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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為一個國家的基礎產業，不但是整體經濟建設中重要的一環，同時亦為社會安定繁

榮所不可或缺之要素。 

自光復迄今，將近半個世紀以來，本省的農業無論在優良品種的育成，新興作物的開發、

實用技術的研究、經營管理方法的改善等各方面，都斐然有成、碩果可觀，產品的質和量大

幅提昇，不但充分供應軍糈民食，也帶動工商業發展，促進經濟繁榮，這些可貴的成就，可

以說得來不易，除了政府的努力，各試驗改良機構人員不斷的研究突破和全體農友的辛勤耕

耘之外，農業推廣做為各方面連絡溝通、整合擴展的媒介功能，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早期的農業推廣，以個別訪問指導、集體講習訓練、方法示範、成果觀摩、發行書畫視

聽教材和透過大眾媒體傳播為主。這些推廣方式到現在多少都還被繼續使用，但由於知識爆

發時代的來臨，社會生活形態的改變，農民作息時間、空間的限制和農業推廣日見多元化等

因素影響，過去的農業推廣方式，除非改弦更張，已難適應今日農業發展的需求，尤其對於

農業科技新知、農政、農情。農家生活等訊息，更需要一個適當的媒體，予以快速傳播。因

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別於七十六年度起以經費支援本廳各試驗改良場所發行「農業推廣

簡訊」，歷經六年，著有卓效。 

時至今日，我國農業已經面臨轉型的瓶頸階段，遭遇種種的艱難挑戰，在加入「國際關

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後，更難免受到農產貿易進一步國際化、自由化之衝擊。如何使農

業能屹立生存，持續發展，唯有求新求變。奮礪自強，在整體上要配合「農業綜合調整方案」

做全面規劃調適，在不同的地區能因地制宜，發展具有地域特性的「地區農業」。省政府有

鑑於此關鍵時刻，傳播媒體的重要性更甚於往昔，因此在農委會補助「農業推廣簡訊」計畫

結東後，特別編列預算，配合各試驗改良場所推廣中心的成立，分別創辦「農業專訊」，希

望透過此一刊物之發行，對於農友和消費大眾的服務更為確實而廣泛，除了加強農政措施的

宣導，農業新知識、新技術的推廣，快速傳遞地區、全國乃至國際農情資訊，協助農友做好

產銷之外，並兼及農村的生活文化、生態保育各層面之報導，全力促進「農業生產企業化」、

「農民生活現代化」、「農村生態自然化」，早日達成建設「富麗農村」之目標。值此專訊

發刊前夕，謹誌數語，願與大家共策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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