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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從事農林漁牧等一級產業，幾乎都是各自獨立的個體，雖說自給自足，無須他人協
助，但相對也必須面對較大的風險與困境。到了現代，農業開始組織化，結合不同的人力資源，
運用團結的力量，不僅改善農民生活、提升產能，更能與其他同業結合，開拓出更寬闊的前景。

在政府的領導規劃下，目前臺灣的農業組織，無論是社會性、政治性、經濟性、教育性等方
面，都是以保障農民的權益並增進經營效率為目標，讓農民獲得協助與輔導，將生產過程中的
障礙與風險減至最低，同時提供多元化的經銷管道，使農產銷售更加暢通。透過組織管理，也
能掌握目前農業經濟的脈動與方向，讓農民迅速獲得資訊與趨勢。

舉例而言，目前我國已有 6千多個產銷班，從稻米雜糧到花卉蔬果，甚至畜牧漁業養殖等，
透過產銷班的組織，使小農相互結盟，整合資源共同運用，可降低成本，增加收益；開辦各項
培訓課程，也能讓農民獲得豐富的新知識，學習最新科技技術與管理技巧，面對數位化時代處
變不驚。除此之外，為顧及生活品質、發展其他技能，有些組織如漁會也開辦家政或文化技藝
等教育課程，在餘暇之時不僅能調劑身心、深化文化素養、培養產業認同，甚至還能發掘漁業
的嶄新風貌。

農業提供民生最基礎的需求，是經濟的根基，是社會安定的最前線。政府有責任提供農民
從事各項產業的保障，並給予提升產業品質的機會，強化農民組織輔導，讓農民組織多元發展，
紮實根基，才能推動農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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