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6年度施政績效報告 

公告日期：97年 5 月 8 日 

壹、前言 

一、本會 96 年度施政主軸由「發展優質農業，提升國際競爭力」、「發展安全農業，保

障消費者權益」、「發展休閒農業，提高鄉村生活品質」、「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資源

永續利用」及「加強農業綜合發展，增進農漁民福祉」等 5項策略績效目標組成，在各項

策略績效目標下，分別訂定衡量指標並戮力執行，藉以評估施政績效。 

二、本會為落實推動重要施政，確保計畫執行成效，成立「農業科技審議委員會」及

「農業施政計畫績效評估委員會」，督導本會施政計畫之策劃、推動、管理及績效評

估。平時定期召開會議，就執行進度及困難問題，督促及協調本會各單位及所屬機關積

極推動，亦責由管考單位或聘請專家學者分別組團進行實地查證，查證結果在績效評估

委員會議中提報檢討改善。本會 96 年度施政績效就業務構面及內部管理構面總計訂定 54

項衡量指標，由本會各主辦單位（機關）於 97年 1 月 31 日完成自評作業，經主辦單位主

管或首長親自核定後，由本會幕僚單位依據燈號評估標準逐項初審，併同 95 年度行政院

審核意見之辦理情形，彙編完成並簽奉主任委員核定。  

貳、近 3年機關預算及人力 

一、近 3年預、決算趨勢 

預決算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決算 94 95 96 

預算 122,622 95,535 93,526
普通基金(公務預算) 

決算 122,277 94,781 92,644

特種基金 預算 46,647 40,637 39,766



決算 39,735 37,967 44,767

預算 169,269 136,172 133,292
合計 

決算 162,013 132,749 137,411

＊本施政績效主係就普通基金（公務預算）部分評核。  

二、預決算趨勢說明 

（一）近 3年機關預算 95、96年度均呈現減少趨勢，謹將增減原因重點分析如下： 

1.95年度較 94年度預算減少，在普通基金部分主要係減列公共建設計畫 34 億餘元及撥充

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金 235 億餘元等所致。另在特種基金部分主要係減列糧政業務及

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補助、救濟措施計畫等所致。 

2.96 年度較 95 年度預算減少，在普通基金部分主要係減列科技計畫 2 億餘元、公共建設

計畫 9 億餘元、及老農津貼與撥充農業發展基金等依法律義務支出 13 億餘元等所致。另

在特種基金部分主要係減列產業調整或防範措施及水旱田利用調整後續計畫等所致。 

（二）預、決算落差原因原析：由上表可知本會主管各年度合計之預算執行率（決算占

預算之比率），均達 9成以上，故無預算執行落後之情形。 

三、機關實際員額 

年度 94 95 96 

人事費(單位：千元) 7431139 7579121 7611980

人事費佔預算比例(%) 4.59 5.71 5.54

職員 4,645 4,589 4,598

約聘僱人員 360 408 452

警員 10 9 9

技工工友 3,809 3,678 3,365

合計 8,824 8,684 8,424

＊警員欄位統計資料係指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  

參、目標達成情形暨投入成本（「★」表示綠燈；「▲」表示黃燈；「●」表示紅燈；

「□」表示白燈。「初核」表示部會自行評估結果；「複核」表示行政院評估結果。） 

一、業務構面績效 

業務構面共計 5項策略績效目標，依權重分別為「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資源永續利用」權

重 17﹪、「發展優質農業，提升國際競爭力」權重 16﹪、「發展安全農業，保障消費者

權益」權重 13﹪、「加強農業綜合發展，增進農漁民福祉」權重 9﹪及「發展休閒農業，

提高鄉村生活品質」權重 8﹪，合計 63﹪。 

（一）績效目標：發展優質農業，提升國際競爭力(16%) 



1.衡量指標：農業新品種開發項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5 14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本會 96 年度取得荔枝(2 個品種)、桑(1 個品種)、薑花(2 個品種)、孤挺花(2 個品種)、毛

豆(2 個品種) 、菜豆(2 個品種)、菊花(1 個品種)、冬瓜(1 個品種)、聖誕紅(2 個品種)、葡

萄(1 個品種)及鳳梨(1 個品種)等共 17 項本土植物品種權，超越目標值。 

2.本項工作甚具挑戰性，由於農業新品種開發係長期性工作，極難預估何時能順利育成新

品種，96 年度能如期達成目標，實屬不易；且育成新品種深受栽培農民肯定，普遍認為

必受消費者喜好，極具市場潛力，將可提供消費者更多樣的農產品選擇，及創造更多的

經濟效益。  

2.衡量指標：農業技術授權及取得國內外專利權項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57 4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本會 96年度專利取得及技術開發計辦理 85 項技術移轉，超越目標值。 

2.本項工作極具挑戰性；由於長久以來農業研發成果被視為公共財，均以無償使用，因此

農業對於有償的技術移轉時，必須面臨使用者付費移轉技術的心理面及社會面的壓力與

阻礙；本會克服重重困難，持續強化使用者付費之觀念，使農業技術授權得以讓農民及

業者逐漸接受，技轉案件及權利金收入持續上升。  

3.由於本會本年度技術移轉成效極佳，使得本年度技轉收入金額成長率較 95 年成長

40%。 

3.衡量指標：農業技術諮詢及服務量成長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8 10 

達成度(%) 100 87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 96年度技術服務量達 5,659 件，基期年(93年)為 5,204 件，經計算 96年度服務量成長

率為 8.7%，目標達成度 87%。 

4.衡量指標：良質米生產比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70 73 

達成度(%) 97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本項工作係整合國內各農業試驗改良場所及 16 縣市政府設置水稻原原種、原種及採種

田等三級繁殖體系，生產優良稻種供農民更新使用。 

2.96 年於良種繁殖更新計畫下，共設置採種田 2,831 公頃，可供 19.82 萬公頃稻田更新使

用；近年國內稻作面積為 26 萬公頃，推估良質米生產比率為 76.2%，超越目標值。 

5.衡量指標：種苗業自動化之作業時間節約幅度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39 42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蔬果種苗自動化育苗場，採用國內自行研發成功之播種自動系統，植物本體生理感測與

噴灌微調組合自動化、自動換棟型噴霧兼掃描管理系統等關鍵技術和設備，提高種苗生

產自動化程度，減少人工操控和工時，截至 96年底估計，較基期年 90年節省蔬果育苗管

理作業人力工時達 42.2%，超越目標值。 

2.種苗生產以 100,000 株苗為計算單位，90 年(基期年)育苗管理作業工時 185 工時，96 年

底估計育苗管理工時 107 工時，故種苗業自動化之作業時間節約幅度為 42.2%。 

6.衡量指標：國際漁業合作漁船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700 528 

達成度(%) 9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96年度輔導 662 艘次，與 24 個沿岸國進行漁業合作，超越目標值。 



2.不論民間或政府雙方之漁業合作，皆需與合作國家或其民間業者簽訂漁業協定，涉及層

面複雜。且近年來入漁費漸增，沿岸國家亦欲發展其本身漁業而緊縮我國入漁機會，具

有挑戰性。 

3.遠洋漁業乃高度國際化之產業，我遠洋漁船透過合作進入他國海域作業，除拓展我遠洋

漁獲產量產值外，並帶動週邊產業，諸如銷售通路業、漁用物資補給業、船舶修造業及

其他相關產業之發展，可創造至少約 130 億元之產值；亦增加國人就業機會，支持 2 萬餘

人生計。 

7.衡量指標：提升種豬性能及其經濟效益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4 4.5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96 年日增重對全國肉豬群經濟效益改進約 3.8 億元，飼料效率約 1.6 億元，合計 5.4 億

元，超越目標值。  

2.在近期國際穀物大幅高漲下，種豬場檢定站種公豬 30 公斤至 110 公斤之飼料換肉率從

94 年的 2.17 提升至 96 年的 2.14，如能 100%轉換至肉豬，對全國肉豬群經濟效益改進及

提升農民生產效率有其重大意義。 

8.衡量指標：推廣優良畜禽及水產種原之產值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9000 1150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推廣山羊 536 頭，牛 20 頭，兔 1,396 頭，豬 1,617 頭，雞 15,453 隻，鵝 39,412 隻，鴨

3,485 隻，計收入 1,114 萬元；又 95 年度推廣畜禽延續於 96 年度繁衍獲致產值估計約

8,903 萬元，合計 10,017 萬元。 

2.完成繁殖水產生物優良種苗，生產及推廣海鱺、石斑魚類、優質種蝦及蝦苗、海膽及優

良藻種等餌料生物等，總產值共計 794 萬元；加上推廣優良水產種原之技術移轉權利金

64 萬元及其衍生產值約 750 萬元，合計 1,608 萬元。 

3. 96年度總計推廣優良畜禽及水產種原之產值 11,625 萬元，超越目標值。 

4. 國際穀物價格持續高漲，畜牧經營者飼養意願不高情況下，本會仍積極推廣優良畜禽並

達到既定衡量指標，實屬不易。 



5. 96 年度完成高效能 SPF 白蝦種蝦庫及其繁養殖技術研發，推廣防疫技術，並技術移轉

民間業者，可提高白蝦養殖收成與我國白蝦養殖的競爭力。 

9.衡量指標：蔬果共同運銷之市場占有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20 21.5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由於國內蔬果共同運銷數量主要集中於台北果菜市場，因此供銷數量以符合市場需求為

宜，且為活絡運銷通路，近年來積極推展多元化運銷通路，致共同運銷比例難有大幅成

長空間。 

2.為提高蔬果共同運銷之市場占有率，本會賡續輔導農民團體充實改善蔬果集貨、分級包

裝及冷藏等運銷設備，確實掌握產地貨源能力，落實分級包裝作業，建立國產農產品品

牌及品質驗證制度等改進措施，提升產品品質及競爭力，以吸引農民參加共同運銷，增

進蔬果共同運銷業績。 

4. 96年各產地農民團體辦理蔬果運銷供應各主要批發市場運銷數量 521,100 公噸，占全部

果菜批發市場總交易量 2,380,000 公噸之 21.89%，超越目標；且可滿足國人對國產農產品

需求，提高消費者信心及購買意願，亦可降低個別農戶運銷成本，增加農民收益。 

10.衡量指標：農產品外銷增加金額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370 410 

達成度(%) 14.9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96 年農產品總出口值為 34.33 億美元，較基期年 92 年之 32.43 億美元增加 190 百萬美

元。惟因國際保育公約自 95 年起刪減我國捕撈漁船配額，致鮪魚出口量值大幅減少，係

屬不可抗力因素，因此扣除鮪魚後，96年之出口值為 30.33 億美元，較 92年之 25.31 億美

元增加 502 百萬美元，超越目標值。 

2. 96 年度外銷產業有多項指標性突破，包括台灣芒果可以外銷澳大利亞；臺灣香蕉重返

韓國市場；禽肉產品獲准輸入韓國；雞肉、豬肉調理食品獲准輸入新加坡。 

（二）績效目標：發展安全農業，保障消費者權益(13%) 

1.衡量指標：CAS 驗證產品項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6000 540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96 年度新申請通過 CAS 驗證計有 20 家業者，全年新通過驗證產品計 1,284 項，累計驗證

產品超過 6,000 項，超越目標值。 

2.衡量指標：有機農業生產面積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400 180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迄 96 年 12 月底，有機農產品驗證合格面積為 2,013 公頃，包括水稻、蔬菜、果樹、茶樹

及其他作物，超越目標值。 

3.衡量指標：蔬果農藥殘留抽驗合格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 95.5 

達成度(%) --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96年度蔬果田間農藥殘留抽驗計 4,858 件，合格者佔 96.67%，超越目標值。  

4.衡量指標：通過產銷履歷驗證之養殖水產品量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 50 

達成度(%) -- 97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通過產銷履歷驗證之養殖水產品並列印產銷履歷條碼上市者計 18.5 公噸，另販售至傳統

市場及主婦聯盟未列印產銷履歷條碼上市者約 30 公噸，合計 48.5 公噸，達成度 97％。 

2.「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於 96.1.29 公布實施、「農產品驗證機構管理辦法」及

