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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怯彌補耕地面積之逐年織少 o其全國耕地總面積自 1961年之6，086，000公頃熾至1970年

之5，796，000企頃。每年平均實際熾少達 29，000公頃，而且此種趨勢，仍在有增無誼通。

另一方面，日本國民由於生活水準之提高，原以米為童心之糧食需要，正逐漸改

變，而需要更多的青果、蔬菜及肉賴 O 山投地因土地零散，生產力較低民需要過重之勞

力，最業生產環揖較差。但如能針對此等缺點加以改進'. ~p 日本朋謂提高土地民勞動之

生產力。由於山坡地原具有土嚷道風排水良好之特性，以及較特祿的氣候亦頗適於果樹

叢架及投草類的生長，因之日本新聞發的山坡地，亦多以發展此三類作物為主 o

日本全國1969年是地總面積5，796，000公頃中，水田3，415，000公頃，早田2，381 ，000公

頃。早田中坡度8。以上者約佔37% '且大多在辟謂山村真是山村地帶。

-~山坡地開發制度的沿革及特別措施

日本目前土地改良事業方式具體系，係源於戰前之「耕地整理法J 、「開墾補助法」

民戰時之「直地開發法 J 。至1949年叉制定「土地改良法 J '其目的在增產糧食，以適

應輝濟結構改變及勞力之缺乏 O 至1966年並擬訂土地改良長期計劃，主要在推行水土保

持及使土地改良開發系統化。土地改良事業之種誦，可分別為由苗整備、基幹灌溉排水

設施整備、防災及最地闖闖等事業，主辦單位有國營，都道府縣營民團體營之不同。

其實施程序首先借調查規劃'經綜合考盧認為有必要性、技街上之可能性及艦濟性

後，再輝有關農民之同意決定之 o 補助範圍如下:

(一〉田面整備專業:包括土地重劃、灌溉排水、早回灌溉、暗渠排水、客士、最

遣、整備專業等，其受益面積在20公頃以上時國庫補助30%至三分之二。

(二〉基幹灌溉排水設施整備事業:國營者原則上受鑫面積必須在 3月00 公頃斟上，

國庫負擔58-60% '都還府縣負擔21-20% '農民負擔21-20% ，都還府縣營專業，受

益面積須在 300 公頃以上，國庫補助50% ，都還府縣負擔25% ，農民負擔25% 0 

(三)防爽事業:一般由國庫補助50--65% ，都還府縣補助。一35 % ，農民負擔。一

50% 0 

(四)最地閱闢事業:包含草地開發及干拓事業，國庫補助對象規定面積在100賢以

上，並視閱闢面積立大小而區分事業主辦單位，補助夫致為國庫 45-75% '都還府縣

12.5-30-% ;最民負擔12.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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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i坡地特別措施方面，日本故府於1952年 5 且公佈有「急傾斜地直是業振興臨時措

施法 J '目的在將陡坡地帶農業生葦墓禮條件迅遠並綜合加以整理，以提高生產力，安

定農業經營 o 鑄實施適於各地區實際情形之各種措施，前盯村、都道府縣及中央故府應

分別制定最業振興計劃，師是林大臣參酌都道府縣知事研制定之最業振興計割，而制定

全國急傾耕地農業振興計劃，都道府縣知事應參酌市叮村長制定之急傾斜地農業振興計

皇宮j而制定都進府縣之計劃 o 干年者，故府應每年在國家財故允許範圍內，編列研需之預

算。

急f頃帶地農業振興計劃應包含下列車項:

1. 有關真地保全及改良事項 o

2. 農業用道路之整備及共他有關熾輕過重勞動專項 o

3. 有關是業技街之改良民最業經營合理化專項 o

4. 有關最審產物之加工、運銷、及其他處理研需共同設施專項。

急傾斜地帶農家共174萬戶估全國總農戶319ó ， 耕地面積113寓公頃估全國耕地輯、面

積22% 。該地帶旦時實施之是業振興事業主要內容有:是造詣，630公里〈受益面積280，194

公頃) ，索道2，144公里(受益面積21，886公頃) ，灌溉排水241，465公頃，交換分合65，829

公頃，田面整理 52，136公頃 o

「急傾斜地是業振興臨時措施法J 公佈實施後，由於已獲鹿劫，該法原廣立之必要

性已告消失，同時替代之法律「有關聲情農業振興地域立法律j 業於1969年公f布，因2

日於1971年3 且廢止。

Z、山坡地開發之新技衛

(一)調查規劃

調查規畫!J鑄山坡地聞發之首要工作，關係戲敗甚犬。日本開發事業之調查規劃通常

係經當地市叮村長之申請，由中央或縣等專業主管負責辦理。調查規劃業務，一般可分

為兩種→為基建調查包括社會經濟、氣象水文、土壤資源、土壤質地、土地分穎、植物

生長、地質、土地利用、權利狀說以及開發構想芋，奧我國研進行者，頂目多雷同。另

一為規劃調查(日本朋謂計劃調查) ，包括農業經營、土地利用、工程現劃馨。農業經營

計劃係根據氣溫、土地條件、流通市場民經營技街學調查結果東決定 D 作物之選定並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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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蝶用機穢化作業體系，以期使農民前每能與工人相平衡。土地利用計劃係依據土地分

