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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振興都市農業基本計畫 

 

摘要 

一、日本依振興都市農業基本法之規定，訂定振興都市農業基本計

畫，供做推展相關政策的施政方針，以期都市農業能夠充分發

揮多樣化機能，包括：提供都市居民所需的新鮮農產品、供做

避難場所或臨時性住宅用地、提供優良的生活環境、確保生物

多樣化、體驗農業作業、了解農業的重要性等。 

二、日本當局認為現階段振興都市農業基本計畫的施政重點，應以

確保都市農業人員、確保供都市農業使用的農地、訂定降低都

市農業用地稅賦相關事宜、促進官方與民間合作辦理振興都市

農業相關事宜等。 

三、我國的都市現況，與日本都市的處境有許多類似之處；因此，

為了振興我國都市農業相關事宜，得以日本的振興都市農業基

本計畫為重要參考資料，以符未來施政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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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振興都市農業基本計畫之簡介 

一、前言 

  日本自 195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經濟快速成長，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

及住宅用地等呈現急速且迫切需求的趨勢，致使原屬都市境內及其周邊的

農業用地因而減少，都市裡的農業出現逐漸萎縮的現象。但自 1980 年代

後半起，一方面受到日本的經濟開始出現泡沫化的危機，以及少子化等因

素影響，使得都市裡的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用地的現象趨緩；另一方面，

則因住在都市裡的居民1，對於生活環境的綠化與確保空氣品質等愈來愈重

視，所以日本當局為符合時代潮流的變化以及都市居民的需求，在 2015

年新定「振興都市農業基本法」，並且依該法之規定，於 2016年 5月公布

「振興都市農業基本計畫」(以下簡稱為「本基本計畫」)，做為振興日本

都市農業的施政方針；因其內容頗具參考價值，故將其要點予以概述如下，

以供國內相關人士卓參。 

二、主要的背景 

  近年日本都市人口成長趨緩，對於都市境內及其周邊的農業用地變更

為非農業用地的需求大幅度減少，都市居民愈來愈重視生活環境的綠化與

品質；日本當局在以「都市農業的振興，是希望透過都市農業的經營者及

其他相關人員的努力，以期能實現都市農業能夠持續發展，不僅是經由生

產的活動，提供都市居民當地所需的新鮮農產品，更能夠對於都市的防災、

促進美好景觀的形成及國土環境的保全、都市居民能夠就近親身體驗並且

學習農業相關事宜，以及提供都市居民與都市農業經營者互相交流的場所、

經由都市居民對於農業的理解達到了解農產品供需相關事宜等多樣化機

能，並且為了能夠積極將此些機能予以充分且妥適的發揮，以及經由這些

方面的努力，達到促進都市的農地可以有效活用與妥適保全的願景。」2為

前題的情況下，為使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能夠有妥適的規劃方向，並且

能夠順利推展，有必要以明定基本計畫的方式，規範實施振興都市農業相

                                                      
1由相關的統計資料得知，迄至 2015年底為止，日本總人口數約 127百萬人，其中 70%

屬於都市居民。 
2
 基本法第三條中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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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政策的施政方針，以符實際需求。 