「產銷履歷農產品驗證管理辦法」分別於 96.6.7 及 96.6.23 公告，實際執行期間僅半年，



相關漁產品產銷歷驗證機構需依法令規定程序取得認證後，漁產品經營業者才可向驗證

機構提出驗證申請，故能於半年期間達成 97%，確屬不易，甚具有挑戰性。 

3.建立重要養殖水產品產銷履制度，提升養殖水產品品質及國際競爭力，確能增加消費者

對養殖水產品衛生安全之信任度，並促進養殖產業升級。 

5.衡量指標：豬隻口蹄疫預防注射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90 78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96 年豬隻口蹄疫預防注射頭數已達 15,829,569 頭次，平均預防注射率 81.6%，超越目標

值。 

2.我國於 96 年 4 月起於臺灣本島及金門馬祖地區試辦階段性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措施，

該措施除靠行政機關之推動外，最重要的是養畜業界的主動配合與執行。養畜業界主動

配合的程度愈高，愈容易達成撲滅豬瘟及口蹄疫的目標。惟推動本計畫過程中因養畜戶

主動配合意願不一，常因疫苗費用、人力不足等理由不願意主動施打疫苗；除豬隻養畜

戶數高達 1萬 3 千戶，尚要兼顧草食動物包括牛、羊、鹿等大動物一併落實，因需督導對

象太多，致使執行過程困難度頗高，本項指標甚具挑戰性。 

3.除賡續督導養豬戶落實階段性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措施，並持續推動口蹄疫疫苗免疫證

明文件措施及疫苗補助計畫，現階段已達成我國為使用疫苗之非疫國的目標。 

6.衡量指標：實施家畜屠宰衛生檢查數量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812 816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於全國 65 場家畜屠宰場，派駐經訓練合格之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逐隻檢查豬、牛、羊

等家畜之屠宰衛生，96年實施家畜屠宰衛生檢查數量達 883 萬餘頭，超越目標值。 

2.家畜屠宰衛生檢查係依畜牧法辦理之重點施政項目，攸關國人肉品消費之衛生安全至

鉅。為提高家畜屠宰率，勢必加強違法屠宰行為之查緝，違法屠宰行為之查緝，因涉及

國內長久以來產銷環境及宰殺業者既有之經營型態與生計，經常遭致業者強力抗爭及民

代之關切，其執行難度確實甚高。此外，本項工作因經檢查人員判定為不合格屠體、內

臟依法均須予以廢棄，故涉及人民權益甚鉅，亦經常引起養豬業者及肉商業者之質疑與

干擾，甚或有暴力脅迫之情事發生，需妥善加以因應處理，本項指標甚具挑戰性。 



3.經屠宰衛生檢查把關之肉品，凡罹病或不適人類食用之家畜屠體及內臟均予以廢棄銷

毀，對確保肉品衛生安全及保障國人健康至有助益。 

（三）績效目標：發展休閒農業，提高鄉村生活品質(8%) 

1.衡量指標：鄉村實質建設區數比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7.5 7.8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推動 16 縣區域性特色風貌規劃，另縣級鄉村風貌綱要建設部分，累計 154 件工程。獎

助營造農村新風貌部分：累計獎助 445 案。改進鄉村環境品質部分，累計辦理 205 件工

程。農村產業發展多元化活動部分，累計辦理農村發展多元化活動 156 場。深化鄉村人力

培訓部分，完成關懷班 78 班、進階班 50 班、核心班 51 班、專員班 6 班、自學班 12 班及

專員回訓 6班，共 203 班 5,705 人次之人力培訓工作。 

2.96年度共計辦理鄉村實質建設區數 309 區，超越鄉村總區數 7.8％目標值 294 區。 

2.衡量指標：休閒農場取得營業登記家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65 10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截至 96年底止全國累計有 343 家休閒農場取得休閒農場籌設同意文件，其中 142 家休閒

農場取得營業許可登記證，超越目標值，較 95年底之 90 家，增加 52 家，增幅 57％。 

2.修正發布「非都市土地休閒農場容許作休閒農業設施使用審查作業要點」、「非都市土

地作休閒農業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及變更編定審查作業要點」等法規。 

3.辦理休閒農業從業人員培訓：包含休閒農業從業人員基礎班訓練 3 場次計 131 人次、進

階班訓練 2 場次計 73 人次、領導班訓練 2 場次計 38 人次。 

4.辦理產學合作計畫計有 88 位在學學生經錄取後在全台 30 家休閒農場進行實務訓練，其

中 79 名學生完成實務訓練並取得合格證書；另外青年就業職前見學計畫共有 36 家休閒農

場參與，並任用 64 位新進人員。 

5.參加國際性旅遊展覽，吸引國外遊客來台休閒農場旅遊達 43,111 人次。 

6.上述各工作項目之業務均頗為繁雜且具挑戰性，對於輔導休閒農場取得許可登記證與提

升經營管理能力之成效亦頗為顯著。 



3.衡量指標：建設功能多元化漁港處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0 15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96 年持續推動八斗子漁港、永安漁港、枋寮漁港、深澳漁港、淡水第二漁港、福隆漁

港、梧棲漁港、碧砂漁港、興達漁港，與東港魚港等 10 處漁港多功能整建工程外，另辦

理海山聯外道路改善工程、新竹漁港浮動碼頭工程、將軍漁港改善工程、正濱魚市場工

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工作，與箔子寮魚貨直銷中心周邊工程等 5處漁港多功能整建工程，達

成目標值。 

2.本計畫案件牽涉全國地方政府，必需加強協調聯繫，並牽涉民意反映意見處理及辦理工

程變更設計等不可控制影響因素較多，需加以克服。 

3.改善漁民作業環境，使漁業能穩定發展，並提供民眾優良觀光遊憩空間，如興達情人碼

頭已成功轉型為國內知名之觀光漁港，每年平均吸引約數十萬人次遊客休憩，享受漁港

新風情，對當地漁村轉型與漁民收益有明顯助益。 

4.衡量指標：休閒農漁業及森林旅遊人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140 127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推動休閒農業發展，吸引遊客至農村旅遊達 945 萬人次。娛樂漁業載客出海旅遊人次達

88 萬人次以上。森林遊樂區旅遊人次為 327 萬人次，總計 1360 萬人次，超越目標值。 

2.推動娛樂漁船與旅行社策略聯盟，並辦理遊程規劃的行銷策略推動，使娛樂漁業在景氣

不佳及旅遊業競爭激烈的大環境下，參與遊客人次仍較去年超出約 1萬人次，由於異業結

合推動工作上存在較多配合上困難及市場不確定因素，因而使計畫執行具挑戰性。 

3.除能藉由海洋遊憩，提升對國人海洋及生態保育觀念外，業者營業總收益，增加約 1500

萬元，具有改善漁村經濟效果。 

5.衡量指標：休閒農漁業及森林旅遊創造農村就業機會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410 180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經營休閒農業創造農村就業機會 997 個。娛樂漁業漁船提供就業人數約 750 人。森林旅

遊創造就業機會數 110 人次，總計 1857 人次，超越目標值。 

2.在沿岸漁業資源逐漸減少下，透過輔導漁民轉型經營娛樂漁業及陸上休閒漁業等一系列

工作推動，以增加漁村就業人口，將屬於初級產業之漁業，提升為服務業之休閒漁業，

不論在方法上、執行上都充滿了不確定性，因此極具挑戰性。 

3.除提供原有漁業從業人口維持現有工作機會外，更吸引年輕人返回漁村從事休閒漁業及

娛樂漁業工作，促進關連性產業發展，以創造更多就業機會。 

（四）績效目標：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資源永續利用(17%) 

1.衡量指標：輔導畜牧場符合排放水標準場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250 30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廢水處理設施之操作，除須具有足夠之處理設備外，由於目前畜牧場所採之生物處理方

式，受外界天候之影響甚大，即使由專業之環工廢水處理專家操作，亦不見得能 100﹪符

合現行之環保標準。 

2.目前畜牧場之從業人員普遍年齡層偏高、教育程度較低，要輔導其妥善處理廢水難度頗

高，且甚具挑戰性。 

3.96 年度已輔導原排放廢水不符合放流水標準之畜牧場 362 場，超越目標值。有效降低畜

牧場因排放廢水問題遭環保機關取締之比率，如以每一處分案件罰金至少須 6萬元計算，

已協助畜牧業者節省 2,172 萬元以上之費用。 

2.衡量指標：臺灣沿近海域漁場建構量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20 19 

達成度(%) 100 68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利用陸上退廢資材如汰除電桿，設計加工製成人工魚礁，並投放於沿近海域人工魚礁

區，建構成人工漁場，96年度計建構體積 13 萬立方公尺，達成度 68﹪。 



2.本項工作目標需完成 3,500 座電桿礁，魚礁投放地點遍及台灣地區 12 縣市 15 處人工魚

礁區，且需克服氣候與東北季風期間之惡劣海象，方能順利完成，具挑戰性。 

3.建構完成人工魚礁漁場達 13 萬立方公尺，依據學術單位的推估，每年可增裕之漁業資

源約達 1,300 公噸，每年增加之產值約達新台幣 1億 3000 萬元，對改善沿近海漁民生計及

提升沿近海漁業之基礎生產力，助益甚大。 

3.衡量指標：臺灣沿近海域魚貝介苗放流量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000 900 

達成度(%) 100 66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利用人工繁殖之魚貝介種苗，放流於沿岸海域，增裕漁業資源，96 年放流魚苗 600 萬

尾，達成度 66﹪。 

2.魚苗放流地點遍及 20 個縣市之沿岸海域，並需克服東北季風期間惡劣海象，以及種苗

繁殖技術與環境條件之急遽變化方能順利完成，具挑戰性。 

3.完成 600 萬尾魚貝介種苗，依據學術單位的推估，每年可增裕之漁業資源約達 1,350 公

噸，每年增加之產值約達新台幣 1 億 3,500 萬元，對改善沿近海漁民生計及提升沿近海漁

業之基礎生產力，助益甚大。 

4.衡量指標：灌溉水質檢驗合格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81 83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96 年度全省各水利會加強灌溉水質監測，建置 2,574 點渠道水質監視點及 4,439 點水污

染源監視點，完成 40,362 點次檢驗工作，灌溉水質檢驗合格率為 88％，超越目標值。 

2.輔導水利會建置完成灌溉水質監測網，透過各水利會積極辦理灌溉水質管理工作，以確

保農作物衛生安全，96 年度持續推廣「農田水利會灌溉水質監測管理系統」，輔導水利

會運用資訊技術處理業務，有效提升管理工作效率及績效。 

3.96 年度灌排渠道水質監測計檢驗 15,640 點次；另為掌握工廠廢污水排放對灌溉水質影

響，檢驗 24,722 點次，如經檢測水質發生異常狀況，農田水利會即依規定辦理後續污染

源追蹤及查察作業，並加強與所管環保單位聯繫，有效掌握灌溉水質現況及處理情形，

建構完整灌溉水質監測資料系統。 

5.衡量指標：推廣旱作節水灌溉之受益面積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2200 2000 

達成度(%) 93 90.1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全省各農田水利會推廣施設旱作管路灌溉及蓄水池等設施，其中末端管路灌溉節省用水

面積 1,465 公頃(1,710 戶)，蓄水池改善灌溉條件面積 338 公頃(419 戶)，共計推廣旱作節水

灌溉面積 1,803 公頃(2,129 戶)，達成度 90.1％。 

2.輔導農民施設省水、省工及兼具灌溉、施肥、施藥等多目標管路灌溉設施，節約農業灌

溉用水每公頃可達 5,000 噸，降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競爭能力，增進水土資源

有效利用。 

3.施設後可提高灌溉均勻度，配合實施產期調整，提供適時適量灌溉，平均增產率可達 25

％至 47%，且果實口感與品質亦大幅提升，年增收益可高達 50%至 100%，深受農民歡

迎。 

6.衡量指標：造林面積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800 70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96 年度設定目標值為新增海岸造林、平地造林及綠美化面積 700 公頃，迄至年度終了，

