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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夏雪芒果深獲歡迎 網購空運熱銷
港澳
　　芒果是臺灣外銷水果的主力品項，今年特

殊品種「夏雪」芒果異軍突起，農委會輔導國

內電子商務平臺「臺灣好農」透過跨境電子商

務的零售方式，自6月上旬開放預購，以空運方

式直送到香港、澳門消費者家中，每週出貨上

百箱，預計今年產季可熱銷5公噸。

　　「夏雪」芒果是農委會高雄農改場研究員

李雪如耗費10多年研發篩選育成，以土芒果為

母本改良，於2008年命名及登記，是臺灣第一

個有專屬身分證的芒果品種。由於口感好、需

細緻栽種技術才能種出金黃色果實，因此有芒

果界LV的稱號，最大的特點就是同時具有土芒

果的濃厚香氣、愛文的細緻及金煌的甜度，目

前種植地區集中在臺東及屏東。

　　臺灣芒果外銷以愛文及金煌等品種為主，

主要銷往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及香

港等市場。為積極向海外消費者推薦臺灣頂級

「夏雪」芒果好滋味，今年農委會首度與電子

商務平臺合作，採取B2C方式跨境銷售，港澳

消費者透過網路預訂下單方式，鮮果從農民採

收經空運至港澳，2天內即可宅配到消費者手

中，由於能在最佳品嘗階段享用到「夏雪」芒

果最新鮮的滋味，港澳民眾反應非常熱烈。

　　農委會表示，「夏雪」芒果的產季為每年6

月初到7月下旬，今年6月透過此一零售模式外

銷至港澳已超過3公噸，預期至產季結束可出口

5公噸。(摘錄自107.07.09農委會新聞資料第

8026號)

農委會修法增列農會公益金得用於農
產品產銷調節用途
　　農委會為促進農會彈性運用其盈餘，此次

修正「農會法定公積公益金及各級農會推廣互

助訓練經費保管運用辦法」第3條規定，增訂農

會公益金得用於農產品過剩期間之調節產銷用

途，以落實農會服務農民、促進農業發展的公

益功能，如採購過剩農產品提供弱勢、社福等

團體，對於農產品之供需平衡應有助益，且對

農會公益形象更有幫助。

農會公益金多元彈性運用，發揮協助農民精

神

　　農委會表示，農會是支持農村經濟及穩定農

產品供銷重要的農民組織，而農會公益金是由農

會設專戶存儲，依據現行保管運用辦法規定，專

供農村之文化、福利措施及社區發展之用。經調

查106年及107年各級農會盈餘提撥公益金分別

為0.95億元及1億元，主要用途為補助具公益性

質之地方機關團體、學校等之設備或活動、災害

救助、獎助學金等。

　　基於部分農會反映，在農產品產銷失衡時，

希能彈性運用該農會之公益金經費辦理相關調節

工作，惟需有明確之依循；另都會型農會能發揮

其社區、超市、農民市集等之銷售能力，協助農

產品盛產地之農會解決過剩存貨等問題，以發揮

農會互助及協助農民的精神，該會即著手修正該

保管運用辦法規定。

強化農會冷鏈及集貨設施，分級輔導農會落實

服務功能

　　農委會指出，農會總盈餘除了5%作公益金

外，農會法亦明定不得少於62%辦理農業推廣、

訓練及文化、福利事業費；而農業金融機關亦須

就每年度所獲純益提撥10%以上，充作各級農會

輔導及推廣事業費。此等盈餘經費，如妥適運

用，應對國內農產品的供銷平衡與對各級農會經

營有所助益。農委會將輔導相關農會建置冷鏈系

統與農產品集貨設施，並落實相關規定，強化農

會盈餘的運用。在考核農會時，也會針對農會是

否發揮應有調節產銷功能與配合推動重要農業施

政等，給予評量，對於成績不盡理想的農會，農

委會則會實質在評分上予以鑑別。

　　基於農產品產銷失衡影響公共利益、民生經

濟及農民生計甚鉅，農委會除肯定農會在調節農

產品產銷的重要性外，也強調農會應肩負保障農

民權益、增加生產收益、改善農民生活的任務，

該會定將力行各項措施，輔導農會克盡其力，保

障農民權益。(摘錄自107.07.31農委會新聞資料

第8045號)

