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產業發展規劃之研究-以四季南山平台為例 

林建堯 黃郁琇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壹、緒論 

宜蘭縣大同鄉四季村與南山村是泰雅族人重要的聚落，以種植高麗菜、大白菜等蔬菜為主要經濟來

源；多年來一直是臺灣夏季高冷蔬菜的重要產區，提供了國人相當優質的可食葉菜。然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採用慣行農法來種植單一作物，栽植所使用大量的生雞糞與農藥等，已對當地環境與生態造成極大

衝擊與破壞，也間接影響宜蘭縣境內民生飲用與灌溉用之水源品質。 

為保護與維持民生與灌溉水源的安全與品質，同時基於環境與公益政策考量，維護河川生態為優

先，除了協助當地農民調整農業耕植方式外，導入多元產業來降低環境所承受的壓力，減少衝擊與危害

的發生，才是長治久安的解決方案。 

爰此，宜蘭縣政府積極推動四南地區精緻農業與產業結構轉型，結合當地自然景觀、環境生態、原

民文化特色、基礎公共建設改善及產業結構升級等，吸引外來遊客到此參訪與消費，提高當地產業產值

與當地農民的所得。然而在一連串計畫推行前，最重要的就是瞭解當地部落農民的狀況與意向，用更貼

近的語言與更符合需求的想法，來為日後願景擘畫，做更充分的溝通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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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方向溝通訪談 

研究初期針對各個產業面向進行初步的訪談並了解現階段四季南山產業的瓶頸外，研究團隊在初步

擬定了未來發展的願景與藍圖後，更安排了幾次小組的訪談，藉由訪談的過程，由團隊闡述本研究的發

展願景，並溝通了解居民們所重視、期望的發展內容，藉以回饋修正研究的方向，期望透過不斷的溝

通，擘畫出最佳的規劃主軸，並由不斷的意見刺激，提高居民對未來發展的參與度與興趣。 

 

圖一、研究流程圖 

 

研究團隊利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作為訪談的依據，導引訪談進行；訪談指引或訪談表通常在訪談開

始前被設計出來，作為訪談的架構，但其用字及問題順序並不用太侷限，主要的內容須與研究問題相

符，問題的形式或討論方式則採取較具彈性的方式進行，所以研究可比較性可能降低，但優點是它可以

提供受訪者認知感受較真實的面貌呈現（林金定、顏嘉楓、陳美花，2005）。 

訪談亦是一種互動的過程，它不僅將在訪談前既有的客觀事實挖掘出來，且能不斷地於互動過程中

創造新的意義（胡幼慧，1996）。因此，透過深度訪談，以面對面的溝通，深入獲得受訪者對研究主題

的想法，進而收集更深層、完整的資訊，並獲得受訪者的隱性知識，再透過訪談者讓隱性知識得以轉換

為顯性知識。選擇用深度訪談的主要目的在了解受訪者以本身的語言陳述他們對其生活、經驗或情況的

觀點。但因須與受訪者重複性接觸，故可能花費較長的研究時間；而研究者與受訪者角色為平等的；藉



助受訪者熟悉的語言以瞭解其內心世界的想法（林金定、顏嘉楓、陳美花，2005）。 

 

   

圖二、訪談溝通過程 

 

在質化研究階段，共完成兩場居民座談會，分別在四季部落社區活動中心、與南山部落社區活動中

心，傳達研究團隊草擬之發展構想，並聆聽居民想法，做充分溝通，以作為修正規劃構想的重要依據，

會後並請與會居民填寫意見回饋表，以讓研究團隊能進一步了解居民的想法與需求，說明如下。 

   

圖三、居民座談會 

 

