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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台灣政府因應農村發展而提出的農村再生 (簡稱農再) 條例是啟動臺灣農村社區變

革的一個重要機會。取得農再社區的資格需階段性參與 4 階段共 92 小時的培根課程，

期許在這當中能凝聚社區共識、建立社區特色、擘畫明確的長期發展計畫，並依據社區

需求提出 4-10 年的願景規劃，伺通過取得資格後隔年開始逐年執行。然農再從民國 99

年政策開始施行至今，農再社區是否如一剛開始的政府所擘畫的能夠成為富麗農村？當

中所產生的問題與效益為何？本研究提出客觀且整合的 (integrated) 方法，以釐清上述

農再社區所遭遇的問題與效益的模式。此方法結合了 KJ 法以及模糊德爾菲 (Fuzzy 

Delphi)。研究實證以臺灣目前核定成為農再社區最多的地區，水保局南投分局為研究場

域作為方法之具體應用，其研究方法與結果的應用，將可提供規劃者具體分析的方法，

並使決策者有充分的決策參考依據。本研究獲得研究結論如下：1. 目前農再社區的七大

問題，依其重要程度為：人才與居民共識的養成、組織運作與銜接能力、專業度養成、

農村閒置窳陋空間等美學建構、行政程序的申請與認知、政策完整性以及中央與地方需

求落差等；2. 執行農再後的六大效益為：農村發展與願景形塑的機會、居民共識與參與

度會增加、空間與環境會獲得改善、文化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會有所改善、經濟結構會

有所改變、人口結構會有所改變等；3. 農再社區問題面向的解套建議提出「五性」，分

別為參與性、自主性、創新性、永續性及在地性等。 
 
關鍵詞：農村再生、社區營造、農再問題、農再效益 
 
 

Ⅰ. 緒  論 

農村在台灣社會結構發展中有著重要的角色，政府遷台初

期，農業的基本主張以積極輔導農業生產，農業發展是被

擺在第一位，也因此創造第一次土地改革的成功，並視為

帶動經濟奇蹟的基礎；傳統社區的形成，「於一定地理區

域中，面對文化、產業、教育及公共行政問題，有其「對

外自主」、「對內互助合作」的社會體系存在，且共享有

生活的有關利益 (黃世輝, 宮崎清, 1996)」。然時代不斷的

改變，農村社區面臨了極大的挑戰，年輕人大量外移、產

業價格低迷、農村閒置與窳陋空間不斷產生，顯現農村正

快速凋零。為了解決問題的擴張，政府不斷提出政策，如：

西元1968年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西元1975年年農發條例施

行細則、西元1983年社區發展工作綱領、西元1994年社區

總體營造策略的提出、西元1999年921重建暫行條例…；在

這些政策中，依舊阻擋不了農村所面臨的問題。西元2010

年8月以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簡稱水保局) 為主體，針對農

村社區而制訂通過了農村再生條例，該條例以西元2011年

開始10年內編列1500億的經費，鼓勵農村透過由下而上、

軟硬兼施、計畫導向等策略的執行，期望營造出富麗新農

村。 

在政府美好的政策框架中，農再社區執行計畫的當下，雖

規範了農村社區須完整參與培根課程，始能提出多年農再

執行計畫，但面臨真正執行的時候，是否真的瞭解需求是

什麼？都是本研究可以思量的部分；西元1994年至今，台

灣有許多因為社區總體營造 (以下簡稱社造) 的推動，讓社

區有多元發展的機會，而建立了台灣許多的明星社區，例

如宜蘭白米社區以木屐為主、南投富州以社區關懷為主、

嘉義板頭社區以跤趾陶…。西元2010年農村再生條例的推

行，掀起了另一波的潮流，政府期望藉由十年光景來打造

富麗新農村的願景是否真的可行？於是本研究在長期陪伴

觀察農村再生執行三年的期程後，針對農再社區所產生的

效益因子以及面臨的問題面向加以研究？總以上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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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農村社區本身的問題進行論述建構，透過量化研究所

得結果，作為政府推動農村再生的參考以及農村社區的參

考。 

1.1 研究動機 

政府的決策常常依循既有的經驗以及會議結果而欠缺理性

之評估，導致政策執行過程中，社區與政府間產生相對矛

盾，以及對於政策過於樂觀缺乏危機意識，無法即時因應

社區之變化，導致社區於執行不易的情況產生。不確定性

且實驗性的政策往往導致農再社區配合上的困擾。另外針

對農再社區的執行效益評量，一般採取其執行完成率作為

評量，無法真正看出農再社區所表現的內在價值；另外農

再社區執行計畫同時，亦衍生出相當的問題產生，因此，

客觀提出「農再社區的問題與效益分析」的重要優先順序，

對照政策的制訂上有著一定的貢獻，亦有著迫切的需求。 

由上可知，問題方案的面對以及農再效益的正視，於政策

設計與制度上是一項非常重要之工作，如何客觀評估與選

擇乃是決定之必需要件。本研究在規劃研究過程中，初步

以文獻探索農再與社造的論述，透過中部地區農再社區焦

點座談意見蒐集與分析、專家學者問卷的探討與評估下，

得出問題面向與效益間之重要程度。最終選擇之問題與效

益或可成為未來政策執行上較符合農再社區接受之政策參

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試圖在農村再生落實三年過後，對農再社區執行計

畫過程中的許多潛在問題面向進行探討，且透過計畫的落

實所產生的效益為何?當中農再社區問題面向的評選與效

益上亦屬於於多準則決策系統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 的問題評估。考慮問題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的特性時，期能導引出的解決建議，將可提供政府減少相

當的資源消耗以及提出更大效益價值。依據農再社區提出

之問題方向與效益因子，進行研究歸納與分析，提供政府

於政策制訂上一定的參考價值。當中本研究將從兩個面向

進行研究目的探討： 

1. 了解農再社區執行計畫時所面臨重要問題先後，從中提

出問題的解決建議。 

2. 農村再生政策在執行三年過後，以客觀的方式提出農再

社區的效益分析。 

Ⅱ. 文獻探討 

2.1 農村再生條例 

社會結構急速轉變及工業時代竄起，導致農村地區由主流

社會轉變成為輔助社會發展的角色，於是政府為挽救農村

的瓦解，分別於不同的時期提出不同的因應策略，如：西

元1972年加速農村建設九大重要措施、西元1975年農業發

展條例施行細則、西元1982年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

方案…，直至西元2008年由行政院農委會水保局提出的農

村再生條例等等，在在表現出政府對於農村的重視。 

當政府喊出以10年的農再基金共1500億經費，由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保局所主導，透過計畫與政策的推動，期望打

造富麗新農村 (陳武雄, 2009) 的願景時，於民國97年立法

院1讀通過的時候，引起社會廣大的討論，對於政府龐大的

經費落實於農村的過程來講，農村社區是否能夠有效的運

用以及提升農村的生活品質，其到底是再生還是死亡有著

極大的討論 (Superbird, 2008; 鍾怡婷, 2008)，農村再生的

實質發展內涵必須要對農村、產業及農民能夠有所反思與

關注，而不僅只是表面上的農村景觀改善 (蔡培慧, 2009; 

