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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自政府鼓勵及推行農村再生計畫以來，多數農村社區紛紛積極的參與及辦理，農村儼然成為發展重要之核心，然而，在進行發展的同時，社區民眾從農村再生計畫中得到哪一方面的發展，農村再生發展層面之形成與永續發展之本質上是否存在著關聯性，因此，農村在辦理農村再生計畫的同時，除了討論帶來之農村永續外，當地民眾對地方之永續的看法是一個課題。本研究以桃園市龍潭區做為個案研究，將居住在農村社區民眾及社區發展協會之幹部作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法的方式，確立出辦理農村再生計畫後農村再生發展之層面，除了探討農村再生發展各層面之關聯性，本研究亦將農村再生發展層面與永續發展之層面進行相關性討論。從量化之結果得知，本研究之農村再生發展之層面為「生活」、「生態」、「生產」及「社會與文化」；「生活」層面是多數受訪者同意程度最高的，永續發展層面則為「環境」層面同意程度最高，兩者之間是有顯著之關聯性。
	摘要(英)	Since the government has encouraged and implemented rural rejuvenation plan, most rural communities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and managed the 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which levels did community people receive from rural rejuvenation plan when developing.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rural rejuvenation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ether there is a correlation or not.Therefore, when rural is managing rural rejuvenation plan, not only bring rural sustainable but also want to know a issue of local people how to regard local sustainable. This study take   Longtan District of Taoyuan City for example, be living 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the cadres of the association as a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establish the levels of rural rejuvenation development after managed the rural rejuvenation plan. In addition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at all levels, this study will be the lev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and the lev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discuss the relevance. From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the level of rural rejuvenation development is "living", "ecology", "production" and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living" level was the highest for most respondents.The lev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environment" have highest degre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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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
★ 問卷調查法	關鍵字(英)	
      	  ★ Rural Rejuvenation
★ Rural Sustainable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Questionnaire Survey
	論文目次	目錄

目錄    I

表目錄    II

圖目錄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5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6

第四節 研究流程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

第一節 相關文獻檢閱    11

第二節 農村再生計畫及相關概念    22

第三節 農村發展策略與課題    33

第四節 永續發展與其相關概念    41

第五節 研究區域發展狀況    50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57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57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工具    60

第三節 研究變項與操作性定義    62

第四節 實施程序    63

第五節 預試結果    64

第六節 資料處理方法    75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79

第一節 敘述統計    79

第二節 交叉分析    85

第三節 相關分析    96

第四節 開放題分析    98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10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01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06

第三節 研究限制    107

參考文獻    109

附件 客庄農村再生與永續發展之研究之調查問卷    116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王佩蓉（2015）。農村再生計畫對居民生活品質滿意度及社區參與度之影響─以台南市農村社區為例。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未出版。

王麗雲（2012）。農村再生條例對於社區永續發展之探討以龍山社區為例。康寧大學休閒資源際綠色產業學系碩士論文，臺南：未出版。

丘昌泰（2010）。探索台灣都市客家的圖像。載於江明修（主編），客家城市治理（1-15頁）。臺北：智勝文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15）。農村再生說帖。

吳明隆（2013）。SPSS統計應用學習實務：問卷分析與應用統計。新北：易習圖書。

吳威德（2006）。台灣農村永續發展規劃策略之研究─以高雄縣旗山區城鎮風貌改造示範計畫為例。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未出版。

李永展（譯）（2005）。建構永續社區的技能（John Egan原著）。臺北：五南。

李固遠、藍麗琪、方珍玲、王俊豪（2014）。農村再生計畫參與對農村社區發展滿意度的影響。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2，11-50。

李建興（2012）。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之社區分析研究─以台南市後壁區無米樂社區與白河區林子內社區為例。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未出版。

李建興（2012）。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之社區分析研究─以台南市後壁區無米樂社區與白河區林子內社區為例。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未出版。

周鶴樹（2010）。台灣農村地區的永續發展前景與評估。環境與藝術學刊，（8），11-32。

林柏伶（2010）。台灣農村發展與治理制度變遷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新北：未出版。

林庭輝（2014）。從社區執行農村再生計畫探討社區發展認知─中彰投縣市六個社區為例。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臺中：未出版。