完成造林 758 公頃，超越目標值。 

2.海岸林造林地均位處本島海岸環境敏感脆弱地區，各項工作必須克服烈日、高溫、乾

燥、強風、鹽霧、飛砂及潮浪等不良立地環境及天候因素，其工作極具複雜性及挑戰性

高。 

3.因應加入 WTO，配合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並紓解農產品產銷失衡壓力，推動平地造林

及綠美化工作，增加綠色資源，造林工作之土地有屬公、私有土地，來源取得不易，極

具複雜性及挑戰性。 

7.衡量指標：集水區整治工程件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779 1089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辦理山坡地水土保持集水區整治工作，係以全方位治山防災著手，本「整體規劃、分工

治理」原則，辦理集水區整體治理規劃，結合上（林務局）、中（水土保持局）、下游

（水利署）相關權責單位，有效推動聯合治理工作，依據過去進行評估所得之益本比平

均高達 3.82，對社會及經濟效益均不可忽視。為使民眾早日脫離土石災害之夢魘，並避免

發生二次災害。 

2. 國有林崩塌地處理、防砂治水、坑溝整治、緊急災害處理工作，施作地點係位在中高海

拔山區，為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在施工環境條件差，又山區多霧及時常下雨之下，施工

進程受限，故其不可控制影響因素皆較平地為多，工作計畫之執行頗具困難與挑戰性。 

3.國有林整體治理係延續性計畫工作事項，96 年度治理工程完成後，對施作地區崩塌地沖

蝕控制，調節土石下移避免淤高河道，降低洪水與土砂災害等，皆具有相當功效，並促

進下游公共設施與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達成兼顧治山防災與生態環境保護目標。 

4.96 年度辦理集水區整治工程 1414 件，完成崩塌治理與災害復建等共 176 件，總計集水

區整治工程件數 1590 件，超越目標。 

8.衡量指標：崩塌裸露地植生復育面積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52 54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96 年度針對嚴重崩塌裸露地區，以植生復育為主軸，採行多元化之坡地保育處理，辦理

山坡地環境復育及保育工作，以減少坡面祼露，防止坡面環境繼續劣化、沖刷，並逐年

提升坡地綠覆率，96 年度復育面積達 56 公頃，超越目標，且水土保持設施均與公共設施

及民眾生命財產息息相關，甚具挑戰性。 

9.衡量指標：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治理區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5 7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本計畫工作旨在調查及選定亟需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之地區，藉由「特定水土保持區」

之劃定，協助管理機關針對特定水土保持區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並結合生態、

防災及管理，以整體規劃之方式，進行分期分區整治工作，以維護地區居民生命財產之

安全。 



2.計畫期間針對居民異議及反對，需加以協調，並朝社區參與防災推動之方向努力，在達

成目標之複雜度及挑戰性均極高。 

3.藉由落實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治理工作，以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減免災害及保

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4.96年度計辦理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治理 7 區，達成目標。 

10.衡量指標：物種復育種類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9 9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臺灣黃蘗種源保存計畫所採集 之種子及插穗所培育出之苗木，目前於六龜苗圃現有培育

實生小苗 800 餘株，另培育採自日本之種源黃蘗小苗 400 株設置種源及營養系綜合園。所

有苗木移至鳳崗山苗圃集中管理及馴化，已達出栽造林標準。 

2.台灣紅豆杉成功技術轉移給廠商，技轉費新台幣 300 萬，廠商已規劃栽培 20 公頃；台

灣油杉利用控制授粉方式培育出 3,000 株苗木，並移植到軟缽育成大苗後，將交由林務局

進行境外復育；檄樹已設立 2 個營養系園，並找到 3 個具有降血壓成分（蛇根鹼）的優良

品系，正尋求合作廠商推廣栽培；青脆枝設立 1 個種子園及 2 栽培區，廠商評估品質佳，

正規劃試量產試驗；台灣肖楠設立 2 個種子園，利用激勃素(gibberellins, GAs)處理每年約

可生產 100,000 顆種子。 

3.台灣白魚族群數量的急速降低，而成瀕危物種。為避免台灣白魚的絕種，擬應用生態工

法改善其棲息地，並發展人工繁殖技術，以增加其族群數量。完成「砌石帶工」及拋石

工各 1處，營造多樣化之棲地環境，並培育台灣白魚 3公分長的仔稚魚 2050 尾。 

4.田蔥已蒐集台灣 10 個族群種原，並培育 3,000 株供 14 個學校及社區推廣復育之用。 

5.蓴菜已蒐集台灣現存 2 個族群種原，除積極保存種原，已培育 1,000 株供推廣水生蔬菜

及園藝植物之用。 

6.以上總計物種復育種類數 9 種，達成目標值。 

（五）績效目標：加強農業綜合發展，增進農漁民福祉(9%) 

1.衡量指標：農業教育訓練參訓者之滿意度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80 84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因應農業經營 e 世代的來臨，減少農民數位落差，提升農民學習農業知識之廣度，辦理

農民網路技能訓練班，完成辦理農民網路技能訓練 226 班，培訓 5,222 位農民，訓練滿意

度為 98％以上。 

2.為與時俱進，精進工作職能，規劃辦理多項提升農會推廣人員技能及配合工作所需專業

知識等相關訓練 30 班，培訓 1,375 人，訓練滿意度為 90％以上。 

3.農漁民第二專長訓練，補助 16 縣市辦理，包括地方小吃班、中餐烹調班、西式餐飲

班、飲料調配班、調酒班、食品烘焙班、點心食品班等 89 班，參訓人數 2,670 人，訓練

滿意度為 90.96％。為鼓勵取得技術士職業證照，以協助農漁民離農轉業，計 860 人取得

丙級技術。本項計畫之執行甚具複雜度及挑戰性。 

4.為瞭解農民農業專業訓練辦理成效及農民意見，96 年度各班別均安排結訓檢討，並以無

記名方式調查學員意見，瞭解學員對課程、設備、教材、生活輔導等意見，在整體滿意

度方面大部分之學員均表示滿意，滿意度平均 90%。 

5.辦理漁業推廣工作人員教育訓練，其中漁事、家政、四健各 1 班，合計 3 班，參訓人員

165 人，學員對課程表示滿意者有 130 人，滿意度 78.8%。96年輔導漁村婦女 17 位考取中

餐丙級證照。同時琉球等 5 個區漁會辦理漁村外籍新娘及子女教育，約 100 人參與，學員

獲益良多。 

2.衡量指標：漁船員經訓練且獲頒結業證書之人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5500 610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96 年度訓練成果計 8,376 人獲頒結業證書，超越目標，其中辦理漁航、輪機、電信等幹

部訓練班次，獲頒結業證書人數達 841 人。辦理漁船(含小船筏)船員基本安全訓練班，獲

頒結業證書人數達 4,140 人。委託 7所海事學校辦理漁民訓練，獲頒結業證書人數達 3,395

人。 

2.各訓練職類開班資訊透過雜誌廣告、印製海報等廣為宣導，且為提升教學效果，積極更

新訓練設備、編修教材、充實軟硬體教學設施、教室電腦化及設備維護、學員生活輔導

及衛生管理，均甚具複雜度。另為因應本會漁業署南遷，借用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繼

續辦理漁船幹部船員訓練，須重新設置訓練設備及規劃學員住宿、交通等事項，並加強

宣導開班相關事宜，增加訓練之複雜性。 

3.幹部船員來源非水產院校學生，大多數為學習能力較弱之國中、小學畢業，要藉訓練提

升職業能力，使其能適任三大洋海上作業，為我國漁業發展貢獻心力，實屬不易，訓練

教學設計更需用心與耐心，訓練過程具挑戰性。 

4.本會漁業署為服務偏遠地區漁民，除派員至金門等離島地區辦理訓練外，並積極規劃委

託當地或附近之海事水產職校辦理沿近海漁船船員訓練，提供漁民就近便捷之訓練機



會，嘉惠偏遠地區漁民。委辦計畫須符採購法規範，辦理廠商評選等公開招標作業，並

須依計畫嚴予審查，除對委辦機構進行評鑑及督導考核教學情形外，並提供訓練設備及

協助委託機構培育訓練師資，以擴大委託學校訓練容量及提升訓練品質，目標甚具複雜

度及挑戰性。 

5.96 年度分別至金門地區及馬祖地區辦理小型漁船(筏)船員基本安全訓練，共計 290 人參

訓，獲金門區漁會及馬祖區漁會感謝函各乙紙。委託 7 所海事水產職校辦理台灣北部(基

隆、台北、桃園、新竹等縣市)、東北部(宜蘭、花蓮等縣市)、東部(花蓮、台東等縣市)、

中部(苗栗、臺中、南投、彰化、雲林等縣市)、南部(嘉義、台南、高雄等縣市)、高高屏

(高雄、屏東等縣市)及澎湖等地區之沿近海漁船船員訓練，計 3,395 人參加訓練。以往漁

民參加各項訓練均須舟車勞頓遠赴高雄參訓，倍極辛苦，自推動委辦計畫後，利用海事

水產職校之地緣性及學校優良師資、場地、設備，配合漁民訓練需求，安排就近訓練時

程，讓漁民能專心投入漁業工作，節省漁民往返之路程與費用，極具效益。 

3.衡量指標：農村營養保健與銀髮族生活照料輔導人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40000 5920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農村營養保健及銀髮族生活輔導係以本會輔導之家政班為主體，以「營養保健、健康老

化與在地老化、侍親、照顧經驗及開源節流」為中心議題，評估班員需求而規劃設計課

程及教材，訓練農村婦女及高齡者提升營養保健及健康老化知能，除推展終身學習、提

供學習網絡減少農村地區之知識落差外，同時構建農家身、心及環境健康，進一步營造

健康之農村社區，輔導層面廣，執行面深入且徹底，挑戰度極高。 

2.96 年度農村營養保健及銀髮族生活輔導計 59,200 人次，達成目標。由於本計畫之輔導

深入各鄉鎮，由生活面提升農村營養保健及銀髮族生活品質，並藉由農村婦女營養保健

觀念之改變，進而影響家庭成員，所達成之成效顯著且深遠。 

4.衡量指標：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0.5 8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96年 12 月底全體農漁會信用部總計 286 家，平均逾放比率為 6.25%，超越目標值。 



2.本項 96 年度目標值 8%，較 95 年度目標值 10.5%，降低 2.5%達 0.24 倍，且本項目標牽

涉不可控制影響因素較多，須嚴加克服，目標具挑戰性。 

3.產出績效：(1)營運規模擴大：全體農漁會信用部存款 1 兆 3,573 億元，放款 7,218 億

元；較 93 年 1 月底分別增加 714 億元及 1,598 億元。(2)風險承擔及獲利能力提高：全體

農漁會信用部淨值 886 億元，較 93年 1 月底增加 124 億元；93年度及 94年度盈餘分別為

21 億元及 28 億元，與 92年度虧損 17 百萬元相較，已轉虧為盈；96年度盈餘 45 億元。(3)

放款品質改善：逾期放款金額 451 億元，逾放比率 6.25％，呆帳覆蓋率（備抵呆帳占逾期

放款金額之比率）42.8％；分別較 93年 1 月底減少 11.5％及增加 23.0％。 

5.衡量指標：為民服務案件辦結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95 10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 本會 96年度為民服務案件總計 2475 件，其中屬行政興革之建議者占 8.9％，屬行政法令

之查詢者占 16.8％，屬行政違失之舉發者占 5.3％，屬行政權益之維護者占 18.5％，屬索

取服務資訊等為民服務案件者最多，占 50.4％；均予以歸類審慎處理，盡力符合民眾需求

與期待，並於期限內辦結，辦結率 100％，達成目標值。 

2.96 年度為民服務案件在兼顧服務品質、維護民眾權益等作業上，必須積極協調相關單

位，妥善回復並爭取時效，故全數均能於期限內辦結，實屬不易。 

6.衡量指標：雙邊農業工作會議及合作計畫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42 45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巴拿馬貿易談判代表於 96 年 4 月中旬來台，與我國就台巴自由貿易協定之市場開放及

