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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返回原鄉發展農業對於土地、部落、環境是極佳的，但微型創業資源不足，農業法規框架

太重，創業者缺乏引導，往往導致挫敗。理解原住民返鄉歸農的責任與動力，有助於政府制定

相關政策以協助輔導產業發展。本研究旨在探討原住民返鄉歸農獨有「中生農以微型農企業創

業學習之歷程與使命覺醒」的內涵，理解激發創業者返鄉在地經營前進之動力，藉由立意取樣

個案研究，深度訪談玉山麓微型農企業主，聆聽其創業故事，三角檢核文本意義編錄，理解案

主創業脈絡與其間之意涵。本研究分析歸結出台灣農業經營環境挑戰極高，中生世代從農者繼

承家業但由於創業期望往往翻轉從零開始，微型家庭農場經營面對人力、法規、通路經營等挫

折，中途轉業從農個案先前經驗的轉化將有助於創業職能之學習與發展，新世代轉農之經營者

應用網絡與社群學習亦為發展創業職能相當重要的來源。歸農創業歷程受挫甚至影響生計，堅

持到底往往靠的是認同，諸如對地方、對有機農業健康價值之認同；承諾相對是責任，創業主

主要前進動力亦來自於此。本研究最終歸納出兩項命題：命題 1：創業學習歷程修正創業構想

與計劃。命題 2：中生農返鄉創業之歷程引發使命覺醒。原鄉需要原民，原民回歸，需要能在

原生社區中找到機會，創造就業機會，翻轉農業，中年轉業歸農之有效經營策略、職能學習模

式，可以鼓勵更多漂游於他鄉之原民，得以返鄉，依著地方政府之共生政策推廣，共締地方農

業創生。 

關鍵詞彙：原住民，微農企業，創業學習，挫折，地方農業創生 

壹‧緒論 

台灣地區約莫四十三萬之眾的原住民族群，長期面臨政治、經濟與文化

之多重發展危機；部落文化與產業凋零， 許多族民因而面對經濟收入不穩定，

身心健康失衡。2015 年原民委員會報告（行政院第 3459 次會議）中提出：原

住民創業類型多為微型產業，缺乏價格競爭力，產業計畫缺乏整合平台不利整

體中長期規劃。部落青壯人口外移，人力荒不僅使在地產業無法成長，也使文

化傳承中斷，誘使青年回歸部落是原鄉部落再造要點（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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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 年調查原住民就業類別多以營造、製造業為主，約佔 34.92%，

此二類就業區域多於都會區，81.12%原住民從事職業為基礎或基層工作人

員，如何能為部落找到文化傳承之經濟基礎，同時能成就文化傳承與環境永續

是相當重要的議題，也是原委會持續推動之目標（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

要促使青年返鄉，落實特色農業，呈現品牌價值，開拓連結產業鏈，使生態得

以維護，部落人文智能得以延續，資源的協助對原民返鄉紮根深具意義。 

然而，要為部落找到足夠吸引青年返鄉的經濟基礎，除了相關單位之輔

導，更重要的應當是原民自發性創業，但創業為一漫長過程，GEM 調查中顯

示台灣人對於創業行動之風險認知極高，使得台灣相對於其它亞洲地區創業率

較低，農業相對於其它產業於台灣社會位階、產業價值長久被低估（劉常勇、

溫肇東、謝如梅，2011），委此，以農業為創業類別更顯不易。 

原住民文化是台灣根生之本土文化，具文化特殊性，但長期囿於教育程

度、專業技術能力、生活習性與觀念等差異，於社會就業競爭普遍居於劣勢，

創業類型多以微型企業如美容美髮、工藝品銷售、餐飲服務等為主。此外因多

數創業者之創業資源基礎欠缺或不足，於新創業初期難以承受資金周轉的虧

損。依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2017）的統計資料顯示，原

住民合作社停業、失聯之原住民合作社超過登記總社數之一半以上，多半導因

於社務、業務及財務之經營不善，又未能建立企業合作的資源，故經營績效不

彰（吳敬強，2015）。 

理解原住民返鄉歸農的責任與動力，將有助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法令，給

予協助輔導。現有文獻有從壓迫觀點探討原住民部落產業與就業（賴秦瑩，

2016），亦有討論原住民產業的現況與發展（陳淑嬌，2011），以及探討原住

民部落有機農業的馴化過程（張瑋琦，2012）等等，但對於本研究議題之討論

較為缺乏，例如在家庭小農及田間世代方面少見從原住民的角度去探討的文

獻。有鑒於此，本研究意欲探討原住民返鄉歸農獨有「中生農以微型農企業創

業學習之歷程與使命覺醒」的內涵，理解激發創業者返鄉在地經營前進動力。

本研究透過探索性研究，深入瞭解此類創業家獨特經驗之內涵。期能於實際訪

談中發掘真實情境中原住民返鄉農業創業之困境與需求，並進而提供相關單位

以為政策推動、輔導策略擬定之參考。 

本文將於後回顧相關文獻，第三節討論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包含訪談

對象與研究過程，以及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式，第四節呈現研究分析的結果與

其帶來之意涵，末節總結本研究，並敘述研究限制及討論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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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家庭式小型農場經營困擾 

台灣地區農業結構以家庭農場小農體制為主，經營上多有耕作面積狹小、

經營效益低、銷售收入不穩定、操作環境與勞務條件不佳、農務現場勞動力老

化、農忙期大量人力需求無法取得等困境。改善農務作業環境使產業價值提

升，吸引新勞動力加入，強化青年投入產業發展，促使農業世代交替是當前台

灣農業重要課題。因應農務現場人力不足，各項短期性人力資源計畫，如季節

性農業人力訓練、農村打工度假、農事人力媒合、農業勞動力合作社、遷移式

幫農農事服務隊等，不同計畫，期能導入農務人力，以協助收割，採收、播種、

維護等重要農事（王俊豪，2015a），但成效上都無法實際滿足農務經營上需

求，主因上述策略僅止於短期、臨時人力，農業人力需專才、長期合作默契。

莫說平地如此，山區農村勞動力更因招募不易，更顯不足。 

家庭農場一詞源自歐美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為台灣常見之農業經營形

態，經營面積多數較小，田間勞動力來自家庭，部份聘任臨時農務工之機構謂

之。近年為因應加入 WTO，政策性減產引導下，休耕農戶及休耕面積大幅增

加，休耕農戶也多以小規模農戶、高齡農戶、及兼業為主之農戶比例較高，微

型農企業生存與發展更顯不易。 

各國對於家庭式農場之規範與說明或有些許差異，根據農業委員會農業發

展條例第 3 條第 4 款定義：「家庭農場：係以共同生活戶為單位，從事農業經

營之農場」，家庭農場經營土地面積達 0.5 公頃以上才符合政府貸款條件（農

業委員會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辦法）；美國則以收入

或生產價值年銷售額低於 10 萬美元視為小型農場，獨立經營其勞動力多來自

家人（蕭彩鳳，2008）；俄羅斯的家庭農場規範：家庭農場為農民個人及家庭

成員組成，一起經營含括生產、加工與銷售等工作（方康云， 2001）。家庭

農場約可分為專業型、兼業型、自給自足型、休閒餘興型（李秉璋、韓寶珠，

2013）；日本明確將主業農家定義為「農家中有未滿 65 歲並每年從事 60 天以

上農作業的成員，且農業收入佔家庭收入大於 50%」；換言之，以農牧業為

主的農家中，只要同時具有未滿 65 歲農事者，便屬於主業農家（李秉璋、韓

寶珠，2013）；韓國亦有類同定義，同時進一步將農家區分為專業營業農家、

一般營業農家和半營業農家等（李秉璋、韓寶珠，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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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論以上，可知家庭式農場三項特色：經營面積小、勞動力集中於家人、

