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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摘要 

印尼雖為世界排名前三大稻米生產國，產量及品質始終不如預期，多年來卻仍必須仰賴進

口稻米，才足以供應國內人口增加的需求。 

南蘇拉威西省為印尼稻米重要產地，哈山努力大學希望透過南蘇拉威西優良稻種發展計畫，

導入台灣技術與經驗，與當地產銷班合作，於 300 公頃耕地，協助建立優良稻種生產及行銷體

系，生產 3,000 公噸稻種。。 

本次特別自臺灣邀請２位專家前來講授臺灣農民組織的發展與運作、臺灣農產運銷與加工，

除透過課程講授，並至產地訪視、與農民及執行團隊座談，瞭解當地運作情形後，給予具體建

議，供服務團後續推動之參考。 

 
Although Indonesia ranks among the world’s three largest rice-producing nations, both the quantit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rice crop have fallen short of expectations. In order to meet increasing needs of the 

country’s growing population, Indonesia still has to import rice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South Sulawesi, one of the nation’s important rice producing areas, the use of uncertified seeds further 

limits the province's capacity to expand rice prod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Hasanuddin 

University proposed this project of ” High Quality Rice Seed Development Project in South Sulawesi ”，

with the aim to increase local rice production through Taiwan's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The expected project outputs are to produce 3,000 tons rice seed in 300 hectors of rice field by working 

with local farmers’ group, to establish a fine ric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ystem. 

 

Two experts were invited from Taiwan to teach “Farmers’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Marketing and Processing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courses, they also visited the farm to 

discuss with farmers and the executive team,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operation, and to give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the subsequent task. 

貳、工作執行概要 

一、緣起 

南蘇拉威西省(Province of South Sulawesi ，以下簡稱南蘇省)為印尼主要的稻米產區，

惟經調查限制南蘇省農業發展最關鍵因素之一，是所有重要作物皆缺乏高品質(認證)種子，

尤其是稻米缺乏優良稻種，限制該省稻米增產。據瞭解印尼稻農用優良稻種生產稻米的比

例只有 15%，其餘多用自留稻種。因此哈山努定大學(Hasanuddin University ,以下簡稱哈大)

提出【印尼南蘇拉威西優良稻種發展計畫】合作提案，希望藉由雙方在技術與研究之合作

增加南蘇省優良稻種產量，進一步提升當地稻作生產質量，經由我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以下簡稱 ICDF)審核後以援外計畫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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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主要包含二項主軸工作包括提升合格稻種生產技術；及建構合作單位稻作生

產能力。由我國駐印尼技術團及哈大農學院協同執行，計畫自 2017 年 9 月 6 日啟動, 為期

三年計畫希望可以推廣 300 公頃採種田，生產 3,000 公噸（1 年 2 季）稻種，且認證後合

格稻種達 2,850 公噸。並協助哈大農學院導入種子生產技術，使其具備種子技術、生產及

推廣研究發展中心之能量，並成為南蘇拉威西地區認證優良稻種生產與技術中心。截至

2019 年３月已於南蘇省的 6 個縣組織稻種生產班，種植 150 公頃採種田。 

為整體提升農民生產的品質，降低生產成本，需要有健全的農民組織。但印尼的農

民組織並無凝聚力，組織對成員間也無約束力，很多農民組織只是為了得到政府補助而組

織農民團體，沒有共同運銷的情形，農民團體已淪為一種統計農業勞動力的工具，而不是

產銷單位。 

另外印尼在稻種收穫並經鑑定為合格稻種後，並不需要擔心市場問題，稻種商於計畫

執行前，已與計畫團隊討論稻種收購問題，稻種商願意收購所有稻種。然哈大農學院亦打

算成立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以下簡稱 COE)，希望成為兼具生產、技術推廣與行

銷中心，其中希望以自有品牌與包裝，幫助農民稻種的行銷。 

哈大有鑑於農民組織的健全有利於提升稻種農民的生產品質、以及不熟悉稻種銷售方

式及 COE 的行銷模式，因此透過 ICDF 函請農委會推薦「農民組織」與「農產運銷」的專

家各一人赴印尼辦理專業訓練與技術諮詢。  

二、目標 

(一) 提升印尼南蘇省農民組織的功能 

(二) 協助哈大農學院 COE 建立健全永續經營模式 

(三) 提供南蘇省優良稻種行銷計畫建議 

三、執行人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參事 周若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運銷加工組組長 林鈴娜 

