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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農業部場試所人員淨零排放知識推廣與應用公版教

案之能力，協助擴散農業部門策略與措施予農民團體、農企業

及農民等利害關係人，本場 112 年 11 月 14 日至 15 日於林試

所蓮華池研究中心辦理「農業部農業淨零排放場試所種子講師

培訓」，包括農試所、林試所、水試所、畜試所及各區農改場

淨零排放輔導團隊研究人員共 66 人參訓。

農業部資源永續利用司莊老達司長致詞時表示，因應全球

推動淨零排放趨勢，2021 年農委會成立氣候變遷調適及淨零排

放專案辦公室，2023 年升格農業部後，成立資源永續利用司以

統籌規劃農業部門因應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路徑，持續推動減

量、增匯、循環及綠趨勢等 4 大議題主軸及具體策略措施。農

業部已宣示 2040 年達成農業淨零排放的目標，未來尚有 17 年

的路程需要各場試所共同協力，為凝聚農業各界對淨零永續的

認知，期藉由本次課程，培訓第一線種子講師，以利未來與農

業利害關係人傳遞正確的觀念，以清楚的邏輯提供政策訊息及

實務經驗，縮短與淨零的距離。

培訓課程特別邀請農業部莊老達司長、王怡絜科長，農業

試驗所陳琦玲研究員、江秀娥副研究員及農業科技研究院王慶

泰助理研究員等專家，撰寫公版教案、課程大綱及親臨授課，

課程涵蓋國際淨零發展與農業部門淨零排放策略、氣候變

遷因應法與溫室氣體相關資訊、農業部門碳權推動策略、

產品碳足跡制度、組織溫室氣體盤查與揭露制度及農林業

類別減碳方法學等 6 門。課程中講師提綱挈領擷取關鍵知

識觀念，提示講授內容與重點。課堂講授後並安排教案討

論，由參訓人員分組討論與演練使用教案。促進種子教師

釐清觀念，提升教學功力，並有助於往後推動淨零排放之

工作。

農業部農業淨零排放場試所種子講師培訓

 農業部莊老達司長莊司長 ( 右 1) 主持本次課程開訓 ( 中為本場楊宏瑛場

 長，左為楊嘉凌科長 )

 王怡絜科長 ( 前排左 2) 致贈碳足跡標示之飲料鼓勵參訓人員演練教案

 農業部莊老達司長 ( 前排左 2) 及本場楊宏瑛場長 ( 前排右 3) 與參加人員合影

文圖 /曾宥 、廖崇億

本場 112 年 11 月 13 日於試驗田區及堆肥舍辦理「果木修剪枝條於農業生產循環

應用田間示範成果觀摩會」，由楊宏瑛場長主持，介紹各類果木修剪枝條循環應用於

農業生產現況，現場吸引有興趣之農友、相關公所及農會成員約 30 餘人參加。

楊宏瑛場長表示，政府積極推動農業淨零碳排與建置循環場域，臺灣每年約生產

果木修剪枝條 25 萬 5,000 公噸，其中彰化縣為果木修剪枝條大宗產區，分別為溪州鄉

9,361 公噸、田尾鄉 4,175 公噸、溪湖鎮 3,338 公噸、大村鄉 2,811 公噸、永靖鄉 2,737
公噸、北斗鎮 2,495 公噸、田中鎮 2,186 公噸及社頭鄉 2,166 公噸，若由地方成立果木

枝條集中粉碎場域，協助後端木屑料源供應之多元應用，將有助於後續產業發展，諸

如堆肥及栽培介質、燃料棒、生物炭、木醋液等。

曾宥綋助理研究員說明果木枝條之循環應用，若其破碎後直接供為作物栽培介

質，易導致雜菇生長，造成作物生育不良。但藉由添加其他調整資材並導入枝條分

解菌，成品則可 100% 替代進口泥炭，介質成本初估可較泥炭介質節省一半，應用為

甜瓜 ( 嘉玉 ) 栽培介質，較泥炭介質節省一半以上化學肥料用量，其果實平均鮮重為

520 克，糖度 13.8 ° Brix。錢昌聖助理研究員說明甜瓜栽培管理技術，包含甜瓜品種、

介質、水分、肥培及植株生育栽培管理等，並與農友現場討論如何增進甜瓜栽培技術，

以發揮果木枝條介質最大應用效益。

本次觀摩會展示果木枝條機械化粉碎作業、堆肥化及應用於溫室甜瓜 ( 嘉玉 ) 生
長情形，為果木修剪枝條循環回歸農業生產開啟新的篇章，後續期望更多業者共同參

與，持續發掘果木枝條循環應用的價值。

果木修剪枝條於農業生產循環應用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農友觀摩果木枝條機械粉碎現況

 示範觀摩會由楊宏瑛場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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