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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場與露營區
未來發展前景

林煥堂Lin Huan Tang 總經理

*新綠主義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助理教授
***苗栗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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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經營計畫撰寫 初版內容討論 檢送申請書件計畫方向討論 修正及提送定稿版
5天 60天 5天 30天 3天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受理申請 修正重送 各單位現勘 小組會議審查 修正核准 核發籌設同意文件

1天 60天 60天 60天

檢退修正
60天 30天 30天

申請人

經營計畫撰寫 初版會議討論 檢送申請書件小組會議(建築、水保) 修正及提送定稿版
5天 60天 5天 30天 3天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受理申請 修正重送 各單位現勘 小組會議審查 修正核准 核發容許使用同意書

1天 60天 60天 60天

檢退修正
60天 30天 30天

申請人
雜照、建照申請(建築師)

依建築師作業天數 依核定工期天數 5天 依缺改天數 3天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核發建築使用執照、雜項使用執照 安排勘驗休閒農場 核發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

依機關作業期程和天數 60天(預估) 30天(預估)

函報開工及施工(營造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正驗完成完工初驗 缺失改善

休
閒
農
場
申
請
流
程

容許
使用

籌設
許可

許可
登記

休閒農場申請step1-籌設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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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場申請step2-容許使用 休閒農場申請step3-許可登記

申請人填具申請書，檢具文件（面積未滿10公頃者㇐式10份，10
公頃以上者㇐式20份），向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相關單位或組成專案小組辦理現
勘，完成審查作業。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發籌設同意文件。
※休閒農場籌設總面積達10公頃以上者，經地
方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報送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由中央主管機關組成專案小組審查通過後
核發籌設同意文件。

認須補正者，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於通知送
達之日起，1個月內補正，並以㇐次為限。
申請人未能於期限前完成補正而有正當理由
者，得於補正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申請展延。
展延期限不得超過㇐個月，並以㇐次為限。

駁回申請

審查時程：地方主管機關審
查作業期限，不超過2個月。
（須補正者，補正作業期限
不超過2個月。）

審查結果
符合規定

審查結果
不符合規定

審查結果
符合規定

審查結果
不符合規定

時程流程

休閒農場
審查作業流程

建築師檢核及簽證

水保技師檢核及簽證

建造、雜項執造（加強山
坡地建築管理與技術規範）

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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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技師檢核及簽證

建造、雜項執造（加強山坡地建築管理與技術規範）檢核表

建築師檢核及簽證

建造、雜項執造
（加強山坡地建築管理與技術規範）

檢核表

露營風潮再升級：台灣年輕族群和豪華露營市場快速擴展
合法露營區申請成功市場正經歷一波前所未有的熱潮，特別是年輕族群對豪華露營（Glamping）的需求
急劇增長。想了解如何加入這波熱潮？由露營地圖專業團隊提供的申請代辦服務。
隨著疫情推動的戶外活動興起，露營不僅是回歸自然的方式，更成為了時尚和設計感兼具的生活方式。
從傳統的Camping到現代的Glamping，台灣的露營文化已經不再侷限於少數戶外愛好者。若您正在規劃
成立露營區，建議可以先閱讀如何經營露營區，了解市場趨勢和經營策略。

露營市場的現狀
根據2024露營市場調查報告，台灣的露營人
口已達200萬人，其中真正經常參與露營活動
的人數大約在30萬至50萬之間。這些露營愛
好者的活動頻率從每月三至四次到每年十多
次不等，顯示出露營已經成為不少人生活的
一部分。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
打造專業的數位形象變得尤為重要。建議可
以參考露營區官方網站架設，建立專業的線
上預訂系統。

豪華露營（Glamping）的興起
隨著露營活動的普及，相關的裝備和品牌市場也迅速增長。
選擇合適的營地設備對提升住客體驗至關重要，特別是在
規劃露營區時。我們整理了營地帳篷選購大補帖，協助您
在預算內打造最佳的露營體驗。

露營裝備和品牌
隨著露營活動的普及，相關的裝備和品牌市場也迅速增長。以
Airstream為例，這一被譽為「露營拖車界勞斯萊斯」的品牌，2022
年在台灣的銷量超越了歐盟，成為全球第二大市場。這一現象顯示
出台灣對高端露營裝備的需求顯著增長。同時，SnowPeak等品牌的
高端露營裝備也受到熱捧，顯示出市場對設計感和品質的雙重追求。

跨界合作與時尚化

年輕族群與家庭市場

露營商品的時尚化趨勢也不容忽視。日本潮流品牌藤原浩與
韓國品牌Helinox的跨界合作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這種合作
不僅提升了露營裝備的設計感，也吸引了大量年輕族群的關
注。跨界合作使露營商品不再僅僅是功能性的工具，而是成
為了潮流的一部分，進一步推動了露營市場的發展。

金融海嘯後，露營文化在年輕族群和家庭市場中迅速擴張。
2009年金融海嘯使許多年輕人和家庭族群開始尋求新興的消
費方式，露營成為了他們的新選擇。通過社交媒體，露營活
動和高端裝備的風潮迅速擴散。例如，竹科貴婦一次購買超
過10萬元的SnowPeak裝備，便是這一風潮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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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露營活動

車露活動的興起

業界觀察與未來展望

Urban Basecamp團隊在客製化露營活動方面的成功，展示了露
營市場的新機遇。他們為企業客戶和特殊需求的團體提供量身
定制的露營體驗，如在宜蘭的戶外活動中，飯店主廚團隊的參
與使活動倍受好評。這種客製化服務不僅滿足了不同客戶的需
求，也提升了露營活動的整體品質。

露營市場在年輕人中不僅要玩，還要玩得帥。業界觀察指出，
露營活動的跨界玩法，如與高爾夫球、衝浪、登山等活動結合，
顯示出露營作為社交平台的潛力。未來，露營市場將可能迎來
更多創新和發展，成為生活方式和社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車露活動正在成為露營市場的一大亮點。計劃中的
「車露村」大型活動預計將有超過200人參加，展示
了露營車市場的繁榮。參與活動的車型如福斯
Califonia、賓士馬可波羅和特斯拉休旅車等，展示了
車露活動的高端和多樣化。

截至2024年8月15日，基隆市、台北市、宜蘭縣、新竹市、
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連江縣、金門縣及澎湖
縣等11個縣市政府，已向內政部提交了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這些縣市的行動展示了其對《國土計畫法》施行的高度重視，
也為其他尚未提交草案的縣市樹立了榜樣。

