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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已經逐漸衰微的台灣農村，在

加入WTO以後勢必面臨更嚴酷的考

驗，台灣農村已到了必須轉型纔能生存的

情境。我們關心的問題是台灣的農村有能

力因應產業轉型的挑戰嗎？如果仔細診斷

一下目前台灣農村社區的體質，相信多數

人會對台灣農村產業轉型的成功率感到憂

心。 

現今農村的處境 

一、平地農村普遍不知何去何從，祗

能依循著過去一、二十年來的做法過一天

算一天，且戰且走；若真的做不下去了，

祗好休耕或癈耕，等待政府相關農業輔導

機構對下一步的指引。例如：屏東平原是

過去有一年三期作物的地區，卻有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良田於近二十年來改種檳榔；

而近年來檳榔的價格下跌，許多農民也知

道應該轉作，但是仍找不出適合的經濟作

物。少部份已經打出地方特產作物的農

村，目前雖仍能維持一定程度的農作收

入，但面臨進口農作的替代產品競爭與價

格壓力，不免憂心忡忡。 

二、接近觀光據點交通路線附近之農

村或山村，幾乎整個產業大方面是朝配合

觀光旅遊的休閒農業發展。少部份農村在

政府行銷活動配合下已經打出知名度，而

創造了年度觀光熱潮：如台南白河的蓮

花、南投信義鄉風櫃斗梅的產業文化活動

都是有名成功的案例。此外觀光路線旁的

開放農園應時節提供遊客入園採果，已是

各地普遍可見的景象。但其他絕大多數的

農村或山村，仍在苦苦摸索自己的出路。 

三、個別理念型休閒產業經營者下鄉

起帶頭作用，點狀示範區的呈現。近十年

來陸續有家庭式休閒山莊或農莊的經營零

星份佈於各縣市中低海拔山區，創造了以

自然生態環境體驗的休閒式旅遊的成功個

案，近年來配合媒體的報導起了帶頭作

用，不同規模的休閒民宿在各地如雨後春

筍般地冒出，而且都不是在屬於重要觀光

風景區的主要動線上。這些經營成功的案

本 



臺灣農村社區產業轉型的困境與因應之聯想 

 

‧33‧ 

例，幾乎有一共同點就是──經營者不是

一直在農村從事傳統農業經營，然後轉

型；而是曾在外經過一番都市生活的經驗

後，回到家鄉或找尋合適的環境用地，開

始學習經營與農村休閒或自然生態有關的

產業。這一類的先趨者，通常祗要能夠堅

持下去，成功率相當高，因此起了一定程

度的帶頭作用。 

農村的現況如此，目前政府的因應作

法是： 

一、開闢道路，便捷休閒觀光地區交通 

為了因應休閒觀光交通可及性與緩和

重要休閒景點的交通擁擠問題，新增開闢

了多條的快捷道路（並計畫增闢更多）。

從可及性的角度看，是讓遊客更容易到達

休閒地區；但太過密集的主要交通動線，

使得城鄉的距離更近，近到甚至沒有鄉

村，祗有市郊。小小的台灣島內某些對都

市人原本適合二天行程的休閒農村，由於

自用交通工具的方便和快速，遊客可以輕

鬆地一天來回；加上自用交通工具內可方

便裝載食物和遊憩設置，遊客祗要行前稍

做準備，便很容易將一天行程中的飲食隨

車攜帶，而不需要在休閒地用餐（除非休

閒旅遊的目的就是品嚐地方特別的料

理）。表面看起來道路交通的方便使遊客

量增加了，但遊客在地消費的機會反而減

少。 

以日月潭風景區為例，日月潭環湖公

路開闢之前，凡是要遊日月潭者，最少要

有住宿一晚的打算，於是住宿、用餐、步

調較緩的深度旅遊，產生了休閒旅遊的正

常消費經濟，創造了日月潭早期的觀光盛

況，並維持了幾十年。自從環湖公路開闢

之後，多數遊客可輕鬆地以自用轎車或租

用遊覽車的方式於一天之內遊完日月潭的

景點；從入口門票數入看來，初期遊客量

是增加了，實際上每一遊客在日月潭的停

留時間反而降低了，因此大幅減少了遊客

在日月潭消費的機會。有遊客，但做不到

生意，於是地方特產經營者便發展出「標

客」的變相推銷地方特產的方式，這更造

成日月潭觀光業形象的嚴重損害，導致日

月潭觀光區內小規模商店業者生意之低

落。 

開闢道路提高觀光地區交通方便性，

是從導引遊客的角度來考量。但是就開放

性的農村或休閒地區而言，遊客並不等於

是消費者，尤其是使用自用交通工具的遊

客，常常祗是交通流量的創造者。不同交

通工具的旅遊方式，產生不同的旅遊消費

模式；從農村休閒產業角度來看，需要的

是能夠較長時間留駐的體驗型遊客，而不

是一般景點觀光型的遊客。因此若要從交

通方面對農村休閒產業有幫助，應該是發

展方便的大眾運輸或接泊系統，讓遊客能

夠很容易到達農村；到達到目的地後則最

好是步行或轉換為具地區特色的交通工

具。祗有較長時間的停留在農村，纔有可

能感受體驗農村的風味，進而喜歡這種型

式的休閒遊旅，如此纔能創造更多的休閒

農村的消費者。 

二．相關農地使用法令的修訂 

對於農村產業發展有直接關係的是於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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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修定農業發展條例，其中開放農地買

