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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到的德國休閒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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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德國的休閒農業不但發展的早，且在規劃與管理方面相

當好，倍受世界各國的重視，吸引不少國家前往考察。88 年

8月中國農業推廣學會亦安排前往該國觀摩取經，個人基於興

趣及企求工作上的突破，於得知訊息後，即不假思索馬上報

名參加。8月 20日終於成行，於 21日抵達德國，一下飛機，

乘上巴士，沿途的景觀即令我目不暇給，所看到的點，接觸

到的人、事、物均令我賞識難忘；譬如我們搭乘巴士的二位

司機，不但具專業精神與敬業態度，又有文化素養真令人讚

佩。十二天的德國生活給我的印象是：德國人是誠實、守時、

勤奮、一絲不苟，是個優秀的民族；德國所做的事與物是真

實、有條不紊、澈底而精緻，德國的環境是優美的，真不愧

為高品質的國家。以下筆者就個人所看到的德國休閒農業做

個概略的介紹。 

利用倉庫改修為民宿與餐廳

發展休閒農業需要政府支持，更需要農民自助 

第一站參觀的是經營「B&B」民宿、餐廳及農場生活體驗之休閒農場；「B&B」之意是

供應住宿及早餐之民宿。當我們到達時，場主及其所屬的休閒農場協會會長均在餐廳內迎接

我們，親切招呼我們，並招待每人一杯飲料；隨即由會長詳盡介紹其協會成立之經過、發展

目標、運作情形，以及為何要將傳統的農業生產事業轉型為以服務為主之休閒農業型態．．

等等。他特別強調發展休閒農業，一定要有政府的支持，取得地方的共識，更需要農民的自

助；同時必需整合政府或非政府機構的相關計畫一起運用，使之成為一個企業化的整體發展

計畫。譬如以舊農舍修建為民宿、提供農業生活體驗等項目之業務是由農業部門輔導；餐點

製作與供應、接待客人、餐飲管理等由社會福利部門提供訓練機會；而水電裝置、道路整修、

公共設施等與區域發展有關事務，則透過地方政府協助。德國政府輔導農民經營休閒農業之

方式是：「政府資助組織；是否資助組織由地方或歐盟來決定；輔導宗旨是在於幫助農民自

動、自助、自立地轉型成功。」協會給予會員之服務內容包括：如何提供具特色、競爭力、

吸引力之產品，如何計算銷售成本，瞭解相關法令如衛生安全，具備職業道德與良知；市場

評估，建立產品及餐宿介紹網路及印製導覽手冊，規劃辦理大規模宣傳促銷活動，設計具原

始風貌的產品標誌等之資訊提供、訓練講習、文宣推廣及舉辦促銷活動。根據會長之說法，

農村發展休閒農業除了經營民宿、餐飲、體驗農家生活，讓農家賺錢，亦可帶動地方商機諸

如交通、商品等收入，因而使農村活化起來。同時為爭取遊客，社區居民更加努力美化居家

及社區之環境，因此該社區曾獲得該州「美化鄉村發展計畫」考評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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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要有心，麻雀可變鳳凰 
參觀完第一站，接著到另一個村莊，在入口處即下車徒步走一段路，路兩旁的幾棟房舍

看似老舊，但其庭院種有美麗的花草，窗戶飾著標緻的窗簾，擺設漂亮的盆花。據解說員說，

那些房舍幾乎全是經營民宿。整條路少有人車往來，非常的清靜，天空又是那麼的藍，兩旁

之路樹綠意盎然，房舍古樸引人，庭院花木令人賞心悅目，恍如走入世外桃源的境界。當我

們來到要參觀的一戶人家，一進門就看到美麗的庭院，還有五、六個人分散坐在庭院的各個

角落，悠哉閒談著，像是在「自家庭院」休息的畫面。隨即由一位小姐引導我們進入一間擺

設著老祖母時代傢俱之房間內，踩踏著古式的木樓梯上二樓，看到了點著臘燭、舖著桌巾、

插了花的餐廳，真是個好羅曼蒂克而又質樸的氣氛，我們就在那兒享用午餐。在酒足飯飽後，

走出餐廳，自由逛園一週，我們看到一棟禽舍內有小朋友在玩小動物，在後院有三位少女帶

著小狗坐著閒聊，在農場看到青少年騎著馬，還有父母陪著小孩在玩砂堆呢！ 

 