1. 已提交草案的縣市

隨著露營文化的蓬勃發展，高雄市政
府全力推動露營場的合法化進程，並
將永續旅遊理念融入其中，帶動當地
露營產業蓬勃發展。截至2024年8月
底，高雄市的合法露營區申請數量從
去年的3家增⾧至11家，這㇐顯著增
⾧標誌著高雄市在推動露營區合法化
和發展永續旅遊方面的成功努力。
為進一步促進露營場合法化，高雄市
政府成立了專責輔導小組，並設置單
一服務窗口，方便業者申請相關許可。
此外，市政府也多次舉辦露營場合法
申設說明會，吸引超過167家次業者
參加，顯示出露營場申設的巨大潛力。
截至今年8月底，高雄市已輔導91家
次業者，其中36家取得了土地使用許
可，並有7家業者正在申請露營場設
置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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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將土地劃分為國土保育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和城鄉發展
地區。其中，農業用地被進一步分為”農一”和”農二”兩類。”農一”指最
優質的農地，而”農二”則允許更多元的農業活動。這一分類引發了農民的擔
憂，他們害怕土地價值受到影響，未來發展受限。

李教授指出，雖然政府意在糾正過去的土地使用亂象，但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問
題。例如，各縣市在劃分”農一”和”農二”時標準不一，引發爭議。部分地
方政府，如屏東和雲林，將台糖地和公有地劃為”農一”，私人農地全部劃為”
農二”，這導致其他縣市的私人農地所有者要求比照辦理。

面對這一情況，雲林縣政府提出了”農業權”的概念，呼籲政府加強對農業的
保護和補助。這一主張與國際趨勢相呼應。日本正在推動環境保護型農業補助
金制度，英國則通過永續農業激勵計畫鼓勵農民採取環保措施。

國土計畫法分類
國土計畫與農業權：平衡傳統農業、露營產業與
環境永續發展

南投近300家露營區邁向合法化

台灣露營觀光產學研協進會對此表示肯定，同時呼籲中央政府
正視露營產業的重要性。協會發言人表示：「南投縣政府的行
動值得讚賞，但我們認為還需要更全面的法規調整。我們建議
修正《發展觀光條例》，明確定義露營相關名詞，將露營產業
納入法律體系。同時，我們也呼籲制定《露營場輔導管理辦
法》，建立分級認證機制，簡化申請流程。這些措施不僅能確
保露營安全，還能推動產業升級，促進偏鄉經濟發展。」

南投縣的合法露營區申請成功案例即將迎來重大轉變。隨著內政部於111年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南投縣政府積極推動露營場合法化工作，為超過300家待合法露營場開闢康莊大道。
縣府觀光處於8月下旬連續舉辦3場輔導說明會，首場於14日在埔里鎮盛大展開，吸引上百名業者踴躍參與。

縣政府成立的「南投縣露營場聯合管理
輔導團隊」已於去年在多個鄉鎮辦理5場
說明會，邀請水土保持技師、地政士等
專家列席。觀光處去年盤查輔導200餘家
露營場，提供實地協助和改善建議，目
前已有65家業者申請土地使用容許。
今年8月的三場說明會分別在埔里、竹山
和信義舉行，旨在解答業者關於申請資
料準備、既有設施處理、污水處理等問
題。縣府還製作了易懂的申請範本，設
立南投縣政府官方LINE提供諮詢服務，並
計劃再盤查300家露營場，加速合法化進
程。

苗栗露營場合法化進程加速：縣府與輔導團攜手推動
安全與合規
露營活動在台灣日益盛行，特別是在苗栗縣，全縣共有380家露營區，為全國之最。然而，這個數字背
後隱藏著一個嚴峻的現實：截至今年三月底，合法露營區申請成功案例僅占總數的3.16%。這一驚人的
統計數字凸顯出苗栗縣在推動露營區合法化方面面臨的巨大挑戰。

面對如此龐大的合法化需求，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已積極採取行動。他們啟動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
速露營區的合法化進程。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是與專業輔導團隊合作，對現有露營區進行全面的輔導管理。
這不僅有助於提升露營區的整體品質，更為那些有意轉型為合法露營區的業者提供了專業指導。

同時，文化觀光局也加強了聯合稽查力度。這一舉措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確保現有合法露營區持續符合規
範，更重要的是識別並協助那些有潛力成為合法露營區的營地。通過這種方式，政府希望能夠逐步提高
合法露營區的比例，為露營愛好者提供更多安全、合規的選擇。

這些努力不僅關乎公共安全，更是為了促進整個露營業的可持續發展。隨著合法露營區數量的增加，苗
栗縣不僅能夠為遊客提供更優質、更安全的露營體驗，還能推動地方觀光產業的健康發展，為當地經濟
注入新的活力。

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苗栗縣政府展現了其推動露營產業規範化、合法化的決心。雖然目前合法露營區
的比例仍然偏低，但隨著這些政策的持續推進，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苗栗縣的合法露營區數量將會大幅
增加，為台灣的露營文化寫下新的篇章。

苗栗露營場合法化進程加速：縣府與輔導團攜手推動
安全與合規
苗栗縣露營區的現狀

目前，苗栗縣擁有全國最多的露營區，但僅有12家取得合法營運資格。
其餘368家露營區中，已有140家申請設立登記，這表明業者對合法化的積極態度。然而，大多數露營區
仍在等待審核，面臨合規化的迫切需求。

合法化面臨的挑戰

審計部的報告指出，部分露營區位於環境敏感地區，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和管理規範。這些露營區不僅
對公共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也可能影響當地的生態平衡。
此外，現行的《露營場管理要點》未能提供足夠的指導，導致部分業者在經營上存在困難。
為了推動露營區的合法化，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已積極爭取交通部觀光署的補助，並委託專業廠商開
展輔導和管理工作。政府計劃實施聯合稽查，對露營區進行初步評估和分類，以便制定後續輔導策略。
這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快合法化進程，保障露營區的運營安全和品質。
輔導團將為露營業者提供多元化的諮詢服務，包括電話熱線、LINE@即時通訊以及偏遠地區的現場諮詢。
縣府還派駐專業人力協助申請書面審查和現場勘查，以加快審核速度。這不僅能幫助業者順利提交申請
計畫書，還能促進整體申請案件的審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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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環境敏感區項目：

1.特定水土保持區
2.河川區域
3.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4.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5.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
6.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7.自然保留區
8.野生動物保護區
9.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0.自然保護區
11.一級海岸保護區
12.國際級重要濕地或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
13.古蹟保存區
14.考古遺址
15.重要聚落建築群
16.重要文化景觀
17.重要史蹟
18.水下文化資產
19.國家公園內史蹟保存區
20.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第二級環境敏感區項目：

1.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流)
2.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4.海堤區域
6.山坡地
7.土石流潛勢溪流範圍
17.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19.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公共給水)
20.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23.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21.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公共給水)
22.水庫蓄水範圍
23-1.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
23-2.森林(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區)
23-3.森林(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
24.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25.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26.優良農地

露營場申請應查詢環境敏感地區項目：

大地休閒農場
經營計畫

大地休閒農場經營計畫

大地休閒農場經營計畫

目錄

基本資料

現況分析 發展策略與目標

休閒農場發展資源 全區土地使用規劃構想

營運管理方向

大地休閒農場經營計畫

1

2

3

4

5

6

基本資料
大地農場申請者：鄭文震

經營主體類別：自然人

經營方向：里山概念經營

以生態、生產、生活的三生和自然共存理

念作為本農場整體發展目標之基礎

以「生態保種、有機養生、農業體驗」為

主要經營方向

環境教育

自然觀察

森林療癒

野菜培植

有機農特產品DIY

養生餐飲

休憩活動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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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位置與範圍

