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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
;主入:舌力

才﹄定的農村是整個杜會進步

女魄砌齷呻麟，

農委會輔導處/林梓聯

包括整體農村綜合發展，兼顧

生態、環保、農紫、農民、農

家及農村，是一項健康的辰紫

政策，透遏妥善之規劃設計、

組織、經營管理、訓練教肴和

經費之支助與輔導，必能為農

村建立令杜會大眾喜愛的風貌

，更切合政府建設農村與照顧

農民的政策目標。

，木泓﹃農業是

健康θ勺農業正艾策

也是導引農業

考斃展θb一手重哲學

非農家與青少年學生活生生的

生活化教育，促進村活潑化

，對農家、農紫及人類有形與

無形的貢獻，咸認為是導引農

村與農紫發展的一種哲學，農

委會倡導休閒農紫乃基於農紫

內外在條件，台然、經濟、社

會與空間因素之已然形成，順

勢做有計畫，有步．的導引推

動。

新名詞
^^^

“休閒農紫”是新的用語

，為了讓杜會大眾有所認識，

經多次探討修正為:“休閒農

紫為利用農村設備、農村空間

、農紫生產的場地、產品、農

紫經營活動、生態、農紫台然

環境及農村人文資源，經遏規

扣膽殳計，以發揮農紫與辰村休

閒旅遊功能，增進國人對農紫

與農村之體驗，提升遊憩品質

並提高農民收益，促進農村發

展”。

依日本發展自然休養村與

家鄉村的經聆，被譽為替疲憊

的農村注入強心 1，單憑提供

與交通支出的增長，示國人

對觀光旅遊之需求不斷增加。

岰休閒時間的增加:由於

工紫化與機械化的結果，國人

每月非工作時數亦呈漸增趨勢

，而實際參與休閒活動時間也

增加，根擦經建會的調查估計

，兼遊人次民國75年為5&572

千人次，85年增為 82，550 千

人次，到89年將更增至 109，

627千人次之多。因此對休閒

遊憩機會之需求也隨之增多。

<5)遣路與交通的改善:近

二、三十年來政彳寸在交通運輸

及遣路的改善投資甚鉅，汽車

數量增加甚速，導致公共運輸

與私人車輛交通的發達，成為

無遠弗屆的境界0

(ω農業與農村資源的活用

:農村台然、地理、田園景觀

、人文藝術、童玩技藝、農產

耕作、森林遊禦、漁釣漁櫃、

珍禽異獸、農村設備、農舍空

間等豐當瓷源予以整合活用，

均可構成具備台然、莘根，本

土之鄉土氯息濃厚，深具吸引

的休閒遊憩場所0

發展時機
已^^

ω農紫結構的變邋:農村

人力的外流，青年的籬村轉紫

，使農村勞動力高齡‘七與婦女

化現象，促使業經營不得不

採取節省勞力的經營型態，以

求有效提高農民所得。

(2)都市化社會的出現:人

口密度逐年增高，尤其是都市

人口密度增加更怏，都市化現

象顯著，都市人口快速增加結

果，使得公園、ξ彔地、休閒活

動場所與設備普追不足。

(3>消費結構的改變:

在衣、食與住方面的花費比例

已逐漸降低，在交通和育禦方

面的比例則呈逐年增加。育樂

臥逐步規書
^

為使發扆休閒農紫之構想

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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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賣成為具體之實施方素，

農委會台79年度起在改善農紫

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寨中成

立計畫1，並採耳又有關之配合措

施積極推動。

．規劃設計

(D成立策劃諮詢小組:邀

請具有鄉村社會、社會心理、

民俗文化、景觀、生態、水土

保持、森林、園數匕卉、環境

工程、遊憩觀光、農村建纂及

地政等有闈專家學者及有關單

位代表，組成做為規耋1言丈計的

諮商與發展休閒農紫重要決策

的奻詢0

(2)地點勘選採由下而上的

方式:以農民或農會，企業團

體辨理休閒農紮，J射采取由經

營者申請的方式，尤其以農民

與農會團體，對其意願，領導

幹部之良窟，地方有關單位熱

心支援程度，以及申請地區面

積(原則上達50公頃以上>，

農林漁牧、生活、文化資源、

地理、盲然、田園景觀、交通

條件、區位分布、紫主之經營

構想等要件，予以考量。

．規劃原則:

q>以農業經營為主:雖然

具有三級產紫的服務紫務性質

，但仍以農紫為主體。

(2>與台然環境保育並重，
休閒農紫之規劃雖應充分*，1用

當地資源，但不與台然環境係

育相衝突及不破瓊台然資源。

(3>以民利益為依歸:休

閒農紫之規劃原則雖應考慮遊

客需求為取向，但經營之最後

目的，則以農民利益為依歸，

提高農民收益為宗旨。

(4)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導

向:休閒農業為服務性的產業

，亦為提供大眾休閒遊憩的一

種商品，因此，休閒農紫的經

營應以滿足消費者為導向。

．推向國際化:

休閒旅遊如同經濟活動，

國內找不到的東西，到國外去

找，目前國內旅遊事紫，由於

旅館價昂擠向高消費之林，加

以觀光漲遊地區環境品質的影

晌，觀光旅遊的發展深受限制

。休閒農紫是新開拓的產紫，

必需維護良好的環境與景觀品

質，公共設施的衛生與品質以

及經營的內涵與水準，應以國

劇七的目標帶給消費者良好的

觀感和印象，才能吸引國內外

旅遊者。

．開發獨特風格:

各休閒農紫區或有廣大的

莘原、或有溫泉、或有小溪縱

橫實穿其間、或有森林密布、

或有高山峻扇、或有昆虫的百

態世界、或有水果之鄉、或有

疊當的人文資源，不一而足，

各區均可就台然、農紫和文化

各別創造獨特的風格與特色。

同樣的以其特色，導成四季均

具備令人激賣的不同景緻，更

可將四季不同的景觀農林漁牧

資源，生活文化瓷源，串聯成

季節性的休閒農紫勝地。目前

兼遊者又有明顯的例假曰休閒

活動傾向，經營者更需創造非

假日與淡季旅客之休閒利用活

動0

．制定管理辨法

規範休閒農紫的定義、目

的、所用名詞、主管機關、組

織任務、規劃設計、農民組織

、景觀與資源的維護開發、用

地與公共設施、經營管理與登

記、專用標識、國內外休閒遊

憩者之安排旅遊、民宿導遊、

專紫人員之培育訓練、獎勵與

處罰、以及教育宣導，作為發

展休閒農紫的準繩。

．加強教育與宣導:

在教育方面分工作人員、

農民領導幹部與消費者的教育

，前二者由政府與有關單位經

常依據經營者與指導人員的需

要舉辨講習研討會，或提供工

作手冊，國內，M未閒旅遊有關

的資訊以提高工作人員與經營

者的素質。後者則支助經營者

以解說員，錄影帶或單張的方

式，教育消費者休閒遊憩與愛

護園區的環境與一莘一物。在

宣導方面，共同性、全省性及

一致性的由政府協助宣導，而

各休閒農紫區個別性的宣導，

則輔導地方政府團體協助經營

者台行規壹膽殳計宣導，此外諸

如休閒農紫之標戡、教育示讖

、路標等教育性標誌亦積極進
．行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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