，穩定地方相關產業

及生活環境發展，並確立地方發展的主題定位，才有人才媒合的機會。目前各鄉鎮已

有新移民、二代返鄉或在地留鄉者，未來應從推動在地人才交流及合作開始，結合地

方養生休閒產業（或其他潛力產業）之推展，以了解未來發展之在地需求，進而建構

地方與人才交流對應之平台。 

三、各階段提案重點及目標 1 

（一）啟動及醞釀期 

1、著重於資源及人才盤點（包含既有相關執行基礎之整合），歸整既有返鄉及東移人才

移居模式。 

2、從盤點成果進行議題釐清，找出可發展在地聯絡網主體之社會網絡及產業，提出可能

之操作方向及策略。 

3、進行在地聯絡網之媒合醞釀及串連，以建立平台之雛形基礎。 

（二）深化及穩固期 

1、收斂議題，鎖定推動主軸，並進行資源盤點的補充，著重「補底」（改善前期計畫缺

點並發揚優點），並找出缺漏進行「補白」（檢討前期計畫執行有哪些需要補充）。 

2、人才返鄉及東移媒合（在地聯絡網）串連，加強深度及廣度，增加常態性交流機會，

並討論未來發展平台之可能及運作機制。 

3、配合實踐策略之相關試作推動。 

（三）成熟運作期 

可分為兩個階段： 

1、相關聯絡網串連及平台機能之運作推動，不因人事異動而受影響者，則可評估為開始

邁向成熟運作階段。本階段之人才返鄉及東移媒合聯絡網具體成形且實際運作，朝向

平台發展及機能擴充，並配合實踐策略的相關試作推動。 

2、進一步發展成為公所經常性業務，在地聯絡網平台自主運作啟動，實際推動人才返鄉

及東移媒合（如：定位為地方發展資源中心、資源整合平台…等），為成熟運作之第

二階段。 
  

1 各階段之執行年度應視其階段目標達成度而定，申請補助計畫應確實檢討前期計畫執行階段成果之成熟度，

以評估是否進入下一階段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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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申請補助計畫摘要表（提案單位應檢附文件） 

○○○年度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 

○○縣政府申請補助計畫摘要表 

編號：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 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類型  

□ 鄉（鎮、市）公所類型 □ 縣政府類型 

提案單位： 

業務主管：  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承辦人：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聯絡地址：  

協力/合作單位或聯合提案單位：（協力單位或個人應出具合作同意書） 

 

 

 

 
 
1、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類型者，至少應列鄉（鎮、市）公所為協力/合作單位。 

2、縣政府類型提案者，應列提案範圍內之鄉（鎮、市）公所與有關組織為協力單位。 

計畫位置及範圍（請附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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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申請補助項目：（可重複勾選） 

□1.地區資源盤點調查及策略研擬 

□2.人才返鄉及東移媒合（在地聯絡網）相關平台建置及推動 

□3.實體平台空間建置及經營管理 

□4.養生休閒產業鏈結發展及人才吸引活動辦理 

計畫內容概述： 

（請以條列敘述，包含提案之動機目的、工作項目及內容、預定目標等） 

 

 

 

 

 

 

 

 

 

實體平台空間建置基地概述： 

（請以條列敘述，活化利用方向應包含公益性及活化利用等目的，並附相關照片，無此項則免） 

 

 

 

 

 

實體平台空間建置基地 

地  址：                                                

樓層         面積              使用情形                  

土地權屬(可複選)：國有土地占   %；縣有土地占   %； 

                  鄉(鎮、市)有土地占   %；私有土地占   % 

土地使用同意文件：□ 已取得同意   □ 尚未取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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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近 5 年執行或受補助之相關計畫 （若不足請自行增加列數） 

年度 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千元) 實施地區 執行狀況 

      

      

      

      

      
經費需求： 

總經費          千元（中央補助金額          千元、配合款：       千元） 

執行期程：（需於當年度辦理完成） 

 