潘欣榮, 丘延亮, 2009)。西元2008年政府開始透過多場的說

明會、座談會、媒體報導等方式，強調農村再生與於農村

的重要性以及正向發展，當中指出農村再生條例法令通過

後對農村發展的好處，即最終要「建設富麗新農村」(陳榮

俊, 2009; 郭瑞坤, 向家弘, 2009)，當政府不斷的端出農村

再生對於農村的正當性，對於農村的效益等，如何能夠正

視所有的論述與疑慮，使其「被組織起來成為有意義的觀

點，使得它們具有說服力 (Gill, 2000)」，當中乃需要於居

民共同參與努力方能有其具體的價值產生。 

2.2 農村再生社區 

在人口外流嚴重，農村地區長期面臨基本環境設施不足與

建設緩慢等問題產生下，農村再生條例的目的在於協助農

村的發展外，透過培養農村社區之自主性建立，使社區本

身能夠依據需求與問題而透過討論達成共識，達到自主行

動來解決問題，促進農村社區的生活品質 (陳可慧, 2005)，

農再條例第30條規定為了期許農村社區能夠有其自主目

標，須先行接受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訓練，透過4階段培根課

程，分別為6小時關懷班、16小時進階班、24小時核心班、

12小時再生班等，完成總數92小時的培訓，當中課程分有

一般課程及自選課程，課程中除了需要有一定的參與人數

外，於進階班開始亦規劃有相對的實務課程、包含了社區

觀摩、活化活動以及僱工購料等操作機會，期許農村社區

能夠有其「由下而上、計畫導向、社區自治、軟硬兼施」

的自主能力後，由社區於西元2021年前針對社區整體的需

求提出4～10年的整體發展願景計畫，歷經縣府審查、水保

局備查的流程過後 (圖1)。隔年始針對社區總體計畫提出分

年度需求的計畫項目與執行計畫內容，依據農再條例第7

條所述農村再生基金的用途提出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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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個別宅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及生態

保育等項目，另外民國99年迄今歷經3年過程全國已有328

個農村社區提報農再社區的審查，當中已有291個農村社區

已核定通過成為農再社區 (表1) (水保局, 2013)。 
 
 

 
 

圖1  農村再生社區申請流程 
 

(本研究整理自水土保持局農村再生網站) 
 
 

近年來水保局積極透過許多的政策鼓勵農村社區推動各項

軟硬體措施，提升農村整體的環境與生活品質，相關的機

制包含了行動工作坊、農村再生青年回鄉試辦計畫、農村

再生宣導與推廣活動、農村社區窳陋空間改善、僱工購料、

產業活化活動等相關計畫方案，鼓勵農村居民由下而上共

同參與改善生活環境，營造農村特色及活化社區產業，以

達成農村再生建立富麗新農村之目標。透過公部門、農村

社區、第三部門等三方面之協助互助過程，於不同的角色

當中，經由專業團隊的協助，使其逐年逐步落實社區生活、

生產、生態等面向之提昇，其過程訴求落實由下而上的觀

念，建構完善且整體之農村生活場域。 

2.3 農村空間與環境 

自古以來，農業社會幾千年的歷史，對社會之民生、經濟、

建設等方面有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20世紀開始，農業社

會逐漸受工商社會的影響，因應工業化產品的製造、生活

與經濟的需求，使得大量人力湧入工商經濟快速發展的都

市，造成農村與都市發展產生正反兩極的差異；挽救農村

人力的崩解與衰落？成為了政府於農村中首要克服的問題

之一；舊有農村的空間型態及土地利用形式，亦受限無法

適應新的生活形態的發展而被否定  (侯錦雄 , 林文毅 , 

2003)，於社會長久發展過程所呈現出來的農村，透過經驗

所建構的地方 (Tuan, 1990)，有其實體型態與無形型態存

在著，包含著深厚的的生活情感存在；如何尋求適當的發

展模式與方式？ 

居民透過鄰里環境所建構的空間以及生活，透過與居民的

日常互動過程，加深對在地場域的瞭解；每個地區的空間

的形塑，有凝聚居民共同記憶的過程，以結合人類對環境

的感受與認知所產生特殊的空間記憶 (陳冠燁, 2003)，並且

呈現出農村特有的情感。透過上述過程瞭解農村社區在轉

變過程與經驗上，結合歷經三年農再計畫的施行與執行

下，已逐漸可以感受到農村特有「生活場域」的顯現，本

研究認為當中居民參與所建構出來經驗與方式是值得參考

的，尤其對塵封已久於農村深厚的在地資源來講，更因此

建構出過去與現在農村歷史而產生連結效應，進而投射於

現代的實質空間當中，促使原本閒置、髒亂的空間能夠因

為農村的在地性而加以活化，對照農村生活褪色的環境創

造出屬於在地「新」的視野與角度。 

2.4 社造的精神與價值 

西元1994年台灣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策略」，始開

啟社區參與的大門，提倡居民參與、社區自主以及永續經

營理念 (徐震, 2004, 頁22)，社區總體營造的目的作為提振

社區本體的生活意境，透過此理念與培力過程重建溫馨、

有感情、特色的人性化社區生活環境 (羅秀華, 2001, 頁

164)，促進社區居民對於社區問題的覺醒與重視，使社區

全體居民具有參與感與歸屬感，讓社區能產生自我運作的

能力 (邱智欣, 2004, 頁20)。目前的社會觀點中，社區總營

造的推展與非營利組織的永續經營相互影響，組織的發展

與其對於社會會發發展具有相當的影響，非營利組織隨著

政治、經濟、人文歷史與社會結構的不同，逐漸成為台灣

未來「社會力」的新核心 (顧忠華, 2005, 頁123-130)。 

 
 

表1  2013年8月前農村再生通過社區 

轄區分局 台北分局 台中分局 南投分局 台南分局 台東分局 花蓮分局

 

數量 31 71 78 64 25 22 
總計 291 個農再社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水土保持持農村再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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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歷年積極努力推動與積極鼓勵關心在地的團體及民眾

