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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臺灣農村純真的代誌
原味樸實 × 溫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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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業新出路，跨域平臺加值

幾年前，臺中市新社區香菇產業面臨了菌種活力弱化、氣候暖化、栽培

技術斷層、太空包木屑來源不足等問題，導致產量與品質下降、生產成本提

高，嚴重影響在地 4 個農村社區 300 多個農戶生計。面對產業窘境，從小

就在屏東農村長大，體會過臺灣農村從繁榮走向沒落的陳前主委保基感觸良

多，他認為，「產業」才是農村能否永續存在的基石，一定要以農村社區既

有農產業為根基，積極結合各產業單位或輔導資源，共同投入農業價值鏈的

加值與合作，才能提高農民所得並提供就業機會，吸引年輕人回流，進而繁

榮農村。

因此農委會提出「跨域合作平臺」構想，各產業單位定期討論並攜手合

作，將人、土地與產業發展做整體性考量與規劃，將優勢技術與有限資源整

合投入，協助農村社區產業的加值與發展。

揮灑農村豐富色彩

臺灣農村在60、70年代都市化和工商蓬勃發展後，「人口外流、所得偏低、環境破敗」

便劃上等號，生活在農村似乎是退無可退的選擇。但現在，臺灣農村的慢活、豐饒與

景緻，無不令人陶醉嚮往，讓我們一同去造訪農村好所在，體會它再生的動人故事！

99 年起，農委會開始推動「農村再生」，透過培根訓練強化農村社區

的在地治理能力，迄今已有 2,260 個社區參加，在公部門與社區居民共同努

力下，逐步改善農村的公共設施，大幅提升農村生活環境品質，累計有 1,836

個農村社區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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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農業試驗所教導青年農民香菇菌種活力判別與栽培管理技術，

將香菇太空包良率從 80~85％提升到 90~95%；林務局「短伐期經濟林方案」

媒合菇農與林農，契作造林 10 公頃以上，改善太空包所需木屑資材不足問

題；水保局也結合特色產業元素，同時改善當地香菇街的景觀與周遭環境。

對於菌種弱化問題，農試所研發液態菌種新製程技術，再加上水保局輔導設

置香菇養菌場，比起傳統的固態菌種技術，可節省製程時間 50％、降低培

養成本、提高產量，增加香菇產值 3 億元以上。104 年度更進一步複製成功

模式，由農糧署輔導新社區農會成立「臺灣菇類菌種產發研究中心」，生產

優質菇類菌種提供國內菇農使用。

當然，成功案例不只一件。位在雲林縣麥寮的果菜生產合作社與當地社

區 200 多個農戶一起合作，計畫性生產美生菜（結球萵苣），外銷日、韓、

中、新、馬等國家，已形成產業群聚發展。但是當地的農水路破損嚴重、鼠

類橫行，影響運銷和生產基地的安全衛生管理，整體生活環境也不是很好，

因此農委會優先輔導當地社區參與農村再生，並改善生產專區的農水路和生

活環境。

農委會合力輔導新社區農會成立「臺灣菇類菌
種產發研究中心」，未來將生產優質菇類菌種
提供國內菇農使用，整體提升產量與品質，讓
產業競爭力再躍升 ！

香菇是臺中市新社區的特色產業，但菌
種弱化與退化成為產業發展之隱憂。

原味樸實 × 溫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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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要創造機會，還要再創巔峰　

「農委會要讓全國大專院校的年輕學子提早接觸農村與農業，透過各種

農村體驗與服務，讓他們有機會重新認識孕育自己的人與土地，並發揮創意、

應用專長，為農村找到創新改變的機會，也為自己未來人生找到展演的舞臺，

因為農業會是未來最棒的職業。」

數據統計，農委會推動農村再生青年回鄉築夢計畫，至 104 年止已累計

進用 1,145 人次服務 394 個社區。不僅如此，已舉辦五屆的大專生洄游農村

競賽，吸引 99 所大專院校、188 個系所，累積超過 2,500 人報名參加，共

729 位學生進入農村，駐點 80 個社區，引導了多元專業進入社區服務。從商

品包裝設計、影像保存到社區活動等，成功加值農村文化和產業。而這項以

農村社區為教育與創意發展空間的大專生洄游計畫，更榮獲美國華頓商學院

頒發的 104 年全球教育創新獎（Reimagine Education Award）亞洲區銅獎

肯定！ 

「這幾年，臺灣農業的人力開始進入一個世代交替的階段。許多青年人

對於農業有新理念，勇於實現不平凡的夢想。」陳前主委保基興奮的說，這

一群對臺灣農業的未來抱有希望、無限創意、年輕有為的後繼者，他們將會

是未來三、四十年投入農業振興行列的年輕人。

舉例，南投縣埔里鎮一新社區有個回鄉青年農民林宥岑，勇敢創立了吟

詩綠曲體驗休閒園區，透過「農村再生」輔導及跨域合作平臺，轉型成有機

栽種，接著取得農業有機認證，陸續將茭白筍推入永豐餘、里仁等國內各大

有機商店。另一方面，也在農地裡闢設生態池，成功復育臺灣二級保育物種 -

白魚。現在，逢旅遊旺季，每周都有客人來訪，林宥岑的創業創意，100 年

獲勞委會肯定，獲頒「創業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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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時代來臨，農業也要升級

