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及所屬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4 年度 

一、 現行法定職掌 

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300007271號令制定公布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組織條例規定。 

（一） 機關主要職掌 

1. 本署主要職掌： 

（1） 農糧政策、法規、方案、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事項。 

（2） 農作物生產改進、專業區與產銷穩定措施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3） 農糧產業資訊之蒐集、分析、預測及報導事項。 

（4） 農糧產業天然災害救助、公害處理配合與一般病蟲害防治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5） 農糧產品交易制度與市場經營管理之輔導及督導事項。 

（6） 農產品國內外宣導與促銷之策劃、協調及督導事項。 

（7） 農作物生產、運銷及加工科技之研發事項。 

（8） 農糧產品加工之輔導及督導事項。 

（9） 農藥、肥料、種苗與農機檢查業務之策劃、執行及督導事項。 

（10） 糧食管理業務與稻米分級檢驗制度之擬訂、執行及督導事項。 

（11） 糧食收購、儲運、碾製與配撥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事項。 

（12） 肥料購銷、儲運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事項。 

（13） 農糧產銷組織輔導、資訊傳播及農民教育事項。 

（14） 其他有關農糧產業事項。 

2. 分署主要職掌： 

（1） 農作物產銷穩定措施之執行、協調及督導事項。 

（2） 農糧產業資訊蒐集、經濟分析及預測事項。 

（3） 農糧產業天然災害救助之執行、協調及督導事項。 

（4） 農糧產品批發市場改善、零售現代化與直銷之執行、協調及督導事項。 

（5） 農藥、肥料、種苗與農機檢查及肥料運銷業務之執行及督導事項。 

（6） 糧食收購、儲運、碾製及配撥事項。 

（7） 糧商管理與糧食調節之執行及協調事項。 

（8） 稻米分級檢驗之執行及協調事項。 

（9） 其他有關農糧產業事項。 

（二） 內部分層業務 

1. 本署內部分層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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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劃組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下列事項： 

A. 企劃科： 

a.  農糧產業發展政策之研擬、協調及督導。 

b.  中長期農糧發展計畫方案之策劃、審核及協調。 

c.  施政方針與施政計畫之研擬、策劃及督導。 

d.  本署施政報告與重要措施成果之彙編及協調。 

e.  本署農糧產業科技發展與推廣計畫之綜合協調及彙辦。 

f.  關於本署協助辦理國際與兩岸經貿事務之協調及彙辦事項。 

g.  農業優秀人員、十大經典神農、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獎勵案件之處理。 

h.  農業專業訓練計畫之研擬、執行及督導。 

i.  所屬各分署業務之綜合聯繫、協調及查察。 

j.  其他有關企劃事項。 

B. 調查分析科： 

a.  農糧生產情勢與資源調查之規劃、協調及執行。 

b.  農糧產業農情預測執行、分析及督導。 

c.  農糧產業受天然災害之查報與救助之策劃、執行及督導。 

d.  國內外農糧產業經濟情勢蒐集及分析。 

e.  農產品批發市場交易行情資訊之策劃、執行及輔導。 

f.  其他有關農糧產業調查分析。 

C. 資訊科： 

a.  本署農糧資訊發展之策略規劃、聯繫及協調。 

b.  本署農糧資訊網站、資料庫之規劃、建置、維護及推廣應用。 

c.  農業產銷班組織與資訊業務之聯繫、建置、推廣及應用。 

d.  有關電腦設置申請之審核、應用諮詢及技術支援。 

e.  本署及各分署業務電腦化、資訊與通訊安全之聯繫、輔導及協助。 

f.  其他有關農業資訊事項。 

（2） 作物生產組分設四科，各科掌理下列事項： 

A. 雜糧特作科： 

a.  雜糧與特用作物產業發展方案、計畫之擬訂及督導。 

b.  雜糧及特用作物試驗研究、示範與推廣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c.  輔導雜糧與特用作物產銷班企業化經營計畫之策劃、執行及督導。 

d.  雜糧與特用作物產業資訊之蒐集及分析。 

e.  雜糧與特用作物生產改進及產銷穩定措施之處理。 

B. 蔬菜花卉科： 

a.  蔬菜與花卉產業發展方案、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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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蔬菜、花卉試驗研究、示範與推廣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c.  輔導蔬菜與花卉產銷班企業化經營計畫之策劃、執行及督導。 

d.  蔬菜與花卉產業資訊之蒐集及分析。 

e.  蔬菜、花卉生產改進、專業區與產銷穩定措施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f.  蔬菜及花卉自動化育苗場之設置輔導。 

C. 果樹產業科： 

a.  果樹產業發展方案、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事項。 

b.  果樹試驗研究、示範與推廣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c.  輔導果樹產銷班企業化經營計畫之策劃、執行及督導。 

d.  果樹產業資訊之蒐集及分析。 

e.  果樹生產改進、專業區與產銷穩定措施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D. 種苗管理科： 

a.  植物種苗產業發展相關法規、方案、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事項。 

b.  植物種苗試驗研究、示範與推廣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c.  植物品種權申請案之審理、公告及發證事項。 

