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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農業和全民息息相關，除供應穩定糧食之外，具備維護生態環境、保

障食品安全、維繫社會文化、國土保安等多元功能，在當前農業面對全球

氣候變遷、貿易自由化、科技日新月異及農業部成立在即等諸多挑戰之際，

時隔 15年，第 6次全國農業會議為喚起全民對農業的關心與重視，不同於

歷次會議，自 2018 年 4 月 24 日以來，以「全民農業  共創新局」為中心

議題，結合全民參與決策治理模式，啟動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系列活動，

包括於全國各地舉辦 18 場次「地方草根會議」，傾聽在地心聲，及同步邀

請民眾參與「網路提案及附議」；此外，為能更深入討論各項農業共通性議

題，透過以農糧產業、林業及自然保育、漁業、畜禽產業及農村為主題之 5

場次「焦點座談」，邀請全國性農業產業團體、公民團體等產、官、學界專

家參與，期廣泛蒐集各界意見，並將會議凝聚之結論，匯集於 9月 7日及 8

日舉行的「全國農業會議」討論，以擘劃未來政策藍圖。 

為讓未參加焦點座談的與會貴賓瞭解各場次討論內容，除可至第 6 次

全國農業會議官方網站（https://open6.coa.gov.tw/）觀看實況錄影外，將相

關資料彙集成冊，以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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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次全國農業會議「焦點座談-農糧產業」議程 
 

 

時 間：2018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 

地 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5樓大禮堂 

主持人：農糧署陳署長建斌（時任） 

流 程： 

時間 內容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致詞、與會人員介紹 

13:40-13:45 開場影片 

13:45-14:00 引言：《農糧發展芻議》 

報告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盧院長虎生 

14:00-15:00 第一輪：農糧願景之匯聚與闡發 

請參與者根據論述、經驗及夢想，共同集思勾勒一個具期

待的農糧發展願景。 

15:00-15:20 茶敘時間 

15:20-16:20 第二輪：農糧發展策略及實踐行動作為 

根據此願景目標，請參與者分享，從利害關係人層級到政

府的期待層面，可以有哪些關鍵策略及實踐行動作為。 

16:20-17:00 凝聚共識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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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 

依姓氏筆劃排序 

*表示未克出席 

王振茂  社團法人台灣種苗改進協會理事長 

江虹瑩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管理部經理 

吳束花  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代理秘書長 

吳佩勳  中華民國農會主任 

吳榮杰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呂椿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副研究員 

李妙玲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周妙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副處長 

林大偉  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處長 

林家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副處長 

林雅恩  台灣健康營養教育推廣協會營養師 

林裕紘  中華農企業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林榮宗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秘書 

*侯文亮  台灣菇類發展協會理事 

侯來換  台灣生物環境產業工程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洪志誠  保證責任台灣區亞嶸果菜運銷合作社理事主席 

洪挺軒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教授 

胡耿逢  有限責任台灣食在安心農產運銷合作社經理 

胡凱康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副教授 

范德光  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總幹事 

宮文萍  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 

徐慈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檢驗研發組組長 

翁震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主任秘書 

張滋佳  社團法人中華盆花發展協會理事長（黃國棟秘書長代） 

*莊炳煌  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總幹事 

郭坤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副處長 

陳文懃  中華文心蘭產銷發展協會理事長 

陳世銘  財團法人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陳右人  中華農業氣象學會理事長 

陳玉舜  台灣茶協會理事長（劉士綸秘書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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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署長（時任） 

陳玲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農業推廣科簡任技正兼科長 

陳惠雯  中華民國秀明自然農法協會理事長 

游文宏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秘書長 

湯顯明  台灣蘭花育種者協會理事長 

馮海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局長 

雷鵬魁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理事長 

*蔡必焜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秘書長 

蔡國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副校長 

蔡敬虔  台灣區冷凍蔬果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盧虎生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 

賴佑昀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專業金融部經理 

*賴裕順  社團法人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教授 

謝孟甫  社團法人臺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總經理 

謝振松  中華民國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韓寶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主任秘書 

蘇南維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蘇梅英  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研究發展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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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griharvest.tw/theme_data.php?theme=article&sub_the
me=article&id=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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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與結論 

