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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年號 大事記

1799 嘉慶 4年 ‧噶瑪蘭粵泉械鬥，泉人死

傷慘重。

1800 嘉慶 5年 ‧蕭竹遊噶瑪蘭。因作〈甲

子蘭記〉。

1804 嘉慶 9年 ‧中臺灣平埔族潘賢文率眾

開墾噶瑪蘭。

1806 嘉慶 11年 ‧西部平埔族各社在羅東、

冬山、蘇澳沿山一帶及馬賽

海灣開墾。

1807 嘉慶 12年 ‧9月，海盜朱濆載農具至

蘇澳，欲據噶瑪蘭溪南北地

為巢穴，知府楊廷理募義勇

和居民陳奠邦等與王提督得

祿兵夾擊之，朱濆奔走。

1807 嘉慶 12年 ‧林吉記、詹阿闕於武荖坑

溪流域開設林吉記圳。

1809 嘉慶 14年 ‧漳州人林標、黃添、李觀

興等人率眾襲擊潘賢文等平

埔族墾拓聚落，亦為溪南地

區漢人移民之首波紀錄。

1810 嘉慶 15年 ‧4月，經多番查勘民情，

清朝正式將噶瑪蘭諸社納入

帝國版圖，諸社頭目呈納歸

化清冊，並令當時臺灣知府

楊廷理駐辦諸事。

1812 嘉慶 17年 ‧8月，增設噶瑪蘭廳，隸

臺灣府，設置噶瑪蘭通判，

與頭圍縣丞、羅東巡檢等職

務。首任噶瑪蘭通判由楊廷

理兼。噶瑪蘭廳下轄 12堡、

37社等區域，其中，12堡之

一的利澤簡堡所轄 1街 4庄，

利澤簡民社、猴猴民庄、馬

賽民庄、蘇澳街、蘇澳庄，

概為今日蘇澳鎮最初之行政

區塊。

1815 嘉慶 20年 ‧設噶瑪蘭營隆恩莊 2所，

一在東勢珍珠里美簡，歸漳

籍墾戶管納，一在奇武荖併

馬賽一帶歸泉籍墾戶管納。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1821 道光元年 ‧此年開始到 1850年，加

禮宛社移至打那美，再由打

那美分 2批，一批移至蘇澳

之北方澳，另一批移至花

蓮，更進而至臺東。

‧泉州人士蘇士尾等泉州人

士渡海來臺，進入蘇澳地區

展開墾拓。1

1822 道光 2年 ‧報陞奇武荖莊共有田園 32

甲 8分 5厘 7忽 2微。

‧頭城到蘇澳沿山要地開始

設隘。

1823 道光 3年 ‧工匠林永春滋事，圍頭城

縣丞署。

1825 道光 5年 ‧在蘇澳設汛防，派把總 1

員負責帶兵 50名在澳巡防。

1838 道光 17年 ‧據口傳資料，猴猴社約於

本年遷入，距南方澳西北約

4公里的猴猴高地。

1858 咸豐 8年 ‧Swinhoe Robert 搭乘英艦

至蘇澳進行採集紀錄，將採

集之小彎嘴畫眉、畫眉、玄

燕鷗、番鵑等鳥類製作成標

本送回英國進行鑑定，此為

宜蘭動物學踏入世界動物學

的第一批標本。

1862 同治元年 ‧最早墾拓蘇澳地區的泉州

人族群，以家鄉守護神「法

主公」（張公聖君）為主祀，

於白米甕坑（永春）興建晉

安宮。2

1  早在 1807年福建巡撫張師誠、1808年福州將軍賽沖阿、
1801年閩浙總督方維甸等人之奏報，均載有「蘇澳」之名，
故蘇澳非因 1821年蘇士尾入墾而得名；另，《東槎紀略》， 〈施
八坑〉篇載：「嘉慶年間已有漢人私入施八坑開墾，至道光元
年聚居已 300餘人。」

2  1872年間從舊址遷移至現址（蘇北里太平 1巷 13號），為
蘇澳地區最早創建之寺廟。主祀法主公的晉安宮，廟內除供俸
開拓蘇澳的先賢牌位外，另保存有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開闢蘇
花古道之「里程碑」，與紀念成立義學之「義學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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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 光緒 4年 ‧甘為霖牧師北上，在馬偕

陪同下巡視蘇澳、南方澳、

三結仔廟、頭城等地。

1883 光緒 9年 ‧8月 24日止，設掃笏、南

方澳、打那美、埤頭、奇立

板、董門頭、奇立丹、奇武

荖、大竹圍等 9所禮拜堂。

1886 光緒 12年 ‧馬偕在打馬煙、奇立板、

加禮宛、番社頭、波羅辛仔

宛、流流仔、南方澳、奇武

荖、珍珠里簡、埤頭、打那

美、掃笏、董門頭、武暖、

奇立丹、大竹圍等地宣道，

合計施洗 1123人，設長老

36名，執事 46名禮拜堂 18

所。

1889 光緒 15年 ‧9月，統帶宜蘭防營副將

劉朝帶率領弁勇 900人入山

開路，於距蘇澳 50餘里之

光立嶺被加九岸社原住民狙

擊，劉朝帶及他所領官兵

273人均陣亡。

‧11月，澎湖鎮總兵吳宏絡

等進剿蘇澳加九岸原住民。

‧建蘇澳砲台於正面山上，

並建附近營舍，又建南關門

於北方山上，配置汛兵 50

名。

1890 光緒 16年 ‧1月，巡撫劉銘傳親至蘇

澳，督澎湖 4營、彰化 3營、

宜蘭 3營諸軍進至南澳，並

飭督司陳輝煌為嚮導，車克

末都納社、搭壁罕 5社、老

狗 5社原住民逃匿深谷。劉

銘傳扼守壁隘絕其糧，諸社

糧盡乞降。

1895 明治 28年 ‧6月，日本軍隊在北白川

宮能久親王率領下，於 5月

底登陸鹽寮，並分兵於 6月

21日自蘇澳登陸，翌日陸進

至羅東、宜蘭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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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人以另一重要信仰

「清水祖師」為主祀，於現

今中原路新市場邊興建「寶

山寺」，為蘇澳地區第二座

廟宇。於 1878年間完成今日

之寺廟規模。

1872 同治 11年 ‧馬偕首次到宜蘭，遠及蘇

澳，並在沿途噶瑪蘭村落醫

病，傳福音。

1873 同治 12年 ‧9 月 22 日，日本少佐軍

官樺山資紀（後擔任臺灣總

督），為考察臺灣原住民風

土民情，9月 5日輾轉從淡

水出發登陸烏石港，並於 22

日搭船登陸蘇澳港，展開前

後將近兩個禮拜的踏查，並

與南澳、南方澳地區的頭目

進行接觸，直至 10月 6日離

開南方澳、前往淡水。

1874 同治 13年 ‧7月，福建陸路提督羅大

春經清廷當局調派、前來蘇

澳，籌備海防事務，率鄉民

兵勇闢建蘇花徒步道路。

‧提督羅大春出資，由宜蘭

進士楊士芳在蘇澳張公廟內

設義塾。

‧馬偕到猴猴村，村中只剩

11戶人家。

1875 光緒元年 ‧秋，自蘇澳至花蓮徒步道

路竣工。

‧6月，福建陸路提督羅大

春於蘇澳晉安宮旁設置義

學，並勒石興學立碑、紀念

此事。「興學碑」存放於晉

安宮內。

‧改噶瑪蘭廳為宜蘭縣，下

轄 12堡、26街、210庄、36

社。首任知縣為廣東大埔人

邱峻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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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首任臺灣總

督樺山資紀於臺北舉行始政

式，設 3縣 1廳（臺北縣、

臺灣縣、臺南縣、澎湖島

廳）。宜蘭支廳，隸屬於臺

北縣。

‧12月 1日，基隆、打狗、

安平、淡水、蘇澳、澎湖、

恆春間通信船定期航線開

始。

‧12月 28日，抗日游擊隊

包圍宜蘭城。從宜蘭至蘇澳

一帶，由獨立後備部兵第 5

大隊守備。

1896 明治 29年 ‧1月 12日，日軍混成第 7

旅團搭左倉號自蘇澳登岸，

搜剿燒殺各村落。

‧1月 21日，日軍軍艦「嚴

島」警備蘇澳、基隆沿岸。

‧1月 29日，蘇澳、基隆間

的電信全通。

‧3月 21日，第 20野戰郵

便局在蘇澳開設。

‧3月 31日，廢止野戰郵便

局制度。

‧4月 28日，確定二等郵便

電信局及郵便電信支局名稱

及位置，蘭陽境內設宜蘭、

蘇澳兩處。

‧8月 1日，稅關出張所位

置及名稱確定；設基隆稅關，

下轄蘇澳出張所。

‧8月 14日，基隆經宜蘭到

蘇澳間道路完成。

1897 明治 30年 ‧1月 20日，指定蘇澳、舊

港等為特別輸入出入港。

‧4月 1日，驛傳社在臺北

創立，並臺中、宜蘭、臺南、

臺東置支店，蘇澳等地設出

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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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明治 31年 ‧6月，臺灣總督兒玉源太

