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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 中國三農問題
• 國家扶貧計畫

• 全域旅遊
• 田園綜合體

• 農業的本質

國家發展課題 政策計畫 成果反思

生活
生產
生態

生命?文化?
房產?旅遊?



案例分享

台灣八煙社區

陽明山上最美麗的淨土



案例分享

台灣伯朗大道

宜蘭文化工業與環境薈萃的搖籃



案例分享

安徽宏村

安徽 中國徽派建築的世界文化遺產



實際裝況
• 八煙聚落 居⺠期盼找回平靜

• 伯朗大道 遊客造成農損堪比農業災害



實際狀況
• 安徽宏村 環境生態破壞、地價飆漲

• 2016 • 2017 耕地荒廢、灘地開發



農業

產業

工業

商業

UP DADT

UP DADT

UP DADT

UP DADT

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全球化、全域旅遊…

雲端

雲端

雲端

消費?

消耗?

旅遊?

經濟?

農業進行式



農之為本

發覺農村的本質



農村進程



1994
扶貧計畫

2015-2017
全域旅遊

2017-2018
田園綜合體

2017
2018

田園綜合體 2015
2016
2017

全域旅遊

1994
扶貧計畫

農村復興發展

政策辦法

大陸國家正政策發展

美麗鄉村計畫

特色小鎮計畫

幸福小鎮

健康小鎮

一村一品計畫

全域旅遊

田園綜合體



鄉村政策解析

美麗鄉村計畫

特色小鎮計畫

幸福小鎮

健康小鎮

一村一品計畫

全域旅遊

田園綜合體

設計+建設

建設+商業+口號

產業+商業

企劃+旅遊

企劃+農業+商業

政府

政府

政府

企業

企業
全域旅遊企業提供土地+自行資金+自行建設+自行營運

田園綜合體企業向農民取的土地+自行資金+自行建設+自行營運

E.P.C= 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設計、採購、施工總承包

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農業模式解析

生
產

銷
售

使
用

自然農法

有機農法

貫行農法

友善農法

批發、網路、專售、契作

家庭

商業

機關

加工

附加價值
品牌、旅遊、養身、教育、體驗…..



農法的差異

自然農法(福岡正信，1936) 仿自然耕作方式

樸門農法(Bill Mollison&David Holmgren，1978)

原初的樸門，精準仿效自然界組成與運作

設計的樸門，設計基礎中運用自然生態系關係

混生種植、復層式植栽、農林混作、林下農業



農法的差異

有機農法 經過規範的無農藥、無化肥的有效農業生產方式

有機認證：環境條件、交通條件、農法條件

友善農法 無農藥、無化肥的農業生產方式

慣行農法 使用農藥. 化學肥料的⼀般栽培方式.

吉園圃標章：符合安全用藥規範，具有追溯性

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



台灣社區整體營造

社區意識

共同參與

文化挖掘旅遊推廣

文創商業

商業分潤 商業分潤

商業分潤 商業分潤

缺少整體運營的商業行為



白米生態村



桃米生態村



有機小農的商業模型

研究、分析

• 環境條件

• 市場條件

• 種植條件

• 成本條件

• 商業條件

田間管理

• 育苗撥種

• 農藥管理

• 灌溉管理

• 肥料管理

• 收成管理

• 倉儲管理

企劃、業務

• 商品定位

• 商品包裝

• 商品運送

• 商業接洽

• 商業服務

客戶販售

• 定點銷售

• 面交銷售

• 網路銷售

• 活動銷售

分身乏術，⼀⼈⼀條龍

業務開發設計企劃建照繪製法定流程建築行為建築使用建築維護心理輔導



台中誠品



80%人口居住於20%土地
20%人口居住於80%土地



智慧莊園
模式



有機全循環供應鏈

農村全循環經濟圈

城鄉全循環生活圈

農村文化全循環生命鏈

主軸
農業實質收入提升

智慧莊園的主軸與技術



智慧莊園的一軸四環

• ⼀個主軸-農業實質收入提升
• 四個循環- 第⼀個循環 有機全循環供應鏈

第二個循環 農村全循環經濟圈

第三個循環 城鄉全循環生活圈

第四個循環 農村文化全循環生命鏈



國家認證有幾農法

農業生產

有機生產技術平台有機生產技術平台

有機農作

有機市場

有機農廢

友善平台
(資訊技術)
友善平台
(資訊技術) 精準需求

能源中心
(轉換技術)
能源中心
(轉換技術) 有機肥料

農村全循環經濟圈

有機全循環供應鏈
能源供應

有機技術、耕作技術、市場數據

第一個循環 農業循環(綠色)

第二個循環 經濟循環(藍色)



农业友善平台－波特价值鏈分析

流
程
創
新



有機生產技術平台有機生產技術平台 友善平台
(資訊技術)
友善平台
(資訊技術)

有機市集有機市集 餐廳直銷餐廳直銷 精緻料理精緻料理 活動支援活動支援

獲利回饋70%

第⼀、第二循環鍊 現在進行式



國家認證與推薦



國家認證與推薦



有機能源循環技術



 智慧莊園-農村模式

智慧農村友善平臺計畫

以科學數據、市場大數據、法令依據進行土地使用強度控制



第三個循環 生活循環(紅色)

村
落
基
地

友
善
平
台

城
鎮
市
場

生產技術生產技術 需求數據需求數據

有機作物有機作物 直銷市場直銷市場

農村生活農村生活

田園生態田園生態

農業生產農業生產

教育教育

健康健康

傳承傳承

旅遊旅遊

體驗體驗

逆移⺠逆移⺠

旅遊生活圈循環

文化生命鏈循環

第四個循環 生命循環(黃色)



