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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名稱及經費
 

 

二、計畫性質及編號
 

（一）計畫性質：統籌計畫含5項細部計畫 

（二）本年度計畫編號：113救助調整-2.3-果-01 

（三）去年度計畫編號：112救助調整-2.3-作-01 
 

三、提送機關
 

（一）機關名稱：農業部農糧署

（二）計畫主持人：蘇登照組長

（三）計畫總聯絡人： 

 

四、計畫執行機關、執行人及計畫主辦人
 

農業部農糧署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計畫

113年度統籌計畫說明書

（一）中文名稱： 113年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二）英文名稱：

（三）計畫經費： 農業部農糧署 88,650 千元，配合款 46,217 千元，合計
134,867 千元

姓名：李慈慧 職稱：技正

電話：049-2332380#2280 傳真：049-2341067

電子信箱：leeth@mail.afa.gov.tw

計畫執行機關 執行人 執行人職稱 計畫主辦人 計畫主辦人職稱 電　　　　　　話

新北市政府農
業局

李玟 局長 張婷雅 課員 02-29603456#3007

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

張敬昌 局長 沈怡璇 技士 04-22289111#56115

臺南市政府農
業局

李建裕 局長 楊佳融 技士 06-2991111#6173

高雄市政府農
業局

張清榮 局長 王齡儀 科員 07-7995678#6150

高雄市政府農
業局

張清榮 局長 林依霈 科員 07-7995678#6125

高雄市政府農
業局

張清榮 局長 呂宥芊 科員 07-7995678#6164

新竹縣政府 傅琦媺 處長 李宜蓉 科員 03-5518101

苗栗縣政府 陳樹義 處長 李紳源 科員 037-328115

彰化縣政府 邱奕志 處長 陳柏璋 技士 04-753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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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 蘇瑞祥 處長 黃可榆 技佐 049-2229443

雲林縣政府 魏勝德 處長 黃敬倫 技士 05-5523336

嘉義縣政府 許彰敏 處長 林宛嬋 科員 05-3620123#8455

嘉義縣政府 許彰敏 處長 洪佑宗 約聘人員 05-3620123#8994

屏東縣政府 鄭永裕 處長 林育汀 技士 08-7320415#3731

屏東縣政府 鄭永裕 處長 杜志強 技士 08-7320415#3734

屏東縣政府 鄭永裕 處長 蕭淑芳 計畫人員 08-7320415#3731

宜蘭縣政府 李新泰 處長 黃文雄 技工 03-9251000#1630

臺東縣政府 許家豪 處長 林謙燕 科員 089-327904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醫學碩士
學位學程

蕭旭峰 學程主任 沈原民 助理教授 02-33669114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

謝禮丞 系主任 翁郁凱 講師 04-22857602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所)

鍾光仁 系主任 詹富智 教授 (04) 2285-4145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林翰謙 校長 江一蘆 副教授 05-25717758

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農園生產
系

張金龍 校長 梁佑慎 教授 0988304665

逢甲大學資訊
總處

唐國豪 資訊長 楊淦淼 資訊技術服務中
心主任

0424517250轉2815

保證責任台灣
省青果運銷合
作社

曾詠松 總經理 沈語喬 科員 02-29135111#171

台灣蔬果輸出
業同業公會

蘇雲嶢 理事長 林榮華 總幹事 (02)25316517

保證責任中華
民國果菜合作
社聯合社

沈子軫 理事主席 林小萍 總經理 04-8783118

財團法人台灣
香蕉研究所

邱祝櫻 所長 陳奐宇 助理研究員 (08)7392111 Ext.50

社團法人臺灣
葡萄協會

何澤焜 理事長 張宏政 秘書長 0425896696

農業部農業藥
物試驗所

徐慈鴻 所長 黃慶文 副研究員 04-23302101轉410

農業部農業試
驗所嘉義農業
試驗分所

方怡丹 分所長 蔡惠雯 聘用助理研究員 05-2753137

農業部農業試
驗所鳳山熱帶
園藝試驗分所

李文立 分所長 劉碧鵑 副研究員 07-7310191轉806

農業部桃園區
農業改良場

郭坤峰 場長 李寶煌 助理研究員 03-478216轉432

農業部臺中區
農業改良場

楊宏瑛 場長 蔡本原 助理研究員 04-852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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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五、執行期限
 

 

六、計畫內容
 

（一）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 

推動外銷水果產銷供應鏈： 

輔導設置香蕉、鳳梨、芒果、葡萄、梨、椪柑、柳橙、茂谷柑、檸檬

、棗 、柚、番石榴、木瓜、荔枝、楊桃、釋迦、蓮霧、紅龍果、柿、

葡萄柚等20項外銷供果園，建立供果園登錄制度，串聯產業供應鏈

，穩定市場供應。促進產業加值與升級，導入契作契銷及安全供應體

系，建立臺灣優質水果外銷供應鏈。歷年外銷供果園登錄情形：103年

4,432戶、5,100公頃，104年3,774戶、5,520公頃，105年2,626戶、

4,699公頃，106年2,761戶、4,170公頃，107年3,080戶、5,494公頃

，108年1,853戶、4,185公頃、109年1,915戶、4,325公頃、110年

2,677戶、5,258公頃、111年3,176戶、5,673公頃、112年3,452戶、

5,210公頃。 

112年因全球市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及中國大陸暫停我國鳳梨、番

荔枝、蓮霧、柑橘類、芒果等鮮果輸入，影響果品外銷量，生鮮冷藏

水果出口量34,570公噸，較111年38,632公噸，減少10%；出口值

62,646千美元，較111年73,042千美元，減少14%。歷年生鮮冷藏水果

外銷量值：103年出口量48,604公噸、出口值83,179千美元(2,513百萬

台幣)，104年出口量71,970公噸、出口值122,256千美元(3,893百萬台

幣)，105年出口量59,963公噸、出口值106,049千美元(3,452百萬台幣

)，106年出口量55,265公噸、出口值104,081千美元(3,177百萬台幣

)，107年出口量70,455公噸、出口值134,749千美元(4,021百萬台幣

)，108年出口量104,244公噸、出口值184,931千美元(5,716百萬台幣

農業部臺南區
農業改良場

羅正宗 場長 陳勵勤 科長 06-5912901轉201

農業部高雄區
農業改良場

戴順發 場長 陳明昌 助理研究員 08-7746779

農業部花蓮區
農業改良場

楊大吉 場長 劉啟祥 助理研究員 03-8521108轉3004

農業部臺東區
農業改良場

陳信言 場長 詹欽翔 助理研究員 089-325110轉885

農業部農糧署
北區分署

黃昭興 分署長 凌啟泰 技士 03-3322150轉156

農業部農糧署
中區分署

姚士源 分署長 陳嘉惠 專員 04-8321911轉129

農業部農糧署
南區分署

陳立儀 分署長 莊夙涵 專員 06-2372161轉230

農業部農糧署
東區分署

徐煇妃 分署長 張秉浤 課員 03-8523191轉252

　全程計畫： 自 113年1月1日 至 113年12月31日

本年度計畫： 自 113年1月1日 至 11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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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2)

(3)

(4)

3.

4.

)，109年出口量99,602公噸、出口值182,649千美元(5,438百萬台幣

)，110年出口量76,125公噸、出口值161,057千美元(4,532百萬台幣

)，111年出口量38,632公噸、出口值73,041千美元(2,131百萬台幣)。 

為提升外銷水果之競爭力，輔導外銷供果園加強安全控管，進行農藥

抽檢，辦理外銷果品三級品質管理，歷年外銷水果農藥殘留檢驗結果

：103年供果園採樣659件、合格率95%，蒸熱場抽驗962件、合格率

99%；104年供果園採樣583件、合格率95.6%，蒸熱場抽驗963件、合格

率98.3%；105年開始整合推動外銷水果三級品管檢驗，除鼓勵業者於

供果園自主採樣送驗及區域檢驗中心於蒸熱場抽驗外，並由防檢局辦

理邊境抽驗，檢驗結果分別為105年供果園採樣375件、合格率87%，蒸

熱場抽驗786件、合格率96%，邊境抽驗358件、合格率93%；106年供果

園採樣 604件、合格率 89.6%，蒸熱場抽驗1,031件、合格率

97.9%，邊境抽驗381件、合格率94.5%；107年供果園採樣590件、合格

率92.7%，蒸熱場抽驗1386件、合格率98.3%，邊境抽驗554件、合格率

96.3%；108年供果園採樣599件、合格率94.2%，蒸熱場抽驗1,210件、

合格率99.8%，邊境抽驗315件、合格率96.2%；109年供果園採樣600件

、合格率94.2%，蒸熱場抽驗1,217件、合格率99.5%，邊境抽驗337件

、合格率96.1%；110年供果園採樣596件、合格率93.5%，蒸熱場抽驗

1,226件、合格率98.2%，邊境抽驗378件、合格率80.4%；111年供果園

採樣533件、合格率96.4%，蒸熱場抽驗803件、合格率98.9%，邊境抽

驗174件、合格率97.7%；112年供果園採樣527件、合格率92%，蒸熱場

抽驗932件、合格率98.4%，邊境抽驗160件、合格率93.1%。 

輔導優質水果集團產區： 

輔導設置梨、文旦、椪柑、芒果、柿子、金柑、葡萄、紅龍果、荔枝

、 棗、木瓜、鳳梨、番石榴、蓮霧、酪梨、香蕉、釋迦、檸檬、紅棗

、橄欖、柳橙、百香果、茂谷柑、桶柑、梅等25項水果優質集團產區

，103年29處、1,320公頃，104年35處、1,520公頃 ，105年49處、

1,563公頃，106年54處、1,654公頃，107年57處、1,784公頃 ，108年

63處、1,911公頃，109年57處、1,928公頃，110年58處、2,122公頃

，111年71處、2,727公頃，112年71處，2,622公頃。 

輔導集團產區包裝集貨場取得辦理ISO、GLOBAL GAP等國際驗證，補助

設置田間生產設備及改善集貨包裝場設備，提升產業自動智能化作業

效能 、經營效率及果品品質。 

輔導落實契作契銷，並自主抽驗農藥殘留情形，經檢驗合格且當年度

產銷履歷、有機或國際驗證面積達集團產區生產土地60%以上者，得依

生產面積申領獎勵金。 

輔導集團產區應用試驗研究成果(種苗或技術)，取得授權並應用於生

產管理。 

輔導果樹轉作及品種更新：發展具競爭力果樹產業，縮減不具競爭力果樹

，以穩定產銷，104年執行面積30.8公頃、105年10.8公頃、106年6.1公頃

、107年10.11公頃、108年6.2公頃、109年7.3公頃、110年8.65公頃、

111年13公頃、112年11.62公頃。 

推動及輔導安全果品溯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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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

3.

4.

