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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赴大陸成都市考察內容為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與農田水利建設，藉由拜

會成都市相關機關及實地觀摩，瞭解大陸地區在農地利用、農村建設及農田水

利建設等方面之發展，以作為本處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農地重劃業務之參

考。 

考察第一部分是有關農村土地綜合整治，經由與成都市國土資源局研討及

實地參訪雙流縣三星鎮土地綜合整治成果，以瞭解大陸實施農村土地綜合整治

之方法與內容。成都市辦理土地整理至今約 8 年，其作法為農業用地整理與建

築用地整理相結合的土地綜合整治，使原本零亂破碎農地整合為可機械化之大

面積耕地，另一方面使原本分散的農村住宅遷移集中，房屋實施重建，以提高

農村生活條件及改善村容村貌。 

考察第二部分是有關農田水利建設，藉由拜會成都市水務局及四川省都江

堰管理局，以瞭解成都市農田灌溉、水資源利用及都江堰灌區之管理情形。成

都市拜都江堰水利工程之賜，灌溉水源充沛，但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

展，工業用水與民生用水的需求以倍數增長，因此也開始加強農業節水、蓄水

及滲漏水改善相關工程，以提高水資源利用率。 

此次考察過程中亦發現，成都市政府積極利用其豐富歷史與文化資產，以

中國建築特色結合歷史文化方式，使原有老舊街井風貌再生，讓文化成為推展

觀光事業之豐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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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處辦理「農地重劃」已逾 40 年，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已逾 20 年，

過去，農地重劃著重在農水路改善及地籍重新分配與整理，以改善農業經營環

境，對於農地重劃區內之農村聚落，則以原地籍保留方式處理，並未併同辦理

改善；而早期政府對於農村社區之建設，多著重於改善農村產業發展條件及提

升農村整體生活品質及機能，執行時，對於道路、排水及一般公共設施等基礎

建設僅限於按現況興修，未就地籍問題同時處理，農村社區土地仍有經界不

明、畸零不整、權屬複雜、利用不易之情形，為解決農村面臨之問題，政府乃

在民國 76 年頒訂「臺灣省農村社區試辦土地重劃要點」，針對農村社區實施整

體規劃、興修公共設施並配合辦理地籍整理，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及地籍問題，

於民國 89 年公布實施「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後，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有了明確法源依據。 

目前臺灣地區農村面臨的問題不再只是生活環境不佳、地籍權屬複雜的問

題，農村產業發展及文化保存方面亦同樣受到關注，如何同時改善農村生活環

境及兼顧農村產業發展與文化保存，並提供適當土地吸引年輕人回鄉發展，是

需面對的重要課題。本處已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商確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結

合農村再生之機制，透過 2 計畫之結合，各自發揮在基礎建設、地籍整理、產

業發展及文化保存等方面之優點，共同解決農村之問題，達到農村活化再生之

目標。 

大陸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市不斷擴張，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移轉，

使農村老舊閒置的情形普遍。因此，近年來大陸積極推展農村土地綜合整治，

促進城鄉統籌發展，藉由土地整治達到補充耕地面積、提高耕地品質、改善農

業生產及農村生活條件的目的，其農村土地綜合整治類似於我國農地重劃與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之綜合。成都市是大陸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

一，也是農田水利建設完善之地區，本次考察行程主要在瞭解大陸地區農村土

地綜合整治、農田灌溉及農田水利設施之辦理內容，透過與成都市國土資源

局、水務局及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座談，交流兩岸在相關領域制度上的異同，

並實地參觀當地整治後之聚落及都江堰水利設施，體驗大陸土地整治及水利建

設之成效，作為本處未來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農地重劃業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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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      

日期 行程      活動內容 

101.09.10（星期一） 桃園機場—成都 啟程 

101.09.11（星期二） 成都地區 拜會成都市國土資源局 

參訪三星鎮南新村建設成果 

拜會成都市水務局 

101.09.12（星期三） 成都地區 拜會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 

參訪都江堰水利工程、琴臺古街 

101.09.13（星期四） 成都地區 參訪彭山縣武陽鄉泥灣村農村聚落 

參訪彭山縣葡萄產業基地 

參訪黃龍溪古鎮 

101.09.14（星期五） 成都—桃園機場 參訪寬窄巷子、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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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察課題資料蒐集 

本次考察內容主要為大陸成都地區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農田灌溉及農田水

利設施之辦理內容，出發前曾蒐集相關資料，概述如下： 

（一）”十二五”規劃綱要 

”十二五”是大陸 2011 至 2015 年國家發展規劃藍圖，”十二五規劃綱

要”有關農村建設之內容主要有其第二篇「強農惠農 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

建設」。 

其中，在第七章「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之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