臺灣農產業進軍泰國　發掘新南向商
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開徵選6家臺灣優質農

企業，組團參加8月30日至9月1日在泰國曼谷國

際 會 議 中 心 舉 辦 的 「 泰 國 臺 灣 形 象 展 」

(TAIWAN EXPO 2018 in Thailand)，透過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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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我國農業技術與產品，協助農產業進入泰

國龐大市場，拓展新南向行銷商機。

　　農委會表示，臺灣農業技術水準先進，深

受國際社會肯定，尤其是東協國家中農業產值

占國民生產毛額比例較大者，包括印尼、馬來

西亞、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對於我國農業

資材、溫網室設備設施、農業機械及食品加工

技術等有很大興趣，經常向我方提出交流與合

作需求，顯示東協國家是值得我國農企業拓銷

的重要市場。考量臺泰兩國生產環境相近，我

國於種子種苗等優良育種資源、微生物防治所

採用的生物性肥料與生物性農藥，以及管路灌

溉技術等，都具有深厚實力與競爭力，因此，

特別組團赴泰國參展，並規劃在「泰國臺灣形

象展」設置農業形象區，希望加深泰國農業公

私部門對臺灣農業技術與產品的認識，強化臺

泰兩國農產業連結與拓展新商機。

　　農委會說明，以蔬菜為例，泰國可考量採

用臺灣的品種與栽培技術，選擇生長期短、耐

熱、耐濕、抗病且符合泰國消費習性的蔬果菜

品種，配合低成本設施栽培技術與簡易用藥模

式 ， 提 高 附 加 價 值 ， 增 進 農 民 與 農 企 業 的 收

益。此外，我國蔬菜種子出口總值有逐年增加

的 趨 勢 ， 其 中 出 口 到 泰 國 的 年 成 長 率 超 過

40%。隨著近期育苗技術進步，自動化育苗快

速掘起，我國農企業積極開發微生物農藥及生

物 性 肥 料 ， 以 達 到 友 善 環 境 及 安 全 生 產 的 目

的，此亦符合泰國農業發展的需求。

　　農委會表示，泰國農業發展以精緻化、智

能化為目標，希望成為「世界廚房」，從而促

進農產品產量及提高農民收入；本次參展的6家

臺灣優質農企業，正可提供泰國提升農產品競

爭力所需。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抗體原料、檢測技術、產品開發及銷售

服務全方位的服務，生產有利於「泰嚴選」標

準控制的農畜產食品安全檢測試劑，符合泰國

提升食品安全目標。另配合泰國內需市場擴大

及消費力提高，我國農產加工企業也積極參與

本次展出，包括以臺灣在地農業素材製作高品

質營養即沖乾燥食品的京工興業有限公司、通

過歐盟認證與生產自然無添加素香鬆及魚鬆的

味一食品有限公司，以及結合傳統發酵法與現

代生技萃取技術、獨家薄膜技術開發多樣化酵

素飲品的英維酵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希望能

透過此次參展拓展泰國及新南向市場。此外，

伊豆創意開發有限公司藉由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技轉，開發出傳播茲卡病毒宿主－白線斑蚊所忌

避的防蚊產品，至於擁有栽種有機棉花技術的台

灣有機棉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則冀望藉由完整的

種植技術與文創商品開發，配合泰國紡織業的技

術轉型及商品行銷，推動亞洲有機棉的生產線與

拓展國際市場。(摘錄自107.08.30農委會新聞資

料第8069號)

用手機找農機 農耕省工一把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提升農業機械化及現有

農機使用率，協助改善農業缺工問題，本(107)

