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領域青年參與：
創造農村多元經濟發展

壹、前言

我國於 2010年通過農村再生條例以來，著

眼於「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策略，透過培訓

在地居民參與規劃、營運、提案及建設，以厚

植農村社區自主發展的實力，承襲過去社區總

體營造的精神，政府投入大規模的人力於農村

社區的培訓，累積培訓超過 2,500個社區，人

數超過十五萬人，也協助近 800個農村提出自

己的農村再生計畫。

根據水土保持局 2017年針對農村再生計畫

執行滿 4年以上，共 152個農村社區為對象所

進行的調查可以發現，雖然高達 95.8%的農村

社區認為推動農村再生計畫符合計畫預期效益，

八成以上的受訪居民對於社區參與農村再生計

畫後的發展整體評價良好，但仍有 82.5%左右

的社區，認為推動農村發展過程中，仍有許多尚

未開始解決的課題；同一調查中，另一個值得注

意的是農村再生計畫推動後，只有 53.9%的農

村社區，能擴大吸引更多長期共同參與社區事

務之組織或團體投入，也只有不到 7成的農村

能夠跨越社區，與其他社區或團體合作發展（大

擘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2017）。 

雖然，在政府部門與在地社區組織的共同

推動下，農村再生在社區認同及滿意上取得一

定的成果，但因年度預算、時間、技術及解決

方案的限制，仍有許多尚未能處理的議題。因

此，參考當前的農村發展趨勢，從 OECD在

2016年針對原本在 2006年所提出新鄉村發展

典範（New Rural Paradigm），再次修正典範

為 Rural Policy 3.0之中（如表 1），可以發現

OECD國家中對於農村發展的關鍵行動者（Key 

actors & stakeholders），已不僅是各級政府

部門及在地利害關係人，更推展到非政府組織

（NGO），並將私人企業及社會企業列入農村

發展的關鍵角色。

因此，政府在農村發展政策上，不僅該思

考如何讓社區行動者維持動能，更必須考慮如

何讓更多元的參與者，有機會能夠共同投入農

村發展，此亦為農村再生的重要方向。

貳、引導跨領域人才參與農村發
展 
由於大專院校教育的專業分科化，加上高

等教育政策對於就業力之高度重視，使得高等教

柯勇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建設組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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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隨著科系或學院之特性，投入在銜接各自專業

的就業市場。因此，農業部門近年也為鼓勵青年

返回農村投入農業經營，開始恢復辦理農業公費

專班，直接於畢業後留農，積極輔導經營農場，

優先給予購地、創業等貸款及相關輔導等銜接

農業就業的措施。

不過，從農村或農業發展整體角度來看，

所需要的專業卻不僅僅是單純的農業，而是整個

農業產業鏈的所有專業，包含管理、行銷、物

流、設計、休閒、生態⋯等跨領域的多元專業，

倘若仍是只有農業相關科系，是無法支撐起整

個農村或農業的改變動能。

為了能促進農村永續發展，讓年輕世代知

識及技術投入農村創新，因此，自 2011年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開始推動大專生洄游農村計

畫，陸續建構一系列洄游農村計畫，引導年輕人

由參與體驗開始，自發性與農村合作實踐，並

且能夠創新延續計畫成果，最後創業回饋社會。

洄游體系三階段計畫為洄游農 STAY、大專

生洄游農村競賽、洄游二次方行動計畫，分述

如下：

一、宣傳體驗階段：洄游農 STAY
目前大部分的大專院校學生，對於農村的

理解都來自於媒體或是刻板印象，有鑑於此，為

了開啟跨領域年輕人農業的新視野，透過有目的

之活動設計，搭配優良的在地農村社區或是青年

團隊，進行不同產業活動之挑選，並設定教育

體驗內容，以提供大專院校學生選擇並參與各

式體驗，例如農村打工換宿、特殊的文化體驗、

工藝產業、農業生產與加工、食農教育或生態

保育等多面向農村生活體驗。

透過不同主題類型的農村體驗，設計有目

標的議題觀察討論，讓參與的大專青年，針對

表 1　農村發展典範之比較

舊農村發展典範 新農村發展典範（2006） 農村發展政策 3.0

目標 均衡發展 競爭力提升

考慮多面向維度：
i）經濟
i）社會
iii）環境

著眼點 支持單一資源優勢者 支持多元有競爭力之對象
按不同類型農村區域所區分的低密
度經濟體

工具 補貼企業 扶植符合資格的公司和社區
系列性之整合型農村發展措施，包
含公部門，公司和第三部門

關鍵行動者和利害
關係人

農業組織和政府 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與社區

i）政府部門 - 中央至地方各個層級
ii）私人營利性公司和社會
企業
iii）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團體

