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農業大家一起來

農業部部長 陳吉仲
112 年 8 月 25 日

2023南方領袖教育學院



個人思考邏輯、做事方法，人生哲學

◆了解一個人背後的思考邏輯之重要性：張五常的故事

◆研究的思考邏輯：以氣候變遷為例

◆做事態度和方法：專業、熱情、堅持

◆為什麼要來南方領袖教育學院演講?

◆人生哲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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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思考邏輯 —以研究為例

估計氣候條件對稻米的生產影響

結合未來氣候變遷對稻米生產影響

建立供需市場

結合前兩步驟估計出其經濟影響

研擬調適策略

題目： 評估氣候變遷對稻米的經濟影響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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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節錄自「農藝女孩看世界」臉書1120323貼文



人生哲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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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的目的?

◆ 1988年參與520農民運動，當時農民有七大訴求，在

三十幾年後逐一達成，這就是人生目標。

◆ 1997年口蹄疫爆發，造成許多農民傾家蕩產，我們家

就是其中之一，24年後我們清除口蹄疫。

◆全力以赴解決所有農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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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全民的農業

貳、農業部的政策目標和組織架構

參、改變臺灣農業三四十年的重要議題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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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民的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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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水果產期及產地
產品 產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主要產地縣市

金鑽鳳梨 2月-7月 南投、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

香蕉 全年 南投、高雄、屏東、嘉義

番石榴 全年 高雄、臺南、彰化、屏東

木瓜 5月-12月 臺南、高雄、屏東

芒果 5月下旬-8月 臺南、高雄、屏東

柳橙 10月-翌年2月 臺南、雲林、嘉義、南投

梨子 5月-翌年1月 臺中、苗栗、新竹、嘉義

椪柑 10月-翌年1月 嘉義、臺中、臺南、苗栗、雲林

葡萄 4月-翌年1月 苗栗、臺中、彰化、南投

柿子 9月-12月 臺中、苗栗、嘉義、新竹

蓮霧 12月-翌年5月 高雄、屏東

荔枝 5月中旬-7月中旬 新竹、臺中、彰化、南投、嘉義、高雄

文旦柚 8月-10月
花蓮、臺南、苗栗、新北、宜蘭、雲林、
嘉義

桶柑 1月-4月 新竹、苗栗、臺中、宜蘭

大目釋迦 7-9月11月-翌年4月 高雄、臺東

鳳梨釋迦 11月-翌年4月 高雄、臺東

棗 12月-翌年2月 高雄、屏東

桃子 3月-8月 臺中、苗栗、南投、桃園、新竹、高雄

李子 3月-7月 苗栗、臺東、臺中、南投、高雄

檸檬 全年 屏東、高雄

紅龍果 6月-11月
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南、高雄、
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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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過多少鳳梨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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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朗大道-「金城武樹」截圖自長榮航空廣告 2014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 圖自台灣好基金會

三奇美徑稻田彩繪 稻浪音樂節 2023第四屆稻草藝術季

農業特性-農業是全民農業

 農業的 外 部性 ， 除5千 多億

產值外，有糧食安全、水土

涵養、生態景觀、農村文化

等正面外部性。

 以水稻為例，每年產值不到

400億，但景觀、生態、糧食

安全及文化價值超過2千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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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國際重要事件與黃小玉進口價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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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糧食自給率偏低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56.1%

43.1%

37.3%
35.4%

30.2% 31.3% 31.4%

2021年
31.3%

31.7%

以熱量計%



13

全球吃不飽人數持續增加

 依FAO統計，2022年全球約有6.91-7.83億人口處於飢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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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年地表升溫將超過1.5 °C

2040

資料來源：IPCC AR6 ─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Summary for 2Policymakers)

我們要如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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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面臨挑戰更為嚴峻

 臺灣海平面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

 全年平均氣溫上升約1.6°C，且有增溫加速趨勢。

 21世紀初夏季增長到約120-150天、冬季縮短為約70天，
近年冬季更縮短至20-40天。

 年總降雨趨勢變化不明顯，但最大日暴雨強度及年最大連
續不降雨日數增加趨勢明顯；其中以南部地區降雨型態影
響最大，如雨日降雨降雨強度與年最大連續不降雨日之變
化皆為北中南東四區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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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農業部門首當其衝



歷年我國農業災害損失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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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5年農業災損金額平均約120億元，
高峰值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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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高山、淺山、平原到海洋

 從陸上走到海裡游皆是

 從兩隻腳(雞鴨鵝)到四隻腳(豬牛羊)

 從生產到保育

 從經濟動物到毛小孩

農業部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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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農業部的政策目標和組織架構

- 新農業施政架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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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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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新設單位

