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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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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有機農業推動情形 

叁、休閒農業推動情形 

肆、結語 



壹、前言 

 花東地理南北狹長，因深受海洋與地理環境
影響，氣候差異大，農作種類豐富多元；目
前保有極具特色的人文及完整的自然生態資
源。 

 花東地區純淨的空氣、水源及土壤，給予有
機農業有利的發展條件。加上當地豐富多元
的民族組成與文化特質及優美的自然環境與
田園景觀，提供有機與休閒農業發展利基。 

 

3 



4 

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1/17) 
一、發展歷程 
有機農業，係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不使用合成
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管理，生產自
然安全農產品之產業。 
國內自85年開始推動有機栽培，96年1月「農產品生產及
驗證管理法」正式實施，有機農產品依法管理，同年併
推動「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將發展東部有機農業
列為重要推動項目。 
98年5月行政院核定「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將有機 
 農業列為健康農業施政主軸，訂定4年面積倍增目標。 
102年起配合「花東發展條例」及「花東綜合發展實施方  
 案」，成立「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畫」帶動花東地 
區有機農業迅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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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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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3/17) 

有機作物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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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4/17) 
花東地區有機栽培結構圖 

公設集團栽培區 

(退輔會) 

344公頃(20％) 

 

農民自營集團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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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村落 

358公頃(20％) 

個別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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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5/17) 

二、輔導措施及推動成果 

(一)生產輔導 

  1.加強有機農產品驗證輔

導，補助驗證及檢驗費
用，充實改善農機具與温

網室設施，並將補助標準

由50％提高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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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6/17) 

(一)生產輔導 

  2.由本會花蓮區及臺東區
農業改良場成立有機農
業技術服務團，協助農
民建立有機栽培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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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7/17) 
(一)生產輔導 

  3.設置6處有機農業集團
栽培區，包含花蓮縣壽
豐鄉東華有機集團栽培
區1處，及退輔會臺東
農場5處有機農業集團
栽培區，合計414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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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8/17) 

(一)生產輔導 

  4.輔導產銷班14班，擴大經
營面積459公頃，其中富
里鄉有機米產銷班第二班
有109位班員，有機稻米
驗證面積達243公頃，為
全臺耕作面積最大之有機
米產銷班，並成功營造
「銀川有機米」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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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9/17) 

(一)生產輔導 

   5.輔導設立花蓮縣農會
等6 處有機農產品處
理場，辦理理貨、包
裝、產品物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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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銷輔導 

   1.建置有機農產品網路商務行銷:於「有機農
業全球資訊網」已輔導花東20家有機農場建
置「有機農產品電子商城」，拓展宅配直銷
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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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10/17) 



(二)行銷輔導 

   2.輔導花蓮市農會超市等6
處有機專櫃，並於台東成
立台東有機農夫市集及台
東大學有機農夫市集等2
處市集，建立有機農產品
「地產地消」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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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11/17) 



  (二)行銷輔導 

    3.有機農產品流通銷送全
國：媒合里仁超市、統
一生技等全國性有機流
通業於花東設置營業處
所採購有機米及蔬菜銷
送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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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12/17) 



 (二)行銷輔導 

   4.結合社區及當地餐廳銷售：花東碧雲莊社
區發展協會及東華大學等社區、當地有機
餐廳5家與有機農場結合，支持採購其有機
農產品或協助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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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13/17) 



(二)行銷輔導 

  5.推動企業關懷行動：如花蓮南安部落由企業提供
補助進行有機米契作及辦理體驗活動，並收購部
分農產品轉贈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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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14/17) 



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15/17) 

四、展望 

 (一)運用花東地區有利生產環境， 加強發展有機農
業，創造利基，引導年青人返鄉，改善當地勞力
結構。 

 (二)推動有機集團生產，整合目前小農經營型態，
促進有機產業發展。 

 (三)結合原鄉部落，發展有機農業，推動地產地
消，創造就業機會，活絡原鄉經濟。 

 (四)結合花東觀光休閒事業，發展有機6級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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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16/17) 

