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行單位: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日期:2013/4/15 



建構一套計畫檢視模式，協助研究人員熟悉計畫
「問題分析-目標設定-執行」之思維。 

研究人員透過自我檢視計畫「投入-產出」,促進
人員互動與知識交流 

協助整合型計畫呈現執行效益，扣合計畫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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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階問題為何(WHY)。 

(2)是否為科研問題。 

(3)基本資訊確認核心問題。 

(4)選擇解決問題的策略選項(計畫)。 

(5)目前選擇策略(計畫)的優點與風險。 

(6)所選策略(計畫)解決核心問題的程度。 

核心問題 

是否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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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對象(人事物)。 

(2)目標對象“預期的改變”。 

(3)所選策略與預期改變之關連性。 

(4)情景描述與基本資訊的扣合程度。 

情境目標 

是否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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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策略為科技, 其因應目標與上階問題的關係與貢獻率。 

(2)除科技產出為必要條件外,尚有哪些條件為重要條件。 

(3)檢視「條件」被滿足的可能性,或所需之配套措施。 

目標策略 

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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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期的科技是否有產出。 

(2)產出與目標間的直接關係(主要效益/次要效益)。 

(3)效益與目標的邏輯關係。 

預期效益 

是否回應原
先問題與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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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視指標是否能反映原先問題與目標。 

(2)對於情景的量化呈述(廣度及深度)。 

(3)指標呈現所必須收集的資訊。 

(4)收集資訊的方法(或方式)。 

(5)測試與檢測方法的可行性。 

評估指標 

是否能呈現
問題改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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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問題分析 

本計畫預期目標  (預期改變) 
(滿足總目標之必要條件) 

設施蔬菜立體化栽培關鍵技術之研發計畫 

策略(計畫)與目標之相關性檢視 
(必要改變) 

各目標之效益評估指標(改變的程度) 

策略(計畫)與效益呈現之關聯性檢視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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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芫荽近期市場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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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問題解決方式的研擬(How型)。 

對問題發生原因的闡明(Why型)。 

Problem： 

Question： 

為何要進行設施蔬菜(芫荽)立體化栽培關鍵技術?(Why) 
 

如何進行設施蔬菜(芫荽)立體化栽培關鍵技術?(How) 

應用科學的問題往往是 How 型， 

但唯有瞭解了 Why 型的問題核心，方

能提出 How 型問題的解決方案。 



   議題解析內涵 

為什麼有此
需求？ 

有哪些利益
關係人？ 

所涵蓋的子
議題(因素)
有哪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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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1-本計畫之問題分析(Why型) 
為何有此需求? (芫荽) 

問題因子 現況描述 

水災 
1.災後淹水造成根部腐爛(天數) 
2.大量降雨造成葉片破損 

夏季高溫 夏季生長不易(>35℃)(品種比較) 

連作障礙 栽種後因分泌酸性物質導致下次栽種容易枯萎 

品種 

栽培品種不明缺乏選擇性,缺乏適季適種(尚未有適合夏季栽種
的品種) 
(基因體背景資訊) 

設施 

1簡易設施使芫荽不耐高溫 
2設施無法(用水稻輪作)解決連作障礙，成本高且單位產量面
積小 
3空間利用低(小型作物常見問題) 
4溫濕度調控(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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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預期改變」與議題需求之間的關係， 
訂定「成功要素」  

(如要對議題需求有所貢獻，則需改變到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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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2-本計畫之預期目標 

    總目標:解決每年夏季颱風過後芫荽價格飆漲問題 

現況描述 預期目標 

水災 
1.災後淹水造成根部腐爛(天數) 
2.大量降雨造成葉片破損 

1.增強植物耐淹水能力，降低受損 
2.簡易高效排水設備降低葉片破損 

夏季高溫 夏季生長不易(>35C)(品種比較) 增加植物耐高溫能力 

連作障礙 
栽種後因分泌酸性物質導致下次栽
種容易枯萎 

延長連作次數(2次以上) 

品種 

栽培品種不明缺乏選擇性,缺乏適季
適種(尚未有適合夏季栽種的品種) 
(基因體背景資訊) 

選拔耐35度芫荽品系 
建立品種篩選及資訊平台 
 

設施 

1簡易設施使芫荽不耐高溫 
2設施無法(用水稻輪作)解決連作障
礙，成本高且單位產量面積小 
3空間利用低(小型作物常見問題) 
4溫濕度調控(成本高) 

1強化適應夏季芫荽栽培之簡易溫室 
2開發室外防風雨之遮陰隧道栽培模式 
3開發可重復利用之介質 
4(副效益)提高品質與價格 
 



問題之定義: 標準值(期待值)與事實(現實)之間的差距 

解決問題: 弭平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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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理想情景之差距-可用科技計畫的方式予以突破或改進 

