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局 111 年度施政計畫 

壹、願景及任務 

   一、願景： 

推動綠色造林及城市綠美化，提高生活居住品質，推動畜牧業友善環境，達到

資源循環使用，成為永續減碳綠色城市，提供優質安全、安心的農產品，維護

農產品安全並提升農業生產效益，加強生活及生態等層面之多元化利用，翻轉

傳統農業，發展自然舒適的農業體驗經濟，增加農業產值，並吸引青年返鄉從

農，創造農業新思維，激發農民團體的經營創新能力，打造專屬桃園觀光休憩

漁港，在硬體設施改善的同時兼顧漁業文化的維護。 

   二、任務： 

（一）優化耕作環境措施：委託廠商進行本市特定疫病蟲害主動監測及調查工作及

加強各項病蟲害防治，適時發布預警通知，促請農友加強自主防治工作，加強

宣導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肥，避免入侵紅火蟻擴散，持續注意田間野鼠、福壽

螺等防治，落實成效幫助農民收成，打造友善耕作環境。 

（二）維護農產品安全：辦理本市農特產品、蔬果、茶產品農藥殘留檢驗及市售肥

料、農藥查驗，提升農糧產品安全。 

（三）提升農業生產效益：辦理大、小型農業生產機具補助，協助農會申請生產設施

補助之提案審查，推動各項農作及茶產業發展。 

（四）強化苗圃規劃管理，推動綠色造林及城市綠美化，提高本市綠地覆蓋率，改善

市民生活居住品質，配合中央政策及加強推動綠色造林計畫，海岸造林，增加

綠化面積，保護野生動植物，維護自然生態平衡以達保育本市生物多樣性之目

的。 

（五）營造桃園漁人碼頭：竹圍漁港、永安漁港是桃園的二處重要漁港，目前逐步轉

型為觀光遊憩漁港，且配合中央向海致敬計畫增劃釣魚區等親水設施，在硬體

設施改善的同時兼顧漁業文化的維護。 

（六）促進畜牧產業轉型升級：為使本市畜牧產業邁向永續循環之農業，積極輔導本

市達中央指定規模之畜牧場合法化，並補助畜牧場污染防治設備，提高環境管

理層級並由源頭減廢，並配合農委會推動老舊豬舍轉型升級計畫，在提升畜產



經營環境品質的同時，達到資源循環使用，進而減少對於環境以及鄰近居民的

負面影響，邁向永續畜牧業之目標，此外，桃園養豬產業以黑毛豬飼養為主要

品種，為發揚本市黑豬飼養特色，藉由推出桃園黑豬產地認證提供消費者作為

選購標識；並結合桃園在地屠宰場優勢，協助肉品市場及屠宰場冷鏈轉型，符

合 HACCP認證，除了提升桃園黑豬品牌形象外，也保障本市消費者食品衛生安

全。 

（七）辦理青年從農輔導計畫： 

以本市青年農民為培育對象，提供專案輔導措施，令有志從農之青年在農業

理論及實務面打好從農基礎，分「農業基礎系列課程」、「農場實習」、「輔導農

業經營及創業」三階段培訓課程，並協助學員撰寫資材及設備補助申請書，經

本府審核通過後每人最高補助 20萬元，另為降低青農受訓期間生活壓力，培

訓及實習期間共計四個月提供每月 3萬元生活津貼。 

（八）提高農業生產效能： 

補助農業產銷班生產運銷資材，降低農民生產成本、減輕運銷生產過程損耗、

提升農產運銷品質及效率、使農產銷售利潤提高。  

（九）推動農民保險政策： 

補助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自付額保費，維護農民健康，提高農

民職業安全保障，增進農民福利。  

（十）掌握農業發展區位及農地利用現況： 

為確保糧食安全及保育優良農地等目的，並因應國土計畫法通過，持續辦理

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與更新、辦理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劃設或檢核、

辦理國土計劃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農產業規劃及研擬本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