截至112年底，輔導通過果樹產銷履歷驗證累計1,773個生產單位、計

6,819農戶、通過驗證面積8,220公頃、預估產量98,649公噸、預估產

值逾26億元。 

鼓勵果樹產銷班辦理溯源管理第三方驗證，補助生產單位購買農機具

設施(備)，108年27個、109年24個、110年29個、111年17個、112年

16個生產單位執行。 

辦理產銷履歷教育宣導、栽培與安全用藥訓練、田間觀摩會及消費地

宣導說明會等，108年112場次、宣導人次約5,600人，109年103場次、

約5,150人 ，110年73場次、約3,650人，111年70場次、約3,500人

，112年74場次，約3,700人。 

導入第三方驗證制度，公告完成芒果、木瓜、荔枝、楊桃、蓮霧、印

度棗 、鳳梨、葡萄、枇杷、梨、番石榴、甜柿、番荔枝(釋迦及鳳梨

釋迦)、 香蕉 、紅龍果、百香果、李子、桑椹、柑橘類、酪梨、桃、

梅、龍眼、紅棗等30項水果良好農業規範（TGAP），輔導生產單位通

過第三方驗證及指導列印驗證標章。 

 

（二）擬解決問題： 

臺灣地區經濟栽培果樹約30餘種，以熱帶及亞熱帶果樹為主，並利用栽培

技術及海拔高度生產溫帶果樹，種植面積近18萬公頃，年產量235萬公噸

，產值約1,013億元，供應內銷(98%)為主，亦輔導外銷(2%)；91年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後，除香蕉、東方梨、檳榔、柚子、龍眼乾、椰子、鳳梨、芒

果、柿子等果品採關稅配額管理外，其他水果全部開放進口，每年平均進

口鮮果約28萬公噸左右，主要進口品項為蘋果、奇異果、桃、葡萄、櫻桃

及梨等溫帶水果，占國內水果總消費量約10%；評估我國具競爭力果品為

鳳梨、芒果、番石榴、香蕉、蓮霧、柑橘類等，受中國大陸自110年3月

1日起暫停我國鳳梨輸入及同年9月20日起暫停我國釋迦及蓮霧輸入，又於

111年8月3日起暫停我柑橘類輸入，再於112年8月21日起暫停我國芒果輸

入，加上全球新冠肺炎(CODIV-19)疫情等因素影響，亟需開拓既有市場以

外之外銷新興市場。 

因應經貿自由化趨勢，水果產業應加強創新加值與產業結構調整，強化冷

鏈物流貯運作業及符合國際間檢疫規範，以提升國際競爭力，建立臺灣為

熱帶精品水果中心，發展在地特色產業，並擴大具競爭力果樹經營規模

，縮減不具競爭力果樹面積輔導轉作或品種更新，引導產業結構調整，降

低對國產水果產業衝擊，另國內水果產業面臨傳統小農經營，缺乏效率

，加上農民逐漸高齡化及勞力不足，易產銷失衡等問題，面對農產品市場

開放，亟需加速產業結構調整。 

配合國內外市場需求，將無競爭力果樹或市場接近飽和之品種更新為具高

經濟價值、具外銷潛力或加工用品種，穩定產業供應價值鏈；及促使果樹

品種多樣化，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以穩定市場行情，引導水果產業結構

朝具競爭力產業方向調整。 

為讓消費者安心食用國產水果，兼具區隔進口水果，結合優質水果集團產

區至少需有70%生產土地取得產銷履歷驗證，擴大推動安全果品溯源管理

生產輔導，並鼓勵外銷供果園取得第三方驗證，強化臺灣水果競爭力，建

立臺灣優質安全水果品牌形象，落實健康、效率、永續經營之農業發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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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3)

(4)

標。 

 

（三）計畫目標： 

1. 全程目標：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健康、效率、永續經營」施政方針，及因應貿

易自由化及國際間區域性貿易組織趨勢，積極盤點各項國產水果特色、

生產資源、通路、目標市場及競爭力等優勢與劣勢，營造有利推動之環

境、制度、產業最適規模方向發展，降低市場衝擊，提升產業競爭力。 

針對外銷潛力水果，推動外銷果品產銷供應鏈，強化與國際接軌能力

，對於國內市場，則以提昇安全與品質，建立國人消費忠誠度為目標

，並配合相關產業結構調整，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推動外銷果品產銷供應鏈：推動產業加值與升級，串聯生產端、營

運主體與銷售端鏈結，建立灣精品水果供應鏈；輔導具有行銷能力

之營運主體 ，設置優質供果園，建立契作契銷供貨體系，導入水果

品項服務團隊，生產符合目標市場需求之果品，輔導臺灣熱帶水果

季活動及拓展外銷新興市場，佈建精品水果長期銷售通路；推動現

代化冷鏈作業水果理集貨包裝場，落實食品安全良好規範及取得符

合國際食品安全驗證，並結合現代化物流服務體系，建立安全管理

標準、產銷履歷制度，品質分級與篩選、標準化防檢疫管控及全程

環控等現代化管理方式，落實品質安全標準與國際接軌，強化臺灣

水果安全之品牌形象；建立安全供應體系，加強貼標溯源、農藥自

主管理，及集貨場與邊境果品農藥殘留之三級品質管理制度，提升

外銷水果安全優良品牌形象；依據不同水果特色、目標國之檢疫條

件，運用科技研發成果及採後處理技術，增設相關採後處理冷鏈設

施與設備，改善外銷長程運輸保鮮問題，延長櫥架壽命，拓展外銷

市場。 

輔導優質水果集團產區：建立產銷一貫作業流程，生產符合市場品

質規格水果，強化銷售能力；輔導集團產區農民契作契銷，建構農

商合作模式；整合相鄰果園為集團產區，推動區域性病蟲害防治、

共同用藥、合理化施肥及降低成本等，輔導具有管理及經營能力經

理人(經營主體)負責通路訂單及行銷；鏈結通路業者，至現代化冷

鏈作業理集貨包裝場，進行分級、包裝、冷鏈處理及配送等作業

，黏貼溯源標籤，塑造臺灣水果優質安全品牌形象。 

輔導果樹轉作及品種更新：引導不具競爭力果樹品項，如鳳梨釋迦

等果樹導入新興優良果樹種類及品種更新為大目釋迦等，發展在地

新鮮特色風味水果；針對區域性易生產過剩果樹，如黑葉及玉荷包

荔枝更新為台農系列新品種，鼓勵種植優良果樹種類及品種，讓果

樹品種具多樣化及差異化，平衡市場供需，以穩定產銷及農民收益

；對於產期過分集中或品質不佳果品，輔導分散產期，以穩定市場

價格。 

推動安全果品溯源管理：推動水果健康管理、安全農業責任制，以

生產履歷方式可追溯管理，以照顧生產者及消費者健康，並友善生

態環境；提升國產農產品安全品質，降低食安風險；辦理相關教育

講習、產品行銷及安全用藥等工作，強化臺灣水果安全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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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3)

(4)

(5)

2.

(1)

(2)

(3)

(4)

(5)

3.

(1)

(2)

4.

(1)

 

2. 本年度目標： 

113年推動外銷果品產銷供應鏈計畫 

建立外銷供應鏈平台 ，輔導外銷供果園登錄5,000公頃，設置香蕉

等20項外銷供果園，並重點輔導芒果、番石榴、棗及香蕉等具外銷

潛力果品之安全用藥、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及果園現場經營診斷

等。 

改善栽培管理、果園環境及設施，採後及冷鏈處理，延長櫥架壽命

，輔導供果園規劃、栽培管理、分級包裝、貯運改進，訂定標準化

作業流程，建立由產至銷之完整供應鏈，購置供果園生產與採後處

理所需設備計25處共63項，倘屬策略聯盟者則移由相關計畫支持。 

強化生產端與銷售端鏈結，導入自動化、冷鏈處理及取得國際食品

安全系統之驗證，提升國產水果商品形象與價值，輔導4單位取得國

際驗證。 

建立安全供應體系，導入三級品質管理制度，輔導業者辦理(業者、

供果園及集貨場)登錄，黏貼溯源標籤及農藥自主檢驗等措施，辦理

農藥殘留檢驗2,230件，確保外銷果品安全。 

加強技術服務團輔導建立精品水果供果園，依目標市場用藥、品質

及規格等，辦理安全用藥、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及果園現場經營

診斷等61場次。 

113年輔導優質水果集團產區計畫 

輔導設置梨、葡萄、文旦、金柑、檸檬、椪柑、柳橙、茂谷柑、桶

柑、柑橘、荔枝、紅龍果、酪梨、芒果、木瓜、棗、蓮霧、香蕉、

鳳梨、番荔枝、番石榴、龍眼、紅棗、橄欖、百香果等果品成立優

質水果集團產區計2,630公頃。 

由果樹技術服務團輔導集團產區進行整合性病蟲害防治、土壤肥力

診斷及合理化施肥等栽培管理之教育講習及現場診斷，並由經營主

體配合農時洽請技術服務團，提供相關栽培技術輔導，建立健康管

理栽培模式及推行整合式病蟲害防治，輔導農藥自主檢驗計247件。 

為提昇集團產區栽培技術與果品品質，辦理梨、葡萄、番石榴、金

柑、番荔枝、鳳梨、酪梨、荔枝等田間管理教育講習及觀摩會計

72場次。 

輔導集團產區申辦Global G.A.P.、ISO22000、HALAL等國際驗證計

8處9式。 

輔導集團產區購置農機具或理集貨包裝設施（備）計11處，品牌包

裝、宣傳文宣或品質基準計4式，以提升果園及集貨包裝場作業機械

化、建立自有品牌，減少人力及降低生產成本，改善產業結構，增

進農民收益，創造產銷雙贏。 

113年輔導果樹轉作及品種更新計畫 

輔導不具競爭力果樹品種更新為具競爭力品種及轉作9.18公頃。 

為提升栽培技術與果品品質，辦理教育講習及觀摩會40場次。 

113年推動安全果品溯源管理細部計畫 

強化追溯與健康管理，形成自主管理與責任制度，輔導農民通過第

三方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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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1)

(2)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鼓勵具優良品牌形象之生產單位加入溯源管理

第三 方驗證行列，透過品牌效益，提升驗證果品形象與識別度，促

進價差之產生，以發揮示範作用，提高更多果農參加溯源管理第三

方驗證意願。 

持續推動國產水果溯源管理，鼓勵相關單位推動第三方驗證，辦理

宣導 、教育訓練、產品行銷及安全用藥等工作。 

補助通過第三方驗證生產單位購置農機具設施(備)計24處，改善生

產及集貨環境 ，提升經營效率。 

113年輔導安全果品溯源管理計畫 

推動安全果品溯源管理，鼓勵各單位辦理溯源管理相關教育訓練及

安全用藥等相關工作，確保果品安全品質，提高消費者信心。 

輔導各生產單位確實按良好農業規範生產優質果品並詳實記載生產

履歷紀錄、協助組織代碼申請，指導農產品經營業者利用產銷履歷

強化內部管理與提升產品及經營管理品質，辦理溯源管理相關訓練

及田間栽培教育講習及現場觀摩等工作，計68場次。 

 

（四）實施方法與步驟：[詳如各項細部計畫] 
 

（五）重要工作項目：[詳如各項細部計畫] 
 

（六）預定進度： 
 

 

 

（七）預期效益： 

1. 可量化效益： 
 

細部計畫名稱
工作
比重%

預　定
進　度

113年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備註

113年推動外銷果
品產銷供應鏈計畫

53.2
累　計
百分比

23.75 50 76.25 100 農業部農糧署

113年輔導優質水
果集團產區計畫

12.81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農業部農糧署

113年輔導果樹轉
作及品種更新計畫

2.78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農業部農糧署

113年推動安全果
品溯源管理細部計
畫

16.01
累　計
百分比

10 50 80 100 農業部農糧署

113年輔導安全果
品溯源管理計畫

15.2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農業部農糧署

累計總進度 百分比 21.93 50 76.46 100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本年度

設置外銷供果園 公頃 5,000

水果外銷量 公噸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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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B.