新竹縣峨眉鄉和北埔

鄉的交界處
·國道3號的竹林交流道（90K）

及寶山交流道（98K）

·國道1號的頭份交流道

（110K）

·東西向快速公路南寮竹東線

（台68線）

現況分析2

新竹縣峨眉鄉，農場範圍共計10筆地號之土地，

總面積41,117平方公尺，土地權屬均為私人所有。

土地使用分區均屬非都市土地的「山坡地保育

區」，用地編定分別為林業用地和農牧用地

基地權屬與土地使用

實質環境

本農場位於峨眉鄉石硬子村，屬於石子溪的集水

區範圍，本農場四面環山，略呈三角形谷地，農

場高度海拔大致介於150-420公尺之間，海拔350

以上的地形分別位於西北方與東方

大地農場申請範圍地形
谷地核心區

交通運輸系統
唯㇐對外聯絡道路為產業道路，可連接北埔市區

經由內山公路（省道台3線）往西可銜接苗栗縣頭份鎮，往東可通往新竹縣竹東鎮

往北經由寶

山路㇐段

（竹83鄉道）

可通往新竹

縣寶山鄉

往南經由大

坪路（竹37

鄉道）可通

至苗栗縣南

庄鄉。

29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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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農業經營現況

梅樹 總面積2.05 %
產量125 kg

洛神葵 總面積5.22 %
產量160 kg

桂竹 總面積54.43 %
產量343 kg

主要供自給自足，贈送左

鄰右舍、親朋好友等，僅

部分零星農作物（如梅子、

桂竹筍、洛神葵）銷售予

店家供製農產品加工。
百香果 總面積0.04 %

產量6 kg

菱角 總面積1.80 %
產量372 kg

樹豆 總面積2.24 %
產量5 kg

火龍果 總面積0.03 %
產量20 kg

時令蔬菜 總面積2.16 %
產量354 kg

休閒農場發展資源3
農場資源特色

未來將預計利用既有之

地形地貌和農牧用地劃

分農業生產區，㇐樣秉

持著無毒、有機的經營

理念，發展特色農業。

期望成為臺灣北部的示

範特色農場，同時也蘊

含著植物保種的概念，

藉以和國內外相關公私

部門機關之學術研究和

推廣的單位合作，以進

㇐步推廣和提高相關農

作物之附加價值。

備註農場總面積
百分比（％）

預計種植面積
（㎡）農業生產區使用分區規劃項次

3.12 1,282.53 濕地植物農業生產區1
2.05 842.73 梅樹農業生產區2

0.42 174.30 綠寶石森林療癒體驗複合農業生
產區3

0.42 174.32 園藝治療體驗複合農業生產區4
2.16 886.26 稻香水梯田農業生產區5
1.38 567.20 水生經濟作物農業生產區6
0.86 352.52 金色小麥田農業生產區7
2.05 844.34 藥用保健作物農業生產區8
3.17 1,301.89 特用經濟作物農業生產區9
1.49 613.85 野菜食蔬農業生產區10
1.81 743.00 菱角湖魚菜共生農業生產區11
1.55 636.71 可食地景農業生產區12
2.14 879.02 低碳山林農業生產區13

53.43 21,970.27 自然林木和天然桂竹農業生產區14

76.05 31,268.94 種植面積（合計）
100.00 41,117.00 農場總面積（㎡）

農場資源特色
本農場過去僅依靠場區內的簡易農作對外販

售，以換取微薄的利潤，然而隨著時代轉變，

既有的農耕產業已不敷經濟效益，因此，本

農場擬將進行汰換與轉型計畫，並計畫朝向

生態、休閒、養生方向做為農場發展主軸。

轉換為食農教育、自然環境教育和相關農事

體驗與解說使用，同時兼具農業生產之功能，

對於農產特色部分將轉以開發精緻與經濟價

值較高的農特產品作為本農場發展重心；戶

外則大部分保留原始林相環境，提供遊客更

多體驗大自然與生態的環境解說教育和農業

體驗活動。

生態 休閒 養生

食農教育 自然環境教育 農事體驗解說 農業生產

發展主軸 農場設施使用現況
1 2

農場入口處 落羽松林
3 4

蓄水池 入口右側溪溝

梯田 蓄水池(菱角湖)

本農場申請範

圍內目前均維

持農牧土地使

用為主

申請範圍現況航照

本農場內目前有

㇐條農路作為使

用，以便於農用

機具在農場內進

行維護管理工作，

其他動線則是以

草地為主的步道

5
4

6
4

33 34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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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相關計畫

客家生活區 生態教育區 產業生產軸

發展主軸

新竹縣峨眉鄉七星社區
農村再生計畫

獅山生態

⾧壽村

七星七寶

探索趣

發展願景

鄰近遊憩資源

本農場位置

本農場鄰近北埔與

峨眉兩風景區之遊

憩景點，遊憩資源

種類包括有人文古

蹟、自然山林、公

園、湖泊、古道等，

未來將可結合周邊

遊憩資源形成「北

埔-峨眉遊憩圈域」，

藉此提升本農場的

遊憩價值(如圖十五

所示)。

發展目標
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上所通過的里山倡議 (Satoyama Initiative)，其主張促進符合生物多樣性

基本原則 (例如生態系做法) 的活動，來實現社會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想願景

四大
發展目標
(里山願景)

1.將永續生態設為農

場的發展主軸

強調遊客與自然的互

動及體驗，營造出人

與自然之間的相互尊

重態度

2.以農業休閒化為出

發點秉持農業環境中

生產、生活、生態

三生功能及農業為本

3.結合體驗活動、環

境教育、有機養生等

功能，並將樂活理念

注入農場

4.自然共生為首要

觀念，生態環境設計為

基礎，提供優質無污染

的休憩環境，創造人和

環境及動植物和諧共生

的自然景觀空間

發展目標及策略4 發展策略

1.原生物種與農場人為活動相互融合

2.設立環境教育解說場域與教育機構

合作

3.生態保育學者、保育協會、團體合

作，進行台灣原生物種保種與復育

4.研究原生植物幼苗、培育天然加工

商品

提供國內教學與藥用醫學研習場域

1.進行藥用與特用經濟作物

示範種植與生產研究

2.相關學術研究單位研究特用經濟作物，

本農場產的特用經濟作物可作研究使用

3.和相關野菜推廣單位合作，食蔬與野

菜收集、種植，供採集體驗、食農教育

4.發展各項有機驗證、有機農產品產銷

履歷之認證

生態方面 生產方面

37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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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