計畫。 

（十一）發展休閒農業：以「一休區一花卉」策略辦理大型活動來帶動地方投入休閒

農業產業，並且整合本市農村遊憩資源，藉由翻轉傳統農業生產模式，加入二

級加工及三級服務，將休閒農業導入體驗經濟，輔導休區內農場開發農事體驗

及衍生性伴手禮，增加農業產值，並吸引青年返鄉從農。 

（十二）創造動物友善環境：持續推動犬貓絕育，強化飼主責任教育、控制減量流浪

動物，降低人與動物衝突，提升動物收容品質及認養率，拓廣認養據點，推動



多元認養，提升整體認養率。 

貳、年度策略目標 

   一、推動桃園市安全農業，拓展有機農作 

（一）辦理有機農業推廣補助，輔導農民購置農耕所需農機及溫網室生產設施、生物

性防治資材、作物生長肥料，減輕農民負擔，確保農產品之品質，節省農民勞

力及成本，提高有機農業之競爭力及調適能力，維續農業生產，以增加農民經

濟收益。 

（二）有機田間產品品質抽驗、市售(含網路銷售)產品品質抽驗及標示檢查、有機標

章合法性、真偽性及農藥殘留等進行查核。 

（三）配合天天安心食材政策，於學校廚房、團繕業者等場域，抽驗農產品農藥殘

留，為學童營養把關。 

（四）辦理本市農作物農藥殘留檢測與管制(蔬果、茶)、污染解除列管農地之農作物

重金屬監測、市售肥料及農藥查驗。 

   二、提升農業生產效益 

（一）辦理大、小型農業生產機具補助，有效提升農業勞動力。 

（二）協助農會申請生產設施補助審查，打造專業農作物生產環境。 

   三、加強重要植物疫病蟲害防治，改善耕作環境 

（一）入侵紅火蟻防治。 

（二）田間野鼠防治。 

(三) 辦理本市特定疫病蟲害主動監測及調查工作，適時發布預警通知，促請農友加

強病蟲害整合管理，穩定農作物品質及產量，並維護農民收益。 

   四、打造綠色生態城市，維護生物多樣性 

（一）加強野生動物保育，維護生物棲息環境。 

（二）推動環境綠美化及海岸造林，擴大綠覆面積。 

（三）辦理桃園市緊急救護(捕蜂捉蛇)工作，提升市民居家安全。 

（四）辦理環境教育課程，強化在地生態認同。 

   五、營造桃園漁人碼頭，建構漁業永續漁港 

   （一）永安漁港北岸整體改善計畫圍堤工程。 

（二）竹圍、永安漁港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三）竹圍、永安漁港泊地及航道疏浚工程。 

（四）竹圍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新建工程。 

   六、推動節水減廢，促進畜牧產業轉型升級。 

   （一）輔導畜牧場改善臭味與綠美化環境。 

（二）畜牧廢水減量與循環再利用。 

（三）畜牧沼氣再利用、創新能源與廢棄物再利用。 

（四）研擬桃園市新設畜牧場自治條例，規範新設置畜牧場之建場設計方式。 

（五）推動「桃園市養豬產業升級發展策略三顆心」政策。 

   七、重視農民福利，行銷推廣本市特色農產品 

（一）辦理地方特色茶評鑑。 

（二）青年從農輔導計畫。 

（三）農業產銷班生產運銷資材補助計畫 

（四）推動農民保險政策。 

   八、推動休閒樂活農業，推動「一休區一花卉」政策 

  (一) 輔導本市休閒農業產業。 

（二）推動農村再生與培根計畫 

（三）補助種植桃園戀戀魯冰花。 

（四）辦理桃園彩色海芋季。 

（五）辦理桃園繡球花季。  

（六）辦理桃園夏日桃金孃。 

（七）辦理桃園蓮花季。 

（八）辦理桃園花彩節。 

（九）辦理桃園仙草花節。 

   九、掌握農業發展區位及農地利用現況，以利農業或農地利用政策分析參考 

（一）研擬本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 

（二）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農業發展地區檢核作業。 

（三）辦理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更新作業。 

   十、拓廣認養據點，推動多元認養，提升整體認養率、TNVR無飼主犬貓絕育 

（一）擴大幸福轉運站參與資格、與民間合作送養。 



（二）流浪動物多元認養委辦計畫。 

（三）無飼主犬貓絕育推廣協助。 

 

