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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農業技術合作工作小組(ATCWG)」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在中國大陸天津市舉行「農業永續發展途徑探索研討會」

（Workshop on Pathway Exploration on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會議重

點如下: 

一、APEC 2017 農業工作小組於 10 月 31 至 11 月 1 日在中國天津市天津工業大

學召開，計有智利、秘魯、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菲律賓、新加坡、

泰國、越南、中國及我國計 10 個經濟體及蒙古國出席 (美國、日本、韓

國、俄羅斯等並未派員)，農委會由農糧署林煥章視察參加。 

二、除開幕之介紹儀式外，天津工業大學結合該校國際貿易等 4 系所成立 APEC

商貿服務中心，同時辦理揭幕儀式。第 1 日第 1 場由智利、秘魯、新加坡代

表簡報該等國家農業永續發展之具體政策及作法。第 2 場由中國學者就中國

農業水資源之永續發展及 APEC 海洋永續發展發表專題演講；另由 APEC 中

國科學及技術交換中心就 APEC 科學技術與研發之政策夥伴及永續發展及

APEC 技術轉移中心之回顧發表專題演講。第 3 場由菲律賓、中國、泰國代表

簡報該等國家農業永續發展之具體政策及作法。第 2 日第 4 場由天津工業大

學學者就 APEC 農業永續發展及中國作法、APEC 農業永續發展模式及雙贏

潛在策略在中國食品安全及減緩溫室氣體對水稻影響。第 5 場由巴布亞紐幾

內亞、馬來西亞代表簡報該等國家農業永續發展之具體政策及作法。第 6 場

由新加坡、越南及蒙古代表簡報該等國家農業永續發展之具體政策及作法。

第 7 場為研討會總結報告。 

三、我國代表於會議期間除積極參討論並 5 次代表中華台北提問，亦向主辦單位

表達此研討會所討論之共識，強調農業永續發展等建議，並支持未來賡續推

動農業永續發展等政策型計畫。主辦單位說明「APEC 農業永續發展途徑探索

研討會」預定明年召開第 2 次活動，請各經濟體配合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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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APEC 成立於於 1989 年，但直到 1996 年第 8 屆 APEC 部長會議在經濟與技

術合作領域探討農業議題。農業技術合作小組(Agriculture Technical 

Cooperation Working Group,ATCWG)，成立宗旨在促進 APEC 會員體之間的農

業技術合作，透過農業合作及能力建構的提升來改善會員經濟體的經濟發

展與社會福利，經常性推動農業 7 大優先工作領域。領袖與部長透過年度

領袖會議及部長會議，資深官員透過經常性的工作及 1 年 4 次的資深官員

會議，就此議題表示關切，聽取工作小組等相關論壇之報告，並指示其工

作方向，督促工作之執行。本次派員參與會議目的如下: 

一、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與 WTO(世界貿易組織)是少數我國得以參加

之國際經濟組織，特別是這次研討會在中國大陸舉辦，在兩岸關係緊張

之際，能派員參加國際研討會，除可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事務外，更能提

高我國國際能見度，讓成員國瞭解我國對國際事務積極參與及經驗分

享。 

二、近年來由於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造成極端氣候，永續農業議題

普遍受到各國重視，所謂永續農業係指採用符合生態學原則的農耕方

法，國際上對永續農業的定義為採取某種使用和維護自然資源的基礎方

式，以及實行技術變革和機制性變革，以確保當代人類及其後代對農產

品需求得到滿足。本次研討會各國分享對永續農業做法，可作為我國發

展永續農業之參考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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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與結果 

一、開場 

APEC 2017 農業工作小組於 10 月 31 至 11 月 1 日在中國天津市天津工業大

學召開，計有智利、秘魯、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菲律賓、新加坡、泰

國、越南、中國及我國計 10 個經濟體及觀察員蒙古國出席 (美國、日本、韓

國、俄羅斯、澳洲等並未派員)。除開幕之介紹儀式外，天津工業大學結合該校

國際貿易等 4 系所成立 APEC 商貿服務中心，同時辦理揭幕儀式。  

二、研討會分 2 天 7 場次辦理，各國對於永續農業發展報告摘錄如下： 

(一)智利: 

