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1 調降芒果災助連結型保單之保險費率，由39.9%降為24.8%，並增納高溫

（含焚風）及霪雨（雨害）為承保事故，擴大保障範圍並減輕農民負擔。

11
  1

11月1日起，「臺灣豬證明標章」開放透過「臺灣豬證明標章地圖」顯示
業者所在位置，證明業者使用之豬肉、豬直接可食用部位及其加工製品之
主原料為國內飼養之豬隻，除便利消費者選擇，強化國產豬肉整體識別性
行銷外，並鼓勵業者使用國產豬肉及作為其標示全店使用國產豬肉。

11
  1

假臺中福容大飯店舉行「2020四健年會×食農頒獎典禮」，表揚全國四
健會作業組競賽48組及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10名；獎項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簡稱農委會）陳吉仲主任委員親自頒發，陳主任委員感謝各界多年
來在農業推廣教育及食農教育的付出，並給予最崇高的敬意與肯定。

11
  3 舉辦「2020循環農業環島列車」返航記者會，發表推動循環農業的技術

成果；農委會自106年起，整合農、林、水、畜各試驗所與相關學術、技
術研究、產業單位等，推動「農業資源循環產業創新」計畫，成果斐然。

11
  5

修正發布「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
查辦法」，為避免原農田水利會會員因農田水利會改制，無法以第三類被
保險人資格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故增訂其得以第三類被保險人資格持續參
加全民健康保險之合理緩衝期間，以保障其加保權益。

11
  5 假南港展覽館舉辦「2020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會議」，並設置「臺灣

農業技術形象館」，由農糧、水產及畜牧3類臺灣優質農企業共同展出，
透過展會與國內外買家進行洽商合作，並拓展國際市場。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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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9 假宜蘭五結鄉農會舉辦「宜蘭一年一作米出口日本封櫃啟運」記者會，

與各界分享我國近年致力拓展臺灣稻米外銷之成績，協助推廣臺灣稻米
外銷日本市場。

11
  11

修正「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及標明方法」第8點，明定專供輸出之未
剝皮合格家畜屠體可使用「乙式標誌」，以因應我國生鮮家畜肉品輸出
至其他國家（或地區）時，避免「甲式標誌」蓋印面積過大影響觀瞻；
另依動植物檢疫規費收費實施辦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將外銷專
用動物檢疫標章修正為「一般檢疫標識」。

11
  12 舉辦110年度魷釣觀察員派遣規劃說明會，配合「南太平洋區域性漁業

管理組織（SPRFMO）」自110年起執行美洲大赤魷漁業最低觀察員涵蓋率
（5%），特別辦理說明會向魷魚公會及魷釣漁船業者加強宣導。

11
  12 修正發布「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修正重點為結

合農業經營之地面型綠能設施及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可行區相關規定，
俾有助於發展農業經營結合太陽光電，確保農業與光電共榮發展。

11
  12 修正發布「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

查辦法」，增訂農民依民法第850條之1規定，完成農育權設定之農地得
依規定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保障其加保權益。

11
  14 2020「新社花海」盛大開幕，主題為「愛你愛妳，新社花海」，結合「臺

中國際花毯節」與「百合花展館」、「金門特產」、「青農特區」及「山
城農產推廣」等精彩展出，讓民眾美景物產皆大豐收。

11
  14

假嘉義縣創新學院，由行政院蘇貞昌院長親臨見證，邀請辦理學校午餐
之公民團體、營養師公會、全國家長會、食材供應業者及團膳業者等，
共同宣誓自109年起「學校午餐全面採用國產食材」，未來學校午餐食材
獎勵由每餐3.5元提高至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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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4

11月14∼15日舉辦「2020山村綠色經濟研討會」，邀請對此議題關注之
政府部門、專業學者、社區組織及民眾共同參與，透過專題演講、案例
分享及「世界咖啡館」之會議形式，聚焦山村綠色經濟在地實踐，建立
與山林共生、社群共好之正向循環機制，發展永續及多元之綠色產業，
並能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1
  15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親赴南投縣草屯鎮平林地區，視察農委會推動灌區外

擴大灌溉服務政策辦理情形，農民紛紛表示當地未屬原農田水利會灌溉
服務區，期待農委會農田水利署成立後，儘速解決供水問題。

11
  17 參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第126屆漁業委員會（COFI）視訊年

會」，就COFI工作項目、預算及各國因應新冠肺炎之政策等項目進行討論。

11
  17

舉辦「動植物防疫檢疫暨防範非洲豬瘟宣導研討會」，邀請司法檢警
調、縣市政府及相關人員與會，並頒發各機關與個別有功人員獎座，表
彰渠等之績效與貢獻，及分享「因應全球化動植物疫災之前瞻作為」，
就實務案例進行討論，聚焦網路違法販售動植物用藥、防範假人頭帳號
違法販售動植物檢疫物以及查緝後如何提供充分證據供司法機關偵辦。

11
  18

自11月18日起，於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舉辦抗旱因應措施座談會，
同步宣導自110年1期作起實施「稻作四選三」政策，輔導稻農於4個
期作中最多可選擇3個期作申報繳交公糧或稻作直接給付。111年第2期
作起受理申報稻作時，須勾稽該筆土地前3個期作中有1個期作申報轉
作、生產環境維護措施、自行復耕非水稻作物或停灌補償，始得申報繳
交公糧及稻作直接給付。

11
  19 參加「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NPFC）科學相關視訊會議」，就秋刀魚資源

評估、秋刀魚稚魚保護措施、針對其他物種成立科學工作小組及NPFC與
其他組織合作等議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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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4

修正「屠宰作業準則」第2條，以提升我國屠宰場畜禽產品衛生管理及
符合國際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要求，由屠宰場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以降低
屠宰流程中可能造成屠體及內臟危害之風險，提升國產畜禽產品之品
質，增進國產肉品內、外銷競爭力。

11
  24

舉辦「全國植物防檢疫聯繫會議」，國內植物保護領域專家學者、植物
醫師團隊、各地方政府及農委會試驗改良場共同與會，就110年國內重
要植物防疫措施及農委會重大政策進行研商，並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及地方政府分享執行植物防檢疫業務之實務經驗，透過聯繫會議強
化橫向溝通。

11
  24

修正「公私有林經營及輔導作業規範」第8點，增訂第6款第4目造林育
苗之補助額度及第7款森林產業作業道之修築或新設之補助額度，具體
輔導林農、林業合作社、農業企業機構永續經營人工林，發展國內多元
林產業。

11
  27

11月27∼29日於臺北華山文創園區大草原舉辦「臺灣休閒農業20周年
成果發表活動—農巨人的國度」奇幻饗宴，超過百家觀光旅遊業及
相關通路參與，活動包含「20年農縮展」、創新農遊伴手展及農遊市集
等，展現多樣休閒農業風貌，讓國人見證臺灣農業轉型創新之成果。

11
  30 公告嘉南地區110年第1期作實施停灌及補償相關事宜，農民可於12月

1∼20日至農委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相關工作站辦理停灌補償申請
作業，給予受影響實際耕作者及相關產業最大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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