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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瞭解原住民部落農村的基礎生產條件及農村生活機能情形、協助

原住民部落農村整體發展並因應近年來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事件頻傳，

以評估原住民部落農村環境安全為主軸，針對和平地區大安溪沿岸之原

住民部落範圍，辦理部落發展、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整體調查規劃

與分析，並透過地方特色及自然資源調查，結合產業特性，以區域型治

理打造在地特色，分析面臨問題及提出未來發展方向，研擬分年分期執

行計畫，做為短、中、長期社區發展之依據，維護社區環境安全並帶動

部落發展，期使本區能達到農村永續發展、集水區保育等多贏的目標。 

本計畫範圍以臺中市和平地區位於大安溪沿線之原住民部落為主要

調查範圍，本計畫擇定和平區達觀里之桃山部落、達觀部落、香川部

落、竹林部落及自由里之雙崎部落等 5 個原住民部落，為本計畫之調查

分析對象。 

根據本計畫針對五部落蒐集資料、現況調查與居民訪談結果，五部落

現況災害點位共 27處，基礎建設需求共 15處，易淹水區位則有 13處，

並針對各部落進行環境改善需求評估。 

本計畫針對五部落的「農村景觀特質的產生」，在景觀單元劃分與景

觀分類後，以構景要素與美質準則的選項來凸顯其特質。構景要素包

括：陸域、空域、水域、土地利用、生物狀況、整體組成六項；而美質

要素有生動性、完整性、統一性、獨特性四項準則，以做為景觀品質與

價值高低的依據。經過分類、構景要素、美質要素之選擇、評估準則與

景觀控制點的原則完成後，進行野外調查與評估景觀特質的工作，最後

將評估結果區分為五個等級。 

依據上述農村資源調查及評估結果，據以擬定本計畫區之發展定位

為(一)高知名度甜柿生產區，具休閒農業市場潛力。(二)高山涼爽氣候，



 

摘-2 

具避暑渡假基地發展條件。(三)到雪見遊憩區新路線，具吸引過境型遊客

成為目的型遊客之利基。其觀光遊憩發展可分為部落美食、休閒產業體

驗、高山果園景觀探訪和生態體驗解說等四種類型。發展主題則以

「Lapaw(櫻花) ◆ 彩虹 ◆ 幸福家園」為主，發展「雙崎部落-原鄉生活

民宿」、「竹林部落-在地農產市集」、「香川部落-咖啡休閒遊憩」、「達

觀部落-部落美食體驗」、「桃山部落-獵人技藝學習」等五大主題系統之

整合串連。 

本計畫同時考量各部落之環境安全與農村發展，透過綜合評估現況

問題，以提出兼顧本區環境安全及農村發展之改善對策。其評估步驟分

為(一)治理需求性分析-根據現階段各部落集水區問題，評估其治理需求

性，分為優先處理、需要處理及暫緩處理 3個等級。(二)環境自然度分析

-根據現階段各部落環境資源現況，評估其環境自然度，依據開發程度分

為一般自然區(生態區)、一般開發區(生產區)及高密度開發區(生活區)3個

等級。(三)評估矩陣-透過一種相對風險的概念，來表示災害處理時各地

區評估優先順序之重要性及解決方式。本計畫將指標 A(1)劃為限制開發

區；A(2)、B(1)劃為維護保存區；A(3)、B(2)、C(1)劃為改善修復區；

B(3)、C(2)、C(3)劃為減災經營區。(四)提供未來規劃該景觀的原則性方

向，並配合治理需求性之治理措施內容，擬定適合該經營策略之改善對

策。 

本計畫之效益分析，針對水土保持治理防災效益部分，根據各部落環

境安全及農村發展之改善對策，本計畫於五部落共編訂 6件工程，並擬定

短期與中長期之二期治理計畫，總工程經費 36,900仟元，益本比為 1.17，

具投資價值，可有效營造本區各部落環境之安全基礎，有助於進一步推動

各部落之農村及產業發展；針對原住民部落之農村產業發展效益部分，本

計畫以推估遊客人數計算市場效益及發展休閒農業所帶來之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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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創造 200人就業機會，增加農特產品銷售據點 3處，設置農特

產品展售中心 2處，增加優質住宿 100間、餐飲遊憩服務 10間。（二）

帶動年度農業及農村休閒旅遊人次 95,000 人，開創商機及經濟產值每年

97,755,000 元。（三）農業產業結構轉型與質量提升-輔導宜農地 118.393

公頃為甜柿農業經營專區，預計每公傾年收入 2,940,940 元、並協助有機

農業驗證、休閒農業區及休閒農場等產業結構轉型。其餘宜林地 163.792

公頃轉型為森林覆蓋保育區。（四）吸引青年留農或返農，促進農村社區

人口成長。（五）提升農村社區居民所得每戶年收入 2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