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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城鄉統籌規劃實踐介紹與交流 

日期：2013/05/01 

時間：19：30～22：30 

地點：桃米青蛙阿婆的家 

分享人：北京清華大學學術交流團隊  

紀錄：紀思羽，暨大公行系學生 

                                                                       

921大地震後，臺灣的社區發展、社區建設意識逐漸抬頭，暨南大學的教授

以及新故鄉基金會與埔里當地的居民

共同合作，使得桃米社區躍上高中教

科書的社區發展典範之一。這幾年，

桃米社區以青蛙為主軸，推動「青蛙

村」的概念，未來將積極的以點、線、

面的方式往「蝴蝶鎮」的目標邁進！

與會教授們表示由於台灣公民意識興

起，政府「由上而下」的方式難以推

動社區建設，因此只有凝聚居民意識

「由下而上」的力量，才足以推動一

個社區。 

北京清華大學規劃學院的夥伴提

出，中國的城鄉差距已擴大到引起中

央的注意，因此中國提出「城鄉統籌

政策」，其推動過程如下： 

1、「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主要內容是政府加大對農村地區的財政投入，

提升農村基礎設施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改善生產生活環境，提高農民收入，2003

至 2007年中央使用於農村建設的資金達到 3000億元，不過，在此過程中新農村

建設遇到幾項困境，使得中央緊急喊停，包含：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絕對差

距達到人均 12000元；部分農村建設重複，農村文化受打擊，農民反映轉向冷淡；

由上而下的規劃管理，產生新的城鄉矛盾。 

2、「從村莊試點」：以四川成都為第一個發展實驗區，推動「三集中、六個

一體化」，並且建設四大基礎工程。四川成都的例子是成功的，所以影響了全中

國的城鄉統籌模式與理論體系。 

    在雙邊學者作完簡報分享後，大家也針對本次交流之相關內容提出自己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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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並進行深入討論，與會者所提出之各項論點整理如下： 

1、重點關注：人從哪去、地怎麼用、錢從哪來？將鄉村聚集，農地流轉，

又害怕土地私有化後，雖然土地利用會集中，但會有部分農民失業，或是變成當

地組織、財團掌權。 

2、台灣方法：土地分級管理、鼓勵休耕、農會管理、合作農產品生產。台

灣傳統倫理上，祖產不到最後關頭盡量不賣，應多考慮人文生態面向，因農民是

理性的，且有與大自然相處的一套智慧，應予以尊重，在中國的南方，有鄉約的

存在，家族影響大，因此可依此人文面向進行管理。 

3、找出文化材，關心在地：中國人民對於文化材的敏感度尚不足，中國對

於鄉村的政策還在剝削階段，所以農村發展、社區建設會失敗。 

4、社區營造可利用社區大學，利用在地居民教授技術、知識。 

5、強調人本思想：有權力以及規劃的人或幹部，一定要有人本思想。 

6、社區營造強調網絡模式，非階層模式：都市和鄉村應雙向對流，不是單

向由都市流向鄉村，或是鄉村單向流往都市，要能夠從小市民的角度去看城市，

實際瞭解小市民的需求。 

7、中國常為了經濟發展而動遷，此舉傷害農村的根本。動遷過程需考量人

群的鄰里關係、生計等問題。 

8、婦女的參與是社區營造的成功重要關鍵之一，婦女的意見需參考，一個

鄉村、部落只要有婦女和兒童的參與，地區才有活絡的可能。 

經由此次交流，讓雙方能夠有個對談的平台，相互交換意見，一方面與會教

授可以給予中國農村的發展些許經驗分享與建議，期望中國農村、社區發展會更

好，使更多人受惠；同時，更期望臺灣成功的社區營造經驗，能夠提供參考價值

予其他地區之學者，使得我們能夠更有動力而持續努力，繼續將社區營造由點、

線、面的方式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