 

 

 
計畫具體績效指標 

 

 

 

 

 

 
 

檢核人員：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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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申請補助計畫自主查核表（提案單位應檢附文件） 

○○縣○○○年度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 

自主查核表 

計畫名稱  

提案單位  

提案類型 
□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類型 

□鄉（鎮、市）公所類型    □縣政府類型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1.計畫名稱 □正確   □應修正 計畫名稱應確認一致 

2.計畫書格式 □正確   □應修正 

一律以「A4 直式橫書」裝訂製作，封面應書寫計

畫名稱、申請補助單位、實際執行單位、日期、內

頁標明章節目錄（含圖、表及附錄目錄）、章節名

稱、頁碼、附錄並檢附完整計畫摘要表等附件。 

3.計畫主題 □正確   □應修正 

具體說明申請計畫之動機、目的、擬達成目標及過

去年度推動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補助案

執行成果與本案之相關性。 

4.計畫位置及範圍 □正確   □應修正 以地圖標示計畫範圍、計畫實施地點。 

5.地區基礎盤點調查項目及

說明 
□正確   □應修正 

針對附件二，所列地區資源盤點調查項目進行初步

說明，可依據提案內容適度調整範疇。 
延續提案者，則應提列階段成果內容。 

6.發展課題與策略 □正確   □應修正 針對提案內容具體說明課題及策略。 
7.計畫範圍及周邊曾申請本

部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

動計畫經費補助說明 
□正確   □應修正 

應包含年度、補助單位、計畫名稱、補助金額、實

施地區、執行狀況等項目。 

8.計畫範圍及周邊曾接受其

他相關單位經費補助說明 
□正確   □應修正 

應包含年度、補助單位、計畫名稱、補助金額、實

施地區、執行狀況等項目。 
9.預定工作項目、內容及實施

方式 
□正確   □應修正 具體逐項列舉預定工作項目及內容。 

10.預定作業時程 □正確   □應修正 
按「確實可於年度內執行完成」原則，排定各項工

作項目時程並以圖表表示。 

11.經費需求與使用分配明細 □正確   □應修正 
經費需求（單位為新臺幣千元）應表明中央補助、

地方政府配合款比例。 

12.預期工作成果及指標建立 □正確   □應修正 
除一般性敘述外，應訂定具體績效指標，並敘明預

估計畫完成後之指標達成率。 
13.初審會議對本計畫之建議 □正確   □應修正 檢附初審會議及回應說明。 
備註：以上查核項目若提案規定無需提交者，請自行註明。 

提案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       檢核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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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申請補助計畫書內容格式（提案單位應檢附文件） 

申請補助計畫書封面 

○○○年度「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 

○○縣政府申請補助計畫 

 

計畫類別：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類型 
鄉（鎮、市）公所類型、縣政府類型 

 

 

計畫名稱：○○○○○○○○○○○○○○計畫 

 

 

實施期程：○○○年○○月至○○○年○○月 

 

 

 

提案單位：○○○○○○○○○ 

申請補助單位：○○縣政府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16 



申請補助計畫書內容格式參考如下（可依據申請補助重點酌予調整）： 

一、計畫緣起及目標 
說明申請補助動機、目的及目標。 

二、計畫位置及範圍 
計畫實施位置、範圍，並檢附相關圖說。 

三、地區資源概況及盤點調查項目說明（前期計畫盤點成果檢討） 
補助計畫進行地區資源盤點調查項目將作為人才返鄉及東移媒合（在地聯絡網）基礎，

參考附件二地區資源盤點項目，依據需求進行現況初步概況及後續欲盤點之項目及方法，

相關細項內容可視申請補助重點酌予調整。第二年以上之續提計畫則應歸納前期計畫盤

點成果進行說明，若尚有缺漏，應提出後續補充盤點方向。 
四、發展課題及策略 

針對前項資源盤點調查項目進行潛力與限制、課題與對策等分析，並強化整合跨部會、

跨域資源提出本案加值策略。第二年以上之續提計畫，則應針對前期計畫執行累積成果

進行說明，並提出本年度進一步延續之課題及策略。 
五、預定工作項目與內容 

請條列說明各項預定工作項目、內容，若有相關空間活化之規劃設計等構想應附相關規

劃或基本設計圖。若曾經接受本部本作業規定或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綱要計畫補助案件者，