參與下已見成效，並且帶動其它部會的跟進。兼具有帶動

地方發展之獨特性以及區域發展，不僅侷限於對居住地區

的關懷而已，還要在心理上有著我群的認同 (許文傑, 1999, 

頁16-21) 。因此，社造的推動於台灣的發展當中依據推動

角色來看，可分為：參與者、引導者、促成者與規劃者等

角色 (林振春, 1999) 。每個角色於融入社區推動的過程其

影響甚巨，對於社區整體的發展以及居民的觀念，如何建

構出符合社區需求的夢想與願景都是需要注意的部分，政

府在推行社區發展的過程中，伴隨不同的區域、特色中，

於西元2003年公布「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共有五個方

案，分別是「活化社區營造組織」、「社區營造資源整合」、

「原住民新部落運動」、「新客家運動」及「醫療照顧服

務社區化」。西元2005~2008年行政院鑒於健全社區為台灣

社會安定的力量，以及台灣長久的社區特色，提出「台灣

健康社區六星計畫」，試圖將社區發展進行六大面向的區

分，包含：「產業發展」、「社福醫療」、「社區治安」、

「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做為社區

評量指標，進而推動全面性的社區改造運動，使其建立自

主運作且永續經營之社區營造模式 (辛晚教, 2005)。台灣社

區的發展過程在政府及民間的共同努力下，多元及創新的

構想不斷的付諸實踐於台灣的社區之中，當中在政府的強

力扶植之下，亦有許多具有成熟的社區產生包含：以木屐

產業為主的宜蘭白米社區，以梅子產業為主的南投上安社

區、以跤趾陶藝術傳承為主的嘉義板頭社區…，這些顯現

出非營利組織根植於地方發展的特質與其助力。除此之

外，依據相關文獻得知於社區營造未來發展上的內涵包

括：1. 具有在地特性與貢獻、 2. 具有執行力以及自發性、

3. 具有創意及特殊性、4. 具有社區共識以及傳統工藝技術

傳承之使命、5. 具有政策施行配合之服務、6. 具有永續經

濟與生態永續之使命。 

2.5 小結 

經由上述文獻得知，農村社區的發展具有生命共同體的關

係，透過居民攜手合作的過程而「營造」出來，並不會因

為「毗鄰而居」而缺乏特色，所需要的是如何在討論、溝

通、執行、修正等過程中，讓問題被浮現後，共同尋找解

決的方式以及作法。當中依其社區所仰賴之「生命共同的

關係」的兩個層面，一是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社會的與心

理聯繫層面，另一是人們與人們所在生活的環境之間，有

著彼此社會與心理的聯繫關係，這種社會的與心理的聯

繫，可稱之為「社會感」 (曾旭正，1997) 。社會感的形成

對照於社區質與量的提升，彼此內心的牽連，如何串連讓

彼此取得一定的共同目標越趨重要，當中農再社區的轉型

與政府政策發展有著息息相關的關係，對於社會感的形塑

是否已具有一定的程度？透過上述文獻探討過程中得知依

照其現況整理為： 

1. 正面看法： 

(1) 農村發展過程因為時間的累積，而有特定的場域特色。 

(2) 農村的空間場域因為情感感受，而有深厚的有形與無形

價值。 

(3) 農村因為在地資源的豐富，而有相當的發展機會 

2. 負面看法： 

(1) 農村地區的居民普遍認為農村的特色薄弱 

(2) 受農村受都市化影響，人口外流嚴重，導致社區人力短

缺 

(3) 當人力短缺及人口外流的影響下，農村空間出現了許多

的閒置與窳陋產生 

(4) 農村長久深厚的人文與技藝將因為社會結構的改變而

消逝 

政策方針方若能使社區於正確的管道下尋求合宜的成長與

發展機會，適切的掌握農村再生計畫對應農村改變的即時

重要議題，減緩社會大眾對於農再基金的疑慮，督促農再

社區於居民參與及在地特色以及經營上能夠謹慎的運用農

再資源，對農村未來的發展將有極大的幫助。 

Ⅲ. 研究設計 

針對本研究之目的以求得客觀的評量方式，得出農再社區

於計畫執行時的問題面向以及產生的效益因子，本研究進

行之研究方法有：1. 焦點座談：以本研究依個案水土保持

局南投分局轄區內四個縣市的農再社區進行意見的蒐集與

座談討論。2. 專家問卷建立：針對農再社區與專家進行訪

談並蒐集專家意見，結合文獻與理論進行分析與歸納，進

而研擬出評估之因子。3. 模糊德爾菲法 (FDM) 統計分

析：以模糊德爾菲法專家問卷的形式，針對選定的農再社

區問題與效益因子，以客觀的評估方式得出農再社區問題

面向與效益因子的權重，而建立起評選之架構。經由上述

之研究方法，將提供決策者客觀且具有量化分析之決策評

估依據，使政府決策制訂上有其最大之效益產生。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進行資料彙整了解農再與社造發

展，再依據水保局南投分局轄區農再社區進行分組，以KJ

法及焦點座談之結果，擬出農再社區之相關問題面向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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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初步的評估因子；之後再經由專家問卷結果，篩選出問

題面向及效益因子之優先權重值。主要研究方法內容可分

述如下： 

1. 文獻探討：藉由相關書籍、期刊、論文等文獻之探討，

了解農村再生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相關經驗與論述，作為

本研究於農再社區發展問題與效益建構的基礎資料。 

2. 焦點座談：藉由文獻探討所得之資料，依本研究個案南

投分局轄區內不同區域承辦進行配置，以8個區塊分區

進行KJ法，以便利貼的方式讓每個參與者能夠有充分發

表意見的機會，並以出牌的形式，匯聚每個參與者的意

見；透過焦點座談的方式，讓參與社區幹部有意見提出

並匯聚相關議題，達到問題與效益兩大範疇之討論與資

料蒐集。 

3. 專家訪談：邀請歷年執行農再計畫輔導的專案團隊，協

助進行問題面向與效益問題、效益面向的彙整與歸納問

題與效益細項的討論，進而整理出來問題面向與效益大

項等做為評估問題。 

4. 模糊德爾菲專家問卷：為避免使本研究所擬定之問題面

向與效益因子過於主觀，且過去衡量農村再生社區所產

生的問題與效益面向時，往往僅藉由專家學者進行意見

的蒐集與討論而得，本研究希冀以客觀角度進行農再問

題面向的評估理論架構建立，而採用模糊德爾菲法 

(FDM) 專家問卷，以獲得較高專家共識評估，讓專家個

別意見得以明白、清楚的表達，因此做為農再問題面向

解決以及農再的效益因子之評估之客觀依據。 

由上所述，本研究以目前農村再生計畫執行過程中，如何

評選出農在社區目前到到的問題重要程度與效益因子，做

為本研究探討之主要課題。針對農再與效益優先順序進行

焦點座談後，透過專家問卷與詳細權重計算方式來評估方

案解決之優先順序，以此客觀的評估模式以進行問題與效

益面向之評選，據此結果以做為未來政府政策制訂上更具

精確以及信度提升與決策評估之參考依據。 

3.2 研究對象 

農村再生條例業於西元2010年8月4日奉總統令頒佈施行，

多數農村社區因條例通過而積極參與農村再生計畫。水土

保持局配合行政院「農村再生」政策，促進農村的活化再

生，辦理行動工作坊、農村再生青年回鄉試辦計畫、農村

再生宣導與推廣活動、農村社區窳陋空間改善、僱工購料、

產業活化活動等相關計畫方案，鼓勵農村居民由下而上共

同參與改善生活環境，營造農村特色及活化社區產業，以

達成農村再生建立富麗新農村之目標。 

「農村再生社區」從西元2011年開始，依據其上完4個階段

培根課程後，自主提出該社區的農村再生計畫書，經由社

區公告、社區會議表決、縣府現勘座談、縣府公開閱覽、

縣府審查、中央備查等流程之後，於來年始得開始提出其

年度執行計畫。西元2011年迄今近3年的時程裡，全國已有

291個社區取得農再資格(表1)，依據西元2013年7月訪談水

保局黃明耀局長時，其表示由於南投分局轄區內的農再社

區相當多元，且通過農再計畫的數量最多，亦足以作為全

國農再社區問題與效益探討之對象，本研究遂以水保局南

投分局彰投雲嘉四個縣市通過農村再生計畫，成為農再社

區共計53個社區(表3)做為研究樣本，其中雲林縣19個社區

為最多、其次是彰化縣13個社區、再之則為嘉義縣11個社

區、南投縣10個社區等。另依據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轄區

劃分，共分為8個場次，共有45個社區參與本研究之焦點座

談。本文在研究設計上針對農再社區的主要幹部進行意見

的蒐集與歸納，其主要探討的議題介紹如下：  

1. 目前社區執行分年度執行計畫時，所碰到問題面為何？

透過問題看法的蒐集，分析目前農再社區在逐年完成擘

畫願景的同時，其執行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問題為何？這

些文題對於社區所產生的影響為何？是否能夠有其合

理性的解決模式等。 

2. 執行農再後對社區產生的效益為何?：在了解目前在農再

豐厚的資源底下，成為農再之後的農再社區本身，於近

3年來，社區轉變為何？其操作手法以及如何讓社區永

續經營及能否有合適的改變。 

3.3 研究流程 

台灣近20年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推動，對照西元2010年通

過的農再社區來看，其多數已具有一定的社造基礎，例如

彰化平和社區、雲林林北社區、嘉義板頭社區…等；這些

社區在充分社造基礎下的農村社區，轉型成為農再社區的

時候，其所碰觸以及需求及問題為何? 本次以水保局南投

分局轄區內的四個縣市，包括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

嘉義縣等 (表2) 作為研究範圍，依據不同的轄區承辦，每

個縣市分別有兩個焦點座談的分組，針對各題項進行一個

半小時至兩小時，且為使資料具有客觀，參與人員能夠有

效的提出意見與看法，選擇以便利貼的方式進行意見資料

的收集，另外透過座談討論方式匯聚相關意見，歸納分析

的架構建立，以作為本文後續問卷之基礎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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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參與焦點座談之社區名單 