d.  種子種苗檢查、種苗業輔導管理與種苗進出口同意文件核發之執行及督導事

項。 

（3） 農業資材組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下列事項： 

A. 作物環境科： 

a.  農藥安全使用宣導教育之策劃、推動及督導。 

b.  安全用藥教育資材之編訂、製作。 

c.  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之策劃、推動及督導。 

d.  CAS吉園圃驗證標章推廣之策劃、推動及督導。 

e.  輔導吉園圃蔬果行銷。 

f.  養蜂輔導工作之策劃、推動及督導。 

g.  蜂產品評鑑及行銷輔導。 

h.  有機農產品及認驗證之輔導。 

B. 農業機械科： 

a.  農業機械與自動化發展法規、方案、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 

b.  農業機械化與自動化之試驗研究、示範推廣及教育訓練等之策劃及督導。 

c.  農機證照之核發及管理。 

d.  農機補助及農機貸款。 

e.  農機、自動化設備進口免稅與農用證明文件之核發及管理。 

f.  農業動力用電相關法規及執行事項協調處理。 

C. 土壤肥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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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土壤與肥料管理相關法規、方案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 

b.  土壤、肥料相關業務之試驗研究、示範推廣與教育訓練之策劃及督導。 

c.  土壤改良、環境維護與農田地力改善相關計畫之策劃及督導。 

d.  有機質肥料及綠肥作物之推廣。 

e.  肥料證照之核發及管理。 

f.  農作物公害案件之協助查處及重金屬污染監測管制。 

g.  污染農地停耕補償事宜之督導。 

（4） 運銷加工組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下列事項： 

A. 市場管理科： 

a.  農產品運銷與市場交易有關法規、政策之研擬、修正、督導及釋示。 

b.  果菜、花卉等農產品批發市場設立規劃案之審議、輔導及監督。 

c.  果菜、花卉等農產品批發市場興建與相關設施改善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d.  果菜、花卉等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管理與交易制度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e.  果菜、花卉批發市場交易資訊蒐集、貨源調配與穩定措施之策劃、輔導及監

督。 

f.  市場交易相關科技試驗研發與改進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g.  消費者保護及服務彙辦業務。 

h.  其他有關果菜、花卉市場經營管理事項。 

B. 行銷輔導科： 

a.  農作物產品標準化、規格化、條碼化作業與品牌建立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b.  農作物產品共同運銷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c.  農作物產品多元化運銷通路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d.  農作物產品物流、倉儲、配送作業制度與設施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e.  農作物產品國內宣傳、推廣與促銷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f.  農作物產品行銷訓練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g.  農作物產品行銷之研究策劃、輔導及監督。 

h.  其他有關農作物產品行銷企劃、推廣及管理事項。 

C. 農產加工科： 

a.  國產農作物產品加工事業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b.  加工型農作物產業發展方案、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 

c.  農作物產品加工廠、加工設施與技術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d.  農村釀酒事業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e.  國產農作物加工產品品質驗證與品牌建立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f.  國產農作物產品加工品行銷通路拓展與宣傳、廣告、促銷等之策劃、輔導及

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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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農作物產品加工技術研究發展之策劃、輔導及監督。 

h.  其他有關農作物產品加工輔導及管理事項。 

（5） 糧食產業組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下列事項： 

A. 糧食管理科： 

a.  糧食發展方案及法規之研擬。 

b.  糧食調節措施與價格穩定計畫之擬訂及推動。 

c.  糧食進出口政策與管理措施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d.  糧商管理業務之擬訂及督導。 

e.  市售食米抽檢計畫之擬訂及督導。 

f.  糧價調查業務之策劃及推動。 

g.  輔導糧食業者申請變更農業用地興建碾米相關設備作業之擬訂及督導。 

h.  小麥及麵粉管理相關業務。 

B. 糧食生產科： 

a.  稻米產銷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b.  稻米生產情勢及資源之調查。 

c.  稻作育種、生產技術試驗研究與推廣計畫之規劃及督導。 

d.  水稻良種繁殖、良質米推薦品種審查及生產輔導。 

e.  稻米產銷班企業化經營計畫之策劃、執行及督導。 

f.  水稻育苗中心營運調適輔導。 

g.  稻作耕作制度改善與擴大經營規模之策劃及推動。 

h.  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之擬訂、推動及督導。 

i.  水旱田輪作、休耕補貼經費之核發與資料建檔之策劃及督導。 

j.  稻作生產量調查、航測面積建檔與統計分析之策劃及督導。 

C. 糧食經營科： 

a.  稻米與米製品產業經營及行銷輔導工作之推動。 

b.  優良食米、米食、米製品研發及推廣計畫之策劃及推廣。 

c.  稻米檢驗法規與檢驗制度之研擬及推動。 

d.  稻米品質檢驗之擬訂及推動。 

e.  稻米檢驗技術之研究及推廣。 

f.  稻米品質調查計畫之策劃及督導。 

g.  米穀檢驗人員訓練計畫之規劃及管理。 

h.  稻米衛生安全檢驗方案之策劃及督導。 

i.  稻米品質競賽計畫之策劃及輔導。 

j.  糧食業者品管制度之輔導。 

k.  有機米產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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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稻米類認證之策劃及輔導。 

