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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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因應新冠肺炎之對策與執行成效

壹、 前言

為 有 效 防 治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簡稱新冠肺炎），維護人民健康，
並因應其對國內經濟、社會之衝擊，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條例 」於 109 年 2 月 25 日制定
公布，該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 受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
困難之產業、事業、醫療（事）機構
及相關從業人員，得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予以紓困、補貼、振興措施及對
其員工提供必要之協助。」同條第 3
項規定：「 前二項之產業、事業、醫
療（事）機構之認定、紓困、補貼、

補償、振興措施之項目、基準、金
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
院核定。」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全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
會）為降低其對農業之衝擊，協助受
疫情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或衝擊之農
產業與事業，提供相關紓困、補貼及
振興措施，以維護相關農產業與事業
之永續經營，爰於 109 年 3 月 12 日訂
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
業紓困振興辦法 」，並於 4 月 27 日修
正時，新增第 5 條之 1 規定，農委會
除該辦法所列之相關措施外，得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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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公告之紓困措施，俾利滾動檢
討農產業及事業紓困需求，以適時予
以補貼，紓緩營運壓力。依此，農委
會各單位得以訂定相關作業規範及規
則，並針對確有需求之產業及對象公
告相關紓困措施。

貳、 針對休閒農業產業、農會及農民
紓困振興措施與成果

一、 農委會為協助受新冠肺炎影響而
發 生 營 運 困 難 之 休 閒 農 場 ， 減
少疫情對休閒農場業者之衝擊，
於 109 年 3 月 19 日訂定「 受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致營運困
難休閒農場貸款利息補貼作業原
則 」，針對營運困難且取得許可
登記證之休閒農場進行貸款利息
補貼，截至 109 年 8 月 31 日休閒
農場貸款利息補貼，新貸申請件
數 27 件，已核貸件數 27 件，核
定補貼貸款額度 2 億 90 萬元；
舊貸免息申請件數 23 件，已核
准 23 件，核定補貼貸款額度 1 億
4,501 萬元；非專案農貸舊貸案
申請件數 20 件，已核准 20 件，
核定補貼貸款額度 1 億 3,985 萬
元。合計補貼息約 482 萬元。

二、 為因應遊客減少，輔導休閒農業
經 營 者 強 化 場 域 品 質 ， 蓄 積 未
來發展及服務能量，以獎勵持續
雇用原有員工、協助場域特色營
造、修繕維護既有設施及汰換更

新服務設備等振興措施，提升從
業人員專業技能及服務接待，創
新農業體驗服務空間，充實銀髮
與親子友善、綠色療育等環境及
多 語 導 覽 網 站 或 文 宣 等 服 務 ，
強化產業競爭力，農委會於 109
年 3 月 18 日訂定「 休閒農場場
域改善及服務創新獎勵計畫申請
原則 」及「 田媽媽場域改善及服
務創新獎勵計畫申請原則 」，針
對營運困難且取得許可登記證休
閒農場，提供場域改善獎勵最高
50 萬元，以及雇工薪資獎勵每
人每月 1.5 萬元、最長 6 個月，
其最高獎勵員額數依休閒農場面
積區分級距如下：1 公頃以下者
10 名、1 公頃以上且未滿 5 公頃
者 20 名、5 公頃以上且未滿 10
公頃者 30 名及 10 公頃以上者 40
名；另針對農委會輔導有案之田
媽媽，提供場域改善及服務創新
獎勵最高 30 萬元。截至 109 年 8
月 31 日，已受理 18 個直轄市或
縣（市）共 233 家休閒農場申請
計 1.96 億元，已核定 232 家休閒
農場計 1.96 億元，田媽媽已核定
100 家並預計核撥獎勵金 2,030
萬元。