邱皓政(2011)。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臺北：五南。

施美琴、羅光傑、陳明賢（2014）。從跨域合作與資源整合論農村再生之實現。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2（4），96-101。

孫志鴻（1999）。永續發展研究。環境教育季刊，37，75-81

徐世榮、賴宗裕、顏愛靜（2009）。令人憂心的「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全國律師，13（1），69-71。

桃園市龍潭區三水社區發展協會（2013）。桃園縣龍潭鄉三水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農村發展協會（2011）。桃園縣龍潭鄉大北坑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桃園縣文化局（2007）。重塑客家桃花源-客家文化在社造活力挹注下的新生機。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桃園縣政府（2012）。桃園縣農村再生整體計畫。

桃園縣龍潭鄉上林社區發展協會（2015）。桃園市龍潭區上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祝瑞敏（2011）。農村再生與環境改善「減」的哲學。水保技術，6（2），120-121。

康靜華（2013）。臺灣農村再生機制之研究─以農村發展模式為核心。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碩士論文，新北：未出版。

張子超、駱尚廉、馬鴻文、李永展、蔡慧敏（2014）。永續環境系列─環境與資源管理。臺北：五南。

張桂鳳（2012）。應用永續觀點探討社區條件對於農村再生發展潛力之影響。空間設計學報，（14），1-10。

張桂鳳、周伯丞（2011）。以永續觀點運用於農村社區評估系統之研究_以屏東縣為例。空間設計學報，（12），22-34。

張淑君、邱燕華、曾佩琳（2006）。農村規劃與永續經營─以信義酒庄為例。農業經營管理年刊，（12），69-90。

張凱證（2010）。花蓮縣馬太鞍農村再生試辦計畫的問題研究。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未出版。

張麗月（2014）。影響社區永續發展之關鍵因素研究－以彰化縣埔鹽鄉「永樂社區」為例。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彰化：未出版。

莊翰華、賴秋華（2011）。農村再生條例的永續發展向度研究。農業推廣文彙，（56），61-76。

郭明源（2010）。台東社區發展與農村在生政策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臺東：未出版。

郭思餘（譯）（2012）。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方法之應用（W. Lawrence Neuman原著）。臺北：雙葉書廊。

陳佳鈴（2012）。農村再生發展潛力評估機制之研究。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不動產經營所碩士論文，屏東：未出版。

陳定銘（2011）。南桃園客家社區發展協會組織型態與網絡互動之研究。客家公共事務學報，（4），39-66。

陳宥君（2015）。客庄觀光永續發展之研究─以苗栗縣獅潭鄉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碩士論文，桃園：未出版。

陳榮俊、祝瑞敏（2008）。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規劃評析與農村之發展。水保技術，3（4），222-233。

陳榮俊、黃振原、翁志成（2004）。農村景觀及生態建設的新作法。農政與農情，（144），59-70。

彭立沛、吳振發（2013）。以社區為基礎的農村規劃效率探討。造園景觀學報，19（1），65-86。

彭國棟（2006）。永續發展與生態社區營造。自然保育季刊。（53），5-19。

曾柏森（2008）。台灣農村社區永續總體營造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士論文，臺中：未出版。

湯曉虞（2008）。台灣的農村。新北：遠足文化。

黃一翔（2011）。農村再生計畫之自主治理制度分析─以新竹縣北埔鄉南埔村為例。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碩士論文，新北：未出版。

黃明耀、王志輝、王翔榆（2014）。從跨域合作與資源整合論農村再生之實現。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2（4），55-68。

黃智偉（2014）。國中學生永續發展知識與態度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未出版

黃瑞琳（2012）。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對臺南市七股區社區自主性的影響。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未出版。

經建會都市及住宅服務處（2010）。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台灣經濟論衡，8（3），16-54。

葉至誠、葉立誠（2011）。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

董建宏（2009）。台灣農村規劃與再生的困境：台灣農業與農村發展過程的反思。經濟前瞻。(122)，82-90。

廖光華（2008）。農村社區辦理土地重劃以促進農村發展之研究–以花蓮縣富里鄉羅山社區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未出版。