面，主要為全面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完善建設和維護管理機制，加快大中型

灌區、灌排泵站配套改造，在水土資源豐富地區適時興闢新灌區，做好抗旱

水源工程建設，推進小型農田水利重點縣建設，改善農村小微型水利設施。

加強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大力推進農村集中式供水。 

在第八章「完善農村發展體制機制」之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制度方面，

為統籌城鄉發展規劃，促進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一體化，此即為臺灣所

謂的縮小城鄉差距。嚴格規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調整優化城鄉用地結

構和布局，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築用地市場。改革徵地制度，縮小徵地範

圍，提高徵地補償標準，建立完善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和住宅基

地管理機制。 

（二）成都市農村土地綜合整治 

成都市的土地整理始於 2003 年，大體上先後經歷了 3 個階段，土地整

理內容也相應從單一目標逐步發展爲綜合目標。 

1、傳統意義上的土地整理。 

這一階段，土地整理的主要目標是爲保護耕地資源，履行耕地占補

平衡（耕地改為其它用途需補回相同面積之耕地）法定義務。從 2003

年底開始，成都市先後在蒲江縣復興鄉、邛崍市臥龍鎮、金堂縣栖賢鄉

開展了土地整理試點。土地整理的內容是綜合整治田、水、路、林、村，

整理的重點是農業用地，土地整理區範圍內的零星農村建設用地整理複

墾爲耕地後，新增耕地作爲占補平衡指標。 

通過這一階段的土地整理，耕地質量有所提高，增加了有效耕地面

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業生産條件和生態環境。但這種方式的土地整

理項目投入資金有限，土地整理實施後僅解决了區內涉及的部分農民集

中居住問題，居住區配套設施還不完善，鄉村的農民居住條件與城鎮比

還有較大差距。 

2、土地綜合整理 

隨著土地整理工作的逐漸深入，特別是城鄉建築用地增减掛鈎工作

（鼓勵農村建築用地整理，城鎮建築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築用地減少相

掛鈎）的開展，成都市經過不斷總結，摸索出土地整理與集體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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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增减掛鈎項目）相結合的土地綜合整理，於 2008 年起開始實施。

即結合農村規劃，將農業用地整理與所在區域的建築用地整理，按照"