經營績效亦多半較低。 

二、田間世代交替 

台灣農業發展隨大時代變遷，新一代農民創業面對更多挑戰，特別是中

生代農民往往幼年家中即為從事農業，但因義務教育，雖在農家成長但實則參

與農務不多，畢業後外出工作，因緣巧合再返鄉、轉進農業經營，雖有著因生

長環境而有的似有若無的熟悉，但更多的是對農業專業職能的陌生，這些創業

者面對創業挑戰時，多引用以往生活經驗與學習模式所認同的概念，在與自

我、周邊關係人、目標對象等溝通意念、尋求認同與支持的過程中，理念的敘

說是必然的。敘說是一種個人表述，也揭露其於創業過程中所思、所想、企圖

與挫折，既存之創業經驗於創業者敘說中表述出意義，再現於當下生活型態與

經驗生活的世界中（利尚仁，2011）。 

石原邦雄半世紀前就觀察到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農民放棄農業進入非農

業產業，農業家庭結構轉變為夫妻家庭，父親可能很難找到轉移家庭農場的繼

承人（石原邦雄，1967），而今日本高齡農業勞動力正大規模退出農業生產，

青壯年勞動力接續不上，出現所謂農業接班人危機。農業收入低且增收難度

大，青年人普遍對農業存有負面感受等，使得適齡農業勞動力大量流失，農村

勞動力得不到有效補充。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加深農業接班人危機，嚴重威脅

日本農業的持續發展，對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增加農產品有效供給和提高日

本經濟的綜合競爭力帶來了不利影響；日本政府因而採取各種措施，如改善農

業經營環境和教育培訓制度等，藉以吸引更多的適齡勞動力務農（姚永龍，

2012；趙潁文、吕火明，2014）。 

農村原生務農家庭青年是否能以從農為核心志業，受個體特質和社會化

歷程中形塑之工作價值觀所影響，過去農務工作領域中呈現之態度、投入、價

值觀、滿意度、教育程度、農業接觸之經驗、家人支持之程度等，對其是否能

將農業視為未來之職業生涯選項，有顯著之影響。農村青年若對農業工作評價

較高而展現較高的投入程度及滿意度，會較傾向選擇以農為業，但考量當前農

村人口快速老化，社區中同儕多外出謀職，部分農事工作無法機械化，加上缺

工與工資昂貴等經營問題，使農業經營日益困難，青年要投入與承接農務工作

之意願也就相對降低（李郁淳、戴肇鋒，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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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願意返鄉從農，承接農務工作之新一代，其工作態度、工作價

值、投入策略等，亦與父輩不同。觀察台灣農業世代交替，新一代農民的組成，

除理念追求、生活型態嚮往等動機外，繼承家業者也不在少數。若以年齡區分，

可分為新生代與中生代，中生代多數年輕時從事其它產業工作，因著不同原因

回鄉繼承家業、土地，中生代轉職後農民，雖有其它產業之工作經驗，但在農

業專業職能上普遍不足，多數依著以往工作經驗進入農業領域進行創業學習，

先備經驗的不同，使其與上一代經營策略有不同視野與做法（楊昌儒，2012）。 

綜觀家庭小農與田間世代交替方面的既有文獻（例如楊克仁，1994；王

俊豪，2015b；黃秀美，2017），大多偏重非原民經驗，本研究亦期探討關注

原民之相關經驗。 

三、 創業職能與動機 

創業無疑對自我價值與自我實現具相當正向意義，然而真正能夠創業成

功的創業家卻不多。僅有約百萬分之六之創業構想可以真正成為上市公司；而

新創事業中得以支撐過第一年營運者僅約 60%，符合全球觀察報告中創業超

過 3.5 年以上者更是不易。創業之於創業者具有自我成就與評價之效應，要能

開創出一片局面，獨特的人格特質與睿智的眼光為眾所肯定，但若缺乏魄力則

可能無法能即時掌握時機，而機遇與巧合的配合則對許多創業者的創業路無疑

是重要的（張文龍、蘇睿鈞，2009；劉常勇等，2011）。 

Timmons (1999) 認為創業家能力卻必須經由有系統的創業管理教育加以

培育。創業職能可作為預測績效之基礎，亦可作為輔導有志創業者在選擇職涯

時之重要參考；同時在增進組織工作績效及優化人力資源上亦扮演重要角色，

職能一般可區分為：行為職能 (behavioral competencies)、知識與技能職能

(knowledge/skill competencies)、以及動機職能 (motivational competencies)等三

類（張文龍、蘇睿鈞，2009），多數的新創事業在草創階段普遍都會面臨欠缺

各項資源的窘境，創業家須憑藉自身能力解決（張文龍、蘇睿鈞，2009）。 

跨入農業領域，實際耕作職能與相關管銷等職能，在在都對創業者產生

考驗，如果沒有足夠動機職能，在建立知識與技能職能過程中，便可能已產生

放棄行為，而農業經營中含括農務管理等行為職能則往往必須藉由場域實際經

營學習，多數中生農創業者多半於創業的同時藉由操作過程累積，相對於專業

培育之新生農，中生農需快速學習建立合宜之行為模式策略，此一過程相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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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對中生農及其家庭而言，農業創業艱辛生活型態，將使其更快速產生

期望的落差與挫折。 

一般創業者不畏風險投入，多半起因於強烈的物質性動機，如若無法獲

得財務性的收益，轉職進入農業之創業者便容易產生質疑初始放棄原有的優厚

待遇，投入充滿風險的創業活動之必要性？換言之，如果沒有辦法滿足物質性

動機，那麼心靈動機則須顯著。創業者要能堅持經營動力，除必須擁有運用專

業領域內的相關知識及技巧的能力外，也必須具備協調與整合組織相關利益的

能力，光靠動機是難以完成創業家的夢想（張文龍、蘇睿鈞，2009）。 

四、 創業資源 

微型企創業多為個人創業，其核心資源相較於一般商業以團體型態創業

顯見較為薄弱，Grant (1991) 提出企業資源是企業獲利力的基礎，並將核心資

源區分為財務性資源、實體資源、人力資源、技術性資源、商譽及組織性資源

等六大類。Barney (2001) 則歸類為實體資本資源、人力資本資源、組織資本

資源三大類。吳思華 (2000) 則定義可造就競爭優勢並使競爭者無法輕易模倣

之有形或無形資產稱之為策略性資源。 

中生農返鄉歸農核心資源以 Barney 三大分類，實體資源之農務應以農地

取得為首要；人力資源則當含括勞動力與農業技術性能力，惟此一部份就中生

農而言，多年離農，此一資源往往是不足的；組織資本則為企業之品牌、專利

等，以農務經營而言，父執輩多年經營信譽與人脈或可為之，但上述三項資源，

多需藉助其原生農務家庭提供，中生農返鄉歸農創業可謂從零出發，極需原生

家庭協助，故而與原生家庭之溝通與協調成為創業前重要挑戰。 

微型企業創業者之職能與經營風格影響企業之經營走向與績效，惟創業

過程，缺乏足夠人力資源，亦對企業之發展與創業經營造成壓力，故而諸多微

型企業主多藉助家庭提供如人脈關係、社群網絡等，做為補足經營團隊與職能

缺乏之策略。 

所謂家庭資源意指家庭擁有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的總和，家庭可以提供三

種不同的資本給子女，包括：財務資本、人力資本、家庭社會資本等，而所謂

家庭社會資本，是透過家庭網絡關係的人際互動所產生可能運用或實際運用的

資源，即稱為家庭社會資本；家庭中的社會資本是子女與父母的關係，如若家

庭關係不佳，會導致子女難以自父母的人力資本得到利益（周新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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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返鄉歸農創業，原生農務家庭的子女，特別是如本研究設定之中生農，

