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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預算總說明





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1 、區域性農作物（包括農藝、園藝與特用作物等）、種原繁殖及栽培管理技術

之改良研究 。

2 、農業生物技術、採後處理、農產品品質檢測、加工及農業剩餘物運用技術於

區域性農作物之改良研究 。

3 、區域性農作物病蟲草害防治技術之改良研究 。

4 、區域性農業省工機械及自動化之改良研究 。

5 、區域性土壤肥料、有機與友善農業及循環與增匯技術之改良研究 。

6、區域性農業技術、農業經營、食農教育及農村文他生活之研究與示範推廣 。

7 、改良研究成果之保護、管理及運用 。

8 、其他有關區域性農業改良及調查改進事項 。

（二）內部分層業務 ：

卜 置場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場長一人，兼任 。 置秘書 ，兼任 。

2 、場長綜理場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場長襄助場長處理場務 。

3 、秘書權責如下 ：

(1）工作計畫之擬編 。

(2）文稿之綜核及代判 。

(3）各單位業務之協調 。

(4）行政事務之管理 。

(5）會議之籌備、出席或主持 。

(6）其他交辦事項 。

4 、 本場設下列科、室 、 分場及中心 ：

(1）作物改良科 。

(2）作物環境科。

(3）農業推廣科 。

(4）秘書室。

(5）人事室。

(6）主計室。



(7）蘭陽分場 。

(8）有機農業研究中心 。

5 、作物改良科掌理事項如下：

(1）區域性農作物品種改良、良種繁殖與保育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

(2）區城性農作物栽培管理、優質安全生產體系、採後處理與加工技術之研

發、示範及推廣。

(3）區域性農作物天然災害之防減災與復育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

(4）區域性農業遺傳資源之蒐集、鑑定、保存及應用研究。

(5）生物技術於區域性農作物繁殖與輔助育種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6）其他有關區域性作物改良事項。

6 、作物環境科掌理事項如下：

(1）區域性農作物營養診斷、土壤品質檢測與優化技術之研發、示範、推廣

及服務。

(2）區域性農作物病蟲草害防治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

(3）生物性資材於區域性農作物生長與害物防治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

(4）區域性農業剩餘物循環與增匯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

(5）區域性農業機械化、自動化、智慧1c設備與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6）其他有關區域性作物環境事工頁 。

7 、農業推廣科掌理事項如下：

(1）區域性農業推廣與食農教育、農民與農企業培訓、農業經營輔導之研發

及推廣。

(2）區域性農村產業文化、休閒農業及農村生活改善之示範推廣與應用研究 。

(3）區域性農民與消費者服務、技術諮詢之規劃與執行 。

(4）配合國際農業技術合作之執行。

(5）區域性農業改良研究成果之保護、管理及應用 。

(6）其他有關區域性農業推廣事項 。

8 、秘書室掌理事項如下：

(1）研考、文書、檔案、印信典守、出納、採購、事務、財產、辦公廳舍、

工友管理及公關業務。

(2）不屬其他各科、室、分場及中心事工頁。

9 、人事室掌理本場人事事項 。

10 、主計室掌理本場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

11 、 蘭陽分場掌理事項如下：

(1）蘭陽地區果樹、蔬菜、花卉品種改良與新品種示範及良種繁殖。



(2）蘭陽地區果樹、蔬菜、花卉栽培管理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

(3）其他有關轄區農業改良事項。

12 、有機農業研究中心掌理事項如下 ：

(1）農藝、園藝、特用作物等有機栽培與採後處理、加工技術之研發、示範

及推廣。

(2）有機多元與永續循環經營模式之研發 、 示範及推廣。

(3）有機生態環境營造技術與強化生態系統服務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4）有機栽培病蟲草害綜合管理技術與資材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

(5）有機農業食農教育、技術諮詢之推廣及國際交流 。

(6）其他有關本中心有機農業事工頁。

13 、本場處理業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依分層負責明細衰逐級授權決定。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

1 、組織系統圖

副場長

作物改良科

作物環境科

農業推廣科

︱ 場長 ︱
秘書室

人事室

室計主

蘭陽分場

有機農業研究中心

2 、預算員額說明

本場法定編制員額職員 5 1 人，本年度配合業務推展需要，配置預算員額

84 人，包括：職員 51 人、工友 2人、技工 8人、駕駛 1 人、約僱 22 人。



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場隸屬農業部，依據農業部 114 年度施政計畫，讓臺灣農業成為永續韌性的產業，讓農民成

為高專業的職業做為施政願景目標，透過「智慧、韌性、永續、安心」四大主軸之農業政策行動策
略，加速智慧科技擴散帶動農業發展，推動跨域科技整合，落實產銷資訊數位他及透明他﹔建構韌

性農業，加速建立真耐﹛︱美性與維護糧食安全之基礎環境網絡，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作為與適栽區調

整，確保糧食安全自主﹔打造跨域合作的農產業生態鏈，並重視農業生產與生態、資源之維護及循環

利用，引領臺灣農業邁向資源、產業、低碳淨零的永績 。 同時，透過完善農民福利體系及強化農業
金融韌性，鼓勵團隊式農業生產及經營人才培育，建構農事服務支援網絡﹔全面促進農村再生，推

動農村空間規劃，加強產業活化，強他農村長者綠色照顧服務，打造宜居宜業宜遊的新農村﹔持續

提升國產農產品市場區隔，強化農場到餐桌之農產品安全供應鏈，加強溯源管理與檢測 ， 擴大推動

有機友善及產銷履歷制度，並普及食農教育﹔擴大生產與通路之多元鏈結，開創全國農產物流新模

式，打造攻守兼備的農產外銷供應鏈體系，強化國外市場通路的鏈結，拓展高消費外銷市場﹔推動

農業轉型與升級，提高農民所得，讓農業成為高度競爭力的產黨，亦是國人信賴與支持的全民農業 。

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宜蘭、花蓮地區農業未來發展

需要，編定 114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下：

（一）年度施政目標

1 、 「智慧」 ：加速智慧科技擴散帶動產業發展，建構精準、效率、低經營風險的農業

(1）善用資通訊科技便捷性，建構數位服務科技整合之農業新世代多元化推廣與資訊傳播體系，

建立農業雲踹學習管道，製作數位學習教材，提供農友線上學習，編印多元他及豐富農業研

發及輔導成果刊物，系統他建置農業知識資料庫，提供農民及消費者即時及適時之資訊，提

升資訊傳播效率及服務品質，促進農業知識加值應用 。

(2）針對轄區特色及有機作物，開發省工節能之新型農業機械及符合產業效益之智慧農機 。 推廣

產業機械化，以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業技術，擴大轄區產業規模 。

2 、 「韌性」 ：加速基礎環境網絡佈建，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作為，強化農業韌性，確保糧食安全

(1）研發作物有機栽培及有機土壤肥培與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技術，提供消費者優質 、健康、衛生、

安全及對環境友善的有機農產品 。

(2）加強研發作物合理化施肥技術及土壤診斷輔導，加強輔導農民合理他施肥，提升農民施肥效

率，並節省施肥成本，提高作物品質，減少環境污染與負荷，落實農業永續發展 。

(3）研發建立宜蘭及花蓮縣重要及特色作物健康管理模式，整合各項作物優質栽培、合理他施肥

及病蟲害綜合管理技術與強化輔導，並研發設施健康栽培技術，強他病蟲害診斷服務及安全

用藥觀念，以提高農作物安全、品質與產量，確保消費者權益 。

(4）強他本場有機農業技術發展與輔導能量，規劃4公頃有機農業試驗與示範田區，進行農田環

境美學及促進生物多樣性農業操作技術研究，進行具機能性、原民特色、鄉鎮特色之多樣性

作物的整合性有機管理技術開發以及提供農民學院實地操作園區現地實習 。

(5）建立氣候智慧型之農業研發及生產體系，針對轄區農產業需求及特殊地理環境與氣候，並因

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之需要，加強作物育種研究，培育品質優良、抗病性強、抗逆境、真地

方特色、具保健機能功能、能與觀光休閑結合應用等作物新品種，推廣供農民栽培，促進地
區農產業升級與發展 。

(6）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及糧食安全需要，研發作物智慧型生產模式，建立無人機應用栽培新

技術與新興作物，以提升糧食安全 、 穩定農業生產、促進產業多元化。

(7）發展藥用保健作物產業及作物機能性產品研發，建立保健作物優良栽培技術’與開發機能性

產品，善用花蓮縣與宜蘭縣優良的自然環境與氣候條件，生產優質、安全的保健作物，建立

真特色的在地保健作物產業，開發機能產品以加值保健作物 ， 提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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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續」：重視農業生產與生態、資源的品質維護與循環利用，邁向資源、產業、低碳淨零的永
續農業

(1）統籌「找回原力一原鄉生態永續新農業核心技術研發與擴散」綱要計畫，導人科技與研發能

量，推動原民作物參與式保種，輔導符合原民耕作型態的栽培技術，提升原民傳統食品的安

全性，以原民風土特色發展部落旅遊產業 ， 期帶動部落農產業發展，並創造原住民產業價值，、

開創原鄉產業新風貌 。

(2）發展推動生態服務型農業，以提升生物多樣性，增加作物害蟲天敵數量以防治害蟲，維護生

物多樣性，促使生態、永續發展，並擴大深化 「里山倡議」精神，以里山倡議精神輔導有機樂

活緊落 。

(3）積極推廣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持續深他輔導推展有機樂活緊落，擴大有機村及集團栽培面

積，強他有機農民與消費者連結，維護永續環境 。

(4）利用地區農業資源及副產物開發有機栽培適用相關資材，取代他學物質使用，研發生物炭及

黑水自亡等應用技術’加強推動農業資源循環利用 。 建立農田碳排放基礎資訊，開發減排及增

匯等農業操作技術 。

(5) 輔導有機樂活緊落產業發展，加強農業廢棄物再利用，營造優質生產環境，增進生物多樣

性之生態，積極推動有機生活他、生活有機他。

(6) 建立跨域合作新典範’透過多元權益關係人參與平臺，結合農業相關單位、學術單位、在

地部落、政府部鬥及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強化部落農產業、監測生態環境、推動食農教

育、部落農遊及體驗活動，以環境永續經營為前提輔導部落 。

(7) 持續推動農業部門減量、增匯、循環及綠趨勢四大主軸淨零排放措施，鏈結政策資源，引

導產業朝淨零永續發展﹔推動技術研發導人循環場域，串聯產業上下游，輔導業者導人可

運作之商業模式，建構農業淨零循環示範場域﹔結合國內碳抵換機制與農業永續 ESG ，公
私協力推動農業碳效益價值他策略，引人企業資源投注國內自然碳匯發展，共創雙贏 。

4 、 「安心」 ： 更加完善農民福利體系，復育幸福農村﹔提高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的信賴

(1) 推廣國產食材，輔導產地餐桌理念，並整合有機農業、農村文化、地區特色創意美食及休

閒旅遊等元素，推動跨域結合文他創新及綠色生態、旅遊，推行食農教育，強化地產地消，

以活他在地經濟，推動區域性及主題性農業休開旅遊，促進農業加值及農業六級化發展 。

(2) 研發作物優質及有機栽培與加工技術，加速農業科技產業化 ， 生產以市場為導向的優良農

產品，並提升產品品質，健全宜蘭及花蓮特色作物產業鏈，提高地區農業競爭力，增加農

民收益 。

(3) 整合農業訓練資源，並建立系統性農事培育課程及實習場域 。 提升農民學院訓練中心功能

及品質，針對青年農民、專業農民、原住民 、 農村婦女及推廣人員等不同農業背景及需求，

妥善規劃課程與師資，辦理各項系統性及階層性專業訓練，培育優質農業人力，強化農業

經營管理職能。協助推動農業專業技術團、農業耕新國等人力圈 ， 以建立地區人力資源庫

及平臺，改善農業人力老他及缺工 。

(4) 推動行動教室，依各部落及地區農產業發展需求，客製他設計及辦理訓練課程，方便農友

就近參訓，提升農業人力素質 。

(5) 輔導青年農民栽培技術及經營管理理念，積極培育優質青年農民，輔導農業栽培技術 、 經

營管理能力及產品行銷能力，以促進農業人力年輕他 ，培育農業新世代。

(6) 提升農地使用效率，輔導農民種植進口替代、地區特產、外銷潛力及有機作物 ， 並積極研



發相關整合性栽培管理技術’落實農地活化工作，維護自然資源平衡，增加農村收益，提

高國產糧食供應，提升進口替代率 。 推動非基因改造雜糧作物生產之大糧倉政策，輔導有

機雜糧面積及擴大集團產區，增進活化農地利用效益 。



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二）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農作物改良 ︱一︱農業科技管理 11. 建立各項易受災作物如文旦、青蔥等之防減災機

及產業化 ︱ 制，提供農民參考，同時強調推廣機制的建立，提

I 升農民的防災作為 。

2. 評估褪黑激素及鵬胺酸等應用，緩解高溫逆境之水

稻傷害，建立花蓮宜蘭水稻高溫逆境調適技術研
。E.:tu 

3. 參訪瑞士有機中心及德國熱帶及亞熱帶農業研討

會，規劃中心營運模式、有機技術與強他國際合作

聯繫 。

4. 盤點金相加工產黨現況需求，建立金相冰品素材、

調味品等加工技術與產品，增加金相加工品之多元

性。

一農業政策與農 11. 強他農業產銷組織運作功能，發展地區特色農產業

民輔導科技發 ︱ 並提升地產地消效益﹔整合轄區休閒旅遊元素，提

展
升休閒農業經營管理能力及市場競爭力﹔輔導小地

主大個農、優質營農環境專區，促進農地、農民與

農村之創新加值。

2. 以ASR.農業社會責任認知態度指標為基礎，逐步建

立ESG永領經營認知態度指標，並規劃ESG永續經

營課程融入農民學院課程中提升學員對ESG永續

經營認知態度及執行意願。

3. 檢視與盤點現行農業技術團訓練課程內容，建立適

合融入課程的ESG基本概念和知識框架，提升農業

技術的應用效果 。

4. 建置有機水稻及雜糧產業之青年農民對 ESG認知

檢核指標，並透過教育和培訓，引導青年農民了解

,ESG （環境、社會和治理）的重要性。

5. 與原鄉小學合作以部落傳統作物為主題發展系列

食農教育課程及教材，提升學童對傳統作物及飲食

文他的認知及認同。

6. 與四個社區合作 ， 運用在地植物及農村元素發展在

地特色園藝療育方案，提升社區長者福于止 。

一 l農糧與農環科 11. 篩選措抗微生物應用於作物病害防治之研究，開發

技研發 ︱ 非農藥資材開發應用於植物重要病害防治資材，增

加有機和慣型農民防治病害新選擇。

2. 相橘類果實揮發性有機物對果樹樁象行為影響測

試，朝向誘殺1忌避物質研發，提供作物有機栽培中

較難防治樁象類害蟲於非農藥防治技術應用。



工作計畫名稱 ︱ 重要計畫項目

四 ︱防疫檢疫科技

研發

實施內容

3. 農業生態系長期生態監測－花蓮富里水稻，產區生態

監測，本計畫執行己持續 5 年，長期監測數據下可

累積作昆蟲相、肥力、產量、氣象等完整資料，以

提供國內稻作永續經營之基礎資料參考。

4. 開發青蔥作睦及青蔥移植雛型機，藉由導人機械化

達成青蔥移植省工高效目的，預計提高移植作業效

率 2倍，降低人工成本 3 倍。

5. 比較田菁、太陽麻、綠肥大豆、向日葵等各種綠肥

及不同翻耕時期對扮質土壤理他性質之影響，建立

新生粗質地土壤改良技術。

6. 宜蘭四南地區坡地蔬菜產業轉型：轉作其他新興作

物及高經濟作物等，如試種青蔥、啤酒花，耕作制

度調整，裡作導人冬季綠肥羽扇豆試種，及建立以

微生物應用為主的甘藍健康管理生產模式等。

7. 作物品種改良及選育：辦理水稻、番茄、辣椒、瓜

果類蔬菜、番石榴、青蔥、萱草、蝴蝶蘭、仙草、

山蘇及豆類等品種選育之試驗研究 。

8. 作物優質栽培技術建立與改良：辦理啤酒花、水

稻、原住民野菜、文旦、高接梨、西瓜、南瓜、新

興果樹、甜瓜、青蔥、有機蔬菜、高冷蔬菜、紫蘇、

大豆、龍鬚菜、馬告、樹豆、火蔥、辣椒等優質栽

培技術、種苗繁殖採後處理等試驗研究。

9. 原住民農產業技術建立：轄區原住民部落作物保

種、擴繁、栽培及有機栽培技術建立及示範。

10. 推動大糧倉政策活化休耕農地栽培雜糧：辦理雜糧

作物選種、栽培技術建立及示範’輔導有機雜糧面

積及擴大集團產區。

11. 以轄區產黨發展需求，規劃及辦理農民學院階層性

訓練班課程 。另依轄區有機產業 、有機專區發展需

求，盤點技fiitj缺口，規劃及辦理有機農業專業訓練

課程 。輔導轄區技術園、 耕新團及機械團等農業人

力圍之營運共 5 團，辦理相關輔導及訪視、專業訓

練、自訓及結訓考試等。辦理轄區外籍青農實習農

場審查及訪視。

12. 建立保健作物山奈有機栽培技術、建立當歸及山聚

有效成分分析技術。

花蓮地區作物病蟲害綜合管理技術研究，將轄區亟

需解決之重要作物病蟲害問題，以科研方式從藥劑

篩選、非農藥防治方向著手進行研究，並將成果以

觀摩會、講習、或技術移轉方式回饋給農民，以解



工作計畫名稱 ︱ 重要計畫項目

五︱農業水資源精

準管理科技決

策支援體系之

建構

實施內容

決病蟲害問題，提升轄內作物品質和產量 。

於文旦產區設置試驗點，透過文旦灌溉資訊調查與

水分供應技術的優化，降低雨量減少之氣候變他對

文旦生育、產量與品質之影響 。

六︱找回原力－原 J 1. 統籌 「找回原力一原鄉生態永續新農業核心技術研

鄉生態永續新︱ 發與擴散」 綱要計畫 ，邀集試驗、改良場所合作，

農業核心技術︱ 共同投入科技與研發能量，推動部落特色農產業發
I ＝。

研發與擴散 ︱ … 
'2. (1）籌辦原民傳統農耕知識及飲食文他豔點培力工

作坊及收集原民傳統農耕知誠與飲食文他相關資

料 。

(2）維運數位典藏人口網頁、辦理數位策展及擴增數

位典藏之資料 。

(3）蒐集海岸線廊道及其它廊道重點部落之農產業

概況、輔導需求，及規劃找回原力學堂訓練課程 。

3. 原鄉地區農田生態營造加強害蟲調節服務之技術

推廣，將針對提升農田生態系統服務之操作方式，

提供農民應用，或納入政策生態給付相關政策中，

將研究成果應用及政策獎勵機制擴散至部落農民 。

14. 花蓮原鄉地區作物病蟲害整合管理(IPM）研究 ， 協助

部落提升對於原民植物重要病蟲害認知，以及防治

技術應用 。

5. 花蓮原鄉特用作物加工加值技術開發，以部落擬發

展或發展中之作物為原料，開發適合部落應用之簡

易加工技術及產品 。

6. 原生原民植物開花期調查與繁殖培育研究，調查與

彙整 4處生態營造試作場域全年生長情形與開花

期，建立原生原民植物於農田生態營造之應用模式

與策略 。

7. 開發原鄉樹豆栽培機械他生產技術條件，以達省時

省工之目的並減少人工成本對產業生產之影響 。

8. 原鄉特色作物種原保存如祭儀、酒翅、香料、纖維

等傳統特用種類，與部落成立參與式保種園，擴繁

維持具部落特色之原民作物。

9. 原鄉山胡椒育苗生產技術與種苗回歸部落復育、火
蔥肥培優他與無病毒種苗生產技術研發。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l七︱智慧農業計畫