1.設置農產品釀造與儲藏設備和調理空

間，提供農產品天然初級加工製成的特

色商品

2. 提供藥用、養生的食用育樂體驗場所

3.利用既有植物資源，從事園藝治療、

森林療癒等活動，並和醫療機構合作自

然療法用途

1.生態體驗及有機養生的概念設計農場

內各項活動行程，達到自然教育之目的

2.結合周邊社區居民共同合作發展有機

農場與生態體驗

3.套裝旅遊方式，將本農場與周邊遊憩

景點相互結合

4.以生態工程為基礎，對農場內的各項

設施與動植物棲地環境以環境共生方式

規劃設計與施工，營造生物多樣性環境

生活方面 生產方面

各項設施現況

文
件
編
碼

「各項設

施現況及

分期設施

計畫表」

設施項次

使用規劃

合法證明文
件/核發日
期

現有設施項

目

編

號
變更

使用

用途

維持

原使

用

拆除

-無-項次19-無-蓄水池A1

-無-項次20-無-蓄水池B2

-無-項次16-無-農作土路3

附錄

六
項次17

91WS1-115
石硬子坑溝

整治二期工

程(91年)

水土保持設

施A
4

附錄

六
項次18

96CR01-A06
七星村九鄰

崩塌地植生

復育處理

(96年)

水土保持設

施B
5

本農場現有設施盤點表

全區土地使用規劃構想5

設施計畫及未來使用
坡度全區規劃平面圖

動線計畫
農場周邊道路

銜接情形

農場人車動線規劃示意農場停車空間規劃示意

41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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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及生態環境維護構想

生態 實質 設施 社會

四大容許量

本農場以農業體驗和環境教育為主，未來將以「重視資源

保育」與「永續使用」方式低度發展，具體措施包括：

1.以「邊緣」概念

在不同使用設施

之間設置綠廊或

植栽作為區隔，

減少活動之間的

相互干擾情形。

2.減少過度資源被

浪費的行為，同

時加強資源回收

管道，減少農場

資源的消耗及處

理過程。

3.定期及預約舉辦

農場環境教育活動，

透過農場專業導覽

人員藉由步道動線

進行約2小時的遊

客解說活動與體驗

4.農場內將設計㇐

些非消耗性及最

小破壞的活動內

容，讓遊客能親

身體驗大自然環

境的各項事物

營運管理方向6
農場營運構想
農場特色經營推動

設計具農場特色的識別標章及CIS系統

並融入農場內的各項設施當中
產品上

定位以「生態休閒、藥用保健、食農教育」的深度旅遊體驗市場，

以與周遭遊憩景點區隔

客層上

周末假日時段以滿足家庭、親子、公司團體等族群

週㇐到週五的平日時段，以公私部門的政府機關、學校單位等族群

宣傳上

農場經營團隊的企劃小編，進行網路層面的Facebook臉書、

Instagram、Twitter和LINE及Google Map等軟體和App應用程式

進行農場官方帳號管理，結合報章雜誌等平面媒體、公私部門的觀

光旅遊資訊管道。

活動上

㇐年四季皆有不同的主題和環境面貌展現，依據不同時節提供相關

產品展售和品嚐農特產品，且鄰近北埔老街、獅頭山風景區與浪漫

臺三線等遊憩資源

永續經營與預估成本效益

農場自產農特產品銷售

農場農特產品和其產製品展售

農業DIY和生態觀察體驗

預約解說活動

永續經營策略

落雨松下自然露營體驗

預估成本效益

本農場農業生產面積約3.12公頃，每月營業額約73,580元。
(參考108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資料)

每品項160元計算，每月營業額約224,000元。
（參考國內相關業者之商品定價）

每人次250元計算，每月營業額約350,000元
（參考國內相關業者之活動定價，費用視活動類別而定）

每人次430元計算，每月營業額約602,000元
（參考國內相關業者之定價）

平均以每月120個營位，草皮營地以1,000元/日計算，營位大小8 × 8公尺，露營

區預計可提供30個營位，每月營業額約120,000元。

每年營運收入計8,610,960元
每年營運成本計5,568,000元
每年收益約3,042,960元

合計

簡報大綱

基本資料

現況分析 發展策略與目標

休閒農場發展資源 全區土地使用規劃構想

營運管理方向

1

2

3

4

5

6

48

六福淺山休閒農場
案例分享

45 46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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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農場名稱

六福淺山休閒農場（以下稱本農場）。

 申請人

本農場申請者─六福農藝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主體類別

法人，具有農業經營實績之農業企業機構。

49

 主要經營方向

本農場以「共創大地循環
的療癒生活」為農場主要核
心價值，以生態為軸，結合
既有動物資源和農作（食），
融入關西特色文化及產業，
形塑具景觀美學的農場氛圍，
提供遊客㇐個可以透過「體
驗」獲得「療癒」的環境場
域，由此作為農場整體發展
目標之基礎，以發展生態遊
程、推動循環經濟和營造友
善生態為三大主要目標，將
大地循環理念落實於本農場。

六福淺山農場
核心價值

共創大地循環的療癒生活
50

 土地座落

本農場申請地點位
於新竹縣關西鎮和桃
園市龍潭區的交界處，
行政區域上屬於新竹
縣關西鎮，主要鄰近
關西市區。

 土地使用清冊

土地座落於關西鎮
仁安里拱子溝段56、
57地號，申請面積合
計為53,920平方公尺。

51

計畫位置與範圍

 地理位置

本農場有產業道路可銜接
至主要聯外道路，對外連接至
新竹關西及桃園龍潭市區。

52

49 50

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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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外道路與交通動線

 經光明路(竹27鄉道)可至關西市區；

 經福源路(桃21鄉道)、中原路二段(桃69鄉

道)及中豐路上林段、中山段(省道台3線)，

可至桃園龍潭市區；

 經水汴頭高原道路(竹18-1鄉道)、新關路五

埔段(縣道118號)，可達新埔及竹北市區。

 從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3號)的高原交流

道(73K)及關西交流道(79K)，行車路程分別

約7分鐘和10分鐘即可抵達本農場。

關西交流道

高原交流道

53

 新竹縣關西鎮地方創生計畫

 新竹縣關西鎮特色產業補助計畫

 新竹縣關西鎮景觀暨閒置空間改

造計畫

 關西大客廳計畫

 縣定古蹟關西分駐所修復案

 照門休閒農業區

 大墩山休閒農業區

周邊相關計畫

農場位置

54

周邊休閒農業區

 照門休閒農業區

 大墩山休閒農業區

大墩山休閒農業區

55

基地權屬與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權屬與地號

農場土地位於新竹縣關西鎮拱子溝段56、
57地號，總面積53,920平方公尺，土地權屬均
為私人所有，為「莊村徹、莊秀石、莊秀欣」
共同持分所有。

 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

均屬非都市土地的「山坡地保育區」，用
地編定為農牧用地。

56

53 54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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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勢與坡度
本農場位於關西鎮拱子溝，基地為㇐台地地形，

海拔高度大致介於290-300公尺之間，地勢略呈
西北-東南走向，以西北端的農場入口處為地勢高
處，農場最南端之次生林為相對低處，坡度分析
均屬三級坡，整體地形尚稱平緩。

