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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6 跨年度業務計畫 
 

一、加強東南亞國家農業交流—因應氣候變遷高產值經濟作物設施栽培技

術訓練班 

 

設施栽培是藉由建築設計，並利用裝置設備來控制栽培環境，達到溫度控制、防

止雨水沖刷、昆蟲之侵入危害、提供作物遮蔭，改善作物之生長條件及生產管理方式

，藉以達到提高產量、改善品質、穩定生產等目的。為因應氣候變遷和極端天氣因子

之影響，今後各國皆必需朝本土化、效率化與經濟化之方向發展。 

 

為瞭解東南亞國家發展動態及我國農業科技發展之需求，由本基金會與亞太糧食

肥料技術中心合作辦理「因應氣候變遷高產值經濟作物設施栽培技術訓練班」，期能

透過應邀之日本、韓國、和台灣專家及講師授予最新實用設施栽培技術給亞太地區各

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讓學員將所學帶回應用成為在地栽培技術，推廣給在地農民，

一方面蒐整分享亞太地區各國之資訊，另一方面可藉此機會展現台灣研發之相關自動

化設施栽培所需資材，間接促進台製優良資材的推廣及外銷。 

 

二、推廣在地農特產品—推廣花蓮地區原鄉農產品及農產區深度體驗小旅

行 

 

為配合政府近年積極輔導花蓮及宜蘭地區原鄉振興農產業，研發相關符合部落需

求之農業生產技術，從結合在地特色及傳統文化出發，鼓勵部落轉型有機及友善環境

之生產方式，截止目前為止共建立 20 多個輔導點，其中包括港口、奇美、崙山等亮點

部落，成功發展出野菜、稻米、雜糧、中草藥等各項一、二級產品。 

 

為建立市場區隔，增加產品附加價值，有必要將在地原鄉特色元素融入產品，透

過地產地消的方式推廣給消費者，讓消費者認同原鄉部落及其產品，進而支持購買及

發揮口碑行銷之效益。以確保農友收益及維護農業生態環境，進而鼓勵更多部落青年

回鄉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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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由基金會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合作辦理，計畫重點工作為辦理原鄉部落特

色農業旅遊資源盤點、體驗及解說活動設計與遊程規劃、舉辦數場次小旅行活動、收

集與分析消費者意見回饋等工作，以建立可操作之原鄉部落農業體驗旅遊行程，推動

原鄉部落地產地消及產業六級化。其預期效益包括： 

 

1.帶領消費者進行產地餐桌的探索之旅，讓其能更加支持、了解在地與友善環境所

傳達的理念，進而支持購買地產地消之農特產品，另一方面，農友參與學習相

關接待活動，建立發展三級產業之信心，並參考消費者意見回饋調整活動內容

，開發出地產地消農業體驗活動之可行模式，後續可持續推廣給其他農場參考

運用。 

2.挖掘部落農業旅遊亮點資源，發揮在地傳統文化及農業生態維護之價值，區隔一

般商業旅遊行程，讓消費者認同部落農業及文化。透過消費者之口碑行銷及媒

體曝光，引起更多消費者之興趣，帶動原鄉部落農特產品消費及深度旅遊之風

潮，增加農友收益及活絡在地經濟。 

 

三、建立園藝治療用植被模型及考察美國園藝治療產業發展 

 

臺灣休閒農業產值近三年呈現上升遲緩現象，且休閒農場的環境、體驗活動、創

意料理皆達一定水平，卻無法差異化，致使消費力減緩，亟需探尋新休閒概念為產發

展導入新機。台中區農業改良場於 89 年開始發展園藝治療，針對術後復建、精神病患

、老年癡呆設計課程，以刺激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嗅覺等五感，緩解焦慮情緒

，促進注意力集中或轉移注意力，放鬆肌肉或協助肌肉復健，結果顯示成效良好，惟

對於一般消費者釋放壓力並無研究。目前全球化導致之生活忙碌、工作壓力大，緊張

、焦慮、憂傷、沮喪等徵狀，102年統計國人約 200 萬人有憂鬱症狀。 

 

因此，本基金會 105 年起與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合作執行本計畫，擬建立園藝治療

用植被草毯模型，以強化園藝治療中心觸覺活動之不足，並考察美國園藝治療與療癒

花園等產業發展趨勢，作為我國休閒農場導入園藝與療癒花園之先期研究。篩選適合

臺灣平地之優質園藝治療植被種類一種以上，並完成利用栽培模式、管理與評價。 

 

四、協助國內農（漁）村再生、農（漁）村產業、生態、文化等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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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村」故事題村包裝設計 

 

