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現貢寮山上的層層田野 連結生態與人文的水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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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貢寮，絕大多數的人

可能直覺地聯想到龍洞、福隆、

三貂角等濱海景點，但你可能

不知道，若朝向群山走去，沿

著枋腳溪一路順著林蔭道路蜿

蜒向上，映入眼簾的會是你可

能從未想過的水梯田農村風光。 

    水梯田是亞洲獨有的地理

景觀，過去生活在山丘、溝壑

之中的先民們，沿著等高線開

闢出一層層不規則卻有序的梯田，

形成山澗、田埂與一畦畦水田交

織而成的田園畫作。 
 

   「水梯田的耕作與平原耕作是很不一樣的。」人禾環境倫理發展

基金會（以下簡稱人禾基金會）保育處薛博聞處長說道，這裡的村

落型態不同於平原上的集村，而是散村的樣態，也由於水田型態不

方正，土壤質地較軟，因此耕種方式大多使用人工、牛耕與中小型

農機具，在不利於機械化耕作的劣勢與東北角日照不足且多雨的氣

候環境因素下，貢寮水梯田的水稻一年只能收穫一期，「既然產量不

高，就不具備經濟規模，也是當地農業發展面臨的阻礙。」薛博聞

一語道破問題所在。 

    薛博聞坦言：「以經濟的角度而言，要在此處賺到錢不容易，因

此造成人口流失嚴重，農村會碰到的人口老化等情況，在貢寮也相

繼發生。」 

 

 

 

▲隱藏在貢寮山頭的水梯田原已即將消

逝，靠著各方參與及努力方能讓金黃田野

重現山頭。 



與「人類」共存的生態系 要保育環境先解決社會問題 

    「農村老化」一直以來是台灣農業面臨的困境，而位處貢寮山

區、產量不高的水梯田只會更加嚴重，隨著農村人口外移，從前的

水梯田如今漸漸被荒煙蔓草取代，過去的梯田盛況不再復見，但從

當地農友口中可以得知，過去貢寮山區曾有數百公頃的水梯田，時

至今日，耕作面積甚至僅存不到 10 公頃。為了讓蘊藏過去生活軌跡

與豐富生物多樣性的水梯田能夠生生不息，林務局展開了「貢寮水

梯田保育計畫」，與長年深耕當地的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成為保

育水梯田的力量泉源。 

     2011 年開始的「貢寮水梯田保育計畫」發展至今已邁入十年，

這個集結了政府、人禾基金會與在地居民的計畫成為了推動水梯田

保育的主要力量，再配合近年林務局大力推動的國土生態保育綠色

網絡建置計畫（以下簡稱國土生態綠網），讓保育能量更加聚焦。所

謂的「國土生態綠網」，即是從四散在台灣各處的「森、川、里、海」

等面向著手，針對難以劃為保護區的區域，找出能夠維繫人與環境

的平衡，其中貢寮水梯田就是其一，也是計畫中的元老級保育對象。 

    那麼為何水梯田如此重要？需要特地為此訂定保育計畫呢？薛

博聞解釋：「因為健康的水梯田生態系可以帶來非常豐富的生物多樣

性。」水梯田生態系介於森林生態系與溪流生態系中的緩衝位置，

因此成為孕育多種生物棲息的重要場所。 

「但水梯田並非天

然形成的生態系，人

類的參與也成為必要

的因素。」薛博聞一

語道出水梯田最大的

特點，不同於森林、

河口溼地等純天然形

成的環境，水梯田生

態系需要有「人為」

的因素參與，適度地擾
▲人禾基金會薛博聞處長深耕貢寮水梯田已久，

跟著薛博聞走在村落中，不時會有居民前來寒

暄。 



動反而是維持水梯田的必要條件，因此異於制式且僵化的保育政策，

水梯田的保育規範需要因地制宜，甚至每座山頭、每分田地都有各

自對應的保育方法。 

但這又回到了最根本的問題－人口流失，「沒有了人力進行耕種，

水梯田環境勢必消逝。」薛博聞說道，計畫初始由林務局補助人禾

基金會進行推動，希望藉由當地農戶與居民的合作，兼顧在地經濟

與生態保護。雖然保護水田中的生物是計畫的初衷，但水田的永續

經營必須要有人耕作，因此在地經濟、人口結構、社區長照等議題

也需要一併考量。 

 

