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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宜蘭地景論壇：國際研討會 

                        「鄉村地景的識別與連結」 

前言：有關「宜蘭地景論壇」 

宜蘭地景論壇自 2014 年開始，由宜蘭縣政府、中華民國景觀學會、宜蘭縣景觀總

顧問以及中原大學景觀學系共同舉辦，至今已邁入第六年。宜蘭地景論壇以「地景」與

「地景經營」為總主題，以都市以外的鄉村市鎮地區為主要著眼，範疇包括地景的保育、

發展、經營治理等。在前述目標之下，每年選定年度主題及宜蘭真實地區，以跨國、跨

領域專業結合方式，進行地景閱讀、問題診斷、議題討論、環境價值溝通、行動實踐，

並針對地景的動態性與複合性本質，尋求地景經營的操作方案與操作工具，作為地景保

育發展的規劃經營參考，並經由邀請國外專家學者參與，擴大宜蘭與國際地景專業領域

交流，同時促進宜蘭有關地景價值論述的社會溝通。近兩年「地方創生」儼然成為熱門

話題，而宜蘭地景論壇自六年前即從相同的關切開始。宜蘭地景論壇每年度整體活動內

容及形式包括一系列的參訪、現勘、座談、國際工作坊以及國際研討會，希望針對「地

景」以及「地景經營」在論述與實踐面向能持續推展。 

壹、本年度主題：「鄉村地景的識別與連結」 

貳、本年度主題地區：宜蘭壯圍鄉 

叁、背景說明： 

一、無在地著根性的地區發展現象在各處鄉村地區出現，造成地景衝擊： 

當前鄉村發展與地景變化受區域分工、都市化與全球化影響極深，許多毫無

在 地 關 聯 的 發 展 模 式 (place-less discourse and locally dis-embedded 

development)在村鎮地區到處發生。 

二、應加強推動具有在地著根性的鄉村地區發展與鄉村地景： 

本論壇強調以在地著根性、永續性與共榮性的理念(embedded, sustainable, 

inclusive local development)來推動鄉村地區環境永續及明智利用發展，並持

續保有在地地景特質(landscape character and identity). 

三、要再發掘特質、創造新價值，才能保育宜蘭的鄉村與農業地景： 

本次主題地區宜蘭縣壯圍鄉從噶瑪蘭人以水鄉為生計、漢人灌溉開墾、日人

引入蔗糖產業，到 70 年代養殖盛行，雖然生計手法不同，但持續經營土地

尋求生計與生產價值的出發點是共同的，因此造就了壯圍地區鄉村地景與

農業地景。近年來鄉村地區受都市化影響，一方面人口與資源受都市磁吸

作用而向都市流動；另一方面鄉村地區本身則成了日益增加的都市人口向

外尋求住宅開發與滿足休閒需求的場域。再加上全球性與遠距區域分工對

在地產業網絡的建構產生排擠，使得鄰近都市的鄉村地區，其農業地景的

「生產價值」持續低落，人們於是不再尋求土地的生產價值，轉而尋求其

「資本價值」(違規農舍林立等現象)。將具生產力的土地放棄其生產價值，

這是何等可惜之事！主要問題不是鄉村與農地沒有生產價值與潛力，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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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尚未能在這個時代的社會環境條件下為農業生產與鄉村地景創造永續