C.

(2)

A.

B.

C.

D.

(3)

(4)

A.

 

2. 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113年推動外銷果品產銷供應鏈計畫 

建立穩定外銷安全供應體系，強化外銷供果登錄並導入供果園、集貨場及

邊境等三級品質管理制度，強化農民、集貨包裝場及外銷業者對自己產品

安全負責，型塑臺灣在地、新鮮、安全優質農產品形象。 

推動果樹產業契作契銷經營，導入規格化、標準化及企業化生產制度，推

動外銷精品水果產銷供應鏈。 

鏈結生產端與銷售端，結合現代化物流服務體系，穩定貨源及確保供果品

質，增進我國水果品質及國內、外市場信譽，同時帶動市場價格，穩定產

銷，提昇水果競爭力。 

113年輔導優質水果集團產區計畫 

經營主體、集團產區成員與通路業者三方落實契作契消，依市場需求生產

與銷售，確保產銷通路無虞及量價穩定。 

集團產區採共同防治用藥，可提升防治效果，統一採購資材，購價協議空

間大，節省採購成本，並由經營主體自主抽驗集團產區成員農藥殘留情形

，確保用藥無虞與資材有效應用。 

集團產區經營具規模，可機械化生產，降低勞力需求，提升工作效率，降

低生產成本，輔以專家現地輔導，有效提升田間管理技術與果實品質，增

加市場競爭力。 

輔導集團產區參加產銷履歷集團驗證及國際驗證，降低驗證成本，提供衛

生安全的優質果品。 

113年輔導果樹轉作及品種更新計畫：促進臺灣水果產業多樣化，發展新興

優良品項與品種，增加果農與消費者更多選擇。 

113年推動安全果品溯源管理細部計畫 

提高國人消費忠誠度，提高國產水果市佔率。 

實施外銷果品三級品質管
理

件 2,230

輔導購置供果園生產與採
後處理所需設備

處 25

設立優質水果集團產區 處 72

輔導集團產區建置產銷設
備

處 11

輔導果樹轉作及品種更新 公頃 9.18

輔導使用艾維激素
(AVG)調節生產鳳梨秋冬
果

公頃 36.2

輔導供貨單位通過國際驗
證

處 18

輔導溯源管理生產單位設
置產銷設施(備)

處 24

辦理教育訓練、現地觀摩
、評鑑及觀摩會等

場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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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5)

A.

B.

C.

D.

塑造國產農產品新鮮、優質、安全形象，落實安全生產管理。 

強化生產者自主管理與產品安全責任，以區隔國產與進口市場，確保消費

者權益。 

輔導國產水果生產單位申辦產銷履歷驗證，推動國產水果產銷履歷制度及

提升果品安全衛生 

113年輔導安全果品溯源管理計畫 

建立國產及進口水果市場區隔：加入WTO後農產品市場開放，運用產銷履

歷第三者驗證，建立國產水果與進口果品市場區隔。 

提升果品品質，增加農民收益：因應全球化競爭，辦理相關技術移轉及安

全用藥講習，加強農民專業技能，藉由良好農業規範(TGAP)之導入及全程

品質管控，生產具有產銷履歷之優質安全果品，提升水果品質及價值，增

加農民收益。 

提升臺灣水果外銷競爭力，建立臺灣水果國際品牌形象：產銷履歷制度的

建立，可確保供果品質與安全，增進我國水果於國際市場信譽，同時帶動

內銷市場價格 ，穩定產銷，並加速臺灣果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藉由可追

溯系統，提升臺灣水果國際競爭力及國際形象。 

確保果品安全品質，提高消費者信心：「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是一符合

食品安全可追溯之國際趨勢，即從 「農場」到「餐桌」所有生產資訊公

開、透明及可追溯的一貫化安心保證制 度，就如同農產品的身分證，透

過資訊的公開透明及可追溯性，保證消費者所購買的農產品是安全、安心

及可信賴的，並經第三者驗證，讓消費者買得放心與甘心，吃得安心與健

康，共創生產者與消費者雙贏局面。 

 
 

七、計畫經費分類
 

(單位：千元)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補助費 43,490 28,326 71,816

其他經費 16,834 0 16,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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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名稱及經費
 

 

二、計畫性質及編號
 

（一）計畫性質：細部計畫 

（二）本年度計畫編號：113救助調整-2.3-果-01 

（三）去年度計畫編號：112救助調整-2.3-作-01(1) 

（四）序號：1 
 

三、提送機關
 

（一）機關名稱：農業部農糧署

（二）計畫主持人：蘇登照組長

（三）計畫總聯絡人： 

 

四、計畫執行機關、執行人及計畫主辦人
 

農業部農糧署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計畫

113年度細部計畫說明書

（一）中文名稱： 113年推動外銷果品產銷供應鏈計畫

（二）英文名稱：

（三）計畫經費： 農業部農糧署 45,079 千元，配合款 21,502 千元，合計
66,581 千元

姓名：陳柏文 職稱：技正

電話：049-2332380#2247 傳真：049-2341067

電子信箱：10475@mail.afa.gov.tw

計畫執行機關 執行人 執行人職稱 計畫主辦人 計畫主辦人職稱 電　　　　　　話

臺南市政府農
業局

李建裕 局長 楊佳融 技士 06-2991111#6173

高雄市政府農
業局

張清榮 局長 王齡儀 科員 07-7995678#6150

苗栗縣政府 陳樹義 處長 李紳源 科員 037-328115

嘉義縣政府 許彰敏 處長 林宛嬋 科員 05-3620123#8455

屏東縣政府 鄭永裕 處長 林育汀 技士 08-7320415#3731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醫學碩士
學位學程

蕭旭峰 學程主任 沈原民 助理教授 02-33669114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

謝禮丞 系主任 翁郁凱 講師 04-2285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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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五、執行期限
 

 

六、計畫內容
 

（一）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 

112年輔導設置木瓜、芒果、柿子、柚、柳橙、紅龍果、茂谷柑、荔枝、梨

、棗、番石榴、釋迦、椪柑、葡萄、萄萄柚、鳳梨、蓮霧、香蕉、檸檬等

20項果品外銷供果園5,210公頃，媒合業者與農民契作，並簽訂合作意願書

，送地方政府審查通過後，完成業者、集貨場及供果園登錄管理，建立外

銷供果園登錄制度，導入安全供應體系，串聯產銷供應鏈，穩定供貨品質

及數量，促進產業加值與升級，建立臺灣精品水果外銷產銷供應鏈。 

112年因全球市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及中國大陸於110年3月1日起暫停

臺灣產鳳梨，9月20日起暫停番荔枝與蓮霧，111年8月3日暫停柑橘類

，112年8月21日暫停芒果輸入，影響果品外銷量。生鮮冷藏水果外銷量

34,570公噸，較111年38,632公噸減少10%，出口值62,646千美元，較111年

73,042千美元減少14%。 

為提升外銷水果之競爭力，輔導外銷供果園除提升品質外，亦加強安全控

管，進行農藥抽檢，辦理外銷果品三級品質管理，由業者至供果園自主採

樣抽驗農藥殘留計527件，合格率92%；檢疫處理場抽驗932件，合格率

98.4%；邊境抽驗160件，合格率93.1%。 

改善外銷供果園、集貨場及檢疫處理場等外銷產銷供應鏈設施(備)，做好

果園管理、採收集貨、分級包裝及採後處理措施等，提升果品到貨品質及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所)

鍾光仁 系主任 詹富智 教授 (04) 2285-4145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林翰謙 校長 江一蘆 副教授 05-25717758

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農園生產
系

張金龍 校長 梁佑慎 教授 0988304665

逢甲大學資訊
總處

唐國豪 資訊長 楊淦淼 資訊技術服務中
心主任

0424517250轉2815

保證責任台灣
省青果運銷合
作社

曾詠松 總經理 沈語喬 科員 02-29135111#171

台灣蔬果輸出
業同業公會

蘇雲嶢 理事長 林榮華 總幹事 (02)25316517

保證責任中華
民國果菜合作
社聯合社

沈子軫 理事主席 林小萍 總經理 04-8783118

財團法人台灣
香蕉研究所

邱祝櫻 所長 陳奐宇 助理研究員 (08)7392111 Ext.50

社團法人臺灣
葡萄協會

何澤焜 理事長 張宏政 秘書長 0425896696

　全程計畫： 自 113年1月1日 至 113年12月31日

本年度計畫： 自 113年1月1日 至 11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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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2.

3.

4.

5.

6.

保存期限。 

輔導主要外銷產地供貨農民團體成立現代化理集貨場，補助購置蔬果採後

至集貨、預冷、運輸所需省工及低溫冷鏈設備，如清洗設備、溫湯處理設

備、真空預冷設備、冷藏庫及大型冷藏貨櫃等，以維持到國外市場之品質

及延長櫥架壽命。 

 

（二）擬解決問題： 

國內果樹種植面積約18萬公頃，產量約247萬公噸，產值約新臺幣約

1,013億元，以熱帶及亞熱帶果樹為主，並利用栽培技術及海拔高度生產溫

帶果樹。評估具競爭力果品為鳳梨、鳳梨釋迦、芒果、番石榴、香蕉、蓮

霧、柑橘類，主要外銷國家為中國大陸、香港、加拿大、日本等。除番石

榴、芒果、香蕉外，多數果品外銷大陸均超過90%，外銷市場存有過度集中

依賴單一市場等問題，嗣後中國大陸於110年3月1日起暫停臺灣產鳳梨

，9月20日起暫停番荔枝與蓮霧，111年8月3日暫停柑橘類，112年8月21日

暫停芒果輸出造成嚴重衝擊。爰須擇定有利拓展國際行銷的優勢水果品項

，強化由產至銷之穩定供應鏈，提升國產水果競爭力，建立具臺灣特色及

外銷潛力水果供應體系，及建立對環境友善的病蟲害管理體系，提昇採後

分級包裝處理效率，加強果品到消費端過程中預冷、包裝、分配與運輸技

術改善，期符合目標市場需求，創造長期穩固外銷利基。 

112年全球市場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及中國大陸暫停臺灣產鳳梨、番荔

枝、蓮霧、柑橘類及芒果輸入，果品外銷減少，須積極拓展其他目標市場

與推動國內行銷。 

臺灣水果產業發展仍以內銷為主，故在栽培管理、採後處理及集貨包裝方

式皆以國內消費市場為標的，以國內為目標市場的農產品轉銷往國外時

，常衍生農藥殘留不符目標國規範，無法得到國際驗證要求(如

GlobalG.A.P.)、產品因栽培管理及採後處理操作方式，不耐長期貯運，及

分級包裝的規格與國外市場要求不同等，造成外銷推動不易。 

國內耕地面積狹小、農業勞動力缺乏，及傳統小農經營效率差、缺乏競爭

力等條件限制，不利於拓展國際行銷。 

各國對生鮮水果之檢疫嚴苛，及我國鮮果產季、供應量等限制，致少量多

品項的供應型態為臺灣水果外銷的特色之一，各品項外銷數量均未及

10%，形成內銷為主、外銷為輔的供應體系，致我國水果外銷之供應易受國

內市場價格波動影響。 

國內現有理集貨場衛生安全及檢疫防護條件多未符合國際標準，且廠房規

模小，經營品項單一，運作時間短，致使用效率低，同時因缺乏完整冷鏈

及自動化分級包裝系統，造成產品規格不一及保存期短，不利外銷，宜導

入企業化規模經營、輔導營運需要之軟硬體設備等並取得國際驗證，俾利

與國際接軌。 

 

（三）計畫目標： 

1. 全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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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A.