縣別 座談情形之照片 參與社區 
彰化縣 

 

■大村鄉平和社區、擺塘社區；■大城鄉西港社區； 
■芬園鄉德興社區、溪頭社區；■竹塘鄉土庫社區； 
■彰化市石牌社區；■花壇鄉橋頭社區；■埔鹽鄉永平社區、南新社區、大有社區；

■二林鎮華崙社區 

南投縣 

 

■竹山鎮富州社區、社寮社區；■中寮鄉永福社區、龍眼林；■埔里鎮牛尾社區、桃

米社區；■水里鄉上安社區；■國姓鄉南■港社區；■魚池鄉澀水社區 

雲林縣 

 

■北港鎮好收社區；■口湖鄉梧南社區、湖口社區、埔南社區、埔北社區；■土庫鎮

秀潭社區、崙內社區；四湖鄉廣溝社區；■古坑鄉華山社區、大埔社區、荷苞社區、

水碓社區；虎尾鎮墾地社區、三塊厝；■大埤鄉三結社區  
 

嘉義縣 

 

■義竹鄉埤前社區、官順社區、東榮社區；■水上鄉大崙社區；■梅山鄉太平社區；

■竹崎鄉紫雲社區；■阿里山茶山社區；■新港鄉板頭社區；■民雄鄉福興社區 

註：上述社區為2013年8月前彰投雲嘉四縣市核定執行之農再社區        (本研究整理)  
 
 

表3  2013年參與焦點座談之人數統計 

 南投縣 07/26 彰化縣 07/25 雲林縣 07/29 嘉義縣 08/01 

訪談日期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參與人數 6 8 22 12 11 11 9 6 

訪談時間(H) 2 2 2 2 2 2 2 2 

應到社區 10 13 19 11 

實到社區 9 12 15 9 

參與百分比 90% 92% 79% 82% 

註：2013年8月前核定之農再社區                                                                              (本研究整理) 
 
 

Ⅳ. 研究結果分析 

本章節經由前述章節得知，農再社區本身存在的問題面向

與效益因子評估上，有其一定的重要程度，且農村再生基

金10年編列1500億的經費，為歷來對農村來講為較具體的

政策之一，此時期正值台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年代已有

一段時間，依據觀察得知目前核定成為農再的社區多數已

有基本的社造概念與經驗，與此結合農村再生年度計畫執

行，促使農村的景觀與人文邁向新的多元發展階段。以下

將分別透過三個步驟作為本研究之結果： 

 



 
 
 
 
 
 
 
 
 
 
 
 
 
 
 
 
 
 
 
 
 
 
 
 
 
 
 
 
 
 
 
 
 
 
 
 
 
 
 
 
 

 

科技學刊   第 24 卷   第 1 期   頁 35-49 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黃世輝   王志華     農村再生計畫執行的問題與效益分析                                                           41 

 
 

圖2  研究流程圖 
 
 

1. 農再計畫執行時之問題面向與效益因子的歸納：本研究

邀請通過農村再生計畫，且已開始執行農再的社區主要

成員等，依地理區域進行焦點座談。過程中研究者以自

在的團體互動的氣氛，使參與團體的成員就研究者所欲

討論的議題，表達他們的經驗、看法或觀點。然隨著研

究性質的不同，每一個焦點團體人數進行彈性調整，大

約維持在6 至12 人之間，當中彰化場因為平和社區及

德興社區帶來參與人員較多，所以該場次人數達22人，

人員協助上以安排2個助理人員協助。每一次團體訪談

大約進行一個半小時至兩小時之間；為使資料具有客

觀，且參與人員能夠有效的提出意見與看法，以便利貼

出牌的方式進行意見資料的收集歸納後，再次進行座談

以確認資料之完整。座談結束後將過程與會人員的資料

轉錄成文本資料，以便進行資料分析的工作。本研究依

據研究設計的兩大主題面向進行第一階段KJ法後，依據

所得資料內容，進行第二階依據參與社區幹部所提之看

法、子題加以座談整理後，邀請近三年來長期擔任農再

社區計畫推動於執行的專案輔導團隊共同參與討論，重

新歸納前述所得資料，始歸納底定農再社區目前之七大

問題面向與六大效益因子，作為考量農再計畫對應於農

再社區之基礎資料。 

2. 統計方法與專家問卷發放方式：專家問卷之統計分析方

式以模糊德爾菲法 (FDM) 進行，其統計方式與其它統

計方式相較之下，此統計方式有透過灰色地帶檢定法來

檢驗評估指標是否已達收斂，藉此瞭解專家意見對評估

準則是否趨於一致共識，因此該統計方式則更具嚴謹且

合理。本研究專家問卷採用之模糊德爾菲法作為篩選問

題與效益指標的依據，其統計運算方式主要參考蔡佩真 

分項意見之命名

(問題細項) 

歸納與命名 

(問題大項) 

意見蒐集方法 歸納分析 分析與寫作 研究對象 資料蒐集 

邀請農再社

區依照四縣

市相對承辦

轄區分八組 

K J 法 

座談討論

會 議

問題 

面向 

效益 

面向 

研   

究   

結   

論 

團
隊
意
見
重
新
歸
納 

研   

究   
分   

析 

模
糊
德
爾
菲
專
家
問
卷 

文獻探討瞭

解目前農再

條例與社造

的現況發展 

打牌 KJ 法

進行問題面

向意見歸納

打牌 KJ 法

進行效益因

子意見歸納

座 
 

談 
 

會 
 

確  

認 

農再效益之意見 

整 理 工 作 坊 

意見寫在便利貼上 

農再執行問題之意見 

整 理 工 作 坊 

意見寫在便利貼上 

社區意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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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採用之模糊德爾菲法的統計運算方式。本研究專