年度輔導14個縣市成立「農業機械耕作服務協

會」(以下簡稱機耕協會)。為鼓勵更多農機機耕

業者加入協會組織行列，提供各地區農友所需農

業機械耕作服務，該會於桃園市平鎮區舉辦授旗

活動，邀集來自全國超過500位機耕協會會員齊

聚桃園會場進行大會師，由主委林聰賢及桃園市

市長鄭文燦共同授旗予各縣市機耕協會理事長，

藉由組織化及資訊化，提供農友更便利農機耕作

服務。

組成協會整合機耕服務，替代農業勞動力需求

　　農委會說明，國內領有農機使用證的農機約

20萬臺，其中曳引機、插秧機、各式聯合收穫機

及乾燥機等大型農機具約2萬臺；由於國內長期

以 稻 作 產 業 發 展 為 主 ， 目 前 以 整 地 農 機 ( 曳 引

機)、稻作農機(插秧機、聯合收穫機、穀物乾燥

機 ) 有 較 完 整 機 耕 服 務 體 系 ， 農 機 使 用 率 較 高

外，其餘中小型農機具多為農友自用或產銷班組

織等共同使用，大多於產季時短暫使用，故使用

率較低。該會為整合強化各作物機耕服務及提高

現有農機使用率，輔導14個縣市成立機耕協會，

藉由「組織化」整合各地區機耕服務業者，以現

有整地及水稻等機耕服務為基礎，將機耕服務範

圍擴大到雜糧、茶業、蔬菜及果樹等作物，服務

項目擴展到種植、田間管理及採收等，媒合及調

度農機來符合農民需求，活絡各地區農機使用及

提升農業經營效率，協助紓緩農村勞動力老化及

缺工問題。

農友手機查詢機耕服務資訊，農耕省工一把抓

　　農委會表示，為讓農友更方便取得耕作地區

機耕服務資訊，該會農糧署已建置「農業機械耕

作 服 務 系 統 」 ( 農 機 U b e r ) 平 台

(http://eoi.afa.gov.tw/)，提供各地區機耕服務業

者 資 訊 之 查 詢 功 能 ， 並 結 合 「 農 務 e 把 抓 」 平

台，農友可透過手機或電腦簡便操作，藉由「資

訊化」即可查詢鄰近或各地區機耕業者及其持有

農機種類等服務資訊，機耕業者也可利用「農務

e 把 抓 」 功 能 ， 進 行 機 耕 服 務 之 耕 地 管 理 、 導

航、費用統計運算等工作，有效提升各地區農機

及勞動力整合運用，促進地區農機服務產業發

展，更有效率的提供農友更多元服務。

　　農委會指出，未來將輔導機耕協會組織化運

作，擴大整合區域農糧作物機耕服務業者，運用

農業機械及各項農業勞動力因應措施，媒合拓展

各項農事服務，以提高單位農業勞動生產力，提

升農糧產業競爭力。(摘錄自107.09.04農委會新

聞資料第8072號)

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閉幕 凝聚各界共
識 打造全民農業
　　為期兩天的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今(8)日於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圓滿閉幕，本次會議邀請產、官、學各領域

