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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林雨佑攝影 林雨佑封面攝影 曾義欽2016/11/18

佔地1,800坪的台中市私立黎明幼兒園已有40年歷史，卻因為被劃進市地重劃自辦重劃範圍面臨強拆，園長不惜賣掉
三分之二園區土地貼補虧損，更北上總統府揚言輕生、上演失蹤，卻仍恐擋不住11月21日後的強拆⋯⋯

「Uncle！Uncle！」6個穿著幼稚園背心的小朋友原本走得好好的一條直線，卻在看到一位戴著帽子的阿伯後，不顧
老師的帶領，大家邊喊聲邊衝了出來。他們口中的這位Uncle也大方地蹲了下來，讓小朋友們開心地玩弄他的帽子。
隨後，小朋友們熟練地跑到草地上的遊樂設施上爬上爬下，更和Uncle玩起捉迷藏和跑步，童稚的笑聲頓時充滿整個
空間。
這裡是台中市私立黎明幼兒園，從1976年成立幼兒園以來已逾40年載，這種景象應是再熟悉不過。小朋友口中的這
位Uncle正是黎明幼兒園的園長林金連，今年的他剛滿60歲。

園長林金連。(攝影/林雨佑)
8年前這裡還有5、600名孩童每天來上課，得知幼兒園重劃後可能不保，園長便主動停止對外招生，僅收一些認識的
學生。近來，沒有了以前數百名學生，幼兒園不堪虧損，逼得林金連只好把幼兒園約三分之二的土地先賣了出去。現
在，小朋友玩耍的遊樂設施草地和一部分的教室變成了要跟市府承租，「這塊地去年租金13萬，今年就漲到48萬，
但我現在還在繳去年租金的分期付款。」林金連說。
幼兒園營運問題沒有讓林金連感到挫折，但是被迫拆除幼兒園一事卻重重擊倒他。如果籌不到2,500萬，11月21日之
後，幼兒園很有可能被剷平，一切將會化為幻影。誰能想像一臉慈祥的園長，10月底時竟會在蔡英文家前下跪淚訴
，更鬧失蹤獨自一人跑到總統府前，揚言不惜犧牲生命只為留下幼兒園。
百年教育傳承 幼兒園宛如小森林
自己會從事教育工作，林金連回憶起他的阿公林泉。日治時代實施皇民化教育禁漢學，林泉卻私下開私塾收學生教人
讀書，還因此被日本人抓去關了29天。
傳承阿公的教育理念，家裡原本的炮竹工廠收掉後，林金連和父親林興隆在1976年共同創辦黎明幼兒園，林金連一
開始因為沒有教師資格，只能開娃娃車、當工友。直到1983年考入嘉義師專幼稚園教師學分班，才順利成為全國第
一位男性幼稚園教師，之後他更順利於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學位。
林金連重視體驗教育，每週一定會帶小朋友出去體驗鄉土，即便是幼兒園面臨強拆命運，這一點堅持仍不曾改變過。
整個黎明幼兒園校地約1,800坪，不但有綠地、大樹，還有游泳池，從空中鳥瞰就宛如一座小森林。全盛時期更在台
中開分校，共有上千名學生，數十年來已培育出數萬名學生。
長期關注幼兒園重劃案的野行耕耘工作室成員姜盈如從旁觀察，看見園長在教育上的細心付出，「之前有個學生很會
游泳，卻被發現皮膚有點問題，園長知道後竟然不計成本地，從南投運來可以直接飲用的山泉水放進游泳池，只為了
讓那名學生能夠安心游泳。」林金連更自豪於他的游泳池設計，深度達150幾公分，不是要放水放到滿，而是讓多出
來的高度可以擋風，「風只會從小朋友頭上吹過去，這樣他們玩水比較不會感冒啦！」
不過，在園區上如此細心規劃，卻規劃不了幼兒園的命運。

                                1 / 3

http://mepopedia.com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128,82978,82978#msg-82978