三、主要的施政方針 

  本基本計畫的全文約 3.6 萬字，包括：振興都市農業相關政策措施之

基本方針、與振興都市農業相關的政府所實施綜合性計畫的政策措施、推

展振興都市農業相關的政策措施及綜合性計畫所應注意的事項等三大單

元，陳述本基本計畫相關的施政方針，其中之要點為： 

(一)都市農業的現況與課題 

1.都市農業的現況：由農林水產省的相關資料得知，(1)2010 年日本

農家總戶數為 252.8 萬戶、農地面積為 451.8萬公頃、販售金額為

5.84兆日元；亦即，農家每戶平均農地面積為 1.79公頃、販售金

額平均為 2,310 萬日元。(2)上述資料中之都市農戶為 22.8萬戶、

農地面積約 8萬公頃、販售金額為 4,466 億日元；亦即，都市農戶

的每戶農地面積僅為全體平均的 20%，但可以創造出全體平均 85%

的販售金額3趨勢顯示，在各行各業需要包括農業用地在內的土地

以求發展的壓力下，一方面突顯都市農業在天時(離消費市場近，

所需的運輸時間短)、地利(離消費市場近)、人和(消費人口多)等

條件的配合下，呈現卓越的經營績效；另一方面説明都市農業在擁

有多樣化機能的情況下，顯示其重要性。 

2.都市農業的課題：迄至本基本計畫實施之前為止，日本的都市農業，

除了與整體農業所面臨的農業勞動力不足、農業勞動力年齡偏高等

共同的課題外，更因都市計畫法等相關法規的規定4面臨沉重的稅

賦負擔；都市發展呈現停滯現象，而使都市農民的兼業機會減少等

因素影響，致使都市農業的未來發展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 

(二)農業政策及都市政策對於都市農業的評估 

1.本基本計畫認為都市農業所具有的主要機能為(1)提供給當地的都

                                                      
3經由換算結果得知，都市農戶每戶販售金額的績效是全體平均的 4.2倍。 
4例如劃分為都市中之市街化區域的農地，所應繳納的稅賦，比照住宅用地的基準，予

以課徵。 



 

3 
 

市居民所需的新鮮農產品的機能；(2)當發生地震及其引發火災等

災難時，供做避難場所或臨時性住宅用地的機能；(3)提供綠地空

間及水邊空間的景觀，使都市居民有良好的生活環境的機能；(4)

都市裡的綠地，對於雨水的儲留、地下水的涵養、確保生物多樣化

等相關事宜有所助益的機能；(5)提供都市裡的中小學的學生、居

民可以有體驗農業作業、學習、交流等所需之場所的機能；(6)經

由都市居民對於都市農業的體驗，使得都市居民可以了解農業及農

業政策的重要性的機能。 

2.由相關的資料得知，日本的都市農業隨著社經情勢的起伏有相當大

的變化，其中值得關注的是(1)自 1980年代後半起，因都市的發展

開始陷入停滯狀況，所以市街化區域裡的農地轉換成非農地的需求

呈現萎縮現象，迫使原先擬訂的農業政策及都市政策，有檢討與修

訂的必要性；(2)隨著食安相關事宜愈來愈受到重視，以及都市農

業適時發揮其所具有的多樣化機能的情況下，都市居民在農業體驗

的過程裡，愈來愈了解與都市農業形成對話關係的重要性；(3)在

農林水產省積極推動的六級產業化政策、地產地消政策，以及與教

育、醫療、保健、福祉、觀光等不同領域產業合作等的政策影響下，

都市農業再度成為都市居民的新寵，進而出現新創「農業體驗農園」

5等新型的都市農業，以符時代潮流之需。 

3.農業政策對於都市農業的評估：在日本的都市農業重新獲得都市居

民重視的情況下，於 1999 年訂定「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時，明

示應訂定包括振興都市農業在內的綜合性政策措施，並且在爾後的

每 10 年為一期的「食料農業農村基本計畫」中，對於推展振興都

市農業的政策方針予以綜合性的概述。亦即，日本的都市居民隨著

社經等局勢的變化，對於發展都市農業的需求愈來愈受到重視的情

                                                      
5日本所稱之「農業體驗農園」，是指 1996 年東京都練馬區的農家，以提供農地、農用

器具等農業作業所需的各種生產資材與設施給農園利用者使用，並且針對農園利用者進

行農業作業實務指導，當農園利用者無法進行農業作業時，協助渠等管理農園的創新制

度，稱之為「農業體驗農園」；因為為了紀念此種屬於新型的市民農園的發源地，所以

日本又將其俗稱「練馬方式的市民農園」。 



 

