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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業化與都市化造成傳統農業與
農村蕭條

當今臺灣的社會已走到後工業化
與後都市化的時代﹐工商產值占全部
國家生產總值的絕大部分﹐大小都市
人口也占全部人口的絕大部分。過去
農業為主要產業﹐農村人口為最重要
人口的日子已經不再﹐這時候的農業
與農村顯得有些蕭條﹐不少農地已被

變更用途﹐用作建造住宅、搭蓋工廠
及經營休閒旅遊等。不少農村人口大
量流失﹐住宅庭院空無人住﹐經久失
修。公共設施有的老舊破損﹐無法利
用﹐學校有的減班﹐有的關閉。為使
農地資源不被浪費﹐農村不被消失﹐
公共設施不被敗壞﹐國家與社會的發
展也要能均衡圓滿﹐農業與農村乃極
需要加以振興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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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進國家曾有振興與重建的經驗

世界農業與農村蕭條的經驗最先
發生在已開發國家﹐如英、美、德、
法與日本等國﹐這些國家都較先工業
化與都市化﹐農業與農村也都較先發
生過蕭條的現象﹐但都沒有完全被廢
棄﹐後來都經過振興與重建﹐如今
其農業與農村形態雖然改觀了﹐但依
舊存在且生生不息﹐都值得成為較晚
進入工業化與都市化國家與社會的借
鏡。這些先進國家的農業最主要的改
變是機械化﹐用機械替代人力耕作﹐
在美加地廣人稀的國家﹐農家一向獨
立存在﹐但也有小鎮的聚落。在英、
法、德國與日本等先進國家﹐工業化
以後農村的聚落還是存在的﹐只是人
數變少﹐範圍也變小而已。

三、臺灣與其他後進國家振興農業與

農村的必要性

臺灣與鄰近的韓國等地發展的速度
最為相近﹐開發時間都較晚﹐但目前也
都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農業與農村
都經歷蕭條與衰敗﹐也都需要振興與重
建﹐先進國家的經驗都值得供為我們的
借鏡。後工業時代振興農業與農村有必
要性﹐重要的理由有下列幾點：
（一）    維護國家資源：農業與農村都

是國家的重要資源﹐農業具有
多功能的性質﹐包括儲蓄地下
水、調節人口分布、保護綠色

景觀及維護傳統的社會文化
價值等﹐但最主要的功能是
生產糧食﹐供給國民每天不
可或缺的食物。雖然糧食也可
向國外購買﹐但不如國內生產
的新鮮、可靠與安全﹐也較能
符合國人的口味與需求。農村
則是孕育與護衛農業的場所與
保姆﹐也是國家文化與文明的
發源地﹐以及發育與成長的場
所﹐更是國家歷史與文化的重
要根基與資源﹐難為國民遺
忘﹐也需要政府與國家的維護。

（二）    保障國家安全：農業因可生產與
供應糧食﹐保障國民不餓肚子﹐
戰時又是軍糧的主要來源﹐有農
業才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社會
安定與國家安全。不少後工業
化國家常因工商業與其他便民的
建設而傷及農地與農業﹐相當於
傷害國家潛在的安全糧食資源﹐
實在要十分小心謹慎。在戰亂時
期﹐各國對糧食管制嚴密﹐向外
購買糧食不易﹐軍民需要的糧食
依靠國內農業的生產供應﹐農業
與周邊的農村及在村中務農的
農民都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維繫。
農村也成為都市人
口避難場所﹐在
戰亂與經濟不
景氣時期﹐農
業與農村像
是吸水的海

63



綿﹐可吸收落難的市民﹐像是衣
食父母﹐可保障國民的生命及國
家的安全。

（三）    照顧人民生活：在後工業時代﹐
人民賺錢及生活的手段主要靠工
業生產、商業與服務業﹐但因糧
食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故必要
有一部分人民留鄉務農﹐生產糧
食。有生產糧食的農民﹐才可照
護所有需要吃食的眾生﹐弱小農
民本身也需要得到照顧﹐常要經
由消費大眾購買糧食﹐以及政府
的特別幫助﹐才能彌補與減輕經
濟弱勢者的困境﹐也才能與其他
國民共存共榮。