  

安全  強化農作物安全管理，確保消費者權益 

• 加強導入健康種苗、設施栽培，推動契作及種植登記，例如

透過農會等單位推廣源頭生產管理教育，在源頭就進行生產管

理，以有效調節生產。藉由垂直整合生產與加工，強化完整產

業鏈安全生產及運作模式，以穩定糧食供應。再者，藉由糧

食生產在地化提升作物多樣性，以確保糧食安全。 

 落實安全管理制度，以有效管控風險 

• 配合農產品登記種植管理制度及植物醫生制度，加上標準

化、溯源與良好農業規範、田間及市場抽測等管理制度，並

須整合標章，以協助消費者容易識別及安心購買。 

 以國產健康食材為核心，串連農民、農業及消費者 

• 「產地到餐桌」鏈結已逐步被推廣及認同，未來應更積極將

國人生活連結至農業，提升對農業及農產品的價值與認識，

以帶動對國產農產品的支持與行動力。 

• 國產雜糧具有「地產地消」的優勢。為鼓勵利用國產雜糧，

應加強消費者教育。 

• 食農教育的對象不限於學童，也應該包含成人，包括綠色消

費、飲食健康。以食為先、以農為本，重點應該是培養飲食

素養，具有知識且可思辨，並採取行動。在推廣過程中包括

農業部、衛生福利部、教育部、文化部等跨部會的共同協作。 

 提升農業對社會影響力，促進全民農業認同與參與意願 

• 從生產轉變為三生並重，以提升全民（包括後代子孫）的生

活品質為目標，透過民間網絡發起農業社會價值全國性活

動，提高國人對國產農產品及環境永續的認同；並藉由社會

企業與農業團體策略聯盟合作模式，來發揮農業對社會之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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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有機農業促進法的通過，投入更多有機資材的研發及應

用，並強化標示以利應用。 

 應用科技工具，開創產銷營運新模式 

• 將臺灣打造為熱帶、亞熱帶地區的安全農業示範基地：加速

立法，跟有意願的農會、產銷班合作，針對特定標的作物或

亮點作物派駐植物醫師，成立輔導團隊。 

 積極發展地區農產加工品及農村特色，營造優質農村 

• 強化資源整合，盤點地方特色及社區資源，配合改善法規限

制，導入資通訊應用，發展特色農業加工品及農村新風貌，

活用文化與創新，營造農業不只是一種產業，而且是一種生

活方式，促進農村永續發展。 

永續  配合全國國土盤點，進行產業及栽培區域之總體規劃 

• 因應貿易自由化及糧食安全需求、盤點自有資源，明確區分

內外銷策略，針對防守型及攻擊型產業，依此進行產業及土

地利用規劃，配置投入資源，導入循環農業，促進土地及水

資源有效利用。 

• 推動大糧倉旨在移出稻作面積，將持續推動，並強調非基改、

鮮度、產銷履歷以利後續行銷。 

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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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盧院長虎生引言報告 

前瞻  應用科技工具，開創產銷營運新模式 

• 針對具外銷潛力品項，導入農企業經營規模及效率，強化採

後處理（含分級）、分段加工，冷鏈物流技術與應用，並導 

GLOBALG.A.P.等國際驗證於重要專區，發展價值而非價格導

向農產品，助進擊國際市場。以毛豆產業為例，其成功涵蓋了

品種、農藥控管、產銷履歷、計畫生產、自動採收、分段加工、

冷鏈等因素，藉由提供具差異化的安全且安心優質農產品以創

造產品價值。 

 發展智慧農業生產與數位服務，降低產銷落差 

• 發揮智慧農業經營模式來推動防災、生產、採後處理，與加工

銷售等應用，並發展智慧產銷數位服務，結合大數據分析，強

化產銷資訊、氣象資料的加值整合應用及公開分享。 

 發展農業體驗經濟 

• 將臺灣打造為提供優質飲食的健康之島，推廣國際遊客進行農

村體驗，體驗農事並進入農村消費。 

 推動「六級産業化」及「地産地消」，活絡區域產業經濟創新 

• 廣設農產品採收後處理與加工中心，除了有助儲存以減少農

損、提升製程技術，促進外銷，並可提升產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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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農村初級農產品加工及管理規範，輔導小農、青農以自

