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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封 面 故 事 二○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星期二 農曆己亥年二月初六日

■《蘋果》空拍直擊，彰化鹿港的農地「種滿」工廠，助長地價飆漲。 陳鼎仁攝

內
政部實價登錄數據顯示，從2012年下

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新北農地漲幅

達全國最高。深入29個行政區，又以

近年以「北大特區」成功造鎮的三峽農地漲幅

最驚人，總計6年漲239.1%，同樣推案開發不

斷的鶯歌，6年農地也漲了214.2%、排名新北

第2。

龍埔里30年遭6度徵收

「政府不斷徵收農地，蓋大樓讓利給財

團！」世居三峽龍埔里的劉秉峰，領著《蘋

果》走訪巷弄內的三合院老宅，他說：「三合

院是典型的鄉村田園，我小時候這邊都是綠油

油的田，大人們餵豬吃飼料、在庭院裡曬稻

穀，直到我家被徵收2次，幾乎毀了我一生。」

受訪當天，劉秉峰拿出一疊文件，記錄著

30年來，政府對龍埔里先前的5次掠奪：1988

年國家教育院案、1922年農業改良場案、

1994年北大新市鎮、2010年北大聯外道路

案，以及2012年的麥仔園都市計畫區案。

未料2018年，開發案竟借屍還魂，以「變

更三峽都市計畫案」名義第6度重啟徵地。劉秉

峰痛批，小小一個龍埔里，竟在2公里內被設置

3個捷運站，其中緊鄰龍埔路、與機廠共同設置

的「LB05站」就設在田中央，「違反農地農用

精神。」他感嘆：「抗爭6年，我已經心力交

瘁，民鬥不過官。」

「你叫我死我也不搬，祖傳的農地，到我

手裡把它毀掉，以後怎麼見祖先。」65歲的老

農蘇欽益氣憤說，多年辛苦種植的茭白筍田，

官方一紙公文就把土地徵收、房子拆除，「是

要我們自生自滅嗎？」

三峽代書林孟毅直言：「社區造鎮的建案

會拉升農地價格，跟著政府的開發計劃走，農

地變化跟市場變化差不多；現在三鶯捷運有點

雛形，吸引買方有追價的意願。」他透露，會

買農地置產投資的，都不是市井小民，許多民

意代表早就卡位。

苗 栗 方 面 ， 全 縣 農 地 價 格 的 漲 幅 約

28.8%，排名全台第5，從每坪單價來看，

2012年僅9717元，到了2018年則來到1.3萬

元；也就是說，在苗栗想要買1公頃農地耕作，

竟要掏出近4000萬，堪稱天價。而苗栗18鄉鎮

裡 ， 以 西 湖 上 漲 2 9 5 . 1 % 最 多 ， 卓 蘭 漲 約

188.2%，工業區不斷進駐的竹南，漲幅也有

95.7%、近乎翻倍。

「土地是要種東西給大家吃，不是拿來賣

的！」中午烈日當空，苗栗農民洪箱（62歲）

坐在田埂的樹蔭下乘涼，細數著她十多年來如

何對抗政府徵收土地。務農超過30年的她感

嘆，當地農田本來不貴，但後來當時縣長劉政

鴻大規模圈地、炒作價格，讓一切變了樣。

農地女俠罵政府奪田

11年前的2008年，苗栗縣政府計劃徵收後

龍360公頃土地，打造「後龍科技園區」。洪

箱帶領抗爭，跟農友跑到台北抗議，「那種痛

啊，現在我想起來還會怕。你不知道未來在哪

裡；我的角色是種田，你把我的田賣掉，不是

斷了我的後路嗎？」所幸，2011年內政部營建

署駁回該開發案，農民保住田地。

洪箱帶我們走訪高鐵苗栗站周邊的重劃

區，解釋農地如何透過變更，變成可以投機炒

作的建地。她的身後，可以看見多幅巨大的

「專售本地」地產看板，還有廣告寫著「高鐵

六路美田1200坪，每坪1.9萬」。洪箱說，高

鐵附近農地，原本是生產優質米的良田，「現

在廢棄養蚊子，很可惜。」

實價登錄顯示，6年來，後龍的農地總交易

量達638筆，是苗栗第2熱絡的區域，價格總漲

幅則達26.3%；與後龍接壤的西湖更誇張，漲

幅高達295.1%。

除了洪箱所在的後龍，其實在竹南鎮的崎

頂，也曾面臨縣政府強硬徵收，要開發「崎頂

產業園區」。所幸，當時的崎頂自救會會長、

果農謝文崇挺身而出抗爭，終於保住農地。

「2013年春天，大埔已經徵收了，劉政鴻

在我們村莊辦說明會，農民就組自救會抗

爭！」62歲的謝文崇質疑，苗栗根本不缺工業

用地，「那時很多工業用地，劉政鴻都把它變

更為商業和住宅用地，然後再來圈農地開發，

現在仍是荒蕪一片，這很荒謬！」他和農民奔

走抗議，加上大埔「張藥房」老闆自殺事件，

迫使政府在2014年讓步，撤回開發。

據調查分析，竹南農地價格在6年間上漲

95.7%，每坪單價更走漲至2.2萬元（每公頃約

6655萬元），是苗栗農地第2貴的地方。謝文

崇感嘆，以崎頂為例，2分地（約0.2公頃）就

要價600萬元、蓋一座溫室則要300萬元，加起

來900萬，年輕農夫根本不可能買地，都是租

地耕作。

而對於農地的重要性，洪箱則強調，雖然

現在有進口農產品，但畢竟不如本地作物可以

確保品質，「人永遠跟土地、農業分不開。你

說，電腦可以吃到飽，別傻了，有一天沒米

了，你要怎麼吃到飽？把農地做成工業區，太

對不起老天爺了。」

各縣市農地 6年來交易狀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實價登錄網

新北市1

新竹縣/市15

台東縣2

屏東縣3

花蓮縣4

苗栗縣5

彰化縣6

宜蘭縣7

雲林縣8

南投縣9

台南市10

台中市11

高雄市12

嘉義縣/市13

桃園市14

2018年
每坪均價

5.3萬元

4439.6元

2.7萬元

7249.9元

7121.7元

1.3萬元

1.2萬元

1.3萬元

5125.6元

1.5萬元

7718.9元

3.2萬元

1.1萬元

4422.1元

2.7萬元

總漲幅

+117.4%

+58.0%

+45.4%

+29.2%

+28.8%

+27.9%

+18.3%

+18.3%

+15.9%

+15.1%

+13.8%

+13.6%

+11.6%

+5.6%

-5.3%

交易量

1343次

1953次

4908次

1萬2986次

4744次

4084次

1萬4054次

6884次

1萬2457次

5923次

1萬5133次

7113次

6879次

7344次

1萬6795次

排名

統計時間為2012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註

為
追查農地炒作，《蘋果》攜手「用數

據看台灣」團隊，爬梳12.3萬筆實價

登錄交易紀錄，分析2012年下半年至

2018年上半年6年間，台灣在全國各縣市、鄉

鎮，農地的價格、交易量、漲幅狀況。

新北農地 每頃竟1.6億

結果顯示，全國農地均價在2018年達到每

公頃4803萬元，與實價登錄上路前、農委會前

主委彭作奎所揭露的2010年均價1500萬元相

比，等於台灣農地8年暴漲220%、約為3.2倍。

若單就實價登錄期間6年的交易紀錄，漲幅約

27.7%。

台灣農地到底多貴呢？據地產商第一戴維

斯統計，台灣每公頃農地均價，是澳洲的750

倍、美國157倍、日本的14倍，農委會主委陳

吉仲也坦言，台灣農地世界最貴，「是無法抹

滅的事實。」

政大地政系教授林子欽分析，2000年《農

發條例》修法，政府開放農地自由買賣，猶如

打開農地商品化的潘朵拉盒子，「農地已經變

成不動產市場的一環。」農地研究權威林國慶