（四）     為保存與延續可貴的文化與價
值：農業與農村是國家傳統價
值與文化的發祥地﹐保護農業
與農村﹐也是保護國家傳統價
值與文化的根基。農業與農村
孕育與發展出來的可貴文化價
值不少﹐重要者有崇尚自然、
厚道、樸實、勤儉、刻苦、耐
勞等。在講究追求利益與舒適
生活的後工業化時代﹐尤其需
要大家珍惜、追憶與維護這些
傳統價值與文化﹐以免喪失可
貴的傳統美德。

四、農業機械化的必要性與實施方法

（一）    必要性
國家社會工業化與都市化

以後﹐農產業面臨的第一項挑
戰是必須走向機械化﹐因為農
業與農村人力大量外移而流
失﹐農業若不轉向機械化﹐將
缺乏人力而無法再繼續經營。
農業機械化可以有效結合人力
與農地資源﹐使農業經營可以
節省勞力﹐也可使農地資源在
人力缺乏的情形下還能繼續被
利用與經營﹐繼續生產糧食等
農業產品﹐貢獻消費者的需求。

（二）    實施方法
農業機械化必須要有幾項

重要的條件與方法相配合﹐才
能有效進行：第一﹐必須要有
農業機械技術能力。社會工業
化有助農業機械技術的發展﹐
包括開發各種農業機械的製
造、使用與維修技術。臺灣農
業機械化發展前期的技術主要
靠進口﹐逐漸轉為國內製造生
產。農業機械的使用也必須要
有適當的操作人力﹐最可能從
青年農民中選拔產生並經訓練
後變成。農機的修護也需要培
植人才與投入資本。第二﹐必
須要有合適的操作環境﹐其中
最重要的是田間農機行走的道
路。臺灣經過農地重劃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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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田間道路的規劃相當完
善﹐有利農業機械化的推展﹐
但未經農地重劃的地區﹐農機
的走動會較困難﹐必要研發較
特殊性的農業機械為之應對。
第三﹐要有適當的操作人手。
目前農村地區的大專業農是最
主要的農業機械操作能手﹐不
僅可耕作自己的農地﹐還可代
耕他人的土地﹐或租用他人耕
地自己經營。第四﹐大學與研
究機關必要發展技術研究﹐包
括研究製造、修護與使用技
術。第五﹐政府政策的支持。
目前政府農政單位對農業機械
化的支持不遺餘力﹐包括補貼
購買農機費用﹐妥善規定小地
主大專業農制度﹐調訓農民對
農機的使用與修護﹐都是有利
推行農業機械化的政策措施。
有上列這些配合條件﹐農業機
械化的推展就不太困難。

五、農業精緻化的必要性與實施方法

後工業化與後都市化時代農業革
新的另一重要事項是農業精緻化。這種
農業具備兩樣特性﹐第一是兼顧健康與
精美有效益的農業產銷﹐第二是要時時
研發與使用新栽培技術及消費方法。農
產品﹐尤其是糧食產品﹐要能健康與精
美﹐必要同時顧及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需
求與利益﹐如此才能使消費者願意消

費﹐也才能使生產者願意生產﹐雙方利
益均霑﹐國家也才能得到最大好處。但
是精緻農業的技術不能食古不化﹐停滯
不進﹐必須要時時經由革新﹐這要靠農
業技術研究人員的努力﹐以及農民能勤
勉學習與應用在生產實務上﹐消費者也
能學習與應用在實際的消費上。

