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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於東臺灣海岸地區，選擇類似日本里海地景之花蓮豐濱鄉新社

村(含上游阿美族 Dipit 部落及下游噶瑪蘭族新社部落)為案例，協助花蓮

區農業改良場搭建和運作「多元權益關係人參與平台」，探索適合於東部

農山漁村社區生態農業之協同經營模式。其次，透過部落工作坊，與阿美

族 Dipit 部落探索農村社區調適能力及農業生產地景回復力之現況和議題，

並完成回復力指標評估。研究結果顯示，首先在協同經營生態農業的模式

方面：本區於 2016 年 10 月起，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與東華大學的倡議

下，結合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及水保局花蓮分局，共同與在地阿美族

Dipit 部落和噶瑪蘭新社部落組成跨域（跨部門、跨社區、跨專業）協同經

營平台，發起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繼而由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林務局花蓮林管處、水保局花蓮分局等三單位輪流召

集，邀請更多政府相關部門、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和綠色企業，逐月流輪

於在地兩部落開會、討論並完成本區短、中、長程行動計畫和分工合作項

目。目前已進入實務工作推動及成效追踪階段，平台運作已上軌道。其次，

在地景回復力指標評估的研究結果方面：東華大學於 106 年度計畫的 10-

11 月間，邀請 Dipit 部落居民 4人組成地景回復力指標評估工作小組，計

召開 5 次工作坊，逐次說明、討論並由 4 位居民完成五大類 20 項指標之

現況評估，繼而依據討論內容，就《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

之短、中、長程行動計畫表》五大類 38 項工作內容，提出修訂意見，並

經年底大平台會議採納；東華大學於 107 年度計畫的 8-10 月間，邀請新

社部落居民 18 人組成地景回復力指標評估工作小組，前後共計召開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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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最終由 13 位居民完成所有五大類 20 項指標之現況評估，並就

《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之短、中、長程行動計畫表》五大

類 38 項工作內容，提出修訂意見，並經年底大平台會議採納。本案例研

究期間，東華大學研究團隊所舉辦的一系列在地工作坊，有下列效益：(1)

促進居民理解環境回復力指標的內涵，評估五大類 20 項指標對應於在地

環境與人的各面向之現況評價；(2)藉由五大類 20項指標的引導，增進居

民和部落相關主管機關、權益關係人對在地環境與人的各面向之重新的、

或更全面的檢視和評價，進而修訂、補充《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

業倡議之短、中、長程行動計畫表》；(3)研究團隊、在地居民和透過在地

工作坊密切的討論歷程，累積了彼此的信任、工作夥伴關係，增進了後續

推動 Dipit 部落各項社區發展行動的使命感；(4)兩部落居民透過工作坊的

討論，進一步補充、修訂《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之短、中、

長程行動計畫表》之五大類「行動策略」的相關工作項目，可提供各相關

主管機關及權益關係人和在地社區未來推行具體工作的參考及檢核。 
 

關鍵詞：社區調適能力、地景回復力、跨域平台、協同經營、權益關係

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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