四、工作範圍 

提供專業訓練及諮詢建議 

五、執行時間 

108 年 3 月 19 日至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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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程表 

日期 工作內容 

3 月 19 日 

(週二) 

1. 台北—雅加達 

2. 拜會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陳忠大使 

3 月 20 日 

(週三) 

1. 雅加達—南蘇省省會望加錫市(Makarssa) 

2. 赴哈大聽取農民組織及優良稻種生產計畫 

3 月 21 日(週四) 課程講授：周參事若男 

台灣農民組織的發展與運作(包括臺灣的農漁會體制，農業合作社及農業產

銷班的組織與運作) 

3 月 22 日(週五) 課程講授：林組長鈴娜 

1.講授臺灣水稻產業發展 

2.講授臺灣農產運銷與加工 

3 月 23 日(週六) 赴南蘇省 Pinrang 縣實際了解稻種農民生產與組織運作情形，並與農民座談 

3 月 24 日(週日) 赴南蘇省 Sidrap 縣實際了解稻種農民生產與組織運作情形，並與農民座談 

3 月 25 日(週一) 與哈大農學院相關成員座談，檢討本次任務 

3 月 26 日(週二) 返國(望加錫—雅加達—臺灣) 

 

參、執行內容 

一、 3 月 20 日抵達南蘇省第一天，赴哈大座談 

(一) 由 Ir. Yunus 教授為本計畫協調人，介紹 COE 針對水稻種子生產及技術之運作規劃： 

1. 重要任務：發展種子創新技術、針對特定場域研發適合技術、與相關機構合作種

子開發、支援稻種業永續發展。 

2. 預期效益：推廣 300 公頃採種田，生產 3,000 公噸（1 年 2 季）稻種，且認證後

合格稻種達 2,850 公噸。 

3. 重要工作 

(1) 生產認證合格稻種： 

強化與相關機構協調合作、種子生產者之調查及鑑定、選定種子生產者及強

化組織運作、辦理講習強化能力建構、種子認證 

(2) 導入種子生產技術，建立 COE 

建置 1 座溫室、建置貯存及包裝設備、導入水稻研究、成果年報編製及出版 

(二) 由 Idris Summase 博士介紹印尼農民組織及合作模式 

1. 南蘇省的農民組織分為五層: 

(1)   Kelomomport Tani (Poktan) 

基層組織，由土地相毗鄰依作物別由 20 位農民所組成的基層組織，類似我

國產銷班，提供農民學習教室、強化合作、強化農業知識等功能。每個村子

中至少有 3 個班。 

(2) Gabungan Kelompok Tani (Gapoktan) 

由同一村裡三個 Poktan 組成之聯盟，通常一個村子會至少有一個聯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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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經濟化規模，具生產、加工、行銷、貸款功能。 

(3) Kelembagaan Ekomoni Petani (KEP)  

由數個 Gapoktan 組成一個委員會，選舉理事監事，組成理事會監事會，為

農民發聲爭取福利。可形成一企業單位，可開戶，可僱外部人員。 

(4) Asociasi Komoditas Pertanian 

由單一作物的農民組成的協會，分中央級、省級及縣級三層。 

(5)  Dewan Komoditas Pertanian Nasional(Dewan Padi National) 國家級農業委員會，

針對稻米、咖啡、油棕、玉米所組成，有議價、外銷能力。 

二、3 月 21-22 日由哈大邀請農學院的教授（職員），推廣採種田的農民領袖及種子檢查所的專

家約 30 人召開 2 天的工作研討會，由周參事介紹臺灣的農民組織發展(簡報內容詳如附件

1)，林組長介紹臺灣的農產運銷與加工、臺灣水稻產業機械化簡介(簡報內容詳如附件 2、

3) 