政策方針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在地策略 整合多面向政策的綜合性方案

資料來源：OEC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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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議題嘗試提出解決策略，並透過與在地青

年團隊的互動，有助於理解真實農村生活模式，

更能準確地掌握農村議題。

二、 合作實踐階段：大專生洄游農村競
賽
「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是以大專院校青

年為主體，透過競賽的方式，讓學生團隊與農

村社區共同提案，將專業技術及創意帶入農村，

並由這些實際駐村的年輕人，透過動手實踐解

決問題，來促進農村社區發展，洄游農村競賽

計畫不僅提供學生一個實踐平臺，另一方面也

提供農村社區解決現有問題的機會（如圖 1）。

駐村期間農村社區居民必須和學生團隊，

密集討論與共同合作，一起解決農村的問題，

以共同完成當初提案的計畫。因此，不同的創

意和資源的交流，就會讓學生團隊與農村社區

皆獲得一定的提升和改變。

根據調查，可以發現本計畫確實吸引了跨

領域科系之興趣（如表 2），可以觀察到計畫之

初，大部分學校都認為這是屬於農學院的競賽活

動，因此，參與學校以農學院為主力，但是在經

過三年之後的發酵，可以看到設計學院及商學

院的參與團隊越來越多，顯示該領域專業具備有

應用於農村發展的潛力，特別是應用於提升農

村產業行銷，也符合當前農村產業升級之需求。

三、 創新研究階段：洄游二次方行動計
畫
歷年曾參與洄游計畫之年輕人已逾千人，

他們具備一定農村議題的理解，為了讓這些種

子能夠發芽，洄游二次方行動計畫就在於鼓勵

曾參與過洄游計畫之青年，具體深化議題之創

新方案，進一步測試方案的可行性，因此，本

圖 1　洄游農村核心架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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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核心價值為強調創新與實驗。

洄游二次方行動計畫不僅引入業界師資輔

導制度，強化冒險的勇氣，增強跟進的決心外，

並協助釐清價值主張、社會價值與社會設計模

式，並透過實戰經驗的業師，將創意計畫概念

具體化，藉以降低年輕人因社會經驗或資源不

足而失敗的可能。

透過結合農村發展的在地需求，各階段洄

游系列計畫均引導讓創新提案能夠被延續，具體

落實在兩個主要方向，其一是透過農村的在地

組織，例如，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

系和臺南市新化礁坑社區之合作（水土保持局，

2015），就是由學生團隊發揮創意，開發新型

態體驗方式、文化創意商品及銷售服務提升，

而讓社區原本的營運體，能夠提升經營能量，

並回饋落實於社區老人供餐及照顧。

另外一個面向，則是學生團隊所發掘的議

題或創意，其解決方案都超越了農村社區內部

組織所能承擔的能量，因此，轉變為社區創業

型態之個案，例如，在處理農業廢棄物再生之

梨理人農村工作室（黃家慧，2018），原本是

表 2　歷年報名參與洄游農村計畫之學院統計

學院別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生物暨農學院 9 9 26 7 20 4 4

工學院 3 3 14 3 3 5 6

設計學院 2 1 13 26 29 12 22

人文暨社會學院 4 2 6 6 6 4 7

商管學院 0 5 7 13 11 5 12

傳播學院 2 3 6 5 3 1 7

觀光休閒學院 6 3 5 5 1 5 4

理學院 2 1 3 0 0 0 0

通識中心 1 1 1 1 1 1 0

文學院 1 0 1 1 5 1 0

美術學院 0 0 1 1 2 0 1

電資學院 0 0 1 2 0 2 2

其他 0 0 3 2 2 0 4

合計 30 28 87 72 83 40 69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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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在 2015年