指出，台灣農地已脫離耕種目的，而成為許多

人投資標的，「就是買農地跟買黃金一樣！」

觀察各縣市漲幅，前6名散落在台灣北中南

東，顯示農地投機現象非單一區域。林子欽分

析，台灣各地農地上漲原因各異，北部受「政

府開發」影響，中部為「農地工廠」、東部是

「農舍」，南部則與「種電」相關。據農業統

計年報，台灣10年來已流失3.5萬公頃農地。

北台灣農地價格，以新北市漲最兇，6年暴

漲117.4%，排名全台第1，苗栗縣也漲近3成。

新竹縣（含新竹市）、桃園市，雖漲幅平緩，

但「單價」來到每坪2.6～2.7萬元（每公頃約

7865萬～8168萬元），為全台第3與第4高，

而全台農地單價最高縣市是新北市，每坪農地

5.3萬元，換算每公頃1.6億元。

深入新北29個行政區，以「北大特區」所

在地的三峽、與計劃打造「鳳鳴重劃區」的鶯

歌，農地漲勢最驚人，6年漲幅皆逾200%。代

書林孟毅說，除了重劃區，捷運三鶯線也推動

目前三峽農地行情，近期確實有不少人在收購

農地，「地主會用北大特區的地價，套用在農

地上。」

學者徐世榮直言，政府不斷以新的都市計

劃，徵收大量農地造鎮。林子欽說，地主期待

都會區擴張後，農地轉作住宅或商用的「轉

用」心理，就是拉抬北部農地價格的力量。

中台灣方面，只要是農地工廠越集中的地

區，農地也漲越兇。在彰化，「頂番婆」所在

地的鹿港、與其接壤的和美，6年農地皆漲逾6

成，等於1年漲10%，對比彰化全縣農地，6年

「僅」漲27.9%，顯示農地工廠影響價格走勢

深遠。

過去6年，農地工廠面積分居全國前2名的

彰化與台中，以彰化的執法態度最曖昧，彰縣

府甚至以「五不一絕對」，表示不會貿然拆除

農地工廠；這點，也反映在農地的交易量。數

據顯示，彰化6年有1.4萬筆農地交易，全國第3

多。

6年拆除745間農地工廠的台中，6年交易

量僅7113筆。可惜的是，量雖受遏止，但未影

響「價」，像潭子、神岡、豐原等區，6年農地

漲幅都超過3成。

至於東台灣，台東6年農地價格漲58.0%，

排名東部第一，也是全國第2；花蓮6年上漲

29.2%，宜蘭則漲18.3%。深入鄉鎮可發現，

越多農舍與民宿的區域、農地也漲得越多，像

台東的池上、宜蘭的礁溪、花蓮的瑞穗，漲幅

都超過100%。

青農感嘆 「買不起田」

宜蘭青年農民領袖賴青松回憶，

2000年他赴員山鄉務農，當地農

地每坪不到6千元，而目前已漲

逾2倍，面對農舍一棟

棟佇立田中央，他重砲

抨擊：「賣地的人是賣

故鄉，買地的人是買夢

想！」

礁溪七年級青農

方子維，望著家鄉

滿是農舍的農地，

感 嘆 雪 隧 通 車

前，「都是一望

無 際 的 稻

田，」目前礁

溪農地，每公頃要價近8千萬元之譜，他只能向

親戚借地種田，耕一年、算一年，「我想買塊

田，可是根本買不起。」

深入台灣最大糧倉的南部地區，大數據顯

示，近年力推綠電的屏東縣、雲林縣，6年農地

分別漲45.4%、18.3%；被雲林縣府設定為太

陽能發展重點的台西鄉、口湖鄉，漲幅「至

少」98%起跳，分居全雲林前兩名。

口湖青農王玎維說，當地有人將太陽能板

架高2公尺，號稱能在下面種咖啡，但大部分陽

光被遮住後，植物根本無法行光合作用，「這

是個幌子，是為了種電而種電！」

他透露，太陽能業者為爭取更多農地種

電，除了會免費為農民蓋溫室，還會聯合地方

樁腳遊說老農，只要對方答應種電，樁腳就會

拿到分潤。口湖老農王進吉痛批，一旦農地全

種滿太陽能，「農村永遠不會有發展了，這是

在剝奪年輕人！」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坦言，台灣農地確實是

世界最貴，未來會設法讓想耕作的農民租得到

田；有關種種農地亂象，政府會優先處理農地

工廠，因為這部分影響的農地面積高達1.4萬公

頃，「（農地工廠）有1、2千家，對農產品生

產影響很大！」

2010年

1500萬元

2013年

4484萬元

2014年
2015年

5008萬元

2016年
2017年

4533萬元

2018年

4803萬元

5208萬元

8年總漲幅

+220%

2010年數據為農委會前主委彭作奎揭
露，2012~2018年數據為《蘋果》整理
內政部實價登錄資料。

資料來源：

近年台灣全國農地均價 單位：公頃

3776萬元
2012年

實價登錄上路

■新北三峽一名農婦正在澆水，背後坐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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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買塊田，可是根本買不起！」

台灣20多年來的土地投機與掠奪，不僅

讓年輕人買不起房，連買塊地種田都是奢

求。《蘋果》透過大數據分析，揭露政府

長期放任農地「種」農舍、「種」工廠的

惡果，就是讓農地價格短短8年翻3倍，成

為一塊塊讓青農望之卻步的「鑽石田」，

良田逐漸流失，斷送台灣農業未來。

調查報導團隊

何柏均、侯良儒、林奐成、陳偉周、

陳鼎仁、吳宜靜

採訪團隊

王鍾豪、紀柏宇、陳品洋、張家禎、

姜喆懷、黃雅欣、黃亭瑋

版面構成

王士銓、胡祖維、薛合淇、耿詩婷、

王文婷

數位設計

專題網頁

「破壞者就是政府」北部北部北部

徵收2次毀我一生
【林奐成、侯良儒、陳偉周／調查報

導】「政客都想拿現撈的，真的很可惡；

徵收最殘酷，而且它是合法地搶奪。」因

曾擋下徵收案，而被封為「農地女俠」的

苗栗農民洪箱，一句話點出政府圈地開發

的蠻橫。《蘋果》彙整數據更發現，北部

歷年的開發案，推升新北三峽、鶯歌、苗

栗竹南、西湖等地的農地價格，使青農買

不起地。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痛批，政

府以開發案變更農地，每年逾千公頃農地

流失，「破壞者就是政府！」

總交易量12.3萬次

■苗栗公館農地有不少豪華農舍。 陳鼎仁攝

價格比較國家排名

澳洲10 6.5萬元

加拿大8 16.3萬元

美國6 31.1萬元

德國4 76.0萬元

日本2 351.1萬元

台灣1 萬元4882.6

單位：台幣∕公頃

資料來源：

第一太平戴維斯全球研究、
日本「全國農業會議所」、
台灣內政部實價登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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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1%苗栗西湖 113次

239.1%新北三峽 204 次

214.2%新北鶯歌 112次

188.2%苗栗卓蘭 210次

95.7%苗栗竹南 256 次

■「農地女俠」洪箱帶我們走訪位於後龍
的高鐵站周邊，嘆良田被徵收。 陳鼎仁攝

漲幅 交易量

女俠苦嘆

4883萬元

農地
全球最貴 政府放任 良田流失

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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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