應敘明本年度工作項目與過去年度之關聯性。 
六、預定作業時程 

說明計畫實施時程規劃，並「按確實可於年度內執行完成」之原則，排定各項工作項目

時程。 
七、財務計畫與經費需求 

經費需求應表明中央補助、地方配合款等經費額度與分配比例。 
八、執行團隊 

敘明執行單位、組織等組成及其基本資料、相關證明文件。 
九、預期成果與後續配合事項 

（一）具體說明計畫內容對於花東地區推動養生休閒及吸引人才東移之整體效益及具體

績效指標，如預期當年度媒合接觸人數等。另應自行訂定至少二項以上具體檢核

指標。 
（二）說明計畫完成後之經營管理維護方式。 

十、計畫範圍及其周邊地區曾獲補助案例 
（一）計畫範圍曾申請本部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經費補助說明，其包

含過去年度各項工作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果。 
（二）計畫範圍及周邊近五年（包含本年度）接受其他相關機關（單位）經費補助說明，

其包含計畫案名、補助單位、補助金額、實施地區、執行狀況等項目。 
十一、其他相關文件（依實際需要檢附） 

（一）土地（建物）所有權狀、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建物使用執照等相關基本文件。 
（二）土地（建物）授權使用同意文件。 
（三）相關共識協調紀錄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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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建物）授權使用同意書(參考範本一) 

（提案單位與立書同意人為同一單位者使用） 

提案資料說明表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類型 

□鄉（鎮、市）公所類型     □縣政府類型 

計畫範圍  

申請補助項目  

取得授權使用年限  
 

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書 

立同意書人（單位）○○○○同意自即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無償提供本人

座落於○○縣○○鎮○○段○○小段○○號之土地，配合辦理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

推動計畫空間活化再利用，恐口無憑，特立此書。 

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書 

立同意書人（單位）○○○○同意自即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無償提供本人

座落於○○縣○○鎮○○段○○小段○○號之土地及○○段○○小段○○建號建物，配合辦

理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空間活化再利用，恐口無憑，特立此書。 

 

立同意書書人（單位）：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單位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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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建物）授權使用同意書(參考範本二) 

（提案單位與立書同意人為不同單位者使用） 

提案資料說明表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類型 

□鄉（鎮、市）公所類型     □縣政府類型 

計畫範圍  

申請補助項目  

取得授權使用年限  
 

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書 

立同意書人（單位）○○○○同意自即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無償提供本人

座落於○○縣○○鎮○○段○○小段○○號之土地，配合辦理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

推動計畫空間活化再利用，恐口無憑，特立此書，此致○○○。 

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書 

立同意書人（單位）○○○○同意自即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無償提供本人

座落於○○縣○○鎮○○段○○小段○○號之土地及○○段○○小段○○建號建物，配合辦

理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空間活化再利用，恐口無憑，特立此書，此致○○

○。 

 

立同意書書人（單位）：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單位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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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計畫申請補助總表 

○○縣政府○○○年度「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 

申請補助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編號 提案類型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總經費 申請中央補助款 配合款 

       

       

       

       

       

       

       

       

       

       

承辦人員                               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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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審查原則 