分別立項，統一管理，綜合實施，分類驗收"的辦法，同步實施。 

2008 年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即依此土地綜合整理之方式實施。土地

綜合整理後，建築用地整理節約的指標作爲掛鈎周轉指標，農業用地整

理新增的耕地作爲占補平衡指標使用。以都江堰市向峨鄉農村災後住房

重建爲例，成都市在按照掛鈎項目籌集近人民幣 6 億元資金用於災區住

宅重建外，還將整個向峨鄉的農業用地土地整理項目規劃同步實施，農

業用地整理及災毀耕地複墾投入資金近人民幣 7,000 萬元。這種涵蓋了

建築用地增减掛鈎和農業用地整理的土地綜合整理，既解决了向峨鄉受

災民眾住宅重建資金，又一併辦理災毀耕地的複墾和其他農用地生産條

件的改善，爲災區農村開展規模化農業産業項目奠定基礎。 

3、土地綜合整理中對零星建設用地的整理。 

成都市結合實施城鄉統籌的實際情况，依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土

地整理項目，通過實施土地整理，將村莊零星分散的集體建築用地複墾

爲耕地後，節約的集體建築用地在本鄉鎮內根據鄉（鎮）、村莊建設規

劃集中使用，報經市政府批准後嚴格按照城鄉建築用地增减掛鈎方式實

施，整理複墾後節約的建築用地只能按照集體建設用地用途使用。 

這種做法達到了土地綜合整理的目的，同時通過建設用地整理集中

使用，一方面確保耕地不减少、建築用地不增加，優化了農村建設用地

布局，全面改善了農民居住環境和綜合配套設施，另一方面也爲集體經

濟發展服務業、鄉鎮工業、農産品加工等提供了合法的建設用地。 

（三）農田水利建設 

成都平原得益於都江堰水利工程豐沛水源供給，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渠

道縱横，密如蛛網，有主要渠道 526 條，支渠 2,200 條，全長 1,170 公里，目

前實際灌溉面積已達到 6,890 平方公里。 

都江堰是戰國時期的秦國蜀郡太守李冰和兒子李二郎，組織巴蜀民眾改

造山河，興修水利所創建，整個都江堰樞紐可分為堰首和灌溉水網兩大系

統，其中堰首包括魚嘴（分水工程）、飛沙堰（溢洪排沙工程）、寶瓶口（引

水工程）三大主體工程，此外還有內外金剛堤、人字堤及其他附屬建築。魚

嘴決定了內外江的分流比例，是整個都江堰工程的關鍵，利用地形、地勢使

江水在魚嘴處按比例分流。春季水量小時，四成流入外江，六成流入內江以

保證春耕用水；春夏洪水季節時，水位抬高漫過魚嘴，六成水流直奔外江，

四成流入內江，使灌區免受水淹。這就是所謂「分四六，平潦旱」。飛沙堰

是內江的溢洪排沙通道，將超過灌區需要的江水自行排到外江，使成都平原

免受洪澇；又能將水中裹挾的大量砂石利用離心力排到外江，避免淤塞內

江、寶瓶口和灌區。寶瓶口是都江堰的引水工程，寶瓶口同飛沙堰配合具有

節制水流大小的功用，是控制內江進水量的關鍵。內江水流經過寶瓶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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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灌溉成都平原的大片農田；在洪水期間，內江水位提升高過飛沙堰，洪

水就進入外江流走，再加上寶瓶口對水流的約束，達到了防洪的作用。都江

堰工程以引水灌溉為主，兼有防洪排沙、水運、城市供水等綜合效用使成都

平原成了「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 

然而，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工業用水與民生用水的需求以

倍數增長，讓有著“千河之省”美譽的四川省在區域性、季節性缺水的結構

性問題日益顯現。因此，四川省水利廳提出「再造一個都江堰灌區」的水利

建設目標，所謂再造一個都江堰不是複製一個都江堰水利工程，而是利用建

設大中型水利工程的方法，新增和恢復蓄引提水能力 86 億 m
3
，新增有效灌

溉面積 1,069 萬畝。除了大型水利工程以外，小型農田水利工程如山坪塘（容

積小於 10 萬 m
3
）、石河堰、雨水積蓄利用工程（容積小於 500m

3
的微水池）、

小型灌溉／排水泵站（裝機小於 1,000 千瓦）、引水堰閘（流量小於 1 m
3
／s）、

灌溉機井、渠道等新建或修復工程也一併進行，以提高農田灌溉保證率，改

善農業生產條件。 

 

 

 

 

 

 

 

 

 

 



 8

四、過程 

本次考察地點為大陸四川省成都市及附近地區，並與成都市國土資源局、

水務局、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座談及參訪三星鎮南新村安置聚居示範點、都江

堰水利工程、彭山縣武陽鄉泥灣村農村聚落及葡萄產業基地，過程中所拜訪的

機關、參訪地點及考察事物分述如下： 

（一）成都市第一印象 

成都市別稱「蓉城」自古被譽為「天府之國」，為大陸四川省省會，是

大陸西南地區物流、商貿、科技、金融、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樞紐，

亦是大陸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一。 

成都市土地面積 1 萬 2,390 平方公里，約為臺灣三分之一，人口約為 1,024

萬人，僅次於重慶、上海及北京三大直轄市，屬大陸第四大城市；本次考察

團隊成員於首日傍晚抵達成都市雙流國際機場後，隨即搭乘接駁專車進入成

都市區，藉由導遊的介紹及沿途景緻之觀察，成都是一個典型的放射型城

市，市區主要道路為環型通道與放射型通道疊加之格局。其中主要環型通道

有內環路、一環路、二環路、三環路、繞城高速，主要放射型通道有由人民

北路、中路、南路組成的南北中軸路，蜀都大道，新華大道，羊市街及其西

延線，紅星路及其南北延線，東城根街及其南延線，北新大道等。因人口急

速增加，成都市政府也在積極改善公共運輸，目前成都市的地鐵已有 2 條路

線通車，其餘地鐵路線及快捷公車(BRT)正興建中，都市開發大抵複製已開

發國家之都市發展模式。 

成都市都市景觀呈現高度現代化，由市郊進入三環路後尤其明顯，主要

道路旁大樓林立，商業氣息濃厚，儼然有進入臺灣臺北市及高雄市之錯覺，

但美中不足的是，因近期推動道路高架化及地鐵施工之影響，讓現在的成都

處於交通黑暗期，市區交通擁塞情形嚴重，再加上開車習慣不同，駕駛禮讓

觀念明顯不足，沿途汽機車喇叭聲特大、特多，惟看似紊亂，其中似又有序，

為行程添加不少刺激。 

在成都考察期間，充分體驗到大陸追求經濟發展的企圖心，成都市的近

郊規劃有「天府新區」成為經濟技術開發區，吸引各國廠商進駐，以及興建

中的全球最大建築「新世紀環球購物中心」，讓成都儼然成為外資公司投資

大陸西部的首選之地，眾多跨國公司在成都投資。此外，考察團隊也至成都

較具代表性的地點如「琴臺路」、「文化公園」、「寬窄巷子」、「春熙路商圈」

等地，體驗成都的在地風情，成都的餐廳常常座無虛席，四處可見打牌喝茶

的人，感受到成都人不但認真拼經濟，也很懂得享受生活。 

（二）農村土地綜合整治 

本次考察針對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議題與成都市國土資源局人員座談，瞭

解該市執行情形，並在該局人員帶領下，參觀位於成都市雙流縣三星鎮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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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安置聚居示範點，該地為 2010 年由三星鎮龍星村、河山村農村建設用