實施內容

優化改善遠端即時監控裝置，使其誤差縮小至 15%

以內，減少非標的物影響計數讀值，提供隨時可監

測青蔥產區甜菜夜蛾密度之工具，以作為是否加強

防治或發預警之評估。

八︱因應氣候變遷 11. 強化宜蘭地區青蔥、高接梨及花蓮地區文旦因應氣

淨零排放與調︱ 候災害之韌性調適技術，建立示範推廣場域，以達
到技術落地實證與擴散 。

花宜地區水稻田排放條數建立，以更新國家溫室氣

體排放條數，精進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計算。

3. 建立宜蘭地區水稻間歇灌溉栽培模式，及滿江紅取

代田菁之低碳栽培模式與示範場域 。

九︱淨零排放，自 11. 花蓮地區文旦果園草生栽培及有機質敷蓋技術

然碳匯增匯技︱ 研發與評估土壤增匯效益 。
12. 宜花地區農耕土壤碳匯資料建置與估算，盤點歷年

術開發 ︱
土壞有機質資料，並將資料圖資他，以利土壤碳匯

估算 。

建置宜花文旦與水稻剩餘資源循環示範場域研究 。

建立東部地區青蔥與麻豆文旦生物炭施用技術，增

加生物炭之運用，促進宜蘭花蓮地區夏季青蔥與麻

豆文旦產業價值。

蝴蝶蘭抗黃葉病育種驗證，建立智能數位育種體

系 。

執行花蓮地區水稻數位育種平臺測試記錄，將紙本

育種數據進行數位化保存 。

辦理各項人事及事務費用 。

以勞務委託方式與學研機構合作，針對本場特色作

物進行特定機能性活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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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 人員維持、 11.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2.

農業試驗發展 卜 ︱農業經營輔導 1 1. 促進農業推廣書刊流通，善用網路自媒體傳播農業

資訊，落實農業政策與成果宣導，充實農業栽培管

理技術及經營管理知能，以提升農業人力素質及競

爭力，並增進民眾對轄區農業的認同與支持 。

2. 提升農民暨消費者服務單一窗口及網路服務功

能，加強行政作業流程及效率，縮短行政作業時

間，提供即時、適時之農業相關資訊。

建置有機農業研究中J心資源循環堆肥舍示範工程

等，強他有機農業研究中心能量 。

推廣農業友善生產技術，參與轄區公部門與社區居

民協力合作平台，以利維護東部自然生態與農業友

善生產環境，推動里山倡議與地景保育。

- 17t:東地區有機

農業發展計畫

- I國土生態保育

綠色網絡建置

畫f下

nuu i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廿卅寸，

四 有機農業研究 辦理有機農業研究中心水電、保全、通訊、環境維

中心管理 護、週邊生態多樣性綠美化、田區管理、抗逆境氣

候調適育種溫室養護、軟硬體設備養謹、例行維運

等事項。

11 



三 、 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 112）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農作物改良 1.農業科技管理及 1.水稻新品種

產業化 權予聯采企業有限公司、協憶有限公司及富里

鄉農會。

2.番茄新品種＇1t.蓮 24 號．友愛，於 112 年秋季

已推廣 11 公頃，並進入全聯福利中心銷售。

3.萱草新品種

日獲得品種權證書，並於 112 年 5 月 30 日辦

理「新萱草品種＇1t.蓮 7 號．豐美，記者發表

會」。

4.苦瓜新品種花蓮 8號，於 112 年 1 月 18 日獲

得品種權證書，為葉部具有特殊機能之葉果兩

用創新山苦瓜改良品種。

5.建立紫蘇鹽、紫蘇糖漿、紫蘇漱口水、紫蘇乾

洗手等 4項加工技術及產品開發，產品可應用

於﹔水品、飲品、烘熔品、烹飪等用途。

6.舉辦番茄及青蔥整合性防治觀摩會及講習會4

場，與會達 201 人次，並完成青蔥及番茄擴散

約 14 公頃，完成番石榴整合性防治驗證及進行

相橘整合，性防治試驗。

7.建立甜瓜設施留果模式改善技術及種植期優先

模式共 2項，整合後可增加卡蜜拉品種產量

29.4% 。研提「哈密瓜設施袋耕管理技術」技

轉案 1 件， 112 年技轉 2 家農場，技轉金共

20 萬元。

8完成非專屬技術授權案及續約共4 件（「防治相

橘綠徽病之植保製劑配方與應用技術」、「兼具

防治梢橘黑點病及小型害蟲植保資材製劑配

方與應用技術」、「火蔥有機管理及種球處理技

術」及「寄生蜂球量產技術」）。

2.農業政策與農民 1.輔導轄區農業人力圖營運，辦理相關輔導及訪

輔導科技發展 視共 22 場次，辦理專業訓練 24 場次，共計 343

人參加，發放農業師傅初級結訓證書 11 張、中

級結訓證書 5 張、高級結訓證書 9 張。辦理轄

區菲律賓及印尼青農訪視 9場次，辦理外籍青

農實習生產業參訪與交流活動 2場次，共計 24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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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賞施成果

2.完成辦理農民學院進階選修訓練共 4班，參與

﹒人數 89 人 。 辦理原住民地區行動學堂，共 6

場次，計 155 人參與 。

3.針對轄內青年農民之需求，規劃生產及行銷管

理、農產加工、農產品研發跨域合作等訓練課

程與技術諮詢，服務實農人數計 848 人次。

4.辦理在地青年農民座談會及農產品推廣活動計

5 場次，共 397 人次參加。

5在地業師與業界達人，於農產品行銷、休閒體

驗、食農教育等層面進行諮詢輔導，共計輔導

實農 94 位，擴散效益達 1,028 人次 。

6.配合農業部「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認

定作業要點」 相關輔導事宜，積極辦理實耕人

計畫講習宣導 29 場，計 1,446 人次參加，其中

提供專業輔導 52 件 。

7.輔導田媽媽嵩屋餐廳新班孵育，經 1 年新班輪

導期，正式加入田媽媽品牌經營體系。

8.辦理食農教育基礎推廣人員培訓初階班 l 場次

及專業人員培訓1 1 場次，共計 89 位完成兩日訓

練課程 。

9.本場推薦宜蘭縣三星鄉有機米產銷班第 1 班及

才E蓮縣富里鄉蔬菜產銷班參加全國十大績優

產銷班評選，皆獲選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殊

榮 。

10.辦理 112 年度花宜地區綠色照顧推動計畫’與

冬山休閒農業區、太巴盟社區營造協會、牛翠

社區交流協會 、 富南社區等單位合作，配合地

區農村特色辦理綠照活動 27 場次，計 488 人次

傘三Y且／、1 。

11.推動轄區產銷履歷驗證制度， 112 年截至 12

月 8 日推動面積計 7105 公頃，年度推動面積

達 999 公頃，成效良好，獲農業部頒發團隊成

就特優獎肯定。

3.農糧與農環科技 1.育成水稻

研發 種權申請 6

2.完成大豆品種雜交處理 5 組合，蒐集地方種黑

豆 1 個，大豆 20 個品系比較試驗 。

3.育成辣椒新品系HT204及HT211 為適合花蓮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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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計作工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培之中小辣辣椒品種，正在進行性狀檢定調查。

4.辦理文旦早收栽培技術整合，於花蓮與宜蘭文

旦產地設置示範果園，召開示範觀摩會 2場次 。

5.建立山蘇新品種之組培配方開發 1 式，增進繁

殖效率 。

6.建立烏肥及有機質施用技術，有效解決產區龍

鬚菜夏季生長弱化問題，並辦理觀摩會推廣宣

導，獲產區肯定 。

7 .在仙草品種選育方面，完成 4個仙草觀賞性品

種選育，提出

' :ff，蓮 3 號， 和

8.在金相品種選育方面，於 112 年 8 月 14 日提出

蘭陽 1號，及關陽2號，金相植物品種權申

請， 112 年 9 月 12 日農業部受理申請並公開 。

9.進行青蔥耐熱品種選育工作，於純他優良地方

品種及雜交後裔篩選表現優良品系，試驗結果

以 HAF20031 及 HAF08L3 等二品系表現較佳 。

10.宜蘭地區青蒜帶病毒率調查及無病毒種苗圓

建立，於宜蘭青祥、產區採集青蒜葉片，進行病

毒檢測 。 採樣田區以大蒜普通潛隱病毒（GCLV)

比例最高，檢出率為 41.3% 。

11優化蓮霧簡易設施智農栽培技術，減少春夏季

裂果率 21% ， 提高平均售價 12% 。 開發番石榴

日燒預防新型套袋，有效降低套袋內溫度，減

少向陽果實日燒發生率 49% ，增加果重及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且果皮顏色佳 。

12.機能性番石榴品種選育：選出宜蘭紅肉拔代表

品系 1 個、高維生素C潛力品系 2個及高茄紅

素潛力品系 2個，並依宜蘭氣候改良高壓繁殖

方式 。

13.完成艾草有機栽培技術 2項、建立丹參之有效

成分萃取技術及功效確認分析技術各 1 項 。

14.建立啤酒花重要蟲害防治技術 1 項。

的建立潛力措抗微生物芽抱桿菌 B072 、 BOSl 增

量培養技術 l 項。

16.完成白頭主菜作睦機作業機構改良配置與設

計，提升作業效率，相對人力提高作業效率達

20 倍以上及減少人工成本達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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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17.協助推動有機、友善及安全農業： 112 年全國

有機種植面積 17,561.10 公頃，其中，花蓮縣為

3,326.80 公頃，宜蘭縣為 629.28 公頃，宜花地

區合計共 3,956.08 公頃，佔全台有機總面積之

22.53% 。

4.防疫檢疫科技研 1.建立青蔥降溫噴水防治甜菜夜蛾技術 1 項 。

發 2.完成番茄、青蔥、相橘、文旦、火蔥、西瓜、

甘藍等病蟲害防治（IPM）暨安全用藥輔導面積

50 公頃 。

3 .建立番石榴及相橘吸果夜蛾防治技術 l 項 。

4.完成友善資材導人番茄病毒綜合防治技術 l

工頁 。

5.建立西瓜蔓割病防治技術 l 式。

6.建立責蒜病毒檢測技術 l 式 。

7.辦理病蟲害診斷諮詢輔導 1,048 人次。

8.於花蓮西瓜產區設置試驗區，就水資源灌溉與

生育狀況進行試驗，併同病蟲害發生調查，研

發整合性管理模式。

5.雲世代產業數位 1.完成 39 家農業經營者導人農業數位生產管理

轉型”農漁產銷與 及多元數位行銷工具 。

農機創新營運計 2.辦理雲市集農業館數位工真應用說明會 3 場

畫 次，共 112 人次參加 。

6農業水資源精準建置文旦果園灌溉調控系統，以發展精準水資源

管理科技決策支 管理技術模式 。 初步試驗結果顯示 ， 東部地區麻

援體系之建構 豆文旦春梢期土壤體積含水率保持 20% ，可縮短

花期有利果園管理作業，並可有效維護果賞產

量。中果期土壤含水率 20%之處理可明顯降低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與酸度，並明顯提高果實糖酸

比。

7.找回原力一原鄉 1.完成樹豆機械採收密植試驗的個性狀調查。

生態、永續新農業 2協助紅葉部落建立山胡椒種苗繁殖體系，導人

核心技術研發與 種子 、仟插及高壓繁殖技術’以穩定產區種苗

擴散 生產 。

3.完成馬太鞍部落傳統地方種小米保種復育，拓

展種植面積至 0.4 公頃 。

4.於壽豐鄉建立火蔥栽培技術導人保種圈，完成

火蔥健康管理技術落地實施。

5.完成陸生藍綠藻種原蒐集與評估，分析花蓮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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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生陸生藍綠藻營養成分，選育高營養 、 耐熱且

具量產潛力種原 l 種。

6.建立原民作物之保種園，並栽種共 26 個品項原

民作物進行，性狀調查，並至部落教學推廣留種

技術。

7.建置部落保種廚房教學場域 「伊娜料理研究

室」’展示原鄉保種成果並定期舉辦原民特色

料理教學活動。

8.運用原民植物促進文旦園害蟲調節服務功能技

術 1項 。
了

9.建立火蔥病蟲害管理技術 l 式 。

10.以織羅部落生產的葛鬱金為主要原料，建立其

澱粉及纖維相關之加工加值技術，包括葛鬱金

水果糖片加工技術與產品、葛鬱金纖維餅乾加

工技術、葛鬱金纖維麵包加工技術與產品 l

式，增加葛鬱金多元應用並提升副產物加值利

用性。

11.建立花蓮原住民部落傳統農耕知識與飲食文

他典藏綱，籌劃與辦理傳統農耕知識與飲食文

他盤點培力工作坊 2場次 。 完成陸稻、紅黎、

綠豆、萊豆、樹豆等 30 項原民傳統植物之農耕

知識與飲食文化相關紀錄 。完成 120 筆資料典

藏、線上展覽 1 項。出版原民傳統知識系列專

刊4 冊， 112 年至部落辦理分級分群農業專業

訓練及部落原力學堂 6次，共 156 人參與 。

12建置部落廚房教學與展示場域 2處，於基地保

種 26 項種原，辦理 6項農科食農講堂，觸及教

驚人數達 150 人次以上 ， 展示推廣作物保種、

原味飲食等操作方式，以原鄉農耕智慧帶動部

落經濟 。

13.完成原鄉農業適地生產栽培技術、種苗繁殖技

術及病蟲害管理技術建置與優化共 3 工頁，促成

特色作物規模先生產，包括建立山蘇新品種之

組培配方開發 1 式，提升繁殖效率 20%以上﹔

完成火蔥小型害蟲（前馬）管理技術 1 工頁，研發

火蔥 SLV 病毒檢測技術，推廣 IPM 技術’與未

導人管理技術之對照田區比較增產 10% ﹔協助

復育馬太鞍部落地方小米品系，並輔導農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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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用鏈狀紙穴盤機械播種小米，突破部落特色產

業瓶頸 。

14.研發原鄉農產品加工技術 4項及機能性研究

成果 2項，包括葛鬱金纖維粉建立餅乾、麵包

配方與加工條件，輔導部落農遊伴手禮「德納

斯野菜沾醬」殺菌條件設定、保存期限訂定及

營養標示，研發「山苦瓜發酵飲加工技術」’

方便消費者即開即飲攝取山苦瓜特殊機能，具

體提升原鄉農產價值並連結廣大的養生消費

市場 。 在原民作物機能性研究進展上，火蔥萃

取物具有開發火蔥腸道保健及皮膚保養品的

系列產品潛力﹔山苦瓜種原具有視細胞損傷修

復之機能作用。

15.完成生態環境服務營造試驗，經檢視原民植物

營造後可增加花樁科天敵的數量以降低前馬
危害情形客降低約 10%危害率，對於生態系服

務有正向的影響，可供作政策規劃與推動之參

考 。

16.在原生植物開花期調查與繁殖培育研究方

面，建立生態營造試作場域共4處：玉里織羅

部落有機水稻田區（250 m2）、玉里織羅部落慣行

水稻田區(120 m2）、瑞穗屋拉力部落有機文旦果

圈（200 m2）與瑞穗屋拉力部落慣行文旦果園

(200 m2） 。

8.智慧農業計畫 完成大豆智慧他平台建置，累積歷年蒐集數據，

依氣溫、雨量、播種期等參數 ， 可應用進行產期

預測 。

9.因應氣候變遷淨 1.減排方面，調查花蓮與宜蘭地區水稻田溫室氣

零排放與調適之 體排放情形，提供未來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農業部門科學技 相關資料，亦於宜蘭建立田菁與滿江紅不同休