代表超過300位，針對農業現階段最重要的課題

集思對策，並回饋予政府部門。行政院賴清德院

長蒞臨，期許農委會與全民共同攜手打造安全農

業、幸福農民、富裕農村三生共構的永續農業。

　　賴院長致詞時表示，高度肯定農委會推動新

農業政策的成果，積極保障農民權益、農業發展

及農村進步，未來行政院將責成農委會將具體可

行的會議結論轉化為政策措施，務實推動促使農

業持續精進發展。院長承諾，將全力支持第6次

全國農業會議的會議決議，並挹注更多資源於農

業，讓農業成為吸引年輕人的產業。

　　本次會議經過分組會議、分組結論報告及綜

合討論等過程，深入探討我國農業當前面臨的挑

戰與發展契機，最後共提出73項具體結論及27

項重要亮點，並由農委會林聰賢主任委員說明內

容重點如下：

永續-保育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確保農業永

續發展

　　制定農業基本法，確保農地、林業、漁業及

農業水資源的質與量，奠立農業永續基礎；建立

量化指標與補償機制，擴大對地綠色環境給付實

施對象；加強農業資源管理基礎建設與投資；創

造農業循環經濟產業化模式；推動共生型之農業

綠能轉型政策；推動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之創

新經營模式，加強城鄉綠色基礎建設；精進農業

氣象災害預警與坡地智慧監測治理，厚植農產品

供應韌度；建構中央與地方外來入侵種防治協作

平臺，增進風險管控；建立土壤生物及動植物之

國家種原蒐集、保存及利用之法規與制度。

安全-健全農產品安全體系，促進優質農業生產

與消費

　　建立農民生產管理登記制度，落實良好農業

規範；強化農民團體及產業團體角色與功能，訂

定農業合作社場輔導管理獎勵辦法；建置農產品

安全單一權責機關，由農業部門負責管理生鮮及

初級加工品業務；結合食物銀行，提高農產品利

用效率；推動食農教育理念及立法，認同在地農

業價值，支持國產農產品，不浪費食物；10年內

木材自給率提升為5%，促進林產業發展。

前瞻-運用智慧科技調整產業結構，全面提升農

業競爭力

　　運用智慧科技，完善農業產業鏈之環境建

構，使我國成為熱帶及亞熱帶農業之核心基地；

強化國內外消費市場面與生產面之資料蒐集與應

用，完善產銷調節預警及海外市場布局；建構全

國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設置智慧型冷鏈物流中

心；推動臺灣具競爭優勢之農業產品、技術組合

或整廠之輸出，發展知識型農事服務業；建立農

業部門對國家經濟貢獻之指標。

幸福-完善農民經濟保障，打造宜業宜居新農村

　　制定農業保險專法，加速推動農業保險；整

合農民健康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其他社會

保險，建立農民年金制度；推動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逐步強化納保並完善職災保險給付與補償制

度；建立青農創新育成基地及創業專區，引導多

元人才投入，完善從農輔導體系；推動農事服務

業發展，建構人力調度專責機構及建立農業機具

共享平臺；成立農村發展之統籌規劃暨傳播單

位，跨域整合人才及資源，平衡農村三生功能；

發展綠色照顧，結合相關組織，善用農村熟齡等

人力，投入社區產業；鏈結地方創生，建立在地

經濟，共創農村青銀及公私協力關係，形成互助

支持系統。

　　林主委最後強調，農業政策應與聯合國的永

續會永續發展目標接軌，透過循環經濟、生態農

業與適切的智慧科技發展，打造進擊型農業，增

進農民福祉。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的落幕，將是

農委會努力的起點，本次會議產出的各項結論，

除有效並系統性的規劃外，將採「擬定政策」、

「修訂法規」、「編列預算」及「執行管考」等

手段，逐步落實於農業政策之中，打造循環永

續、安全安心、智慧前瞻、幸福樂業的全民農

業。(摘錄自107.09.08農委會新聞資料第807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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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夏雪芒果深獲歡迎 網購空運熱銷
港澳
　　芒果是臺灣外銷水果的主力品項，今年特

殊品種「夏雪」芒果異軍突起，農委會輔導國

內電子商務平臺「臺灣好農」透過跨境電子商

務的零售方式，自6月上旬開放預購，以空運方

式直送到香港、澳門消費者家中，每週出貨上

百箱，預計今年產季可熱銷5公噸。

　　「夏雪」芒果是農委會高雄農改場研究員

李雪如耗費10多年研發篩選育成，以土芒果為

母本改良，於2008年命名及登記，是臺灣第一

個有專屬身分證的芒果品種。由於口感好、需

細緻栽種技術才能種出金黃色果實，因此有芒

果界LV的稱號，最大的特點就是同時具有土芒

果的濃厚香氣、愛文的細緻及金煌的甜度，目

前種植地區集中在臺東及屏東。

　　臺灣芒果外銷以愛文及金煌等品種為主，

主要銷往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及香

港等市場。為積極向海外消費者推薦臺灣頂級

「夏雪」芒果好滋味，今年農委會首度與電子

商務平臺合作，採取B2C方式跨境銷售，港澳

消費者透過網路預訂下單方式，鮮果從農民採

收經空運至港澳，2天內即可宅配到消費者手

中，由於能在最佳品嘗階段享用到「夏雪」芒

果最新鮮的滋味，港澳民眾反應非常熱烈。

　　農委會表示，「夏雪」芒果的產季為每年6

月初到7月下旬，今年6月透過此一零售模式外

銷至港澳已超過3公噸，預期至產季結束可出口

5公噸。(摘錄自107.07.09農委會新聞資料第

8026號)