（6） 糧食儲運組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下列事項： 

A. 糧食收購科： 

a.  稻米保價收購方式、價格及數量之訂定。 

b.  公糧稻榖收購制度之檢討、研訂及推動。 

c.  獎勵契作飼料玉米業務之策劃及督導。 

d.  契作飼料玉米銷售作業之策劃與輔導。 

e.  查核申報種稻面積之策劃及督導。 

f.  高梁、飼料玉米保價收購與銷售計畫之研擬及推動。 

g.  收購與處理天然災害稻穀之策劃及督導。 

h.  農戶耕地資料建檔之策劃及督導。 

i.  水旱田輪作、休耕資料建檔之策劃及督導。 

j.  補助農民繳售公糧稻穀隨糧包袋費用之擬訂及督導。 

k.  糧食動員計畫之策劃、推動及執行。 

B. 倉儲管理科： 

a.  糧食倉儲制度之策劃及推動。 

b.  公糧委託業務之策劃及管理。 

c.  公糧委託業務各項費用及費率之訂定。 

d.  公糧委託業務違約案件處理之督導。 

e.  公糧收儲計畫之規劃及倉容籌措之督導。 

f.  公糧庫存量查核及督導。 

g.  公糧倉儲蟲鼠鳥害防治計畫之擬訂及督導。 

h.  倉儲公糧物資災害處理之督導及損耗率之訂定。 

i.  公糧倉庫興建與修繕計畫及倉儲設備補助計畫之擬訂及管理。 

j.  穀物倉儲自動化與乾燥中心設置之策劃及輔導。 

k.  輔導農會申請變更非都市土地興建糧食倉庫及相關設施。 

C. 糧食供銷科： 

a.  公糧收撥計畫之策劃及推動。 

b.  公糧供銷業務之策劃、處理及督導。 

c.  公糧加工、副產品處理之策劃與管理及碾率之訂定。 

d.  進口公糧之採購。 

e.  國內外糧食救助業務之策劃及推動。 

f.  公糧運輸業務之策劃及推動。 

g.  公糧包裝資材供需計畫之策劃及推動。 

h.  緊急時期糧食供應之策劃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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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糧食產業國際經貿策略之擬訂及執行。 

j.  民間進口稻米配額分配。 

k.  國內稻米安全存量之管控。 

（7） 秘書室分設五科，各科掌理下列事項： 

A. 行政科： 

a.  上級機關指示及交辦事項之列管追蹤。 

b.  主管會報等重要議案之彙整、協調、辦理及列管追蹤。 

c.  施政計畫之管考。 

d.  每週、每月重要措施辦理情形之彙陳。 

e.  公文稽催及管制。 

f.  其他有關研考事項。 

g.  出國人員報告之稽催、評核及函送。 

h.  出版品之登記管理。 

i.  有關農業圖書相關事項。 

j.  其他不屬各組室事項。 

B. 文書科： 

a.  公文之收發繕校及檔案之管理。 

b.  公文檔案影像及資料儲存事項。 

c.  公文電子傳送及交換事項。 

d.  印信典守及公文監印。 

e.  文書及檔案管理系統維護事項。 

C. 事務科： 

a.  營繕工程、物品器材、圖書文具與報表之採購、印製、分發及保管。 

b.  辦公廳舍及財產之管理。 

c.  技工、駕駛及工友之管理。 

d.  車輛、油脂、車庫之管調配及電話、水電之保養維護。 

e.  員工薪津及各項所得之發放。 

f.  公款結匯及代扣款項彙辦。 

g.  各項所得資料彙整、申報稅款繳交、扣繳憑單填發事項。 

h.  款項、票據與有價證劵之收支、登記及保管。 

D. 公共關係科： 

a.  國會等機關之聯絡及協調事項。 

b.  國會、議事資訊與建言之蒐集分析及彙辦。 

c.  國會關係文書之擬復及查核。 

d.  農業法案及預算案立法程序之協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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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立法院總質詢及施政報告等資料之彙編及協調。 

f.  其他有關國會聯絡事項。 

g.  新聞發布及聯絡。 

h.  媒體與記者之聯繫及協助採訪。 

i.  農業新聞與輿情資料之蒐集及分析。 

j.  人民陳情之接待及協調。 

k.  中外人士參觀訪問活動之安排及接待。 

l.  兩岸交流事項。 

E. 法制科： 

a.  農糧法規制（訂）定案、修正案之研議或審議。 

b.  農糧相關法規之解釋、諮詢。 

c.  農糧法規之整理、編印及宣導。 

d.  有關農糧業務訴訟及訴願案件之協辦。 

e.  其他有關法制事項。  

（8） 人事室設科辦事，掌理下列事項： 

a.  組織編制及職務歸系之擬辦。 

b.  職員任免、遷調、銓審、動態之擬辦。 

c.  職員人才儲備、人力規劃之擬辦。 

d.  人事規章之擬訂。 

e.  職員服務、差假、勤惰之擬辦。 

f.  職員考績、獎懲、訓練、進修、保障之擬辦。 

g.  職員待遇、福利、保險、退休、資遣、撫卹之擬辦。 

h.  職員人事資料管理、分析及運用。 

i.  本署及所屬機關人事人員管理事項。 

j.  其他有關人事管理事項。 

（9） 會計室設科辦事，掌理下列事項： 

a.  本署單位概、預算及分配預算之編製。 

b.  農業發展基金項下糧政業務預、決算之編製及各項會計業務之處理。 

c.  追加減預算、特別預算之編審及動支預備金之申請。 

d.  本署單位預算各項業務經費之審核與預算控制及各項採購作業之監辦。 

e.  本署付款憑單、收支及分錄轉帳傳票之編製。 

f.  本署各項補助、委辦計畫經費之審核、撥款及保留。 

g.  本署各項補助、委辦計畫執行機關帳務之查核及輔導。 

h.  本署計畫經費處理相關規定之擬訂及輔導。 

i.  本署歲出應付款保留之審核、申請及分配預算之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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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本署會計報告、執行狀況月報表、半年結算及年度決算之編製。 