駐村於臺中市后里仁里社區，發現採收高接梨

後的農業廢棄物，因為無人力回收而就地燃燒造

成空氣汙染。雖然，年輕團隊提出了創新的可持

續農棄物的回收流程（如圖 2），但是，當時農

村的社區發展協會仍無力自主營運，進而由當年

駐村的學生回到農村創業，透過文創方式支撐農

業廢棄物回收系統，營運這樣在地的微型經濟，

除了解決燃燒的汙染外，也回饋了社區經濟，顯

示只要適度引導跨領域青年人力投入農村發展，

不僅可以解決許多農村沉痾問題，也可以找到

回留創業之必要性。

參、輔導農村多元經濟發展

建構農村扎實且穩定的產業，才能留住年

輕人並吸引更多人才回流農村，成為農村再生

的重要基石。過去，農村社區產業的經營組織

多為社區發展協會或類似屬性之非營利組織，

有別於一般企業經營組織，在發展農村社區產

業上往往受到部分限制，如缺乏專業經營團隊、

籌資能力不足、無法建立有效商業營運模式等，

甚至諸多政府產業補助或輔導計畫之對象均為

企業組織，而非農村社區常見的社區發展協會。

因此，農委會積極輔導農村社區產業轉型

企業化經營，並引導逐步轉型為社會企業，擴

大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力。於 2015年開始試辦

農村社區企業經營輔導，2016年為加速推動農

村社區產業發展，農委會通過「農村社區企業

經營輔導作業要點」，擴大農村企業輔導工作，

針對農村社區產業相關已設立之企業，提供必

要之專業育成輔導及資金補助，健全其企業組

織與提升經營能量，帶動農村社區經濟成長；

同時引導朝向社會企業發展，兼顧社區、環境

及居民照護等社會責任。

圖 2　農業廢棄物回收概念圖
資料來源：梨理人農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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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目前參與該計畫的農村社區企業情形

（如表 3），可以看到都在其原本社區的生產基

礎下，發展跨領域合作及創新營運模式，經營

類態涵蓋一級產業到三級產業，這些在地的微

型企業除了必須自己負擔 50%以上的配合款之

外，未來計畫結束後，也必須依照規定回饋 5%

序
號

企業名稱 隸屬社區 營運類別 營運類別 社會回饋

1. 程海行
雲林縣東勢鎮
程海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

胡蘿蔔、胡
蘿蔔汁

提供在地就業機會、支援社區老
屋活化之社區廚房的營運及社區
各方面的發展。

2. 仙人掌鄉土工作
室

臺東縣鹿野鄉
永安社區

3級服務體驗 遊程
回饋一成營業所得給社區、義賣
之營業額五成全數捐給在地小學
堂、認養永安社區場域及維護

3. 日月潭觀光藥草
園生技有限公司

南投縣魚池鄉
頭社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香 草、 精
油、遊程

助青農發展活盆地無毒栽種，建
立產地直銷品牌策略行銷，提高
生態旅遊收益，認養公共設施，
提撥回饋金照顧弱勢長者

4. 農知稻企業社
宜蘭縣員山鄉
內城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

米
募集愛心白米，配合校園種稻實
務課程及老人供餐

5. 悅禾塘商行
花蓮縣富里鄉
羅山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稻米、烘焙
商 品、 餐
飲、住宿、
遊程

提供在地就業或實習工讀機會、
提供老人照護或愛心餐飲。

6. 壽豐農業生態館
花蓮縣壽豐鄉
豐山社區

3級服務體驗 遊 程、 餐
廳、住宿

聘用社區人士為優先、提供社區
老人午膳、定期社區環境整理與
維護

7. 代亞企業社 * 桃園市復興區
溪口臺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小 米、 雜
糧、遊程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15人、定期
辦理公共設施認養維護

