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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地理人文環境與日本相仿，天然災害所造成的影響也與彼此相近，為

了解日本於自然干擾事件時(如洪旱災、地震所導致之環境變遷)，如何面臨調

節、適應或抵制改變的抉擇，尤其是在自然系統、人文系統與土地系統的變化

與反饋時所擬定的土地調適政策，本研究以日本栗駒山地質公園案例為探討，

透過國外相關型態園區資料的收集，以文獻回顧方式，將行政、成本、執行技

術、維運及效益等多元面向進行整體分析，研究發展與建立我國土地永續發展

相關知識與工具，使政府、民眾及相關利害關係人於政策擬定或重大永續議題

討論中，能獲得更為廣泛與系統性的整合知識。 

    研究成果將與現行措施結合進行可行性評估，期能建立國內九份二山地震

園區永續發展策略，利用現有資源，完善軟硬體設施、串連周邊地區、擴大防

災及觀光資源效益等，並評估以公私協力式來進行未來的營運管理，除導入水

土保持、防災觀測、環境教育與周邊社區相關區域之在地特色整合再定位，透

過跨域合作、人才培育、故事行銷等執行策略，藉以達成國際交流、防災教育

推廣、環境保護提升、增加農村產業行銷、促進地方創生與加強企業合作等永

續發展的目標。 

 

 

 

 

 

 

 

 

 

 

 

 

 

 

 

 

 

 

 

 

 



3 
 

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it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articular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aiwan is facing different disasters in past years. Taiwan and Japan are 

two countries facing major risks from natural disasters. It had learned and establishe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system based on Japan’s model over the years, it 

will be of great advantage if we are able to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oward 

Japan’s system. 

To help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mprove the entire disaster management 

system and shape future efforts. This study through a literature review to collect 

international cross-boundary cooperation for city-regions, joint planning for large-

scale compound disaster adaptive mechanism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of national land planning, land use, disaster planning,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adaptive mechanism of the analysis. 

Therefor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disaster re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Japan’s Geo-park, we should discuss the strategy of 921 Earthquake National 

Memorial Site in Jioufenershan. This research hopes to establish the important efforts, 

strategy, 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rules to help strengthen our disaster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t is also expected to link national land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o provide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s a response 

to compound disaster adaptive mechanism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ealing with a contin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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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了解日本於自然干擾事件時(如洪旱災、地震所導致之環境變遷)，如何面臨調

節、適應或抵制改變的抉擇，尤其是在自然系統、人文系統與土地系統的變化與反饋

時所擬定的土地調適政策，並以日本栗駒山地質公園案例為探討，透過國外相關型態

園區資料的收集並利用園區現有資源，回饋我國現行措施的可行性。 

    本研究將以行政、成本、執行技術、維運及效益等多元面向進行整體分析，研究

發展與建立我國土地永續發展相關知識與工具，以確保政府、民眾及相關利害關係人

/團體於政策擬定或重大永續議題討論過程中，能獲得更為廣泛與系統性的整合性知

識，並據以制定九份二山明確、合理、可行之整體發展架構，以及短、中、長期之整

體營運推動策略。 

    透過相關資料的分析並利用園區現有資源，完善九份二山軟硬體設施、串連周邊

地區、擴大防災及觀光資源效益等，並評估以公私協力式來進行未來的營運管理，該

區除導入水土保持、防災觀測、環境教育與周邊社區相關區域之在地特色整合再定位，

透過跨域合作、地方創生、人才培育、故事行銷等執行策略，藉以達成國際交流永續

合作、環境教育設施場域建置社區產業產值等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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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文獻回顧 

    由於氣候變遷造成災害發生的強度和頻率增加，恐造成許多國家災後恢復能

力困難，因此 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除分層級討論風

險管理機制外，特別著重於面對衝擊的解決對策，尤其在社會福利、生活質量、

基礎設施和民生問題上。以下分別就氣候變遷、土地使用與土地管制、災害防救、

風險管理三大主軸 進行相關法令之回顧。 

1. 氣候變遷之相關法令 

    我國參酌國際相關公約與策略推動進展的因應情形如下：  

A. 仙台減災綱領（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聯合國於 104 年 3 月通過仙台減災綱領，指出氣候變遷將成更多的災

損，嚴重阻礙永續發展推動進程，為此在制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107-

112 年）五大方針時，增列「強化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暨都會區複合式災

害情境模擬及對策」之方針，並研提因應策略。 

B. 2030 永  續  發  展  議  程  （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在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第 13 項訂為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強調需積極採取 措施應對氣

候變遷所帶來的影響，在參考 SDGs 下所研提的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特

別以核心目標 13 為「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

項目。 

C. 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 在 104 年 12 月通過巴黎協定，該

協定第 7 條明訂定全球調適目標為「因應氣候變遷強化調適能力、降

低脆弱度並增加韌性」，扣接永續發展目標，並依該協定研提適宜措施。

為履行國際責任， 並朝環境、經濟與社會的永續發展邁進，我國於同

年公布施行溫管法，明訂減碳目標及調適策略。 

2. 土地使用與土地管制計畫相關法令 

    土地使用管理為重要的防災策略之一，對災害敏感地區的嚴格發展管制雖

然可避免人類遭受到災害的衝擊，但過度的計畫管制將造成土地資源利用浪費

的疑慮，此種衝突在天然災害頻繁而土地資源又相當有限的台灣，更是重要發

展課題。本節針對國土計畫法與水土保持法中土地使用與土地管制部分進行回

顧如下： 

A. 國土計畫法：本法律是為國家永續發展所制定，並以復育國土破壞地區

及環境敏感區為目標，進行氣候變遷的調適，以達自然環境、人文資產

及資源產業的合理配置；本法自民國 93 年行政院首度函送「國土計畫

法草案」至立法院審議以來，歷經二十餘年終於在 104 年 12 月 18 日完

成立法三讀通過，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公告施行。該法第 1 條即敘

明係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並於第 6 條第 2 款明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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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規劃應考量自然條件及水資源供應能力，並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

防災與應變能力。」足見國土計畫對氣候變遷與防災之重視；在第四章

明定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國土功能分區如圖 1，而國土

保育地區分類及劃設原則是依據天然資源、自然生態或景觀、災害及其

防治設施分布情形加以劃設，並按環境敏感程度，予以分類；國土永續

以環境保育為首要目標，降低自然災害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並

配合「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的劃定，採取必要措施避免災害擴大，其與

「特定水土保持區」需擬定及實施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及立法精神一致。 

 

                  圖 1 國土計畫功能分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 

 

B. 水土保持法：如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19 條規定，「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

區之各類地區，區內禁止任何開發行為…」，對特定水土保持區之規定，

主要著眼在於「須特別保護」之各類地區，期透過高強度的土地使用管

制的手段，管制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之開發，以減少土砂流失，達到水土

資源保育的目的，林羿均（2020 年）提出此規定雖符合一般行政法中適

當性原則，但論及財產權之受損程度時，未必能通過必要性原則及狹義

比例原則之檢驗，且於劃定時常面臨相當大的之阻力。 

 

3. 日本災害防救之相關法令  

    首先針對與台灣地理環境與近年災害情形極為相似之日本，進行其相關土

砂災害之法令之回顧，除了解國際情勢外，亦可借鏡他國之經驗為台灣土砂災

害之參考。 

    日本為保護國民生命與身體不受土砂災害危害，早在 1897 年即制定「砂防

法」，其立法背景為 1894 年之洪水災害，主要針治水所設置的防砂設施進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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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後因豪雨事件陸續發生的地滑與崩塌災害，促使日本政府分別在 1958 

年制定「地滑等防止法（地すべり等防止法）」及 1969 年制定「陡坡地崩塌災

害防治法(急傾斜地法)」；然由於 1999 年廣島災害造成 32 人死亡或失蹤的事

件，在 2000 年催生日本「土砂災害防止法」，有別於前三項法令，其主要目的

是透過所實施的非工程措施，以保護人民在土砂災害發生時的生命安全。該法

除了明列土砂災害潛勢區、更建立該地區之警戒避難機制，且針對重大土砂災

害潛勢區則限制其一定之開發行為，並訂定其範圍內之建築物結構應具備之相

關規範措施，除指出政府部門應在土砂災害有急迫危險時提供民眾可資避難之

情報等，更藉此推動防止土砂災害對策，達成確保公共福祉之目的，其災害防

救概念如圖 2 所示。 

 