郎為簡化地方行政之故，重

新調整全臺行政、劃分為 3

縣 3廳（臺北縣、臺中縣、

臺南縣、宜蘭廳、臺東廳、

澎湖廳），宜蘭廳下轄頭圍、

宜蘭 2辦務署，羅東辦務署

下設利澤簡、叭哩沙、蘇澳

3支署。首任蘇澳支署長為

早川源五郎。

‧6月 7日，第 8憲兵隊移

駐頭圍堡頭圍、港口庄、林

尾庄各屯所。

‧8月 1日，蘇澳等 7個二

等郵便電信局改為三等。

1899 明治 32年 ‧1月 25日，稅關出張所改

名稱，改為蘇澳基隆稅關出

張所。

‧8月 31日，蘇澳基隆關稅

出張所廢止。

‧11月 15日，第 13憲兵隊

編成，宜蘭分隊 53名分駐宜

蘭、頭圍、蘇澳。

‧11月 18日，原住民搶奪

基隆蘇澳遞送中之郵件。

1900 明治 33年 ‧6月 15日，在頭圍街憲兵

駐所前、蘇澳灣大葬崙設置

暴風警報信號標。

‧10月 1日，宜蘭廳下轄之

辦務署撤廢，改為出張所，

共設宜蘭、礁溪、頭圍、東

港、羅東、叭哩沙、利澤簡、

蘇澳等 8個出張所。早川源

五郎續任蘇澳出張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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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腦事業，提供安全之保

護。

‧3月，宜蘭住民籲請建築

頭圍至蘇澳間輕便鐵路。

1904 明治 37年 ‧1月 20日，宜蘭輕便鐵道

組合取得建設蘇澳、頭圍間

輕便鐵道鋪設許可，7月 2

日竣工。

‧6月 6日，蘇澳、羅東間

輕便鐵路舉行試車。

‧7月，設自蘇澳南方海岸

經武荖坑舊寮山、新寮山聯

絡小南澳設隘勇線，防堵南

澳泰雅族。

1906 明治 39年 ‧3月 31日，廢止蘇澳郵便

電信局。

‧4月 1日，設蘇澳郵便出

張所。

1907 明治 40年 ‧5月，竹中信景於蘇澳郡

蘇澳庄設竹中天然炭酸水工

場。

‧6月 1日，阿緱廳東港、

宜蘭蘇澳設立內地移出米出

張所。

‧6 月 21 日，在宜蘭廳蘇

澳、斗六廳下湖口、新港，

臺東廳花蓮港設置各稅關監

視署。

1908 明治 41年 ‧4月，蘇澳公學校改為利

澤簡公學校蘇澳分校。

蘇澳地區利澤公學校借隘丁

廟設置馬賽分校。4

1909 明治 42年 ‧蘇澳南澳公路竣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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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經地方人士積

極奔走，與宜蘭廳羅東辦務

署蘇澳支署支署長早川源五

郎之協助下，獲當局核可、

設立利澤簡公學校蘇澳分

校，首任校長由羅東公學校

校長日人森榮兼任。3

1901 明治 34年 ‧5 月 24 日，發佈憲兵分

隊配置及憲兵警察區域，宜

蘭、蘇澳屬第 13憲兵隊宜蘭

分隊管轄。

‧11月，臺灣總督兒玉源太

郎再次調整地方行政劃分，

全臺設置二十廳（臺北、基

隆、宜蘭、深坑、桃仔園、

新竹、苗栗、臺中、彰化、

南投、斗六、嘉義、鹽水港、

臺南、蕃薯寮、鳳山、阿猴、

恆春、臺東、澎湖），宜蘭

廳下設頭圍、羅東、叭哩沙

三支廳，蘇澳劃歸叭哩沙支

廳。

1902 明治 35年 ‧8月 11日，宜蘭廳蘇澳支

廳南澳山地探險隊由蘇澳出

發，17日回來。

1903 明治 36年 ‧1月 2日，在蘇澳猴猴坑

從事開墾的住民被原住民襲

擊，共有 5名被害者。

‧4月，由日人小松楠彌、

波江野吉太郎、平井雄介合

資，於大南澳地區成立「臺

灣製腦合名會社」，進行私

人之樟腦提煉、製造事業，

並積極向官方申請隘勇線之

設置。大南澳隘勇線乃於 

1908 年間完成，為該會社之

3  初期假張公廟空間授課，學生 19人。1920年 4月 1日，獨
立設校，更名為蘇澳公學校，首任校長為日人小辻宇吉。後
陸續設置有北方澳分教場、大南澳分教場、東澳分教場。1946
年 1月 24日，改制為「蘇澳國民學校」，首任校長林朝固。
1968年 8月起，因實施九年制國民教育、再更名為「蘇澳國民
小學」。

4  1914年 4月，分校遷移至現址、並正式設立馬賽公學校。
1945年 10月起更名為馬賽國民學校。並於新華里區設有新
華分校，該分校後於 1959年 5月獨立為「育英國民學校」。
1968年 8月 1日起，再更名為「宜蘭縣馬賽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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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蘇澳郵便出張

所開始電話通信事務。

‧4月，蘇澳到大南澳公路 9

里 18町竣工通行。

1910 明治 43年 ‧2月 1日臺灣製腦合名會

社蘇澳出張所成立。

‧8月 5日，蘇澳運輸合名

會社在宜蘭廳利澤簡堡設

立。

‧8月 12日，參加合歡社原

住民討伐的基隆重砲兵大隊

到達蘇澳。

1911 明治 44年 ‧4月，利澤簡公學校蘇澳

分校開始宜蘭尋常高等小學

校之派遣教學（派遣教學可

視為設立小學校分教場前之

準備作業）。

‧4月，本年度開始增加汽

船寄港蘇澳班次。

‧7月 1日，成立蘇澳庄食

品小賣市場。

1912 明治 45年 ‧4月 3日，在宜蘭廳蘇澳

灣設置浮標碇。

‧4月，由宜蘭尋常高等小

學校派遣師資至羅東派遣教

學開始。並將去年開始之蘇

澳派遣教學停止，設立宜蘭

尋常高等小學校蘇澳分教

場。

1913 大正 2年 ‧10月，呂阿祿於蘇澳庄設

玉和商行石灰工場。

‧11月，佐野元治郎於蘇澳

郡蘇澳庄設置佐野石灰場。

1914 大正 3年 ‧4月 1日，蘇澳運輸合名

會社宜蘭支店成立。

‧4月，利澤簡公校馬賽分

校創設。

‧7月 1日，蘇澳製酒公司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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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大正 4年 ‧2月，雷萬福於蘇澳郡蘇

澳庄設義合發鰹節工場。

‧4月，宜蘭尋常高等小學

校蘇澳分教場改制為蘇澳尋

常小學校，1917年改稱蘇澳

尋常高等小學校。

1917 大正 6年 ‧7月 24日，宜蘭線鐵路興

建工程舉行開工典禮，南自

蘇澳北自八堵兩端敷設。

‧12月，蘇花公路東澳橋完

成。

1918 大正 7年 ‧3月，陳花榮於蘇澳郡蘇

澳庄設三義合公司鰹節工

場。

‧11月，蘇花公路澳尾橋及

南澳橋完成。

1919 大正 8年 ‧3月 23日，宜蘭、蘇澳間

鐵路舉行通車典禮。

‧3月，利澤簡公學校蘇澳

分校校舍落成。

‧臺灣總督府官方資本主導

之「臺灣製腦株式會社」，

在「臺灣製腦合名會社」的

基礎上，以官督民營型態成

立，總資本額日幣 1000萬。

共設新竹、新店、東勢、集

集、蘇澳、嘉義、六龜、花

蓮港等 8個出張所。此後逐

日兼併臺灣其他各地之製腦

事業、整合製腦權，壟斷樟

腦市場 10餘年，直至 1934

年間總督府收回製腦權，改

由專賣局經營為止。

1920 大正 9年 ‧4月 26日，宜蘭利澤簡伍

老山出產茶葉品質優良。

‧4月，利澤簡公學校蘇澳

分校改制為蘇澳公學校。

‧7月，臺灣總督田健治郎

調整地方行政組織與行政劃

分，設 5州（臺北州、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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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蘇澳鎮本會外，另下轄南

