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每時期農村振興廳的重大變革 

時期 方向 

1960年代 
- 建立國家農業研究與推廣體系（1960年代）：依據「農村振興法」

設置農村振興廳（1962）。 

- 引進育種、昆蟲、疾病研究的基礎技術。 

- 整合中央、地方與中央農協（ 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Federation, NACF）之農業研究、發展與推廣。 

1970年代 
- 綠色革命（1970年代）：增加糧食生產，強化推廣業務。 

- 透過育成與推廣高產稻米（1970）達到稻米自給。 

- 改善農村居民的膳食與營養。 

1980年代 
- 白色革命（1980年代）：克服季節限制，改善勞動生產力。 

- 利用溫室與覆蓋技術開始週年生產生鮮蔬菜。 

- 使用機械翻耕、播種與收穫；高品質產品的供應技術。 

1990年代 
- 品質革命（1990年代）：高品質農產品生產與降低成本。 

- 增加研發投資與因應烏拉圭回合談判協議與世界貿易組織全球化

市場的衝擊。 

- 發展高品質園藝產品種子並實現農業規模化經濟與自動化。 

近期 
- 價值革命（2000年代）：注重環境友善、健康、機能性與高附加

價值產品，應用先端技術。 

- 推廣外銷導向、環境友善與機能性高附加價值產品，使用先進技

術包括資訊技術（IT）、生物技術（BT）、環境技術（ET）與奈米

技術（NT）在農業部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