三、 農委會為鼓勵休閒農業經營者結
合在地農業產業、農村景觀、農
業文化等元素，促進農業旅遊產
品升級與延伸價值鏈，獎勵開發
創新農業體驗活動及優質農遊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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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以提升農業旅遊服務商品在
地化及多樣化，於 109 年 3 月 18
日訂定「 農業體驗活動及伴手開
發輔導獎勵計畫申請原則 」，針
對取得許可證且營業中之休閒農
場、輔導有案田媽媽及通過特色
農遊場域認證業者，開發農遊伴
手或農業體驗商品，每項商品獎
勵上限 15 萬元。截至 109 年 8 月
31 日，已完成審查輔導開發農業
體驗活動及伴手開發各 100 件，
預計核撥獎勵金 5,000 萬元，並
已 核 撥 1 9 9 家 執 行 獎 勵 金 共 計
995 萬元。並針對場家辦理產品
開發研習工作坊 2 場次，協助業
者 盤 點 農 遊 資 源 、 創 新 場 域 特
色，以開發具市場性之農業體驗
活動及伴手，具體提升場家產品
開發能力及增加收益。

四、 為強化休閒農業產業多元行銷，
運 用 主 題 遊 程 辦 理 多 元 跨 業 行
銷，規劃建置電子票證系統推動
獎勵休閒農業旅遊措施，強化網
路 、 社 群 推 廣 ， 以 拓 展 客 源 市
場，農委會於 109 年 3 月 19 日
訂定「 休閒農業獎勵旅遊作業規
範 」，並建置電子票券系統，使
用e化方式供民眾申請並發放500
萬份，價值新臺幣 250 元之農業
旅遊抵用券（簡稱農遊券），作為
休閒農業場域門票、各項農業體
驗（含農事、生態、導覽、田園
餐飲、個別營業場域內套裝遊程）

活動、農特產品或伴手之一次性
抵用，以鼓勵國內外遊客至下列
獎勵補助對象之場域使用：

（一） 取得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
（二） 休閒農業區旅遊服務中心及該

區推動組織之會員業者（不含旅
宿業）。

（三） 輔 導 在 案 之 田 媽 媽 、 亮 點 茶
莊、農村酒莊及有固定銷售據
點之百大或在地青農。

（四） 農漁會農特產品展售中心、農
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鋪及漁
產直販所。

（五） 農業主題（茶、米、花、果、
蔬、漁、畜、蜜蜂、咖啡、可
可、雜糧、香藥染草、林竹）特
色旅遊之業者。

（六） 魚貨直銷中心或觀光魚市之業
者及攤商。

（七） 領有有效娛樂漁業執照之娛樂
漁業漁船（筏）漁業人。

（八） 農委會林務局轄管森林育樂場
域內合法經營之特色商店及業
者（不含旅宿業）。

（九） 經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農村體驗
評鑑通過之農村社區組織、團
體或業者。

（十） 其他具固定營業據點便於遊客
查詢且經農委會各主管機關認
定薦送者。

自 109 年 7 月 9 日開始登記
至 7 月 18 日止，共計 512 萬餘
人登記，而截至 109 年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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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有 2,435 家業者已抵用收
券 309 萬 1,396 張券，帶動總消
費效益超過 31.77 億元。

五、 為對受疫情、降息及產業萎縮影
響營運及辦理紓困貸款之農會，
亟 需 協 助 營 運 管 理 資 金 進 行 紓
困，農委會於 109 年 4 月 28 日公
告「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經營困難農會紓困措施 」，針對
108 年度總盈餘扣除累積虧損在
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且實際薪點
折合率 500 元以下之經營困難農
會，進行一次性 50 萬元之補貼，
共計 103 家農會申請請撥，核發
計 5,150 萬元。

六、 此次疫情雖不致影響農作物之生
長，然確實影響了消費者的消費
習慣，降低了民眾對農產品的消
費需求，進而間接對基層農民生
計造成衝擊，故農委會為協助經
濟弱勢農民維持生活所需，以維
護 相 關 農 產 業 與 事 業 之 永 續 經
營，於 109 年 5 月 7 日訂定「 農
民生活補貼作業規範 」，參照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4 條
第 3 項第 1 款規定之排富原則，