方澳、新馬、新城、南澳、

龍德 5個辦事處，辦理金融、

供銷、保險、農業推廣等業

務。其中，南澳辦事處，並

特設有農民診所，以服務偏

遠地區居民。

‧10月 5日，藤崎濟之助出

任蘇澳郡守。

‧12月 5日，勝目泰山申請

開發東澳、南澳間山地所產

白雲母。

1922 大正 11年 ‧4月 1日，頭圍公學校大

溪分校改制為大谷公學校。

三星公學校大洲分校改制為

大州公學校。新設過嶺公學

校廍後分教場；員山第一公

學校外員山分教場；蘇澳公

學校北方澳分教場。

‧5月 10日，蘇澳郡廳舍落

成。

‧5月 10日，吉山瀧雄於蘇

澳郡蘇澳庄設蘇澳鐵工廠。

‧6月，松本幹一郎於蘇澳

郡蘇澳庄設臺灣電力株式會

社蘇澳製冰工場。

‧7月 1日，臺灣總督府施

行酒類專賣制度，於專賣局

臺北支區宜蘭出張所下設立

酒工場。宜蘭 8家製酒公司

宜蘭、頭圍、蘇澳、羅東、

礁溪、蘭陵、利澤簡、大溪

之利益均被剝奪。

‧8月 30日，蘇澳郡寒溪、

東澳、南澳各教育所畢業生

於寒溪教育所組織同窗會。

‧10月 28日，蘇澳郡東澳

社於水稻收穫後舉行日本神

道教儀式。

‧11月，蘇澳漁港開始興

建，於翌年完成。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

州）、二廳（臺東廳、花蓮

港廳）、47郡；蘭地設宜蘭、

羅東、蘇澳 3郡，隸屬臺北

州，蘇澳一地概為蘇澳郡所

轄。蘇澳郡下設警察課、庶

務課，下轄蘇澳庄、與 30

餘「番地」。首任蘇澳郡郡

守小島仁三郎。此一行政組

織、規模大致延續迄今。

‧7月 26日，廢宜蘭廳，於

臺北州下置宜蘭、羅東、蘇

澳郡，9月 1日起實行。

‧9月 1日，任命古本廣允

為宜蘭稅務出張所所長；小

島仁三郎為蘇澳郡守。

1921 大正 10年 ‧4月 15日，蘇澳設甲種番

童教育所。

‧4月，利澤簡公學校馬賽

分校改制為馬賽公學校。

‧4月，陳花榮於蘇澳郡蘇

澳庄設三源合鰹節工場。

‧5月 25日，將宜蘭第 3公

共埤圳組合改稱羅東公共埤

圳組合，由羅東郡守管理，

同時分設蘇澳公共埤圳組

合。

‧9月 2日，蘇澳寒死人溪

派出所開設番語講習所。

‧9月 17日，在蘇澳郡、羅

東郡設「番人施藥所」。

‧10月，蘇澳郡設立「有限

責任蘇澳共進信用組合」，主

要經營信用業務。自 1946年

7月起，分設合作社、農會

兩分支，並於 1949年 11月

起，合併為「宜蘭縣蘇澳鎮

農會」。1975年，再與「南

澳鄉農會」整合，同時更名

為「宜蘭縣蘇澳地區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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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猴猴社居住地因興

建南方澳漁港而被徵收，住

民遷往山麓地帶的東澳、新

城。

1923 大正 12年 ‧2月 24日，蘇澳郡各社頭

目等 70人到蘇澳「觀光」。

‧2月 4日，原住民襲東澳

駐在所，殺害 3名苦力。

‧3月 31日，將蘇澳公共埤

圳組合改為蘇澳水利組合。

‧3月 31日，林萬於蘇澳郡

蘇澳庄設泉興製造工廠，從

事漁產加工。

‧4月 9日，南方澳派出所

成立。

‧4月 9日，黃和尚於蘇澳

郡蘇澳庄設黃和尚鰹節製造

工廠。

‧5月 20日，蘇澳郡寒溪教

育所設夜學會。

‧6月 29日，蘇澳漁港舉行

開港典禮，於築港竣工時設

立蘇澳簡易自來水。

‧9月 10日，蘇澳漁民新設

利用組合。

‧12 月 2 日，蘇澳郡下六

個農業組合聯合舉行成立典

禮。

‧12月 16日，蘇澳紀念館

落成。

‧12月 21日，臺灣石粉公

司及三卷俊夫於東澳嶺開採

石灰岩。

‧12月 21日，將日本漁民

遷移南方澳，改良漁港，引

進新式漁撈技術。

‧12月 21日，於蘇澳港內

設掛燈浮標。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蘇澳郡北方澳日人漁民

中重等 80人，以總資本日

幣 2萬元、成立「蘇澳漁業

組合」。1950年，合併「臺

北縣蘇澳鎮漁會」、「臺北

縣蘇澳漁業生產合作社」為

「宜蘭縣蘇澳鎮漁會」。

1955年 7月，再改組為「宜

蘭縣蘇澳區漁會」，漁業人

口 2380 餘 戶。1976 年 起，

納併原五結區漁會，轄管範

圍擴大為全縣 7個鄉鎮（溪

南 3鄉鎮與溪北大同鄉）。

1924 大正 13年 ‧1月 28日，軍艦大井入

蘇澳港，將招待兒童參觀。

‧7月 8日，蘇澳山地大森

林編入羅東營林所作業區。

‧12月 25日，倉谷勳圍第

3任蘇澳郡守。

1925 大正 14年 ‧1月，臺灣總督府自新竹

州、蘭陽 3郡中共招募百

戶移民，數百人自蘇澳港

啟程，於浪速登陸，展開

蘇澳地區位南端的大南澳

支移民墾拓計畫。至三〇

年代初期，大南澳地區總

人口，緩步增加到 2-3000

人。

‧4月 1日，蘇澳、花蓮港

間聯絡船宮崎丸開航。

‧4月 12日，蘇澳公學校

大南澳分教場成立。

按：1929年 4月獨立設校，

改名為「大南澳公學校」；

同年 9月再更校名為「大

南澳東國民學校」。1945

年 8月，更名為「臺北縣

蘇澳鎮蓬萊國民學校」，

附設東澳分班、海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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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1日，蘇澳港促成

庄民大會召開。

‧9月 13日，蘇澳決定自

下年度開始造林計畫。

‧12月，福島松枝於蘇澳

郡蘇澳庄設福島造船所。

1928 昭和 3年 ‧1月 11日，臺北州理蕃

課在蘇澳寒溪開真綿講習

會授原住民產業知識。

‧4月 1日，蘇澳公學校大

南澳分教場改制為大南澳

公學校；並新設蘇澳公學

校東澳分教場。

‧8月，陳玉霖於蘇澳郡蘇

澳庄設雨林鐵工廠。

‧12月 20日，蘇澳庄役場

落成。

‧12月，盧旺於蘇澳郡蘇

澳庄設臺灣石粉株式會社

石粉工廠。

1929 昭和 4年 ‧2月 13日，蘇澳新城派

出所落成。

‧3月 6日，蘇澳、羅東蕃

地教育所學童到臺北參觀。

‧3月，翁浮記於蘇澳郡蘇

澳庄設翁浮記鰹節工廠。

‧6月 6日，許可設置珊瑚

市場蘇澳分場。

‧10月 5日，設立大南澳

郵局。繼承 10月 4日所廢

除之蘇澳郵局南澳出張所

業務，並新設蘇澳郵局南

方澳出張所。

1929 昭和 4年 ‧11月 16日，第 4任蘇澳

郡首家村隼人就任。

‧11月 28日，蘇澳業佃會

成立。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1950年起，因宜蘭縣建置，

再改制為「宜蘭縣蘇澳鎮

蓬萊國民學校」。自 1968

年 8月起，再改制為「宜

蘭縣蘇澳鎮蓬萊國民小

學」。

‧5月，呂海上於蘇澳郡蘇

澳庄設新義發鰹節工廠。

‧10月，中田喜之衛於蘇

澳庄設中町造船所。

‧10月，中町繁春於蘇澳

郡蘇澳庄設蘇澳中島兄弟

造船所。

‧11月 18日，蘇澳庄舉行

樺山大將南澳番探險紀念

碑揭幕典禮。

‧12月 17日，設置蘇澳漁

市場。

‧12月 23日，蘇澳水產株

式會社成立。

1926 大正 15年 ‧10月，森條太郎於蘇澳

庄設臺灣銘石工業所。

‧11月 15日，第一次漁業

移民到達蘇澳，共 20戶 89

人。

1927 昭和 2年 ‧2月 6日，水利組合教授

羅東、蘇澳兩郡原住民水

田耕作法。

‧4月 1日，蘇澳北方澳燈

臺開始點燈。

‧4月 20日，蘇澳金刀比

羅社舉行鎮座紀。

‧5月 30日，花蓮港、蘇

澳間定期船「宮崎丸」於

加禮灣觸礁。

‧5月 26日，蘇澳內地人

漁業移民組合鰹節工廠開

始鰹節製造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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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昭和 5年 ‧5月，蘇澳郡寒溪地區一

部份和烏來取消入山許可

證。

‧6月 2日，軍艦五十鈴號

進入蘇澳港。

‧6月 8日，在蘇澳郡寒溪

駐在所成立臺北州番人助

產婦講習會。

‧6月 18日，蘇澳東澳山

地發現金礦。

‧6月 29日，蘇澳酒類小

賣人組合創立。

‧7月 11日，蘇澳海水浴

場落成啟用。

‧7月，王榮松於蘇澳郡蘇

澳庄設義豐精米所。

‧8月 21日，發生強震，

震源在蘇澳東方海底。

‧12月，王德義於蘇澳郡

蘇澳庄設義德鐵工廠。

‧大南澳地區成立「大南

澳拓殖製糖公司」，總資

本額日幣 20萬。1934年間

更組為「大南澳拓殖株式

會社」。經營砂糖製造、

土地開墾、蔗農貸款等多

項事業，與大南澳地區移

民生活緊密相關。

1931 昭和 6年 ‧5月 13日，任命菱沼宇

平為第四任羅東郡守；菊

池和為第五任蘇澳郡守。

‧5月，黃伸於蘇澳郡蘇澳

庄設林萬工廠，從事鰹節

製造。

‧7月 5日，蘇澳大濁水屈

牙社、蟻慮毛兩社移住原

住民房屋落成。

‧7月 6日，西本願寺蘇澳

布教所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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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蘇澳東海自

動車會社開業。

‧蘇澳漁業組合成立。

1931 昭和 6年 ‧12月，日人小笠原美津

雄在東澳發現錳礦。

1932 昭和 7年 ‧3月 26日，甲木豐吉出

任第 6任蘇澳郡守。

‧6月 23日，蘭陽三郡代

表 50人協議創立大蘇澳實

業會，做為「築港期成同

盟會」別動隊。

‧6月 23日，南方澳發現

金礦。

‧8月 22日，花蓮港、蘇

澳間電話開始通話。

‧蘇澳漁業組合改為蘇澳

漁業協同組合。

1933 昭和 8年 ‧1月，林二良於蘇澳郡蘇

澳庄設南興製油工廠。

‧6月 5日，在蘇澳原住民

區發現藏錳礦約 50萬噸。

‧8月 11日，寒溪駐在所

以五社社丁為苦力，建造

之寒溪神社舉行鎮座式。

1934 昭和 9年 ‧2月 5日，創立蘇澳庄隘

丁業佃協調農事組合。

‧5月 10日，小島猛出任

第 7任蘇澳郡守。

‧5月 22日，南方澳派出

所與消防組詰所同日落成。

‧11月 26日，蘇澳為挽救

經濟景氣擴大舉行迎神遶

境。

1935 昭和 10年 ‧3月 31日，設立蘇澳自

來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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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5日，盧纉祥於蘇

