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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政策

陳俊言 1

壹、	 前言

農業推廣工作包括農業推廣人員培訓、農村青少年推廣教育、農民終身學習、農

村家政、農家生活改善、高齡者推廣教育及農民就業訓練等工作。早期傳統農業推廣

教育工作，係由農會利用盈餘辦理農民、婦女及青少年之生產技術、生活品質提升等

知識傳遞，至民國 70 年代後因應農業結構改變與鄉村人口外流，除既有推廣教育工

作持續推動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以下簡稱本會 ) 亦逐步推動終生學習制度，如農

業漂鳥、園丁及深耕等多項計畫，並後續開辦並設立農民學院等。

近年，自 2017 年起推動新農民培育計畫，驅動農村人力活化，並依據第 6 次全

國農業會議結論，為完善農民經濟保障，打造宜業宜居新農村，整合農業推廣教育工

作，辦理農會幸福農村推動計畫；推動食農教育立法，強化飲食、環境及農業之連結；

因應農村高齡化，利用農業推廣網絡與志願服務資源，推動綠色照顧。

貳、	 新農民培育

本會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新農民培育計畫，推動學校端與職場端相關措施，為全方

位培育優質青年投入農業，從學校培育開始到引導青年入農，提供青農各式從農資源

及交流合作環境，期能驅動農村人力活化，有效提升農業經濟產值，讓農業永續經營。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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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端措施包括推動獎勵高中生從農方案，透過學生赴農場或農業經營場域，由

農場主協助指導以強化學生各項農業實務經驗；與各大專校院合作推動農業公費生培

育，由本會補助公費或獎助學金，學生畢業後依受領年限須留農、受僱於農場或農業

企業機構等，培育具創新經營能力之農業接班人。

除前述措施外，針對職場端則有推動青年農民農業經營準備金，透過準備金給付

予新進農民，期盼降低其農業經營風險，穩定從農；推動青年農民交流合作，輔導直

轄市、縣 ( 市 ) 農會及各鄉鎮市區基層農會建立在地青年農民交流服務平臺，組織在地

青農組成「青農聯誼會」，並透過農業相關單位協助，提供教育訓練、組織運作及產

品行銷等輔導，建構青農相互交流的良好環境；青年農民專案輔導，遴選百大青農，

協助其穩健經營，逐步擴大規模，打造出青年從農之發展標竿，並串聯整合其他青農

與上下游農業工作者，帶動地區產業與其他青農共同成長。

承上，為強化農民經營管理技能及專業技術知能，持續培育具國際觀及現代化專

業經營能力的優質農業人力，本會整合各試驗改良場所、農業相關校院及產業公協會

( 團體 ) 等，設置農民學院，提供入門、初階、進階及高階系統化課程；並整合諮詢輔

導體系，以即時協助農民諮詢從農相關問題。

參、	 幸福農村推動計畫

青年農民、家政班為輔導對象，透過各級農會農事、家政及四健等既有之農業推

廣體系，結合農村社區、農產業及學校等資源，推動系統性教育、輔導培育、創新學習、

改善農村家政班生產及生活技能，吸引青年從農及發展在地農村經濟事業。

本計畫工作重點包括促進青少年認識農業、瞭解農業，進而參與農業，並結合聯

合國 SDGs 指標，透過 STEAM 跨領域學習，促進農村及農業競爭力；推動青農全方位

諮詢輔導制度，多元人才引入從農，拓展農民多元銷售通路及輔導青農聯誼會，並建

立在地技術專家人才庫；家政推廣以農家及成員為主要輔導對象，提供財務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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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訓練課程，透過培育農業專業經營知能，運用農會志願服務人力資源，參與農

業發展事務等。

肆、	 食農教育

農業永續、糧食安全、農產品價格平穩與全民生活及飲食息息相關，農業經營擔

負提供穩定安全農產品之責任，在地經濟及農業發展需全民支持，為提升國人對農業

及糧食生產系統的知識和對農業重大議題的瞭解，推動食農教育相關推廣工作。

為期待食農教育的概念能深入全民生活，成為每個人生活的實踐，注重個人健康

飲食，支持國產農產品，促進在地經濟及農業之發展；並於 111 年 5 月公布施行「食

農教育法」，跨部會資源整合成立食農教育推動會，建置縣市推動平臺，同時發展系

統性食農教育體系，促使從生產、加工到消費端進行產業鏈整合，共同推動全民食農

教育運動，設置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並結合學校教師及推廣教育人力，提供多元

食農教育教材，辦理食農教育課程或體驗活動。

透過食農教育推動，讓全民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培養均衡飲食觀念、珍惜食物減

少浪費、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深化飲食連結農業、地產地消永續農業。

伍、	 綠色照顧

因應農漁村高齡化，利用農漁村自然元素，實踐農業多功能價值，結合在地農漁

業團體與志工組織，推動農漁村高齡者生活服務工作，協助長年為農漁村付出之高齡

者在地健康老化，以改善農漁村高齡者生活。

相關措施提供高齡者身心健康的學習及服務，鼓勵農漁會透過農業組織互助、綠

色元素互動及益康場域互享的方式來布建支援網絡，以結合在地特色食材、文化傳承

及農業療育建立與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綠色照顧站，營造友善高齡生活環境，以達協

助高齡者在地健康老化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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