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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經營管理計畫 

第一節  社區營造推動計畫 

 

社區營造的理念及作為在台灣已有十餘年的推動歷史，其理念不但已經深入台灣各

個基層社區及社群之中，並且創造了傲人的輝煌成效。社區營造最早是由文建會於

1994 年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一詞，亦有稱為「社區參與」、「社區培力」、「社區賦

權」等名稱，主要是強調「在地行動」、「由下而上」、「社區培力」及「從操作中學

習」一種社區改造的行動操作。依據文建會的政策說帖，「社區總體營造為一種全面

性、整體性的社區規劃與社區經營的過程，以社區共同體及社區意識為前提，透過

社區民眾參與，凝聚社區共識，經由社區自主能力，使得生活空間美化，生活品質

提昇，也使文化產業、經濟再行復甦，並讓原有的地景、地貌煥然一新，進而促使

社區活力的再現」。這個深具包容性的政策性概念為台灣的社區營造運動打造了一個

宏觀的願景及多元的操作空間，逐漸開啟了台灣社區發展的嶄新面貌，並且突顯了

社區居民草根意識對社區發展的重要性。 

竹子湖地區在社區營造理念的推動上已有多年的經驗，早自民國 91 年起陽管處為推

動陽明山國家公園事業之永續經營，期能與當地社區民眾建立良好互動發展，並以

適當之環境溝通模式來建立互信合作關係，乃委託進行「陽明山國家公園共同規劃

與管理機制之先驅性研究-以竹子湖地區為例」，探討適當之公眾參與及環境溝通模

式。92 年配合新修訂之「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草案新增之第十四點，

續委託「陽明山國家公園居民參與社區整體改造計畫輔導及審議機制研究—以竹子

湖地區為例」，該研究即指出居民在擬定細部計畫的過程中參與的不足及計畫專業能

力不足等議題。陽管處乃自於 95 年至 97 年委託辦理「竹子湖自提計畫宣導說明

會」、「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先期規劃」及「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等一系

列輔導參與環境規劃改造的相關工作，期望培養居民建立自主營造社區的共識及專

業能力，共同營造社區永續發展的產業及生活環境。 

在上述針對竹子湖環境改造的計畫中，地區居民實際上參與了多項開創性的工作坊

及小空間改造計畫，為社區勾勒出長期發展的方向，並且體驗了示範性空間改造的

操作成效，同時奠立了社區居民自主營造社區的基本能力。然而就更全面性的社區

產業永續發展及環境改造工作，竹子湖社區營造工作仍有下列課題，有待相關單位

繼續給予輔導或支援，強化社區經營管理的績效。 

一、強化社區組織之分工及運作 

社區營造的主要參與者是社區的居民，但居民能否有效的動員參與，關鍵因素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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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區組織或社區意見領袖能否喚起居民的向心力及行動力。竹子湖地區以往參與

社區事務或活動的組織，主要包括湖田社區發展協會、竹子湖觀光發展協會、湖田

里辦公室、士林農會、湖田國小等地方組織。依組織之性質及目的，可略為賦予各

組織主要推動工作如下： 

1.湖田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居民自治、社區生活環境之改造、低碳社區之建置、

社區共識活動之企劃與推動、農村文史資料建置與展示 

2.竹子湖觀光發展協會－餐廳業者自治、交通管理配套機制、回饋基金籌募、套

裝旅遊安排及推廣(含生態導覽解說) 

3.湖田里辦公室－公共環境之整理及維護（小場所好空間、候車亭、入口區、包

裝場、水圳清理、環境整理）、協助生態環境建置及維護（生態農田、濕地、

綠廊植栽）、推動知識學習型社區、協助社區營造資源的申請 

4.士林農會－生態農園推廣及建置、農業廢棄物之堆置處理、生態水池及綠廊植

栽、農業體驗活動設計推廣、在地食材料理研發、自然園藝教學模式設計推廣、

農民市集、市民農場、農村生活營（結合民宿） 

5.湖田國小－生態及文史資源建檔、生態體驗環境建置、生態導覽員培訓、生態

導覽活動由 

於社區各組織有不同的成員及其成立宗旨，因而造成社區事務推動上紛亂，以致於

長期以來無法有效落實社區營造的缺失。因此，對於社區事務自主經營管理的推動

上，首重之務應整合各社群，成立具代表性之窗口，如成立社區合作社，對外負責

協調相關行政事宜，如地方建設計畫的提案、公共事務的配合支援等；對內則應建

立各社群分工架構及運作模式，研訂社區自主治理之規則及公約，強化社會資本及

社群網絡關係，有效規範違規行為，落實社區工作成效。 

管理處自 96 年推動竹子湖地區自提計畫的用意即是期望由社區成立具代表性組織

為窗口，協調居民共識，以整體發展需求研商社區發展計畫，作為地方發展的依據。

本計畫雖以細部計畫形式，由政府部門發動發展計畫的研議工作，惟未來計畫的落

實仍需社區居民的配合及自主推動。管理處將居於督導的角色協助社區事務落實，

並與社區組織建立合作的伙伴關係，依細部計畫內容或許可審查引導地方有序的發

展，社區合作社則協助整合社區力量，以自主管理的模式推動社區事務。社區組織

所擔負的功能角色及與管理處之合作模式如下圖所示。 

 

 

 



105 年度「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改造細部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7-3

 

