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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由下而上做法與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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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過程中，農業因高度仰賴土地，無法像 其他 產業 迅速 轉型，

造成農村發展急速衰退，加上近年來城鄉差距逐漸拉大，青壯人口移往

都市聚集、農村公共設施普及率遠不及都市、孩童教養問題、交通及生

活便利性不足等種種問題，致使農村日漸凋零。因此，世界各國無不致

力研究如何突破農村窘迫的發展瓶頸，近年來我國亦積極推動農村發展

與活化再生，藉由農村再生計畫，首創促進農村「由下而上」自主發展

模式，成為社區發展主要動力之ㄧ，激發社區居民的認同感、榮譽感與

使命感，逐步凝聚共識，規劃社區共同願景，自力營造富麗農村，讓全

國 4 , 000 個農漁村社區一一達到活化再生、資源保育、健康生活及永續

環境等目標。本研究藉由分析台灣中部 3 個較早接觸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之社區－台中縣新社鄉馬力埔社區、苗栗縣獅潭鄉新店社區及頭屋鄉象

山社區，探討不論是居民自主參與培根，或參與後激勵社區居民自我整

合、強化社區居民自主發展模式，自力營造活化再生之農村社區，進而

成為剛起步社區仿效之典範，引領鄰近社區一同邁入農村 新紀 元等 等，

均已真正落實農村再生由下而上之做法，並獲得相當之成效，且已逐漸

成為政府未來推動農村發展之主力。  

 

 

關鍵詞：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由下而上、農村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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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經濟結構體由早期之「以農業為

主」，經過「工業經濟」進入「服務性經濟」時期，相對產業結構也由

第一級躍升至第三級，值得ㄧ提的是，我國進化速度較其他先進國家更

快、更迅速完成升級。在如此劇烈的變遷下，農業已逐漸喪失其競爭優

勢，連帶農村整體發展趨緩，甚至停滯不前；政府公共建設及教育文化

等資源也多偏重於都市更新，造成城鄉差距擴大，農村 謀生 益加 不易，

人口不斷流向都市，致使農村居住年齡層偏向老化，環境缺乏管理而破

敗不堪。農村在缺乏人力、物力及基礎建設等重要資源之隱憂下，更顯

劣勢。  

我國在 2002 年 01 月 01 日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 ( Wor ld  Trade 
Organ iza t io n，  WTO)會員，已可透過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 ( DSB)，進

行貿易仲裁糾紛，並享受其他會員國開放市場之好處，對於外銷導向或

具全球競爭力的產業，如電子資  

訊、紡織、塑化、金屬加工機械業、電子零組件業等，都將可望受

惠。就個別產業而言，在關稅降低及市場開放後，皆將面臨全球性競爭

力的挑戰，尤其是成本相對較高之農林魚牧業、品質待提昇之商業與服

務業，以及部分在保護政策下才能生存的製造業與工業，如汽機車、重

電機、家電業等，在加入 WTO 後將面臨較大之衝擊，這些衝擊將使得

調適能力與競爭力較弱的產業逐漸萎縮或消失。加入 WTO 後，除了關

稅減讓及非關稅貿易障礙之排除外，還有另一大衝擊，即所有涉及 WTO
「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之「禁止性補貼」，都必須取消（劉靜如，民

國 88 年）。因此以外銷為主或具外銷潛力之產業，將因關稅之降低及市

場之開放受益；而國內傳統產業過去在成本及品質上之競爭優勢日漸流

失，尤以內需型之傳統農業更是面臨更大之壓力，將逐漸喪失國際競爭

力，此又是農村另一隱憂。  

因此，政府為滿足農村居民需求並傳遞農村真正價值，乃整體通盤

改善農村環境，積極營造農村新契機；同時近年來國際上興起重新重視

農村與鄉村本身及其附加價值，並致力於保存延續其既有文化及特色產

業等相關課題，政府亦配合這股潮流，積極推動農村發展。不同的鄉村

地區與農村社區，無論在地理區位、環境資源、產業需求與生活機能問

題等，均呈現多元的地方特色與分歧現象，故不應採取單一式的發展計

畫作為解決農村問題的萬靈丹（王俊豪，民國 92 年）。尤以歷年來政府

推行政策多為「由上而下」，由政府考量整體效益，逕行決定施政方針

及實施地點等等，惟對嚴重破敗之農村，由上而下難以真正解決農村發

展瓶頸，故政府乃積極思考「由下而上」發展農村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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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由下而上」是積極促進農村發展之最佳利器之