圖 2 日本土砂災害防救法概念 

     

    日本災害應變計畫研擬與執行分為中央、都道府縣、市町村等三個層級，

於平時召開防災會議，而於災害發生時成立災害對策本部，相當於我國的災害

應變中心。  

中央層級  

    由內閣總理大臣、中央防災會議及其所指定的行政機關及公共機關等組

成，綜合研擬與執行「防災基本計畫」與「防災業務計畫」。「防災基本計畫」

主要由中央防災會議擬訂；「防災業務計畫」則由指定的行政機關所研擬，主要

規定防災相關採行措施及地區防災計畫的基準項目。 

都道府縣層級  

   由都道府縣知事、都道府縣防災會議及的行政機關及公共機關等組成，綜合

研擬與執行「都道府縣地區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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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町村層級  

   由市町村長、市町村防災會議、市民等組成，綜合研擬與執行「市町村地區

防災計畫」。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主要擬定單位改為由市町村内一定地區

的居民及業者（地區居住者等）共同研擬。「地區防災計畫」分為都道府縣與市

町村兩個層級，計畫內容以政府災害應變措施實施計畫為核心，具體規範政府

相關防災業務部門於災前預防、整備、應變、搶救及災後重建等各階段所應採

行的各項防災措施，詳表 1 其關係表。 

表 1 日本防災都市營造計畫與地區防災計畫、都市綱要計畫關係表 

地區防災計畫 

(依災害基本法擬定) 

為了守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免於受災，而制定的防災相

關業務和措施的計畫。＜以短期政策為主＞  

防災都市營造計畫 防災都市營造計畫為了因應防災迫切課題，以建設可

支援災害避難和應變活動的防災空間為目的，所制定

的防災都市發展基本方針及具體政策。 

都市綱要計畫  

(依都市計畫法擬定) 

為擘劃都市及各地區市區的未來展望，規範都市地區

之土地利用、設施配置、地區計畫等事項。＜以長期

都市發展為主＞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防災都市營造計畫擬定方針」） 

 

4. 國內災害防救與災害應變相關法令 

    台灣在災害防救科技與制度上越趨成熟發展，主要是因災害發生時所產生

的政策變革，（林貝珊等 2016）過去災害發生時，大多依靠政府及軍警單位進

行救災及災後復原工作，在 1964 年白河地震發生後，於 1965 年建置「台灣省

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理辦法」，為當時我國防災工作上最重要的法令依據，以

臨時編組的方式執行各項救災工作，然此多為災害事件發生後為求災後復原所

設立之非常設性單位。 

    現今「災害防救法」的背景是因 921 地震後，原有的災害防救體系及緊急

應變能力於 921 地震後遭受重大考驗，為此我國的防救災政策重新進行檢視，

因無專責的法令，因此加速審議其立法流程。政府於隔年 6 月 30 日制定提供

災害防救的專責法律，用以健全災害防救體制，確保人民生命財產與國土的安

全；我國災害防救法經過長期的協商研擬，同時也參考多國的防災經驗，並考

量到我國的社經人文和法制背景。然吳杰穎等(2006)提出，現行法令以災害管理

的四項層面觀之，主要仍著重於災害「整備」及「應變」階段，換言之現階段

的規劃仍缺乏 「減災」和「復原」的觀點，仍未完全展現在法條當中，且以預

防短期災害為主， 對於長期防減災工作較不重視。 

 

5. 災害風險與韌性評估 

    近三、四十年來，災害的風險研究的產生，除從災害所帶來損失與機率的

觀點來探討外，更結合工程專業，提出降低風險的災害防治策略。周士雄(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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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震可能引發災害為例，透過實證地區之土壤液化災害為個案研究，建構風

險評估、土地使用以及反映民眾風險認知等的多準則決策方法，符合風險效益

及土地使用的管理。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UNISDR 或 ISDR）於 2004 年參考全球各地的災害

研究，定義危害度為可能造成傷亡、損失等社會面、經濟面或環境面之破壞，

而脆弱度則為面對危害發生時易損程度增加之情況，由於 ISDR 所定義之災害

風險涵蓋層面及範圍較廣，並包含傳統風險分析應用於災害評估時之要件，故

目前國際間多建議採用此定義。 

    聯合國組織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於 IPCC SREX(2012). 報告與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簡稱為 IPCC 

AR5) 中的定義，將氣候變遷風險度列為危害度、脆弱度及暴露度三者之乘積:  

         
         Risk = Hazard ×  Vulnerability ×Exposure      
     

     「聯合國氣象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兵庫宣言」乃至於「仙台減災綱領」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eduction)，強調風險與脆弱性降低是減災的核心。 

    「2015-2030 仙台減災綱領」進一步提出災害風險管理必須奠基於災害風險

各種面向的掌握，包括脆弱度、容受力、人與財產的暴露、災害特性與環境；

以及結構與非結構工程投入必須因地制宜，降低地區暴露與脆弱度並提高韌性

能力(UNISDR, 2018)；韌性(resilience)一詞最早起源於生態學中（Holling, 1973），

概念為一個生態系統在環境變化或破壞後，能夠維持系統的結構和能力。聯合

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SDR，2002）將韌性定義為：「系統、社區或社會對

抗或調整，以獲得一個可接受狀態之能力。其決定在社會系統，可自我組織、

提升學習、調適及災害恢復能力。」 

    自然災害事件在本質上具有機率性的風險特質，其發生可能帶來損失，但

相對地也存在開發利益的機會；整合風險管理理念，可有效地考量這種潛在災

害損失與開發利益之間的替換效果，提出因應災害風險的積極性土地使用策

略。 

 

二、 課題及重要性 

    九份二山保存有特殊之天然災害景觀，加上水保局相關的治理做為，使該區在自

然、地質、防災等面向皆有豐富的可看性，因本區常有國外專家學者至此參觀訪查，

本研究有利於與國際連結，與產官學界交流，擴展國際交流平台，提升國際能見度，

增加台灣在世界天然災害防範及研究的地位。 

本研究區具有發展成為「水土保持暨防災教育園區」之潛質，以「地區活化」、

「水土保持」、「防災教育」等功能為本園區三大發展主軸，如圖 3 所示。環境保育國

際化暨淨零排放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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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園區發展目標願景圖 
 

       本研究希望參考日本的實施經驗，並規劃達成以下整體目標： 

1. 妥善保護、規劃地區獨特地質環境 

2. 提升社區特色、發展產業主題觀光 

3. 建立防災教育與水土保持技術研究交流機制 

4. 持續環境治理及災害監測，作為相關生態、地質環境等基礎資料蒐集實

證場域 

5. 建構淨零排放示範場域，並規劃「減量」、「增匯」、「循環」、「綠趨勢」4

大主軸場域，強化相關政策之推動。 

 

三、 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以「日本栗駒山地質公園推進協會」為研究主體，以執政者的角

度進行永續發展策略的擬定，除考量環境保育的重要理念外，基於永續發展

理念，亦應考量實地現況之可行性，本研究除進行相關資料收集與訪談作業，

並期透過實際參與體驗活動的方式，從法規制度面切入、並與工程技術面結

合，最後應用於管理面，從而回饋現行措施的可行面，用以建構出符合臺灣

的永續經營模式，研究步驟及流程如下(如圖 4)： 

1. 蒐集並彙整日本栗駒山地質公園發展政策、演變過程及相關災後重建案例：

政策的推動需要有法令規章為基礎，藉由了解熟悉日本相關的法規與流程、

政府的運作機制（如人事、預算、技術、行政支援等各作用者分析）將可

做為未來政策推動的參考依據。 

2. 彙整並解構日本在防災教育與自然環境體驗的設計概念，了解其災害治理後的

永續發展策略。 

3. 探究其推廣觀光遊程的相關活動，包含輔導政策、行銷策略與服務品質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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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其如何整合周遭資源，與社區產業結合，推動社區發展的機制。 

