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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擬經貿自由化
農業因應對策 

政策內涵 

 發展大而優的競爭
型產業，擴大經營
規模與市場  

 

(1) 在智財布局、新商業模式下，運用農業雲端整合服務、
環控等科技，輔導建立品牌與強化國際行銷。  

(2) 建立農業產業聚落專區，並推動農產加值運銷，吸引農
業投資，運用進口或國內契作農產原料、關鍵產製技術
加工後外銷。  

(3)籌設農業科技研究院，加速科技產業化發展。 

 開創小而美的特色
型產業，在地產業
優化與加值  

(1)結合產地特色、文創、美學及觀光休閒，推動傳統農業優
化，開創精緻產業的高端市場、創意加值的文創市場。  
(2)推動異業合作，以餐飲、食品加工、旅遊休憩等二級製造
業或三級服務業與初級農業結合的創新模式，開拓新商機，
配合產業發展推動農村再生，活化農村經濟。 
(3)擴大推廣農產品安全驗證及標章管理制度，鼓勵地產地消，
促進國人用實際行動支持臺灣農業，優先購買在地農產品，
讓國人買的安心、食的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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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擬經貿自由化
農業因應對策 

政策內涵 

 調整農業人、地、
產業結構，活化農
業資源與人力 

(1) 推動活化休耕地、小地主大佃農、試推黃金廊道農業新
方案，提高農業資源運用效率，擴大經營規模。  

(2) 以務實、彈性思維，因應農業多元發展需求，合理調整
農地之利用與管理，加強維護生產環境優良之農地，兼
顧資源投入及產業經濟效益。  

(3)培育農業青年人力，專案輔導新進青年農業經營者，鼓勵 
     農學校院學生投入農業，並培育跨領域之農業科技人才， 
      強化技術整合、商品化經營能力。 

 規劃農業所得支持
制度及其他配套對
策 

(1)建立完善農業調查統計及制度規劃，妥適規劃具政策引導
功能之農業所得支持制度，並建置農友智慧卡整合各項農業
資訊作業，提升經營管理效率。  
(2)加強防疫檢疫措施，適時公告動植物疫病蟲害疫區並訂定
動植物及其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確保我國農畜產業生產環境
安全。  
(3)爭取預算挹注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辦理產業結構
調整，以及適時啟動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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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推動農產加
值運銷 

政策內涵 

 依據產品外銷市場
定位，進行產業加
值鏈結 

評估具發展潛力之外銷市場，分析產業鏈缺口，如農產品加
工、食品加工、飼料製造、農業資材、觀賞魚及周邊器材等，
擬定外銷市場布局策略。 

 跨域整合，打造國
際知名農業品牌 

運用國內農產加工技術及貯藏、冷鏈、物流等支援服務，發
展高品質產品，建立品牌；運用投資業者之國際通路資源，
拓展臺灣農產品國際市場。 

104年度主軸:以產業導向之全球佈局研發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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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趨
勢蒐整 

產業功
能需求
調查 

設計訪談大綱 
並邀約各領域長官

進行訪談 

訪談內容研析 
產業類別與功能面
向之交叉分析 

104年度優
先推動議
題方向 

現況資源
盤整 

農業科技
前瞻議題
盤整 

國內施
政方向 

國內主要
推動之產
業別 

防檢疫:葉瑩 處長 
漁業:陳君如 執秘 
國際合作:傅子煜 科長 
農糧(食品):陳建斌 副署長 
林業:黃裕星 所長 
畜牧:李春進 執行長 

各領域於功
能性產業之
預期效益和
科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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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產業需求問卷調查; 農業科技決策體系之建立計畫研究成果 

功能性產業類別 

農事服務業 公信認證業 

研發代工業 環保處理業 

文化創意業 需求調查業 

技術諮詢業 儲運銷售業 

資材生產業◎ 醫藥原料業 

保健養生業◎ 體驗休閒業 

檢測服務業◎ 在地特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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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植物種苗與品種育成 
-菇類栽培養殖 
-水產(石斑魚)養殖系統 
-農業自動化機械 