ㄧ，該計畫不僅有助於激發農村社區的認同感、榮譽感與使命感，促進

社區居民由下而上自力營造農村社區，更可提供行銷推廣農村社區之平

台，同時培根積優社區將成為其他社區模仿學習之典範，讓全國 4 , 000
個農漁村社區一一達到富麗新農村之理想。本研究藉由探討農村再生培

根計畫生由下而上之做法與成效，驗證由下而上之發展模 式勢 在必 行，

且「由下而上」之精神與做法已逐漸成為政府未來推動農村發展之主要

動能之ㄧ。  

貳、文獻回顧  
一、農村人才培訓模式  

地方發展仰賴居民資訊及知識程度，惟農村資訊取得 較都 市不 易，

更加深阻礙農村發展，顏淑玲在民國 92 年提出政府或民間團體多年來

持續發展運用教育、研究及推廣模式，培訓農村當地人才。顏淑玲（民

國 92）更舉出教育、研究及推廣模式之培訓單位 名稱 如 表 1，及 教育、

研究及推廣三者關係如圖 1。  

 

表 1 教 育 、 研 究 及 推 廣 培 訓 單 位 一 覽 表 （ 顏 淑 玲 ， 民 國 92）  

 

 

 

 

 

 

 

 

 

 

 

 

 

 

 培 訓 單 位  

農 業 教 育  

訓 練 學 院  

1.試 驗 研 究 改 良 場 所  

2.農 學 校 院  

3.相 關 農 業 訓 練 機 構  

4.民 營 訓 練 機 構  

試 驗 研 究 機

構  

1.試 驗 研 究 改 良 場 所  

2.中 央 研 究 院  

3.農 學 校 院  

4.農 企 業  

5.草 根 性 研 究 者  

推 廣 機 構  

1.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2.農 業 試 驗 改 良 場 所  

3.縣 市 政 府  

4.農 學 院 校  

5.農 漁 會、其 它 農 民 團

體  

6.農 業 推 廣 財 團、社 團

法 人  

模 式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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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鄉村發展的農業知識資訊體系 (AKIS/RD)-知識的三角形（顏淑玲，2003） 

 

培訓後再行動，從認識自我開始，引導社區居民自我肯定，進而鼓

勵創造價值，提升農村經營能力，讓農村社區居民不只獲得  

農村經營知能，也訓練出自主發展能力，由下而上營造生活、生產、

生態三生之富麗新農村。本研究僅就農委會推行之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及

農村社區其他之成人學苑作比較，分述如以下章節。  

二、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概述  
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即提出農村自主性發展（由下而上）概念，德國

戰後藉由農村競賽推動居民的自發性活動，初始目的在於整治及美化家

園，以成立自願性重建工作團隊的方式進行，主要以植栽與景觀綠美化

為主，重點在於塑造舒適的生活環境，該活動隨德國園藝協會的加入之

後，逐漸帶動擴展為全面性的農村社區美化運動，隨後因推廣成效卓

越，德國聯邦農業部自 1961 年起，正式加入該項美化農村整治活動，

並將其轉換成全國性的農村競賽計畫，進而構成德國 1975 年農村更新

計畫的居民參與模式之基礎（王俊豪，民國 97 年）。  

鑒於德國農村競賽促發農村社區由下而上主動投入及參與農村營

造等公共事務，我國近年來亦積極實施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不同於「由

上而下」，培根計畫「由下而上」引動全國農村社區共同參與，強化地

方的共同參與力及社區居民自主發展模式，進而自力營造優良永續之農

村生活環境；同時又因發展願景係經由社區居民根據社區資源及需求共

同由下而上討論規劃，將提高社區居民自主維護管理意願，真正實現農

村再生由下而上精神。農村再生可作為推動鄉村發展的良 好溝 通平 台，

不但能強化地方的共同參與力，地方與中央政府亦能增進 良好 的互 動，

推 廣 對 象  

農 民  
農 村 婦 女  
農 村 青 少

年  
農 村 居 民  
農 業 推 廣

人 員  

研 推

教

產

銷

家

政

休

閒  

農 業

產 業  
 農

村

農

業  

鄉 村

社 區

農

業

自

然

消 費

者  

鄉

村

四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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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各項政策措施推行的動力，以順利推動地方公共事務。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是農委會施政重點之一，以現有農村社區為基

礎，採「由下而上」方式推行，讓農民自己按當地需求與農業特色來規

劃，並且注重「計畫導向」以符合整體性規劃與發展，同時以「軟硬兼

施」為主要內容，即兼顧農村、農民、農業等三 農需 求之 硬體設 施外 ，

並重文史保存、生態保育、社區教育宣導等規劃。「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就是落實這項工作最重要的一環，透過培根計畫 在地 培訓、在地 發覺、

