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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中程施政計畫（草案） 

（110 年度至 113 年度） 

壹、使命 

農業是國家發展根本及民生基礎產業，農業局主管本市農、林、漁、牧及農業行政事務，

並發揮農業於糧食安全、生態環境、農村景觀等多元價值，營造具競爭力之樂活農業環境，

引領施政朝向加速農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業企業化經營，輔導農業國際化，並活化農業資源

利用，以確保台南農業永續發展並讓農民賺錢。 

貳、願景 

近來，農業經營環境面臨生產成本高漲、國際農產品競爭、農業人口老化、土地資源競

用與產業結構轉變的問題。本局為維護農業生產環境、落實農地農用政策，形塑生產生活生

態三生共容之農業體系，希望透過本市農業政策發展藍圖規劃，達成農業生產規模化、集中

心、組織化與標準化生產目標，達到「安全生產、永續經營及農民賺錢」的臺南農業新願景。 

農業政策發展藍圖規劃將容納「產銷穩定」、「產品安全」與「環境友善」三大目標。其

中「產銷穩定」視市場需求，妥善規劃農林漁牧生產與建立多元銷售通路，促進轄內各區區

域合作，擴大生產規模與減低成本。「產品安全」則為做好各項農產食安規範，推廣並擴大有

機農業生產，產銷履歷制度建立與在地食材推動。「環境友善」則是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護兼顧

之下，以生態復育及綠色保育標章等友善環境措施，多管齊下共同維護農業環境，達成永續

經營之目的。 

參、施政重點 
一、農業生產及安全管理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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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優勢農業生產區：建構將軍、學甲農業經營專區及果樹、蔬菜、花卉、雜糧、

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建立種苗業登記管理以供應健康種苗栽種，強化水稻優良

品種推廣與種源管理；鼓勵契作及轉作地方特色作物，適地適種，活化農地；小地

主大專業農輔導，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推動臺南好米計畫，以提升稻米品質，建立

好米品牌形象，以推廣行銷增進農民收益。 

（二）農產品安全管理：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透過安全用藥教育宣導講習，教育

農民正確用藥，建立農藥殘留監測體系；執行田間及集貨場之農藥殘留抽樣檢驗工

作，以建構農產品安全監測網，維護農產品的安全品質；輔導農友辦理產銷履歷等

農產品驗證標章，及透過多元的農產品驗證制度，以強化推展安全農產品；擴大有

機農業生產專區，推廣在地食材，穩定農業發展與消費者權益。 

（三）友善農業環境：推動友善環境耕作，輔導有機質肥料及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以