圖 7-1  社區發展計畫落實執行之公私夥伴關係圖 

資料來源：100 年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經營管理規劃計畫 

 

二、推動社區假日接駁交通管理營運模式 

竹子湖社區因區內腹地有限，假日擁濟的交通車流及隨意路邊停車，成為社區發展

生態觀光及休閒農業最大的課題。目前社區經營餐飲及農光農園的花卉業者也多有

共識，仿照海芋季期間的交通疏緩方式，於假日提供小型接駁公車的服務，提升假

日休閒觀光活動的品質。 

依目前與社區組織及業者代表討論的方案，擬由竹子湖觀光發展協會主導辦理，里

辦公室及社區發展協會協辦。區內海芋園業者、餐飲業者、花卉園業者及相關產業

經營者共同參與，負擔交通接駁車費用及支援入口區交管人員。 

初步規劃假日自 09:00-17:00 每二十分鐘發一班車，路線自陽明山公園停車場發車，

經陽明山國家公園第二停車場、竹子湖社區入口及區內主要道路候車亭。未來視遊

客人數需求調整接駁班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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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車乘車費用（以園區清潔費名目收取）每人次十元，可抵用區內消費，業者收

取後自行吸收。若接駁車營運費用不足時，可分向相關單位申請補助及由社區組織

公基金補貼等方式維持。 

三、建構學習型社區組織 

社區營造需要專業知識的導入，才能由居民自主營造相關的環境改造、產業轉型、

文化傳承等面向的工作，因此建構一個學習型社區組織的傳統，不斷與時俱進的解

決社區的需求，才能落實社區營造的目的。 

竹子湖以往在陽管處的協助下，已舉辦過多場次的社區共識座談會、社區工作坊及

專業課程培訓，但因多屬外部專業的協助，組織與居民尚未發展出自主學習的運作

模式。今後社區組織應加強人才的培訓，朝自主學習的方向發展，建構社區在地知

識庫，如文史資料、生態資料、農業生產及營運技術等，並強化行銷推廣及創意研

發等實務操作的技巧，強化社區知識資本及共識意願來落實社區營造工作。 

社區營造知識交流（觀摩、接待）、知識建置（文史資料、農業生產及營運技術、生

態）、導覽員培訓、工作坊、座談會、課程培訓、自然生態觀察。 

四、社區營造資源的導入 

社區營造的推動需要有計畫行動執行的經費與人力支援，才能持續的落實營造成

效。目前國內相關單位均有編列預算補助社區發展相關工作，可由社區組織撰寫企

劃畫申請補助，進行社區營造工作。竹子湖社區應由社區組織代表提案，爭取社區

營造資源的導入，加速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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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態環境管理計畫 

 