先民的智慧與「生態系服務」的運用 將水梯田種回來 

薛博聞說道，當地既有

的農耕模式，大多來自先民

早年順應地形與氣侯條件發

展出的技術，也正是這樣的

傳統智慧，讓貢寮水梯田能

夠保持高生物多樣性，且能

夠發現其他地區難以發現的

動植物蹤跡。而貢寮水梯田

因受限於地勢條件，無法大

規模機械化耕種，因此在地

傳承的淺耕農法反而與「永

續」的概念契合。 

以先民的農法為基底，經過初步盤點，整理成《和禾田間作業

準則》，並逐年檢視與調整，搭配「生態系服務給付」原則，成為了

平衡生態保育以及在地經濟的重要規範。那麼，何謂「生態系服務

給付」呢？簡言之，就是將「生態勞務」轉化為對農民的經濟補助，

鼓勵農民將慣行農法改為利於生態發展的友善農耕。與國土生態綠

▲受限於地形，當地農戶大多採人工或以小

型農機具耕作，正因如此，棲息於田中的生

物能夠擁有適切的環境生長。 



網相同， 生態系服務給付將彌補對農田濕地類棲地的保育缺漏，這

也會提升農民參與保育行動的意願。 

貢寮水梯田的面積不算大，但為了能夠重振水梯田的風光，各

方人馬可以說是卯足全力。薛博聞為了能夠做到「人合」，也是花了

很多時間陪伴當地農民一同解決各式問題，跟著薛博聞走在街道上，

不時跟農民關心施作情況，也關心當地生活的大小事，經過多年的

磨合，看得出當地人早已將薛博聞當成「自己人」了。 

水梯田的保育比起平地更加複雜，並不是條列式的規則訂定就

能解決的，因此要與農民不斷關心與討論，從中找出且解決問題，

薛博聞補充：「田間作業準則是一套因地制宜的規範，以鴨間稻為例，

平原農田時常會有福壽螺侵害的問題，透過放養鴨隻於田間覓食，

能夠清除害蟲且其糞便可以作為天然肥料，但貢寮山區水梯田多數

沒有福壽螺，因此若放養過多鴨隻，反而會導致其他需要被保護的

動植物被一併吃掉。」 

值得一提的是，農戶所使用的耕作方式也有對應的收購價格，

在符合和禾田間作業準則下，依不同肥料資材使用區分品等，有低

至高分別為：少量化肥－田蠳級、有機肥－穀精級與全使用自然農

法的阿獴級，讓農友們自行選擇所實行的農法，在人與環境之間取

得最適切的平衡。 

 

10年水梯田保育之路不孤單 在地「和」夥人讓貢寮重現光景 

除了政府政策的支持與

人禾基金會輔導協助，在

地居民自發性成立的「狸

和禾小穀倉」，也是保育貢

寮水梯田路上的重要夥伴。

狸和禾小穀倉自 2013 年由

深耕當地許久的林紋翠老

師正式成立後，便與人禾

基金會維持著密切關係且▲除了和禾米，更推出了多種副產品與文創商

品，並透過據點與網路通路銷售。 



有默契地分工，目前狸和禾小穀倉主要負責貢寮水梯田的生態環境

稽核與檢測、當地的農產的分級品管，以及分級保價收購後的銷售。

此外，為了提升當地農產的能見度，也將符合《和禾田間作業準則》

耕種的農友組成「和禾生產班」，並以「和禾」為品牌進行推廣。 

「水梯田的恢復並非難事，但要有『人』去維持、耕作才是重

點。」薛博聞說道，如何永續維持，反而成為保育之路上的挑戰。

貢寮水梯田保育計畫開始得早，在其他地方的保育活動正起步時，

貢寮水梯田就率先面臨到「接班」的問題，許多參與計畫的農友們

已屆古稀之年，不適第一線農事生產，但後代子孫大多外移至都市

或不願接手農業工作，人力斷層儼然已成危機。 

為了讓保育水梯田的薪火能夠相傳，人禾基金會開啟了「和禾

保育和夥人」制度，招募理念相近卻沒有地緣關係的外地夥伴，藉

由認購「和禾米」給予在地經濟支持。此外，不定時舉辦的和夥人

專屬活動，不僅拉近了和夥人與農友的距離，更能讓和夥人在親身

實踐農務中了解保育的價值。 

「10 年之中，水梯田的和夥人們早已成為了重要的夥伴，有人

在收成時定期回來報到，也有人決定到山上一起種田，實踐心中的

使命。」薛博聞欣慰地說道，近年開始的「師徒制」從和夥人中洽

商了有意願的夥伴，提供良好的農務學習環境，從做中學，透過手

把手地教導，從和夥人走向職人。 

 