提高產量與品質並兼顧農田地力及生態環境之維護；輔導綠色環境給付計畫休耕種

植綠肥景觀作物，以增進土壤肥力，營造在地花海景觀特色，帶動人潮並增進地方

經濟活絡。 

二、漁業發展及漁港多元利用      

（一）養殖漁業發展：規劃設置養殖漁業生產區，並辦理養殖生產區公共設施維護改善，

提升優良養殖漁業環境；推動設置智慧養殖設施，透過實際養殖運用，逐步導向科

技化管理；輔導養殖產銷班運作及產銷履歷驗證，建構安全衛生抽驗機制，提供優

質、安全及認證之水產；依「農漁為本，綠能加值」原則，推動養殖漁業與綠能設

施結合利用，促進養殖漁業升級，營造漁電共生契機。 

（二）沿近海漁業管理：持續推動漁船及船員安全管理措施，辦理漁船(筏)定期檢查、漁

船(筏)緊急事故處理、輔導漁船(筏)船員訓練、聯合稽查娛樂漁船(筏)設施；推動漁

業資源復育，持續辦理魚苗放流、人工魚礁覆網清除及漁業作業秩序海上巡查，增

益漁業資源；推動淺海浮筏式牡蠣友善養殖環境，使用替代性浮具及研發新式蚵棚，

提升養蚵產業發展，並兼顧海岸環境保護。 

（三）建構漁港多元利用環境：完善漁港公共設施、提供漁船停泊安全環境，維護港區漁

民整補作業秩序；改善漁港之環境景觀，強化漁業休閒觀光，打造民眾親水休憩空

間，推展綠色港口及藍色公路，營造漁港環境新亮點。 

三、畜牧生產及環境管理   

（一）強化畜牧生產：輔導畜牧場優質飼養技術，採用先進生產設備，以達提高畜禽生產

量，增加農民的收益；結合人工智慧，改善飼養設施設備，完成養畜禽機械化。 

（二）提升畜牧場污染防治工作：推動畜牧場減廢減污工作，並鼓勵裝設節能減碳設備，

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並友善環境。 

（三）強化在地畜產品牌，保護民眾的畜產品食的安全：輔導畜牧產業或農民團體參與畜

禽產品開發，建立在地品牌，增加畜禽產品銷售機會；辦理飼料管理，以提高飼料

安全，管理本市家畜禽屠宰場，持續查緝違法屠宰行為，推動各項食安認證，以保

護消費者。 

四、林業發展及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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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珍貴樹木保護：賡續進行珍貴樹木調查工作，加強監測與保護；建立完整的通報系

統，使珍貴樹木的管理維護與監測工作資訊化；建立珍貴樹木資源資料庫，完成愛

樹一生一世網站雙向化；持續招募珍貴樹木保育志工，並加強志工訓練，協助珍貴

樹木之定期健康檢查。 

（二）鼓勵造林及推動林下經濟：持續受理獎勵輔導造林新植案，增加綠覆面積，厚植森

林資源；落實山坡地超限利用地之改正造林，發揮保安國土、涵養水源功能，減輕

氣候變化所引起的天然災害，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推動林下經濟業務，提升林

農造林期間收益。 

（三）保護區保育及生態給付計畫推動：辦理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七股黑面琵鷺保護區

及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之監測調查與維護管理；推動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給付計

畫，提供黑面琵鷺等候鳥與水雉安全適宜之棲息環境，營造環境生物多樣性的教育

場地，讓民眾從友善環境瞭解生態保育重要性。 

（四）野生動物保育：加強野生動物保護、取締非法獵捕、宰殺野生動物及非法架設鳥網

拆除等案件查緝與受傷野生動物救援及保育工作宣導、辦理捕蜂捉蛇業務；鼓勵菱

農保育水雉，進行重要濕地保育與明智利用之環境教育宣導推廣，期獲得民眾對濕

地保育業務推動之支持。 

（五）非我國原生動植物危害物種防治：落實入侵動植物防治工作，辦理綠鬣蜥、銀合歡、

銀膠菊、小花蔓澤蘭、香澤蘭等重點入侵動植物進行防除，並加強民眾防治觀念之

宣導，透過民眾參與有效降低入侵動植物對生態環境的威脅。 

（六）自然地景保育：持續辦理龍崎工業區指定為自然地景之監測、調查、研究及經營管

理，保護稀有泥岩地質。 

五、農漁產加工及推廣行銷   

（一）拓展農產品國內外行銷，推動「臺南尚青」品牌：鼓勵臺南優質農產品申請臺南尚

青標章，提供安心安全臺南優質農產品；輔導臺南優質農特產品以臺南尚青品牌辦

理國內行銷活動及參加海外國際食品展，開拓海外新興市場，增加本市農產品銷售

量。 

（二）設置將軍水產加工及冷鏈物流中心：設置符合 HACCP 及 GAP 級水產加工廠，期有

效調節本市養殖漁產產銷平衡，並整合水產生產、加工、凍儲運銷等三面向，建構

安全衛生體系並強化產銷通路；並藉由設置漁產冷鏈核心提升在地漁產品品質，增

加養殖漁民收益，促成生產、加工、運銷等三贏局面。 

（三）建構農產品現代化批發市場與玉井農產加工及冷鏈物流中心：於新化區建置現代化

農產品批發市場，輔導臺南市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朝批發方式營運，供應南部地

區青果蔬菜；規劃建置玉井農產加工及冷鏈物流中心，完善主要青果冷鏈物流供應

網絡，貨暢其流，降低耗損、提升青果品質，提升產業價值。 

（四）強化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營運：舉辦國際蘭展，擴展蘭花產業規模、爭取國際訂

單並提升及周邊效益；投入相關硬體設備改善，提升營運設備，爭取大南方計畫經

費，推動營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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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休閒農漁業及農漁民福利百分百 