地減少相掛鈎災後重建土地綜合整理示範點，依照當地政府”狠抓四大基礎

工程，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大城市”的發展思路，及農村土

地綜合整治”統籌規劃，整合資源，整村推進，集中連片開展田、水、路、

林、村綜合整治”的要求，結合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成果。示範點規劃總面

積 7.88 公頃，其中產業及林盤面積 4.47 公頃，安置區規劃面積 3.4 公頃，建

築面積 2.51 公頃，公共設施面積 760 平方公尺，停車位 135 個。建築風貌為

仿歐式建築，共有 16 種戶型，依各拆遷戶的人口數分配不同的戶型，該區

安置農戶計 159 戶、538 人。農民可自由決定是否配合拆遷，再至安置區重

新興建住宅，惟住宅興建，雖政府有部分補助，農民仍須負擔，造成貧困農

民只能選擇繼續生活於傳統農村。 

南新村安置聚居示範點之作法為選定作為安置聚居示範點範圍內原有

老舊建築均予拆除，並統一示範點內住宅的建築樣式，因其建築樣式均為仿

歐式建築，建設完成後之社區，其整體環境較為美觀，無老舊建築夾雜的不

協調情形，悠遊其中彷彿來到歐洲小鎮，非常具有觀光的特色，卻也失去了

傳統中國農村應有的風貌。另工程建設以”隨坡就勢：不挖山；順其自然：

不填塘；依樹造景：不毀林”為原則，為與原本自然景色協調一致及注重綠

色生態觀念，區內道路順應地形、地勢，不以寬、直為建設標準，施工過程

中不任意開挖填土，完全依原有地勢興建，也保留了早期的埤塘，維持原有

生物棲息地，並利用庭園造景方式轉變成居民日常休閒之地，在社區綠美化

方面，植栽以複層種植，並利用草坪及灌木作為道路與屋舍之緩衝綠帶；對

於公共垃圾集中區，外圍以造景石牆及木質柵門隔離，以減少對視覺景觀之

衝擊。雨水、污水及其它管線之人孔則全設置於停車格區或公用地，道路因

此可獲得平整化，且可避免人孔與柏油路面銜接處失敗凹陷。 

除了農民生活環境改善建設外，當地政府為了促進當地旅遊文化產業的

發展、深入挖掘雲崖美食文化內涵，引入資金建成了以“雲崖風情客棧”為

品牌的五星級鄉村連鎖酒店，並聯合周邊農民，建立起加盟連鎖形式的鄉村

旅遊產業；另亦傾力打造楊梅、草莓、藍莓、龍星桃、冬棗、雲崖兔、蟲草

雞等 7 種優勢產業之“七彩產業”，組建土地合作社、農村資產合作社等農

村新型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例如扶持及引導農戶規模種植龍星桃和鼓勵成立

龍星桃專業合作社，並在種植區增加登山、休閒、觀光、自行車騎遊等旅遊

設施，以農家樂為主體發展旅遊休閒服務業。 

三星鎮南新村經過土地綜合整治後，將原本零散居住之農民集中，興闢

美輪美奐之歐式建築，建築風格統一且公共設施完善，社區道路順著地勢採

曲折造形，除有效抑制車速外，也創造出視覺上的享受。道路兩旁植栽豐富，

與原本自然景色協調一致並注重綠色生態觀念，營造出具異國風情的鄉村聚

落。然而，在整體環境賞心悅目的同時，仍有一種身處異境的感覺，其土地

綜合整治所塑造之環境是複製歐洲的鄉村聚落，雖然達到了土地集約使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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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活環境的目的，但走在社區裡只覺得似乎並非身處於中國農村，環境