這幾年，農業電子商務已經成為開拓市場和參與全球競爭的必要手段。

受惠於臺灣網路的普及化，使生產者可與消費者進行零距離的直接溝通，電

子商務整合了資訊流、金流與物流，使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需求與期待，例如

農產品的安全，環境生態保育等，也可立即回饋給生產者，讓生產者適時彈

性調整與改善生產的質量，加上電子商務銷售金額普遍都優於市場價格，生

產者無需再透過層層盤商，大幅提高農民所得。這樣多重的優勢誘使生產者

更願意從事有機、友善耕作的永續農業。

「農村銜接電子商務」輔導成績亮眼，農委會自 104 年已開始與國內垂

直性生鮮電商密切合作，協助輔導臺東 34 位青年農民 41 項農產品於電子商

務平臺上架與行銷，以預購模式讓青年農民安心耕作生產，在消費者的期待

下，青年農民也嚴格注意商品品質，並藉由網路資訊獲得消費者反應，打造貼

近市場品牌，成功擺脫傳統盤商低價收購方式，明顯提升青年農民收益。

「時代在改變，人在改變，唯一不變的，就是持續改變，臺灣農業必須

時時保持對市場與科技的敏銳度，隨時調整，才能找出最有力的策略與方

案。」 農 委 會 過 去 4

年多來所推動的「農

村再生」，透過導入

新的技術與年輕人力，

已醞釀出一股青年農

民新勢力，正在翻轉

臺灣的農村。

農委會將臺東特色農產品上架於電子商務平臺做銷
售推廣。

原味樸實 × 溫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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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純真的幸福
自然天光 ×在地美食 

自然天光 × 在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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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是一門學問，也是一門藝術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舊思維裡，

傳統農業向來與汗水與泥土畫上等號，難以和高品質、高價值產生連接。但

走訪過多國農、漁村的陳前主委保基卻認為：臺灣以農業著稱，以前好像和

休閒沒什麼多大關聯。不過這幾年，休閒農業旅遊發展迅速，提供食、衣、住、

行、育、樂等不同旅遊需求服務，讓人玩出樂趣，也玩出學問。他邀請民眾

實地探訪，來到農村桃花源接受大自然的洗禮，實地親身體驗所身處之自然

環境的點點滴滴！ 

誰說農業只是餵飽肚子?

10 年前，如果告訴人，農村可以玩很久、玩很 hi，一定沒人相信；10 年後的今天，

想要欣賞不一樣的山光美景、品嚐鄉村特色美食，感受原始生態、體驗自然教育，「農

村」當然是首選！

近年來，農、漁村除了生產糧食，還提供了食、宿、遊、購等服務，展

現了多元功能，食農教育與環境教育、紓壓療癒、生態導覽、閒置漁港修復

後供賞玩，樣樣吸睛，簡直就是繁忙的現代人尋找幸福的新桃花源。而這一

切改變的起點，就從翻轉大家對農業及農村價值的認知開始。

88



「生活本身就是文化，從眼睛到嘴巴都可以體驗。」既然如此，怎麼能

夠光說不做呢？陳前主委保基任教臺灣大學或擔任農委會主任委員期間走訪

國內外農村取經，他觀察，臺灣農、漁村把遊客當主角，主動發現需求，加

上創意十足，求新求變之下，反倒走出自己的路。

舉例來說，農村婦女自創「田媽媽」品牌，打著鄉村美食招牌，呈現另

一風味；休閒農場設計「採果樂」行程，除了採水果、烤番薯，還可下田種稻，

體驗農家生活。總總的一切 ......，讓遊客能夠吃得到、動手做，愛上農村。

特別的是，農委會輔導印製的水果月曆一向相當搶手，上任後，陳前主

委保基嘗試將平面印刷結合影音資訊，讓 105 年的水果月曆成為一份「農遊

月曆」，民眾只要手機掃描圖片，就能獲得更多影像資訊，「水果月曆以影

像來說故事，農委會是第一。」

點 × 線 × 面，綠色旅行好好玩   

農業與旅遊看似不相干的兩種產業，可以碰撞出什麼樣的創新火花呢？

結合臺灣最驕傲的農產品與最具人情味的農村觀光，兩者效益發揮到最大，

就有 1+1 大於 2 的產業價值。

當然，農特產也要翻新，才能讓遊客驚豔。舉例說，各地農會開發具地

方特色的柚子相關產品，吃的、喝的、塗的、抹的，讓民眾渲染一身柚子的

芳香馥郁。在商品包裝設計上盡情揮灑創意、注入巧思，讓消費者一瞥之間

驚為天人，才是商品包裝必須發揮的功能。

自然天光 × 在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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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賣一天的米，比不過一群人到農場玩一天。」的確，農村的活化

再生，單靠經濟作物是不夠的，必須從區域總體營造概念出發，活化產業外，

也創造就業環境，吸引人才回流，更進而將農業輔導轉型成休閒農業，遊客

在農場的消費從住宿到伴手禮，透過文創與地方故事的包裝，所創造的經濟

收益，遠大於農作物本身。

據觀察，在網路資訊充斥的時代，隨著個人網站、部落格、影音分享平

臺及行動裝置的普及，越來越多人將生活上的食衣住行相關資訊藉由這些機

制分享並獲得迴響，也成為一種風尚潮流。另外，從景觀環境的美化，硬體

設備的改善，到在地文化的展現，再結合行動工具的運用，不僅吸引年輕遊

客來訪意願，更可透過社群媒體的分享，口耳相傳為農場打響品牌知名度。

緊接著，把農場與周邊的住宿、美食以及交通等元素串聯起來，旅遊的範圍

擴及點、線、面，遊程豐富與多樣化，行程可長可短，任遊客自由搭配，享

受半日或多日的悠閒樂活。 

鮮摘採蔬，以湖光山色佐餐

當然，「田媽媽」也不能缺席。農委會輔導成立

的田媽媽料理班，利用在地農產品為食材，開發出各

式料理和手工點心，並搭配農漁會開發的農業精品、

伴手禮，不僅讓觀光客對臺灣各地的好風光留下深刻

印象，也能把臺灣各地的特色美食、名產帶回家，不

但看得到、吃得到，還能與親友分享！
採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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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休閒農業業者的一大限制是規模較小，單打獨鬥宣傳力有限，公私