在地創造的發動，一方面農村社區可以藉由培根營造成更加緊密的生命

共同體，讓政府更明確瞭解社區需求，得以順利推行社區相關政策；另

一方面政府可藉此順利推動政策，將資源發揮淋漓盡致，讓社區與公部

門建立良好之「公私夥伴關係」。  

農委會為改善農村規劃的過程與實質內容，建立居民參與農村規劃

的機制，培養農村規劃的知識與技術，期透過農村地區現有組織如社區

發展協會等，共同致力於人力培訓之推動，凝聚地區農村整體發展的共

識，培訓農村居民依據地區既有資源，並進一步規劃發展特色性之故鄉

規劃。而培根計畫係以農村社區為單位，結合產、官、學界培育農村社

區居民，以客製化之課程，依據社區資源不同之差異，透過「做中學」

及「學中做」的帶動，建立農村民眾參與農村規劃的機制，培養農村規

劃的知識與技能，引導社區居民學習，培養社區在地人才，強化在地組

織，加強農村活化再生之宣導，同時激發農村居民熱愛鄉土的情懷及自

主建設新農村的能力，建立農村規劃、建設、經營、領導、提案等能 力，

落實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社區發展規劃與環境營造，塑造農村 發展 願景 ，

改善農村生活品質，並擬定農村再生計畫，以利後續推動。  

「培根計畫」從宜蘭員山枕山 4 個農村試辦開始，在台灣這塊土地

至去 (民國 98 年 )年已培訓 860 個農村社區、35 , 507 人次、985 位農村再

生專員。從「關懷班」建立農村居民初步參與農村再生的概念開始；再

透過「進階班」課程的安排，引導社區居民逐步瞭解自己居住社區的環

境與資源，增加在地認同，進而依據社區既有的資源討論出農村社區發

展的遠景與議題；並經由「核心班」課程讓居民從討論、凝聚共識、規

畫、實際動手體驗做中學，學中做的樂趣；「再生班」則以滾動式討論

的方式，協助社區持續討論並修正出更符合社區遠景與發展的農村再生

計畫，另對個人重點規劃「農村再生專員班」，以達到協助自己社區規

劃農村再生願景、引領社區自主發展之效，讓有意識營造故鄉遠景的農

村，能透過培根計畫，邁向自立自主實踐之路。培根課程架構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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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成人學苑概述  
國立空中大學成立於西元 1986 年，是國內第一所採用視聽傳播媒

體教學的大學。創立宗旨在辦理成人進修及繼續教育，實現全民終身

學習的理念。教學的特色是多元媒體的教材，多元管道的學習途徑。

教學方式以隔空教學為主、面授教學為輔，透過電視、廣播、網際網

路、遠距視訊等管道播送教學內容。學生還可以定時或隨時透過「網

際網路即時播放系統」點選收看和收聽教學節目（國立空中大學網站，

民國 99 年）。  

民國 97 年臺灣首座社區大學成立之後，台灣各地紛紛興辦社區大

學，至今全國已有 81 座社區大學。透過不同於傳統教育的課程與實踐

行動，社區大學與社區居民相互結合，最終願景在建立一個能夠提昇

公民素養、創造台灣新文化的「公民社會」（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

進會網站，民國 99 年）。  

空中大學系所分科及課程編排與現行高等教育類似，教學方式以在

家電視教學為主，到校面授為輔，學生依其修習學分數可分為兩種：全

修生須年滿廿歲且有高中或同等學歷之文憑，修滿畢業學分後可取得學

士學位，選修生只要年滿十八歲無學歷限制，惟選修滿學分後仍無法取

得學士學位（國立空中大學網站，民國 99年）。至於社區大學課程內容

較空中大學更多元化及生活化，招生對象只要年滿十八歲 無學 歷限 制，

惟修滿學分後仍無法取得學位，僅能取得社區大學結業證書，至於招生

範圍多以區（鄉、鎮、市）為界，學員仍須跨社區到校上課。  

建立農村居民初步農村營

造與農村再生之概念。  

1 .發 掘 在 地 議 題，了 解 自 己 居 住 的

社 區 資 源 及 在 地 特 色 。  
2 .了 解 政 府 相 關 資 源 及 政 策 。  
3 . 認 識 農 村 營 造 相 關 的 操 作 策 略

與 方 法 。  
4 .學 習 其 他 社 區 的 經 驗 。  
5 .建 立 基 礎 的 計 畫 書 寫 作 能 力 。  

1 .深 化 在 地 議 題 操 作 。  
2 .建 立 社 區 願 景，擬 定 相 關 行 動 方 案 。 
3 .強 化 農 村 營 造 的 實 務 操 作 能 力 。  
4 .培養關注並處理社區公共事務的能力。  
5 .提 升 計 畫 書 寫 作 與 提 案 能 力 。  

1 . 檢 討 並 修 正 社 區 發 展 各 項 相 關

計 畫 。  
2 . 建 立 與 專 業 者 / 團 隊 間 的 密 切

互 動 關 係 與 對 話 能 力 。  
3 .滾動式的調整農村再生計畫內容。  

關 懷 班（ 任 何 有 意

願 參 與 培 訓 課 程

之 社 區 ）  

1 .培 育 社 區 組 織 之 核 心 幹 部，強 化

各 項 實 務 能 力 。  
2 . 提 升 對 外 擔 任 社 區 外 部 連 結 之

窗 口 ， 對 內 整 合 能 力 。  
3 .協 助 社 區 培 根 課 程 之 進 行 。  
4 .農 村 再 生 計 畫 之 研 擬 。  

進 階 班  
（ 曾 參 加 過 關

懷 班 之 社 區 ）  

核 心 班  
（ 曾 參 加 過 進

階 班 之 社 區 ）  

再 生 班  
（ 曾 參 加 過 核

心 班 之 社 區 ）  

農 村 再 生 專 員 班  
（ 曾 參 加 過 各 培

訓 班 級 之 社 區，每

社 區 應 有 三 至 五

人 參 加 。 ）  

圖 2 培 根 課 程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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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根課程較其他成人學苑更由下而上客製化  