B.

C.

(4)

(5)

(6)

(7)

(8)

(1)

(2)

(3)

建立果品外銷平台，串聯農民、農民團體與外銷業者，建構臺灣精品水

果產銷供應鏈，連結農產品供應端及通路端，提供產銷設備補助、技術

團隊輔導、媒合產銷雙方等政策措施，並協助解決外銷所遭遇之困難

，期提升外銷成長率。 

結合農友、出口業者及國外通路業者成立外銷平臺，掌握目標市場需求

，簽訂合作意願書，建立長期合作關係，輔導農民依目標市場計畫生產

，提升產品形象、拓展多元新興市場，生產端加強農產品外銷安全品質

管理機制及推動國際驗證，輔導農民提升蔬果保鮮技術及冷鏈物流設備

，強化外銷生產供應鏈整合工作，確保外銷農產品質量穩定及安全。 

外銷平台供應鏈端以外銷供果園及集團產區為基礎，建置登錄系統分為

三部分: 

第1區由外銷業者與農民團體或農民契作契銷，並依果品品項由業者登

錄在生產聯盟穩定供應區； 

第2區為有意願辦理外銷農民團體且已整合所屬農民可穩定供貨，但尚

未有契作外銷業者，由農民團體登錄在生產聯盟具團體供貨認養區； 

第3區導入有意願外銷農民或大專業農，但尚未有契作外銷業者，農民

自行登錄在生產聯盟個人供貨認養區。 

導入農委會果樹品項服務團隊，生產符合目標市場需求之果品，輔導臺

灣熱帶水果季活動及拓展外銷新興市場，布建臺灣精品水果長期外銷通 

路。 

重點輔導具外銷潛力之水果包括芒果、番石榴、棗及香蕉等水果，經由

果樹技術服務團隊盤點診斷產業需求，輔導產銷設備，精進栽培技術與 

營運管理，引導產業群聚生產 ，擴大產業規模，穩定外銷果品質量。 

貫徹食品安全良好規範及輔導取得符合國際食品安全之驗證，並結合現

代化冷鏈物流體系，建立安全管理標準 、溯源管理第三方驗證，品質

分級與篩選、標準化防檢疫管控、及全程環控等現代化管理方式，落實

品質與安全標準與國際接軌，強化臺灣水果安全之品牌形象。 

加強溯源貼標、農藥自主管理及集貨場與邊境抽樣果品農藥殘留之三級

品質管理制度，提升外銷水果安全優良品牌形象。 

依據果品及目標國之檢疫條件，運用科技研發成果及採後處理技術，增

設相關採後處理設施與設備，改善外銷遠距運輸保鮮問題 ，延長櫥架

壽命，提升外銷果品品質，拓展外銷市場。 

 

2. 本年度目標： 

建立外銷供應鏈平台 ，輔導外銷供果園登錄5,000公頃，設置香蕉等

20項外銷供果園，並重點輔導芒果、番石榴、棗及香蕉等具外銷潛力果

品之安全用藥、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及果園現場經營診斷等。 

改善栽培管理、果園環境及設施，採後及冷鏈處理，延長櫥架壽命，輔

導供果園規劃、栽培管理、分級包裝、貯運改進，訂定標準化作業流程

，建立由產至銷之完整供應鏈，購置供果園生產與採後處理所需設備計

25處共63項，倘屬策略聯盟者則移由相關計畫支持。 

強化生產端與銷售端鏈結，導入自動化、冷鏈處理及取得國際食品安全

系統之驗證，提升國產水果商品形象與價值，輔導4單位取得國際驗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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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

(1)

(2)

(3)

(4)

(5)

2.

建立安全供應體系，導入三級品質管理制度，輔導業者辦理(業者、供

果園及集貨場)登錄，黏貼溯源標籤及農藥自主檢驗等措施，辦理農藥

殘留檢驗2,230件，確保外銷果品安全。 

加強技術服務團輔導建立精品水果供果園，依目標市場用藥、品質及規

格等，辦理安全用藥、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及果園現場經營診斷等

61場次。 

 

（四）實施方法與步驟： 

本計畫推動外銷水果產銷供應鏈，輔導外銷業者等經營主體與生產端供果戶

鏈結，設置芒果、香蕉、荔枝、柑橘類(椪柑、柳橙、茂谷柑、白柚、葡萄柚

等)、木瓜、鳳梨、葡萄、番石榴、楊桃、鳳梨釋迦、棗、蓮霧、紅龍果、梨

、柿等優質供果園登錄，導入契作契銷供貨體系，訂定標準栽培管理作業流

程，實施供果園登錄與果品追溯，並於供果園、集貨場與邊境實施三級品質

管理制度，落實安全管理，輔導國際驗證，促進產業與國際接軌，建構臺灣

精品水果安全品牌形象。 

拓展精品水果外銷市場，目標外銷量50,000公噸、外銷值100,000千美元： 

建構外銷作物生產供應鏈平台：輔導香蕉等20項供果園進行登錄，目標

5,000公頃，連結供應端及通路端，提供補助、輔導、媒合等政策措施

，並協助解決外銷所遇困難，期提升外銷成長率。 

邀集產銷業者研商具外銷競爭力品項: 鳳梨、芒果、文旦、蓮霧、椪柑

、番石榴、香蕉、葡萄柚、楊桃、棗、柳橙、茂谷柑、葡萄、木瓜、紅

龍果、甜柿、荔枝、檸檬等。 

以外銷供果園及集團產區為基礎，擴大為外銷作物生產聯盟，建置登錄

系統分為3部分；第1區:由外銷業者與農民團體或農民契作契銷，並依

果品品項由業者登錄在生產聯盟穩定供應區，地方政府審查資料；第

2區:有意願辦理外銷農民團體且已整合所屬農民可穩定供貨，但為尚未

有契作外銷業者，由農民團體登錄在生產聯盟具團體供貨認養區，地方

政府審查資料；第3區:有意願外銷農民或大專業農，但尚未有契作外銷

業者，農民自行登錄在生產聯盟個人供貨認養區，地方政府審查資料。 

由本署各分署於產地辦理外銷作物生產供應鏈平台登錄及輔導措施說明

會，邀請農民、農民團體、業者、地方政府及農委會相關單位，由本署

說明外銷供應鏈平台運作機制及政策輔導措施。 

媒合本署登錄生產聯盟認養區成員與出口業者或本署穩定供貨區業者契

作契銷，輔導建置外銷果品生產供應鏈完善採後處理及冷鏈系統，盤點

登錄單位之外銷產銷設備：輔導主要供貨外銷之農民團體於產地設立現

代化理集貨場，購置果品採後至集貨、儲存、運輸所需省工及低溫冷鏈

設備，如清洗設備、溫湯處理設備、真空預冷設備、冷藏庫等，以維持

到國外市場之品質及延長櫥架壽命。 

導入安全管理體系：建立國產水果安全品牌形象，輔導外銷業者按三級品

質管理制度作業原則，於外銷作物生產供應鏈平台辦理外銷業者、供果園

及集貨場登錄作業，並於外銷包材黏貼溯源標籤，本署各區分署及地方政

府適時於外銷集貨場依風險程度辦理農藥殘留抽驗，本署派駐農業部動植

物防疫檢疫署高雄分署專責人員於邊境查核溯源標籤黏貼及農藥殘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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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A.

B.

(A)

(B)

C.

(3)

3.

。 

導入果樹品項服務團隊輔導：由各果品技術服務團依國內及目標國家用

藥標準編印用藥基準DM，並透過教育講習及現場指導農民安全用藥，辦

理教育講習及果園現場經營診斷，提升農民栽培技術、果品品質及安全

。 

農藥殘留抽檢： 

輔導業者採收前辦理自主進行採樣農藥殘留檢驗，本署派駐動植物防

疫檢疫署高雄分署專責人員在邊境採樣送檢，不符合農藥殘留基準者

依農藥管理法查處。 

建立輸日水果安全管理體系： 

輔導輸日業者登錄農民、供果園、業者及集貨場登錄作業，並於採

收前於田間檢測農藥殘留情形。 

為強化輸日芒果、荔枝、木瓜、紅龍果、文旦及棗等外銷水果，加

強於檢疫處理場農藥殘留抽驗。 

外銷水果農藥殘留合格率目標95%，由農業部農業藥物試驗所(或區域

檢驗中心)協助檢驗，供果園(含輸日安全體系)自主送驗及輸日安全體

系蒸熱場抽檢，由本計畫補助農藥檢驗費，每件補助1/2，上限3.5千

元，倘檢驗不合格或合格而無實際出口者，其檢驗費用由業者自行支

付，另集貨場、邊境抽檢及政策強化推動之品項農藥檢驗費由本計畫

全額補助。 

溯源管理：輔導外銷業者於外銷包材黏貼溯源標籤以利追溯果品來源

，未黏貼者視為高風險，於邊境提高抽驗比例，以強化外銷果品安全。 

輔導外銷作物生產供應鏈登錄完成之農民團體、產銷班及班員，設置果品

外銷發展所需設施(備)，以共同使用大型現代化採收集貨設備為優先列入

，另輔導依目標國市場需求取得相關國際驗證，包括ISO、HACCP、

GlobalG.A.P.等，以與國際接軌。 

 

（五）重要工作項目： 
 

重要工
作項目

工作數量 預算金額(千元)

單位

全程計畫
目標
113年1月
至113年
12月

至
112年
度止累
計成果

本年度
預定
目標

農業部
農糧署
經費

其他配
合經費

實施地點 備註

設置外銷供
果園

公頃 5,000 5,210 5,000 11,991 11,315 全台各地

輔導國際驗
證

處 4 6 4 459 120
台中、台
南、高雄

外銷果品三
級品質管理

件 2,230 1,742 2,230 14,153 6,205 全台各地

教育講習及
果園現場經
營診斷

場 61 60 61 18,476 3,862 全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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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預定進度： 
 

 

 

（七）預期效益： 

1. 可量化效益： 
 

 

2. 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建立穩定外銷安全供應體系，強化外銷供果登錄並導入供果園、集貨場及

邊境等三級品質管理制度，強化農民、集貨包裝場及外銷業者對自己產品

安全負責，型塑臺灣在地、新鮮、安全優質農產品形象。 

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
比重%

預　定
進　度

113年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備註

設置外銷供果園 25

工作量
或內容

輔導各果品
供果園、集
貨場導入安
全管理體系

各品項服務
團於產期適
時辦理產地
技術指導與
服務

各品項服務
團於產期適
時辦理產地
技術指導與
服務

外銷水果供
果園至集貨
場供應鏈安
全管理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輔導國際驗證 25