三、3/23-24 赴南蘇省 Pinrang 及 Sidrap 兩縣實際了解稻種農民生產與組織運作情形，並與農民

座談。就沿途及參訪現場觀察與農民進行意見交流，並提供臺灣經驗以利參考。 

（一）水稻三級繁殖制度 

臺灣水稻三級繁殖制度即是「原原種、原種及採種」三級，其主要目的為保持優良

水稻品種的遺傳特性及純潔度，使育成之優良品種不致因異品種、雜草及病蟲害的污染，

而失去原品種之優良特性，而後再將高品質的稻種提供給農民更新使用。 

稻種的原原種田由育成機關直接用原始種子繁殖，原、採種田則由各縣市政府委託

稻種繁殖經驗良好之育苗業者進行繁殖工作。原原種及原種田皆須經種子檢查室進行田

間檢查及室內檢查  合格後，才能供應作為原、採種田之稻種使用。在採種田雖不需進

行田間檢查，但必須全面進行室內檢查。 

（二）採後處理對稻米品質之影響 

臺灣水稻供應無虞，並回應消費市場對品質之重視，除生產階段選擇適栽區、良質米品

種、良好栽培管理外，在採後乾燥、儲存階段亦日益精進，提供參考。亦可回應省農業

廳反映品種混雜及採後處理技術待提升問題，導致販售時有碎米率高且無法進行品種及

品質區，致市場價格無法提升之問題。 

1.稻穀乾燥 

稻穀黃熟收穫時水分含量尚高，必需立即乾燥才能久儲。現場稻穀乾燥採用日曬

法，受氣象因素影響較大，所需人力較多，水泥曬場因溫度較高，可加速稻穀乾燥，

但品質易劣化，且過程容易混進小石子等雜質，品質不易控管，臺灣自 1977 年起逐步

在各農會設置個別處理乾燥中心，辦理代乾燥業務。1987 年配合輔導良質米產銷計畫，

輔導鄉鎮農會設置乾燥中心，讓農會與農民能逐步調整為收購濕穀之作業方式，以利

稻米品質之提昇。目前稻穀乾燥中心的普及以及全面機械化的作業方式，讓稻穀的乾

燥作業，已由傳統自家日曬方式，轉變為由乾燥中心經收濕穀並乾燥的服務性與商業

性行為，可提供印尼未來發展之參考。 

2.稻穀儲存 

臺灣稻米一期作於 6-8 月收穫，二期作於 10-12 月收穫。收穫之稻米需存放在倉儲設

施中，才能穩定供應全年米糧需要。因為臺灣氣候高溫多濕，若保存不當，很容易造成

稻米品質劣變或蟲鼠鳥害嚴重危害情形。為利保存稻米的品質，在臺灣多以稻穀型態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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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使用需求時，才碾製加工成糙米或白米。為提昇稻米儲藏品質，自 1991 年起民間

碾米業界開始興建大型低溫鋼板圓筒倉儲存較高水分含量(16.5%)、口感較好之稻穀。此

類型筒倉具有進出倉及低溫通風機械，方便自動化作業，節省大量勞力，可提供印尼未

來發展之參考。 

 

四、3/25 與哈大農學院相關成員座談及建議 

臺灣自 1952 年，農會發揮農業推廣功能，成立綜合性農事研究班，為產銷班組織奠

定雛型，接續由合作社、農會輔導成立各類產銷班，不僅致力於農業技術推廣、導入共

同作業概念，從生產、採收至運銷，產銷資材共同採購、共同集貨、選別及分級包裝、

出貨，近年更為積極輔導產銷班轉型為農企業，促其體質更為健全。 

 

肆、預期成果 

哈大農學院雖已設立農學院 COE，但目前僅是一個概念與方向，尚無任何硬體設備與

建物，倘若我方能給予哈大在農產品行銷方面的建議，為其建立一行銷流程模式，結合

農學院本身之專業技術，除未來能使其成為兼具研發、生產、技術推廣與行銷之中心外 

也為南蘇省優良稻種計畫的稻種生產者開拓更多市場，創造更大收益。 

伍、討論及後續工作規劃建議 

一、有關基層農民組織之建議 

    此行的目的在於如何強化基層的農民組織，因此重點將放在了解基層農民組織的現況，

有關以上所涉及上層農民組織，不在本報告建議範圍。經現場與農民溝通與教授們所提的資訊

與觀察的結果，建議如下: 