現今農委會積極推行之培根課程則更客製化，以創新、多元及生

活化模式打破以往「學校」刻板之操作模式，直接請講師至社區內教

學，課程編排更是完全以社區需求量身訂做，招生對象完全沒有限制，

具有熱忱者優先錄取；另外學員完全不需繳交任何費用，不同於其他

成人學苑仍須繳交學分費等等相關費用。培根課程與其他成人學苑相

比，最大之特色即「客製化服務」，茲將透過人、事、時、地、物五面

向分項探討如下：   

(一 )、「人」  
報名由 社區自 主報 名：培 根計畫 自開 辦以來 ，即以 農村 社區為

單位，由 社區依 需求自 主報名 ，非由 政府為配 合政策 而逕自 決定培

訓社區。 另外， 並非所 有報名 社區均 可開班授 課，仍 需經培 根團隊

訪視調查 以「已 整合社 區居民 、居民 參與度高 」之社 區為優 先。本

計畫考量 節能減 碳、避 免浪費 上課資 源及提高 社區居 民參與 度，乃

訂以 30 人以上參加培根課程為開課基準，並以七成上課率為結業基

準。另外針對社區居民較少或居住零散、難以湊足 30 人之社區，可

與 鄰 近 開 班 社 區 併 班 上 課 。 如 此 均 為 確 實 達 到 由 社 區 居 民 由 下 而

上、自主決定報名及開課。  
(二 )、「事」  

課程編排「客製化」：培根計畫之課程完全以社區需求及社區資

源量身訂 做，結 合產、 官、學 界培育 農村社區 居民， 依據社 區需求

及資源特 性，透 過「做 中學」 與「學 中做」的 帶動， 建立農 村民眾

參與農村 規劃的 機制， 培養農 村規劃 的知識與 技能， 引導社 區居民

學習，培 養社區 在地人 才，強 化在地 組織，加 強農村 活化再 生之宣

導，同時 激發農 村居民 熱愛鄉 土的情 懷及自主 建設新 農村的 能力，

建立農村 規劃、 建設、 經營、 領導、 提案等能 力，落 實社區 居民共

同參與社 區發展 規劃與 環境營 造，塑 造農村發 展願景 ，改善 農村生

活品質，並擬定農村再生計畫，以利後續推動。  
(三 )、「時」  

上課時間完全配合農閒：培根課程另一個特色，就是完全配合社

區居民農閒時間，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本於培訓當地人才之理念，當挑

選社區居民農閒、可以引動更多人參與之時間為主，課程規劃之上課

時間主要配合居民定於上班日晚上或假日，若遇到農忙、社區慶典或

作物採收期間，更可配合延後開課，再再均是為了提高社區居民參與

率，誘發更多人自主參與以獲取農村所需資訊及知識，讓社區居民一

一吸收後轉換成社區發展之原動力，更有助於社區自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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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 

上課地點以「社區內」可容納

30人以上之空間為主：以民國99年年

為例，統計至民國99年年5月28日止

共有825個社區報名培根課程（資料

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培根管考系統），其中規劃之上課地

點以社區活動中心居多，共433件，

佔全部報名比例52.48%；其次為社區

集會 所 266 件， 佔 全部 報 名比例

32.24%；其他還有社區發展協會35
件（4.24%）、國小33件（4%）、廟宇

29件（3.52%）、公所13件（1.58%）、

教會8件（0.97%）及其他8件（0.97%），上課地點分析如圖3。 

綜上可得知，培根課程100%均在社區內上課，考量農村社區居民以老年人居多且

多為散居，為方便居民不必跋山涉水前往別處上課，乃創新性邀請講師親臨社區授

課，真正落實客製化服務。 

(五 )、「物」  

1 .培根成果發表會仍由社區主導：農委會藉由舉辦培根成果發表會，提

供社區自主發展平台，展示與行銷社區培根成果、開創社區新契機

及帶動社區活力。尤以去（民國 98 年）年更擴大先分區辦理培根成

果發表會，由分區培根成果發表會中評選出績優社區，再統一於今

（民國 99 年）年 3 月 17 日邀請總統、行政院副院長及農委會主委

與來自全國各地農村社區代表 1,274 人，齊聚台北新店圓頂劇場共同

參 與 全 國 農 村 再 生 培 根 成 果 發 表 會 ， 會 中 除 分 享 農 村 人 力 培 訓 成

果，熱情展現社區參與培根後之正向改變及成果，並提供彼此觀摩

學習及行銷社區的機會，在在均顯示出社區居民自主發展成果。  

圖 4 總 統 與 各 位 貴 賓 一 同 揭 示 全 國 農     

村 再 生 培 根 成 果 發 表 會 正 式 開 始  

 