產農產品加工，鏈結生產、加工、文創旅遊，形成六級化產

業。 

• 開發機能性農產品、研發「營養」加工，促進多元產品應用。 

• 強化專業農民生產技術，並以科學證據為基礎，強化市場行

銷能力，助共同持續吸收新知，優先導入智慧農業應用。結

合在地的文化，賦予農產品新生命、市場價值，創造新的農

業行銷力。例如可與交通部觀光局合作，提供折價券予外國

觀光客購買農產品伴手禮。 

 導入省工及智能機械及設施，提高生產效率並解決缺工問題 

• 設立農事服務（機耕中心等）媒合平臺，以讓服務業者能與

農民有一透明化的交易平臺，並能依作物採收時節提昇資材

的使用頻度，有效舒緩人力需求。伴隨務農者族群擴大，應

設計可適用於女性、高齡者，輕型、易操作的農機。 

• 培養農業研究人才及輔導青農：有計畫培養田間實務能力，

設立跨部會農業獎學金，聘請實務專家帶領學生走入田間，

相應產業需求進行研發。再者，以青農作為應用對象，落實

智慧農業應用與推廣。 

 積極發展地區農產加工品及農村特色，營造優質農村 

• 強化資源整合，盤點地方特色及社區資源，配合改善法規限制，

導入資通訊應用，發展特色農業加工品及農村新風貌，活用文

化與創新，營造農業不只是一種產業，而且是一種生活方式，

促進農村永續發展。 

 

幸福  規劃相關福利政策及農作物、設施保險，穩定專業農民收益 

• 整合提供專業農民含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農

業保險、農民退休制度等福利政策，加強宣導職業安全，營

造友善從農環境，吸引青年農民返鄉投入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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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入省工及智能機械及設施，提高生產效率並解決缺工問題 

• 設立農事服務（機耕中心等）媒合平臺，以讓服務業者能與

農民有一透明化的交易平臺，並能依作物採收時節提升資材

的使用頻度，有效舒緩人力需求。伴隨務農者族群擴大，應

設計可適用於女性、高齡者，輕型、易操作的農機。 

• 培養農業研究人才及輔導青農：有計畫培養田間實務能力，

設立跨部會農業獎學金，聘請實務專家帶領學生走入田間，

相應產業需求進行研發。再者，以青農作為應用對象，落實

智慧農業應用與推廣。 

 積極發展地區農產加工品及農村特色，營造優質農村 

• 強化資源整合，盤點地方特色及社區資源，配合改善法規限制，

導入資通訊應用，發展特色農業加工品及農村新風貌，活用文

化與創新，營造農業不只是一種產業，而且是一種生活方式，

促進農村永續發展。 

 提升農業對社會影響力，促進全民農業認同與參與意願 

• 從生產轉變為三生並重，以提升全民（包括後代子孫）的生活

品質為目標，透過民間網絡發起農業社會價值全國性活動，提

高國人對國產農產品及環境永續的認同；並藉由社會企業與農

業團體策略聯盟合作模式，來發揮農業對社會之影響力。 

 

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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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凝聚共識形成結論 

 

參與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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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次全國農業會議「焦點座談-林業及自然保育」議程 

 

 

時    間：2018年 7月 9日（星期一） 

地    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5樓大禮堂 

主 持 人：林務局林局長華慶 

流    程： 

時間 內容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致詞、與會人員介紹 

13:40-13:45 開場影片 

13:45-14:00 引言：《永續林業•生態臺灣》 

報告人：林務局邱主任秘書立文 

14:00-15:00 第一輪：林業及自然保育願景之匯聚與闡發 

請參與者根據論述、經驗及想法，共同集思勾勒一個具期

待的林業及自然保育願景。 

15:00-15:20 茶敘時間 

15:20-16:20 

 

第二輪：林業及自然保育願景之實踐行動策略 

根據此願景目標，請參與者分享，從利害關係人層級到政

府的期待層面，可以有哪些關鍵策略及實踐行動作為。 

16:20-17:00 凝聚共識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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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 