離農多年，專業職能不足、產業知能、人力資源等匱乏，如若無法取得家庭對

其創業理念之認同與支持，其返鄉歸農創業行為之落實，後續實務經營，皆可

能因之受阻，影響不可謂不大。 

五、 創業學習 

Politis (2005) 認為創業學習之於創業者意指將經驗透過探索和利用兩種

方式轉化為知識的過程，其調查 291 位創業者經驗轉化為創業知識的過程，提

出創業學習過程含括三個部份:創業者的職業經驗、轉化的過程和創業知識，

創業知識則關係到取得創業機會的機率與認知的有效性及對新事物的適應性 
(Politis，2005)。企業家在個人和業務發展的並行過程中，不斷產生各種挑戰，

特別是重大挑戰或挫折，往往使創業者於存敗邊緣上，採取更積極與更高層次

的學習動能以謀求生存與可能的成功機會 (Cope & Watts, 2000)。 

中生農轉入農業經營，改變其實際能力與網絡社群中的經營和動態具相

互依存關係。同時，轉入農業之學習過程本身也受到經濟實力的影響，不同學

習策略造就不同社群與網絡之發展 (Parrilli & Sacchetti, 2008)。創業學習的成

效，受不同社會脈絡、人際相處所影響，故以整體的觀點理解創業者的學習行

動與經營情境是必須的。 

除此之外，認同的形塑與行為動機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個人無法脫離與

群體的互動性及社會脈絡的互動；個體於此間藉與社會互動過程中不斷形塑出

自身認同，而創業者的學習亦於所屬團體、事業與組織中或主動或被動過程中

發生（陳恆鈞、張國偉，2006）。返鄉歸農者的創業學習是微農企業創業者不

斷與情境互動、採取行動、開創新貌的交織歷程。此類創業學習歷程約可區分

為：從「離農到歸農」、從「邊陲到核心」、從「遵從到開創」等階段（張翠

婷，2014）。返鄉中生農企創業者運用自有之職業經驗、尋找可依附學習之團

體、建立轉化其創業知識，是成長也是壓力，是經過也是結果。 

六、 創業績效 

績效意指工作目標達成之程度，創業家對於本身的創業成果滿意與否，

可視為衡量績效的基本方式，而用以評估創業者滿意之指標包含：(1)創業者

的初始目標達成與否 (2)創業者所特有的滿意屬性 (Cooper & Artz, 1995)，而

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則大致可分二大類 (Khelil & Hammer, 2013)：客觀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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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財務指標，包括：銷售成長率、淨利等；主觀的績效評則多以意圖與誘發行

動而促使結果產生之流程的成效判讀，如問題的解決、滿意度等主觀衡量

(Liden, Stilwell & Ferris, 1996； Venkatraman & Ramanujam, 1986)。 

各產業之特性與經營目標各有不同，但其最終目的均為增加利潤，如何

提升績效有諸多研究，其中張任坊、張博一、張紹勳 (2013) 針對創業績效關

鍵成功因素之彙整研究中，提出創業成功因素中於創業者個人構面上，創業者

之人格特質與其創業導向，選擇之創業策略與當下創業動機等皆會影響創業績

效；而創業家對於該產業之知識是否豐富，則影響公司是否能持續提高績效，

外在環境的變化、機會因素等，亦為影響創業績效之重要構面。組織績效主要

考量除財務外，因在許多在中小企業創業相關研究中，常因客觀財務績效資料

不容易獲取，且中小企業負責人較不願意將財務績效相關資料公開。此外因各

中小企業公司採取的會計程序或原則不一定相同，較難客觀地比較企業間的績

效表現 (Beal & Yasai-Ardekani, 2000； McGee & Peterson, 2000)。所以主觀的

創業績效如業者之主觀滿意程度等仍是可使用的衡量指標。此外在主觀的績效

衡量亦有學者建議可加入個人能力、公司目標願景的實現與否以及主觀滿意度

等非財務性績效指標（張宏羽、黃靖淑，2018；Venkatraman，1989）。而相

關的研究顯示，經營者主觀衡量與客觀衡量的結果存在著相當的一致性 (Bae 
& Lawler, 2000；Venkatraman & Ramanujam, 1986)。  

微型農企業多為個人創業，創業績效與經營者直接相關，研究指出創業

經營挫折失落與其動機、期望差距相關，對於挫折之反應，則與創業者之特質 
（年齡、性別、資歷、失敗經驗、個性），心理資本（自我效能、以往失敗經

驗、學習反應）等相關，挫折的發生，因創業階段的不同，學習模式也會不同，

失敗能為成功帶來相關知能，但前題是失敗的傷害能被撫平（周育叡、艾昌瑞、

連雅慧，2012；陳悅琴、蔡明宏、林明杰，2010）。 

自此可知，創業不僅需要有動機，亦需得具備多項因素與能力，農業相

較於商業經營充斥更多不確定因素，特別是外界自然環境挑戰與消費市場的變

化等，對農業創業者而言，經營績效的失敗與成功始終處於變動中，成功前的

等待有時是漫長而無助的，壓倒駱駝前的一根稻草很可能就是經營過程累積之

挫折、壓力，與其斷面的探討成功當下或者失敗後檢視原因，不如探討其過程

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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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地方經營與組織承諾 

界定工作與家庭之於個人生涯發展之重要性，多數受成長文化背景影響 
（陸洛、張婷婷、張妤玥，2012）。家庭為個人成長之所，「家」一詞被視為

有家人、家園與家鄉三類意涵，返鄉涉及非僅止是搬遷回到原生家庭，同時也

意識著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打造與價值規範的回歸」（詹宜璋，2014）。Rosso, 
Dekas, and Wrzesniewski (2010) 認為，工作之於個人的意義可能來自：自我價

值認定、動機、信念，也可能受他人(others)：包括同事、領導者、團體與社

群，以及家庭的影響；而工作脈絡 (work context) 包括工作設計、組織任務、 
金融環境、非工作要求、國家文化也會讓個體對工作有不同看法，另外靈性生

活 (spiritual life)，如心靈與宗教的使命感 (callings) 等，也會使個體對工作產

生不同意義 (Rosso et al. , 2010)。 

人深受環境互動之影響，自個人與家庭、乃至學校及公司、於此個人同

時也受到外在系統（如大眾媒體、都市環境）以及所處文化、宗教等影響，不

同次系統間直接或間接交互作用影響個人之所以安身立命 (Bronfenbrenner,  
1986)。何立民 (2006) 調查台東地區返鄉青年在回鄉實踐歷程，其中對原民文

化的認同占了回鄉實踐自我定位重要的因素，返鄉者於此間尋找到回鄉的原因

以及從中尋找到自我認同，便會穩定而不再變動。  

認同是一種個人相信且信服組織之價值觀，並會為自己為組織之一份子

而感到光榮；使個人與組織有同樣的價值觀，姜定宇、鄭伯壎 (2003) 回顧前

人研究，歸納組織承諾約可分為三類：情感承諾、規範承諾、持續承諾；對組

織的情感承諾使成員對組織目標產生認同，而非僅以工具（利益）性依附於組

織，持續承諾則會產生相對行為，特別是當個人有無法回頭的投資或者認知到

留在組織的利益，會將行動歸於利益，而產生持續的承諾；而內化的規範壓力，

則促使個人行為符合組織目標與利益；情感上的依附包括三要素：認同、投入、

忠誠（姜定宇、鄭伯壎，2003；陳恆鈞、張國偉，2006；McNeese-Smith & Nazarey,  
2001）。 

原民返鄉的主要動機莫過於是思鄉情怯、落葉歸根、文化認同等，返鄉

青年對原鄉部落注入了新的氣象，但此間需要極大努力與堅持，若選擇再次離

開部落，工作往往是主要的推力，缺乏足夠的經濟發展支持，沒有可被認同並

得以憑藉為生之工作，為謀求生存，返鄉者將再度離鄉（杜錦芳，2019），鼓

勵原民返鄉，但更多當思考的是如何創造具生機的原鄉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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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鄉微型企業型態創業有其必然的資源不足之處，但若能聯合地方