牛肉原產地證明等議題進行諮商，並達成協議。 

2.配合國家外交政策，於 96 年 11 月 28 日與巴布亞紐幾內亞簽署農業技術協定，續派技

術團並與巴國辦理農業生產合作計畫。 

3.辦理與美、泰、菲律賓、荷蘭、紐、澳、德國農業合作相關會議 7 場次，並配合外交部

及經濟部與日本及歐盟諮商會議，檢討優先合作計畫領域及農產貿易諮商。96 年度並完

成荔枝輸紐西蘭檢疫諮商，自 97 年產期起，符合檢疫條件之荔枝即可外銷紐西蘭。此外



歐盟於 96 年 3 月間同意台灣植物品種所有人以自然人或法人名義向歐盟植物品種事務局

(CPVO) 申請權利及主張對該品種申請的優先權。 

5.辦理與先進國家、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地區 27 項合作計畫、國際農產貿易管理及諮商 5

項計畫。 

6.依據與泰國農業合作工作會議決議，雙方互派人員辦理研習農民組織及農產運銷系統、

溫帶園藝產業等計畫。 

7.與國際組織合作，在臺灣舉辦「OISCA 臺日農業技術與農村青年交流」「AARDO 資訊

科技在鄉村發展之角色國際研討會」、「APO 成功之中小企業出口促銷研討會」、

「APO 國家農業標準研習會」等 4項研討會 

8.以上總計辦理雙邊農業工作會議及合作計畫數 48 項，超越目標值。 

7.衡量指標：農業官員及專家互訪交流次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43 5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與美國在台協會合作，邀柬埔寨、印尼、斯里蘭卡、孟加拉、寮國、菲律賓、泰國、印

度、尼泊爾及台灣之專業獸醫人員計 50 人次，於 96 年 5、6 月間辦理「家禽流行性感冒

診斷研習會」2場次。 

2.本會應紐西蘭邀請派員訪問，促進雙方農業政策、貿易制度、科技發展之瞭解，計 5 人

次。 

3.邀請 OECD 農業暨發展組組長 Jones 訪台，針對農漁業合作交換意見；此外邀請國際園

藝學會(ISHS)會長及副會長、國際種子檢查協會(ISTA)秘書長等來台，就產業發展交換意

見，計 5人次。 

8.以上總計辦理農業官員及專家互訪交流次數 60 人次，超越目標值。 

 

 

二、內部管理構面績效 

內部管理構面分 4 個面向：「人力面向」權重 15%、「經費面向」權重 15%、「電子化政

府」權重 6%、「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權重 1%，合計權重 37%。 

 

（一）人力面向績效 

1.績效目標：合理調整機關員額，建立活力政府(15%) 

(1)衡量指標：績效管理制度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 1 

達成度(%) --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本會於 96 年 6 月 1 日召集各單位人員，開會研商訂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6 年度各單

位績效管理實施計畫」，內容包含：（1）本計畫參採平衡計分卡之精神，期透過強化流

程、顧客及員工學習與成長等管理策略(2)適用對象(3)評核指標 6 項（行政簡化案例、公

文依限辦結率、業務創新案例、電話禮貌、每人年度平均學習時數、通過語言檢定人數

比率）(4)績效評核作業及成績評定(5)評核成績，作為分配本會各單位年終考績考列甲等

人數參據。 

2.本會於 96 年 12 月 10 日召開 96 年第 6 次考績委員會就 6 項指標評核，完成總成績評

核，復於 96年 12 月 25 日召開 96年第 7 次考績委員會，確定名次，簽陳本會主任委員核

定。 

3.評核結果除作為各單位考績甲等比例分配參據外，並核予績優單位主管行政獎勵，確實

作為管理之依據，當能有效達到提升業務績效及施政品質之計畫目標。 

(2)衡量指標：員工心理健康協助機制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 1 

達成度(%) --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本會 96 年為推動員工心理健康協助機制，訂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員工心理諮商服務

實施計畫」，提供心理諮商轉介機制服務，96 年度計有 6 人次使用本項服務，補助費用

9,600 元辦理 

2.辦理心理健康講座或訓練如下：舉辦「達摩易筋經養生研習」，為期 8 週，共計 62 人

參加；辦理「幸福家庭、圓滿人生-談家庭關係」專題演講，共計 92 人參加；辦理「心靈

健康的新知」專題演講，同仁出席踴躍；薦送本會暨所屬機關人員參加公務人力發展中

心辦理之心理健康及諮商輔導相關課程，合計 66 人次。 

3.本會確實辦理員工心理健康協助機制及辦理相關講座與訓練，達成目標值。增進本會員

工身心健康並營造互動良好之組織文化。 

(3)衡量指標：機關年度各類預算員額控管百分比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0.5 0.1 

達成度(%) 18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96 年度核定預算員額職員 4,598 人、駐警 9 人、工友 418 人、技工 2,947 人、駕駛 252

人、聘用 206 人、約僱 246 人，合計 8,676 人； 97 年核定預算員額職員 4,621 人、駐警 9

人、工友 403 人、技工 2,917 人、駕駛 239 人、聘用 185 人、約僱 243 人，合計 8,617 人；

計算員額控管百分比為 0.68%，超越目標值。 

(4)衡量指標：分發考試及格人員比例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31 34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暨所屬機關 96 年度編制職員出缺總數為 428 人，提報考試職缺數為 219 人，遴用考

試及格人員比例為 51％，超越目標值。 

(5)衡量指標：機關超額人力控管情形－依規定應出缺不補（含應精簡員額）之員額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 45 

達成度(%) --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96 年行政院核定本會暨所屬機關 685 人為超額出缺不補，至 96 年底本會暨所屬機關共

精簡員額計 67 人，超越目標值。 

2.本項指標具挑戰性，96 年度新增多項業務，人力需求增加，仍能達到衡量標準，執行成

效良好。 

(6)衡量指標：依法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及原住民人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 1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本會及所屬機關均已依法進用身心障礙及原住民人員：（1）)96 年度本會及所屬機關身

心障礙人員進用率達 191%。(2)非原住民地區超額進用約僱等五類人員原住民 90 人，進

用率達 629%，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原住民應進用 0 人，實際進用 17 人；原住民地區超額

進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原住民 17 人，進用率達 383%，超額進用約僱等五類人員 5 人，

進用率達 105%。 

2.年度中遇有進用不足額之情形，所屬機關均能積極處理應變，與相關機關保持密切聯

繫，尋求奧援，迅速解決。位於原住民地區之所屬機關，因受限於高比例（三分之一）

進用原住民之規範，且臨時性進用之原住民離職率較高，常造成進用不足額之窘境，須

主動聯繫與積極進用。 

(7)衡量指標：終身學習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 3 

達成度(%) --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辦理情形如下： 

1.本會及所屬機關之公務人員，96 年電子學習護照平均學習時數為 68.27 小時，已超過平

均學習時數最低 30 小時時數規定。 

2.本會已將組織學習擴散至所屬機關並辦理標竿學習，持續深化組織學習，辦理情形如

下： 

（1）辦理機關外標竿學習活動：訂定本會 96年推動組織學習實施計畫，辦理認識農田水

利組織與建設、認識家畜衛生檢驗及自然農法、認識食品工業發展及自然生態、認識養

豬科技等 4場組織學習標竿學習活動，及參訪八大電視公司與三立電視公司等 2場次機關

外組織學習，以帶動組織變革之創新與交流。 

（2）辦理機關內標竿學習活動：邀請「第 9 屆本會服務品質獎」獲獎機關首長於本會擴

大主管會報發表得獎經驗、邀請防檢局李視察婉如分享多益英語測驗高分應試技巧、及

邀請本會駐日代表處經濟組戴秘書德芳與同仁經驗分享－「台灣農產品外銷日本市場涉

及日本食品法規、檢疫及檢驗相關規定」等 3場次。 

（3）組織學習擴散所屬機關辦理情形：本會所屬機關計有漁業署等 23 個機關均已辦理相

關組織學習活動計 565 場次，共 16441 人次；所屬機關推動組織學習比例為 100﹪。 

3.本會已依「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數位學習推動方案」達到其中 3項標準： 

（1）運用政策性訓練主管機關所提供之政策性訓練數位課程（2）本會及所屬機關公務人

員平均數位學習時數已達 2.66 小時（3）96年度薦送 3 人參加「數位專案採購及課程規劃

研習班」；另薦送 2 人參加行政院主計處電子資料處理中心「eLearning 快速導入與應

用」及「數位學習教材製作工作坊」，業已均順利完成調訓。 



(8)衡量指標：各主管機關於人事局人事資料考核系統抽查員工待遇資料正確率，貫徹依

法支給待遇。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 100 

達成度(%) --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本會於人事局人事資料考核系統每月按時抽查本會暨所屬機關員工待遇資料，抽查結果

均正確，確實貫徹依法支給待遇。 

2.每月本會抽查員工待遇資料且經人事局檢核無誤之筆數為 24 筆，又本會抽查員工待遇

資料且經人事局檢核之之筆數為 24 筆，是以，達成率 100％。 

 

（二）經費面向績效 

1.績效目標：節約政府支出，合理分配資源(15%) 

(1)衡量指標：各機關當年度經常門預算與決算賸餘百分比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2 0.5 

達成度(%) 91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主管 96年度預算，經常門預算數 77,584,827,026 元，經各機關執行結果，經常門決算

數 77,033,246,876 元，賸餘數 551,580,150 元，賸餘百分比為 0.71％，已超過原預訂目標

值，達成度為 100％。 

(2)衡量指標：各機關年度資本門預算執行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90 90 

達成度(%) 100 92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主管 96年度資本門可支用預算數共 19,772,168,651 元，經各機關執行結果資本門實支

數 (含應付未付數 )為 15,998,535,138 元、賸餘數為 422,540,234 元，二者加計合共

16,421,075,372 元，經核算其執行率為 83.05％，達成目標值 83.05％，達成度約為 92％。 



(3)衡量指標：各機關中程施政目標、計畫與歲出概算規模之配合程度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5 5 

達成度(%) 95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經本會審慎分配資源結果，概算原報數 98,526,839,000 元，較 96 年中程歲出概算額度

97,131,372,000 元，超出 1,395,467,000 元，僅 1.43％；若扣除 96 年配合行政院指示國際行

銷及科技研發四大農業政策主軸，並配合推動周邊建設如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及嘉義

香草藥草生物科技園區等公共建設及科技計畫 1,395,467,000 元後，概算原報數與中程歲出

概算額度吻合，且策略計畫與施政目標高度配合，達成目標值。 

(4)衡量指標：各機關概算優先順序表之排序與政策優先性之配合程度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4 5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經本會執行結果，概算編報時即已配合施政重點填具優先順序表，且概算優先順序之排

序擴及基本需求，又概算優先順序在前之計畫執行率亦較高，爰達成目標值。 

 

（三）電子化政府績效 

1.績效目標：發展優質農業，提升國際競爭力(4%) 

(1)衡量指標：建置農業產銷知識庫項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40 5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依農業知識樹盤點各單位研發及推廣等知識文件，於 96 年度完成有機肥料、果樹病蟲

害監測與防治、農藝食品加工、園藝產品行銷等 10 項農業知識，截至 96年度底，農業產

銷知識庫總共累計完成 50 項，達成目標值。 



2.農業知識管理加值系統能有效蓄積所屬機關各農業專家之知識與經驗，以衍生創新性研

發，縮短新人確定研究方向之探索期，且讓專家之智慧不因離職或退休而流失，目標極

具挑戰性。 

3.為使農業知識不限於供專家查閱，96 年度依一般大眾之需求建立稻米、葡萄、文心蘭、

釋迦、海芋、火鶴花、茶葉、銀柳、聖誕紅、蠶桑、鴨、虱目魚、吳郭魚、觀賞魚、鮪

魚等 15 個主題館，深獲好評。並配合辦理一場「農業 IQ 大挑戰」活動，激發使用者深入

探究農業知識，透過網路大富翁遊戲，一邊進行線上環島旅行一邊瞭解台灣各地四季農

業知識，引發民眾熱烈回響，共有 4,577 人參與本次活動。 

(2)衡量指標：全球農業資訊服務網上網人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60 180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全球農業資訊服務網之中文、英文及兒童版，依時令主題（現代農民新風貌、用心安心

