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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區農情月刊

農業部擘劃農業施政願景 推出「智慧韌性 永續安心」

開創美味與營養兼具的全新米食體驗 低直鏈澱

粉含量新品種「水稻台中200號」技轉上市推出

亞太地區生物性肥料與生物性農藥的科技、運

用及政策回顧國際工作坊參加簡記

微生物製劑應用於高接梨栽培之成效初探

圖為亞麻

農業部擘劃農業施政願景
推出「智慧韌性 永續安心」

淨零開源節流 除減碳外更要增匯

資料來源 / 農業部

文 / 吳以健、廖崇億　圖 / 郭芝秀

新任農業部陳駿季部長於 113 年 5 月 20 日正式
上任，並於 5 月 21 日率領新團隊出席施政願景記者
會，闡述未來的農業施政藍圖。陳部長表示，將以
「讓臺灣農業成為永續韌性的產業，以及讓農民成為
高度專業的職業」為農業施政願景，在新的農業改革
基礎上，進一步建構策略型農業思維的施政主軸，推
動「智慧韌性 永續安心」的農業政策行動策略，訂
出 4 大主軸及 13 項重點策略，連結智慧生產與數位
服務等科技元素，全面提升農業的韌性，降低農業經
營的風險，確保產銷秩序，提升農業競爭力。

氣 候 變 遷 影 響 嚴 重， 降 低 大 氣 中
溫室氣體濃度以緩解全球暖化是目前農
業生產的一大重點，可行策略除了減少
現行排放外，另外有一促進二氧化碳的
捕捉與儲存技術，簡稱為「增匯」，或
稱 負 排 放 技 術 (Negative Emissions 
Technologies, NET)， 藉 由 減 排 與 增
匯，以雙管齊下的技術朝淨零碳排的目
標前進。

增匯為增加碳匯的簡稱，意即藉由
不同方式將二氧化碳捕捉下來，最常見的
方式為植物的光合作用，然而光合作用

▼  新任農業部部長陳駿季 ( 中 )，帶領新團隊出席施政願景記
者會，左起政務次長黃昭欽、胡忠一，常務次長杜文珍、主
任秘書范美玲 ( 圖 / 農業部 )

▼ 人類活動造成碳排，而碳匯
則可作為這些碳的吸存庫

產物必須以穩定的型態儲存，以避免隨
即被分解轉變回二氧化碳回歸大氣，降
低大氣溫室氣體的減量效益。將二氧化碳
轉換成穩定不易轉換的型態，就稱為碳
匯，而碳匯的穩定與永續，以與自然環境
結合進行的方式最為適合，近年稱之為
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式 (Natural-based 
Solutions, NbS)，亦即傾向建立自然碳
匯的形式，自然碳匯大抵分為土壤碳匯、
森林碳匯及海洋碳匯 3 大類，分別簡稱
為黃碳、綠碳及藍碳。土壤碳匯主要藉由
改變栽培管理，提高土壤有機碳來增加；

森林碳匯的提升則藉由造林、林地管理
與木製品利用進行；海洋碳匯主要重點
包括海岸林、海洋藻類的管理及風化沉
積。農業增匯的方式相當多，如何選擇
各地區適合的增匯方式，需要詳細評估
與規劃，本場未來將持續介紹土壤碳匯、
森林碳匯及海洋碳匯的涵蓋內容、增匯
作 法、 未
來 效 益 及
可 能 的 挑
戰， 以 作
為 推 動 農
業 碳 匯 的
參考。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7 月 10 日至 12 日 農民學院「果醬及果汁加工班」 本場農業推廣科 2 樓推廣教育教室
7 月 12 日 食農教育與綠色農村生活推動及展望研討會 本場綜合大樓 2 樓大禮堂
7 月 16 日 2024 臺灣蔬菜產業發展暨前瞻科技研討會 本場綜合大樓 2 樓大禮堂
7 月 23 日至 24 日 第五屆臺中場技術商機亮點發表暨媒合會 本場綜合大樓 2 樓大禮堂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本場網頁 www.tcdar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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