依姓氏筆劃排序 

*表示未克出席 

王升陽  中華林學會理事長 

王松永  中華木質構造建築協會榮譽理事長 

何宏哲  台灣區合板製造輸出業同業公會秘書長 

*吳威慶  社團法人台灣城鄉發展學會理事 

吳雪月  社團法人花蓮縣洄瀾灣文化協會理事長 

呂翊齊  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 

呂雅雯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技正 

宋永健  永霆國際竹炭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訓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 

卓志隆  中華林產事業協會理事長 

周妙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副處長 

林金樹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家鼎  社團法人中華造林事業協會秘書長 

林華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局長 

林進興  蘭陽林業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 

邱立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主任秘書 

柯淳涵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徐銘謙  社團法人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 

高文斌  原住民族委員會科長 

張 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所長 

許庚龍  台灣區木材輸出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連榮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主任秘書 

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榮宗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課長 

馮小非  上下游新聞市集總編輯 

黃于玻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總經理 

黃盈賓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分院資深研究員 

楊宏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副局長 

廖一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副局長 

蔡明哲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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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克智  有限責任新竹縣品彥林業合作社經理 

顏仁德  社團法人台灣生態材料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羅紹麟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 

羅凱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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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與結論 

  

安全  整合國公私有林提供定量、定時、定樹種之木竹生產，建立穩

定的國產材供應系統。 

 透過持續性定期的國產材供應與需求調查分析，建立供應端與

需求端之資訊交流平臺，加強優良林產品之研發，及國產材教

育推廣，帶動國產木竹材產業活絡。 

 跨部會合作，推動公共工程使用國產材、適時檢討木構造、環

評等相關法規，提振國產材市場需求，促進林產業發展。 

永續  強化保育與農業之結合，維護整體區域生態環境。 

 導入國際森林永續經營準則，落實森林永續經營，發揮森林生

態系服務功能。 

 提出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引導社會大眾了解森林經營效益。 

 透過私有林先行，創新研發森林副產物、生態遊程、森林療癒

等，逐步落實林業及自然資源多元利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

生。 

 回復原住民運用自然資源權力，發展部落多元產業。 

 建構廢木材木料回收再利用體系，減輕環境負荷、提升資源永

續利用。 

前瞻  發展符合本土需求之作業技術體系，引進創新林業機械，提高

作業效率，降低生產費用及對生態環境衝擊。 

 輔導林業生產企業化經營，協助媒合林產加工業者，建構完整

的林業產業鏈。 

幸福  活絡林產業及綠色產業，帶動山村經濟發展，吸引人力回流。 

 妥善規劃林業人才教育及輔導，活化產業人力結構。 

 維護山村永續生態環境，其惠益回饋部落及山村。 

主題二、林業及自然保育．凝聚共識與結論
93



 

主持人林局長華慶開場致詞 

邱主任秘書立文引言報告 

參與人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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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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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次全國農業會議「焦點座談-漁業主題」議程 

 

 

時    間：2018年 7 月 3 日（星期二） 

地    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5樓大禮堂 

主 持 人：漁業署黃署長鴻燕 

流    程： 

時間 內容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致詞、與會人員介紹 

13:40-13:45 開場影片 

13:45-14:05 引言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李講座教授國添 

14:05-15:00 第一輪：漁業願景之匯聚與闡發 

請參與者根據論述、經驗及想法，共同集思勾勒一個具期

待的漁業願景。 

15:00-15:20 茶敘時間 

15:20-16:20 

 

第二輪：漁業願景之實踐行動策略 

根據此願景目標，請參與者分享，從利害關係人層級到政

府的期待層面，可以有哪些關鍵策略及實踐行動作為。 

16:20-17:00 凝聚共識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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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 

依姓氏筆劃排序 

*表示未克出席 

王茂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遠洋漁業組副組長 

王清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企劃組組長 

王勝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丘臺生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名譽教授 

何世杰  社團法人臺灣鮪延繩釣協會秘書長 

李英周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李健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講座教授 

李國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講座教授 

周妙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副處長 

林家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副處長 

林啟滄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總幹事 

林愛龍  台灣海龍王愛地球協會理事長 

林毓志  台灣區遠洋鮪延繩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林鈴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企劃組組長 

