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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農村的困境

臺灣地小人稠，可供耕作之平地面積僅占全

島之30%，50年代臺灣的發展策略以農業扶植工

業，歷經數十年的努力，臺灣的年均所得已超過2

萬美金，但回頭省思來時路，才發現：面對世界分

工與自由貿易的競爭，臺灣過去犧牲了太多的環

境資源(包括水力、電力與土地)，來支撐工業的發

展，而疏忽了農業是臺灣立足的根本。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1)所揭露的數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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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臺灣目前的糧食自給率僅32%。盲目跟種、糧

價低迷、產銷剝削等困境，造成農業收入低落，使

得農村沒有可以立足的工作機會，陷入年輕人口

外移，在這不到三成的糧食自給率裏，竟然有一半

的勞動人口是65歲以上的老農。過度用藥、棲地

劣化、土地失根，以及農地不斷流失、生態環境跟

著惡化，臺灣的農業生態與糧食安全議題，已經

成為臺灣社會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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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村在全球化的腳步與都市發展蔓延的

侵吞下，許多重要的文化傳承、生活智慧與生態環

境，早已隨之煙消雲散，在老者凋零與年輕人力不

斷外流的農村，桃花源早已滄海桑田，不堪回首。

這樣的農村困境，不僅牽涉國家糧食安全的議題，

同時更與國土的合理利用與農地生態環境的保育

等議題息息相關。臺灣如此，近年來許多國家亦多

有深刻的體會。因為扮演生態緩衝區與庇護區的

農地流失，造成生態鏈的斷裂與保護傘的消失，聯

合國「里山倡議」的宣言，更明白宣示了世界各國

對農業與生態環境的憂心。

二、里山倡議的接軌

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

約」會議上(COP10)，通過了「里山倡議」宣言，呼

籲世人重視過去數千年來，在沒有大規模機械化

耕作的農耕時代，人類與大自然互動所形塑的「社

會―生態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反思過去老祖宗尊天敬地的生活智慧，

回歸人類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臺灣在經濟泡沫

化，許多都市漂鳥願意大批回歸農村的同時，是否

也該認真思考，應透過什麼樣的機制，讓傳統農村

的技術傳承、生活智慧、老年照護與生態環境可以

回歸我們對桃花源的想像，讓有機農村遍地開花，

形成臺灣生態的重要網絡。聯合國「里山倡議」所

揭櫫的共生願景及三種做法，似乎是一帖讓我們

可以重新思考土地倫理與產業價值的良方。

有鑑於此，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

會（以下簡稱基金會）在5年前的成立大會，就已

經明白揭櫫「臺灣環境復興運動」的理想，近幾年

來的努力，更驚覺「農村」才是臺灣生態議題的關

鍵；在基金會不斷呼籲「農為國本，本固邦寧」的

同時，在陽明山八煙聚落輔導農業轉型的案例也

獲得初步的成果，得到各界的肯定。這個計畫一

開始就確立了產業復甦與生態復育的目標，從初

期基金會自力募款投入，到後期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的全程支持、慈心有

機基金會的幫忙、還有許多熱情志工「臺灣農村

服務團」的導入，也因年輕學子的創新思考與農

產的加值，改善了八煙的經濟收入。長期的發展策

略，基金會媒合了企業的認養機制，透過計畫性

的契作生產，讓產銷兩端不再是遙遠的距離，環

境友善的耕作也復育了農地生態，讓農村成為生

態的大教室、讓田裏生物成為生態旅遊的主角，

為農村經濟加分。這樣的努力讓八煙聚落找到真

正的核心價值：一個兼顧「生活」、「生產」與「生

態」的農村新未來，八煙聚落的案例，也許可做為

相關聚落推動三生產業參考的經驗。

三、八煙聚落的發展經驗

(一)背景資料

新北市金山區的八煙聚落，位於陽明山國家公

園內，海拔約300m，緣於國家公園特別景觀區的限

制，加上政府無配套的輔導，致長年發展受限，人口

嚴重外流，聚落面積約4.5ha，惟實際耕作面積僅為

1.5ha左右。目前聚落內僅剩9戶人家10多位平均年

齡78歲的老農。僅能靠老農津貼與種植小規模的園

藝植物和地瓜維生，受限的土地使用、低迷的生產

活動與不斷外流的人口，加上無法機械化耕種的梯

田，讓八煙陷入農村發展的困境。

但也緣於保護區的發展限制，讓八煙聚落得

以留下30年前臺灣農村的生活樣貌與時間切片，

保留了北臺灣少見的大面積梯田與傳統的砌石水

圳，加上源自魚路古道的豐沛水源，不但水質清澈

且生態豐富，讓梯田景觀與生態特色成為八煙聚

環境友善產業是農村復興的希望，有工作機會與收入才是產業成功的關鍵。 元智大學農村服務團舖設的元智小徑，成為前往八煙核心地景水中央的景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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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計畫目標樹砌石。梯田。水。八煙