農場入口 57

農場農業經營現況

短期作物 總面積8.22 %
(南瓜) 產量1,028 kg

香草花園 總面積6.19 %
產量346 kg

短期作物(葉菜類)

短期作物(空心菜) 短期作物(晚香玉筍) 短期作物(小黃瓜)

58

農場農業經營現況

甘藷 總面積18.49 %
產量1,692 kg

香草(薄荷) 總面積4.84 %
產量296 kg

仙草 總面積4.71 %
產量170 kg

洛神 總面積3.65 %
產量96 kg

西瓜 總面積3.64 %
產量97 kg

玉米(筍) 總面積2.16 %
產量354 kg

59

農場農業經營現況

馬鈴薯 總面積8.87 %
產量209 kg

無花果 總面積4.16 %
產量209 kg

檸檬 總面積4.58 %
產量180 kg

本農場自110年開始從事農業經營，現況種植
面 積 約 為 36,317 平 方 公 尺 ( 佔 農 場 總 面 積 約
67.35%)，目前栽植農作物種類主要有柳橙、檸檬、
無花果、洛神、茶、仙草、香草、玉米及短期作
物(含葉菜類、南瓜、甘藷、馬鈴薯、彩色胡蘿蔔、
白蘿蔔、瓜果類)等，年產量約4,323公斤。

60

57 58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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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發展目標

本農場以「共創大地循環的療癒生活」為農場主要核心價值，以生態為軸，
結合既有動物資源和農作（食），融入關西特色文化及產業，形塑具景觀美學的
農場氛圍，提供遊客㇐個可以透過「體驗」獲得「療癒」的環境場域，由此作為
農場整體發展目標之基礎，以發展生態遊程、推動循環經濟和營造友善生態為三
大主要目標，將大地循環之理念落實於本農場。

61

農場發展策略

四大
發展策略

1.永續環境示範
動植物與農場活動融合，讓動物自然漫遊。

2.環境教育場域
生態教育和觀察的據點，與環教機構合作。

1. 自然農園生活
提供農園生活與休憩的活動空間。

2. 自然氛圍環境
利用環境從事園藝治療、森林療癒等體驗。

1. 食蔬種植採集
農事體驗、採集活動，食農推廣單位合作。

2. 特色農特產品
提供農產品天然初級加工製成的特色商品。

1. 職人體驗活動
以農業結合生態體驗，實踐食農教育。

2. 農業旅遊發展
透過產學合作、異業結盟共同合作發展。

生態策略

生活策略

生產策略

經營策略
62

63 64

61 62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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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現有設施說明

「各項設施現況及分期設施計畫表」
設施項次

使用規劃
合法證明文件/核發日期現有設施項目編號

變更使用用途維持原使用拆除

項次1的水土保持設施（農地沉沙池）農業整坡作業完工檢查(109年12月18
日府農糧字1094017368號函備查)農地沉砂池1

項次2、3的農路設施A、B農業整坡作業完工檢查(109年12月18
日府農糧字1094017368號函備查)農作土路A2

項次2的農路設施A農業整坡作業完工檢查函(110年12月
29日府農糧字1104016775號函備查)農作土路B3

農地沉砂池
及消能拋石 農作土路A

農作土路B排水草溝

110年拍攝

65

設施計畫及使用構想

 使農場耕地最大化，避免耕地破碎，

將以集中複合方式設置規劃。

 以環境共生作為主要設計概念，搭

配既有原生大樹、次生林相和紅壤

特色，營造出熱帶莽原景觀。

 以因地制宜的方式進行農場設施規

劃配置，無礙自然文化景觀為原則，

並符合休閒農業經營之目的。

66

設施
計畫

67

設施
計畫

68

65 66

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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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設施 –
農地沉沙池

佔比(%)面積(㎡)地號設施名稱

0.20%10656水土保持設施

• 維持原水土保持使用規劃

• 利用既有設施面積和地形

• 打造雨水花園的生態景觀

• 提供周邊動物停棲空間

• 農業友善共榮生態環境

1

69

農路設施(A/B) –
環場、 環狀

• 既有農作土路規劃設置

• 建構農場主要遊園動線

• 農事人員經營管理路徑

• 將採用透水硬舖面舖築

• 打造農場無障礙步道環境

• 輕型農用作業車輛使用

• 緊急救護防災車輛使用

佔比(%)面積(㎡)路寬/總⾧度地號設施名稱

5.97%3,220805456農路A(環場)

1.38%744186456、57農路B(環狀)2 3

固化土/透水混凝土步道

木屑步道

70

複合設施A –
農特產品調理設施/
農業體驗設施

佔比(%)面積(㎡)樓層/樓高/樓地板地號設施名稱

0.37%200

1001F/4.5

56

農特產品調理設施

1001F/4.5
農業體驗設施

2002F/4.5

8-1
8-2

71

複合設施B –
農特產品零售設施/
門票收費設施/
警衛設施/
衛生設施/
農業體驗設施

佔比(%)面積(㎡)樓層/樓高/樓地板地號設施名稱

0.56%300

1001F/4.5

56

農特產品零售設施

1001F/4.5門票收費設施
1002F/4.5警衛設施
1001F/4.5衛生設施
2002F/4.5農業體驗設施

9-1
9-2
9-3
9-4
9-5

採收後的即時販售自製醃製物

犀牛噗噗紙

可分解蔬菜種子包

蚯蚓土 72

69 70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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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體驗設施 –
有機資源循環教室

• 利用農場地勢邊陲區域

• 有機資源集中與處理場域

• 透過有機堆肥製作，產出
優質的堆肥和土壤使用

佔比(%)面積(㎡)樓層/樓高/樓地板地號設施名稱

1.41%7603001F/757農業體驗設施

10

落實有機資源循環理念
體現與實踐循環經濟

農場土壤
有機質含量
3年內→1%

園區喬木疏枝
碎木機處理
木屑再利用

柔性舖面步道

生廚餘收集 歐洲紅蚯蚓

澆水淋溶

作物肥份供給

食量最大

73 74

農業體驗設施 –
里山農業體驗教室

• 農業生產兼具提供動物棲地
的複合式農業生產區旁

• 農業與環境共存共榮的示範
場域

• 提供生態觀察、導覽解說、
複合式農業體驗的空間

佔比(%)面積(㎡)樓層/樓高/樓地板地號設施名稱

0.15%80801F/4.557農業體驗設施

11

75

景觀設施(A/B) –
多功能自然草坪

• 提供戶外集合和活動的場域

• 做為和農業生產區間的緩衝
地帶

• 形塑非洲疏林莽原景觀

• 提供戶外活動草坪及夜間賞
星、觀星等多元且多樣化的
活動

佔比(%)面積(㎡)地號設施名稱

2.03%1,09256景觀設施A

2.76%1,48757景觀設施B

4
5

76

73 74

7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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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設施(C/D) –
埤塘生態浮島/
環境教育解說平台