4. 建立可持續調整之永續發展評估模式，結合政策面、技術面及經營面提出九份

二山永續發展策略，讓政策建議之可行性更加周全。 

圖 4 研究流程圖 

 

 

 

 

 

九份二山地震園區永續發展機制 

探討分析 

1. 防災教育推廣與環境保護提升 

2. 農村產業行銷與觀光旅遊 

3. 地方創生與企業 ESG 

4. 環境社會經濟發展聯結對應自然

永續發展目標(SDGs) 

文獻回顧 

策略擬定 

日本栗駒山地質公園案例分析 

法規面 技術面 管理面 

結論與建議 

現行措施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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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果及討論 

1. 日本栗駒山地質公園的實施案例 

    日本與台灣同樣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颱風、豪雨等天然災害發生

頻繁，由於災害類型與人文背景相似，我國防災警戒與災害管理的做法也大多參

考日本相關政策制度。日本近年來積極推動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支持

之世界地質公園，希望透過地質公園理念推廣，強調當地自然人文環境之特色，

與當地社區團體之參與，促進觀光旅遊以及其他產業發展，其國內所申請獲准的

地質公園已達 46 處，而本次短期研究欲前往交流之栗駒山地質公園(5)亦為其中

之一。 

    栗駒山麓地質公園(Mt.Kurikoma Area geopark)成立的原因為 2008 年（平成 20

年）岩手、宮城內陸地震，造成奧羽山脈超過 3,500 處不同規模斜面破壞，因為

地質特別，極富教育意義，亦具觀光價值，從 2012 年（平成 24 年）開始培訓栗

駒山麓地質導覽人員初級養成講座，次年更由初級人員中挑選活躍的對象開辦中

級講座，接著開辦 skill top 講座。同年，由市內外 36 個團體成立栗駒山麓地質公

園推廣協會，公私合力一起推動地質公園，其組織除涵蓋公部門外，尚有工商團

體、觀光協會、環境保護協會、物產合作社、文化財產保護協會、教育團體及交

通協會等，由各種不同的成員所組織而成，推廣協會的會長是由栗原市市長所擔

任，因此也與台灣一樣，會因選舉而進行人員之改任。 

  

 
圖 5 栗駒山麓地質公園 

(資料來源：https://www.kuriharacity.jp/geo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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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駒山麓地質公園遊客展覽中心(如圖 6)由廢棄之國小校舍改建而成，改建

費用耗資約五億日幣，栗駒山麓地質公園推廣協會辦公室亦設立於此，在經營管

理方面，遊客展覽中心每年度的場館維運與人事成本約日幣三千萬，而整個園區

為免費參觀，是栗原市為達地震災後重建、地方農村創生、投入環境教育等目標

所投入之投資，也展現當地政府與相關單位的支持。 

 

空拍照及模型認識栗駒山麓 

互動式教具體驗 

VR 視覺化體驗                        大型劇院 

圖 6 栗駒山麓地質公園遊客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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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駒山麓地質公園推廣協會作為實質性決策機構外，另外促進委員會還有

四個專門小組委員會，負責討論具體的地質公園推廣項目。 

A. 防災教育委員會 

a. 針對國小到大學的學生，加深學生對該地區自然環境的了

解，並進行地質公園學習，以向後代傳達栗原自然災害的記

憶和經歷。 

b. 策劃與教育委員會等的相關團體的合作，提高地質公園學習

價值。 

c. 通過地質公園培訓以及辦理利用地質公園的學習活動。 

d. 透過保留其歷史與文化，向後代傳達地震的記憶和經歷。 

e. 促進栗駒山麓地質公園的學術研究的推廣。 

f. 舉行地質公園學習交流會，在促進參加者之間的交流的同

時，發表其執行成果。 

B. 旅遊觀光部 

a. 從地緣的角度建立一種新的旅遊方式，並考慮通過旅遊建立

區域振興和產業形成的體系。 

b. 通過與觀光有關團體的合作策劃當地觀光產業之營運。 

c. 促進當地特色產品的促銷，開發關於地質公園的商品以及食

品。 

C. 導覽小組 

a. 規劃更多的自願性指導活動，將啟動導覽小組，並為其運作

進行研究。 

b. 舉辦講座，旨在維護和改進導覽小組技術，開發人力資源，

並培訓可提供更高質量服務的課程。 

c. 保持和提高導覽小組的質量，將重新審查導覽小組的認證和

註冊系統，包括認證系統。 

d. 定期舉行會議，以便進行適當的訊息交流，分享和交流導覽

活動。 

e. 參加並學習各種培訓課程，以提高導覽小組的知識和技能。 

D. 保護和養護委員會 

a. 研究地質保護和維護的基本政策。 

b. 組織並重新評估當前指定的地理位置。 

c. 策劃與其他部門會議，其他團體合作、環境保護、維修業

務。 

d. 調查新的地質區。 

2. 日本農業政策 

A. 農業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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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基本法》（昭和 36 年 6 月 12 日第 127 號法）是日本於 1961 年頒布，

為表明農業政策目標而頒布的法律。隨著經濟成長以及時代變遷與國際化潮流中，

許多急迫的問題需要進行解決，因此在 1999 年，新的「食料・農業・農村基本

法」 （糧食、農業及農村基本法）實施，針對確保糧食安定供給、充分發揮多

元化功能、農業永續發展及促進農村發展等 4 大部分制定基本架構與實施目標。

隨著基本法頒布將近 1/4 世紀，日本重新審視了基本理念，2024 年 6 月 5 日施行

了「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改正法，此次修訂的法律旨在「從根本上加強糧

食安全」、「轉換為與環境共融的永續產業」、「在人口減少的情況下提高農業生產」

並以實現「農村的永續發展」為目標，並制定了相關的基本措施，三大基本法的

目標與基本原則如圖 7 所示。 

    本法之修訂在網站上設有專區，並有政策委員會、審查小組與多次的地方說

明意見交換會，為新法的完善與凝聚全國共識做出許多努力，除有消費者、事業

者、生產者等各利害關係人與農林水產省職員的座談討論會議，更針對兒童與青

少年以此議題的相關說明意見討論會資料，如圖 8 所示。 

 
圖 7 大基本法的目標與基本原則 

 

  

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準備較易理解的

說明資料 

兒童與青少年座談會的意見與回饋資料 

圖 8 兒童與青少年座談會資料 

（https://www.cfa.go.jp/policies/iken-plus/hiroba/shokunok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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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水產大臣坂本哲志除了文字並特別錄製相關影片進行說明，提到本次修

訂法所指明的措施方向，政府已在本屆國會期間頒布了新的法律，包括《糧食供

應困難狀況對策法》、《農業振興法》等修正法、《智慧農業法》等。我們已開始

實施農業政策，但本財政年度將繼續根據新基本法制定糧食、農業和農村地區的

基本計劃，穩步推進具體措施，力求加強深入實施農業結構調整措施。 

    特別是，從確保糧食系統和農業生產可持續性的角度來看，與形成合理糧食

價格以及農業基礎設施維護和管理有關的法律制度是緊迫問題，未來面臨的將是

我們從未經歷過的挑戰，因此將與基本計劃並行並持續修正。目前，在整個社會

快速變化、充滿「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的時代，用現有的方法和經

驗來應對變得越來越困難。未來，日本糧食、農業和農村將面臨氣候變遷導致的

自然災害頻發、適宜種植面積變化、國內人口減少導致內需減少、農業生產量大

幅下降等挑戰將是更嚴峻的課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有責任為所有可能的情況

做好準備，創造一個繼續為人民提供穩定糧食供應的環境。為此，我們必須克服

提高農業生產力和永續性以及維護農村社區的社會難題，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將

共同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B. 日本農業相關輔導及補助措施 

為了更詳細了解在主要農業政策下的相關輔導及補助措施，並比較台灣與

日本相關的方法，特別針對弘前市農業振興相關政策為例，進行研究。以青森

縣弘前市為例進行相關分析。青森縣是著名的蘋果產地，產量占日本全國的 58

％，而且出口的 9 成以上外銷到台灣。蘋果種植以弘前市為中心，表 2 為弘前

市農業振興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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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4 年弘前市農業振興支援事業一覽表 