1.使用國際和國家標準： 

如 CHILE GAP、GLOBAL GAP 等，並輔以永續生產協定，由私部門加上公部門

共同執行，診斷生產者是否符合永續農業法規，以取得經濟部和農業部雙重認證。

藉此，生產者建構永續生產能力及稱職推廣服務。 

2.成立農產品出口委員會: 

在農業部指導下的一個公私部門委員會，主要目標是提升智利農產品出口以及行

銷國家形象、食安問題及永續發展等 3 個領域，未來將繼續協調公私部門及加入

新成員，強化農業部門及其他公部門繼續朝永續農業目標前進。 

(二)中國:GIS 在農地運用 

1.農業分區: 

由於極端氣候變化，推廣最低耕地、非耕地及保護耕地的披覆作物技術。最近保

留耕地變成避免土壤侵蝕和沙漠化技術，保留耕地並沒有一定標準，所以依急迫

性在不同地區可從自然、社會、經濟等因素來研究產出。 

3.分析方法: 

專家建議經由 18 種指數分析，並實際在內蒙古五常縣將耕地分為非耕作區、可

適度非耕作區及耕作區 3 種區域，地理資訊系統可結合資源和經濟資料庫，根據

物理化學資產、氣候、文化、經濟等因素做出不同區域分類。經由 GIS 決策系統

發展適合保留農業分區，並提供不同的技術建議給使用者。 

(三)中國:永續農業發展及運作 

1.範圍:a.強化農業生態環境監理、b.有效管理農業污染、c.推展無汙染農產品並改

善農產品安全及品質、d.經由科技及教育提高農民智能、e.提供便利有效的農業

技術。 

2.目標:a.永續食品安全、b.提升綜合農業產能、c.防治風險能力、d.增加核心農民收

入、e.提升增加收入機制及法規、f.瞭解農業及鄉村經濟發展。 

3.政策草案:a.強化研究發展提升永續農業發展能力及水平、b.堅守 2030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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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c 提升發展現代智慧農業及強化農業資訊化架構。 

4.結論:APEC 必須重視永續農業是重要範疇，每個國家為永續農業應改變農業型態

及執行方法。儘管還有許多挑戰，願意實踐永續農業並取得成果。 

(四)中國:潛在雙贏策略對食安及緩和溫室氣體排放運用在稻米生產 

1.運用生物碳技術:生物碳技術運用可有效減少甲烷及溫室氣體排放，同時增加稻

米生產，因而降低溫室效應規模。 

2.選擇能降低甲烷排放和高產出的水稻品系。 

3.兩期作水稻耕作模式結合降低氮肥和節水耕作。 

4.總結: 

a.農業有機廢棄物管理:廚餘衍生生物碳。 

b.水稻耕作:選擇低甲烷排放水稻品系。 

c.氮肥和水管理:控制尿素使用及避免尿素流失，並配合深淺耕作管理。 

(五)泰國: 

1.農村發展政策: 

a.強化農民及農民組織。 

b.提高農民經營管理效率。 

c.經由技術及革新，提升農業部門競爭力。 

2.充足經濟哲學(SEP) 

透過前泰皇普美蓬皇室計畫來推動，經由調節、合理及風險管理，以溫和方法達

到平衡、安全和永續農業。 

(六)巴布亞幾內亞: 

1.農業問題: 

87%人口依賴農耕生活，儘管已生產多種作物，但營養不足仍是主要問題，使用

傳統農耕方式，生產規模太小，缺少準備食品的知識及技巧，高成本、缺少基礎

建設及領土遼闊地理上限制，只能在國內銷售，無法出口外銷。 

2.農業政策: 

農業體系改善包括農業與畜牧業改善，結合自然資源管理及規模經濟及外銷導向，

行銷農產品及提升小農經營效率，為小農發展社會經濟服務，政策推動計畫包含

生產及行銷以及整個價值鏈，致力發展農產品外銷，政府政策引導永續農業發展，

APEC 論壇將提供最需要區域獲得改善。 

(七)新加坡: 

1.農業問題: 

農業用地僅佔全國土地面積 1%約 500 公頃，有 300 家農場及 72 家食品農場在

210 公頃土地上，高農業生產成本(地租和人力)、有限農業投入、人力短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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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及極端氣候改變等。 

2.農業發展: 