賣，但明訂農地分割最小面積的限制；以

及根據農業發展條例而訂定之休閒農業輔

導管理辦法，對休閒農園與休閒農場內的

設置訂定較明確的標準；另外依據發展觀

光條例而訂定之民宿管理辦法，明訂可以

設置民宿的區位條件和民宿設立的基本條

件等，都是因應農村地區經濟轉型而訂定

的必要法令或規定。祗是從條例和辦法中

看到了管理的方式，但對於農村發展或輔

導的辦法則祗有原則而看不到具體明確的

措施。 

三．各部會以專案輔導計畫的方式，協

助各別農村推動休閒或觀光農業 

內政部多年來推動城鄉新風貌的專

案，農委會則有富麗農村計畫以及休閒農

業區或觀光農場的轉導計畫，經濟部農村

型形象商圈輔導案，文建會則以文藝季或

社區總體營造推動農村社區文化產業化產

業文化化、交通部有年度休憩或觀光旅遊

套裝行程計畫活動以刺激國內旅遊之銷

費⋯⋯等。至於地方政府方面，目前看到

除宜蘭縣外其他縣份幾乎沒有主動應因的

能力，祗能配合中央的專案計畫經費做為

配合執行的角色。 

這些計畫確實有改善農村社區或地方

環境使其逐步具有休閒觀光吸引力條件的

用心；但多年下來，因為這些計畫而在產

業轉型上有明顯起色的農村社區案例並不

多見，即使有，也多是在原已初具雛型的

農村外加裝包，並不能算是創造了農村產

業轉型的案例。究其原因，除了推動醞釀

的時間還不夠長到足以看到產業轉型的成

果以外，更根本的是，農村社區本身的體

質使得要轉型從事休閒產業遇到結構性的

困境。 

幾項明顯易見農村產業轉型的基本困

境或阻力： 

一．農業生產人口年齡老化 

台灣的農村早已經有人口結構老化的

現象。但更進一步分析，即使是住在農村

的少數青壯年，也多屬非從事農業的人

口，部份有其他職業或工作，在老農忙不

過來時偶爾幫忙一下；另一些則是失業或

無業者，在都市生活不易，所以回到農村

靠打零工過活。根據筆者近十年來在台灣

中南部協助其社區總體營造或災後重建的

十來個農村社區所見的情況推比，台灣農

村實際參與專業農作生產的人口平均年齡

在五十五歲以上，實際握有土地運用掌控

權的平均年齡，則可能要超過六十五歲。

要寄望這樣高年齡層的農民改變其長久以

來工作的方式，有人類生物性體力與心力

不足的困難。 

二．農村居民對各類型新產業之經驗

與知識不足 

產業轉型成功最需要的是新產業相關

的知識或可以相比的經驗，這些對於當前

農村社區的居民而言幾乎完全缺乏。留在

農村的老農幾乎是一輩子務農，由於早期

的農戶知識教育水準並不高，對於跨業新

知識的自我學習受到限制；他們或許有相

當豐富的農作經驗或技術知識；但除此以

外，關於其他的產業，不僅沒有完整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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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多數連學習新知識的基本意願和能力