傳統產
業升級 

-動物疫苗 
-飼料添加劑 
-生物農藥 
-檢測試劑與檢驗服務 

-觀賞魚與周邊資材產品 
-寵物用食品與醫療保健用品 

促進食
品安全 

孕成創
新產業 

資料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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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可投入之重點項目: 
建立完善管理系統(包含防治資材之開發及應用，到對有害生物防治)使台
灣農產品具有安全可靠之形象 

開發符合國際標準之農產品檢疫處理新技術，促使農產品國際行銷順暢 
建構符合國際cGMP製造規範之動物用疫苗生產體系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 生物防治資材之開發及應用 
(2) 檢測與病蟲害診斷鑑定技術 
(3) 因應氣候變遷 ,開發病蟲害生物風險分析與預報技術 
(4) 跨領域合作開發病蟲害防治資材之使用及生產技術 
(5) 彙整各項科研發展產出之技術與資訊 ,發展防檢疫領域之雲端平台 
(6) 建構全科服務之植物醫生系統於各農業縣市及鄉鎮 ,以防止發病農
之損失 ,增加農民及企業之營收外銷潛力 
(7) 動物防疫之需求須列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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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可投入之重點項目: 
 運用跨領域的整合創新科技於台灣的農業系統 
 開發在地化糧食生產，提升對整體食物系統永續性的潛在貢獻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 建立一套整合上中下游科研組織之機制,減少研發資源重複投入,提升科技研
發效率，加速研發成果商品化與推廣時程 
(2) 以安全食品供給鏈建構智能化農業管理系統 
(3) 建立跨領域(如工研院、食品科技研究所、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等)合作研發支
援體系，藉由不同領域技術之應用，突破現有研發限制，加速研發效率 

11 



12 



科研可投入之重點項目: 
運用育種、先進科技及農業技術改良等方式，增加作物產量，並同時強化對未
來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 

開發國際調和之農產品檢疫處理新技術，促使我國農產品國際行銷順暢 
建立完善管理系統(包含防治資材之開發及應用，到對有害生防治)使台灣農產 
    品具有安全可靠之形象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國際農業雲端整合運算 ,例如 :農業氣 象、全球農經等雲端運算合作 
(2) 境外農業生產之協助 
(3) 農業生技產品國外市場開拓 
(4) 國際種 源中心之原交換與合作研究 
(5) 抵禦氣候變遷之農作生產方式  
(6) 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降低生產成本 
(7) 海洋生態變化對漁業資源的影響  
(8) 海平面上升後耕地面積縮減或鹽化,潮間帶或鹽化地之利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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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可投入之重點項目: 
 因溫室氣體增加，引起的候變遷結果對農作物產量、耕實務病蟲害蔓延、抗病力及灌溉技術
發展造成影響 

 農民將有機肥作最效的利用，以增加土壤養分及保水力助於業生態系統的恢復  
 運用育種、先進科技及農業術改良等方式，增加作物產量並同時強化對未來氣候變遷的調適
能力. 