落獨特的重要資產。這樣珍貴的資產如何活化與

再生，同時讓農村經濟得以復甦，生態環境得以復

育，年輕人力可以回流，成為八煙聚落莫大的挑

戰與核心價值。

(二)生態工法基金會的努力

基金會在2008年底，從反對傳統砌石水圳水

泥化的議題，開始關心八煙聚落的困境，在現勘時

發現：過去以種稻維生的八煙聚落，曾經是日據時

代臺灣蓬萊米的發源地之一，八煙聚落用於耕種的

牛隻，亦成為陽明山擎天崗維持草原地形的重要因

子，緣於蓬勃的農耕生產，形塑了聚落周邊的水梯

田地景，源自魚路古道的清泉，更加值了八煙「天

米」的傳說。但這樣的產業地景畫面，卻在1986年之

後，因為稻米價格的崩盤，水梯田在無法大規模機

械化耕作的現實下，因人力成本過高而劃下句點。

居民在放棄稻米耕作之後，改種杜鵑(Rhododendron 

spp.)及當地的特產「金山地瓜」，正式放棄水耕的形

式而改做旱作。

在水資源如此豐沛的耕地投入旱作，更增加農

藥使用成本，造成環境污染，加速棲地的劣化，慣於

利用平靜水域的兩棲類與水生植物首當其衝受害。

同時，不再大量依賴農耕用水，也造成砌石圳溝的

崩毀。因對土地的使用型態改變，使得當地的生態

與地景起了結構性變化。

故基金會在2008年透過企業募款的方式，自籌

資金開始投入八煙聚落的轉型陪伴，2009年之後在

林務局的大力支持下，更明確的律定了產業復甦與

水梯田的生態復育為努力目標(如附圖)，5年來的主

要成果如下：

八煙以古法收割創造價值與市場區隔。

田裡面種出來的還有蝦米挖龜環境藝術策展。

1. 生態保育部分

生態保育的關鍵在棲地，定期擾動的水田使用

型態，更是臺灣過去農田生態系物種共生的關鍵。

水梯田的大量休耕與廢耕，成為許多水生植物與共

生物種，如白腹游蛇(Sinonatrix percarinata suriki)大

量減少的主因。水圳崩毀與產業沒落，八煙的水田

變成旱田，生產面臨困境，以及過度使用農藥，也使

生態面臨危機。

基金會很清楚，水梯田的棲地環境是復育的關

鍵，創造水梯田的經濟價值才可能讓老農加入生態

保育的共生圈，故尋求適合八煙水梯田生長及產值

高於地瓜的水生作物，成為我們的主要目標。

歷經5年來的努力，基金會透過不同的機制

（包括租地、保證收購及有機種植獎勵等）嘗試在

最大的水梯田面積與最高的田間產值中，尋找適合

的方法，以達成生產與生態的雙贏局面。截至2014

年7月止，已經恢復了八煙聚落近一半的水田面積

(約0.85ha)，隨著水梯田的復耕面積增加，兩棲類

及水生昆蟲的數量也穩定提升，種類亦逐年豐富，

例如面臨棲地環境與生存危機的柴棺龜(Mauremys 

mutica)和白腹游蛇，在八煙的水田復耕之後，族群數

呈穩定。另外，蜻蛉目(Odonata)數量比之前旱田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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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更是倍數成長。透過水圳與農地邊緣水域環境的

的修復，八煙鄰近的生物也感受到了棲地的變化，

山羌(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野豬(Sus scrofa 

taivanus)、鼬獾(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

白鼻心(Paguma larvata taivana )、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等也逐漸出現在聚落的周

