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 評審項目 內容說明 

權重(%) 

基礎權重 自訂權重 
(總數不得超過40%) 

小計 

領航性 

規劃未來發展 個人對於農村未來發展願景，以及理想落實機制與規劃。 

30  30 引動青年參與 引動青年人力、團體，參與農業或社區發展等。 

經驗傳承 透過經驗傳承、交流及合作，提升農村社區自主發展與永續經營之能
力。 

生產 

產業的活力展現
及永續性 

個人對於農村社區產業發展、產業跨域合作、農企業轉型及產業資源
整合，以達創造就業機會、地產地消及落實農村社區回饋機制之目的。 

10 
依參賽者 
自訂分數 

 
六級化產業推動
持續性 

協助整合農村一至三級產業，規劃生產、加工及販售之六級化產業行
銷策略，提升農村產業附加價值及振興農業，有卓越貢獻者。 

生活 

生活空間與環境
特色營造 

發揚農村景觀及特色之生活空間營造、採用有利產業發展，且符合環
境永續之建成技術，重視農地農用及休耕地使用，並考量能源使用狀
況、結合農村傳統工法融入農村風貌、 友善生活環境建置、基礎設
施維護與管理、環境清潔維護等。 

10 
依參賽者 
自訂分數 

 社區組織參與與
活力展現 

社區發展組織之運作與協調、居民參與社區發展之積極性與主動性、
區域公共資源整合(如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或公所)與共享等。 

文化保存與活化 
保存、修繕與形塑具農村風貌或地方特色之住宅及建築物，農村傳統
文化遺產或地方技藝傳承與推廣的積極作法(如：在地特殊農村文化遺
產、各類農村景觀、村史調查與推動、農具保存及地方農村民俗等）。 



 

	

生態 

生物多樣性之維
護 

帶動農村社區居民建立維護自然生態資源之觀念，實踐農村社會與自
然和諧共生之願景。透過土地管理之方式，維護動植物棲地，並輔導
農村社區進行生態資源調查及資料庫建置等。 

10 
依參賽者 
自訂分數 

 生態保育與特色
發展 

帶動農村居民建立生態保育之觀念，並引導農村推動節水節能減碳及
其他農村生態環境之相關措施(如推動雨水回收、綠能光電、農業廢棄
物再利用情形、推動綠保標章等)。 

友善耕作實踐 推動耕作方法轉型，由傳統慣行農法轉變為友善農法，並促進農業友
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 

  權重總計(%) 60 40 100 

備註：基礎權重占比。領航性為30%，生產、生活及生態三大面向各佔 10%，基礎權重共計 60%，另考量各參選者特色不同，參選者可就農村社區 
發展之生產、生活、生態三大面向自訂權重共計 40%，總權重合計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