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規只能在非都市土地執行嗎?























• 盤點解決問題欠缺的元素與資源
• 思考排除負面因素、補足欠缺元素與資源的方法

• 當地人力可運用性與社會資源情形納入執行考量 – 外來協助者不可能長期陪
伴，而且需要在地自己長出力量(不管事經濟力還是社會力)

• 外部協助課能性的尋求與確認







• 當地有機農業環境完整，不太須要考慮鄰田汙染
• 地形與森林的限制，導致可耕面積難以增加
• 交通運輸僅依賴單一道路，目前普遍無倉儲或冷鍊設施
• 行銷由各農戶獨自對外簽約供應終端販售，獲益直接歸屬各家戶
• 農產以高麗菜為主混合其他蔬果
• 畜養限於家禽
• 人口呈現增加狀態，但青壯人口仍然不足
• 人口超過90%是泰雅族人
• 因為巨木群而有一定程度的觀光需求
• 無自來水，且電力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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