雖然優美但缺少農村氣息，對於長久以來之中國農村歷史、文物、文化等內

涵則付之闕如，缺少了人與土地的在地聯結，在參觀的過程中極少見到當地

居民，與在臺灣農村聚落內左鄰右舍會群聚聊天下棋的情形不同。 
另本次考察亦實地參訪彭山縣武陽鄉泥灣村一處傳統農村聚落及彭山

縣葡萄産業基地，該農村聚落為黨建示範帶之示範點，觀察發現聚落內新舊

建築雜陳，僅有部分道路為混凝土路，大多數道路仍為土路，整體生活環境

不佳，聚落內少數供村民聚會活動的地方為一處傳統建築，村民委員會、老

年協會等均設於此處，依引領人員說明，黨建示範帶建設的一項重點項目為

每個社區至少要有一條混凝土路，並未對整體環境作大力改善，該村生活環

境與雙流縣三星鎮南新村的建設成果實有天壤之別。另一個參訪地點為彭山

縣葡萄産業基地，該基地係採取“大園區小業主”運作模式，大力推廣棚栽

避雨、滴灌、噴灌、反光膜覆蓋等現代化農業設施，以降低人工成本，增加

産量，提高葡萄品質，為鼓勵葡萄種植，對種植葡萄之農戶給予獎金，使每

一農戶可種植近十畝的葡萄園，努力達到萬畝葡萄園，每畝均産值超萬元的

目標，即彭山縣農業局所推行之「彭山縣萬畝萬元豐收工程」。 

（三）農田水利建設 

在成都市農田水利及灌溉方面，經與成都市水務局人員座談瞭解，成都

市平原地區約佔 40%、山、丘各佔約 30%，為了提高農田灌溉保證率，該市

根據水資源分佈、地理地勢條件，統籌推進灌溉體系規劃與建設，目前已建

成大、中、小、微水利工程 2 萬多處，供水能力約 38 億立方公尺；而在平

原地區及丘陵地區的作法如下： 

1、平原地區 

成都市平原地區有效灌溉面積約 307 萬畝（1 畝=0.0667 公頃），大

部分地區屬於都江堰灌區、少部分為玉溪河灌區，該市平原地區農田水

利工程以引水工程為主，得益於都江堰豐富水資源及完善的水利工程，

平原地區灌溉保證率較高。 

為確保水資源合理、有效利用，成都市水務局亦積極開展農業節水

工作，主要採取工程節水、農耕農藝節水、管理節水等措施。大力發展

渠道防滲為主的節水工程，同時，因地制宜地推進噴灌、微灌等節水節

灌措施。並指導農戶實行水稻”淺、薄、適、乾”的科學灌溉技術，大

力推廣水稻”旱育秧”、”拋秧”等節水增產技術，旱作物推行地膜、

秸稈覆蓋、增施有機肥等農耕農藝節水措施；施行灌區科學管水、合理

配水制度，藉由上述 3 項措施，提高水資源利用率。 

2、丘陵地區 

成都市丘陵地區降水不足，水資源分佈不均，缺乏蓄水工程，導致

區域內缺水問題嚴重。為了解決丘陵地區 148 萬畝農田的灌溉用水問

題，該市透過加強蓄水和提水工程建設，以提高灌溉保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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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工程主要包括：水庫、山平塘、石河堰等。在丘陵地區水利工

程建設中，通過實施”微水治旱工程”、”農村用水保障工程”及”山

丘區抗旱能力提昇工程”等建設，依農民意願及徵得同意後，建設小型

水利工程（如小水窖、小水池、小泵站、小塘壩、小水渠），使丘陵地

區農業生產條件得到了較大的改善。該市為進一步改善山區用水條件，

實現水源對生活、生產、生態的綜合效益，2010 年提出規劃建設龍泉山”