佔比(%)面積(㎡)地號設施名稱

0.56%30056、57景觀設施C

0.08%4557景觀設施D

• 既有自然窪地活化再利用

• 提供基地蓄水調節功能

• 營造水、陸域農業生態景觀

• 作為農場周邊動物的重要棲息環境

• 戶外環境教育解說平台空間

• 近距離親近觀察和體驗的環教場域

6
7

77 78

農業生產區使用分區
未來規劃及生產面積

• 利用既有農業生產區規劃設置

• 兼具棲地復育的友善耕作環境

• 結合關西在地農業特色

• 里山複合式農業生產區

• 從事環境友善農業耕作

• 推動林下經濟，發展體驗遊程

• 共創大地循環的療癒生活體驗

農場總面積
百分比(％)

預計生產
面積(㎡)

農業生產區使用分區規
劃項次

4.17 2,246 香草花園A
4.85 2,613 季節時蔬B
2.40 1,293 仙草C
2.53 1,363 可食地景（短期作物）D

16.18 8,725 臺茶25號+紅茶E
1.34 724 胡蘿蔔+白蘿蔔F
1.33 715 彩椒G
2.27 1,225 檸檬H
0.94 508 香蕉I
0.91 491 木瓜J
0.89 480 柳橙K
0.88 475 甘藷（葉、塊根）L
1.90 1,026 桑樹（桑葚、桑葉）M
2.87 1,550 里山複合式農業N

18.50 9,975 森林蜂（蜂蜜）O
61.96 33,409 生產面積（合計）

100.00 53,920 農場總面積（㎡）

79

 因地制宜的種植方式，讓空間可以

多功能的利用，提供農耕體驗和農

作知識及健康安心的食物取得。

 提供作為農特產調理設施的食材來

源，兼具農藝景觀效果及農業休憩

價值之多功能複合農業生產區。

可食地景

80

77 78

7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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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利用既有地形坡差，打造茶梯田景

觀，遊客可於不同高度視角或漫步

於梯田之中，來感受茶梯田之魅力。

 穿著採茶配備，和茶職人㇐起體驗

採茶樂趣及製茶的製程體驗，了解

雋永流傳且豐富的東方茶文化底蘊。

特用作物

82

 利用林下環境從事蜂蜜生產，提供

遊客近距離觀察和親近森林蜂，以

及蜂蜜採收之獨特體驗。

 蜂蜜可供販售及提供農特產品調理

使用，享受自然、健康且無負擔的

低碳足跡食材。

林下經濟

83

停車場域使用規劃

本農場之平面停車場空間與六福村
停車場共用，停車場約有3,277個車位
空間。

• 大客車92格

• 小型車停車位2,275格(含身障車位
62格、婦幼車位60格)

• 機車停車位910格(含身障車位19格)

• 藉由園區聯外道路至六福村遊樂園
門口與光明路(竹27鄉道)和福源路
(桃21鄉道)相接。

六福村
停車場

六福村
主題樂園

六福淺山
休閒農場

六福莊
生態度假旅館

84

光明路
(竹27鄉道)

福源路(桃21鄉道)

81 82

8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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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動線計畫

本農場車行動線主要以拱子溝段56、57地號的
休閒步道動線為主，主要提供農用車輛運載人員與
農作物及緊急車輛服務。

• 不提供㇐般遊客車輛駛入

• 平時農用車輛慢速通行
(時速20公里↓)

• 配置車輛警示裝置

• 緊急救護需求使用

• 必要時採遊客管制通行措施

85緊急救護需求使用

人行動線計畫
本農場人行動線主要以場區環場步道串連環狀

步道和林間步道，以及農場內各休閒農業設施和農
業生產區，所形成之農場人行動線。

• 既有地形坡度規劃設置

• 行無礙的友善步行空間

• 滿足全年齡層遊客使用

• 從親子擴展至樂齡客群

86

農場營運構想和管理策略

識別上
設計代表農場特色識別標章及CIS系統，

並將其融入農場各項設施當中。

形象上
打造專業職人風貌的職員服裝設計，有

助於提升農場之整體形象與滿意度。

定位上
定位以「大地循環、共同創造、療癒生活」的深度旅遊體驗，

與鄰近之關西、新埔、龍潭等其他遊憩景點具有鑑別性。

客群上
從親子拓展至樂齡客群，包含親子家庭、三代家庭、輕熟族、

樂齡族、學生和企業團體等，藉由遊程規劃來滿足各類客群。

活動上
發展農事/農食/人文、自然生態、六福動物遊程、療癒生活等四

大主題，規劃有常態性體驗、深度與知識學習體驗，從體驗中

認同農場核心價值與經營理念。

內

部

層

面

外

部

層

面

87

體驗遊程規劃

88

85 86

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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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體驗遊程四大類別設定

停留多㇐天 消費多㇐群

• 全客層

• 常態性體驗

• 1~2小時

• 職人帶領
• 深度與知識學
習體驗

• 半日/㇐日
• 限量/限時/季
節性

• 高客單

• 山林五感探索/
瑜珈

• 半日/㇐日

• 感受自然氛圍
並獲得身心靈
療癒

A.淺山輕鬆行 B.生態深度行 C.美學療癒行

• 開發在地多樣
性與主題行程

• 提供三天兩夜
彈性組合

• 建立地方友好
和社區互動

D.在地周邊行

89

遊程內容規劃

90

91

自然及生態環境維護構想

生態 實質 設施 社會

四大容許量

透過「療癒體驗」的方式來間接傳達友善生態與大地循環
之農場經營理念，藉由具體執行、實際操作或觀察之過程，
來強化與增進對於環境維護與再生循環之認同感。

1.推動循環經濟
加強相關資源回收管道，將
枯枝落葉、食物殘渣轉化為
地表養分與天然堆肥。

2.倡導自備餐具
降低資源被過度浪費的行為，
減少農場資源的消耗及處理
過程。

3.生態共生共存
提供既有動植物共生共存之
場域，理解農場經營和自然
共同友好發展的契機。

92

89 90

91 92



2024/11/11

24

老鷹棲木

昆蟲旅館
打工換宿

大冠鷲(猛禽)

赤腹鷹
(猛禽)

自然無毒. 環境友善的自然農法
運用生態系概念的保育措施

野生蜂(雜食性)
作物授粉.捕捉害蟲

自然捕食老鼠.蛇類等動物

(申請中)

93

永續經營策略分析

提 供展 售農 場
相 關農 特產 品
和 其產 製品 之
場域。

永 續 經 營 策 略

1 2 3 4農特產品 農場體驗 商品文創 地方共生4 5在地餐食

規 劃提 供多 元
遊 程以 滿足 不
同 客群 的來 訪
遊客。

文創開發方式，
提 供遊 客認 同
與 購買 農場 商
品的選擇。

透 過特 色設 計
餐 食體 現六 福
探 索品 牌元 素
和農食體驗。

助 於在 地產 業
及 觀光 行銷 ，
進 而帶 動關 西
整體發展。

94

預估營運收入

門票

餐食

活動

商品

營運收入項目 預估營業收入

每品項200元計算，平均每年118,550客次。
（參考國內相關業者之門票定價）

每品項150元計算，平均每年71,130客次。
（參考國內相關業者之餐食定價）

每人次200元計算，平均每年47,420客次。
（參考國內相關業者之活動定價，費用視活動類別而定）

每人次200元計算，平均每年23,710客次。
（參考國內相關業者之商品定價）

50,976,500元/年合計

每年營運收入計

計23,710,000元/年

計10,669,500元/年

計11,855,000元/年

計4,742,000元/年

95

預估營運成本

人事費用

營業費用

資材/水電/雜支

營運成本項目

29,341,125元/年合計

每年營運成本計

計13,763,655元/年

計10,479,820元/年

計5,097,650元/年

96

93 94

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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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成本收益