日月潭紅茶遠近馳名，市場上品牌名稱以阿薩姆紅茶著名，因此整合魚池鄉十三

個村的紅茶產區命名『拾叁村』為共同品牌，並於 104 年 3 月 25 日依合作社法成立『

保證責任南投縣魚池鄉紅茶生產合作社』，目前是全台大葉種紅茶生產基地。「拾參

村紅茶生產合作社」係由南投縣魚池鄉魚池村、新城村、大雁村、五城村、共和村、

東光村、大林村、武登村、日月村、頭社村、中明村、東池村、水社村等共十三個村

組成。本基金會為協助「拾參村」建立自有品牌在地化，提升產業價值，105 年起補助

拾參村紅茶生產合作社辦理「拾參村」故事題材包裝設計計畫，期能透過創新包裝主

題強化產品特性，以加深消費者印象，讓消費者在通路上之選購有區別度。 

 

五、台灣電子商務發展概念與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 

 

有鑑於電子商務發展訊速，本研究首先希冀透過電子商務發展歷程的探索，透過

主要經營模式的研究，回顧台灣電子商務的發展歷程。其次，針對臺灣目前主要電子

商務網站的經營模式進行研析，探討重要電子商務平台目前所提供的各項服務。第三

，針對台灣目前重要的農產品電子商務平台的經營模式進行研究，了解其經營策略並

分析其優缺點。最後，提出農產品電子商務為來可能的發展策略，以做為有關單位在

農產品電子商務推廣與政策建議上的參考。 

 

本基金會委託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李仁耀教授執行本計畫，預期達成以下效益

：1.瞭解台灣電子商務發展的主要歷程，與其重要的經營模式。2.探討目前臺灣主要電

子商務平台的發展現況，並分析其經營模式。3.探討目前臺灣重要農產品電子商務平台

的發展現況，並分析其經營模式。4.提出農產品電子商務為來可能的發展策略。 

 

六、協助頭社社區休閒產業發展 

 

南投縣魚池鄉頭社盆地海拔 600 餘公尺氣候溫和涼爽，盆地原本是一處淺湖，歷

經數千年的水草生長與淤積交互作用，盆地有一大片面積達 50 公頃、深達數十公尺的

泥炭土濕地，因沼澤環境有機物難以分解，而形成泥炭土盆地。世界各地都有泥炭的

蹤跡，其中蘊含量最多的地方是歐洲的荷蘭、愛爾蘭、蘇格蘭與斯堪地那維亞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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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加拿大、美國密西根州還有佛羅里達州的大沼澤區，除了佛州大沼澤外，幾乎

所有的泥炭區（大約佔總面積的 80%）都位於高緯度地區，而世界上有約 60%的濕地

地區都是泥炭蘊藏區。這些土地被大量開採，環境遭到破壞。早期在頭社盆地用力踩

踏或跳動，附近的地都會跟著抖動，所以又有「曼波田」之稱。九二一地震之後盆地

大幅下陷，遇大雨即易淹水因而大部分處於休耕狀態，泥炭土表層也因缺乏灌溉而結

成硬殼，站在上面還可以明顯感受地面晃動的感覺，在有湧泉持續供應水分的地方則

不但未結成硬殼，還因泥炭土浮在水上並長滿水草而變成水床般的特殊地貌。近年來

，部分青年回鄉務農，希望以此特殊環境發展農業六級產業，將頭社盆地永續農業、

泥炭地質、自然生態、耆老智慧整合，落實生產、生活、生態；惟活盆地體驗區及金

銀花園區是盆地最重要體驗區之入口泥濘，常以木板墊在地或水溝上方便遊客跨越，

卻經常發生遊客滑倒或扭傷腳踝事件，為型塑友善體驗環境，以及傳承老祖宗的偏方

與智慧－老菜脯產業，鼓勵高齡者引導年輕人一起為農村發展貢獻心力，活化農村。 

 

本基金會補助南投縣日月潭頭社活盆地休閒農業區促進會執行本計畫，期望藉園

區周圍環境改善以彰顯活盆地守寓教於樂之遊憩體驗知識價值，改善建立老菜脯加工

標準作業，由保留傳統老滋味中傳承農村文化，繼而活化農村，改善農村生活。 

 

七、辦理國內外農業研討會暨交流及協助農產品外銷 

 

為促進國際農產業專業人才交流，提升雙邊對於農產業環境與商情之認識，以增

進未來合作契機。目前政府積極規劃並推動「新南向政策」，即將開啟東南亞貿易往

來的新契機，如何與各國開啟合作模式，期能透過產官學界或同異業深入探討，彼此

互訪交流及舉辦研討會，使參加人員從中找出新的合作模式，發掘新的商業交易模式

，掌握雙方農貿契機及新商機。 

 

本基金會補助與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本計畫，預定辦理 3 團次國際交流參訪及研

討活動。活動規劃內容：預計以東協、南亞及國際市場之農產業環境及農產品市場為

研討交流主題。參訪交流活動議程將視雙方需求規劃。重要工作項目：1.國內參訪及研

討活動規劃。2.與會者邀約及活動辦理。預期效益：運用現有資源，拓展雙邊經貿往來

。產業資訊交流，建立合作新模式。接軌國際脈動，創造寰宇領導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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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農產品推廣計畫 

 