農業精緻化包括生產、運銷與消
費全程﹐生產實務的精緻化是指使用精
緻的技術與方法生產出新鮮、美好、健
康、寶貴、精美的農產品﹐最常使用
的方法有生物科技、網室栽培、水耕栽
培、有機栽培等﹐生產者農民可獲得較
好的報酬﹐消費者也可得到較美好與健
康的糧食農產品。在農產品運銷過程
中﹐最常使用精緻的方法與技術是儲藏
衛生﹐包裝美觀、冷藏保鮮、安全保
護。在消費的過程中則要注重食物等農
產品的精緻搭配使用﹐使消費的結果更
為營養衛生﹐也更美味可口。

六、更新舊農村社區的必要性與實施

方法

後工業化與後都市化的農村常
因人力流失﹐少人居住而失修﹐變成
老舊破落。為免荒廢﹐需要修護與更
新﹐重要項目有二﹐一是私人農宅﹐
二是公共設施。這兩項需要修護與更
新的事項﹐固然需要由私人自己花
錢﹐但因為不少農民很窮苦﹐常無能
為力﹐故很需要政府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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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護更新農宅
破落農村中有人居住的農宅

太老舊者最必要修護與更新﹐無
人居住者﹐若於修護後無用﹐無
妨拆除後美化或變成空地。更新
的辦法也有包含新建者。經過這
樣修護與更新﹐可使農村社區的
外觀煥然一新﹐村民居住與活動
其中﹐都能更感舒適﹐也能較有
精神。當前修護與更新農宅與過
去最大的差別是﹐不必再保留養
豬養雞鴨與養牛羊的空間。雞鴨
與牛羊都改由專人專業飼養﹐多
半的農家都已不再飼養﹐因此農
宅空間也都變得乾淨衛生許多。

（二）   修護更新公共設施
農村社區中的建物與景觀也

包括若干公共設施﹐重要者有集
會所、學校、寺廟、廣場、道
路、排水溝等。其中老舊不堪使
用與有礙觀瞻者﹐都有修護與更
新的必要﹐欠缺者則必要新建﹐
費用仍需要部分由村民自付﹐部
分由政府協助。晚近臺灣農村社
區經過一系列的更新重建計畫﹐
改觀不少﹐是村民之福﹐也是政
府之光。

七、建造觀光旅遊村、古鎮與新社區

的機會

在工業化與都市化過程中﹐鄉
村地區也常有建造觀光旅遊村、古鎮

與新社區的機會﹐這些觀光旅遊村的
服務居民原本都是種田維生的農民﹐
古鎮上的商家本來都是做周邊農民的
生意﹐但當社會變成工業化與都市化
以後﹐其中不少人謀生的方法變為要
應對服務外來的遊客。由於不少在工
廠工作的工人及長期居住在都市水泥
叢林中的市民在周末及例假日都渴望
到有綠意及較空曠安靜的鄉村地區渡
假旅遊﹐休閒農場、休閒農業區、觀
光旅遊村、古鎮﹐及鄉間的景點、古
蹟、民宿、小吃等﹐都成為市民及工
人遊客喜愛的去處。近來鄉村的觀光
旅遊設施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交通
部觀光局與文化部著力許多﹐不少原
來種田的農民也兼做或改做觀光旅遊
的商業或服務業生意﹐經濟生活水準
明顯提升與改善。結合農業與觀光旅
遊服務﹐也就成為後工業化時代的部
分新農村景象。

另有一種新鄉村社區的興起是
由在新設科學園區與工業區內工作的
員工所構成﹐也有在城市的郊區經由
規劃發展成新城的﹐這些新興社區的
住宅與公共設施都比傳統的農村更現
代化﹐具有分散大城市擁擠的人口與
住宅的性質﹐但居民多半在附近的工
廠或城市工作﹐因為附近農田腹地不
大﹐發展農業的可能性極低。但這兩
類新興社區空間的性質與傳統農村的
孤立與安靜無異﹐現代化的設施條件
卻比較好﹐都可供為傳統農村實質建
設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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