竹子湖計畫區因堰塞地形及自然環境特性的影響，中央較平坦地區以聚落及生產環

境為主，而地形陡峭之外圍區域及中央林地，因開墾不易且屬高度環境敏感地區，

基於環境脆弱性及為生態維護、棲地保存、水土保持及水源涵養等功能，因此仍應

維持自然度豐富之原始林地或人工林地。 

本區位處人為開發區與自然原始林區之間，但因毗鄰居民生活及生產集居地，且交

通可及性高，仍有少數人為活動入侵干擾，使本區成為開發利用與原始保育活動的

緩衝地帶。若無完善的環境管理計畫，一旦人為開發活動漫入本區，將嚴重影響環

境生態的永續，侵蝕國家公園經營的目標。 

一、自然生態維護保育方針 

本計畫依環境特性、權屬及發展現況所劃設之用地區分中，以保育用地具有自然生

態保育維護之性質。其中保育用地大部分土地權屬均為國有，且多數維持自然原始

風貌，可施以較嚴格的管理措施，因此環境管理方針應以自然環境的保育為主，嚴

禁人為活動或設施開發對環境的干擾。由於保育用地中有少部分出租予私人興建農

舍之土地，已有私人財產的既存情況，則應對其既有權益加以保障。而部分保育用

地屬私人產權，且為人工植林狀態，因此土地管理策略宜同時考量地主權益及環境

永續因素，環境管理方針則以復育為主，在維持現有土地經營模式的情況下，強化

環境的復育作為，以免降低保育用地的自然生態豐富度。本計畫自然生態維護保育

方針包括： 

（一）進行區域生態及人文資源調查：由管理處委託專家學者長期進行計畫區周邊動植

物生態及人文、地景調查、登錄、追蹤，研訂資源保育、保護計畫，作為本區經

營管理計畫之指導。 

（二）野生動植物進行保育計畫：對區內具有特殊珍貴或瀕臨滅絕之野生動植物，積極

進行培育計畫，如特殊稀有植物或原生植物復育計畫。另應以本區作為一般動物

棲息繁衍的基地，建構本區與其他分區之生態廊道供野生動物遷移，增加物種基

因交流機會。 

（三）生態環境之復育：逐步提升區內自然生態環境之品質，並恢復已破壞地區之生態

功能。 

（四）利用資源進行機會教育：在不妨礙資源之正常演替下，可規劃提供為各種生態演

變現象之觀察中心，准許遊客在適當管制下進入，進行機會教育。 



臺北市政府 
 

 
7-6

（五）製作解說教材：提供社區居民、業者及導覽人員作為自然教材及生態導覽之題材，

發揮協助推廣地區自然環境教育功能，突顯竹子湖生態社區之環境生態特色，並

可避免居民或遊客誤入自然生態地區發生危害自然環境之行為。 

二、保育農業用地環境管理策略 

保育農業用地為高育保育之性質，應避免再新增人為活動的干擾及破壞，故其環境

管理策略如下： 

（一）本區自然地形平均坡度超過 30%，環境敏感性高，既有林相完整，因此區內除為病、

蟲、獸害、修護景緻、維護安全所需之處理外，禁止從事林木伐採及林相變更等

改變林貌之行為。 

（二）為避免破壞自然棲地及引發環境災害，區內除為資源保育需要及原有合法建築之

修建、改建或就地拆除重建之外，禁止新建任何建築物、道路、橋樑或其他工程

設施。 

（三）計畫區保育用地之中央地帶，雖為人工植林，但林相完整，為計畫區中央最具特

色之山林景觀，樹種以柳杉及樹杞－紅楠林為主，故應以保育維護為重，除原為

休耕之私有農田，及為病、蟲、獸害、修護景緻、維護安全所需之處理外，禁止

從事林木伐採及林相變更等改變林貌之行為。 

（四）為維護地主權益及生活需要，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依原有規模申請就地拆除重

建、修建及改建，或協調以徵收方式輔導於產業用地另行興建新農舍，並將原建

築物拆除，回復林（農）業使用。 

（五）加強本區範圍邊界之巡查，防範違法之林木伐採及地形、地貌變更，及登山遊客

不當之林木採集與環境破壞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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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產環境管理計畫 

 

竹子湖地區為傳統聚落發展地區，先民自清朝時期即已進入本區開墾及居住，在順

應自然環境條件下開墾較為平坦及坡地成為農田，並聚居農田之間形成村落及農

宅。竹子湖地區農地在不同歷史階段各有主要種植之作物及經營方式，目前主要種

植海芋、花卉及蔬菜為主。依據功能屬性及環境條件，賦予管制原則以引導土地利

用作為，一方面尊重地主經營生產的權利，同時也能營造本區農業環境景觀特色，

追求地區永續發展及落實國家公園經營之目的。 

一、生產環境管理方針 

基於竹子湖地區以發展示範性永續生態農園社區為計畫目標，因此對區內生產環境

的管理方針應在維護地主農業生產需要的同時，加強農業環境的維護，強化環境生

態機能，避免農業生產污染，維護環境品質，塑造本區特有之農業地景特色。另外，

在農產品的經營上則需強化生態農業的推展，建立農產品品牌形象，並營造休閒農

業經營空間，提供國人體驗生態農園生活及生產的場域。 

二、產業用地環境保護策略 

人工開發之農村區域與自然保育之山林地帶之間的過渡區，部份地區因地形起伏變

化幅度不大，且鄰近既有農村或農田區域，現已為人工開墾作為農田經營，並且形

塑出本區最具地景特色的梯田景觀，如頂湖地區臨陽金公路小油坑橋一帶，以及下

湖竹子湖產業道路與中正山產業道路間之坡地梯田等。針對此種保育與開發之間的

過渡區域，應分別採行生態環境復育及強化環境生態機制並行之管理策略，既能兼

顧既有生態環境的保育，同時強化已開發區之生態機能。 

（一）已開發為梯田之坡地，應以當地石材疊砌之生態工法，加強水土保持防護工程，

隨時修護駁砍，並配合植栽綠化，避免地表裸露，防止土壤流失。 

（二）為維護竹子湖梯田農業地景特色，區內農業設施應採用與環境融合的自然建材為

主，運用生態工法維持地表透水性，且需美化結構物周邊環境，利用植栽綠化降

低視覺的不協調性。農業設施並需經管理處審查同意後，始得興不協調性。農業

設施並需經管理處審查同意後，始得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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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生態工法加強水 土保持，降低環境衝擊 注重整體環境的協調性，農業設施應以植栽融合

（三）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若位於環境敏感區、潛在災害嚴重區，或位處開闊地景之獨

立屋，與周邊環境景觀不協調造成視覺衝擊者，未來建築物重建時，應協調以徵

收方式輔導地主於產業用地另行興建新農舍，並將原建築物拆除，回復林（農）

業使用。 

視覺衝擊性高之獨立屋 位於環境敏感區之建築物 

（四）區內部份休耕或廢耕農地，相關單位或社區組織可協調地主種植綠肥作物，既可

美化地區景觀，成為遊客觀賞的景點，亦可發揮以自然方式恢復地力的功效，有

利建構生態農園之目標。 

（五）地主為有效利用農地增加生產，多將土地全數開闢為農作使用，鮮少保留樹叢或

大型喬木，造成頂湖及下湖地區農地呈現過度開發現象，不利本區生態環境的營

造及動物的遷移。因此宜鼓勵地主保留耕地周邊之灌木叢，或於溪流水圳及農路

兩側種植大型植栽，形成生態通廊或生態跳島，建構地區生態網路系統，豐富區

內動植物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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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耕及廢耕農地 種植綠肥作物美化環境充實地力 