農委會修法增列農會公益金得用於農
產品產銷調節用途
　　農委會為促進農會彈性運用其盈餘，此次

修正「農會法定公積公益金及各級農會推廣互

助訓練經費保管運用辦法」第3條規定，增訂農

會公益金得用於農產品過剩期間之調節產銷用

途，以落實農會服務農民、促進農業發展的公

益功能，如採購過剩農產品提供弱勢、社福等

團體，對於農產品之供需平衡應有助益，且對

農會公益形象更有幫助。

農會公益金多元彈性運用，發揮協助農民精

神

　　農委會表示，農會是支持農村經濟及穩定農

產品供銷重要的農民組織，而農會公益金是由農

會設專戶存儲，依據現行保管運用辦法規定，專

供農村之文化、福利措施及社區發展之用。經調

查106年及107年各級農會盈餘提撥公益金分別

為0.95億元及1億元，主要用途為補助具公益性

質之地方機關團體、學校等之設備或活動、災害

救助、獎助學金等。

　　基於部分農會反映，在農產品產銷失衡時，

希能彈性運用該農會之公益金經費辦理相關調節

工作，惟需有明確之依循；另都會型農會能發揮

其社區、超市、農民市集等之銷售能力，協助農

產品盛產地之農會解決過剩存貨等問題，以發揮

農會互助及協助農民的精神，該會即著手修正該

保管運用辦法規定。

強化農會冷鏈及集貨設施，分級輔導農會落實

服務功能

　　農委會指出，農會總盈餘除了5%作公益金

外，農會法亦明定不得少於62%辦理農業推廣、

訓練及文化、福利事業費；而農業金融機關亦須

就每年度所獲純益提撥10%以上，充作各級農會

輔導及推廣事業費。此等盈餘經費，如妥適運

用，應對國內農產品的供銷平衡與對各級農會經

營有所助益。農委會將輔導相關農會建置冷鏈系

統與農產品集貨設施，並落實相關規定，強化農

會盈餘的運用。在考核農會時，也會針對農會是

否發揮應有調節產銷功能與配合推動重要農業施

政等，給予評量，對於成績不盡理想的農會，農

委會則會實質在評分上予以鑑別。

　　基於農產品產銷失衡影響公共利益、民生經

濟及農民生計甚鉅，農委會除肯定農會在調節農

產品產銷的重要性外，也強調農會應肩負保障農

民權益、增加生產收益、改善農民生活的任務，

該會定將力行各項措施，輔導農會克盡其力，保

障農民權益。(摘錄自107.07.31農委會新聞資料

第8045號)

臺灣農產業進軍泰國　發掘新南向商
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開徵選6家臺灣優質農

企業，組團參加8月30日至9月1日在泰國曼谷國

際 會 議 中 心 舉 辦 的 「 泰 國 臺 灣 形 象 展 」

(TAIWAN EXPO 2018 in Thailand)，透過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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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我國農業技術與產品，協助農產業進入泰

