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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公告日期：103 年 05 月 20 日 

壹、前言 

一、本會施政以持續推動產業、規模與人力結構改善，提高農業競爭力，結合一、二、三級

產業，創新農業施政，跨領域合作並活化資源利用，建構農業價值鏈，拓展休閒農業國際

化，以及安全農產品驗證與國際接軌等；同時運用資通訊與綠能科技，創新農業發展環境，

拓展農業技術輸出，創造商機與價值。將傳統農業由生產朝向綠色生態產業與服務業發展，

建構年輕化、活力、高競爭力且所得穩定之樂活農業為施政願景，據以擬定以下 8 項策略績

效目標： 

（一）提升產業競爭力，引領臺灣農業國際化 

（二）調整農業結構，整合資源加值發展 

（三）確保糧食安全，加強農產品安全 

（四）活化農業資源利用，維護生態永續發展 

（五）強化農民組織，照顧農民福祉 

（六）提升行政措施，增進服務品質及效能 

（七）強化農漁會信用部監理與輔導 

（八）推動外部學習機制，提升人力素質 

二、本會 102 年度施政計畫依循 102-105 年中程施政計畫之「業務成果」、「行政效率」、

「財務管理」及「組織學習」等四大面向，訂定 8 項關鍵策略目標，16 項關鍵績效指標；4

項共同性目標，7 項共同性指標。 

三、本會所訂 16 項關鍵績效指標及 7 項共同性指標，共計達成 18 項，5 項未達成目標值；

其中 16 項「關鍵績效指標」，計有 12 項指標初評為綠燈，3 項指標初評為黃燈，1 項指標初

評為紅燈；7 項「共同性指標」，計有 6 項指標初評為綠燈，1 項指標初評為黃燈，故本會

整體績效初評為綠燈之比率約 78.26％。 

四、臺灣農業面臨自由貿易、兩岸農業經貿的競合、全球氣候異常、環境與生態保育的課題

及國內外對農產品衛生安全要求日益提高等不可逆的大趨勢，本會積極引領臺灣農業追求動

態的平衡，照顧國內外消費者的健康，強化核心技術，引進企業化管理模式，因應氣候變遷

推動農業調適政策，兼顧維護自然生態資源，善盡節能減碳之責及發展高綠能產業等；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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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3 項衡量指標執行結果，18 項指標達成或超越目標，其餘 5 項未達成預定目標，本會

相關機關（單位）均已積極檢討分析，採取有效因應策略改善之。 

貳、機關 99 至 102 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 4 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預決算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決算 99 100 101 102 

合計 

預算 175,172 156,132 166,760 158,931 

決算 167,691 150,987 166,768 159,521 

執行率

(%) 
95.73% 96.70% 100.00% 100.37% 

普通基金(總預算) 

預算 106,391 98,523 118,315 116,387 

決算 104,790 96,601 117,378 115,896 

執行率

(%) 
98.50% 98.05% 99.21% 99.58% 

普通基金(特別預算) 

預算 28,810 18,161 3,872 2,126 

決算 27,036 16,338 5,580 4,288 

執行率

(%) 
93.84% 89.96% 144.11% 201.69% 

特種基金 

預算 39,971 39,448 44,573 40,418 

決算 35,865 38,048 43,810 39,337 

執行率

(%) 
89.73% 96.45% 98.29% 97.33% 

＊本施政績效係就普通基金部分評估，特種基金不納入評估。 

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一）近 4 年機關預算增減原因重點分析如下： 

１、100 年度較 99 年度預算減少，主要係（1）總預算部分，減列投資全國農業金庫 40 億

元。（2）特別預算部分，減列振興經濟特別預算 44 億元及莫拉克特別預算 60 億元。（3）

特種基金部分，糧政業務等計畫經費減少所致。 

２、101 年度較 100 年度預算增加，主要係（1）總預算部分，增列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65.66

億元、撥充農村再生基金 44.01 億元、撥充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 80 億元。（2）特別

預算部分，減列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 86.2 億元、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

39.89 億元、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2 期特別預算 10.80 億元及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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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第 3 期特別預算 6.01 億元。（3）特種基金部分，糧政業務與農村再生建設及發展等計

畫經費增加所致。 

３、102 年度較 101 年度預算減少，主要係（1）總預算部分，減列撥充農村再生基金 3.95 億

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46.2 億元、植樹造林計畫 4.87 億元、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計畫 4.29

億元、加強森林永續經營計畫 3.85 億元、國有林整體治山防災及國家森林遊樂區聯外道路維

護計畫 2.22 億元、加強農田水利建設計畫 2 億元、通案刪減人事費及其他基本需求 8.5 億

元，增列增撥農業發展基金 58 億元、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 1.98 億元。（2）特別預算部分，

減列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第 3 期特別預算 10.73 億元及莫拉克特別預算 6.73 億元。（3）特種

基金部分，減列稻田多元化利用與農村再生建設及發展等計畫經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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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預算部分說明如下： 

１、99 年度預算數包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第 2 期特別預算、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第 2

期特別預算、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及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 

２、100 年度預算數包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第 3 期特別預算、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第 2

期特別預算、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及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 

３、101 年度預算數包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第 3 期特別預算及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

算。 

４、102 年度預算數係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第 3 期特別預算預算數 21.26 億元，支用數 42.88

億元，執行率 201.68％。 

三、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99 100 101 102 

人事費占決算比例(%) 4.46% 5.01% 4.61% 4.71% 

人事費(單位：千元) 7,481,103 7,559,577 7,682,244 7,517,833 

合計 8,459 8,440 8,343 8,294 

職員 4,641 4,646 4,664 4,657 

約聘僱人員 524 519 496 564 

警員 9 9 9 9 

技工工友 3,285 3,266 3,174 3,064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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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標達成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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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提升產業競爭力，引領台灣農業國際化。 

１.關鍵績效指標：提升卓越農業產值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223.8 249.8 287 331 

實際值 -- -- 335.4 325.38 

達成度(%) 100 100 100 98.3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蘭花、精品名茶、種苗、種畜禽、觀賞魚、石斑魚、農科園區之生技業等產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總計蘭花、精品名茶、種苗、種畜禽、觀賞魚、石斑魚、農科園區之生技業等產值

325.38 億元，達成度 98.3％。 

（２）蘭花：產值約 56.5 億元，計有推動蘭花生產專區、花卉供應鏈計畫及產業技術服務措

施，輔導改善產銷設施（備）及提升產期調節技術，有效穩定外銷品質及價格。 

（３）名茶：產值約 20.3 億元。輔導具產銷履歷及產地證明標章之茶品 1,450 公噸，並結合

茶藝文化、茶食等異業，透過大型行銷活動，提升茶品附加價值。 

（４）植物種苗： 產值約 85 億元。102 年度輔導大湖、獅潭產銷班農戶建立草莓高架穴植苗

生產 0.6 公頃，採種苗約 30 萬株，提升種苗供苗品質。受理植物品種權申請案件 196 件，公

告核准植物品種權件數 109 件，保護植物品種權利及促進品種改良。辦理大豆 10 處及 30 家

木瓜種苗業者抽檢、363 件市售種子查驗，維護木瓜外銷專區及市售種苗品質。輔導蘭花新

花發表 1,126 株，新花授獎 339 株，有助蘭花產業發展及外銷市場開拓。辦理青梗白菜花椰

菜 31 品系及超甜玉米 14 品系種原調查及利用，提供種苗業者研育材料，增進新品種育成，

提升種苗產業競爭力。 

（５）種畜禽：產值約 15.5 億元。較 101 年度 16.1 億元減少 0.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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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觀賞魚：產值約 43.98 億元。102 年觀賞魚產值達 43.98 億元、出口值達 1.1 億元，較

101 年度成長 4.4％及 3.3％。另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農科園區觀賞魚產業輔導，強化出口，

及辦理觀賞魚博覽會，102 年參觀人數成長 6％，達 16 萬餘人。 

（７）石斑魚：產值約 66 億元。102 年度輔導建立符合「優質水產種苗場管理規範」之石斑

魚苗養殖示範場 30 場。另辦理 12 場石斑石生產管理技術推廣講習，並輔導 16 艘活魚運搬船

順利出港。 

（８）農科園區生技業：產值約 38 億元。102 年度新增進駐廠商 17 家，累計進駐園區廠商

家數已達 77 家，引進投資額累計為新台幣 72.85 億元，園區產值亦隨進駐家數呈現逐年成長

趨勢。 

２.關鍵績效指標：提升卓越農業外銷值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5 

實際值 -- -- -- -0.8 

達成度(%) -- -- -- -16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包括石斑魚、蘭花、觀賞魚、茶葉等出口值較前一年度成長率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累計石斑魚、蘭花、觀賞魚、茶葉等出口值較前一年度成長率為-0.8％，未達原訂目