額調查， 1 至 3 級之土地作為是地 4 級以上不作是地使用，但雖係 3級土地，如間表

土過薄不適作是地使用時，亦研討適當開闢方法，緝製合理之土地利用計割。至工程規

劃調查包括最地開闊、防災(包含水土保持設施)、排水設施及道路之規劃等。與我國

即進行之方怯亦多相近 o

(二)山坡地開發利用之新技術

日本山坡地開發利用在技術上由於試驗研究之密切配合，不斷有新的發展。 LD墳地

之土地及勞動生產力，一般而言均較平地為差，但近年京由於多方面努力之結果，女n推

行遍地適作之集團栽培，機掛化共同作業之省工經營，土地基盤盤備以及土地保全( ~JJ 

防英與水土保持)等綜合技術之實施，向扭地在農業利用 t所具有之意義與功能已可重

新加以評估 D

目前關於山坡地開發利用之研究發展方面有以下新的進展:

1. 山坡地相橘園之樹冠受光量，由於墳向及伺度影響結果，並不亞於平地，閑時其

光合作用較平地為優。

2. 土壤水份之增娥，可由坡向真負皮之不同與日照之差異而加以預測。

3. 由晶，向及魚度之不同引起之地溫變化特徵可推定邊際搭種日之差異。

4. 陡坡地開闢草地，用「不耕耘閒闢、法 j 無論在費用或防止土壤侵蝕方面，均書;適

合 D

5. 原億人力作業之相橘圈，正在試驗改造其基盤及樹形，以使作業省、方並降低費

用。另並發展多目標利用散水設施，以期節省勞力 O

(三)山坡地農業機被利用

山坡地由於坡度地形之限制，如欲利用平地使用之機被必須將坡度、按麓， ~吏能在使

用機穢之限度內，或如能將平地用棧棋稍加改造，使其能適於山坡地利用，亦為有利之

途徑。

日本山坡地夫型機穢作棠，始自 1952-.1953 年，最初在果樹圓使用高速噴露機

(Speed Sprayer) 典固定配瞥，其設機蛻化~pfJ，病蟲害防治為中心進行。在犬型牽引機

11面，亦曾多方嘗試研究於墳地使用。為適合於山坡地作業，日本方面認為必須注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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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輕量、堅牢、構造簡單、使用率主易且安全奪條件 O 四國農業試驗場曾試製山坡地專用