國龐大市場，拓展新南向行銷商機。

　　農委會表示，臺灣農業技術水準先進，深

受國際社會肯定，尤其是東協國家中農業產值

占國民生產毛額比例較大者，包括印尼、馬來

西亞、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對於我國農業

資材、溫網室設備設施、農業機械及食品加工

技術等有很大興趣，經常向我方提出交流與合

作需求，顯示東協國家是值得我國農企業拓銷

的重要市場。考量臺泰兩國生產環境相近，我

國於種子種苗等優良育種資源、微生物防治所

採用的生物性肥料與生物性農藥，以及管路灌

溉技術等，都具有深厚實力與競爭力，因此，

特別組團赴泰國參展，並規劃在「泰國臺灣形

象展」設置農業形象區，希望加深泰國農業公

私部門對臺灣農業技術與產品的認識，強化臺

泰兩國農產業連結與拓展新商機。

　　農委會說明，以蔬菜為例，泰國可考量採

用臺灣的品種與栽培技術，選擇生長期短、耐

熱、耐濕、抗病且符合泰國消費習性的蔬果菜

品種，配合低成本設施栽培技術與簡易用藥模

式 ， 提 高 附 加 價 值 ， 增 進 農 民 與 農 企 業 的 收

益。此外，我國蔬菜種子出口總值有逐年增加

的 趨 勢 ， 其 中 出 口 到 泰 國 的 年 成 長 率 超 過

40%。隨著近期育苗技術進步，自動化育苗快

速掘起，我國農企業積極開發微生物農藥及生

物 性 肥 料 ， 以 達 到 友 善 環 境 及 安 全 生 產 的 目

的，此亦符合泰國農業發展的需求。

　　農委會表示，泰國農業發展以精緻化、智

能化為目標，希望成為「世界廚房」，從而促

進農產品產量及提高農民收入；本次參展的6家

臺灣優質農企業，正可提供泰國提升農產品競

爭力所需。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抗體原料、檢測技術、產品開發及銷售

服務全方位的服務，生產有利於「泰嚴選」標

準控制的農畜產食品安全檢測試劑，符合泰國

提升食品安全目標。另配合泰國內需市場擴大

及消費力提高，我國農產加工企業也積極參與

本次展出，包括以臺灣在地農業素材製作高品

質營養即沖乾燥食品的京工興業有限公司、通

過歐盟認證與生產自然無添加素香鬆及魚鬆的

味一食品有限公司，以及結合傳統發酵法與現

代生技萃取技術、獨家薄膜技術開發多樣化酵

素飲品的英維酵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希望能

透過此次參展拓展泰國及新南向市場。此外，

伊豆創意開發有限公司藉由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技轉，開發出傳播茲卡病毒宿主－白線斑蚊所忌

避的防蚊產品，至於擁有栽種有機棉花技術的台

灣有機棉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則冀望藉由完整的

種植技術與文創商品開發，配合泰國紡織業的技

術轉型及商品行銷，推動亞洲有機棉的生產線與

拓展國際市場。(摘錄自107.08.30農委會新聞資

料第8069號)

用手機找農機 農耕省工一把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提升農業機械化及現有

農機使用率，協助改善農業缺工問題，本(107)

年度輔導14個縣市成立「農業機械耕作服務協

會」(以下簡稱機耕協會)。為鼓勵更多農機機耕

業者加入協會組織行列，提供各地區農友所需農

業機械耕作服務，該會於桃園市平鎮區舉辦授旗

活動，邀集來自全國超過500位機耕協會會員齊

聚桃園會場進行大會師，由主委林聰賢及桃園市

市長鄭文燦共同授旗予各縣市機耕協會理事長，

藉由組織化及資訊化，提供農友更便利農機耕作

服務。

組成協會整合機耕服務，替代農業勞動力需求

　　農委會說明，國內領有農機使用證的農機約

20萬臺，其中曳引機、插秧機、各式聯合收穫機

及乾燥機等大型農機具約2萬臺；由於國內長期

以 稻 作 產 業 發 展 為 主 ， 目 前 以 整 地 農 機 ( 曳 引

機)、稻作農機(插秧機、聯合收穫機、穀物乾燥

機 ) 有 較 完 整 機 耕 服 務 體 系 ， 農 機 使 用 率 較 高

外，其餘中小型農機具多為農友自用或產銷班組

織等共同使用，大多於產季時短暫使用，故使用

率較低。該會為整合強化各作物機耕服務及提高

現有農機使用率，輔導14個縣市成立機耕協會，

藉由「組織化」整合各地區機耕服務業者，以現

有整地及水稻等機耕服務為基礎，將機耕服務範

圍擴大到雜糧、茶業、蔬菜及果樹等作物，服務

項目擴展到種植、田間管理及採收等，媒合及調

度農機來符合農民需求，活絡各地區農機使用及

提升農業經營效率，協助紓緩農村勞動力老化及

缺工問題。

農友手機查詢機耕服務資訊，農耕省工一把抓

　　農委會表示，為讓農友更方便取得耕作地區

機耕服務資訊，該會農糧署已建置「農業機械耕

作 服 務 系 統 」 ( 農 機 U b e r ) 平 台

(http://eoi.afa.gov.tw/)，提供各地區機耕服務業

者 資 訊 之 查 詢 功 能 ， 並 結 合 「 農 務 e 把 抓 」 平

台，農友可透過手機或電腦簡便操作，藉由「資

訊化」即可查詢鄰近或各地區機耕業者及其持有



05

農業情報

農機種類等服務資訊，機耕業者也可利用「農務

e把抓」功能，進行機耕服務之耕地管理、導

航、費用統計運算等工作，有效提升各地區農機

及勞動力整合運用，促進地區農機服務產業發

展，更有效率的提供農友更多元服務。

　　農委會指出，未來將輔導機耕協會組織化運

作，擴大整合區域農糧作物機耕服務業者，運用

農業機械及各項農業勞動力因應措施，媒合拓展

各項農事服務，以提高單位農業勞動生產力，提

升農糧產業競爭力。(摘錄自107.09.04農委會新

聞資料第8072號)