（一）推動休閒農業區：推廣休閒農業，輔導本市農業規劃為休閒化、精緻化之休閒農業

區，提高及增進在地就業機會及農民收益。整合農村在地資源、人文與地方特色產

業文化，營造休閒農業魅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及永續經營。 

（二）提升農民福利與推動農作保險：推動農保及農民職災保險，以提高農民之勞動權益

保障；加強宣導即將開辦農民退休金制度，並結合老農津貼制度，以照顧農民老年

生計；另配合農委會，鼓勵農漁民參加農作物保險，以降低農作物災害損失，穩定

農民收入，提升農漁民福利。 

（三）活化農業人力：為協助青農返鄉，辦理農民學堂等課程，提升農民種植技術及通路

經營技巧，及輔導建立多元化穩定銷售管道，提升務農所得。另輔導農會之農業技

術團、人力活化團、農機代耕團及協助引進農業外勞，活化農業人力，改善農業需

工。 

七、農路修繕、農地管理及農村再生     

(一) 農路修繕及災後復建工程：為維護農產運輸之便捷與安全，平時農路改善維護，以

損壞嚴重、有立即致災之虞、阻礙民生與農產運輸且供公眾通行等急迫性高的農路

為優先辦理修繕維護，維持農路暢通；災時依照天然災害損壞情形，辦理農路搶修

及復建工程。 

(二) 農地利用管理：為保護農業生產環境，避免農地違規使用致農地品質劣化，依據相

關法規辦理農地定期及不定期稽（抽）查，以期降低農地違規使用；嚴格審查農地

變更案件，以避免農地任意遭變更或破碎化，減少農地面積；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

劃，辦理轄內農業資源盤點、土地利用適宜性分析，以結合產業發展，發揮資源利

用效益。 

(三) 推動社區農村再生：輔導社區居民當家作主，共同參與，透過培根課程，凝聚共識，

自主研擬農村再生計畫，打造自己家園及創造農村再生契機；執行年度農村再生計

畫，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質；另推動農村總合發

展計畫，規劃農村遊程及輔導社區產品提升品質，帶動農村產業健全發展。 

八、動物保護及衛生管理    

(一) 落實源頭管理措施：積極推動寵物登記及寵物絕育，加強寵物業者查核管理，提升飼

主責任，減少棄犬產生；辦理流浪犬貓 TNVR(捕捉、節育、施打疫苗、回置)，針對

流浪犬數目較多區域加強管制及捕捉，從源頭控管流浪犬貓數量。 

(二) 提升流浪動物收容量能及認養率：積極推動設立動物保護教育園區，擴充本市收容

量能，提供各級學校作為動保教育之場所，活化閒置土地，打造溪北亮點建設；推

動「毛小孩職訓及就業輔導中心」，強化動物之家犬隻訓練，並透過公私協力合作打

造多元認養管道，提升認養率。 

(三) 打造毛小孩友善城市：公私協力定期辦理大小型動物保護宣導活動，並前往校園進

行生命教育，提升市民動保觀念；加強各項動物保護稽查工作，減少違反動物保護

法案件發生，增進動物福祉；規劃增設寵物運動公園，活化閒置公園並提供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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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空間；推動設置寵物殯葬園區，訂定本市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例，整合

本市寵物殯葬業務及輔導民間業者。 

（四） 積極執行動物防疫工作：定期辦理家畜禽重大傳染病(如非洲豬瘟、豬瘟、口蹄疫

及禽流感等)監測，掌握本市疫情現況，達到早期預警之成效；輔導業者進行家畜禽

疫苗注射，提升免疫覆蓋率，減少疫情發生之機率；進行家畜禽場及肉品市場訪視，

督導業者強化生物安全措施及加強消毒，提升自衛防疫觀念；辦理防疫宣導講習會，

提供業者最新防疫政策相關資訊，產官學合作共同維護本市畜牧產業安全。 

（五） 強化動物用藥品使用及管理：執行未上市畜禽產品監測，檢測藥物殘留情形，從

源頭提升本市畜禽產品安全；加強取締偽劣禁動物用藥品，維護動物用藥品品質及

動物健康；辦理宣導講習會，輔導業者正確使用動物用藥品，及預防誤觸法規。 

肆、關鍵策略目標及共同性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 農業生產及安全管理友善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1. 建構將軍、學甲農業經營專區 2 處面積 290 公頃及果樹生產區每年 340 公頃、蔬菜