工作量
或內容

輔導產地單
位申請國際
驗證

品項服務團
及驗證機構
現場輔導

品項服務團
及驗證機構
現場輔導

輔導通過驗
證及核銷費
用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外銷果品三級品質
管理

25

工作量
或內容

供果園自主
檢驗、檢疫
處理場及邊
境抽驗農藥
殘留與核銷

供果園自主
檢驗、檢疫
處理場及邊
境抽驗農藥
殘留與核銷

供果園自主
檢驗、檢疫
處理場及邊
境抽驗農藥
殘留與核銷

供果園自主
檢驗、檢疫
處理場及邊
境抽驗農藥
殘留與核銷

累　計
百分比

20 50 80 100

教育講習及果園現
場經營診斷

25

工作量
或內容

計畫研提 計畫研提教
育講習、現
地輔導及技
術觀摩

計畫研提教
育講習、現
地輔導及技
術觀摩

計畫研提教
育講習、現
地輔導及技
術觀摩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累計總進度 百分比 23.75 50 76.25 100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本年度

設置外銷供果園 公頃 5,000

水果外銷量 公噸 50,000

實施外銷果品三級品質管
理

件 2,230

輔導相關單位購置供果園
生產與採後處理所需設備

處 25

外銷供果園講習訓練 場次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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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推動果樹產業契作契銷經營，導入規格化、標準化及企業化生產制度，推

動外銷精品水果產銷供應鏈。 

鏈結生產端與銷售端，結合現代化物流服務體系，穩定貨源及確保供果品

質，增進我國水果品質及國內、外市場信譽，同時帶動市場價格，穩定產

銷，提昇水果競爭力。 

 
 

七、計畫經費分類
 

(單位：千元)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補助費 34,034 11,045 4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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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算明細表 
 

1.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預算明細表補充說明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農業部農糧署

經常 資本 小計

地方政府
配合款

其他
配合款

合計 說明

10-00 人事費 15 0 15 0 0 15

13-00 加班費 15 0 15 0 0 15 辦理計畫所需加班費

20-00 業務費 35 0 35 0 0 35

26-10 雜支 15 0 15 0 0 15
辦理計畫所需印刷、
文具、紙張、會議餐
點及郵電等

28-10 國內旅費 20 0 20 0 0 20
辦理計畫所需旅費(依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核實報銷)

40-00 獎補助費 493 2,416 2,909 0 2,651 5,560

41-00 補助-經常門 493 0 493 0 100 593
配合款單位及說明詳
如下表

42-00 補助-資本門 0 2,416 2,416 0 2,551 4,967
配合款單位及說明詳
如下表

合計 543 2,416 2,959 0 2,651 5,610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地方政府
配合款

其他
配合款

合計

41-00
補助-經常

門
493 0 493 0 100 593

其他配合款如下：

威名青果有限公司100千元。

說明如下：

1.官田區農會講習會2場次(28千元)

(1)講師費2千元/節×3節/場次×2場次=12千元

(2)便當費100元/個×50個/場次×2場次=10千元

(3)雜支6千元

2.玉井區農會講習會3場次(39千元)

(1)講師費2千元/節×3節/場次×3場次=18千元

(2)便當費100元/個×50個/場次×3場次=15千元

(3)雜支6千元

3.楠西區農會講習會2場次(38千元)

(1)講師費2千元/節×3節/場次×2場次=12千元

(2)便當費100元/個×80個/場次×2場次=16千元

(3)雜支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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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內旅費5千元

4.南化區農會講習會2場次(28千元)

(1)講師費1.5千元/節×2節/場次×2場次=6千元

(2)便當費100元/個×80個/場次×2場次=16千元

(3)雜支6千元

5.有限責任台南市侯家果菜運銷合作社講習會1場次(15千元)

(1)講師費2千元/節×3節/場次×1場次=6千元

(2)便當費100元/個×50個/場次×1場次=5千元

(3)雜支4千元

6.有限責任台南市百瑩果菜運銷合作社講習會1場次(17千元)

(1)講師費2千元/節×4節/場次×1場次=8千元

(2)便當費100元/個×50個/場次×1場次=5千元

(3)雜支4千元

7.保證責任臺南市山上果菜生產合作社講習會2場次(28千元)

(1)講師費1.5千元/節×3節/場次×2場次=9千元

(2)便當費100元/個×70個/場次×2場次=14千元

(3)雜支5千元

8.威名青果有限公司國際驗證2式400千元(補助款300千元，配合款100千元)

(1)GlobalG.A.P.驗證費1式230千元補助90%上限150千元(補助款150千元，配合款80千元)

(2)ISO22000驗證費1式170千元補助90%，上限150千元(補助款150千元，配合款20千元)

(農業部所屬機關人員擔任授課，得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外聘有隸屬關係講座標準支給鐘點費，主辦機

關與受補助機關人員擔任授課，得依內聘講座標準支給鐘點費，且不得由計畫支領其他酬勞)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地方政府
配合款

其他
配合款

合計

42-00
補助-資本

門
0 2,416 2,416 0 2,551 4,967

其他配合款如下：

臺南市玉井區農會182千元、保證責任臺南市山上果菜生產合作社520千元、保證責任台灣區嘉賢果菜

運銷合作社795千元、保證責任台南市南化和興果菜生產合作社64千元、有限責任臺南市南化百瑩果菜

運銷合作社90千元、臺南市侯家果菜運銷合作社355千元、臺南市楠西區果樹產銷班第23班30千元、臺

南市下營區果樹產銷班270千元、臺南市南化區果樹產銷班第64班245千元。

說明如下：

1.下營區農會405千元(補助款135千元，配合款270千元)

(1)軌道搬運車5組×69千元×1/3=115千元（個別使用第1班1組、第6班1組、第7班3組，補助款115千元

，農友配合款230千元）。

(2)半自動打包機3臺×20千元×1/3=20千元（個別使用第5班2臺、第6班1臺，補助款20千元，配合款

40千元）

2.玉井區農會364千元(補助款182千元，配合款18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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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冷藏機組更新工程14坪×26千元/坪*1/2=182千元（補助款182千元，配合款182千元）

3.楠西區農會60千元(補助款30千元，配合款30千元)

(1)半自動打包機3臺×20千元×1/2=30千元（共同使用第23班，補助款30千元，配合款30千元）

4.南化區農會490千元(補助款245千元，配合款245千元)

(1)電動拖板車2臺×42千元×1/2=42千元（共同使用第64班，補助款42千元，配合款42千元）。

(2)緩衝氣泡機7臺×58千元×1/2=203千元（共同使用第64班，補助款203千元，配合款203千元）

5.有限責任台南市侯家果菜運銷合作社710千元(補助款355千元，配合款355千元)

(1)地磅式秤1臺×50千元×1/2=25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25千元，配合款25千元）。

(2)冷鏈包裝室7.5坪×40千元×1/2=150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150千元，配合款150千元）

(3)組合式冷藏庫5坪×72千元×1/2=180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180千元，配合款180千元）

6.保證責任台灣區嘉賢果菜運銷合作社1,590千元(補助款795千元，配合款795千元)

(1)電動堆高機2噸1臺×840千元×1/2=420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420千元，配合款420千元）

(2)電動堆高機1.5噸1臺×750千元×1/2=375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375千元，配合款375千元）

7.保證責任臺南市山上果菜生產合作社1,040千元(補助款520千元，配合款520千元)

(1)電動堆高機1.5噸1臺×840千元×1/2=420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420千元，配合款420千元）

(2)電動拖板車2台*100千元*1/2=100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100千元，配合款100千元）

8.保證責任台南市南化和興果菜生產合作社128千元(補助款64千元，配合款64千元)

(1)半自動封底機1臺×86千元×1/2=43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43千元，配合款43千元）

(2)電動拖板車1臺×42千元×1/2=21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21千元，配合款21千元）

9.有限責任台南市南化百瑩果菜運銷合作社(補助款90千元，配合款90千元)

重量式蔬果分級機1臺×180千元×1/2=90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90千元，配合款9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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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證責任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合社

 

8. 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

 

 

 

九、適用政府採購法之項目
 

 

4
保證責任台灣省青果運銷
合作社新竹分社

400

5
保證責任台灣省青果運銷
合作社屏東分社

200

6
保證責任台灣省青果運銷
合作社東台分社

200

7
保證責任台灣省青果運銷
合作社高雄分社

180

計畫總經費 3,102

單位：千元

序號 單位名稱 金額 備註

1 農業部農糧署 12,763

2
保證責任中華民國果菜合
作社聯合社

6,269

計畫總經費 19,032

單位：千元

序號 單位名稱 金額 備註

1 農業部農糧署 8,729

2 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 3,862

計畫總經費 12,591

「法人或團體接受政府補助辦理採購, 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

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須特別注意配合款編列額度之合理性），應依適用政府採購

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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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檢核

事前警語提醒，避免受補助或委辦對象受罰

（1） 申請人/受補助或交易對象(即補助或委辦對象)應自行注意是否具有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

，並確遵同法第14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18條規定處罰】。

（2） 申請人/受補助或交易對象如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

情形，欲成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詳實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主動於申請或投標

文件表明身分關係；本案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將依法主動公開申請人

前開揭露表件，以供公眾線上查詢。

請申請人/受補助詳閱上述讀警語後，確認並詳實填列（請勾選）

   □ 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情形，已填妥「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

   ■ 没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情形，免事前揭露；或非

屬依第14條第2項規定需填寫事前揭露表者，免提供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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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名稱及經費
 

 

二、計畫性質及編號
 

（一）計畫性質：細部計畫 

（二）本年度計畫編號：113救助調整-2.3-果-01 

（三）去年度計畫編號：112救助調整-2.3-作-01(2) 

（四）序號：2 
 

三、提送機關
 

（一）機關名稱：農業部農糧署

（二）計畫主持人：蘇登照組長

（三）計畫總聯絡人： 

 

四、計畫執行機關、執行人及計畫主辦人
 

農業部農糧署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計畫

113年度細部計畫說明書

（一）中文名稱： 113年輔導優質水果集團產區計畫

（二）英文名稱：

（三）計畫經費： 農業部農糧署 10,830 千元，配合款 10,219 千元，合計
21,049 千元

姓名：廖翊玲 職稱：技士

電話：049-2332380 #1024 傳真：049-2341067

電子信箱：ellen91208@mail.afa.gov.tw

計畫執行機關 執行人 執行人職稱 計畫主辦人 計畫主辦人職稱 電　　　　　　話

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

張敬昌 局長 沈怡璇 技士 04-22289111#56115

臺南市政府農
業局

李建裕 局長 楊佳融 技士 06-2991111#6173

高雄市政府農
業局

張清榮 局長 林依霈 科員 07-7995678#6125

新竹縣政府 傅琦媺 處長 李宜蓉 科員 03-5518101

彰化縣政府 邱奕志 處長 陳柏璋 技士 04-7531640

南投縣政府 蘇瑞祥 處長 黃可榆 技佐 049-2229443

雲林縣政府 魏勝德 處長 黃敬倫 技士 05-5523336

嘉義縣政府 許彰敏 處長 洪佑宗 約聘人員 05-3620123#8994

屏東縣政府 鄭永裕 處長 杜志強 技士 08-7320415#3734

宜蘭縣政府 李新泰 處長 黃文雄 技工 03-9251000#1630

2 - 1
SDD202402221650516094

0 113/02/22 16:50:51

https://www.coa.gov.tw


1.

2.

3.

4.

5.

6.

1.

2.

3.