》獨家



遍地「插滿」農舍的宜蘭員山，卻也是台

灣最大新農社群的所在地。有如台灣「農業革

命家」的賴青松，在臉書還沒問世前，就以

「穀東俱樂部」打造社群經濟，吸引逾400名

粉絲；他更協助青農租地耕作，以一人之力，

掀起宜蘭新農潮。

為調查農舍濫建現場，《蘋果》前進蘭陽

平原；才剛下交流道，就看到一間又一間的豪

華農舍，此起彼落的交錯在稻田間，根據內政

部統計，2000年至去年3月，宜蘭發出6138張

農舍建照，數量全台最多。

青農無奈組社群護地

我們再轉進台7線，來到員山的深溝村，一

位身材精瘦、正在田裡忙著收成的農夫，他，

就是憑一人之力、掀起宜蘭新農潮的賴青松。

他帶著《蘋果》記者走訪當地，指著一棟3層樓

高、充滿歐式風情的農舍說：「這幾乎就是度

假會館了嘛！」更打趣說在村子附近，有一條

散布各種一間比一間豪華農舍的「豪宅巷」。

厭倦都市生活的賴青松，30歲那年，帶著

當時2歲大的女兒，舉家「東漂」到宜蘭，一邊

務農、一邊從事日語翻譯；2004年他成為全職

農夫，並且創辦台灣第一個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社群支持型農業)「穀東

俱樂部」。

許多人會認為穀東俱樂部是一種網購平

台，但其實，它的概念更像是群眾募資，也就

是採預約式購買，計劃性生產，當中的風險是

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分擔。賴青松說，「穀

東」的概念其實跟「股東」差不多，差異在於

投資標的物是稻米。

創立初期，大多是過去參加環境運動的朋

友，一人買一包米支持他，最後逐漸在網路上

打開知名度；目前5甲地的稻米產量，已可年年

完銷。不過，賴青松不打算擴大種植面積、走

向農企業，「我不想弄得品牌很大，然後穿西

裝去賣米」。

一個人奮鬥了5、6年，有幾個「穀東」不

想只做消費者，來到深溝村找賴青松表達自己

的務農夢，賴青松也就這麼開始教這些菜鳥農

夫耕種，還幫忙他們向老農租田，「讓這些有

心想從農的人，回到土地上，不管用租的也

好、用借的也好、用買的也好，真正從事耕

作，他就會成為農地的保護者」。 

 ■記者陳偉周、侯良儒、陳鼎仁

133.7％。至於花蓮，農舍

與民宿聚集的瑞穗鄉，6年來

農地共漲了112.1％。

《蘋果》沿著台9線往花蓮挺進，來到緊鄰

市區的吉安鄉，一路上的田間小路「種滿」透

天厝民宿，再往南前進瑞穗鄉，沿途除了山

景，最多的就是「台9線售農地」的看板。

青年租地淪新佃農

「這邊的地，都是被外縣市的人買走。」

青農徐張榮域無奈說，瑞穗鄉是觀光大城，擁

有「北回歸線」、「瑞穗牧場」等景點；這些

年來，投資客買光溫泉區的農地，推升農地價

格，「我們沒辦法買只能租（農地），只能租

的情況下，你就被綁死」。

徐張榮域告訴《蘋果》，他找不到農地耕

作，只能從吉安「南漂」到瑞穗找地；好不容

易看上一塊田，地主開出天價讓，「一坪開

7000元，我買不起，那邊有2公頃半，買下來

要5000、6000萬元！」他最後租地當「通勤

農夫」，每天往返兩地約56公里，就為了照顧

自己的田。

花蓮另一個農舍與民宿的重災區，是緊鄰

花蓮市的吉安鄉。青農黎彥宏抱怨說，自己的

韭菜田，全被退休人員買下的豪華農舍圍城，

「 農 舍 住 戶 會 來 檢 舉 ， 嫌 我 施 肥 的 雞 糞 太

臭」。他一邊揮刀割韭菜，一邊說：「一坪農

地要價3、5萬元，買一塊5分的地就好幾千萬

元，靠種田餬口根本不可能。」

政大地政系教授林子欽分析，2000年《農

業發展條例》修法後，開放自然人交易買賣農

地，許多投資客在農地上興建農舍、有些轉為

民宿，加速不動產市場及農地市場合而為一，

「2000年之後，有相當高比率的農地持有者，

他買農地本來就不是為了生產（耕種）」。

《蘋果》拜訪當年修改《農發條例》的時

任農委會主委彭作奎，他回憶：「『新購農地

不得建興農舍』這10個字如果沒有劃掉，絕對

就能維持住農地跟農地價格。」但國民黨當年

選情低迷，老農派立委不採納他的意見，最後

彭斷然辭官，「結果現在幾乎每個公務員都有

一塊農地，他買一塊農地是跟買一台電視一

樣」。

的，看到很多（土地）變成水泥之後，其實

有點難過，回去不了！」

中正大學行銷所畢業的方子維，許多同學

都在企業做行銷企劃，他卻選擇返鄉務農。他

說，每次在家鄉騎車兜風，都會驚覺：「咦？

這裡甚麼時候又多了一間（農舍）。」

方子維說，上百斤的稻米只能賺幾十萬

元，「但農地隨便一塊都要上千萬元」。迫於

無奈，他只好向親戚借地耕田，耕一年、算一