產業，共享資源，特別以農企業而言，幫工、共倉等形成產業聚落，將更有利

於地方產業的發展，不僅止於經濟的推動，同時能創造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

吸引族群的歸屬；鮭魚生於河的上游，孵化後便前往大海成長，成熟後，會因

血液中脈動的呼喚，受吸引而洄游，這是傳承也是挑戰，但鮭魚返鄉不能總是

遍體鱗傷，如何有效導引青年返鄉，支持地方成長，是需要相關單位更多的支

持。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為理解返鄉創業之原住民創業者在創業經營階段的經驗及感受，及其所

代表的意涵，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運用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蒐集資料，並將

訪談資料整理歸納，結合文獻內容，對「中生代原住民返鄉微型農企業創業經

驗」的內涵加以界定，並提出其對於原民部落之認同對其創業歷程中挫折緩衝

影響之研究命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生世代返鄉創業之原住民微型農企業創業家獨有「農

企業創業歷程經驗」的內涵，以及「對地方的認同與投入的影響」，透過深度

訪談，了解此一返鄉創業之原住民創業者在創業經營階段所經歷的種種活動，

及其所代表的意義。並將訪談資料整理歸納，結合文獻內容，對「原住民返鄉

微型農企業創業經驗」的內涵加以界定，並提出其對於原民部落之認同、責任

對其創業動力影響之研究命題。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獲得資訊，應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文獻

資料補充資料不足的部分。以理解當前農業環境下原住民青年返鄉創業歷程與

背後的相關因素 (Bowen, 2009)。 

二、 訪談對象 

為深入瞭解微型農企業創業家的創業起始經驗，訪談對象的選擇為具有

原住民身份，同時為中生世代，具微型農企業創業經驗，並實際負責新事業的

創辦人。此外為能清楚陳述創業起步階段的細節，參考全球創業觀察報告設定

觀察訪談創業管理研究對象創業時間約 3.5 年～5 年左右的創業家（劉常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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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1），一則可以具體呈現「創業起始經驗」內涵，再則可以連結「創業

起始挫折經驗」與後續的「挫折緩衝、激勵、保健」等之互動關係。 

受   訪   者：A 先生 

職        稱：創業家兼負責人、106 年百大青農，XX 有機產銷班班長 

農場產品服務：大閘蟹養殖、有機稻米、有機蔬菜 

創業家學經歷：軍職士官服務超過 20 年退伍，專科畢業，從軍職前協助

家中農作。 

年        齡：40～49 歲 

公司成立時間：2010 年（創業前期起自公司成立前兩年） 

現 有 員工數：妻子是固定勞動力，餘為臨時農工，固定幫工約 4 人，協

助採摘農作，單日計薪。 

三、 訪談脈絡情境與省思 

A 先生是玉山山麓高度最高的一個農場創業經營者，訪談當天才知道山

路真的十分蜿蜒，隨山勢逐級攀上，越往上，住家越少，幾乎覺得走錯路的當

下，農場的招牌卻突然的出現。自農場招牌往前看，兩旁是正在翻曬的蟹池，

池底冒出一䕺䕺的草，快步從上面的路往下靠近訪談者的是農場創業者，不高

的個兒，黝黑的皮膚，穿著沾滿污漬、破損的 T-恤，腳上套著雨鞋，早已失

掉原色的外套掛在身上，跟太太二個人，一邊快步走著，一邊就笑著招呼起來，

臉上的汗不斷下滑，山上其實有些涼，但腼腆的笑，卻讓現場熱了起來。 

現場雖說是農場，但沒有看到圍欄，A 先生笑著說：「你們看到這些剛

開始都沒有…」，進農場的路、紅藍白三色蓬頂的工作區、工作區中簡單同時

零亂髒污的桌椅、後面的鐵皮屋、後面的玉米田、菜區，一區一區的散落在山

中，鐵皮屋是 A 先生跟太太山上住的地方，小貨車、水塔、發電機是農場很

重要的設備，手機網路訊號得看地方，訪談現場除了 A 先生跟太太，同時陸

續進出的幾個青年，A 先生介紹是產銷班，是社區的青年，來幫忙收一些作物。 

訪談當天其實是農曆年後初五，A 先生邀請訪談者坐在工寮裡，週邊堆

著一袋袋的玉米筍，這些昨天摘下的玉米筍，其實是疏果的結果，雖然看起來

似乎還不錯，但其實已經是廢果，主要是因為過年期間，人力不好叫，沒有足

夠人力幫忙，過了假期才能安排，這些花人力成本採收，但已經超過能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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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筍」等同農廢料，還好找到養豬的朋友願意幫載去餵豬，否則還得傷腦筋。