三、產業用地環境管理策略 

產業用地主要分佈於既有社區聚落周邊農業經營地帶，基本上屬於低環境敏感性因

素地區，因此只要依循永續發展的土地使用原則，不要過度消耗地利、改變農地現

狀或造成農田的污染及荒廢，應儘量尊重居民生活及生產之需求。 

基於產業用地與居民生活關係之密切，因此對土地永續利用管制作為上，除維持高

效率的農業生產活動及允許相關農業設施，如生產設施、農路、灌溉水圳等的設置

外，對聚落居民在生活的便利性、居住的安全性等方面之支援，亦為一般農業區必

需考量的功能，如社區生活有關的居住安全、行政服務、公共服務等設施，及居住、

零售、農產品展售、宗教、遊憩等便利性活動。 

由於環境氣候、水文條件的變遷，及產業經營環境的變動，竹子湖地區農業經營型

態也有各個不同的階段，從早期種植稻米、蔬菜為主，到近期經營海芋田、花卉園

及休閒農業等。同樣地，海芋田在長期擴大經營面積之後，也出現了上游水圳供水

量不穩定，及海芋田產量下降等問題。另一方面，在地區勞動力方面，隨著傳統農

民年紀漸長慢慢不勝農事的情況下，接手的年輕人對竹子湖的農業發展亦有不同的

思維，因此有必要尋求新的農業經營模式，維持竹子湖農業持續發展。 

依本計畫所擬訂之發展目標與定位，竹子湖若要以示範生態農園為未來長期發展方

向，首先在農業的經營上即要轉型朝有機農業的方向調整，增加農地的生態特性，

減少掠奪式的粗放經營方式。因此，在環境管理上需強化以下策略作為： 

（一）嚴格限制聚落生活空間侵佔農業用地：農業用地緊臨聚落生活空間，居民因生活

活動需要，容易將農地改為停車場、出入道路、廣場等使用，侵蝕農業用地，造

成農地濫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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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有機種植或休閒農業：由於國內傳統小農型態的農業生產模式，在受到 WTO

全球貿易自由化及兩岸農產品開放等政策的衝擊下，農業生產經營日漸困難。為

鼓勵農民持續經營農地，維持農業發展，減少農民閒置農地或放荒廢的現象，國

家公園管理處應協調農政主管單位，協助區內農民推動較高效益的有機種植或高

經濟作物，建立產品市場形象及品牌認證，或轉型發展休閒農業附加效益，增加

農民收益，才能留農於田，永續竹子湖農業發展。 

（三）推動環境綠美化活動，營造竹子湖農園之美：本區的特殊地理文化景觀資源及位

處國家公園計畫範圍，使竹子湖更具有吸引遊客到訪的條件。而營造竹子湖優美

自然的農園特色，尤為其吸引遊客的首要之務。目前產業用地內有諸多棄置之原

料包裝、傾毁之簡寮或其他雜物，里辦公室或社區組織可定期發動居民動員整理

環境，或利用植栽、綠籬、竹籬等方式遮蔽有礙觀瞻之農業相關設施物。 

（四）區內部份休耕或廢耕農地，相關單位或社區組織可協調地主種植綠肥作物，既可

美化地區景觀，成為遊客觀賞的景點，亦可發揮以自然方式恢復地力的功效，有

利建構生態農園之目標。 

（五）夾雜於聚落之間或毗鄰住家之小塊農地，若已不符耕作之經濟規模，則可闢建作

為生態水池、臨時滯洪池、景觀花圃或兒童自然體驗區，美化景觀並增加環境生

態機能，亦可供遊客體驗自然及休閒活動。 

四、產業用地經營管理策略 

產業用地的規劃目標在展示及推動竹子湖計畫區地方資源產業，一方面因應農業經

營環境發展趨勢，引導休閒農業朝向地方特色發展，促進地方經濟之永續，同時也

能有效管控休閒產業對環境造成的衝擊，並且以產業發展支援環境再造功能。因此，

本區經營管理策略主要有下： 

（一）產業用地的經營模式仍是以農業發展為主、休閒農業服務為輔的土地利用型態，

因此地主必須維持農業用地的耕作經營，同時以其農園景觀特色的體驗或自產農

產品之展銷作為休閒活動的主題，附帶經營休閒農業服務項目。 

（二）本區以展現地方產業特色及地區產業景觀特色為目的，地主申請休閒農業餐飲及

餐廳經營時，應提出下列文件，經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審核同意後，始得興建。 

1.經營計畫書：載明該基地之產權範圍、面積、營造之產業景觀特色主題、經營

之休閒農業項目內容、餐飲設施區之配置、退縮供公眾通行之範圍、植栽計畫，

並依本計畫之環境設計準則規定，提出設施建築設計圖說。 

2.環境回饋承諾書：承諾書應載明(1)申請人願意參與社區產業發展組織，分擔管

理維護社區交通接駁經費及志工人力，並參與社區生態導覽解說人員訓練，擔

任解說志工，作為社區環境回饋之責任以支援環境再造的資源。(2)在污水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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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系統完成前應自行設置截油槽及簡易污水處理設施，並在污水下水道系統完

工後自行納管。(3)配合社區產業組織推動資源收回及節能減碳的綠色措施。(4)

若違反承諾事項經管理處查核屬實，未來無法取得經營許可時，將依規定自行

拆除休閒農業餐飲設施，回復農業使用。 

（三）為落實餐飲設施經營業者負擔環境回饋之責任，並監控對社區環境之衝擊，管理

處應每年實施查核，對業者承諾事項之履行情況、營運項目是否符合原申請計畫

內容，並針對環境管理缺失做成記錄，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四）餐飲經營業者需每五年重新提出經營許可申請，管理處應就其營運期間之查核記