家問卷共發出6份，其中包括長期參與南投分局農再執

行計畫審查之委員2份、實際協助落實農再社區發展之

專家3份、成為農再社區，且經由多位專家認可較具有

自主意見之社區幹部1份。問卷形式乃採針對專家進行

電話之告知訪談內容後，透過電子郵件形式寄送給各專

家學者進行填寫，回收之問卷均為有效問卷。 

3. 專家問卷結果討論與分析：為求客觀而以專家問卷統計

分析方法進行評估，以模糊德爾菲法作為量化評估的依

據，經由FDM求解後之篩選統計分析結果如表6、表7所

示；另依據多數文獻如張有恆 (1998) 所述，有關門檻

大小的決定將會影響所篩選出的評估準則對於如何決

定適合的門檻值，由目前的相關操作方面言之，多以決

策者 (群) 之主觀判別來認定之；職是之故，依此問卷

結果如表6、表7得知，許多專家對於各問題面向與效益

因素的評斷有其重要程度的判斷；研究者再次以電話詢

問參與本問卷之專家學者，並獲得一致的共識，遂將其

評估準則門檻值訂為5.0；由表6得知本研究所提列之問

題與效益因子皆獲得專家一致之認同，遂以此作為建議

政府制訂協助農再社區執行計畫的當下，所面臨的問題

之參考。 

4.1 農再執行時之問題面向分析 

4.1.1 農再執行時問題面向的歸納 

依據文獻探討了解農村社區人才外流嚴重，導致農村空間

的閒置、窳陋、文化消逝等，造成農村的發展極大的阻礙，

且農再社區執行農村再生計畫的同時，常產生許多不可預

期的問題，如部分社區幹部本身忙於工作，執行上常會希

望政府多給予人力協助的解決，又或者部分社區提出社區

屬於非營利組織，對於計畫執行時需要自籌款的部分持有

相當的成見；於此概念下，針對執行農再社區於計畫時目

前所遭遇到的問題，透過八個分區個別進行KJ法以及焦點

座談的結果後，輔以專業團隊的協助彙整出16個因子細

項，進一步再行歸納得出以下七個主要問題面 (表4)： 

1. 農村人才與居民共識的問題：農村長期的沒落與凋零，

導致農村人口外流嚴重，除了人口老化問題的產生外，

相對於人才養成、組織運作以及文化傳承有其一定的困

難，這些都是在執行農村再生計畫時，所遭遇的瓶頸。 

2. 農村環境閒置、窳陋的取得與專業施作問題：當社區通

過農村再生計畫的同時，面臨如何逐步改善社區窳陋及

閒置空間的問題；另常受限於土地取得、土地共業、居

民觀念認同等問題外，在施作上，也常受限於規劃與專

業的問題，導致再申請計畫的當下有所退卻。 

3. 農再政策與社區需求落差的問題：農再條例執行三年以

來，農再社區的發展常因法規的限制，而讓許多有心參

與的農再社區，於計畫的申請上抱持保留態度；另外，

在執行溝通協調上，社區於問題的提出與政府解決的層

面上有其不信任之要素存在，造成政策的落實有一定的

難度。 

4. 政策推行前之完整性問題：為了能夠順利的執行農村再

生計畫，政府因應農再社區提出了相當的配套措施，然

許多善意的政策往往欠缺完善的思量，例如：現今執行

的青年回鄉築夢計畫，立意良好，但卻無有效的培訓與

輔導機制，而讓政策的美意造成了社區的另一種反彈。 

5. 計畫申請行政程序與觀念認知問題：農再計畫執行的過

程，新的農再社區對於計畫提送的申請流程往往不懂，

在申請上趨於保守；且在因應於經費的掌控與要求上，

常常產生許多的困難，導致社區在申請時，產生一定的

難題以及核銷的問題產生。 

6. 農再社區組織運作與銜接能力問題：農再社區在執行計

畫的當下，受限在社區組織任期的限制下有改組的可

能，所以組織推動人力的銜接、培養以及相關經費支應

的問題，容易造成農再計畫執行時的阻力與困擾。 

7. 農再社區專業度養成的問題：政府政策規定100萬以上

由政府發包執行，100萬以下可由社區執行，所以在計

畫撰寫與規劃上，由於承辦專業度的要求，造成社區無

法有專業設計與規劃能力，因此減少社區本身執行的意

願；另外在社區空間的改善中，常常受限於美學的認知

及承辦的要求，容易導致施作的空間流於一般的簡易方

式辦理，甚或者造成二度閒置的問題產生。 

4.1.2 農再計畫執行時問題面向的專家問卷結果 

就農再社區執行年度計畫過程中所遭遇之問題，透過專家

問卷統計分析結果，得知準則中獲得分數較高者，顯示其

為目前農再執行時較為首要之問題，該項目因子為農村人

才短缺，獲得評估分數為7.58，充分顯現出目前農再計畫3

年的推動過程中，人才仍然是目前農再社區與專家群們認

為亟需培養以及鼓勵年輕人回鄉為首要，顯示農村於農再

計畫中問題重要程度；另外在歷年政府積極與農再社區建

立良善的溝通下，農再社區與政府間的嫌隙已逐漸減少，

相對在專家學者問卷所得的重要性的數值較低。 

4.1.3 農再執行時問題面向的解決策略 

整體而言，農再社區在執行計畫中，容易有問題面向與效

益因子等一體兩面的觀點產生，綜合問題的評估過程結果

重新歸納 (表7)，輔以農再條例第1條目的在於促進永續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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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農再社區問題面向歸納表 

群體意見 因子細項 因子大項 探討方向 

理事長交接後觀念的不同、組織幹部忙碌、志工募集困難、環境維護困

難、文書處理問題、年輕人太少造成計畫推動困難 
人才短缺、外流嚴重 農村人才與居民共

識的問題 
執行年度計畫

問題的可能面

向 居民認同低、幹部理念不合、居民參與意願低落、幹部共識凝聚困難 居民共識凝聚不易、參與

度不足 

社區配合款籌措不易、社區經費不足 自籌款費用籌措 農再社區組織運作

與銜接能力問題 理事長、村里長、總幹事、執行長、卸任幹部、社區理監事、社區其他

班隊等組織的運作能力不足 
組織運作困難 

專業技師與工藝老師尋找不易、傳統工藝與技藝快速失傳，導致社特色

消逝 
專業人員 農村環境閒置、窳

陋的取得與專業施

作問題 同意書取得困難、持分人多無法取得認同、未繼承登錄無法找到人、同

意書簽訂年限長，所有人無法認同、居民觀念溝通問題 
土地問題 

在地特色找尋不易、自認為農村沒有特色、農村技藝消逝，沒有人可以

銜接 
特色營造 

計畫書內容與格式不瞭解、社區計畫撰寫經驗不足、經費編列問題、圖

表繪製問題、資訊電腦運用的問題 
計畫撰寫 計畫申請行政程序

與觀念認知問題 

申請流程不瞭解、申請內容不清楚、不知計畫如何申請與執行 行政流程 

承辦認知不同、核銷、審查、現勘、溝通討論等不同的認知 承辦問題 農再政策與社區需

求有落差的問題 系統開放填報、法規命命與社區的合適性、申請格式常常變動、農村再

生歷程網路的不清楚、政策反覆變更、提報時程不一、發包工程的設施

維護、計畫申請流程不明確、制式化規定施作、計畫推行時之學歷限制、

政策問題 

農村再生顧問師的定位安排、大專生迴游與社區的關係性 政策導引問題 政策推行前之完整

性問題 農村市集行銷與規劃、短期就業人員的制度的推行、行動工作坊、大專

返鄉青年制度與培訓 
試辦性計畫 

社區整體規劃設計、執行計畫書僱工購料設計材料與圖面、空間場地規

劃設計、產業區域設計與行銷規劃 
空間規劃設計 農再社區專業度養

成的問題 

專業設計圖說設計繪製、活動場所規劃設計、活動流程辦理 活動規劃設計 

核銷單據品名認知上與承辦的差異、單據核銷格式與流程的不清楚 核銷問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於分區座談後之整理 
 
 

表6  農再社區執行時所遭遇之問題面向評估： 

評估因子 
最小值 Ci 最大值 Oi 單一值 a 幾何平均值 

檢定值 Zi 專家共識值 Gi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Ci Oi 單一值 

農村人才與居民共識的問題 5 7 8 10 7 9 5.45 9.14 7.96 4.69 7.58 
農村環境閒置、窳陋的取得與

專業施作 
2 7 5 10 4 8 4.30 8.11 6.64 1.81 6.07 

農再政策與社區需求有落差 2 5 5 10 4 10 3.94 6.90 6.38 2.96 5.00 
政策推行前之完整性 1 6 5 10 3 9 3.11 7.04 5.20 2.93 5.41 
計畫申請行政程序與觀念認知 3 6 6 10 4 8 4.35 7.81 6.48 3.46 6.00 
農再社區組織運作與銜接能力 3 7 7 10 6 9 5.14 8.92 7.76 3.78 7.00 
農再社區專業度養成 3 7 6 10 4 8 4.14 8.19 6.64 3.05 6.43 
因子選取總數 7   檢驗值 6.72 門檻值 5.00 
註:灰色區塊表示為通過門檻值選取之評估因子    

 

村及農村活化再生的目標，以及建立富麗新農村的概念

下，搭配第7條其所基金所能運用之用途包含整體環境改

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宅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