有機的玉米筍送往山下通路，論斤計價，但送上消費平台便算「支」計價，沒

法在對的時間做應做的事，損失便已經發生，農務經營就是場與時間賽跑的作

戰。 

訪談中一直微笑不說話的太太，外形瘦小，訪談中瞭解原來 A 先生沒有

返鄉歸農前，太太是美髮師，先生要返鄉歸農，她其實很反對，但終究因為如

果她不幫先生，那就沒人能幫他，所以雖然生氣、不甘願，還是努力陪著創業，

支撐這個農場。 

個性有些靦腆的 A 先生，談到有回被傳車禍往生，產銷班的兄弟，大家

很擔心，覺得沒有他該怎麼辦？A 先生覺得很值，雖然一路走來很辛苦，現在

也還是口袋空空，但回到山上，看著這一切逐漸成形，一區一區的菜田、有機

稻田，一個一個被叫回山上的青年，產銷班開始運作，這一切讓他很得意。 

談到有機栽種，他直嘆氣，說起農業政策，語氣跟手勢越發強烈，因為

相信專家、相信政府，卻不知道原來政策會改變，原來不是努力就好。在軍中，

一直是遵從指令，自己創業了，才深刻體認到，山上與平地真的不同，做為山

上農民對於市場經營，他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埋怨，一邊罵但也一邊樂天的

說起他對山上農場的規劃，對社區產銷班、對玉山古道旅遊的想法。 

做為一個原民身份的農業創業者，生命轉彎回到家鄉，不是蓄意，但卻

很努力，希望不僅為自己，也能為山上，為社區多一些付出，感動出自內心。 

四、 資料蒐集與分析 

採深度訪談資料蒐集，訪談前事先徵詢受訪者同意進行錄音工作，訪談

後轉為逐字稿，進而進行編碼。此外訪談的進行方式為半結構式訪談。本研究

效度檢核以三角測量法進行，編碼後三階段討論，包含研究者錄音檔轉錄文本

後編碼、研究團隊討論、修正、摘除與濃縮意涵等，編碼會議中邀請研究參與

者提供反饋與討論。同時，編碼後匯整相關命題等提供受訪者反饋，以豐富化

資料。透過經常編碼檢查、不同人員編碼、確認一致性，為本研究所秉持確認

研究資料效度之依據 (Weston, Gandell, Beauchamp, McAlpine, Wiseman & 
Beauchamp, 2001)。 

信度除編碼之一致性外，包括可轉移性問題，為了促進可轉移性，本研

究基於 Graneheim and Lundman (2004) 建議於受訪個案之文化與背景、資料文



鮭魚返鄉：玉山下中生農微型農企業創業的責任與動力      13 

本收集與分析過程中，建立清晰明確之描述，以建立本研究之可轉移性。本研

究採取質性分析方式，自訪談內容中，探索歸鄉創業微型農企業創業家在創業

起始階段如何面對確認機會，發展創業職能，推展微農企業的發展；在研究過

程中，研究者將有系統地從個案情境描述與實體事件中獲得整體資訊，再針對

個別情境與事件進行分析，然後再將所有影響關係進行歸納整理，說明其間的

邏輯關係，並發展相關主題，表一舉例說明本研究如何將文本意義單位濃縮成

概要重點並詮釋意義單位之深層意義，表二則舉例說明如何將文本進行開放性

編碼及其依據。分類代碼形成類別與層級，檢視「代碼清單」，將代碼分類、

分層，找出類別與層級，累積類別與層級。文本概念抽取而成編碼，歸類而成

次類，而後依其相互關係而歸至範疇，以為聚焦主題。 

表一 文本資料概要化例證 

文本意義單位 濃縮概要重點 詮釋意義單位之深層意義 

˙ 「我已經 43 了。」L22 

˙ 「就我跟我老婆。」L25 

˙ 「累啊！找不人。」L27 

˙ 「欸啊！工人啊！有時候非常難

找。」L29 

˙ 「因為工人有時候，他他要……

怎麼講啦！」L31 

˙ 「對他們都不穩定，這種臨時工

的，想要找到正職嘛，也是有些

時候他，比如會價錢更好，給你

一千二，花個將近一千八的他就

離開，就又回來了。」L33 

˙ 「我從 102 年找的工人都……怎

麼講，就是就是勉勉強強。」L37 

農場工作人力多半是夫

妻二人，很難找到臨時

工，人力資源不穩定 

微型農場經營人力耗用多，但農

場作業具有時間性、集中性、零

碎化等特性，收入卻依農作物一

季或二季收穫，收入受諸多干擾

因素，若聘僱正職人力，成本相

對較高，多數小型農企業，人力

多來自家庭人力，配合臨時工，

但相對此類工時將不穩定，熟悉

度與可協助之工作項目也較低

階，相對限制農場經營的發展 

 
 



14      輔仁管理評論，第二十八卷第一期，民國 110 年 1 月 

表二 訪談個案文本編碼示例 

文本行列 開放性編碼 說明 

˙ 「就我跟我老婆。」L25 

˙ 「累啊！找不人。」L27 

˙ 「欸啊！工人啊！有時候非常難

找。」L29 

農場缺乏穩定

勞動力 

編碼依據：文本直接意思為無法聘僱到

人力，故多半主要人力為自家人，這也

是目前家庭式農場常見狀態與問題 

˙ 「對他們都不穩定，這種臨時工

的，想要找到正職嘛，也是有些時

候他，比如會價錢更好，給你一千

二，花個將近一千八的他就離開，

就又回來了。」L33 

農場勞動條件 農務工作跟隨農作物不同，不同於一般

生產線，有農忙也會有農暇時間，小農

場在人力安排上更難穩定，勞動環境包

括：工時、薪資、工作項目等 

˙ 「我從 102 年找的工人都……怎麼

講，就是就是勉勉強強。」L37 

缺少優質勞動

力 

人力素質需教育與默契，合作時間夠

久，農務工作繁瑣，熟悉具默契之幫工

可以事半功倍 

˙ 「從小，我老家是種田的。」L42 務農家庭 原生家庭以農務為主要 

˙ 「我媽媽說四個兒子，就只剩我可

以做啊！就叫我做啊！」L45 

傳承衣缽 父承子繼，台灣農業常見之型態 

˙ 「也不是啦！就是說，我大哥做水

電啦！我弟就就不喜歡做啊！」

L48 

子女缺乏繼承

意願 

多數農家子女，自小看過農務操作，包

括全年無休、農藥使用，後於離家至都

會區求學、求職，習於非農業生活型態，

多不具接手意願，此亦為台灣農業人力

老化之危機 

肆‧結果與討論 

台灣農業環境確實有許多挑戰，時代變遷，新一代農民進入，不同世代

以不同角度經營農業，此間過程中，新一代農民也被改變，個體與土地、對社

區、對環境、對生態，有更多互動與連結。案主為花蓮地區 阿美族原住民，

玉山麓 B 部落是他的老家，人力對農村極重要，家人的協助是必需的，案主

成長於農家，自兒童時期便是家中重要半勞動力，國中後外出就學、就職，案

主成年後進入軍職服務，隨部隊移動，直至案主即將自軍中退伍，思考人生後

半場應如何經營時，家中母親呼喚這個家的長子（A 先生）返家接手，而點燃

返鄉意向，這是個開始，也是生涯轉變。案主自小於農家長大但其實對農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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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求學就業使人生前半場多半在外漂盪，40 歲出頭決定返鄉接手家中農

業，但其實也有著自己的打算。一個電視的報導引發動機：大閘蟹，來自對岸

的物種，在台灣剛開始養殖，以玉山山麓的無污染的清泉絕對有利於養殖，但

其實案主並無養殖專業經歷，一個念頭的興起，跟隨的是資訊搜尋，案主的生

活圈並沒有相關人員可被請益，網路成為資訊重要來源。 

一、返鄉創業契機與創業職能準備 

承接家業對於華人文化而言，是為重要使命，尤以長子更被視為當然承

繼者，但農業於台灣就業市場，多數認為是辛苦同時往往是無法獲利的工作。

案主身為長子，幼時便必須協助家人農務勞動，就學後外出投軍職，在即將退

伍之際，考慮退伍後動向及是否創業時，家人期望返家歸農似乎便成為一轉變

的契機。 

「從小，我老家是種田的」(L42)；「我媽媽說四個兒子，就只剩我可以

做啊！就叫我做啊！」(L45)「…就是說，我大哥做水電啦！我弟就就不喜歡

做啊！」(L48)「…養殖是我一開始要做的事情」(L55)； 「那是喔～也是看

到媒體啦！…就是那時候，就是忽然間想到要養大閘蟹」(L59)；「…我就毅

然決然就這樣幹了二十幾年就回來了」(L66)。 

文本抽取概念：家族事業延續、 責任、退伍、轉業選擇，做為家中長子，

這不得不接的責任，造就歸鄉創業的契機，對案主而言，時機上恰為準備軍職

退役後之轉職，中生世代農民應用以往工作經驗，發掘可能的創業機會，並主

動搜尋學習資源，熱誠投入引發貴人相助。 

「…那時候來沒有課程..我去別的養殖場，去學啊!」(L74)「也迫於我身

分，禮拜六、禮拜天，去那邊，亂亂養一通啦!…」(L80) ；「…養殖的觀念

啦，養殖程序啦！都沒有，就完完全全就亂養」(L83)；「碰到貴人…」(L91)；
「…那個時候我要退之前，剛好搭上…」(L93)；「…我就完退伍了，跟他接

洽，他就覺得說這個可以做啦！看你要不要一起做？其實我，如果我當初沒有

找他的話，我可能會走偏門…，還好就是找到人、找對人」(L96)；「喔~第一

個就是可能有緣啦！那我就去上網查嘛，…就丟一些問題給人家」(L216)；「他

就覺得ㄟ這個是可以教的，他親自下來…還自己開車下來找我，以前那個地方

是風吹草低見山羌，不是牛羊啦是山羌，鹿啊，山豬這樣…都是泥巴路，沒有

電，….就是蓋棚啊～，就是藍白布條啦，…燒柴、煮東西給人家吃，五年前

就是這樣，慢慢起來演變…現在～有電、有水啊，還有路」(L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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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對於產業是否有豐富知能，影響創業績效（張任坊等，2013），

本文個案，雖幼年曾參與農務經驗，但對於企圖歸劃投入創業之養殖，卻沒有

相關知能，轉業前工作環境（軍職）亦無相關資源可引用，惟個案因在外工作

多年，能應用網路等尋找資源，亦具相當合宜之學習態度，但也如文本所述，

轉業學習多所困難，缺乏系統性教育訓練、依著自行摸索、請教、模倣，後期

因碰到對的人樂於協助，才能真正踏入養殖創業，但也因而展開艱辛農創之

路，文本抽取概念：中生農創業學習、創業資源與機緣。 

如案主這般家有農地，但實則農務接觸不多，因著諸多因素返鄉接手家

有農業者，被稱為中生農，這類新農的創業學習，多使用既有之學習模式與策

略，尋找同業學習、社群網絡交流、或機構學習（張翠婷，2014），本案 A
先生敘說此一部份，描述他網路上尋找養殖場，利用假日以幫工方式暗地裡學

習，但並不完整，甚至有些在後來才知道並非正道做法，在此期間案主透過網

路社群搜尋找到大閘蟹養殖專家，案主主動提問的態度與熱情，使他不僅找到

資訊與專業職人，還吸引對方願意在草創期驅車上山協助建立大閘蟹養殖場。 

認同是一種個人相信且信服組織之價值觀，並會為自己為組織之一份子

而感到光榮；內化則是意指個人與組織有同樣的價值（姜定宇、鄭伯壎，2003； 
陳恆鈞、張國偉，2006； McNeese-Smith & Nazarey, 2001）。觀察案主的熱