部門協力以主題遊程的方式，協同業者共同行銷就成了最佳的藥方。例如農

委會配合交通部觀光局推動的「臺灣好行」把許多優良觀光休閒農場列為必

訪景點；另一方面，和旅行社合作，推出「食材旅行」、「食農教育」、「採

果體驗」、「自然旅行」等套裝行程，將走馬看花的旅遊過程更加精緻化，

遊客到農場小住幾日，鮮採蔬果作為當日餐點食材，不少遊客樂此不疲一再

參加，更有人創下三個月參與 67 趟的驚人紀錄呢！

近幾年，國際旅客來臺觀光的人數逐年提升，一年若以 1 千萬人次計算，

只要 10％、100 萬人次來到休閒農場，所創造的觀光收入絕對可觀！根據統

計，舉世知名的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104 年即吸引 170 萬人次的國外觀光客朝

聖，而中小型的農場也不可小覷，例如頭城、香格里拉、臺一、走馬瀨、大

坑、仙湖 ...... 等多家休閒農場，從 87 年的 6.9 萬人次，到 104 年的 38 萬人次，

創造的周邊效益遠超過 15 億元。更重要的是，這些外國觀光客到休閒農場不

只在地消費，也帶回優質的農產品，行銷臺灣，創造雙贏。

　　

臺灣各地都有其農特產，公館的田媽媽將
全臺獨有的紅棗入菜，一年可有近 2 千萬
元的營收。

別以為種薑的休閒農場變不出新把戲，讓
外國遊客體驗製作薑餅人，已成為受歡迎
的旅遊商品。

自然天光 × 在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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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遊客帶進農村，等於農村走出去

四年前，農委會擘劃出「農遊國際化」藍圖。休閒農業如果沒有國際化，

單靠國內市場，無法提升農產消費的總產值。

同時，要大規模發展休閒農業，除了輔導產業轉型，還要從根本的法規

開始，陳前主委保基上任後就提出政府應該鬆綁法規，不要什麼都限制，反

而限制了創意萌生，而是讓業者有創意想法，可放手去開發，政府協助解決

問題，幫助業者，不要讓法規限制業者的創意。因此，102 年修改休閒農業

輔導管理辦法，增加簡易餐飲設施的申設，也調高了加工、展售等設施之面

積占比，希望業者可以更強化農產品的利用和提高其附加價值。但陳前主委

保基也強調，一旦法規確定，查核工作不可少，業者必須依規定好好經營，

發揮農業特色，提供更好的服務。

花蓮海域是臺灣賞鯨豚的最佳地點。( 陳毅正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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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剛出爐的「休閒農場經營管理師職能基準」，是勞動部職能發展

應用平臺上農業產業唯一的項目，基準中包含農業、觀光、行銷、資通訊等

一般性及特殊性技能，說明休閒農場經營管理的專業性。不只這樣，「『農

場專業人員』與『專業導遊』交互培訓」是農委會推出的奇招。畢竟，農場

專業知識，沒人比得上農場從業者，而導覽解說技巧與外語能力，受過專業

訓練的導遊又略勝一籌，因此，藉由交互切磋培訓，可以達到「導遊農業化、

業者導遊化」，對經營績效的提升有所助益。

農家打造出來的農場風景，是最動人的臺灣風情

【擁抱農業 擁抱幸福】陳前主委保基使用的名片夾，是南投竹山大禾竹

藝工坊所製作的竹製名片夾，有別於一般市面上常見的金屬製名片夾，竹子

的質感更帶有濃濃的地方特色，甚至還可透過雷射雕刻，幫客人刻上姓名，

讓名片夾更具紀念價值。這種走進農村，擁抱農業的幸福感，是農委會很熱

切想要和每一個人分享的。

臺灣四面環海，自然生態與景觀資源豐富，農村環境與許多先進國家毫

不遜色，又具城鄉距離短與生活機能便利之優勢，結合地區產業與文化特性，

真的可以提供多樣化的休憩活動與農業旅遊元素。

以前，農村只能生產農作物；

現在，農村可以這樣玩，而且，可

以很好玩！「幸福是什麼？」「幸

福就是從『心』探索在地的田園

風情、驚豔臺灣的農村美景。」

花蓮海域是臺灣賞鯨豚的最佳地點。( 陳毅正提供 )

休閒農場可以提供體驗服務，也可以傳播農業
教育。

自然天光 × 在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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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農業工研院   