4 
 

況下，為本基本計畫開啟訂定的契機。 

4.都市政策對於都市農業的評估：日本當局為了因應人口減少、超高

年齡化、財政限制等社經情勢的變化，於 2012 年提出「集約型都

市構造化」及「都市與綠、農的共生」並存的理念，為未來都市發

展計畫的願景架構；並且在 2014 年修訂「都市再生特別措施法」

時，特別提出「都市農地是都市裡的貴重綠地」的理念，所以有必

要配合農業政策積極辦理促進都市農業永續發展相關事宜。 

(三)振興都市農業的新政策措施方向 

  為使都市農業能夠充分發揮其所具有的多樣化機能，本基本計畫

以下述事項為現階段的施政重點。 

1.都市農業負責人員的確保：由於包括日本都市農業人員在內的農業

就業人員受到少子化、超高齡化等因素影響，致使農業就業人員呈

現嚴重不足的現象，所以宜以都市農業可以持續且安定發展的觀點，

採取以(1)積極協助經營都市農業具有良好實績的農業人員，以租

借農地等方式達到擴增經營規模的願望；(2)積極辦理都市境內的

中小學營養午餐相關業者、外食產業業者、食品加工業者等與當地

的農業人員合作，在「地產地消」等政策的協助下，達到提升都市

農業人員所得、促進地域經濟活化等的政策目的；(3)鼓勵社會福

祉、醫療、教育、資訊、觀光等不同領域的行業，與都市農業相關

人員與單位合作，積極辦理農業六級產業化相關事宜，以期都市居

民能夠經由體驗都市農業的方式，達到促進都市農業可以朝向永續

發展的方向邁進等三個方向為施政主軸，努力促進都市農業能夠充

分發揮其所具有的多樣化機能。 

2.確保供做都市農業所使用的農地：處於都市裡的各行各業需要利用

包括農地在內的土地以求發展的狀況下，如何確保都市裡尚未移做

非農業使用的農地，是一項艱難的挑戰。因此，宜以下述的原則，

做為現階段確保都市農業用地的重要策略。(1)以確保都市居民能

夠擁有良好的生活環境的立場，針對迄至目前呈現亂無章法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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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相關事宜進行澈底地檢討，並且以是否將綠化機能列入考量為

新設住宅區開發的重要考量條件；(2)現今位居市街化地區未移做

非農業使用的農地，以促進農業體驗或景觀保全的觀點，將其建構

為公有的「農業公園」
6
等；(3)以創造都市土地的新利用價值的觀

點，針對低利用或老朽化的建築物所使用的土地，重新建構可以供

做農業使用的農地；(4)都市農業所涉及到的問題相當多且複雜，

所以應以努力保全「都市的農地農用」的觀點，訂定妥適的土地利

用計畫，以期與都市農地的借貸、繼承、集積等相關問題能夠順利

解決，進而達到振興都市農業的政策目的。 

3.訂定降低都市農業用地賦稅相關事宜：都市裡的土地用來供做農業

使用的主要特徵是：都市農地的農業所得，比供做住宅用地、商業

用地等非農業用地的收益低的情況下，都市裡的農業用地所需要繳

納的稅賦，則與非農業用地維持在相同的水準，進而迫使都市農業

用地不得不放棄「農地農用」的意願，而使振興都市農業的政策淪

為空談。因此，應採取重視稅賦的公平性及土地利用的妥適規範同

時兼顧的立場，修訂都市農地稅賦相關事宜，以符實際需求。 

4.官方與民間應積極分工合作，辦理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為使振

興都市農業相關的政策措施能夠順利推展，(1)以農林水產省為主

的中央各部會彼此間的橫向連繫，應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進行相關

業務的協調；(2)此外，與各地方公共團體7進行辦理振興都市農業

相關事宜時，應考量各地方公共團體所面臨各種問題的差異性，以

能夠促進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為原則，進行妥適的協商；(3)與

都市農業人員及都市居民、都市裡的農業團體及消費團體等民間人

員與團體辦理促進都市農業相關事宜時，以能夠符合渠等需求為主

                                                      
6以東京為例，近年來為符合都市居民的需求，新設「培育具有農業景觀地區制度」，其

主要的運作方式是，將市街化區域裡殘存且屬於供做農業經營使用有所困難的農地，由

政府予以收購，並將其列屬都市計畫中之公園用地，以建構具有農業景觀的面貌，供做

都市居民的遊憩場所。 
7日本的行政區劃分成二個層級，第一層級為東京「都」、北海「道」、大阪及京都「府」、

43個「縣」；第二層級的地方政府為市町村；在習慣用語及法律用語方面，常將此二層

級的地方政府合稱為「地方公共團體」，以下均以「地方公共團體」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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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量因素，以期振興都市農業相關政策的推展能收事半功倍的效

