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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2013 學年度第一學期   

新鄉村市民農業與全球化 

New Ruralism, Civic Agri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授課教師： 張聖琳 

助教：蔡奕屏  

上課時間： 週三 6:00PM–09:00PM （9 月 25 日課堂課程開始 / 10 月 4-6 花東田野課程） 

上課地點： 公館 104   

聯絡方式： nrca2010@gmail.com  

 

（一） 課程簡介及目的：  

新鄉村與市民農業的核心在於探討全球化趨勢下當代鄉城的鄉村性，以及其所呈

現的多重網絡。鄉村與農業在各個社會有不同的呈現，但政治、經濟、文化與生

態是所有鄉村與農業的基礎架構。本課程關注的是鄉村與農業中有新趨勢及新動

力如何結合傳統脈絡的新實踐。例如生態多元的小農產業，活力再現的鄉村發

展。農業的部分則是關注與市民及社區支持的農業形態，例如 CSA，合作社等等。

傳統的小、中、大盤農產運銷，以及大規模的農企業，不在本課程的討論範圍。 

 

鄉村百百種，唯有透過真實的個案才能深度分析學術界的理論脈絡與意義。課程

目前規劃的重要新鄉村焦點國家包括：台灣、日本、中國、印尼（印尼東爪哇或

巴厘島，或者其他東南亞國家）以及美國（舊金山灣區）等區域性的案例。希望

透過個別案例的深度研究分析，同學可以了解鄉村與農業在二十一世紀初面臨的

問題與挑戰， 並進一步找到台灣新鄉村的新機會或新實踐方向。在千頭萬緒的

鄉村與農業問題中，我們將以議題與解答為導向，聚焦於下列四個面向。因為，

我們認為這四個面向是刺激台灣鄉村與農業發展出具韌性的（resilient）自我

調整再生能力的關鍵機制。 

1. 具韌性的鄉村聚落營造與發展：自農再條例公佈後，台灣非都市地區已是農

園別墅的房地產炒作區。除了賣地之外，聚落(鄉村)如何可能、如何自體有

機演變或地方財政上得到健康的成長是我們需要努力實驗的課題。更重要的

是，在國家政策的層級，如何才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述與證明，讓高科技工

業園區不再是良田的殺手。優質農村聚落如何才能有韌性的成長發展，我們

迫切需要研究及行動的課題。 

 

2. 創意市民農業與在地品牌：在地食才與自耕自賣自食，是低碳足跡 好的方

法之一。然而，如何讓小規模的市民農業有一定的競爭力，一直是小農的挑

戰。在地品牌的開發與創作，也許是一個值得實驗的方向。例如，北投十八

份的農友正在朝此方向努力。 

 

3. 中高齡精英回農與“半農半 X”：農村人口老化與流失是鄉村地區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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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困境。然而，分析反省農委會推廣數年卻成果有限的青年回農的困境，我

們認為新的實驗方向是推廣並培訓中高齡臨退職場專業者對與臨退過程中嘗

試成為兼業農的可能性。目前，工研院已經自發地開始嘗試這樣的做法。 

 

4. 全球農業產銷食物鏈中的台灣農業空間分工：科技的日新月異，在過去半個

世紀已經迅雷不及掩耳地顛覆了農業生產的方式與每個國家在世界農產食物

鏈中的定位。不同的全球性的貿易協商更迅速的打破了國家界限。台灣農業

在全球化的空間與勞動分工中是如何演變？而未來的發展趨勢為何？這是我

們必須分析推演的結構課題。 

 

（二）課程特殊要求： 

立基於個案的研究方法，本課程分成課堂課程與田野課程兩部分。針對課堂與田

野兩種課程的協調，有下列的特殊要求： 

 

1. 本課程上課時間調整：本學期課程由於課外學程的時間調配，所以課堂內課

程的上課時間是在 9月 25 日開始。10 月 2 日的課程，我們如期進行。隔幾天，

10 月 4-6 日連續三天兩夜的課外學程參訪花東。這個部分，以自費的方式進行。

但花東地區是台灣新鄉村案例非常重要的場域。我們會深度參訪的對象，也是對

當地長期深耕的知識下鄉的知青。 

 

2. 因為時間及經費的考慮，不能參與的同學，必須有替代的台灣個案。我會列

出建議的名單。也會與名單中的夥伴聯繫。徵得他們的同意。不能去花東的同學，

參訪這幾個重要個案。換言之，如果不能去花東，則需要去我建議的案例。同學

自己找的案例不能算作課外學程。 

 

3. 課外學程，在學期結束時，是學期報告的一部分。學期報告有兩個部分：台

灣案例 + 國外案例。台灣案例是我們深度參訪的案例。國外案例則不局限在我

們課程內介紹的案例。 

 

（二） 上課要求與評量標準：  

本課程以工作坊的形式為教學主要方式，並配合教師講授與課堂討論；修課

同學除了期末作業（口頭＋書面）外，其餘評量皆依據學期間之課堂作業、

討論、與口頭報告表現。  

成績評量標準如下： 

1. 課堂閱讀 20%  

2. 上課參與、帶領討論 15%  

3. 田野調查 20% 

3. 學期報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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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進度 與內容（調整中） 

序曲 

9 月 11 ～ 18 新鄉村的精神糧食請見 P.4 

9 月 25 總論與閱讀討論 

 

台灣新鄉村 

10 月 2 台灣新鄉村趨勢與市民農業現況 

10 月 4 ～ 6 花東田野 社會網絡、物種多元、人才東移與文化自主 

10 月 9 田野整理報告 

 

中國新鄉村  

10 月 16 紀錄片與閱讀討論 

（李一凡導演的“鄉村檔案”，鬼叔中導演的“老族譜”） 

10 月 23 山西許村個案，浙江諸暨美麗鄉村個案 

10 月 30 北京社區支持型農場個案 

 

日本新鄉村 

11 月 6 里山倡議 - 里山影片及閱讀討論；綾部 半農半 X 

11 月 13 物種多元農產經濟 - 豐岡個案，上勝町個案 

 

東南亞新鄉村 

11 月 20 爪哇鄉村案例 可持續鄉村的落地與流動 

11 月 27 巴厘島案例 國際資本與在地村落經濟 

 

美國新鄉村  

12 月 4 (CSA 社區支持型農業) 

12 月 11（Foodshed, Food Planning） 

 

總結 

12 月 18 期末口頭報告 

12 月 25 ～ 1 月 1  期末書面報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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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村市民農業與全球化 2013  

今秋，從餐桌上的食物帶(Food Belt)開始我們的精神糧食 

 

九月份的精神糧食菜單重點在於： 

 

理論菜單： 

Pollan, M. (2013). “Why Cook?”, in Cooke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HC.  

  Introduction 

 

Flammang, J. A. (2009). The Taste of Civilization: Food, Politics and Civil 

Societ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Introduction，Chapter 7， Chapter 9 – Conclusion 

 

議題菜單： 

Paarlberg, R. (2010). Food Politics: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Entire book 

 

Ronald, P. C., & Adanchak, R. W. (2008). Tomorrow’s Table: Organic Farming, 

Genetics and the Future of F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Chapter One & Chapter Twelve 

 

Lyson, T. A. (2004). Civic Agriculture: Reconnecting Farm, Food and 

Community. Meldford, Massachusetts: Tufts University Press. 

  Entire book 

 

生活點心： 

簡嫃，楊茂秀，等. (2008). 吃朋友. 台灣: 刻印出版社. 

 

Salmon, E. (2012). Eating the Landscape: American Indian Stories of Food, 

Identity, and Resilience. Tucson, Arizona: University of Arizon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