動物保護司
提升我國動物福利並接軌國際，完善動物保護行政體系

全面照顧寵物的一生，建構「你救我救」的友善動物社會

資源永續利用司
2040農業淨零， 創造農業氣候價值，兼顧糧食安全的農業永續發展

保護農地及利用發展，實現農業多功能價值

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

強化棲地、物種與生態地景保育，確保陸域生態系及生物多樣性完整

強化森林及自然碳匯，永續分享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

農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署

建構永續發展的農村環境與建設

促進農村更新與整體規劃，打造韌性永續的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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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司

 國人飼養犬貓數量逐年上升，犬、貓登記數量累計近312萬隻，每年以近9%成長速度增加
 110年寵物產業產值逾500-600億元。全國寵物產業數量達6,859家。

• 全面照顧寵物從出生至死亡各階段
• 寵物分類分級管理機制
• 研擬各類寵物物種飼養管理指南

訂定寵物管理專章

✓ 已完成犬、貓
✓ 研擬中：小型哺乳類(鼠、兔)

• 阻斷現有自然人之犬貓可流入市場之管道
• 寵物身分證

犬貓源頭及流向履歷制度

• 務實檢討動物保護法，加強飼主責任，賦權執法
，納管大量飼養場所

• 提升收容動物照護量能與品質，降低遊蕩犬人犬
衝突，改善遊蕩犬侵擾野生動物

• 全國動物保護專線1959

建構人與動物友善環境

• 112年擴大補充共125名人力，全國專職動物保護
檢查員達207人

補足地方機關人力及強化專業知能



寵物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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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寵物登記管理系統擴增
飼主專區，飼主登入後，
可自訂寵物身分證(電子
版)，清楚閱覽寵物履歷
與相關基本資料。

◥ 未來透過相關系統雲端
整合，明確顯現商用寵
物父母資料、商用繁殖
歷程。

寵物身分證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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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為確保陸域重要生態系及生物多樣性完整，永續分享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
以及強化森林及自然碳匯等，整合林務局與退輔會森保處業務，成立「林
業及自然保育署」，執掌全國森林及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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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由水土保持局改制為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主導農村整體規劃與強化建
設，以建構永續發展的農業環境與新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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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永續利用司

為達成2040年農業淨零目標，健全糧食安全體系、保護農地及利用發展，
及實現農業多功能價值，成立「資源永續利用司」



農業部門的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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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 水資源調適減少衝擊

策略2 提升抗逆境減災能力

策略3 災害情報及農業氣象資料應用

策略4 推動農業保險

策略5 確保國內糧食安全



一、水資源調適減少衝擊

⚫ 加速辦理增設調蓄及調度設施、
埤塘與水庫清淤，增進灌溉用
水調度能力

⚫ 導入水閘門與智慧化操作監控系
統，遠端精準操控，即時進行應
變處理

⚫ 建置智慧化物聯網系統，有效調
蓄利用埤塘、水庫及河川水量

【短期】推廣管路灌溉設施

【中期】加強引水蓄水設施

【長期】布建智慧灌溉系統

⚫ 輔導農民施設管路灌溉設施，
每人每年最高可補助40萬元，
提高農業灌溉效率

雲林濁幹線調蓄池智慧灌溉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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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提升農業水資源永續韌性建設

系統性打造全區域
具韌性農田水利設施

調適

輸水效率
強化建設

自動監視
調控系統

75億元

農業水資源蓄存
及調度設施

60億元

4億元

2億元

112至114年總經費

141.7億元

輸漏水損失減少

2,975 萬噸/年

增加受益面積
5.6 萬公頃

增加水資源蓄存
空間與設施

1,125 萬噸/年

強化

優化

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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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公頃，預估年產值增加1.5億元，帶動產業鏈8.2億元效益

灌區外代表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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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抗逆境減災能力

◆循環資材創新技術，
苦瓜耐淹產量高

成功耐過108.8豪雨淹水逆境

降低颱風災損50%以
上

◆發展青蔥防颱設施，
創新技術減災損

◆ 106-115年百億經費推動
設施型農業計畫

◆ 已輔導設置強固型溫網室
1,894公頃，保全蔬果供
應9.5萬噸，占臺北批發
市場約2成供應量

◆善用抗風強固網室，木瓜
防減災智慧通報

整合性木瓜穩定生產
防減災技術

新管理模式新品種 新技術

高產且具稻熱病抗性

◆歷年共育成85種抗逆境品
種，110-112年取得品種權、
申請中或自行命名計34種

水稻-臺南20號

甜瓜-台中10號

耐熱40 ℃以上且甜度可達1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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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固型水簾立體化栽培為例

◆ 出菇期溫度維持在15~22 度
◆ 環境濕度維持在85~90%
◆ 穩定生長環境

◆ 層架立體化方式養菌，使養菌
量提升6倍

◆ 透過養菌出菇分流模式，讓空
間利用率提升4倍

◆ 做好環控可以讓太空包良率
從 75%提升到 95%

◆ 產量較傳統設施提升25%~30%

水濂溫室環控

立體化及分區栽培

提升太空包良率

臺中新社 全臺灣第一座 香菇強固型水簾溫室示範基地

32



33

三、災害情資及農業氣象資料應用

災前

災後

災中

擴增176個農業氣象站

農民防災教育訓練

農業災害通報APP 作物災前防災技術

作物災害警戒區農業災害情資網

作物災後復原技術以天氣參數加速勘災效率

水稻未來情景產量推估

2030 2040 2050

產量 (公斤/公頃)