型，可防止土壤附窘，並沿等高線往復耕耘口是業機棋化試驗既亦在研製山坡地用之飼

料作物收穫機均在繼續研究中 o 艾德島!路是業試驗研早先研製之各種動力之揚土機已漸

在最家警民。另有山坡地專用之割草機(其童心位置甚低 )1是軌道式運搬機均在逐漸普

及使用中。

(四)試驗研究

日本最業試驗研究棧構，由中央故府至各都還府縣以及各特勝地區，均有設置。在

向戰地開發利用方面亦多有相閱讀目或專賣研究機構，試驗研究範圈甚廣，如土壤侵蝕

及保金、坡地農業、土地利用、各種作物之栽培育種、土壤肥料、草地造戲、農業土木

、機核發展U、民黨業經營之改善等等，論通或報告甚為浩瀚。同時日本試驗研究棧構不

獨人員艦費較寬足，且具說行單位多能密切配合，每有結論自H能付之應用 D

四、中目蘭國山坡地開發乏.I:t較

(一)開發背景與方向

日本國土典人口以及山坡地與平地之比率，大致與我國畫灣相同(但臺灣人口密度

更高) 0 由於社會經濟發展之需要互為國土資源之合理利用，且因平地優良是田改變為

非最業利用日漸增多，故山坡地開發在日本與畫濁，同其重要，而臺灣大面積山坡地正

遭受嚴重之濫墾丑超限度使用，亦須藉合理開發而達廣保育之目的 o

兩國最業在工商業發展下研面臨之問題，如收入偏低、勞力外韓、工費目漲、以及

經營規模避免小學情說亦大致相同書面目前山坡地開發之趨向亦頗相近，誠如兩國首席代

表昕一再強調，兩國相互可資參考借鑑之處甚多 D

(二〉開發怯規

日本關係山坡地開發按規甚多，諸如土地改良、田園整備、各種產物振興、英害補

償、費金融通、價格保腎、山村振興等等甚為完備;其是買佈w<:修正時間，多求超過十

年。我國山坡地開發特別怯規向去建立，關係怯規飯不值完備，同時亦失之陳舊，不合

當前實際需要 o

(三〉資金

日本中央故府 1970年是林總預算計 9，177 億日圓，其中關係山坡地開發之經費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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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達 2，127 億日間， (約合獎金 6 億元) ，尚不包括各都還府縣嘻地方預算。我國前年

度中央奧地方用於山坡地開發經費約新臺幣 1 億 7 千萬元(約合美金 450 萬元) ，但7時

日本尚有各種特別會計(相當我國之基金)之設置 O 議由λ預算亦多龐犬。其山坡正在4開

發瓷金克足，實非我國目前研能比擬。另日本政府對闡發之捕助，比率吉、高:受益面積

500 公頃以上者，國庫可補助總經費 75% '都道府縣故府補助 12.5% ，糞上是僅負擔 12.5

%0 最低之10公頃J2L下之11、面積、故府桶助亦達55% 0 我國目前公共設施部街(包括漫

道及灌溉排水)補助有超過50%者，但限於預算，不能普遍實施。水土保持補助約20%

在右 o 其他作物栽培武艦營方面或者輔助，但比率更低。

(四)經營規模

日本具臺灣相間，每→是戶平均耕地面積僅一公頃左右 D 日本為擴夫徑營規模以降

低生產成本，提高最家收λ ，普遍推行集團栽培，機被作業民共同經營，尤其新聞發地

區，多採此種方式，安全果良好 o 我國目前倚在試辦，在→般關發技術上我國或不輸於E

本，但在經營規模，讀大導ël坡地農業步λ現代化發展上，則落後甚多 o

(五)輔助措施

在山敢地開發輔助方面，日本亦有若干重要措施，以直贊為例，日本立貸欺(飽問

並不跟於山坡地〉期限長自12年至26年，年利率在3.5%-5.5%間，以信用貸款為主 o 我

國最貸還歇期多為 1 至 3 年，最長不超過 7 年，年利率 6%-14.04% ，多為抵押貸款，

且是能普遍賞施 D 另日本向賞施各主要產物之價格保證'及果樹保險措施。我國除少數

作物如鳳梨有部份地區推行契約生產，辦有保證價格外，其他主要作物及果樹保險均表

貴施 o 至2日工還銷方面，我國之制度亦欠完備，推行之想模，其普民性均較日本為差 D

(六〉試驗研究

對於有關山睡地開發之試驗研究，諸如作物栽培、育種、經營方式、機被應用響，

我國不及日本立處甚多。月挂在水土保持方面、我國朋作立試驗研究頗為週詳，許多芳百

為日本即不及，能點亦鑄日本代表辟→耳釋道 D

閉幕式於七日下午舉行，綜觀此次會議，雙方代表報告及討論詳盡，由於山敢地包

括範圍在度，三天之會期甚為迫促，而雙方代表對於討論之內容，重點以及意見之交換

均→致認為圓滿成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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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雙方代表團名單

(一)中國代表團

首席代表 李崇道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秘書長

代 表 馬聯旁 經濟部最業司司長

鳴鐘韓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參事

王友釗 中國最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企劃處處長

蘇振杰 臺灣省山地是投局局長

鄭達丈 臺灣土地銀行最貸部副理

余豆豆生 臺灣省山地黨校局土地整理組組長

葛錦昭 中國最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森林組投E

觀察員 林宋龍 中國最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業經濟組投正

陸增揮 中國最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畜牧生產組技E

郭慶和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水利工程組工程師

-r六安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森林組投正

吳 A 雄 臺灣省山地畫畫敬局水土保持組投士

楊權林 臺灣省山地是故局是業組投士

(二〉日本國代表團

首席代表 川井一之 直林省農林水產技街會議事務局研究舉事官

代 表 主藤健一 農林省、蠶絲圖書藝局姻作振興謀長

古谷 裕 最林省農地局經濟謀長

內野男二 至是林省農地局構造改善事業課謀長棉佐

佐佐木是 農林省農地局瓷、源謀長

古谷義人 是林省草地試驗場山地支場長

前回耕→ 最林省是改局肥料攬騙謀謀長補佐

→戶貞光 最林省最林水產技術會議事務局研究管理官

觀察員 足利知己 是林省最拼盤濟局國際協力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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