年，「反正我買不起（農地），買不起乾脆想

別的路」。

內政部統計，2000年至2018年3月間，宜

蘭縣共發出6138張農舍使用執照，數量居全台

之冠。農委會則統計，宜蘭有925公頃的農地被

蓋農舍，面積相當於292個大安森林公園。

事實上，宜蘭縣府對於農舍，並非一直放

任不管。2015年，時任縣長林聰賢宣布加嚴農

舍興建標準；此外，有鑑於許多農舍被轉作民

宿經營，同年他再宣布，11個鄉鎮的農舍不得

做民宿。2016年林聰賢3度祭出「鐵腕」，開

徵農舍房屋稅。

林聰賢一連串打擊農舍政策，引起老農反

彈。直到2017年2月轉赴中央擔任農委會主

委，改由吳澤成接棒代理縣長；吳為了平息民

怨，宣布「土地規土地、房屋歸房屋」，取消

農舍的房屋稅。 

瑞穗6年暴漲112％

2017年11月，時任代理宜蘭縣長的陳金

德，宣布退還先前課徵的農舍房屋稅4500多萬

元；隔年2月又修改《農業用地申請興建農舍審

查作業要點》，解除農舍臨路規定。2018年底

陳卸任前，他更「突襲式」公告放寬農舍經營

民宿的區域，完全鬆綁林聰賢時代所有農舍

禁令。

宜蘭小農團體「倆百甲」發起人楊

文全批評，農舍除炒作農地價格，更阻

擋農業發展：「我親眼看到鷹架整片倒

下來，稻子還沒割完，蓋農舍的怪手就

開進來了。」

楊文全曾在2014年，被延攬擔任宜蘭縣

農業處處長，為打擊農舍問題，他主導制定

《 興 建 農 舍 申 請 人 資 格 及 農 舍 建 築 審 查 辦

法》，規定農舍必須臨路、臨側，面積不能超

過農地10分之1，換句話說，農舍不能蓋在田中

央，引發地方反彈。

楊文全回憶，「那年4月7日公布很多辦法

之後，房仲、農會紛紛跑出來抗議，6月就登報

要我們撤回這個辦法，9月8日來抗議。」阻擋

農舍開發商的結果，讓他隔年黯然下台。

《蘋果》分析大數據發現，宜蘭12鄉鎮區

內，礁溪鄉漲幅最驚人，從2012年每坪農地價

格約1.3萬元，到2018年漲到2.6萬元，6年漲

總幅達100％。換言之，如果要在宜蘭耕作一公

頃面積的稻米，必須豪擲7800萬元買農地。

同樣位於東台灣的台東，16個行政區裡，

以池上鄉的農地價格漲幅最驚人，總計6年上漲

的，看到很多（土地）變成水泥之後，其實

有點難過，回去不了！」

中正大學行銷所畢業的方子維，許多同學

都在企業做行銷企劃，他卻選擇返鄉務農。他

說，每次在家鄉騎車兜風，都會驚覺：「咦？

這裡甚麼時候又多了一間（農舍）。」

方子維說，上百斤的稻米只能賺幾十萬

元，「但農地隨便一塊都要上千萬元」。迫於

無奈，他只好向親戚借地耕田，耕一年、算一

年，「反正我買不起（農地），買不起乾脆想

別的路」。

內政部統計，2000年至2018年3月間，宜

蘭縣共發出6138張農舍使用執照，數量居全台

之冠。農委會則統計，宜蘭有925公頃的農地被

蓋農舍，面積相當於292個大安森林公園。

事實上，宜蘭縣府對於農舍，並非一直放

任不管。2015年，時任縣長林聰賢宣布加嚴農

舍興建標準；此外，有鑑於許多農舍被轉作民

宿經營，同年他再宣布，11個鄉鎮的農舍不得

做民宿。2016年林聰賢3度祭出「鐵腕」，開

徵農舍房屋稅。

林聰賢一連串打擊農舍政策，引起老農反

彈。直到2017年2月轉赴中央擔任農委會主

委，改由吳澤成接棒代理縣長；吳為了平息民

怨，宣布「土地規土地、房屋歸房屋」，取消

農舍的房屋稅。 

2017年11月，時任代理宜蘭縣長的陳金

德，宣布退還先前課徵的農舍房屋稅4500多萬

元；隔年2月又修改《農業用地申請興建農舍審

查作業要點》，解除農舍臨路規定。2018年底

陳卸任前，他更「突襲式」公告放寬農舍經營

民宿的區域，完全鬆綁林聰賢時代所有農舍

禁令。

文全批評，農舍除炒作農地價格，更阻

擋農業發展：「我親眼看到鷹架整片倒

下來，稻子還沒割完，蓋農舍的怪手就

開進來了。」

楊文全曾在2014年，被延攬擔任宜蘭縣

農業處處長，為打擊農舍問題，他主導制定

《 興 建 農 舍 申 請 人 資 格 及 農 舍 建 築 審 查 辦

法》，規定農舍必須臨路、臨側，面積不能超

過農地10分之1，換句話說，農舍不能蓋在田中

央，引發地方反彈。

楊文全回憶，「那年4月7日公布很多辦法

之後，房仲、農會紛紛跑出來抗議，6月就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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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委會統計，上萬座工廠盤據全台1.3萬