標值。 

（２）日本為我國主要農產品出口市場，102 年度日圓大幅貶值，導致對日農產品出口量年

減 10,210 公噸、出口值年減 2 億 5,386 萬美元。 

（３）排除對日出口部分，102 年農產品出口值年增率 5.8％。 

３.關鍵績效指標：發展休閒農業，開拓國外市場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10 

實際值 -- -- -- 22 

達成度(%) --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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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參與休閒農業旅遊之國外遊客較前一年度成長率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參與休閒農業旅遊之外國遊客逾 26 萬人次，創歷年來之新高紀錄，較 101 年之

21.3 萬人次增加 22％，超越目標。 

（２）來台農遊之外國遊客以中國大陸、星、馬及港澳人士為最大宗，約占 88％，已逐步開

發之 mini tour 及特殊客群（如回教）平均消費額可較團客提高 25％以上。 

（３）據統計，26 萬人次之外國遊客創造收益達 8 億元。另調查結果顯示逾 8 成外國遊客有

意願再次來台農遊並樂意推薦親友。 

（二）關鍵策略目標：調整農業結構，整合資源加值發展。 

１.關鍵績效指標：推動農村再生社區數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99 90 430 14 

實際值 -- -- 958 29.77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累計實施農村再生社區數占全國 4,232 總社區數比例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累計實施農村再生 1,260 社區，佔全國總社區數 29.77％，超越目標。 

（２）透過農村再生執行計畫辦理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 

（３）針對尚未完成農村再生計畫的農村社區，主動協助社區基礎環境改善，提升生活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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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關鍵績效指標：輔導作物生產專區及擴大經營規模面積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21,737 

實際值 -- -- -- 25600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累計輔導優質水果、蔬菜、花卉生產專區及小地主大佃農承租面積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累計輔導優質水果、蔬菜、花卉生產專區及小地主大佃農承租面積 25,600 公頃，超越

目標。 

（２）輔導設置水果專區 26 處，面積 1,034 公頃；優質供果園 5,537 公頃；香蕉外銷專區 465

公頃；蔬菜外銷專區 9 處面積 5,000 公頃；花卉生產專區 16 處 406 公頃，合計 12,442 公頃。 

（３）輔導小地主大佃農承租總體經營面積合計 13,158 公頃。 

（三）關鍵策略目標：確保糧食安全，加強農產品安全。 

１.關鍵績效指標：健康農業推廣面積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37750 38310 43650 42,100 

實際值 -- -- 40264 41497 

達成度(%) 93.5 100 92.24 98.57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累計通過有機、吉園圃及產銷履歷之生產面積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累計通過有機、吉園圃及產銷履歷驗證之生產面積 41,497 公頃，達成度 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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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通過有機農業 5,951 公頃、吉園圃 25,648 公頃、產銷履歷 6,980 公頃，合計生產面積為

38,579 公頃。 

（３）通過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面積合計為 2,918 公頃。 

２.關鍵績效指標：重要動植物疫情監測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3,078 

實際值 -- -- -- 7158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動物重要傳染病如家禽流行性感冒、狂犬病、狂牛病、口蹄疫，以及植物重大疫病蟲害如東

方果實蠅、斜紋夜蛾、水稻稻熱病、水稻白葉枯病等監測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總計動植物疫病蟲害監測 7,158 次，超越目標。 

（２）動物類傳染病監測：家禽流行性感冒監測 1,717 場次、狂犬病監測 3,089 件、牛海綿狀

腦病監測 430 件、口蹄疫監測 1,841 件，共計 7,077。 

（３）植物類疫病蟲害監測：東方果實蠅 36 次、斜紋夜蛾 18 次、水稻稻熱病 15 次、水稻白

葉枯病 12 次，共 81 次。 

（４）透過動物重要傳染病監測及植物重大疫病蟲害監測，及時發布預（警）報，以採取防

疫措施，降低疫情影響範圍及減少農業災損與農友防治成本，進而增加收獲產量及品質。 

（四）關鍵策略目標：活化農業資源利用，維護生態永續發展。 

１.關鍵績效指標：活化休耕地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9,000 

實際值 -- -- -- 31360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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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活化休耕地面積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總計活化休耕地面積 31,360 公頃，超越目標。 

（２）活化休耕地計畫，102 年度優先推動活化 100 年連休地 48,343 公頃中，經調查已復耕

種稻及各項轉（契）作作物 31,360 公頃，復耕成果超越計畫目標 9,000 公頃。 

２.關鍵績效指標：農業用水節水量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3,910 

實際值 -- -- -- 4000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累計節省灌溉及畜牧用水水量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累計節省灌溉及畜牧用水水量 4,000 萬立方公尺，超越目標。 

（２）輔導農民施設旱作管路灌溉設施面積 2,000 公頃，提昇灌溉用水效率，節水 1,000 萬噸

水量。 

（３）辦理農田水利渠道更新改善約 330 公里，水利設施構造物更新改善約 650 座，降低漏

水率，節水 2,300 萬噸水量。 

（４）辦理公有水井封停 9 口井及增建 1 座蓄水池，節水 200 萬噸水量。 

（５）輔導養豬場人工授精、改善飲水系統，推動畜牧廢水循環再利用及廢水施灌農地，逐

年降低畜牧用水量，102 年度節水 500 萬噸水量。 

３.關鍵績效指標：推動植樹造林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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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2,467 

實際值 -- -- -- 2533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新增平地、山坡地、劣化地及環境敏感地區等國有林地、海岸林及離島造林面積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累計執行新植造林面積 2,533 公頃，超越目標。 

（２）102 年度造林綠化面積計達 2,533 公頃，相當於 101 座大安森林公園，增加每位國人

1.10 平方公尺綠地面積。 

（３）每年可增加吸收約 37,742 公噸二氧化碳，涵養水源約 506 萬立方公尺，並輔導 239 個

社區辦理植樹綠美化行列，全面提昇環境品質。 

（五）關鍵策略目標：強化農民組織，照顧農民福祉。 

１.關鍵績效指標：提升農漁會信用部經營績效，強化農漁民服務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55 

實際值 -- -- -- 584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農業金融機構辦理代收業務之代收金成長率（基準年：100 年度農業金融機構辦理代收業務

之代收金額）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 303 家農漁會信用部 1,169 個營業據點，辦理代收業務，共計代收 616 億元，

較 100 年度成長 584％，超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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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102 年度代收信用卡費 297 億元、電費 203 億元、汽機車燃料使用費 80 億元、國民年

金保險費、水費及電信費等約 36 億元，合計 616 億元，代收金額較以前年度大幅成長。 

（３）有效創造農業金融體系經營綜效，執行進度已達成且超越過去實績。 

２.關鍵績效指標：推動漁船保險制度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18 

實際值 -- -- -- 19.91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100 噸以下漁船（筏）參與保險投保比例（基準年：100 年度 100 噸以下漁船（筏）參與保險

投保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累計 4,376 艘 100 噸以下漁船（筏）參與漁船保險之投保，達總數 19.91％，

超越目標。 

（２）漁船海上作業受天候海象影響風險較高，為保障漁民生命財產安全，積極導入保險制

度分散風險。 

（３）持續輔導加強提高小型漁船（筏）船主投保意願。 

（六）關鍵策略目標：提升行政措施，增進服務品質及效能。 

１.關鍵績效指標：提升農業全球資訊網服務品質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85 

實際值 -- -- -- 87.27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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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網站點閱人次／預定點閱人次ｘ５０％＋使用者滿意度調查ｘ５０％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統計 102 年度實際網站點閱人次／預定點閱人次ｘ50％＋使用者滿意度調查ｘ50％，

達成值約為 87.27％，超越目標。 

（２）規劃 4 個農業專題，105 則次媒體露出與 200 則訊息推廣宣傳，提升民眾對本會施政

成果之瞭解，並持續豐富主題頻道版、英文版、電子報與兒童網網站資訊。 

（３）辦理 8 波社群活動、3 波線上會員活動與 3 波親子活動，共 55,279 人次參與。102 年

度共 4,155 人加入粉絲。 

（七）關鍵策略目標：強化農漁會信用部監理與輔導。 

１.關鍵績效指標：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1.9 

實際值 -- -- -- 1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率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 12 月底全體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率為 1％，為近年來最低，超越目標。 

（２）營運規模擴大：全體農漁會信用部存款 1 兆 6,471 億元，放款 8,857 億元；較 93 年 1

月底分別增加 3,612 億元及 3,237 億元。 

（３）風險承擔及獲利能力提高：全體農漁會信用部淨值 1,093 億元，較 93 年 1 月底增加

331 億元； 93 年度至 102 年度每年均有盈餘，平均每年盈餘約 38 億元。 

（４）放款品質改善：全體農漁會信用部 102 年 12 月底逾放金額 91 億元，逾放比率 1％，

分別較 93 年 1 月底減少 904 億元及 16.7 個百分點，放款品質大幅改善；執行進度已達成且

超越過去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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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鍵策略目標：推動外部學習機制，提升人力素質。 