澳郡蘇澳庄設蘇澳糖業株

式會社。

‧6月 15日，江維禎於蘇

澳蕃地南溪社南溪製材所。

‧9月 7日，大井又次出任

第 9任蘇澳郡守。

1938 昭和 13年 ‧2月 12日，王阿福於蘇

澳郡蘇澳庄設南榮澱粉公

司。

‧3月 29日，設立蘇澳尋

常高等小學校南方澳分教

場。

‧12月，蘇澳魚市場改由

東部水產株式會社經營。

1939 昭和 14年 ‧5月，臺灣化成工業公司

舉行成立大會，總公司設

臺北，資金 500萬，設水

泥廠於蘇澳，將造電土、

醋酸、人造橡膠等化學品。

‧7月 1日，小野榮出任第

10任蘇澳郡守。

‧12月 8日，佐藤茂接任

第 11任蘇澳郡守。

1940 昭和 15年 ‧2月 6日，蘇澳神社竣

工，舉行清祓式。

‧12月 17日，蘇澳漁船春

日號漂流第 19日被發現，

生還者 3人。

1941 昭和 16年 ‧4月 1日，蘇澳尋常高等

小學校更名為蘇澳國民學

校；蘇高南方澳分教場更

名為蘇澳國民學校南方澳

分教場；馬賽公學校更名

為馬賽國民學校，蘇澳公

學校更名為蘇澳西國民學

校；蘇澳公學校北方澳分

教場更名為蘇澳西國民學

校北方澳分教場；蘇澳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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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蘇澳水產

會社紀念 10周年設立診療

所。

‧12月 16日，黃元德於蘇

澳郡蘇澳庄設株式會社嘉

南商行，製糖。

1936 昭和 11年 ‧2月 13日，蘇澳庄三長

罐詰工場開始試製鯖魚罐

頭。

‧2月 24日，蘇澳天產工

業株式會社成立，用天然

碳酸水製造飲料。

‧2月 24日，牙土木於蘇

澳郡蘇澳庄設新德興製材

所。

‧4月 24日，陳粒於蘇澳

郡蘇澳庄設南和製材所。

‧5月 29日，番豐灶於蘇

澳郡蘇澳庄設港口糖廍。

‧8月 26日，日人永山章

太郎開採南澳錳礦。

‧10月 20日，大塚正出任

第 8任蘇澳郡守。

‧12月 5日，蕭清江於蘇

澳郡蘇澳庄設三和水產株

式會社罐詰工場。

‧12月，成立、總資本額

3000萬日幣的「臺灣拓殖

株式會社」。因總督府，

將原大南澳地區之官有地、

全數劃給「臺拓」，成為

「臺拓」之社有地。

1937 昭和 12年 ‧1月，陳來福於蘇澳郡蘇

澳庄設南海造船所。

‧3月 5日，陳秋池於蘇澳

郡蘇澳庄設海南材木商行

製材工廠。

‧3月 5日，賴阿皮於蘇澳

郡蘇澳庄設鰹節製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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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東澳分教場更名為蘇澳

西國民學校東澳分教場。

‧6月 6日，古澤悌次接任

第 12任蘇澳郡守。

‧7月 14日，蘇澳築港工

程舉行開工典禮。

‧12月 13日，花蓮港、蘇

澳間定期客船航線開航。

1942 昭和 17年 ‧4月 25日，臺灣化成株

式會社（亦稱蘇澳水泥廠）

於蘇澳石灰岩採石場三處

開工。

1943 昭和 18年 ‧3月 31日，任命吉澤改

治出任第 13任蘇澳郡守。

‧5月 20日，蘇澳造船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位南方

澳。

‧10月 1日，蘇澳到花蓮

港間公車開始營運。

‧12月 21日，蘇澳漁業協

同組合改組設立蘇澳漁業

會。

‧12月 21日，蘇澳魚市場

改隸南日本漁業統制株式

會社。

1944 昭和 19年 ‧12月 16日，蘇澳魚市場

改屬臺灣水產物配給統制

株式會社。

‧宜蘭白雲母礦由粉鳥林

礦業所（後改稱蘇澳石礦

實業社東澳礦場）經營。

‧發生蘇澳間諜事件，臺

灣人漁民 70餘人被捕，全

死於獄中。

1945 昭和 20年

民國 34年

‧8月 15日，日本政府宣

布無條件投降。

‧10月 26日，將宜蘭市警

察署改為宜蘭警務課，羅

東、宜蘭、蘇澳三郡警察課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改為警察所，同隸屬臺北

縣警察局。

‧12月，臺灣行政長官公

署調整地方行政組織劃分，

全臺設 9市 8縣，改郡為

區、易街庄鄉鎮；宜蘭、

羅東、蘇澳三郡更名為宜

蘭區、羅東區、蘇澳區；

蘇澳區下轄蘇澳鎮、南澳

鄉。復於 1947年 2月撤廢，

蘇澳區屬併入羅東區署。

1946 民國 35年 ‧1月 1日，李煥銅創設蘭

陽行南方澳冷藏庫。

‧1月 16日，成立臺北縣

政府。舊時宜蘭、羅東、

蘇澳三郡及宜蘭市歸臺北

縣管轄，郡改為區。

‧3月 7日，侯餘文設立蘇

澳鐵工廠。

‧4月 2日，首任蘇澳鎮官

派鎮長林朝固就任，任期

至 1951年 3月 30日止。

‧5月 5日，於蘇澳南成里

新化巷山腳下新設「臺北

縣南方國校」。5 

‧6月 22日，颱風襲蘇澳，

損失慘重。

‧11月 30日，將宜蘇澳水

利組合改稱蘇澳農田水利

協會。

1947 民國 36年 ‧2月 4日，裁撤蘇澳區

署，所轄鄉鎮併入羅東區。

‧3月 20日，劉傳枝設蘇

澳印刷廠。

5  1948年 8月更名為「臺北縣南安國民學校」。1950年 10月
10日起，再更名為「宜蘭縣南安國民學校」。1968年 8月 1
日起，更名為「宜蘭縣南安國民小學」。1971年 10月起，遷
校至獅頭山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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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鎮民代表會，並於會期

內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10月，依地方自治法實

施村里長民選，蘇澳鎮選

出第 1任民選里長 22名。

‧10月 30日，蘇澳鎮漁會

成立。

‧12月 24日，宜蘇澳鎮婦

女會、體育會、教育會成

立。

‧於今南正里江夏路 17

號，興建宮殿造型之媽祖

廟「南天宮」，成為蘇澳

地區極為重要的信仰中心。

（1990年進行擴建，成立

「金媽祖會」，打造金媽

祖。高達 6呎 3吋的金媽

祖神像完成於 1995年 9月

10日。）

1951 民國 40年 ‧1月 21日，宜蘭縣第 1

屆縣議員選舉，8個選區、

共選出 27名議員。蘇澳鎮

由劉傳旺、楊長性當選第 1

屆縣議員。

‧林安福當選蘇澳鎮第一

屆民選鎮長，任期自 1951

年 8月 1日至 1953年 7月

31日。

1952 民國 41年 ‧7月 27日，宜蘭縣蘇澳

鮮魚承銷協會成立。

‧8月，羅東中學蘇澳分校

設立初期招收兩班學生。

按：1955年 8月奉准獨立

設校，更名為蘇澳初級中

學。1968年 7月起，再更

名為蘇澳鎮蘇澳國民中學。

‧10月 27日，宜蘭縣蘇澳

鎮護林協會成立。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10月 10日，蘇澳大坑罟

地方防潮堤防工程開工，

至 1948年 8月 31日竣工。

‧10月 16日，蘇澳、淡水、

安平、布袋、舊港等五港

開放為「省際商港」。

1948 民國 37年 ‧1月 15日，信隆行蘇澳

石化工廠成立。

‧1月 25日，蘇澳國民學

校北方澳分校獨立為北濱

國民學校。

‧6月 25日，蘇澳造船鐵

工廠創立。

‧7月 14日，在蘇澳港設

港口檢疫所。

‧11月 3日，將蘇澳農田

水利協會改稱蘇澳水利委

員會。

1949 民國 38年 ‧3月 1日，蘇澳石礦正式

改組成立

‧4月，周克來等創蘇澳石

礦實業社。

‧11月 12月，臺灣省政府

調整地方行政組織劃分，

原宜蘭區新設為縣，下轄

宜蘭市、羅東鎮、蘇澳鎮、

頭城鎮、礁溪鄉、壯圍鄉、

員山鄉、冬山鄉、五結鄉、

三星鄉、太平鄉（後改名

大同鄉）、南澳鄉，共1市、

3鎮、8鄉。蘇澳鎮，下轄

蘇東、蘇南、蘇北、長安、

永春、永樂、永昌等 22里。

1950 民國 39年 ‧2月 1日，蘇澳鎮民首次

獲配拋售食米。

‧3月 25日，李萬來組大

雲母礦石社，開採東澳白

雲母。

‧9月，第 1屆蘇澳鎮民代

表經選舉產生，同時成立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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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3日，蘇澳馬賽地