 提供適當資訊，使消費者了解農產品過程進而能促對環境友善的糧食生産方式 ，提高農產品
安全可靠性。 提高農產品安全可靠性。 提高農產品安全可靠性。 (例如 : 由農民組成的網路
直銷、食品商標 由農民組成的網路直銷、食品商標 由農民組成的網路直銷、食品商標 設計、
農場網站的資訊等 )？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蘭花產業成長快速，關鍵技術亟待整合 ; 
(2)農業環境的資源過度開發與利用灌溉水管理粗放，稻作 和旱蔬菜混作區未予分，並 
     適當利用 
(3)農產品及加工之低溫保存運輸，能仍大量仰賴石化能源 
(4) 傳統農法、有機與綜合 管理制度混雜並存，欠缺資材之研發整; 
(5)基改生物對環境多樣性的影響評估方法在國內尚未完整，不利於產業推動 
(6) 台灣特有種之保護，農改場技術透明推廣 
(7) 農產品之生理機能兼防治病害的多用途 
(8) 藉由環境綠美化技術達到生態多元，降低溫室效應創造休閒品質的議題。 
(9) 快速檢測工具之開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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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可投入之重點項目: 
農產品能特色化，凸顯附加價值以促進在地消費  
生產各式樣因應不同需求所開發的高優質、機能性安全農品 
以最佳的方式來管理食物儲存、配送及標示系統，確保永續供
應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 優良驗證標章的推動 ,確保食品的質 、衛生與安全 
(2) 建立農產品的生產端可追溯性 ,確保食品的安全 
(3) 農產品利用率及多元可納入考量 ,減少食材浪費 
(4) 如何利用加工技術解決產銷失調之問題 
(5) 開發兼顧食品安全性且低成本的儲藏/流通/管理技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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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可投入之重點項目: 
須建構水產品防疫體系 ，以以防止傳染病大規模爆發 
開發節能及水之養殖技術與用系統 ，以因應水資源不足之問題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 發展低碳的水產養殖種類及生系統。 
(2) 發展省能源的海洋漁撈作業模式 (包括船型、漁具法的改良與整合 )。 
(3) 發展高附加價值的漁產品及全魚利用之減廢工 
(4)台灣沿近海生物資源之永續發展與管理 
(5)海洋深層水園區之建構 
(6)台灣遠洋漁業產業鏈之挑戰與發展 

19 

價值鏈的發展過程可能關係到下列幾項思維層面： 
 改善產品生產、加工和貿易過程的效率，如透過增加從其他同級的投入來增加輸出，

增加取用性或改善投入的品質，或者是簡化物流。 
 提高更精細產品生產或銷售的每單位價格。 
 減少價值鏈的負面影響，如廢棄物、對自然資源的壓力或對人民的剝削。 
 改變或增加鏈結上下游的功能，促進鏈結內垂直整合。 
 增進鏈結內參與者間的協調，可能是促進水平向度（同一節點鏈中，如漁業協會）或

是垂直向度間（其他鏈結節點的參與者）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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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可投入之重點項目: 
 在優越環境、經濟永續等前提下，滿足畜產品需求量，將為畜產系統首要
的績效目標 

 發展可兼顧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及改善碳足跡之區域性畜牧市場經營方式 
 提供適當資訊,讓消費者了解農畜產品消費過程,進而能促進對環境友善的
糧食生產方式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 太陽能在禽畜產業之應用開發 
(2)發展全系統 (turnkey) 養殖技術 (畜產 、水畜產 、水畜產 、水)，培養相關顧問服務人
才，在台灣成功施行後，將技術 (服務 )及重點行銷到海外市場 (新興及高收入國家 ) 
(3)開發高產量、低廢棄物量效益的動物飼料生產技術及應用 
(4)開發動物飼育及HACCP之自動管理技術 
(5)開發畜產副產物的有效運用及環保應用技術普及化 
(6)開發能減少畜產汙水/廢水汙染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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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可投入之重點項目: 
 需在原始保護區對集約農業與天然棲息地作最佳環境配置 
 需要保留農業區內的土地做為天然棲，以供應生態系統服務及緩和氣候變
遷的威脅  

 開發森林資源與特有產物之永續經營及利用技術 ，提升關聯產業綜合價值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開發遠距病蟲害防治及山林火災預防、救火技術與實用化 
(2)開發多樣化原生生物遺傳資源的探索、評估與保存以及相關知識與網路建構
普及化 
(3)開發高附加機能的山林資源與普及其栽培技術 
(4)應用地區性農林資源與有機廢棄物，促使低成本卻可產生高附加價值，在經
濟上足以永續發展的農業與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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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104年度該領域對上述產業可以發展之重點方向
為何? 

該領域發展重點方向可參考之標竿國家為何? 
未來建議本學會蒐整該領域之產業或科技趨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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