邊，看到隨處可見的蛙類、爬蟲類、蜻蛉目及圳溝與

水田邊復育的水生植物，更激勵基金會持續推動水

梯田生態環境復舊的決心。

2. 友善生產部分

產銷失衡是現在農村沒落的關鍵之一。有鑑

於此，基金會期待在第一時間就媒合產銷之間的落

差，同時透過創新加值的農產行銷包裝，讓老農們

辛苦種植的成果有歡喜豐收的實質收入。於是基金

會在賀陳旦董事長的號召下邀集了冠德建設、集

思創意、愛爾達電視、鼎漢工程、春水堂及大小創

意齋等善心企業，以農地認養的方式認購了全年的

產量，並由基金會協助以「生態廚房」為品牌，做為

中秋節的企業贈禮。歷經2年的操作，形成農民、環

境與企業多贏的成功典範。今(2014)年為了擴大產

能與經濟規模，謀求產業鏈的建立，更將輔導範圍

擴大到金山區，這樣的策略有效的降低了生產的成

本，有利於及早面對市場機制的挑戰。

梯田無法機械化耕作，同時需仰賴大量人力協

助，基金會則以古法插秧及收割做為行銷手法，在

每年的春耕與秋收活動，以收費的方式吸引了許多

的志工投入協助，並擴大行銷與購買的族群，成功

地推廣了八煙的「救世米」與「大鵰米」。八煙的古

法農耕活動，除了熱情民眾的支持之外，2012年也

引起日本岡山美作市「上山棚田團」的重視，三度

組團到八煙來進行交流活動並於2013年締結臺日

姊妹梯田。八煙聚落在生產之餘對生態環境的復

育與重視，不但受到日本朋友的重視，也因此加入

了聯合國里山倡議組織(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of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成為臺灣第一個以聚落名

義加入聯合國組織的濫觴，也讓一個讓世人遺忘

的小聚落，在5年之後大步的走上國際的舞臺。

在生產的部分，基金會曾經嘗試了蓮花、稻

米、茭白筍、水生香料植物與觀賞植物的試種，初

期也輔導有機地瓜的保證收購，最終目標將會整合

農地放水季節、生物的棲地需求時段、生態學堂的

遊程體驗，以及最高的田間產值做出最適的八煙水

梯田產業，目前友善耕作的農產品及臺灣原生的水

生香料植物已成為聚落的主要農產收入來源。

八煙加入聯合國里山倡議組織，同時也和日本最富盛名的上山棚田團締結姐妹梯田，讓小小的臺灣農村大步的走上國際的舞臺。 來自魚路古道森林出來的第一道原水，

是八煙重要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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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村生活部分

八煙的居民，傳承著老祖先面對環境的田野智

慧與四時變化的生活步調。基金會加入八煙聚落，

首先進行的是背景資料與生態環境的普查，確認了

「砌石、梯田、水八煙」的核心價值之外，也尊重八

煙在地的傳統生活智慧與空間領域。

八煙的經濟生產受限於地理位置與東北季風

的影響，僅有一季的收穫，加上位於國家公園，無

法投入其他的產業活動，以致於經濟發展與生活

品質受到了許多限制。所幸，八煙的居民與基金

會在凝聚共識後，嘗試扭轉劣勢，除了以環境友

善的生產方式創造農產產值外，也善用八煙的地

景核心價值，營造出如：出張所、砌石三合院、水

中央及三層圳等旅遊亮點。同時在框列環境敏感

區，研擬遊憩承載量後，透過預約制的生態旅遊

遊程，讓年齡近80歲的老農們成為傳承農業經驗

的最佳代言人。基金會成立了「老鮭魚班」，經營

農村生態體驗為主軸的八煙「生態學堂」，活動內

容有「奉茶」、「草編達人」、「砌石達人」及「古

法插秧收割」等，讓這群天性樸實的老農有了生

活的尊嚴與更多的收入。

歷經5年，在公私部門的努力下，八煙聚落確保

了聚落的核心價值，每戶的收入平均增加了一倍以

上，每星期六、日的農夫市集讓農戶的收入平均可達

3,000元，活動辦理期間每日更可高達7,000元之譜。

今(2014)年基金會輔導成立的「八煙出張」，不但可

以提供兩位在地的工作機會，尚有盈餘可投入聚落

的環境改善，創造的經濟效應與工作機會，有效的

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目前八煙聚落已經可以完全不

靠外在資源的幫忙，成功的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2012年在基金會的協助下成立了「八煙三生發

