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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4 年度「建構農業優質安全生產體系講習訓練」辦理情形統計表 

辦理日期 所屬輔導單位 地  點 參加對象 
參加
人數

 7 月 29 日 
屏東縣瑪家鄉公所等 瑪家鄉禮納里永久屋基地會

議室 
瑪家鄉、內埔
鄉產銷班 

55 

10 月 07 日 
屏東縣枋寮地區農會 枋寮地區農會水底寮辦事處

會議室 
枋寮鄉、枋山
鄉產銷班 

126 

10 月 22 日 屏東縣滿州鄉農會 滿州鄉二樓會議室 滿州鄉產銷班 70 

11 月 19 日 
高雄市阿蓮區農會 阿蓮社區發展協會二樓 202

會議室 
阿蓮區產銷班 60 

11 月 21 日 高雄市大社區農會 大社區農會五樓會議室 大社區產銷班 95 
12 月 11 日 高雄市六龜區農會 六龜區農會新威辦事處 六龜區產銷班 55 

合   計 461 

 
農業產銷班幹部訓練 

林勇信 
為提升農業產銷班幹部之領導能力使之成為產銷班主力，進而帶動各產

銷班的經營管理能力，以發揮產銷班功能，提升經營效益，因此規劃辦理產
銷班幹部訓練。 

104 年於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辦理 2 天期的產銷班幹部訓練-基礎班 1

班，35 人結訓；為因應氣候變遷對轄區重要農作物所帶來的衝擊，於 10 月 6、
7 日辦理 2 天期的因應氣候變遷蓮霧栽培管理技術研習班 1 班，51 人結訓；1

天期的因應氣候變遷水稻栽培管理技術研習班則到主要水稻產區辦理講習，
屏東場次於 11 月 24 日在萬丹鄉農會辦理，80 人結訓、高雄場次於 12 月 8

日在美濃區農會辦理，64 人結訓。計辦理 4 班，230 人結訓。 

 
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輔導農業經營專區規劃與推動計畫 

林勇信 
農委會為達健康、效率與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政策，維護優良農地改善

小農結構與農地零星分散的農業經營問題強化農民產銷技能、提高農民收益
發展農會經濟事業體系、促進地區農業發展。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25 條規
定：「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就農業資源分布、生產環境及發展需要，規
劃農業生產區域，並視市場需要，輔導設立適當規模之農產專業區，實施計
畫產、製、儲、銷」之理念，於民國 96 年起推動農業經營專區示範性計畫，
由農民與農會共同協定選定 100 公頃以上農地，由農會擬定經營構想書向政
府提出申請，經營特色產業並由政府給予專案輔導，以達健康、效率、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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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農業施政理念，改善小農結構與農地零星分散之農業經營問題，並期
以農業經營專區為農會資源整合平台，改善農業產銷結構，進而維護優良農
地資源、發展安全農業生產環境之綜效。 

本場於 101 年起輔導轄區高雄市美濃區農會推動南隆農業經營專區，104

年協助南隆農業經營專區通過第二期(104-106 年)專案輔導計畫申請，104 年
輔導重點與執行成果如下： 

(一)土地簽約率：擴大專區實施面積 200.85 公頃，可耕地面積為 166.5 公頃，
土地利用率達 97%。簽約率由 73.42％(123.43 公頃)，提升為 85.45%(142.2

公頃)，參加農戶數 272 戶。 

(二)專區產品安全驗證：103/104 年期輔導專區內紅豆產銷班以集體驗證方式
取得產銷履歷驗證 38.8 公頃(占專區紅豆面積 67％)。及黃豆產銷履歷認
證面積 4.6 公頃。 

(三)土壤檢測：本場土肥研究室協助檢驗專區土壤，盤點區內土地資料新增
120 筆送至本場做土壤分析檢驗。  

(四)建構紅豆栽培管理及收購模式：生產從源頭管理，由農會提供種子、統
一辦理教育訓練、栽培技術講習由基礎把關。推動紅豆產銷履歷驗證、
機械化栽培、拓展通路、辦理契作收購，提升專區農民收益。 

(五)產銷經營：104 年度專區契作雜糧 69 公頃，結合其他休閒農業專區及水
稻專區強化農業專區自主管理操作；農會將收購的優質紅豆搭配在地生
產的黃豆、黑豆聯合行銷，推動地產地銷，並申請美濃豆團體商標提升
專區雜糧品牌知名度。 

(六)友善環境：請產銷班班員配合使用非農藥防治資材，並建置區域性生物
防治面積 16 公頃。 

 
農產業專區示範推動計畫 

林勇信 
我國農地利用特徵為坵塊面積狹小，農業經營農地過度分散，影響經營

效率，不利農業長期發展與競爭力提升，另一方面基於資源保育與糧食安全
已成為國際關注議題及國內農地在面臨各產業發展競爭下易被轉供其他產業
使用。有鑒於國內外情勢，保護農地資源已成為農業施政重點工作。104 年
度起，農委會推動「農產業專區示範推動計畫」擬透過各市縣政府農地資源
空間規劃成果、評估地區特色產業或具潛力作物及市場通路需求，並考量既
有集團產區之產業群聚區位，遴選大面積且坵塊毗連完整之農業生產區域，
引導當地農民團體整合農民意願成立農產業專區，激發農民自發性維護農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