百湖”水源工程，在龍泉山區建設人工湖泊，逐漸實現”山山見綠、川

川見水、湖湖見魚”。另提水工程是成都市山丘區主要水利施設之一，

該市提水工程以電力抽水站為主，全市共有大型抽水站 1 處，年供水總

量約 2,500 萬立方公尺，有效灌溉面積 18 萬畝；中小型抽水站 3,781 處，

年提水總量約 1 億 3,000 萬立方公尺，有效灌溉面積 26 萬畝。 

而在農村生活廢污水處理方面，依水務局說明，聚落達 50 戶以上者需

設置污水處理設施，實務上係將生活廢污水收集後先經沼氣化糞池、氧化塘

後，再經人工濕地淨化，淨化後水質經檢測結果，其化學需氧量(COD)、氨

氮等尚符合處理標準。至於污水處理設施所需之維護管理及營運費用，則由

市政府、縣政府及農村聚落居民共同分擔。 

在與都江堰管理局人員座談中瞭解，都江堰肩負成都地區供水重責大

任，水資源調配管理係由四川省水利廳統籌，農業用水部分則有農民用水協

會協助管理；都江堰灌區幅員面積 2.32 萬平方公里，實際灌溉面積 6,890 平

方公里，灌溉用水需求量甚大，部分非屬都江堰灌區之土地均積極要求納入

都江堰灌區，且近年來，大陸成都地區快速發展，民生及工商業用水需求大

增，為確保農業用水供給，減少水源流失，都江堰管理局也進行一連串工程

改善措施，改善損壞或滲漏的渠道，其成效初估節水達 6 億立方公尺。另也

積極推動自動化調度機制，閘門制口運用遠端監控遙控設備，採使用者計量

用水、計量收費方式，以減少水資源浪費。而反觀臺灣的農田水利設施均為

政府出資建設，灌溉用水也由政府無償提供，政府在照顧農民的前提下，農

民可免費使用政府提供的農業設施及用水，此種制度相對也較容易產生農業

用水的浪費。 

（四）成都市交通建設—動車（高鐵）及地鐵觀察與體驗 

大陸地區近年積極推動動車建設，在成都地區即有數條動車路線匯集，

本次至成都市考察亦搭乘由青城山至成都之動車，實際體驗大陸動車的建設

成果。首先觀察到的是購票的管制，依導遊的解說，大陸地區因安全考量及

黃牛猖獗因素，所以規定購票需出示身份證及登錄，外國人士則需出示護照

等證件，另外在安全管制方面，在進入動車車站時即有公安進行安檢，行李

需經過 X 光機檢查。而在動車應發揮的高速運輸功能方面，在溫州動車意外

事件後，動車最高行駛速度已調降為不超過 200km/hr，且實際搭乘發現，因

車站間的距離甚短，亦導致行車速度無法提升，以青城山至成都為例，其距

離約在 100 公里以內，卻設置了約 10 個車站，致單程即需約 50 分鐘，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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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達到高速運輸的成效，在速度及舒適度上臺灣高鐵似乎略勝一籌。 

另成都市因大陸開發大西部的政策，近幾年發展快速，人口快速湧入，

擁有的汽車數量在大陸僅次北京、上海，城內交通常有嚴重擁堵的情形，成

都市政府乃積極規劃及建設地鐵環狀網路，地鐵 1 號線（南北向）於 2010

年 10 月開始營運，地鐵 2 號線（東西向）則在 2012 年 9 月底營運，其他地

鐵路線正如火如荼建設中。本次至成都市考察時，亦搭乘地鐵 1 號線體驗當

地地鐵建設成果，但或許是因為地鐵網絡未成形，搭乘人數並不多。 

（五）老舊街井風貌再生 

成都市利用中國建築特色結合歷史文化方式改造城鄉風貌，不但帶來經

濟上的需求，也創造成都建築視覺美學的另一個空間。黃龍溪古鎮是川西平

原文化的代表，成都市政府在這裏除依原來古鎮格局整修許多古建築，另

外，也增建了許多江南式景色，如河渠、拱橋，流水，垂揚及規劃了大型噴

泉造景、大型城門等較商業化設施，建立了具中國古風的休閒購物中心。另

位於成都市中心的中國特色商業街「寬窄巷子」原是滿清旗人留下來的古

街，經成都市政府長達四年的改造，不但成功的複製當時清朝街井文化，也

吸引大量觀光客。琴臺路是為紀念西漢時期大辭賦家司馬相如與才女卓文君

的愛情故事，沿路建築羣所展現的西漢時期意象空間，及漢唐時期雕塑，入

夜之後，整條街就如黃金般璀璨耀眼，高級餐廳、茶樓、歌舞樓、精品酒店

林立，彷彿將漢唐時期車水馬龍的繁華景色重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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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本次至大陸成都地區進行為期 5 日的考察，期間內拜會了成都市主管土