生產區 90 公頃、火鶴花生產區 20 公頃、雜糧生產區 903 公頃、優質品牌米生產區

1430 公頃；辦理種苗業登記 4 年 100 件；契作及轉作地方特色作物，活化農地 3700

公頃；小地主大專業農輔導，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推動臺南好米計畫每年 110 公頃，

以提升稻米品質，增進農民收益。 

2. 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每年抽檢 619 件，安全用藥教育宣導講習每年 2 次，教

育農民正確用藥；田間及集貨場之農藥殘留抽樣檢驗，維護農產品的安全品質；輔

導產銷履歷每年 1000 公頃，以擴大推展安全農產品；評估設置有機農業促進區 4 處，

推動有機農業，保障消費者權益。 

3. 友善農業環境，輔導農友施用有機質肥料 3000 公頃以減少化學肥料使用及友善環境

農業資材應用 1500 公頃，以提高農田地力及生態環境之維護；執行綠色環境給付計

畫休耕種植綠肥景觀作物，以增進土壤肥力，營造在地花海景觀特色。 

（二） 創造漁電共生新契機、營造漁港多元新風貌：（業務成果面向） 

1.執行養殖魚塭環境之排水路及道路修繕工程，提升優良養殖漁業環境； 4 年內輔

助設置智慧型養殖漁場計 50 場，將養殖導向科技化管理；執行漁產品採樣檢測每

年 300 件以上，提升本市漁產之安全衛生；4 年內推動 100 公頃室內漁業養殖結

合綠能發電場域；另推動室外漁業養殖經營結合綠能專區劃設，建立新養殖經營

模式，創造「漁電雙贏」效益。 

2.提升漁船筏監理及船員管理服務，實施簡政便民之-「隨到隨辦」、「漁筏檢查主

動通知」措施，實踐多元便民服務；輔導團體推動魚苗放流，獎勵漁船筏休漁計

畫，並配合海巡署執行取締非法捕魚工作，促進海洋漁業資源培育；落實淺海浮

筏式牡蠣養殖管理，3 年內將保麗龍浮具完全替換為改良式浮具，並著手研發新

式蚵棚，逐步取代竹子蚵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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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漁港計畫，維護全市 7 個漁港基礎功能及設施機能；並活化港區土地利用，

積極推展綠色港口及藍色公路，發展兼具觀光休憩多元利用漁港，結合海岸觀光

休閒發展，達到海洋國家的目標。 

（三） 強化畜牧產銷，食的安心，輔導牧場減廢減污友善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1.輔導畜牧產業設置可增加生產效率之設施設備，改善畜牧產業飼養環境，推動先

進生產技術，達成提振效率與穩定產能的畜牧生產目標；輔導鼓勵畜牧產業或農

會畜禽產品開發工作，以利提高附加價值的「行銷策略」，提高消費者的信心，

創造產業的商機。 

2.推動畜牧場節能減碳及廢棄資源再利用，輔導畜牧場污染防治設備妥善操作，改

善對環境的影響；輔導畜牧場申請畜牧廢水回灌農地，並藉由新式污染處理技術，

鼓勵裝設節能設備、廢水循環再利用設備及沼氣利用設備，提高污染設備處理效

能，使畜牧產業品質的提升，達成節能減碳與永續農業的目標，目標 20 場次。 

3.管理本市家畜禽屠宰場，供應消費大眾經衛生安全屠宰合格之禽肉產品，持續查

緝違法屠宰行為，確保民眾食的衛生，每年 100 件次；加強畜牧場及飼料廠飼料

違法添加物及藥物的抽驗，減少藥物殘留，保障民眾健康，每年 25 件次；推動肉

品安全無縫管理並辦理市售有機畜產品、CAS優良畜產品及產銷履歷認證畜產品

查核，保障消費者食的安全，每年查核 15 件次。  

（四） 落實林業永續，維護自然生態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1.建置愛樹一生一世網站新平台，提供志工及民眾雙向即時通訊管道。加強招募及