k.  各類帳簿及原始憑證之整理、保管。 

l.  審計機關抽查各項計畫抽查報告之處理。 

m.  本署及所屬機關會計人員任免、遷調、考核、獎懲等案件之擬辦。 

n.  其他有關會計、歲計及臨時交辦業務之處理。 

（10） 統計室掌理下列事項： 

a.  本署與所屬機關農糧公務統計方案之擬訂、策劃及督導。 

b.  農糧統計資料之蒐集、整理、審定、分析、彙編及統一發布。 

c.  農糧類相關公務統計報表之編審及統計資料之提供。 

d.  農糧產品生產成本、農產品價格查報、農家戶口抽樣調查等農糧統計調查業

務之規劃、執行、督導及分析等。 

e.  農糧統計資料檔案之建立、管理及應用，主要農糧產品生產及進出口量值、

農糧統計要覽等統計書刊編製。 

f.  本署及所屬機關農糧統計調查實施計畫之研訂、輔導及審核。 

g.  所屬機關與縣（市）政府農糧統計業務之輔導及考核。 

h.  本署及所屬機關統計人員任免、遷調、考核及獎懲等案件之擬辦。 

i.  其他有關農糧統計事項。 

（11） 政風室掌理下列事項： 

a.  政風法令之擬訂及宣導。 

b.  本署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檢舉事項之處理。 

c.  政風興革事項及考核獎懲之建議。 

d.  本署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之受理及資料之審核。 

e.  公務機密之維護及洩密事件之查處。 

f.  本署陳情請願案件之協助處理。 

g.  專案性機關安全維護之策劃。 

h.  本署及所屬機關政風人員任免、遷調、考核、獎懲等案件之擬辦。 

i.  所屬機關農會倉儲查核業務之輔導及管考。 

j.  所屬機關農會倉儲查核人員之遷調、考核、獎懲案件之審核。 

k.  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2. 分署內部分層業務： 

（1） 各分署設五課，分別掌理分署主要職掌所列事項。 

（2） 各分署設秘書室，掌理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印信、出納、事

務管理、財產管理及不屬其他各課、室事項。 

（3） 各分署設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分別掌理人事、會計、政風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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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 組織系統圖  

副署長 

主任秘書 

企  

劃  
組 

人  

事  

室 

作
物
生
產
組 

農
業
資
材
組 

運
銷
加
工
組 

會  

計  

室 

糧
食
產
業
組 

糧
食
儲
運
組 

秘  

書  

室 

統  

計  

室 

政  

風  

室 

南
區
分
署 

北
區
分
署 

中
區
分
署 

東
區
分
署 

署長 

2. 預算員額說明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暨所屬 104 年度預算員額一覽表  

機關 職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約僱 合計 

合計 557 44 33 27 1 30 692 

本署 223 19 8 14 1 21 286 

北區分署 77 6 7 1  2 93 

中區分署 99 9 6 4  2 120 

南區分署 92 6 6 6  3 113 

東區分署 66 4 6 2  2 80 

 

 10



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4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農業是最重要的民生基礎產業，農糧產業更攸關全民生存與國家安全，是我國

整體經濟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一環，本署以穩定農產品產銷、維護生態平衡、確保糧

食安全為農糧產業之施政目標和理念，推動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加速產業結構轉型

升級、提供衛生安全農產品、穩定農產品價格、保障農民收益等措施，以創新加值

及跨領域合作，將傳統農業由生產朝向綠色生態產業與服務業發展，建構農業價值

鏈，形塑具競爭力之樂活農業，確保農糧產業之永續發展。 

104 年度配合農委會推動之「黃金十年－樂活農業」強化相關農糧施政，一、

健康農業：建構作物健康管理模式及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體系，推動吉園圃安全蔬

果、CAS 優良農產品、產銷履歷，並發展有機農業及開辦農產品生產追溯，強化農

產品認驗證制度，落實源頭追溯管理，維護農產品安全，從農場到餐桌為安全把關。

二、卓越農業：利用臺灣農業科技研發優勢，建立植物品種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

發展蘭花及種苗等產業，建構蘭花全球運籌中心，拓展外銷市場；調整耕作制度活

化休耕地，提高糧食自給率，建構糧食安全機制，輔導種植優良水稻品種，推動稻

米多元化利用，鼓勵地產地消；持續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引進青年農民，擴大

經營規模；建構農業價值鏈，擴大輔導設置作物集團產區，拓展農產品多元行銷，

發展農產品加工事業，落實農產品產銷輔導及穩定措施。三、樂活農業：選擇具有

地方特色、高附加價值、商品化等伴手禮，發展成高潛力市場之農產品精品，擴大

產地標示與驗證，區隔進口產品，以產業文化與鄉土風情加強行銷；辦理化學肥料、

農業用電用油補貼及稻穀保價收購，強化農業防災作為，輔導不易淹水地區設置蔬

菜生產區，穩定夏季蔬菜供應，照顧農民福祉。 

本署依據行政院 104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 

   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署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4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 年度施政目標 

1. 強化農糧產銷資訊分析應用，提昇農業競爭力：協助農業產銷班組織運作，提

升農場經營競爭力。強化產銷資訊之蒐集與勾稽檢核、資訊整合服務平臺介接

與資訊互通，提供產銷資訊分析應用與決策之參據。 

2. 積極發展農糧科技，帶動農糧產業轉型升級：落實植物品種權保護，鼓勵創新

研發，促進品種更新，並運用農業科技資源，開發新品種、新技術，提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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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 