 

五、執行期限
 

 

六、計畫內容
 

（一）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 

透過整合果樹產區之農民、產銷班等生產單位，輔導25項果品、成立71處

聚落型集團產區，面積2,622公頃，並輔導生產單位與具行銷通路之經營主

體契作契銷，建立以市場為導向之計畫產銷制度，穩定供應優質國產水果

及提升產銷經營效益。 

導入技術服務團專家辦理整合性病蟲害防治、栽培管理及整合行銷之教育

訓練及現場診斷合計61場次，觀摩會14場次。 

輔導集貨包裝場取得ISO 22000、Global G.A.P.、HALAL等國際驗證計6處

6式，包含柑橘、梨、芒果、番石榴、紅龍果、酪梨、龍眼、鳳梨等果品

，外銷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等國家。 

輔導落實契作契銷、共同防治用藥、統一採購資材，並自主抽驗集團產區

農藥殘留情形，計辦理41件；經檢驗合格且當年度產銷履歷、有機或國際

驗證面積達集團產區生產土地6成以上者，依生產面積申領獎勵金每公頃

5千元。 

辦理番石榴評鑑計1場次，進行集團產區成員間交流，建立標竿學習，提升

集團產區栽培量質。 

輔導集團產區辦理包裝、品牌及文宣設計6式，建立品牌形象，帶動行銷。 

 

（二）擬解決問題： 

輔導具行銷通路業者擔任經營主體（農會、通路商、外銷業者、大型企業

或加工廠），並與集團產區農民契作契銷或簽訂合作意願書，建立以市場

為導向之計畫產銷制度，確保產品銷路通暢。鼓勵集團產區導入優良品種

及栽培管理技術。 

在社會變遷與貿易自由化環境下，我國水果產業面臨傳統小農經營缺乏效

率 、農民高齡化、競爭力不足及產銷失衡等問題，亟需加速產業結構調整

，另由於生產農民與通路連結不足，農民無固定銷售通路，常游移繳貨現

象，銷售業者亦因無穩定貨源，無法順利接單及作良好的行銷規劃，造成

農民及銷售端雙方的損失。爰洽請專家診斷各大型理集貨包裝場產銷設施

備配置動線、分級包裝及冷鏈系統等，並採用國內試驗研究成果（品種或

技術），以提升集貨場集運效益及供貨品質。 

擬運用地理環境、氣候及緯度的優勢，按國產水果生產技術改進、出口潛

力與業績，以及國際市場競爭之環境等面向，積極協助產業規劃最適之生

產與資源調整策略，引進標準化、精緻化與集團化栽培及導入優良品種與

技術，達到兼具維護優良農地、發展優勢產業，提高生產管理、分級包裝

、保鮮與儲運等技術，以降低生產成本，並整合上下游供應鏈，穩定供應

臺東縣政府 許家豪 處長 林謙燕 科員 089-327904

　全程計畫： 自 113年1月1日 至 113年12月31日

本年度計畫： 自 113年1月1日 至 11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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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與數量，創造規模效益，提升經營效率及穩定產銷為重點，生產符合

市場品規格水果，並強化銷售能力。 

 

（三）計畫目標： 

1. 全程目標： 

整合產區毗臨之產銷班或生產單位，形成聚落之集團產區，導入優良品

種與技術，共同施作用藥，提昇高品質果品比例，穩定供應，提高產銷

經營效益。 

推動整合性病蟲害防治，土壤肥力診斷及合理化施肥，整合農業資材共

同使用等工作項目，生產規格化產品，由經營主體依良好農業規範，輔

導農民共同防治，生產規格化、標準化產品，落實分級、包裝及供貨品

質，鼓勵集團產區生產高品質果實，提高優級品比例。 

導入具行銷能力之單位作為經營主體，負責集團產區產品之銷售，尤其

具各種通路管道，可視產品形態同時處理各等級果品者為佳。輔導集團

產區改進包裝，建立品牌行銷，鏈結通路業者，穩定供應果品至大型理

集貨包裝場，進行分級、包裝、冷鏈處理及配送等作業，並黏貼具追溯

性條碼標章，塑造臺灣水果安全品牌形象。 

 

2. 本年度目標： 

輔導設置梨、葡萄、文旦、金柑、檸檬、椪柑、柳橙、茂谷柑、桶柑、

柑橘、荔枝、紅龍果、酪梨、芒果、木瓜、棗、蓮霧、香蕉、鳳梨、番

荔枝、番石榴、龍眼、紅棗、橄欖、百香果等果品成立優質水果集團產

區計2,630公頃。 

由果樹技術服務團輔導集團產區進行整合性病蟲害防治、土壤肥力診斷

及合理化施肥等栽培管理之教育講習及現場診斷，並由經營主體配合農

時洽請技術服務團，提供相關栽培技術輔導，建立健康管理栽培模式及

推行整合式病蟲害防治，輔導農藥自主檢驗計247件。 

為提昇集團產區栽培技術與果品品質，辦理梨、葡萄、番石榴、金柑、

番荔枝、鳳梨、酪梨、荔枝等田間管理教育講習及觀摩會計72場次。 

輔導集團產區申辦Global G.A.P.、ISO22000、HALAL等國際驗證計8處

9式。 

輔導集團產區購置農機具或理集貨包裝設施（備）計11處，品牌包裝、

宣傳文宣或品質基準計4式，以提升果園及集貨包裝場作業機械化、建

立自有品牌，減少人力及降低生產成本，改善產業結構，增進農民收益

，創造產銷雙贏。 

 

（四）實施方法與步驟： 

集團產區定義：以同區域之單一或多項水果品項為依據，區分為單一型集

團產區及複合型集團產區2類，同一集團產區農戶數需達5戶以上。 

單一型集團產區：單一品項水果面積至少10公頃以上，惟香蕉及鳳梨

，各需達30公頃以上。 

複合型集團產區：透過經營主體之整合運作，由兩種以上水果品項組成

，總種植面積需達30公頃以上，各項果品之面積需達5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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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產區經營主體應具備條件： 

由農民團體、農企業、農產行、產銷班或經本署認定實際參與農業生產

之單位擔任，需具備產品銷售能力且可協助銷售集團產區產品，並於契

作農產品發生產銷問題時，需有自行處理之應變能力。 

經營主體需與農民或農民團體簽訂契作或合作意願書，並與各通路業者

、外銷商、大型企業或加工廠簽訂契作或合作意願書，以確保產品銷路

通暢；若以直銷為主之果品，經營主體需能掌握產區內農民之果品品質

、規格及安全，並提供前一產期之直銷通路證明文件。 

設置集團產區應具備條件： 

集團產區之生產土地不得有違規使用情形，且同一筆土地同一年度僅可

選擇參與一個水果集團產區（不得重複申報），每一果農栽培該項果樹

面積達0.2公頃以上（紅棗除外），並有經營管理之果園，農地上有建

物、水池、雜木林等不可耕作土地面積應予扣除。 

集團產區至少需有七成以上生產土地，取得「產銷履歷」、「有機驗證

」、「友善耕作審認」等安全驗證，或取得GLOBALG.A.P.、HALAL等國

際驗證，以國際驗證申設集團產區者，其外銷量需達國際驗證生產土地

之二分之一合理產量。 

集團產區設置申請與審核程序： 

申請與初審：新設置之集團產區經營主體應至「外銷作物生產供應鏈」

填具申請資料，並檢附下列文件，由當地農民團體、基層公所或所轄公

協會彙總後送當地縣（市）政府或直轄市政府農業局提出申請。 

複審：由經營主體所在地分署邀集縣（市）政府或直轄市政府農業局、

學者專家、技術服務團、轄區改良場或農糧署等單位組成審查小組，依

優質水果集團產區設置審查表審查後將通過者列入輔導。 

登錄管理：集團產區經分署複審通過後，應於30天內至「外銷作物生產供

應鏈」完成集團產區農民、土地基本資料及產銷情形等相關資訊登錄與更

新。 

集團產區運作方式： 

由經營主體擬定集團共同防治方法及用藥品項種類，可由經營主體或委

由區內農戶、代噴業者等統一噴藥，達農藥減量減項之安全化生產目標

。另由經營主體訂定年度契作價格，統一收購契作生產者農產品，並自

訂違規處理或除名退場原則，建立規模化生產管理機制。 

技術輔導：由經營主體洽請技術服務團，提供相關栽培技術輔導，建立

健康管理栽培模式及推行整合式病蟲害防治。 

提昇產品品質：由技術服務團藉由果品糖度、糖酸比等研訂品質基準

，協助集團產區訂定品質基準，鼓勵集團產區生產優質果品，建立品牌

形象，提高優質果品比率。 

經營主體應辦理工作： 

與區內農戶共同研訂年度用藥內容，並督導農戶依擬定用藥內容進行

共同防治，針對不配合之農戶應主動提報並剔除參與資格。 

督導集團產區內成員（實際參與噴藥者）應於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接受

4小時以上之安全用藥教育講習課程，或取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機

關核發之代噴藥技術人員訓練證書。 

2 - 4
SDD202402221650516094

0 113/02/22 16:50:51

https://www.coa.gov.tw


C.

D.

(5)

A.

B.

C.

7.

(1)

(2)

A.

B.

(3)

(4)

(5)

(6)

(7)

8.

(1)

(2)

輔導農戶取得產銷履歷、有機驗證、友善耕作審認或國際驗證等，對

於收購之農產品隨機個別取樣留樣，並進行自主送樣檢驗，若有農藥

檢出不合格時，則依留樣進一步追溯。 

與區內農民共同研訂年度收購價格，並積極拓展契銷通路。 

集團產區內農戶應辦理工作： 

按集團產區之共同防治方法及用藥內容進行安全用藥，並配合產品取

樣抽驗。 

實際參與噴藥者應參加安全用藥講習4小時以上，或取得農業部所屬機

關核發之代噴藥技術人員訓練證書；從事有機或友善農業者，請提供

參加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等有機農業相關課程證

明。 

積極參與產銷履歷、有機、友善耕作審認或國際驗證。 

獎勵補助： 

契作獎勵金：依當年度集團產區審認通過之安全驗證面積核發每公頃

5千元獎勵金，本款項由營運主體統籌運用。 

擴大規模獎勵金： 

擴大契作面積：集團土地面積較前一年度每增加5公頃，額外核發擴大

契作面積獎勵金1萬元，本項每一集團獎勵金上限20萬元。 

擴大安全驗證面積：在當年度集團土地面積不低於前一年度土地面積

下，該集團土地面積之安全驗證比例達80%（含）以上者，每公頃額外

核發擴大安全驗證面積獎勵金1,000元，本項每一集團獎勵金上限20萬

元。 

品質自主檢查補助：集團產區自主檢驗農藥殘留合格者，得向農糧署申

請補助農藥殘留檢驗費，每件補助二分之一，每件最高補助3,000元。 

國際品質驗證補助：經本署各區分署納入輔導之集團產區，得申請

GlobalG.A.P.、HALAL、雨林驗證或ISO 22000等驗證費用，其他機具、

設備、器材採購及教育訓練費用不在補助範圍，每廠（場）補助比例

90%，最高補助15萬元。 

應用研究成果補助：鼓勵集團產區應用國內試驗研究成果（品種或技術

），經正式授權並應用於集團產區生產管理後，得申請補助授權費用

，每式補助二分之一，最高補助上限為10萬元。 

包裝設計補助：產品包裝袋或外箱設計，每案補助二分之一，最高補助

上限為10萬元。 

產銷設施（備）補助：集團產區倘有產銷設備需求，得由經營主體按行

政程序向營利事業登記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提送需求。受理之地方政府就

集團產區所提產銷設備，分送擬執行計畫所在地之地方政府研提計畫

，並由當地地方政府協助輔導管理。 

集團產區之考核： 

集團產區每年應由經營主體負責人至少一次召集集團成員，就集團產區

年度計畫及相關營運情形進行討論，並邀請相關地方政府及分署派員列

席，並應作成紀錄留存。 

查核：分署每年應邀集經營主體至實際耕作田區辦理查核，確認果園是

否有經營管理，並確實種植經營主體所訂水果品項，必要時得邀集複審

機關會同查核。以隨機抽選為原則，查核比例按各集團產區總契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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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1)