項目 分類 補助措施 

加強農產品等生產體

系及拓展市場措施 

蘋果相關 

蘋果園補植工程 

果樹管理扶持措施項目等[全國] 

蘋果害蟲防治機引進項目 

蘋果園防風網更換工程 

蘋果樹雪害對策、農地道路等除雪業務 

蘋果以外的 

農產品 

稻田利用直付補貼[全國] 

新米市場開發促進項目等 [全國] 

大田作物產區形成促進工程[全國] 

旱地改造促進計畫[全國] 

小麥、大豆生產技術改造計畫[全國] 

米粉需求創造促進項目 

水稻、大豆省力化生產推廣項目 

農作物田利用累積支援項目 

蔬菜花卉產區開發項目 

農業省工增效計畫（水田智慧農業推廣型） 

特種果樹產區開發及品牌創建項目 

跨專案關係 

農業省工增效工程（普通型） 

支持農地利用效率等補貼[全國] 

有機轉化促進計畫[全國] 

環保農業直付補貼 

安全網措施 

促進參與收入保險制度的項目 

果樹互助參與促進項目 

收入減少影響緩解補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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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2024 年弘前市農業振興支援事業一覽表(續) 

項目 分類 補助措施 

加強農產品等生產體

系及拓展市場措施 
有害鳥獸對策 

懸賞捕捉有害鳥類和野獸 

與當地農民合作，為有害鳥類和野獸的消滅活動提供

資金支持 

作為防止鳥類和動物受到損害的項目成本補貼的一部

分，支持培訓和確保獵人的安全 

緩衝設施開發項目納入森林環境促進計畫費用補貼 

人才培育與保障措施 

新農民措施 

弘前創業學校 

農場就業準備基金[國家] 

農業輔導者培訓推廣項目 

為那些希望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提供住房的項目 

新農民培訓項目 

就業和農業基金[全國] 

就業農業促進支持項目 

農業就業延續支援項目  

加強農業管理能力的

措施 

社區農業振興工程推進計畫 

管理層繼任及發展支援業務 

永續農業管理建立項目 

農村創新促進工程[全國] 

確保輔助勞動力穩定

的措施 

關於一日農業打工 APP Daywork 的運營 

農業勞動力就業環境改善工程 

農業福利科普合作促進項目 

農業福利科普合作促進項目 

耕地保護利用、基礎

建設措施 

無後繼者之農園促進活化項目 

機構累積合作基金 

閒置耕地更新項目 

廢棄蘋果園清除項目 

多功能支付補助金 

丘陵山區等直接補助 

土地改良業務 

2022 年暴雨災害農耕延續緊急應變措施項目 

 （ 整 理 自 令 和 ６ 年 度  農 業 振 興 支 援 事 業 一 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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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輔導措施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加強農產品等生產體系及拓展

市場措施，除了提供基礎的種植、管理以及防風、防雪、防病蟲害、防鳥獸等

技術及資金等補貼支持外，人才培育與保障措施，更有省工增效與智慧農業結

合相關跨部門的專案計畫，除了效能更好的農業機械引進、也有相關的溫網

室、棚架等補助，用以提升農業防災與調適能力，優化生產環境，穩定農民收

益，另外為帶動友善環境環境耕作，也有減少農藥使用的相關補貼方案。 

    第二類為人才培育與保障措施，分為新農民措施、加強農業管理能力的措

施及確保輔助勞動力穩定的措施等三項。在新農民的相關培訓計畫外，除了課

程的訓練外，更有與當地農場合作的相關實習輔導課程，且在接受培訓時期，

更有最高兩年的薪資補助，讓新踏入農業事業的人有更強力的支援機制，為了

及時掌握農業相關資訊的傳遞，弘前市更推出了 LINE 推撥服務以及專屬的就

農準備網站，讓民眾可以以更便利的方式取得相關的訊息（如圖 9 及圖 10）。 

 

 

 
圖 9 弘前市農林部推出農業資訊

LINE 服務 

圖 10 弘前市就農準備網站 

https://www.hirosakigurashi.jp/job/farmer/ 

 

    蘋果產業做為該市主要支柱的農業，然由於勞動力數量下降和人口老化，未

來穩定生產的基礎減弱已成為問題。特別是日本產量最高的該縣，勞動力需求高

峰集中在收穫季節等特定時期，難以確保人力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弘前市農政

策課）為了適應靈活多樣的工作，成立了弘前市農業綜合支援協議會，與當地的

農業合作社合作，運營一日農業打工應用程式“daywork”（如圖 11），例如僅在

假期打工或週末打工等皆可以在此 APP 上面查找相關工作。 

    比較此項措施與台灣農業部為改善農業勞動力缺乏，特別招募外部人力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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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人力團，並建置「農業人力資源平臺」（網址 https://ahr.moa.gov.tw/）的措施

相似，平臺提供農業相關職缺、農機服務、農業相關課程資訊、計畫分類招募資

訊等，亦開發一款 APP 更利手機使用者操作，如圖 11 所示，提供農業相關職缺、

農機服務、農業相關課程資訊、計畫團別招募資訊等。 

 

 
 

圖 11 1 day work 農業人才募集查找

APP 

圖 12 農業缺工好幫手 APP  

 

    第三類為耕地保護利用、基礎建設措施，在這個項目中，特別的是先行針

對後續已無意願繼續進行種植的果園做了一系列調查，相關的資料皆可在網站

上查找，並鼓勵農民將資料登記至果園土地繼承便利系統中，藉有此系統如果

有進行媒合成功的案例，還能向政府申請補助，大大促進雙方的意願及安全

性。相關資料如圖 13~圖 14 所示。 

 

 
圖 13 果園土地繼承系統資訊 



25 
 

 

圖 14 果園土地繼承系統登錄資訊 

 

3. 日本故鄉納稅制度 

 

    故鄉納稅（ふるさと納税）源自於日本因應都市化人口磁吸效應，產生嚴

重城鄉人口不均、造成地方稅收崩解的新稅收設計—— 向地方自治體「寄付」

稅金（也就是類似捐款）來換取個人所得稅減免的節稅對策，捐款的同時也實

質換取地方自治體提供的在地名產或是禮品，譬如豪華的牛排、新鮮的葡萄、

草莓、柚子、酒、等等在地名產。 

    首先，這是一個納稅人選擇捐贈對象的製度，正是因為他們的選擇，這個

制度讓他們有機會思考自己的捐款將如何使用。這將提高您的稅務意識，並為

您了解納稅的重要性提供寶貴的機會。其次，它是一個系統，使人們不僅可以

幫助自己的家鄉，還可以幫助他們曾經支持過的社區以及他們將來想要支持的

社區。這將支持培育人類、保護自然和培育當地環境。第三，隨著地方政府呼

籲民眾繳納家鄉稅，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將會加劇，這將帶來重新考慮該地區

是否值得您選擇的機會。 

    故鄉納稅提供納稅人自行決定繳稅對象的一種稅賦制度，只要納稅金額超

過 2,000 日圓，原則上可以直接扣抵所得稅和住民稅。實際金額應以當年度所

得稅率、住民稅率及抵稅上限規則為準。更多故鄉納稅制度說明可以參考「総

務省｜ふるさと納税ポータルサイト」。 

    納稅人和地方政府應建立促進共同成長的新關係，地方政府需要改進措施

來滿足納稅人的願望，另一方面，納稅人對地方政府的興趣和參與意識也會增

強。換句話說，地方政府和納稅人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係。每個人的貢獻都將

改變地區，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日本在 2008 年開始實施的故鄉納稅（ふるさと納税），這個以地方特色來

吸引納稅人以稅收換取在地特色禮品、解決城鄉稅收差異的制度，廣受日本人

的歡迎，如圖 15 日本税務單位統計結果。不論是單純的用稅金換美食，或是以

捐款募金換取稅額減免，都是目前非常熱門的納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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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故鄉納税自治税務局市町村税課調査結果 

（2023 年 8 月 1 日止）資料來源：https://www.soumu.go.jp/menu_news/s-

news/01zeimu04_02000114.html 

     