項次 審查項目 參考標準 

1 計畫目標明確性 

（一）是否符合推動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目標。 

（二）是否為整合地方共同願景及各部會相關資源之基礎下，以

縫補串連概念提出之跨域加值策略。 

2 計畫補助優先性 
依據本作業規定第七點規定，符合提出三至五年整合性的中長期

執行目標，或跨域、跨部會資源整合等性質計畫者得優先補助。 

3 
計畫完整性及創意

性 

（一） 是否建立地區共識、串連地區組織及單位（如大專院校、

在地業者）協力合作。 

（二）是否符合補助作業規定申請項目。 

（三）是否符合各類型之提案方向。 

（四）具有創意性構想，能突顯地區發展特色，創造地方價值。 

4 計畫可行性 

（一）是否有具體的規劃構想或閒置空間規劃設計內容。 

（二）提案單位或共同提案單位是否具有活力及整合協調能力。 

（三）是否訂定具體績效指標，其指標預期達成度是否合理。 

5 經費合理性 
（一）提案工作項目及經費編列是否合理。 

（二）是否依規定編列足額配合款。 

6 後續運作經營管理 是否有完善之經營管理計畫內容。 

7 相關配合事項 
計畫內容與其他相關計畫之整合、相關建物及土地同意取得等事

項是否處理妥善。 

8 
歷年相關補助計畫

執行成效 

提案單位近二年補助款執行績效及相關業務配合良好（如：納入

預算、發生權責、進度申報等行政作業）、政策推動有具體成效者，

擇優予以補助；近二年補助款執行成效不佳、進度嚴重落後、工

作報表未按時填報、配合度欠佳者、或計畫完竣後之使用效益不

彰者，將列為是否同意補助及經費分配額度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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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進度管考月報表 

○○○年度「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進度管考月報表 

○○○年度○○月份 ○○縣政府○○○年度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 填報日期：  月   日 

計畫名稱 

經費支用情形（新臺幣千元） 計畫執行情形 

核列金額 A 累計支付數 B 支用比 
中央 
未付數 

本次計畫執行情形說明 
執行率（%） 

計  畫 
總經費 

中  央 
補助款 

總經費 補助款 B/A(%)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前
次 

          

本
次 

      

前
次 

          

本
次 

      

備註 
 

 
說明：1.計畫執行情形說明，應以列點方式概述各項工作執行情形（應包含具體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2.執行總進度之評定應考量計畫整體執行情形，並不得超過 100％。 
3.次月 5 日前函送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備查。 

承辦人員  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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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請款明細表 

○○縣政府○○○年度「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 

第○期請款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編號 
計畫 
名稱 

核定 
補助款 

(A) 

配合款 
(B) 

合計 
經費 

(C=A+B) 

實際發生

權責數 
(D) 

第一期款 
(E=A*40%) 

第二期款 
(F=D*甲%*50%) 

且 E+F≦D*甲%*90％ 

第三期款 
(G =D*甲%-E-F) 

本次請

領金額 

進度說明 
(含發生

權責日) 

執行 
單位 

備註 

1             
2             

合    計            

本次請款之計畫共○案，為第○期請款，請領補助款總金額為新臺幣○○○元整。 

（如屬請領第二期款者，請註明第一期已請領數） 
 

說明：  
1.配合款計算方式，係 配合款≧【核定補助款÷甲%（補助比率）－核定補助款】 
2.各項計畫均需按地方政府財力級次規定補助比例編列足額配合款。 
3.核撥第一期補助經費之計算方式係為【核定補助款 × 40%】 
4.核撥第二期補助經費之計算方式係為【各計畫實際發生權責數 ×甲%（補助比率）× 50%】，且（第一期款＋第二期款）≦【各計

畫實際發生權責數 ×甲%（補助比率）× 90%】 
5.核撥第三期補助經費之計算方式係為【各計畫實際發生權責數 ×甲%（補助比率）－已請領款（第一期、二期款）】 
6.本表欄位可自行調整使用，例如僅請領第一期款者，可將第二期款欄位空白。 

 

 

承辦人員核章 業務主管核章 主(會)計單位核章 機關首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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