錄，作為決定是否核可繼續經營之依據。若業者未確實履行承諾事項，或未依原

申請計畫使用，管理處有權取消其經營許可，並限期要求業者依承諾書所載自行

拆除餐飲設施回復原農業經營使用。若業者逾期未自行拆除設施物，管理處應以

違建方式處理。 

（五）因違反承諾事項遭取消經營許可之地主，不得再行申請休閒農業餐飲設施之經營。 

（六）為落實衝擊付費原則，並有效控制環境影響，管理處可依業者承諾事項及環境整

備條件，設定階段性審查機制： 

1.產業組織未完成社團法人登記立案前，不接受地主申請休閒農業餐飲及餐廳經

營附條件允許使用申請。 

2.產業組織應於完成社團法人登記立案六個月內，提出交通管理營運計畫，經管

理處審查同意後，始得核准附條件允許使用許可。 

3.竹子湖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完成並開始運作之前，僅接受現有經營業者申請改

建，不接受新地主申請。 

五、公共工程施工規範 

（一）道路或步道 

依計畫之產業用地範圍內已有可聯絡出入之產業道路，唯一可能增設的路段僅有

頂湖北側尚未銜接之產業道路，未來可能加以串聯形成頂湖的環區道路。在步道

方面則有社區入口處之步道及水車寮古步道後段的增設。因此，在道路或步道管

理上，將是以維護、修補為重點，其在施工及管理上應遵循以下規範： 

1.新設路廊研選之策略應依迴避、衝擊減輕及棲地補償等三個原則逐一過濾評

估，選擇對環境最友善之方案 

2.路廊確定後，應檢討道路構造形式的佈設；原則上應採行對地表最小干擾之構

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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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路廊應避免土方挖填作業，如無法避免亦應檢討區域內，最短運距之挖填平衡，

及最小開挖面積。 

4.道路或步道建設因採路堤或路塹等構造形式阻隔原有動物移動路時，應設替代

路徑加以補償，並應長期監測評估成效。 

5.道路或步道鋪面應考慮透水性條件及自然材質元素為佳，如多孔隙瀝青混凝土

鋪面、無細粒料混凝土、連鎖磚及礫石鋪面等，能讓雨水通透之人工鋪築鋪面。

路肩邊溝應採簡易草溝之形式設計，俾利原生草花及蜜源植物之立足。 

6.道路排水廊道之設計時，除滿足基本排水功能外，應考量其生態功能，溝壁應

考量以砌石構築，或於溝底堆置消能石塊以營造多孔質空間。 

7.邊坡形式，應以路堤填築及人造土丘為優先考量。 

8.地表表土於施工階段應予保留，並依規範回填於邊坡，客土厚度至少應不得少

於 30 公分，且應與原地表密接，不應以混凝土封底，俾利立足植物生長。 

9.路緣邊坡植生應採綠化型態方式進行，樹種之選擇應以附近林地之潛在優勢種

為對象，以加速演替之進行，減少人為干擾達到極盛相之原貌，樹種之選擇亦

應考量多樣性俾免形成單一群落。 

10.施工計畫的基本要求為謀求對環境最小干擾的施工方法與流程，對因施工而改

變的自然環境，作盡可能的復原。 

11.對於路權範圍內之植生，應在滿足道路交通安全及生態保護之基本功能前提

下，作最小之人為干擾。 

12.為降低對周遭環境造成影響，如影響鄰近住家生活、農作物生長以及引誘動物

靠近道路等現象，照明機具應選用低誘蟲及收斂式光源達到降低影響產生之目

標，並儘量減少或矮化照明設施，設置遮光板或綠籬減少光害的影響。 

13.道路綠資材及相關廢棄物，應建立回收轉用機制俾減輕環境衝擊。 

14.建立與環境共生維目標之維護管理計畫，長期監測對環境及生物之影響，並應

研擬相關指標評估成效。 

（二）水圳 

河川水圳不僅是生態環境中最重要的景觀要素，更是供養動植物生存所不可或缺

的維生元素，因此在環境營造中均列為優先維護的項目之一。竹子湖地區具有豐

富的河川水圳，豐富的水資源並供應地區農業生產所需之用水，惟近年來由於上

游自來水公司的抽取及農業競用的關係，導致區內河川水量有減少的趨勢。 

為因應氣候變異的雨量集中現象，避免造成雨季河川泛濫淹沒農田，台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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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河川進行整治工程，並配合農田觀光的需求置河岸步道，讓遊客更方便悠