3. 發展優質農糧產業，穩定農產品產銷：配合國內、外市場對食品安全之需求，

推動建立優質、安全農業，輔導外銷及具競爭潛力之農園產品，推動全程品質

管理，整合產、製、儲、銷輔導措施，以發展優質現代化農糧產業，保障消費

者權益及提高農民收益。 

4. 發展安全農糧產業，保障消費者權益：加強有機農產品驗證與輔導，推廣吉園

圃安全蔬果標章、農作物安全品質管理、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管制，建立生產

追溯系統，提供衛生、安全農糧產品，維護生態環境，確保國人健康。 

5. 建立效率與服務之農產運銷及加工體系：加強輔導批發市場經營管理，提升營

運效率，強化共同運銷掌握產地貨源能力，發揮供需調節功能；建構農民團體

與批發市場間持續穩定供銷關係，強化供貨與後勤支援能力，提高物流配送效

率；推動包裝標準化、規格化，輔導建立農產品品牌，推動地產地消，以及開

拓多元化運銷通路。 

6. 研發農特產品加工技術，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發展多樣化高品質蔬果截切及

農特產加工品，並推動優質農村酒莊產業，促進高附加價值農產加工之發展及

產業升級轉型。 

7. 加強肥料品質管理及農作物重金屬污染監測：加強肥料品質管理與農作物重金

屬污染監測管制，建構安全農業生產環境。教導農民正確使用肥料、改進農民

肥培管理技術及設施，輔導農民自製堆肥使用，減少化學肥料用量，減少環境

污染及節能減碳。 

8. 推動農業機械化及自動化：加強推動重點產業生產、整地、中耕及收穫處理、

設施栽培、品質檢測、採後處理等機械化與自動化，開發關鍵性技術，提高農

業經營效率、產品品質與產業競爭力。 

9. 確保糧食安全，保障農民收益：調整耕作制度活化休耕農地及推動小地主大佃

農政策，使農業勞動結構年輕化並擴大經營規模，促進農村就業，確保糧食安

全。另加強輔導良質米生產，強化國產米之品牌及產地信賴度，擴大良質米市

場行銷規模，建構具內外銷競爭力的國產米產銷體系。建構多元糧食安全機制，

加強公糧推陳，提高國內糧食自給率，創造多元化米食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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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    量    標    準 

104 年度

目標值

 
全年分裡作、一期作、二期作等三個期作進行農
作物生產資料調查                           

（單位：項次）

3,500

 
年度內對於主要果品、蔬菜、雜糧、特作、花卉
生產情形進行月別調查預測                   

（單位：項次）

1,200一 加強農情調查 1
統計

數據

農作物天然災害查報              （單位：次） 12

 
一、建構農糧

產 銷 資
訊，推動
農業數位
化管理 

二 
農 產 品 生 產 成

本與價格調查 
1

統計

數據
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及農作物產地價格調查辦理
種類數                        （單位：種類）

240

一 水果產值 1
統計

數據
水果年產值                    （單位：億元） 725

二 花卉產值 1
統計

數據
花卉年產值                    （單位：億元）   160

三 蔬菜產值 1
統計

數據
蔬菜年產值                    （單位：億元） 610

四 雜糧產值 1
統計

數據
雜糧年產值                    （單位：億元）     83

 
二、發展優質

農 糧 產
業，提升
農業競爭
力 

五 特作產值 1
統計

數據
特作年產值(不含糖、菸)          (單位：億元) 83

一 有機農業面積 1
統計

數據
完成驗證之有機農業生產面積累計數 

(單位：公頃)
6,500

 
三、發展優質

農業，提
升國際競
爭力 

二 
核發農業機械

使用證 
1

統計

數據

 
農業機械使用證核發及換發數量    

          (單位：張)

20,000

 

四、發展安全
農業，保
障消費者
權益 

 

 

一 
蔬果農藥殘留

抽驗合格率 
1

統計

數據
蔬果農藥殘留抽驗合格數／蔬果抽驗數×100％ 
                                (單位：％)

94

一 

 

農作物污染監

測與管制 

 

1
統計

數據
監測農作物安全重金屬污染農田筆數 （單位：筆） 400

統計

數據
抽驗肥料件數                   （單位：件） 900

 

五、培育農田
永續生產
力，安全
肥料品質 

二 
加強肥料品質

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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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績    效    指    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    量    標    準 

104 年度

目標值

一 

農 業 技 術 授 權
及 取 得 國 內 外
專利權項數 

1 統計
數據

 
農業技術授權供民間業者應用及取得國內外專利
權項數 
                                (單位：項) 
 

8

 
六、發展農糧 

科技，促 
進產業升
級 

二 
核 發 植 物 品 種

權件數 
1 統計

數據
核發植物品種權件數             

          （單位：件）
80

一 
蔬 果 共 同 運 銷

比率 
1 統計

數據
蔬果共同運銷量／蔬果總交易量×100％   

（單位：％）
25

二 

提 高 農 產 品 交

易 行 情 站 供 應

人 行 情 查 詢 使

用人次 

1
統計

數據
統計農產品交易行情站供應人行情查詢使用人次

（單位：人次）
2,950,000

三 

輔 導 農 民 團 體

強 化 行 銷 農 產

品能力 

1
統計

數據
辦理行銷活動及拓展多元行銷通路(單位：場次) 100

四 
蔬 果 截 切 加 工

品 
1

統計

數據
蔬果截切加工品產值             (單位：億元) 3.6

 

