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中程施政計畫（112—115年度）

壹、使命及願景

一、使命

農業處承「新竹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之規定，依法掌理農、林、

漁、牧之輔導推廣、農漁會輔導、休閒農業、農村建設、農地管理、水土

保持、農路管理維護、自然生態保育及動植物防疫等事項。

二、願景

以「永續農業、多元創新、幸福農民」為核心，「韌性、科技、安

康」為主軸，並以「淨零生產」、「地產地消」、「樂學農遊」、「活力

農村」四大政策方針，作為新竹縣農業未來發展的願景。

本縣結合農、林、漁、牧各類生產，基於產業、農民、消費者、資源

環境的整體考量及經濟發展需求，透過輔導農民提昇栽培技術、改善農業

生產環境，以提高農產品品質。另藉由產學合作與結合科技創新，提升產

品附加價值、促進產業升級、活化產銷通路、增加農民收益，型塑屬於本

縣農業產業獨特魅力，達成農業永續經營的目標。

貳、施政重點

一、淨零生產

（一）森林保育

１、辦理公、私有林地造林及林業管理，加強保林、護林以厚植森林

資源。

２、推動綠保標章，保護新竹縣野生動植物棲地，達到生態保育目

標，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



３、健全國產木材產業鏈，鼓勵林下經濟，協助林業發展。

（二）節能減碳

１、鼓勵水稻田轉作雜糧，節省水資源，增加國產雜糧自給率。

２、推廣有機與友善環境農業，輔導農民合理化使用農業資材、厚植

土壤有機質，促進農產碳匯能力。

３、持續推動新竹縣地產地消政策，降低農產運銷的碳排放。

（三）循環農業

１、運用科技推動畜牧場節能、節水及省電等措施，推廣畜舍屋頂結

合太陽能發電。

２、結合科技提升汙染防治效能並推動畜牧場沼氣轉換為綠能。

３、鼓勵農場善用農業剩餘物或次級品，加工成特色產品，邁向農業

循環經濟。

二、地產地消

（一）安全安心

１、輔導一級農產品取得 3章 1Q標章。

２、加強田間農藥殘留抽測，確保農產品安全。

３、鼓勵農民運用科技，發展智慧農業，提升農產品質及安全。

（二）在地特色

１、鼓勵研發地方特色風土食物，輔導或媒合二級加工。

２、利用策略聯盟串連新竹縣各區特色的農產，發揮整合綜效。



３、連結新竹縣多元文化，開發具有品牌的特色農產。

（三）策略聯盟

１、串連各農村再生社區特色農產品或農業旅遊行程，與企業合作發

展ＥＳＧ合作方案。

２、結合數位科技改善農產銷售方式。

３、拓展與本縣校園、企業合作方案，鼓勵提高採用本縣自產農作物

比率。

三、樂學農遊

（一）多元農旅

１、運用新竹縣人文與自然環境資源，發展人文農遊、生態農遊、地

景農遊等多元農旅方案。

２、發展新竹縣農遊軸帶，並配合各軸帶規劃主題農遊行程。

３、發展生態觀光休閒漁港，建立新竹縣特色之漁村風貌。

（二）食農教育

１、藉由地景農旅強化對在地食材認同及認識各地人文風土，鼓勵消

費者支持新竹縣友善農業的發展。

２、配合中央「食農教育法」之立法及推動，將全縣 12家農會列為輔

導對象，提升推廣成效，並將農業推廣與食農教育融入全民的學

習歷程。

３、輔導培育食農教育專業人員教案規劃的能力，並與學校、社區、

各類團體合作，推廣食農教育。



（三）休閒農業

１、輔導休閒農業區發展，並協助優化農遊場域。

２、輔導農場取得特色農遊場域認證。

３、結合地方特色，配合整體農遊軸帶之規劃，發展特色農遊行程。

四、活力農村

（一）農村建設

１、加強山坡地保育宣導及土石流防災，確保山區農村安全，建全農

村基礎建設。

２、推動自主防災，運用科技建立「土石流防災平台」。

３、針對既有農路改善及維護，強化農產運輸之公共設施，維持暢通

安全通行道路，提升農民行之便捷，並縮短農產品運送時間，提

升農產競爭力。

（二）產業發展

１、加強輔導農民成立產銷班、合作社或農企業組織，並穩定發展。

２、輔導農會成立在地有機蔬菜供應平台、設置集貨場及冷藏庫設

施，成立有機及產銷履歷碾米廠，以協助新竹縣農產業發展。

３、依循中央農村再生計畫，輔導農村社區產業發展，改善生活、生

產及生態環境，展現農村新風貌。

（三）農民照顧

１、補助 65歲（原住民 55歲）以上老農農保保費，並全額補助農民

投保「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保費。



２、宣導、辦理各項農民福利與補貼政策。

３、接軌中央長照 2.0與農委會綠色照顧政策，發揮農村優勢，以

「綠飲食」、「綠療癒」及「綠照顧」三個面相，讓農村高齡者

可以得到充分照顧、無憂享受晚年的生活場域。

叁、關鍵策略目標、共同性目標、關鍵績效指標及共同性指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業務面向

