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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副廳長、各位場所長、本廳各科室主管、農業試驗所各系室主任、各位同仁： 

為配合當前農業發展之需要，本廳農業試驗研究評議會對於各場所年度研究計畫之審

議，本年度做了重大的改變，先由各位就研究的題目及研究重點予以初審，再邀請評議委員

詳細審查研究計畫內容。因此本人認為本年度各場所試驗研究計畫之提出，應以新觀念及新

做法予以審核，在審查前本人先提出幾項重點供各位審查時參考： 

第一、農業科技研究須迎頭趕上先進國家： 

我們的農業雖然進步，但是先進國家有很多領先之領域，頗值得我們借鏡，因此八十五

年度省府將國農業技術合作交流列為施政重點，本人於本年九月間應邀赴法、德及請杜副廳

長赴美進行農業合作交流之協商；法國與畜試所前年在單項合作計畫做得很有成效，最近將

擴大為九項；此外，農業試驗所另將參與作物遺傳基因轉移與育種等六項計畫。今年九月我

國與德國簽訂合作協議書，合作重點為農村發展規劃，對於我國農村社區之發展將有所幫助。

本人在法國訪問期間，該國人士曾提及我國若干專家的名字，可見國人的研究成果已受到相

當的肯定與重視。在參觀該國農業試驗單位時，他們希望與我國進行合作之意願甚強。有關

生物科技方面，法國已將遺傳工程技術應用在農作物及畜禽品種之改良以及相關產品，所以

我們不能以目前的成就為滿足，要再進一步的協助所有參與試驗研究之同仁開拓新的計畫。 

第二、農業科技研究要有前瞻性規劃： 

目前研究與推廣之分際模糊，部分科技研究看起來雖具前瞻性，與政策配合，但深入究

其內容仍零零碎碎，甚至有因人設事之缺點，因此為有效應用有限資源，外國已經做過的試

驗不必重複，目前每年從事幾百個小研究計畫，但看不出其具體成果，因此須要有整體性及

前瞻性之規劃，基礎科學雖用以支持應用科技，但是基礎性之研究不必與大學院校重複，以

避免人力資源之浪費。 

第三、農業科技研究要有目標管理的觀念： 

農業科技的評估比工程建設評估要困難，很難決定試驗要做到何種程度。尤其有些單位

年年繼續同一個研究題目，其效益如何，應予以評估。從今年開始我們應嚴格審查各項計畫，

沒有效益的計畫，應該予以停止，俾將有限的經費做最有效率的運用。 

第四、科技研究計畫應分類整合、分工合作： 

研究計畫之成立應配合中央之政策導引。中央列有預算者，省亦宜全力配合；至於一般

性計畫，各試驗單位宜採分工合作方式。農業試驗所目前有植病系、應用動物系從事植物保

護工作，但是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也同樣從事植物保護及農藥使用方面之研究工作，似有重

複之嫌，並且常因認定標準不同而有矛盾情形。因此今後對於各項試驗研究工作應該採分工

合作，比照法、德等國組成研究群體（Research Group），從事分類群體研究，消除門戶之見，

俾透過分類整合分工合作模式，提升研究之目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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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府 宋省長對於群體研究工作相當重視，在接見花蓮農改場宋場長時曾特別提到宋場

長在台中農改場從事稻作育種群體合作的表現良好，掌理花蓮農改場後，對於水稻育種工作

要繼續發揮群體團隊精神。本廳為提升各場所試驗研究成果，已依農、林、漁、牧個別指定

相關單位首長，對農業科技之研究加以規劃整合，並請各位場所長重視給予配合。今年各項

研究計畫應針對重點成立專案小組推動，積極從事相關科技之整合分工合作，不要再拘泥於

不易顯現成果之各項小計畫。尤其面對農業發展新情勢，我們必須進行體制內之改進，不好

的制度要予以突破修正，有關人員之配置亦要有效率的規劃，使能參與群體研究計畫，以落

實試驗研究工作，發揮共同研究之效果，提升農業科技研究成果，造福農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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