    此稅法為實現區域振興，特別實行減稅方案讓企業能積極捐款，企業家如針

對栗駒山地質公園專案(「栗駒山麓ジオパークプロジェクト」)進行捐款，並結

合企業對地方政府捐贈的稅收減免措施，將可減少相當於捐贈金額約 90%的金額，

並實現 SDGs 與 ESG 目標，相關資訊除登載於網站上並製作相關摺頁加強宣導，

如圖 16 及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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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鼓勵民間企業參與並給予減稅的宣傳摺頁 

       

圖 17 專案中強調與 SDGs 相對應的各種項目 

(資料來源:https://www.kuriharacity.jp/geopark/010/050/PAGE0000000000000089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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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原市共在 2022 年收到了 3,676 筆「故鄉稅」捐款，總額為 85,438,095 日圓，

其網站上，除了特色農產品可以選擇外，並可讓捐款人選擇到地質公園進行導

覽解說的活動（圖 18 所示），並有相關的民宿業者住宿也可以使用，更是推動

在地的觀光的特別方法。 

 

  

 

 
圖 18 栗原市故鄉納稅相關農產品及地質導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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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九份二山地震園區永續發展機制探討分析 

A. 相關背景 

     九份二山位於南投縣中寮鄉和興村與國姓鄉南港村交界處，因 921 地震引

發大規模崩塌，並成立九份二山國家地震紀念地（亦有稱地震紀念園區；以下則

簡稱園區），經長期生態復育迄今，生態物種豐富多樣，園區景象展現生機。九

份二山園區具獨特的地質景觀、堰塞湖、多元生態、土石流觀測站及各項治理保

育設施；且周邊亦有國內外知名景點，並兼具環境保育之重要機能，九份二山國

家地震紀念園區資源盤點圖如圖 19 所示，九份二山自然、人文與工程資源盤點

表 3 所示。 

 

 
圖 19 九份二山國家地震紀念園區資源盤點圖 

(資料來源: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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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九份二山自然、人文與工程資源盤點表 

資源項

目 
類別 九份二山地區景觀及資源概述 

自然環

境 

特殊 

景觀 

 傾斜屋、巨石堆、震爆點、堰塞湖 

 大規模崩塌地 

動物 

生態 

 生態調查共記錄有鳥類 91 種、哺乳類 36 種、兩

棲類 21 種、爬蟲類 40 種、昆蟲類 268 種、魚蝦

蟹類 26 種、及無脊椎動物 204 種。 

 瀕臨絕種（1 種）：石虎 

 珍貴稀有（4 種）：穿山甲、食蟹獴、臺灣野山

羊、臺灣水鹿 

 應保育動物（3 種）：臺灣獼猴、白鼻心 

 特有種（10 種） 

植物 

生態 

 植物相（745 種） 

 易受害（5 種）：光葉魚藤、臺灣紅豆樹、鹿谷秋

海棠、臺灣羅漢果、能高山茶。 

 接近威脅（7 種）：土肉桂、蠶繭草、大葉苦櫧、

臺灣鷗蔓、柳葉山茶、天料木。 

人文環

境 

在地 

文化 

 新竹、苗栗、東勢的客家文化 

 水鹿養殖產業、鹿神祭 

生產 

作物 

 鹿茸、香蕉、青梅、生薑、竹筍、枇杷、咖啡、

橄欖與柑橘..等 

治理工

程 

水土 

保持 

 梳子壩工程 

 柱狀透過性潛壩工程 

植生 

綠化 
 推積區裸露部分進行人工撒播植生 

道路 

工程 
 九份二山農路改善工程 

環境 

改善 

 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區（相關設施） 

 九份二山原生植物園 

土石 

監測 
 九份二山觀測站 

(資料來源: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B. 推動重點 

    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南投分署於 108 年度與日本栗駒山麓地質公園簽訂

姊妹園區，109 年度就園區永續發展及延續國際合作效益，擬對該地區之營

運，導入水土保持、防災觀測、環境教育與周邊社區相關區域之在地特色整合

再定位，以提升整治效益及活化園區；110 年持續針對園區防災環境教育場域

建置，並維繫園區臺日國際交流關係，透過園區防災環境教育場域規劃、國際

交流及國際發展策略規劃、導入資訊科技成果展示、輔導在地社區並研擬活化

地方特色，強化園區環境教育意涵，並提升園區及社區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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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除針對園區防災暨保育治理環境推動場域精進，並執行保育治理國

際技術交流、輔導園區自主防災社區並研擬活化地方特色外，112 年度更以九

份二山歷年規劃操作模式為範本，新增轄區環境保育國際化永續推廣項目，除

以水土保持、防災觀測、環境教育與周邊社區相關區域之在地特色整合外，並

積極提升整治效益及活化示範區場域，期望透過產業行銷發展策略與活化方

案、規劃產業推廣形象與經營推廣模式、辦理環境保育推廣及地方產業行銷暨

成果展示活動，輔導在地社區自主發展活化地方特色。 

113 年度配合農業部訂定 2040 年淨零排放目標，持續推動淨零排放示範場

域建置、評估淨零排放量化及再生能源發展 ESG 效益，並拓展轄內國際化技術

交流，期望將抽象的減量、增匯、綠趨勢等政策在淨零排放示範區內轉化成為

公民社會可以理解的具體措施。 

    

C. 地方產業推動及行銷 

    南港社區具備土石流防災、大規模崩塌潛勢區、農村建設水保主題；南投分

署投入相當多的心血，整治崩塌地及堰塞湖，因此擁有完整水土保持、大規模崩

塌與土石流防災工法，近年已無重大災害發生。另一方面，社區特色產業為鹿茸、

咖啡，亦有薑黃、枇杷、青梅等農產品，產業十分豐富；且社區鄰近國道六號，

交通亦十分方便，若外賓前來參訪，則有中英日多國語言之摺頁搭配社區導覽了

解農村水保署相關業務執行成果。 

國姓為臺灣水鹿的故鄉，盛產鹿茸，因而有「鹿神祭」的傳統，為「客庄十

二大節慶」之一，每年 2~3 月開始收成鹿茸，亦是鹿神祭熱鬧登場的季節，藉由

此祭典表達居民感謝心目中的鹿神-南港村五榖宮神農大帝庇祐，更將行銷策略

聚焦在聚集人流上，結合產業與文化活動，活絡在地經濟，吸引更多遊客前來。 

行銷方式可與旅行社合作推出遊程，除社區既有水鹿體驗、享用鹿茸風味餐、

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區參訪等行程外，更能參加新增的褒雄宮擲筊體驗。此外南

港社區更與鄰近糯米橋休閒園區合作推出香茅泡腳、草莓盆栽 DIY、國姓咖啡品

嘗、爆米香體驗，豐富在地產業特色亮點，使民眾走入社區同時能夠帶動產業之

消費意願。 

 

D. 農業 ESG 

農業是永續發展的一個重要領域，2023 年聯合國第 28 次氣候峰會 (COP 28) 

也聚焦在「永續農業與糧食生產」議題，並簽署《永續農業、糧食系統的韌性和

氣候行動宣言》。農業部積極推行農業永續發展，重視農業生產與生態資源的品

質維護與循環利用，宣示 2040 年農業淨零排放，並推動農村永續經營。農業永

續除了政府部門及農民的努力，更需要國人支持，而企業在技術能力、採購量能

及對社會的影響力，可以對農業永續發展產生實質助力。 

農業永續發展需要企業共襄盛舉，農業立基於健康的自然環境且鏈結農村，

在農業生產、生態保護及農村保存等，可產生環境和社會的正面效益，作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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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ESG 的重要場域。例如：永續農業生產、減碳及增加碳匯、自然保育、支

持農村發展到維繫農業文化等，企業可透過自身專長及技術參與農業，共創雙贏

互利。 

農業部於 10 月 30 日正式宣布農業永續 ESG 客製媒合平臺(ESG STORE)上

線。ESG STORE 架設於農業淨零資訊網(agrinetzero.moa.gov.tw)，不僅是一個全

新平臺，也是農業部持續推出更多元農業永續 ESG 專案的專屬平臺，提供企業

量身訂製在農業場域共同執行 ESG 專案，以實際行動一同為臺灣這片土地的永

續發展作出貢獻。 

 