地綜合整治與水利建設等相關機關，並至整治後示範區與傳統農村實地參

訪，透過雙方訪談交流及實地參訪，瞭解大陸在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及農田水

利建設之執行情形，歸納出以下幾點心得：  

1、大陸的農村土地綜合整治類似我國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綜

合，共通點包括土地整併整理、公共設施闢建、以及讓農民主體落實公

眾參與等。惟因國情及土地所有權制度不同，大陸在土地綜合整治執行

上容易塑造出環境之整體性，且執行效率甚高。以本次參訪之南新村示

範區為例，自計畫擬定至完工之辦理期程約 1 年，施工期僅 4 個月即完

成，其開發型態類似臺灣的住宅社區開發，優點為在開發時能考量周遭

自然環境，配合地勢條件闢設公共設施及建築，且於辦理土地綜合整治

建設時即一併將住宅納入興建，使土地綜合整治區內住宅的建築樣式統

一，達到整體建築景觀美化的成效。然而完成後的社區雖有如歐洲鄉村

般美輪美奐，卻喪失中國傳統農村應有的風貌，整治後缺少在地歷史、

文物、文化之內涵；另對於其它非土地綜合整治範圍之既有傳統農村聚

落的改善，似未特別關注，致產生新、舊社區生活環境天差地遠的結果。 

2、大陸對於新的農村社區的建設，除了硬體方面要達到一定的生活品質要

求外，也考慮到農民遷居到社區後的經濟問題，所以也引進及輔導農民

轉作高經濟作物或從事休閒旅遊行業，增加農民收入。惟經本次實地參

訪南新村及成都市國土資源局所提供之歷年建設成果手冊中不難發

現，農民進駐安置農戶的比率似乎不高，是否為耕作性質之改變，或此

項計畫與農民實際需求之落差，亦或都市化發展造成人口磁吸效應等因

素所造成，尚待觀察。 

3、本處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在社區人口數與戶數達到下水道法規定應

設置專用下水道之規模前，推動以污水自然淨化設施淨化生活污廢水，

作為污水處理之輔助措施；而大陸成都地區對於農村的生活污水處理也

相當重視，亦考量實務上維護管理經費籌措的問題，而採用人工濕地淨

化方式而非機械式污水處理廠，另外對於人工濕地的維護管理經費，政

府也有部分補助，可減少因無經費維護管理而致人工濕地荒廢，無法達

到淨化污水功能之情形。 

4、成都地區因都江堰水利工程使灌溉水源相當豐沛，但仍感供水壓力沉

重，部分係因工商業蓬勃發展及人口增加所增加之需求，另一部份亦因

渠道漏水造成水資源浪費，所以目前積極開源外，亦採用工程方法改善

渠道漏水問題，另對於丘陵地區原水資源供應困難的地方，也積極透過

開闢埤塘或小水壩等方式改善丘陵地區灌溉水源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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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陸土地整治工作，除以公部門編列預算投入外，亦研擬各項引進民間

資金推動建設之方案，如土地整治政策性融資、成立土地整治基金或引

進民間資金參與土地整治投資等。而在農田水利設施方面，除了由公部

門推動建設以外，也鼓勵民間資本投資興建農田水利設施，修建小型微

水池、塘堰、提灌站等設施，並由政府確認後頒發「農田水利工程産權

證」，領證後可以依據相關規定營運及收費，藉由民間的資金及力量加

速農村及農田水利建設。 

6、成都市及其鄰近地區文化資產相當豐富，包含本文所提到的都江堰、黃

龍溪古鎮、寬窄巷子及琴臺路等，另外還有舉世聞名的樂山大佛、青城

山等多處與都江堰同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名之世界遺產，本次參訪行

程中，著實感受到大陸當局的用心及所投注之心力，所到之處，盡是人

山人海，體現無煙囪產業所帶來之龐大經濟力量；文化資產需要政府以

長遠的遠光並且有計畫性保存及復育，才得以永續，如抱存著炒短線之

心態，勢必不能長久；近年來國內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政府及

業者應同樣秉持永續經營的理念，深耕臺灣在地文化及地方特色，共同

創造臺灣觀光產業之榮景。 

（二）建議 

兩岸因國情及土地所有權制度不同，大陸的作法無法完全複製至臺灣，

但仍有部分可供作本處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農地重劃相關業務之參

考，茲臚列如下： 

1、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業務方面 

臺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是以既有農村社區為核心，並得因區域整體

發展或增加公共設施之需要，適度擴大其範圍，透過整體規劃方法，依

據社區實際發展需要，配置道路、排水、污水處理、廣場、公園、綠地、

停車場及土地所有權人認為為達現代化生活機能必要之其他公共設

施、留設活動中心、集貨場用地，並將電信電力地下化及配合辦理地籍

重新整理，以改善農村社區生活環境、促進土地合理利用。 

由實地參訪三星鎮南新村建設成果，其建築樣式統一採用歐式建

築，雖喪失中國原有傳統農村應有的風貌，但其”隨坡就勢：不挖山；

順其自然：不填塘；依樹造景：不毀林”之原則、統一建築樣式之作法

及引進特色產業並發展休閒旅遊產業的作法，仍可作為本處推動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業務之參考。 

(1)整體環境景觀形塑 

本處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既有農村社區內之建物在重劃過程儘

量予以保留，目前已完成重劃之社區，對於新興建之建築大多並無建築

樣式之規範，致形成部分農村社區重劃後，既有聚落之原有建築與新建

建築景觀不協調的情形，而有既有聚落與周遭非屬同一社區之錯覺，另

新建建築樣式各異，不易形塑社區特色，使得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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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三星鎮南新村統一建築樣式所呈現之風貌差異甚大。因此，在辦

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先期規劃階段即可先行蒐集地方歷史文化特色，藉

由協進會、說明會和居民溝通，共同形塑未來社區發展模式及願景，另

於開發計畫書內可適度規範重劃後新建建築之樣式（如需採斜屋頂設

計）及建築退縮規定，並透過相關計畫（如營建署「老舊建築物拉皮整

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再生計畫」個別宅院整建）

辦理既有建築修整，以提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整體環境景觀及生活環

境品質。 

(2)農村規劃配置 

在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時，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規劃常有地要