複價(元)單價(元)數量單位項目

23,710,000200118,550客次1.門票

營運收入(A)
10,669,50015071,130客次2.餐食
11,855,00025047,420客次3.活動

4,742,00020023,710客次4.商品
50,976,500小計(A)
13,763,65513,763,6551式1.人事費用

營運成本(B) 10,479,82010,479,8201式2.營業費用
5,097,6505,097,6501式3.農業資材/水電費/雜支

29,341,125小計(B)
21,635,375預估成本收益(C)=(A)-(B)

97 98

六福淺山休閒農場
環境永續的實踐者

目

錄

•現況分析
•休閒農業發展資源
•發展目標及策略
•全區土地使用構想
•營運管理方向與計畫
•財務計畫
•預期效益

新埔鎮
BAOLU休閒農場

• 案例分享

BALOU
休閒農場

大墩山休區

基地位置

100

現況分析 詳見計畫書P.7-P.8

97 98

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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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農場位於新竹縣新埔鎮北平段735、735-10、
735-11、735-12、735-13、737等
6筆地號，面積共12775.56平方公尺。

農牧用地

水利用地

交通用地

使用地類別

建築用地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平方公尺)編定用地別使用分區地段地號

14%1743.61農牧用地山坡地保育區北平段
735

22%2759.51農牧用地山坡地保育區北平段
735-10

21%2642.14農牧用地山坡地保育區北平段
735-11

20%2569.5農牧用地山坡地保育區北平段
735-12

22%2833.64農牧用地山坡地保育區北平段
735-13

2%227.16丙種建築用地山坡地保育區北平段737
100%12775.56總計

101

現況分析

申請範圍

詳見計畫書P.1-P.6

周邊宗祠博物館群

新埔柿餅節 新埔水梨節 相關休閒體驗（如：柿染體驗等） 102

休閒農業發展資源 詳見計畫書P.15-P.28

農業
六級化

有機農事
體驗

生態
導覽

DIY
體驗

主題
遊程

午茶
餐飲

食農
教育

柿餅
愛玉

㇐級
農產

二級
加工

三級
服務X X

103

休閒農業發展資源 詳見計畫書P.15-P.28 發展目標與策略
目標  以現有農業資源為基礎、轉型休閒體驗服務導向經營型態

 搭配大墩山休區區域合作體驗遊程級提供休閒遊憩場域

策略

「健康養身農業體驗」為
主題休閒農場，核心休閒產品
為農業知識的增進與農業生產
活動的體驗為訴求重點。

農場經營後透過農事體驗、
露營服務、DIY體驗項
目及套裝遊程之經營。

農場設計體驗活動的主軸：
提供農事體驗、提供健
康遊憩、提供農業教育。

運用農業資源
發展休閒農業
之項目與規劃

農場經營
主題或特色

農場經營
前、後之
收益分析

詳見計畫書P.29-P.37

101 102

10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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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景育苗（櫻花、梅花）苦茶樹客家原生藥用植物

芭樂
面積 1,640m2
產量 4,000KG
產季 7月-9月

面積 3,500m2
產季 全年

面積 2,900m2
產季 10月-11月

綜合水果
面積 1,300m2
產量 800KG
產季 6月-7月

短期生產作物
面積 1,760m2
產量 8,784KG
產季 12月-3月

面積 櫻花220m2；梅花330m2
產季 櫻花12月-2月；梅花1月-3月 105

基地現況 詳見計畫書P.38

733

778
778

749

芭樂=1,640 𝒎𝟐

客家原生藥用植物=3,500 𝒎𝟐

苦茶樹=2,900 𝒎𝟐

綜合水果區=1,300 𝒎𝟐

造景育苗=550𝒎𝟐

短期生產作物=1,760 𝒎𝟐

現有農業資源：

106

休閒農業發展資源 詳見計畫書P.39

平面停車場
(20mx5.5m)+(15mx6m)

露營設施B
(寬20mx⾧8m)

警衛設施
(寬4mx⾧4m)

農業體驗設施
〔(寬20mx⾧10m)-(2mx4m)-

(3.6mx3.6m)〕x高4.5m

衛生設施B
(3.6mx3.6m)

農路
(寬4mx⾧10m)

農特產品調理設施
(寬2mx⾧4m)

休閒步道
(寬1.5mx⾧70m)

衛生設施A
(寬2.5mx⾧15m)

露營設施A
(寬10mx⾧8m)

生態體驗設施
(寬4mx⾧15m)

107

既
有

道
路

埤塘

愛玉推動種植區域=830 𝒎𝟐

8m

6m

香草花卉推動種植區域=1,760 𝒎𝟐

全區土地使用構想 詳見計畫書P.40-P.44

露營設施B
(寬20mx⾧8m)

休閒步道
(寬1.5mx⾧70m)

衛生設施A
(寬2.5mx⾧15m)

(寬10mx⾧8m)

生態體驗設施
(寬4mx⾧15m)

農業體驗設施
〔(寬20mx⾧10m)-(2mx4m)-

(3.6mx3.6m)〕x高4.5m

農特產品調理設施
(寬2mx⾧4m)

農路
(寬4mx⾧10m)

衛生設施B
(3.6mx3.6m)

既有道路及動線
園區內部動線

105 106

10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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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體驗設施-1處

規劃設計⾧約20公尺、寬約10公尺、
高4.5公尺，扣除農特產品調理設施及
衛生設施 B後，面積約為 179.04 平方
公尺，且為獨立設施。

(2)農特產品調理設施-1處

農特產品調理設施為獨立設施，且位於農業體
驗設施外側，⾧4公尺、寬2公尺，興建面積約
8平方公尺。負責本農場相關農特產品之初級
加工和餐飲調理，提供遊客簡易飲食服務。

全區土地使用構想

109

詳見計畫書P.40-P.44

作 為 日 後 提 供
農 作 物 栽 培 、
育 種 、 育 苗 使
用 設 施 ， 必 提
供 室 內 教 學 體
驗 空 間 ， 並 依
季 節 與 農 場 盛
產 農 作 物 規 劃
相對應DIY體驗
服務等。

(3)景觀設施-5間
本農場之景觀設施位於735-11地號之農
牧用地，設置集合式景觀設施，每㇐處
⾧4公尺、寬3公尺、高3.5公尺，共設置
五間，以小木屋搭配大片觀景窗配置，
屋內設置解說牌，可做為賞景與環境教
育解說空間。