展協會」，有了聚落的共同願景，開始凝聚認同，讓

年輕的二代回流，就近照顧長輩，不必在異鄉打拼，

使八煙這個故鄉可以成為真正揮汗努力的所在。

四、經驗與策略的分享
(一)核心價值的確認：每一個案例，都應該清楚

的思考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切莫在發展的過程中，同

質化了自己原本與眾不同的特色，造成不可逆的破

壞。八煙經驗更在確認了「砌石、梯田、水八煙」的核

心價值下，發展以生態與地景保育為基礎的產業。

(二)友善環境的經濟產能優先：林務局支持的

計畫，固然以生態復育為優先，但在八煙經驗中，居

民期待的卻是創造更高的田間產值，理念的溝通，

共識的凝聚，新開創的公共財產，都有待長時間的

磨合與策進，始能在共同利益下團結。短時間內，

居民很難看到生態所創造的效益，故無論是租地、

保證收購或企業認養等手段，都應該是短中程的策

略。長期而言，應有效率的優先思考，兼顧環境友

善，且能創造最高經濟產值的方向為優先。只要能

顧好棲地環境，生物自然會回來，在八煙經驗中，滿

口生態經，很難取得居民的認同，三個做法也非橫

農村在地學童的人數是瞭解農村結構健康與否的重要因子。 種稻子是八煙最漂亮的風景。 年輕人的投入是臺灣農村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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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在清楚知道願景目標之後，因地制宜，與時俱進

的善用三摺法的戰術作為與五個觀點的戰略指導，

因勢利導的切割出個別案例的核心價值，長期投入，

始能面對市場機制的挑戰。

向的同步俱進，可視現況與資源條件逐步推進。

(三)目前休耕補貼的政策，增加農村土地流動

的成本，造成外來年輕農夫無法以合理的成本取得

土地，間接影響了農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削弱了

農業創新的意願。

(四)政府的補貼終非長久之計。里山倡議的精

神固然能推動一個桃花源的共生願景，但不應長

期依賴政府補貼營造畫面，補貼案例成功與否的關

鍵，在於抽離政策補貼之後，能否自立。建議相關的

輔導與補貼計畫，至多以5年為一期，在期間內督促

輔導單位逐漸擴大產能形成經濟規模，始能面對市

場機制的挑戰。

(五)創新加值：年輕人力的投入，不同價值的

激盪，以創新加值的方式經營里山臺灣，所有商品

的開發應有成本概念精算效益，以及通路的整體考

量，始能走出新桃花源的康莊大道。

五、里山臺灣的思考
林務局的努力，讓「里山倡議」的理想成為臺

灣許多農村發展的希望。「一個願景、三個做法與

五個觀點」，成為許多案例躍躍欲試的目標，但臺

灣的政策、土地現況與民情，實與日本有諸多的不

同，在瞭解里山的精神之後，臺灣更應走出自己的

典範，創造出屬於臺灣的發展經驗，勿讓里山成

為標籤。

2013年，是基金會投入八煙陪伴的最後一年，

基金會將過去5年綜整產業與生態保育的經驗，與

新成立的三生發展協會銜接，期待在抽離政府資

源之後，透過居民凝聚的共識，年輕人力的投入，

共同開創八煙的未來與榮景。

今(2014)年，我們以八煙經驗為核心，持續深

化八煙經驗，以大金山的山海格局，整合兩湖地區

的梯田資源與清水濕地的核心地景，擘劃兼具生態

保育與產業創新的「金山eco network」計畫，期待實

踐臺灣精神的「金山倡議」，創造兼具自然保育與產

業發展的新方向。

六、結語
基金會陪伴八煙聚落5年來，深刻的體會：水梯

田的廢耕，其實是時代趨勢造成的，「八煙聚落」，

這個時光凍結的桃花源，導因於發展的邊陲，國家

公園的限制及市場機制所致。在經濟泡沫化之後，

亞洲地區似乎都面臨到一樣的挑戰：人口的老化、

良田的廢耕與年輕人力的回流。然而我們所期待的

里山共生願景，就像是挑戰風車的唐吉柯德，騎著

傳統的瘦馬與執著生鏽的長矛，只憑生態的理想，

絕對無法戰勝時代大風車的挑戰。八煙5年的經驗

讓我們深刻體認，無論是三種做法或五個觀點，都

必須讓挑戰大風車的唐吉柯德，換上新的武器與坐

八煙的稻草人，是遊客最喜歡合影的對象。 八煙老實深耕五年的經驗，成為許多非政府組織(NGO)參訪的對象。

白腹遊蛇喜好出沒在乾淨水域環境，以青蛙小魚為食，

八煙水梯田是其極佳的棲息地。(林中和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