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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村發展的得失
與臺大人可能的功過

農
村發展是指農村中各種事物的成長、進步與改善，範圍包括個人的事物及公共的

事物，也包括經濟的事物及非經濟的社會、心理、政治、教育、醫療衛生、宗

教、休閒娛樂等。其範圍遠較農業發展及經濟發展廣闊與複雜。

臺灣自從都市發達以後，農村的地理範圍及人口比重有逐漸縮小與降低的趨勢，

惟其空間範圍仍遠大於都市地區，其發展與問題也更形多樣化與複雜化。

過去數十年來臺灣農村的變化極大，有可觀的成就，也有許多問題待改進。要回

顧或檢討過去，都要將成果與缺失相提並論。然因農村的事物複雜，很難完整論述，

必然會言人人殊，個人只能作選擇性討論。在此，我討論的項目限於個人認知。

一國農村地區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相伴隨、相關聯，不能分割與孤立。一般說

來，在速度上，農村比較慢；在水準上，農村也比較落後，除非有些發展項目是農村

獨占優勢，以下從經濟性與非經濟性兩方面來討論。

經濟性發展之得與失
1.農業發展
臺灣的農業發展曾是我國的重要經濟發展成果，在全世界曾享有不差的美譽。這

臺灣的農業與農產在國際享有美名。（攝影／李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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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成效多半是在農村地區進行與完成的，也多半是由住在農村的農民造就出來的。

這方面的成果，可由過程/方法及終極收穫/功能兩方面來看。前者包括改革農地

制度、改良農產品種、興修農用水利、使用農業機械動力、消除動植物病蟲害、改善

農產品運銷制度與通路等。後者指的是提高農產物生產量、改良農產品品質、擴大農

產品用途等。其成果使農民、其他國民、政府與國家都獲得利益與好處，包括增加收

益、改善食物質量、增加稅收與外匯等。

但仔細觀察其過程，也衍生許多缺失。精密利用土地造成地力流失與毒化；建構

地下水利導致地層嚴重下陷；使用農業機械動力使農民喪失刻苦耐勞的習性；消除病

蟲害造成土壤與食物都受藥物毒化，傷害人體健康；農產運銷制度與通路一直未能消

除中間剝削；農產品產量提高卻阻滯銷售；新品種與新技術嚴重外流；為增加農產與

用途在過程中注入不當添加物；最令人不解的是：農民普遍期待增加收入改善經濟，

卻難以企及，仍過著水準以下的生活。

2.工業發展
臺灣約在民國60年以後，工業與城市都已發達，在都市及附近的土地價格高漲，

郊區工業用地難求，政府遂於鄉村地帶規劃設立工業區，形成鄉村工業化或工業鄉村

化的景象。

在農村普遍開發工業區設立工廠，對於農村經濟的提升有很大的好處，農民在農

場外就業機會增加，農場外收入增加。鄉村地區的工業也帶動周邊商業活動熱絡，地

價上漲，從而緩和農村人口外流。然而農村地區工業發展的結果卻為當地帶來不可避

免的環境汙染，包括空氣、水與土地的汙染。對農村發展可謂得失參半。

晚近因對中政策開放，加上成本提高，資金與技術不斷外流，臺灣農村工業發展

有逐漸衰落的趨勢。環境汙染的問題或可減輕，但農村經濟發展卻也明顯倒退。

非經濟性發展的得失
農村社會的非經濟性發展層面廣泛涵蓋社會性、心理性、政治性、教育性、醫療

衛生性、宗教性與休閒娛樂性等。在此就個人所見舉出大概。　

1.社會性
在此僅就社會組織、社會制度與社會規範等作一回顧。臺灣農村社會在組織與制

度方面可取的發展有限，但在農業推廣教育的組織與制度的建立推動則令人稱許。至

於社會規範相對於都市保持較多誠實、樸素、自然與厚道等的傳統美德。不過由於經

濟發展轉向工商業化的刺激，也不免產生一些諸如黑心工廠、吸金錢會等有失道德的

行為。

2.心理性
受到社會急速變遷的刺激，破除了不少迷信，增進許多新知識與新觀念。但也因

此易受到金錢與物質的誘惑而變得不踏實，乃至將祖產的農地變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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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性
隨著臺灣的政治發展自由開放，鄉村人民也學會了認真參與選舉與投票，以及聽