七、建立效率

與服務之

農產運銷

及加工體

系 

五 
農 村 酒 莊 酒 品

產值 
1

統計

數據
農村酒莊酒品年產值            （單位：億元） 1.73

一 稻作產量 1 統計
數據

稻作生產總量           （單位：萬公噸糙米） 130
 
八、確保基本

糧 食 安

全，促進

農糧產業

升級 
二 

國 產 米 之 市 場

占有率 
1 統計

數據

 
(國產米銷售量／稻米總銷售量)×100% 

(單位：％)

 

85

註：評估體制 

1. 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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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糧署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 前（102）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農作物生產

資 料 調 查

5,000 項次

102 年已完成特作、果品、蔬菜、花卉及雜糧等類之裡作、

一期作生產資料調查約 250 種農作物，累計調查 3,200 項次。

特 作 、 果

品、蔬菜、

花卉、雜糧

生產情形月

別 調 查

3,000 項次

102 年完成特作、果品、蔬菜、花卉及雜糧等類月別調查

與預測約 50 種農作物，累計預測 1.000 項次。 

 
一.加強農情調

查 

農作物天然

災害查報 12

次 

102 年已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2~3 月乾

旱、0406 強風、4 月鋒面(低溫)、4 月霪雨、5 月豪雨、0602 地

震、7 月冰雹、蘇力颱風、7 月乾旱、潭美及康芮颱風、天兔

颱風、11 月霪雨及 12 月下旬低溫等 13 次農業天然災害災損查

報及救助，共 69 縣（市）次。 

 

一、建構農糧

產 銷 資

訊，推動

農業數位

化管理 

二.農產品生產

成本與價格

調查 

調查 240 種

農產品 

102 年辦理 94 種農產品生產成本及 140 種農作物產地價格

調查。 

一.水果產值 
725 

億元 

102 年因受蘇力、潭美及康芮等颱風影響，香蕉、柑桔類、

柿略有減產，其他如芒果荔枝等品項則因風調雨順豐產，102

年加強輔導外銷及加工，價格維持平穩，水果整體產值上升，

已達成年度目標。 

二.花卉產值 
135 

億元 

102 年大宗切花文心蘭、火鶴花、百合、玫瑰、非洲菊及

唐菖蒲等花卉，經輔導依市場需求維持合理生產面積，提升品

質，國內外市場花卉價格回穩 1 成，蕙蘭、蝴蝶蘭等盆花因產

能提升，外銷量值略增，整體花卉產銷平穩，已達成年度目標。

三.蔬菜產值 
530 

億元 

   102 年配合蔬菜生產改進計畫，推動設施栽培，做好田間安

全管理及採後處理作業，提高品質，穩定生產，已達成年度目

標。 

四.雜糧產值 
80 

億元 

102 年配合休耕地活化政策，以提升糧食自給率，推動休

耕農地轉作國產優質、進口替代之雜糧作物及其附加產品，以

提升競爭力，其產值維持穩定成長，已達成年度目標產。 

 

二、發展優質

農 糧 產

業，提升

農業競爭

力 

 

五.特作產值 
80 

億元 

102 年配合茶產業結構調整計畫，推廣優質茶集團產區及

建置衛生安全製茶廠，提高茶葉品質，並輔導地方特色茶競賽

等推廣活動。茶葉價格維持穩定，另發展國產精品咖啡、仙草

及保健作物等，特作產業穩定發展，已達成年度目標。 

一.有機農業面

積 

6,000 

公頃 

有機農產品之生產需經土壤及水質等驗證程序，至 102 年

底止累計驗證面積為 5,951 公頃，並已加強辦理農友宣導說明

會及驗證機構之管理措施，達成計畫目標。 

 

三、發展優質

農業，提

升國際競

爭力 

二.核發農業機

械使用證 

10,000

張 

102 年核（換）發農業機械使用證 21,517 張，農機用油免

營業稅憑單 39,697（冊），及核（換）發新式農機號牌 2,787 只，

便於農民農機道路行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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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四、發展安全

農業、保

障消費者

權益 

一.蔬果農藥殘

留抽驗合格

率 

96% 

辦理田間及集貨場蔬果農藥殘留檢驗至 102 年底計 7,983

件，合格者 7,471 件，合格率 93.59%，不合格者均請農民延後

採收，並辦理農民用藥教育講習，導正農民用藥習性。 

一.農作物污染

監測與管制 
400 筆

102 年共監測農作物 597 筆農田，其中 31 件食用作物(稻

穀、芋頭、狗尾草及落花生等)重金屬(鉛或鎘)含量超過限量標

準，由縣(市)政府依標準作業程序（SOP）立即予以剷除銷燬。

該等農田後續由縣(市)政府輔導農友辦理休耕，另通報環保機

關檢測土壤重金屬及追查污染源。 

 

五、培育農田

永續生產

力，安全

肥料品質 

二.加強肥料品

質管理 
800 件

102 年加強肥料管理，執行送驗 903 件，其中 140 件，品

質及標示不符者均依法處分，確保肥料品質，保障農友權益。

一.農業技術授

權及取得國

內外專利權

項數 

 

 

16 項 

102 年辦理桑椹(紫蜜)紅酒釀造技術、香瓜茄發酵乳技術、

運用不同基酒溫度萃取法生產臺灣水果蒸餾酒技術等3項技術

授權及長壽花-中興 4 號-光輝、長壽花-中興 5 號-百年慶、長壽

花-中興 6 號-鵝鑾鼻的黃金等 3 項品種授權，取得建立文心蘭

屬間雜交的新方法、用於降血脂之重組大豆儲藏性蛋白及其製

備方法與應用、物品體積估算及監測系統、雙軸式水平校正裝

置等 4 項專利權。 

 