與活用、生態保育等6個面向得知，在執行計畫的過程中，

不應單單重視硬體空間的發展，引導農再社區於計畫規劃

與提出的過程中，透過適切的討論及軟體的強化，始能針

對社區的發展能夠有所幫助。以下茲就其問題面向提出相

關的解決範疇： 

1. 農再社區組織的強化： 

社區經營發展過程講求的是居民的參與以及共識凝聚，以

目前通過農再的社區來講，社區的運作模式多數仍然集中

在社區主要核心幹部以及社區組織，例如部分社區推動過

程中主要決策者為理事長或主要幹部，這樣的運作過程常

常導致居民對於社區的發展、期待與想像會有所差異，而

讓居民常常扮演著聽與做的角色，無法有參與決策的機會

下，造成居民參與度的降低相對仰賴程度的增加。因此本

研究針對如何強化農再社區組織強化的建議如下： 

(1) 社區共識平台建立：農再計畫的執行過程，意見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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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溝通平台的建立是重要的，避免在地意見的分歧而

讓組織架構瓦解；因此農再社區執行過程中平台機制的

建立，讓幹部能夠有充分的討論及分工制度是必須的；

另外由於村里或者社區發展協會可算是台灣社會發展

中的最基本組織，因此組織的理事長、理監事、幹部等

以及村里長、執行長、卸任幹部等亦是需要加以尊重。 

(2) 社區居民的參與討論：依據社造推動的精神，社區在發

展的過程需要讓社區居民能夠有充分的機會，參與意見

的提出與討論；但相對的，農再社區在面臨計畫執行的

同時，欠缺居民參與討論的機制，導致意見的提出多數

來自於社區幹部，甚至於少數一、兩個主要幹部作為計

畫的掌控，讓社區居民無法有參與的機會，因此建議農

再計畫執行的同時，社區居民會議、居民意見提出等的

機制建立是必須的，始能讓社區自主的意識能夠更加強

化，相對的也呼應到農再條例，真正落實由下而上，由

居民參與意見的提出與討論，進而由社區組織進行統整

提出年度執行計畫。 

2. 農再社區與專業團隊互助模式的建立 

(1) 專業團隊應落實社區培育 

近年來，政府因應農再計畫的推動及農再社區的需求下，

不斷的制訂、提出許許多多的輔助措施，如：農村再生行

銷推廣計畫、農村再生永續陪伴計畫、農村景觀美學計畫、

農村再生行動工作坊計畫、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跨域合

作示範計畫、大專生返鄉計畫… 等諸多計畫資源中，有諸

多輔導團隊的進駐協助農再社區，當中不乏團隊於輔導機

制及陪伴協助的機制上僅止於協助農再社區充分完成計畫

執行，相較於培植農再社區的專業養成上較為薄弱，又或

者基於服務農再社區的精神上，充分幫助社區進行計畫的

撰寫等專業人才養成上有一定的難處。 

(2) 建立專業與社區之間的合作模式 

專業團隊與社區的合作模式，深遠的影響著社區永續經營

的觀念，牽動著社區的發展，一般的專業者分為參與者、

引導者、促成者及規劃者等，團隊如何在面對不同的社區

需求而有適度的調整，讓農再社區在計畫執行的過程，避

免過渡的重視硬體空間的改造，而忽略了軟體的強化，這

些過程都是專業團隊與農再社區在接觸的過程所需注意

的。 

(3) 農再社區內部夥伴關係的建構 

當農再社區再透過農再資源不斷的演化社區的同時，當中

的經驗是相當可貴的，如何在這當中選擇合適的農再社區

作為核心要角，建立夥伴的機制，就近協助新生的農再社

區，在經驗傳承以及社區經營概念上將能夠有其相當的成

效。 

3. 官民之間溝通模式的建立 

(1) 網絡溝通平台的建置 

目前政府政策以及相關規定的最新消息的釋放，往往透過

網路的資訊加以傳遞，但是當農再社區在進入網站平台的

同時，其複雜的填寫步驟以及內容，往往導致農再社區不

知所措，社區所需要的資料該從何處獲得以及填寫，因此

如何建構出適合、簡易、便民的溝通平台則是需要多加考

量農再社區目前的需求與能力。 

(2) 計畫執行說明、及共識會議的溝通成效 

農再社區在計畫執行的過程，政府於農再社區的需求上，

常常藉由說明會、審查會、共識會議等方式，不時召集農

再社區至分局進行相關的報告，此番過程常常造成農再社

區對於本身是無給職、無車馬費、油錢、時間等多方考量

下偶有怨言；因此如何就近藉由各縣市辦理相關之計畫說

明會、審查會議以及共識會議，減少農再社區之相關時間、

物力與人力的開銷。 

(3) 專業團隊的經驗與技術拿捏 

團隊於執行輔導計畫的過程，如何充分將社區的意見向上

反映，對於政府的意見如何充分的傳遞給社區，此番聯繫

的過程，團隊都佔有著相對的重要角色，因此團隊與社區

的關係、團隊如何客觀且完整的建立農再社區的意見，使

農再社區的問題與看法能夠即時讓政府知悉，進而取得相

對的回應。 

4.2 農再執行後之效益因子分析 

4.2.1 農再執行時的效益因子的歸納彙整 

農村再生推動執行三年過後，許多的農村社區依據農村再

生的補助申請，所獲得執行推動的資源相當可觀，少從數

十萬到上千萬等都有其可能，如具有相當特色的社區來

講，都可能獲得大型建設約為一千多萬，另外還有上百萬

的小型僱工購料與活化活動等。對於一個農村社區來講，

龐大的資源對於空間、環境、人文等的影響如何?以下為針

對參與座談社區所提出之群體意見，透過長年輔導的專業

團隊共同討論後歸納出十一個因子細項後再行歸納成為來

的七個效益 (表5)，分述如下： 

1.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有農村發展與願景形塑的機會：農

村長期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下，欠缺完善的提振農村發展

的政策方針；農村再生條例的施行，除了立基於農村治

理能量的提升，透過社區的自主管理、提案、執行下能

夠實踐農村的發展夢想與賦予農村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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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其空間與環境會獲得改善：農再

社區透過瞭解在地資源，而逐漸發現閒置、窳陋空間等

問題對於農村所可能產生的威脅，遂透過逐年提出年度

計畫，進行改善，逐步讓農村的生活品質得以提升。 

3.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其居民共識與參與度會增加：農

再計畫的執行，往往需要相當多的在地人力與物力的投

入，透過討論、會議、聊天的過程，無形提升居民對於

社區的共識與參與度。 

4.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其農村人口結構會有所改變：農

再社區在執行計畫的過程中，軟體與硬體的相互結合，

讓農村有了新的希望與美麗的生活環境。因此，開始有

長年在外的社區朋友，有感於外地生活不易，又或者面

臨退休生活，而可能開始回流定居。 

5.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其經濟結構會有所改變：農再社

區由於硬體設施逐漸完備，相對透過辦理特色活動提升

社區知名度，另一方面結合產業研發、產業的包裝，最

後在專業團隊的協助下與相關的行銷通路與休憩體驗

相結合，讓農村逐漸有新的經濟來源產生的機會。 

6.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其文化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會有

所改善：農村人文資源的傳承問題一直存在，但當農再

社區再次肯定自我價值的同時，將人文資源轉變成在地

的特色，藉由研習的機會以及空間改造機會讓農村中更

多的文化，逐漸變身成為社區的寶，而有新的契機與機

會。 
 
 