一期作

二期作

農業災害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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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26%

52%

106 108 110 112年6月

保險覆蓋率

累計投保面積 50.5 萬公頃
件數 54.9 萬件、金額 822 億元

農業保險法 110.1.1 施行
補助農民1/3~1/2保費

已開發 27 個品項 43 張保單

104~
105

梨、芒果

106
釋迦、養殖水產、水稻、石斑魚、

禽流感

107 農業設施、虱目魚、蓮霧、木瓜

108
鳳梨、香蕉、柚、甜柿、番石榴、

鱸魚、吳郭魚、荔枝

109 棗、柑橘

110 養蜂、豬、牛、西瓜

111 高粱、紅豆

112 持續開發葡萄、茶葉等品項

滾動調整保單，保險分市場型保險及政策型保險

四、推動農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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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確保國內糧食安全

35

建立糧食安全儲備機制，定期盤點並滾
動推估未來一年供應情形，即時監測、
早期預警

未來二、三十年糧食價格會大幅度變化，糧食安全更重要

35



我國公布2050淨零排放路徑

(202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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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業有關之淨零轉型12項關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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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推動淨零的優勢與利基

 農業資源豐富，農地面積80萬公頃、林地面

積220萬公頃、竹林面積約18.3萬公頃，且臺

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與碳匯皆可投入。

 提高農漁民收入，執行淨零可增加農漁民收入。

 沒有農業部門參與，國家無法達成碳中和。

農業部門不能止步於因應與調適
農業有能力做出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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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2020年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整體排放(燃料+非燃料燃燒)占全國排放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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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1農委會率先成立專案辦公室，111.2.9舉辨邁向農業淨零排放策略大會

減量 增匯 循環 綠趨勢

⚫減少農業
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
50%

⚫增加農業
碳匯1,000
萬公噸

⚫農業綠能發電
滿足農業用電
達100%

⚫提供全國
40%綠電

四大推動主軸與2040目標

⚫建 立 1,000 場 農
林漁畜低碳永續
循環場域

⚫農 業 剩 餘 資 源
500 多 萬噸全 部
能源化、資源化
及材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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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措施與2040年目標

減少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50%

• 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水田溫室氣體排放
• 精準施肥、用藥、營養及飼餵模式
• 節能節水生產設施、機具及設施(備)
• 智能養殖漁業及調整漁撈規模

• 農業剩餘資源利用及可分解
• 沼氣及生質能利用效率精進
• 生物炭產製與利用
• 農業跨域循環低碳場域建立
• 跨國、跨企業與跨部會農業循環合作

建立1千場低碳永續循環場域
妥善利用500多萬噸農業剩餘資源

增加農業碳匯1000萬公噸

• 改正造林、復育劣化林地
• 老化竹林更新
• 國產木竹材供應鏈及推動全材利用
• 有效土壤管理技術，增加土壤有機質
• 具碳匯效益海域及濕地棲地保育與管理

農業綠能發電滿足農業用電達100%
提供全國40%綠電

• 農業設施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農田水利裝設
小水力發電

• 農漁村綠能產業化
• 農業碳權取得及抵換模式
• 主要農產品碳足跡資訊揭露

減量 增匯

綠趨勢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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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農機電動化

減量

農機增效共享化
省
工 • 紓解缺工，擴大農事服務

• 增進農機共享，提升農機使用效能及品質

• 擴大雜糧生產及推動糧倉、育苗設備、養殖、
畜禽設施現代化，提升效能及精準管理

• 國內外節能高效新型農機導入
• 推動專業場域，引領產業升級

競
爭
力

永
續

躍
進

• 推動農機電動化及碳匯農機
• 促進農業副產物循環再利用

產業升級專業化

生產永續循環化

糧食生產現代化

◆ 111年起提高電動農機補助比率為

1/2，鼓勵農民使用電動型農機，

引導業者投入電動農機開發

◆ 已輔導購置充電式割草機、電動

搬運車、充電式中耕管理機等

3,120台(至111年底)

◆ 112年與環保署合作將電動農機、

生質燃料、節能水車與漁船LED

集魚燈等納入增量抵換項目，

完善農業溫室氣體減量及價值化

推動基礎

每年23億推動省工機械化及設備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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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森林面積
加強森林經營管理
提高國產材利用

