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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之背景資料 

一、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之辦理緣起 

(一)前 5 次會議背景：臺灣曾 5 度召開全國農業會議，從民

國 71 年開始，每隔 4 到 6 年舉辦一次全國農業會議，

以凝聚下一階段農業發展的方向；71 年因世界糧食危機，

為加強推動農地改革，提升農業經營效率；77 年 520

農民社會運動，改善農業金融與農民組織等；83 年準備

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調整產業發展策略；87 年我國

加入 WTO 農業諮商完成，因應自由化，產業須創新與

調適；92 年因應我國甫加入 WTO 開放農業市場的新情

勢，須建立農業的新優勢。每次會議重要結論均納入政

府施政重點，逐步推動。 

(二)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辦理原由：全國農業會議已 15 年

未舉辦，而這 15 年來的農業整體內外在環境已有很大

的改變，如全球氣候變遷、貿易自由化、農業人力老化、

勞動力缺乏、科技發展趨勢、消費者食安意識提升、農

業部成立在即之契機，以及為體現社會各界對臺灣農業

改革之殷切期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規

劃於 107 年辦理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並以「全民農業 

共創新局」為中心議題。本次會議係邀請農業先進及社

會大眾參與討論，調整臺灣農業產業結構及擘劃未來施

政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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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之整體規劃及辦理情形 

(一)以全民參與模式來舉辦：有別於過去 5次舉辦方式，本

次採用全民參與政策形成模式，107年 4月起在全國舉

辦地方草根會議，傾聽在地心聲，同步邀請公民網路提

案，另舉辦焦點座談，廣泛蒐集各界對於農業的期待與

實務意見，針對民眾所關心具共通性、需擴大討論及涉

及跨部會權責的議題，凝聚焦點到全國農業會議討論。 

(二)地方草根會議：107 年 4 月 30 日起於花蓮縣開始，繞行

全國（含離島）舉辦 18 場次，計有超過 2,800 人次出席，

蒐集 1,018 則民眾建言，包含安全友善生產、解決農業

缺工問題、智慧化農業經營管理、農產品加工、加強農

業教育訓練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等議題，均為全國各地

民眾關心之農業議題。 

(三)焦點座談：為傾聽產業與農村需求，以農糧、林業、漁

業、畜牧及農村為主題，針對共通性議題邀請全國性產

業組織、公民團體、學者專家進行討論，凝聚共識並彙

整納入後續議題蒐整，共計邀請近 200 位產、官、學界

代表，凝聚 53 則結論。 

(四)公民網路提案：107 年 4 月 24 日起即開放民眾提案，共

計 51 項網路提案，其中 9 案達 500 人附議門檻，均已

完成訪談，瞭解其提案之背景及訴求。屬於共通性且具

有共識之提案，將納入全國農業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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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之議題形成與內容 

(一)議題蒐整會議：議題蒐整會議由安全、永續、前瞻及幸

福等 4 大議題分組（下稱各議題分組）共召開 8 場次

議題蒐整會議，針對地方草根會議、焦點座談、公民

網路提案等所蒐集之議題，本會邀請產、官、學界代

表深入討論各議題分組之農業重大議題，蒐整歸納全

國農業會議之討論題綱與子題。 

(二)預備會議：各議題分組召開預備會議協商討論，彙整各

議題分組 4 大議題之討論題綱及子題如下： 

1.第一議題：安全－健全農產品安全體系，促進優質農業

生產與消費 

(1)子題一：強化農產品供應體系，確保糧食安全 

(2)子題二：健全農場到餐桌安全體系，保障消費者健康 

(3)子題三：積極推動食農教育，落實支持國產農產品 

(4)子題四：推動組織再造，提升農業決策與施政品質 

2.第二議題：永續－保育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確保農業

永續發展 

(1)子題一：永續農業資源經營管理，穩固農業發展基礎 

(2)子題二：確保生物多樣性，維護國土生態永續 

(3)子題三：拓展農業多元價值，永續農業發展 

3.第三議題：前瞻－運用智慧科技調整產業結構，全面提

升農業競爭力 

(1)子題一：建構智慧農業體系，開創農業競爭優勢  

(2)子題二：強健農業國際競爭，立足亞洲經營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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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題三：創新農業產業鏈結，建立合作經營典範  

4.第四議題：幸福－完善農民經濟保障，打造宜業宜居新

農村 

(1)子題一：健全農民經濟安全保障，完備農民福利制度 

(2)子題二：培育專業人才，強化青年從農體系  

(3)子題三：健全農業勞動發展體系，穩定勞動供需市場 

(4)子題四：鏈結地方創生，建構宜業宜居的富裕農村 

四、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之期盼 

大會訂於 107 年 9 月 7 日及 8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期盼藉由本次農業會議，建構全民參與的政策形成

模式，本次會議將討論農業現階段最重要的課題，期盼透

過會議集思對策，回饋予政府部門，進而提出具整體性、

前瞻性、策略性施政規劃，與全民一起開展農業新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