１.關鍵績效指標：農民學院專業訓練受訓學員滿意度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85 

實際值 -- -- -- 90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農民學院專業訓練受訓學員滿意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農民學院參訓學員對專業訓練之整體滿意度達 90％，超越目標。 

（２）93％入門及初階班參訓者認為訓練課程可學到新的觀念或想法。 

（３）92％進階班學員認為課程確實提供其農業生產技術與經營的幫助。 

（４）94％高階班學員認為課程提供創新經營觀念，對經營有很大幫助。 

２.關鍵績效指標：農村再生之培根社區數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2,200 

實際值 -- -- -- 2149 

達成度(%) -- -- -- 97.68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依農村再生條例規定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之累計社區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累計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社區，計有 2,149 個社區，達成度約為 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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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102 年度累計 2,149 個社區 130,802 人次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約達全國農村總數 51

％。 

（３）其中 513 社區在關懷班階段、449 社區在進階班、420 社區核心班、293 社區再生班、

474 個已完成四階段結訓。 

二、共同性目標 

（一）共同性目標：提升研發量能。 

１.共同性指標：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0.10 0.11 0.11 0.11 

實際值 -- -- 0.113 0.132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年度行政及政策類研究經費÷年度預算）×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政策類科技計畫實際核定數 151,959 千元÷農委會總法定數計算 115,417,000 千

元，約佔 0.132％比率，超越目標。 

（２） 辦理農業所得支持政策制度、農業經營結構改善政策誘因機制，完成「農民對現行及

未來可能採行之農業結構措施之看法」、「辦理強化果品類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強化

專業稻作戶生產成本調查」、「臺灣地區農牧戶判定調查」，調查筆數共計 115,951 份；因

應我國加入 TPP 或 RCEP 下，各種可能農產品關稅的進一步調降、優惠性原產地、進出口規

範之訂定等對我國農業的影響及利弊衝擊評估，研析可供我國借鏡之作法。 

（３）辦理僑外資來臺直接投資農業申請審查評估機制、準則、流程等（草案）、有機農業

經營管理能力檢核及農業經營結構改善政策誘因機制等 3 項政策（或規範）之參與制定；維

護臺灣農業政策模型資料庫 1 件。 

（４）提出農業所得支持政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產業調整因應措施、強化我國農業產業價

值鏈、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改善農業年齡結構等政策建議 20 項；決策支援系統 1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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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蒐集整理先進國家糧食安全應變機制，設計我國糧食安全指標，對我國糧食安全現況

提出預警。整理國外推動氣候變遷地方調適之調適規劃、調適策略與措施、協作式規劃，以

及脆弱度評估相關研究資料，俾便提供地方調適策略之參考。完成霧峰香米碳標籤申請與貼

標，作為消費者進行綠色消費之參考，並促進米產品之在地消費，並建立台灣蔬菜類生命週

期流程圖與產品類別規則，作為未來相關蔬菜產品盤查碳足跡之依據。 

（６）以「黃金十年—樂活農業」為農委會主要政策，就科技可配合產業政策所進行之策略

佈局，繪製完成「農業施政與農業科技發展」關聯圖及農業科技發展策略地圖 4 份，並協助

撰擬完成農業科技政策白皮書草案 1 份，以展現黃金十年願景與農委會施政目標之緊密扣

合，並供作向行政院及立法院說明之輔助資料。 

（二）共同性目標：落實政府內部控制機制。 

１.共同性指標：強化內部控制件數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 20 

實際值 -- -- -- 23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當年度主動建立內部控制機制及完成改善內部控制缺失件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累完成內部控制缺失之改善計 23 件，超越目標。 

（２）針對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涉及內控缺失事項，已檢討並完成

改善 15 件。 

（３）針對監察院所提之內部控制缺失案件，已檢討並完成改善 8 件。 

（４）針對審計部及監察院所提之內部控制缺失案件，已請本會所屬相關機關（單位）分別

就設計面及執行面確實檢討內部控制制度，並落實改善作為，以避免缺失重複發生。 

２.共同性指標：增（修）訂完成內部控制制度項數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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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目標值 -- -- -- 100 

實際值 -- -- -- 111 

達成度(%) -- -- --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依業務重要性及風險性，於當年度增（修）訂完成內部控制制度作業項目

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輔導本會所屬相關機關（單位）依業務重要性及風險性，完成 111 項內部控

制制度作業項目，超越目標。 

（２）積極輔導本會所屬相關機關（單位）依已納入內部控制制度設計之項目，落實執行，

並應定期檢討修正，以確保其有效性。 

（三）共同性目標：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１.共同性指標：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90 90 90 90 

實際值 -- -- 81.72 87.65 

達成度(%) 90.5 98.6 90.8 97.39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本會主管 102 年度資本門可支用預算數共 20,965,170,119 元，經各機關執行結果資本門

實支數 17,361,252,481 元、應付數 751,726,279 元、賸餘數 262,087,765 元，合共 18,375,066,525

元，執行率為 87.65％，達成度為 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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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持續加強預算執行，俾達成績效管理之目標。 

２.共同性指標：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概算數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5 4.99 4.98 5 

實際值 -- -- 0.39 4.24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3 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 157,930,292 千元，較 103 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122,057,057

千元超出 35,873,235 千元，超出 29.39％。 

（２）本會為落實照顧農、漁民、促進產業發展、減輕農民生產負擔、改善農路與農水路、

辦理易淹水地區治理與維護管理及辦理水土保持工作等重大政策，致依法律義務支出及公共

建設計畫經費需求分別增加 21,729,279 千元及 8,970,000 千元，合共 30,699,279 千元。鑒於相

關額度外需求均係配合政策需要研提，應於編報總數予以扣除，不列入計算，謹分述如下： 

（2-1）農業發展基金已有巨額資金缺口，惟為持續照顧農漁民及協助農、林、漁、牧產業發

展，仍須賡續辦理稻穀保價收購銷售、肥料補貼業務、發放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及推動

政策性農業低利貸款等業務，為維持基金正常運作，致須由國庫增撥基金。 

（2-2）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業出現資金缺口，為持續加強改善農業產業體質及提升競

爭力，並就國產農產品因進口遭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提供救助經費，致請求國庫撥充基金。 

（2-3）為回應地方政府及民意機構之殷切期盼，持續加強更新改善各地農、水路設施，維護

農民用路安全及農產運輸功能，研提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善計畫及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

善計畫，致須請增經費。 

（2-4）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特別預算於 102 年度結束後，後續治理與維護管理工作仍須

賡續辦理，爰研提相關計畫並請增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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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為因應極端氣候所致驟強降雨、長延時及複合型災害威脅，減輕災害規模、降低致災

風險，辦理山坡地土砂災害緊急處理、水庫集水區保育與土砂災害防治及清疏等整體性治山

防洪業務確有必要，故研提額度外預算。 

（３）綜上，103 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應修正為 127,231,013 千元，較 103 年度中程歲出概算

額度 122,057,057 千元超出 5,173,956 千元，達成值 4.24％，策略計畫與施政目標高度配合，達

成度 100％。 

（四）共同性目標：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１.共同性指標：機關年度預算員額增減率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0 0 0 0 

實際值 -- -- -1.15 -3.1 

達成度(%) 9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次年度－本年度預算員額數）÷本年度預算員額】×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2 年度預算員額控管百分比為-3.1％，超越目標。 

（２）本會 102 年度預算員額職員 4,657 人、駐警 9 人、工友 335 人、技工 2,529 人、駕駛

200 人、聘用 173 人、約僱 391 人，合計 8,294 人。 

（３）本會 103 年預算員額職員 4,662 人、駐警 8 人、工友 308 人、技工 2,391 人、駕駛 185

人、聘用 121 人、約僱 363 人，合計 8,038 人。 

２.共同性指標：推動終身學習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原訂目標值 2 1 2 1 

實際值 -- -- 2 1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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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當年度各主管機關（含所屬機關）自行辦理或薦送參加其他機關辦理 1 日以上之中高階公務

人員培訓發展性質班別之中高階公務人員參訓人數達該主管機關（含所屬機關）之中高階公

務人員總人數 40﹪以上。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本會及所屬機關之中高階公務人員（以薦任以上人員人數計算）計有 3,848 人，其中

共計有 2,333 人參加自辦或其他機關辦理之 1 日以上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發展性質班別，參

訓人數比例達 60.6％，超越目標。 

（２）102 年度自辦 1 日以上培訓發展性質班別情形如下： 

（2-1）本會：辦理 102 年度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班政策溝通與政策行銷、績效管理、政策規