強化土壤管理方式
調整作物耕作模式
開發土壤生物資源

 漁業：養護海域、
發展養殖碳匯技術

 增加濕地面積
 增加海草床、紅樹林

及鹽沼面積

森林 土壤 海洋

增匯

針對自然環境中可吸儲之碳匯進行評估增(碳)匯貢獻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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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剩餘資源總量及流向

其他剩餘資源
初估逾500

林木、竹木廢棄物，高山地區果樹枝條、文蛤殼、畜禽糞尿
做沼渣沼液、沼氣發電等，陸續盤點中

(單位：萬噸/年)

已列入110年綠色國民所得
帳農業固體廢棄物統計

農業生產未利用殘體

252

生產使用之剩餘資材

27.8

禽畜糞(固形物)

226.5

菇包 17.6

塑膠膜 1.2

菇包塑膠袋 0.18

水產養殖廢棄物 7.4

批發市場包裝 1.4

就地翻耕掩埋 170

作物栽培覆蓋 15.6

焚燒、掩埋 1.9

倉庫墊料 5.3

育苗栽培介質 10.3

堆肥11.2

飼料10.2

禽畜舍墊料7.9

薪材、燃料7.2

化製原料9.7

其他2.5

堆肥 226.4

資源回收 0.1

就地翻耕掩埋 7

焚燒、掩埋 1.2

資源回收 2.1

堆肥 17.6

稻殼 31

稻蒿 156

牡蠣殼 9.9

屠宰後廢棄物 5.6

死廢畜禽 4.8

批發市場農產品殘渣 2.1

食品加工廢棄物 1.7

果樹枝條24.8

竹筍園剩餘殘體16

農業剩餘資源

507

1,000多萬公噸農業剩餘資源如何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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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處理環案場

每年處理約300萬公噸

加強技術導入，將剩餘資源
進行資源化、能源化、材料化

各試驗機構循環利用示範場域

• 已完成20場 (約8.8萬公噸/年)

• 執行與規劃中26場 (約21.7萬公噸/年)

利用農業剩餘資源每年約30.6萬公噸

農業剩餘資源再利用案場

每年處理約200萬公噸

• 豬糞尿水再利用場204

• 堆肥場62

• 廢菇包處理場8

• 林業剩餘資源再利用場4

• 牡蠣殼再利用場2

• 稻殼集貨加工室、文蛤殼

循環場、銀合歡再利用場

累計283個

累計46場

• 就地翻耕掩埋

• 作物栽培覆蓋

• 就地堆肥

• 焚燒/薪材/燃料

• 化製、資源回收等

*統計至111年底

循環
推動農業剩餘資源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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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糞轉為有機質肥料

225

農地

委託處理
(資源回收商) 畜禽糞

堆肥場
60場

48.83

11.25

養雞場

肥料原
料162.75

可處理單位：萬公噸/年
2.17

農地
堆肥舍
32場

5-08、5-09
5-13、6-05

經堆肥發酵或快速發
酵等，以肥料原料形
式於農田再利用

牧場自行
處理

畜牧場
堆肥舍
3,312
場

肥料工
廠
58場

*依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

肥料產
品（肥料登記

證）

品目規範

堆肥場或台肥公司

媒合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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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剩餘資材循環利用示範場域

南庄地區

柳杉、臺灣杉

人工林生產區

100公頃

4,300

立方公尺

(每年平均伐採量)

原木
70%

3,010
立方公尺

剩餘資材
30%

1,200
公噸

木構規格材

傢俱用材

其他內裝用材

萃取森林精油

生物炭

生物顆粒 汽化爐

10% 120公噸

10% 120公噸

80% 960公噸

國產材標售

副產物標售

回歸人工林生產區

原住民林下經濟
產業育成中心

辦公用電
25千瓦

段木
香菇

原民
產業

精油
純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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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枝條循環示範場域

葡萄生產
(0.56公頃)

粉碎後
強效微生物製劑處理

資源化處理
產品分類

(集中異地處理)

菇包介質
轉介/媒合

堆肥
業者申請中
(試產：50公噸/年)

栽培介質
(蔬菜、花卉與苗木
業者用)

生質燃料
(燃料棒)

異地加值示範場域
京嶼實業公司
預計處理量能：1萬公噸/年

現地內化示範場域
大村葡萄果園0.16公頃
黃姓農友
溪湖設施葡萄園0.4公頃
楊姓農友 臺中場技術支援

彰化地區果樹(葡萄1,200公頃、
番石榴1,300公頃)修剪枝約6,000公噸

單一木屑

混合木屑

集運場域地點
(溪湖、埔心、大村)

轉介技術支援

(臺中場技術整合投入)
完整病害防治策略
多元選擇碎枝機械

農事服務、跨域合作

模式擴散加速應用
擴充應用於番石榴
等果樹及庭園苗木

修剪枝
(約3.4公噸)

粉碎機：溪州、社頭
田尾等農會

臺中場技術支援

推廣至其他果樹

全國果樹種植面積18萬403公頃
廢棄果樹枝條約24萬8,828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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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塑膠套頭及膜)
1,777公噸/年

