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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110 年度自行管制計畫評核結果(評核意見) 

 

序號 
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 

類別 
評核意見 等第 

1 農業資材組 
產品品質及農作物重金屬

污染監測與管制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辦理抽驗田間及集貨場等

場所之蔬果農藥殘留 14,190 件，

抽驗蜂王漿、花粉及蜂蜜等蜂產

品 255 件，完成稻穀及其他食用

作物重金屬污染監測達 527 件，

確實完成抽驗作業，為食安把

關。 

甲 

2 運銷加工組 
國產農產品拓展客源加值

計畫 

社會

發展 

本項計畫之各項工作年度目標因

疫情之故未達成，依管考基準核

給 80分。 

乙 

3 農業資材組 
輔導農糧產業機械化省工

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因應從農人力老化及田間

作業缺工問題，強化農業生產機

械自動化省工經營，引進國內無

產製之商品化農機設備，激勵國

內研發動能，自 108年起，推動

農糧產業機械化省工計畫，已增

加農業機械耕作服務，提供之機

耕服務面積逾 30萬公頃。 

甲 

4 運銷加工組 
農產品批發市場現代化供

銷資訊體系整合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稱實際創造產地出貨及帳

務作業管理等就業機會 50人，惟

未附證明文件，且與前一年度執

行相同成果，挑戰性不足。 

乙 

5 運銷加工組 健全農產品安全體系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雖已完成各年度目標，惟

其中宏圃蔬果運銷合作社「110

年度健全農產品安全體系-建構供

應學校及團膳使用有機及產銷履

歷農產品計畫」案，需待桃園市

政府核發使照後再行驗收結案，

爰申請展延至 111年 6月 30日。

依管考基準核給 85.06分。 

乙 

6 糧食產業組 食米食農教育推廣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辦理食米學園之目標為 55

處，實際僅達 53處。依管考基準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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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給 85.65分。 

7 糧食產業組 
110年度國產稻米產銷體

系躍升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各管考週期之年累計進度

落後平均 1%以下，且各營運主體

推動集團契作面積已達目標面

積)2.8萬公頃以上。惟經檢視年

度目標與前一年度相同，不具挑

戰性。 

乙 

8 糧食產業組 
輔導大專業農擴大經營規

模及集團栽培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所提報之作業計畫及第 1

季報表逾期共 26天；相關工作之

推動受中、北部地區乾旱缺水影

響，致部分地主預期停灌可領取

獎勵金，而減低出租農地意願，

致影響政策成效。綜整執行成果

及不可抗力因素，經核定 88.78

分。 

乙 

9 作物生產組 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所提報之作業計畫送審逾

期 4天，其年度目標共有輔導水

果出口量、集團產區面積及安全

果品溯源管理等，依其管考基準

核給 88.1分。 

乙 

10 作物生產組 
推動種苗、蔬菜及花卉產

業躍升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之指定指標為受益農民

1000人，其計算基準應予加強。

另本計畫之執行成果因受新冠疫

情影響，而調整部分工作。綜整

其不可抗力因素核給 83.56分。 

乙 

11 作物生產組 
雜糧特作產業結構調整暨

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為吸引青年留農從農，降

低農業從業年齡，未來可再強化

輔導專業農、青年農民等投入茶

葉生產與六級化，提升產業生產

力與附加價值。各項工作綜整其

管考基準核給 83.80分。 

乙 

12 作物生產組 

推動智慧科技與優化農產

業產銷-精緻化溫網室設

施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於提報年度作業計畫逾期

4天。因申請案件多，致設施設

備完工核銷進度較落後，且因多

集中於年底完工撥付經費，致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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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程分配執行率較低。建議業

管單位宜加強設施農業的成本效

益分析，以彰顯設施栽培的經濟

效益。 

 

13 企劃組 
強化農糧生產資訊整合與

應用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已依地籍現地完成調查 30

個鄉鎮作物種植面積，調查農耕

土地約 64,852公頃。惟各項工作

年度目標與前一年相同，挑戰性

不高。 

乙 

14 企劃組 
110年度農產業保險試辦

計畫 

社會

發展 

本計畫投保件數逐年遞增，激勵

農民風險管理之觀念；投保件數

由 104年度開始試辦的 89件，至

110年度已增至約 2.1萬件、投

保面積約 3.7萬公頃。另因地制

宜開發新型態保單，提供農民多

元選擇。綜整管考基準及工作成

效，核給 94分。 

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