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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作為興建農產食品加工場所

及設施使用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本場於95年7月4日於本場農業推廣大樓

會議廳舉行「鄉村社區有機休閒農業發展研

討會」，會議由國立台灣大學陳昭郎教授及

本場侯福分場長共同主持，並邀請全省農業

機關、大專院校相關科系、花蓮宜蘭兩縣的

農會及市鄉鎮公所、從事鄉村社區營造、有

機農業、休閒農業的團體等約120人參加。

國內社區發展過程，從70年代起，農村

社區雖然已有組織，但當時不過是以政府的

力量，做做水溝，擋土牆，種種花草。到了

80年代初期，社區所進行的亦是唱歌、土風

舞、進香團等活動。到90年代，農村社區的

發展有了新的方向，對

於社區的未來有了更深

入的自覺及期許，「環

保、健康、活力、文化」

等，是這一時代社區的

口號。

現在已進入 2 1 世

紀，為了求地區農業的

健全發展，以及獨特

性，同時使農村景觀優

質化，農村生活更為富

裕而舒適，鄉村社區的發展，除了以前的口

號落實執行，更應該實際的推動符合鄉村社

區特有的生產基礎，及交通、資訊通信、衛

生、教育、文化等生活及福利環境的建設；

對於農村土地及與地球環境利用的協調更為

注意，並強調地區居民參與及多元化為主的

計畫。

本次研討會共邀請了五位學者專家，探

討我國目前鄉村社區整合、發展的情況及如

何因應未來的世界潮流；例如：長宿(Long

Stay)所帶來的龐大商機，鄉村型社區如何掌

握其中的脈動，製造活絡農村經濟，進而改

善農村生活品質。並以羅山有機村如何以

「有機」議題帶動生產、休閒、生態的例

子，來說明全體村民達成共識後，如何朝向

共同的願景邁進，以取得鄉村經濟與環境品

質的平衡；另外，以生質能源再生操作與生

態觀點，談農民生態意識的改變及自我導向

學習的歷程；而且特別針對宜蘭縣近年來蓬

勃發展的休閒農業，討論農村社區在休閒產

業上的創意行銷，以創造商機及農產業升

級。

新的鄉村社區發展，將展現更豐富、更

有個性的生活模式，而且活用當地的自然、

人文及農業資源，透過都市及鄉村居民的交

流合作，來發現鄉村新的魅力及促進社區的

活化，並希望形成資源可再循環利用型的農

村、面對農村人口老化的地區進行再造，並

建立高度資訊化社會，但仍可以維護地區的

農村傳統文化，形成一波新農業運動。

藉由此次研討會的進行，對我國社區農

業的整合及發展方向，有了明確的認知及目

標，進而作為未來業務執行的參考，並由此

項工作的進行，漸漸改變台灣鄉村的風貌，

活絡農村經濟，提升農村生活品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新農業運

動」，其中「從青年到老年」一項重點在落

實「漂鳥計畫」，吸引青年留農築巢，成為

台灣新農業的「留鳥」。

「漂鳥」概念源於1896年德國青年發起

的「漂鳥運動」，倡導青少年走出都會生

活，揹起背包到各地體驗不同的自然生活，

有漂泊者、流浪者的涵義。蘇主任委員嘉全

表示「漂鳥計畫」將透過「漂鳥營隊」、

「漂鳥築巢」和「漂鳥圓夢」三階段，為台

灣農業召募年輕的生力軍。希望藉由年輕人

下鄉參與，進而

對農業產生興

趣，再由農委會

透過各項配套輔

導措施，讓有心

投入農業行列的

年輕人成為專業

的生產者，讓台

灣農業逐步年輕

化。

本場積極推

動農業漂鳥體

驗，精心安排3

天2夜的活動，

規劃在志學農

場、兆豐休閒農

場、欣綠農園、

舞鶴茶區、立川漁場及鬱金香花園等6處，

安排一連串有關有機農業、畜牧、果樹、休