介質
175,975公噸/年

栽培介質之原料
8,799公噸/年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158,377公噸/年

資源回收

菇類培植廢棄包
(4.4億包)

177,752公噸/年

99%

1%

生質能源之原料或燃料
8,799公噸/年

90%

5%

5%

• 現有64家民間專業廢棄物清運業者，每年可處理
9~12萬公噸。

• 已輔導產銷班及農民團體於臺中、南投等主要產區
設置處理場計8處，每年可處理8萬公噸。

廢棄菇包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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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廠

50%

(約5,000公噸/年)

25%

粗破碎
(約2,500公噸/年)

細破碎
(約1,250公噸/年)

造粒(燃料棒)

(約1,250公噸/年)

25%

育苗場

菇類培植包製包場

工業鍋爐

氣化爐及電廠

恆春半島銀合歡移除及再利用

恆春鎮農會
循環示範場域

• 112-113年預計辦理恆春半島銀合歡
移除復育造林1,670公頃，收購私有
(租用)土地移除銀合歡11,417公噸。

銀合歡伐除木材

其他(乾燥中心、販售業、飯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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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於嘉義縣義竹鄉打造全國最大
蝦電共生「室內場SPF科技養殖園區」

◆ 114年目標年產量4,000公噸，
約占全國白蝦生產量25％。

以目前已併網20MW容量計算=每年發0.28億度電
=每年減碳1.41萬公噸=建造37.7座大安森林公園

111-113年向陽公司共規劃312MW室內型漁電共生案場

規劃室內建造比例降至70-75%，

室外空間利用建置以下設施：

◆ 建置蓄水池(具生態及協助滯洪)

◆ 建置雨水再生槽

◆ 不抽取地下水

以向陽漁電共生示範場為例
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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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的公私合作機制

執行研發、協助方法學及輔導企業與農民

參與ESG或淨零計畫

配合所有淨零四大主軸之策略和行動方案

農業部

學術界

企業界

農 民

研發經費及執行經費、政策誘因設計、建立公私部門合作
平臺(ESG平臺即是一例)、降低執行交易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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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或增匯透過碳權會
增加收入

◆以企業需求為導向進行客製化設計，
結合永續指標(SDGs)，媒合企業
共同加入農業場域ESG專案

公私協力農業永續ESG

三大領域9項類別原本要花錢處理的農業
廢棄物，變為可以資源
化、材料化、能源化的
農業剩餘資材

善用企業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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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汽車與農委會特生中心《台灣原生動物守護計畫》

經費挹注(石虎野放)、捐車(2台)、吉祥

物貼圖義賣、導航系統加入路殺圖資及

警訊、淨溪活動(3場)

農業場域ESG專案案例分享1

合作項目

合作期間

具體成效 ◆ 協助研究和保育相關工作、員工共同

參與、改善石虎棲地

◆ 2022第15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獲

綜合績效獎-台灣百大永續企業獎、

企業永續報告類服務獎-白金獎、

永續單項績效獎-社會共榮領袖獎、

永續單項績效獎-人才發展領袖獎

110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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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場域ESG專案成功案例分享2

家樂福with特生中心《每一口都是救命的力量》

協助販售友善石虎農作標章農產品、

捐車、環境教育活動(3場次)

南投中寮農民

山蕉(最大宗)、珍珠芭樂、柳丁

合作項目

合作期間

具體成效

合作農民

合作品項

2019至今

農產品價格提升、合作社成立、返鄉

青農增加、石虎棲地品質改善

獲「2022第15屆資誠永續影響力獎

-企業永續組」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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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環保永續基金會with林務局《環願山林造林計畫》

認養國有林地造林(全台各地林管處)、認養羅東林管處轄

內4條自然步道

2017迄今

◆ 陸續認養屏東、羅東、南投、新竹及臺東林管處共約

44.9公頃林地，種下 7 萬株小樹苗，共同推動森林及

環境資源復育工作。

◆ 連續七年榮獲道瓊永續指數-產業領導者，並入選

「世界指數」與「新興市場指數」成份股

榮獲2020 年TCSA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2020

年CDP氣候變遷評比 A List。

農業場域ESG專案案例分享3

合作項目

合作期間

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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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改變臺灣農業三四十年的重要議題

-以12個案例為例

一、解決農產品產銷問題

二、建立四大農民福利體系

三、農田水利會改革及擴大灌溉服務

四、邁向亞洲第一個養豬三大疫病非疫區

五、解除遠洋漁業黃牌警告

六、確保國產農產品安全與品質

七、學校午餐採國產食材，全面啟動食農教育

八、擴大推動綠色環境給付

九、提升稻米產業競爭力，提高雜糧自給率

十、百億基金養豬產業轉型升級

十一、全面推動綠色照顧，實踐零飢餓

十二、有效提升農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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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決農產品產銷問題