方補給灌溉抽水機工程開

工，翌年 9月 30日完工。

1953 民國 42年 ‧2月 8日，第 2屆縣市議

員選舉，宜蘭縣第 6選區，

共選出 3名縣議員，由陳

火土、盧旺、王阿福當選。

‧3月，宜蘭縣第 2屆村里

長民選，蘇澳鎮選出里長

22名。

‧4月，第 2屆蘇澳鎮民代

表經選舉產生，並於會期

內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8月 1日，林安福就任蘇

澳鎮第二屆民選鎮長，任

期至 1956年 7月 31日止。

‧8月 18日，蘇澳製冰廠

擴建冷凍廠庫。

‧12月 11日，宜蘭縣蘇澳

水泥廠產業工會成立。

1954 民國 43年 ‧1月 27日，省農林廳訂

定海難求救信號，蘇澳列

為試驗區。

‧4月 21日，省農林廳訂

定漁市場設置員工標準，

宜市 7人，蘇澳鎮 53人，

羅東鎮 5人。

‧5月 27日，蘇澳中學校

舍落成。

‧11月 7日，宜縣詩人冬

季聯吟大會在蘇澳召開。

1955 民國 44年 ‧1月 9日，南方澳海面突

發狂風，大批漁船受災，

有關方面展開搶救。

‧1月 16日，第 3屆縣市

議員選舉，宜蘭縣第 6選

區共選出 3名縣議員，由

吳佩馨、王阿福、俞錫昌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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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第 5屆蘇澳經

選舉產生，並於會期內召開

鎮民代表會議。

‧6月 6日，蘇澳內埤港開

工擴建。

‧10月 16日，蘇澳分局新

廈落成典禮。

‧蘇澳鎮因人口成長、重

新調整行政區域，長安里劃

分為長安里、永光里，南安

里劃分為南安里、南正里，

全鎮總共 24里。

1956 民國 45年 ‧6月 26日，宜蘭縣首批

國民住宅 30棟在南方澳破

土興建，並於 1957年 9月 3

日完工。

‧8月 1日，林福安就任蘇

澳鎮第三屆民選蘇澳鎮長，

1958年 2月 9日離職，縣府

指派鄧子寧代理，至 4月 15

日止。

‧9月 16日，強烈颱風福瑞

達在蘇澳登陸。

‧為安置 1955年 2月大陳

島遷臺子女之就學，教育當

局特擴編原「宜蘭縣蘇澳鎮

北濱國民學校港邊分班」為

18個班級。6

1957 民國 46年 ‧1月 9日，省漁管處配發

香魚卵 400萬粒，至武荖坑

溪流繁殖。

1958 民國 47年 ‧1月 19日，第 4屆縣市議

員選舉，宜蘭縣第 10選區

（蘇澳鎮、南澳鄉）共選出

3名縣議員。

6  1959年 4月 18日，奉准獨立設校，命名為「宜蘭縣蘇澳鎮
岳明國民學校」。1968年，改制為「宜蘭縣蘇澳鎮岳明國民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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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南澳鄉）共選出 3

名縣議員。

‧1月 31日，東澳海濱住戶

密集地區發生大火，毀 19

戶住宅，百餘人無家可歸。

‧3月 16日，南方澳皮刀魚

獲量創戰後紀錄，達 50萬

公斤。

‧8月 29日，南方澳漁船

金勝 103號捕獲 2萬餘斤大

鯨。

‧10月 7日，縣工業預定地

核定四處：冬山、羅東、宜

蘭、蘇澳。

1962 民國 51年 ‧4月 3日，海上突起強風，

南方澳多艘漁船被毀，14

人失蹤。

‧8月 1日，蘇澳火車站舉

行落成典禮，占地 400餘

坪。

‧9月，蘇澳初中成立南澳

分校，1967年 10月獨立為

南澳初級中學。

‧12月 15日，縣立蘇澳初

級中學召開科學教育觀摩

會，北部六縣市教師 60餘

人參加。

1963 民國 52年 ‧2月 13日，宜蘭縣發生 4

級地震。

‧3月 9日，近日連續地震，

南方澳漁港港岸稍呈下沉。

‧3月10日，又有4級地震，

蘇澳發生中等程度災害。

‧3月 16日，臺泥蘇澳廠

「早強水泥」試製成功。

‧7月 25日，蘇澳區漁會發

表統計，本季漁獲量總值破

億元大關。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4月 16日，蘇澳鎮第 3屆

民選蘇澳鎮長補選由蘇古當

選，任期至 1959年 12月 31

日止。

‧6月 29日，東南碱業公

司石碱場在蘇澳舉行奠基典

禮。

‧11月 9日，蘇澳鎮岳明里

舉行成立典禮。

‧12月 2日，陳東海當選蘇

澳漁會理事長。

‧蘇澳鎮轄港邊里，因人

口成長、重新調整里界，分

為港邊里、岳明 2里，自此

之後，蘇澳鎮總共 25里。

1959 民國 48年 ‧1月 16日，北濱國校岳

明分校及馬賽國校興華分校

准予獨立，為岳明及育英國

校。

‧3月 8日，南方澳內埤漁

港舉行竣工典禮。

‧7月 7日，基隆水產學校

蘇澳分校本學期決招生，先

開辦漁撈與輪機 2科。

‧12月 27日，省議會通過

促請政府開放宜蘭縣蘇澳港

為商港。

‧蘇澳鎮新華里，改名為

龍德里。

1960 民國 49年 ‧1月 1日，林洪焰就任第

4屆民選蘇澳鎮長，任期至

1964年 2月 28日。

‧1月 26日，宜蘭、羅東、

蘇澳開放直撥電話。

‧7月 31日，強烈颱風雪莉

過境，蘇澳災情慘重，打破

14年來紀錄。

1961 民國 50年 ‧1月 15日，第 5屆縣市議

員選舉，宜蘭縣第 10 選區



2524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1964 民國 53年 ‧1月 4日，宜蘭縣成立促

進委員會推動蘇澳開闢商

港。

‧1月 26日，第 6屆縣市議

員選舉，宜蘭縣第 10選區

（蘇澳鎮、南澳鄉），選出

縣議員 3名。

‧3月 1日，邱火就任第五

屆民選蘇澳鎮長，任期至

1968年 2月 29日止。

‧8月，原士敏國民學校永

樂分校獨立設校，命名為

「宜蘭縣永樂國民學校」。

1968年 8月，改制為「宜蘭

縣永樂國民小學」。

‧8月 1日，原「省立基隆

水產職業學校蘇澳分部」，

正式獨立、並更名為「臺灣

省立蘇澳高級水產職業學

校」。7�

‧8月 19日，蘇澳漁會發

表統計，去年度漁獲量價值

1億 4000萬元。

‧9月 16日，蘇澳電信局大

廈新建工程竣工。

1965 民國 54年 ‧8月 18日，瑪麗颱風猛襲

宜蘭，蘇澳損失最為慘重。

‧10月 21日，省漁業局主

辦漁撈技術檢討會，在蘇澳

漁會舉行。

‧11月 18日，蘇澳漁會第

7屆第 2次會員大會，理事

長賴溪頭報告今年漁獲量

3000餘萬公斤，創 20年來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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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民國 55年 ‧1月 15日，東澳山區發現

錳礦。

‧7月 1日，蘇澳鎮轄南寧

里，因人口成長、重新調整

里界，分為南寧里、南興

里，蘇澳鎮總計劃為 26里。

‧11月 18日，南方澳漁產

量今年總收入達 2億元。

1967 民國 56年 ‧1月 1日，蘇澳地區連日

霪雨，蘇花公路交通癱瘓。

‧10月，蘇澳初中設立馬

賽分校。1968年 9月獨立為

文化國民中學。

‧10月 18日，解拉颱風過

境，三星鄉豪雨成災，冬

山、蘇澳災情嚴重。

1968 民國 57年 ‧省漁業局貸款 60萬元，

供蘇澳區漁會協助冷凍廠恢

復生產。

‧1月 21日，第 7屆縣市議

員選舉，宜蘭縣第 10 選區

（蘇澳鎮、南澳鄉），選出

議員 3名。

‧6月 25日，蘇澳港防波堤

工程全部完成。

‧6月 2日，蘇澳區漁會在

內埤港設第 2拍賣場，專門

負責蝦類交易。

‧7月 27日 蘇澳鎮大水災，

整個地區盡成澤國。

‧10月 5日，蘇澳鎮武荖坑

橋竣工通車。該橋係去年風

災遭摧毀。

‧12月 30日，省府同意闢

建蘇澳港為木材專用港。

1969 民國 58年 ‧1月 11日，蘇澳造船公司

完成 3艘遠洋漁船。

‧1月 20日，蘇澳蝙蝠山挖

出光緒年代玉鐲 1付。7  1979年 8月改制為「臺灣省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2000年 2月，再更名為「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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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調整里界，分為南正