都開始退化。少數留在社區的青壯年或婦

女，或有學習新知識的意願，但普遍而言，

都仍然缺乏主動學習新知的基礎能力，需

賴外來力量長期協助。 

三．轉型投資的資金與風險評估的心

理門檻 

近代所有的產業，以傳統的農業所需

的資金比例為最少（除購買土地之資金），

目前仍在耕作的農民多以繼承祖先留下之

土地耕作為主，可以說過去完全沒有投資

和風險評估的經驗，對於投資通常採保守

觀望的態度；而新型態的產業轉型，必然

需要較大的資金投入或較長的成本回收

期，這對於本已趨於守成心態的農村居民

而言，更提高了轉型投資的心理門檻，讓

產業轉型的步調一直停滯不前。 

四．缺乏創意，一窩蜂跟進，常使市

場供過於求 

從過去台灣農作生產的經驗來看，祗

要看到有人因某產品獲利，必然立刻有一

窩蜂跟進的現象，由於農民農作的學習能

力強，導致不到幾年，市場就充斥該產品，

於是價格快速下跌，不久就造成生產過

剩，不僅後進者血本無歸，也使得正常獲

利的價格無法維持。而此一情況，已有跡

象開始發生在少數剛起步的休閒農業轉型

上；也許過幾年，人們將會在農村看到許

多形式內容雷同的休閒農莊或農園，且大

多是以最省錢的方式，用最俗的景觀創型

呈現在消費者面前。這種現象絕對不利於

農村休閒產業的長期經營。 

五．生態環境的破壞，農村已喪失休

閒旅遊的大環境條件 

短期間可以看到農業轉型中最有可能

的方向是，結合休閒觀光的休閒農場或教

育農園型態的發展；但是要經營休閒產業

就必需有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做為背景或

腹地，否則便沒有吸引休閒遊客的條件。

然而放眼今日絕大多數的農村，由於大量

使用藥劑和化學肥料，以及耕地以外土地

之普遍水泥化（尤其是最具休閒旅遊吸引

力的溪流），使得現今的農村失去了自然

生態的環境。台灣的農村與其他任何一個

都市的景觀，除了小面積的農地上多了些

許綠色植物外可以說沒有明顯的差異；這

樣的農村根本沒有經營休閒產業的環境條

件。目前在市場上，雖然可以看到少數在

水泥農村內，經營出來的獨立休閒農莊，

由於數量比例仍少，遊客量尚能維持（甚

至業績良好）；但這祗能算是「無魚蝦麻

好」的非理想性將就；整體農村環境而言，

自然生態環境的修復，是產業轉型中農村

必須面對的課題。 

六．居民缺乏社區意識，公共空間環

境品質低落 

不祗是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農村中

居住環境以及公共開放空間的景觀，也是

需要改善的部份；居民習慣性的於戶外空

間堆積雜物或癈棄物，以及對於社區公共

領域管理的忽視，造成社區的視覺景觀普

遍雜亂無章。欲修復公共空間環境使達到

具現代休閒旅遊之條件，需整體農村社區

的共識，並且在社區內產生環境維護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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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力量。但缺乏公共空間領域觀念的社區

意識，正是台灣農村生存發展最嚴重的問

題，此一課題沒有獲得解決，台灣農村社

區的整體環境，實不足以產生具有休閒產

業的吸引力。 

以上農村普遍遭遇的因境，都不是在

短時間之內可能改善，但是如果沒有應因

的方法，則可以預見台灣的傳統農村將逐

漸乃至於完全消失。 

因應對策的看法： 

一、現今農村的產業轉型，不祗是農

業的問題，而是國家發展與國土計畫的課

題，應從整體國家產業發展政策的層次，

大刀闊斧積極推動；若單以農村產業考量

農業轉型，不可能成功。 

二、農村社區意識之喚起與國家發展

方向的明確建構必須同步進行，農村產業

發展纔有方向感。 

三、全面有系統地改善農村生態環

境，創造農村生態體驗的基礎條件。（大

量獎勵補助中小型生態池之設置，將小型

農田灌溉排水溝之水泥打掉，恢愎為傳統

較符合自然生態的樣貌、農村生原代表樹

種之復植⋯⋯等） 

四、將部分原擬興建道路的經費，轉

為發展高品質以農村旅遊為導向的公眾運

輸系統，或有可能引導國外遊客深入台灣

農村，也纔能兼顧交通可及性與遊客駐足

消費時間的需求。 

五、訂定具體措施辦法，吸引並鼓勵

年輕人從事有創意之農村休閒產業的經營

（簡化法令程序、低利率融資、專案補助、

免費教育訓練⋯⋯等）。 

以上仍是屬於動小手術型的管見。若

台灣沒有能力解決農村消失的問題，則表

示台灣也可能沒有能力解決其他在國際社

會競爭中對內部結構產生的衝擊；因為農

業產業的問題，祗是最早浮現的整體性社

會生存競爭力的徵兆。若要徹底改變台灣

生命共同體的體質，則非要推動「台灣生

命體基因改造工程」不可。它將牽涉台灣

的位格與國際定位、台灣全面的自然生態

環境護育、所有人民素質與價值觀的提

昇、台灣社區認同（台灣社區認同與國家

認同有別；國家的型式和觀念隨著世人對

國家的認定而改變或演化，大社區的生命

形式，則可以完全決定於社區內部居民的

認同意識）、台灣整體經濟產業結構的調

整與城鄉風貌重再造等諸多根本問題的全

方位改變；也就是讓「台灣有機社會體」

因為社會基因工程而徹底蛻變。 

社會有機基因工程理論和技術有可能

實現的嗎？現今的政治學不能、當代整個

社會科學的發展還不足；但事實是，地球

上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不同生命形式的社

會或社區所形成的「有機社會生態圈」和

生物界的演化一樣，正進行著各種有機社

會生命基因決定社會物種生存競爭能力的

故事。隨著近年生物基因工程科技的發展

和啟發，有機社會生理學（孫中山先生曾

使用過「社會病理學」這個名詞，也有「醫

社會之病」的觀念）暨社會基因工程學，

應該是可以發展的時機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