本基金會補助高雄區農改場執行本計畫，為宣導及展示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研發及

推廣成果，加速重要研發成果展示發表會。預定展示近年來的重要研發成果，諸如農

藝作物[水稻、大豆（毛豆）、紅豆等]、園藝作物[棗、蓮霧、番石榴、芒果、木瓜、

甜瓜（洋香瓜）、南瓜、絲瓜、茄子、小胡瓜、火鶴、薑花、蘭花（屬接雜交種）等

、小型農機具（自動化果實去籽機、紅豆自動播種機）以及微生物農藥與肥料等新開

發之品種或新技術，創造與業者技轉之媒合機會，進一步推廣供產業利用，提昇整體

收益。 

 

近年來國內外經貿局勢快速變遷，就國際情勢來看，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經濟快速

發展，消費能力大幅提升，再加上其積極參與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擴大市場優勢，內

需市場商機龐大，已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亮點。有鑒於此，政府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

，並已擬定政策綱領及推動計畫；以及透過建立廣泛的協商和對話機制，形塑和新南

向國家的合作共識，並有效解決相關問題和分歧，逐步累積互信，進而推展臺灣農業

研發成果，布局新南向國家的農企業發展策略。 

 

九、漁業人物誌專書編印計畫 

 

臺灣是一個海洋國家，漁業一直與國人的生活密不可分，近來隨著國際趨勢與政

經環境的丕變，產業發展受到嚴峻的考驗，但漁業在經濟、社會及生態面的價值，是

永遠無法取代的。漁業不僅是我國農業中的重要產業，而且還帶動了儲藏、加工、運

輸、銷售等相關行業的發展，它所形成的經濟體系，對國家的貢獻甚鉅。回顧臺灣漁

業發展的艱辛歷程，在漁民與政府胼手胝足的努力打拼下，開創出驕傲的漁業成果，

惟漁民及漁政單位辛勤從事生產及產業發展，漁業史料及記錄難以留存，並且前人耆

老消逝後史料更加不易蒐集編撰，期望透過本計畫將前人資料數位保存，編輯紀錄成

冊，詳實呈現臺灣漁業發展演變與成就，為臺灣漁業留下歷史見證。 

 

本基金會與委託養魚世界出版社辦理本計畫，預計達成以下目標： 

 

1.邀請漁業專家學者研選台灣漁業貢獻前輩，依照漁業類別及人物貢獻程度，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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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目錄及所需蒐集書籍素材目標，做漁業人物誌依據。 

2.擬定邀稿名單，蒐集資料及採訪相關人士，計畫於本年編撰 30 位前人「漁業人

物誌」文稿。 

3.將年度採訪歷史資料蒐集整理，編印漁業人物誌專書 500 本。 

 

十、協助辦理亞太水族聯盟年會及水族展 

 

為提昇台灣觀賞魚產業，協助台灣在國際上成為亞太水族營運中心的地位。本基

金會與亞太水族聯盟（Asia–Pacific Ornamental Fish Union，AOFU）合作辦理本計畫。 

 

亞太水族聯盟係於 2001 年由我國主導成立之國際性組織，會員國共有九國，秘書

處設於台灣。透過聯盟秘書處的即時資訊交換機制，及每年定期召開年會，經由議題

研討、舉辦互訪、座談、培訓、商品展覽等相關活動，有助於亞太地區觀賞魚產業之

持續發展與擴張，並可促進組織之創新、推廣與技術之交流與應用。尤其對於協助國

內傳統養殖漁業轉型為精緻漁業，將台灣觀賞魚推向國際舞台，更具有實質效果。 

 

透過辦理亞太水族聯盟年會，增加我國參與國際事務運作的空間，增進國際友誼

及促使觀賞魚產業發展區域合作，提昇台灣觀賞魚產業在國際的代表性地位。 

 

十一、促進兩岸農業交流 

 

本基金會持續推動兩岸農業交流，協助安排農政人員之互訪並蒐集中國大陸之農

業經濟、政策、法規制度等資訊，依據兩岸發展現況及我國農業發展之需要，繼續推

動雙方之交流，並邀請學者專家考察中國大陸農業發展現況及舉辦或參加兩岸農業研

討會，實際瞭解中國大陸農業相關政策措施與研發成果，提供我農政單位及農業界之

參考。 

 

十二、加強兩岸動植物防檢疫疫情資訊交換及協助防檢疫專家互訪交流 

 

禽流感病毒疫情在國際上持續受到廣泛關注。全球氣候變遷趨勢下，各方預測人

類未來感染禽流感而導致全球流行之機會大增，各國政府皆嚴陣以待；亞洲是發生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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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情最主要地區，尤其是中國之疫情最為嚴重，並有逐年擴大的趨勢。兩岸三通

之後人民交流更為頻繁，為確保臺灣人禽安全及有效掌控疫情，本基金會與中國農業

部所屬海峽兩岸農業交流協會一直保持密切連繫，即時收集中國農業部所發佈之禽流

感及口蹄疫等疫情資訊，並迅速轉送我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參考，據以適時

採取因應措施。截至 105 年 6 月底止本基金會獲得中國大陸之疫情資訊共 298 次。106

年度將持續推動此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