圖 5 主 委 與 農 村 居 民 同 樂，展 現 農 村 再

生 活 力  

社區上課地點 活動中心433

集會所266

發展協會35

國小33

廟宇29

公所13

教會8

其他8

圖 3 社區培根課程上課地點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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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社區 產製 農村 再生 計畫 書： 農村 再生計 畫書 係社 區參 與農 村再

生培根課程後所產出，首先社區居民 需自我整合，凝聚農村整體

發展之共識，並自主調查社區特有資源、文化歷史及基本資料等，

協助自己社區逐步勾勒出社區未來發 展定位與農村再生願景，更

依據願景討論規劃出實施標的，引領 社區自主發展之效，由社區

居民自力營造再生活化之富麗新農村 ，讓有意識營造故鄉遠景的

農村，能透過培根計畫，邁向自立自主實踐之路。  

另一方面，「培根計畫客製化服務」與「社區由下而上精神」

可視為相輔相成，即政府以社區需求為服務目標，真正落實由下而

上 、 民 眾 導 向 之 服 務 。 政 府 藉 由 縝 密 的 行 銷 計 畫 和 設 身 處 地 的 服

務，滿足民眾需求，增加社會、經濟及環境等公共利益，提升民眾

對政府的滿意度，並藉以強化改善政府機構自身的表現，為國民提

供品質更高、效率更好、更加便利以及更公平的服務，政府更可以

透過績效提昇及成果檢討改進，獲得民眾最 大的 支持 度（柯 特勒，

2009）。農委會藉由培根計畫設身處地為民服務（客製化），社區居

民亦藉由培根計畫規劃自己社區願景及希望，全民參與自力推動社

區發展（由下而上），彼此相輔相成、密不可分。  

參、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材料 

本研究所選定的樣區，以位於台灣中部山坡地之社區為主，並挑選較

早接觸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之社區，透過培根課程已培訓許多當地人才，社

區居民也已凝聚共識，同時將知識化作行動力，規劃出社區共同願景，共

同致力於社區整體發展，也已集結眾人之力，產製出社區農村再生計畫書，

足以擔任剛起步社區之典範及仿效案例。茲

將其相關資料分述如下：  

1 .台中縣新社鄉馬力埔社區  

本 研 究 區 位 於 在 行 政 區 劃 分 上 隸 屬

永源村，範圍包括馬力埔、新二村、水頭

等聚落，並有食水嵙溪上游流經本區域範

圍之中心處，本區為永源村的部落中心，

是新社鄉歷史發展重要據點之一。本社區

經民國 98 年 09 月 05 日與社區民眾達成

共 識 劃 定 之 核 心 聚 落 範 圍 面 積 約

141. 3282 公頃，社區範圍如圖 6。  

圖 6、馬 力 埔 社 區 範 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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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位於新社鄉馬力埔休閒農業區，又加上本區既有之三大特色

資源，頗具發展優勢，至於其三大特色資源分述如下：  

（ 1）生態環境資源：食水嵙溪、天然湧泉以及舊時農村洗衣場等等，以

食水嵙溪及其周邊環境（湳窟等等）為主，生態環境為主要訴求。  

（ 2）人文環境資源：傳統三合院建築、打鐵舖、馬力埔事件發源地等

等，歷史文化與其傳統三合院建築之美為重點資源。   

（ 3）休閒農業資源：果園周邊連結動線（既有農路），教育一般農民

對於觀光果園之概念，注重自身果園之景觀環境，搭配地方特

色民宿採果體驗等套裝行程。  

本區因地理及產業優勢，發展較早，社區居民也較具有社區營造

觀念，早在民國 81 年社區就已成立馬力埔社區發展協會，協助社區自

主發展，會員人數 100 人，佔社區人口比例約 7 . 66％。目前社區約有

1, 305 人，社區內組織有馬力埔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媽媽教室及社區

環保義工等等。在這樣條件下，社區局民接受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也較

早，早於民國 96 年社區已參與培根課程關懷班，並於 2008 年由社區

居民凝聚共識共同產製農村再生計畫書，計畫書內社區居民已規劃出

社區願景圖，社區願景圖如圖 7，表示社區居民已頗具農村營造自主

發展之概念，並已深入瞭解自己社區特色資源及未來藍圖，當可做為

初起步社區之典範。  
 

 

 

 

 

 

 

 

圖 7、 馬 力 埔 社 區 整 體 規 劃 及 發 展 願 景 圖  

2.苗栗縣獅潭鄉新店社區  

本研究區位於獅潭鄉新店村，處於苗栗縣中心位置，位居後龍溪

上流與明德水庫上游，東鄰南庄鄉，西毗頭屋鄉及公館鄉，南以汶水

河為界鄰接大湖鄉，地形東西狹窄，兩側河階台地發達，為東高西低

整整 體體 規規 劃劃 及及 發發 展展 願願 景景   

聚 落 發 生 產 田 園

新 生 活

農 村 服 務 發

溼 地 生 態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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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走向的典型縱谷地勢，海拔高度約 170~616 公尺間。主要密集性