低調的梯田之美 透過生態旅

遊讓外人看見貢寮山區的生態

寶庫 

除了「保育和夥人」，狸和

禾小穀倉也會舉辦農村體驗活

動，引導外地民眾探訪貢寮山

區的小聚落，了解山上有著一

群人正為了保育水梯田而努力。

「水梯田很美，但如果讓太多遊

▲無論是在地居民、農友、人禾基金會、狸

和禾小穀倉、林務局，或是和夥人、參與遊

程的民眾，都將成為貢寮水梯田生生不息的

重要夥伴。 



客進來，反而會破壞脆弱的田區。」薛博聞補充，這裡舉辦的體驗

遊程全遵照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對於

「生態旅遊」的規範，除了有承載量的限制，不能對在地環境造成

負擔，也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因此活動的部分收益將會提撥作為

保育基金，以維繫最根本的生態農業。 

為了能兼顧環境保護與遊程品質，特地與農友租了一甲地作為

「教育公田」，一來可以不讓水梯田因遊程而被破壞，二來也可以將

公田作為實驗區域。遊程中也會安排農友作為講師，並分工為「拋

頭露面組」與「默默耕耘組」，讓農友依各自所長，發揮最大的價值，

為貢寮山上的小村落能夠展現出「里山」之美。 

薛博聞也透露，人禾基金會自 110 年 9 月開始承租目前已廢校

的貢寮國小吉林分校，將校舍重新整理後作為未來人禾基金會在貢

寮的基地，也能活化應用為辦理遊程活動的據點。 

 

穿梭在水田中的貪吃鬼 印證著水梯田帶來的無限生機 

邁入第 10 年的「貢寮水梯田保育計畫」，目前已有 13 個農戶參

與，耕作面積共 7.7 公頃，實施保育計畫後的成果如何呢？從田裡

豐富的生物蹤跡就能知曉。 

目前已發現超過 824 種魚

蝦螺蟹等水生昆蟲與動物，

以及各式水域和潮濕環境

植物，數量稀少的黃腹細

蟌、中華水螳螂與列名保

育動物的鉛色水蛇、柴棺

龜都是水梯田的常客，甚

至作為評估溪流環境的指

標物種－食蟹獴，也曾被

目擊在田中覓食。 

 

▲水梯田中擁有高生態多樣性，圖為隱紋絲

蟌，主要分布於東北部山區，絲蟌科共有 4

種，皆為不常見的種類。 



保育計畫不僅僅讓這些生物有了生活空間，對於在地居民而言，

水梯田更發揮「調解水流」的重要功能。維護良好的水田可以有效

延長水利停留時間，透過側滲與下滲，延緩洪峰時間，也因此能避

免暴漲或枯竭的情況。 

 

因人而生的水梯田 演繹出人與環境共榮共存的里山地景 

十年歲月中，問及是否有特別感動的事，薛博聞分享：「在這過

程中最令人鼓舞的是農友們在理解並參與水梯田保育後，用自己的

話語去表達，或許傳達得不太完整或是些許含糊，但這代表保育的

理念已扎根於農友的心中。」 

若從農業生產效益的角度，貢寮水梯田之於整個台灣農業，影

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但是以生態保育的面向來看，這裡有著值得

被留下的人文與環境。 

藉由里山倡議的實踐，盼望貢寮水梯田會是一個起點，能夠串

聯起各地的保育行動。水梯田是個位於淺山地區自成一格的生態系，

它因人類的活動而誕生，也可能因人類離去而消逝，更可以因人類

持續地守護而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透過遊程體驗，帶領民眾了解水梯田生態，親自走訪更能明白保育的重要與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