培訓珍貴樹木保育志工、辦理樹木健檢及推廣樹木保育相關知識，以建立更完善

通報機制，達保護珍貴樹木與生長環境之目標。 

2.持續辦理平地造林、全民造林及獎勵輔導造林之撫育，並推動獎勵造林及環境綠

美化，增加本市綠地面積，透過苗木申請及辦理宣導活動，提升市民對植樹的參

與感及認同感，改善整體環境品質，以營造多元優質生活與休閒空間。推廣林下

經濟作物，提升林農收益。 

3.辦理瀕絶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給付推動計畫，110 年辦理官田區及七股區示範推

動，逐年漸進擴大至安南區、北門區、將軍區、麻豆區、六甲區及柳營區等漁塭

友善養殖及水稻田友善耕作，保護水雉與黑面琵鷺等候鳥棲息環境。 

4.落實野生動物保護與持續辦理野生動物受傷救援及捕蜂捉蛇業務、進行國家級重

要濕地基礎調查、加強濕地環境教育宣導與生態保育推廣，辦理濕地生態體驗等

活動，以增進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繫，兼顧生態保育，維護生物多樣性。 

5.持續辦理綠鬣蜥、銀合歡、銀膠菊、小花蔓澤蘭、香澤蘭等非我國原生入侵動植

物進行防除；宣導民眾辦理綠鬣蜥飼養登記、擴大移除銀合歡及種植原生種植

物，提升生態多樣性。 

6.落實龍崎工業區指定為自然地景及結合在地社區經營管理，將具有特殊地質及稀

有的自然屬性地質，融合自然與人文景觀，達成環境保護與增進區域社會經濟發

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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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打造優勢農業，提高本市農業品牌競爭力：（行政效率面向） 

1. 拓展臺灣農產品國內外市場通路，加強國際宣傳促銷活動，行銷「台南尚青」品

牌形象，預計每年辦理 50 場行銷活動、參加 2 場國際食品展，提升台南蔬果及

農產加工品於國際市場曝光度及知名度，加深國內外消費者對台南農產品之認

識，進而提高競爭力。  

2. 設置將軍水產加工及冷鏈物流中心，規劃 111 年內完成符合HACCP及GAP級水產

加工廠設置(經費 1.56 億元)，興建包含集貨加工、預冷、冷藏及冷凍區，期聚集

台南養殖及漁撈水產，提升水產價值及競爭力，並有儲放空間調節出貨，助益內、

外銷通路擴展。 

3. 建置農產品現代化批發市場，約投入 5.39 億工程經費，預定 110 年 6 月 30 日完

成，初估青果年交易量 25000 公噸；爭取 3.94 億設置玉井農產加工及冷鏈物流中

心，預估 112 年底完成，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策解決產銷失衡、以高效率青

果處理技術及設備，提升果品處理品質與國際市場競爭力、引入青果加工業務，

創造果品附加價值。 

4. 強化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營運，預計爭取 15.6 億經費，提升栽培管理技術、軟

硬體設備升級，以更節能減碳、降低成本的方式生產蘭花，擴展蘭花產業規模，

舉辦國際蘭展爭取國際訂單。 

（六） 發展樂活農業，提升農業永續力：（業務成果面向） 

1.輔導在地社區增設 2 個休閒農業區，結合農村文化、健康養生、知性教育與休憩

空間營造，提升在地能見度，用規劃多元特色主題遊程方式，推動農業深度樂

活旅遊，促進休閒農業加值發展。 

2.配合農委會政策，每年辦理 30 場以上宣導農保、農民職災保險、農民退休金及

老農津貼會，並補助相關保險費，讓農民安心從事農務，達到壯有所用及老有

所養之目標；另因應極端氣候對農作物影響，每年辦理 10 場以上之農作物保險

宣導會，提昇農民對農作物保險之知識，並補助農作物保險費，降低農民生產

成本，以強化對農民之勞動權益及經濟安全之雙重保障。 

3.聘請農業改良場及相關專業人士為師資，每年辦理 20 場次以上農民學堂課程，

以提升農民種植技術及通路經營技巧，輔導農民取得經營資金及土地，建立多

元化穩定銷售通路，協助農民行銷；配合農委會政策，輔導農會所成立之農業

技術團 1 團、人力活化團 7 團、農機代耕團 4 團及協助引進農業外勞，並輔導農

民引進機械化生產，以多元管道協助提升農業勞力運用效率。  

（七） 農路修繕、農地管理及農村再生：（業務成果面向） 

1. 辦理改善本市非重劃區既有農路、擋土牆、排水溝等工程，預計可核定 1,600 件農

路，修繕農路總長 400 公里，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改善農民用路安全及便捷農產