閒農業、茶葉、水產養殖及花卉產業的體驗

活動，並實際參與農業工作，讓參加營隊的

青年朋友認同本土農業。

在志學農場的「化腐朽為神奇」單元即

讓學員體驗有機蔬菜的育苗、扦插、播種、

堆肥製作、設施搭建及採收品嚐的過程，進

而真正認識有機農業的精神與意義。兆豐休

閒農場的「精益求益」單元則透過乾草打包

及乳牛人工授精的示範，並親身體驗乳牛飼

養管理的各項工作，另在果園區實際操作果

樹套袋作業，以瞭解畜牧業經營管理的精髓

所在及病蟲害防治對水果品質提升的重要

性。欣綠農園的「鳶飛魚躍」單元讓青年朋

友透過池魚收穫及原住民DIY的體驗活動，

認識如何運用農園周邊環境及資源特色，由

一級產業發展成三級產業的休閒農業，而創

造更大的農業經濟價值。

在舞鶴茶區則安排「找茶趣」單元主要

是讓學員真正體驗採茶、製茶、茶凍DIY活

動及茶餐品嚐，以瞭解茶葉產業的栽培經營

及品茗要領。立川漁場的「粒粒黃金」單

元，讓青年朋友在摸蜊兼洗褲的活動中體驗

學習花蓮獨有的黃金蜆採收及篩選作業，並

由黃金蜆醃製的操作瞭解農業透過加工而創

造的附加價值。鬱金香花園的「花草聯姻」

單元乃讓學員體驗花卉扦插育苗及組合盆栽

的學習活動，以認識花卉園藝可應用其千變

萬化提升更高的農業價值。

漂鳥計畫的重心在有機農業、休閒農

業、畜牧經營、箱網養殖等高經濟價值且精

緻化的農業項目，每月舉辦1~2梯次，預計

舉辦42梯次，提供青年學生以漂鳥方式到

農、漁村及山林體驗，鼓勵18~35歲之青年

參加，期望讓農業及農村成為這群青年漂鳥

們的駐足點與事業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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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亮起來　漂鳥計畫引進農業生力軍
本場精心安排3天2夜的體驗活動　吸引青年留農築巢

為符合現代忙碌上班族每日三餐飲食的

需要，農委會輔導農民團體推出健康衛生安

全的「即煮式」及「即食式」小包裝國產生

鮮截切蔬果，提供無暇的上班族及家庭主婦

或單身貴族最新鮮及最健康的蔬果產品，輕

而易舉的處理

您 的 每 日 三

餐，讓您我的

生 活 更 加

「easy」。

農委會指

出，隨著職場

生活型態的改

變，國內職業

婦女及單身貴

族愈來愈多。

由於家庭人口

簡單，加上工

作忙碌，減少

了家庭主婦下

廚的意願，外

食機會普遍提高。有鑑於此，為迎合消費者

的需求，農委會輔導國內農民團體開發多樣

化即煮式家庭小包裝截切蔬菜，提供家庭

「煮夫」或「煮婦」的您，免洗、免切輕鬆

下廚，健康上桌，另也推出即食式精緻之產

品，包括即拆即食生菜沙拉及截切水果組合

等各式產品，提供老是在外的您，可時時刻

刻享受到清爽可口、健康營養之蔬果，該等

產品已陸續在連鎖超商系統上架，因「菜」

色豐富，口味清新，銷售成績看漲。

農委會表示，國內農民團體所推出的小

包裝生鮮截切蔬果系列產品，從產地契作新

鮮優質蔬果原料，經過嚴格農藥殘留檢驗及

前處理去蕪存菁，將廢棄物留置產地作綠

肥，產品在CAS驗證作業流程下，經過截

切、清洗、包裝，再透過物流24小時內冷藏

配送到超商及超市，新鮮、衛生、安全有保

障，歡迎消費者選購。目前在國內蔬果產地

有20餘處農民團體截切處理場，其中已有13

處通過CAS驗證，另有2處正申請中，所生產

的產品除便利小包裝外，也生產提供國軍副

食、學童營養午餐、公司團膳及食品業者等

廠商使用，歡迎業者多加利用，共同促進國

內農業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文號4890)