１.輔導畜牧場結合循環經濟，強化廢棄物資源再利用

為解決養豬場環境污染及促使縣內畜牧糞尿水轉為可利用資源，

依養豬戶實際需求輔導畜牧場進行糞尿水產生之沼氣、沼液沼渣

之回收利用，並推動畜牧場節能、節水及省電等措施，提昇產業

競爭力及永續發展。

２.設置「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舖）

新竹縣推動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舖）以講求新

鮮、安全、安心的農業經營型態，由農友提供當地的農產品，親

自進行生產、批價、包裝到產品上架的品質管理過程，將農產品

直接銷售給當地（外地）居民，建置地區消費的「地產地消」模

式，提供農友自產自銷的銷售管道，降低中間販運商層層的運銷

成本，增加農民直接收益，而農會從中扮演提供農民銷售場地

（市場）及行銷推廣的角色，未來將持續輔導鄉鎮市農會成立，

形成點、線、面的農產銷售網絡。本縣截至 111年底已成立 14

處，預計每 3年增設 1處，至 115年預計成立 16處。

３.配合供應營養午餐輔導有機暨友善安全農業



推動本縣有機暨友善安全農業，以維護農業生態環境，並因應消

費者對安全農產品的訴求，期望透過獎勵的方式，以提昇農民收

益，推動農業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１）持續配合農委會政策推動本縣有機暨友善農業發展，並積極