果。 

四、振興都市農業相關的主要政策措施 

本基本計畫所擬訂的主要政策措施為： 

(一)提升農產品的供給機能，並且培育及確保農業負責人員： 

  本基本計畫認為都市農業所具有的多項機能中，以「提供農產品

的機能」為首要；為了能夠提升此項機能的水準，宜以下述事項為施

政的重點。 

1.培育並且確保農業就業人員：為使目前在都市從事農業就業的人員

能夠持續務農，宜以地方公共團體及農業團體等為推展各項農業技

術研習、培育新加入農業就業行列、確保農業人才、辦理提高農業

所得等政策措施的單位，並且與民間企業合作，建構符合都市居民

多樣化需求的都市農業產銷體制。 

2.整建農業生產設施：都市農業生產基礎的農地，具有「宅地化的農

地」的特徵，所以對於從事農業生產所需的農業設施予以忽視，以

致於常呈現荒蕪的現象。因此，為使都市農業能夠充分發揮提供新

鮮農產品的機能，應以都市農業與都市居民有必要共存的立場，對

於都市農業生產所必要的各種農業設施之整建，給予必要的支援。 

3.積極辦理推展經營農業所需的技術與知識的指導：依「助長農業改

良法」等相關法規的規定，各地方公共團體所在位置的農協曾經在

都市裡設置農業推廣人員的制度，因受到農地轉換為非農地使用等

因素影響而陷入縮編或廢除的困境；今後為了振興都市農業的實際

上的需要，應重新重視此制度的重要性，並且給予必要的支援。 

4.提供相關制度的資訊：為努力促進都市農地的保全以及都市農業能

夠持續發展，有關暫緩課徵農地繼承稅賦的適用規定、生產綠地的

指導、特定農地的借貸等與都市農地相關的制度，應透過各地方公

共團體設置對話窗口、農協積極輔導、活用資訊網路等大眾傳播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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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宣傳等方式，讓都市農業經營者能夠深入了解各種與農地相關

的規範。 

5.與農村地區農業人員合作：都市農業經營人員常採取將農地能夠全

年充分利用的方式，達到提升收益的目的，因此以多樣化的少量生

產為其經營農業的特徵。但實際上，許多都市農業經營者對於其所

生產的農產品項目的特性，常出現一知半解或生產技術有待加強的

狀況；所以地方公共團體及農協等相關單位有必要以支援的方式，

鼓勵都市農業經營者與農村農業經營人員合作，以期能達到提升都

市農業經營人員務農的水準等政策目的。 

(二)形成防災與良好的景觀，並且發揮國土與環境保全等的機能： 

  為使都市居民體會到都市農業所具有的防災、促進景觀形成、國

土與環境保全等機能的重要性，並且努力促進都市農業能夠發揮此些

機能，宜積極推展下述相關的政策措施。 

1.建構以能夠發揮防災機能為取向的政策措施：人口稠密的都市，一

旦發生突發性的災害時，一定想要且需要在災區的附近能夠有妥適

的土地，在一定的期間裡用來供做救援的指揮中心、救援物資的集

散中心、臨時性住宅建設場所等使用的空間。為了實現此項預期性

的機能，在農協等相關單位的協助下，地方公共團體宜採取與都市

農業人員簽訂防災協定等方式進行協商，以期都市農地於必要之際，

能夠充分發揮防災機能。 

2.建構以能夠形成良好景觀機能的政策措施：市街化地區中之灌溉用

溝渠、農田裡的農作物或綠肥植物等農業景觀，是都市所擁有貴重

的自然資產，得依「景觀法」、「都市綠地法」等相關法規的規範，

在地方公共團體、都市農業經營者以及都市居民等共同協商下，訂

定並且建構能夠充分發揮景觀機能、提升都市居民生活品質的空間

等政策措施，以符實情之需。亦即，希望在市町村層級的地方政府

能夠將都市農地相關事宜列屬環境基本計畫中之重要的一環，在都

道府縣層級的地方政府能夠將都市農地列屬綠地保全基本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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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石。 