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閉幕 凝聚各界共
識 打造全民農業
　　為期兩天的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今(8)日於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圓滿閉幕，本次會議邀請產、官、學各領域

代表超過300位，針對農業現階段最重要的課題

集思對策，並回饋予政府部門。行政院賴清德院

長蒞臨，期許農委會與全民共同攜手打造安全農

業、幸福農民、富裕農村三生共構的永續農業。

　　賴院長致詞時表示，高度肯定農委會推動新

農業政策的成果，積極保障農民權益、農業發展

及農村進步，未來行政院將責成農委會將具體可

行的會議結論轉化為政策措施，務實推動促使農

業持續精進發展。院長承諾，將全力支持第6次

全國農業會議的會議決議，並挹注更多資源於農

業，讓農業成為吸引年輕人的產業。

　　本次會議經過分組會議、分組結論報告及綜

合討論等過程，深入探討我國農業當前面臨的挑

戰與發展契機，最後共提出73項具體結論及27

項重要亮點，並由農委會林聰賢主任委員說明內

容重點如下：

永續-保育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確保農業永

續發展

　　制定農業基本法，確保農地、林業、漁業及

農業水資源的質與量，奠立農業永續基礎；建立

量化指標與補償機制，擴大對地綠色環境給付實

施對象；加強農業資源管理基礎建設與投資；創

造農業循環經濟產業化模式；推動共生型之農業

綠能轉型政策；推動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之創

新經營模式，加強城鄉綠色基礎建設；精進農業

氣象災害預警與坡地智慧監測治理，厚植農產品

供應韌度；建構中央與地方外來入侵種防治協作

平臺，增進風險管控；建立土壤生物及動植物之

國家種原蒐集、保存及利用之法規與制度。

安全-健全農產品安全體系，促進優質農業生產

與消費

　　建立農民生產管理登記制度，落實良好農業

規範；強化農民團體及產業團體角色與功能，訂

定農業合作社場輔導管理獎勵辦法；建置農產品

安全單一權責機關，由農業部門負責管理生鮮及

初級加工品業務；結合食物銀行，提高農產品利

用效率；推動食農教育理念及立法，認同在地農

業價值，支持國產農產品，不浪費食物；10年內

木材自給率提升為5%，促進林產業發展。

前瞻-運用智慧科技調整產業結構，全面提升農

業競爭力

　　運用智慧科技，完善農業產業鏈之環境建

構，使我國成為熱帶及亞熱帶農業之核心基地；

強化國內外消費市場面與生產面之資料蒐集與應

用，完善產銷調節預警及海外市場布局；建構全

國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設置智慧型冷鏈物流中

心；推動臺灣具競爭優勢之農業產品、技術組合

或整廠之輸出，發展知識型農事服務業；建立農

業部門對國家經濟貢獻之指標。

幸福-完善農民經濟保障，打造宜業宜居新農村

　　制定農業保險專法，加速推動農業保險；整

合農民健康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其他社會

保險，建立農民年金制度；推動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逐步強化納保並完善職災保險給付與補償制

度；建立青農創新育成基地及創業專區，引導多

元人才投入，完善從農輔導體系；推動農事服務

業發展，建構人力調度專責機構及建立農業機具

共享平臺；成立農村發展之統籌規劃暨傳播單

位，跨域整合人才及資源，平衡農村三生功能；

發展綠色照顧，結合相關組織，善用農村熟齡等

人力，投入社區產業；鏈結地方創生，建立在地

經濟，共創農村青銀及公私協力關係，形成互助

支持系統。

　　林主委最後強調，農業政策應與聯合國的永

續會永續發展目標接軌，透過循環經濟、生態農

業與適切的智慧科技發展，打造進擊型農業，增

進農民福祉。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的落幕，將是

農委會努力的起點，本次會議產出的各項結論，

除有效並系統性的規劃外，將採「擬定政策」、

「修訂法規」、「編列預算」及「執行管考」等

手段，逐步落實於農業政策之中，打造循環永

續、安全安心、智慧前瞻、幸福樂業的全民農

業。(摘錄自107.09.08農委會新聞資料第807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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