為建構「新價值鏈農業」提供產業升級之關鍵技術，在陳前主委保基多

方奔走下，「農業科技研究院（農科院）」於 103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主

動輔導國內農企業與農民團體，扮演起產學研之橋接平臺。例如：臺灣雖然

並非禽類主要之生產國，卻因掌握先進篩洗與加工等加值技術，高品質羽絨

出口居全球之冠，臺灣農業應勇敢跨入國際市場。

軟實力就是說服力

農業在我國的經濟發展占有重要地位，陳前主委保基上任以來力求再創農業顛峰，

強調「行動優先」策略，藉由科技研發與創新，發展具產業化能力的技術與知識，

並結合傳統農業技術之優勢加以整合包裝，成為可商品化的知識產品，將臺灣農業

科技的傲人成果推向國際舞臺，使臺灣成為亞熱帶農業科技產業重鎮。

全球面臨極端氣候、生態破壞及資源枯竭 ...... 等環境問題，以及全球經

貿自由化與區域經濟整合等國際趨勢挑戰，陳前主委保基提出了新思維及新

作法，推動生產型農業轉型，以傲視全球的農業科研軟實力，帶動產業六級

化，重塑農業王國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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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農業研發到商品上市約歷經 10 年，如今透過科技突破與產業化

發展，可縮短至 5 到 6 年。104 年底，農科院完成設置 3 所 1 中心，其中動

物所、植物所及水產所研究方向與產業緊密銜接，初步研究方向鎖定畜禽水

產、動物疫苗、飼料添加劑、生物農藥、生物肥料、檢測檢驗、觀賞魚及寵

物週邊等進行開發，並與各農業試驗單位及各大學研究機構互補合作，強化

整體農業技術、商品化及產業化服務功能，提升產業競爭力。

以「農業的工研院」為期許的農科院，透過建立研發團隊與服務平臺、

辦理洽談會議及發掘產業需求，發揮橋接功能，目前是「動物疫苗」、「飼

料添加物」及「生物農藥／肥料」等 3 個產學研聯盟的核心幕僚，計 193 家

廠商共同參與，已促進投資 2,838 萬元，增加產值 7,146 萬元。

以動物疫苗為例，日前就與國內業者共同合作研發 1 款疫苗產品，再應

用拜耳國際通路銷往韓國，上市後短短 6 個月在韓國市占率就達 14％，產業

化輔導轉為積極，協助農企業布局全球。再以新事業輔導案件為例，成功促

成特克斯科技公司衍生新創公司，投資高效禽畜糞處理產業，產品已銷售至

國際市場，另協助冠鼎環保科技公司進行組織再造，投入有機質液肥產業，

統計 2 家企業計促進投資 2 億 7,000 萬元，預估未來 5 年營收可達 34 億元。

因應經濟國際化、自由化的衝擊，陳前主委保基強調：「不僅要臺灣企

業走入國際，更要吸引國際大廠來臺投資。」為使國內疫苗快速與國際標準

接軌，農科院積極導入 cGMP、GLP、GCP 等 3 種品質系統，並建置動物用

生物藥品審查機制與檢驗登記支援平臺，加速藥品審查時程，完善的產業服

務與尖端成熟的科技研發技術，成功吸引德國 EW 集團來臺設廠，同時整合

農科院技術服務平臺能量，建構農業生技 CRO 服務平臺，未來也是拉攏國

際生醫大廠來臺投資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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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驗室到市場之路

99 年，農委會開辦科技農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5 年以來已培訓 215 位

學員，但不為人知的是，促成這項合作的背後推手就是陳前主委保基。另一

方面，為暢通農業融資管道，農委會除已提供各項農業專案貸款外，也爭取

農企業上市、櫃，陳前主委保基強調，部分農企業雖然不符合一般獲利能力

及設立年限之上市、櫃條件，但是其產品或技術已開發成功且具未來市場性。

103 年 1 月，創櫃板類別納入農、林、漁、牧，結合新創農業與科技，

至今，協助農企業出具農業科技或新創事業市場性意見書 3 案及創新創意意

見書 9 案，大江生醫公司、瑞基海洋生技公司已上櫃掛牌，麗園農牧公司、

那米亞發酵公司、焌達科技公司及芒果恰恰公司等 4 家已順利登錄創櫃板。

陳前主委保基指示規劃「農業生產力 4.0」及「農業生物經濟」方案，獲

得行政院科技會報預算匡列支持，將由農委會及所屬試驗改良場所、農科院

及農企業共同攜手，為創建具有特色競爭力的農業產業努力，以創新積極取

代防守策略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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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是漸進過程

99 年 7 月，國際稻米研究所（簡稱 IRRI）所長 Dr. Ziegler 拜會農委會，

說明擬推動與我國合作之 4 項專案計畫包含：「整建稻種基因銀行」、「建

立公共農業研究雲端運算平臺」、「建置數位稻米資訊中心」、「創造潔淨

永續稻米產業」等計畫內容。經過多方評估後，農委會自 101 年度起，由農

業試驗所、相關農業改良場及接受計畫委託之研究機構等組成研究團隊，與

IRRI 進行水稻抗耐逆境品種選育研究，目前已獲得耐旱、耐鹽、抗白葉枯病、

抗稻熱病之育種材料；超過 50 人次至 IRRI 學習參訪，並舉行 6 場工作坊及

研討會，邀請 24 位學者來訪。

104 年 1 月，農委會與 IRRI 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同意在農業研究領域