(三)訂定並且確實執行土地利用相關計畫： 

  由「都市綠地法」等相關法規的規定得知，日本三大都市圈8以

外的都市所建構的「生產綠地地區制度」，是需要土地面積在 500 平

方公尺以上的農地才能列屬「生產綠地地區制度」，進而取得受到保

護之相關優惠。但在此種情況下，亦同時規定：如屬公共設施之需要，

得依相關法規的規定隨時解除該「生產綠地地區」的限制。換句話說，

同一塊「生產綠地地區」的農地，同時會面臨二種互為矛盾的規範；

或者被徵收後的農地，如果所殘留的土地面積低於 500平方公尺的話，

該農地將面臨何去何從的難題；或者在市街化區域裡的農地面積如果

少於500平方公尺就無法享受到「生產綠地地區」等相關規定的盲點。

迄至本基本計畫訂定為止，尚無妥適的規範。因此，今後為了能夠確

實執行本基本計畫對於土地利用相關事宜，應於各都市在檢討及訂定

新的都市基本計畫時，應將都市農地的保全列屬予以特別關注的要項，

並且站在確保都市居民有良好的生活環境的立場，積極推展振興都市

農業相關的政策措施。 

(四)積極推展地產地消政策： 

  為了能夠將都市農業所具有的「提供新鮮農產品的機能」予以充

分發揮，宜以「地產地消政策」為施政主軸，積極辦理下述相關事宜。 

1.整建直接販售場所：為了能夠讓都市居民容易買到當地所生產的農

產品及其加工品，(1)宜積極整建以直接販售當地所生產的農產品

及加工品的場所，並且與當地的餐飲業等不同行業合作，依各地方

實際需求，建構以直接販售農產品場所為中心的處理農產品加工設

施、餐廳、市民農園等設施，以及利用車站附設以販售當地所生產

的農產品及加工品為主要據點，以期能夠達到促進農產品地產地消

的政策目的。(2)宜在車站等人口流動率較高的場所，設置 point of 

sale 系統的販售機器，以期能夠提升直接販售的經營績效。此外，

                                                      
8日本在習慣上所稱之「三大都市圈」，是指東京、名古屋、大阪與京都為主的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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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積極建構可以促進各直接販售場所等的互助合作體制，以期能夠

達到符合「地產地消」之政策目的。 

2.對於促進都市農業人員與食品產業業者的合作相關事宜，給予必要

的支援：為了能夠提高提升都市農業人員所生產的農產品附加價值，

應採取支援的方式，鼓勵都市裡的餐飲業等食品產業相關人員與農

業人員合作，積極辦理農產品加工、販售、研發新商品等與「促進

農業六級產業化政策」相關事宜。 

3.積極辦理提供當地農產品產銷資訊：由地方公共團體建構都市居民

所需的各種資訊網站，其中與當地農產品產銷及都市農業相關的資

訊，以介紹當地所生產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特色為宣傳重點，以期

能夠達到促進當地農產品產銷、提高當地農業人員所得等政策目

的。 

4.推展學校營養午餐，以期能達到提升當地農產品的利用率：由於各

地方公共團體所處的自然環境及財務狀況有相當多的差異性，所以

在辦理學校營養午餐相關事宜方面也有所不同；但站在努力執行

「地產地消」等政策的觀點，(1)將提供都市當地所生產的農產品，

供做學校營養午餐的食材交易，應視為推展「食育政策」的一環，

以加強包括都市學生在內的都市居民對於都市農業相關事宜的理

解，強化都市農產品生產者與相關人員合作相關事宜。(2)為了提

升都市當地所生產的農產品利用率，宜積極辦理促進各級學校所附

設的餐廳、醫院伙食、老人福祉設施、企業員工餐廳、食材的宅配

業者等增加採購都市當地所生產的食材相關事宜，以期能夠達到促

進都市農產品產銷、提升都市農業人員所得等政策目的。 

(五)整建可以供做體驗農業的環境： 

  都市農園的樣貌，包括：可以提供給都市居民自行動手進行農作

物生產的市民農園、可以體驗收穫的觀光農園、為了促進高年齡者或

身心障礙人員復健及維持健康而設的福祉農園、提供給學生了解農業

的學童農園等多樣化型態，為促進都市居民了解農業不可或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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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因此，宜以積極辦理下述事項為施政重點。 