女村長引

領參觀該

村民宿家

庭 

屋主是一位退休的女老師，她亦是該村村長。她說，她們這個村莊在 13－19

世紀間曾為風光之時期，後因政治因素，村裡的人漸遷離，甚至曾為村民精神寄

託的教堂也變成廢墟，可謂是個已沒落的村莊，直至 1991年才開始整建而成為活

絡的村莊，而且是被評列為觀光休閒農莊第一級的水準（評比之等級分成五個等

級）。如此驚人成果，仍是由她和其夫婿奔走勸導村民整建，並爭取政府相關單

位的補助，大家同心協力共同建設而來；譬如教堂之重建經費，20%由政府補助，

餘 40%是由村民自籌，40%村民向有關單位貸款。為了再造教堂的風光，透過辦

理活動譬如園遊會、音樂會．．．等等活動，甚至促銷教堂成為出租婚喪喜慶的

禮堂，不但提昇教堂及該村的知名度，進而吸引遊客前來，但最重要的是村民賺

到了錢。因而該村不但把外流人口吸引回來，更將老化的村莊改造為活化的村莊，

真可謂是麻雀變鳳凰的效益。 

馬場的多元化經營，收入為一般農民二倍 
第三個參觀的休閒農場是騎馬休閒農場，於 1990年開始經營，共養有 40匹馬，除供騎

馬、訓練騎馬，及成立俱樂部舉辦賽馬外，亦兼營「B&B」民宿和供應午、晚餐的餐廳。遊

客住宿之房間是利用馬廄的四週之上空而架設，餐廳利用倉庫改建並兼為教室，可謂充分利

用空間。此農場平常僅有三位工作人員，於夏天旺季另加聘數位臨時工。當我們前往參觀時，

看到幾位膳宿在該農場接受為期二週訓練的少女。另有二位小女生正牽著一匹不太聽話的小

馬，似乎在苦惱著但卻依偎著馬匹在附近散步。經打聽，是場主論時計酬請她們照顧，當然

她們在照顧馬匹前必需先付費學習如何照顧馬匹，如此的做法是有多重效益；一則孩子可獲

得照顧動物的教育功能及賺到零用錢之成就感，另一則是場主也賺到了遊客之餐宿費和學

費。依行程之內容是有安排讓我們體驗騎馬的機會；很不巧，場主說於前一晚逃掉該場最優

秀的七匹馬，而這七匹馬正是準備給我們騎的。我們聽了之後，一面嘆惜，但一面又深感內

疚，是否因為要準備給我們騎疏於看管，以致逃走了！不過，當我們再聽到場主介紹其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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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多元化經營後，收入是一般農民的二倍時，大家的心就稍為放鬆些！當然我們也祝福他