情與主動讓他經營社群相當有魅力，後續訪談時案主曾表示，自己現在帶領十

多個農友一起推動有機農作，他分享平安夜時發生車禍，這群農友聽到訊息，

誤會他走了，都說「大哥走了，怎麼辦？」言談中，雖是件車禍的不幸，可案

主卻微笑著敘說，談話中其實表達出對於農友群的認同與跟隨相當滿意，也在

後續訪談中表示如果有一天覺得無力去推動部落有機農業，那大概就是這些農

友們不跟隨、不認同了，這是讓他前進很重要的動力。 

返鄉，原來只是一個退伍後動向，一個回家接手家中農業的決定，但在

返鄉與經營養殖場、經營家中農作的同時，開始認知家鄉的人文歷史故事，逐

漸把自己跟社區串連，希望透過自己為社區多做一些努力，推動有機、深度導

覽、推展在地品牌米，尋找通路，一個一個的期望、規劃、願景，在社群中敘

說、在社區中敘說，溝通理念、推動 B 部落成為案主很重要經營目標。 

本節歸納下列現象：創業動機引發學習，學習提供動機與發展方向。返

鄉創業促使對生命、對地方使命的覺醒，更多投注農企業經營，相對產生更多

對土地、對自然、對原鄉的關懷，進而產生更多使命期許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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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框架阻塞微型農企業發展 

創業經營，挫折屢屢可見，農事耗用人力，無法找到足夠人力支持使創

業者與家人疲憊也限制經營範圍；案主基於地方發展動機，推動有機農作鼓吹

農友參與，推出社區品牌，相信推動有機農業對玉山麓的 B 部落會是件有利

的事，案主不斷投入時間、資金，但當產量出現時，卻缺了通路；市面上有機

農產品購買眾多數是具有相關認知消費頂級客或關注食安的客戶，這些客群多

數會在特定通路購買，以都會區來說，農夫市集、有機門市等為常見銷售通路，

但近年認證的混亂，消費者可能以高價購買非有機產品，對經營有機的小農來

說，通路與認證都是耗用成本的巨大門檻（陳玠廷 & 蕭崑杉，2010；陳榮五，

2009；劉奕霆，2013）。 

「就是那時其實我想放棄，因為收穫一年一次，你每個月的飼料錢，你

每個月的人工錢，你每個月的…很可怕、很可怕，雖然說退伍有點口袋，但光

是硬體設備，光是買車，搭個屋就沒有了，但那設施怎麼辦？就是總是當初的

理想，因為大陸來得很多都不可靠嘛，當時啦～當時，不可靠嘛對不對？所以

還是，都吃他們的都是，當時是這樣子的想法，可是我覺得理想跟實際差很多，

我們兩個常常都吃泡麵啦，隨便煮，隨便吃一吃這樣，一接觸到有機產業，哇！

更慘，台灣自己的國家，怎麼那麼多設限，就等於說，你又鼓勵我小農去創作、

去創建，那到創建自己後，哇！原來他們的門檻，就是你們的能力是沒辦法去

跨越他」(L279)；「…搞六六產業，小農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說你一直鼓勵小

農去創業，那到最後是沒有，你是驚嘆號、是打叉叉的，如果說這個是可以這

樣做的話，那你實際做完才知道，六級產業是口號，口號而已，並不符合現在

台灣小農的需求，而是符合企業家的需求」(L246)；「保證，讓微型農業跟你

所講的方向，目標是對的，就是說你一定要給我們，你不能在上面告訴我說，

你可以達到跟他們一樣，可是中間呢？你都給企業了再執行，你應該告訴我

說，我應該直接告訴你，你只要走對，走我的路，我一定幫你」(L365)。 

產業間共同合作模式的發展，藉由農業生產延伸到二級、三級產業，創

造農產之新附加價值，可激發農村社區動能，增加工作機會（郭琇真，2015）。
初級農產品加工，有利於鮮品保存，甚至提升價值，延長待銷期，對案主與其

社區而言，無疑是個出路，特別在推動 B 部落品牌時，品牌產品多樣化，對

於行銷地方是有利的，但這個想法卻讓案主受到相當大的挫折。當前農業規範

將農產品加工，以食品加工規範為依，田間實務經營的小農，要在合法規範下

自營完成農產品加工，需面對建築、衛生安全法規等限制，相當不易，最終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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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委託食品大廠代工，但又受批次送加工量與成本限制，使得小農在執行上困

難重重（郭琇真，2015）。 

事實上，田間自行加工生產農產品具有原料成本低的優勢，就近於在農

地附近蓋加工設施，可免去原料運輸費用，同時降低碳足跡，亦可降低轉嫁至

消費者之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從事二級加工提升農產品價值，不僅降低生鮮

市場之競爭耗損，亦得以擴展銷售市場與保存期限，小農才有辦法賺到錢，從

而促使更多青年返鄉就業，滿足在地自產自銷、健康農業之期望。 

惟政策搖擺、通路經營困難，導致創業挫折、現實休克，藉由文本將此

小節歸納出以下現象：農業政策發展影響農業發展，小農有機經營受限多。農

業需要新力量投入，但新力加入，需要政策支持，這不僅需要提供訓練，尚且

需要實戰輔導與明確的政策，市場是嚴酷的，不是心懷部落、友善環境便能獲

的市場回應，中生農轉入農企業，返回部落，挑戰完全不同的人生，需要更多

實務引導與支持。 

三、地方再造格局，青農返鄉共創價值 

案主返家後經營大閘蟹養殖，在此期間同時接手家中稻作，講到原家中

稻作，對案主來說其實是非常不舒服的歷程，噴藥造成身體反應，案主必須到

住院療護的程度，因此在社群中，接觸到有機自然農法時，感到非常有幫助而

開始投入討論學習，並參與當地產銷班帶領當地農友一起。在接觸同時，案主

慢慢因著有機農法，關心地方環境、自然生態，關心自己的部落，對於部落缺

乏工作機會，許多人外出，部落老化現象也開始多所關心。 

研究者訪談許多中生農轉進農業的原因，歸類包括：找不到適合的工作，

或因經營家庭、健康問題、或是經濟需求，回家繼承經營似乎是一個當下合宜

的選擇，但有趣的是不管轉入的動機為何，這些受訪者在進入農業場域後，會

越發關心農業的發展，土地、社區的發展，以本個案來說，部落的發展帶動個

案創業發展方向，從個人的農業經營，至帶領社區前進，對於社區的認同與期

望，無疑是前進的動力，社群的認同提供案主對於自我正向的評價，也讓他確

認前進的方向是必要的，即便前進的路是如此挫折。 

「地方也活起來了，這是我的感覺」(L284)； 「你知道嗎？我去年 12 月

平安夜，我出車禍，你知道我的成員怎麼講你知道嗎？哇！大哥走了，那我們

不是完蛋了嗎？大哥走了怎麼辦？這樣子？所以，不過還是給他希望，這是我

覺得我蠻欣慰的就是說，最起碼，我在這個地方齁，有起到作用啦!」(L28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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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看，有一些年輕人回來，去做農」(L292)； 「…我的力量不見了，跟著