8. 荳媽媽農產企業
社

苗栗縣卓蘭鎮
壢西坪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蕃 茄、 餐
廳、遊程

結合契作、壢西坪休區產業，穩
定提供原料，增加就業機會，每
月提供弱勢民眾食用，認養環境
維護，保育自然生態，有機栽培
培訓、捐助福利團體

9.
有限責任臺東縣
縱谷原住民社區
合作社 *

臺東縣海端鄉
崁頂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水蜜桃、茶
籽 油、 樹
豆、遊程

提供部落青年實習工讀就業機
會、認養社區周邊環境之整理維
護

10.
有限責任新竹縣
五峰鄉竹林養生
村合作社 *

新竹縣五峰鄉
竹林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香菇、遊程
設置部落公基金，規劃子女教育
金、老人供餐、維護設施與環境

11. 魯拉克斯生態有
限公司 *

臺東縣金峰鄉
歷坵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小 米、 紅
藜、樹豆、
咖 啡、 蔬
菜、遊程

開放 1公頃土地給設籍部落之農
戶和返鄉青年種植，回饋淨值總
額 5%維護部落環境整潔和生態
養護

表 3　農村社區企業營運及回饋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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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限責任臺東縣
橄欖葉合作農場

臺東縣東河鄉
尚德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

香草、精油
提供老人照護或愛心餐飲、公共
設施維護、弱勢家庭轉作輔導

13. 流東農園 臺中市外埔鄉
永豐社區

2級加工、3級服
務體驗

酒、遊程
公共設施認養維護，提供在地就
業及實習機會

14.
保證責任彰化縣
芬園三寶蔬果生
產合作社

彰化縣芬園德
興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荔 枝 乾、
雞、雞蛋、
餐廳

盈餘 8%供社區公益性使用，認
養公共設施維護，進用二名暑期
工讀，協辦小學鄉土教學教育

15. 豐民有限公司 南投縣鹿谷鄉
竹豐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茶葉、餐廳

在地就業 /實習工讀機會、營收
部分將回饋於社區環境維護、捐
贈 3%於啟能訓練中心，認養公
共設施

16. 一起鄒社會企業
有限公司 *

嘉義縣阿里山
鄉樂野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蔬菜、餐廳
回饋年度淨利 30%社區發展、
提供場地、包裝、商品標籤等機
器設備給社區農友使用

17. 庫柏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芬園鄉
嘉興社區

1級生產 蜂箱
規劃友善耕作，設置販賣點促進
就業，帶動地方觀光發展，提升
產品附加價值

18. 玉山糧行 彰化縣溪洲鄉
三條社區

1級生產 米
提撥二成淨利照護老人關懷，日
後增加盈餘擴大提供弱勢兒童課
後補導，增加就業機會

19. 織羅葛鬱金農特
產品企業社 *

花蓮縣玉里鎮
春日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米、 葛 鬱
金、 D I Y
體驗

提供在地就業機會、支持春日國
小假日才藝班、推動社區環境保
護

20.
有限責任臺東縣
東海岸原住民社
區合作社 *

臺東縣臺東市
富豐社區

2級加工、3級服
務體驗

月 桃 葉 編
織品、DIY
體驗

提供在地就業機會、認養社區環
境維護、提供老人照護或愛心餐
飲

21. 添丁養生黑木耳 宜蘭縣冬山鄉
大進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

菇、木耳、
木 耳 露 等
加工品

有機栽種黑木耳、推廣食農教
育、鼓勵青創、照顧弱勢、公共
設施認養維護

22. 豐禾綠田企業社 彰化縣竹塘鄉
樹腳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蔬 菜、 蔬
果加工品、
銷售通路 /
平臺

提撥二成盈餘回饋社區，以增加
就業機會，認養路燈維護，老人
供餐、弱勢家庭小學營養午餐及
獎助學金

23. 仙湖農場 臺南市東山區
南勢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咖 啡、 龍
眼、龍眼加
工 品、 餐
廳、住宿、
遊程

提供在地就業及實習工讀機會、
回饋在地學校、參與社區老人關
懷照護活動

24. 陽光果子堂 高雄市大樹區
龍目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鳳 梨、 鳳
梨加工品、
遊程

提供國小食農教育課程、社區提
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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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率馬企業有限公
司 *