建立正式合作關係。陳前主委保基說，IRRI 從創立以來和臺灣都保持密切夥

伴關係，「很高興在任內能把這樣的關係正式化，推向更高的層次。」

四年間，陳前主委保基帶領農委會積極與國際組織合作，辦理 3 次臺美

農業科學合作會議，推動研習美國農藥管理制度、柑橘黃龍病防治及加強區

域合作提升原生蔬菜種原蒐集及利用等 3 項計畫，並與美方共同執行「野生

紅米稻之防治」及「氣候變遷之作物反應評估與減排調適策略研擬」等 2 項

計畫；促成德州農工大學國際農學院與中興大學於 103 年簽署為期 5 年之合

作備忘錄；辦理「臺以雙方合作推動環境友善農業、猛禽遷移研究及生物認

知提升」計畫；與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CIMMYT）重啟合作之基礎，簽

署玉米研究合作協議；推動臺荷農業合作，建構亞熱帶適應性示範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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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耀眼明珠

臺灣，雖然沒有足以傲人的自然資源，但卻有 3 個重要國際農業機構－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亞蔬中心）、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亞太糧肥）及

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土策中心）將總部設於此。這三個國際農業機

構，兼具民間團體的彈性及效率，在訓練內容、接待規格品質及人員素質上，

實為我國積極發展農業外交不可或缺之行政資源。

任內，陳前主委保基提出建構亞太農業政策資訊平臺（FFTC-AP 平

臺）主張，定期蒐羅國內外農業政策與施政動態資訊，翻譯為英文後上傳至

FFTC-AP，供亞太地區各國家研究人員與政策制定者參考使用。此外，也依

據亞蔬中心成立時簽署之協定，以及擔任地主國之國際慣例，除持續補捐助

該中心之行政業務經費外，並另提供專案補助計畫，自 102 年度起，選定「蔬

菜種原蒐集調查及品種選育」、「以傳統與分子育種進行作物特性改良」、「蔬

菜省水設施發展及週年栽培模式建立」、「有機概念農場示範」、「強化國

際事務參與」等 5 項工作加強交流，增進農業人員之國際觀，強化臺灣與國

際農業之連結。

100



獨步全球 × 世界驚豔
臺
灣
農
業
最
ＩＮ

101

（上）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
           院正式掛牌成立。
（中）陳前主委保基前檢視農

科院基盤能量。
（下）與荷蘭政府合作設計建
           造之「臺荷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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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嗚～快樂出航了！

回顧民國 101 年釣魚臺風雲四起，蘇澳區漁會陳春生理事長發起『為生存護漁權』

活動，102 年「廣大興 28 號」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槍擊事件，讓政府聽到了漁民的

聲音，並開始積極行動，分別與日、菲簽定協議，讓漁民在海上安心作業，不再受

干擾。

過去在新聞媒體上，偶爾會看到或聽到我國漁船在釣魚臺附近海域或巴

士海峽作業，遭到日本或菲律賓公務船干擾的相關新聞，但這幾年，在陳前

主委保基帶領的團隊與外交部等部會合作努力下，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廣大興 28 號漁船 VDR 航跡資料顯示均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內，並未進入菲律賓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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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漁業協議，保障漁民權利   

「這個漁業協定等了 20 年才簽，對我們漁民來講，最大感觸就是，在

那邊捕魚，不用再擔心遭到日本公務船的驅趕，真正可以安心作業了」，宜

蘭縣延繩漁業協會林新川總幹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興奮的說出這段話，並

特別感謝政府相關機關的努力與協助。

聽到林新川這樣說，陳前主委保基笑說：「這一定要簽，不簽不行，我

們和漁民站在一起。」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 1982 年通過，日本於 1996 年批准該公約，並於同

年 7 月 20 日宣布實施 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EEZ）。臺灣與日本由於專屬經

濟海域重疊，為解決此一問題，雙方 1996 年開始進行漁業會談，期間雙方

均主張擁有釣魚臺主權，因基本立場不同，經過 16 次談判，一直未能簽定

漁業協議。

釣魚臺是宜蘭漁民傳統的作業漁場，談到釣魚臺一般人可能還覺得有些

陌生，但對於宜蘭地區的老漁民而言，是他們討海生活的記憶。101 年 9 月

25 日，蘇澳區漁會陳春生理事長發動南方澳漁民，集結近百艘漁船前往釣魚

臺訴求「為生存、護漁權」，為之後第 17 次的臺日漁業權談判做先鋒。

過去臺日漁業協議簽署過程，參與層級都不高；這一次，日方來臺談判

層級漁業部門提升至部長、外交單位則提升至參事官層級，期間歷經 2 次預

備會議及 3 次非正式高層協商，終於在 102 年 4 月 10 日舉行第 17 次臺日漁

業會談，簽署臺日漁業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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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權大進步，主權未讓步  

對於在協議水域作業的漁民而言，臺日漁業協議提供了一份「平安出航、

滿載而歸」的保障。臺日漁業協議將釣魚臺列嶼周邊的臺日重疊專屬經濟海

域排除適用雙方漁業法令，各自管理本國漁船，彼此不干擾對方漁船作業，

我國平均 800 艘漁船在協定水域內之作業權益獲得保障。臺日漁業協議水域

範圍面積約 7 萬 4 千平方公里，為我陸地面積（3 萬 6 千平方公里）的二倍

大，增加之海域面積約 4,530 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具高經濟價值之黑鮪魚漁