方案1.  番茄溫室套種夏季芫荽栽培 
管理技術 

方案2.  芫荽立體化栽培模式研究 

(1)設施通風降溫(農試所) (1)散射光披覆材質應用(農試所) 

(2)輪作系統(高雄場.桃園場) (2)灌溉設備建立(高雄場) 

(3)間作(台南場) (3) 介質開發與利用 (台東場) 

(4)種子預措(桃園場.農試所) (4)介質再利用(台中場) 

(5)穴盤苗生產(桃園場) (5)根溫控制(台東場.農試所) 

(6)耐熱品種的選育(農試所) (6)氣霧耕(農試所) 



            細部計畫 (行動方案) 
對應預期 
目標 

(1)設施通風降溫(農試所) 
7 

(2)輪作系統(高雄場.桃園場) 
4 

(3)間作(台南場) 4 

(4)種子預措(桃園場.農試所) 1,3,4 

(5)穴盤苗生產(桃園場) 1,3,4 

(6)耐熱品種的選育(農試所)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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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部計畫 (行動方案) 
對應預期 
目標 

(1)散射光披覆材質應用(農試所) 
7 

(2)灌溉設備建立(高雄場) 
7 

(3) 介質開發與利用 (台東場) 9 

(4)介質再利用(台中場) 9 

(5)根溫控制(台東場.農試所) 3,7 

(6)氣霧耕(農試所) 3,7 

預期目標 

1.增強植物耐淹水能力，降低受損 

2.簡易高效排水設備降低葉片破損 

3.增加植物耐高溫能力 

4.延長連作次數(2次以上) 

5.選拔耐35度芫荽品系 

6.建立品種篩選及資訊平台 

 

7強化適應夏季芫荽栽培之簡易溫室 

8開發室外防風雨之遮陰隧道栽培模式 

9開發可重復利用之介質 

 



設施蔬菜

(芫荽)立體

化栽培關鍵

技術之研發

計畫 

1.增強植物耐淹水能力，降低受損 

   (4)種子預措(桃園場.農試所) 

  (5)穴盤苗生產(桃園場) 2.簡易高效排水設備降低葉片破損 

3.增加植物耐高溫能力 

5.選拔耐35度芫荽品系 

   (6)耐熱品種的選育(農試所) 

4.延長連作次數(2次以上) 
   (2)輪作系統(高雄場.桃園場) 

   (3)間作(台南場) 
6.建立品種篩選及資訊平台 

7強化適應夏季芫荽栽培之簡易溫室 

   (1)設施通風降溫(農試所) 

  (1)散射光披覆材質應用(農試所) 

   (2)灌溉設備建立(高雄場) 

   (5)根溫控制(台東場.農試所) 

   (6)氣霧耕(農試所) 

8開發室外防風雨之遮陰隧道栽培模式 

9開發可重復利用之介質 
   (4)介質再利用(台中場) 

   (3) 介質開發與利用 (台東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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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成科技關聯圖 
可用來檢視技術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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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目標 執行計畫項目 效益評估指標 

1.增強植物耐淹水能力，降低受損 
種子預措 
穴盤苗生產 

降低災損20% 

2.簡易高效排水設備降低葉片破損 

3.增加植物耐高溫能力 
1.種子預措2.穴盤苗生產3.根溫
控制4.氣霧耕 

建立預措方法與穴盤苗供
應技術，提高育苗率35% 

4.延長連作次數 
1.輪作系統2.間作3.種子預措 
4.穴盤苗生產 

延長連作次數(2次以上) 

5.選拔耐35度芫荽品系 耐熱品種的選育 
建立夏季栽培品種資訊平
台 6.建立品種篩選及資訊平台 

 
耐熱品種的選育 

7.強化適應夏季芫荽栽培之簡易溫室 
1.散射光披覆材質應用2.灌溉設
備建立3.根溫控制4.氣霧耕 

1.降低設施溫度3度 
2.降低災損20% 
3.介質再利用率20~25% 

8.開發室外防風雨之遮陰隧道栽培模式 
 

9.開發可重復利用之介質 
 

1.介質開發與利用2.介質再利用  

步驟4-各情景目標之效益評估指標(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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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計畫目標是審查計畫時最基本的項目 

加一段論述：從議題、核心問題、預期目標 
及預期效益作必要的補充 

反覆檢視目標達成與計畫產出間的關係邏輯性 

目標所用的詞彙要精確易懂 

(盡量與問題扣合,並須量化呈述)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