臺東縣太麻里
鄉香蘭社區

1級生產 小 米、 紅
藜、樹豆

建立以南迴產業體為主體的儲蓄
互助社

26. 酋長鳳梨有限公
司

花蓮縣瑞穗鄉
富興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

鳳梨、鳳梨
加工品

提供在地就業機會、協助社區環
境認養、推動社區環境保護

27. 拉勞蘭小米工坊*
臺東縣太麻里
香蘭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小 米、 紅
藜、樹豆、
餐廳

回饋老人中餐、課後輔導餐點及
文化教育、部落文化推廣、部落
公共空間維護

28. 神農盈科股份有
限公司

苗栗縣大湖鄉
栗林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薑 黃、 薑
黃加工品、
餐飲

設置回饋專戶，愛心日餐 5份 3
家，成立老人照護中心，環境認
養及提供就業機會

29. 金碳有限公司 彰化縣埔鹽鄉
大有社區

1級生產 米、生物碳
吸引青年投入在地產業發展，盈
餘回饋社區得以永續經營

30. 礁坑農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化區
礁坑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錫蘭橄欖、
錫 蘭 橄 欖
加工品、遊
程

提供社區就業機會、盈餘將提撥
20%提供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關
懷據點、老人供餐、長者照護、
幼童課後輔導及社區認養環境維
護

31. 田園野趣有限公
司

臺南市後壁區
土溝社區

3級服務體驗 餐廳、遊程
創造地方就業機會、培伴青年創
業、協助農民轉型推廣環境教
育、藝術陪伴解決地方課題

32.
有限責任新北市
五股區御承農業
生產合作社

新北市五股區
綠竹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

竹筍、加工
筍

還有認養社區環境、僱用社區人
力就業、提撥盈餘 20%做社會
救助

33. 晉典貿易股份有
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
東陽社區

1級生產 柑橘
公共空間認養維護，提撥 0.5%
盈餘設基金專戶，照護關懷據點
及產銷班

34. 保證責任雲林縣
瓊埔合作農場

雲林縣水林鄉
瓊埔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

地瓜、地瓜
加工品

提供在地就業機會、老人就業機
會、提供 3所國小 1所國中及
社區老人共餐食材補助、認養公
共設施

35. 壽豐印象企業 花蓮縣壽豐鄉
壽豐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稻 米、 蔬
果、銷售平
臺營運

收支盈餘 80%再投入本次農業
服務系統、第二年再投入 80%

36.
有限責任臺南市
後壁區仕安社區
合作社

臺南市後壁區
仕安社區

1級生產 米

提供社區就業機會、盈餘提撥
20%提供社區醫療接駁、老人
供餐、邊緣家庭急難救助、長者
照護、學童課後輔導及社區環境
維護

37. 樂山咖啡行 * 臺東縣卑南鄉
溫泉社區

1級生產 咖啡、蔬菜
成立樂山咖啡獎助學金、農場實
習機會，並酌發生活補助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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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新城風糖有限公
司

新竹縣寶山鄉
新城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黑糖、爆漿
饅頭、遊程

鼓勵復耕甘蔗，創造就業機會，
定期舉辦老人供餐活動

39. 福客行銷有限公
司

苗栗縣苑裡鎮
苑坑社區

2級加工、3級服
務體驗

大 餅、 餐
飲、住宿

提供就業機會，每月定期提供契
作米給弱勢團體，協助推動環境
認養

40. 捷順企業有限公
司

宜蘭縣蘇澳鎮
朝陽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

茶籽油、清
潔劑

保證收購苦茶籽、定期提供茶籽
堂商品與禮品

41. 耕山農創股份有
限公司

苗栗縣頭份鎮
流東社區

1級生產、3級服
務體驗

茶 葉、 遊
程、住宿

打工換宿認養客家大院，聘用在
地人增加就業機會，老人照護供
餐，推動客家文化保存、食農教
育

42. 吟詩企業有限公
司

南投縣埔里鎮
一新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筊白筍、筊
白 筍 加 工
品、遊程

收益提撥生態保育基金，鼓勵青
年民眾參與，輔導落實綠保標
章，提供農民銷售管道

43. 長盛製酒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古坑鄉
荷苞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