遊於海芋花卉園田之間。但觀諸區內完成的竹子湖溪、鬼子坑溪等河川整治工

程，可看出重視環境景觀調協性的用心，採用仿自然石砌堆疊的河岸型式，但可

能受限河域用地的不足，仍出現河岸陡直及沿岸缺少大型植栽綠帶等不利環境生

態的缺失，對建構生態農村環境的目標而言仍有不足之處。因此，未來在河川水

圳的整治上，希望能更展現永續生態環境的作為，具體措施建議如下： 

1.維持河道天然蜿蜒：河道應儘量維持原有之蜿蜒狀，避免直槽化而造成河道沖

淤失衡與洪水災害。 

2.護岸平緩化與結構：護岸坡度不宜過陡，護岸結構形式及材料之選擇，應依河

川水理特性，使用植物、樹木、石材等天然材料，並運用筐、籠、拋石等孔隙

結構以創造多樣性之孔隙構造，使動植物能永續生存。 

3.多孔隙材料使用：河川護岸及河床應儘量採用多孔隙與透水性材料，以供生物

棲息並維持地下水補注。 

4.溼地保護：原有溼地應避免開挖、填土、排水或其他人為之改變。 

5.減少河道阻礙物：溢洪堰、攔河壩、攔砂壩等構造物除非必要應儘量減少建造，

如確有必要時，阻礙河川之構造物應儘量低矮化，並設置適當魚道或魚梯，使

迴游性魚類能完成其溯溪與降溪之生態歷程。 

6.原生植栽物種選用：植栽物應以原生物種為主要考量，達到創造多樣性生態環

境、減少河岸沖蝕攔阻泥砂、提供食源與棲所，並改變微氣候。 

7.棲地保留與營造：原有棲地應儘可能予以保留，並運用河相學理論，營造與維

護自然形成之棲地。 

8.河道穩定之維持：河道整治須考量沖淤平衡，以保全河道棲地環境及結構物安

全。 

9.改善污染及保持基流量：河道整治須考量如何改善河川污染問題及維持河川基

流量，使河川生物能永續生存。 

六、農業用地生態化之推動經營策略 

台灣地區曾因農業用地採行掠奪式的經營，造成土壤酸化、地利流失，甚至污染農

作物，造成民眾的對農產品食用的疑慮。因此，近年來有機農產品成為最受民眾歡

迎的食材，農政單位亦積極推動有機農業的發展，並鼓勵農地生態化經營，如採用

有機肥料、鼓勵建置生態景觀池、採行輪作或休耕、留設綠色廊道或田間樹叢等農

地生態化之營造策略與環境補償作法，確保地利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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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湖地區已成為國家公園內重要的休閒農業發展區，遊客們近距離接近農田體

驗，甚至親自下田採集，地主們更應儘力維持農地的自然與生態，建立有機農業及

健康環境的品牌。 

七、生態農業推動 

生態農業或有機農業，係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利用原則，不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

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理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

農業。因此，有機農業的首要目標是使土壤生命、植物、動物和人類相互依存的生

態群落保持健康，並達到生產與生活和諧的境界，現今世界各國均將有機農業列為

重要發展項目之一。 

由於國民所得的提升及國人對養生觀念的重視，近年來生機飲食蔚為風尚，雖然有

機農產品價格較同種類的非有機農產品價格貴上數許多，有機農產品仍然廣受歡

迎，也對有機農業生產者形成了鼓舞的效果。 

台灣地區有機農業起萌於民國 75 年，由農委會邀請專家、學者進行實施有機農業之

可行性評估，並設置有機農業試驗長期觀察區，進行綜合性的有機栽培法觀察研究，

再由各區農業改良場選定農戶辦理有機栽培試作，辦理示範、觀摩及產品展售會。 

民國 88 年農委會公告「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輔導要點」及

「有機農產品驗證輔導小組設置要點」等規定，建立民間驗證機構辦理有機農產品

驗證之規範。92 年分別發布「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

格審查作業程序」、「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及「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畜產」

等規定，作為政府輔導及推動有機農產品認驗證制度之依據。並於 93 年訂定「優良

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作業辦法」，將有機農產品納入 CAS 優良農產品體系，

自 95 年開始使用 CAS 有機農產品標章。 

經過多年在技術的研發、農民訓練、示範區輔導、產銷履歷認證制度的推動及產銷

合作通路的建立等方面的努力，目前國內已有數十處有機農產品集團區或專區生產

有機農產品供應國內的需求，並且有機生產的栽種面積及有機農產品的生產量亦逐

年增加。 

竹子湖地區雖是以生產觀賞花卉為主要農產品，但仍有部份農民生產高冷蔬菜或水

果，若能經由農會系統輔導農民改採有機生態生產，建立有機農園或生產專區的認

證，並以有機、健康為其特色，應能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增加當地農民的收入。

不論是用以供應當地餐廳業者當食材推廣有機特色主題餐，以「吃當地、吃當季、

吃健康」為品牌，或是以地方有機農產品為號召推動假日農民市集直銷，甚至開放

市民直接進入有機農園採購，應該都能建立竹子湖地區更具有生態、健康的地區農

業特色，改善目前一年中僅依賴短短的海芋生產季收入的不均衡產銷型式，帶動地

方產業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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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湖有機生態農業的發展不僅可以建立農產品的品牌特色，更重要的是有機農業

是一種較不污染環境、不破壞生態，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方式。

有機農業強調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利用原則，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