劃、執行與評估、國內外環境情勢分析與談判技巧、領導能力與部屬培育等 5 項課程。 

（2-2）所屬機關：漁業署辦理採購法令及實務講習；防檢局辦理中高階公務人員在職培訓發

展訓練課程等 8 項培訓課程；林務局辦理 102 年主管人員研習班等 103 項培訓課程；水土保

持局辦理高績效團隊建立-挑戰自我發現團隊等 8 項培訓課程；農業試驗所辦理 102 年農產品

價值鏈互動式教材講師培訓等 6 項培訓課程；林業試驗所辦理 102 年度森林護管人員教育訓

練等 4 項培訓課程；畜產試驗所辦理情境領導與政策行銷研習班；家畜衛生試驗所辦理獸醫

流行病學-單元 1〜單元 10 等 24 項培訓課程；茶業改良場辦理 102 年員工在職教育訓練等 2

項培訓課程。 

三、關鍵績效指標及共同性指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 

單位：千元 

關鍵策略目標 計畫名稱 

101 年度 102 年度 

與 KPI 關聯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合計 26,901,379   20,805,435     

（一）提升產業

競爭力，引領台

灣農業國際化(業

務成果)  

小計 2,371,323 80.51 2,094,143 80.91   

發展精緻農糧產

業 
102,536 100.00 42,270 100.00 提升卓越農業產

值 
農業電子化  212,346 100.00 181,974 100.00 

強化農產品全球

市場深耕計畫 
240,000 77.38 216,000 95.63 

提升卓越農業外

銷值 漁業多元化經營

建設 
1,189,494 74.85 1,323,899 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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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加值發

展 
626,947 82.65 330,000 96.74 

發展休閒農業，

開拓國外市場 

（二）調整農業

結構，整合資源

加值發展(業務成

果)  

小計 1,133,681 100.00 934,703 100.08   

創新農村生活文

化 
200,000 100.00 128,500 100.56 

推動農村再生社

區數 

推動「小地主大

佃農」活化農地

利用 

231,000 100.00 173,790 100.00 

輔導作物生產專

區及擴大經營規

模面積 

水果產業結構調

整計畫 
193,928 100.00 174,535 100.00 

稻米產業結構調

整計畫 
475,488 100.00 427,939 100.00 

茶產業結構調整

計畫 
33,265 100.00 29,939 100.00 

（三）確保糧食

安全，加強農產

品安全(業務成果)  

小計 6,604,331 61.68 4,987,284 91.06   

漁村旅遊及產業

活動推廣 
170,000 100.00 140,000 100.00 

健康農業推廣面

積 

發展有機農業 94,358 100.00 107,992 100.00 

農產品安全品質

監測與管制 
63,080 100.00 56,780 100.00 

農業政策與農民

輔導 
90,372 100.00 108,505 100.00 

加強植物防疫 51,180 100.00 45,225 100.00 

重要動植物疫情

監測 

加強植物檢疫 43,912 100.00 42,834 100.00 

加強動物防疫 109,322 100.00 115,824 100.00 

加強動物檢疫 13,185 100.00 11,851 100.00 

農村再生社區發

展及環境改善 
5,968,922 57.60 4,358,273 89.77 

（四）活化農業

資源利用，維護

生態永續發展(業

務成果)  

小計 16,493,067 106.37 12,460,751 103.94   

調整耕作制度活

化農地計畫 
8,952,726 124.08 6,987,220 113.84 活化休耕地 

加強農田水利建

設 
4,417,780 77.84 3,052,580 86.95 

農業用水節水量 推動畜牧節能減

碳、污染防治及

再利用計畫 

66,950 100.00 60,254 100.00 

厚植森林資源 917,063 90.79 708,411 92.11 推動植樹造林面

積 植樹造林計畫 2,138,548 98.06 1,652,286 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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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化農民

組織，照顧農民

福祉(業務成果)  

小計 264,538 100.00 225,981 100.00   

健全農業金融體

系 
264,538 100.00 225,981 100.00 

提升農漁會信用

部經營績效，強

化農漁民服務 

（六）提升行政

措施，增進服務

品質及效能(行政

效率)  

小計 0 0.00 54,401 100.00   

農業雲端服務建

置計畫 
0 0.00 54,401 100.00 

提升農業全球資

訊網服務品質 

（七）推動外部

學習機制，提升

人力素質(組織學

習)  

小計 34,439 99.31 48,172 100.42   

農民學院 34,439 99.31 48,172 100.42 

農民學院專業訓

練受訓學員滿意

度 

  

單位：千元 

共同性目標 計畫名稱 

101 年度 102 年度 

與 CPI 關聯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合計 0   0     

四、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一）關鍵策略目標：提升產業競爭力，引領台灣農業國際化。(業務成果)  

關鍵績效指標：提升卓越農業產值 

衡量標準： 

蘭花、精品名茶、種苗、種畜禽、觀賞魚、石斑魚、農科園區之生技業等產值 

原訂目標值：331 

實際值：325.38 

達成度差異值：1.7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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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斑魚產值未達目標值原因： （1）石斑魚 102 年度出口量，統計約為 1.77 萬公噸，較

101 年成長 14.3%，惟青斑及龍膽石斑池邊年均價格分別為 237.1(元/公斤)及 352.8(元/公斤)，

較 101 年下跌 19.6%及 21.1%，以致 102 年整體石斑魚產值下滑至 66 億元。 （2）未來將積極

以冷凍石斑加工品開拓中國及歐、美及日等國際市場，另規劃鼓勵石斑魚進入魚市場交易、

研議進行石斑魚產品（肉質）評比標準，開展國內市場多元行銷方式。 2、種畜禽產值未達

目標值原因： （1）經查台灣地區 101 年 5 月豬隻在養頭數為 6,162,100 頭，至 102 年 5 月豬

隻在養頭數下降為 5,927,375 頭，較 101 年同期減少 234,725 頭，約減少 3.81%；另查種公豬

頭數及種母豬頭數亦較 101 年同期減少 7.27%及 6.84%，整體養豬頭數下降而至種畜禽產能目

標值下降；此外，因為生產效率提升 102 年種公豬及種母豬比例達 1:27，致不必飼養過多的

種畜，即可滿足肉豬生產需要。 （2）另查 101 年淘汰種豬均價為每公斤 62.99 元至 102 年淘

汰種豬均價為每公斤 45.37 元而，淘汰種豬頭數價格下降 27.97%，爰此不僅種畜頭數下降，

價格亦未達預期，致種畜禽產值由 18 下降至 15.5。 （3）國內種畜禽需求量下降，然積極拓

展國外市場為主要的因應政策，經查 102 年台灣出口越南種豬次數及數量日益增加，將賡續

辦理相關業務以擴展種畜禽產業。 

關鍵績效指標：提升卓越農業外銷值 

衡量標準： 

包括石斑魚、蘭花、觀賞魚、茶葉等出口值較前一年度成長率 

原訂目標值：5 

實際值：-0.8 

達成度差異值：116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1、102 年度文心蘭及石斑魚等二項產品出口呈衰退情形，文心蘭出口衰退係因去年日幣大幅

貶值不利外銷，加上日本為其最主要出口市場(占 91.5%)，銷日出口值年減 516 萬美金；石斑

魚出口衰退係中國大陸南方沿海城市石斑魚繁養殖成功，導致石斑魚價格下跌，銷陸出口值

年減 452 萬美元(出口量年增 1,934 公噸)。 2、持續加強輔導農友生產優質旳農產品，並積極

協助業者拓展我國優質農漁產品外銷市場。 

（二）關鍵策略目標：確保糧食安全，加強農產品安全。(業務成果)  

關鍵績效指標：健康農業推廣面積 

衡量標準： 

累計通過有機、吉園圃及產銷履歷之生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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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目標值：42,100 

實際值：41497 

達成度差異值：1.43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1、有機農業部分：因部分有機驗證不符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規定，

於 102 年減少 400 餘公頃，致驗證面積下降。已利用農民學院及相關團體辦理講習機會，積

極輔導農民申請驗證。 2、吉園圃生產面積部分： （1）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為農民自願參

與制度，迄 102 年底已有 2,084 個產銷班取得標章，約占全國蔬果產銷班一半，運作良好者

多已加入。惟部分農民認為逐項紀錄之不便利性及無顯著效益，致成長趨緩。 （2）經檢討

後，本會持續落實推動，加強農民輔導教育與建立責任生產觀念，以提高藥檢合格率為重

心，俾提升參加制度農民素質再逐步增加推廣面積。 

（三）關鍵策略目標：推動外部學習機制，提升人力素質。(組織學習)  

關鍵績效指標：農村再生之培根社區數 

衡量標準： 

依農村再生條例規定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之累計社區數 

原訂目標值：2,200 

實際值：2149 

達成度差異值：2.32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1、配合農村再生政策執行質量轉型，102 年度下半年起調整培根計畫執行策略，將原本廣開

新社區參與，調整為優先輔導已參與培根計畫之農村社區完成 4 階段課程並輔導其完成研提

農村再生計畫。 2、持續積極推動農村再生，協助農村社區的發展。 

（四）共同性目標：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財務管理)  

共同性指標：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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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原訂目標值：90 

實際值：87.65 

達成度差異值：2.61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1、部分工程因颱風災害及天候不佳或現階段仍處辦理工程設計及工程發包作業期間等因