配合教育局推動國中小營養午餐採用在地有機蔬菜政策，期

以落實地產地消減少食物里程，讓學童吃得健康並創造本縣

永續友善農作物生產環境。

（２）有機農業推廣補助暨獎勵農民團體辦理有機農產品多元行

銷。

（３）安全友善農業補助

有鑒於非農藥防治資材對於環境的衝擊較低，對人畜、農作

物、有益昆蟲等也較安全無害，不危及非目標生物，且降低

了污染的疑慮，有利生態環境之維護，凡通過認證機構驗證

之有機農戶、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登錄之農民(以下簡稱友

善農戶)、通過產銷履歷驗證之農民、一般產銷班或花卉產銷

班，補助使用非農藥防治資材。

（４）加強有機驗證農戶、友善農戶、產銷履歷驗證農民、一般產

銷班及各農會設置之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

舖等）蔬果農藥殘留檢驗。

（５）獎勵各農會設置之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舖

等）暨農夫市集行銷在地生產之可追溯性三章一 Q農產品。

（６）輔導各農會設置之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舖

等）暨農夫市集設置生化檢驗站，強化農產品安全管理機

制。

４.串連農村再生社區及休閒農業區，促進休閒產業發展



（１）輔導農村再生社區辦理年度執行計畫，包含產業活化類、文

化保存與活化類、生態保育類及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社區

自辦類，以促進社區整體發展。

（２）輔導農村社區參與培根計畫，成為農再社區， 促進農村永續

發展及活化再生，打造「活力、健康、幸福」的希望農村。

（３）持續輔導本縣既有或申請劃設之休閒農業區，結合在地農產

及食農與環境教育精神，規劃主題農業遊程，以提升地域性

農林漁產業競爭力，提高農家所得，增加青年留鄉意願。

（４）協助農產業升級和轉型，積極發展休閒農業，藉由辦理休閒

農場查核，輔導農場業者優化場域，以提升縣民休閒生活品

質，促進休閒農業產業發展。

５.提供山坡地開發利用，免費諮詢服務

本縣山坡地面積約 87%，多數鄉鎮土地皆屬山坡地範圍，民眾在

自己土地上開發利用，往往不知該如何申請，不小心則觸犯水土

保持法，為協助民眾，諮詢有關山坡地開發案件，本府請水土保

持服務團技師於每周三上午 9時至 12時在縣府農業處及每月於竹

東鎮公所、關西鎮公所、尖石鄉公所、五峰鄉公所各駐點服務一

次，提供民眾諮詢水保相關疑問。

６.農路改善及維護

針對既有農路改善及維護，強化農產運輸之公共設施，維持暢通

安全通行道路，提升農民行之便捷，並縮短農產品運送時間，提

升農產競爭力。

７.加強農會輔導，提升農民組織功效



（１）輔導縣轄各級農會辦理農業產業文化活動，以在地特色產品

為主軸，推廣本縣各項優質農特產品，帶動地方產業。

（２）輔導農會推廣在地食材，辦理農業推廣系列活動，發展多元

食農場域，提升農業素養。

８.推動性別平等政策及性別平等宣導。

結合農、漁會推動辦理性別平等相關宣導、課程，以提升農、漁

友對性別平等觀念認知。

９.持續推動農業三保一金政策

為保障農民福利，本府積極推動三保一金政策，包含「農民健康

保險」、「農民職災保險」、「農產業保險」及「農民退休儲

金」等四大福利措施，其中為鼓勵具農保資格之農民投保，並落

實本縣「增加農民福利、安定農村生活」之農業政策，本府全額

補助農民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的自付保費，未來將持續推

動，建構完整農民社會經濟安全網。

（二）共同面向

１.調整控管聘僱及臨時人力，落實獎優汰劣之考核用人管理機制(人

力)

111年起獲新增(含解控)員額，各單位新增職員 1人，應相對精

簡聘僱人員 1人或臨時人員 2人，俾合理運用員額；並依本府聘

僱及臨時人員考核要點規定，於平時及年終考核其績效，考核結

果作為下年度聘僱及續任與否之準據，倘有績效不彰者，應停止

聘僱用，俾淘汰冗員及不適任人員。

111年起獲新增(含解控)員額，精簡聘僱人員(臨時人員)，補充

說明如下：



（１）分母：新增(含解控)預算員額數。

（２）分子：精簡縣款聘僱或臨時人員數。

（３）縣款聘僱（臨時）預算員額數少於新增(含解控)員額換算應

精簡人數（例如原民處）：分母改為縣款預算聘僱人員（臨

時人員）數。

（４）計分說明：

Ａ、第 1年(112年)達標的局處，113年至 115年每年均為滿

分(即 5分)。

Ｂ、第 2年(113年)達標的局處，114年及 115年均為滿分

(即 5分)。

Ｃ、第 3年(114年)達標的局處，以 4分計。

Ｄ、第 4年(115年)達標的局處，以 3分計。

２.提升公務人員及聘僱人員客語認證完成率(人力)

配合客家委員會之「客語為通行語實施辦法」，推動本府所屬公

務人員及聘僱人員逐年通過客語能力認證比例目標，以達到客語

友善洽公環境。

３.提升資源使用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經費)

提升預算執行績效，確保各項施政如期完成。

４.性別分析及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性別平等)

（１） 性別分析辦理情形



Ａ、性別資料分析：運用以性別為基礎的相關事實資料(含性

別統計等量化與質化資料)，並增加性別統計複分類進行交織

分析(如：種族、族群、城鄉、年齡、階級、文化、貧困、信

仰、語言、能力、教育程度、身心障礙狀態、性別認同、性

傾向和性別氣質、移民、移工、無國籍者難民及尋求庇護者

等)，了解不同性別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政治結構等

面向下，處境的差異及現象的成因(例如不同年齡層的身心障

礙女性，在就學、育兒、生活照顧等各個面向上會面對不同

的問題，並有不同的需求組合)。

Ｂ、應用深化程度：性別分析報告之應用與深化，如依據性

別分析報告之結論或建議，調整計畫資源配置，或延伸發展

其他計畫以處理相關議題。

（２）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

Ａ、運用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情形，尤其需注意性別分析

三個思考面向：生理性別(關注生理性別的不同是否存在經驗

差異)、社會性別(社會性別係指性別角色被期待應該展現的

特質，因此須關注社會性別角色的期待有無造成壓迫)、交織

性(關注性別與其他因素，如：年齡、族群、身心障礙狀態的

交織性議題)，檢視性別落差與需求，進行原因與影響分析，

確認性別議題。

Ｂ、依據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調整計畫、法案等內容之情形

（如於計畫案中訂定性別目標、策略、措施等；於法案中修

訂法案內容或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內涵納入授權命令

或未來業務執行事項等）。

５.提升行政效率推動公文無紙化作業(其他)