公頃農地，面積相當於半個台北市。

面積前兩大的縣市是彰化2348公頃、

台中2170公頃，兩地加總面積達到全國的3

成；若加上第3名高雄的1941公頃，面積則接

近全國的一半，且許多工廠都未登記，是「災

情」最慘重之處。

查詢「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圖台」，可以

看到代表「農地工廠」的紅點，密密麻麻佔據

兩大地區：台中的潭子、大雅及神岡，為台灣

重要的精密機械加工聚落；另一區，則是彰化

的鹿港、和美地區，也就是水五金產業的重鎮

「頂番婆」。

潭子地價台中最貴

《蘋果》比對近6年實價登錄數據，發現彰

化的農地漲幅達28％，為全台第6高；交易量1

萬4054筆，全台第3多。細看各鄉鎮，和美鎮

農地每坪要價2.8萬元，是彰化最貴地區，交易

量也有671筆；在鹿港，6年來農地價格飆漲

68.8％至每坪1.7萬元，是彰化第5貴區域，交

易量更破千，是彰化最多。

另一方面，台中農地均價來到每坪3.2萬

元，為全國第2貴，僅次新北；總交易量達

7113筆，全國第7多。農地工廠所在的潭子，

2018年的農地價格達到每坪10.3萬元，不僅是

台中最貴，且價格是台中平均值的3倍之多。

談到鹿港農地，許文烽解釋：「工廠絕對

影響這裡農地的價格，大車能到跟不能到的，

價差馬上就出來了；工廠喜歡在大馬路旁邊

的，出貨比較方便。」許文烽回憶，以前兒時

1980年代初，一分大的農地價格約15萬元，現

在已漲到700萬元，價差達到46倍。

2000年後，彰化農地的價格飆漲，便是直

接受到政府錯誤政策的影響。許文烽指著遠方

說：「那邊的幾家工廠，幾乎都是外地人來買

的。那時候，（《農發條例》）開放自然人可

以買農地，附近蓋工廠的就增加了，也帶動了

農地價格。」

許文烽認為，針對新蓋的農地工廠，「應

該要即報即拆，一定要設下停損點，不能再增

加了」。對於既有的工廠，要由政府出手並輔

導轉型，讓他們取得合法的工業使用土地。

「政府沒輔導措施」

彰化溪州農民黃生富說，10幾年前一分農

地價格200多萬元，但現在已經漲到300多萬

元，感嘆：「農地太貴，暫時不會想買，先租

地耕作。」他回憶：「以前有五分車路，台糖

火車在跑！溪州本來空氣最好，後來橡膠公司

設廠，空氣變差了。我記得，以前水溝隨便都

有魚蝦可以抓，現在都沒有了。」

然而，行政院長蘇貞昌2月在立法院備詢時

公開表示，7000多家領有臨時登記證的農地工

廠，明年到期可繼續經營。對於長期群聚、沒

有污染與公安疑慮的工廠，「我們希望就地輔

導，給他們各方面的幫助跟誘因。希望能夠讓

這些為台灣拼經濟的工廠老闆，不用害怕被

拆。讓他安心拼經濟，才是對台灣最有利。」

蘇貞昌的說法引發環團質疑，但是農委會

企劃處長蔡昇甫受訪時說：「一定要杜絕農地

工廠現象持續發生，在這件事情上，農委會的

立場一直都沒有變。」他強調，如果遇到地方

取締農地工廠不力，中央可介入處理，將工廠

強制斷水斷電。

許文烽則痛批，政府未提出具體輔導措

施，就讓農地工廠走向合法，「只要到選舉，

就把臨登展延，其實就是『就地合法』；用這

種臨登的方式，去讓他們繼續做」，籲政府協

助工廠遷至合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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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周、侯良儒、陳鼎仁、吳

宜靜／調查報導】「我們常常笑說在

宜蘭，全世界的房子都看得到！」

宜蘭青農方子維自嘲，在家鄉礁溪，

常常會發現又有新的豪華農舍冒出；

《蘋果》分析大數據發現，以溫泉聞名

的宜蘭礁溪、有「米故鄉」之稱的台東

池上，6年來農地價格都大漲逾100％。

【林奐成／調查報導】「水

稻專業戶要種10公頃，在這裡差

不多要花7至10億元來買，沒人有

這麼多錢還來種田，農地價格真的

很誇張！」站在水稻田埂上，彰化

鹿港農民許文烽感嘆，不遠處一座

座的鐵皮工廠，正是農地遭炒作上

漲的元兇。大數據也顯示，近6年

鹿港農地飆漲近7成，另一工廠群

聚地台中潭子則大漲31.8％，反映

「鑽石田」亂象持續惡化。

工廠禍害良田
推升農地價格

農地本該用於農作，但在彰化、台中的農

地上，一間間鐵皮工廠吐出黑煙與廢水，以污

染作為代價，建造一座加工王國。面對如此亂

象，無論中央地方、藍綠執政皆長期漠視，甚

至想大開就地合法巧門，令農地研究權威林國

慶痛批：「一個制度讓不守法者變贏家、守法

者變輸家，那就是一個爛制度，問題會永遠存

在！」

頂番婆產值600億

1960年代起，台灣政府為吸引外商投資，

在各地廣設加工出口區，之後中小企業開始在

都市外圍的農地興建工廠。在彰化和美、鹿港

一帶的「頂番婆」水五金聚落，逾300家中小

企業群聚，為美日品牌代工，打造出「水龍頭

王國」，年產值曾高達600億元。

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法，開放自然

人買賣農地，中小企業為降低成本而在農地興

建工廠，農地價格因而水漲船高。然而，工業

生產帶來了污染。農委會統計，彰化縣列管污

染農地達329公頃，面積全國第2；工業廢水流

入灌溉溝渠，農地遭重金屬污染，估計整治須

14億元。

台北大學都市計劃所助理教授葉佳宗分

析，土地使用有「競租」的概念，「如果農地

不限制農用而有更大利益，民眾就會嘗試這樣

做。比方說，租給人家當倉庫、蓋工廠，甚至

成為投資標的。」

他痛批，地方政府長期未嚴格取締違章工

廠，「直到最近社會有這樣的氛圍，才開始要

去拆農地工廠。以前難道沒有違規嗎？早就在

違規了，只是沒有去取締。」

2016年民進黨重返執政後，宣示該年5月

20日後新建的農地工廠，應即報即拆；然而，

地方政府的執法態度卻曖昧不明。2017年，彰

化縣前縣長魏明谷拋出「五不一絕對」，即工

廠不污染農地、河川、空氣、不影響公安、不

逃漏稅，政府會就地輔導，但也絕對不能再蓋

新工廠，遭解讀是對農地工廠開「就地合法」

小門。

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諸多政

策推動遭受質疑，擔任救援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更宣示，對於沒有污染及公安疑慮的工廠，將