邱立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主任秘書 

施俊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政組組長 

柯俊明  台灣區遠洋鰹鮪圍網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洪國堯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綜合規劃組 2科科長 

胡念祖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孫寶年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講座教授 

徐榮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動物防疫組組長 

莊慶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名譽教授 

許煌周  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許德祥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理事長 

連榮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主任秘書 

陳君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所長 

陳怡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農民組織科科長 

陳建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養殖漁業組組長 

陳啓照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理事長 

陳添壽  臺灣水產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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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根田  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黃文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研究發展科簡任技正兼科長 

黃鴻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署長 

*詹滿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雷祖綱  台灣區遠洋魷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趙文論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巡防組副組長 

蔡秋棠  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蔡源龍  蘇澳區漁會理事長 

謝龍隱  高雄區漁會理事長 

顏樹根  台灣區鰻蝦生產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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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we are right now   (coastal Inshore and deep sea fisheries) - New 
Turning po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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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Harmony ? - Un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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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quality & Social Justice? - Unsustainability

Where do we want to 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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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goals.

Take a multi-faceted, multi-sectoral discussion.

How do we propose to go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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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與結論 

  

安全  輔導漁業生產廠（場）衛生安全的漁獲處理及作業安全，確

保糧食安全。 

 推動食魚教育及臺灣永續海鮮標章等認證制度。 

 推動養殖漁業計畫生產；發展科技、綠能及設施養殖，推動

海上養殖漁業等多元發展；研議訂定養殖漁業管理法規。 

永續  整合山、河、海域一體的保育概念，推動沿岸漁場及棲地環

境保護工作；成立經濟魚種諮詢小組，建立保育物種管理機

制；對於容易不當使用而傷害魚源及魚類繁殖場地的漁法、

漁具，建立退場機制。 

 結合科技，強化漁業管理及巡護能力，打擊 IUU漁撈，優化

漁獲統計質與量。 

 參考聯合國責任漁業行為規約及全球漁業永續發展目標的

精神，研議修訂漁業法規或制定漁業基本法。 

 透過外交協商及加強護漁措施，與經鄰國共同保護及善用海

域資源。 

 持續參與區域性國際漁業管理組織，確保國家漁獲配額；推

動與沿岸國的漁業合作；評估調整遠洋漁撈能力的可行性等

輔導措施。 

前瞻  持續參與區域性國際漁業管理組織，確保國家漁獲配額；推

動與沿岸國的漁業合作；評估調整遠洋漁撈能力的可行性等

輔導措施。 

 發展特色高品質水產品，拓展多元化通（銷）路，及與台灣

國際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強化水產品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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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養殖漁業計畫生產；發展科技、綠能及設施養殖，推動

海上養殖漁業等多元發展；研議訂定養殖漁業管理法規。 

 強化經濟魚種科學研究，加強漁業人才培育，研議各項可能

方案，建立我國科研、談判、從業人員等各方面所需人才團

隊。 

幸福  輔導改善船上生活空間，友善勞動環境。 

 培育本國漁業勞動力，爭取開放外籍資深船員入籍及推動外

籍船員跨國訓練計畫。 

 推動漁船船員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規定。 

 推動漁村、漁港多元發展，成立輔導陪伴團隊及交流平臺，

帶動地方創生。  

 強化產業團體及政府輔導體系，提升漁業生產廠場推廣服務

能量，健全產業發展。 

 推動養殖物種保險，提高經營保障。 

 強化經濟魚種科學研究，加強漁業人才培育，研議各項可能

方案，建立我國科研、談判、從業人員等各方面所需人才團

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李講座教授國添引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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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分享 

中場時間參與人員交流 

參與人員分享 

主持人黃署長鴻燕回應 

參與人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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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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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次全國農業會議「焦點座談-畜禽產業」議程 

 

 

時    間：2018年 6月 28日（星期四） 

地    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5樓大禮堂 

主 持 人：畜牧處謝處長耀清 

流    程： 

時間 內容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致詞、與會人員介紹 

13:40-13:45 開場影片 

13:45-14:00 
引言：《畜禽產業發展願景》 

報告人：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陳教授明汝 

14:00-15:00 家畜部分：家畜產業發展願景及行動策略 

15:00-15:20 茶敘時間 

15:20-16:20 家禽部分：家禽產業發展願景及行動策略 

16:20-17:00 凝聚共識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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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 

