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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聚焦於「家庭農場代間傳承」議題，由「代間關係」的研究視角與鄉

村社會發展之脈絡分析，探究：青年返鄉從農創業的發展軌跡中，農家代間傳承

與創新的實踐歷程。研究採用質化的多重個案研究方法，以青農的觀點與立場，

分析返鄉從農創業與代間傳承、創新的歷程；並輔以量化的「語文探索與字詞計

算（LIWC）｣分析，探討青農返鄉之路的適應。

返鄉的考量，由複雜的「推」和「拉」因素影響，主要驅動因素包括：先前

工作發展受限的「推力因素」；照顧老年父母、期望改善家庭生活及育兒環境等

家庭因素等「拉力因素」。而推、拉因素也受到青農輔導政策的誘因、農創風潮

引領的返鄉築夢願景等「促進」，最需克服的「限制」則是老農對農業前景不確

定的擔憂，與農村鄰里中長輩的質疑與眼光。此一發現，印證了臺灣的本土現象：

農業及農村發展具高度「政策導向」的特性，而農家的代間傳承則鑲嵌於華人「家

族主義」的文化脈絡中。青農返鄉確實促成了家庭農場的生產與經營方式改變。

年輕世代的資訊運用技能是一利器，而「結盟與共享」是青農創業的策略，不僅

以社群網絡結合青農夥伴彼此互學共濟的平台，更進行策略結盟成立公司，發展

出資源共享及品種開發等創新經營，以共用大型機具設備、專業分工、技術交流

等各自發揮所長，「青農團隊｣可說是返鄉農創的關鍵力量。

家庭農場的傳承為青年返鄉從農奠下基礎，而返鄉後「創新農業經營方式」

則是最主要的代間衝突議題。能否具有家庭農場的經營主導權與控制感，是青農

返鄉的重要適應指標。踏上返鄉之路，是面對「家」與「生活轉型」的旅程。農

二代返鄉並非是「到站下車｣，自然就能「水到渠成、落地生根」。農家「世襲」

的表象之下，青農返鄉的農創軌跡充滿了代間傳承與協力的家族力量展現，代間

傳承不僅涉及經濟，更受到文化規範、社會與政策發展等眾多脈絡因素影響。不

同世代透過農業經營與願景的磨合、折衝，逐步建構「新農業」發展的圖像。

關鍵詞：代間傳承、代間關係、家庭農場、青年農民、農業創新
1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5-2420-H-003 -004 -M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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