里、南成里。南寧里劃分為

南寧里、南建里，蘇澳鎮共

28個里。

‧8月 22日，蘇澳魚市場主

任被理事會解聘。

‧11月 10日，蘭陽林區管

理處蘇澳工作站發生官商勾

結，准許私人在國有林內私

設牧場。

‧12月，基隆港務局蘇澳港

分局正式成立。於 1974年

10大建設計畫納入蘇澳港。

‧12月 6日，縣府公告蘇澳

鎮擴大都市計畫範圍。

1972 民國 61年 ‧6月 7日，蘇澳鎮公所突

下陷 1公尺。

1973 民國 62年 ‧3 月 17 日，第 8 屆縣市

議員選舉，宜蘭縣第十選區

（蘇澳鎮、南澳鄉），共選

出議員 3名。

‧4月 1日，王秋郎就任第

七屆民選蘇澳鎮長，任期至

1977年 12月 29日止。

‧5月 15日，蘇澳南強里實

施都市計畫，禁建 1年。

‧6月 16日，蘇澳造船公司

承造兩艘釣鮪船，舉行下水

典禮。

‧8月 20日，蘇澳新馬地區

辦理都市計畫，禁建 1年。

‧9月 1日，位於蘇澳隘丁

嶺之華視轉播站裝設完成啟

用。

‧10月 6日，第 10屆蘇澳

鎮民代表選舉，並於會期內

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11月 27日，蘇澳鎮 17位

地主捐獻北迴鐵路用地。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3月 1日，黃傳宗就任第

6屆民選蘇澳鎮長，1972年

離職。宜蘭縣政府委派張季

冬，代理任期至 1973年 3

月 31日止。

‧3月 12日，宜蘭縣鐵路蘇

澳附近山崩。

‧6月 5日，基隆港務局決

定開闢蘇澳港為基隆港輔助

港，限於木材之進口。

‧9月 21日，蘇澳造船公司

承造之東隆 2號、錦隆、國

泰 2號等遠洋漁船下水。

‧9月 23日，蘇澳鎮公所改

中山 2巷為「林森路」。

‧11月 22日，蘇澳鎮農會

爆發挪用公款 1500萬元事

件。

1970 民國 59年 ‧2月 26日，蘇澳信大石礦

水泥公司新窯全部完工，開

始生產。

‧5月 26日，世糧補助實物

一批，助宜蘭縣浚渫蘇澳溪

河床。

‧7月 3日，蘇澳港口漁船

翻覆。

‧10月 2日，蘇澳豪雨成

災，對外交通中斷。

1971 民國 60年 ‧2月，南安國民中學奉准

成立。8

‧5月 14日，南方澳漁船新

淩波號捕獲一重逾 4000公

斤大鯊魚。

‧7月 1日，蘇澳鎮轄南正

里、南寧里，因人口成長、

8  學校初期借蘇澳國中、蘇澳國小等校舍上課，後擇定內埤港
附近構築新校舍，完工後因臺灣省政府新校區都市更新計畫
案，擇定今日校址南建里學府路、闢建新校舍南風學園，完工
起陸續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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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民國 63年 ‧1月 1日，蘇澳鎮自來水

廠今起改組為省營。

‧3月 1日，南方澳漁港管

理所成立。

‧7月 1日，蘇澳商港擴建

計畫首期工程開工。

‧7月 21日，蘇澳天主堂附

設和平醫院開幕。

‧7月 24日，南方澳大中型

圍網漁船業獲農復會及漁業

局輔導拓展遠洋漁場。

‧8月 1日，省立蘇澳高級

水產職校遷校。

1975 民國 64年 ‧1月 18日，南方澳消防隊

成立。

‧2月 1日，蘇澳鎮戶政事

務所恢復在南澳、東澳設戶

籍登記站。

1976 民國 65年 ‧4月 3日，蘇澳鎮第 4選

區鎮民代表暨岳明里里長補

選舉行投票。

‧6月 17日，縣府在東澳

粉鳥林沿岸海面投置人工魚

礁。

‧6月 26日，蘇澳地區自動

電話開放通話。

‧8月 6日，國際青商會蘇

澳港分會成立。

‧9月 1日，蘇澳鎮轄蘇東

里、北濱里，合併為蘇東

里，蘇澳鎮總共 27里。

‧11月 19日，蘇澳港第 11

號碼頭完工開放，首艘日籍

1萬 5千噸級輪船「藍雅士

號」停靠。

‧11月 23日，蘇澳籍漁船

「金東興 23號」被日輪撞

翻。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12月 15日，蘇澳鎮下水

道第 1期工程已動工興建。

1977 民國 66年 ‧1月 2日，蘇澳港最大沉

箱安放完成。

‧4月 12日，蘇澳港翻船，

死難大專學生 32人。

‧4月 30日，蘇澳鎮至 4月

份人口數共為 54041人。

‧6月 1日，蘇澳扶輪社成

立。

‧8月 31日，蘇澳港 8月份

吞吐量為 56166公噸，破開

港以來月份最高紀錄。

‧11月 19日，第 9屆縣市

議員選舉，宜蘭縣第 7選

區，選出議員 5名，由林正

標、陳東淵、陳銀圳、林登

茂、吳清福當選。

‧11月 23日，南方澳到臺

北正式開金龍號冷氣車。

‧12月 30日，王秋郎就任

第 8屆民選蘇澳鎮長，任期

至 1982年 2月 28日止。

1978 民國 67年 ‧3月 1日，蘇澳鎮轄長安

里、永昌里，合併為長安

里，蘇澳鎮總共 26個里。

‧6月 17日，第 11屆蘇澳

鎮民代表選舉，並於會期內

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6月 28日，蘇澳港填築新

生地工程提早 7個月完工，

創下陸上填土速度最快紀

錄。

‧7月 10日，蘇澳鎮與美國

加利福尼亞州摩羅貝市締結

為姊妹市。

‧12月 30日，蘇澳港第 1

期工程完工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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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蘇澳港 3號碼

頭開放使用。

‧4月 3日，蘇澳港去年吞

吐量成長率 87%。

‧4月 18日，蘇澳港務分局

代辦無外交關係國家商船臨

時通行證。

‧5月 1日，蘇澳鎮蘇西里

新市、新生、中興三條大馬

路竣工通車。

‧5月 27日，蘇澳 119中心

添置中型救護車。

‧7月 1日，蘇澳港 8、9號

木材專用碼頭開放民營。蘇

澳氣象觀測站奉准成立，為

3等機構，隸屬中央氣象局。

‧7月 10日，蘇澳鎮第 2期

基層建設全部完工。

‧7月 14日，蘇澳、頭城、

大同鄉部分路街巷道門牌重

新整編。

‧8月 4日，南方澳加油站

塌陷。

‧9月 27日，蘇澳自強橋落

成通車。

‧10月 1日，蘇澳區漁會漁

市場 9月份魚貨交易總值突

破歷年最高紀錄。

1982 民國 71年 ‧1月 1日，北迴鐵路南聖

站更名為蘇澳新站。

‧1月 1日，蘇澳港分局宣

布，1981年蘇澳港總吞吐量

達 182萬噸。

‧1月 16日，第 10屆縣市

議員選舉，宜蘭縣第 10選

區，選出 3名議員。

‧2月 20日，蘇澳鎮仁愛殘

障青年復健中心落成啓用。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1979 民國 68年 ‧2月22日，環保單位公布：

蘇澳鎮落塵量高居宜蘭縣首

位，為空氣汙染最嚴重之地

區。

‧4月 1日，蘇澳公路發生

巨石墜落，擊毀公車，傷及

5名乘客。

‧9月 7日，蘇澳港工程處

成立資料中心。

‧9月 13日，蘇澳鎮東澳地

區受北迴鐵路施工的影響，

發生水荒。

‧10月 9日，蘇澳鎮擴大修

訂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12月 15日，美麗島事件

發生，蘇澳警方加強巡邏，

嚴防偷渡。

‧12月 31日，蘇澳區漁會

統計南方澳 68年度漁獲量

逾 4萬餘噸。

1980 民國 69年 ‧1月 11日，南方澳漁船受

國內油價上漲影響，成本增

加，魚價慘跌，漁民叫苦連

天。

‧從蘇澳新站到花蓮之間、

長達 79.1公里的「北迴線」

（又名北迴鐵路），自 1973

年 12月動工後，已全線通

車，並於即日起正式營運。

‧5月 2日，蘇澳東澳里啟

用電話通話。

‧8月 1日，基隆港務局將

蘇澳港區漁船登記業務由蘇

澳分局辦理。

1981 民國 70年 ‧1月 6日，蘇澳區漁會公

佈去年漁貨交易額，高達 8

億餘元。

‧1月 10日，鐵路局自蘇

澳站加駛冷暖氣對號快車一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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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日，林文吉就任蘇

