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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玉里鎮位於臺灣花蓮縣南部，面積約為 252平方公里，是臺灣面積最大的

鎮。鎮的西半邊為花東縱谷平原，加上秀姑巒溪由南向北貫穿全鎮，所以玉里鎮

的經濟產業以農業為主。根據花蓮縣政府民政處及內政部戶政司統計，玉里鎮在

西元 1981年人口數高達約 4萬人，西元 2024年 6月統計人口為約 2萬人(花蓮

縣政府民政處，2023)，每年的人口數不斷在下降。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小時候常聽爺爺奶奶說以前的玉里鎮十分繁榮，不僅人口眾多，還帶來許

多商機，街上都是五花八門的商店，好不熱鬧。但近年來的玉里鎮卻不是如此，

因時代的變遷，鎮上從事務農的人口大幅降低，學生高中畢業後陸續到外縣市就

學，或到外縣市尋求就業機會，現在走在街道上，街道冷清沒什麼人，放眼望去，

大多都是小孩和老年人，讓我們為玉里鎮的未來發展擔憂，我的家鄉會不會就此

沒落。 

    就讀中城國小期間，從同學口中聽到有學長的爸爸是位網紅，我們上網搜尋

資訊，發現他是位返鄉務農的玉里人，也是中城國小的校友，在臉書上還有不少

粉絲追蹤，很多人都去看他拍攝的影片，內容都是有關農民的日常生活。讓我們

不禁好奇竟然有玉里人從外縣市回到家鄉工作，從事辛苦的農活，而且還有在拍

影片經營自媒體，吸引了許多關注。所以我們想要了解大學長為何決定返鄉工作，

還這麼有創意將枯燥的日常拍成有趣的影片。若大學長能分享返鄉工作的寶貴經

驗，讓其他在外打拼的玉里人有個參照對象，願意返鄉發展，也許能有機會重現

玉里鎮的繁榮景象。 

     

三、研究問題 

(一)了解學長返鄉務農之原因 

(二)探討學長返鄉務農之歷程 

(三)了解學長發展自媒體之動機 

(四)探討學長發展自媒體之歷程 

(五)探討學長結合自媒體行銷所帶來之效益。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圖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資料蒐集 

    當我們決定主題後，老師帶我們上國家圖書館的碩博士論文網，我們在上 

  面搜尋有關「返鄉務農」以及「自媒體」相關的論文資料；還到圖書館找相       

  關書籍來閱讀。最重要的是上網瀏覽學長所經營的臉書專頁：小劍劍-務農夫 

  婦×田園日記，讓我們了解學長平時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二)訪談 

    訪談法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互動，有助於收集資訊，我們採用半結構 

  式訪談，事先針對研究問題設計好訪談大綱，希望能收集到更具體且深入的資 

  料。 

 

參、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文獻資料蒐集 

(一)返鄉務農 

      志願務農者踏上歸農之路多起因於他們對健康、自給自足生活，或工作新 

  契機的探尋，並於獲得他人及外在的正面支持力量，得以在艱困的農業環境中 

  繼續前進。返鄉務農工作者從事農業所遇到的困境包含支持系統建立的不容 

  易對於農業政策的法規理解與實際遭遇的務農狀況銜接不上和務農實務操作 

  面的挑戰。而近年來各縣市政府陸續成立青年返鄉創業或就業之專責單位，且 

  在就業機會貧乏的偏鄉，更需積極加強發展青年返鄉創業政策，這些政策對於 

  青年實踐返鄉創業具有實質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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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行銷 

      在經營過程中，青年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代際衝突、缺少交流場域、行銷 

  與管理專業知識不足以及政策法規的限制。研究建議政府和社會應提供更多支 

  援，包括提供交流平臺、專業培訓、資金援助和政策放寬，以促進青年返鄉的 

  可持續發展。 

(三)產業結合自媒體  

 自媒體提供了一個互動性高、即時性強的平臺，讓中小型傳統產業能夠更

貼近消費者、更有效地傳遞產業品牌訊息。自媒體的建置對傳統產業的幫助相

當大的，社群媒體不僅提高了市場曝光度和品牌知名度，還促進了與客戶和利

益相關者的直接互動，提升了業務的經營效益。自媒體的運用也為中小型傳統

產業帶來全新的體驗與營運機會，藉此來強化企業形象、開拓新的營運方式，

與消費者建立更緊密的關係與資源靈活應對，創造出新的契機與轉機，促進中

小型傳統產業的永續發展。 

 