依姓氏筆劃排序 

*表示未克出席 

王淑音  中國文化大學代理校長 

古榮海  勤億蛋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余 碧  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教授 

吳勇初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教授 

吳朝旺  中華民國禽肉行銷發展協會理事長 

李獻德  台灣區動物用醫藥保健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周妙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副處長 

林孟慧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部經理 

林俊宏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副院長 

林美峰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副教授 

林英博  中華民國肉品市場發展協進會理事長 

林浚琛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理事長 

林鈴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企劃組組長 

邱創進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執行長 

邱鈺婷  振聲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洪長進  中華民國酪農協會理事長 

范揚廣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乳業協會常務監事 

徐濟泰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教授 

張玉玲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主任 

莊士德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副教授 

莊富山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副理事長（王建培秘書長代） 

*莊寬裕  中華民國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許益銘  中華民國養豬協會理事長 

許惠玉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組主任 

郭坤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副處長 

郭猛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前組長 

陳自成  中華民國養鴨協會理事長 

陳明汝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教授 

陳國村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理事長 

陳國訓  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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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正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教授 

曾添福  大成長城集團資深副總經理 

黃存后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黃明志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肉種雞組組長 

黃建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主任秘書 

黃振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所長 

黃烈文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蛋種雞組組長 

黃森田  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 

劉光華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副理事長 

劉守振  中華民國養鹿協會理事長 

鄭武樾  臺灣飼料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鄭純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主任秘書 

謝快樂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名譽教授 

謝廣文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副教授兼農業自動化中心

主任 

謝耀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處長 

鍾得華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畜殖事業部執行長 

蘇念成  台灣肉牛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蘇夢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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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Livestock Farming | Potential of Digitalization for Global Meat Supply
The 10th Global Forum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GFFA), Berlin, 18–20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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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animal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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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與結論 

  

安全  推動畜產品運銷現代化，並擴大辦理標章或驗證制度，以落

實安全生產目標。 

 飼料為畜禽產業發展基礎，應投入研發本土化飼料添加物，

提高生產效率，並降低排泄物及臭味之產生，減少藥物使

用，符合國際禁用抗生素潮流；強化飼料業者及農民自主品

管能力，加重管理責任；政府依據預警調查風險管控機制，

加強飼料境內監測及邊境查驗，進而提升畜禽產品安全。 

 提升種原性能及選育抗逆境種畜禽，為產業發展之磐石，畜

牧產業應共同努力優化種原選育，強化疫情通報、防治與清

除，透過垂直整合之專業化生產模式，普及契約生產制度，

朝利潤共享邁進。 

 

永續  畜牧場為鄰避設施之社會現象日趨嚴重，以致地方政府加強

對畜牧場之限制條件，產業發展空間一再被限縮。輔導畜禽

業者強化污染防治設施、減少對環境之衝擊，並推動畜牧循

環農業專區，透過建置廢棄物共同處理設備，提升廢棄物多

元化再利用效能，型塑環境友善之優質產業形象，讓畜牧產

業永續發展。 

 推動經濟動物友善飼養，從業人員應具備動物福祉之觀念，

在追求最大經濟利益與善待動物之間取得平衡。農政單位應

訂定各項經濟動物之友善飼養系統定義及指南，輔導指標企

業優先示範，並透過第三公正單位對有意願之業者進行推廣

與輔導，以樹立畜牧產業兼顧動物福祉的優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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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謝處長耀清開場 

前瞻  提升種原性能及選育抗逆境種畜禽，為產業發展之磐石，畜

牧產業應共同努力優化種原選育，強化疫情通報、防治與清

除，透過垂直整合之專業化生產模式，普及契約生產制度，

朝利潤共享邁進。 

 為提高經營效率，降低疫病風險與提升產品品質，實施畜牧

場分級輔導，提供畜牧場基本規範，對具經濟規模的畜禽

場，積極輔導改善設備及提升競爭力；對不具經濟規模者，

引導至循環農業專區，依專區規範管理；對契養業者或產銷

一元化體系者，垂直整合產業鏈上下游生產標準，透過第三

公正單位驗證達到產業自主管理，政府從旁監督協助。 

 為因應全球人口持續成長，對動物性蛋白質需求快速增加的

趨勢，提高產品品質與經營效率，排除貿易及檢疫障礙，拓

展國際市場。 

 持續投入資源以協助產業及學研單位，積極推動畜禽生產標

準化、精準化、自動化及智能化管理與設備，加速產業結構

調整，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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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深化國產畜禽產品市場區隔化，針對目標族群，運用新興