▲農委會蘇主任委員嘉全(右二)邀請名主持人于美人（右一）暨張清

進（左三）、趙高淑瑛(左二)、賴青松(左一)等三位漂鳥達人，一同

宣佈並見證漂鳥計畫正式開始

為提高農業產業競爭力，輔導農業轉

型，由初級生產提升為農產食品加工，促進

國產農產品之利用，依法組織之農民團體或

以自有耕地從事農作物生產之農企業，自設

立起經營期間達二年以上者，得提出申請變

更作為興建農產食品加工場所及設施使用事

業計畫。相關規定簡述如下，申請書及計畫

表格請上農糧署網站上查詢。

一、耕地係指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

規定之用地。農產食品加工場所及設

施，係指採用國產農產品（指米榖、雜

糧、蔬果、特用作物、花卉及蜂產品）

為主辦理農產食品加工業務，所需之曬

場、醃漬場、加工廠房、包裝場所、儲

藏倉庫、污染防治及處理等場所及設

施。

二、以非都市土地興建農產食品加工場所及

設施，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時，其事業計畫之審查機關為直轄市

政府或縣（市）政府。

三、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土地區位以一般農業

區及特定農業區未經辦竣農地重劃者為

限。但無法避免需使用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土地者，應經中央農業主管

機關專案核准。

四、申請人申請變更之面積以符合興建農產

加工場所及設施使用之實際需要為原

則，其最小面積不得小於零點一公頃

（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者不得小

於零點五公頃），最大面積不得超過二

公頃，建蔽率及容積率依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

五、依規定申請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案件，除符合前點規定外，(1)申請變更

土地應符合「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

業要點」等相關規定。(2)申請者為農會

或農業合作社近一年評鑑為甲等以上

者。(3)申請面積在零點五公頃以上。

(4)加工機器設備投資額達五百萬元以

上。

六、作業由直轄市政府建設局或縣（市）政

府農業單位主辦，並會同建設、工務、

地政、環保、水利、水保等有關單位審

查。申請人應檢附相關文件，向直轄市

政府或縣（市）政府提出。

七、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受理申請

時，應檢查申請文件是否備齊，未備齊

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

者，應不予受理。

八、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依前點規定

會勘時，如經查明已先行違規使用，應

移請有關機關依法裁處執行完畢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後，再予辦理審查。

九、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核發興辦事業計畫

同意函，並應於其中敘明已完成「非都

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規定所列查

詢項目之查核，且無法令規定禁止、限

建及不得設置或興辦之情事，並副知中

央農業主管機關。

十、申請人應自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

興辦事業計畫起三個月內提出用地變更

編定程序，且應完成地上權設定（申請

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設定）。變更編

定後二年內依興辦事業計畫書開始營運

使用，逾期廢止核准。但因特殊原因經

報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核准延期

或分期興建者，不在此限。

十一、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於核准興

辦事業計畫後，應造冊列管，並定期

檢查變更編定為興建農產食品加工場

所及設施用地是否依照原核定事業計

畫使用，如有違反使用者，應即移請

地政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業者無正

當理由，未採用國產農產品為主者，

應函請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廢

止其核准。

十二、原核定事業計畫有變更時，應向直轄

市政府或縣（市）政府就變更部分提

出申請。興辦事業者變更時，承接之

經營主體限為規定之農民團體或農企

業。

十三、興辦事業核准文件經撤銷或廢止時，

直轄市政府建設局或縣（市）政府農

業單位應即移請地政單位依相關規定

辦理。依本要點提出之申請案如涉及

其他相關規定應配合辦理相關事項。

國產截切蔬果小包裝　讓您的三餐更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