澳鎮第 9屆民選鎮長選舉，

任期至 1986年 2月 28日止。

‧6月 12日，第 12屆蘇澳

鎮民代表選舉，並於會期內

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1983 民國 72年 ‧2月 1日，蘇澳港今年元

月吞吐量，以水泥業外銷成

績最佳。

1984 民國 73年 ‧3月 2日，行政院農發會

在蘇澳澳仔角地區連續投放

300餘座人工魚礁，培育漁

業資源。

‧6月 27日，韓國籍貨輪安

進 31號泊蘇澳港，將載運

蘭陽溪砂石外銷日本，為蘭

陽溪砂石外銷新契機。

‧8月 15日，斯里蘭卡漁業

界訪問蘇澳區漁會。

‧11月 3日，蘇澳鎮下午發

生山崩事件。

1985 民國 74年 ‧4月 4日，鯖魚大量湧至

蘇澳沿岸，1至 3月間產量

600萬公斤。

‧6月 3日，由國人自力建

造的第一艘巡快艇，在蘇澳

下水並舉行試俥。

‧9月 13日，美國草根大使

布魯克等抵蘇澳訪問。

1986 民國 75年 ‧2月 1日，第 11屆縣市議

員選舉，宜蘭縣第 7選區，

選出縣議員 4名，由林正

標、李坤山、陳正信、伍榮

茂當選。

‧3月 1日，林文吉就任蘇

澳鎮第十屆民選鎮長，選第

十屆任期至 1990年 2月 28

日止。

‧6月 14日，第 13屆蘇澳

鎮民代選舉，並於會期內召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開鎮民代表會議。

1987 民國 76年 ‧10月 25日，琳恩颱風侵

襲，農損嚴重。

1988 民國 77年 ‧10月 3日，臺塑放棄利澤

設六輕廠案。

1989 民國 78年 ‧5月 3日，蘇澳鎮南天宮

以 19艘漁船組成「媽祖繞

境隊」，赴福建湄洲祖廟探

親。

‧7月 1日，蘇澳港 1989年

度營運量再創新猷。

‧10月 26日，蘇澳 7組大

型圍網漁船捕獲 100萬公斤

魚貨，創單日漁獲最高紀

錄。

1990 民國 79年 ‧1月 20日，第 12屆縣市

議員選舉，宜蘭縣第十選區

（蘇澳鎮、南澳鄉），選出

縣議員 3名。

‧3月 1日，林棋山就任蘇

澳鎮第 11屆民選鎮長，第

11屆任期至 1994年 2月 28

日止。

‧6月 16日，第 14屆蘇澳

鎮民代表會選舉，並於會期

內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7月 18日，蘇澳冷泉觀光

浴池正式開放。

‧10月 25日，原屬臺 9線

其中一段的蘇花公路，北起

蘇澳鎮白米橋、南迄花蓮縣

花蓮市中正路，全長 118公

里，自即日起改為雙向通

車。

‧12月 27日，蘭陽地區首

部直播國際電話之公用電話

在蘇澳裝設完成。

1991 民國 80年 ‧3月 2日，保七總隊蘇澳

中隊成立，加強查緝走私、

防止大陸客偷渡及護漁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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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龍德工業區內汙染事

件。

‧6月 7日，五結、新馬地

區養蝦池遭病毒嚴重感染。

‧7月 28日，南方澳消費市

場正式開放，攤販問題獲解

決。

‧11月 2日，蘇澳榮民醫院

附設南方澳門診中心正式開

張。

1994 民國 83年 ‧1月 7日，蘇澳大坑罟新

城溪出海口再度出現魚群暴

斃事件。

‧1月 29日，第 13屆縣市

議員選舉，宜蘭縣第十選區

（蘇澳鎮、南澳鄉），由陳

金麟縣等三名當選縣議員。

‧2月 25日，縣漁管站為整

頓南方澳漁港，首創漁民治

港制。

‧3月 1日，林棋山就任蘇

澳鎮第 12屆民選鎮長，第

12屆任期至 1998年 2月 28

日止。

‧4月 16日，蘇澳中正海軍

基地 20餘年來首次開放民

眾參觀。

‧5月 16日，蘇澳鎮公所完

成硬體網路，成為第一個資

訊化公所。

‧5月 22日，蘇澳籍漁船在

日本海域作業，遭南韓鐵殼

船攻擊。

‧6月 5日，宜蘭南方 34.8

公里處發生六級強震，蘇

澳、南澳災情慘重。

‧6月 29日，蘇澳冷泉公園

「二期工程」完工驗收。

‧7月 10日，強烈颱風提姆

來襲，造成停電、交通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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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1日，蘇澳港開港

15年來，首艘由蘇澳載貨

直航進口的「尼仕多」號巨

輪泊靠。

‧6月 5日，蘇澳區漁會上

岸服務電台開播。

‧7月 31日，保七總隊蘇澳

中隊編號 PP805巡邏艇在蘇

澳港下水，加入查緝走私。

‧11月 26日，蘇澳七星山

下發現日本時代軍用隧道。

1992 民國 81年 ‧3月 1日，蘇澳貨運業今

起停駛。

‧4月 19日，蘇澳鎮「港邊

地區反火電自救會」搭建指

揮總部，準備長期抗爭反對

臺電興建蘇澳火力發電廠。

‧8月 3日，宜蘭縣環保局

委託國立宜蘭農專調查，證

實新馬地區地下水質惡化不

宜飲用。

‧11月 5日，蘇澳國中籃

球隊獲全國性中正盃籃賽冠

軍。

‧11月 11日，游錫堃下令

解散員山、三星、蘇澳、南

澳四鄉鎮體育會。

‧11月 16日，蘇澳豪雨，

造成積水、坍方、蘇花公路

中斷等災情。

‧12月 29日，蘇澳港今年

營運量突破 500萬噸，創歷

年紀錄。

1993 民國 82年 ‧3月 5日，召開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 60次會議，通過

「變更蘇澳擴大都市計畫

案」。

‧5月 1日，蘇澳鎮各界成

立聯合稽查小組，共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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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外海的海上旅館「上

好 3號」觸礁。

‧7月 16日，第 15屆蘇澳

鎮民代表會選舉，並於會期

內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9月 1日，中度颱風葛拉

絲在蘇澳登陸，造成 7死 4

重傷，農牧損失達 3億多

元。

‧9月 10日，連續颱風來

襲，蘇澳地區山林一片枯

黃，危及水土保持，並發生

20多年未有的海水倒灌。

‧9月 16日，龍德工業區的

永達混凝土公司被指惡性倒

閉，受波及者達 200餘人。

‧10月 19日，保七總隊「巡

護 6號」進駐蘇澳港，負責

東北海域救護工作。

‧11月 8日，蘇澳海事職校

西式划船隊代表我國參加亞

運首度得獎，取得參加奧運

資格。

‧11月 30日，蘇澳籍金慶

發 328號漁船，在浙江外海

遭 3艘疑似中國海盜船夾擊

撞破。

‧12月 26日，蘇澳鎮公所

成立「冷泉特定風景區發展

促進委員會」。

1995 民國 84年 ‧3月 1日，首座示範托兒

所─蘇澳「新馬托兒所」落

成啓用。

‧3月 11日，蘇澳港區移山

路截彎取直工程發現一座可

容納百人的大型防空洞。

‧3月 20日，蘇澳澳仔角完

成拋石定沙工程。

‧5月 19日，蘇澳港區發現

國內漢他病毒首例。

西元 年號 大事記

‧6月 1日，蘇澳區漁會 5

月份漁獲交易量創歷年單月

及單日最高紀錄。

‧6月 25日，下午宜蘭南方

20.5公里處東澳地區發生規

模 6.5強度 5級地震。

‧7月 22日，蘇澳電信局於

蘇花公路宜蘭縣境設 6具公

共電話。

‧7月 27日，蘇澳區漁會統

計指出，中國於彭佳嶼海域

試射飛彈 6天期間，漁民損

失達 1億元以上。

‧8月 4日，首艘以臺灣本

土地名命名的海軍軍艦「蘭

陽號」，與另兩艘軍艦於蘇

澳港基地舉行成軍典禮。

‧8月 26日，蘇澳南天宮舉

行世界最大純金媽祖開光典

禮。

‧9月 25日，南方澳大型圍

網漁獲量突破 1000噸，創

歷年單日最高紀錄。

‧9月 26日，蘇澳鎮與日本

沖繩石垣市正式結為姊妹市

鎮。

‧10月 7日，省立蘇澳海事

水產職校完成全國首座室內

划船訓練場。

‧10月 20日，蘇澳地區農

會在南澳辦事處旁設立農民

診所。

‧11月 11日，蘇澳國小慶

祝建校 96週年及自然教學

園區落成。

‧12月 15日，蘇澳榮民醫

院新建綜合大樓落成啓用。

‧12月 22日，蘇澳鎮立圖

書館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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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內移約 30公尺。

‧10月 23日，蘇澳鎮國小

學生賴建智的畫作「港口漁

市場」，榮獲第 26屆世界

兒童畫展金牌獎。

‧11月 25日，蘇澳地區農

會新馬辦公大樓落成啓用。

1997 民國 86年 ‧1 月 4 日，蘇澳港公佈

1996年貨物裝卸量首度突

破建港的 600萬噸指標，為

6,101,000餘噸。

‧1月 13日至 1月 15日，

因蘇澳港發生軍艦與拖船相

撞事故，封港 50餘小時。

‧3月 2日，蘇澳運動公園

落成啓用。

‧3月 25日，蘇澳籍漁船在

所羅門群島海域遭巴布幾內

亞軍艦開槍掃射。

‧3月 27日，往蘇澳自強號

列車於頭城撞上預拌混泥土

車，1死 20傷。

‧4月 15日，蘇澳籍漁船

在斯里蘭卡外海疑遭海盜搶

劫，船長失蹤。

‧6月 5日，蘇澳港 5月份

營運量達 61萬餘噸，創開

港以來單月最高紀錄。

‧9月 7日，第 1屆全國馬

術邀請賽在蘇澳聖湖跑馬場

舉辦。

‧10月 22日，南方澳籍漁

船接連在釣魚臺海域發生被

日本巡邏艇撞損、割毀漁網

等事件，漁民要求政府宣示

釣魚臺主權。

‧10月 31日，縣環保局於

頭城、壯圍、五結及蘇澳等

地，發動萬人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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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民國 85年 ‧1月 3日，蘇澳區漁會統