參、居民意見蒐集與回饋 

居民的回饋意見，在座談會結束之後進行回收，以取得最即時的意見資料，經由分析結果如下： 

1.四季村 

四季村共回收 46份有效問卷，以下為分析結果： 

 個人社經背景 

調查結果受訪居民性別組成男、女性比例相同，受訪居民的年齡層方面，以 41～50 歲之受訪者居

多，佔全部之 37.78%，其次為 51～60 歲，佔全部之 17.78%，而 20 歲以下之受訪居民最少，僅佔

4.44%。 

受訪居民職業方面，以「農林漁牧業」居多，佔半數以上（56.82%），其次為「家管」(15.91%)，

再者為「自由業」（13.64%）。 

受訪居民職業為「農林漁牧業」者，從事此行業以「21~30年」所佔比例最高，為全部之 31.82%，



其次為「16~20年」(18.18%)，顯見參與者對從事農產業，都已有相當的經驗與資歷。 

受訪居民參與相關社團、團體事務以「產銷班」最多，佔全部之 52.17%。 

 

表１ 四季村樣本背景分析表 

題項 內容 次數 % 題項 內容 次數 % 

性別 男 21 50 農作

物類

型-複

選 

高麗菜 25 82.3 

女 21 50 包心白菜 16 57.1 

年齡 20歲以下 2 4.4 蔥 4 14.3 

21~30歲 4 8.9 薑 4 14.3 

31~40歲 7 15.6 蒜 5 17.9 

41~50歲 17 37.8 其他蔬菜 3 10.7 

51~60歲 8 17.7 康乃馨 4 14.3 

60歲以上 7 15.6 金絲桃 1 3.6 

職業別 公教人員 2 4.6 葉牡丹 0 0 

軍警 0 0 海芋 0 0 

公司職員 0 0 其他花卉 0 0 

勞工 0 0 茶 1 3.6 

自行經商 0 0 其他作物 0 0 

農林漁牧業 25 56.8 土地

所有

權-複

選 

自有土地 20 43.2 

服務業 2 4.6 承租土地 7 15.2 

家管 7 
15.9 

僅為受雇勞工 2 
4.4 

自由業 6 13.7 自有

土地

或承

租土

地上

農作

物類

型 

內容 次數 甲 

已退休 1 2.2 十字花科 1 2 

其他 1 2.2 花卉 1 0.2 

年資狀

況 

1~5年 1 4.6 桂竹 1 1 

6~10年 3 13.6 茶 1 2 

11~15年 3 13.6 高麗菜 12 1.09 

16~20年 4 18.1 白菜 1 1 

21~30年 7 31.8 蔬菜 2 0.5 

31~40年 2 9.1 薑 1 1.7 

50年 1 4.6 蔥 1 0.6 

55年 1 4.6 康乃馨 1 0.15 

參加相

關社團

事務 

無 4 8.7  

產銷班 24 52.2 

社區發展協會 7 15.2 

非營利組織(協

會、基金會) 
10 21.7 

其他 1 2.2 

 

