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 104年與 10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 

探討蘆洲區可耕作地面積之變化 

蘆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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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報告編撰之目的，旨在分析本區近年來可耕作地面積統計之

變化，並探討其背後之原因，俾提供釐訂施政計畫或未來辦理

相關統計研究時題目設計之參考。本報告內容包括探討普查調

查造成的差異、都市發展的改變、南北側農業區重劃的期待與

結論等。 

二、本報告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蘆洲區辦理 104年與 109年底農

林漁牧業普查結果，其資料來源註明於表說明，以利查考。 

三、本報告所運用之統計數字，以民國 104年及 109年該年度 12月

31日為普查標準日；凡屬靜態資料均以該標準日情況為準；以

該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為普查標準期，凡屬動態資料則

以該標準期情況為準。 

四、本報告各表所列度量衡單位，一律採用公制單位，以方便比

較，若有特殊情形者，均分別予以註明。 

五、本報告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符號者表示無數值或數值

無統計；「…」符號者表示數值尚未發布；「--」符號者表示無

意義；「0」符號者表示數值不及半單位。 

六、表中兩數值比較增減%時，如為「-」除以「-」、「-」除以「數

值」、「數值」除以「-」，均以「--」無意義表示；括號( )內係

為增減百(千)分點。 

七、本書所載資料如有更新數字，均予修正，凡與前期數字不同

時，概以本期數字為準。 

八、本報告荷蒙本區公所歷年參與普查同仁發揮互助合作精神及團

隊力量，完成歷次普查資料，始克編成，至感公誼，謹致謝

忱，惟統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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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蘆洲地處臺北盆地西北部，淡水河下游西岸，為大漢溪與新店

溪兩溪沖積沙洲，早期曾為北臺灣之蔬菜生產中心。惟自國道開通

後，縮短臺灣南北產地與市場間的距離，且隨著臺灣社會經濟型態

的轉變，農業主力產區逐漸南移，北部主要轉變為二、三級產業為

主的經濟體，並帶動了臺灣經濟的起飛，蘆洲也同樣地身處這樣的

趨勢之中逐漸發展而都市化。 

本區都市計畫早自民國 60年即公布施行，但自 7~80年代起即

陸續有違章工廠等進駐農業區，在未經合法規劃的土地開發下，除

了工廠活動造成的土地汙染外，原有流經蘆洲各地灌溉水渠逐漸被

截斷，在土地汙染及灌溉水源缺乏的雙重打擊下更加速了可耕地的

減少。蘆洲至今為止最近期的南港子重劃區於民國 87年開闢之後已

逾 20餘年，僅存南北側的農業區仍然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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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說明及分析 

從近年本區辦理 104年與 10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結果(表格 1)

來看，109年度可耕作土地面積由 104年度的 50公頃減少到 109年

度的 31公頃，減少幅度約 38.46%，即使是放眼全部新北市範圍，

其減少幅度也高於整體平均的 23.19%。 

 
表格 1新北市蘆洲區 104年度及 109年度農林漁牧業普查各項統計差異 (資料來源：農林漁牧

業普查) 

縣市別 

民國 109年底 民國 104年底 

農牧業 農牧業 

總計 
從事 

家數 

 

未從事 

家數 

 
可耕作地 

面積按土地 

所在鄉鎮 

(公頃) 

 

總計 
從事 

家數 

未從事 

家數 

可耕作地 

面積按土地 

所在鄉鎮 

(公頃) 

與上次普查

比較增減 

與上次普查

比較增減 

與上次普查

比較增減 

(%) (%) (%) 

新北市 32,800 27,399 -5.25  5,401 0.17  9 538 -23.19  34,310 28,918 5,392 12,417 

蘆洲區  714  584 -4.11   130 32.65   31 -38.46   707  609  98  50 

 

然而農地違法使用與缺乏灌溉水源的問題早是多年來的社會環

境問題了，那麼為何近年來統計數據仍產生如此巨大的差異呢?我們

推測仍有以下幾點因素值得討論： 

普查問卷內容形成的差異： 

首先，就調查問卷內容來說，109年與 104年的調查最大的進

步是新增了〔可耕地持有人調查〕並強化〔未符合調查對象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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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定。讓實際上非從事農牧業的人有選項可以分類。減少了原有

的地主根本未管理自己所持有的持分，或為了隱瞞違規使用的情

形，反而虛報了自己的耕種內容。或地主間共有持分的情形下，未

經交流又重複填報了可耕地的面積及種植情形。因此可以說來 109

年的調查對比 104年較進步。 

人民生活習慣的改變： 

在現代都市化產業的生活環境下，農林漁牧業等初級產業已非

本區之主要產業，多數居民已改為工、商或服務業為主。在高強度

的日夜工作環境下，要兼顧高人力投入低報酬的農業生活非常困

難。實際走訪田間，即使是現在回答仍有在耕作的農戶，多數也非

經濟規模的種植，區區幾平方公尺就種植了數十種常見蔬菜，這般

多數是〔做健康的〕，屬於自食自用或養地為主，或者僅是為了保留

其農保身分。但隨著實際從農人口逐漸老去，繼承的兒女已多有其

他職業身分，難以兼顧農業及上班生活，可能在經歷幾次的天災挫

折之後就放棄土地的管理，逐漸造成土地被他人違法占用與可耕作

土地的流失。 

南北側農業區重劃政策性的期待性影響： 

隨著近 5年重啟本區南北側農業區重劃的政治議題又被放上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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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討論，相較於 104年訪問的受訪戶更坦率的表示土地早已搭建鐵

皮屋或開發成停車場。特別是因為本區早期城市聚落形成時，建案

普遍未有預留公設停車空間的規劃，造成本區客觀上停車空間不

足。加上本區整體面積狹小，都市計畫農業區緊臨住宅區，也造成

農地改建成停車場的需求強勁。另外本區在許多方面仍是都市開發

區，對各項建案來說土資場需求仍存在，也造成許多農地被轉用為

土資分類場所及建材行的堆放處。 

結論 

綜上所述，除了調查方式影響民眾作答的結果以及外在環境的

變遷外，人民營生模式的改變、民眾生活需求的供需關係，都是促

使本區可耕土地面積減少的原因。可預見的是當市府完成南北側農

業區的規劃並經中央核定加以開發後，僅存的可耕地應會僅剩下堤

防外側約 13公頃左右的河川區域。而這部分原本屬於農業區的河川

區域，也已於 111年 5月正式公告改編為都市計畫河川區。雖然其

大部分仍屬於私人土地，但是囿於水利法規的開發限制，合法耕作

仍需取得水利主管機關的耕作許可，加上仍有民眾希望政府能徵收

堤外高灘區域的期待。如何面對相關的環境、財政以及呼應人民希

望的挑戰，如何找到執行的可能性，是主政者持續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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