「就地輔導」合法，引發軒然大波。環團「地

球公民」研究員吳其融批評，在沒有提出輔導

措施的情況下，顯示中央對7000多家領有臨時

工廠登記證的農地工廠態度軟化。

葉佳宗認為，大量工廠群聚、土地已無法

恢復的地帶，可規劃成產業園區，但違章的廠

主須支付相對應的罰金，以符合社會正義。相

對的，政府應嚴加取締零星分布的農地工廠，

將其遷至合法工業區，以免農地繼續受到傷

害。

農委會前副主委林國慶也指出農地工廠是

「守法者是受害、破壞者是受益」尤其違章業

者長期在農地生產，土地價格還被越推越高，

如果政府輕易讓違法者就地合法，「這合乎公

平正義原則嗎？」 ■記者林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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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合法「公平嗎」

田中央冒「豪宅巷」
歐風農舍3層高

怪手就開進來了
稻子還沒割完

■宜蘭一處農地正在收割稻穗，背後就是一
棟荒廢的農舍。 何柏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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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7千家農地工廠
▲ 《蘋果》直擊雲林台

19沿線佈滿結合太陽能
發電的溫室。 陳鼎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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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一間太陽能結合菌類種植的溫室，
《蘋果》直擊裡面僅一片荒土。 侯良儒攝