場，經統計自 95 年至 101 年，超過 250 艘我國漁船遭受日方干擾，在協議

簽署生效後，我國漁船遭日方干擾船數自 101 年的 18 艘減少至 102 年的 1 艘，

在 103 年及 104 年則已無漁船遭到日本公務船干擾，確保並增進我漁民作業

權益。

臺日漁業協議簽署迄今已近 3 週年，臺灣與日本的鮪魚產量同列世界前

茅，因此，兩國除了共同開發西太平洋的鮪魚資源之外，更應共同攜手合作

推動適當的監測與管理，包括捕撈範圍，臺日不再發生漁業糾紛，都是協議

簽署後的正面效益。但漁民生活真的改善了嗎？是的，數字會說話。在漁民

可安心作業的情況下，104 年在協議海

域捕獲黑鮪尾數為 1,026 尾，較 103 年

增加 230 尾，增加漁獲量 36,442 公斤，

與尚未簽訂臺日漁業協議之 101 年比

較，增加 889 尾，增加漁獲量 187,405

公斤，也讓漁民實質獲益增加。

102 年 4 月 10 日臺日漁業會談暨協議簽
署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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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具體落實，備受國際肯定

臺日漁業協議的簽署，獲得了國際視聽的重視，超過 50 則的熱烈報導，

以及多方好評。例如，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 Daniel Russel 就公開表示：「《臺

日漁業協議》與美國政府核心價值一致，不僅尊重國際法，亦以和平方式解

決爭端」。

另外，臺日雙方依協議規定設立「臺日漁業委員會」已召開 4 次會議，

第 3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於 103 年 1 月 24 日完成協商，並首次訂定「臺日漁

業協議適用海域漁船作業規則」，雙方同意「分時分區」、「相互通報」、「不

排除對方漁船，劃定海域適應彼此作業方式」等原則進行合作。經過一年的

作業實踐，臺日雙方進一步考量雙方漁船的作業特性後，於 104 年 3 月 7 日

第 4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完成協商，並更新「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漁船作業

規則」，同意在八重山群島北方及特別合作水域之部分漁區，採「日夜輪作」、

「分時分區」並「考量小型漁船作業」等原則進行合作，確保漁船作業安全。

臺菲新漁業協定，臺菲關係里程碑

討海，或許並不是向海討些甚麼，而是向海乞求，乞求大海賜與溫飽。

每年黑鮪魚季，漁民有時因追逐漁獲不慎誤入菲國水域，為顧及自身安危，

避免滋生事端，當下反應即快速駛離，運氣好時可平安脫困；運氣不好時遭

菲國公務船企圖攔阻扣押。菲國司法效率向來不彰，審判程序冗長，加上司

法掮客猖獗，我國漁民多採私下解決方式處理，造成人財兩失時有所聞。難

道我漁船在我國經濟水域撞見菲國公務船，好比看到妖魔鬼怪，僅有快速逃

離的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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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5 月 9 日發生我國「廣大興 28 號」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槍擊事件，

大家同仇敵愾，對於漁友遭此不幸，農委會深表痛心，並責成相關單位提供

保險、慰問金及貸款等各項協助，以協助家屬儘速度過難關。

漁民這麼憤怒，實在是因為長期受到菲律賓的欺負，事件發展到最後，

雙方達成和解和賠償協議，菲國也派特使來臺致歉，事件平和落幕，雙方關

係重回正軌。隨後雙方召開多次漁業會談，達成海上漁業執法避免使用武力

及暴力共識，同時建立漁業執法緊急通報程序，以及遭扣押漁船及船員快速

釋放機制。

維護漁民海上安全，執法前先通報

臺菲雙方已於 104 年 11 月 5 日完成「臺菲有關促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

協定」簽署，協定主要內容包括「避免使用暴力及非必要武力」，可確保我

漁民作業時人身安全，避免類似廣大興 28 號漁船事件之不幸案件再度發生；

「1 小時前通報機制」可使我國漁船在雙方重疊 EEZ 作業之漁船於菲方執法

前，有 1 小時緩衝時間，得自行離開，並使臺菲雙方在執法程序開始前先進

行溝通，降低衝突對峙發生之可能；倘漁船被扣捕，「3 日內迅速釋放機制」

可確保漁船在提出適當保證書或其他擔保，或支付符合逮捕方法

律之罰鍰後，於 3 日內被釋放，以保障漁民生計，相較以往我

國漁船遭菲國扣押，須歷經動輒數個月的司法程序，大幅縮減人

船釋放的時間。臺菲簽署漁業協定，係臺菲關係數十年

來的重要里程碑，亦為馬總統發表「南海和平倡議」

以來第一個成果，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最佳實踐。

「臺菲促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簽署後，首

宗我國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於菲律賓 Tar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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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投資設立飼料生產園區，於 104 年 12 月 2 日舉辦新設飼料廠第一期工程