廖俊松（2004）。地方二十一世紀永續發展之策略。中國行政評論。13（2），183-212。

廖修霖（2012）。台灣農村再生模式之研究─以北中寮農村為例。東海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臺中：未出版。

廖瓊芳（2011）。農村再生建設先期規劃的社區執行現況與問題探討─以雲林縣為例。康寧大學資產管理與城市規劃學系碩士論文，臺南：未出版。

劉阿榮（2002）。台灣永續發展的歷史結構分析-國家與社會的觀點。臺北：揚智。

劉阿榮（2005）。永續發展與族群伙伴關係。研考雙月刊。29（5），92-102。

劉阿榮、謝登旺（2009）。台灣永續發展之環境與社會經濟的辯證。國家與社會，（6），1-49。

劉健哲（1996）。農業政策之原理與實務。臺北：啟英文化。

劉健哲（2010）。農村再生與農村永續發展。台灣農業探索，（1），1-7。

劉健哲（2014）。村民參與農村再生之研究。鄉村發展，16，1-21。

蔡文發（2015）。農村再生影響社區發展之研究─以雲林縣為例。南華大學建築與環境藝術碩士論文，嘉義：未出版。

蔡宏進（2002）。鄉村社會發展理論與應用。臺北：唐山。

蔡宏進（2003）。台灣新農村社會學。臺北：全華。

蔡宏進（2014）。臺灣農村與社會建設的探討。臺北：唐山。

鄭蕙燕、柯勇全、陳榮俊（2005）。無形效益對農村發展計畫決策之影響—「鄉村新風貌補助計畫」為例。中華水土保持學報，36（4），387-400。

蕭崑杉（2011）。綠色生活圈與農村再生。農業推廣文彙，（56），261-266。

賴秋華（2012）。農村再生條例的永續發展向度研究─彰化縣大村鄉和平社區為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彰化：未出版。

龍潭鄉三洽水休閒農村發展協會（2011）。桃園縣龍潭鄉三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龍潭鄉高原社區發展協會（2011）。桃園縣龍潭鄉高原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謝佩娟（2010）。臺東縣池上鄉萬安社區參與農村再生計畫示範區之影響。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公共事務管理在職專班碩士論文，臺東：未出版。

鍾懿萍、陳智啟（2009）。從永續農村目標評台灣地區集村農舍政策執行現況與建議。土地問題研究季刊，8（2），16-32。

鍾懿萍、趙時民（2004）。從臺灣「農村社區更新土地重劃」經驗談「都市更新」之落實。臺灣經濟金融月刊，40（6），44-56。





二、外文文獻

Equity. S. & Vitality, C. (2006), Cultural: the fourth pillar of sustainability, CECC-Cultural Research Salon, SFU, March 31.

Hart, M. (1998). View of community. Retrieved May 11, 2016, from http://www.sustainablemeasures.com/Training/Indicators/Overlap.html

Hempel, L. C. (1999). 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Challenges in Building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In Towar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ed. D. A. Mazmanian & M. E. Kraft, 43-74.Cambridge, MA: MIT Press.

Herremans, I. M. and Reid, R. E. (2002). Developing an awareness of the sustainability concep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4(1): 16-20.

Maser, C. & Kirk, C. (1996).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Resolving Environmental Conflict: Towards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ed. C. Master & D. Beach, 87-105. Florida: St Lucie Press. 

Maser, C. (1997).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Delray Beach, Fla: St. Lucie Press.

Munasinghe, M. (1993). The Economist’s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30(4): 16-19.

三、網路資料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16年1月16日，取自：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43944&ctNode=1894∓=4&ps=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2009）。2009年台灣永續發展指標年度報告，2016年7月10日，取自：http://nsdn.epa.gov.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6）。農業統計要覽，2016年7月1日，取自：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2015）。各村（里）戶籍人口統計月報表，2016年2月22日，取自：http://data.gov.tw/comment/5570#comment-5570

桃園市政府（2015）。認識桃園 各區簡介，2016年2月22日，取自：http://www.tycg.gov.tw/ch/home.jsp?id=10099&parentpath=0,6
	指導教授	
      	  劉小蘭(Hsiao-Lan Liu)
      	 	審核日期	2016-12-27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