術及策略推展研 耕綠肥種植田區，評估溫室氣體排放情形，建

~ 立減碳休耕模式 。

2.增匯部分，於瑞穗地區文旦果園採集土壤建立

果圍有機碳含量基礎資料，並種植不同種類草

毯，觀察其對於土壤有機質變化，同時調查文

旦果樹碳匯能力，期待可建立完整文旦果園碳

收支流資訊及有效增加土壤有機質之農耕操

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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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3.調適方面，建立高接梨穗低溫寒害與梨果高溫

生理障礙減災調適技術各 l 式、示範果園 3 處﹔

防風網於寒流初期可增溫 2℃、提高不同品種

著果 30-109% ﹔ 夏季中午噴霧可降溫 4。c 、降低

豐水品種梨蜜症發生比例 17.4-40.0% 。

4.辦理農業淨零人鬥班，邀集農友 、 農企業及農

產業者針對農業淨零政策、國際趨勢、淨零操

作等內容進行系統性說明 l場次，共的人參與。

5 .就宜蘭地區實蔥、高接梨及花蓮地區文旦 ， 建

立試驗場域，評估致災條件與因應氣候災害之

韌性調適技術 。

10.淨零排放－農循 1循環農業技術應用，除頭城農場、行健有機合

環農業減碳科技 作社持續推動循環示範場域外，盤點東豐拾穗

與產業場域輔導 農場文旦果樹修剪枝條物質流，並評估不同設

備裝置下文旦枝條製成生物炭和生質能源之

可行性 。

2將東豐農場原有機大豆格外品搭配立川漁場蛻

殼等資材 ， 調製出有機蛋雞飼料，提高格外品

之價值並降低食物里程及碳足跡，促進有機畜

產發展。

二 1 一般行政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1.配合各項試驗工作之進行，協助完成各項人事

政風、主計、文書、庶務、出納、財物管理等

行政工作 。

2.完成三種不同啤酒花萃取物之他學成分 ， 對抗

發炎細胞激素之表達分析影響 。 完成 3 種萃取

物對人類大腸癌細胞株及乳癌細胞株之凋亡分

析，確認啤酒花之機能效果。

三、農業試驗發 1.農業經營輔導 1. 出版「一身神奇武功－LlJ苦瓜J 、「能量與勇氣之

展 豆－樹豆」 、 「雨中珍珠－雨來菇」 、「發芽」等 4

項推廣專刊及農技報導 5 期、農業專訊4期 、

農情月刊 12 期 。

2 .於網站即時發布活動訊息、招標公告、技轉公

告、農業氣象 、 病蟲害預測 、 本場發行之刊物

等重要資訊 ， 快速傳播農業資訊，新增資料計

415 件 。 透過單一窗口及電子郵件信箱，處理

農業諮詢案件計 200 件。

2.花東地區有機農 1.完成有機農業研究中心示範溫室周邊給排水、

業發展計畫 電力接引及全區 10 公頂場域圍牆及道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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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工程興建 。

2.整合場內各項研發成果，建構有機大豆一貫他

採收後處理及文旦加工量產設備之示範場域

各 l 處，共計 2處。

3.1 12 年 11 月 1 日圓滿舉辦全國首座、同時也是

亞洲第一座的「有機農業研究中心」揭牌典禮 。

3.國土生態、保育綠 1.輔導花蓮縣、豐潰鄉新社部落建置保種野菜園及

色網絡建置計畫 堆肥槽，透過老幼共學課程傳承原住民族的傳

統智慧與知識，持續維護里山社區的作物多樣

性 。

2.導人與推廣農業友善生產技術，辦理 2場示範

觀摩會及訓練班，以提高作物品質產量，以及

在氣候變遷下的抗風險能力 。

3.於有機農業研究中心建置農田生態友善農法示

範場域 l 處，示範展示 2 項作物有機友善耕作

技術 。

4.推動花蓮縣、豐潰鄉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

農業倡議平台、港口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漁業倡

議平台工作，輔導豐演鄉部落有機友善耕作技

術，並輔導農友學習農產品加工，將所生產之

農作物進行加工打樣試製，提高農產品利用價

值 。 並協助 5 個里山倡議及跨部會機關協力平

台推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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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度已過期間 (113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 、農作物改良 l農業科技管理 1.完成相橘整合性防治驗證，並於6 月 12 日舉辦「原

及產業他 鄉茄科作物病蟲害綜合管理示範觀摩會」’將本場

病毒病整合性防治技術擴散至南投縣仁愛鄉之設

施大果番茄栽培，與會人數達 60 人次 。

2.以國產植保機為標的，進行蕃麥栽培應用無人機

操作，建立蕃麥省工UAV 栽培技術並推廣應用，

持續擴大著麥栽培面積 。

3.番茄新品種＇1t:蓮 24 號－友愛，於 113 年春季己

推廣 13 公頃，並進入全聯福利中心銷售 。 於 1

月 24 日辦理番茄 「番茄抗病品種＇1t:蓮 24 號．

友愛，及番茄病蟲害綜合管理觀摩會」 。

4.抗稻熱病之水稻新育成品種 「花蓮 27 號」 辦理命

名審查會獲通過 。

5.西瓜因 3 月低溫導致收花不良造成裂瓜，後期又

出現相關病毒病為害情形，本場迅速釐清相關原

因，並於 5 月 13 日及 7 月 12 日於鳳林鎮及壽豐

鄉辦理「花蓮西瓜栽培技術及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說明講習會」 。

6.成功導人‘卡蜜拉，品種於宜蘭地區種植，並成

為 113 年壯圍鄉農會哈密瓜上市記者會宣傳重

點﹔篩選出宜蘭設施適栽之網紋甜瓜國產品種

‘亞瑟國王 20 號，，可取代慣用進口品種‘玉珊

2 號’ ， 並辦理觀摩會 l 場，反應極佳。

2.農業政策與農 1.輔導轄區技術團、耕新團及機械團之營運共 5

民輔導科技發
團，辦理相關輔導及訪視共 12 場次 。 辦理專業訓

展
練 6場次，共計 78 人參加，辦理回訓及結訓考試

l 場次，共計 7 人參加 。 辦理轄區菲律賓及印尼

青農訪視 2場次 。

2.完成辦理農民學院進階選修訓練 2班，共計 55 人

參加。辦理分群分級農業專業進階選修訓練﹒農產

品加工（蔬果雜糧）班，共計划人參加。辦理農業

專業訓練 2班，共計 58 人參加 。 辦理部落原力學

堂．清水部落小米栽培管理及傳統文化班，共計

29 人參加 。

3.辦理在地青年農民座談會及農產品推廣活動計 5

場次，共 341 人次參加。

4.在地業師與業界達人 ， 於農產品行銷、休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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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食農教育等層面進行諮詢輔導，共計輔導青農 20

位，擴散效益達 100 人次。

5.配合「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認定作業要

點」相關輔導事宜，積極辦理實耕人計畫講習宣

導 23 場，計 1,485 人次參加，其中提供專業輔導

8 件。

6.於開放日辦理「食農達路岸」主題食農體驗活動，

邀集部落及學研單位針對部落傳統食農文化及產

業發展成果設計體驗活動，讓民眾能深刻體認花

蓮地區部落食農文化之獨特與多元，計 580 人次

參與。

7月眉國小火蔥食農教育系列課程：以月眉部落傳

統作物火蔥為主題設計系列課程，讓學童從火蔥

種球挑選、栽培管理、簡易病蟲害防治至採收、

料理應用有更深入之認知，並加強學童對於傳統

飲食文他及部落產業之認同，計 50 人次參與。

8.與南昌社區、豐山社區、摩里沙卡社區、富源社

區合作發展綠色照顧園藝療育方案，提升農村長

者生活福祉。

3.農糧與農環科 l於 1 月 23 日辦理「台灣第一做飯米－花蓮 26 號」

技研發 推廣記者會，宣導該品種適用於西式撤飯的各項

特質，獲廣大迴響。

2.辣椒新品系HT204及HT21 1 已經完成性狀檢定調

查，俟本場研管會通過後送農糧署進行品種權申

講。

3.完成東部地區潛力果樹試驗果園 2處之建置。

4.鑒於金針花一日花鮮蕾不耐儲運，商品品質易降

低，本場利用荷蘭進口機械製成之新包裝袋，並

進行 1℃保鮮試驗，結果顯示，新包裝袋有較佳

之金針花品質。

5.透過集團運作組成文旦早收小組 14 名且，涵蓋面積

100 公頃 。 配合專用作業手冊及 Line 群組同步精

準導人技術，使文旦果實糖度提早達 10.5 。 Brix

而適於採收，有效調整產期，確保農友收益。

6.完成兼具觀賞與機能性之仙草優良品系 6個與對

照品種 3 個田間定植， 6 月 24 日完成株型調查 ，

將持續進行品種性狀檢定調查 。

7.完成宜蘭地區黃金茂谷相不同脖藏溫度、時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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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果實品質影響之試驗﹔持續辦理施用生石灰、棕

欄灰對宜蘭地區黃金茂谷相生育影響試驗及調查

花謝後果實發育生理基本資料 ， 有助宜蘭新興梢

橘產業發展。

8.完成宜蘭地區新興作物藍莓不同生長調節劑濃度

處理之綠枝仟插試驗﹔持續採收並調查 10 個藍莓

試種品種性狀資料及病蟲害發生情形，將有助宜

蘭新興果樹產業發展 。

9.進行青蔥採收後處理試驗，去除青蔥表面水分，

完成二批次採後處理試驗，結果，顯示處理組能達

到低氧氣及高二氧他碳之氣變條件，對照則失重

率較高，可有效保持冬季青蔥良好品質及延長儲

存期 。

10.完成宜蘭機能性紅肉拔代表品系及4個潛力品

丟失高壓苗培育及定植﹔高壓苗促成栽培試驗已進

行肥灌處理 8 週，營養生長情形以 80%及 100%養

液濃度處理較佳 。

1 1.完成艾草之連續收穫第一次之產量調查、建立丹

參之萃取技術 2項及功效驗證分析 1 項 。

12.推廣番茄技術擴散 1 公頃。

13.相橘吸果夜蛾防治技術 1 項 。

14建立辣椒炭痘病措抗微生物培養技術 1 項 。

的建立青蔥移地保種技術 1 Ji頁 。

16.完成白頭主菜移植機研究與開發：提升作業效

率，相對人力提高作業效率達 2倍以上及相對減

少人工成本達 50%以上 。

17寄生蜂球施放技術優化及輔導：以新式球型蜂片

以無人飛行載具整合投放器於空中施放，降低天

敵適放人力成本 。 配合未來電池能力提升，蜂球
尺寸縮小可大幅提高投放裝置的運載量，進而提

高單次投放效率，降低農民或飛手時間成本。

18.協助推動有機、友善及安全農業：至 6 月全國有

機種植面積凹，100 公頃，宜花地區合計共 4,325

公頃 ， 佔全台有機總面積之 22.6% ’其中轄區上

半年增加 326 公頃。友善耕作部分，至 6 月全國

總計 7,031 公頃，轄區 676 公頃，佔全國之 9.6% ﹔

增加 32 公頃。

19 .以苦瓜為原料，完成苦瓜乾燥原片進行不同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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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處理對總多酌與類黃闢含量之影響，已初步

建立苦瓜飲品配方及加工方法。

4防疫檢疫科 1.建立哈密瓜細菌性軟腐病防治技術 1 工頁 。

技研發 2.完成宜蘭地區壯圍鄉、五結鄉等共 21 個田區青蒜

葉片採集及帶病毒率調查，病毒檢定以分蔥潛隱

病毒（SLV）普遍存在，檢出比例最高。

5.雲世代產黨 1.完成 10 家中小微型業者數位轉型需求調查與促

數位轉型－農漁 案輔導。

產銷與農機創
2.辦理 「 113 年農業數位基盤星點計畫」雲市集數

位服務應用說明及教育訓練 2場次，參加人數共
新營運計畫 計 142 人。

6.農業水資源 初步試驗結果顯示，東部地區麻豆文旦春梢期土壤

精準管理科技 水勢宜保持－5～－ 15kPa ，可縮短花期有利果園管理作

決策支援體系
棠，並可有效維護果實產量。

之建構

7.找回原力－原鄉 1.建立花蓮原住民部落傳統農耕知識與飲食文化典

生態永店買新農 藏綱，籌辦原民傳統農耕知識及飲食文他盤點

業核IL、技術研
培力工作坊 l 場，收集原民傳統農耕知識與飲食

文化相關資料的項。累積完成 1.40 筆資料典藏，
發與擴散

出版原民傳統知識系列專刊 4 冊， 113 年至 6 月

為止在部落辦理分級分群農業專業訓練及部落原

力學堂 1 次，共 29 人參與。

2.建置部落廚房教學與保種圖展示場域 2處，累積

於基地保種 29 項種原，展示推廣作物保種、原味

飲食等操作方式，以原鄉農耕智慧帶動部落經濟。

3 .進行原鄉農業適地生產栽培技術、種苗繁殖技術

及病蟲害管理技術建置與優化共 5 工頁，促成特色

作物規模化生產，包括選育山蘇優良品種 1 項、

選育適合機械生產樹豆栽培品種 1 項，進行山胡

椒雌雄株分子辨別技術研究 1 項、推動四南部落

甘藍 IPM技術 1 項 、 開發原住民特色作物有機芽

菜技術 l 工頁。

4.研發火蔥加工技術與產品開發 2項，輔導部落農

遊伴手禮葛鬱金、火蔥加工禮盒 2項。在原民作

物機能性研究進展上，山苦瓜種原具有抑制乳癌

細胞增生之機能作用。

5.完成導人原民植物後慣行水稻一期作害蟲調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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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加強成效評估及慣行文且花期和小果期害蟲調

節服務加強成效評估，對於生態系服務有正向的

影響，可供作政策規劃與推動之參考 。

6.研發農業技術解決原鄉部落發展瓶頸，並將技術

導人部落應用至少 5 戶。

7.於石平部落導人樹豆機械採收 。 此為花蓮樹豆產

業應用機械採收之首例，採收當日並於部落舉辦

機採觀摩會，並展示以樹豆為食材之各式餐點 。

8.一起原民 Mipaliw 參與式保種園 14 處 。 山胡椒有

銅門部落、重光部落、紅葉部落 。 小米為清水部

落、南安部落、馬太鞍部落 。 野菜有里漏部落、

太巴盟部落、邦查農場、新社國小、貓公部落 。

龍爪櫻於山里部落 。火蔥於月眉部落、月眉國小 。

9.透過秀林鄉公所之技轉，以銅鬥部落、重光部落

為基地，技術輔導山胡椒催芽與育苗技術，協助

當地部落復育山胡椒族群，以促進當地新產業發

展 。

10.南安部落擇定兩處進行小米復育，協助維持小米

種原 20 種以上，協助發芽率不良之種原，進一步

擴繁後回歸部落 。

11.於山里部落協助復育龍爪櫻及其他豆科傳統作

物，導人栽培技術並與當地原民共耕，交流不同

形式的栽培法 。

12.推動小菜蛾共同防治面積 3 公頃 。

13.運用原民植物營造慣行水稻田加強害蟲調節服

務技術 p：頁 。

14.以壽豐鄉月眉部落之特色作物火蔥為原料，建立

「火蔥粉加工及應用技術」 l 式，可應用於調味

及餅乾等休閒食品，已辦理非專屬技術授權案公

告 。 另配合與壽豐鄉農會及公所辦理「月眉火蔥

節暨食農教育推廣活動」’呈現火蔥加工品成果，

增加社會大眾對火蔥之認議 。

15.完成玉皇織羅部落水稻田區與瑞穗屋拉力部落

文旦果園共4處生態、營造試作場域之春夏季生長

情形與開花期調查 。

8.智慧農業計 1.分析大豆智慧他平台蒐集數據，依氣溫、雨量 、

書 ． 播種期等參數，完成產期預測模式開發，該模式

預定形成非專屬授權技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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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吉安、玉里兩處進行水稻無人機省工直播之在

地他應用試驗，開發產黨他適用技術 。

9.因應氣候變遷 1.持續調查宜花地區水稻田溫室氣體排放情形，亦

淨零排放與調 於宜蘭建立田菁與滿江紅不同休耕綠肥種植田

適之農業部門
區，評估溫室氣體排放，建立減碳休耕模式﹔增

匯部分亦持續於瑞穗地區文旦果園採集土壤建立
科學技術及策

果圍有機碳含量基礎資料，同時調查文且果樹碳
略推展研究

匯能力。

2.辦理農業專業訓練”淨零碳排與金針栽培管理班 l

場次，共計 28 人參加。

3.完成青蔥高溫調適栽培技術示範場域 l 處之建

置，並完成麻豆文旦質性調查 1 項。

4. 