（１）公文電子交換比率



運用電子公文交換機制及公文交換中心，加速各單位與所屬

各機關學校間之公文傳遞，縮短公文往返時間提升公文處理

時效，同時達成降低郵資支出與節能減紙之目的。

（２）公文線上簽核比率

收文簽辦或創簽稿、逐級簽核至主管或首長決行及歸檔等作

業，全程採電子化方式處理，並以分年分階段逐步推動實

施，以達成節能減紙目標。

二、關鍵績效指標與共同性指標

（一）業務面向 

關鍵績效指標

年度目標值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12 113 114 115

1.輔導畜牧場

結合循環經

濟，強化廢

棄物資源再

利用

輔導畜牧場廢棄物

資源再利用設施設

置

統計

數據

輔導場數 3場 3場 3場 3場

2.設置「新農

民市場」

（農民直銷

站、農村社

區小舖）

每 3年增設 1處

「新農民市場」

(農民直銷站、農

村社區小舖)

統計

數據

累計「新農民市

場」設置數

15

處

15

處

15

處

16

處

3.配合供應營

養午餐輔導

有機暨友善

安全農業

有機暨友善驗證面

積

統計

數據

通過驗證面積 220

公

頃

230

公

頃

240

公

頃

250

公

頃

(1)輔導社區辦理

農村再生年度

執行計畫

統計

數據

提報件數 12

件

12

件

12

件

12

件

4.串連農村再

生社區及休

閒農業區，

促進休閒產

業發展

(2)輔導成立農再

社區數

統計

數據

成立社區數 1社

區

數

1社

區

數

1社

區

數

1社

區

數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12 113 114 115

(3)規劃主題農業

遊程

統計

數據

累計遊程數量 6條 8條 10

條

12

條

(4)查核輔導已取

證之休閒農場

統計

數據

查核已取證之場

家數

8場

家

8場

家

9場

家

9場

家

5.提供山坡地

開發利用，

免費諮詢服

務

服務民眾免費諮詢

案件

統計

數據

服務案件 50

件

50

件

50

件

50

件

6.農路改善及

維護

提升農路運輸產能 統計

數據

農路改善及維護

長度

200

0公

尺

200

0公

尺

200

0公

尺

200

0公

尺

(1)輔導農會辦理

農業產業文化

活動

統計

數據

辦理場次 10

場

次

10

場

次

11

場

次

11

場

次

7.加強農會輔

導，提升農

民組織功效

(2)輔導農會辦理

農業推廣活動

(含食農教育推

廣)

統計

數據

辦理農會家數÷

全縣農會家數

×100%

100

%

100

%

100

%

100

%

8.推動性別平

等政策及性

別平等宣

導。

輔導農、漁會辦理

性別平等宣導、活

動

統計

數據

辦理場次 10

場

次

12

場

次

14

場

次

16

場

次

9.持續推動農

業三保一金

政策

補助 65歲(原住民

55歲)以上老農農

民保險費及農民職

災保險費

統計

數據

補助農民自付額

額度

100

%

100

%

100

%

100

%

（二）共同面向 

關鍵績效指標

年度目標值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12 113 114 115

1.調整控管聘

僱及臨時人

力，落實獎

優汰劣之考

單位聘僱、臨時人

力精簡率

統計

數據

（精簡之縣款聘

僱人員數＋精簡

之縣款臨時人員

數÷2）÷新增

50% 100

%

100

%

100

%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12 113 114 115

核用人管理

機制(人力)

（含解控）預算

員額數×100%

備註：計算結果

如有小數點，應

無條件進位。

2.提升公務人

員及聘僱人

員客語認證

完成率(人

力)

單位公務人員及聘

僱人員客語認證完

成率

統計

數據

單位內已通過客

語認證人數÷單

位內公務人員及

聘僱人員現職人

數（以當年度最

後一日在職人數

計算）×100%

40.

7%

54.

27%

61.

05%

67.

83%

3.提升資源使

用效益，妥

適配置政府

資源(經費)

預算執行率 統計

數據

（當年度實支數

＋應付數＋節餘

數＋控留數）÷

預算數×100%

85% 85% 85% 85%

(1)對於性別處境

之議題，採用

質化或量化方

法進行分析

統計

數據

性別分析件數 1件

數

1件

數

1件

數

1件

數

4.性別分析及

性別影響評

估辦理情形

(性別平等)

(2)運用性別統計

及性別分析，

找出性別議題

之情形

統計

數據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件數

2件

數

2件

數

2件

數

2件

數

(1)公文電子交換

比率

統計

數據

電子發文件數÷

發文總件數

×100%

97% 97% 97% 97%5.提升行政效

率推動公文

無紙化作業

(其他) (2)公文線上簽核

比率

統計

數據

公文線上簽核件

數÷（電子公文

收文總數＋紙本

來文線上簽核數

＋自創簽稿數）

×100%

72% 73% 74%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