記
者深入宜蘭礁溪，

用空拍機俯視蘭陽

平原，只見一棟又

一棟的豪華農舍、歐式別墅

霸佔田中央，整片農地被切

割得支離破碎。驅車在鄉間

小路，遍布「售農地」、

「開心農場總價2072萬

起」等看板，天文數字讓

青農望塵莫及。

7年級的宜蘭在地青

農方子維感嘆，2006年

雪隧開通後，許多外地

的 都 市 人 ， 為 了 一 圓

「田園夢」，來到礁溪

買農地、蓋農舍，

「土地是會呼吸

農地工廠面積前3名縣市

資料來源：農委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圖台

中部

工廠禍害良田
中部

工廠禍害良田工廠禍害良田
中部 東部

怪手就開進來了
東部

怪手就開進來了怪手就開進來了
東部

雲林「假耕作 真種電」
《蘋果》直擊 綠能政策被玩偏南部

雲林「假耕作 真種電」
南部

雲林「假耕作 真種電」雲林「假耕作 真種電」
南部

全國

13859
公頃

2348公頃

2170 公頃

1941 公頃

16.9%

15.6%

14.0%

其他19縣市53.5%
彰化縣第1名

台中市第2名

高雄市第3名

農地專題
你也可以這樣看
正面搭背面

更全面看台灣

資料來源：內政部

宜蘭縣6138張

花蓮縣2132張

台東縣1309張

全國

37488
張

 2018年僅統
計至3月。

註

5.7%

3.5%
其他19縣市 74.4%

2000年至2018年農舍發照數

16.4%

資料來源：
內政部實價登錄網

電、不種植，「之前違規的比率非常非常

高」。監察院也在2017年，糾正經濟部欠缺審

查機制；目前只要發現假耕作，地方農業局處

會通知能源局，廢止光電許可，「這對光電業

者是最關鍵的一擊」。

「那是個幌子，是為了種電而種電！」29

歲的口湖青農王玎維告訴《蘋果》，當地一位

農夫打算在太陽能板下的農地種咖啡，最後根

本種不起來，「因為太陽能板把大部分的陽光

都遮住了，在無法行光合作用的情況下，如何

讓植物生長？」

他透露，有多家太陽能業者，都想在他的

雞舍上鋪太陽能板，但都被他拒絕，「因為種

下去的第一個要件，就是20年都不能更動，不

是2年喔，是20年！第二，20年後太陽能板是

否能回收？第三，如果能回收，那最後又到了

哪裡？」

王玎維不諱言，確實有不少農夫，著眼每

個月每分地萬餘元的補助，非常贊成種電，導

致當地農民分裂為支持、反對2派；太陽能業者

為擴大種電面積，還會聯合地方樁腳說服老

農，一旦老農願意讓農地種電，業者就會分潤

給樁腳。

在老農飽了荷包，開始「呷好道相報」，

被犧牲的就是青年農民。王玎維指出，當太陽

能業者以高於出租價的報酬租地種電，譬如一

塊地出租的價值僅50萬元，「太陽能廠商就會

說，『我80萬元跟你承租！』他（老農）就不

會承租給要種田的人，這都是看在錢的分上傷

害自己的土地！」

王玎維回憶，小時候的口湖不僅處處是農

田，還種滿許多油菜花，不少外地人慕名而來

拍照；但20年過去，家鄉已經看不到油菜花，

「以前只有花海，現在都變成太陽能海了」。

在頂口湖創辦「青生活農場」的青農吳東

臻、謝易陶，以無毒飼養肉雞「黑羽雞」；這

對頂著陽明大學碩士、僅79年次的創業夥伴，

挺過2016年梅姬颱風差點毀掉事業的困境，目

前已經能以一年8個批次，將雞隻直接銷售給終

端消費者。

免費蓋溫室當誘因

吳東臻、謝易陶也遇過太陽能業者登門拜

訪，對方甚至說，只要願意出借溫室屋頂鋪太

陽能板，就「免費」再幫他們蓋一座溫室，他

們說：「這樣蓋大概50、60萬元跑不掉，那時

候很心動呀，莫名其妙就50、60萬元砸給你，

然後每個月再給你2、3萬元。」

後來考量日照因素，儘管最後拒絕了這個

「誘人」的邀請，卻也讓吳東臻、謝易陶對太

陽能業者的「好野」留下深刻印象，想說：

「太陽能是有多賺啊？竟能免費蓋雞棚！」

本身就是口湖人的吳東臻觀察，「如果海

水倒灌、鹽化地，（種電）真的是OK，」但實

際的狀況，卻是有許多農地明明還可以耕種，

卻硬是申請種電，政府原本立意良善的綠電政

策，變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最後就被人玩

偏了」。

《蘋
果》爬梳12萬筆農地交易發現，

南部幾個力推綠電的大縣，農地

價格漲勢不小，例如屏東全縣農

地均價，6年上漲45.4％，被縣府定位為太陽能

「示範區」的高樹鄉，漲幅更達53.3％。

計劃鋪設全國最多太陽能板、約1700公頃

的雲林縣，儘管6年來全縣的平均農地「僅」漲

18.3％，但雲林20個行政區裡，地處沿海的台

西鄉、口湖鄉，竟然有近100％的漲幅，像台