頃，進行調適技術栽培試驗，於 5 月初完成哇面

覆蓋泰維克及青蔥定植：另於三星鄉選擇 5 處蔥

田，定植後每 2 週調查甜菜夜蛾及細菌性軟腐病

發生情形。

5.宜花地區重要作物氣候災害調適技術研究， 已於

宜蘭三星設置青蔥示範場域試驗中，花蓮瑞穗文

旦產區持續進行氣象資訊與果品質性關聯性調

杏。

10.淨零排放－循 l完成黑水自亡養殖測試2個世代，並完成自亡糞三級

環農業減碳科 距肥效試驗及作物毒害試驗各 1 期成果 。

技與產業場域
2.完成金針產品碳盤查，找到碳排熱點並著手規劃

減碳作為。
輔導

二、一般行政 基本行政工作維 1.配合各項試驗工作之進行，協助完成各項人事、

持 政風、主計 、 文書 、 庶務、出納、財物管理等行

政工作。

2.與北醫大學及嘉義大學教師合作，針對文旦加工

副產物的特定類別他合物分析血糖調節與抗憂鬱

活性，以進行機能性的加值利用。

25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三、農業試驗發 1.農業經營輔導 1.出版「五色鳥的報恩」等 1 項推廣專刊、農業專

展 訊 1 期、農情月刊 6 期。

2.於網站即時發布活動訊息、招標公告、技轉公告、

農業氣象、病蟲害預測、本場發行之刊物等重要

資訊，快速傳播農業資訊，新增資料計 216 件 。

透過單一窗口及電子郵件信箱，處理農業諮詢案

件計 70 件 。

2.花東地區有機 1.於 113 年 3 月 27 日加入 IFOAM ，預計於 12 月 1

農業發展計畫 至 3 日參與世界有機大會（Organic World 
Congress），強他有機農業研究中心之國際互動 。

2.與英國有機研究中心（Organic Research Center, 
ORC）研究主管 Julia Cooper及執行長 Lucy

Mac Lennan 取得聯繫並辦理學者會議，交流中心
研究重點與可能合作方向。

3.國土生態保育 1.輔導花蓮縣、豐演鄉輔導貓公部落留種技術，復育

綠色網絡建置 阿美族釀酒製作酒翅原料植物，協助部落建置酒

計董 翅原料植物保種園。

2.導人與推廣農業友善生產技術，辦理 2場示範觀

摩會及訓練班，以提高作物品質產量以及在氣候

變遷下的抗風險能力。

3. 
場域 1 處，示範展示 2 項原生野花草毯繁殖技術

及樹豆有機友善栽培技術。

4.推動花蓮縣豐潰鄉新社村 r森－J 11－里－海」生態農

業倡議平台、港口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漁業倡議平

台、宜蘭縣雙連埠里山倡議權益關條單位平台工

作，輔導部落及里山社區有機友善耕作技術，並

輔導農友學習農產品加工，將所生產之農作物進

行加工打樣試製，提高農產品利用價值。

4.有機農業研究 辦理有機農業研究中心水電、保全、通訊、環境維

中心管理 護、田區管理、軟硬體設備養護、例行維運等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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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要表





其豆資門4并吉十

科 自

幸文 項 目節 名稱及編號

正E』:I 計

0400000000 
2 罰款及賠償收入

0451180000 
175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0451180300 
賠償收入

0451180301 
1 一般賠償收入

0500000000 
3 規費收入

0551180000 
144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0551180100 
行政規費收人

0551180101 
審查費

0700000000 
4 財產收入

0751180000 
188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0751180500 
廢舊物資售價

1200000000 
7 其他收人

1251180000 
186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1251180200 
雜項收人

1251180201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1251180210 
2 其他雜項收入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箏民國114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前年度

預算數 預算數 決算數

745 745 1,925 

10 10 1,054 

10 10 1,054 

10 10 1,054 

10 10 1,054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 

90 90 21 

90 90 21 

90 90 21 

565 565 851 

565 565 851 

565 565 851 

. . 457 

565 565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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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與
說 明

上年度比較

. 

．本年度預算數係廠商違約逾期交
貨或完工之賠償，收入。

. 

． 本年度預算數條農藥田間試驗等
收人。

－本年度預算數（在出售報廢財產及

廢舊物品等收人 。

前年度決算數像收回以前年度工

程瞋餘款等繳庫數 。

本年度預算數條出售農業試驗草

生物、銷售出版刊物、借用宿舍

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及宿舍管

理費等收入 。



經資門併計

科 自

款 項 自 節 名稱及編號

0051000000 
16 農業部主管

0051180000 
18 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

5251180000 
科學支出

52511 81000 
農作物改良

;< 

. 

5651 180000 
農業支出

5651180100 
2 一般行政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攀民國 114 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前年度 本年度與

預算數 預算數 決算數 上年度比較

257,121 251,588 251,648 5,533 

119,043 112,285 95,495 6,758 

119,043 112,285 95,495 6,758 

138,078 139,303 156,153 斗，225

98,096 92,499 85,369 5,597 

28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說 明

1.本年度預算數119,043千元，包括

人事費120千元，業務費106,302千

元 ， 設備及投資12,621千元 。

2 .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

較如下：

(1 ）作物改良研究經費40,724千元

’ 較上年度減列辦理蕃麥產銷

加值鏈結及栽培面積推展等經

費10 , 459千元 。

( 2）作物環境研究經費的 ，493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辦理宜花文旦

與水稻剩餘資源循環示範場域

研究等經費口，268千元。

( 3）農業推廣研究經費時，209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辦理花蓮區農

民學院課程融入環境 、 社會及

治理面肉之永續經營研究等經

費505千元。

(4）分場農業試驗研究經費14 ,6 1 7

千元，較上年度增列辦理宜蘭

四南地區坡地蔬菜產黨轉型關

鍵技術之研發等經費4 ,444千元

。

1.本年度預算數兒，096千元，包括人

事費88 ,125千元 ， 業務費8,81 8千

元，設備及投資895千元 ， 獎補助

費258千元 。

2 .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

較如下 ：

(1 ）人員維持費品， 1 25千元，較上

年度伸算增列調整待遇等經費4

,464千元 。

(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9,971千元



經資鬥4浮宮十

科 自

款 項 自 u.r 名稱及編號

5651180200 
3 農業試驗發展

5651189000 
4 一般建築及設備

5651189002 
營建工程

5651189011 
2 交通及運輸設備

5651189800 
5 第一預備金

本年度

預算數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上年度 前年度 本年度與
預算數 決算數 土年度比較

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 明

’較上年度增列電費等1,133千
了℃。

39,752 46,704 63,029 -6,952 1 . 本年度預算數”，752千元，包括黨

務費21 , 252千元 ， 設備及投資18,5

00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

較如下．

(1 ）農業經營輔導經費252千元，與

上年度同。

(2）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畫（第

三期）總經費l 14 , 196千元，分4

年辦理， l 11至l 13年度已編列9

6, 196千元，本年度緻編最後l

年經費時，000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6,952千元 。

(3）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

盡(111 -114年）總經費詣 ，778千

元 ， 分4年辦理， l 11至113年度

已編列20,278千元，本年度續

編最後1年經費6,500千元，與

上年度同。

(4）有機農業研究中心管理經費15,

000千元，與上年度同。

130 .. 7,755 130 

.. 6,865 ﹒前年度決算數係辦理辦公室耐震補強

工程之經費。

130 . 890 130 新增汰換輕型電動機車2輛經費如列

數。

100 100 . ﹒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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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層表





呵
呵
表

叭
叭
妥

業
提

暐

農
明
山

區
說
趴

蓮
目

戒

叫
咱
項村

開
入

刷
刷
歲 單位：新壹幣千元

來源、子目及 0451180300 -0451180301 秘書室

細目與編號 賠償收人 ．一般賠償收入 預算金額 10 承辨單位

歲 A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廠商違約逾期交貨或完工之賠償收入 。

二、 法令依據

依據國庫法第11條規定辦理 。

金 額 及 言兌 明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金 事R 說 明

0400000000 

2 罰款及賠償收入 10 

0451180000 

175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10 

0451 180300 

賠償收人 10 

0451180301 

一般賠償收入 10 廠商違約逾期交貨或完工之賠償收人。

31 



呵
呵
表

制
漢

業
損

叫

農
明
山

區
說
趴

這
e

民

刻
且
『
圓
周i

惦
項
H

M叫
入

U
U歲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子自及 0551180100 -0551180101 作物環境科

細目與編號 行政規費收入 ．審查費
預算金額 80 7f＜.辦單位

歲 ／、 項 目 言兌 明

一 、項目內容

農藥田間試驗等收人 ，依規定解繳國庫。

二、法令依據

1.依據規費法第7條規定辦理 。
2.依本場 「辦理農藥田間試驗收費標準」規定辦理

金 額 及 說 明

款 項 自 自F 名 稱 金 額 說 明

0500000000 

3 規費收人 80 

0551180000 

144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80 

0551180100 

行政規費收入 80 

0551180101 

審查費 80 辦理農藥田間試驗等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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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呵
表

制
妥

業
損

神

農
明
山

區
說
臥

車

3

民

已
－
U
華

4
4

圈
圈F
b
i

神
州

心
和
歲 單位：新壹幣干元

來源、子目及 。751180500 秘書室

細自與編號 廢舊物資售價 預算金核 90 承辦單位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 、項目內容

報廢財產等處分收入，依規定解繳國庫。

二、法令依據

依據國庫法第11條規定辦理 。

金 額 及 說， 明

款 項 自 節 名 幸存 金 額 說 明

0700000000 

4 財產收入 90 

。7511 80000

188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90 

0751180500 

廢舊物資售價 90 你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處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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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呵
表

制
品
清

黨
提
服

農
明
山

區
說
趴

這
目
明

叫
咱
項村

閃
閃
入

U
U歲

單位：新壹幣千元

來源、子 目及 1251180200 -1251180210 秘書室

細目與編號 雜項收人 －其他雜項收入
預算金額 565 承辨單位

歲 入 項 自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試驗農產品生產、銷售出版刊物、借用宿舍員工
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學員宿舍場地清潔費及
國有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售電回饋金
等收入，依規定解繳國庫。

二、法令依據

1 依據國庫法第11條規定辦理 。
2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4點及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100年6月 28日局授住字第10003017
26號函辦理 。

3 .依據國有財產法第28條規定及國有公用不動產收
益原則規定辦理。

金 額 及 說 明

款 項 自 自F 名 4為 金 額 說 8月

1200000000 

7 其他收入 565 

1251180000 

186 才E蓮區農業改良場 565 

1251180200 

雜項收人 565 

1251180210 

2 其他雜項收入 565 1.水稻等試驗孽生物處分收入265千元 。

2.銷售出版刊物收人5千元。

3.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96千元及宿舍管理費收

人48千元。

4.學員宿舍等場地清潔費收入120千元。

5. 國有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售電回饋金收入31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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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經資門併吉十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文計畫概況表

中華民國l 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的1181000 農作物改良

計畫內容：
l.辦理轄區重要及特色作物優良新品種選育，應用分子輔
助育種等技術加速育種效率，提供多元及優質品種供農
產黨利用。

2 .研發作物因應氣候變遷降低天然災害影響及設施農業導
人智能監測等栽培新技術，減少農業天然災害損失﹔建
立適宜進口替代作物栽培模式，增進活化農地利用效益

3.花蓮及宜闊地區特色保健作物栽培技術建構，建立轄區
特色保健作物之機能性成分分析技術 ’ 建立加工保存及
中草藥副產物利用技術’強化農業產黨價值鏈。

4.強他有機研究中心功能，開發花蓮及宜蘭地區有機作物
栽培技術 、 肥培管理等栽培模式，開發原生蔬菜等有機
適用新作物品項，提升有機農友收益，促進有機農產黨

發展。
5.建置部落食農教育教學與展示場域，強化原鄉部落重要
特色作物種原保存知能，藉由食農教育帶動原味飲食、
部落體驗旅遊等部落經濟發展。

6.導人省工與無人機栽培技術，發展原住民農業，導人現
代農業應用科技，建立適合原住民耕作習慣的栽培技術
與經濟生產模式、提升原民傳統食品的安全性、加值原

民特色產品，建構原住民特色產業價值鏈。
7.推動轄區淨零排放與循環農業示範場域，促進農業永緻
經營。

8.整合農作物健康管理及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技術、合理化
施肥技術、研發及運用非農藥資材於慣行及有機體系進
行病蟲害防治 ， 推動青蔥甜菜夜蛾等害蟲進行區域共同
防治，建構農產品優質安全生產體系。

9 .研製支持有機農業及活他農地政策之農業機械以提升生
產效能。

10.發揮農民學院效能，促進農業人力年輕化，提高農業
經營效率，促進農產黨加值。

11.強他資通訊服務功能，推廣有機樂活及休閒產黨資訊
平畫，加速農業技術及資訊傳播推廣。

12.推動大粗倉吉十壺，輔導有機雜糧面積及擴大集團塵區
，增進活化農地利用效益。

預算金額 I 119,043 

預期成果 ：

l.育成作物優良新品種2個，授權推廣農民生產應用。
2.提升宜蘭露天甜瓜增產技術、青蔥、與高﹔令蔬菜採收後處
理技術、提昇國產梨穗之梨果品質生產技術、有機蔬菜
生育障礙改善技術、建立黃金茂谷棺果實採後處理技術
計5項，推動循環場域l處，推廣青蔥蟲害氣候預警系統
l項 。

3.優化農產加工技術2件，建立中草藥有機栽培技術1項、
機能性成分分析技術3項。

4.建置部落食農教育教學與展示場域l處，辦理原力學堂
強化在地原鄉人才多元發展，促進食農教育、農業服遊
及部落經濟發展。

5，完成4項原住民特色作物單產栽培技術，打造原鄉飲食
健康衛生安全、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2項，提升亮點部
落產業加值效益。

6.建構優質安全農業蔬菜生產技術1項，完成作物肥培管
理模式改善技術l項、農業資源循環利用技術l項。完成
農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技術1項，降低他學農藥使用
量10% 。

7.推動宜花循環農業示範場域2處。
8. 完成自動他農業機械研製與改良2項。
9.辦理農民學院及農業專業訓練，培育500位核心農業經
營者。

10.在佳運資訊平藍功能，串聯有機樂活、健康安全、原民
產黨六級化資通訊服務功能，加速農業技術及資訊傳
播推廣，推動原鄉部落傳統農耕知誠與飲食文化保存
活用4處。

11.輔導增加雜糧栽培區面積約100公頃以上，增進活他農
地利用效益。

分文計畫及用途別料自 ·＂且. 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01 作物改良研究 40,724 作物改良科 本分支計畫像辦理作物育種、栽培技術之研究、

1000 人事費 35 應用分子輔助育種及組織培養技術進行作物品種

1040 加班費 35 改良等計畫。其中投注於原住民族地區經費6,80

2000 業務費 39,996 0千元 。其內容如下 ：

2003 教育訓練費 421 1 .人事費35千元，你試驗業務超時加班費 。

2006 水電費 2,284 2.業務費”，996千元。

2009 通訊費 635 (1 ）員工教育訓練費421千元。

2018 資訊服務費 675 (2）水電費2 , 284千元。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1,190 (3）郵電、數據、網路通訊費等635千元。

2024 稅捐及規費 427 (4）資訊相關設備保養、維修及操作服務費等6

2027 保險費 88 75千元 。

2033 約用人員酬金 14,946 ( 5）試驗研究業務租用試驗場地、物品 、 車輛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18 租金等1 ,190千元。

2039 委辦費 1,600 (6）公務車輛牌照稅、燃料使用費及品種權登

35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歲出計畫提要A.分文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吉十 中華民國l 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251181 000 農作物改良 ︱ 預算金額 ︱ 119,043 

分支吉十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 額 承辦單位

2045 圍內組織會費 21 

2051 物品 11 736 

2054 一般事務費 3,782 

2063 房屋建築養護費 281 

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12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180 

2072 國內旅費 1,000 

. 2081 運費 500 

3000 設備及投資 693 

3020 機械設備費 283 

3025 運輸設備費 350 

3030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60 

02 作物環境研究 47,4931作物環境科

1000 人事費 30 

1 040 加班費 30 

2000 業務費 36,540 

2003 教育訓練費 201 

2006 水電費 2,125 

2009 通訊費 255 

2018 資訊服務費 730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1,599 

2024 稅捐及規費 220 

2027 保險費 20 

36 

說明

記年費等427千元 。

(7）實驗大樓及辦理示範觀摩活動保險等88千

7忘。

(8）辦理特定業務遊用約用人員協助學術研究

進行等所需費用14,946千元 。

(9）學術研討聘請專家學者講座鐘點費、出席

費等218千元 。

(10）委託辦理花蓮山苦瓜機能加值他應用之開

發1,000千元﹔委託辦理火蔥薄細胞切片

去病毒技術研發600千元，合計1,600千元

(1 1 ）參加國內農業學術團體所需會費21千元 。

(12）購置實驗用種苗、育苗用材料、肥料、農

藥、農具、油料、文具等l 1,736千元 。

(13）協助質驗室試驗資料分析等勞務承攬、印

刷、環境佈畫、清潔、保全及雜支等3,78

2千元。

(14）實驗大樓、溫網室等所需修繕費用281千

7它。

(15）公務車輛及其他辦公用器真之保養、維修

等12千元 。

(16）各項儀器設備、農機具、發電機、電力設

備等保養維修費180千元 。

(17）國內差旅費1,000千元。

(18）試驗資材、器具等運送費用500千元。

3 .設備及投資693千元 。

(1 ）汰換單眼數位相機及背負式動力割草機等

機械設備283千元 。

(2）汰換腹地搬運車等350千元 。

(3）購置水稻數位育種平蓋測試用平板電腦等6

0千元。

本分支計畫像辦理作物肥培、病蟲害管理技術、

農產品加工及農業機械研發等計畫。其中投注於

原住民族地區經費3,000千元。其內容如下：

1 .人事費30千元，條試驗業務超時加班費 。

2.業務費36,540千元。

(1 ）員工教育訓練費201千元 。

(2）水電費2,125千元。

(3）郵電、數據、網路通訊費等255千元 。

(4）資訊相關設備保養、維修及操作服務費等7

30千元。

( 5）試驗研究業務租用試驗塌地、物品 、 車輛



農業部才已達區農業改良場

經資門併計
歲出計童提要及分文計畫概況表

中箏民國1 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25 1 18 1 000 農作物改良 ︱ 預算金額 ︱ 119,043 

分支吉十畫.＆.用途別科目 金

2033 約用人員酬金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45 國內組織會費

2051 物品

2054 一般事務費

2063 房屋建繁養護費

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餐證費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饗讀費