 農產業發展現況 

在主要種植農作物方面，以「高麗菜」為最主要的作物，佔全部之 89.29%，有種植「包心白菜」

者亦不少，佔全部之 57.14%，種植康乃馨、金絲桃等花卉產業的比例尚低（14.29%，3.57%） 

土地所有權方面，以「自有土地」最高，佔全部之 43.18%，其次「承租土地」，佔全部之

15.22%。 



居民自有土地或承租土地上種植的各類型作物，以「高麗菜」最多，平均面積為 1.09甲，而有一人

種植茶葉，種植面積有 2 甲，花卉、康乃馨等的種植面積相對較小，仍處於試種階段。種植的種類上，

仍以單一作物為主，少部份有種植兩種以上的作物（25%）。 

居民對於收入滿意度以「普通」最多，高達五成以上（55.17%），其次為「不滿意」，佔全部之

27.59%。 

表２ 四季樣本產業發展意向表 

題項 內容 次數 % 題項 內容 次數 % 

作物

總類

統計 

1種 
12 75 

未來想

發展項

目類型

-複選 

多元蔬菜產業 
26 56.5 

2種 4 25 花卉產業 12 26.1 

收入

滿意

度 

非常滿意 2 6.9 茶產業 4 8.7 

滿意 2 6.9 加工產業 9 19.6 

普通 16 55.2 觀光旅遊業 20 43.5 

不滿意 8 27.6 其他 
1 2.2 

非常不滿意 1 3.4 

事業

發展

狀況 

尚稱良好 
18 39.1 

須公部

門協助

項目-

複選 

穩定現有工作收

入 
26 56.5 

遭遇瓶頸，想要轉

型 
28 60.9 確保工作機會 21 45.7 

裹足

不前

原因-

複選 

缺乏技術轉型 17 37 
適當的資金支持

或政策獎勵 
16 34.8 無自有地，沒有轉

型條件 
6 13 

缺乏資金支持轉型

工作 
19 414.3 

提供相關的技術

支援 
15 32.6 

缺乏轉型後的銷售

通路 20 43.5 
相關轉型障礙諮

詢 
18 39.1 

擔心轉型不成功，

影響原有獲利 
19 41.3 

 

 