有效利用土地增加生產力，減少使用能源及水，提高競爭力，農業技術為新加坡

農業潛力，包括自動化、溫室栽培、水耕蔬菜、植物工廠、多樣化、機械化、智

慧掃瞄、資料分析等，以保證有彈性供應安全食物。 

(八)越南: 

1.無汙染的永續農業: 

農業污染的來源包括肥料、動物排泄物及農藥等，超過 50%肥料沒被吸收而是發

散在環境中，70%殺蟲劑被使用在農作物。 

2.解決方法: 

減少肥料施用，合理施用農藥，肥料及農藥施用必須與經濟所得均衡。因此，合

理施用必須配合土壤肥力、生產力、水資源及多樣性耕作方式，並在政策面及技

術障礙加強溝通管理。 

(九)蒙古: 

1.極端氣候衝擊畜牧業: 

因氣候變遷，對畜牧業有負面影響，有 72%蒙古牧場因沙漠化被侵蝕，導致土壤

碳發散到大氣中，透過適當管理牧場草地，可以涵養大氣中的碳，在牧場土壤及

植披中增加有機碳含量，如果草原設置圍籬防止放牧，碳接收率可達到 0.6-1.6 公

噸/公頃/年。 

2.未來發展趨勢: 

a.中國內蒙古與蒙古類似，如果改善草原密集放牧，種植常綠草地，可有效改善

草原被侵蝕。 

b.執行碳保存需要實際計畫，要能展示控制土地分界線，至少需要 20 年時間，這

也意味管理措施必須執行 20 年才有效果。 

c.未來要支持小型領航計畫擴充到所有地區，並尋求國際上可接受機制及協

議，用以支持可恢復氣候之農業，在發展中國家是非常重要的。 

三、總結: 

(一)因應環境變遷各國應致力於永續農業: 

由於科技進步人類使用自然資源進行工業生產，經由 2 次工業革命，大幅改善

生活水平，但也帶來負面影響，如空氣污染、碳排放、臭氧層破裂、溫室氣體

排放、水污染等等，溫室效應造成極端氣候變遷，進而影響農業生產，為達成

永續農業目標，具體方法應包括利用智能農業、自然農法、生態農法、有機農

法、友善耕作等等，有效減少農藥及化肥使用，注重水土保持及生態保育，經

由本次研討會後，有待各國凝聚共識，並藉由經驗分享，共同致力於追求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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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二)明年繼續辦理永續農業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說明「APEC 農業永續發展途徑探索研討會」預定明

年召開第 2 次活動，請各經濟體配合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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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本次參加研討會積極參加討論，並提問題分享我國經驗，增加國際對我農業經

驗瞭解，並得到各國充分回應。所提問題如下: 

1.對新加坡代表提問植物工廠增加蔬菜產量是否影響進口? 

2.對中國代表提問三峽大壩修築沒考慮魚類洄游，是否設置魚梯? 

3.對中國代表提問非耕作區、可適度非耕作區及耕作區之劃分對農民有無強

制性? 

4.對巴布亞幾內亞提問對於農業發展應以外銷為導向，政府整合基礎建設及

農民才能提高農民所得? 

5.對越南代表提問減少農藥肥料施用會不會降低農業生產。 

(二)中國大陸主辦這次會議全程以英語進行，但英語教育似有斷層，50 歲以上教

授、官員普遍無法以英語簡報演講，年輕教授、官員則可運用自如。大會第

一天有提供無線同步翻譯，第二天則因經費關係不再提供，同步翻譯以單耳

無線耳機方式播放(德國製造 BOSCH 品牌)，翻譯品質良好有助於會議進行，

可作為國內類似國際會議借鏡。 

(三)藉由本次會議瞭解到會員國對永續農業之重視，所蒐集資料可作為我國發展永

續農業政策參考，並已將相關資料函送外交部作為 APEC 相關議題研究之參

考。 

(四)永續農業已列為我國重要農業政策，並推出有機農法、友善耕作等政策引導農

民朝永續農業發展，建請未來應多派員參與國際會議，蒐集相關各國推廣永續

農業經驗，以作為我國施政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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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活動照片 

1.活動開幕 

 
 

 

2.APEC 商貿服務研究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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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議熱烈討論 

 
 

4.會員國代表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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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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