(4)露營設施-2處
農特產品調理設施為獨立設施，且位於農
業體驗設施外側，⾧4公尺、寬2公尺，興
建面積約8平方公尺。負責本農場相關農
特產品之初級加工和餐飲調理，提供遊客
簡易飲食服務。

全區土地使用構想

110

詳見計畫書P.40-P.44

全區土地使用構想
(5)衛生設施-2處

規劃設置衛生設施2座。
衛生設施A規劃設計⾧15公尺寬2.5公尺、
高3公尺，興建面積約37.5平方公尺：廁所
配置3間、男生小便斗2個、盥洗淋浴間X4
間，提供露營區及戶外農事體驗遊客盥洗
使用。
衛生設施B則位於農業體驗設施外部，規
劃設計⾧3.6公尺寬3.6公尺、高4.5公尺，
興建面積約12.96平方公尺：女生廁所3間、
男生廁所2間、男生小便斗X2個等。

衛生設施A

衛生設施B 111

詳見計畫書P.40-P.44

(6)警衛設施

本農場規劃設置㇐處警衛室管控出
入遊客，規劃設計⾧4公尺寬、4公
尺、高3.5公尺，興建面積16平方
公尺。

(7)平面停車場

為便於遊客停車需求，同時兼顧農場
人員及動植物生態的安全，在本農場
的大門入口處旁設置㇐處面積約200
平方公尺的平面停車場。
可提供中小型車輛停放之空間。該停
車場設置將以透水性鋪面施設而成。

全區土地使用構想

112

詳見計畫書P.40-P.44

109 110

1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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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農路

設計路寬約4公尺，⾧約10公尺，
約40平方公尺農路，供串聯圍繞農
場周邊既有聯外道路系統，將依農
路設計規範進行設計。

(8)休閒步道

規劃1條休閒步道，為場區內主要的
設施串聯動線，設計路寬約1.5公尺，
⾧約70公尺，面積約105平方公尺。
休閒步道可完整串聯本農場所有設施
和據點。

全區土地使用構想

113

詳見計畫書P.40-P.44
自然及生態環境維護構想

 儘量維持原農業經營型態與原始農地樣貌，強調農業永續經營性。

 提供體驗採果、景觀、簡便餐點等休閒活動，降低對環境污染影響之可能性。

 將與周邊與在地農業及周邊相關產業進行合作，開發地方特色遊程或配合大
墩山休區推廣行銷活動提供農事體驗場域以吸引遊客前往體驗與消費，增加
地方收益。

營運管理方向

114

詳見計畫書P.45-P.54

營運及管理構想

農場經營主題或特色 農場產品與特色伴手禮行銷通路

農業生產計畫 農場行銷 農事體驗活動

營運管理方向

115

詳見計畫書P.45-P.54

 目標客群及計畫遊客人數：

 產品類型與休閒遊憩服務：

預估遊客人次數為1,000人/月(平常日20人次/日、
周休二日及假日80人次/日)

園區導覽服務 休閒農事體驗加值化產品銷售

營運管理方向

116

詳見計畫書P.45-P.54

113 114

11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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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工作內容人數組別

綜理農場全盤業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1場⾧

初期由廠
⾧兼任辦理員工管理、採購、會計、出納、財產管理等事項。1總務組/

農場行政管理
初期由廠

⾧兼任
營運計畫之策劃，及市場分析、廣告促銷、遊客滿意度評估、公共關係等項。
體驗活動設計及舉辦，教育解說服務等工作。1企劃與行銷組/

活動與導覽體驗組

辦理園區環境管理、植栽維護管理，及農產品展售等工作。2農園維護組/
農產品展售

警衛輪班制度預計以三班制為原則，每班工時8小時，㇐位常態駐守於警衛室內，另㇐位
則須負責場區定時巡視工作4警衛

營運管理方向
 農場人力配置

117

詳見計畫書P.45-P.54

場⾧

企劃
與行銷組

活動
與導覽體驗組 農園維護組 農產品展售組 農產品研發組 警衛

總務組/
農場行政管理 場內交通動線及

安全維護計畫

引用水之來源及
廢污水之處理計畫

農業廢棄物處理及
再利用計畫

 場內交通動線：設立顯著的出入口及相關動線引導指標，並設置分區指標
及簡易導覽地圖供遊客參考。

 安全維護計畫：公共區域豎立明確、明顯的警告及禁制標誌。

 ㇐般廢水：廢水集中收集後進入污水處理系統，經處理後的水收集作為農
場內澆灌用水。

 逕流廢水：逕流廢水均依天然地勢流向大坪窩溪河域，農場建物四周設有
雨水排水溝，經收集後排入承受水體或灌溉農作物使用。

 節能減碳及綠色消費之規劃：本農場將落實環保、節能及綠色工程列為未來
經營及軟硬體建設原則，相關耗品並以綠色採購為主。

 垃圾處理：落葉等集中堆置製作有機肥料提供農場使用，其次生活垃圾，將
配合環保相關法規規定申報事業廢棄物之清理維護環境

營運管理方向
 農場環境管理計畫

118

詳見計畫書P.45-P.54

合計每年營運成本計
3,344,000元(約334萬元)。

㇐、預估每年營運收入
 預估未來生產銷售產值：
(1)芭樂：芭樂產值約為29萬元/公頃/年，本農場
種植面積約為0.16公頃，每年產值約為46,400元。
(2)綜合水果(以桃子為主)：產值約為19萬元/公頃/
年，本農場種植面積約為0.13公頃，每年產值約為
24,700元。

 預估休閒農業體驗產值：
預估未來休閒農場遊客人次數為1,000人次/月 X人
均消費約500元(導覽體驗、伴手禮購買、DIY操作、
露營租用等)X10個月(扣除季節農忙2個月)，每年
約為5,000,000元。

二、預估每年營運成本
 種苗及資材費用：每年500,000元。
 電費及燃料費：每年80,000元。
 工資：休閒農場初期編制7名工作人員，園⾧、

主任、農園組/農產品展售及服務人員2人、警衛
每年薪資成本約2,424,000元。

 設施機電維護與修剪費：每年100,000元。
 雜支：農場營運日常雜項支出等約240,000元。

合計每年營運收入計
5,071,100元(約500萬元)。

財務計畫

119

詳見計畫書P.55

㇐、農場經營型態轉型
提供現有農業生產相關農事體驗服務、加值研發伴
手禮及各特色商品，增進本農場營運收益，並帶動本
區休閒農業發展。

二、提升在地就業機會吸引青年返鄉
透過遊程規劃與導覽體驗鏈結大墩山休閒農業區，
並因應未來農場人力需求增加就業機會，吸引年輕人駐留
家鄉。

三、特色體驗延⾧遊客駐足時間
鏈結在地獨有的九降風曬柿餅體驗，及大墩山地區特
有的柿染體驗等，並提供露營場地與服務，以延⾧遊客
在大墩山區駐足時間，進而帶動在地產業經濟。

預期效益

120

詳見計畫書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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