E. 淨零排放示範區規劃 

    為因應全球面臨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並呼應農業部 2040 淨零排放策略、

農村水保署水土保持推動淨零排放策略，針對「減量」、「增匯」、「循環」及「綠

趨勢」等 4 大主軸議題，探討可行策略及具體措施，提出建議方針及研擬可行規

劃方案，相關規劃如圖 20 所示。 

 

 

圖 20 九份二山淨零排放示範場域位置圖 

(資料來源: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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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減量-工程延壽與減碳 
    延長環境工程生命週期及永續管理為達成淨零排放實施方法之一，

此過程將有助於減少維護過程中的碳排放，降低過程中的碳排放量，並

推展中長期工程維護目標，通過維修和維護延長使用期限，或通過重新

加工、重新設計和重新使用廢棄物來降低廢棄物產生的碳排放。為了推

動延長生命週期策略的實施，需加強對各項工程的設計、生產過程、後

期維運的監管和規範，確保環境工程可持續性使用的基本要求，從而制

定相關合乎在地環境工程準則以及中長期維運系統平台，成為淨零排放

策略一大亮點。 

 

b. 增匯-九份二山植生復育 
    增加碳匯為達成淨零排放實施方法之一，透過透過栽植林木及撫育

以增加碳儲存量，方法可採重新種植樹木、擴大植被面積等方式，不僅

可降低二氧化碳濃度、調節氣候，亦可減緩水土流失，強化水土保持能

力，減少土石流等災害發生，以及改善土地的生態系統功能，提供野生

動物多元化的棲息地。藉由企業認養植生復育區域進行永續管理，既可

實現企業社會責任，形塑企業環保形象、重視環境教育議題，也為企業

在未來推動企業 ESG 永續報告書、達成碳中和目標的重點項目之一，同

時還可帶來動濟和環境效益，增加消費者對企業的信任和忠誠度。當認

養植生復育區域之企業，將資金投入到植生復育項目中，也為當地的生

態環境和社區帶來實際的影響，為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c. 循環-農業剩餘資材與鹿糞發電產生之沼渣回收再利用 
    將循環經濟及永續發展概念導入農業生產模式中，透過將資源利用

效益最大化，達成農業循環之經濟模式，此模式是利用種植農作物、養

殖動物過程中產生之農業剩餘資材，如玉米桿、稻稈、廢棄菇蕈包等，

或禽畜糞便、內臟、血水、殘體、蝦蟹蚵殼。建議可將將社區內原種植

段木香菇所產生之農業剩餘資材—廢棄太空菇包，與各養鹿場水鹿之鹿

糞進行沼氣發電，將發電後產生之沼渣與廢棄太空菇包、水路鹿糞進行

堆置，透過微生物發酵技術製成有機肥料。 

 

d. 綠趨勢-推動綠色能源發電方案 
    為因應政府再生能源推動政策，透過盤點、現場勘查九份二山南港

社區現有資源，經由專家學者與社區里民共同研商規劃適合當地推動之

綠色能源發電設施，研擬出對環境較為友善，且可替代傳統化石燃料，

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緩解溫室效應及減少碳排放之綠色能源規劃構

想，以實現減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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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個案案例 

一、青森縣田舍館村 

時間：113 年 6 月 2 日 

地點：青森縣田舍館村 

內容：田舍館村稻田藝術插秧體驗 

過程： 

    日本在 1970 年代的高度經濟發展後，農村人口外流，也導致農村產業衰退；

但是另一方面，卻也因為許多農村因為開發遲緩而具有豐富的環境生態資源及自

然景觀，其歷史文化財等觀光資源亦獲得良好保存。近年來地方政府成功的推動

造鎮計畫，有效的吸引遊客前往，而振興了地方農業的發展。在此特別介紹一個

以農村節慶活動促進城鄉交流與振興鄉村的發展案例。 

    「田舍館村」位在青森縣中部，津輕平原南部的農業小鎮，在黑石市西邊、

弘前市東北邊，地理位置如圖 21 所示。西元 1981 年在這裡的垂柳地區發現了繩

文時代中期的水田遺跡，距今已有 1800 多年，被認為是「日本北方稻作文化的

發祥地」。當地的基礎產業為農業，以生產稻米和蘋果為主，其中作為食用的稻

米種植面積佔田舍館村水田總面積的 79%，其次是大豆。 

 

 

圖 21 田舍館村的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https://pse.is/6rdg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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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為 22.35 平方公里，東西⾧9 公里，南北⾧6.5 公里，地形平坦，東臨

⼋甲田山脈，西臨岩木山。淺水石川河流經部分地區西流，平川河經西端北

流，發育為富饒的稻田區。該地區屬亞北極氣候，冬季嚴寒，降雪量大。人口

約 7,257 人（統計至 2024 年 10 月），依據未來人口數推估模擬圖（如圖 22）推

算，在未來 50 年(令和 47 年)該區人口將減少至現在的三分之一。 

 

 
圖 22 未來人口推估模擬圖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G5djnZ) 

    

 與日本大多農村地區一樣，人口嚴重老化，勞動人口外流是這個以農為主

的小村莊最大的問題，在其 2021 年第 6 次田舍館村綜合振興計畫中以【我們是

田舍館村的人們，我們為這個北方稻作⽂化繁榮的地方感到自豪，我們擁有光榮

的歷史和傳統。我們仰望磐城這座大山的美麗，感受生活在石川淺水澆灌的土地

上的幸福，旨在為每個人創造㇐個健康繁榮的村莊，並將以上寫⼊實踐。】此為

理念。 

1.此地區強調的基本原則如下： 

A. 創造利用自然、與自然共進的村莊 

豐富的自然環境和美麗的⾵景豐富了村民的生活，是支撐農業和旅遊業的寶

貴資產。隨著全球暖化的加劇，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安全的生活環境的價值預

計將進㇐步增加。促進創造與自然共存的村莊，這被納⼊永續發展目標等。 

B. 創造年輕人願意居住的社區  

少子⽼化、人口減少在全國範圍內不斷推進，各地政府都在努力促進移民定

居。然而年輕人想要搬到那裡去，什麼樣的村莊才是「年輕人想要居住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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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認為重要的是，這個村莊不僅要讓年輕㇐代，還要讓那些對搬家猶豫不決

的 40 多歲的人，以及有很多擔憂的 50 多歲的人， 感到安心並想繼續住在那裡。 

創造㇐個靠近居民並讓他們想要永遠生活的村莊。 

C. 與村民合作發展村莊 

居民和政府之間的合作現在已成為總體規劃的基本原則之㇐。惡劣的經濟環

境和金融狀況等經濟條件，雖然有資金方面的原因，但村莊的發展本來就是雙方

共同做的事情，而不是政府單方面給予的。 我們必須改善我們居住的地方並增

加該地區的價值。我們將加強與週邊城市的合作，共同努力把村莊建設得更宜居。 

在各項振興計畫的目標中，以五個領域推進以下計劃，用以實現該村莊未來

願景，並以該領域未來 10 年優先考慮的問題來進行共同努力以解決問題，如圖

23 所示。 

 

圖 23 各項振興計畫的目標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G5dj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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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項振興計畫的目標地區強調的基本原則如下： 

A. 就業豐富的村落（產業振興） 

在第一項產業的振興促進板塊由農業、工商業、旅遊、多元化工作四個板塊

組成。「致富」不僅意味著賺取收入，還要確保村裡獨特的農業得以延續，透過

六級產業發展與農業相聯的商業、工業和旅遊業等，創造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

讓人們可以一起工作。 

 

B. 安全宜居地區（改善城市和生活基礎設施） 

打造安全的宜居地區，除強化生活基礎設施外，城市和生活基礎建設改善領

域由環境美化、道路交通、人居環境整治、防雪對策、防災五個部門組成。 

「安全」是「宜居」的要求之一，定義為「不存在不可接受的風險」。儘管很難

將風險降低到零，但避免或減少損害是可能的。 「安全宜居地區」包括建造與

生活密切相關的環境，如道路、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並包含犯罪的預防以及災

難發生時的預防和準備。 

 