2072 圍內旅費

2081 運費

3000 設備及投資

3020 機械設備費

3030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3035 雜項設備費

的農業推廣研究

1000 人事費

1040 加班費

2000 業務費

2003 教育訓練費

2006 水電費

2009 通訊費

2018 資訊服務費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2024 稅捐及規費

2027 保險費

2033 約用人員酬金

額 承辦單位

9,216 

430 

9 

12,240 

6,400 

358 

14 

380 

1,543 

800 

10,923 

10,506 

70 

347 

呵，209 1農業推廣科

25 

25 

15,764 

20 

274 

85 

160 

460 

7 

17 

2,911 

37 

說明

租金等1,599千元 。

(6）公務車輛牌照稅、燃料使用費及專利年費

等220千元 。

(7）寶驗大樓、倉庫及辦理示範觀摩、推廣活

動保險等20千元 。

(8）辦理特定業務避用約用入員協助學術研究

進行等所需費用9,216千元 。

(9）學術研討聘請專家學者講座鐘點費、出席

費等430千元 。

(10）參加圍內農業學術團體所需會費9千元。

(1 1 ）購置試驗用器血、農藥、肥料、遮光網、

抑草臂、油料、文具紙張、碳粉、衛生用

具等12,240千元 。

(12）協助質驗室試驗資料分析等勞務承攬、印

刷、環境佈宜、清潔、保全及雜支等6,40

0千元 。

(13）質驗大樓、倉庫及溫網室等所需修繕費用

358千元 。

(14）公務車輛及其他辦公用器具之保養、維修

等14千元 。

(15）各項儀器設備、良機具等保養維修費380

千元 。

(16）圍內差旅費1,543千元。

(17）試驗研究資材、器具等運送費用800千元

3.設備及投資10,923千元 。

(1 ）汰換曳引機、挖掘機、有機碳分析儀等10,

506千元。

(2）汰換彩色印表機等70千元。

(3）汰換低溫冰藏植等347千元 。

本分支計畫像辦理農業推廣教育、經營輔導、農

村生活、農業資訊及農產品行銷等計置。其中投

注於原住民族地區經費9,757千元。其內容如下

I .人事費25千元，條試驗業務超時加班費 。

2 . 業務費的，764千元 。

(1 ）員工教育訓練費20千元 。

(2）水電費274千元。

(3）郵電、數據、網路通訊費等的千元。

(4）資訊相關設備保贅、維修、操作服務費及

防毒軟體領約等160千元。

( 5）推廣業務租用場地、設施及車輛租金等460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文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吉十 中攀民國 l 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且主編號 525 1181 000 農作物改良 ︱ 預算金額 ︱ 119,043 

分支吉十童及用途別科目 金 額 承辦單位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465 

2039 委辦費 6,000 

20日物品 3,553 

20日一般事務費 990 

2063 房屋建築養護費 120 

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12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40 

2072 圍內旅費 450 

2081 運費 200 

3000 設備及投資 420 

3030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420 

04 分場農業試驗研究 14,617 1蘭陽分場

1000 人事費 30 

1040 加班費 30 

2000 業務費 14,002 

2003 教育訓練費 22 

2006 水電費 474 

2009 通訊費 179 

20 1 8 資訊服務費 200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500 

2024 稅捐及規費 39 

2027 保險費 52 

2033 約用人員酬金 5,821 

38 

說明

千元。

(6）公務車輛牌照稅、燃料使用費等7千元。

(7）農業推廣大樓及辦理推廣活動保險等17千

7右 。

(8）辦理特定業務遊用約用人員協助學術研究

進行等所需費用2,911千元。

(9）學術研討聘請專家學者講座鐘點費、稿費

、出席費及推廣農特產品競賽活動評審費

等465千元 。

(10）霎託辦理花蓮原住民部落傳統農耕知識與

飲食文化盤點500千元﹔委託辦理原鄉生

態農業究生益管理與成果展現5,500千元，

合計6,000千元 。

(1 1 ）購置農業推廣相關圖書、報章雜誌，文具

紙張 、 碳粉、油料、衛生用具等3,553千

7右。

(12）協助研究室試驗資料分析等勞務承攬、印

刷、推廣用年曆、環境佈宜、清潔、保全

及雜支等990千元。

(13）農業推廣大樓、學員訓練中心等所需修繕

費用120千元 。

(14）公務車輛及其他辦公用器具之保養、維修

等12千元 。

(15）各項試驗工作儀器、電力設備、發電機等

保養維修費40千元 。

(16）圍內差旅費450千元 。

(17）試驗研究年報、期刊及器真等運送費用20

0千元。

3 .設備及投資420千元，條j太換業務所需電腦等

本分支計畫像辦理宜闊地區園藝作物育種 、栽培

技術之研究、應用組織培餐技術進行健康種苗繁

殖等計畫。其中投注於原住民族地區經費500千
元 。 其內容如下：

1.人事費30千元， ﹛在試驗業務超時加班費。

2 .業務費14,002千元。

(1 ）員工教育訓練費22千元。

(2）水電費474千元。

(3 ）郵電、數據、網路通訊費等179千元。

(4）資訊相關設備保養、維修及操作服務費等2

00千元。

(5）試驗研究業務租用試驗場地、物品、車輛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豆豆資門併吉十
歲出計童提要及分文計畫概況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2511 81000 農作物改良 ︱ 預算金額 ︱ 119,043 

明分支吉十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 頌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 

2039 委辦費 350 

2051 物品 3,597 

2054 一般事務費 1,321 

2063 房屋建黨贅護費 270 

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贅護費 17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80 

2072 國內旅費 880 

2081 運費 180 

3000 設備及投資 585 

3020 機械設備費 408 

3025 運輸設備費 142 

3030 資訊軟硬體設備贊 35 

承辦單位

39 

說

租金等500千元 。

(6）公務車輛牌照稅、燃料使用費等到千元。

(7）實驗大樓、倉庫、辦公廳舍及辦理推廣活

勤保險等52千元 。

(8）辦理特定業務遊用約用人員協助學術研究

進行等所需費用5,821千元。

(9）學術研討聘請專家學者講座鐘點費等20千

7右。

(10）委託辦理宜闊地區原住民部落傳統農耕知

識與飲食文化盤點350千元 。

(1 1 ）購置試驗用器血、農藥、肥料、抑草席、

小農具、油料、文具紙張、碳粉、圖書、

報章雜誌、衛生用具等3,597千元。

(12）協助實驗室試驗資料分析等勞務承攬、印

刷、環攬佈宜、清潔、保全及雜支等1 ,32

1千元。

(13）實驗大樓、倉庫及溫網室等所需修繕費用

270千元 。

(14）公務車輛及其他辦公用器具之保韓、維修

等17千元 。

(15）各項儀器設備、農機具、發電機、電力設

備等保書是維修費80千元。

(16）國內差旅費880千元 。

(17）試驗資材、器具等運送費用180千元 。

3.設備及投資585千元 。

(1 ）汰換單眼數位相機等408千元 。

(2）汰換搬運車等142千元。

(3 ）汰換彩色雷射印表機等35千元。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豆豆資門併吉十

歲出計童提要A分文計畫概況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156511 80100 一般行政 ︱ 預算金額 98,096 

計董內容： 預期成果：
支應本場用人費、各項事務費用、稅金、油料、保險、祖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提高行政效率。
金、修繕、養護及法規管理等所需費用。

分支吉十晝及用途別科目 金 事頁 承辦單位 說 明

01 人員維持 88,125 人事室 本分支計董你辦理基本行政工作維持所需之人員

1000 人事費 88,125 維持費。其內容如下：

1015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47,480 1 . 人事費品， 125千元。

1020 約聘僱人員待遇 7,202 (1 ）職員、工員、約聘僱人員薪偉等到，742千

1025 技工及工友待遇 5,060 7℃。

1030 獎金 13 048 (2）員工考績獎金、年終工作獎金等13,048千

1035 其他給與 1,330 7石。

1040 加班費 2,310 (3）員工休假補助1,330千元 。

1050 退休離職儲金 5,657 (4）員工超時加班費及未休假加班費等2 , 310千

1055 保險 6,038 7C 。

(5）員工退休離職儲金之提撥等5,657千元。

( 6）員工公保、勞保、健保等保險補助等6,038

千元。

0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9,971 秘書室 本分支計畫像內部行政支援單位辦理特定業務所

2000 業務費 8,818 需經費 。 其內容如下：

2003 教育訓練費 60 1 . 業務費8,818千元。

2006 水電費 1,748 (1 ）員工教育訓練費60千元 。

2009 通訊費
、 885 (2）水電費1,748千元 。

2018 資訊服務費 1,024 (3）郵電、數據、網路通訊費等885千元 。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52 (4）資訊相關設簡保養、維修及系統操作維護

2024 稅捐及規費 146 費等1,024千元 。

2027 ｛呆險費 74 (5）區域試作示範、農業推廣教育訓練活動場

2033 約用人員酬金 1,098 地及車輛租金等52千元。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93 (6）公務車輛牌照稅、燃料使用費等146千元 。

2039 委辦費 1 227 (7 ）辦公廳舍及公務車輛保險等74千元。

2051 物品 1,005 (8）辦理特定業務遊用約用人員協助相關業務

2054 一般事務費 518 等所需費用1 ,098千元。

2063 房屋建黨養護費 92 (9）辦理全民國防教育、性別主流化及其他政

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292 策性訓練課程等所需聘請專家學者講座鐘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醫護費 20 點費、出席費等的千元 。

2072 國內旅費 230 (10）委託辦理作物降血脂及抗老化活性評估計

2081 運費 100 董1,227千元 。

2093 特別費 154 (11)購置油料、文具紙張、碳粉、國書、報章

3000 設儲及投資 895 雜誌、衛生用具、置物架等1,005千元 。

3030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85 (12）印刷、員工文康活動費、保全、清潔、環

3035 雜項設備費 810 境佈置、雜支等512千元，員工協助方案

的00 獎補助費 258 相關經費6千元，合計518千元 。

4085 獎勵及慰問 258 (13）辦公廳舍及其他建黨等所需修繕費用92千

7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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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豆豆資門4并吉十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文計畫概況表

中攀民國 11 4年度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15651 1 801 00 一般行政 ︱ 預算金額 ︱ 98,096 

分支 吉十畫 及用 途 別科目 金 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1 4）公務車輛之保養、維修等292千元。

(15）辦理公共設施及各項機械設備之保養維護

等20千元。

(16）國內差旅費230千元。

(1 7）各項器材 、 試驗資材、廢棄物等運送費用

100千元。

(1 8）首長特別費1 54千元。

2 .設備及投資895千元。

(1 ）汰換業務所需印表機等的千元。

(2）冷氣機、飲水機及其他零星設備等810千元

。

3 .獎補助費258千元，你退休（職）員工三節慰問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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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經實門f并吉十

歲出計童提要及分文計畫概況表
中華民國 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J5651 1 80200 農業試驗發展

計董內容：
l.辦理農業科技試驗研究及示範推廣之資訊傳播。
2.辦理農業產銷組織經營輔導及農特產品行銷推廣。
3 .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畫。

預算金額 39,752 

預期成果：
l.利用網路、月刊 、期刊快速傳播農業資訊 ， 提升推廣人
員、農業經營者之專業知識及經營理念。

4.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量 。
5 .辦理有機資材 、 有機農法及資源循環利用與資訊交流 。

2 .整合農業產銷組織 ， 改善經營管理，建立農特產品牌行
銷，提升經營績效。

3 .成立有機農業研究中心，建置智農、循環、有機示範場
域及技術教育平聾。

分支吉十 畫 及用 途，j 料自 金 額

0 1 農業經營輔導 252 

2000 業務費 252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60 

20日 物品 92 

20日一般事務費 100 

02 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葷 18,000 

3000 設備及投資 18,000 

301 0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18,000 

03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 6,500 

畫

2000 業務費 6,000 

20日 物品 960 

2054 一般事務費 4,910 

2072 國內旅費 100 

208 1 運費 30 

3000 設備及投資 500 

3035 雜項設備費 500 

4. 建立農田生態環境復育及友善農業技術 ， 維持里山棲地
環境 。

5.有機產黨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國際合作 、 資訊交流與農

民教育。

承辦單 位 說 Bfa.l 

農業推廣科 本分支計畫像辦理農業人力資源培養、品牌行銷

及推廣輔導等計盡所需經費 。 其內容如下：

1 .業務費252千元 。

(1 ）聘請專家學者講座鐘點費 、 出席費等60千

7志 。

(2 ）購置錄影耗材、文具紙張、碳粉、報章雜

誌 、 衛生用其等92千元。

(3 ）印刷、清潔 、 環境佈置及雜支等100千元。

作物改良科 本分支計畫辦理項目及內容如下 ：

1 . 依據行政院110年8月 23 日院聖經字第11000207

1 5號函核定之「花束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畫（

第三期） 」 辦理 ， 計車總經費1 14,1 96千元， 執

行期間l1 l至114年 ， 本年度續編最後l年經費1

8 ', 000千元，以前年度法定預算數96 , 196千元

。

2 . 設備及投資時，000千元，條辦理堆肥舍基礎工

程建置等。其中工程管理費345千元 ， 依中央

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估算提列

’並配合工程結算總價竅質於提列額度內執行

。

農業推廣科 本分支計畫辦理項目及內容如下 ：

l 依據行政院1 10年7月6日院臺農字第l 10001735 

8號函核定之「國土生態保育緯色網絡建置計

董(111 - 114年）」辦理，計畫總經費26 , 778千

元， 執行期間111至114年 ， 本年度續編最後l

年經費6 ,500千元，以前年度法定預算數20 ,27

8千元。

2.業務費6,000千元 。

(1 ）購置試驗材料 、試驗用農藥 、肥料、種子

、 油料、五金材料零件 、非鐵金屬 、 非金

屬材料、文具紙張 、 碳粉 、 圖書 、 公文櫥

植 、置物架、 衛生用具 、 植栽材料 、 介質

、 容器等9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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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是~資門f并吉十
歲出計畫提要A.分文計畫概況表

中攀民國l 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15651180200 農業試驗發展 ︱ 預算金額 ︱ 39,752 

分文計畫及用途別科目︱金 額 承辦單 位 說 明

04 有機農業研究中心管理

2000 業務費

2006 水電費

2009 通訊費

20 1 8 資訊服務費

2033 約用人員酬金

20日物品

2054 一般事務費

2063 房屋建築發護費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72 圍內旅費

(2）協助計畫試驗資料之分析等勞務承攬 、 印

刷、辦理活動雜支等4,910千元。

(3）國內差旅費100千元。

(4）各項器材、試驗資材、廢棄物等運送費用3

0千元 。

3.設備及投資500千元，你汰換冷氣機及其他零

星設備等。

15 ,000惰機農業研究中心︱本分支計章辦理項目及內容如下：

15,0001 11.管理本場有機農業研究中心，提升有機農業發

2,2so1 I 展。

635 

350 

3,470 

2,322 

4,853 

420 

350 

350 

43 

2.業務費的，000千元。

(1 ）水電費2,250千元 。

(2）郵資、數據、網路通訊費等635千元 。

(3）中心及溫室所需資訊設備保養、維修及操

． 作服務費等350千元。

(4）辦理特定業務遊用約用人員協助田間管理

及試驗調查分析等所需費用3,470千元。

(5）購置試驗用肥料、農具、資材、種子、文

具紙張、電腦耗材及衛生用具等2,322千元

(6）協助環境清潔、田間管理、試驗資料分析

及資料整理等勞務承攬、印刷、環境清潔

佈置、整地、除草、保全、廢棄物清迪等4

,853千元。

(7）中心辦公室及溫室等所需修繕費420千元 。

(8）中心田區溝渠、蓄水池、圍牆、儀器設備

、農機具、電力設備等維證費用350千元。

(9 ）國內差旅費350千元。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文計畫概況表
豆豆資門併吉十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J565118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

計畫內容：

中華民國 l 14年度

預期成果：

預算金額

汰換已逾使用年限車輛。 提升車輛效能，以利業務推動 。

分支吉十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 額 承辦單位 說

單位：新臺幣干元

130 

明

01 交通及運輸設備 130 秘書室 汰換輕型電動機車2輛130千元 。

3000 設備及投資 130 

3025 運輸設備費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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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經資門併吉十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文計畫概況表

工作計重名稱及編號／56511棚。 第一預備金

計萱內容：
依實際需要申請動支。

分支吉十畫及用途別科目 金

01 第一預備金

6000 預備金

6005 第一預備金

中華民國 114年度

預期成果：

適時解決需要。

額 承辦單位 說

100 本場各科室

100 

100 

45 

單位：新金幣千元

預算金額 100 

明

戶可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56511 80100 5651 180200 5251181000 5651189011 5651189800 

一 －級叫＼
一般行政 農業試驗發展 農作物改良 交通及運輸設 第一預備金

科目名稱及編號
備 A 口 計

1』立 計 98,096 39,752 119,043 130 100 257,121 

1000 人事費 88,125 120 . . 88,245 

1015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47,480 . . . . 47,480 

1020 約聘僱人員待遇 7,202 . .. 7,202 

1025 技工及工友待遇 5,060 回 .. 5,060 

1030 獎金 13,048 . ., . 13,048 

1035 其他給與 1,330 . . . 1,330 

1040 加班費 2,310 120 . 2,430 

1050 退休離職儲金 5,657 . . 5,657 

105 5 保險 6,038 . .. 6,038 

2000 業務費 8,818 21,252 106,302 .. 136,372 

2003 教育訓練費 60 ’ 664 . . 724 

2006 水電費 1,748 2 250 5，可 57 . . 9,155 

2009 通訊費 885 635 1,154 .” .. 2,674 

201 8 資訊服務費 1,024 350 1,765 3,139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52 3,749 . 3,801 

2024 稅捐及規費 146 693 . 839 

2027 保險費 74 177 . .. 251 

2033 約用人員酬金 1,098 3,470 32,894 . 37,462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93 60 1,133 1,286 

2039 委辦費 1,227 . 7,950 . 9,177 

2045 國內組織會費 .. 30 . . . 30 

20日物品 1,005 3 374 31 ,126 .. . 35,505 

2054 一般事務費 518 9,863 12,493 . 22,874 

2063 房屋建築養護費 92 420 1,029 ” 1,541 

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292 . 55 347 
費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20 350 680 . 1,050 
費

2072 國內旅費 230 450 3,873 .. . 4,553 

2081 運費 100 30 1,680 .. 1,810 

2093 特別費 154 . . . 154 

場刊
以
表

恥
且
同u
n叫
舟呵
呵

農
彙
阱

區
用
趴

這
費
城

池
項
村

剖
各
業農

單位 ：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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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第一二級叫＼
科目名稱反編號

3000 設備及投資

301 0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3020 機械設備費

3025 運輸設備費

3030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3035 雜項設備費

4000 獎補助費

4085 獎勵及慰問

6000 預備金

6005 第一預備金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14年度

5651180100 5651180200 5251181000 5651189011 
一般行政 農業試驗發展 農作物改良 交通及運輸設

備

895 18,500 12,621 130 

. 18 000 .. 