二、訪談內容 

    我們訪談的對象是中城國小畢業的大學長-謝銘鍵，他在玉里鎮從事務農超

過十五年，平時透過拍攝有關種田的有趣影片，將農夫的日常生活介紹給大家，

他的影片頻道已有超過十萬人訂閱，是一位「一手拿鋤頭，一手拿鍵盤與手機」

的農夫。我們想透過訪談了解為什麼學長會返鄉務農，怎麼將務農和影片作結合，

讓傳統產業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希望能透過他的經驗，給想留在玉里鎮打拼的

年輕人 

一個希望。 

  (一)鄉村生活原來比都市美好 

  從大學長的分享中得知，都市的工作機會與賺的錢雖然比較多，但開銷也 

  很大，收入和支出是打平的。都市生活腳步很快，整天被時間和工作追著跑，  

  感覺自己變成了機器人一樣，失去原有的對生活的熱情，於是決定回到家鄉工 

  作。大學長家中原本就從事農業，返鄉後順理成章接手家業，即使務農賺的錢 

  不多，但這是他一直以來所嚮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二)務農真的有夠辛苦 

  大學長當農夫後深刻體會「日出而作」，每天都要很早起床出門工作，但 

  「日落不一定能息」，農忙時期，除了種田外，還要處理農作物的包裝及銷售， 

  每天工作時間很長。除此之外，還要頂著烈日及寒風在田裡工作，若遇到天災，  

  那更是嚴重的打擊作農人的信心，因為很有可能所有努力毀於一旦。最重要的

是，俗話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農夫沒有偷懶的權利，為了美好的生活，

學長只能咬著牙、赤著腳、揹著肥料，一步一腳印的往田裡走去，才有可能發

現新台幣。 



(三)路-要靠自己找 

      務農的收入有限，遇到天災真的損失慘重，若只靠天吃飯，那可能會餓死。 

俗話說：方法總比困難多，所以學長積極尋找農業相關補助，減少成本支出； 

他還作了許多功課，除了想找出玉里鎮適合種植的作物，也避免和其他農夫種 

植相同的作物，最後大學長選擇種「蕎麥」，因為臺灣種蕎麥的農民很少，蕎 

麥也為大學長帶來不錯的收益。 

      學長知道經營事業若只靠一個人的力量，或許走不長遠，於是他秉持著有 

錢大家賺的想法，組成團隊共同打拼，不僅增加了農作物的產量，也減少了種 

田所需的開銷成本。 

（四）農夫生活其實也很有趣 

     大學長是位幽默風趣的人，平時會從枯燥的農活中尋找樂子，而當時網 

 路開始普及，陸續出現可以分享心情的網路平台，於是大學長就開啟了經營 

   自媒體之路。大學長會將務農工作結合在地食材，拍攝成農村料理系列，吸 

   引許多美食愛好者觀看；也將農夫工作的內容紀錄下來，讓民眾對農夫這個 

   職業有更深刻的認識。 

（五）當網紅沒那麼容易 

     網站上大家看到的有趣影片，是需要經過後製剪輯而成，大學長在一開 

   始接觸自媒體時，並不會剪輯影片，拍攝只能一鏡到底，若中途有了差錯， 

   就只能全部重來。而大學長是位不輕易放棄的人，遇到困難就要想辦法解決， 

   於是他上網學習如何剪輯影片、怎麼上字幕和怎麼配音樂，在不斷的練習下， 

   才能呈現出一部完美的影片。  

（六）流量等於銷量 

     隨著越來越多人觀看大學長拍攝的影片，間接帶動農產品的銷售，許多 

   民眾都特地來購買他種的稻米。因為有了名氣，農會及鎮公所的合作邀約不 

   斷，希望透過他的高人氣，能讓更多人認識玉里鎮在地農產品。 

(七)蕎麥花開耕耘有成 

      大學長一開始種錯稻米的品種，所以收成不佳，後來經過他努力不懈的研 

  究，終於找到適合玉里這片土地生長的農作物-蕎麥。也因為他對產品品質的 

  堅持，吸引了蕎麥經銷商的目光，將種出來的蕎麥全部收購，成為大學長農業 

  收入最大的獲利來源。 

(八)替返鄉青年點燈  

      大學長建議想要返鄉就業的青年，要先了解自己，才能找出適合自己的工 

  作；若要結合家鄉產業，必須創造出自己的獨特性。尤其現在是網路發達的時 

  代，善用流行元素跨界結合，配合網路行銷，努力將品質做好，就可能獲得翻 

  倍的效益。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學長會返鄉是因為不習慣都市的步調，較喜歡鄉下自由自在的生活。 

(二)即使學長家原本就從事農業，但返鄉接家業後仍然遇到以下困難。 

  1.需承受夏天的高溫，以及冬天的寒冷。 

  2.當遇到天災，心血可能毀於一旦。 

  3.煩惱農作物收成後該如何販賣。 

 (三)當學長遇到困難，找出下列方法解決問題。 

   1.尋找與農業補助相關資源，減少成本支出。 

   2.選擇種植和其他農民不同的農作物(蕎麥)。 

   3.組成團隊，人力變多能增加農作物產量，購買機具或肥料能降低成本。 

 (四)拍影片分享務農生活，隨著知名度提升，連帶使農產品銷量變好。 

二、建議 

(一)青年若要返鄉就業，應要確定自己想從事的行業。 

(二)可從與行業有相關之政府部門尋找補助資料。 

(三)和其他同業進行交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 

(四)可結合家鄉在地特色，創造自己的獨特性。 

(五)運用不同的行銷方式，可增加產品銷售量。 

(六)產品品質需嚴格把關，維持良好品質就能有好口碑。 

 

 

 

 



附錄 

訪談大綱： 

1.為什麼您選擇返鄉？ 

2.為什麼決定當農夫？ 

3.當農夫時有遇到什麼困難？是如何解決的？ 

4.農夫工作很忙碌，為什麼還會花時間拍影片？ 

5.拍攝影片的過程有遇到什麼困難？是如何解決的？ 

6.把務農的影片上傳平台，有什麼優缺點？ 

7.變成網紅後有得到什麼驚喜？ 

8.在這段返鄉就業的過程收穫了什麼？ 

9.對返鄉就業的青年有什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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