問到受訪居民目前的事業發展狀況，以「遭遇瓶頸，想要轉型」較多，佔 60.87%，顯見想要轉型

的整體需求是大於維持現狀的。 

想要轉型的居民裹足不前的原因，以「缺乏轉型後的銷售通路」最多，佔全部之 43.48%，其次

「缺乏資金支持轉型工作」及「擔心轉型不成功，影響原有獲利」，各佔全部之 41.30%，再者以「缺

乏技術轉型」，佔全部之 36.96%，「無自有土地，沒有轉型條件」相對是最少的，可知銷售通路、資

金等，是居民目前轉型的最大疑慮。 

 未來發展建議 

受訪居民對於本計畫所提出四季南山未來的發展方向，未來想參與的項目仍以蔬菜產業為最多，佔



全部之 56.52%，可見居民仍最願意由其擅長的項目嘗試起，另「觀光旅遊業」亦有 43.48%的居民感興

趣，可見大家是相當看好觀光發展前景的。 

受訪居民認為最需要公部門協助的方面，以「穩定現有工作收入」最多，佔全部之 56.52%，其次

「確保工作機會」，佔全部之 45.65%，再者「相關轉型障礙諮詢與協助」，佔全部之 39.13%。顯見居

民最重視的仍是工作收入的保障，並需要技術支援的提供與介入。 

2.南山村 

南山村共回收 33份有效問卷，以下為分析結果： 

 個人社經背景 

調查結果受訪居民性別以男性居多，佔全部之 54.84%。受訪居民的年齡層方面，以 41～50 歲之受

訪者居多，佔全部之 28.13%，其次為 60歲以上，佔全部之 25.00%，而 20歲以下之受訪居民最少，僅

佔 3.13% 。受訪居民職業方面，以「農林漁牧業」居多，佔 87.88%。 

受訪居民職業為「農林漁牧業」者，從事此行業以「16~20年」所佔比例最高，為全部之 38.89%，

其次為「21~30年」(22.22%)。 

受訪居民參與相關社團、團體事務與四季村相比少的多，以參加產銷班與社區發展協會為主（12.12%，

15.15%）。 

 農產業發展現況 

在主要種植農作物方面，以「高麗菜」為最主要的作物，佔全部之 84.38%，其次為「包心白

菜」，佔全部之 43.33%，花卉部份，種植的比例較四季村高，顯見南山村在產業轉型方面參與比例較

高。 

土地所有權方面，以「自有土地」最高，佔全部之 75.76%。居民對於自有土地或承租土地上種植

的各類型作物，以「高麗菜」最多，平均面積為 1.09甲，其他十字花科、萵苣、馬鈴薯等，皆有 2甲以

上的種植面積，花卉部份，則以葉牡丹的種植面積較大（2甲）。 

居民對於自有土地或承租土地上種植幾種類型作物，種植的種類上，仍以單一作物為主

（64.71%）。居民對於收入滿意度以「普通」最多，佔全部之 60.00%，其次以「滿意」，佔全部之

26.67%。 

表３ 南山村樣本背景分析表 



題項 內容 次數 % 題項 內容 次數 % 

性別 男 17 54.8 農作

物類

型-複

選 

高麗菜 27 84.4 

女 14 45.2 包心白菜 13 43.3 

年齡 20歲以下 1 3.1 蔥 4 13.3 

21~30歲 4 12.5 薑 1 3.3 

31~40歲 4 12.5 蒜 2 6.7 

41~50歲 9 28.1 其他蔬菜 2 6.7 

51~60歲 6 18.8 康乃馨 1 3.3 

60歲以上 8 25 金絲桃 2 6.7 

職業別 公教人員 1 3 葉牡丹 4 13.3 

軍警 0 0 海芋 5 16.7 

公司職員 0 0 其他花卉 0 0 

勞工 0 0 茶 1 3.3 

自行經商 0 0 其他作物 1 3.3 

農林漁牧業 29 87.9 土地

所有

權-複

選 

自有土地 25 75.8 

服務業 1 3 承租土地 8 54.2 

家管 
2 6.1 

僅為受雇勞工 1 
3 

自由業 0 0 自有

土地

或承

租土

地上

農作

物類

型 

內容 次數 甲 

已退休 0 0 十字花科 1 3 

其他 0 0 甜柿 1 0.2 

年資狀

況 

1~5年 1 5.5 萵苣 1 2 

6~10年 3 16.7 葉牡丹 2 2 

11~15年 3 16.7 高麗菜 14 1.09 

16~20年 7 38.9 包心白菜 2 1 

21~30年 4 22.2 海芋 3 0.13 

參加相

關社團

事務 

無 20 60.6 馬鈴薯 1 2 

產銷班 4 12.1  

社區發展協會  5 15.2 

非營利組織(協

會、基金會) 
3 9.1 

其他 1 3 

 

問到受訪居民目前的事業發展狀況，以「遭遇瓶頸，想要轉型」較多，，佔 86.67%，顯見想要轉

型的整體需求是遠大於維持現狀的。想要轉型的居民裹足不前的原因，「缺乏技術轉型」、「缺乏資金

支持轉型工作」、缺乏轉型後的銷售通路」、「擔心轉型不成功，影響原有獲利」皆有四成以上居民有

此疑慮。 

表 4 南山樣本產業發展意向表 

題項 內容 次數 % 題項 內容 次數 % 

作物

總類

統計 

1種 
11 64.7 

未來想

發展項

目類型

-複選 

多元蔬菜產業 22 66.7 

2種 5 29.4 
花卉產業 11 33.3 

3種 1 5.9 

收入

滿意

度 

非常滿意 2 6.7 茶產業 4 12.1 

滿意 8 26.7 加工產業 8 24.2 

普通 18 60 觀光旅遊業 13 39.4 

不滿意 1 3.3 其他 3 9.1 



題項 內容 次數 % 題項 內容 次數 % 

非常不滿意 1 3.3 

事業

發展

狀況 

尚稱良好 4 13.3 
須公部

門協助

項目-

複選 

穩定現有工作收

入 
23 69.7 

遭遇瓶頸，想要轉

型 
26 86.7 確保工作機會 14 42.4 

裹足

不前

原因-

複選 

缺乏技術轉型 14 42.4 
適當的資金支持

或政策獎勵 
16 48.5 無自有地，沒有轉

型條件 
6 18.2 

缺乏資金支持轉型

工作 
14 42.4 

提供相關的技術

支援 
15 45.5 

缺乏轉型後的銷售

通路 15 45.5 
相關轉型障礙諮

詢 
12 36.4 

擔心轉型不成功，

影響原有獲利 
16 48. 

 

 