落成典禮，並邀請陳前主委保基率員參加典禮。陳前主委保基表示，雙方簽

署臺菲漁業協定，除鞏固臺

菲雙方友好關係外，更奠立

雙方進一步展開漁業事務

合作基礎，未來雙方將在

此良好基礎下，逐步推動

如水產飼料投資等漁業事

務合作。

漁船監控、管理，為所當為不落人後

問及當時「菲國政府聲稱『廣大興 28 號』作業時進入該國領海」，陳

前主委保基駁斥回應。他說，臺灣很多先進的漁業科技包含航程紀錄系統都

是全球獨步的，廣大興事件就是漁船裝有國人所研發的最先進航程紀錄器

（VDR），藉由這套系統，才證明沒有在菲律賓的水域裡抓魚。

海洋是生命之母，但神秘難測；海洋資源究竟還剩多少，答案未知。陳前

主委保基說，早期可在公海自由捕魚，但隨著科技與漁撈技術進步，過去從未

去過的漁場，現在都已開發，根據 FAO 的評估，全球 9 成海洋魚類已完全開

發或過度開發，為了讓海洋子民的視野能真正擴及海洋，漁業結構調整必須兼

顧本土條件及國際情勢加速進行，務求落實至漁家，才能突破瓶頸，順利轉型。

海洋遼闊、深邃的意象令人神往，但也詭譎、危險、高深莫測、與陸地

文明隔絕，讓人喪膽。「遠洋漁業的國家責任，是丟不掉的。」

臺菲雙方人員參加臺菲漁業協定完簽茶會。( 外交部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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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邁向自由經濟島
去邊緣化 × 提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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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微知著，勾勒農業藍圖   

陳前主委保基說起，未擔任農委會主委之前，常常與友人一同享受著名

永和豆漿大王的燒餅、豆漿，當時總是想著，燒餅、豆漿的主要原料是小麥、

芝麻、大豆，幾乎都是國外進口原料，但卻能製成臺灣美食，不僅臺灣人愛

吃，連國外旅客來臺都指名必吃，這不就是「農業加值」的魅力嗎 ? 

自由經濟示範區擔重任

自由經濟示範區，顧名思義就是把經濟自由化，加速市場開放、吸引外資進駐，成

為國際接軌的示範區；吸取經驗後，再擴大至全臺，邁向自由經濟島。如果示範區

可以順利上路，一定能為臺灣創造一些與國際社會的連結。

當全球都在玩「自由貿易」遊戲，嘗試解除國界間關稅壁壘，企圖鬆綁

各國經貿管制之際，臺灣呢？為避免邊緣化危機，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

設置，有其突破現行經貿結構困境之重要使命。但其意涵為何？如何實踐？

都值得細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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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已融入臺灣人生活的加工食品，就像歐洲巧克力、英國紅茶，

這些地區都不產原料，而是來自斯里蘭卡、委內瑞拉、東南亞等國，可是消

費者還是覺得這些產品是優質的、可信賴的，完全不因原料來源而影響對品

牌的喜好，甚至成為一種品味的象徵。跟這些國家相比，臺灣應該也有機會

以加值型的農產品馳名國際 ! 

TPP/RCEP 既然已是必走的路，農業也應該要有所轉變，如果能夠成功

地將廣大國外的農產品都變成我們的原料，增值的不是幾塊錢而是以倍數計

算，這樣好的生意為什麼不做 ?「臺灣農業技術跟產品都非常優秀，但是一

直以來大家都認為自由化以後，農業會完蛋！」陳前主委保基表示，這是用

傳統生產型農業的想法去想像農業的未來。

舉例，鳳梨（加工用開英種）產地 1 公斤價格不過 18 ～ 20 元，但是製

成鳳梨酥後，一個鳳梨酥只有 30 ～ 35 公克，卻可以賣 35 ～ 50 元，產品的

價值已經不是用公斤計算，而是用公克計價。現在臺灣鳳梨酥的年產值已經

達到 200 ～ 250 億元，甚至已有業者將據點擴充到大陸、日本等大城市，走

的是高單價高品質路線，仍然大受歡迎，這證明透過技術、創意加值，可以

重新定位農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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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加值理念，爭議始料未及  

至於開放國外農產品對臺灣農業的衝擊議題，陳前主委保基強調，如果

把時間拉長看，現在不改變，往後十年、二十年就算不開放，臺灣農業也會

逐漸式微。著眼未來，只有「做新的餅、把餅做大」，將「生產型農業」擴

展為「新價值鏈農業」，才能創造業者與農民雙贏。

101 年，適逢行政院開始著手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這個概念正與

陳前主委保基的想法一拍即合，終於有機會讓農業政策也成為重大經濟政策

的要角，重新讓國人瞭解並正視臺灣農業的實力及潛力。陳前主委保基交代

同仁對臺灣各自由貿易港區、科學園區及產業園區進行比較研究，並分析各

產業加值潛力後，認為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深具發展優勢，便極力向行政

院爭取將屏東農科園區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為了示範區政策的推動細節，

主持超過 10 場內部討論及溝通會議，逐一確認法規及制度的鬆綁是否切合產

業發展需求。

但不知是觸及大陸議題的「逢中必反」情節，或是長期以來對「農業弱

勢」的既定印象使然，示範區農業加值政策，似乎不能獲得廣大迴響，各界

對於中國大陸農產品的疑慮甚深，即便制定適當管理或配套措施，仍無法改

變異議者的想法，各界批評聲浪不斷，遠超出想像。使得「自由經濟示範區

特別條例（草案）」在送入立法院後，審查進度牛步，甚至有人謔稱這是「滅

農」計畫；而陳前主委保基是「經濟部部長」，不是「農委會主委」。

柔軟身段，親上火線溝通

陳前主委保基認為，臺灣有很好的農產品，目前的困難就是原料沒有辦

法穩定、充足的供應，在示範區裡面可以挑到最好的原料，再加上臺灣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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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以鳳梨酥為例，鳳梨酥裡只有不到 30% 的原料是來自臺灣自產，包