11 ,197 

. 492 130 

85 . 585 . 

810 500 347 

258 . . . 

258 . . . 

. . . . 

.. . . . 

47 

單位：新金幣千元

5651189800 
第一預備金

A口、 計

. 32,146 

. 18,000 

. 11,197 

622 

. 670 

1,657 

258 

258 

100 100 

100 100 



科 自

款 項 自 節 名 牙i﹜

16 農業部主管

18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科學支出

1 農作物改良

農業支出

2 一般行政

3 農業試驗發展

4 一般建無及設備

2 交通及運輸設備

5 第一預備金

經 常

人事費 業務費

88,245 136,372 

120 106,302 

120 106 302 

88,125 30,070 

88,125 8,818 

. 21,252 

. . 

. . 

. . 

48 

榔吋良制
文

區進且越用軒呻他山﹒’、bI
其補助費 債務費

258 . 

. 

.. 

258 

258 . 

. . 

. 

. . 

. 



農業改良場
別科目分析表
114年度 單位：新壹幣千元

出 資 本 文 出

預備金 小計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獎補助費 預備金 小吉十
合計

100 224,975 32,146 . 32,146 257,121 

106 422 12,621 . 12,621 119,043 

. 106,422 . 12,621 . 12,621 119,043 

100 118,553 . 19,525 19 525 138,078 

97,201 895 .. 895 98,096 

21,252 . 18 500 . 18,500 39,752 

. 130 . . 130 130 

130 . . 130 130 

100 100 .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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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車來 項 自 名 稱 及

0051000000 
16 農業部主管

0051180000 
18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5251180000 
科學支出

5251181000 
農作物改良

5651180000 
農業丈出

5651 180100 
2 一般行政

5651180200 
3 農業試驗發展

5651189000 
4 一般建黨及設備

5651 18901 1 
2 交通及運輸設備

自 "tt 

編 號 土地 房屋建築及設備

18,000 

.. 

.. 18,000 

18,000 

.. 

50 

農業部花這區
資本支出

中攀民國

備

公共建設及設施 機械設備

. 11 ,197 

. 11,197 

11,197 

. 

.. 

” . 

. 



農業改良場
分析表
114年度

及

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設備

622 670 

492 585 

492 585 

130 85 

85 

130 

130 

投

雜1頁設備 權

1,657 

347 

347 

1,310 

810 

500 

. 

51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資

利 技 資
其他，資本支出 合吉十

. 32,146 

. 12 621 

. .. 12,621 

. .. 19,525 

. 895 

. 18,500 

.. . 130 

. . 130 



人 事

一、民意代表待遇

二、政務人員待遇

三、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四、約聘僱人員待遇

五 、 技工及工友待遇

六、獎金

t 、其他給與

八、加班費

九、退休退職給付

十、退休離職儲金

十一、保險

十二、調待準備

公、
口

費

計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人事費彙計表
中華民國l 1 4年度

別 ︱ 金額 ︱ 說

52 

47,480 

7,202 

5,060 

13,048 

1,330 

2,430 

5,657 

6,038 

88,245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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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自

職 員 警
華大 項 自 自F 名 稱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0051000000 
16 農業部主管

0051180000 
18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51 49 

5651180100 
2 一般行政 51 49 . 

員

察 j去警 馬主 警

上年度 本年度上年度体年度仁t年度

. .. . . 

. . 

54 

額

工友

本年度上年度

2 3 

2 3 

農業部花蓮區
預算員額

中華民國

單位：

技工 駕駛

本年度U:-年度本年度上年度

8 9 · 

8 9 



農業改良場
明細表
114年度

人

聘 用 約僱

！本年度上年度本年度上年度

. . 22 14 

.. 22 14 

駐外雇 員 合 計

本年度上年度 本年度上年度

. 84 76 

84 76 

單位：新壹幣千元

年 需 挂 費

本年 度 上年度 比 較
說 明

85,815 81,481 4,334 

85 815 81,481 4 ,334 本場非以人事費支付之約用人員37,462
千元、勞務承攬13, 439千元，分述如下

1 .農作物改良計壺，預計進用約用人員
的人 ， 經費32,894千元﹔勞務承攬5
人，經費3 , 953千元 。

2 .一般行政計壺 ， 預計進用約用人員3
人，經費1 ,098千元 。

3 .農業試驗發展計盒，預計進用約用人
員7人，經費3,470千元，勞務承攬12
人，經費9 , 486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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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車走 車輛種類
乘客人數 購置

不令司機 年月

間有車輛：
1 小客車及小客貨兩 7 102.-08 
用車

1 小客車及小客貨兩 6106.11 
用車

1 小客車及小客貨兩 4 107.04 
用車

1 小客車及小客貨兩 4111.07 
用車

1 小客車及小客貨兩 7111.07 
用車

T 小客車及小客貨兩 4 112.05 
用車

可小貨車 2 109.06 

1 小貨車 2 110.05 

2 機車 2 99.03 

A回、 計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公務車輛明何表

中華民國l 14年度

（立排汽3缸6氧芸總量豆子） 油料f

數量（公升）單價（元）

2,198 1,668 31.00 

1,968 1,668 27.00 

2,359 1,668 31.00 

2,359 1,668 31.00 

2,378 1,668 31.00 

2,359 1,668 31.00 

1,448 1,668 31.00 

2,378 1,668 31 .00 

124 。 31.00 

1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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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額
發護費 其他 備 吉主

52 51 22 AAB- 8160 。

45 51 18 ASJ - 2638 。
特殊用途四輪

傳動車。

52 51 21 AXC-2591 。

52 26 21 BQR- 6052 。

52 26 21 BQR-60日 。

52 9 20 BST-3971 。

52 34 12 BFW- 2761 。

52 34 16 BKR- 2260 。

。 3 2 229 -EYK 、 172

．四L 。預計l 1 
4年汰換輕型
電動機車2輛
。

407 28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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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員額： 職員 51 人技工 8 人

警察 。人 駕駛 l 人 農業部花蓮區
法警 0 人聘用 0 人

合計： 84 人
局主學 0 人 約僱 22 人

現，有辦公房工友 2 人駐外雇員 0 人

中華民國

自有 無償f昔用

區 分
單位教 面積 取得成本 年需養護費 單位數 面積 年需4春護費

一 、辦公房屋 的棟 24,300 .05 337,781 1,443 

二 、機關宿舍 29戶 1,426.77 9,783 98 

l 首長宿舍

2 單房間職務宿舍 16戶 541.80 6,911 30 

3 多房間職務宿舍 13戶 884.97 2,872 68 

三、其他 3個 11,626.00 35,550 

合計 37,352.82 383,114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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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改良場

合明細表

114年度

單位數 面積

有償租用或借用

押金 租金 年需養護費

.. 

59 

單位：新臺幣千元，平方公尺

合計

面積 押金 租金 年需養護贊

24,300.05 1,443 

1,426.77 98 

541.80 30 

884.97 68 

11,626.00 . 

37,352.82 1,541 



吉十畫

捐 助 言十 畫 起吃

年度

合計

1.對個人之捐助

4085獎勵及慰問

( 1 )5651180100 

一般行政

﹝ l﹞退休職員工三節慰問 01 經常，性

金

捐助對象 捐 助 內 在－于. 

退休（職）人員 退休（職）員工三節慰問金。

60 

紳枷農
捐

其主

區費且是經U扣除阿h4．中
助

常

人 事 1實

. 

. 



場做表是業和拉和農分川

門 資 本 門
A口、 計業務 費 其他 營 建工程 其 他

. 258 258 

258 . 258 

258 . 258 
. 258 . 258 

258 . 258 

. 

9豆 費 之 用 途 分

元
一

千
－

L

- 術
巾
一

查
－

r
w刊
－

a#- ... 
立
一
析

，

A
l
『

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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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本年度

計畫項教

合計

考察 . 

視察

訪問 . 

開會

談判 . 

進修

研究

質習 ’ 

'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派員出國計畫預算總表

中華民國l 14年度

本年度預計 本 年 度 上年度

人 天 預 算 數 計畫項教

12 215 

. . 

. . .. 

. 

. 

. . 

. 

12 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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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上年 度核定 上 年 度
人 天 預 算 數

14 170 

. . 

. 

. 

1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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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十畫名稱及領域代碼 擬前往國家

二、研究

01 歐洲有機農業研究機構參 德國 、 瑞士

訪及參加2025年熱帶及亞

熱帶農業研討會，so 派 計困山山昌只 化翎HM算惋類中 區表明ea－－﹒叫呵。1JS＠攀
主 要 研 習 諜 手呈 預計前往期間 傾言十天對 擬派人對

參訪瑞士有機農業研究所（FiBL）及參與 h14.09-114.09 12 

熱帶與亞熱帶農業研討會（Tropenta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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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改良場
－進修、研究、實習
114年度

旅 費 預

生 j舌 費機票與出國手續費書籍學雜等費

143 69 3 

算

A口、 言十
皇帝屬預算科目 前三年度已派人員人數

21 5 農作物改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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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職＼分能、輯＼＼、＼＼投分、濟類＼性、
ft.~ 

受僱人員報酬 商品及勞務購買支出

總 計 126,993 97,724 

10 農 、 林、 j魚 、 牧業 126,993 97,724 

66 

債務利息

農業部花蓮區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常 、

土地租金支出

. 



表類志創綜
虔

業
M
W年

農
濟
山 單位：新臺幣千元

文

其豆 常

出

移 轉

對企業
對家庭及民問

非營利機構
對政府 對國外

經常支出合計

258 . 224,975 

258 .. 224 ,975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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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職、分＼能、類＼＼、＼＼、位分＼脅輔\ 性
資

投 資 及 增

對華業基金 對非營業特種基金

總 計 . 

10 農、林、漁、牧業 . 

68 

資

對民間企業

. 

. 

農業部花蓮區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攀民函

本

資

對企業

.. . 

. 

、



表類峙
的

圳
綜
虔

業
M
M年

農
濟
山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丈 出

本 移 車車

對家庭及民間
對政府

土地將入

非營利機構
對國外

無形資產購入

. .. . .. . 

. .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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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職分＼能類、＼、 \\\ 鐘分濟、輔＼性、
實

固

住宅 非住宅房屋

總 計 . 18,000 

1 0 農、林、 j魚、牧業 18,000 

70 

k. ，必－

營建工程

農業部花這區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攀民國

本

資 本

運輸工具

622 

.. 622 



表類叫
叫
份

制
綜
是

業
M
H宇

晨
濟
叫 單位：新臺幣千元

文 出

形 成
fa.,t 計

資訊軟體 機器及其他設備 土士也改良
資本支出合計

13,524 32,146 257,121 

-- 

13,524 . 32,146 257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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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花東地區有機農 111-114 
業發展計畫（第三
期）

國土生態保育棒、 111-114 
色網絡建置計盡

(1 日，l 14年）

農業部花這區農業改良場
跨年期計畫概況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分年經費需求

中央公務預算 112及以 113年度 114年度

經費需求總額 前年度 預算數 預算數

預算數

1.14 0.71 0.25 0.1 8 

0.27 0.14 0.06 0.07 

72 

單位：新臺幣億元

115及以後

年度預估 備 吉主

需求教

- 1.行政院110年8月23
日院蓋經字第l 100 
020715號函核定。

2.本計畫總經費6.75
億元，其中編列於
農糧署5.03億元、
華東區農業改良場
0.58億元、本場1.
14億元。。

3.本計盡l 14年度預
算編列於「農業試
驗發展」科目0.18
億元。

- 1. 行政院l 10年7月6
日院畫展字第1100

017358號函核定。
2.本計畫總經費19 . 1 
4億元，其中編列

於林業及自然保育
署14.92億元、農

業試驗所0.25億元
、林業試驗所0.63
億元、水產試驗所

0.29億元、生物多
樣性研究所0.82憶
元、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0.12億元、苗

票區農業改良場。
23億元、蓋中區農
業改良場0.20億元
、噩南區農業改良

場0.22億元、高雄
區農業改良場0 . 21 
億元、臺東區農業
改良場0.11億元、
漁業署0.41億元、

、
農田水利署0.46億
元、本場0.27億元
。

3.本計畫114年度預
算編列於「農業試
驗發展」 科目0.07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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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委 辨 計 畫 起 吃

年度

合計

1.5651 180100 

一般行政

(1 ） 作物降血脂及抗老他活 114- 114 

性評估

2. 5251 181000 

農作物改良

(1）花蓮山苦瓜機能加值他 114-114 

應用之開發

(2） 火蔥薄細胞切片去病毒 114-1 14 

技術研發

(3 ） 花蓮原住民部落傳統農 114- 114 

耕知識與飲食文化盤點

(4 ） 原鄉生態農業計畫效益 114- 114 

管理與成果展現

(5 ） 宜闊地區原住民部落傅 114-1 14 

統農耕知識與飲食文化

盤點

委 辨 內 8”, . 
用 人費

委託辦理作物降血脂及抗老化活性評

佑。

委託辦理花蓮山苦瓜機能加值1b應用

之開發。

委託辦理火蔥薄細胞切片去病毒技術

研發。

委託辦理花蓮原住民部落傳統農耕知

識與飲食文他盤點。

委託辦理原鄉生態農業計輩效益管理

與成果展現。

委託辦理宜闊地區原住民部落傳統農

耕知識與飲食文化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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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何如如泉
委

4豆

區費泊位海經軒”恥止章，中
辨

常

用 業務費 用

. 9,177 

. 1,227 

1,227 

. 7,950 

1,000 

600 

500 

. 5,500 

.. 350 



農業改良場
分析表
114年度

其

－
兀

于
一

幣
一時一

一
計

一析

立

．

呵
平

其豆

75 

9,177 

1,227 

1,227 

7,950 

1,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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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 意事項，占心

項次︱內 容︱柯
壹、總預算部分

一、通素決議部分

理 ’情 形

（一） 111 3年度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所屬通素刪減用途︱已遵照辦理，刪減相關預算並整編成 113 年度

別項目決議如下： ︱法定預算 。

1.減列大陸地區旅費30% 。

2.減列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不合現行法︱

律明文規定支出） 5% 。 ︱

3 .減列委辦費（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5% 。！

4.減列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l

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5% 。

5.減列軍事裝備及設施3% 。

6.減列一般事務費 （ 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

3% 。

7.減列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不合農業部防檢l

署、衛福部疾管署及1,000萬元以下機關）25% 。

8.減列設備及投資（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文

出、資產作價投資及增資台電公司） 3.8% 。

9.減列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政府機關問之補助

（不合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 5% 。

10.減列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

定支出及一般性補助款） 4% 。

11.前述一至六項九許在業務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

12.前述九五十項九許在獎補助費科目範圍內調

整。

13 .若有特殊困難無法依上開原則調整者 ， 可提出

其他可刪減項目，經主計總處審核同意後予以

代替補足。

14 .如總刪減數未達299億元（扣除增資台電公司

及撥補勞保基金後，約1.12% ），另于補足。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

刪項目如下：

! 1.大陸地區旅費：統刪30% ， 其中中央研究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核能安全

委員會及所屬、大陸委員會、內政部、警政署

及所屬、移民署、財政部、賦稅署、關務署及

所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

國家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廉政

76 



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決議 、 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項次︱內 容︱阿

署、矯正署及所屬、臺灣高等檢察著、調查局、

經濟部、標準撿驗局及所屬、智慧財產局、地

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交通部、中央氣象

署、觀光署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航港局、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及所屬 、 漁業署及

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及所屬 、 農糧著及所

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

署、環境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證券期貨

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

刪減替代 ， 科目自行調整 。

2. 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除現行法律明文

規定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5% ，其中總統府、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

發展學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原

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客家

委員會及所屬、核能安全委員會及所屬、公平

交易委員會、大陸委員會、考試院、考選郁、

銓敘部、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公務人員退休

樵師基金管理局、監察院、審計部、內政部、

國土管理署及所屬、 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

大學、消防署及所屬 、 國家公園署及所屬 、 移

民署、建築研究所 、 空中勤務總隊 、 外交部 、

領事事務局、國防部、國防部所屬 、 財政部、

國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高雄圈稅局、

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

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

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青

年發展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最高檢

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 調查局、經濟部 、產

業發展署、標準樟驗局及所屬、中小及新創企

業署、產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地質調查及礦

業管理中心、 能源、署、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

中央氣象署、觀光署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

路局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航港局、勞動基

金運用局、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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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項次︱內 容︱阿
屬、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及所屬、農業試驗

所及所屬、林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

驗所及所屬、獸醫研究所、農業蕪物試驗所、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種

苗改良繁蘊場、查中區農業改良場、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

屬、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及所屬、農業金融署、

農糧署及所屬、農田水利署、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中央健康保險

署、國民健康署、社會及家庭署、環境郁、氣

候變遷署、資源循環署、化學物質管理署、環

境管理署、國家環境研究院、數位產業署、僑

務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

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

園區管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國

家海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

行調整 。

3.委辦費：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不刪外 i 其

餘統刪5% ，其中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主計

總處、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核能安全委員會及所屬、大陸委員

會、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銓敘部、審計

部、內政部、 警政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

移民署、建築研究所、國防部所屬、財政部、

國庫署、圈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臺灣高等檢察著、

調查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業發展署、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觀光署及所屬、公路局