農產品、守護動物天使）服務社會大眾。時令主題因需整合本會及所屬機關相關資訊，

牽涉較多機關須加強協調，具挑戰性。並依各時令專題辦理線上及實體之親子活動，不

僅讓民眾直接體驗農業，並增加活動周邊農家之收益，具經濟效益及良好社會影響。可

提高網站之活潑度，增加到訪人次，並成功宣導農業相關政策。 

2.全球農業資訊服務網之 PDA 版及行動網，提供資訊隨身走功能，不僅技術創新，讓民

眾更容易取得農業相關資訊、另有精選各期電子報內容於 PDA版呈現。 

3.農業兒童網提供活潑、鮮明的童趣風格設計和更豐富、多元的網站內容，還有多樣化的

生活資訊與互動學習，並有多所中小學網站連結至農業兒童網，讓小朋友輕鬆學習，加

強農業教育功能，具良好社會影響。 

4.網站導入 Web 2.0 新概念，成功宣導農業政策，極具創新性，經過不斷的革新建置，該

網站 96年度有 183 萬到訪人次，超出原訂目標值。 

 

（三）電子化政府績效 

2.績效目標：發展休閒農業，提高鄉村生活品質(2%) 

(1)衡量指標：建置休閒農業網路電話導覽系統數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12 16 

達成度(%) 100 10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本案導入新數位工具，屬技術創新，相對於企業界逐漸以網站及網路電話降低業者營業

成本，提供民眾及時且免費的資訊服務，率先農業創新加值服務，實屬難得，並深具挑

戰性。 

2.建置網頁嵌入式網路電話軟體，並於火車站或旅遊服務中心設置多媒體網路電話導覽系

統累計 16 處，達成目標值。 

3.新增 95 家休閒農業相關業者加入地區農業資源運籌資訊服務體系及新增 6 處地區農業

資源運籌資訊服務中心，結合教育網路中心推廣教師族群，推介 335 人次教師使用生活 e

指通服務。 

4.完成生活 e 指通網站與資訊導覽平台改版上線、網路電話通話紀錄查詢系統與績效評核

統計查詢功能、IVR 語音服務系統。 

 

（四）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面向績效 

1.績效目標：加強農業綜合發展，增進農漁民福祉(1%) 

(1)衡量指標：促參簽約金額責任額度達成率 

項目 95年度 96年度 

原訂目標值 55 55 

達成度(%) 100 0 

初核結果 ★ □ 

複核結果 ★ ▲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依工程會列管本會原訂 96 年簽約案件計「噶瑪蘭果菜批發市場興建計畫」、「林業試

驗所山仔頂植物園民防管制中心與辦公室委託民間整建經營」及「台灣蠶蜂昆蟲教育園

區委託民間參與營運招商案」等 3 案，合計民間投資金額（責任額度）為 130,000 千元。

惟因推動誘因及自償性較低、投資訊息未充分披露、多次公告流標、都市計畫變更，以

及行政作業程序繁雜等因素，窒礙難行，已報經工程會同意列管簽約期展延至 97年。 

2.有關「林業試驗所山仔頂植物園民防管制中心與辦公室委託民間整建經營」及「台灣蠶

蜂昆蟲教育園區委託民間參與營運招商案」簽約期程展已奉准展延至 97 年 6 月，另「噶

瑪蘭果菜批發市場興建計畫」案展延至 97年底止。 

3.承上所述，本項 96年度無列管責任額度，故無從計算目標達成率。 

 

三、策略績效目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  

單位：千元 

94年度 95年度 96年度 

策略績效目標 相關計畫活動 
預算數

年度預

算 

執行進

預算數

年度預

算 

執行進

預算數 

年度預

算 

執行進



度 

(100%)

度 

(100%) 

度 

(100%)