平、路要寬大且筆直的想法，故普遍存在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採棋盤式

道路規劃情形，重劃後的社區近似都市計畫區，農村風貌及既有紋理流

失。 

南新村隨坡就勢、順其自然、依樹造景，各建築基地預留一定空地

植栽綠美化的原則及作法，實可供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規劃參考，本處後

續推動相關業務時，應建議及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與規劃顧問公司和

土地所有權人溝通說明，俾重劃成果能完整保存農村應有之風貌及紋

理。 

(3)農村社區建設結合產業發展 

本處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主要目標是為改善生活環境及重新整

理地籍、促進土地合理利用，解決農村長期以來生活環境不佳、缺乏公

共設施、地籍權屬複雜的問題，因農村產業發展、文化保存分屬不同部

會權責，致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推動時對於農村產業發展及文化保存較缺

乏著力點。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在 101 年 5 月建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與農村

再生結合，本處已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協商確認結合機制與

作法，透過跨部會緊密合作，充分結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在基礎建設、

地籍整理及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農村再生計畫在整體環境改善、農村產

業發展、文化保存與活用等跨域合作之優點，共同解決農村社區面臨的

問題，目前結合機制尚處起步磨合階段，後續應視實際運作情形加以探

討改進，以達成改善農村生活環境，邁向農村活化再生之目標。 

2、農地重劃業務方面 

大陸成都平原地區因都江堰水利工程之故，水源供給無虞，但丘陵

地區因地形地勢等限制，仍有農業灌溉用水不足之問題，而成都市對於

丘陵地區之灌溉透過小型水利工程提升其灌溉保證率。 

臺灣大多數平原地區亦存在著農業灌溉用水不足的問題，其主要原

因為水源供應不足，致甚多農民均私設水井抽取地下水灌溉，導致地層

下陷之問題，建議可參考成都市在丘陵地區之作法，於農地重劃時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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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施作埤塘，留蓄豐水期之餘水，作為灌溉水源不足時之補充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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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相片集 

圖 1：本處人員與成都市國土資源局、三

星鎮人民政府等單位人員合影 
圖 2：成都市國土資源局人員陪同說明南

新村土地綜合整治成果 

圖 3：本處人員與成都市水務局人員舉行

研討交流 
圖 4：本處人員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人

員舉行研討交流 

圖 5：本處人員與都江堰管理局人員合影 圖 6：南新村房屋建築風格採歐式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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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南新村利用草坪及植栽作為道路與

屋舍之緩衝綠帶 
圖 8：南新村公共垃圾集中區外圍以造景

石牆及木質柵門隔離，減輕對環境

之負面效應 

圖 9：南新村停車場以植草磚鋪設，增加

建築基地保水性，符合綠色生態概

念 

圖 10：示範村內設置方向指標，增加觀光

產業效益 

圖 11：南新村保留原有埤塘不填平，維持

原有生物棲息地 
圖 12：南新村埤塘增設庭園造景，成為居

民日常休閒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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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南新村重視社區綠美化工作，增加

居住舒適感 
圖 14：南新村管線人孔設置於植栽帶內，

道路因此可獲得平整化，避免人孔

與柏油路面銜接處失敗凹陷 

圖 15：南新村內設有旅館兼餐廳「鄉村酒

店」，旅客在此可品嘗當地的特色

菜及特色酒，也可選擇住宿，增加

居民農畜業產值 

圖 16：南新村「鄉村酒店」內設置三星鎮

產業模型，讓遊客了解社區的文化

及產業 

圖 17：武陽鄉泥灣村農村聚落村民委員

會、老年協會設置處 

圖 18：武陽鄉泥灣村農村聚落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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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武陽鄉泥灣村農村聚落景觀 圖 20：武陽鄉泥灣村農村聚落土路 

圖 21：彭山縣萬畝萬元豐收工程葡萄產業

基地看板 

圖 22：彭山縣萬畝萬元豐收工程葡萄產業

基地葡萄種植情形 

圖 23：都江堰水利工程第一部分「魚嘴」，

位於岷江江心，把岷江分成內外二

江，藉以達分水功能 

圖 24：都江堰水利工程第二部分「飛沙堰」

側向溢流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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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都江堰取水工程第三部分「寶瓶口」 圖 26：本處人員與都江堰管理局陪同解說

合影 

圖 27：本處人員於成都車站前合影 圖 28：大陸動車車站 

圖 29：成都市琴臺路入口處「鳳求凰」雕

像，塑造西漢司馬相如與才女卓文

君的愛情故事意象 

圖 30：成都市琴臺路的四川傳統戲曲劇

院，結合當地文化，增加旅遊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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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黃龍溪古鎮保留之部分古街巷，尚

可維持原歷史的風貌 

圖 32：黃龍溪古鎮為觀光業新建的仿古建

築，充滿濃濃商業氣息 

圖 33：「寬窄巷子」以石牆鐫刻方式闡述

其歷史背景 

圖 34：「寬窄巷子」街道兩旁皆是明清式

建築，與原設定歷史空間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