MEPO Forum / 原住民
7個人就可主導拆除你的家？「黎明幼兒園」的自辦重劃悲歌

(攝影/曾義欽)
186公頃 自辦重劃史上最大案
台灣近年來土地爭議案件不斷，常聽到的關鍵字像是都市更新、區段徵收等，前者如台北文林苑士林王家一案，苗栗
大埔張藥房案則屬於後者。黎明幼兒園則是屬於另一種類型：市地重劃中的自辦重劃。
市地重劃目的在於，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加以重新整理、交換分合，並興建公共設施，使之成為大小適
宜、形狀方整可供建築使用的土地，然後按原有位次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
市地重劃依照主辦單位不同，分為公辦重劃和自辦重劃。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
的市地重劃，就是「自辦市地重劃」。而光以舊台中市區域為例，就有14個單元、共約1,400公頃的土地屬於重劃區
範圍內，影響人數及範圍可說非常巨大。
黎明幼兒園所處的「單元二黎明自辦市地重劃區」，是全台灣自辦重劃史上面積最大的案子，單元面積高達186公頃
，涉及2,600個地主。黎明重劃區於2009年開始推動，由長億集團、富有土地主導成立重劃會，除了幼兒園外，周邊
農田也全都被劃進重劃區。
黎明幼兒園一案的訴訟律師柯劭臻表示，重劃後，地主通常只能拿回50%的土地；30％土地屬於公共設施用地，給
政府；最後剩下約20％的抵費地，則被建商拿走。以黎明幼兒園為例，地主可以取回50％約300坪（原園區三分之二
賣地後，幼兒園僅剩三分之一約600坪）的土地，以及2,500萬的補償金。只不過，幼兒園配回的300坪土地並非是原
地，而是靠近烏日的一處偏僻土地。
重劃後，將有一條馬路貫穿幼兒園土地，一邊變成公園，另一邊則維持作為建地，至於建地上面要蓋什麼，現在位於
幼兒園附近，一棟棟已經蓋好並要價9,000萬的豪宅別墅或許已經給了答案。林金連想不透，「這附近已經有夠多的
公園了，為什麼幼兒園一定得加入重劃？」
黑道介入 法律求訴無門
林金連不願和父親兩代建立的教育事業消失，至始不願意同意重劃，只是不同意所換來的代價便是黑道恐嚇和漫長的
法律訴訟。
「我們這個村莊，重劃開始進行的前3年內，就死了50幾人，有的人是房子被判給重劃會後，走出法庭就氣死的也有
。」林金連除了當園長外，更身兼紀錄片工作者一職，在重劃開始時曾因拍攝財團在農田上傾到有毒廢土，只拍了2
0幾秒就被好幾名黑衣人開車追殺到大馬路上才突圍。幼兒園更曾經在半夜被人連開5槍警告，園長本來要開記者會
卻被警方勸退，最後也僅以有個年輕人來開個幾槍就草草結案。
台中各地區自辦重劃案引起不少訴訟爭議，核心癥結點不外「拆除地上物」及「配地爭議」。前者常發生在補償費未
經協調，地主卻被引導簽下同意書後導致，後者則多半控訴重劃會主導的配地過程有瑕疵。
光在單元二黎明重劃區內就有5、60個訴訟案件，黎明幼兒園的兩案則為「拆除地上物」和「配地無效」。重劃會在
2009年告林金連妨礙施工、妨礙配地，訴請法院判決拆屋，林金連不服，自掏腰包花上百萬打官司。法院在一、二
審都判林金連勝訴，要台中市府進行調處，做成行政裁處後才能拆除，但市府3次調處雙方皆無共識。
官司纏訟7年多，原本在「拆除地上物」訴訟上一路勝訴的林金連，卻在今年6月底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更二審判決時
被逆轉。勝訴的重劃會提存800多萬元擔保假執行，法院更在10月25日發出強制拆除命令，敗訴的林金連如果要保住
幼兒園則必須提出高額的2,500萬作為反擔保金，才能保住幼兒園。而由於幼兒園土地已經被重劃，所以也無法以土
地作為抵押作為反擔保金。
因此，即便黎明幼兒園的「拆除地上物」訴訟並未定讞，而「配地無效」官司更尚未宣判。在法律上，除非最高法院
撤銷拆除地上物的判決，或是在強制拆除前能籌到2,500萬，否則幾乎是已經無法扭轉幼兒園被拆除的命運。