(2)

筆數以無條件捨去法辦理抽選，每個集團產區至少抽查1筆土地，必要

時，得增加抽查土地筆數。 

考評：分署每年應對所轄集團產區進行考評，考評委員由原申請複審機

關組成，依評分表所列項目（附表5）考評，考評成績未達70分者，取

消其次年度之補助；未配合考評者或連續2年考評成績未達70分者，註

銷其設立資格並副知地方政府及農糧署。 

注意事項： 

經審查符合規定納入集團產區輔導者，經營主體應於12月10日前提出申

請撥付。 

其他未盡事宜，請參照「優質水果集團產區輔導作業規範」。 

 

（五）重要工作項目： 
 

 

（六）預定進度： 
 

重要工
作項目

工作數量 預算金額(千元)

單位

全程計畫
目標
113年1月
至113年
12月

至
112年
度止累
計成果

本年度
預定
目標

農業部
農糧署
經費

其他配
合經費

實施地點 備註

輔導設立優
質水果集團
產區

公頃 2,630 2,622 2,630 7,672.6 9,231
優質水果
集團產區

教育講習、
現地輔導及
技術觀摩會

場次 72 61 72 1,187.4 0
優質水果
集團產區

輔導通過國
際驗證

處 8 6 8 1,108 126
優質水果
集團產區

輔導農藥自
主檢驗

次 247 41 247 741 741
優質水果
集團產區

輔導包裝設
計及建立品
牌

式 4 6 4 121 121
優質水果
集團產區

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
比重%

預　定
進　度

113年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備註

輔導設立優質水果
集團產區

30

工作量
或內容

申請設立 審查作業 成立集團產
區

納入輔導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教育講習、現地輔
導及技術觀摩會

20

工作量
或內容

計畫研提 教育講習、
現地輔導及
技術觀摩

教育講習、
現地輔導及
技術觀摩

教育講習、
現地輔導及
技術觀摩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輔導通過國際驗證 20
工作量
或內容

檢視場所及
設施備

整備設施備
及調配工作

員工教育訓
練

驗證程序及
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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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七）預期效益： 

1. 可量化效益： 
 

 

2. 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經營主體、集團產區成員與通路業者三方落實契作契消，依市場需求生產

與銷售，確保產銷通路無虞及量價穩定。 

集團產區採共同防治用藥，可提升防治效果，統一採購資材，購價協議空

間大，節省採購成本，並由經營主體自主抽驗集團產區成員農藥殘留情形

，確保用藥無虞與資材有效應用。 

集團產區經營具規模，可機械化生產，降低勞力需求，提升工作效率，降

低生產成本，輔以專家現地輔導，有效提升田間管理技術與果實品質，增

加市場競爭力。 

輔導集團產區參加產銷履歷集團驗證及國際驗證，降低驗證成本，提供衛

生安全的優質果品。 

 
 

七、計畫經費分類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輔導農藥自主檢驗 15

工作量
或內容

農藥自主檢
驗

農藥自主檢
驗

農藥自主檢
驗

農藥自主檢
驗及核銷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輔導包裝設計及建
立品牌

15

工作量
或內容

包裝及品牌
設計

包裝及品牌
設計

包裝及品牌
設計

驗收及核銷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累計總進度 百分比 25 50 75 100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本年度

設立優質水果集團產區 處 72

辦理教育講習、現地輔導
及觀摩會

場次 72

輔導供貨單位通過國際驗
證

處 8

輔導集團產區建置產銷設
備

處 11

提升栽培管理技術受惠農
戶數

戶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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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補助費 3,917 6,913 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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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預算明細表補充說明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農業部農糧署

經常 資本 小計

地方政府
配合款

其他
配合款

合計 說明

40-00 獎補助費 384 945 1,329 0 1,595 2,924

41-00 補助-經常門 384 0 384 0 110 494
配合款單位及說明詳
如下表

42-00 補助-資本門 0 945 945 0

臺南市楠
西區果樹
產銷班第
48班
1,485千元
。

2,430

臺南市楠西區果樹產
銷班第48班(補助款
945千元，配合款
1,485千元)
1.曳引機1臺×2,040千
元(補助上限75馬力
×20千元/馬力
×1/2=750千元，配合
款1,290千元)。
2.自走式噴霧車1臺
×390千元(補助上限
195千元，配合款
195千元)。

合計 384 945 1,329 0 1,595 2,924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地方政府
配合款

其他
配合款

合計

41-00
補助-經常

門
384 0 384 0 110 494

其他配合款如下：

保證責任臺南市玉井聯興青果生產合作社110千元。

說明如下：

一、臺南市楠西區果樹產銷班第48班-蜜棗、百香果、紅龍果、芒果等複合型集團產區(補助款14千元)

1.集團產區教育訓練(1場次，補助款12千元)：

(1)外聘講師費：1.5千元/節×6節/場次×1場次=9千元。（農業部及所屬與受補助機關人員擔任授課

，除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得依內聘講座標準支給鐘點費外，不得由計畫支領任何酬勞）

(2)會議餐點：100元/個×30個/場次×1場次=3千元。

2.執行計畫所需文具紙張等雜支2千元。

二、保證責任台南市玉井聯興青果生產合作社-芒果、番石榴及龍眼等複合型集團產區(補助款370千元

，配合款110千元)

1.國際品質驗證如ISO22000、HALAL及HACCP等驗證費，每廠（場）補助比例90%，最高補助150千元：

(1)Global Gap驗證費：1式×150千元×90%=135千元(配合款15千元)。

(2)ISO22000驗證費：1式×150千元×90%=135千元(配合款15千元)。

2.集團產區教育訓練(1場次，補助款18千元)：

(1)講師費：1.5千元/節×4節/場次×1場次=6千元。

(2)會議餐點：100元/個×120個/場次×1場次=12千元。

3.執行計畫所需文具紙張等雜支2千元。

4.農藥自主抽驗，每件補助1/2，每件最高補助3千元：10件×3千元=30千元(補助款30千元，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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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千元)。

5.應用研究成果(農業部農業試驗所研發之新式番石榴冷凍鮮果冰品製程技術)授權費用：1式×100千元

×1/2=50千元(補助款50千元，配合款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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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宜蘭縣政府

 

 

 

九、適用政府採購法之項目
 

 

2 屏東縣高樹鄉農會 167

3 屏東縣枋寮地區農會 630

4
保證責任屏東縣綠地農特
產品生產合作社

167

5
保證責任屏東縣銀獅青果
生產合作社

31

6
保證責任屏東縣龍潭果菜
生產合作社

77

7
保證責任屏東縣金園農產
品生產合作社

30

8 大山農產行 60

計畫總經費 2,911

單位：千元

序號 單位名稱 金額 備註

1 農業部農糧署 278

2 宜蘭縣礁溪鄉農會 144

3 宜蘭縣三星地區農會 53

計畫總經費 475

「法人或團體接受政府補助辦理採購, 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

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須特別注意配合款編列額度之合理性），應依適用政府採購

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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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檢核

事前警語提醒，避免受補助或委辦對象受罰

（1） 申請人/受補助或交易對象(即補助或委辦對象)應自行注意是否具有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

，並確遵同法第14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18條規定處罰】。

（2） 申請人/受補助或交易對象如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

情形，欲成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詳實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主動於申請或投標

文件表明身分關係；本案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將依法主動公開申請人

前開揭露表件，以供公眾線上查詢。

請申請人/受補助詳閱上述讀警語後，確認並詳實填列（請勾選）

   □ 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情形，已填妥「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

   ■ 没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情形，免事前揭露；或非

屬依第14條第2項規定需填寫事前揭露表者，免提供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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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名稱及經費
 

 

二、計畫性質及編號
 

（一）計畫性質：細部計畫 

（二）本年度計畫編號：113救助調整-2.3-果-01 

（三）去年度計畫編號：112救助調整-2.3-作-01(4) 

（四）序號：4 
 

三、提送機關
 

（一）機關名稱：農業部農糧署

（二）計畫主持人：蘇登照組長

（三）計畫總聯絡人： 

 

四、計畫執行機關、執行人及計畫主辦人
 

農業部農糧署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計畫

113年度細部計畫說明書

（一）中文名稱： 113年推動安全果品溯源管理細部計畫

（二）英文名稱：

（三）計畫經費： 農業部農糧署 13,554 千元，配合款 13,954 千元，合計
27,508 千元

姓名：黃逸湘 職稱：技士

電話：049-2332380轉1065 傳真：

電子信箱：yisiang@mail.afa.gov.tw

計畫執行機關 執行人 執行人職稱 計畫主辦人 計畫主辦人職稱 電　　　　　　話

新北市政府農
業局

李玟 局長 張婷雅 課員 02-29603456#3007

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

張敬昌 局長 沈怡璇 技士 04-22289111#56115

臺南市政府農
業局

李建裕 局長 楊佳融 技士 06-2991111#6173

高雄市政府農
業局

張清榮 局長 呂宥芊 科員 07-7995678#6164

新竹縣政府 傅琦媺 處長 李宜蓉 科員 03-5518101#2917

彰化縣政府 邱奕志 處長 陳柏璋 技士 04-7531640

南投縣政府 蘇瑞祥 處長 黃可榆 技佐 049-2229443

雲林縣政府 魏勝德 處長 黃敬倫 技士 05-5523336

嘉義縣政府 許彰敏 處長 洪佑宗 約聘人員 05-3620123#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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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1.

2.

3.

4.

 

五、執行期限
 

 

六、計畫內容
 

（一）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 

112年水果類產銷履歷驗證面積8,220公頃，產量98,649公噸，產值逾26億

元，較111年同期驗證面積7,394公頃，增加11%，營造優質農業生產及安全

消費環境。 

輔導果樹農民、產銷班及農民團體參與GlobalG.A.P.、HACCP、ISO等國際

驗證，112年計輔導3處，提高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 

辦理產銷履歷相關教育訓練、講習或觀摩會等活動，112年計辦理14場次

，以增加生產者相關知能。 

補助通過產銷履歷驗證、GlobalG.A.P.、HACCP、ISO等國際驗證生產單位

設置產銷設施(備)，112年計輔導16處，改善生產及集貨環境，提升經營效

率。 

為分散鳳梨產期，輔導取得產銷履歷之鳳梨農友，運用艾維激素(AVG)調節

生產秋冬果以穩定供貨，112年計輔導20.5公頃。 

 

（二）擬解決問題： 

強化追溯與健康管理，形成自主管理與責任制度，建立與外國水果之品質

差異性，提高產品競爭力 

為提升國產農產品安全品質，強化生產者自主管理與產品安全責任，降低

食安風險，本計畫將著重建立產銷追溯系統，輔導安全用藥，並結合政府

查核抽驗監督管理機制，掌握問題農產品來源，為產品安全把關及鼓勵相

關單位推動產銷履歷驗證及有機驗證。 

為增強消費者對優質果品的信心與支持，建立地區形象及永續經營的農業

新環境，期望透過產銷履歷驗證制度保障農產品安全、透明的產銷過程

，讓消費者看得到從種植到採收的完整流程紀錄，買得更安心，吃得更放

心，藉由提升消費端拉力，讓農民看到未來的希望。 

透過本計畫，降低農產品經營者產銷履歷驗證的成本，提高參與產銷履歷

驗證意願，並強化果品品質，有利市場行銷，讓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在銷售

端更有利，強化誘因吸引農民持續參與。維持制度價值及驗證品質，使產

銷履歷制度推動持續契合「提升農產品品質及安全，維護國民健康及消費

者權益」之政策目的。 

 

（三）計畫目標： 

屏東縣政府 鄭永裕 處長 蕭淑芳 計畫人員 08-7320415#3731

宜蘭縣政府 李新泰 處長 黃文雄 技工 03-9251000#1630

臺東縣政府 許家豪 處長 林謙燕 科員 089-327904

　全程計畫： 自 113年1月1日 至 113年12月31日

本年度計畫： 自 113年1月1日 至 11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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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

3.