 未來發展建議 

受訪居民對於本計畫所提出四季南山未來的發展方向，未來想參與的項目仍以蔬菜產業為最多，佔

全部之 66.67%，可見居民仍最願意由其擅長的項目嘗試起，另「觀光旅遊業」亦有 39.39%的居民感興

趣，可見大家是相當看好觀光發展前景的，花卉產業亦有 33.33%居民有興趣。 

受訪居民認為最需要公部門協助的方面，以「穩定現有工作收入」最多，佔全部之 69.70%，其次

「適當的資金支持或政策獎勵」，佔全部之 48.48%，再者「提供相關的技術支援」，佔全部之

45.45%。 

透過問卷結果可知，肇因於難以預料的天候環境，居民的收入狀況並不穩定，再加上可預見的極端

氣候加劇，勢必對當地經濟造成更大的衝擊。多元產業的導入與發展，有助於提供一個更穩定的產業結

構，進而創造穩定的經濟收益，這些思維也漸漸地在部落內發酵、萌芽。 

公部門也將進一步解決產業經營技術、轉型補助基金等問題，讓四南平台的多元產業能夠生根、茁

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產業環境。 

肆、擬定未來推動計畫 

透過完整的資料盤點與居民意見蒐集暨交換，研究團隊提供宜蘭縣政府發展四南地區精緻農業與產

業結構轉型的基礎，結合當地自然景觀、環境生態、原民文化特色、基礎公共建設改善及產業結構升級

等，吸引外來遊客到此參訪與消費，提高當地產業產值與當地農民的所得。詳細推動計畫項目，請參見



下表 

表５ 四季南山目前正在執行計畫表 

計畫目標 產業

別 

3 年所需經

費/年 

完成後年產

值提升 

勞動就業人

口增加 

備註 

花卉作物栽培試

驗 

一級

產業 

450（萬元）

/150 
500（萬元） 100 人 以 10 公頃計 

加工品研發推廣 二級

產業 

150（萬元）

/50 
100（萬元） 50 人  

松露試種計畫 一級

產業 

540（萬元）

/180 
1500（萬元） 100 人 以 10 公頃

計，可連續採

收 30 年 

土壤改良計畫 一級

產業 

300（萬元）

/100 
50（萬元） 5 人  

農產品銷售及旅

遊服務中心 

三級

產業 

5100（萬元）

/1700 
800（萬元） 50 人 四季、南山平

台各一 

合   計 6540（萬元） 2950（萬元） 305 人  

 

表所列的各項計畫，目前皆已規劃實施期程，其中發展具多元功能的松露產業為宜蘭縣政府目前在

四季南山平台推行之重點計畫。利用菌根菌與喬木共生之機制，來達成多面項的環境效益。松露產業除

了本身高貴的價值外，也有助於造林、水土保持、多元農產收穫及發展觀光遊憩的深度體驗。但是松露

栽培前四年幾乎沒有任何收益，對部落夥伴的生計是比較嚴峻的挑戰，故提出較寬鬆的獎勵造林措施，

在第一年每公頃補助 9 萬元，接下來連續三年各補助 5 萬元，在沒有收益的前四年共補助 24 萬元，來

讓部落夥伴安心種植。 

四季南山平台的多元產業導入，除了一級產業的多樣化外，二、三級產業亦應該同時扶植發展，其

中展示銷售的空間更是首要克服的瓶頸。如眾週知，四南地區除道路外大多為私有的農耕地，連路邊停

車的空間都沒有，更遑論建構多功能的產品銷售中心。 

宜蘭縣政府利用有限的公有地與鄰近的私有地結合規劃，在南山平台找了一塊可利用的空間，運用

道之驛的概念，結合泰雅族的圖騰意象來設計農產品銷售及旅遊服務中心，絕對會成為四南地區未來的

重要櫥窗，達到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或銷售）的目標，讓經濟效益留在原鄉部落。 

伍、結論 

多元產業發展，是本地區最重要的發展核心，亦是與當地部落經由不斷的溝通討論所得到的發展共

識，藉由多元產業發展計畫，降低蔬菜產量，更加精緻化、並形成更友善的耕作模式；而花卉、松露的

部份，則提高並發展穩定而友善的生產機制，並在發展的同時，注意到承載量的管制（透過資源盤點與



規劃，初步建議花卉 10公頃、松露 10公頃是初期推廣與試驗發展的上限，超過此上限，應詳細評估市

場需求，避免產銷失衡）；另外闢建觀光旅遊服務銷售中心，達到在地消費、深度體驗，將泰雅族原住

民的特色精神加以發揚。此次透過資源盤點與運用質化、量化的研究方法，充分蒐集部落住民的意向，

提出全面性的產業轉型計畫，相信將有效地改善環境品質、提升整體生態環境、造福當地部落同胞，讓

四季南山成為宜蘭縣達到「永續」、「有機」、「友善」、「幸福」目標的標竿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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