理系統，目標是要「恢復、維持與強化生態性的和諧」，將土地、動植物與人類相互

依存的關係達到最佳的狀態，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若能輔導農

民從事有機生態的生產方式，農民會更注重環境的永續作為，真正落實建立竹子湖

成為生態農村的目標。 

第四節  生活環境管理計畫 
 

竹子湖生活環境的營造策略已如第十章第三節所述，其在環境管理方面可透過社區

組織不定期舉行環境綠美化活動，強化居民對環境維護的關注，並以創意空間營造

的思維帶動社區整頓環境的風氣，例如推動文化公共藝術的設置、社區彩繪、小空

間創意裝置等。 

第五節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計畫 
 

竹子湖地區因其的豐富的自然地理景觀、獨特的人文歷史資源，以及聞名的地方特

色農業，同時又位處都會型國家公園區內主要道路的地利之便，加上台北市政府農

業政策的推動，早已發展出頗具規模的休閒農業經營型態。但因過度集中於花卉產

季的主題型活動，不僅對環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也導致休閒農業發展偏離農業本

質，逐漸轉變為以餐飲服務業為主的商業型態，並且產生季節不均衡的現象。 

目前竹子湖地區農業經營以種植海芋及花卉為主，主要產季集中於每年一至五月之

間，遊客在花季活動期間大量聚集，為當地農民帶來龐大的經濟收益。根據學者郭

育任教授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報告中對 96 年海芋季

效益評估，海芋及其他農產品之產值超過 3，500 萬元，但衍生之其他相關休閒產

業（主要為餐飲業）產值卻高達 14，700 萬元，超過農產品產值的三倍。若在其餘

非海芋盛產的季節，休閒產業產值恐怕超過農業產值的幅度更大，無怪乎竹子湖地

區餐飲業的數量始終居高不下，而農業的經營情況則無法大幅提升。因此如何增加

農業經營者的收入，減少依賴產季活動型的產業收入，進而運用自然資源與人文歷

史特色，發展兼顧生活、生產與生態的產業是為竹子湖地區產業永續發展的重要課

題。 

隨著國內農業經營環境的改變，以小農經營型態為主的傳統農村面臨著產業與聚落

發展的瓶頸，因此轉型發展複合式的休閒農業已是農村再生的趨勢。所謂休閒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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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利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農林漁牧生產、農業經營活動、農

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供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業經

營。因此休閒農業經營的本質仍不脫離農業的範疇，經營的方式是以農村的環境及

產業特色吸引遊客到當地體驗及消費，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 

目前竹子湖地區花卉季主題活動的產業經營方式，主要為海芋田開放遊客採摘海

芋、花卉樹種銷售、餐飲服務及其他商品銷售等經濟收益。若以竹子湖豐富的環境

與產業資源而言，本區休閒農業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有待開發經營，尤其是強化以

當地農業資源為核心素材的休閒農業活動方式，才能真正增加農民的收益，使其繼

續從事農業經營的關鍵，也是避免休閒農業變質為純商業服務的重要手段。以下針

對竹子湖地區休閒農業發展的經營管理策略： 

一、多元化休閒農業經營主題，解決過度依賴海芋季活動的季節不均衡

現象 

目前過度依賴海芋季主題活動的休閒農業模式，不僅活動期間造成區內同質性經營

業者的競爭，也讓其他季節農業經營形同的淡季情況，影響農民耕種經營意願。若

能結合社區居民共同研擬不同季節發展不同主題特色的休閒模式，增加農產品銷售

管道，將可平衡淡旺季的經營差距，也能引導居民種植不同種類及產季的農產品，

有助於本區農業的多元化發展。表係以本區環境、生態及產業特色結合的季節活動

主題類型。 

表 7-1  竹子湖社區季節活主題建議表 

季節 活動主題 產業類別 

一月至五月 海芋季（觀賞海芋、採摘海芋、

攝影） 

海芋、季節花卉、時蔬、地方特色

餐飲 

五月至六月 螢火蟲季（觀賞螢火蟲生態）

繡球花季 

海芋、季節花卉、時蔬、地方特色

餐飲、生態教學觀賞 

六月至九月 農村體驗（認識植物、種植蔬
菓、觀星、社區參訪、地方工

藝DIY） 

季節花卉、時蔬、地方特色餐飲、

住宿、地方工藝教學及體驗 

十月至十二月 櫻花季（賞櫻、健行、社區參

訪） 

季節花卉、時蔬、地方特色餐飲、

花藝教學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社區主題活動的企劃及辦理，不僅止於以活動達到行銷推廣之目的而已，實際上重

要的是在活動內容企劃與活動辦理過程中，凝聚社區居民的共識，建構學習型組織

以集體創作的方式營造社區特色，並從中發掘、尋找社區隱藏或失落的資源，激發

創意開發新素材或精緻化既有產品與服務項目。因此必須以社區營造的模式，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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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組織結合居民共同參與，自發性的由下而上形成共識，共同企劃活動主題、行銷

策略及辦理細節，並尋求政府相關部門資源的挹注，才能達到創新服務、形塑特色

的效果。 

二、落實以農村及農業資源為核心素材的休閒農業，均享產業發展利益 

推動休閒農業的本質在於以農村的景觀、生態及環境結合農村生活與農業生產經營

形成體驗的主題，提供國民休閒與認識農村的機會，增加農民經營的項目及農家收

入。換言之，是將國人休閒旅遊帶入農村，一方面讓都市居民認識農村文化及接觸

農業生態，同時也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竹子湖因位處都會邊緣的國家公園範圍內，

可就近吸引都市居民到訪為其推動休閒農業的有利因素，卻也容易因遊客眾多，使

得休閒農業的經營變質為以旅遊服務為主，反而忽略了結合農業文化的核心本質。 

目前竹子湖眾多的餐廳經營者，雖是以山菜品嚐為號召，餐飲內容卻多為一般常見

的菜色，食材亦多來自於一般中盤菜販，而不是當地農民種植的季節產品，因此沒

能真正經營出本地農產的品牌特色，也沒能融入當地農業生產的文化特質，既無助

於推廣當地農產品的形象，也未能為地區農民帶來經濟效益，反而造成社區環境的

衝擊。若此種現象未能加以調整矯正，讓餐飲業的經營帶動農產品的銷售，將更可

能產生「逆向選擇」的效果，農民感受不到休閒農業帶來的效益，只會更降低經營

農業的意願。 

因此對竹子湖休閒農業的經營管理策略，應加強落實以當地農村及農業資源為核心

素材的本質，具體策略建議如下： 

（一）餐飲業的經營應以發展當地當季食材為特色的餐飲文化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中對竹子湖餐飲業的管理策略，主要是以選擇具有意願之優