我的人不見了，我可能就這樣」(L357)； 「認同的問題，如果他們認同我們

的話，一定會就是，還好就是滿好，如果今天沒有這樣的，那麼我錯了啊！」

(L360) 「還有認同你的故鄉，重點不是產業是認同土地，我們做人文歷史，

就是認同，譬如說故鄉，希望大家能夠回來，這個地方這麼有價值，你既然在

外面做沒有價值的事情，那還不如回來」(L314)； 「…可是如果你不去做，

你不創格局，你就不會有動力出來，如果你創了格局，動力就出來…」(L322)。 

心理分析學家艾力克森 (Erik H. Erikson)所建構的生命週期模式認為，成

年期受之前各階段之經歷影響，使其對個人生涯發展有更明確之目標與期望，

於追求成就與事業表現上更加積極，同時也更加關注於社區、團體中社交關係

之經營，進而期望對其有所貢獻與被肯定。中年轉業從農之微型農創經營者多

處於此一階段，考量個人未來生涯發展，試圖轉職農業時，需考量諸多因素如

家庭照護、工作環境變動等，但無論何種背景因素，為自己建立一個發展藍圖，

以提升自我價值，都會是轉職者重要意圖（江南發，2008）。 

個人於日常生活所取得之知識與真實生活情境，於社會建構觀點認為，

常識中的世界是個人（主觀我）與其他人共同所在的世界，所謂的真實也是個

人主觀詮釋後與他人互動溝通所建構的真實。這種互為主體，說明了人如何在

日常生活中獲得意義，並且在意義的詮釋中生存（吳孟珍，2011）。返鄉歸農

後，處於原鄉，與社區、環境、他人互動，進而產生對所謂覺醒，知曉個人處

於大環境中，無法僅保全個人，惟藉由帶動社區、激發改變的意識，才真正能

有效創造價值。 

此小節的分析可以歸納出下列現象：微農企業經營與地方產業發展相

依，品牌價值行銷須營造共識。返鄉、覺醒、部落共識、認同與價值建立，在

訪談文本中，不斷自敘說中陳述而出，原鄉子民對於地方的關護，不僅是創業

契機，更多的是對於地方、對部落、對自我所從出地方的關心，也是這一份對

於土地、對於家鄉的情，激發著個案與諸多歸農的新一代心中的夢，他們的汗

水灌溉的不僅是個人創業，也蘊藏著深耕於土、於血中，沉陳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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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農業典範與價值移轉：因應新世代環保與健康訴求 

科技、教育帶來世代間落差，農業經營典範與價值，亦隨世代更替，轉

入不同的角度，農業正刻入更多人文、更多對土地的關懷，更多關注農業者以

不同於父輩的眼光看待台灣新農業之發展。 

「一開始啦，是無知，我完全不知道，認識得不明確，過去的，我們台

灣….農耕真的產量真的達到一定的極限齁，但是現在不對啦，…環境問題啦，

天候問題，衍生出來，人對於土地的不友善，造成現在的環境，你不管說，產

多少值，其實那個值是沒有價…」(L77)；「走有機路線，那我剛好也是跟對

人搭到線，我們就毅然決然的，把它慣行田變成有機田，當然很辛苦啊！四個

人，三甲多，三甲多大嘛！不然養草嘛，有雞、還有鴨勒，對啊！….所以我

那時候，就是帶 B 部落在地產業，在地產業一定要有一定的東西，否則你這

個地方是沒辦法發展，人家進來，第一個你要說，你有什麼，你能給我什麼？

再來就是你能給我的價值是什麼？所以在這個地方才做第一個就是做有機

米，玉山瓦拉比的品牌，也是在去年，開始我們的自賣自售啊!」(L382)；「其

實我當初堅持是覺得，讓自己健康，因為我一開始做慣行是很痛苦，每次灑藥

的時候，我常常有蛋蛋的危機，當然很痛苦，因為一灑藥，我本身有過敏體質，

我那個蛋蛋就很痛苦，就痛到人都不知道了，到了醫院，他就減毒，排泄就老

（拉肚子）呃，但你經過排泄解毒藥一段時間，那很痛苦的事情，每一期齁，

每半年要灑四次，我就一年要痛八次，因為兩期嘛」(L171)；「…讓自己我覺

得幹嘛～灑一回藥得包得跟什麼一樣，不管你包得多好，這農藥在吸收很快

的，所以是不行的。像現在我很快樂，我現在做有機，我連資材都不灑，我連

霧球桿菌我都不灑的，因為這個生態平衡之後，基本上就穩定了，對，基本上

經過藥材之後，它裡面的平衡，真的非常平衡…」(L178)。 

農業如果只是生產，交盤口販售，農業就只能處在低層，農民只能被剝

削，新一代農「如果能早知道，決策就不會是這樣」、「農業真的很『深』」，

A 先生當時何以選擇返鄉從農談起，起因於不捨家人、對農業的期望、對現有

生活的不滿意與對未來的期望而出現歸農意圖。返鄉代表一個新的開始，創業

者熱切期望自農業而發展出一片天空，但隨著開創，越是投入越是發現，農業

不是推廣單位，不是電視媒體所說的，甚至跟幼時記憶的都不同了，變數多、

挑戰多，創業者越是投入，便越是發覺農務創業的未知與無法控制。 

中途從農的創業者不同於父母於田間農務操作經驗中學習，多數選用至

如改良場等農務學習機構快速取得農業技術、專業知能，善於應用社群交流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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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等即時解決田間問題，對於當前農務較新概念，如有機、自然農法等接受度

高，關懷環境、尊重自然，對少用農藥、化肥等主張多半是樂於推動。但相對

父執輩則習於慣習農法，田間雜草對不同世代意義不同，對新一代創業者，保

留雜草維持生態可以改善保養土地，但對慣習農法經驗的父執輩而言，雜草未

除代表”懶惰”、田間管理工作不佳； 父執輩習於使用除草劑田間雜草等，

但對新一代農創者而言，除草劑無疑是傷害土地、傷害環境甚至是自身，但即

便理念是好的，實務上拔草工作十分勞煩，拔完一區可能前一區又長出來，週

而復始很累也很無力。 

事實上，不管田間經營策略如何，農業的角色都已在改變，逐漸轉變自

單純的經濟生產、糧食供給，變為生態環境效益的維護，然而黃樹民 (2013)
指出，「外界引進的農業科學發展模式，從未正面應對過傳統的家庭式精耕小

農制所呈現出的臺灣特有的土地與人力性質」。再者，「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

理法」造成有機小農的困擾，例如對台灣地理與氣候條件的了解不足，以及沒

有明確的資材審核與管理機制，造成栽培上的困難；另外將所有的加工視為同

一等級，導致小農無法自行進行簡易與初級加工，影響生計；而驗證費用過高

也增加小農成本，失去市場競爭力（馮小非，2007）；若農政單位強推生產履

歷，則小農的負擔將益為沉重（吳東傑，2006）。 

如何能創造新一代農業經營與環境平衡，在環保與生存競爭中，農業需

要更多務實的規劃與策略，而非僅只是生產技術或銷售單方，需要更多點、線、

面間連結，自田間而至政策，農為國之本，當農業沒有前景，我們需要更多檢

視，真實情境是缺乏新農的加入？亦或是肇因於政策上的短視？農業無法打帶

跑，必須落根、灌養、整理，才能有所產出。 

此小節的分析歸納出下列現象：健康農業賦予新一代經營者正向感受激

發前進動力，實際挫折與理想落差則使創業者倍覺痛苦。 

整體而言，台灣地區有機農業以家庭農戶的小農為主要經營主體，在發

展上受制度法規與驗證制度的影響甚鉅。本研究建議為了實踐有機農業關於永

續發展的願景，台灣農政部門應正視不同型態友善環境耕作行為的發展，並透

過相關促進性質法規的立法，保障非資本密集小農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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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個案訪談，匯集敘說核心概念，歸納核心類別 (core category)，將各