素，導致相關計畫工程進度落後。 2、未來年度將加強預算執行，俾達成績效管理之目標。 

肆、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提升卓越農業產值 

（一）石斑魚：102 年 4 月再開放大陸地區 8 處港口供活魚運搬業者卸魚，其中 5 處港口為

大陸華中、北地區，積極拓展我國養殖活魚銷售大陸地區新興市場。 

（二）蘭花：推動文心蘭產期調節及盛產期停止低級品外銷，穩定盛產期外銷價格，9-10 月

盛產期外銷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26％，期間各週 A 級黃花切花日本拍賣價皆逾 99 日圓/支，有

效舒緩盛產壓力。 

（三）名茶：輔導推廣具產銷履歷及產地證明標章之茶品成為台灣名茶，創新結合自然科學

博物館進行名茶教育行銷活動，另結合在地食材研發茶食茶點，並透過大型行銷活動等計 5

場次，有效提升茶品附加價值並擴大喝茶族群，創造名茶產值達 20.3 億元以上。 

（四）植物種苗： 

１、98 年至 102 年辦理公告擴增植物品種及種苗法適用種類累計達 163 種；受理植物品種權

申請案 904 件，核准公告登記 444 件。 

２、市售種子抽驗 2,070 件，提升種苗生產技術及品質，促進產業發展。 

３、輔導蘭花育種者協會辦理 53 場次蘭花新品種發表會，新花發表 5,107 株，新花授獎 661

株；台灣仙履蘭協會辦理 34 場次仙履蘭巡迴展售，45 場次月例審查會，新花授獎 690 株，

有助蘭花產業發展及外銷市場開拓。 

二、提升卓越農業外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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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兩岸簽署經濟合作協議開啟出口新契機，積極拓展中國大陸農產品市場。102 年度農產

品出口中國大陸金額 9.1 億美元，較 101 年成長 16％，中國大陸成為我國農產品出口第一大

市場；兩岸農產品貿易從逆差 4730 萬美元，轉為順差 1,435 萬美元。 

三、發展休閒農業，開拓國外市場 

（一）推動休閒農場服務品質及穆斯林友善餐飲認證制度。102 年累計有 46 家休閒農場通過

服務品質認證、2 家休閒農場通過穆斯林友善餐飲認證，提升服務效能與產值，有效拓展農

業旅遊 mini tour 高價團及回教客群市場。 

（二）積極參與國內外旅遊展覽及相關旅遊推廣活動，宣導台灣休閒農業與相關遊程商品。

另邀請國外旅行業及媒體來台踩線、新聞專訪及報導，102 年外國媒體報導台灣休閒農業相

關報導篇達 404 則。 

（三）製作雙語影音或語音導覽服務，建置中、英、日語資訊網站，編印中、英、日語導覽

DM，強化服務功能。 

（四）與新加坡中華航空及香港旅行社合作推出機票+農場三天二夜及農場二天一夜自由行

行程，有助提高背包客來台農遊意願及產值。 

四、推動農村再生社區數 

農村再生推動第 3 年，全國計有 2,149 社區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佔全國農村社區數 51

％。並有 1,260 社區實施農村再生社區建設，佔全國農村社區數 29.77％。 

五、輔導作物生產專區及擴大經營規模面積 

（一）積極推動農藥延伸使用、宣導農友正確使用農藥，水果農藥殘留合格率 97％。 

（二）改進蔬菜栽培技術，提高蔬菜品質，102 年蔬菜生產專區外銷數量達 51,000 公噸。 

（三）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自 98 年 5 月開始推動，統計 102 年底逾 2 萬 5 千多位小地主簽訂租

賃契約書出租農地，破除「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陰影」；另超過 1 千位平均 44 歲的青年農

民（一般農民平均 62 歲）投入農業行列，引進並培養專業農民，調整國內農業勞動結構朝

年輕化發展；總體經營規模亦躍增至 13,158 公頃，平均每位大佃農經營 8.4 公頃，約為國內

一般農戶之 7 倍，發揮擴大經營規模之經濟效益。透過政策推動，使農地重新恢復生機，除

增加國內糧食生產，亦增加農村就業機會，帶動農村經濟發展。 

六、健康農業推廣面積 

（一）推動 14 處有機農業專區，面積計 642 公頃，拓展有機產業群聚效益；輔導 120 處超

市、賣場設置專櫃，方便消費者識別選購有機農產品；建立有機農場電子商店 140 家，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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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電子商務及宅配行銷，並結合樂活風潮，於各地輔導成立 17 處假日有機農夫市集，落

實地產地消。同時整合產銷鏈契作供應新北市 280 所中小學、34.6 萬名學童，每週食用 1 餐

有機蔬菜，逐步建構有機產業完整多元產銷體系。 

（二）吉園圃蔬果生產面積合計 25,648 公頃，為 96 年 7,661 公頃的 3 倍，年產量達 55 萬餘

公噸，品項含括 166 種蔬果。 

（三）102 年度稻米產銷履歷推動面積 3,503 公頃，較 101 年面積 3,322 公頃增加，成長 105

％。 

（四）有機稻米生產面積達成值 1,150 公頃。 

（五）102 年度 234 個別戶及 3 集團戶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合計面積達 2,918 公頃。 

七、重要動植物疫情監測 

（一）執行家禽流行性感冒監測，提前預警並及時採取防疫措施以控制疫情；持續進行牛海

綿狀腦病監測，將該動物傳染病防堵於境外。 

（二）執行口蹄疫監測，提升疫苗注射率，改善防疫成效，儘早發現病毒並及時監控。。 

（三）102 年 7 月爆發狂犬病疫情，透過監測系統隨時掌握疫情分佈，適時發布預警訊息並

及時調配疫苗至疫情嚴重之地區，供民眾家中犬貓、校園犬貓及原住民鄉獵犬免費施打以建

立保護帶，有效將疫情侷限於野生動物並圍堵於山區，使得狂犬病疫情在 5 個月內獲得控

制，於 102 年 12 月 24 日解除狂犬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設立，回歸常態防疫運作，維

護人畜安全。 

八、活化休耕地 

（一）102 年兩個期作申報休耕面積降為 11.2 萬公頃，較 100 年之 20 萬公頃減少 8.8 萬公

頃，申報轉（契）作作物面積 12.5 萬公頃，較 100 年之增加 5.3 萬公頃，有效提昇休耕地整

體生產效益。 

（二）102 年各項轉（契）作作物增產 127 萬噸，水稻增產 9 萬噸，估計總產值增加 124.8 億

元，加上推估相關事業如種苗供應、代耕業者延伸收益 22.5 億元，及連帶活絡包括農業資

材、運輸、加工材料等相關產業產值效益 31.1 億元，整體產值效益增加 178.4 億元，計畫推

動成果顯著。 

九、農業用水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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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輔導農民施設旱作管路灌溉設施及水利設施構造物（含渠道）更新改善，提升灌

溉用水效率，於 102 年度上半年水情不佳期間，經適時採取應變措施，有效延長供水時程，

達成穩定民生與工業用水及一期稻作順利供灌目標。 

（二）依「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配合經濟部執行水利會公有深水井

處置，減少抽取地下水，減緩雲彰地區地層下陷。 

（三）畜禽用水量由 100 年之 9,971 萬立方公尺減為 102 年之 9,379 萬立方公尺，累計節水量

為 592 萬立方公尺。 

十、推動植樹造林面積 

推動植樹造林計畫從加強國有林、海岸離島及崩塌地造林、獎勵輔導山坡地造林、短期經濟

林造林、協調各機關、學校、團體參與造林綠化面積計達 2,533 公頃，建立環境保護的第一

道防線，厚植森林資源，強化國土保安及水源涵養能力，增加森林碳吸存量功能，提高國內

木材自給率，以達成森林及自然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 

十一、提升農漁會信用部經營績效，強化農漁民服務 

為提升農漁會信用部經營績效，強化農漁民服務，積極洽談農業金融機構辦理代收項目，

102 年度新增代收機車燃料使用費及 7 家產險公司保險費等百項繳費服務，提供農漁民便利

繳費服務。 

十二、推動漁船保險制度 

建立漁業保險補助管理系統並舉辦教育訓練、印製 1000 張宣傳海報、調整保險獎勵制度、

簡化申請所需相關文件、保險補助之申請期間由 3 個月延長為 6 個月，提高小型漁船（筏）

船主投保意願，保障漁民生命財產安全。 

十三、提升農業全球資訊網服務品質 

經營農業社群並提升農業全球資訊網服務品質，辦理親子活動滿意度 95.41％，整體網站滿意

度高達 94.53％。 

十四、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率 

全體農漁會信用部 102 年 12 月底逾放金額 91 億元，逾放比率 1％，分別較 93 年 1 月底減少

904 億元及 16.7 個百分點，放款品質大幅改善。 

十五、農民學院專業訓練受訓學員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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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民學院各訓練班參訓者約六成為中壯年，其中入門和初階訓練受訓學員有年輕化之