 (一)Poktan 雖是毗鄰的 20 位農民所組成的最基層的農民組織，        但內部組成，是否有

分工，是否有內部幹部，內部共識擬具的形式如何並不明確，表面上已有熱心的農民擔

任領導的角色，但一人不足以成就一個團體，尚需要其他成員扮演協助的角色，建議應

多激勵其他成員的參與擔任團體的核心職員，賦予其功能，共同尋求問題的發掘與解決。 

(二)開會是凝聚共識，共同尋求問題解決的好方法，因此建議參加 Poktan 的農民應定期聚會，

每次開會，都會要做成會議記錄，並將上次會議的決議在這段時間執行的情形一併報告，

讓與會成員知悉進度，共同朝目標邁進。會議記錄的格式，可請哈大的輔導團隊設計，需

簡單易操作，並協助農民依式完成。 

(三)農民應藉由定期開會，並擬具共識，做成內部的公約，讓大家遵守。並可藉此公約，規範

成員共同投資購買資材或設備，共同利用。 

(四)哈大對於其示範計畫範圍內(7 個縣)的農民組織應進行示範性評鑑工作，評鑑基準可依哈

大的政策目標及農民可達到的訂定，對於評鑑優良的農民組織由未來營運的 COE 的營運

利潤中提撥獎勵金予以獎勵。並成為示範單位，供其他基層組織觀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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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了提供合格稻種，倘能配合推廣員、Poktan 的農民開設研習班，培訓專業知識，讓優秀

農民經驗發表，建立學習及分享機制，培養團隊可以長期運作的動能，未來即使計畫結束，

仍可有助於該地區農業持續改善、提升。 

 

二、有關提高合格稻種生產及行銷建議 

從觀察田間生育情形及農民座談問題反映及整理相關資料 

(一) 針對「如何提高合格稻種生產」，提供觀察及建議如次： 

1. 田區的選擇 

應盡量選擇前期作非種植水稻之田區或前期種植與原、採種相同品種之稻田作為

繁殖田用。倘若上述稻田無法取得，亦可在水稻收穫後使田區保持濕潤狀態，使前期

作殘留稻穀發芽，再行整地，可避免前期作異品種自生苗的干擾而產生混雜的情形。

另外，如鄰田種植其他水稻品種時，原、採種田區應與鄰田相隔 3 公尺以上或設置適

當的隔離措施，或者亦可於收穫時，將繁殖田區最外圍收穫的稻穀以一般稻穀處理，

不作為稻種使用，如此可避免因花粉汙染而影響稻種的純度。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田區的選擇務必謹慎選擇，印尼全年似都可種植水稻，

