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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自然的城鄉風貌，確保東部珍貴自然景觀資源」的目標。值得參考

的是其 SWOT 策略分析（如表 1），最後並擬定農業空間發展之空間策

略如下： 

(1) 重要農產業（荖葉（花））應予面對，適度輔導。 

(2) 強化特色農業，塑造品牌特色。 

(3) 發展純淨農業（例如稻米、茶葉、特殊蔬果等），進行市場區隔。 

(4) 結合地區優勢，發展海洋（深層海水）農業。 

(5) 改善農業生產結構，農業精英留鳥築巢。 

(6) 加強國土保育復育，強化防災防洪。 

(7) 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應取得適度平衡。 

(8) 保存自然景觀，低度開發，維護特色。 

(9) 創新研發科技，發展健康養生農業。 

(10) 發展休閒農業，創造景觀花園，營造優質環境。 

2. 因應臺灣經濟與社會產生的鉅大變化，以及整體空間結構相應顯著改變

的趨勢，臺東縣政府為了臺東之永續發展，以總體的觀點，透過整體規

劃的方法，進行「2015 願景臺東發展策略規劃」，以確立未來發展之新

願景，並將縣政發展目標施以計畫作為與轉化，形成發展策略與管理方

案。其結論與農業相關之項目如下： 

(1) 建議臺東縣的永續發展方向，可以「全球養生休閒度假縣」為未來

的願景定位，並以「樂活首都年假聖地」、「美學立縣藝術大縣」、「健

康城市永續發展」為三大發展主軸方向。 

(2) 在永續發展的前提下，建議臺東縣經濟之發展可朝五大產業進行

之：觀光度假產業、有機休閒農業、優質生活產業、文化創意產業

及海洋生技產業。 

(3) 在有機休閒農業方面，在慢活、慢食有機飲食與慢遊的新趨勢下，

如果再透過生產規模的擴大及生產成本的降低，以城鄉總體營造的

方式去宣傳與行銷，有希望將臺東縣打造成「有機休閒農業之縣」，

使臺東成為健康有機農產品的同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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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興產業方面，則可善加利用地區資源條件以及產業特色，積極

發展深層海水加工、關聯產業與再生能源產業等之研發或生產，而

打造臺東成為國際水準的「海洋生技研發重鎮」。 

(二) 農改場觀點 

1. 林（2011）(6)敘述臺灣東部特色產業現況及產業發展未來願景，期望特

色產業能在當地穩定地成長茁壯。文中指出具有東部特色之農作物包括

小米、洛神葵、樹豆、山蘇、杭菊、荖花荖葉、紅藜、番荔枝、枇杷、

臍橙、晚崙夏橙、金針菜及原住民特色蔬菜（包括糯米團、臺灣藜、紫

背草、月菜豆及蘭嶼木耳菜等）等。並條列如下之特色產業發展未來願

景：包括(1)強化作物健康管理，提升產品品質；(2)維持優良品質純度；

(3)有用成分分析及加工產品開發；(4)結合文化產業；(5)配合休閒農業。

惟類似詹（2009）(14)所言，特定農業經營區的類型過多，不能突顯在地

農業的競爭優勢且其規劃缺乏整體考量，因此慎選策略性的亮點產業頗

值得深思。 

2. 林與周（2010）(5)敘述臺東地區有機產業現況、產業發展上的瓶頸、解

決對策以及未來願景，期望有機產業能在該地穩定地成長。其中臺東有

機產業發展上的瓶頸包括：(1)高溫多濕環境，作物栽培管理成本偏高；

(2)有機集團栽培觀念待提昇；(3)公有土地承租耕作模式，影響農民投

入有機栽培意願，及(4)交通不便，農產品運輸成本高。同時林與周（2010）
(5)也提出臺東有機產業之推動策略與展望如下：(1)從心靈的建設開始，

推動本地區之有機農業教育；(2)加強有機栽培技術研究，提昇經營管理

效率；(3)組成作物有機生產技術服務團，輔導有機集團栽培（尤其有機

村）；(4)推動有機農產與畜產加工品；(5)以休閒農業帶動有機產業之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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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東縣農業發展 SWOT 策略分析 