建立高效高值畜

禽產業體系 
0 0 181,956 100 152,928 100

推動農業經營管

理資訊化 
0 0 0 0 10,500 100

推動農業經營企

業化營造優質產

銷環境 

0 0 100,000 100 96,000 100

推動地區農業整

體發展示範 
0 0 101,373 100 116,140 100

加強農產品全球

佈局行銷計畫 
0 0 700,000 72.28 458,429 100

遠洋漁業管理及

產業重整方案 
0 0 0 0 1,170,731 90.35

農業科技研發 0 0 1,023,712 100 1,136,937 99.89

農業產業發展政

策研究 
0 0 71,626 100 67,933 100

農業創新與推廣

管理研究 
0 0 95,410 100 100,282 100

加強水資源利用

研究 
0 0 14,570 100 11,059 100

畜牧業科技研發 0 0 195,829 98.03 191,069 99.1

農業生物技術研

發 
0 0 0 0 264,059 100

農漁牧產業自動

化 
0 0 57,386 100 46,846 100

農業電子化 0 0 156,538 100 243,318 96.63

農業環境科技研

發 
0 0 69,977 100 59,225 100

食品科技研發 0 0 150,138 99.96 133,908 99.39

林業科技研發 0 0 222,554 100 185,853 100

漁業科技研發 296,883 0 285,282 100 283,801 100.03

防疫檢疫科技研

發 
0 0 492,990 100 595,480 100

加強生物多樣性

及資源保育利用

研究 

0 0 391,707 100 303,743 99.97

建立現代化農產

品物流體系 
20,000 0 200,000 99.6 200,000 97.2

(一)發展優質農

業，提升國際競

爭力（20%） 

台灣蘭花生物科 439,503 64.07 318,536 27.92 548,335 36.8



技園區 

屏東農業生物科

技園區開發計畫 
1,841,499 96.15 949,051 97.89 784,812 88.62

國家花卉園區 207,958 57.25 217,804 16.25 255,355 30.59

農業產業知識管

理應用計畫 
0 0 8,734 100 24,600 100

試驗林生態系示

範經營 
136,106 99.67 117,714 78.12 110,079 97.9

加強動物保護 0 0 87,368 100 81,345 100

香草藥草生物科

技園區 
0 0 330,000 28.25 927,885 9.7

植物品種權保護

及種苗業管理 
0 0 0 0 18,734 95.2

果樹產銷輔導計

畫 
0 0 0 0 15,000 100

改進花卉產銷調

整計畫 
0 0 24,866 100 9,971 100

改進蔬菜產銷計

畫 
0 0 44,096 100 24,500 100

雜糧及藥用保健

特用作物產銷輔

導 

0 0 0 0 18,000 183.33

稻米生產計畫 0 0 0 0 31,400 100

稻米經營及行銷

管理計畫 
0 0 9,500 99.68 6,000 100

水旱田利用調整 0 012,092,000 94.56 11,455,780 94.97

推動農業數位化 0 0 0 0 7,600 100

設置花卉外銷示

範專區 
0 0 0 0 24,035 100

能源作物開發與

利用之研究 
0 0 0 0 29,800 0

重大人畜共通傳

染病之防檢疫策

略研究及推廣 

0 0 0 0 115,000 100

小計 2,941,949 78.4118,710,717 91.71 20,316,472 89.29

加強畜禽產品產

銷安全管理 
0 0 20,800 100 20,800 100

加強家畜保險業

務 
0 0 0 0 167,937 100

(二)發展安全農

業，保障消費者

權益（13%） 

建構安全農業之

產銷體系 
0 0 0 0 81,700 100



推動 CAS 優良農

產品標章制度 
0 0 43,252 100 35,280 99.49

加強漁產品產銷

安全管理 
0 0 0 0 10,858 100

加強動物防疫 0 0 0 0 392,206 100

加強動物檢疫 0 0 0 0 19,744 100

加強植物防疫 0 0 0 0 59,236 100

加強植物檢疫 0 0 14,071 100 22,605 100

加強動植物疫病

蟲害診斷鑑定 
0 0 18,594 100 17,000 100

強化屠宰衛生及

肉品檢查制度 
0 0 247,334 100 285,907 100

加強畜禽藥品殘

留檢測監控管理 
0 0 20,900 100 18,217 100

加強農藥管理 0 0 0 0 9,895 100

輔導有機農業經

營計畫 
0 0 21,075 100 25,000 100

有機米產銷經營

輔導計畫 
0 0 0 0 6,350 100

加強農作物產銷

安全管理 
0 0 0 0 48,600 100

小計 0 0 386,026 100 1,221,335 99.99

鄉村長宿休閒示

範社區綜合發展 
0 0 0 0 2,000 100

營造農村新風貌 333,230 99.17 955,158 94.11 1,183,628 90.22

漁業多元化經營

建設 
0 0 1,574,166 90.19 1,814,363 82.45

發展森林生態旅

遊系統 
0 0 277,785 83.73 260,613 95.01

國家自然步道系

統 
358,557 93.2 266,888 93 278,771 92.12

發展地方料理特

產計畫 
115,000 100 165,000 100 165,000 100

輔導地方產業文

化計畫 
80,000 100 160,000 100 160,000 100

發展休閒農業計

畫 
560,325 94.17 628,386 96.68 491,985 95.61

營造漁村新風貌

計畫 
99,500 95.25 99,632 92.78 97,750 94.71

(三)發展休閒農

業，提高鄉村生

活品質（10%） 

小計 1,546,612 95.83 4,127,015 92.67 4,454,110 88.87

(四)發展生態農
強化畜牧場污染 0 0 65,470 100 45,780 100



防治及再利用計

畫 

強化沿近海漁業

管理與結構調整 
0 0 0 0 563,662 100

國土復育策略方

案暨行動計畫-3 
0 0 139,700 65.28 153,200 90.1

加強肥料管理及

農田地力改善 
0 0 0 0 80,000 102.46

林業文化園區 0 0 0 0 40,000 100

野生物保育 0 0 290,688 97.94 249,964 100

森林生態系經營 0 0 0 0 140,514 98.6

林地與森林保護 0 0 0 0 212,750 94.04

棲地保育 438,438 96 364,787 100.03 163,800 100

國公有造林及林

產產銷輔導計畫 
0 0 0 0 610,780 96.17

國土復育策略方

案暨行動計畫-1 
0 0 0 0 1,000,000 90.37

國土復育策略方

案暨行動計畫-2 
1,715,028 95.17 1,751,840 87.87 466,000 90.96

建置國土資訊系

統 
0 0 25,441 100 142,803 100

加強農田水利建

設 
3,531,320 93.08 3,298,228 95.17 3,930,918 95.12

林地分級分區管

理 
1,948,805 94.09 1,730,566 96.05 1,811,140 95.91

平地景觀造林及

綠美化計畫 
955,205 100 783,712 94 736,399 96.61

國有林事業區林

地收回計畫 
54,000 111.84 50,000 100 212,000 100

林務、林政一元

化 
20,000 100 20,000 140.3 20,000 100

加強山坡地水土

保持 
3,783,800 93.3 3,231,832 91.32 1,791,165 95.3

坡地防災應變 0 0 46,399 100 33,052 97.09

海岸林生態復育 160,000 100 125,150 100 130,000 95.27

社區林業計畫 0 0 25,000 100 30,000 100

易淹水地區水患

治理計畫 - 農田

排水 

0 0 495,500 0 1,260,000 70.3

業，促進資源永

續利用（17%） 

易淹水地區水患

治理計畫 - 水土

0 0 1,100,000 36.09 2,103,000 93.86



保持 

易淹水地區水患

治理計畫 - 治山

防洪 

0 0 1,400,000 56.08 3,214,900 93.46

石門水庫及其集

水區整治計畫-山

坡地治理 

0 0 883,400 16.34 2,311,660 90.81

石門水庫及其集

水區整治計畫-國

有林班地治理 

0 0 152,000 0 352,000 71.6

建立產業團體辦

理斃死豬畜禽處

理計畫 

0 0 65,470 100 16,657 100

公私有林經營輔

導計畫 
0 0 77,100 92 38,730 99.14

阿里山入口意象-

阿里山林業鐵道

藝文軸帶計畫 

0 0 0 0 0 0

小計 12,606,596 94.3916,122,283 78.14 21,860,874 92.69

培育優質農業人

力資源 
0 0 23,000 100 58,729 100

農民團體永續經

營輔導 
0 0 796,600 100 147,000 100

加強國際農業合

作 
0 0 28,203 100 36,649 100

發放老年農民福

利津貼 
0 042,837,204 100 42,068,544 108.77

農漁民子女就學

獎助學金 
0 0 0 0 1,897,438 100.78

健全農業金融體

系 
0 0 292,641 100 272,000 100

建立農漁民終身

學習體系 
81,914 100 72,500 100 54,950 99.34

營造農村健康生

活及生產支援體

系 

0 0 54,000 100 56,000 100

活化鄉村社區組

織計畫 
0 0 0 0 150,000 100

辦理政策性農業

專案低利貸款 
0 0 0 0 10,000 100

(五)加強農業綜

合發展，增進農

漁民福祉

（10%） 

農漁民第二專長 0 0 0 0 35,256 100



訓練 

農業天然災害救

助 
0 0 0 0 1,085,778 376.22

漁船用油優惠 0 0 0 0 2,545,114 100

稻穀保價收購 0 0 0 0 6,180,000 71.16

補助農民繳交農

田水利會費 
0 0 0 0 2,228,600 100

餘糧收購 0 0 0 0 0 0

養牛產業結構調

整計畫 
0 0 0 0 80,000 100

家禽產業結構調

整計畫 
0 0 0 0 109,100 111.92

養豬產業結構調

整計畫 
0 0 0 0 174,000 75.69

調整漁業產業結

構強化管理機制

計畫 

0 0 0 0 350,000 99.41

建構動物防疫及

畜產品安全衛生

預警體系計畫 

0 0 0 0 223,725 100

強化植物有害生

物防範措施 
0 0 0 0 160,000 100

水果產業結構調

整計畫 
0 0 0 0 336,336 100

稻米產業結構調

整計畫 
0 0 0 0 190,025 100

茶產業結構調整

計畫 
0 0 0 0 50,000 100

小計 81,914 10044,104,148 100 58,499,244 108.38

合計 17,177,071  83,450,189   106,352,035  

肆、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一）績效目標：發展優質農業，提升國際競爭力（2%） 

衡量指標：農業技術諮詢及服務量成長率 

原訂目標值：10 

達成度差異值：13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略： 



由於我國農業生產規模與技術已趨穩定，對於各類技術諮詢及服務之需求亦呈現穩定或

有減少趨勢；另一方面，本會試驗研究單位以目前有限資源維持穩定的服務品質，且再

增加服務量，確屬不易。 

（二）績效目標：發展安全農業，保障消費者權益（3%） 

衡量指標：通過產銷履歷驗證之養殖水產品量 

原訂目標值：50 

達成度差異值：3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略： 

1.漁產品產銷歷驗證機構取得驗證較晚，實際執行期間甚短，不及半年。 

2.養殖漁民對於產銷履歷觀念尚不足。 

3.對部分年紀較長之養殖漁民而言，履歷紀錄作業繁雜。 

4.驗證使得養殖經營人力及相關費用增加，且產銷履歷漁產品與無驗證者，價格亦無明顯

差異，致申請意願降低。 

5..因應對策：持續辦理漁業團體推廣人員訓練及宣導推廣講習，增強養殖漁民對產銷履歷

觀念，及透過漁民團體輔導申請驗證，並補助產銷履歷驗證之證書費，減少漁民負擔。 

（三）績效目標：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資源永續利用（4%） 

1.衡量指標：臺灣沿近海域漁場建構量 

原訂目標值：19 

達成度差異值：32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略： 

1.人工魚礁因受部分專家學者及保育團體質疑其功能，於疑慮釐清前減量投放，同時暫緩

辦理船礁之規劃設計。 

2.水泥電桿人工魚礁因遭受天候之影響而無法如期於年度內完成投放與驗收。 

3.因應對策：已委託專家學者針對人工魚礁投放之效益進行評估研究。 

2.衡量指標：臺灣沿近海域魚貝介苗放流量 

原訂目標值：900 

達成度差異值：34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略： 

1.魚苗放流因實施親緣鑑定及中間育成，未及變更計畫。 

2.考量成本增加，將減少放流數量。 

3.衡量指標：推廣旱作節水灌溉之受益面積 

原訂目標值：2000 

達成度差異值：9.9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略： 



1.計畫執行須深入山區或偏遠地區宣導、現勘、設計、施工及驗收等程序，並協調相關農

會、公所克服交通或地緣之不便。 

2.因年度降雨較為豐沛且平均，農民施設需求意願較低，並以穿孔管居多單價較低，爰撙

節資本門經費新台幣 650 萬元整。產地收購農產品價格低迷，致使農民不敢貿然投資進行

耕地農作物設備更新，接受輔導意願農戶仍採觀望性態度。 

3.配合鄉鎮公所及農會加強宣導。 

（四）績效目標：節約政府支出，合理分配資源（4.5%） 

衡量指標：各機關年度資本門預算執行率 

原訂目標值：90 

達成度差異值：8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略： 

1.本會補助嘉義縣政府、臺南縣政府及彰化縣政府辦理「香草藥草生物科技園區」、「臺

灣蘭花生物科技園區」及「國家花卉園區」等計畫，皆屬於政府重要農業政策，但因發

包作業延遲，計約 12 億餘元未及於年度內執行完成，故需辦理保留，致影響資本門執行

率。 

2.未來年度將加強預算執行，俾達成績效管理之目標。 

（五）績效目標：加強農業綜合發展，增進農漁民福祉（1%） 

衡量指標：促參簽約金額責任額度達成率 

原訂目標值：55 

達成度差異值：100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略： 

96年度無列管責任額度，故無從計算目標達成率。 

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由於我國近 1年來對遠洋漁業管理的努力，得到國際漁業組織的肯定，故大西洋鮪類

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於 96 年年會同意不再針對我國通過單獨之管理建議，回歸與其他

國家正常管理。確保我國在大西洋鮪類保育委員會(ICCAT)、美洲熱帶鮪類委員會

(IATTC)、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印度洋鮪類委員會(IOTC)及南方黑鮪保育委

員會(CCSBT)之漁獲配額與作業權益維持不變。 

二、96 年度外銷產業有多項指標性突破，包括台灣芒果可以外銷澳大利亞；臺灣香蕉重

返韓國市場；禽肉產品獲准輸入韓國；雞肉、豬肉調理食品獲准輸入新加坡。 

三、舉辦「2007 台北國際花卉展」使臺灣精緻優質的花卉，在世界舞台發光發熱。96 年

花卉外銷 1.06 億美元，比去年之 0.78 億美元，成長 36%；另在芒果外銷方面，經輔導優

質供果園及加強出口前藥物檢驗之雙重努力下，於日本、韓國創下佳績，其他地區出口

量、值均增加，96年芒果出口值 983 萬美元，比去年之 428 萬美元，成長 130%。 



四、96年度技術移轉收入金額逾 4,725 萬元，較 95年度收入 3,377 萬元成長 40%。台灣紅

豆杉成功技轉給廠商，規劃在 97、98年栽培 20 公頃，預估將可創造 1 億元以上的紫杉醇

產值。 

五、為建設漁港朝功能多元化發展，本會多年辦理漁港建設工作，其中興達漁港經輔導

與分年編列經費辦理該港港區浮動碼頭、木棧道、海上劇場、環場設施及其他環境景觀

等建設後，使得該漁港已成功轉型為國內知名之觀光漁港，每至假日常吸引上萬民眾至

漁港休憩，享受漁港新風情。 

六、輔導相關NGO團隊建立娛樂漁業漁船賞鯨中英文網頁，以開拓休閒漁業國際市場。 

七、推動跨部會灌溉水質管理維護工作，包括「彰化縣東西二三圳電鍍業及金屬表面處

理業重金屬污染聯合管制」及「台中縣頭汴坑溪、大里溪流域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源專案

稽查管制計畫」。建立「灌溉水質監測地理資訊系統」，獲頒地理資訊學會金圖獎殊

榮。 

八、本會水土保持局第四工程所辦理鵬園橋上下游及旭海村環境綠美化二期工程，榮獲

行政院第七屆公共工程金質獎水利類「特優」殊榮。 

九、本會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榮獲行政院「服務品質整體獎」及本會水土保持局第一

工程所榮獲行政院「善用社會資源個別獎」 

十、本會林務局太平山森林遊樂區、阿里山森林遊樂區、大雪山森林遊樂區及奧萬大森

林遊樂區等 4個單位榮獲行政院「優質英語生活環境特優獎」。 

陸、績效總評 

一、績效燈號表（「★」表示綠燈；「▲」表示黃燈；「●」表示紅燈；「□」表示白

燈。「初核」表示部會自行評估結果；「複核」表示行政院評估結果。） 

（一）業務構面 

策略績效目標  
項

次
衡量指標  初核 複核 

1 農業新品種開發項數 ★ ★ 

2 
農業技術授權及取得國內外專利

權項數 
★ ★ 

3 農業技術諮詢及服務量成長率 ▲ ▲ 

4 良質米生產比率 ★ ★ 

5 
種苗業自動化之作業時間節約幅

度 
★ ★ 

6 國際漁業合作漁船數 ★ ★ 

7 提升種豬性能及其經濟效益 ★ ★ 

8 推廣優良畜禽及水產種原之產值 ★ ★ 

一 發展優質農業，提升國際競

爭力 

9 蔬果共同運銷之市場占有率 ★ ★ 



10 農產品外銷增加金額 ★ ▲ 

1 CAS 驗證產品項數 ★ ★ 

2 有機農業生產面積 ★ ★ 

3 蔬果農藥殘留抽驗合格率 ★ ★ 

4 
通過產銷履歷驗證之養殖水產品

量 
★ ▲ 

5 豬隻口蹄疫預防注射率 ★ ★ 

二 
發展安全農業，保障消費者

權益 

6 實施家畜屠宰衛生檢查數量 ★ ▲ 

1 鄉村實質建設區數比率 ★ ★ 

2 休閒農場取得營業登記家數 ★ ★ 

3 建設功能多元化漁港處數 ★ ★ 

4 休閒農漁業及森林旅遊人次 ★ ★ 
三 
發展休閒農業，提高鄉村生

活品質 

5 
休閒農漁業及森林旅遊創造農村

就業機會數 
★ ▲ 

1 輔導畜牧場符合排放水標準場數 ★ ★ 

2 臺灣沿近海域漁場建構量 ● ● 

3 臺灣沿近海域魚貝介苗放流量 ● ● 

4 灌溉水質檢驗合格率 ★ ★ 

5 推廣旱作節水灌溉之受益面積 ▲ ▲ 

6 造林面積 ★ ★ 

7 集水區整治工程件數 ★ ★ 

8 崩塌裸露地植生復育面積 ★ ★ 

9 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治理區數 ★ ★ 

四 
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資源永

續利用 

10 物種復育種類數 ★ ★ 

1 農業教育訓練參訓者之滿意度 ★ ▲ 

2 
漁船員經訓練且獲頒結業證書之

人數 
★ ★ 

3 
農村營養保健與銀髮族生活照料

輔導人數 
★ ★ 

4 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 ★ ★ 

5 為民服務案件辦結率 ▲ ▲ 

6 雙邊農業工作會議及合作計畫數 ★ ★ 

五 
加強農業綜合發展，增進農

漁民福祉 

7 農業官員及專家互訪交流次數 ▲ ▲ 

（二）內部管理構面 

策略績效目標  項 衡量指標  初核 複核 



次

1 績效管理制度 ★ ★ 

2 員工心理健康協助機制 ★ ★ 

3 
機關年度各類預算員額控管百分

比 
★ ★ 

4 分發考試及格人員比例 ★ ★ 

5 

機關超額人力控管情形－依規定

應出缺不補（含應精簡員額）之

員額 

★ ★ 

6 
依法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及原

住民人數 
▲ ★ 

7 終身學習 ★ ★ 

一 
合理調整機關員額，建立活

力政府 

8 

各主管機關於人事局人事資料考

核系統抽查員工待遇資料正確

率，貫徹依法支給待遇。 

▲ ★ 

1 
各機關當年度經常門預算與決算

賸餘百分比 
▲ ▲ 

2 各機關年度資本門預算執行率 ▲ ▲ 

3 
各機關中程施政目標、計畫與歲

出概算規模之配合程度 
▲ ▲ 

二 
節約政府支出，合理分配資

源 

4 
各機關概算優先順序表之排序與

政策優先性之配合程度 
★ ★ 

1 建置農業產銷知識庫項數 ★ ▲ 
三 電子化政府 

2 全球農業資訊服務網上網人次 ★ ★ 

四 電子化政府 1 
建置休閒農業網路電話導覽系統

數 
★ ▲ 

五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1 促參簽約金額責任額度達成率 □ ▲ 

二、績效燈號統計 

構面 年度 95 96 

燈號 項數 比例(%) 項數 比例(%) 