C. 自學社群（教育文化推廣） 

    教育文化推廣領域由學校教育、終身學習、終身體育、文化與交流、性別平

等五個部門所組成。為了迎接 100 歲的壽命時代，從兒童到成人的每個人的教育

狀況正在被重新考慮，個人保持終身學習的態度很重要。「自學村」是讓孩子和

大人都能安心學習的地方。這包括創造有利於體育運動的環境、促進構成教育基

礎的文化的保護和交流、了解性別平等以及幫助村民採取自己的行動。 

 

D. 健康村莊（健康、醫療、福利的改善） 

    健康醫療福利領域由健康醫療部門、社區福利部門、老年福利部門、育兒支

援部門、殘障福利部門、社會保障部門 6 個部門組成。近年來，疫情影響特別大，

健康、醫療、福利的和諧不可或缺。 「健康村莊」是人們能夠保持健康的身體、

抵抗疾病的能力，在生病或受傷時得到適當的醫療護理，即使在生病或殘疾時也

能安心地過生活並得到援助的地方。 

 

E. 永續發展的村莊（健全的行政和財務管理） 

    健全的行政財務由村民參與、行政財務管理、廣域管理三個部門組成。為了

落實這些規劃，我們必須繼續建構面向未來、靈活應對時代變化的村政府管理架

構。「永續村莊」要求個人、地方組織和公司等各種實體利用各自的專業領域促

進與政府的合作，並要求村公所促進有效的行政管理以及人力資源開發和組織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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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業文化傳承且促進觀光的重要活動-稻田藝術 

 

田舍館村積極參與政府有關地方創生或地域振興的各種計畫案，自 1993 年

開始推廣的稻田藝術活動現在已擴散到日本全國，稻田藝術畫為在稻田中作畫，

發展出每年都不同且極具特色的「稻田藝術畫」，並吸引超過百萬遊客前來觀賞。

田舍館村作為這項藝術的發源地，致力於推廣人力種稻文化，讓更多人能夠體驗

到農務的樂趣並展示田地藝術的魅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藝術技術不斷提升，

現在已經能夠使用七種不同顏色的稻米來創作！ 

青森縣的田舍館村為日本最初舉辦稻田藝術的地方，致力於推廣人力種稻文

化，讓更多人能夠體驗到農務的樂趣並展示田地藝術的魅力。利用田舍館村公所

東側約 1.5 公頃的水田，毎年都會繪制出豐富多彩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這

項藝術技術不斷提升，現在已經能夠使用七種不同顏色 13 個品種的稻米來創作！

除鄰近村公所的第一會場以外，2012 年還在「道之驛田舍館」設置了第二會場，

遊客可在這兩處欣賞稻田藝術（圖 24 及圖 25）。 

 

  

圖 24 第一會場 2010 年稻田藝術圖 圖 25  第一會場 2014 年稻田藝術圖 

  

   第一會場毗鄰外觀猶如日本古城一般的田舍館村公所，是自 1993 年就開始繪

制稻田藝術的水田。設置於村公所 4 樓到 6 樓的甲板是可望見第一會場稻田藝術

的地點（圖 26）。從高處眺望，可感受稻田藝術所帶來的氣勢。村所內設有講述

稻田藝術的歷史和過去作品的展示牌，可確認稻田藝術每年的進展過程。 

   

圖 26 田舍館村公所第一會場 圖 27 期間限定的稻田藝術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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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設有第一會場的田舍館村公所的最近車站為 4 月至 11 月限期利用的

「稻田藝術車站」（圖 27）。雖然從車站徒步前往需花費 30 分鐘左右，但是，在

能觀賞到稻田藝術的 6 月至 10 月期間，這裡運行著免費的接駁車，第二會場位

於稻田藝術車站附近，在道之驛田舍館境內。可從水田旁的展望所眺望到稻田藝

術。這裡於 2012 年起開始稻田藝術，與第一會場相比，其特點是橫向較長。可

觀賞到無法全部收盡照片里的龐大稻田藝術（如圖 28、圖 29）。道之驛田舍館內

除稻田藝術以外，還有小遊樂園、推桿高爾夫球場以及可與動物親密接觸的設施

等，是無論兒童還是大人都可享受於其中的景點。 

  

圖 28 第二會場 2011 年的稻田藝術 圖 29 第二會場 2012 年的稻田藝術 

 

在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稻田會因季節而變色，其中七月中旬到八

月中旬是最壯觀的。田舍館村的稻田藝術活動通常在兩個場地上進行。遊客可

以搭乘免費穿梭巴士來往田舍館村展望台和弥生之里展望所，分別觀賞兩個田

地。 

    田園展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題，而今年 2024 的田園展的主題是：「神奈川沖

浪裏と北里柴三郎」（葛飾北斎傑作「富岳三十六景」之一和近代日本醫學之

父北里柴三郎的肖像）和以津輕為故事背景的動畫「じいさんばあさん若返

る」（老夫老妻重返青春），活動照片此外，田舍館村展望台的一樓還展示了

過去的作品，讓人們能夠欣賞到這項藝術形式逐年提升的樣貌。 

相關資訊如下： 

田舎館村：田んぼアートの村 

地點：〒038-1113 青森県南津軽郡田舎館村田舎舘中辻 123-1 

交通：乘坐弘南鉄道於「田んぼアート」站下車 

電話：0172-58-2111 

營業時間：9:00～17:00（最終入場時間 16:30） 

網站：http://www.inakadate-tanboart.net/ 

/http://www.vill.inakadate.lg.jp/docs/2022050600021/ 

◆ 第一稻田藝術： 

田舍館村展望台（田舎館村役場）：可從四樓觀景台觀賞 

開放日期：2024 年 6 月 3 日~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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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葛飾北斎傑作「富岳三十六景」之一和近代日本醫學之父北里柴三郎的

肖像（如圖 30），相關活動照片如圖 32 所示。 

 

圖 30 第一區稻作構想圖 

◆ 第二稻田藝術： 

弥生之里展望所（道の駅いなかだて「弥生の里」內）：可從展望所北側觀賞 

開放日期：2024 年 6 月 15 日~10 月 14 日 

主題：老夫老妻重返青春（如圖 31） 

 

圖 31 第二區稻作構想圖 

  

  
圖 32 113 年 6 月 2 日田間稻作藝術插秧活動照片 



 

41 
 

二、弘前城石牆修復工程 

時間：113 年 8 月 4 日 

地點：青森縣弘前城 

內容：弘前城石牆修復工程參訪 

過程： 

 

    弘前城是位於日本青森縣弘前市的一座城堡，別名鷹岡城、高岡城。弘前

城的天守、櫓修建於江戶時代且保存至今，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財。弘前城全體

也是日本國家指定的史跡之一。 

    在江戶時代，弘前城是弘前藩津輕氏 4 萬 7 千石的居城和弘前藩的藩廳，

也是津輕地方的政治經濟中心。弘前城位於津輕平原，是一座由本丸、二之

丸、三之丸、四之丸、北之郭、西之郭六個部分組成的梯郭式平山城。弘前城

興建之初東西寬 612 公尺，南北長 947 公尺，總面積達 385,200 平方公尺。現在

弘前城的護城河、石牆、土壘等城郭整體仍保持廢城時的原型，有 8 棟江戶時

代的建築得以現存，其中天守是 12 座現存天守之一。弘前城的現存建築均是日

本的重要文化財。 

 

2012 年，由於天守附近的本丸石垣發生膨脹和天守本身有傾斜，當地政府決定

修理弘前城，市組織更特別成立了弘前城遺址本丸石牆修復委員會，於 2015 年

夏季平移天守之後在 2016 年開始修復。平移工程由西村組（弘前市）和我妻組

（山形縣米沢市）擔當。弘前城的平移工程於 2015 年 8 月 16 日開始，在 10 月

24 日竣工，將天守閣向本丸內部移動約 70 公尺，如圖 33 所示。 

 

 
圖 33 天守閣移動前後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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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石牆修繕的工期長，在石牆修繕期間，繼續開放民眾參觀天守閣，不