早日尋回那走失的七匹好馬。 

酪農兼營民宿，收入因而倍加 

最後參觀的是在集村型之農村內的一戶酪農人家，畜養 25頭牛，牛舍緊接在住家後面；

讓我感到好奇的是，站在屋旁不但聞不到牛糞味，而且牛舍窗台還種了美麗的花朵。據女場

主說：由於光靠農業收入不夠開支，加上孩子均長大成人離家，留下空房間，就利用空房間

兼營民宿，有「B&B」民宿和家庭式（附有廚房，遊客可自行調理三餐）民宿二種，住宿率

約五成，且常客佔比率相當高。遊客通常是白天到附近景點遊玩，去享受農村的自然田園景

觀，直到晚上才回來休息住宿。此外，場主還利用廣大的庭院，蓋一間小木屋供遊客休憩，

開闢菜園讓遊客體驗荷鋤、接觸泥土之田園樂趣。農場的工作和民宿之經營管理，僅靠夫妻

及一位老祖母共三個人負責，兼營民宿以後雖然忙了些，但家庭收入卻增加了一倍！ 

整合相關部門共同輔導，辦理具公信力考核並重視培育人才  

休閒農業是近年來德國政府所重視的並為推動農業轉型成功的農業經營模式，探究其因

素，除了農民之認知與熱衷外，應歸功於政府的相關部門之整合規劃，同心協力輔導，並有

農業學校培育人才，農協組織辦理講習訓練、促銷活動及文宣推廣等服務。在政府之輔導方

面，是由經濟部休閒觀光旅遊部門主導，透過跨部會的小組，將農業部、社會福利部、建設

部等部門之相關計畫統籌規劃與運用。即使培訓人才之事宜亦由不同部門共同策劃與執行。

因此當我們詢問農訓中心主任有關休閒農業訓練課程時，他的答覆是「休閒農業的經營者與

當地的休閒觀光旅遊組織之關係比農業單位更密切，本中心目前未開相關課程，．．．．。」

亦即，目前該州有關休閒農業之經營管理的專業訓練是由社會福利部門或經濟部門負責執行。 

 
舊宅經整修而為美侖美奐的民

宿宅第 
農村民宿供遊客休憩之庭院

少女在休閒農場動物區之一角

談心 

由於政府之資助主要是透過組織，因此休閒農場經營者約有 90％加入各州成立的休閒農

場協會。又，為取得公信力，經營者亦很樂意參加休閒農莊等級評比，項目包含：住宿空間

品質、服務品質、公共設施、環境美化、景觀等加以評鑑分成五個等級。要成為休閒農場經

營者必須經過訓練，取得證照，並於經營之初，學校當派老師留駐農場協助規劃並指導經營

管理，遇有問題立即檢討修正，直到學生可獨自運作；充分表現「理論和實務並重」的教學

目標，難怪德國的技職教育受到全世界的肯定與讚揚。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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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具有尊重與眷戀傳統文化的情懷，且崇尚質樸自然

的生活，但卻又講究環境美化；因此所到之處，每戶人家之窗

戶均有優雅的蕾絲窗簾、漂亮的花飾窗台及種植美麗花草的庭

院。街道整潔，古老的教堂、古堡、百年以上的房屋以及百年

大樹等古蹟處處可見。而我們所參觀的四戶休閒農場，其供民

宿之房間或為餐廳者，均是利用舊農舍或倉庫整修，絕少另加

蓋。譬如第一站之民宿是利用倉庫；第二站是利用荒廢的房舍

整修而成的民宿房間和餐廳；而第三站是利用馬廄的上空架設

為遊客之臥室，倉庫整修為餐廳；第四站是利用家中空出來的

房間整理成為民宿用。 

青少年在休閒農場騎馬玩樂

想想國內，近年來由於經濟之快速起飛，人們想到要突破，要賺更多的錢，要學國外。

但我個人感覺：似乎祗學到表面，未深入瞭解內涵。譬如有些休閒農場內蓋了美麗造型的涼

亭和房舍，可惜未善用本土之建材亦未展現我國農村原始風格；空地、走道、停車場常舖設

水泥以方便活動和管理，但未考慮生機的自然景觀。走筆至此，我好想念二十多年前筆者剛

來花蓮就職時，常有走訪鄉間輔導並辦理考評環境美化工作的機會，那時所看到的確實是「富

有自然生態之美麗環境，擁有原味風貌之農村景觀。」筆者建議今後如有辦理相關之社區環

境考核，除了綠美化項目外，應加入「自然生態保護」、「鄉土風貌展現」、「古蹟維護」

等項目之評比。對於休閒農業的輔導，建議政府儘量整合相關單位運用有關計畫之經費，並

邀集相關專家，共同策劃、輔導與培訓人才，使每一個休閒農場之經營均具獨一無二，令人

無法抗拒的鄉土文化魅力之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