良業者，接受環保、景觀、餐飲類型及經營方式之輔導，並配合法規之修改輔導

其合法經營。以總量管制作為許可制之管理機制，或採取 ISO 認證，或透過餐飲

保險方式，以保險制度作為管理機制，由保險業者進行餐飲品質監督，輔導通過

ISO 認證建立環保標章制度，或配合輔導改變為低污染之餐飲方式設置，達到管

理、服務及經濟之效果，並對環保管制、景觀生態品質進行經常性之的監控，以

確保環境品質。 

除上述以行政管理為主的經營策略之外，應結合社區組織、餐飲業經營者及地區

農會組織與農民，邀請餐飲美食專家協助，舉辦餐飲料理烹調講座、美食訓練班

或創意料理競賽等方式，共同開發具當地特色文化的餐飲內容，如地方特色風味

餐、當季鮮食、地方點心、特產加工食材等，建立專屬竹子湖地區的餐飲文化特

色。餐飲業者更應以採購當地生產的農產品為主要食材，透過農會組織建立供銷

平台，讓休閒農業的發展真正發揮帶動地方農民經濟的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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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結合農業生產模式的休閒體驗活動 

對大多數平時生活於都市中的國民而言，農業生產應是一種奇特而新鮮的活動，

若能以創新性的方式安排遊客參與農業生產的體驗活動，極具寓教於樂的功能。

目前竹子湖海芋季的海芋採摘即是一種休閒農業的體驗方式，惟受限於生產季節

的限制，無法擴展為經常性的休閒體驗活動，因此在非海芋產期區內即缺乏休閒

農業體驗活動。 

其實以竹子湖的農業資源仍有許多可供發展的機會，例如花卉園藝業者即可設計

花卉有關的 DIY 活動、花茶調製或庭園、室內花卉裝飾教學課程等；蔬菜園業者

則可設計簡易蔬菜加工或醃製等製程，讓遊客體驗親手體驗蔬果加工的製作，並

且帶回製作的成品，甚至加以精美的包裝後成為自製的拌手禮等。其他如有機農

園的經營或休耕、廢耕地則可發展為市民農園經營模式，教導遊客種植農業的基

本技能，讓遊客（尤其是全家親子型遊客）親自體驗鬆土、播種、灌溉、照料、

採收等過程，最後感受辛勞努力之後甜美果實的收成樂趣。 

體驗生產模式的休閒農業需要事先規劃活動內容或簡化製程的設計，經營業者亦

必須具備靈活的教學技巧與活潑的解說能力，恐非一般農民有能力獨立開發，因

此通常是經由農政主管單位的協助，針對有意願經營休閒農業的業者個別輔導，

邀請外部專家參與知識創造或技能傳授訓練，逐步建立經營的能力與特色。竹子

湖社區在推動結合生產模式的休閒農業作法上，仍應透過地方農業組織（產銷班）

或社區發展協會的管道，結合地方業者的共識共同推動，才能真正創造休閒農業

的經營特色。 

（三）創新結合農村生活文化的休閒體驗活動 

竹子湖地區具有特殊的歷史文化發展背景與產業演化歷史，社區可透過老照片、

古文物的整理，運用於住家或設立文史展示空間，成為遊客瞭解地方生活文化的

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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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立農產產地直銷平台，增加小農經濟收益 

由休閒農業所吸引的遊客可增加當地的消費，除餐飲及農園（場）體驗活動之外，

建立讓小農民可以直接展售自產農產品的平台，對當地農民也有經營助益，並且

由遊客自行携回當地當季農特產品，也可發揮減少食物里程的附加效益。目前竹

子湖地區尚無統一規劃的農特產品直銷管道，有時不免出現路邊簡易小農攤販的

現象，造成環境管理上的困擾以及影響觀瞻的不良印象。由竹子湖現有公共空間

的使用狀況及人潮聚集情形分析，可利用閒置的公有包裝場現址，如四號、五號

或九號包裝場等地，規劃為地區農民市集的方式，由社區農民以登記付費的方式

販售當季農特產品，既有利於環境的管理，亦可讓社區農民自行售銷小量的農產

品，分享休閒農業所創造的經營效益。 

三、結合當地人文歷史及自然資源，發展社區創意文化商品 

竹子湖地區特有的海芋、繡球花等地方特色農作物，以及石頭屋、水車寮等文化素

材，皆可運用作為創造地方特色的元素、如成為遊客 DIY 的主題，或研發手工藝品、

伴手禮，強化地方特色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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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休閒農業經營模式，發展套裝旅遊行程及主題體驗營活動 

可運用地方的特色產業發展成為農村生活體驗的主題，如海芋季的農村生活體驗

營、假日農民市集、市民農園等，讓遊客更多體驗農村生活的活動，增加農民的收

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