1.整建市民農園等可以體驗農業作業的環境：為了能夠符合各年齡層

的都市居民對於各種不同樣式的都市農園的需求，應積極規劃並且

整建符合居民需求的都市農園。此外，為了能夠讓都市居民能夠順

利體驗農業作業，應積極辦理提供農作物的栽培與收穫等農業作業

相關事宜的指導；建構無障礙的農園，供做高年齡長者或身心障礙

居民使用的福祉農園；設置都市農業人員與都市居民交流的場所；

提供直接販售都市農業所生產的農產品的販售據點等設施。 

2.促進以高年齡長者、身心障礙人員等為主的福祉農園：近年來，由

於人口減少以及高年齡長者、身心障礙人員生活窮困人員等從事農

業活動，對於促進健康長期化、安定身心、提供就業機會等方面，

帶來許多正面的社會效益；所以各地方公共團體宜積極辦理以建構

福祉農園為宗旨的都市農園，一方面可以達到促進安定發展，另一

方面可以達到增加農業勞動力等目的。因此，對於其所需之農地的

確保、知識的學習等各項需求，應予以支援。 

(六)充實學校教育體驗農業作業的機會： 

  都市裡的學生很少有獨自接受到大自然的機會；因此，透過都市

農業提供各種相關活動的方式，不但可以促進都市裡的學生體驗大自

然，更能達到「促進食育的理念，需要由往下紮根的方式開始」的政

策目的。因此之故，宜以下述方式，充實學生等體驗農業作業的機會，

以符實情之需。 

1.強化學校教育體驗農業相關事宜：目前學校的體驗活動，以戶外教

學的名義辦理學生學習播種與收穫等活動，或夜宿農家體驗農村生

活為主，缺乏自整地至收穫之全程參與的教學計畫。因此，各地方

公共團體宜採取廣邀學校、學生家長、都市農業人員、農民團體、

學者專家等相關人員與單位，共同協商以建構全方位的農業作業體

驗相關活動為努力方向，並且針對其所需的各項需求給予必要的支

援，以期能達到促進學生了解農業的重要性等政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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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學校與都市農業人員彼此間的交流：目前包括高中(職)以下的

各級學校所開辦的農業相關課程，雖然採取多樣化的方式努力推展；

但遺憾的是，缺乏學校與農業相關人員或團體彼此間交流運作體制，

且在雙方交流的過程中，大多數是由都市農業人員以無償方式提供

必要的支援，實非良策。因此，各地方公共團體宜針對各地方實情

之需，訂定學校與都市農業人員彼此間均能樂意遵守的交流原則，

並且針對其之所需，給予必要的人力與財力支援，以期彼此間交流

相關事宜能夠順利推展。 

(七)其他： 

  本基本計畫認為除了上述相關事項予以積極辦理外，其他值得關

注的要項為： 

1.應站在稅制公平性的觀點，對於都市農業有所阻礙的稅制，予以妥

適修訂，以解決實際遭遇之困難。 

2.處於全球氣候異常常態化，進而可能引發全球性的糧荒，以及日本

的糧食自給率與自給力偏低、都市居民對於農業的重要性呈現一知

半解等情況下，執政當局有必要積極推廣促進都市居民對於農業相

關事宜的了解、促進都市居民與都市農業人員的交流、鼓勵都市居

民與農業作業相關活動等政策措施。 

3.為了充分掌握都市農業的動向、了解都市居民對於都市農業的看法

與需求等與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宜針對實際需求，積極辦理調

查與研究相關事宜，以期能將研究成果供做研訂振興都市農業政策

的重要參考資料。 

五、結語與建議 

(一)為使本基本計畫能夠順利推展，日本農林水產省於 2017 年度(2017

年 4月 1 日起至 2018年 3月 31日)施政計畫中，成立預算申請金額

為 2.9 億日元的「發揮都市農業對策計畫」，希望在此大項計畫下，

以掌握都市農業相關課題、告知都市農業的意義、強化農地協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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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的機能、實現與都市居民共生的農業經營等四項子計畫的方式，

以及在「於人口減少狀況下的農山漁村活性化」大類計畫9的支援下，

實現本基本計畫的政策目的。 

(二)就我國的現況而言，全國總人口數中之都市居民人口數所佔的比例

頗高；都市裡的農業用地在各行各業需要土地以求發展的狀況下，

呈現快速萎縮現象；在我國糧食自給率偏低的情況下，大多數都市

居民對於農業的重要性呈現一知半解的狀況；都市居民希望能夠利

用都市農園供做調劑身心的活動場所等現象，與日本現今的都市處

境頗為類似。因此之故，對於日本所新定的振興都市農業基本計畫

相關事宜，從我國今後可能需要重新評估都市農業的重要性的立場，

宜予以關注，並將其用來供做我國未來研訂相關政策的重要參考資

料。 

                                                      
9農林水產省的 2017年度施政計畫共有 9大類計畫，其中屬於此大類計畫預算經費申請

金額為 1,238億日元；在此大類計畫中，有包括本大項計畫在內的 9大項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