趨勢，符合本計畫鼓勵青年從農之目標。 

（二）參訓者學歷約七成為大學專科以上，相較於去年，受訓學員學歷有提高之現象。 

（三）至於未來投入或繼續從事農（漁）業工作的意願方面，九成左右的參訓者表示非常願

意與願意投入或繼續從事農（漁）業工作的意願。 

十六、農村再生之培根社區數 

（一）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深入全國農村社區培育在地人力，引領社區居民感觸農村特有的自

然資源與人文價值，喚起對家鄉的熱愛，激發築夢活力，厚植社區自主能力，建立多元思考

創新的發展方向。 

（二）農村再生推動第 3 年，目前全國農村社區已有 51％參與培根計畫，其中 474 社區完成

4 階段課程，並有 360 社區已完成研提農村再生計畫。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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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關鍵績效指標及共同性指標燈號 

關鍵策略目標 項次 關鍵績效指標 初核 複核 

1 
提升產業競爭力，引領台灣

農業國際化(業務成果)  

(1) 提升卓越農業產值 ▲ ▲ 

(2) 提升卓越農業外銷值 ● ● 

(3) 發展休閒農業，開拓國外市場 ★ ★ 

2 
調整農業結構，整合資源加

值發展(業務成果)  

(1) 推動農村再生社區數 ★ ▲ 

(2) 
輔導作物生產專區及擴大經營規

模面積 
★ ★ 

3 
確保糧食安全，加強農產品

安全(業務成果)  

(1) 健康農業推廣面積 ▲ ▲ 

(2) 重要動植物疫情監測 ★ ★ 

4 
活化農業資源利用，維護生

態永續發展(業務成果)  

(1) 活化休耕地 ★ ★ 

(2) 農業用水節水量 ★ ★ 

(3) 推動植樹造林面積 ★ ▲ 

5 
強化農民組織，照顧農民福

祉(業務成果)  

(1) 
提升農漁會信用部經營績效，強

化農漁民服務 
★ ★ 

(2) 推動漁船保險制度 ★ ★ 

6 提升行政措施，增進服務品 (1) 提升農業全球資訊網服務品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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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及效能(行政效率)  

7 
強化農漁會信用部監理與輔

導(財務管理)  
(1) 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率 ★ ★ 

8 
推動外部學習機制，提升人

力素質(組織學習)  

(1) 
農民學院專業訓練受訓學員滿意

度 
★ ★ 

(2) 農村再生之培根社區數 ▲ ▲ 

共同性目標 項次 共同性指標 初核 複核 

1 提升研發量能(行政效率)  (1) 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率 ★ ★ 

2 
落實政府內部控制機制(行

政效率)  

(1) 強化內部控制件數 ★ ★ 

(2) 
增（修）訂完成內部控制制度項

數 
★ ★ 

3 
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

府資源(財務管理)  

(1)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 ▲ 

(2) 
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概

算數 
★ ▲ 

4 
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

能(組織學習)  

(1) 機關年度預算員額增減率 ★ ★ 

(2) 推動終身學習 ★ ★ 

（二）績效燈號統計 

構面 年度 99 100 101 102 

整體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23 100.00 29 100.00 26 100.00 23 100.00 

複核 23 100.00 29 100.00 26 100.00 23 100.00 

綠燈 
初核 17 73.91 23 79.31 19 73.08 18 78.26 

複核 15 65.22 17 58.62 17 65.38 15 65.22 

黃燈 
初核 6 26.09 6 20.69 7 26.92 4 17.39 

複核 8 34.78 12 41.38 9 34.62 7 30.43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1 4.35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1 4.35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關鍵策略目標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17 100.00 22 100.00 19 100.00 16 100.00 

複核 17 100.00 22 100.00 19 100.00 16 100.00 

綠燈 
初核 13 76.47 19 86.36 13 68.42 12 75.00 

複核 12 70.59 14 63.64 12 63.16 10 62.50 

黃燈 初核 4 23.53 3 13.64 6 31.58 3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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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 5 29.41 8 36.36 7 36.84 5 31.25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1 6.25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1 6.25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共同性目標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6 100.00 7 100.00 7 100.00 7 100.00 

複核 6 100.00 7 100.00 7 100.00 7 100.00 

綠燈 
初核 4 66.67 4 57.14 6 85.71 6 85.71 

複核 3 50.00 3 42.86 5 71.43 5 71.43 

黃燈 
初核 2 33.33 3 42.86 1 14.29 1 14.29 

複核 3 50.00 4 57.14 2 28.57 2 28.57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業務成果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13 100.00 15 100.00 15 100.00 12 100.00 

複核 13 100.00 15 100.00 15 100.00 12 100.00 

綠燈 
初核 9 69.23 14 93.33 9 60.00 9 75.00 

複核 8 61.54 10 66.67 9 60.00 7 58.33 

黃燈 
初核 4 30.77 1 6.67 6 40.00 2 16.67 

複核 5 38.46 5 33.33 6 40.00 4 33.33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1 8.33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1 8.33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行政效率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4 100.00 8 100.00 5 100.00 4 100.00 

複核 4 100.00 8 100.00 5 100.00 4 100.00 

綠燈 
初核 4 100.00 5 62.50 5 100.00 4 100.00 

複核 3 75.00 5 62.50 3 60.00 4 100.00 

黃燈 
初核 0 0.00 3 37.50 0 0.00 0 0.00 

複核 1 25.00 3 37.50 2 40.00 0 0.00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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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財務管理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3 100.00 3 100.00 3 100.00 3 100.00 

複核 3 100.00 3 100.00 3 100.00 3 100.00 

綠燈 
初核 2 66.67 2 66.67 2 66.67 2 66.67 

複核 2 66.67 1 33.33 2 66.67 1 33.33 

黃燈 
初核 1 33.33 1 33.33 1 33.33 1 33.33 

複核 1 33.33 2 66.67 1 33.33 2 66.67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組織學習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3 100.00 3 100.00 3 100.00 4 100.00 

複核 3 100.00 3 100.00 3 100.00 4 100.00 

綠燈 
初核 2 66.67 2 66.67 3 100.00 3 75.00 

複核 2 66.67 1 33.33 3 100.00 3 75.00 

黃燈 
初核 1 33.33 1 33.33 0 0.00 1 25.00 

複核 1 33.33 2 66.67 0 0.00 1 25.00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二、綜合評估分析 

（一）102 年度計 8 項關鍵策略目標（16 項關鍵績效指標），依據燈號評估標準，初核結果

如次： 

１、綠燈計 12 項，占 16 項績效指標 75％。 

２、黃燈計 3 項，占 16 項績效指標 18.75％。 

３、紅燈計 1 項，占 16 項績效指標 6.25％。 

４、白燈計 0 項，占 16 項衡量指標 0％。 

（二）102 年度計 4 項共同性目標（7 項共同性指標），依據燈號評估標準，初核結果如次： 



 32 

１、綠燈計 6 項，占 7 項績效指標 85.71％。 

２、黃燈計 1 項，占 7 項績效指標 14.29％。 

３、紅燈計 0 項，占 7 項績效指標 0％。 

４、白燈計 0 項，占 7 項衡量指標 0％。 

（三）102 年度總計 23 項衡量指標，依據燈號評估標準，本會初評綠燈者 18 項（78.26

％），為目標達成或超越，且確有結果面之良好績效產出；黃燈 4 項（17.39％），係指績效

合格，惟未達綠燈績效良好標準且無紅燈或白燈評估標準所列情事者；紅燈 1 項（4.35

％），係目標值達成度未達 80％，未完成原訂進度。 

陸、附錄：前年度行政院複核綜合意見辦理情形 

一、推動健康農業，保障民眾飲食安全方面： 

（一）有關健康農業推廣面積未達原訂目標一節： 

具體回應情形： 

１、產銷履歷驗證制度自 96 年積極推動下，產業推廣面積成長已接近高峰，101 年通過產銷

履歷蔬菜類 897 公頃、果樹類 1,455 公頃、雜糧特作類 1,831 公頃，未達成原因為： 

（１）果品售價與一般水果價差不顯著，且補助標準降低農民自負額增加，生產成本增加。 

（２）農民高齡化履歷資訊化難度高。 

（３）97 年恢復吉園圃之推動，採「有機」、「產銷履歷」、「吉園圃」等多元並行輔導方

式，部分生產單位轉為實施吉園圃或有機，致參與意願降低。 

（４）輔導通過稻米產銷履歷面積 3,322 公頃，雖未達為全年目標值 4,000 公頃（約 83.1

％），惟未來將持續加強推廣，提升通過履歷面積（102 年度通過面積為 3,503 公頃，較 101

年度成長 105％），並朝輔導驗證廠（場）落實履歷管理方向精進，提升產品品質，以提高

履歷之標章公信力與消費者認同，帶動提高農民經濟收益。 

２、本會仍秉符合「外銷國家有要求」、「通路有保障，且售價能反映驗證成本」或「有食

品安全風險疑慮」等原則持續推動，將加強輔導各作物生產專區配合辦理產銷履歷驗證，以

賡續推動產銷履歷制度。103 年度補助標準為重新申請驗證者及 101 年第 1 次申請驗證者，

補助 1/2 驗證或年度追查費用，至 102 年第 1 次申請驗證者，連續 2 年補助 2/3 驗證或年度追

查費用。另為鼓勵產銷班或農民團體持續推動產銷履歷驗證工作，達成長率 15％之執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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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103 年度擬協助參加本計畫者補助改善相關產銷設施（備），補助比例以 1/3 為原則，每