運輸。農路公共設施因災害致遭受損害時，辦理搶險、搶修及復建工程，並訂定災

損復建工程開口契約，提升搶修及復建效率，協助本市災區早日復建。  

2. 辦理農地每年定期查核，以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抽查比例 100%，農舍抽查比例 100%， 

賦稅減免抽查 4%的比例，及配合各相關單位之不定期稽查，以降低農地違規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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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配合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修正，2 公頃

以下農地有條件的辦理變更為非農用，及 2~30 公頃農地變更經中央同意，以避免農

地減少及破碎化；持續執行農地資源空間規劃及農地資源盤查，協助本府都市發展

局辦理轄內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劃設事宜，以便掌握本市境內農地全貌以及推動農業

相關政策。 

3. 推動農村社區參與培根計畫，藉由每年 5~6 班，採四階段課程，凝聚社區共識，撰

寫農村再生計畫，使本市農村再生社區數量維持六都第一；鼓勵核定農村再生計畫

四年內之農村社區踴躍提報年度執行計畫，使社區農村再生願景得以實現，提升社

區生活、生產及生態價值，並朝金牌農村方向前進；農村總合發展計畫輔導社區規

劃遊程路線及提升農產品品質，以農村觀光導覽帶動農產品銷量增加，使社區農村

體驗遊程及農村好物蓬勃發展。 

 (八) 落實動物保護及防疫工作，打造毛小孩友善樂園及維護產業安全：（業務成果面向） 

1.定期於公共場所及擇定之高風險區稽查寵物登記及絕育情形，辦理家犬貓寵物登記

及偏鄉家犬貓絕育活動，逐年提升本市寵登率及家犬貓絕育率；定期查核寵物業者

及每 2 年辦理一次特定寵物業評鑑，有效管理寵物業；每年預計執行流浪犬貓 TNVR 

5,230 頭，減少流浪貓狗的繁殖；執行流浪犬精準捕捉，從源頭有效控管流浪動物

數量。 

2.完成動物保護教育園區設立，提升收容量能及市民動保觀念；推動毛小孩職訓及就

業輔導中心強化動物之家犬隻訓練，結合公私協力每年辦理約 80 場認養會，3 年預

計可媒合 2,100 隻毛小孩就業。 

3.每年預定辦理 500 場動物保護宣導活動，提升市民動保觀念；推動增設寵物運動公

園，提供毛小孩友善空間；規劃設置寵物殯葬園區，訂定本市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

自治條例，整合本市寵物殯葬業務。 

4.每年執行禽流感、非洲豬瘟、豬瘟、口蹄疫…等動物重要疾病調查及監測 10,000

頭，有效掌控本市疫情現況；輔導全市養畜禽場強化生物安全防疫工作，防範疫病

發生及傳播；每年辦理至少 20 場講習會，提升業者防疫觀念，藉由產官學合作共

同維護本市畜牧產業價值。 

5.每年主動監測 516 件未上市畜禽產品(雞蛋、鴨蛋、雞肉、鴨肉、鵝肉、牛奶、羊

奶)動物用藥使用情形，輔導養畜禽業者正確用藥，本市提升畜禽產品安全衛生；

強化取締偽劣禁動物用藥品及輔導業者正確用藥，維護動物用藥品品質及動物健

康。  

二、共同性目標： 

（一） 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為強化終身學習觀念，鼓勵參與學習，公務人員每年達成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20

小時。 

（二） 提高預算執行力：（財務管理面向） 

有效運用年度歲出分配預算，提高預算執行效率，並撙節各項支出，每年歲出預

算執行率達 90%以上，歲入預算數執行率達 9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