◆ 價格長期偏低

◆ 風調雨順和天然災害造成價格波動大

◆ 市場結構不健全

◆ 洋蔥的故事

農產品產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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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只擔心不足，不擔心太多

農產品外銷農產品加工農產品冷鏈體系

農產品有近六成是直接
食用，其餘四成是加工。

一條鞭管理農產品初級

加工，增進農業產值，
提升農民收益

突破貿易障礙，開發新
市場通路，分散市場集

中風險。外銷在走，產

地價格就維持很好

輔導建置冷鏈設施，
降低農產品損耗，延

長保存期限，增加調

節彈性，提升農產品
品質，增加農民收入

產銷調節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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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冷鏈空間決定市場價格

旗艦型
物流中心

區域
物流中心

批發市場
/肉品市場

農民團體
/農企業

新建2處 新建6處
檢疫處理場5處

14處 300處

進駐1處 新建3處 7處 冷凍設施22處
加工設施13處

新建1處 新建2處 10處
(地方型)

16處屠宰HACCP
900台運輸車

6,000肉攤

漁業

農糧
產業

畜禽
產業

(含已完成及建置中)

建構全國冷鏈物流體系

110年起投入126億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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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冷鏈物流體系示範

24.7

28.8 28.1
30.8

33.2

20

25

30

35

107 108 109 110 111年

元/公斤

38.1 42.0 40.5

46.6
49.3

30

35

40

45

50

107 108 109 110 111年

元/公斤

水果

蔬菜

台北市批發市場蔬果交易價格

臺北果菜
批發市場升級

棧板化作業結合低溫卸貨

區

建置低溫卸貨碼頭

建立低溫卸貨區銜接全國冷
鏈物流系統，維持進場新鮮

度

改善前

改善後

冷藏庫空間改善，提供各種

蔬果保存適宜冷藏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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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蔥冷鏈的故事

◆ 自107年起陸續協助恆春鎮農會導入洋

蔥冷鏈系統，該農會已有冷藏設備640

坪，約可冰存20萬袋洋蔥。

◆ 可在洋蔥產期冷藏儲放4至5個月，依市

場需求依序調節出貨，以平穩市場價格。

恆春鎮是屏東洋蔥重要產區，種植面積
約185公頃，其中70公頃與恆春鎮農會
契作，約3,675公噸(約24.5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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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交易量 批發價 產地價

洋蔥價格
單位：元／公斤、公噸

112年 110年

111年 107年

產地均價20.0元/公斤

產地均價9.1元/公斤

產地均價11.4元/公斤

產地均價17.9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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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登記
輔導

 取得登記證51場

完成場域改善62家

產製農產初級加工產品共285項

 農產加工整合服務中心1處

加值打樣中心16處

提供諮詢10,435人次，試打樣3,978件

一條龍
諮詢服務

完備法規
制度

 109年3月訂定發布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管理辦法

 依產業需求，滾動檢討增列正面表列加

工方式，及擴大適用品項

 於誠品生活等12家連鎖實體通路及電商
上架販售，並上架日本4家通路

 未來加大力道鏈結大型食品工廠與產業上、中、
下游及橫向合作，促進利用國產溯源原料

通路推廣

農民可以從事初級加工並上通路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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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 其他

49.8億美元

54.6億美元 55.8億美元

49.1億美元

56.7億美元
52.4億美元

出口總
額

前三大
出口國
份額

(11%)

(18%)

(21%)

(10%)

(17%)

(23%)

(11%)

(16%)

(23%)

(14%)

(16%)

(21%)

(16%)

(14%)

(20%)

(18%)

(16%)

(13%)

9.2億美元

8.6億美元

6.8億美元

1st

農產品出口總額
2022年

外銷市場分散有成

2.5億美元 1.6億美元1.3億美元

1.3億美元1.3億美元 0.7億美元

高所得消費市場

新南向消費市場

+11.0% +4.1% +5.5% +1.1%

韓國 加拿大 澳洲日本

+4.6% +7.8% +9.8% +4.3%

新加坡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8.6億美元

2.8億美元

拓展外銷及降低單一市場風險
農產品出口持續成長
美國躍居第一大出口國，日本居次，中國第三

2022年輸銷中國以外國家達45.6億美元，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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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鮮冷藏水果出口額占比

 生鮮冷藏水果出口新興市場

顯著成長：菲律賓、印尼

 擴大出口准入市場

准入時間 出口品項 准入國家

2019年10月 番石榴 美國

2019年11月 蜜棗 韓國

2020年3月 鳳梨 澳洲

2021年12月 芒果 紐西蘭

刻正爭取紅龍果、番石榴、鳳梨釋迦、
番茄非疫生產點等准入日本

積極擴大新市場

9%
9%

23%

46.2%

5%

10%
17%

32.5%

2%
4%

7.1%
4.…

3% 4.4%

77%
72%

47%

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年

日本

中國

香港

韓國

新加坡

加拿大

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
生鮮水果輸中占比大幅下降

中國以外市場占比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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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外銷標準作業流程：全程冷鏈(13± 2℃)