以 107 年度農業所得以外之個人
綜合所得總額未達新臺幣 50 萬
元，及未領取其他機關所定性質
相同之補貼、補助或津貼作為核
發之資格條件，由各基層農會自
109 年 5 月 11 日∼ 6 月 30 日受理
農民生活補貼申請，通過審核者
發給生活補貼 1 萬元，其適用對
象如下：

（一） 109 年 3 月 31 日已參加農民健
康保險（簡稱農保）或農民職業
災害保險（簡稱農職保）被保險
人之農民。

（二） 參加農委會農糧政策之農民。
（三） 農委會選拔之百大青年農民（不

含團隊組負責行銷者）。
（四） 109 年 5 月 11 日前農委會農民

學院管理系統建檔有案，且仍
具會員資格之在地青年農民聯
誼會（分會）成員。

（五） 前 4 款以外向農委會農業改良
場 、 農 業 試 驗 所 、 茶 業 改 良
場、種苗改良繁殖場及各該分
場（所）申請，並持有該場（所）
核發實際耕作證明書之農民。

而上述所謂參加農委會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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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政策之農民，指於 109 年 4 月
30 日前最近 3 年，符合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並經農委會農糧
政策資訊管理系統登記有案者：

（一） 通過有機驗證及友善環境耕作
登錄。

（二） 通過農糧作物產銷履歷驗證。
（三） 參加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領有稻作直接給付、轉契作補
貼、生產環境維護給付及大專
業農轉契作補貼等相關給付。

（四） 參加公糧稻穀收購政策。
（五） 領有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或

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借款人。
（六） 領有農產業保險補助保險費。
（七） 參與肥料預購補助措施。
（八） 領有 108 年小型農機補助。
（九） 農民從事養蜂事實申報。
（十） 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農民。
（十一） 國產雜糧集團產區。
（十二） 優質水果集團產區。
（十三） 推動設施型農業計畫。
（十四）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農糧作

物保全（補助溫網室、冷藏庫
及擋水牆等防減災設備）。

另外，由於農委會的農民
福利資料管理系統已建置完整
農保及農職保被保險人基本資
料 ， 所 以 農 委 會 基 於 防 疫 考
量，並秉持「 簡政便民 」之紓
困原則，對於 109 年 3 月 31 日
已參加農保或農職保，並在投
保農會信用部有開立帳戶，且

符合核發資格的農民，農委會
簡化申辦作業，於開始受理的
當周，由電腦資訊系統逕予審
核，通過即將農民生活補貼匯
入農民本人在信用部開立的帳
戶 中 ， 共 計 有 9 8 萬 餘 人 因 此
受惠，而毋須親自前往農會申
請。截至 109 年 8 月 31 日止，
總計有 120 萬 6,316 人提出申
請，並已核撥 116 萬 3,697 人，
已核發金額 116 億 3,697 萬元。

參、 未來展望

此次新冠肺炎造成之危機，透過
農委會相關紓困振興措施，亦形成了轉
機，例如農遊券以電子票證的申請及領
取方式，成功開發新的客群進入農漁會
農特產品展售中心消費，進而推廣本土
農特產品給不同消費族群。另外，農民
生活補貼及農遊券的發放效率，也展現
了農委會資訊化處理的成果，以更少的
紙本作業，提供更快速即時的服務，未
來若能結合地理資訊系統之應用，將大
量的生產端及消費端數據融合起來進行
適當、科學的分析，將可以此來推動精
準農業的發展。

目前新冠肺炎於國際間之疫情仍
十分嚴峻，農委會將視疫情發展及產
業需求，於執行紓困振興過程中滾動
檢討，以減緩農產業所受衝擊並協助
農民安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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