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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出國考察報告 

 

考察人員 
 

副主席黃盛 

 
考察地點 

 
中國大陸 北京 

 
考察日期 106 年 12 月 24～28 日 

 
報告日期 106 年 12 月 31 日 

一、目的 

本次出國考察中國大陸地區，即在於藉由考察活
動了解該北京地區經建、文化、旅遊觀光、旅遊據點
管理等之作法，檢討本鎮是 否仍有應改進的地方，避
免閉門造車的經營管理方式，以新穎進步的觀念，提
供建言供施政者參考，出國代表亦將本著民意代表職
責監嚴格監督鎮公所各項施政。 

二、行程 

106/12/24 桃園／北京 

北京市設施考察頤和園觀光設區考察 

106/12/25 北京 
與地方人士田富達交流 

106/12/26 北京 

天安門歷史廣場及故宮觀光基礎建設考察 
106/12/27 北京 

參觀宋慶齡故居 

106/12/28 北京／桃園 
與北京中央民族學院交流 

賦歸 

 
 

 

 
 

 



三、心得 

根據文獻記載： 

「中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農民占人口總數的 80％以上，中

共把農民籠統稱為小資產階級，並認定這一階級如果任其發展，

並會成為滋生資本主義的溫床，所以中共在進行土改的同時，即

仿效蘇聯，著手實施農業合作化亦即集體化。自從 1952 年開

始，經過了農業生產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

產合作社等三個步驟，在前後不到五年時間，集體所有、統一經

營的農業組織經營型態，在中國大陸農村正式確立。」 

根據文獻記載： 

「中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農民占人口總數的 80％以上，中

共把農民籠統稱為小資產階級，並認定這一階級如果任其發展，

並會成為滋生資本主義的溫床，所以中共在進行土改的同時，即

仿效蘇聯，著手實施農業合作化亦即集體化。自從 1952 年開

始，經過了農業生產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

產合作社等三個步驟，在前後不到五年時間，集體所有、統一經

營的農業組織經營型態，在中國大陸農村正式確立。」 

再看大陸農業發展歷程，毛澤東時代於 1958年發動「人民公

社運動」，企圖以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靠近。但是，此制度不但

帶給中國大陸農業極大的傷害。但到了 1978年，中國把農業政策

重點移轉到經濟建設方面來，實施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方

針，進行農業改革，但歷經多年的努力下，中國大陸的農業生態

成長，農民生活也進而改善，但是內在問題也層出不窮。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中國以農立國，中共以農業體質政權

而起，從碩博論文文獻來觀： 

「對社會主義國家農業集體化理論」與發展經濟學中的「農

業國工業化其中包括：「農業生產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

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村民公社」等運動。」 

在中共全國十九大委員會議中，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提出新中國新

特色農村社會思想，確實經由國家統治方法，導入到憲政體制與

日後農業政策思想下，其思想政治滲透至地方人民社會之中，足

見其政府作為重視農業立國之大國人民，故，中國大陸農業現況

與實作法，仍有可作為我國我區我鄉考察的借鏡之處。 

四、建議 

農委會主管機關文獻闡釋： 

「近年來積極致力於改善農業生產結構，期望透過產業轉型

之方式，強調精緻化、多元化產業的發展，擺脫初級產業的侷

限，突破農業發展瓶頸，以提 高農業產值，進而增加農民所得

及繁榮農村社會，因此，融合一級產業、二級產業及三 級產業

特色的「休閒農業」即成為現今台灣農業政策推動的重點，而休



閒農業的定義， 係指利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

合農林漁牧生產、農業經營活動、農村文 化及農家生活，提供

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業經

營。」。 

本席此次考察大陸地區近年農業發展，可以看到一項保護在

地農村原始景象特色，即在工業開發、觀光發展、道路建設與農

村進化過程，原始農地農田仍能保持舊有形態，並不因地方發展

而損害原始地景，其具體作法將新建設農舍、房屋聚集於道路夾

道，集中在新設道路兩邊。此一作法可以體現出大陸農業主管機

關對於當地農村形象的保護作用，值得作為我原住民地區在發展

精緻農業。又於〈休閒農業旅遊－創造農村美學新價值〉一文中

提及： 

休閒農業是結合生產、生活與生態三生一體，在經營上則結

合產銷、農產加工及遊憩服務等三級產業的經營型態，在發展上

具多目標的功能，包括經濟功能、社會功能、教育功能、環保功

能、遊憩功能、醫療功能、文化傳承功能。農村社區和休閒農業

區此二者都和農業的生活、生產、生態有關，農村社區是以聚落

為單位，注重於基礎三生的建設；而休閒農業區則是注重於休閒

的功能，提供的休閒內容則是結合三生的特色。 

從我區大三民地區基國派、大窩、三民，適宜以休閒農業區

鄰近幾個農村組成，以馬力埔休閒農業區為例，它是由馬力埔、

新二村、水井、大南等聚落組成，其以農村社區的美學是休閒農

業美學的基礎，先把社區做好，全國的休閒農業區會更具有景觀

美學，是我們復興區作為第一個休閒農業區與景觀美學兼備的最

佳實例。 

考察人員 黃 盛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