取民主的言論。但因受部分政治人物不當行為影響，至今農村地區的政治生態並不夠

健全，選民或接受賄選或受制人情不能充分選賢與能。政治人物與政黨組織在農村地

區不當的運作，造成不少政治弊端與缺失，都亟待革新與改善。

4.醫療衛生
鄉村醫療衛生大有進步，病

患就醫機會因健保制度的實施大

有改善，公共衛生的推展有效控

制傳染病。然而醫療資源仍過度

集中在都市，農村居民要看病就

醫仍有甚多不便之處。

5.教育的發展
國民義務教育普及，但仍受

限於農民經濟地位較低，影響其

子女繼續受教育的機會。農村人

口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進而影

響其謀生的相對困難度。

公共衛生的改善與環境的美化，讓農村煥然一新。（攝影／李順仁）

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相對少，有賴地方機構友情支援，圖為教會舉
辦之暑期美語班。（攝影／李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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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宗教的發展
在各種非經濟性的農村發展項目中，宗教發

展是較不落後的一項。寺廟建設與宗教活動都很

熱絡，只是耗費不少經濟實力。而且違建物對於

水土保持不無不良影響。這些都是必要加以防止

與改善。

7.休閒娛樂的發展
休閒娛樂在經濟發展後不僅為農村人民本身

所注重，農村地區也因應都市人休閒需求，發展

出各式休閒娛樂設施。其負面後果包括土地利用

失當及消費習慣墮落等。

臺大人可能的功過
於此在回顧與檢討臺大人對農村發展的功過

時，較多從理念上加以分析，較少從實際資料上加以証明。臺大人有3位擔任過國家最
高領袖，負責直接與間接有關農村發展與建設的全盤大計。而身為行政官員、民意代

表與技術專家者不計其數，這些職位都很重要。透過其制定的政策與推行的事務對農

農村地區的信仰中心多設立在當年最熱鬧的街肆當中。（攝影／李順仁）

農村生活體驗是臺灣近年慢活最夯的休閒之一。圖為農村入口設置
遊客服務中心及導覽館。（攝影／李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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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發展與建設產生重大影響和貢獻。也有回歸農村的臺大人，在當地擔負領導與推動

的作用。至於在校的臺大學生，在假期中組團進入農漁村，協助農漁民發掘問題並解

決問題。

當然，臺大人也有不盡理想的缺失，甚至錯誤。之所以發生，可能原因有二：一

是對農村的關懷與責任感不足。這種缺失多是因其所學與農村事務無直接關係，或因

經驗上與農村社會少有連結。二是未能善盡職責。因觀念上的偏差，或能力上的障

礙，在職責與功能上出差錯，都應記取教訓，警惕自己。 

蔡宏進小檔案

現    職：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亞洲大學榮譽教授

學    歷：美國布朗大學社會學博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碩士

  臺灣大學農村社會經濟學碩士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學士

經    歷：亞洲大學講座教授

  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暨研究所主任、教授

  美國東西中心研究員

  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主任

  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館長

  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臺灣人口學會理事長

  臺灣鄉村社會學會理事長

  亞洲鄉村社會學會理事

  世界人口學會會員

  美國鄉村社會學會會員

重要著作：社區工作方法與技巧、鄉村旅遊、人口學、社區工

作、休閒遊憩概論、臺灣的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臺灣農會改革與鄉村重建、社會組織原理、經濟

學、社會學、臺灣人口與人力研究、休閒社會學、

臺灣新鄉村社會學、鄉村社會發展理論與應用、

社區原理、人口學、鄉村社會學、鄉村發展的理

論與實際、臺灣農業與農村生活的變遷、臺灣社會

的發展與問題、人口與家庭、農民與農業、鄉村

與社會、臺灣農地改革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我國

引進外籍勞工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The  Impact 

of  Internal Migration  on  Changes  in  Population 

Composition  in Taiwan”等專書，以及發表中英文

論文40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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