六、發展農糧

科技，促

進產業升

級 

二.核發植物品

種權件數 

 

80 件 
依據「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相關規定，102 年受理種苗業

者植物品種權申請案 195 件，審查通過並核發植物品種權證書

109 件。 

一.蔬果共同運

銷比率 

1.蔬果共同運
銷及市 場 占
有比率由 24
％ 提 升 至
24.5％。 
(1) 蔬 菜 共 同

運 銷 臺 北
市 場 占 有
率由 65％
提升至 65.5
％。 

(2) 水 果 共 同
運 銷 臺 北
市 場 占 有
率由 60％
提升至 60.5
％。 

2.完成期限：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 

 
 
 
 
 
 
 
 
 
 
 
24﹪ 

102 年蔬菜總交易量為 2,491,033 公噸；共同運銷交易量為

614,937 公噸，共同運銷占有率為 24.7％。 

 

 

 

 

 

臺北市場 102 年蔬菜總交易量為 476,329 公噸；共同運銷

交易量為 315,806 公噸，共同運銷占有率為 66.3％。 

 

 

 

臺北市場 102 年水果總交易量為 216,950 公噸；共同運銷
交易量為 132,256 公噸，共同運銷占有率為 61％。 

 
 

 
 
 
 

 

 

七、建立效率

與服務之

農產運銷

及加工體

系 

二.提高農產品

交易行情站

供應人行情

查詢使用人

次 

2.200,000

人次 

提供主要批發市場之蔬菜、水果、花卉、吉園圃蔬菜、品

牌水果及供應人交易結果等查詢、分析功能，102 年上網查詢

人數逾 2,911,06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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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三.蔬果截切加

工品 

 

3.5 

    億元 

1.輔導農民團體發展蔬果截切及農產加工事業，102 年使用國

產蔬果原料 4.3 萬公噸，截切蔬果產品產值 3.58 億元。 

2.輔導 31 處截切處理場，其中 23 處已取得 CAS 驗證。 

五.農村酒莊酒

品產值 

 1.66 

億元 

 

1.輔導信義鄉農會等 12 家酒莊通過 102 年農村酒莊評鑑，所產

製酒品計有 16 款於酒品評鑑分獲金、銀、銅獎。 

2.製酒量 184,000 公升，產值達 1.66 億元。 

3.選薦優質農村酒品參加國際酒類評鑑大賽，計獲得 1 金質

獎、3 銀質獎殊榮。 

一.稻作產量 
133.56 萬

公噸糙米 

102 年種稻面積為 27.03 萬公頃，較計畫面積 26.80 萬公

頃，增加 0.84％；糙米產量 127.54 萬公噸，較計畫產量 128.5

萬公噸，減少 0.74％。 

 

八、確保基本

糧 食 安

全，促進

農糧產業

升級 
二.國產米之市

場占有率 
85% 

102年國產稻米產量為 127.54萬公噸糙米量，政府收購 39.1

萬公噸糙米量，國產公糧釋出量約 23.3 萬公噸糙米量。102 年

民間進口米及政府進口米釋出國內市場量共約 12.1 萬公噸糙

米量（民間約 5.1 公噸，政府釋出約 7 萬公噸）。102 年國產米

市場占有率目前尚在統計中，101 年市場占有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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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103）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103 年 1~6 月已完成特作、果品、蔬菜、花卉及雜糧等類之裡作、一

期作生產資料調查約 250 種農作物，累計調查 1,050 項次。 

103 年 1~6 月已完成特作、果品、蔬菜、花卉及雜糧等類月別調查與

預測約 50 種農作物，累計預測 500 項次。 一.加強農情調

查 103 年 1~6 月已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包含 2 月低

溫、3 月冰雹及龍捲風、0331 強風、0502 強風、3 月至 4 月鋒面、5 月豪

雨、0529 豪雨、0603 豪雨、0608 豪雨以及哈吉貝颱風外圍環流，以上共

10 次農業天然災害災損查報，累計 29 縣（市）次。 

 

一、建構農糧

產 銷 資

訊，推動

農業數位

化管理 

二.農產品生產

成本與價格

調查 

103年上半年辦理41種農產品生產成本及103種農作物產地價格調查。

一.水果產值 

103 年 1~6 月加強輔導優質供果園、集團產區，提昇優級品比例鼓勵

外銷，並試行推動梨及芒果等品項建立品質基準，提昇國人消費國產品意

願，目前價格平穩，預估可達到年度預定目標值。 

二.花卉產值 

103 年 1~6 月整體花卉經輔導依市場需求維持合理生產面積，並設置

集團產區提升品質，整合國內外市場資訊供產銷業者參考，並辦理相關行

銷活動宣導用花，內外銷價格平穩，預估可達成年度預定目標值。 

三.蔬菜產值 
    103 年 1~6 月配合蔬菜生產改進計畫，推動設施栽培，做好田間安全

管理及採後處理作業，提高品質，穩定生產，預估可達成年度預定目標值。

四.雜糧產值 
103 年 1~6 月持續推動休耕地活化及單期作稻作等政策，鼓勵種植國

產優質雜糧及其附加產品，以提升糧食自給率，其產值可維持穩定成長。

 

二、發展優質

農 糧 產

業，提升

農業競爭

力 

 