類目依關係組成一組故事線，訪談個案歸鄉轉職進入農業經營，自完全無知狀

態透過創業學習逐步摸索，同時也在經營過程中，因社群交流、同業請益、機

構學習等，激發對地方、鄉里、部落的熱情，產生使命感，進而帶領社區有意

願農友共同推行有機農作，選擇有機農作不僅是考量自身健康因素，也因為產

業環境的變動，後有機時代高經濟價值創造部落活力成長，期望藉此創造就業

機會，讓更多遊子得以返鄉，這樣的動機，促使案主不斷投入資源、精力、時

間，也獲得社群農友認同，被推選百大青農，但有機政策與加工辦法的法規框

架、人力、經營通路等的挫折也仍然不斷發生，挑戰著案主微型農企業的經營

成效，挫折總在，但套句案主的話，「如果有一天『他們』不跟了，我可能就

會沒力繼續下去，但現在，他們還在，我就還在，是責任也是動力」。 

編輯文本，歸納敘說文本意義單位，歸納如下四個現象： 

現象 1：創業動機引發學習，學習提供動機與發展方向 

現象 2：農業政策發展影響農業發展，小農有機經營受限多 

現象 3：微農企業經營與地方產業發展相依，品牌價值行銷須營造共識 

現象 4：健康農業賦予經營者正向感受激發前進動力，實際挫折與理想落

差則使創業者倍覺痛苦 

以上述四個現象，探討以中生農原民身份，回歸社區從事微型有機農企

業經營歷程，推論二個命題： 

命題 1：創業學習歷程修正創業構想與計劃 

中生代農民創業學習模式與策略不同於新生代與傳統世代農民，統合其

它領域，發展成新一代農業經營模式，更偏向邊做、邊學、邊修正，先備經驗

提供快速學習策略，建立基本職能的同時，也因而激發新概念，據此修正原之

構想，先前職業知能與農業知能的規整，使中生農有著與一般傳統或系統教育

下之農業經營者不同的學習成效，異業整合，正帶給農業不同激發與轉變。 

命題 2：中生農歸鄉創業歷程引發使命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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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創業促使對生命、對地方使命的覺醒，更多投注農企業經營，相對

產生更多對土地、對自然、對原鄉的關懷，進而產生更多使命期許與行動。 

農業是份與生命相關的產業，農民多半自嘲 「栽種時看天候，採摘銷售

時看人脈」，但土地滋養萬物，也連繫人與萬物，是生命的起源也是豐富的來

源，鼓勵更多青農得以返鄉，為正逐漸老化的農村（原鄉）注入活力，也為文

化傳承續命，但在此同時，也期望更多微農經營者需求被相關單位關注，審慎

調整台灣農業政策，畢竟農業是立國根本，沒有土地，沒有根，萬物皆蕭然。 

行政院於 108 年 1 月 3 日核定推出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國家發展委

員會，2019），三大主軸在於均衡台灣，要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產業，使

人口回流，青年返鄉，解決人口變化，花東地區特別是關注區域，計畫指出：

人口過度集中都會區、花東等地區人口減少顯著，期以激發社區意識，亦即所

謂共生，期能以相關誘因，如提供賦稅及租金優惠、提高土地使用彈性、調適

觀光法規等，促使企業能產生故鄉情感及企業社會責任，協助地方發展創生事

業。 

此一計畫與本文訪談個案之所為，有異曲同工之妙，創生計畫起點在於

尋找創生願景，進而尋找專業資源投入，協助鄉鎮強化事業計畫之財務、技術、

創新、行銷內容，媒合相關資源，進行企業投資邀請。 

立意是美好的，但反觀如本文個案，諸多關懷地方，已返鄉投入的創業

者，多年經營，雖單打獨鬥但也發展出產銷群網，如何能聯結？以公務機構帶

動地方推動創生，雖則基於政策推動有其效益，但實則對於地方產業實況理解

有限，不若邀請已返鄉歸農的創業者，做為激發者，創生計畫資源協助其就原

有之地方經營，進行盤點與媒合，畢竟這群先行者，已在激流中摸索，給他們

資源，他們就能前進，更重要的是，他們將能帶著社區前進，因為那不是任務，

而是使命，家才是他們樂於前進的原因。 

二、 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採取單一個案研究策略，因個案本身具有豐富的資料，為突顯其

特色以利聚焦，本研究並未加入其它在政府或學術的個案。但一般質性調查多

期望能運用多重個案，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來看同一個議題，以增加本研究之可

信度，此為未來可發展的方向。再者，本研究為立意取樣，做為初探式研究，

仍有諸多因素，可深入探究，例如世代間溝通困擾與因應策略等，對於中生農

之創業經營動機、職能、學習策略與經營績效等相關構面間之關係為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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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究的議題，具體而言，可運用本次探索之發現，進行量化研究，以演繹

法發展相關假說，並擴大研究對象，運用隨機抽樣調查，以通則化研究之發現。

特別可針對原民區域如台東、花蓮等區域，中年轉業歸農者進行調查，期能進

一步探討，中年轉業歸農之有效經營策略、職能學習模式，以利於鼓勵更多漂

游於他鄉之原民，得以返鄉，共締地方農業創生。 

三、實務貢獻 

總結本研究貢獻在於提出中年轉業投農創業之議題，創業研究多見以創

業績效及評量、策略與資源應用等進行探究，但就創業者先備特質與創業動機

之於創業滿意，則未見針對中年轉業者進行相關研究；同時於此研究亦提供返

鄉創業者之於社區乃至於環境之觀點，越是投入則越認同，但於此同時也深刻

理解農業之於返鄉歸農創業者，於能力、資源需求上，皆需更實務性協助，僅

止於補助性質鼓勵，不足以支撐這些熱愛土地、愛惜家鄉的創業者，要在真實

市場上有足夠競爭力，創生計畫的微調， 徵詢已在社區的農創業者，從社區

需求出發，配套給與經濟、合作通路、發展資源，扶助微型企業朝向中大型社

區企業，使微農得以聚力而有相當規模，具自給自足，同時能反哺帶領社區其

他產業，從在地出發，以社區思考，減少條文的規範，期望每一片土地都能綠

意盎然，家鄉能成為生活滿足之地，鮭魚返鄉悠然而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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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 of the Salmon: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Motivations of 

Micro-Agriculture Entrepreneurs at Yushan 
Foothills 

YU-YUN CHEN, CHIEN-CHUNG LU , VINCENT C. LI *

ABSTRACT 

 

Returning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s land to develop agriculture is a good thing for the land,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 However, lack of resources, too much agricultural ordin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lack of 

guidance often make micro-agriculture entrepreneurs feel frustrated.  Understand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motivations of the retur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will be helpful to the government for making relevant policies 

that assist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 context that is unique to the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 which shows what the learning journey of such an entrepreneur looks like, and what 

the perceptive missions of these entrepreneurs are.  This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s of why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 return to their land to run agriculture business.  Utilizing purposive sampling, we 

conducte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a micro-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 at the foot of Yushan and listened to his 

entrepreneurial s tory.  We use triangulation to analyze the meaning of the interview context of the case subject.   

This study reveals it is a bit of a challenge considering the agricultur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aiwan.  The 

middle generation farmers inherit the family farms but they usually have to launch their business from ground 

zero and start a micro-agriculture family farm.  It is not easy for family farm entrepreneurs as there are many 

barriers in manpow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marketing channels.  It is helpful to convert the previous 

experience for entrepreneur learning.   Networking in relevant communities and utilizing social media can also 

b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developing entrepreneur capabilities.  It is very common to see numerous setbacks 

in the entrepreneur journe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that encourage the entrepreneurs to 

persist is social identification for their communities, and for their values of organic farming.  Commitment to 

the community is also an obligation that explains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entrepreneurs.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results in two propositions: Proposition 1: Entrepreneurship learning process modifies the business 

ideas and plans; Proposition 2: The journey of returning-home entrepreneur triggers the awareness of their 

missions.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need indigenous people. In order to summon more indigenous people to 

return to their land, more opportunities are needed.  Creating more job opportunities, turning the industry, 

assisting people with more effective operating strategies, and equipping them with the capabilities to learn will  

encourage more indigenous people to go back to their land and create great agriculture community places with 

the support of local government.  

Keywords: indigenous people, micro-agriculture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ustration, place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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