表7  農再社區問題面向解決分析表 

 問題歸納 執行農再計畫所遭遇到的問題 專家共識數值 農再問題面向 
解決策略 

執行農再計畫所 
遭遇到的問題 

共識與組織運作 農村人才與居民共識的問題 7.58 農再社區組織的強化 

農再社區組織運作與銜接能力 7.00 

計畫執行的專業度 農再社區專業度養成 6.43 農再社區與專業團隊互助模式

的建立 農村環境閒置、窳陋的取得與專業施作問題 6.07 

政策與行政 計畫申請行政程序與觀念認知 6.00 官民之間溝通模式的建立 

政策推行前之完整性問題 5.41 

農再政策與社區需求有落差 5.00 

本研究整理 
 

表5  農再執行後之效益因子歸納表： 

群體意見 因子細項 因子大項 討論議題

休憩場所改善、環境綠美化、整潔、排水溝整建、社區景觀脫胎換骨、打造安全

快樂的休息場域、環境改善、環境清潔能量提升、公共建設、主題建設、工程建

設 

環境改善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

其空間與環境會獲得改

善 

農 再 社 區

後 之 效 益

因子 

土地活化再利用為其它使用、閒置空間再利用、窳陋改善作為社區公共空間之使

用 
空間閒置再生 

居民的使用增加社區討論的機會、空間的改造增加社區特色話題、透過環境改造

讓人口增加、居民有更寬廣的認知、認同感、團結、共識 
社區主題與共識

增加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

其居民共識與參與度會

增加 居民互動性因為計畫執行而增加、居民意見有更多的討論、空間改造過程讓居民

彼此有討論機會、計畫執行由下而上讓大家有機會參與 
居民參與 

傳統技藝透過研習、陣頭文化傳承研習 傳統技藝保存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

其文化發展與文化資產

保存會有所改善 
文化透過資料調查而有更豐富的資料內容、農村精神的匯聚、透過空間改造讓文

化有更多的展示機會 
文物保存 

豐富生態透過調查過程發覺更多、社區的耆老有機會說出自己的故事、農村景觀

與文化的紀錄 
社區資源調查 

特色營造下讓知名度提升、外地遊客到訪、社區觀摩活動來到農再社區體驗 休憩旅遊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有

農村發展與願景形塑的

機會 
農村體驗活動主題的規劃、產業活化活動主題性的辦理、環境清潔過程形塑社區

成為環保社區、生態社區 
主題建立 

公所、縣府、農會、國中小等因為計畫的推動而有參與的機會 跨部合作 

計畫的執行下讓產業有加工機會、活動辦理增加產業推廣、產業包裝、透過政策

補助，增加青年就業機會 
產業升級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

其經濟結構會有所改變 

農村風情網、農村再生歷程網的建立增加產業曝光度 產業平台建構 

僱工購料、遊客、短期就業、大專返鄉、產業販售等增加社區的收入 經濟收入 

生活品質提升、資訊流通、青年情感養成等增加社區居民或遊客對於社區的認識 生活與資訊便捷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

其農村人口結構會有所

改變 
公務人員退休後回到農村生活 退休人員 

青年返鄉就業、人才培養、健全組織等對於農再社區能夠有資源上的協助提升就

業人口 
政策資源 

資料來源：本研究於分區座談後之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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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農再計畫執行後效益因子的專家問卷結果 

當農村社區成為農再社區之後，其針對社區需求所提列執

行之農再經費，對於社區的改變，透過統計分析結果 (表

8) 可以得知，農再效益準則較高者為農村發展與願景形

塑，其分數為6.48，表示執行農再計畫的當下，農村可以

有機會依據社區的願景逐步累進經驗與作法，讓農村能有

新的機會發展；另外其效益指標較低者為農村人口結構會

有所改變所獲得的分數為5.54，亦回應對照目前農村重要

之問題要素：人才外流問題於農再計畫執行中，目前相對

於農村人口結構改變之效益亦不大。 

4.2.3 農再執行時效益因子的討論 

農村的轉變過程感受最深的是「在地居民」的部分，於早

年其它部會計畫推動中，多以幹部外出參與培訓以獲得相

關的資訊，在地居民往往處於接受社區幹部的資訊傳遞角

色；政府資源補方面以軟體補助為主，導致社區居民無法

明瞭社區的發展方向等實際的執行而紛紛打退堂鼓，或不

敢推動社區。而農再計畫因為實質空間的改變而讓農再社

區能夠有新的機會與面貌，透過分年分階段的規劃執行，

期許社區得以再次匯聚在地的人文精神，以社區會議集結

社區的想法，僱工購料的執行，讓社區的人文與故事能有

新的詮釋方式，但這些過多理想化的策略方針，則是需要

更多及客觀的評量過程始能有所作用產生。 

三年的農再計畫推動下，讓多數農再社區居民的觀念有所

改變以及文化的重視越來越深，例如南投縣牛尾社區極力

以居民參與的過程營造社區產業的新願景、嘉義縣埤前社

區以農村合院作為社區發展的主軸，致力於保存舊有的農

村景觀，建立新的農村價值；因此在逐年執行農再計畫的

當下，農再社區發展明確的目標也是必須的，許多的農再

社區在既有的基礎上，逐漸的找到自己的方向，例如：彰

化縣大村鄉平和社區除了家家戶戶有花園外的夢想下，近

年來更積極的與自然結合，創造清潔、合居的磚藝生活村；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以生物碳的作法，讓土地有了新

的希望，創造了稻米產業的另一個希望；南投縣桃米社區

除了繼續朝生態發展外，另外對於社區的環境維護上，更

擴及到整個附近的社區，南投縣牛尾社區對於茭白筍的產

業，找到新的思維與方向，讓社區產業更加明顯；雲林縣

大埤鄉三結社區，以稻草為主加以發展成為了稻草藝術

村；嘉義縣板頭社區社區以社區工藝跤趾陶建立了跤趾陶

藝術村。以上社區轉變的過程，除了自身活力與特色的建

立外，亦帶動起其它周圍社區的參與，綜合以上的過程及

問卷結果 (表9) 可以得知，並提出以下兩點發展策略： 

1. 短期經營效益--專業的學習與參與：執行過程中，社區

的幹部往往是急先鋒的角色，常常必須不斷的不衝新的

姿勢而讓社區得以不斷的成長，所以從專業的養成上，

社區幹部越來越具有一定的專業素養部分社區幹部甚

至得以協助周圍社區成長 

 
 

表8  農再社區執行後之效益評估因子 

評估因子 最小值 Ci 最大值 Oi 單一值 a 幾何平均值 檢定值 Zi  專家共識值 Gi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Ci Oi 單一值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有農村發

展與願景形塑的機會 
3 6 7 10 5 9 4.39 8.77 6.70 5.37 6.48 

空間與環境會獲得改善 4 6 7 10 5 9 5.12 8.77 7.36 4.65 6.33 

居民共識與參與度會增加 4 6 7 10 5 8 4.75 8.61 6.92 4.86 6.44 

農村人口結構會有所改變 3 5 6 9 5 7 3.56 7.21 5.79 4.65 5.54 

經濟結構會有所改變 3 6 6 10 5 9 4.45 8.54 6.85 4.09 6.00 

文化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會有

所改善 
4 3 6 10 5 9 4.45 8.54 6.88 4.09 6.00 

因子選取總數 6   檢驗值 6.75 門檻值 5.00 

註:灰色區塊表示為通過門檻值選取之評估因子    

 
 

表9  農再社區效益發展策略 

 效益面向 農再效益的優先順序 數值 農再效益發展策略 

農再社區的效益 空間共識與 
願景的機會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空間與環境會獲得改善 6.33 短期永續經營的目標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居民共識與參與度會增加 6.44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有機會達到農村發展與願景形塑的機會 6.48 

人文與產業 
的發展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其文化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會有所改善 6.00 長期永續經營目標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其經濟結構會有所改變 6.00 