初核 36 92.31 32 84.21
綠燈 

複核 31 79.49 27 71.05

初核 2 5.13 4 10.53
黃燈 

複核 7 17.95 9 23.68

初核 0 0.00 2 5.26
紅燈 

複核 0 0.00 2 5.26

業務構面 

白燈 初核 1 2.56 0 0.00



複核 1 2.56 0 0.00

初核 39 100 38 100
小計 

複核 39 100 38 100

燈號 項數 比例(%) 項數 比例(%) 

初核 14 82.35 10 62.50
綠燈 

複核 9 52.94 10 62.50

初核 1 5.88 5 31.25
黃燈 

複核 5 29.41 6 37.50

初核 0 0.00 0 0.00
紅燈 

複核 2 11.76 0 0.00

初核 2 11.76 1 6.25
白燈 

複核 1 5.88 0 0.00

初核 17 100 16 100

內部管理

構面 

小計 
複核 17 100 16 100

燈號 項數 比例(%) 項數 比例(%) 

初核 50 89.29 42 77.78
綠燈 

複核 40 71.43 37 68.52

初核 3 5.36 9 16.67
黃燈 

複核 12 21.43 15 27.78

初核 0 0.00 2 3.70
紅燈 

複核 2 3.57 2 3.70

初核 3 5.36 1 1.85
白燈 

複核 2 3.57 0 0.00

初核 56 100 54 100

整體 

小計 
複核 56 100 54 100

三、績效燈號綜合分析 

（一）本年度與前年度比較分析  

96 年度總計 54 項衡量指標，依據燈號評估標準，初評綠燈者 42 項（77.78％），均為超

越目標或挑戰性甚高並有具體效益者；黃燈 9 項（占 16.67％），係因目標挑戰性較低或

目標達程度未達 100％；其中「台灣沿近海域魚貝介苗放流量」及「台灣沿近海域漁場建

構量」2 項指標，因需克服東北季風期間之惡劣海象，致達成度偏低分別為 66％、68％，

評列紅燈；關於「促參簽約金額責任額度」1 項指標，因 96 年度無列管責任額度，無從

計算目標達成度，評列白燈。96 年度初評綠燈 42 項，較 95 年度多 2 項；黃燈 9 項，較

95年度少 3 項；紅燈 2 項，與 95年度相當；白燈 1 項，較 95年度少 1 項；而 96年度衡

量指標總數較 95年度少 2項。 

柒、前年度行政院複核綜合意見辦理情形 



一、建議國產良質米仍應加強推廣，實際生產比率再提高，並續辦全國冠軍米比賽，激

勵農民用心投入栽種台灣良質米。 

辦理情形：96 年於良種繁殖更新計畫下，已加強設置採種田共 2,831 公頃，可供 19.82 萬

公頃稻田更新使用，更新比率為 76.2%，高於原訂目標值 73%。 

二、建議透過參與非政府組織機會，加強與漁業技術發達國家進行漁業合作，並加強宣

導漁民遵守國際組織訂定之捕撈公約，與世界各國共同維護海洋資源永續發展。 

辦理情形：（一）整合分析我國遠洋漁業資源研究資訊，提交 6大國際漁業管理組織，以

善盡漁業國家參與全球漁業管理之責任。（二）派員或薦派學者專家出席國際漁業管理

組織共 26 次相關會議，促進我國之國際漁業合作並維護我國應有之權利。 

三、農產品外銷增加金額，建議在現行世界貿易組織協商架構體系下，與世界各國進行

農漁產品輸出協商，並積極提升農漁產品質以符合輸出檢疫標準，有效增加我國農漁產

品行銷金額。 

辦理情形： 在現行世界貿易組織協商架構體系下，積極突破外銷障礙，96 年度外銷產業

有多項指標性突破，包括歷經 3 年協商，台灣芒果可以外銷澳大利亞；闊別 10 年後，臺

灣香蕉重返韓國市場；禽肉產品獲准輸入韓國；雞肉、豬肉調理食品獲准輸入新加坡

等，對增加臺灣農產品外銷品項，提升農產品出口量值有正面效益。 

四、為強化並落實物種及農產品輸入之管制工作，依據「物種及食品輸入管制、查驗措

施專案小組」會議結論，提供各相關單位管制及評估機制資料，建立保育類野生動物產

製品審核機制，並於各通關港埠與海關共同處理各樣查驗工作。 

體辦理情形：（一）為落實動植物檢疫措施，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例」、「植物防

疫檢疫法」，國外動植物活及其產品於輸入時應依規定辦理檢疫。目前全國計有 22 組檢

疫犬隊執行偵測勤務，有效杜絕危險疫病蟲害入侵之風險。（二）本會防檢局依據國際

動植物檢疫規範，及參採美日紐澳等先進國家的檢疫標準，亦持續強化檢疫效能及完備

各項法規， 96 年度均未檢出海外重大疫病，顯見由於確實嚴格把關，已有效防杜其入侵

之風險。（三）召開「控制入侵種威脅諮詢委員會」，進行業務分工，並委託高雄師範

大學進行「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順序評估系統之建立」，並針對有急迫性影響及新入侵

外來種白腰鵲鴝進行移除計畫。（四）舉辦「第 14 屆 CITES 締約國大會結果相關產業說

明會議」，宣導 CITES 最新締約國大會的裁定（Decision）、決議文（Resolution）及物種

名錄，以便協助公務機構及業者瞭解，進而推動、配合及從事合法貿易，避免損失。 

五、建議積極輔導農會等農業產銷組織，妥善運用產品及技術優勢建立本土品牌標章，

確保品牌形象並增加消費者對國產品牌之信賴感與安全感。 

辦理情形： 制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並奉 總統於 96年 1 月 29 日公布實施，

將優良農產品（UTAP）、有機農產品（OTAP）及產銷履歷農產品（TAP）驗證制度法制

化，提升法律位階，增加罰則，建立由農場至餐桌法制化的「農產品安全閥」，96 年 6

月起持續輔導農會等農業產銷組織，妥善運用上述本土品牌標章，以增加消費者對國產

品牌之信賴感與安全感。 



六、建議加強控管食品衛生安全標準，督促地方加強抽檢驗，以確安全衛生，並利用

「衛生署、農委會、環保署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通報及應變處理流程」機制，加強查察

不法業者，並適時公布相關資訊，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辦理情形：（一）本會已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授權，發布「有機農產品及有

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理辦法」及「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理辦法」據予規

範有機農產品。未來將加強向農產品經營業者宣導有機農產品認驗證制度，輔導依法申

請驗證及標示等。（二）本會對農藥安全使用向極重視，每年辦理田間及集貨場農產品

農藥殘留抽驗監測，不合格案件追蹤管制產品，予以安全用藥輔導、依法查處及持續再

抽驗；並利用「衛生署、農委會、環保署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通報及應變處理流程」機

制，加強查察不法業者，並適時公布相關資訊，以維護消費者權益。（三）為解決違法

屠宰問題，依畜牧法予以設場上之技術及輔導協助，並請各縣市政府成立「違法屠宰聯

合查緝小組」， 96 年度合法屠宰衛生檢查豬隻呈現顯著成長。（四）為維護畜禽產品衛

生及保障消費者食用健康，責成各縣市政府辦理用藥安全宣導、動物用藥採樣稽查小組

及縣巿政府加強用藥監控工作。 

七、鄉村實質建設工作，建議社區之小型工程多採用「僱工購料」模式，藉由在地人參

與公共建設事務的機會，有效凝聚社區共識，並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辦理情形：（一）本會辦理「整合社區組織計畫」之小型工程均採「僱工購料」模式進