括麵粉、糖、油等都是進口的，這樣就塑造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這個

產業也拉高了我們鳳梨的種植面積和產量；農業加值是十分創新的想法，臺

灣農業現仍停留在生產型，未來應擴大為加值型農業。他說，示範區是為了

模擬加入 TPP 的市場環境，也是區域貿易自由先試先行的作為，讓農業有機

會練習加值及爭取國際市場，只有這樣，農業才有機會，年輕人才願意回到

農業。

為了向各界說明這個極度創新的農業政策，他親筆簽了 112 封政策說明

箋函，交代同仁務必逐一送達各立法委員辦公室，以最大誠意爭取支持；並

指派副主委及處長一一拜會經濟及內政委員會委員說明。學界出身的他同樣

重視學界溝通，交代農委會同仁務必清楚傳達政策內涵，向農業界學者詳加

說明，也親自準備主委名義信函，請同仁將說明資料透過 E-mail 發送給 110

位農業界學者。這一切無不希望能夠化解疑慮，讓政策得以順利推展。

對於媒體採訪更是來者不拒，一次次不厭其煩地詳細說明政策的觀念跟

內容，無論是平面、廣播、電視傳媒，甚至新興的網路媒體，只希望能夠透

過媒體的力量，影響更多人。他更參加「Online 第 2 發示範區深度溝通會」，

這是政府突破性作為，首度嘗試在現場與網路媒體溝通，整個過程開放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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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現場接受各家媒體尖銳提問，就為了爭取網路世代的支持，這也凸顯

他勇於接受考驗的精神及求新求變的個性。

103 年 7 月 4 日臺灣

農業經濟領域的重量級學

者許文富教授撰文，闡述

自由貿易理論經過 200 餘

年驗證，證明並沒有發生

所謂強吃弱的情形，反而

看到彼此互惠的事實，並

親筆撰文鼓勵陳前主委保

基，明確表達對示範區農

業 加 值 政 策 之 支 持； 同

時，隨著示範區特別條例

（草案）審查進度受阻，

學界反對聲浪暫時消減。

外力扮催化劑，開放刻不容緩

農業不是只有農產品，「農業加值」，也不是只有「農產加值」，科技

成果產業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示範區第一階段從屏東農科園區開始，這只

是一個示範。透過各個成功的示範，產生群聚效益，讓屏東農科園區變成農

業的「竹科」，逐步實現農業加值，屆時農業會是下一個明星產業。

農科園區中只有不到 6% 是農產加工業者，其他都是生物技術產業。例

如觀賞魚中心以外銷為導向，農科園區還自設檢疫中心，並整合海關進駐，

許文富教授親筆，肯定農委會推動示範區農業加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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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為了讓價值鏈發揮到極限。園區內，動物疫苗、機能性食品、農業設備類

業者也不在少數，已經初具群聚效應，從示範區政策推動（102 年 8 月）到

105 年初，不過 2 年多的時間，園區新增 40 家進駐業者，估計新增投資金額

達到新臺幣 38.75 億元，園區總業者家數達到 102 家，這是以前農業界想像

不到的事情。

「未來的市場是全世界，農業加工業者要國際化，開放市場後，不僅是

農業原料，連加工品也會全部湧進國內市場。農業真的不能只是耕作，臺灣

要變成一個『創造價值的地方』。」陳前主委保基再三提醒。

政府幾個重要經濟政策中，一般人疑慮或誤解最多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可排名數一數二，對於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未能順利通過立法，

致使農業加值政策無法全面推動，一直是陳前主委保基在擔任農委會主委生

涯的缺憾，但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確實已成為農業科技產業化之聚落，農

業加值的理念也已深化在各項農業施政措施中，對於未來農業的發展方向已

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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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用不一樣的腦袋，打造不一樣的農業

四年來，有看到臺灣農業的改變，水稻田減少十萬公頃休耕，不再雜草

叢生，白鷺鷥變多了，田野更美麗了；青年農民也開始回鄉，用他們的創新

和活力從事農業，看到農村住的不再只有老弱婦孺，開始有了活力，更重要

的是社會大眾開始了解、關心並重視農業，國家重大政策也開始有農業的角

色，「自由經濟示範區」有農業加值，在尚未完全貿易自由化之前，建構可

以採取進攻型的策略；「生產力 4.0」也將農業納入，進行跨領域的整合，提

升競爭力；「生物經濟」把農業生技產業列入重點，在國際市場可以領先醫

藥生技；農委會科技預算也大幅成長，106 年首度超過 50 億元；「新世代工

作者培育方案」是第一次長期人力資源提升計畫，獲得行政院大力支持。

農業開始有正向的改變，但還要持續調整以補貼為主的政策，加速跨領

域合作，創新農業結構，同時鬆綁相關法令與國際接軌，讓農業成為亮點產

業，以應付我國加入 TPP 的衝擊、極端氣候變遷、農業人力老化等挑戰。

「改變」是唯一「不變」的趨勢，所以如何將困境化為轉機，就是要不

斷改變舊有的作法，不要再以農業的本位主義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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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是將舊的產業轉成新的領域，擴展產業發展空間和價值。創新則是

利用跨領域技術發展新的產業模式，「農業生產力4.0」就是創新加值的模式。

臺灣農業的下一步，絕不能走回頭路，禁掉補貼、福利的奶嘴，繼續提

高農地的利用效率，開拓農業的多元價值，建構新價值鏈的農業，同時務必

加強跨領域整合和創新產業結構，各項法規應該接軌國際，讓臺灣農業走向

世界，乘著貿易自由化的浪頭，成為臺灣繼電子業之後的明星產業，重建臺

灣農業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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