只保留觀光功能，還發揮工程教育意義，這個作法非常值得台灣學習借鏡。遊

客除了透過入口處的看板，知道天守閣因為石牆修繕而被移動位置，還能經由

指標引導，走到臨時搭建的瞭望台上拍攝天守閣。並配合播放整個移動過程的

縮時攝影短片，包括如何以起重機吊起、設置軌道、經過多次的移動與轉動，

才到達現在的暫放位置，以及展示相關器材，讓遊客了解施工的特色與技術，

另外在護城河外也讓遊客近距離看到石牆修繕的現場情況。 在石牆重新鋪設工

作的同時，並開始了天守閣的深基礎工作。如圖 34~圖 37 所示   

 

 

圖 34 天守閣基礎耐震補強示意圖 圖 35 深基礎支撐工程現況 

 

 

圖 36 弘前城移動前照片 圖 37 弘前城移動後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職有幸能實際參與第四回「弘前城遺址的歷史遺跡和文化財

產修復的見學體驗活動」，活動相關海報如圖 38 及 39 所示，參加了打石體驗、

施工現場解說以及名石留言的活動，並看到了繩文時代古文物的展示。相關照片

如圖 40 至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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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弘前城石墻修復海報 圖 39 各種體驗活動介紹 

 

 

 

圖 40  113 年 8 月 4 日弘前城打石體

驗活動 
 

圖 41 出土文物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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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前城修復施工現場 修復現場導覽解說 

 

 
施工架 安全踏板 

 

  

修復工程及施工安全告示牌 相關安全措施及警語 

圖 42 弘前城石墻修復工程現場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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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神山十二湖地質調查 

時間：113 年 7 月 3 日 

地點：日本世界自然遺產-白神山地 

內容：十二湖及周邊地區地質調查 

過程： 

白神山地位於 日本 東 北地 區，總面積 1,300km²，其中 169.7km²在 1993 年

（平成 5 年）12 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自然遺產），青森側

面積占總面積的 74%，約 126.3km²，剩餘的 43.4km²位於秋田縣西北部。這裡有

著全日本規模最大的天然山毛櫸林，是一片至今未受到人類侵擾的原始生態地

域；白神山地是位於東北日本內弧的隆起帶，地表持續抬升中。地盤以白堊紀

花崗岩與新近紀的沉積岩、深成岩為主。由於沉積岩中含有泥岩與頁岩，因此

常發生邊坡塌陷與山崩。 

日本キャニオン(Japan Canyon)，是一處因侵蝕崩塌而露出白色凝灰岩的大

型 U 形山谷懸崖，其景色讓人想起大峽谷，於 1953 年由探險家岸信介先生命

名。其特別的地質景觀非常值得一遊，如圖 43~圖 46，職所加入的研究室更在

此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如圖 47~圖 48。 

 

  

圖 43  日本キャニオン遠景 圖 44  日本キャニオン近景 

  

圖 45  防砂構造物與溪流現況 圖 46  防砂構造物與溪流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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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十二湖相關地質成果摺頁 1 

(山間地環境計畫學研究室) 

  

 

圖 48 十二湖相關地質成果摺頁 2 

(山間地環境計畫學研究室) 

 

    津輕國家公園的「十二湖」位於標高 150 公尺至 250 公尺的丘陵地區，

為橫跨 4 平方公里（共 33 座湖泊的總稱。雖然有 33 座湖泊，但由於自大崩

山展望處往下能看到 12 座湖泊，因此稱為十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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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藍色水面而聞名的青池，清澈湖水的透明度深達 9 公尺，遊客能直接透過

青藍色般的湖水，看到沉在湖底的櫸木枯枝。景色最美的時間是中午 12 點前

後。春夏之際可說是觀賞湖泊的最佳季節，此處佈滿了鬱鬱蔥蔥的景象，青池

在穿透樹木的陽光下閃閃發光，真是令人嘆為觀止，相關照片如圖 49 所示。 

 

  

白神山地世界遺產解牌 青池及周邊野鳥解說牌 

  

青池相關研究解說 以藍色水面而聞名的青池 

圖 49 青池地區相關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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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浅瀬石川水庫參訪 
時間：113 年 7 月 28 日 

地點：黒石市虹の湖公園会場 

內容：浅瀬石川水庫資料館、壩體和發電廠參觀 

過程： 

    淺瀨石川水壩（浅瀬石川ダム）是建於青森縣黑石市磐城川水系的水壩。

該壩為重力式混凝土壩，壩高 91.0m（原規劃 96.5m），是國土交通省直屬指定

多用途壩，由國土交通省直接管理。 

 

    本次參加淺瀨石川水庫的相關參訪活動，先是到資料館中進行基本的水庫

歷史介紹，防災介紹與周邊生態調查成果等(圖 50)，接著到壩體的內部參觀，

一開始在壩頂的 201.5M 處，接著引導大家坐電梯到壩底基礎 122M 處，了解其

壩體常態性的檢查情形，以及放流排水的相關操作，最後到發電廠進行相關的

解說(圖 51)。 

 

 
浅瀬石川水庫資料館 浅瀬石川水庫模型 

  

防災用品及相關知識介紹 水庫周邊生態調查結果展示 

圖 50 浅瀬石川水庫資料相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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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體堤頂內部參觀 壩體基礎檢查廊道 

  
壩體基礎檢查廊道 1 水庫溢洪道俯視圖 

  

排水操作盤 壩體基礎檢查廊道 

  

發電廠內部解說 發電廠內部關機具 

圖 51 水庫壩體及發電廠內部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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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日本的農業政策上位法令為「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近年為因應時代

潮流進行了修正，其改正法已於今年 6 月 5 日正式施行，「從根本上加強糧食安

全」、「轉換為與環境共融的永續產業」、「在人口減少的情況下提高農業生產」為

三大基本原則，為達到此三大目標進行了相關多的細部討論與專家座談會議，另

外為凝聚全國共識，進行了許多的交流討論會，將兒童、青少年與生產者、消費

者及經營者等不同的利害關係人進行圓桌討論，收取各方的意見回饋，政府的相

關資訊等在網站上皆可找到，更有相關的說明檔案、簡報與回饋資料，在政策研

擬的嚴謹度、細膩度以與考量各方利害關係人的廣度等，皆可做為台灣在制定農

業相關法令時的參考，尤其在「食料・農業・農村白皮書」除了有英文版、青少

年版，更有考量視障者不便的聲音檔可以使用。 

    此次修訂還新規定了生產、加工、通路、零售和消費各個階段的利益相關者

協作的食品體系概念，旨在透過形成合理價格和減少環境影響來促進永續發展。

強調各方應共同努力來推動改善生活品質，為了實現本次修法所倡導的理念，希

望食品業經營者等以永續發展為目標，考量農業生產、生態保育、品質維護與循

環利用等，更提醒消費者應了解食品供應的背景，並透過可持續食品供應系統參

與其中。 

    近來日本農業發生了許多變化，包括因全球糧食形勢變化而增加的糧食安全

風險、應對全球環境問題以及海外擴張等，其變化程度是該法頒佈時未曾預料到

的；目前日本從農平均年齡為 68.4 歲，從農人數更從 2000 年前的 240 萬人銳減

為 123 萬人，如何進行農地集約管理、農業技術提升、智慧農業應用等，都與台

灣目前所面臨到的難題相同；在這種面臨著氣候變遷導致的自然災害頻傳，並有

從農年齡老化、數量減少、農地面積減少、農業生產量下降及糧食供應不穩等挑

戰，充滿「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的時代，政府有必要為可能的情況

做好準備，除提供一個穩定的糧食供應環境，並創造農村永續發展的願景。 

    日前農業部提出「讓臺灣農業成為永續韌性的產業，讓農民成為高專業的職

業」為願景目標，推出「『智慧韌性、永續安心』的農業政策行動策略」，並制定

《農業基本法》以擘劃台灣農業發展方針移固農業根基，目標 4 年內立法上路。

第一以「智慧」加速科技擴散帶動產業發展，建構精準、效率、低經營風險的農

業；第二重視農業生產與生態資源的品質維護與循環利用，引領臺灣農業邁向資

源、產業、低碳淨零的永續；第三加速基礎環境網絡佈建，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作

為，強化農業韌性，確保糧食安全；第四更加完善農民福利體系，復育幸福農村，

提供農民多元發展機會，更願意留下來。提高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品質的信賴。

希望以這次立法為契機，將農業和農村繼續發揮一直以來重要的作用，不僅是建

立農業根基，更能穩固推動農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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