加工技術，加速開發多元化產品，擴大畜禽產品附加價值及

利基，推動產業鏈價值延伸，以確保國產畜產品自給率及市

占率。 

幸福  因應農業勞力不足及人口老化問題，透過生產設備的提升與

智能化設施的導入，以及系統性的培訓課程，吸引新一代優

質人力進入產業，提升產業競爭力。 

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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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陳教授明汝引言報告 

 

參與人員分享 畜牧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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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凝聚共識形成結論 

參與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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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畜禽產業．凝聚共識與結論
166



 

第 6次全國農業會議「焦點座談-農村主題」議程 

 

 

時    間：2018年 6月 21日（星期四） 

地    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5樓大禮堂 

主 持 人：企劃處蔡處長昇甫 

流    程： 

時間 內容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致詞、與會人員介紹 

13:40-13:45 開場影片 

13:45-14:00 引言：《給下一世代的農村備忘錄－農村發展芻議》 

報告人：農村再生基金辦公室蔡執行秘書巧蓮 

14:00-15:00 第一輪：農村願景之匯聚與闡發 

請參與者根據論述、經驗及夢想，共同集思勾勒一個具期

待的農村發展願景。 

15:00-15:20 茶敘時間 

15:20-16:20 

 

第二輪：農村發展策略及實踐行動作為 

根據此願景目標，請參與者分享，從利害關係人層級到政

府的期待層面，可以有哪些關鍵策略及實踐行動作為。 

16:20-17:00 凝聚共識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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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 

依姓氏筆劃排序 

*表示未克出席 

方韻如  財團法人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研究員兼董事 

王志文  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秘書長 

王忠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副處長 

吳其融  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 

吳勁毅  社團法人台灣城鄉發展學會理事長 

李英周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李修瑋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 

林鈴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企劃組組長 

邱立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主任秘書 

洪粹然  財團法人觀樹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馬聿安  保證責任臺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 

高茹萍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理事長 

莊雅萌  一籃子社會企業董事長 

莊慶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名譽教授 

彭立沛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秘書長 

馮小非  上下游新聞市集總編輯 

楊文全  倆佰甲創辦人 

楊志彬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溫仲良  台灣農村陣線理事 

董建宏  國立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廖育諒  臺南市後壁區仕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劉志偉  嘉義縣人力發展所所長 

蔡巧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農村再生基金辦公室執行秘書 

蔡昇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處長 

蔡金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建設組組長 

蔡致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副所長 

賴守誠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繆自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主任秘書 

謝昇佑  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司創辦人 

鍾清輝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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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夢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副處長 

蘇慕容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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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2006 The New Rural Paradigm

主題五、農村．引言
181



- 10 - 

 

 

   

  

 

 

 

 

 

   

   

  

 

 

 

OECD 2006: 62  

 

 

 

 

主題五、農村．引言
182



- 11 - 

 

 

 

/

 

 

/

 

 

/

 

 

 

主題五、農村．引言
183



- 12 - 

 

 

 

 

   

主題五、農村．引言
184



- 13 - 

 

 

 

 

 

 

  

 

  

主題五、農村．引言
185



- 14 - 

 

  

 

  

 
 

 

 

2015 9 2030

17

SDGs / /

 

 

主題五、農村．引言
186



- 15 - 

 
2030  

 

 

2000

 

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

2020 Europe 2020 Strategy

2014-2020 Regulation EU No 1305/2013

 

 

主題五、農村．引言
187



- 16 - 

 
 

European Network for Rural Development ENRD  
 

 

主題五、農村．引言
188



- 17 - 

 

 
 

 

2000

2015-2024

 

主題五、農村．引言
189



- 18 - 

 

 

  

  

  

  

  

  

  