及所屬、航港局、獸醫研究所、農業蕪物試驗

所、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種苗改良繁殖場、高

雄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動植物

防疫檢疫署及所屬、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中

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海

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國家

海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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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項次︱內 容尸
4.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暮護費、設

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統刪5% ，其中主計總

處 、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國立

故宮博物院、檔案管理局、原住民族文化發展

中心、大陸委員會、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

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查中高等行政

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懲戒法院、法官學

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

灣高等法院查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全南分

院、全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

蓮分院、壹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 、 全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

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臺灣全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

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呆地方法院、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

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

地方法院、查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

等法院金門分院 、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

江地方法院、考選部、銓敘部、審計部、審計

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

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

部全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內政

部、國土管理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中央

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建築研究

所、外交部 、 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

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 、北區國稅局及所

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

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

中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

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固立教育

廣播電奎、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

察署、壹灣高等檢察署查中檢察分署、臺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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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1一

項次︱內 容︱柯
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

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

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輸察署、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查灣彰化地

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

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

方檢察署、臺灣臺呆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

方檢察著、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

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

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

建連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及所屬、商業發展署、中小及新創企業

署、產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能源、署、交通部、

中央氣象署、觀光署及所屬、公路局及所屬、

鐵道局及所屬、航港局、農業部、農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署及所屬、農業試驗所及所屬、畜產

試驗所及所屬、獸醫研究所、生物多樣性研究

所、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

疫檢疫署及所屬、農業金融署、農糧署及所

屬、農田水利署、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疾

病管制署、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化學物質管

理署、環境管理署、僑務委員會、新竹料學園

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

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

5.軍事裝備及設施：統刪3% ，其中國防部所屬、

海巡署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

行調整 。

6.一般事務費：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不刪

外，其餘統刪3% ，其中總統府、主計總處、固

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大陸委員

會、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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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項次︱內 容︱押
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查中高等行政法院、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懲戒法院、法官學院、智

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 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全灣臺北地方法院、 全灣士林地方法院、 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 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臺灣苗果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全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查灣

高雄地方法院、垂灣屏東地方法院、全灣臺呆

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

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

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

法院、考試院、考選部、銓敘部、審計部、審

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

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

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內

政部、國土管理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清

防署及所屬、移民署、空中勤務總隊、外交部、

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臺北國稅局、

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 、中區國稅局

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

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家圖書

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
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

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中檢察分署、壹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

署花蓮檢察分署 、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

察分署、臺灣奎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全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票地方

檢察署、臺灣查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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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攀民國 113 年度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1一

項次︱內 容︱柯
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槍察署、臺灣雲林地方

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 1渴地方

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臺灣屏呆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

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撿察署 、 臺灣宜蘭地方

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

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

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調查

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所屬、商業發展署、

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產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

能源署、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署、

觀光署及所屬、公路局及所屬、纖道局及所

屬、航港局、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及所屬、獸醫研究所、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

檢疫署及所屬、農業金融署、農糧署及所屬、

疾病管制署、中央健康保險署、環境部、資源

循環署、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檢宣

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 、

國家海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

自行調整。

7.媒體政策及業務室導費：除農業部動植物防疫

檢疫署及所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1月00

萬元以下機關不刪外，其餘統刪25% 。

8.設備及投資 ：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資產

作價投資及增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不刪

外，其餘統刪3.8% ，其中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

屬、立法院 、司法院、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

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懲戒法院、法官學院、智

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 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 、 查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果地方

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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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箏民國 113 年度

決議 、 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項次︱內 容︱押
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呆

地方法院、全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查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

院、全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

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

法院、監察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

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

查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

高雄市審計處、消防署及所屬、國防部、財政

部、國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

局、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 、

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家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奎、國

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j去醫研

究所 、廉政署、最高槍察署、臺灣高等被察署 、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南槍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

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金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

署、臺灣苗果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

署、全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

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

署、全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臺灣屏呆地方檢察署、壹灣壹呆地方檢察

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撿察

署、壹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奎灣澎湖地方檢察

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槍察分署、福建金門

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

J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標準檢驗局及所屬、商

業發展署、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交通部、公路

局及所屬、航港局、農業部、疾病管制署、海

洋保育署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 ， 科目自行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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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攀民國 113 年度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一

項次︱內 容尸
9.對圍內團體之捐助及政府機關閑之補助：除現

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5% ，其

中總統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及所屬、 警政

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財政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法務部、 臺灣高等按察署、臺灣壹

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查灣新

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果地方檢察署、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著、臺灣彰

化地方檢察署 、 奎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臺灣嘉

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全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j彎屏

呆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呆地方檢察署、臺灣花

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

隆地方檢察署、壹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金

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智慧財

產局、產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觀光署及所

屬、公路局及所屬、航港局、農村發展及水土

保持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及所屬、疾

病管制署、環境部、僑務委員會 、 新竹科學園

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海洋委員

會、海洋保育署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

自行調整 。

10.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

及一般性補助款不刪外，其餘統刪4% ，其中內

政部、 警政署及所屬、 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

財政部、臺灣查中地方檢察署、查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

檢察署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

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全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農業部、動植

物防疫檢疫署及所屬 、 疾病管制署、中央健康

保險署、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改以其他項

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

王里 ’情 形

（二） 1113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編列2兆8,818億！本項主辦單位為財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

元， 較l 12年度大增 1 ,927億元， 成長幅度約達

7.2% 。截至l 12年度 ，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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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數為 5 兆8,488億元，較蔡政府上台時的5 兆

3,988億元，增加4,550億元 ， 且近2年中央政府稅

課收入超徵金額，一年大約3 ,000餘億元 。 常態性

超徵稅收表示稅收預測失準、財政管理落伍﹔沒

有列入施政規劃的稅收，表示預算程序失靈 、政

府行政不效率﹔如有虛增的稅賦，則表示整體稅

制失修、恐使整體稅制的正當性受質疑 。 一味忽

略常態性超徵的情形，是因循苟且、便宜行事 。

顯見常態性超徵稅收不僅使政府無法正確預

估、 掌握財源，導致施政進度落後、行政效率不

彰﹔也有讓政府的實際舉債數遠低於預算數，有

美化財報之嫌﹔超徵稅收的金額也成為政府的小

金庫，只要是符合法規就可以運用，缺乏被監督

的功能 。 政府預算編列原則應量入為出，鐘額超

徵為量入之失敗、政府之數字管理失靈。據立法

院預算中心報告顯示， 106年度稅課收入1.52兆

元， 107至109年度均逾1.6兆元， l 10年度攀升到

逾2兆元，除109年度稍有下降外，其餘各年度皆

增加，且屢創新高﹔年度預算達成率介於95.58%

至119.38%悶， 5年平均預算達成率為 105.03% , 

合計超過預算數4,053億元 。為解決政府常態性超

徵稅收之情形、精進稅收預測的模式與調整技術

官僚的心態，按部就班、有系統性地檢修整體稅

制，主於1 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稅課收入實徵

數高於預算數時，優先減少舉債、增加還本或累

計至歲計勝餘及過當支持勞工保險基金。

形

（三）︱數位發展部提出4年期 (113~116年 ） 「行政部︱本項主辦單位為數位發展部（內政部、財政

門關鍵民生系統精進雲端備份及回復計畫」’共︱部、經濟部、交通部、勞動部、衛生福利部） 。

匡列 13億4,000萬元，用以推動政府資料加：密分持

及跨境備援，其性質屬新興計畫。跨境備份涉及

主權及傳輸安全問題，理應透過政府間談判，以

愛沙尼亞為例，其2018年於駐盧森笙大使館內開

設數據大使館，兩國經過談判確立該伺服器視為

愛沙尼亞領土，非經許可不得進入、完全獨立。

請數位發展部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詳列各

計畫之名稱、各年度期程及經費等細項說明之專

案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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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幾年中央政府稅課收入決算數常遠遠超過原︱本項主辦單位為財政部 。

編列之預算數，除了 111年度超徵5,237億元創下

歷史最高紀錄之外，根據財政部公布之數據， 112

年度前10個月稅課收入已達3兆0,223億元 ， 續創

歷年同期新高，年增6.9% ，全年稅收預估將超過

預算數3,000至3,700億元 。 財政部表示截至1 12年

度 10月為止，綜合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證

券交易稅、贈與稅、遺產稅、 房屋稅、牌照稅、

蜈樂稅、印花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等10稅目 ，

都已提前達成全年預算目標 。 其中 ， 證券交易稅

前10月累計稅收達1 ,598億元 ， 年增8.4% ，比預算

數超出約47億元﹔綜合所得稅截至10月已超過全

年預算數逾1 ,082億元﹔營利事業所得稅累計稅收

已超過全年預算l 11億元以上﹔遺產稅已超過全

年預算75億元﹔贈與稅已超過全年預算57億元﹔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目前達成率已逾162% 。近幾年

中央政府稅課收入決算數多遠超原編列預算

數 ， 顯見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預估稅收過於

保守，執行結果與預測存在極大差距，稅課收入

估計編列作業之精準性不足 ， 主要求財政部邀集

其他相關單位召開會議檢討，並成立稅收估測專

案小姐，縮短稅收估測時間落差，及進一步暸解

消費與營業稅稅基之關聯性，並於3個月內向立

法院提出稅收估測精進專案報告 。

形

（五）︱近說年中央政府稅課收入決算數常遠遠超過原︱本項主辦單位為財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

編列之預算數，除了 l 1 1年度超徵5,237億元創下

歷史最高紀錄之外，根據財政部公布之數據 ， l 12 

年度前10個月稅課收入已達3兆0,223億元，續創

歷年同期新高，年增6.9% ，全年稅收預估將超過

預算數3,000至3 ,700億元 。 儘管稅課收入超乎期 I ,

符使得國庫進帳數大幅增加，卻不見政府機關因

此將超徵之稅收中更高的比例用在債務還本和

付息上﹔然而近幾年總預算編列之還本預算數均

低於千億元，相對於當年度到期債務總額明顯不

足，其中 l 1 1年度總預算編列債務還本預算960億

元，雖然確實有如數執行並於預算外增加還本

540億元，合計實際還本數達1,500億元 ， 但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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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 1 1 1 年度到期債務高達7,500億元卻僅占

20% ，其不足數仍于頁透過債務基金舉新以還舊、

舉債為還債的方式調度財源來攤還 。 政府每年依

據公共債務法之法定最低比例來編列債務還本

付息數，但在近年稅收大幅超徵數千億元，且未

來5年間乃至10年間將面臨沉重的符償付債務壓

力下，為兔債留子孫、 、債留下一任政府 ， 是要求

行政院召集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及其他相關

單位，就未來若在前年度稅收大幅超徵數千億元

之情況下將額外提撥法定5%至6%之外的多少比

例來用於債務還本及付息提出具體方案，並於3

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

形

（六） ︱財政部於1 12年 11 月 9日發布全國賦稅收入初步︱本項主辦單位為財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

統計 ， 112年 10月 實徵淨額達2,3 18億元，較l 11 

年同月增加3 18億元 （ ＋15.9% ）﹔ l 12年累計至10

月份，實徵淨額3兆0,223億元，較l 1 1年同期增加

1,963億元，約占累計分配預算數112.0% 、占全年

預算數98.4% 。 據財政部推佑， 1 12年稅收超徵大

約3,700億元 。 面對外界詢問 l 13年是否還會有普

發現金，財政部則表示，若歲入執行優良，首先

還是要減少舉債，或用來增加國家財政韌性。為

進一步了解政府對於1 12年稅收超徵大約3,700億

元之其體規重呵 ， 主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及財政部

說明將如何運用超徵之3,700億元減少舉債數額

或增加還債數額，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七） j 11 3年適逢總統大選， 1 月 13 日 選舉結果出爐後，︱遵照辦理 。
新任總統及行政團隊將在5月 20 日 宣誓就職，其

中將有長達近4個多月的看守內閣時期 。 是此，

為避免各行政機關有提前濫行消耗預算之情事

發生，使新政府上任後恐面臨經費不敷使用，施

政捉襟見肘之虞 。 於 113年度總預算三讀通過

後，各行政機關應依循下列注意事項執行預算 ：

1.各機關應確實依分配預算及計畫進度嚴格執

行 。 2.有關人事費用部分，應力求精簡，避免有

不足之情事發生。 3.各機關應先行檢討年度相關

預算丈應空間仍有困難後，始得申請動文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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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預備金。 4.各機關（基金）之媒體政策及宣

導經費，除應詳述辦理方式及所需預算經費，並

應依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

範’由各該主管機關從嚴審核及執行，並就執行

情形加強管理。相關預算事件若有違法或違反相

關規定 ， 應依預算法第95條規定，由監察委員、

主計官、審計官、檢察官就預算事件起訴相關機

關或附屬單位 ， 以維護國家財政紀律。

王里 a情 形

（八）︱預算法第 64條規定： 「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本項主辦單位為國防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

過經費有不足峙，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轉

請中央主計機關備案 ， 始得支用第一預備金，並

由中央主計機關通知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

機關 。 」意 E!p歲出分配預算過經費不足為第一預

備金動文條件 ， 經向行政院主計總處備案後，不

需再經立法院同意，即可支用 。 蔡政府執政近8

年，通過 「 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及

「 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 2

個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的軍購素，且該特別預算

素從行政院院會通過後，朝野各黨團均全力支

持，至多歷時一個半月即於立法院完成三讀程

序﹔國防部113年度第一預備金增加20億元，並

針對新增建素不及納編年度預算，研議修訂行政

規則予以動文第一預備金，若未經立法院審查恐

不符預算法精神。行政規則必干頁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不得侵犯立法權 。 軍事投資計畫往往涉及經

費龐大且多以分年度編列，如果計畫未及核定即

以第一預備金支應首年的經費，立法院將無法善

盡監督之責進行事前完整的審議 。 是此，要求未

來行政院主計總處應依照預算法規定嚴格核定

各項預算經費，避免行政部門利用巧門編列預

算﹔國防部未及列入1 13年度總預算的新增投資

建素，動文第一預備金支應時，應審慎嚴謹，並

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專案報告同意後，始

得動文。

（九）︱政府為確保國家經濟持續發展，提升國家競爭︱本項主辦單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

力，每年均編列主巨額預算，持續推動重大公共建

設計畫，有助增進國家整體發展及人民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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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惟相關設施興建完工後，常未能達到預計使

用目標，易致公帶支出效益偏低，是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訂有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續處

作法及10類閒置公共設施活化標準以為管理依

循等。然，各部會補助地方建設完成素之利用率、

運用平等曾低於前開活化標準而預予管控案件

來源並非每年例行全面清查結果，而主要你依審

計部審核或監察院調查結果、民眾舉報、媒體報

導等案件辦理，且只要達到活化標準並經地方政

府報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及送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通過後即予解除列管（尚非達長期體

質改善），另尚有各部會列管欠周妥情形或列為

特別預算案件而未提等。又查，部分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重大公共建設計童年計畫經費執行率雖

達95%以上，惟均有於年度內辦理計畫修正，展

延計畫期程及調整年度經費情形，顯示現行著重

於預算執行之控管方式，無法嚴實反映計畫實際

執行進度與原計畫之差異。是要求行政院強化相

關管控機制，評估將計畫經費與期程變動情形納

為計盡管考會議參據，以提升執行成效，並確立

公共建設計畫營運評估作業之揭露機制，將有關

案件管理結果公開上網，以落實政府資訊公開透

明原則。

（十） ︱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源協助，你透過一般︱遵照辦理。
性補助款予以把注，以達成保障地方財源之自

標，並提升地方財政自主程度，建構完善財政調

整制度。依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

預算考核要點規定，中央對市縣政府辦理社會福

利、教育、基本設施等計畫執行效能與相關預算

編製及執行情形，暨市縣政府財政績效與年度預

算編製及執行情形之考核，分別由中央相關主管

機關主辦，並由各主辦考核機關依考核作業期

程，將考核結呆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彙整陳報行政

院，據以增加或減少其當年度或以後年度所獲之

一般性補助款。近年中央各部會補助各市縣數額

龐鐘，各部會辦理之補助地方業務，原則上須符

合具效益及整體性、 重大示範性及跨越市縣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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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l叫

項次︱內 容︱阿
設，或屬因應重大政策或建設者方予編列及補

助 。 惟各市縣、多有受補助業務僅屬宣導推廣、行

鍋，管理或單項特定活動者，顯示目前中央各部會

補助範圍恐過於廣泛﹔又其中多有僅具短期效益

者，並常因規劃、執行及管理欠妥致未達預期目

標、使用成效呈不足或下降等 。 為提升中央政府

運用補助引導區域合作治理之辦理成效、加強相

關規劃、執行、管理之督導，是要求各部會依規

定加強辦理跨區域計畫型補助業務，並落實蒐集

前置資料妥予規劃補助計畫，且須辦理公平審核

機制，切實依成本效益分析結果核給經費，反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5條規

定等切實管考督導，俾利相關公帶支出致益。

（十－）︱依據預算法第34條、第37條、第39條、第43條及︱遵照辦理。
第49條等規定，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