穩定鳳梨產銷

21.3 20.5 20.5

22.1

23.0

21.8

25.2

22.8

26.9
26.4

107 108 109 110 111年

產地
價

元/公斤

北市批發
價

20

 確保產地價格維持在前2年平均
價格水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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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55.6
51.2

56.5

108 109 110 111年
8月下旬

至中秋節前

產地價
(元/公斤)

文旦全果利用
精油、果皮、果肉、果渣

以文旦為例

文旦十大產區

臺灣文旦大聯盟共同品牌 團體行銷 共創商機多元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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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三保一金四大農民福利體系

參加農保

• 實耕者、蜂農、河川公地務農、退伍青農
皆可加保。調整月投保金額加倍提升保障

93.8萬人

提繳人數 9.9萬人(含已請領者)

覆蓋率27.1%

• 不只老農津貼，再多一層保障
與其他行業同樣享有退休生活保障

32.6萬人

加保率61.5%

加保人數

投保面積 50.5萬公頃

覆蓋率52%

• 農業保險法立法，開發27品項、43張保單，
避免農民看天吃飯

擴大

精進 農民健康保險

農業保險

開辦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開辦 農民退休儲金

• 擴大納保對象，納入農民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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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田水利會改革及擴大灌溉服務

 109.7.22農田水利法公布，

農田水利會升格納入公務機關，

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擴大灌溉服務原灌區外農地

累計4.3萬公頃、6萬農戶受益，

113年將擴增至8.8萬公頃

70

重點推動區域

為何要 升格為公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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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鎮大坪頂地區

投入經費4.7億元，引入關刀溪、

九仙溪水源，農田面積620公頃及

600餘農戶受益。

2018 2019 2020 2021學年
度

9
5

95 98
113

國
小

幼
兒
園

農村經濟活絡
學童人數增加

 用水成本降低 40%

 農民平均獲利增加 35%

 農作年產值5億→ 12億元

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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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邁向亞洲第一個養豬三大疫病非疫區

 107年非洲豬瘟傳播至亞洲，已有17個
國家淪陷，臺灣仍是非洲豬瘟非疫區

 歷時24年，109年6月口蹄疫拔針成功，
國產豬肉可重返國際市場

 112年1月起傳統豬瘟拔針

爆發口蹄疫疫情，撲殺近400萬頭豬隻，豬肉外銷中斷，整體經
濟損失約1,700億元。5月開始施打疫苗

臺澎馬地區經OIE(現稱WOAH)認定施打疫苗非疫區

臺澎馬地區停止施打疫苗

口蹄疫拔針滿一週年，
向WOAH提出申請

106年5月

109年6月

86年3月

107年7月

108年7月

臺澎馬獲WOAH認定為
不施打疫苗非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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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除遠洋漁業黃牌警告

如何解除黃牌
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
2016-2024年經費53億元
推動4大面向措施：

◆ 2019年6月成功獲歐盟認同，

解除2015年打擊IUU漁業黃

牌名單，保住400億元漁業

產值及週邊產業發展逾千億。

• 法律架構
• 監控、控制及偵查(MCS)
• 水產品貿易可追溯性
• 國際合作

73為何要 解除黃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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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確保國產農產品品質

 擴大推動產銷履歷，農糧與水產面積

逾9萬公頃，畜禽747.5萬頭。

香蕉、鳳梨、芒果、火龍果 TGAP 

2020 PLUS規範獲東京奧運組委會認可

 有機與友善耕作面積逾1.9萬公頃，

覆蓋率達2.49%；與日本、紐西蘭、

澳洲、美國、加拿大及印度簽訂同等

性協議

 開發產地鑑別技術，建立國產茶溯源

制度，刻正開發香菇、牡蠣鑑別技術

14,634 

39,377 

82,264 

90,285 

106 109 111 112年
至5月

(公頃)

產銷履歷驗證面積

7,569 
9,606 

11,765 
13,937 529 

3,905 

5,162 
5,659 

106 108 110 112年

至5月

有機 友善

8,098

13,511

16,927
19,596

(公頃)

有機及友善耕作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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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午餐採國產食材，全面推動食農教育

 110年起學校午餐全面採用

國產可溯源食材，覆蓋率達

97.9%

 111年5月擴大食材補助，

每人每餐提高至10元，

偏遠學校提高至14元。

 確保174萬名學童午餐食材

品質及安全，感受在地飲食

文化，達食農教育、食材安

全及農業永續之三贏。

三章一Q食材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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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計畫申請