  

 

 

  

主題五、農村．引言
190



- 19 - 

 

multi-functional

 
 

 

 

 

  

  

  

 ICT  

 

 

CP

主題五、農村．引言
191



- 20 - 

post-harvest treatment Cold chain

 

 

 

 

 1 X 2 X 3 = 6

agri-tourism

主題五、農村．引言
192



- 21 - 

 

ICT  

30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AR VR

 

 

 

 

 

  

  

主題五、農村．引言
193



- 22 - 

  

  

 

 

 

 

/

 

 

主題五、農村．引言
194



- 23 - 

 

 

1983

 

 

  

主題五、農村．引言
195



- 24 - 

 

 

 

  

  

  

  

 

 

/ /

amenities

lifestyle

/

 

 

主題五、農村．引言
196



- 25 - 

 

/

 

 

 

 

主題五、農村．引言
197



- 26 - 

 
 

 

empower

 

 

  

  

  

  

 

 

主題五、農村．引言
198



- 27 - 

/

 

 

problem-solving

 

 

 

 

 

主題五、農村．引言
199



- 28 - 

 

 
 
 

 

  

主題五、農村．引言
200



- 29 - 

 

 

- -

 

 

 

 
 

主題五、農村．引言
201



主題五、農村．引言
202



主題五、農村．引言
203



主題五、農村．引言
204



From constraints to 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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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與結論 

  

安全  鼓勵進口替代作物種植，推廣與研發有機、友善環境農業

技術及完善產業鏈。 

 落實食農教育。 

 建議成立農村規劃的專責單位（涉及其他部會法令及員額

一併調整）。 

永續  重視自然資源明智利用的里山里海，扶植在地小農的地產

地消，善用資源加值運用的循環經濟，以推動綠能公民電

廠，達成農村能源轉型的願景。 

 強調環境效益、保護傳統農業地景與調適性農法，提升農

村永續發展之韌性。 

 加強政策規劃與學研單位、企業及金融單位的合作及交

流，強化農業社會價值、農村生態系服務及農村文化傳承

的學術論述，發展跨域的創新知識，並發掘與彙整在地農

村聲音及草根知識。 

 啟動以人為本體、農業為連續體之農村規劃，檢討土地使

用計畫、及土地重劃調整農村的空間結構。 

前瞻  善用資通訊及智慧科技打造智慧農村，並提供農業及農村

相關決策。 

 改善農業技術、輔導農村社區產業紮根、青銀共創、發展

小型農產品加工，強化六級產業，透過綠色行銷與社會行

銷，積極開發多元新通路，拓展農村旅遊實體與虛擬銷售，

並加強異業合作、活絡農村經濟，落實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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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活化在地人力資源及農村家政系統，積極強化青年回鄉與

留農多元機制，進而引導人力回歸農村，實踐創業夢想，

傳承農村產業經驗與維護農村文化的價值。 

 提升農村生活機能與相關設施，更新與強化基礎公共建

設，提供民眾友善居住環境。 

 扶植、協助及投資農村發展主要行動者具備多元能力，發

展區域擴散效應之創新治理模式。 

 建置以網絡化為公私協力、資源整合的發展模式（例如農

村工作站），媒合多方行動者形成互補且互惠的夥伴關係。 

主持人蔡處長昇甫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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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執行秘書巧蓮引言報告 

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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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分享 

 

參與人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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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焦點座談分別以農糧產業、林業及自然保育、漁

業、畜禽產業及農村等為主題，共舉辦 5 場次，邀請約 200 位產、官、學

界專家進行對話及討論，共同集思勾勒具期待的農業及農村發展願景，並

提出未來發展策略及實踐行動作為。 

各場次所凝聚之結論，與地方草根會議及公民網路提案所蒐集民眾建

言，經匯集至「安全」、「永續」、「前瞻」及「幸福」等四大議題分組之相

關會議，以「全民農業  共創新局」為核心精神，進行滾動討論與修正，

據以提出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大會討論題綱，期盼於大會舉行期間達成共

識並歸納具整體性、前瞻性及策略性的施政規劃，做成大會最終結論，以

做為未來農業施政方針，打造幸福農民、安全農業、富裕農村三生共構之

永續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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