聚落大多集中於台三線與大東勢道兩處獨立的聚落，部分沿線聚落為

散戶情形民國 98 年 12 月 14 日。本社區經多次討論決定劃設核心聚落

範圍，包含新店老街聚落 8 .59 公頃、大東勢聚落 6 公頃，面積合計約  
14 .59 公頃，至於本社區位置如圖 8 及圖 9。  

 

 

 

 

 

 

 

圖 8、 獅 潭 鄉 位 於 苗 栗 縣 位 置 圖  

 

 

 

 

 

 

 

圖 9、 新 店 村 位 於 獅 潭 鄉 位 置 圖  

本社區被譽為「縱谷中的世外桃源」，豐富的水域生態涵養著多樣

生物，頗具發展觀光生態休閒農業之潛力，擁有豐富的人文歷史與生態

景觀條件，不僅增添山城農村景觀，更保有寶貴資源在社區角落中。2009
年 10 月份止，獅潭鄉總人口數為 5 ,069 人，新店村為 18 鄰共計 1 , 118
人，佔全鄉人口比例約 22 . 06 %。早於 1994 年成立苗栗縣獅潭鄉新店社

區發展協會，以積極協助社區發展，會員人數約有 179 人，佔社區人口

比例約 16 .01％。  
本區發展雖然不早，幸運的是早期即接觸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民

國 95 年參與培根課程關懷班至今，社區居

民 培 養 出 定 期 開 會 討 論 社 區 工 作 的 良 好 習

慣 ， 環 保 義 工 隊 每 個 月 更 是 主 動 進 行 1～ 2
次的社區打掃活動。難能可貴的是本區於民

國 98 年 12 月 14 日第四次社區工作會議中

便已制定社區公約條例，社區居民儼然已成

為一個大家庭。另外社區更極力推廣當地特

色產業－仙草，搭配「獅潭有仙山、仙山有

仙草」行銷手法，期待結合當地特產推廣社

區，以富麗農村再生改造為目標，及『樂和

仙境心惦濃情』為發展願景，逐步實現共同

的 願 景 － 「 縱 谷 中 的 世 外 桃 源 - 生 態 休 閒

村」，本社區願景圖如圖 10。  
 

圖 10、 新 店 社 區 發 展 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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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苗栗縣頭屋鄉象山社區  

本 研 究 區 位 於 苗 栗 縣 頭 屋 鄉 象 山

村，象山村舊名朳仔崗，為八角崠山脈

支脈，今「象山」村名乃由於玉衡宮所

在山麓為象形而來。北側有台 13 線與

苗 126 線 貫 穿 並 與 北 坑 村 、 明 德 村 相

鄰 ， 東 側 與 鳴 鳳 村 相 鄰 ， 西 側 與 頭 屋

村、曲洞村相鄰，南側與飛鳳村相鄰，

且地勢較高，相對之下北側較為平坦。

社區於民國 98 年 09 月 10 日參酌學者

專家之意見，考量水系及嶺線等自然界

線、社區集排水分區、行政範圍之村界等等

因素，將社區範圍劃定成一連續分布的完整

區域，社區總面積約 423 . 5 公頃，本社區範

圍如圖 11。  

本區約有 2 , 393 人，於民國 87 年成立象山社區發展協會，目前會

員人數約 104 人，佔社區人口比例約 4. 35％，協助發展社區。本區於

2006 年參與培根課程關懷班，發展至今社區已頗具共識及整體發展概

念。象山孔廟是苗栗縣唯一以至聖先師為主祀的廟宇，以象山孔廟文

化園區為中心，透過信仰及教化凝聚居民向心力，同時居民共同決議

取孔廟的建築元素－尺二磚、白粉牆、抿石子等建築元素，融入軸線

景觀改造計畫中，使社區呈現一致性的客

家書香氣息，塑造象山社區詩情畫意的生

活環境，因此象山社區以「詩書飄香‧錦

繡象山」為願景，成為全國最具特色的社

區之一。另外本區茶葉栽培歷史已久，藉

由發展新舊產業，居民預計將閒置茶園活

化，搭配推廣藥草栽培，規劃設置象山藥

草園區，且更進一步推動社區廢耕田區活

化及閒置土地再利用，透過產業主題活動

及土地的規劃整備，打造社區品牌帶動本

區農村經濟，推動本區自有產業成長與文化

特色復甦，再現象山村昔日風華，本社區願

景如圖 12。  

 

 

圖 11、 象 山 社 區 範 圍 圖  

圖 12、 象 山 社 區 願 景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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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歸 納 探 討 以 上 三 個 案 ， 培 根 計 畫 不 單 只 是 社 區 由 下 而 上 自 主 參