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

學校戶外食農教育

機關優先採用國產農產品

發展縣市特色食農教育
https://fae.coa.gov.tw/

 食農教育法2022.5.4公布，賦予我國
推動食農教育之經費及法源依據。

 健全推動體系之運作，輔導發展地方
特色食農教育，並擴大與各部會專案
合作。

食農教育立法



 採堆疊式給付取代補貼政策，
參與面積超過43萬公頃

 鼓勵農地農用，兼顧維護生產
與生態環境，提高農民收益

 瀕臨物種友善農地、棲地面積
逾800公頃

八、全面推動綠色環境給付

堆
疊
式
給
付

友善
環境補貼

作物獎勵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

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
生態服務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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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稻作面積23.9萬
公頃，相較近年平均面
積減少3.3萬公頃，解決
長期以來稻米超產問題

引導易缺水區域
轉型旱作產業

111年一期作起，將
所有稻農納入保障範
圍，111年理賠4.3億
元，覆蓋率80%

未來5年目標預計
新增27,250公頃

基期年農地稻作四選三 水資源競用區
大區輪作

水稻收入保險 擴大雜糧種植

九、提升稻作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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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百億基金養豬產業轉型升級

 畜舍升級，完成678棟豬舍升級
高床，每年減少78.5萬噸沖洗廢
水量，達源頭減廢

 汙染防治升級，優化廢水處理系
統，處理效能改善6成以上

導入新式整合型豬舍 推動屠宰場現代化推廣異地分齡飼養模式

 異地統進統出飼養

 阻斷疫病水平傳播路徑，強化
場內生物安全

 精準飼養管理，生產效率提升
30%

一貫場調整為
母豬場與肉豬場

高床及密閉式畜舍建置
污染防治客製化輔導

導入HACCP驗證制度
與國際接軌

 改善屠宰作業環境，建立冷鏈
系統，提升肉品衛生安全

 16場家畜/禽屠宰場取得驗證

 獲日本厚生労働省於110年5月
公告為實施HACCP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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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全面推動綠色照顧，實踐零飢餓

80

農村送暖，不只是一份餐，是暖暖的

關懷。結合綠色照顧，走入農村感受

真正需求，給予最直接的協助與關懷



126 
132 

135 138 141 
147 

155 153 153 

163 
169 

174 
180 187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專業農家

主力農家

(萬元)

 主力農家和專業農家平均每戶所得成長2成

 落實推動新農業政策，帶動農家所得提高

主力農家及專業農家平均每戶所得總額

十二、有效提升農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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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農業施政亮點1/3

1.精進農民健康保險，開放實耕者加入

2.開辦農民職災保險，並納入職業病

3.建立農民退休儲金制度，完善福利制度

4.完成農業保險立法，持續精進開發保單

5.防堵非洲豬瘟於境外，維持非疫區

6.成功撲滅口蹄疫

7.清除傳統豬瘟，邁向養豬三大疫病非疫區

8.消滅H5N6禽傳人禽流感，H5N8也
杜絕在國內發生

9. 解除遠洋漁業黃牌警告

10.成功加入南印度洋漁業協定

11.農田水利會改制公務機關，擴大灌溉服務

12.完成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

13.擴大綠色環境給付，漸進取消基期年限制

14.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

15.有機農業促進法立法，有機及友善環境
耕作面積達1.9萬公頃

16.擴大推動產銷履歷，面積達9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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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農業施政亮點2/3

17.學校午餐全面採用在地食材，
覆蓋率達97%

18.食農教育立法，並全面推動

19.推動農漁村綠色照顧及零飢餓方案

20.大規模崩塌潛勢區調查與整治，
提升坡地水土涵養能力

21.精進國土保育空間規劃，建置國土
生態綠網

22.養殖漁業振興計畫

23.刺網漁業漁具實名制

24.健全漁港多功能性

25.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推動植物醫師制度及立法

26.稻米產業政策(稻作四選三、大區輪作、水稻

收入保險)升級

27.全力推動雜糧種植，提高自給率

28.百億基金養豬產業轉型升級

29.推動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提高木材自給率

30.推動林下經濟

31.農民可以從事初級加工並上通路販售

32.建立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

33.解決缺工及推動農業省工機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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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農業施政亮點3/3

34.推動批發市場實名制與質譜快檢

35.推動農產業策略聯盟，提升農業競爭力

36.農產品外銷持續成長及分散單一市場，
以提升農產品產地價格

37.推動設置強固型溫網室，提升農業防災能力

38.因應氣候變遷農業部門調適策略

39.2040年農業淨零排放

40.禽畜糞尿及農業剩餘資源再利用

41.強化寵物事業管理及訂定寵物管理專法

42. 推動智慧農業

43.強化國產農產品追蹤追溯制度，

以因應貿易自由化

44.強化農業韌性，擴大農村送暖及基礎

建設投入

45.成立農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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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語

 農業是全民的農業，歡迎大家一起參與，
為農業及環境永續盡一份心力。

 面對重大議題，要專業、熱情和堅持讓
政策執行到位。



以 上 報 告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