西農地6年就漲了128.5％，口湖則走揚98％。

連灑水設備都沒有

為調查實際情況，《蘋果》驅車前往雲

林，發現台西與口湖的太陽能板種電量確實龐

大，面積往往動輒一個足球場，不僅如此，記

者沿著台19線前進褒忠鄉、崙背鄉、二崙鄉等

離海鄉鎮，更直擊許多屋頂上鋪滿太陽能板的

溫室，有些甚至對外宣稱是結合耕作的「菇菌

類培植場」，但掀開包裹在溫室外的黑布察

看，裡頭盡是荒煙漫「土」，連最基本的灑水

設備也沒有，更遑論培植菇類。

一名南投菇農道出其中「荒謬」，他說，

台灣的香菇產地大多在中部山區，主要是因為

香菇不適合溫度超過25℃的環境，所以台中以

南都不適合；他更透露，過去有業者為了申請

種電，跟菇農買用過的太空包（培育菌包），

然後擺在溫室內佯裝種植，配合政府審查。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辦法」規定，能鋪設

太陽能板等綠能設施的農地，除非被公告為

「地層嚴重下陷區」，如雲林沿海四鄉：台

西、四湖、口湖、麥寮農地，否則就得「結合

農業經營」。

農委會企劃處長蔡昇甫坦承，溫室只種

【侯良儒、陳鼎仁／調查報導】《蘋

果》直擊，雲林多間包得密不透風、屋

頂鋪滿太陽能板的溫室，裡頭盡是一片

荒土，疑似「假耕作、真種電」。實價登

錄更顯示，2012至2018年，雲林沿海種

電大鎮台西、口湖，農地價格最多漲1.3

倍；政府綠能政策的美意，儼然成不肖業

者牟利工具，更因而推升農地價格。

個月每分地萬餘元的補助，非常贊成種電，導

致當地農民分裂為支持、反對2派；太陽能業者

為擴大種電面積，還會聯合地方樁腳說服老

農，一旦老農願意讓農地種電，業者就會分潤

給樁腳。

被犧牲的就是青年農民。王玎維指出，當太陽

能業者以高於出租價的報酬租地種電，譬如一

塊地出租的價值僅50萬元，「太陽能廠商就會

說，『我80萬元跟你承租！』他（老農）就不

會承租給要種田的人，這都是看在錢的分上傷

計劃鋪設全國最多太陽能板、約1700公頃

的雲林縣，儘管6年來全縣的平均農地「僅」漲 南都不適合；他更透露，過去有業者為了申請

種電，跟菇農買用過的太空包（培育菌包），

然後擺在溫室內佯裝種植，配合政府審查。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辦法」規定，能鋪設

太陽能板等綠能設施的農地，除非被公告為

「地層嚴重下陷區」，如雲林沿海四鄉：台

西、四湖、口湖、麥寮農地，否則就得「結合

農業經營」。

農委會企劃處長蔡昇甫坦承，溫室只種

■雲林青農王玎維，感嘆家鄉被太陽能板海包圍。 侯良儒攝

127.6
%

漲
幅

麻
豆
區

133.7
%

漲
幅

池
上
鄉

133.7
%

96.5
%

漲
幅

二
崙
鄉

53.3
%

漲
幅

高
樹
鄉

87.8
%

漲
幅

西
螺
鎮

74.1
%

漲
幅

中
埔
鄉

45.0
%

漲
幅

布
袋
鎮

35.9
%

漲
幅

番
路
鄉

95.0
%

漲
幅

新
營
區

72.7
%

漲
幅

內
埔
鄉

98.0
%

漲
幅

口
湖
鄉

112.4
%

漲
幅

關
山
鎮

112.4112.4112.4
%

90.4
%

漲
幅

卑
南
鄉

73.1
%

漲
幅

鹿
野
鄉

128.5
%

漲
幅

台
西
鄉

布
袋
鎮

98.0
%

漲
幅

125.9
%

漲
幅

左
鎮
區

103.0
%

漲
幅

永
安
區

103.0
%

91.4
%

漲
幅

旗
山
區

55.1
%

漲
幅

岡
山
區

195.5
%

漲
幅

枋
山
鄉

195.5
%

162.2
%

漲
幅

車
城
鄉

162.2162.2162.2
%

99.0
%

漲
幅

恆
春
鎮

種電大鎮

統計時間為2012至2018年。註
資料來源：內政部實價登錄網

128.5% 377次雲林台西

98.0% 437次雲林口湖

53.3%1097次屏東高樹

農地漲幅
漲幅 交易量

排名
種電面積
（公頃）

潛在發電量
（百萬瓦）

雲林縣 1 1699.1 948

彰化縣 2 1502.7 546.2

台南市 3 863.4 405.9

桃園市 4 678.2 242.8

嘉義縣 5 323.4 181.6

各縣市太陽能光電
短期推動目標

至2020年。註

資料來源：
經濟部「太陽光電單一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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