與，社區在參與培根後，誘發更多社區居民凝聚農村整體發展之共識，

深入瞭解同時善用社區資源，由下而上規劃社區願景、自主發展社區，

真正解決社區發展窘境、真正落實農村活化再生。社區參與培根後往

往更強化由下而上模式，即「人心轉變」更為正向且明顯，透過培根

課程，社區內人與人的隔閡縮小了，大家懂的善用彼此的意見，讓社

區得到最完善的改造等，在在顯示出這由下而上之改變力量與趨勢。  

社區 參與 農村 再生 培 根計 畫後 ，人 心 轉變 是推 動社 區發 展 之原

動力，社區居民願意由下而上自主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培根課程僅止

於協助 的腳 色， 真正推 動社 區進 步的 是「人 」、 是社 區居 民未 來希望

的共同 「願 景」。社 區居 民藉由 培根 課程重 新認 識自 己的故 鄉， 找回

居民愛鄉如愛家的天性，開始主動參與社區營造構思及規劃，開始自

力營造改善社區環境，開始實現社區美好的願景，這就是農村再生培

根計畫強調之「由下而上」。社區發展必須經由當地居民覺 醒、接 受、

乃 至 積 極 運 作 等 一 連 串 行 動 ， 藉 由 提 升 居 民 凝 聚 力 及 對 地 方 的 認 同

感，展現活力，強化「由下而上」、「共同參與」、「永續發展」等社區

居民自主發展模式，開發利用社區人力資源，進而自力營造優良農村

社區生活環境；而由社區居民自主營造之社區，社區居民將更積極維

護管理，真正達到再生活化及永續經營之富麗新農村，歸納其歷程如

圖 13。  

 

圖 13、社區參與培根後，達到富麗新農村之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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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培根計畫即建立在社區自主之基礎之上，社區必須先達到整合社區居民之

基準，始能參與培根計畫；社區更在參與培根之後，誘發社區強化自主發展模

式，兩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由以上三個社區案例，歸納探討得知農村再生

培根計畫共有以下 10 點成效，完全建立在由下而上做法之磐石上：  

一  建立於社區自主基礎上：培根社區開課基準之一，即社區已整合大部分居

民共識，社區居民對自己社區也已具備農村再生整體發展之自主意識，社

區居民由下而上參與度高（至少邀集 30 位以上居民共同參與）。  

二  社區導向、以客為尊：培根計畫創新性之客製化服務，完全以社區需求為

導向、尊重社區居民意見，社區居民自主發展之需求得以透過培根平台讓

政府明瞭，政府也可藉由培根讓政策更徹底實現社區由下而上之需求與願

景，彼此相輔相成。  

三  貼近社區、貼心服務：培根計畫最溫馨的服務，就是貼近社區、以社區立

場貼心考量社區個別需求，讓社區可以由下而上發聲，也讓農村再生得以

永續。  

四  蒲公英效應：培根初期策略為廣開關懷班，建立農村居民初步農村營造與

農村再生之概念，如同蒲公英種籽隨風飄揚、落地深跟，農村再生計畫也

期望可以藉由培根廣佈台灣 4,000 個農漁村，讓每一個社區都可以由下而

上自主性發展。  

五  地方口碑：培根課程除提升社區居民的互動關係，透過農村居民彼此之間

口耳相傳，誘發更多社區居民對自己社區之認同感與熱誠，提高社區自主

參與度。   

六  漣漪效應：透過農村再生宣導與說明會等多種行銷管道，讓更多人瞭解農

村再生政策及培根計畫之真正內涵，也更有效引導社區居民深入瞭解自己

的農村特色，激發社區學習之精神、認識自我環境、維護社區特色、突顯

農村魅力，由下而上營造最具特色之新農村。  

七  飛燕領航：讓成熟社區輔助剛起步的社區，就如同母雞帶小雞，成熟社區

將成功經驗傳承，成為起步社區仿效學習的對象；同時亦可激勵起步社

區，轉成社區發展之原動力。成熟社區亦藉由輔導過程，更深入瞭解農村

再生意涵，彼此相互學習、成長，共同實現由下而上推動之富麗農村。  

八  促進城鄉交流：培根計畫激發農村社區自主發展，成功經驗將可作為都市

發展之借鏡，都市居民藉由觀摩農村社區，學習農村社區發展經驗，激發

都市發展之新契機。  

九  漂鳥效應：社區的轉變吸引長宿或在外子弟回鄉定居，讓出外子弟找回對

故鄉之認同感，激發愛鄉愛土的情懷，恢復在地人的尊嚴，讓出外子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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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自己的家鄉為榮、為驕傲，進而積極投身由下而上發展社區，將更多