咖 啡、 樹
葡萄、酒、
酵素

提供社區就業機會、認養荷苞村
之蝴蝶公園、贊助雲林縣脊髓損
傷者協會、社區活動

44. 久耕生技農業股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
和平社區

1級生產 蔬菜
準備 2場供菜料理、開放實習
100時、結合社區推展創新遊程
體驗活動，促進產業發展

45.
保證責任嘉義縣
東石雜糧生產合
作社

嘉義縣東石鄉
蔦松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雜 糧、 雜
糧加工品、
DIY 體 驗
服務

社區公共設施之維護、提供老人
愛心餐飲、社區環境污染防治、
保價契作

46. 源天然農業有限
公司

臺東縣池上鄉
福原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米、黑米、
黑豆、黑豆
茶、遊程、
餐飲

提供在地就業機會 5名、實習工
讀 10名、社區環境保護或污染
防治倡導

47.
保證責任臺灣區
阿丹果菜生產合
作社

雲林縣斗南鎮
阿丹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

竹筍、加工
筍

錄取經濟弱勢實習工讀 10人、
中高齡在地就業約 10人、辦理
農場見習

48.
保證責任南投縣
魚池鄉紅茶生產
合作社

南投縣魚池鄉
養靈社區

1級生產 茶葉

提供公私立幼稚園午餐、協助提
供部分魚池鄉民行公車營運經
費、協助辦理社區活動、提供南
投縣十三鄉鎮義診經費

49. 宏基蜜蜂生態農
場有限公司

南投縣埔里鎮
枇杷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蜂 蜜、 蜂
蜜加工品、
餐飲

無

50. 廻鄉有機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通霄鎮
烏眉社區

1級生產、2級加
工、3級服務體驗

米、蔬菜、
柑橘、醬料
等 加 工 食
品、餐廳、
遊程

以當地居民優先錄用、買設備賺
工錢、契作在地米、發展有機產
品、供小學營養午餐食材

備註 : 1.*標示者為原住民地區，全臺共計 10家。
          2. 黃色底為行政院登錄之社會企業，全臺共計 9家。
          3. 目前參與該計畫的農村社區企業，全臺共計 50家。
資料來源：本文依據各提案單位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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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給農村再生基金。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這些經濟體同時也扮

演農村社區企業之社會責任，透過他們的經濟

活動，也同時落實協助農村社區發展的重要支

柱，可以看到除了在經濟上的回饋外，也可以看

到對於在地農產契作的面積擴大、社區老人照

顧供餐、增加在地就業機會及維護農村公共設

施等不同面向的額外投入，預計創造 3.6億元

產值、1,000個就業機會、2億元投資額，引領

農村發展邁向新境界（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2017），同時也有 9家農村社區已獲行政院登

錄為社會企業。

肆、結語

農村的人口組成一直是世界各國農業政策所

重視的一環，誠如青年返鄉一直是農業部門所強

調的重要政策。過去，農業部門在青年回鄉輔導

上，主要是針對返回農村從事農業經營之青年或

青年學子，協助青年農民發展創新加值產業，以

加速農村人力結構改善，以提升農業競爭優勢。

時至今日，目前不管是農村再生政策中所

強調之農村生活、生產及生態的三生功能，或

是OECD所提出的社會、經濟及環境等多維度

福祉的考量，甚至於近年來被普遍討論的里山

精神或地方創生，都顯示了農村整體發展之趨

勢，不能只有單純強化農業人才的引進和培育，

更重要的是吸引不同跨領域人才的參與和投入，

並創造更多可持續的經濟活動。

透過不同手段的策略引導，從吸引跨領域

專業人才開始，到培育社區或青年成為在地運作

的經濟體，都是讓農村發展重要的動能，不僅

體現在促進就業，提供各項產業服務，強化在

地農產品的流通之外，也同時肩負起在地的社

會責任。長遠看來，當越來越多不同的參與者，

以不同的方式和切入點，在農村逐步建立公私

協力的模式，方能將資源整合加值，達到永續

之農村發展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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