村落基地村落基地

品牌輔導品牌輔導 活動企劃活動企劃產品行銷產品行銷

美麗鄉村⺠宿美麗鄉村⺠宿 美食加盟美食加盟活動慶典活動慶典

第三、第四循環鍊現在進行式



智慧莊園的永續循環圈

生產面

生態面

生活面

生命面



智慧莊園(Intelligent Manor)

戰略概念

三個步驟
1.智慧農村建構

2.智慧環境開發

3.智慧旅遊架設

四個面向
1.農業、農村
2.平臺、通路
3.專業、學術
4.旅遊、商業

五個概念
1.土地為本概念
2.跨域整合概念
3.特色建構概念
4.保持保留概念
5.共同管理概念

智慧莊園
大數據
資料庫

農業
大數據

市
場

通
路

農
資

技
術

產
量

環境
大數據

資
源

生
態

學
術

保
育

旅遊
大數據

商
務

文
化

交
通

居
住

市
場

限制開發強度 訂定旅遊強度



商業運作
模式



村集體

環境的收益

旅遊的收益

農業的收益

文化的收益

商業的收益



企業合作標準模型

土地、技術、資金

農村實業

管理公司

土地股份

村集體

土地

技術股份

技術與管理平台

創新建築聯合協會

資金股份

資金投資

農業技術.ok 銷售企劃.ok 景觀建築.ok 旅遊度假.ok運營管理.ok

健康醫療.ok教育文化.ok



階段 階段目標 階段配套項目 作業項目

第
一
階
段

智
慧
農
村
建
構

農
⺠
收
入
提
升

農產品價值提升
提升農業生產模式
農產認證輔導
農業機械化推廣

物流經營 友善平臺產銷履歷模式

雲端數據 市場需求整合

第
二
階
段

智
慧
環
境
開
發

微
型
城
市
配
套

微型商業 雲端、微商、商業街道

微型工業 文創手工藝、金屬工藝、石雕等

教育服務設施 體驗設施、文化導覽、觀光工廠

醫療服務設施 地區醫院、地區診所

土地最適數量開發 士、農、工、商都市化配套

第
三
階
段

智
慧
旅
遊
架
設

不
動
產

經
營
開
發

內移⺠商業地產 提供非本地居⺠旅遊、居住等配套地產

旅遊旅館設施 智慧旅遊、旅館地產

養老服務設施 養生地產、環境地產

第
四
階
段

管
理
營
運

管
理
公
司

大數據智慧莊園管理公司 環境管理、農業市場管理(合作社)、房產管理、
環境管理、交通旅遊管理

各階段可引入商業項目整理



生產基地
銷售通路

農村設計
專業技師群

旅遊佈局

多元產業導入及輔導

學術生態研究

智慧莊園
新農村再造
戰略計畫

農產品交
易平台 農村規劃

學術研究觀光旅遊

農業
產銷公司

實體
餐飲店面

農業
大數據

建築師社區規劃 景觀水保

示範區
生產基地

觀光工廠 ⺠宿聯盟 實習基地有機生產
環境大數

據

四個面向

面向⼀ 面向二

面向三面向四



生態

生活

生命

生產

環境

生態

景觀

農耕 教育

養身

智慧莊園開發項目

有機農場
有機品牌農業

樂活農場

森林幼稚園

養身健檢中心

文創觀光大街

傳承
體驗

文創 觀光工廠

文創商務

農村
掏寶

雲端
旅遊

數據
管理

飯店
渡假村

智慧莊園

觀光大街
雲端商務

健康管理農村體驗基地

雲端文化基地

七巧盤商業模式



合作組織

愛吾科技農業

鵬景(中國)集團 中華自然農法協會

十方品牌企劃

AAI
創新建築聯合協會

樂田都市農園

國亦健康顧問集團 自然農法 017數位資訊平台

中華人本全人教育協會

HHEA



規

內
容
與
項
目

網路營收、活動營收

跨域整合收益布局

田園綜合體



 現行田園綜合體的缺口：

⼀、過分強調周邊產業的衍生效益，⼀味的鼓勵農業旅遊化

二、耕地挪用影響耕地總量，農糧短缺，缺少有效提升農⺠收入的關鍵技術

三、農村急速商業化衝擊農村傳統文化，恐造成文化價值斷層

四、缺少配套整體開發，農村商業化後土地必定遭炒作與膨脹

五、資金門檻過⾼利潤集中於企業，土地流轉後農⺠從主⼈成了工⼈

 智慧莊園模式：

⼀、智慧莊園是以農業生產為原始骨幹建構出的綜合開發計畫。

二、提供關鍵大數據農業技術、商品市場、村落條件、旅遊環境、文化環境、小農也可以參與。

三、依大數據基礎進行科學分析，預估未來開發衝擊及有效管理進行開發戰略。

四、智慧莊園三階段可以同步進行發展達成循環經濟模式。

第⼀階段：智慧農村建構，第二階段：智慧環境開發，第三階段：智慧旅遊架設。

五、智慧莊園模式可有效提升每畝地農⺠實質收入⾼達68倍

六、跨域整合營運可提供設計、網路、金融、農業、旅遊等⼈才回流農村的農業商業模型。

七、⼈才回流確實達到農村第四生”生命”傳承的永續農村商業運行模型。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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