成功經驗帶回家鄉。  

十  農村再生計畫書：農村再生計畫書必須是社區居民參與培根課程後共同產

製而成，完全符合「由下而上」精神，由社區居民分別從農村規劃、建築

景觀、產業活化、文化保存、生態保育、創意美學、安全及環保等不同面

向去發掘社區生命力，將農村再生活化發揮至極，促使農村社區達到蓬勃

發展及永續經營。  

伍、結論  

農村擁有都市所沒有的特色資產，與濃厚的人情味，這都是農村獨

特的資產，培根計畫傳遞給社區之理念，是社區空間的維護必須「由下

而上」自己來，生活基礎設施的建設，髒亂環境的淨化，閒置宅院的維

護，從農村再生開始，逐步營造高品質生活環境，帶給子孫最好的生長

家園。就如同本研究所舉之三個案例，透過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社區動

員能力變強，社居居民參與意願變大，居民表達意見能力提昇，且可理

性表達意見提升社區凝聚力，原本沉寂的社區組織因此再度活絡起來，

社區居民也更踴躍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討論意願，及對社區發展亦更加關

心，討論亦逐步深入等等，這都是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所引動的正向改

變，也是指引社區邁向美麗願景的康莊大道。  

這三個案例不只是單純的個案，將會是台灣 4,000 個農漁村未來的

寫照，透過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社區居民得以有「由下而上」自主發展

之舞台，開始主動參與社區營造構思及規劃，開始自力營造社區發展，

開始實現社區美好的願景。真正推動社區進步的是「人」、是社區居民

未來希望的共同「願景」，是社區居民「由下而上」孜孜碌碌的實踐方

針。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實施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以來，已建立需多成功案

例，這些成功案例除繼續深耕外，同時發揮飛燕領航效果，引領起步社

區仿效學習，就像漣漪效應、推波助瀾慢慢擴散，擴大讓新興社區參與，

發揮所謂蒲公英效應，擴充到 4,000 個社區都能透過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從

下紮根，真正做到「由下而上」從心靈改造、從心靈面來提升，這就是

農村再生的真正精神所在，提升人的品質、提升人愛鄉愛土的凝聚力，

提升社區活化再生的原動力，真正達到永續發展之富麗新農村。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由下而上做法之成效是顯而易見的，不僅促使政府

施政策略更能符合社區居民真正需求，也更強化社區居民自主參與社區公

共事務，提供一個互相交流、溝通無礙的平台，讓公部門與民間儼然已成

為最佳夥伴關係，其收效卓越，實可做為將來政府施政主要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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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Bottom-up Methods and 

Effects of Rural Regeneration Incubation 

Projection 
 

Wen-Fu Chen、Wan-Hui Yang、Yung-Chuan Ko 
 

Abstract 
In  gl obal izat i on  pr ocess,  a gr icu l ture h igh l y depend on  land,  not  l ike other  

industr ies,  r apid t r ansformat i on ,  r esul t ing in  the r apid decl ine of rura l  devel opm ent ,  
coupl ed wi th  gradual l y wi den ing gap bet ween  ur ban  and rural  areas in  r ecen t  year s,  t he  
young peop l e m ove t o ur ban  aggl om erat i ons,  rura l  publ i c fa ci l i t i es and popular  r a te are  
not  as good as ci t y,  ch i ld r ear ing issues,  t r a ffi c  and lack of con ven i en t  l iving in  rural  
areas are gradual l y dimin ish ing.  Therefore,  th is  wor ld wi th out  except i on ,  c ommit t ed t o 
expl or ing how t o br eak the bot t l en eck in  the devel opm ent  of rura l  dist r ess t o a ct i vel y 
prom ot e rural  r egenerat i on  project s .  In  r ecen t  year s our  coun tr y has a ct i vel y pr om ot ed  
rural  devel opm ent  and act i vat i on  of  r egenerat i on .  By rural  r egenerat i on  pr oject ,  our  
coun tr y has not  on l y in i t ia t ed t o prom ot e rural  bot t om -up m odel  of  aut on om y,  but  a lso  
becam e th e main  dr i ving force  of  community devel opm ent ,  st imulat ed communit y 
r esiden t s of iden t i t y,  pr ide and sense of mi ssi on .  Gradual l y th e communit y r esi den ts has  
aggl om erated a  consensus,  a  shared vi si on  for  communit y plann ing,  and created a  r ich 
and beaut i ful  rura l  sel f -r el ian ce,  so that   4,000 rural  comm unit ies  in  en t i r e coun tr y has  
ach ieved a ct i vat e r egen erat i on ,  r esource conservat i on ,  heal th y l i ving and sus ta inabl e  
en vironm ental  goal s.  By anal yzing th ree comm unit ies in  cen tra l  Tai wan  that  con ta ct ed  
ear l ier  rura l  r egenerat i on  –Ma Li Po Communit y Sh inShou Townsh ip  Tai chung Coun t y,  
SinDian  Communit y Sh ihTan  Townsh ip Mia ol i  Coun t y and Xiangshan  Communit y 
TouWu Townsh ip Mia ol i  Coun t y, th is study has di scussed that  whether  the r esiden t s  
invol ved in  incubat i on  pr oject i on ,  or  par t icipated in  encouraging oth er  communit y 
r esiden t s a ft er  the sel f - in tegrat ion  m odel ,  and st r engthen  to sel f -devel opm ent ,  and then  
act i va ted t o creat e sel f -r egen erat i on  of other  beginn ing rural  communit i es,  ar e t rul y 
implem en t ed the spir i t  of rura l  r egen erat ion  from the bot t om up,  i t  i s the main  force o f  
governmen t  to prom ot e rural  devel opm 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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