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 

(千元) 
備註 

一、優化耕作環境措施，

加強重要植物疫病蟲

害防治及主動調查計

畫 

(一) 入侵紅火蟻防治 

(二) 田間野鼠防治 

(三) 特定疫病蟲害主動調查 

54,200 含中央補助

款 760千元 

二、智慧農業推動 辦理大、小型農業生產機具補助 50,000  

三、維護農產品安全 (一)辦理市售肥料、農藥查驗 

(二)辦理本市農特產品、蔬果、茶 

    產品農藥殘留檢驗 

(三)肥料補助 

50,000  

四、桃園市有機農業推 

    廣補助及抽驗計畫 

(一)辦理有機農業生物性農藥防 

    治資材、溫網室生產設施及 

    有機農業通用性生產農機具 

    及生產設備補助 

(二)辦理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 

    農產品查驗計畫 

8,000  

五、環境綠美化及海岸造

林計畫 

針對本市各區及沿海地區等土地

進行綠美化及造林 

15,000  

六、保育野生動物及維護

生物多樣性 

加強並維護野生動物保育及生物

多樣性，積極移除外來入侵物種 

4,770 含中央補助

款 1,845 千

元 

七、桃園市緊急救護(捕

蜂捉蛇)工作 

為對於危及市民身心安全之蛇、蜂

類，即時捕捉或排除危害緊急救

27,000  



護，以確保民眾身心安全 

八、環境教育課程 於龜山苗圃綠環境生態園區辦理

環境教育課程，藉課程學習愛護自

然生態 

3,500  

九、竹圍、永安休憩漁港

計畫 

(一)永安漁港北岸整體改善計畫 

    圍堤工程 

(二)竹圍、永安漁港公共設施改 

    善工程 

(三)竹圍、永安漁港泊地及航道 

    疏浚工程 

(四)竹圍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新 

    建工程。 

155,000  

十、推動節水減廢，促進

畜牧產業轉型升級 

(一)輔導畜牧場轉型升級導入新 

    式整合型設備 

(二)補助畜牧業廢水減量與循環 

    再利用設備 

(三)補助畜牧業沼氣再利用、創 

    新能源與廢棄物再利用設備 

9,000  

十一、地方特色茶產業 

      競賽及推廣活動 

(一)辦理地方特色茶評鑑 

(二)辦理製茶技術講習 

4,500  

十二、111年度桃園青 

      年從農輔導計畫  

以本市青年農民為培育對象，提供

專案輔導措施，分「農業基礎系列

課程」、「農場實習」、「輔導農業經

營及創業」三階段培訓課程。 

15,300  

十三、推動農民保險政 

      策 

(一)補助農民健康保險自付額保

費 

(二)補助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自付

額保費 

49,544  



十四、農業產銷班生產 

     運銷資材補助計 

     畫 

補助農業產銷班生產運銷資材 13,913  

十五、輔導本市休閒農 

      業產業。 

推動休閒農業區規劃與輔導工作 35,100  

十六、推動農村再生與 

      培根計畫 

(一)社區再生專案管理及輔 

    導計畫與培根計畫 

(二)農村總合發展計畫 

21,125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農村

再生基金計

畫款項補助 

十七、補助種植桃園戀 

      戀魯冰花。 

補助大北坑休閒農業區購買魯冰

花種子、肥料、種植及環境清潔。 

1,600  

十八、桃園彩色海芋季 以彩色海芋為主軸，輔以百合、花

海、田園、裝置藝術、體驗活動結

合農村純樸景觀做為執行規劃，加

強推廣本市休閒農業。 

13,000  

十九、桃園繡球花季 台七桃花源休閒農業區為台灣北

部重要繡球花產區，辦理繡球花活

動有效推廣復興區繡球花產業，提

升花卉產業產值。  

5,000  

二十、夏日桃金孃 將桃金孃規劃為坑子溪休閒農業

區的特色花卉，加強推廣本市休閒

農業。 

5,000  

二十一、桃園蓮花季 結合在地休閒農場、觀光蓮園推出

各式農業體驗活動，吸引遊客前往

賞蓮，促進休區發展。 

8,200  



二十二、桃園花彩節 透過冬季休耕田讓花海陸續綻放，

加上裝置藝術、在地合作，加強推

廣本市休閒農業。 

17,000  

二十三、桃園仙草花節 以仙草花為主軸並以休耕綠肥為

輔，配合裝置藝術、體驗活動結合

農村純樸景觀，帶動觀光人潮及在

地產業發展。 

15,000  

二十四、配合國土計畫 

       推動農地資源 

       空間規劃計畫 

(一)研擬本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 

    計畫。 

(二)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農業發 

    展地區檢核作業。 

1,819 含中央補助

款 1,500 千

元 

二十五、荒野絕育車三 

       合一巡迴絕育 

       活動及家犬貓 

       絕育補助計畫 

家犬貓絕育推廣協助 4,735  

二十六、本市無飼主犬 

       貓捕捉絕育施 

       打疫苗後回置         

      （TNVR）公私協 

       力計畫 

無飼主犬貓絕育推廣協助 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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