4.

5.

1. 全程目標： 

同年度目標。 

 

2. 本年度目標： 

強化追溯與健康管理，形成自主管理與責任制度，輔導農民通過第三方

驗證。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鼓勵具優良品牌形象之生產單位加入溯源管理第三

方驗證行列，透過品牌效益，提升驗證果品形象與識別度，促進價差之

產生，以發揮示範作用，提高更多果農參加溯源管理第三方驗證意願。 

持續推動國產水果溯源管理，鼓勵相關單位推動第三方驗證，辦理宣導

、教育訓練、產品行銷及安全用藥等工作。 

補助通過第三方驗證生產單位購置農機具設施(備)計24處，改善生產及

集貨環境 ，提升經營效率。 

 

（四）實施方法與步驟： 

補助果樹農民、產銷班及農民團體參與Global GAP、HACCP、ISO等國際驗

證費費用。 

通過產銷履歷驗證、Global GAP、HACCP、ISO等國際驗證且在有效期限內

者，檢附驗證證書酌予補助所需產銷設施(備)，提升經營效率。 

辦理溯源管理行銷宣導、教育訓練、田間觀摩及安全用藥等相關工作費用

。 

為分散鳳梨產期，輔導取得產銷履歷驗證之鳳梨農友，運用艾維激素

(AVG)調節生產秋冬果，以穩定供貨，每人每次藥劑費18.75千元/公頃，需

連續施用6次，原則補助1/3。 

其他有助於安全果品溯源管理工作事項。 

 

（五）重要工作項目： 
 

重要工
作項目

工作數量 預算金額(千元)

單位

全程計畫
目標
113年1月
至113年
12月

至
112年
度止累
計成果

本年度
預定
目標

農業部
農糧署
經費

其他配
合經費

實施地點 備註

輔導果樹農
民、產銷班
及農民團體
參與
Global
GAP、
HACCP、
ISO等國際
驗證

處 6 3 6 837 97 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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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定進度： 
 

 

 

（七）預期效益： 

1. 可量化效益： 
 

輔導溯源管
理生產單位
設置產銷設
施(備)

處 24 16 24 10,167 11,112 全國

產銷履歷相
關教育訓練
、講習或觀
摩會等活動

場次 19 14 19 1,168 0 全國

輔導使用艾
維激素
(AVG)調節
生產鳳梨秋
冬果

公頃 36.2 20.5 36.2 1,356 2,718 全國

縣市主管機
關推動計畫

件 12 12 12 26 27 全國
辦理農
藥抽檢
12件

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
比重%

預　定
進　度

113年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備註

輔導果樹農民、產
銷班及農民團體參
與 Global GAP、
HACCP、 ISO等國
際驗證

10

工作量
或內容

研提計畫 申請驗證 申請驗證 撰寫結案報
告

累　計
百分比

10 50 80 100

輔導溯源管理生產
單位設置產銷設施
(備)

55

工作量
或內容

研提計畫 購置設備 驗收設備 撰寫結案報
告

累　計
百分比

10 50 80 100

輔導使用艾維激素
(AVG)調節生產鳳
梨秋冬果

10

工作量
或內容

研提計畫 輔導使用艾
維激素
(AVG)

輔導使用艾
維激素
(AVG)

撰寫結案報
告

累　計
百分比

10 50 80 100

產銷履歷相關教育
訓練、講習或觀摩
會等活動

20

工作量
或內容

研提計畫 辦理活動 辦理活動 撰寫結案報
告

累　計
百分比

10 50 80 100

縣市主管機關推動
計畫

5

工作量
或內容

研提計畫 農藥殘留檢
驗

農藥殘留檢
驗

撰寫結案報
告

累　計
百分比

10 50 80 100

累計總進度 百分比 10 50 80 100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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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2. 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提高國人消費忠誠度，提高國產水果市佔率。 

塑造國產農產品新鮮、優質、安全形象，落實安全生產管理。 

強化生產者自主管理與產品安全責任，以區隔國產與進口市場，確保消費

者權益。 

輔導國產水果生產單位申辦產銷履歷驗證，推動國產水果產銷履歷制度及

提升果品安全衛生 

 
 

七、計畫經費分類
 

推動國際驗證場域 處 6

輔導溯源管理生產單位設
置產銷設施(備)

處 24

辦理產銷履歷相關教育訓
練、講習或觀摩會等活動

場 19

輔導使用艾維激素
(AVG)調節生產鳳梨秋冬
果

公頃 36.2

推動農藥檢驗管理 件 12

(單位：千元)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補助費 3,389 10,165 1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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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預算明細表補充說明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農業部農糧署

經常 資本 小計

地方政府
配合款

其他
配合款

合計 說明

40-00 獎補助費 365 490 855 0 1,090 1,945

41-00 補助-經常門 365 0 365 0 600 965
配合款單位及說明詳
如下表

42-00 補助-資本門 0 490 490 0 490 980
配合款單位及說明詳
如下表

合計 365 490 855 0 1,090 1,945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地方政府
配合款

其他
配合款

合計

41-00
補助-經常

門
365 0 365 0 600 965

其他配合款如下：

臺南市關廟區農會600千元。

說明如下：

一、關廟區農會，總經費900千元、補助款300千元、配合款600千元。

(一)艾維激素 (AVG)：18.75千元/公頃×6次×（0.5公頃×14人+×0.4公頃×1人+0.3公頃×2人

）×1/3=262.5千元(17人合計，補助款300千元、配合款600千元)。

二、臺南市東山區果樹產銷班第58班，觀摩會2場次，總經費44千元、補助款44千元。

(一)遊覽車租金：10千元/臺×1臺/場次×2場次=20千元。

(二)講師費：2千元/節×4節/場次×2場次=16千元。

(三)便當費100元/個×40個/場次×2場次=8千元。

三、保證責任台南市麻豆柚果生產合作社，觀摩會1場，總經費21千元、補助款21千元。

(一)遊覽車租金：10千元/臺×1臺/場次×1場次=10千元。

(二)活動餐點：100元/個×80個/場次×1場次=8千元

(三)雜支(文具、紙張、耗材、郵電、印刷、紅布條等)：3千元。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地方政府
配合款

其他
配合款

合計

42-00
補助-資本

門
0 490 490 0 490 980

其他配合款如下：

有限責任臺南市南農果菜運銷合作社490千元。

說明如下：

有限責任臺南市南農果菜運銷合作社，總經費980千元、補助款490千元、配合款490千元。

一、電動拖板車2臺×60千元×補助1/2=60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60千元、配合款60千元）。

二、龍眼乾選別機1臺×230千元×補助1/2=115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115千元、配合款11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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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坐式割草機1臺×240千元×補助1/2=120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120千元、配合款120千元）。

四、乘坐式噴藥車1臺×390千元×補助1/2=195千元（共同使用，補助款195千元、配合款19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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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宜蘭縣政府

 

12. 臺東縣政府

 

 

 

九、適用政府採購法之項目
 

 

9
屏東縣竹田鄉果樹產銷班
第16班

22

計畫總經費 4,618

單位：千元

序號 單位名稱 金額 備註

1 農業部農糧署 221

2 產銷履歷驗證農戶 102

3
宜蘭縣大同鄉果樹 (桶柑
) 產銷班第8班

104

計畫總經費 427

單位：千元

序號 單位名稱 金額 備註

1 農業部農糧署 1,956

2
保證責任臺東縣陽光職農
生產合作社

39

3
有限責任臺東縣源辰蔬果
原住民運銷合作社

339

4
臺東縣臺東市果樹產銷班
第29班

1,725

計畫總經費 4,059

「法人或團體接受政府補助辦理採購, 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

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須特別注意配合款編列額度之合理性），應依適用政府採購

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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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檢核

事前警語提醒，避免受補助或委辦對象受罰

（1） 申請人/受補助或交易對象(即補助或委辦對象)應自行注意是否具有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

，並確遵同法第14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18條規定處罰】。

（2） 申請人/受補助或交易對象如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

情形，欲成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詳實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主動於申請或投標

文件表明身分關係；本案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將依法主動公開申請人

前開揭露表件，以供公眾線上查詢。

請申請人/受補助詳閱上述讀警語後，確認並詳實填列（請勾選）

   □ 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情形，已填妥「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

   ■ 没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情形，免事前揭露；或非

屬依第14條第2項規定需填寫事前揭露表者，免提供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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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由： 

(一)農業部農糧署 113 年 2 月 29 日農糧果字第 1131130022 號函補助本市

「113 年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113 年推動外銷果品產銷供應鏈計畫、

113 年輔導優質水果集團產區計畫及 113 年推動安全果品溯源管理計

畫」案，核定補助經費 1,047 萬 9,000 元（中央補助款 514 萬 3,000 元、

農民團體配合款 533 萬 6,000 元）。 

(二)本案計畫經費 514 萬 3,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因未及納入 113年

度總預算，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事宜，俟 114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審議。 

二、 補助期程：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 補助計畫執行工作項目： 

辦理「推動外銷果品產銷供應鏈計畫」、「輔導優質水果集團產區計

畫」及「推動安全果品溯源管理計畫」共 3 項子計畫。 

四、 預期成果： 

辦理講習會、輔導農友取得產銷履歷驗證或國際驗證，及改善集貨運

銷設備等，提升本市果品品質，增加市場競爭力。 

五、 相關附件： 

農業部農糧署公文 

農業部農糧署核定本 

  

農業局「113年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113年推動外銷果品產銷供應鏈計畫、

113年輔導優質水果集團產區計畫及 113年推動安全果品溯源管理計畫」 

新臺幣 514 萬 3,000 元墊付案  議案說明 
 



六、 本案相關經費說明： 

單位：元 

項目名稱 

 

中  央 

補助款 

農業局 

配合款 

農民團體 

配合款 

小計 

 

A. 113年水果產業

結構調整計畫

總經費 

5,143,000 

 

 

0 

 

 

5,336,000 

 

 

10,479,000 

 

 

A1. 113 年推動外

銷果品產銷供

應鏈計畫 

2,959,000 

 

 

0 

 

 

2,651,000 

 

 

5,610,000 

 

 

A2. 113 年輔導優

質水果集團產

區計畫 

1,329,000 

 

 

0 

 

 

1,595,000 

 

 

2,924,000 

 

 

A3. 113 年推動安

全果品溯源管

理計畫 

855,000 

 

 

0 

 

 

1,090,000 

 

 

1,94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