執行農再計畫的社區，其農村人口結構會有所改變 5.54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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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期永續經營—生活的營造：於生活營造過程中建立特

色，透過計畫執行讓社區因為小點的營造而有感動，但

這當中「人」是主要的因素，從執行中累積人的共識以

及提升生活環境品質，藉由在地資源、文化、產業而有

重新再建構的機會，讓社區有更清晰的走向與願景，逐

漸累積經驗與創造在地就業機會，使農村能夠逐漸有年

輕人願意再次的回到家鄉耕耘，而讓社區的面貌能夠有

更新的風貌呈現。 

Ⅴ. 結論與建議 

5.1 結  論 

近幾年農村再生計畫的推動，讓傳統的農村有了新的機會

與發展面向，也讓沈寂許久的的老舊農村社區有了多元與

新的面貌產生，如嘉義板頭社區結合農村故事與藝術推動

跤趾陶的空間營造、彰化縣橋頭社區以傳統產業磚窯，進

行多元的磚雕產業研發，推動農村再生的過程與社區營造

理念真諦的結合，不在於盲目的進行實質有形空間的建

構，而是藉由居民意識的提出與共識凝聚所建立而成，進

而發展出合適的生活架構；本研究研究過程得知農村長期

受限資源的匱乏下，近年來結合政府政策、社區總體營造

理念的推動，以居民參與的角色相互學習，增加居民「知」

的能力，所表現出來將不在僅僅是檯面上補助經費的多

寡，而是可以超越了既定的目標，感受參與營造過程的價

值與新魅力。 

然農再計畫的推動上既有問題也有效益的產生，在一體兩

面的計畫成效下，體現了政府的政策在制定上有其貢獻，

但面臨執行時亦無法百分百的達到大家的期待，本研究意

為對實際執行農村再生計畫的社區進行問題與效益的評估

分析探討，以便從各評估當中提出符合農再社區未來執行

的最佳策略與建議。有鑑於此，研究試圖提出一套農村再

生評估模式，以使決策者於進行決策考量時之具有量化分

析且客觀的參考依據。透過焦點座談以及模糊德爾菲法之

結果，求得較為客觀之評估因子，使得問題層面與效益層

面的考量更具完備。如此方可達到符合現實層面之信度與

決策評估之最佳解答，以使其對於未來農村再生相關政策

制訂與執行上更具有精確之參考價值。本研究所得之成果

及結論分述如下： 

1. 農再社區推動過程中對應農再計畫所產生的問題面向 

經由文獻之整理歸納以及焦點座談之結果，本研究提出農

再社區問題與效益彼此間有其相互影響與回饋的評估體

系。經由群體決策意見及專家問卷的結果分析，了解到政

府目前於農在社區的推動上，對於人才的養成幫助較為薄

弱，於計畫執行上僅止於回應農再社區的需求，而未確切

的達到農再社區所亟需解決的問題。本研究得出農再社區

執行農再執行計畫的當下，有其幾點關鍵亟需克服的問題

項目優先順序，包括：「農村人才與居民共識的養成」、

「組織運作與銜接能力」、「專業度養成」、「農村閒置、

窳陋空間的美學建構」、「行政程序的申請與認知」、「政

策完整性」以及「中央與地方需求落差」等。 

2. 農再社區發展過程中對應農再計畫產生的效益 

經由文獻探討、座談、歸納與分析等評估體系研擬等過程，

本研究得出在執行上或許有其一定的問題面相產生，然而

再社區逐年的推動當中，可以得出有六大效益包含：「農

村發展與願景形塑的機會」、「居民共識與參與度會增加」、

「空間與環境會獲得改善」、「文化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

會有所改善」、「經濟結構會有所改變」、「人口結構會

有所改變」等六大項目；另外於經濟、人口等改善面上，

專家群們表示，短時間的農再很難有其一定的效益呈現，

但在長期的發酵過程，可以重新思考其農再社區的運作與

發展方式。 

3. 農再社區執行上之問題解決建議 

本研究嘗試建構一套相互依存的農再問題亟需處理的先後

評估體系，嘗試兼顧理論與實務的需求，經由南投分局轄

區內45個農再社區實務經驗的看法進行調查分析，針對主

要參與輔導、審查、執行的專家學者進行問卷調查，希望

能確切反映出農再社區目前的實際狀況的綜合評估體系。

然此評估體系仍須依據不同的地理環境特色而加以調整，

將可應用於政府政策制訂之考量。本研究說明的是，農再

社區其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成長過程，不斷的依據社區計畫

的推動而持續滾動，當中需要藉由決策者與居民共同參與

而回饋修正，其後續發展與觀察應為未來研究之重要課

題，本研究僅就農再社區的問題面向提出初步解套建議如

下： 

(1) 參與性：當農再社區不斷的演化過程，呈現出相對環境

改變的同時，居民的參與始能跳脫出環境與人共生的價

值，避免過多獨裁、主觀意見的建立。 

(2) 自主性：分年度執行農再計畫的同時，農再社區應該會

有自己的想法與意見，避免因為政策轉移又或者不同專

業團隊意見的提出，導致農再願景建構的過程有所迷

惘。 

(3) 創新性：目前許多農再社區在計畫的執行過程，不時可

見到不同社區但計畫經費與內容一致的情形，或者有其

模仿的過程，導致農再社區本身欠缺自明性，因此如何

匯聚在地民眾的意見與特色作為本身的發展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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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永續性：執行農再計畫的過程，雖然有其執行年限的限

制，但農村的發展必須是永續性的，需持續不斷的成

長，當中許多硬體空間的完成雖然漂亮，但後續的經營

管理與維護卻是社區的一大挑戰。因此在計畫執行前，

如何能夠在有效的共識下，不求短暫的效益，而找出長

期性、循序漸進的模式下永續經營。 

(5) 在地性：部分農村在成為農再社區之後，往往因為社區

組織的不成熟，導致執行時對於計畫的內容不甚了解，

因此在計畫提送時僅在於硬體空間的建設，忽略了在地

性的價值考量，建議於執行的過程，可透過團隊的協助

討論，讓農再社區能夠有更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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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 Taiwan government has lifted up Rural Regeneration Regulation to 

respond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activate the trans-

formation of Taiwan rural community. In order to obtain the qualification of rural 

regeneration community, it has to participate in four different level cultivation 

courses, which will take 92 hours in total. During the courses, it hopes to gather 

community common consensus, build up community feature, arrange a clear 

long-term plan and promote a four to ten years vision pla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community. It could begin to operate annually after the community obtains the qual-

ification. However, the policy of Rural Regeneration Plan has operated since 2011. 

Has the community of rural regeneration become a splendid village as government 

predict? What are the issues and benefits within it? The study has brought up an ob-

jective and integrated method to clarify the issues they faced and the mode of bene-

fits. The method has combined KJ method and Fuzzy Delphi method. The study has 

chosen Nantou Branch,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which con-

tains the most qualification communities of rural regeneration in Taiwan as research 

field. The method and results could be referenced, applied and analyzed by the 

planners.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1. there are seven important issues of ru-

ral generation communities. According to its importance: talents and residential 

common consensus cultivation, organization oper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link up, 

professional ability cultivation, rural redundant spaces and aesthetic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and cognition of administration process, complete of policy and the dif-

ference of need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locals. 2. There are six benefits after rural 

regeneration operation: the chance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vision forming, resi-

dential common consensus and participation increasing, improvement of space and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develop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

tion, the change of economic structure,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3. There 

are five solution of rural regeneration: participativ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us-

tainable, localized.   
 
Keywords：rural regeneration, community empowerment, issues of rural regeneration, 
          benefits of rural regen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