黎明幼兒園(紅色鐵皮屋)後面已蓋起一棟9千萬的豪宅。(攝影/曾義欽)
面積不用過半 僅超過7人即可組重劃會
到底是什麼樣的制度，會讓一間不願加入重劃的幼兒園，面臨必須強拆的命運？若去檢視自辦重劃的法規，不難看出
問題所在。
自辦市地重劃的法源依據為《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以下簡稱《獎勵辦法》），要辦理自辦重劃，
由「地主」組成的重劃會占了關鍵性的角色，重劃會可以掌握重劃範圍、重劃後的抵費地處分以及大部分行政程序。
然而，在台灣，重劃會的組成門檻卻低的誇張，只要「由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或7人以上」即可發起成立籌備會。
意即，就算想重劃的地主土地所有權沒超過一半，只要算人頭算滿7人，依然可以成立重劃會，把不同意重劃的地主
劃進重劃區。如此不合理的規定，果然在今年7月就被大法官釋字第739號指出，《獎勵辦法》部分條文有違憲法保
障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意旨。
此外，重劃會也僅僅只要開一次會員大會（重劃區內所有地主）後，剩下的職權都可以由重劃會的理監事會來辦理，
而理監事成員又常是由有財團背景的人所擔任，等於大部分地主權利將由少數建商決定。
當然，所謂重劃區的「地主」到底是誰？柯劭臻表示，黎明重劃區中的2,600多名地主中，就有708人是「灌人頭」
來的，從2009年重劃成立至今，檢察官傳了300多人，直到今年5月才提起公訴，「如果都已經確定有700多人是人
頭，那為何不用去檢視重劃會的合法性？」
德國保留蓋古宅 台灣剷平蓋豪宅
柯劭臻表示，很多國家的的自辦重劃制度都是抄襲自德國，但唯有台灣抄襲的最不像。「德國自辦重劃是在規模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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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單位，同意門檻要求百分百；但我們同意比例只要求二分之一，是剷平式的重劃。德國參加重劃是保留當地特色
，把旁邊的建築蓋的跟這棟古建築一樣，但我們卻是反過來，蓋豪宅。」
柯劭臻批評，《獎勵辦法》只是辦法，不是立法院所訂定的法律，法律位階根本不夠，「跟母法《平均地權條例》背
道而馳，只會讓富者更富，貧者更貧。」她認為，若能廢除自辦重劃是最好，不能廢除的話至少要從《平均地權條例
》，把同意比例拉高到百分之百，杜絕灌人頭手法。再讓主管機關能實質審查，並有個公開平台，讓所有人可以上網
審視重劃會的理監事會決議，「而不是把所有權利給理監事會10幾個人，讓他們壟斷所有地主的權利。」
強拆明明是這種嚴重侵害人民居住權的事件，但公權力卻彷彿消失了一般。問題就出在於自辦重劃的發動單位並非政
府而是民間，重劃的階段雖都需過政府審查，但實務上人力卻相當有限，難以落實實質審查。柯劭臻批評，市府應該
要進行實質調處，讓委員可以做出公平裁決，但市府三次調處雙方都沒有共識，最後竟也讓「調處沒有結果」被視為
調處結果。對於黎明幼兒園一案，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僅表示尊重法院判決，並已轉達幼兒園訴求給重劃會，等同是放
任重劃會和幼兒園兩邊自己去提告。
總統府陳情擋拆 園長搞失蹤卻全然失憶

黎明幼兒園園長林金連北上總統蔡英文家外陳情。(攝影/林雨佑)
今年的10月30日，林金連北上到蔡英文住所前聲援高雄果菜市場迫遷戶時，突然情緒激動並揚言自殺。隨後在各反
迫遷自救會成員帶領下，一同前往總統府，情緒過度激動的林金連堅持等到蔡英文承諾見面，最後在眾人力勸下才離
開。
隔天早上，林金連在南港公園附近散步後竟就此失了音訊，外界擔心大埔張藥房張森文憾事重演，急忙尋找林金連。
所幸當天下午就在總統府旁的台灣銀行，發現林金連蹲坐在角落，手中抱著陳情資料，口中還呢喃著「見小英⋯⋯見
小英」。
「人如果沒靈魂，做什麼都不知道，」提及這段驚險的失蹤過程，當事人林金連竟完全沒有印象，「去總統府那次也
是忽然抓狂，完全沒意識到我失蹤，到底是走路還是搭車去也不知道，好像肉體跟靈魂脫鉤⋯⋯，一直到徐世榮教授
跪在我面前用力抱住我後，我才開始有了記憶。」
林金連在台北上演失蹤、揚言輕生後，驚動許多人。大埔張藥房女主人彭秀春、高雄果菜市場自救會會長吳富雄等人
特地到幼兒園勸說園長，林金連面對任何人的勸說，總是帶有開玩笑式的回應，其實私底下卻已經花了好幾天打好自
己的生平事蹟和訃聞：「我將以生命來祭你，與幼稚園同消失。」
黎明時刻 11月21日強制拆除？
黎明幼兒園大門的大公雞雕像下被貼著法院11月21日下午要強制執行拆除的公文，儘管法院事前跟律師強調當天僅
是要履勘並沒有要拆除，但因有重劃區另一名賴姓地主家在強制執行當天的凌晨4點半就被強拆的前例，林金連仍信
誓旦旦地說：「重劃會一定會來拆的啦！」
黎明幼兒園走過40年，培育過無數孩童，命運是否真的來到黎明時刻，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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