一生產單位最高補助 5 萬元，補助 1 次為限。 

３、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為農民自願參與制度，迄 101 年底已有 2,084 個產銷班取得標章，

約占全國蔬果產銷班一半，運作良好者多已加入。 

（１）惟部分農民認為逐項紀錄之不便利性及無顯著效益，致吉園圃產銷班成長趨緩。 

（２）經檢討後，本業務應紮實推動，加強農民輔導教育與建立責任生產觀念，以提高藥檢

合格率為重心，俾提升參加制度農民素質再逐步增加推廣面積。爰 102 年吉園圃推廣目標為

26,000 公頃。 

（３）102 年度起以輔導吉園圃產銷班中尚未通過審查之班員為重點，協助其取得標章，俾

提升吉園圃產品生產量及整體品質。 

（４）由各農政單位持續加強辦理宣導說明會，實地訪查，與農友做雙向溝通，鼓勵申請審

查。 

（二）有關加強推動各項安全驗證體系，強化驗證機構管理一節： 

具體回應情形： 

１、依據「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5 條，及「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作業

要點」相關規定，申請為特定評鑑機構者，應檢附相關文件向本會申請審核，其中包含辦理

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符合性評鑑業務之文件，如品質手冊、評鑑標準、認證程序、追蹤查驗

程序、增項評鑑及重新評鑑程序等。 

２、 經本會審核通過之特定評鑑機構，其認證程序、追蹤查驗程序、增項評鑑及重新評鑑程

序之擬訂及實施，視同本會依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第 4 條所定各項程序之擬訂及實施。

故特定評鑑機構於向本會申請時，即須就驗證及追蹤查驗等訂定標準作業流程，經本會審核

通過後據以辦理對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之評鑑機制。 

３、 為加強對驗證機構之監督管理，本會正研擬「農產品驗證機構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

理法義務行為事實認定標準」，就驗證機構所驗證之農產品經營業者，經查獲有產品品質或

其他違規行為者，其驗證機構須負連帶責任予以計點，累計達一定點數則予終止該家驗證機

構認證資格。 

４、為促進國產水果產業發展，確保果農收益，保障國民食的安全，已輔導「三灣梨」、

「枋山芒果」、「斗六文旦」、「麻豆文旦」、「鶴岡文旦」、「關廟鳳梨」及「公館紅

棗」等產地標章認證，方便消費者區隔進口產品，保障農民收益。消費者只要在市面上看到

前揭標章，即表示在地生產，可放心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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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強化 CAS 驗證管理並擴大推廣辦理一節： 

具體回應情形： 

１、已於 102 年 1 月全面審視並修正各驗證基準，強化產品生產追溯及增加藥物殘留檢驗項

目，另增列終止產品驗證規定，強化安全管理，驗證產品受到驗證機構及主管機關雙重監

督。另為監督驗證機構業務執行能力，於 102 年 2 月訂定「農產品驗證機構違反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義務行為事實認定基準表」，作為考核驗證機構及判定其退場之依據。 

２、為加強 CAS 產品原料來源查核並建立產品生產追溯程序，已採全廠查核方式強化管理並

嚴格執行退場機制，102 年度已執行 39 家業者 803 項產品終止驗證。 

３、主動於本會網站「農產品檢驗專區」及驗證機構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網站「CAS 驗

證專區」公布每月查廠與檢驗結果，讓消費者更清楚了解驗證產品資訊，並於例行宣導時教

育民眾正確選購 CAS 產品，說明認驗證制度之意義。 

（四）101 年蔬果農藥殘留抽驗 11,603 件，合格者 10,936 件，合格率 94.3 件％，未達目標值

96％一節： 

具體回應情形： 

１、主要為 101 年農藥監測品項由 202 項擴增至 215 項，及針對高風險豆菜類等連續採收及

生食蔬菜加強抽驗，為加強風險管理，採取加強措施如下： 

（１）加強高風險蔬菜抽驗：針對豆菜類等生食及連續採收蔬菜加強抽驗。 

（２）加強安全用藥講習：針對高風險蔬果主要產區，加強農民安全用藥講習，導正用藥習

性。 

（３）落實違規者依法處罰：不合格案件中約 8 成使用未推薦藥劑。督處地方政府對違規案

件依法裁處，以有效遏阻農民違規用藥問題。 

（４）推動蔬果健康管理生產體系（減少用藥量）。 

（５）持續辦理農藥延伸使用範圍評估，紓解部分農作物防治病蟲害藥劑不足問題。 

（６）協調衛生福利部市售違規用藥案件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裁處販售業者：從消費端約

束生產者安全用藥，藉以提升農產品安全品質。 

（７）協調衛生福利部研議訂定農藥殘留背景值，以解決不得檢出之問題。 

（五）有關輔導農民確實依規定用藥，並加強偽劣藥之取締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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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回應情形： 

１、本會持續加強農民用藥教育宣導，102 年透過各地區農業改良場所辦理超過 180 場次病

蟲害防治講習，推動作物生產專區病蟲害整合性防治及非農藥防治技術等，有效降低農藥使

用量。 

２、為加強非法農藥之查緝工作，以確保合法業者及消費者權益，本會積極督導並會同各地

方政府加強非法農藥之查緝工作，必要時聯合司法檢警調單位共同查緝。102 年約計查獲 47

件生產或販售非法農藥案件，查扣非法農藥及其原料約計達 70 餘公噸；並鼓勵民眾共同參

與打擊不法，102 年度業核發 3 件檢舉獎金約計 20 萬元。 

二、打造卓越農業，提升產業競爭力：建請賡續推動農業科技商品化、產業化，並深耕農產

品全球市場，提高臺灣農產品知名度，以提升整體農業產值。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建議

重行檢討合宜之糧食生產、水資源配置與農地合理利用面積等關連策略。 

具體回應情形： 

１、102 年度農業創新育成中心新進駐業者為 7 家，帶動進駐業者投資達 2,600 萬元。103 年

度預定再整合與連結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創新育成中心之資源，設置單一服務窗口，有

效提供完整之農業創新育成服務，並邁向國際舞台。 

２、為促進農業科技研發成果落實至產業應用上，建立從技術整合、商品化事業化評估至媒

合促案的主動服務機制。本會自 100 年 10 月起執行「農業研發成果產業化推動計畫」，已建

立「農科研發成果商品化事業化運作機制」及「農科研發成果境外實施評估及媒合機制」，

迄 102 年底完成 17 案重要成果技術套組之營運計畫書（BP），並促成 4 案商品化事業化成

功案件，將持續加強相關工作，促成農業科技新創事業。 

３、統計大佃農主要種植作物水稻，於 98 年底種植比例高達 77％，惟配合宣導獎勵種植進

口替代、外銷潛力、地區特產及有機等作物，以及調整水稻種植誘因後，統計至 102 年 11 月

底止，水稻種植比例下降近 26％，占所有作物種植面積之 51％，其次作物種類亦趨多元

化，如硬質玉米占第二大種植面積 15％、第三大為牧草及青割玉米占 10％，而地區特產作

物、雜糧及特用作物等其他類占 11.1％，顯見大佃農種植種類多元化，集中種植水稻情形已

趨緩。 

三、發展樂活農業，打造優質新農村方面：有關農村再生工作已設置農村再生基金，建議宜

從產業、文化、生態與實質建設，以農村整體發展需求出發，透過喚醒農村社區之自主意

識，積極協助當地居民共同推動社區再生，全面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再生；另建請在兼

顧環境保育、遊憩供給與維護地方住民福利之生態旅遊發展原則下，持續強化遊樂區硬體建

設及輔導管理，以營造為國際級觀光景點。 

具體回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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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有關農村整體發展需求： 

（１）農村再生強調人心的改變，透過培根計畫加強農村社區人力培育，並建置有完整的執

行機制，審慎務實推動農村生產、生活、生態及文化等工作。 

（２）農村再生計畫係社區由下而上提出之願景發展計畫，社區依核定計畫內容提出執行項

目逐步推動，內容涵蓋生產、生活、生態及文化等軟硬體。 

（３）截至 102 年 12 月累計輔導 360 社區研提農村再生計畫；累計核定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

畫計 212 社區 27.68 億元，軟體部分包括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化、生態保育等，約占 63