畫，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

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

始得編列概算及預算案。各項計畫，除工作量無

法計算者外 ，應分別選定工作衡量單位，計算公

務成本編列。繼續經費預算之編製，應列明全部

計畫之內容、經費總額、執行期間及各年度之分

配額。惟目前預算書編製及表達不夠詳實，或多

以文字抽象描述，未具體表達績效衡量指標及預

期成果，且預算書中金額重大之項目，其說明亦

太過簡略 。 由於相關預算編製不夠詳實，使立法

委員不易清楚了解預算編列之內容，難以針對預

算之合理性與效益性進行有效的審查，致影響預

算審議之效率。中央政府總預算之籌編，行政部

門所投入參與的人力，數以萬人計，且相關預算

資訊均掌握於行政部門，致形成行政、立法部門

資訊不對稱，使立法院在蒐集預算資訊不易，且

需耗費大量成本及時悶。國會要在3個月內，以

十分有限的人力，對專業性高而龐雜的預算案進

行全盤審查，有賴預算相關資訊的透明化及公開

化，才能事半功倍 。 主要求自 114年度，中央政

府各機關（構）依預算法第34條規定函送重大施

政計畫之選擇方案及替代方素之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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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 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項次︱內 容︱辨 主里 e情

報告暨相關財源籌措與資金運用說明予立法院

時，一併將相關計畫書核定本上網公布，以提升

立法院審查效率，避免因審查預算時間不足而有

前緊後鬆或虎頭蛇尾之現象，以建立立法院預算

審查之專業性及權威性 。

（十二）︱行政院宣布軍公教人員 113年調薪4% ，地方政府︱本項主辦單位為行政院主計總處 。

人事費用因而增加 。 對此行政院表示，涉及中央

部分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至於地方政府人事費

用，依據地方制度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

地方政府人事費用為地方自治事項，應先以自有

財源優先文應，惟為平衡全國經濟發展，中央政

府 已將地方政府之正式人員人事費用納入一般

性補助款基本財政支出之中，若有差短之處則予

以補助，但考量地方財政情形，雖部分縣、市未有

差短情況，行政院仍予以半數補助 。 為不使中央

政府讓軍公教人員加薪的美意反倒造成地方政

府財政負擔，主要求行政院依據各地方政府之財

政狀況綜合考量後分別給予不同程度或比例的

補助款，以促成各地方政府財政之健全穩定以及

均衡發展，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 。

形

（十三） ︱有鑑於詐騙已成為跨國界的產業，隨著詐騙日趨︱本項主辦單位為內政部、數位發展部、金融

科技化、智慧化與跨境化， 已成為各國的治安挑︱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務部、國家通訊傳播委

戰，由於個資外洩問題嚴重，政府無力解決，尤︱員會。

其電子化程度愈高的國家，詐騙案件的成長更為

顯著。是要求數位發展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與電信業者合作，探討研究詐騙常使用 的工

具，積極盤點資源，加重法制刑責 ， 並檢討分析

如何監控防堵通訊網路、訊息廣告及人頭帳戶等

浮濫管理問題，以有效全力打擊詐騙，保護人民

財產安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 。

什四）︱據環境都環境管理署推估，全台灣一年浪費訓為避免糧食浪費、促進廢棄物源頭減量、擴

萬公噸的合物 ， 換算下來廚餘桶可以堆出 5萬座︱大社會福利照護並落實零飢餓的目標，配合

台 北 101 ﹔同 時衛生福利部至111年第4季的低收︱環境部及相關機闕， 共同推動。

入戶 統計， 台灣共有 14.6萬戶 ， 換言之，國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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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1叫

項次︱內 容︱阿
年浪費的食物可以援助弱勢十餘年。進一步來

說，當今台灣社會最缺乏的不是食物，而是缺少

途徑傳遞資源給有困難 、 有需要的人們手中 ， 且

有效利用剩食之目的，除解決貧窮的目標之外 ，

應加上環境永績的新意涵。惟迄今剩會再利用方

式未臻完善，尚無實際具體的成效 ， 國內仍存在

食物浪費和供給不均的矛盾，亦發生過期品流入

黑市再出售給消費者之情事 。 因此 ， 為有效推廣

愛惜食物、落實零飢餓的目標，是要求行政院研

擬跨都會意見 ， 結合過剩食物數及求援人數之登

錄資料，建置跨部會剩食再利用方案，同時評估

商家主動措贈食物可抵扣加值稅之可能性 ， 以達

食物互助體系在地化，擴大社會安全照護之願

景 。

理 s情

（十五）︱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l 12年2月編製之囡氏所得︱本項主辦單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統計摘要 ， l 10年度GDP達21 兆 1,605億元 ， 經濟

成長率6.53% ， 創下自 100年以來新高 。 另依據經

濟部l 11年5月發布之產黨經濟統計簡訊，由於全

球景氣穩定成長 、 終端需求增溫 ， 上市上櫃公司

110年度之主要營運指標皆是1J 下 106至 1 10年度以

來的新高 。 然而儘管經濟、產業表現可圈可點 ，

上市上櫃公司員工似乎並未因此而提升薪資待

遇 ， 110年度上市上櫃公司用人費用為 l 兆5,963

億元 ， 約占營收的6.59% ，甚至較109年度下降

0.06% 。為使企業在獲利豐碩之餘能提升員工薪

資7］（準’是要求行政院邀集相關單位研議修法來

增加上市上櫃公司員工於公司有盈利時的薪資

待遇之可行性，並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確實

督導各上市上櫃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規定：揭露公司薪資報酬政策、全體員工平均薪

資、董監事之酬金等相關資訊，於3個月內向立
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

形

（十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12年9月底公布「管理處︱本項主辦單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央銀

擬資產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VASP ）指導原︱行） 。

則」’十大原則內容色括： 1.加強虛擬資產發行

面管理﹔ 2.業者必須要訂定虛擬資產上下無審查

機制，並納入內控制度﹔ 3.強化平台資產與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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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項次︱內 容︱柯
理 ’情

資產分離保管﹔ 4.強化交易公平及透明度﹔ 5.強

化契約訂定、廣告招攬及申訴處理﹔ 6.建立學運

系統、資訊安全及冷熱錢包管理機制 ﹔ 7.資訊公

告揭露 ﹔ 8.強化內部控制及機構查格機制﹔ 9.明

定對個人幣商洗錢防制監理等同法人組織﹔ 10.

嚴禁境外幣商非法招攬業務 。 對於是否禁止業者

販賣穩定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表

示，由於穩定幣由中央銀行負責辦理，並非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權貴，因此，這項指導原則僅

針對非穩定幣的發行，並未針對穩定幣進行規

範 。 為促進虛擬資產交易市場之健全，避免灰色

地帶出現，是要求行政院邀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中央銀行針對是否禁止業者販賣穩定幣進行

磋商和研議，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 。

形

（十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強化金融業資安防護能︱本項主辦單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財政

力，於109年8月發布金融資安行動方案 1 又於1111部 。

年12月為因應金融科技發展趨勢而研訂金融資

安行動方案2.0版，要求一定規模之銀行、保險、

證券業設置資安長，並推動金融機構聘任具資安

背景之董事或設置資安諮詢小組 。 但部分金融機

構之資安長人事異動頻繁，其中公股行庫部分，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 1 1 年度1年內3度

更換資安長﹔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1 1 1年1

月聘任之資安長就任未及4個月即辭職，其職務

更懸缺超過3個月才又新聘﹔ 1臺灣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公股行庫的

資安長更被指出其僅有財金背景，但沒有資安相

關背景和專業 。 為強化各金融機構之資安治理效

能 ， 是要求行政院責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

政部督導各金融機構確實依相關規定設置資安

長 ， 並避免其因公司內部職務調整而造成短期內

之頻繁人事異動﹔另公股行庫在金融業資安防護

層面應做好表率，各公股行庫資安長宜具備資安

專業始得擔任，若逢人事異動之情況，各公股行

庫應同時研提內部資安專長訓練課程，以因應人

員調任 。 上述問題請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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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1叫

項次︱內 容尸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

（十八）︱為避免政府於選舉前以大筆國家資源遂行各項︱遵照辦理 。
人事酬庸甚至移轉國家財產之虞，是要求行政院

通令各機關及其所屬與所主管的附屬單位營業

及非營業基金、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暨泛公股

持股逾20%之轉投資事業及其再轉投資事業，即

刻暫緩籌設新設公司作業，並於2個月內就相關

籌設計畫、效益評估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後，始得執行 。

王里 ’情

（十九）︱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令執行職務 ， ︱本項主辦單位為原住氏族委員會 。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10條規定：「公務人員對

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

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

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次依同法第9條規定：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

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 ， 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

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

活動J ﹔約聘人員是行政機關依法進用之人員，

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準用之對象，亦應嚴守行

政中立 。 是此，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就上開事件

進行檢討，並於3個月內針對文化健康站業務執

行情形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

（二十） ︱近期接獲不少基層民眾反映 ， 於各部會之官方臉︱遵照辦理 。

書宣傳中，可見許多部會粉專帳號發布與其業務

毫無相關之宣揚政績文素，例如 ： 環境部分享「

O～22歲國家一起栽垮」、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 軍公教調薪3次」、 「基本工資連八年調漲」 ﹔

又或是同一篇「落實居住正義」之貼文，竟有格
能安全委員會、交通部、交通部航港局、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農業部等多個部會協助大

肆宣傳 。 在總統及立委選舉期間將民進黨過去執

政8年之豐功偉業，透過官方臉書等社群媒體宣

導政策 。 各部會之社群平台經營，應著重於其業

務相關之宣傳，或協助行政院宣傳具緊急且重大

之政策，而非作為執政黨公器私用大外宣之平

台，是要求各部會應悔守本業，遵循行政中立原

則，依法行政，避免政府機關官方帳號於選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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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項次︱內 容l持
理 ’晴

問淪為特定政黨競選之工具，公私不分 。

（二十－）︱法律素之制定、修正或廢止之權貴，若法案涉及︱本項主辦單位為司法院、行政院 。

跨院際，送請立法院審議前應完成會銜之作業 。

但實務運作上 ， 例如司法、行政兩院會銜所送立

法院審議之法案，常見兩院意見分歧，甚至正反

意見併陳，以致法案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難以

取得共識而無法議決。是此，要求司法院及行政

院，未來若有需兩院會街之法案送立法院審議

前，宜充分進行溝通，協調出兩院意見一致之版

本後，再行函請立法院審議，俾利法案審查順利

進行。

(.:+ .:) I 查 112年引爆進口蛋驗出禁用抗生素、蛋液農藥︱本項主辦單位為衛生福利部 。

超標等風波，讓消費者「食」在不安心。再者，

甚至有液蛋業者混用進口蛋涉標示不賞，賣給下

游餐廳、烘烤坊，引起社會誰然﹔凸顯政府在蛋

液管理未臻完善。然而，由於蛋品都有沙門氏

菌、李斯特菌等風險，且冷藏液蛋未經殺菌程

序，更應不得供售為生食用途使用 ， 有鑑於此，

為求全民食品安全健康嚴加把閥，主要求行政院

及其相關單位，由於部分西式糕餅類產品之製程

不一定會經過充分加熱程序，為避免誤用 （未經

充分加熱之產品）及交叉汗染，應要求蛋液製造

業者應標示（未殺菌液蛋），強制供售為生食用

途使用者皆需要採購殺菌液蛋，以確保消費者食

用之安全 。

財政委員會

二、歲出部分

行政院主管

（四十六） 1113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於 「 一般行政」 ︱遵照辦理 。

編列8億9,313 萬9千元，棒、為改善行政院主計總處

工作品質、增進效率效能，並促使各機關強化內

部控制監督作業。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延續l 12年

度，因應立法院審查預算決議後之作法，之後訂

定「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立法院審查XXX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黨所做法議之應行配合事項」（逐

年訂定），均應在預算書附表之相應部分 ， 直接

摘錄決議辨理情形，而非僅記載送立法院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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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l一

項次︱內 容︱柯
號。是請行政院主計總處自 1 13年度起，制定前

述逐年言丁定之配合事項規定時，均應納入要求各

機關詳載決議辦理情形之條文。

經濟委員會

二、歲出部分

農業部

主里 s情 形

（二十九） ︱有鑑於政府自 95 年起於新農業運動推動農業人︱（一）為加強農業人才垮育 ， 設置農民學院：整

力活化措施，色括引進青年從農之 「漂鳥計畫」 l 合農業部試驗改良場（所）專業優勢，提

及鼓勵中壯年歸田之「囡T計畫」’ 98 及 99 年並︱ 供入門、初階、進階及高階系統化農業相

由農業部畜產試驗所、農業部各區農業改 良場依︱ 關課程 ， 112 年辦理 132 梯次培育1) 2,925 

據長期農業發展人力需求，辦理農業職業訓練 ， ︱ 人次﹔建立分群、分級輔導垮育機制，吸

培育農業後繼者及吸納都市人口回流鄉村﹔ 100 1 引多元新農投入農業工作， 112 年辨理 27

年起結合各試驗改良場所農業研究、教育、推廣︱ 梯次垮會1) 681 人次 。

資源，設立農民學院並建構完整農業教育訓練制︱（二）辦理農場見習，提供農場生產經營管理實

度。惟建置農業示範專區僅 44.5 公頃未達目標，︱ 務能力，透過專業農民以師徒制之帶領方

且收入逾 200 萬元之 50· 位標竿青農僅占全體標︱ 式，指導青農將課堂習得知識轉化為費用

竿青農之 7 . 41% ，占比偏低，又其餘標竿青農收︱ 性的技術操作，計有 135 家見習農場， 112

入未加以評估，及垮育受僱農業工作者之平均薪︱ 年計的人結合I) 。

資亦未槍討，計畫檢討有欠完整詳實。為此，請︱（三）提供創新輔導棋式，遴選百大青農成為標

農業部全面性規劃推動相關工作及跨單位之監︱ 竿學習對象，整合資源給予產製儲銷、設

督考核，以有效提升青年投入農業比例。 ︱ 施設備、貸款資金、行銷等協助， 7 屆累

農糧署

計 782 位百大青農﹔建置在地青農交流平

台 （ 17 個縣、市、 213 個分會），營造交流

與互助環境，引導群眾合作，朝企業化經

學發展。

（四） ︱花蓮瑞穗地區為全台文旦柚第一大產地，收穫面︱（一）本項決議業以 113 年 3 月 5 日農糧字第

積約840公頃，年產量近2萬5,600公噸。然而 11月 1131121079 號函 ， 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

年海葵颱風帶來大量降雨，致正值採收期間的文︱ 告在素 。

旦，部分出現呆形變大甜度降低的狀況，影響整︱（二） 112 年花蓮產區因勞動力老化及採收期

體文旦銷售。為減輕農友損失，農業部農糧署輔︱ 過海葵颱風等影響，部分園區無法如期

導瑞穗鄉農會向農友收購災後大呆及次級呆︱ 採收，大果及次級品比例略增。

品 ， 並進行削皮加工製作精油。惟范雲委員辦公︱（三）文旦產業面臨農作物生產環境改變、農

室亦接獲柚農陳情，反映農糧署對於本次瑞穗文︱ 業勞動力不足、中秋節慶應景消費認知

旦產銷狀況掌握有待加強 。 為確保農友權益，是︱ 需求面符突破等產銷問題，農業部持續

請農業部農糧署就本次狀況，提出如何強化栽垮︱ 精進外銷、內銷、加工等產銷調節措施，

管理及加工量能之檢討與改善機制，以兼顧農友︱ 加速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提高廢圍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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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內 容︱辨
理 ’情 形

收益與穩定文旦抽產銷 。 請農業部農糧署於l個

月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作措施誘因 ， 以調減文旦生產面積與產

量，針對有意願持續從事文旦生產之專

業農民，截至 113 年 7 月底文旦廢園轉

作及品種更新受理面積約 17.6 公頃，協

請各地區試驗改良場所及抽橘技術服務

圍精進栽培管理技術 ’ 提升文旦供貨量

質，早收技術教育講習辦理 5 場次，並

持續與學研單位合作開發文旦多元加工

技術與產品，搭配食農教育強化節後應

用，擴展消費量能，以兼顧農民收益及

穩定產銷 。

（十六） ︱有鑑於花蓮瑞穗文旦連年發生滯銷及素置等產︱（一）本項決議業以 113 年 4 月 25 日晨糧字第

銷失衡問題，甚至連參與產銷履歷之抽農亦面臨︱ 1131121259 號函 ， 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

銷售困境 。 柚農反映中央農業部農糧署對產地狀︱ 告在案 。

況不夠了解，片面補助部分產銷班，未能全面輔︱（二） 112 年花蓮產區因勞動力老化及採收期遇

導照顧柚農。是此，請農業部農糧署偕向農業部︱ 海葵颱風等影響，部分園區無法如期採

國際事務司、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花蓮縣、︱ 收，大果及次級品比例略增 。

政府、瑞穗鄉農會及當地產銷雄等，共同持續調︱（三）文旦產業面臨農作物生產環境改變、農

整花蓮文旦之產業結構，檢討目前產銷結構，推︱ 業勞動力不足、中秋節慶應景消費認知

動調整文旦柚之廢囡轉作獎勵，加強國內外行︱ 需求面符突破等產銷問題，農業部持續

銷，補助添購文旦柚加工設備 ， 提升文旦加工比

例，協助花蓮文旦產銷發展 。 請農業部農糧署於

3 個月內提出具體精進計畫、預算和期程之書面

報告暨公開於農業部農糧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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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外銷、內銷、加工等產銷調節措施 ，

加速推動產黨結構調整，提高廢圍及轉

作措施誘因，以調減文旦生產面稍與產

量，針對有意願持續從事文旦生產之專

業農民，截至 113 年 7 月底文旦廢園轉

作及品種更新受理面積約 17.6 公頃，協

請各地區試驗改良場所及相橘技術服務

團精進栽培管理技術’提升文旦供貨量

質，早收技術教育講習辦理 5 場次，並

持續與學研單位合作開發文旦多元加工

技術與產品，搭配食農教育強化節後應

用，擴展消費量能，以兼顧農民收益及

穩定產銷。

（四）農業部農糧署已於 113 年 3 月 15 日函知

所屬其研訂之文旦廢園轉作及品種更新

輔導措施，並公布於該署網站（首頁＞農

糧業務＞果樹專區＞果樹轉作及品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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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文旦廢園轉作及品種更新作業規

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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