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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氣候環境及農業型態使然，病蟲害種類相當多，作物生產者在農作物栽

培過程，面臨病蟲害、土壤、營養、栽培問題，往往需要使用營養劑、肥料、農

藥，只是過度使用可能造成藥害、肥傷或導致農藥殘留，影響消費者的食用安全，

甚或威脅作物生產者自身健康，更增加環境污染風險；另外，針對非農業重點地

區的都市，許多珍貴老樹死亡、行道樹生長不良，實應透過植物醫學專業知識及

豐富的經驗進行診療。

植物保護工作以往主要由農業試驗改良場所及大學專家協助進行，只是在業

務越來越龐雜，人力有限的情況下，無法提供作物生產者即時的服務，因此，配

合總統食安五環政見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化學農藥 10 年減半政

策，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稱防檢局）規劃推動植物醫師制度（簡稱植醫

制度），期望未來透過訂定植物醫師法（簡稱植醫法）及國家考試，選出專業、

經過認證的植物醫師，開立簽證、提供全方位且即時的植物健康診療服務，協助

作物生產者降低生產成本、減少農藥殘留及順利輸銷農產品至全世界。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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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植醫制度之推動係朝 3 方面策劃及推動，包括「法制作業」、「專區實作」

及「教育宣導」，此 3 面向環環相扣，必須緊密結合、落實執行，方能加速該制

度往前推動，本文擬針對此 3 面向說明推動之具體作法與現況。

二、法制作業

（一）研擬及審查植醫法

植醫法草案於 106 年 1 月 18 日完成預告，經過公聽會、工作坊凝聚共識，

並通過農委會法規委員會及主管會報審查。107 年 1 月 3 日經行政院審議並決議，

行政院原則上支持植醫制度，惟請農委會針對下列意見進行評估：（1）植醫制度

應以國家考試或農委會自行認證方式辦理；（2）研議農藥管理等相關配套措施；

（3）審慎研議醫師職稱；（4）強化專業人才培訓。

（二）研議行政院審議結論

針對行政院審議結論，防檢局經與各界溝通及審慎評估為：（1）國家考試具

備高度公信力、應考資格明確嚴謹，且應訂定植醫法，由具備擁有證照資格的專

技人員執行農作物生產源頭把關工作，透過國家選才，賦予植物醫師專業社會責

任；（2）刻正著手研議農藥管理法分級，並研議農藥管理法及植物防疫檢疫法授

權處方或證明文件由植物醫師開立；（3）植物醫師職稱能表現植物醫護專業程度，

彰顯執業責任高度；（4）透過示範計畫培訓植物醫師人才，初期以無償形式，結

合各縣市政府在地農會輔導機制，即時回應農友需求，另鼓勵農企業或農業合作

社聘用實習植物醫師，逐漸提高農友對植物醫師收費制度的接受度。

三、專區實作

（一）推動「實習植物醫師」，投入植物健康診療服務

防檢局 105 年 9 月透過科技計畫，啟動專職實習植物醫師駐診基層農會的

理念，除了即時提供病蟲害診斷客製化服務及建立實習植物醫師輔導模式及量能

外，亦針對植醫法草案相關規定進行模擬演練，以檢視該草案是否具體可行。另

外，亦搭配行政院食安五環改革方案之推動，爭取 21 位實習植物醫師自 106 年

11 月起陸續駐診 19 個縣市，提供作物生產者即時的病蟲害診斷及客製化管理建

議，期望除了嘉惠作物生產者外，也可初步提升地方政府對於植醫制度的認同與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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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示範植物診療機構」，聘用實習植物醫師投入診療服務

植醫法草案第三章係針對植物診療機構管理進行相關規範，草案尚未通過

前，中興大學 106 年成立之植物教學醫院（圖 1），已成為我國第一家具備示範

性質的植物診療機構，107 年臺灣大學、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亦陸續成立植

物教學醫院，並配置實習植物醫師，亦規劃對外營業收費，提供作物生產者全方

位健康、友善之診療服務。

（三）比例補助「農企業及農業合作社」，聘用實習植物醫師服務契作農友

防檢局於 107 年 5 月 7 日公告「農企業及農業合作社聘用實習植物醫師示

範計畫作業手冊」，預計徵求 10 家農企業或農業合作社，輔導其聘用實習植醫，

藉此媒合產業界人才需求，並作為評估植物醫師市場需求之參考。

四、教育宣導

（一）舉辦座談會，蒐集意見及凝聚共識

農委會除了 106 年舉辦公聽會及工作坊凝聚共識外，107 年 4 月 9 日再度

邀集農企業代表，植保、環保與食安團體，學會代表及 4 所大學植醫相關科系專

家，共同參與座談，針對植醫制度推動的重要性，以及植物醫師可以執業的空間

及其市場需求進行討論，以作為未來植醫制度推動之參考。

圖 1. 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揭牌營運，成為臺灣第一家具備示範性質的植物診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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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獲致的結論，包括（1）針對植物醫師制度的推動，提出完整的說帖

及論述；（2）規劃以示範計畫形式，協助農企業、合作社聘用實習植醫，試行植

醫制度；（3）研議 4 所大學培訓之人才如何媒合至農企業、合作社、農會或產銷

班服務；（4）研議植醫制度推動如何與農業補助計畫結合，利用有感的服務提升

農友及社會大眾的認同。

（二）舉辦會議及媒體露出，強化溝通與提升認同

防檢局 3 月 6 日、5 月 31 日及 6 月 7 日分別與農園藝學會、林業學會、林

業技師公會、土壤肥料學會及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農

業關科系學者專家溝通推動植醫制度之重要性及必要性，並與之研議植物醫師核

心職能及考試科目，以利提供未來考選部參考。

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 107 年 4 月 10 日揭牌營運，臺灣大學植物教學醫院

雲林分院 107 年 7 月 18 日亦揭牌營運（圖 2），農委會林聰賢主委及陳吉仲副主

委均到場支持，防檢局除製作新聞稿露出外，並將活動內容置於該局 FB 粉絲專

頁－防疫小尖兵，媒體與各界回應熱烈。

（三）落實學校教育、強化田間實習，縮短學用落差

為能接軌植醫制度之推動，植物保護必須提升為植物醫學進行規劃及培訓。

防檢局 106 年 4 月媒合屏東科技大學碩士班學生於求學段至合作社服務，由學

校與合作社簽訂合作協議或備忘錄，落實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學生也得以透過服

務提升田間實務經驗，畢業後合作社留才，創造雙贏。

圖 2. 臺灣大學植物教學醫院雲林分院揭牌營運，農委會林聰賢主委（右 1）也到場支持，肯定植物
醫師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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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展望

防檢局除了審視主管法規，如植物防疫檢疫法及農藥管理法，研議授權植物醫師簽

證之相關規定外，並規劃陸續針對產銷履歷及有機農產品驗證研議是否有植物醫師執業

的空間。在專區實作推動上，防檢局 107 年下半年亦將致力於輔導農企業及農業合作社

聘用實習植物醫師投入服務、補助林業試驗所及中興大學執行都會老樹健檢，以提升社

會大眾對於植物醫師的認同與支持，並審慎評估植物醫師市場需求。

另外，防檢局將持續規劃透過媒體露出，提升植物醫師專業形象及爭取認同；另外，

亦將持續請學校強化校外實習課程，提升田間實務經驗，以落實學用合一，提供未來市

場對於植物醫師專業能力之需求。希望未來植醫法順利通過，並透過國家考試選出有能

力的植物醫師提供全方位植物健康診療服務，朝向推動「農業三保」－植物保護、健康

保護及環境保護，甚至食品安全守護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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