行，以促進社區的共識及凝聚力。（二）本會營造農村新風貌補助計畫目標，即在落實

社區居民共同參與社區發展規劃與環境營造，並鼓勵採用「僱工購料」方式辦理環境改

善。 

八、95 年舉辦十大經典農漁村選拔活動，成效良好，建議未來持續辦理相關選拔活動，

透過媒體宣導行銷，將農漁村產業活動與觀光產業結合，達成綠色優質休閒產業與創造

農村就業機會目標。 

辦理情形： 首屆十大經典農漁村選拔已於 96 年 3 月 22 日完成決選暨頒獎，並持續透過

媒體參訪加強宣導，更與交通部觀光局合作，結合經典農漁村的生產、生活及生態資

源，打造國內休閒旅遊經典路線，烙印國際對台灣魅力農村之經典印象，未來也將持續

辦理相關選拔活動，97 年度正積極研擬相關之依據，以為未來辦理之準則，以達成綠色

優質休閒產業與創造農村就業機會之目標。 

九、建議加強輔導提升農村（漁村）休閒產業品質，建立具國際水準之觀光景點，以吸

引更多國際遊客參與本國農業休閒活動。 

辦理情形：（一）本會業參酌休閒農業區評鑑結果，選出適合發展具國際觀光水準之休

閒農業區計有宜蘭縣冬山鄉中山休閒農業區、苗栗縣南庄鄉南江休閒農業區與台東縣關

山鎮親水休閒農業區等 3處，並分年辦理資源配置、細部規劃以及實質建設。（二）輔導

花蓮壽豐、宜蘭新港澳、雲林口湖鄉、臺南溪南村及澎湖內垵北海洋牧場等 5處，辦理環

境改善、空間綠美化，逐步發展以生態為基礎之休閒漁業；並輔導台北卯澳馬崗等 4處，

辦理休閒農業區整體規劃，鼓勵地方朝向休閒產業發展。 

十、推廣旱作節水灌溉需申辦者配合出資 51％，部分農民仍持觀望態度，建議加強宣

導，並適度辦理相關配套措施，以提高灌溉均勻度，提高農民之年收益。 



辦理情形： 業加強各執行單位函文相關鄉鎮公所及農會宣導本計畫，並配合辦理相關活

動宣導推廣旱作灌溉補助效益及說明會，鼓勵有需要農民踴躍登記接受補助，以減少成

本支出，增加農民收益。 

十一、建議物種復育之研究應結合各學術研究機構資源，以加強共同蒐集物種種原之類

數。 

辦理情形： 本會物種復育之研究已結合台灣大學、中山大學、宜蘭大學、文化大學及成

功大學等學術研究機構，共同進行物種種源蒐集及復育研究工作。 

十二、請針對土石流潛勢區域及水庫集水區範圍之防災及資源保育策略，加強檢討治理

效益評估及管理績效，以提升整體執行效果。 

辦理情形： 本會 95年度針對土石流高潛勢溪流加強整治，以防其擴大蔓延，減少洪水及

土石流災害之發生，執行成果防砂量達約 26 萬立方公尺；水庫集水區辦理穩定集水區嚴

重崩塌地區，防止崩塌加遽，降低水流挾帶泥砂進入水庫內，延長水庫壽命，確保集水

區內之水土資源，防砂量達約 25 萬立方公尺。以上 2 項執行成效均符合預期，往後年度

亦將列為重點區域，並在相關計畫內加強檢討治理效益及管理績效，以提升整體執行效

果。 

十三、 95 年辦理各項農業教育訓練之滿意程度不一，建議應針對滿意度較低之訓練課程

進行意見分析，以提升訓練之效果，並輔導農民於訓練後參加技能證照檢定。 

辦理情形：（一）96 年度起，農民終身學習之相關訓練均委託民間統一設計問卷，進行

滿意度調查，並針對各項意見分別檢討改善，亦鼓勵參加技能證照檢定。（二）辦理之

農民農業專業知識於各班結訓時均分送學員意見調查表，以無記名方式瞭解學員反應，

作為未來開班規劃之參考，以確保所開班別及內容符合農民需要，提升訓練之效果。

（三）輔導臺灣省漁會於國立高雄餐旅學校，辦理中餐丙級證照輔導課程訓練，計 8位漁

村婦女考取中餐丙級證照。 

十四、95 年度人民陳情案件 2,047 件，較 94 年度增加 580 件，顯示農民對農業政策及相

關措施仍有諸多疑義或待解決問題，建議將陳情案件彙整分析並歸類，提出解決之道。 

辦理情形：（一）95 年度人民陳情案件較 94 年度增加 580 件，經歸類分析：屬索取服務

資訊等為民服務者增加 510 件（占 88 ﹪），本會均依限提供完整服務資訊；屬行政興革

之建議者增加 105 件（占 18 ﹪），本會均分析其可行性並將納入施政參酌情形函謝提案

民眾：屬行政違失之舉發者增加 52 件（占 9 ﹪），經本會政風單位查察結果均無相關人

員違法情事；屬行政權益之維護者增加 3 件（占 0.5 ﹪）經查明係因不符合申請資格﹔至 

屬行政法令之查詢者減少 90 件（占 15.5 ﹪），顯 示本 會 對 法 令 公 告 宣 導 成 效 提 

升。（二）由以上各類資料比率顯示，並無農民對本會農業政策及相關措施有諸多疑義

或待解決問題情事。爾後本會將持續兢兢業業，對於人民陳情案件分類審慎處理，儘量

符合民眾需求與期待。 

十五、建議未來應致力於外國農漁業技術引進，並培養農業科技研發人才開發新品種，

以有效提升我國農漁業國際競爭力。 

辦理情形：（一）96 年度農委會農業菁英培訓計畫，共選送碩士 1 人赴美國從事 3 個月

短期研究及博士 2 人赴美國從事 6 個月博士後研究，人員預計將於 97 年 3-6 月間陸續出



國研究。（二）辦理「研習歐盟漁產品產銷履歷及衛生管理運作機制」計畫，實地赴愛

爾蘭、荷蘭及義大利瞭解歐盟食品暨獸醫處(FVO)現行水產品檢驗規範與運作機制，並藉

由歐盟執行之相關制度與技術經驗，提供國內漁產品建構產銷履歷制度之參考，與培訓

漁業產銷履歷及漁產品安全科技規劃人才。 

十六、建議納入科技預測遠見、農業專家意見、本國社經發展、人文需求及人才培育等

條件後，提出農業科技發展中長程策略架構，以提升整體農業科技規劃能量。 

辦理情形： 本會已於 97年度進行「農業科技前瞻規劃體系與產業化平台之建構」科技優

先推動計畫，將結合國內社會經濟需求、未來農業情境分析與國際文獻發展趨勢分析等

方法，並配合完整的篩選機制，建立專家網絡，進行農業前瞻科技之推動，將有效提升

整體農業科技規劃能量。 

十七、建議應將未來國農院的運作方式先行推動，依各項施政目標規劃研發重點、績效

指標應與施政目標扣合，並加強重要成果及社會與經濟效益之說明，而非單純將分項計

畫達成值加總。 

辦理情形：（一）本會業依據行政院 2006 年生技產業策略諮議委員會議（BTC）「重要

結論建議暨實施計畫」，全力規劃執行 9 項關鍵策略。在國農院未依法正式設立前，將可

作為本會農業生技研發與產業發展之主要運作推動模式。（二）本會科技研發重點係配

合農業施政目標而規劃研擬，由於採計畫方式推動，故以計畫成果來呈現績效；目前配

合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對於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制度的建立，本會 97 年度委託專家學者

協助確立指標內涵及評估方法，以建立農業科技施政績效整體架構；同時，藉由資料庫

及評估方法的建立，強化農業科技施政重要成果及社會與經濟效益的說明。 

十八、科技發展除量化指標宜加強表現外，其質化成果建議可分就政策法規與策略創

新、管理執行提升及服務創新等構面加強「BSC 之價值論述」。 

辦理情形： 依據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所設計之施政績效報告格式，績效均以量化

指標為衡量依據，且本會所列之各項評估指標係按施政目標臚列，未將科技發展單獨區

分，因此，本項建議無法在該報告中呈現。惟本會將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政之科

技預算機關施政績效評估時，納為報告之參考。 

十九、建議農業科技發展應以行銷包裝、跨領域及地區資源整合方式，參考新興農產業

國際化、食品安全、環保能源及社會結構改變衝擊等因素，建立「農業前瞻」機制。 

辦理情形： 本會已於 96年度完成農業科技前瞻規劃體系之先期研究；97年度將推動「農

業科技前瞻規劃體系與產業化平台之建構」計畫，選擇適合我國農業國情，且能促進經

濟社會與農業政策發展方向之關鍵技術群；並將納入其他非農業之跨領域之產官學研建

議(包含新興農產業國際化、食品安全、環保能源及社會結構改變等衝擊)，並建立溝通平

台，以有效達成創新農業之研發成果，落實「農業前瞻」機制。 

二十、請賡續落實員額控管。 

辦理情形： 賡續落實員額控管。 

二十一、經常門預算賸餘率及資本門預算執行率，均未達成所訂目標，建議嗣後年度應

加強預算執行。 



辦理情形：（一）本會依法律義務支出，均係農民福利政策，約占預算總額 60﹪，屬無

法撙節經費之項目；復為 95 年度碧利斯等颱風災害農田水利復建工程所需，爰依「災害

防救法」等規定，移緩濟急，適度調整經費運用，致使經常門賸餘率更形偏低。業經行

政院研考會同意本會 96 年度目標值調降為 0.5﹪，以符實際。（二）95 年度資本門預算

執行率未達目標值，係因工程受天災影響，無法順利完工，故需辦理保留所致；96 年度

將加強資本門預算執行，俾達成目標。 

二十二、嗣後編報中程施政計畫仍宜配合中程歲出概算規模，並本零基預算精神核實編

列。 

辦理情形： 本會 95年度中程施政計畫經費總數超出中程歲出概算額度，係因業務需要，

爭取額度外經費所致；未來年度將配合中程歲出概算規模，並本零基預算精神編列。 

捌、行政院評估綜合意見 

一、發展優質農業，提升國際競爭力方面：農業新品種開發項數、農業技術授權及取得

國內外專利權項數、良質米生產比率、種苗業自動化之作業時間節約幅度、國際漁業合

作漁船數、提升種豬性能及其經濟效益、推廣優良畜禽及水產種原之產值、蔬果共同運

銷之市場占有率等 8項指標已達原定目標，並產生相當成果。農業技術諮詢及服務量成長

率項目，96 年度未達原定目標，建請檢討未達成目標原因及技術諮詢服務需求，調整服

務方式及內容，例如建立影音資料庫，提供網際網路隨選服務，並加強整合農會、學術

機構等單位能量，方便農民取得相關資訊服務；農產品外銷增加金額項目，96 年度受鮪

魚配額影響致未達原目標值，建議加強宣導漁民遵守相關規定，並確實追蹤漁民鮪魚捕

撈情形，避免相關國際公約組織刪減我國配額等制裁情形再次發生。另請審慎調整年度

目標，俾致力拓展農產品外銷。鑒於菜價驟起驟跌，或發生豬隻產銷失調，豬價上漲

等，均影響民眾日常生活消費及農民收入，仍請特別關注，設法降低衝擊。  

二、發展安全農業，保障消費者權益方面：CAS 驗證產品項數、有機農業生產面積、蔬

果農藥殘留抽驗合格率、豬隻口蹄疫預防注射率、實施家畜屠宰衛生檢查數量等 5項指標

達成原定目標，有助保障消費者權益。通過產銷履歷驗證之養殖水產品量項目，96 年度

未達原定目標，建議檢討相關產銷履歷驗證規定及誘因，提高生產者申請產銷履歷驗證

之意願，同時加強宣傳產銷履歷產品的優點，持續推動產銷履歷制度。農漁產品用藥問

題廣受社會注目，例如石斑魚禁藥及毒高麗菜事件，事情爆發後，導致價格崩跌，嚴重

影響農漁民收益。建請輔導農漁民確實執行用藥標準，並維護消費者權益。 

三、發展休閒農業，提高鄉村生活品質方面：鄉村實質建設區數比率、休閒農場取得營

業登記家數、建設功能多元化漁港處數、休閒農漁業及森林旅遊人次、休閒農漁業及森

林旅遊創造農村就業機會數等 5項指標均已達成原定目標，有助於提升休閒農業發展。休

閒農漁業及森林旅遊創造農村就業機會數項目雖已達成目標，惟 96年就業機會數較 95年

就業機會數僅增加 91 人次，未來推動休閒農漁業發展宜併同推動生態旅遊或深度旅遊，

增加就業機會。 

四、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資源永續利用方面：輔導畜牧場符合排放水標準場數、灌溉水

質檢驗合格率、造林面積、集水區整治工程件數、崩塌裸露地植生復育面積、特定水土



保持區劃定與治理區數、物種復育種類數等 7項指標已達成原定目標。惟臺灣沿近海域漁

場建構量、臺灣沿近海域魚貝介苗放流量等 2項指標均未達成原目標，對於沿近海漁業資

源保育影響甚巨，建議加強與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尋求最適合台灣沿近海投放之魚礁型

式及放流魚貝介苗種類，積極增進海洋漁業資源；推廣旱作節水灌溉之受益面積，95、96

年度均未達成原定目標，建議確實檢討執行方式並分析農民之成本效益，訂定適當之獎

勵誘因；造林面積，雖已達目標值，惟有關面積門檻、補助金額以及造林之後，管理工

作宜加強辦理，以確保造林效益。 

五、加強農業綜合發展，增進農漁民福祉方面：農業教育訓練參訓者之滿意度、漁船員

經訓練且獲頒結業證書之人數、農村營養保健與銀髮族生活照料輔導人數、農漁會信用

部逾放比、為民服務案件辦結率、雙邊農業工作會議及合作計畫數、農業官員及專家互

訪交流次數等 7項指標均達原定目標。農業教育訓練參訓者之滿意度項目已達成目標，惟

95、96 年度連續 2 年漁業推廣訓練之滿意度偏低，建議檢討漁業推廣之訓練方式及訓練

內容，強化規劃設計，提供必要訓練服務，並提高相關滿意度；漁船員經訓練且獲頒結

業證書之人數項目已達目標，惟人數較去年為低，建議檢討其原因及可能影響，重新規

劃必要之課程，強化漁船員相關技能。並請檢討相關訓練是否增加船員收入或增加船員

就業人數等具體績效。 

六、電子化政府方面：為發揮農業產銷知識庫效益，建議多予推廣；另請就民眾使用網

路電話情形及生活 E 指通加盟業者、農民或服務中心受惠情形進行瞭解，俾供建置休閒

農業網站電話導覽系統參考。 

七、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方面：促參公共建設類別包含重大商業(大型物流中心)及農業

設施(包含畜禽屠宰場、農產品批發市場、農業科技園區、防疫檢疫相關設施、森林遊樂

區、農業推廣設施、漁港區域內各項設施)等，惟訂定目標值時僅依當時辦理中案件設

定，建議未來訂定目標值時應有前瞻性的構想，檢視前述類別積極擴大民間參與之案

源，並以預計全年度簽約案件為訂定目標，以期能及早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另提報預計

96年簽約案件，皆未完成簽約，請加強辦理。 

八、人力面向方面：均達成原定目標，請賡續辦理。 

九、經費面向方面：經常門預算賸餘率，所定目標值未有激勵之效，建議以後年度應適

度提高，訂定合理目標，俾達績效管理之目的；另資本門預算執行率未達所定目標值，

建議應有效運用及加強執行預算；另 97 年度編報中程施政計畫經費總數超出其中程歲出

概算額度，鑒於近年來中央財政狀況仍屬拮据，嗣後編報中程施政計畫仍宜配合中程歲

出概算規模，並本零基預算精神核實編列。 

十、衡量指標方面：部分指標 95年底之數據已經非常接近 96年度目標，致相關指標達成

並無挑戰性，建請依據 96年底數據及兼顧目標達成之挑戰性，檢討修正 97年度目標值，

達成機關績效評估之積極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