共榮的新價值。 

因此宜蘭的鄉村地景與農業地景保育，必須從「發掘鄉村特質、創造農業

地景新價值」來著手。一旦這個價值能被有效創造，那麼鄉村與農業地景

自然能夠獲得保育維繫，同時也能造就「兼具在地著根性、永續性與共榮

性的地區優質發展」。 

四、創造「觀光新關係」做為永續鄉村地景發展的新契機，避免地景劣質化的

危機： 

多年來宜蘭以優美的鄉村地景吸引觀光客前來，然而「過度觀光」(指的是

單方面追求增加遊客數量，卻沒有細膩考量實際產生的在地家戶經濟與產

業連結效益，以及環境外部性衝擊等因素的觀光做法) ，可能會造成鄉村地

區出現無在地關聯性、無著根性的發展與地景變化。觀光發展若從有效管

理的積極面來看，鄉村地區可以因此獲得新的發展動力與契機，但這需要

經過有計畫的、積極的加以適當引導，使觀光能夠成為促進鄉村市鎮地區

朝向明智利用及永續發展的重要推手，並且真正助益當地社區生活文化、

健全社會經濟網絡以及發揮地景特質。在宜蘭的鄉村地景面臨快速變化之

際，當前應該積極構思，預先啟動地景經營管理機制，推動新型態的觀光

產業與地方關係，成為地方發展契機並引導地景優質化，朝向在地著根性、

永續性與共榮性的方向，以及本著明智利用(wise use)與國土美學理念，尋

求以在地農業、觀光與創意，創造附加價值造就在地特質與明智永續發展。 

五、提升鄉村地景的識別性與連結，尋求地方創生發展： 

鄉村地景由環境元素、產業活動與人的生活所構成，良好的環境、產業與生活

關係不僅建構良好優質的地景，同時也造就其可識別性。因此，地景的連結與

識別這兩者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並且成為地方創生發展的重要基礎。就

本次主題地區的壯圍鄉而言，發掘其鄉村地景空間元素以及資源，並提出能加

強這些環境元素彼此形成連結之因素與做法，可以促進壯圍鄉村地景的可識別

性與豐富的網絡關係，進而促進具在地性(locally embedded)、永續性

(sustainable)、共榮性(inclusive)特質的創生發展。 

所謂「一樣米養百樣人」，指的是人各有不同，也就是說每個人都有他獨特的特

色。其實「地景」也是如此，每個地方都有它不同的特質，關鍵就在於我們是

不是能夠去「發現」。然而人們對於一個地方的瞭解有時候可能太過粗淺或相反

的因為太熟悉於原有的理解，以至於不容易從別的面向來發現這地方的特色與

發展潛力。2019 宜蘭地景論壇的舉辦，希望從各種不同角度發掘探討計畫主題

地區的特色與發展潛力，加強地景識別性與連結，成為帶動地方創生發展的基

盤以及地景經營治理的示範。本研討會是 2019 宜蘭地景論壇系列活動的成果展

現，以及做為發掘與創造宜蘭地景價值的社會溝通。 

肆、辦理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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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7 年 5 月 21 日（星期二） 

二、地點：宜蘭縣 縣史館會議室 

伍、主辦單位：宜蘭縣政府、中華民國景觀學會、宜蘭縣景觀總顧問、中原大學景觀學

系 

陸、議程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附註 

8:30~9:00 報到 及 Tea Time  

9:00-9:15 主辦單位致詞  

9:15-9:45 
專題演講#1 

     「鄉村地景經營: 壯圍經驗」 

宜蘭縣景觀總顧問 
王光宇教授 

 

9:45-10:45 
專題演講#2 

「鄉村識別與地方創生:歐洲經驗」 
法國 Yves Michelin 教授 

10:45-11:00 Tea Break  

11:00-12:00 
專題演講#3 

「小鄉鎮的困境與尋求發展: 美國與台灣」 
美國 Randolph Hester 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3:45 
專題演講#4 

「從發掘場所精神來創作: 壯圍印象」 

蔡佳君  表演藝術 

楊智博  音樂製作 

黃雅農  影片導演 

13:45~14:30 

專題演講#5 

「壯圍地景的造識別與連結: 食物、旅

行、住宿」 

壯圍十八島 

及中原景觀系碩士班 

14:30-14:50 Tea Break  

14:50-15:35 
專題演講#6 

因應「城鎮收縮」的地方創生 

中華經濟研究院 

李永展 研究員 

15:35-16:15 綜合討論  

16:15 研討會結束  

附註：各項內容及時程視實際情況調整。 

柒、 報名方式： 

採網路報名（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5265ccaaaf8f3d2e） 

捌、報名截止日期：108 年 5 月 16 日截止。 

玖、活動聯絡人：  

02-23517782 宜蘭縣環境景觀總顧問專管中心  陳韻如小姐 

03-9251000 轉 1307 宜蘭縣環境景觀總顧問駐府人員  王心怡小姐 

拾、注意事項： 

一、採網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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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名額有限，將以報名先後次序做為優先取捨之依據。 

三、活動及時間如有變動，主辦單位將於網站公告（已完成報名者將以 E-Mail 通知）。 

四、參與各場次講座時數計入公務人員環境教育時數，景觀師獲景觀師積分 20 點。 

五、完成報名手續後若不克參與者，請以電話告知活動聯絡人，俾將機會保留給其他

有興趣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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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宜蘭地景論壇：國際研討會 

「鄉村地景的識別與連結」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女    □男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稱  

聯絡地址 

(請務必提供 

郵遞區號) 

 電子信箱  

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  

緊急聯絡人  緊急聯絡人電話  

報名活動日期 □參加 108/5/21  「2019 宜蘭地景論壇: 國際研討會」 

餐點要求 
□葷 

□素 

備註 採網路報名（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5265ccaaaf8f3d2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