內在優勢 內在劣勢 
1. 低度開發，鄉鎮風貌保存完整，自

然景觀維持良好。 
2. 倚山面海，地形地質景觀優美。 
3. 森林生態資源豐富，保存臺灣僅有

的原始林，野生動植物資產珍貴。

4. 全縣工業污染少，空氣品質優良，

是發展有機、生態農業及相關產業

的理想地帶。 
5. 部份農產品頗具重要性及代表性，

品質良好獨步全臺。（農業平均產

量雖然不高，但部分農產卻頗具重

要性，如稻米及釋迦便是極具代表

性的作物，品質獨步全臺。稻米，

則以臺東的池上、關山最負盛名；

特用作物以茶、蔗、蠶業等較著名；

果品以釋迦最具代表，年產量居全

臺第一。荖花與荖葉的產量與產值

也是全臺第一。） 
6. 海洋資源豐富，有流向穩定的黑潮

經過，海岸地形有平滑且急速下降

的海床，具備發展海洋農業之重要

條件。 

1. 颱風侵襲，地震頻繁，焚風，土石

流、沙塵暴等自然災害多。 
2. 災害頻率甚高，對農產及觀光遊憩

活動影響層面大。 
3. 地勢阻隔，交通不便，本島東西發

展落差明顯，與西部縣份的發展落

差逐年增加。 
4. 位處臺灣本島最邊陲的縣份，地方

產業基礎條件極為薄弱，加上幅員

廣大，距離主要消費市場遙遠，導

致產業發展政策無法具體落實，整

體的產業環境極待改進。 
5. 產業人才不足，市場狹小，產業發

展瓶頸極待突破。 
6. 人口外流及老化現象十分嚴重，勞

動力更顯不足，形成地方發展的障

礙。 
7. 全縣面積雖然廣大，但中央山脈與

海岸山脈占據廣大面積可耕種土地

或發展用地有限。 

外部機會 外部威脅 
1. 國人生活水準提高，對健康、食品

安全的消費觀念已具概念及接受

度，對發展有機、純淨農業有正向

助益。 
2. 世界回歸自然、崇尚天然藥物熱

潮，有利藥用植物的種植與發展。

3. 臺東縣具豐富經濟價值之藥用植物

資源，且我國具備發展中草藥之科

技條件。有助於臺灣種植與發展原

生特有種且高經濟價值藥用植物。

4. 國人休閒時間增加，國內觀光旅遊

市場活絡，觀光休閒人次增加。 

1. 農業是臺東主要的產業，本縣農業

面臨生產環境及國外農產進口壓

力，整體發展面臨轉型瓶頸。農產

業發展前景嚴重影響本縣縣民生

計。 
2. 國內各縣市皆以發展觀光與休閒產

業為主軸，市場同質性高，若無法

營造本縣地區特色，恐難與其他縣

市競爭。 

資料來源：臺東縣農業資源空間整體發展構想及空間配置計畫分析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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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觀點 

1. 張（2002）(8)進行臺東鄉土研究並探討臺東高中職生對地方特產之認知，

結果在鄉土景觀與特色、特產與選擇條件及經濟發展方向的看法如下： 

(1) 臺東縣高中職生在自己居家所在的鄉鎮市與臺東縣中情感上較深刻

的均是清新的空氣與自然美景，在人文特色方面，臺東縣高中職生

較重視狹義鄉土中的淳樸民風，濃厚的人情味與廣義鄉土的原住民

文化。 

(2) 臺東縣高中職生對於最能代表臺東之特產前兩名依序是：釋迦及關

山、池上米。並且覺得臺東特產須具備的條件是：『本地獨有，其他

縣市少見』、『地方政府大力推廣，知名度遠達其他縣市』、『栽種歷

史悠久，具有文化傳承之意義』。 

(3) 臺東縣高中職生認為要促進臺東經濟發展，防止人口不斷外流的方

法依序是：增加觀光與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多設立文教機構如大學、

多開闢縣內與縣外之交通線。 

2. 依據【2022 花東願景 公民論壇】於 2012 年 2 月 18 日第一次臺東論壇

側寫之網頁資料，在農業方面主張臺東的農業發展，必須以土地為主

角，友善環境做為發展的方向，因為面對氣候變遷的加劇及石化能源枯

竭的挑戰，如何永續發展將是全球的焦點，農業是非常有競爭力的選

項。必須真正重視及落實友善土地的農業耕作方式，重新思考農地保存

的重要性、水資源及生態的維護，以及種子的保存等，並且逐步吸引青

年下鄉，將是發展重點。在此前提下，則首先可在銷售管道的健全與教

育的落實紮根兩方面努力。除了已經逐步發展的農民市集，還可建置完

備的友善小農資訊，社群支持型農業，教育的部分，如農地參訪列入學

校課程內等。 

3. 劉（2011）(17)在催生臺東縣為全面有機農業一文中，提出「有機不是很

高的要求」、「臺東縣全面有機農業不是夢」、「深層海水興農業」及「營

造一個可以深呼吸的好地方」等訴求，並認為有機不是最環保的食物生

產方式，但總比這四十年來的農藥加化學農業環保很多，而指有機農業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5%bc%b5%e8%8a%b3%e6%a2%85%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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