五.特作產值 

103 年 1~6 月配合茶產業結構調整計畫，推廣優質茶集團產區及建置

衛生安全製茶廠，提高茶葉品質，另配合休耕地活化政策，鼓勵轉契作種

植仙草、油茶等作物，相關產值維持穩定，預估可達成年度預定目標值。

一.有機農業面

積 

有機農產品之生產需經土壤及水質等驗證程序，至 103 年 6 月底止累

計驗證面積為 5,677 公頃，並已加強辦理農友宣導說明會及驗證機構之管

理措施，達成計畫目標。 

 

三、發展優質

農業，提

升國際競

爭力 

二.核發農業機

械使用證 

103 年 1-6 月年核（換）發農業機械使用證 16,881 張，農機用油免營業

稅憑單 27,696 本（冊），及核（換）發新式農機號牌 1,367 只，便於農民農

機道路行駛管理。 

 

四、 發 展 安

全 農

業、保障

消 費 者

權 益 

 

一.蔬果農藥殘

留抽驗合格

率 

辦理田間及集貨場蔬果農藥殘留檢驗至 103 年 1-6 月計 4,736 件，合格

者 4,541 件，合格率 95.9%，不合格者均請農民延後採收，並辦理農民用藥

教育講習，導正農民用藥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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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一.農作物污染

監測與管制 

103 年 1-6 月共監測農作物 271 筆農田，其中 19 件食用作物(稻穀、芋

頭及黃麻等)重金屬(鉛或鎘)含量超過限量標準，由縣(市)政府依標準作業

程序（SOP）立即予以剷除銷燬。該等農田後續由縣(市)政府輔導農友辦理

休耕，另通報環保機關檢測土壤重金屬及追查污染源。 

 

五、培育農田

永續生產

力，安全

肥料品質 

二.加強肥料品

質管理 

103 年 1-6 月加強肥料管理，執行送驗 500 件，其中 82 件，品質及標

示不符者均依法處分，確保肥料品質，保障農友權益。 

一.農業技術授

權及取得國

內外專利權

項數 

截至103年 6月底止已辦理接近完全排氧技術－利用滾動按摩技術排除氧

氣、運用不同基酒溫度萃取法生產台灣水果蒸餾酒技術、米榖粉製備 51

％濕式調合米籽條製備技術、速食米飯量產技術、以多重單一核苷酸多型

性基因分型技術鑑定國內、外食米品種、全穀豆無麩質類西式麵條製作技

術等 6 項技術授權及蝴蝶蘭 NPU-1886 生物材料、蝴蝶蘭 HTM1621#1、

HTM854#15 優良選株/系等 2 項品種授權，取得朵麗蝶蘭‘嘉大豔紅唇’

品種、夜來香‘嘉大愛情’品種、夜來香‘嘉大櫻桃’品種、夜來香‘嘉

大粉紅佳人’ 品種、九重葛‘粉紅豹’品種等 5 項品種權。 

 

六、發展農糧

科技，促

進產業升

級 

二.核發植物品

種權件數 

依據「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相關規定，103 年 1-6 月受理種苗業者植

物品種權申請案 81 件，審查通過並核發植物品種權證書 52 件。 

一.蔬果共同運 
銷比率 

1.蔬果共同運
銷及市 場佔
有比率由 24
％ 提 升 至
24.5％。 
(1) 蔬 菜 共 同

運 銷 臺 北
市 場 佔 有
率由 65％
提升至 65.5
％。 

(2) 水 果 共 同
運 銷 臺 北
市 場 佔 有
率由 60％
提升至 60.5
％。 

2.完成期限：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103年 1-6月蔬菜總交易量為 1,268,735公噸；共同運銷交易量為 315,915

公噸，共同運銷占率為 24.9％。 

 

 

 

 

臺北市場 103 年 1-6 月蔬菜總交易量為 248,348 公噸；共同運銷交易量

為 168,380 公噸，共同運銷占率為 67.8％。 

 

 

 

 

臺北市場 103 年 1-6 月水果總交易量為 100,128 公噸；共同運銷交易量
為 61,304 公噸，共同運銷占有率為 61.2％。 

 
 
 
 
 

 

七、建立效率

與服務之

農產運銷

及加工體

系 

二.提高農產品

交易行情站

供應人行情

查詢使用人

次 

提供主要批發市場之蔬菜、水果、花卉、吉園圃蔬菜、品牌水果及供

應人交易結果等查詢、分析功能，103 年 1~6 月上網查詢人數逾 1,523,34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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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三.蔬果截切加

工品 

 

1.輔導農民團體發展蔬果截切及農產加工事業，103 年 1-6 月止，已使用國

產蔬果原料逾 2.3 萬公噸，截切蔬果產品產值 1.91 億元。 

2.輔導 31 處截切處理場中 23 處已取得 CAS 驗證。 

 

五.農村酒莊酒

品產值 

1.輔導 23 家農業組織酒莊，至 103 年 6 月底製酒量約 85,000 公升，產值達

0.84 億元。 

2.選薦優質農村酒品參加國際酒類評鑑大賽，計獲得 2 金質獎、3 銀質獎

佳績。 

一.稻作產量 
103 年第 1 期作種稻面積初估為 16.66 萬公頃，較計畫面積 16.28 萬公

頃，增加 2.30％；糙米計畫目標 90.83 萬公噸。 

 

八、確保基本

糧 食 安

全，促進

農糧產業

升級 

二.國產米之市

場占有率 

103 年國產稻米，北、中、東部地區 1 期作仍在收穫，及政府實際收

購數量均未定（未結束），不易正確估算年目標達成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