五、未來工作規劃 
   為持續推動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 本會將研提
「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畫」申請納入 鈞院105-
110年重大公共建設中程計畫審議，6年總經費需求
8.4億元，主要推動工作如下： 
(一)增設集團栽培區，擴大生產面積為3,500公頃，重點
發展稻米、茶、蔬果有機產業。 

(二)建構6處有機亮點原鄉部落，發展原鄉小米、紅藜及
油茶等有機特色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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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花東地區有機農業推動情形(17/17) 

(三)導入民間企業投資建置3處理貨、加工廠及物流中
心，發展有機理貨及加工價值鏈。 

(四)協調花蓮及臺東縣政府共同推動供應中小學校午餐有
機食材，促進地產地消。 

(五)輔導有機農場六級化，結合有機生態休閒旅遊，由點
而面逐步營造成東部有機健康樂活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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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主題遊程，提高農村收益 

1.花東地區共劃設休閒農業區10處，籌設

許可休閒農場25家，體驗農家40餘家，

田媽媽料理班16班，並輔導各農會設置

農特產品展售中心與農民市集。 

2.輔導鄉鎮發展主題式農業旅遊，開發季

節體驗遊程，並利用休耕農田打造景觀

花海，營造季節景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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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花東地區休閒農業推動情形(1/5) 



3.發行米其鄰五顆星，

與旅行社合作團體行

及自由行票券、季節

主題遊程及節慶小旅

行等多元商品，吸引

遊客到花東農遊。

102年度迄今整合115

家業者，開發遊程商

品29式，銷售金額達

1,43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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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花東地區休閒農業推動情形(2/5) 



(二)營造農村社區，活絡有機聚落 

輔導富里、池上、關山、卑南及

太麻里等5鄉鎮，開發具食農教育理

念的體驗產品(體驗活動、伴手及餐

飲)及體驗空間；並運用稻草、漂流

木等在地素材裝置藝術創作，營造農

村特色景觀。 

 

改變農村刻板印象，回歸質樸本質 

有機農產品也要有機包裝－讓遊客把有機
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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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花東地區休閒農業推動情形(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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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整合行銷，振興農村經濟 
 1.規劃「跟著節氣趣花東」活動： 
   整合休閒農場、有機農業、森林 
   園區、漁港、田媽媽班、原鄉風 
   光等計80個農村體驗點，辦理7 
   個月之行銷活動。 
 2.辦理農遊百棧推廣活動：將台東 
   關山米國學校、池上金色豐收館 
   、萬安有機社區及花蓮富里農特 
   產品展售中心等16處體驗點，規 
   劃黃金路線，由易遊網旅行社販 
   售套票，擴大行銷。 
 3.加強與旅行社、地區飯店、運輸 
   業等異業合作。 

花東農遊趣  跟著節氣趣旅行 
（辦理時程： 103年7月11日～104年2月24

日） 

叄、花東地區休閒農業推動情形(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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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請台灣綜合研究院調查102年度農業旅遊 

    經濟效益評估結果： 

  1.102年度計吸引遊客超過300萬人次，創造產

值14.8億元，相較99年6.2億元成長139%。 

  2.103年度花東農業旅遊產值，預期將提升至

20億元。 

叄、花東地區休閒農業推動情形(5/5) 



肆、結語 
一、花東地區有機農業已奠定初級產業基礎，未來仍持

續以有機生產、生活及生態之「三生」產業為核心，

從擴大有機生產能量，建置行銷通路，穩定農友收

益及生活，並結合當地農村社區、原住民文化及生

態旅遊，建構成六級化有機產業，促進永續發展。 

二.「花東花海行」已成為旅人每年秋收後與東部最幸福
的約定。未來將加強導入食農教育及環境教育，深化
農業旅遊體驗服務，發展綠色旅遊，讓花東地區農村
達到永續發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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