計，84年漁獲量為 79617公

斤，交易額為 194000餘萬

元，刷新歷年紀錄。

‧1月 4日，蘇澳籍「逢漁

滿 132號」漁船，遭中國漁

港藉口挾持，幸獲保七等救

回。

‧2月 1日，蘇澳港被衛生

署列為漢他病毒高感染區。

‧2月 5日，蘇澳籍「日東

6號」漁船在彭佳嶼西北 30

海里處遭撞沉。

‧2月 9日，蘇澳鎮民林正

宗致力蘭花盆景經營有成，

當選十大青年農民。

‧2月 14日，蘇澳鎮民張漢

欽經 10餘年研究，成功試

育紅野雞。

‧4月 26日，龍德工業區的

佳農興廠正式投入生產。

‧6月 7日，蘇澳區域性垃

圾衛生掩埋場經鎮公所清潔

隊進場實地模擬無礙後正式

啓用。

‧7月 1日，蘇澳冷泉公共

設施前年遭颱風毀壞，整修

完工重新開放。

‧8月 4日，蘇澳鎮朝陽里

海岸地區發現史前遺址。

‧8月 8日，全國規模最大、

設施最完善的武荖坑露營區

舉行開園啓用典禮。

‧8月 24日，蘇澳地區原住

民成立「蘇澳鎮都市原住民

生活促進委員會」。

‧9月 27日，武荖坑風景區

復育螢火蟲成功。

‧10月 1日，蘇澳無尾港海

岸在薩恩颱風過後，海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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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8日，蘇澳特一號

道路完成通車。

‧12月 6日，無尾港水鳥

保護區首度出現 1隻迷鳥─

鵠，臺灣已有 8年未見鵠過

境。

‧12月 8日，海軍蘇澳中

正基地第 5造船廠獲頒 ISO-

9002國際品質認證。

1998 民國 87年 ‧1月 5日，蘇澳鎮白米社

區成立全臺首座木屐展示

館。

‧1月 24日，第 14屆縣市

議員選舉，宜蘭縣第 10選

區（蘇澳鎮、南澳鄉），林

棋山、陳正男、陳金麟 3人

當選。

‧3月 1日，李坤山就任蘇

澳鎮第 13屆民選鎮長，第

13屆任期至 2002年 2月 28

日止。

‧6月 2日，蘇澳國小開放

教學大樓落成啓用。

‧6月 13日，第 16屆蘇澳

鎮民代表會選舉，並於會期

內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6月 20日至 6月 21日，

蘇澳鎮各界舉辦南方澳漁村

嘉年華會慶祝南方澳跨港大

橋通車，該橋為亞洲首座單

拱鋼橋。

‧8月 22日，現居蘇澳的阿

美族人在南方澳北濱公園舉

行聯合豐年祭。

‧12月 8日，蘇澳海事水產

職業學校成立財團法人文教

基金會，推展校務並結合地

方資源。

‧12月 14日，蘇澳龍德工

業區率先推動綠化美化工

作，獲省府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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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1日至 12月 23日，

蘇澳海事水產職校參加臺灣

區海事類科技藝競賽，獲漁

業、養殖團體雙料冠軍。

1999 民國 88年 ‧2月 1日，蘇澳鎮戶政事

務所辦公大樓啓用。

‧2月 5日，臺泥蘇澳廠散

裝水泥外銷美國市場，為國

內水泥銷美首例。

‧4月 6日，蘇澳鎮白米社

區自行籌組社區合作社，推

展木屐產業。

‧7月 31日，宜蘭家畜疾病

防治所新辦公大樓、蘇澳區

農會龍德辦事處新建大樓及

壯圍鄉美城活動中心落成啓

用。

‧9月 1日，蘇澳鎮民李春

光致力於定置漁業，獲選為

全國傑出漁民。

‧12月 2日，蘇澳榮民醫院

精神重症大樓啓用，為溪南

首座收容精神病患醫院。

2000 民國 89年 ‧3月 8日，縣府在宜市、

羅東、員山、蘇澳、三星及

礁溪等戶政事務所實施快易

得便民服務。

‧5月 10日，海軍擴編蘇澳

第 5造船廠，成立蘇澳後勤

支援指揮部。

‧7月 21日，蘇澳鎮公所

舉辦第 1屆蘇澳冷泉嘉年華

會。

‧8月 26日，臺灣原住民黨

蘇澳區黨部在砲台山舉辦第

一次豐年祭。

‧10月 14日，蘇澳鎮永樂

里圳頭溪上游發生土石流，

造成 1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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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3日，第 16屆縣市

議員選舉，宜蘭縣第 10選

區（蘇澳鎮、南澳鄉），由

陳正男、陳金麟、林棋山 3

人當選。

2006 民國 95年 ‧3月 1日，林騰煌就任蘇

澳鎮第 15屆民選鎮長，第

15屆任期至 2010年 2月 28

日止。

‧6月 10日，第 18屆蘇澳

鎮民代表會選舉，並於會期

內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6月 16日，國道五號（又

名「蔣渭水高速公路」），

北起臺北市南港區、南迄宜

蘭縣蘇澳鎮，完工通車。 

‧7月 18日，蘇澳鎮公所

主辦第 5屆「蘇澳冷泉嘉年

華」，於蘇澳火車站前廣

場、冷泉公園、蘇北社區活

動中心分別展開，節目包括

蘇澳攝影展、民俗才藝表

演、人體彩繪等等。

2007 民國 96年 ‧7月 27日，蘇澳鎮公所

主辦第 6屆「蘇澳冷泉嘉年

華」，於蘇澳火車站前廣

場、冷泉公園、蘇北社區活

動中心、海軍中正基地展

開，一連舉行 3天。

2008 民國 97年 ‧7月 25日，蘇澳鎮公所

主辦第 7屆在地特色觀光慶

典，更名為「蘇澳冷泉文化

節」，第一次舉辦冷泉小公

主、小王子選拔，於冷泉公

園、蘇澳火車站、海軍中正

基地展開，一連舉行 3天。 

2009 民國 98年 ‧7月 25日，蘇澳鎮公所

主辦第 8屆在地特色觀光慶

典，「蘇澳冷泉文化節」，

即日起展開活動，分別於南

方澳、新馬、冷泉公園三個

區域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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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4日，蘇澳鎮頂寮

里長林瑞芳當選第 1屆全國

十大環保有功義工。

‧12月 15日，蘇澳海巡隊

展開大陸漁工指紋、照片等

基本建檔工作。

2002 民國 91年 ‧1月 29日，第 15屆縣市

議員選舉，宜蘭縣第 10選

區（蘇澳鎮、南澳鄉），由

林正標、陳正男、陳金麟 3

人當選。

‧3月 1日，李坤山就任蘇

澳鎮第 14屆民選鎮長，第

14屆任期至 2006年 2月 28

日止。

‧6月 18日，第 17屆蘇澳

鎮民代表會選舉，並於會期

內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7月 26日，蘇澳鎮公所、

蘇澳鎮代表會聯合主辦之

「蘇澳冷泉嘉年華」，於冷

泉公園一連舉辦 3天。

2003 民國 92年 ‧7月 26日，蘇澳鎮公所、

蘇澳鎮代表會聯合主辦之第

2屆「蘇澳冷泉嘉年華」。

2004 民國 93年 ‧7月 11日，蘇澳鎮公所主

辦之第 3屆「蘇澳冷泉嘉年

華」，於蘇澳火車站、冷泉

公園、蘇北社區活動中心等

地舉行。

2005 民國 94年 ‧1 月，自 1992 年起陸續

進行的北迴線雙軌化、重軌

化、電氣化、交通號誌改善

工程，全部完工。

‧7月 22日，蘇澳鎮公所

主辦之第 4屆「蘇澳冷泉嘉

年華」，於蘇澳火車站前廣

場、蘇北社區活動中心一連

進行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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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5日，第 17屆縣市

議員選舉，宜蘭縣第 10選

區（蘇澳鎮、南澳鄉），由

陳正男、陳金麟、林棋山 3

人當選。

2010 民國 99年 ‧3月 1日，林騰煌就任蘇

澳鎮第 16屆民選鎮長。

‧6月 12日，第 19屆蘇澳

鎮民代表會選舉，並於會期

內召開鎮民代表會議。

‧7月 16日，蘇澳鎮公所

主辦第 9屆在地特色觀光慶

典，「蘇澳冷泉文化節」，

活動分別於冷泉公園、蘇澳

海事職業學校展開，一連進

行 3天。

‧9月 27日，由於漁民於釣

魚臺捕魚常與日本海上保安

廳發生衝突，宜蘭縣政府與

蘇澳鎮發動保釣活動，集結

漁船前往釣魚臺與日本海上

保安廳巡邏艇發生衝突。

‧10月 21日，梅姬颱風造

成重大災害，蘇澳地區創下

全國平地單日降雨量最高紀

錄，淹水範圍及高度都創下

歷年新高。

2011 民國 100年 ‧7月 15日，蘇澳鎮公所主

辦第 10屆在地特色觀光慶

典，「蘇澳冷泉文化節」，

第一次舉辦冷泉公主選拔，

活動分別於冷泉公園、蘇澳

國中、站前廣場展開，一連

進行 3天。

2012 民國 101年 ‧7月 14日，蘇澳鎮公所主

辦第 11屆在地特色觀光慶

典，「蘇澳冷泉文化節」，

活動分別於冷泉公園、蘇澳

國中、站前廣場展開，一連

進行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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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蘇拉颱風兩次

登陸臺灣，造成蘇花公路全

線一百多處有大小災害，是

為蘇花公路最嚴重損害紀

錄。

2013 民國 102年 ‧5月 10日，與日本簽訂臺

日漁業協議生效，蘇澳大批

漁船前往釣魚臺捕魚。

‧7月 12日，蘇澳鎮公所主

辦第 12屆在地特色觀光慶

典，「蘇澳冷泉文化節」，

活動分別於冷泉公園、蘇澳

國中、站前廣場展開，一連

進行 3天。

‧8月 19日，蘇澳籍特宏

興 368號漁船，於海外進行

保撈作業時遭 9名印尼籍漁

工脅持，船長與機輪長遭殺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