％，硬體部分包括基礎生產條件及生活環境改善、窳陋空間改善等，約占 34％。 

（４）本會為加強協助農村社區產業發展，已成立「農村再生結合產業跨域合作推動平

台」，協調會內各產業輔導單位及其他部會合作推動農村再生，擴大資源結合運用綜效，協

助農村再生社區在產業上朝向專業化專職化發展，增加農村就業機會。 

２、持續強化遊樂區硬體建設及輔導管理： 

（１）為提供國人戶外遊憩及自然學習之優質場域，推動太平山等 18 處森林遊樂區公共服

務設施及景觀改善工程，102 年共執行 18 件工程，改善區內景觀美質，提供無障礙設施，形

塑優質之旅遊環境。其中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沼平車站工程榮獲「第 13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

殊榮；太平山森林遊樂區獲環保署評選為「綠行動傳唱計畫」全國績優單位，另遊樂區內住

宿餐飲設施，並成為全國首間獲得環保署「金級」認證的環保旅館。 

（２）持續推動森林生態旅遊及 8 處自然教育中心，辦理國家森林遊樂區及自然教育中心之

各項生態旅遊、環境解說、無痕山林、登山健行、教育訓練及推廣行銷等活動，102 年共完

成逾 173 場活動，以深化環境教育、生態旅遊等發展目標。 

四、落實永續農業，維護農業生態資源方面： 

（一）綠色造林總面積較 100 年度為低，建請依過往執行情形，檢討相關推動策略，並請加

強國有林班地巡護及國土保育範圍內超限利用、林地濫墾、濫建取締工作，以維護造林成

果。 

具體回應情形： 

１、101 年綠色造林總面積較 100 年度為低之具體回應： 

（１）政府財政困難，各項重大計畫持續辦理，所需經費龐大，致各項造林工作因年度預算

無法依中程計畫如數編列，致無法完成預定造林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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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會林務局近年來已針對毗鄰道路、村落等有保全對象地區且坡面穩定地區之崩塌地

優先復育造林，對於坡面尚未穩定地區，必須俟自然刷坡穩定後再進行復育造林，無保全對

象之崩塌地，則採自然復育恢復林相。 

（３）平地造林因國營事業臺糖公司本應配合政策，釋出土地提供造林，惟自 101 年起該公

司表示無邊際土地可釋出提供新植造林。 

（４）獎勵造林主要推動對象為私有地，是否參與造林，係地主自由意願，而私有地地主認

為 20 年造林期間過長，木材價格波動、氣候造成天然災害等不確定因數多，影響參與造林

意願。 

（５）本會林務局經依行政院核列 101 年度預算，估算執行前期造林地撫育等已發生權責之

必要經費外，其餘預算悉數編列作為年度各項新植造林工作所需經費，爰 101 年度預定造林

面積合計為 4,960 公頃，實際完成 5,052 公頃，實已於有限經費額度內戮力達成預定目標。 

２、加強國有林班地巡護及國土保育範圍內超限利用、林地濫墾、濫建取締工作之具體回

應： 

（１）為嚴格取締經管國有林地範圍之濫墾、濫建案件，本會林務局持續推動「國土保育範

圍內現有超限利用濫墾、濫建限期廢耕、拆除執行計畫」及「違法濫墾濫建地區鼓勵人民配

合返還林地拆除濫墾、濫建執行計畫」，102 年度規劃收回林地 1,235 公頃，截至 12 月底

止，總計辦理 1,236 件案件，收回林地 1033.0163 公頃，執行率達 84％。 

（２）本會林務局為加強林地濫墾、濫建案件之查報取締工作，102 年度由所轄森林護管人

員執行 78,091 次森林護管工作，查報 28 件新濫墾案件，嫌疑犯 31 人，面積 6.03 公頃，均已

移送司法機關依法偵辦。 

３、加強山坡地超限利用處理，其法定程序包括清查、限期改正、違規處罰及後續追蹤等，

依水土保持法第 22 條、第 23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等 38 條等規定，係屬各縣（市）政府權責，

至於其處理情形，則由本會水土保持局運用系統建檔列管，以有效掌握整體資訊，並實施必

要之督導及輔導等措施，以落實水土資源保育及國土保安；另自本（102）年度起強化督導

措施，包括：（1）函請各縣（市）政府優先處理位屬環境敏感區位之超限利用案件。（2）

對於執行績效低落之縣（市）政府，每季發函督促該府積極辦理，副知其首長室、計畫管

考、政風及審計等相關單位，以強化其府內督導機制。（3）每年辦理 2 場次「強化山坡地

超限利用處理檢討及座談會」檢討執行情形。 

（二）近年天候異常，請擴大土石流災害潛勢之監測地區並定期檢討及更新相關警戒資料，

以提供土石流潛勢地區民眾參考。 

具體回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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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為強化土石流災害潛勢地區之警戒效能，爰持續加強雨量監控，並於 102 年度培訓土石

流防災專員（累計 1387 人）進行自主雨量監測及回報。 

２、土石流警戒資料更新部分，102 年度分別於 5 月 2 日、6 月 18 日與 12 月 12 日召開審查

會，計調升（降）土石流警戒值計 9 縣市 23 鄉鎮（區）等，期望由常態性及莫拉克重大土

砂災害地區進行警戒值檢討，確實提高警戒精度達防災效果。 

五、強化行政措施，提升服務品質及效能方面：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特別預算行率未達

八成，建請加速趕辦。 

具體回應情形： 

１、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3 階段實施計畫-農田排水特別預算執行率未達八成資料為

102 年 11 月底資料，本會已於工程督導時請各農田水利會加強趕工。 

２、本會已針對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加強進度控管，截至 102 年 12 月底止，102 年度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特別預算執行率已達 94％以上。 

柒、行政院評估綜合意見 

一、提升產業競爭力，引領臺灣農業國際化方面：推動休閒農業旅遊，有效提升外國遊客參

與人數逾 26 萬人次，創歷年新高，開拓觀光收益達 8 億元，績效良好，對於農業國際化具

有效益；在提升農業外銷部分，蘭花、精品名茶、種苗、種畜禽、觀賞魚、石斑魚、農科園

區之生技業等產值受國際經濟影響，呈現負向成長，整體產業競爭力無法有效提升，請檢討

國際匯率波動影響外銷之改善對策，並針對整體農業外銷產業訂定策略，開拓新興外銷市

場，以有效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二、調整農業結構，整合資源加值發展方面：透過農村再生執行計畫辦理農村社區整體環境

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辦理再生社區數較去年銳減，請針對尚未完成再生計畫之農村社區，

主動協助社區基礎環境改善，並於兼顧計畫執行品質情形下持續推動；輔導作物生產專區及

擴大經營面積執行成效良好，有助於提升產業規模及充實農村人力結構，請持續推動整合各

項農業資源，俾利提升群聚效益。 

三、確保糧食安全，加強農產品安全方面：執行動植物疾病蟲害部分，監測實績良好，值得

肯定；推動有機、吉園圃及產銷履歷生產面積則有待提升，建議持續推動各項健康農業生

產，以提升糧食安全。另鑒於近來食品安全問題廣為媒體及民眾關注，請加入其他農產品安

全檢驗作為，例如田間及集貨場蔬果農藥殘留抽檢、畜禽產品藥物殘留抽檢等工作，以全面

確保農產品安全。 

四、活化農業資源利用，維護生態永續發展方面：推動活化休耕地方式，增加農業資源利

用，有助於提升農地產值，執行成效良好；同時積極維護農業生態永續發展，補助各項農業

硬體設施，推動農業節水，有效節省灌溉及畜牧用水，績效良好，值得肯定；惟在推動造林



 39 

植樹部分未能呈現成長性績效，請持續加強國有林班地巡護及國土保育範圍內超限利用、林

地濫墾、濫建取締工作，以維護造林成果。 

五、強化農民組織，照顧農民福祉方面：農漁會信用部辦理代收業務之代收金額大幅超越原

訂目標，辦理成效良好，請持續研議增加合作之金融機構或服務項目，強化整體營運質量，

以提升農漁民福利；在推動漁船保險制度方面，積極推動導入保險制度，有效分散漁業作業

風險，績效良好，請持續提升漁船納保率。 

六、提升行政措施，增進服務品質及效能方面：機關全球資訊網滿意度獲使用者高度肯定，

為全方位服務農民及其他民眾，宜持續以全方面提升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為目標，研議各項

便民措施，提供多元化的服務管道，以強化服務效能。 

七、強化農漁會信用部監理與輔導方面：近 10 年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率呈持續降低趨勢，

顯見對於該等機構之監理與措施均有成效。請在兼具經營績效及金融安全性之原則下，持續

努力降低逾放比例，並且提高風險承擔能力，以確保獲利。 

八、推動外部學習機制，提升人力素質方面：辦理初階、進階及高階農民學院，各項專業課

程獲得學員高度肯定，成效良好，建議未來加強職能創新之課程，提升農漁民職能轉化應具

備之能力。推動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社區數未達預定目標，成效有待加強，請持續推動農

村培力，改善農村整體建設及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