田間同時存在不同生育期植株，建議可以配合氣候、鄰近田區種植情形、合格稻種需

求時期等因素，擇定種植時期，期能兼顧確保純度、品質、產量，並適度規避氣候及

病蟲害等風險。 

2. 育苗、插秧作業 

首重嚴防異品種的混入，稻種應以裝袋方式進行浸種、消毒、催芽等工作、育苗土添

加粉碎稻殼宜經數個月發酵後再使用，甚至進行育苗、移植作業前所有人員雨鞋、載

具、播種機、插秧機械等皆需檢查是否夾雜其他稻種或秧苗。 

3. 栽培管理 

(1) 合理化施肥 

應重視純度及品質，不重產量，田區應以合理化施肥方式管理，切勿採用一般追

求高產之栽培模式管理，以避免影響稻種品質。先斟酌田區之土壤肥力，推算適

當的肥料用量，於正確的時機施用，以避免繁殖田區因水稻枝葉徒長茂密，造成

田間通風不良，導致病蟲害嚴重孳生或後期倒伏現象發生，進而影響稻種品質。 

(2) 落實去除偽品種及雜草 

必須充分瞭解繁殖品種的生育特性及型態特徵，以便於去偽去雜的工作的確實執

行。時機也要精確掌握，可在孕穗期、開花期及黃熟期至少各進行一次，將型態

不同的稻株或雜草拔除。在去偽去雜的工作中必須篤行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

「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放過一個」，即便是發現一株疑似異品種植株時，仍須

予以拔除。 

(3)導入哈大專業研究能量 

建議針對所繁殖品種之田間管理有系統建立完整資料，例如種植密度、氮肥使用



8 
駐印尼技術團印尼南蘇拉威西優良稻種發展計畫 

與倒伏、稻種品質及合格率、產量之相關性調查，一併納入試驗及調查，並由哈

大專業研發團隊指導試驗設計，有系統研究分析，俾未來可以更有助於稻種品質

及產量持續提升。 

4. 收穫調製 

(1)採收適期及農機專用或清理 

以黃熟期至完熟期間進行收穫較為適宜，未熟或過熟採收皆會影響種子的發芽及

品質。收穫調製過程中所使用到的收穫機、搬運車、烘乾機等，因此為了確保稻

種純度，農機一定要先進行相同品種收割或烘乾後，甚至清理過，才能來處理原、

採種種子，以確保稻種純度。 

(2)田區採收 SOP 製定及落實 

收穫後處理應予重視，田間現場採收時發現，採收田區四週稻種未充實種

子偏高，除應確認採收時期是否合宜後，為確保抽樣後不會室內檢查不合格應予

明確隔離。 

檢討會議中，種子檢查人員並表示在作業規範中，田區四周之稻穀本應加

以排除，惟現場採收裝袋時，未見有不同標示，經反映後，現場農民改以加縫成

束稻草於袋口區分，表示該袋將供應食用而非稻種用途。惟該項標示似非ＳＯＰ，

其他作業人員恐難以知情並配合，到曬穀場可能又混入。建議哈大可以透過講習

及工作手冊編製，讓農民習得正確操作方式。 

(3)乾燥、貯存 

不同生產者的稻種於曬穀場乾燥時，並未明確分區，責任歸屬不明確，倘未來有

不合格情形，恐難以處理爭議。 

5.提供臺灣田間檢查及室內檢查資料供參 

(1)田間檢查時機及項目 

檢查時機 水稻齊穗後向種子檢查室申請派員檢查。 

檢查項目 1.品種特性應與繁殖品種相同。 

2.繁殖田間不應有其他作物、異品種及雜草混雜等情形。 

3.繁殖田間水稻生育必須良好，少病蟲發生。 

 (2) 室內檢查時機及項目 

檢查時機 田間檢查合格之繁殖田所採收的稻種，經過乾燥調製後，向種子

檢查室申請派員抽取種子樣品，進行室內檢查。 

檢查項目 1.水分含量 : 稻種水分含量需於 13%以下。 

2.容重量 : 稉稻 554 公克/公升、糯稻 532 公克/公升、秈稻 520 公

克/公升。 

3.純潔度分析 : 純潔種子檢查標準為原原種 99.7%、原種及採種

99.0%。 

4.其他(異)品種種子 : 原原種及原種不能掺有，採種每公斤最多

20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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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無生命雜質 : 原原種為 0.3%以下，原種及採種不超過 1%。 

6.發芽率 : 原原種及原種不得低於 85%，採種不得低於 80%。 

 

(二) 針對「合格稻種行銷」，提供觀察及建議如次 

1. 稻種行銷倘能鏈結育苗中心提供優質種苗，並配合自動化插秧，行銷應可無虞，為確

保秧苗品質，臺灣 1980 年代起，政府為提高換種率，即已鼓勵水稻育苗中心經營設

置採種田，以達自產自銷目標，是以育苗中心已是採種田專業生產者。 

2. 合格稻種尤其是透過本計畫生產提供之稻種，出售時建議要於包裝袋上有明確標示

（例如哈大及 ICDF 的識別符號）,一則可以彰顯專業價值，二來也可以防止仿冒。 

3. 合格稻種可請專業農民於示範田區，強化田間管理、病蟲害管理、施肥管理以展示生

育成果，提高其他農民選購意願。並透過紀錄，有效彰顯合格稻種對產量及品質效益，

農民收益提高更可吸引更多人投入。 

4. 洽談地方政府相關硬體、資源等補貼政策一起投入，補助農民相關農藥、肥料、農機

具，並協助以合理的價格出售合格稻種，期能吸引更多優秀農民共同參與，以實際成

果發揮影響力，可以激發其他農民的積極參與。 

5. 洽談地方政府既有的稻種中心、稻種試驗、供應及管制制度，由哈大洽談合作可能機

制，可加大後續持續運作之動能。 

三、有關哈大 COE 的營運計畫建議 

 (一)加強哈大 COE 的推廣服務功能 

目前哈大已有 40 位教授或工作人員派駐在 6 個縣的採種田，現場輔導在地的農民

生產優質的稻種，但據了解，部分稻種農團體仍未有一貫化的作業，例如就有部分稻種

田之育苗就各自作業，並未統一，遑論其他的作業流程想必尚未整合。建議哈大的派駐

在當地的推廣教授或工作人員應密集的召集在地的稻種農民團體，提供教育訓練，說明

共同作業的重要性，並舉行工作坊，訂出共同標準化的作業，從育苗田的培土育苗、田

間操作、插秧、病蟲害防治、去伪去雜等作業，並指導農民切實執行，以大大提高稻種

的良率，並增加 COE 在農民心目中的信賴。 

目前田間所產出的稻種經檢驗合格後，仍照舊有的模式交由糧商或中間商銷售。

哈大的 COE 雖已具有研發、生產與技術推廣的功能，但如何發揮行銷的功能，而又不

與現行的中間商產生利益衝突，是需要突破的關鍵。如哈大的 COE 依前項的建議，發

揮完善的推廣教育功能後，輔導的稻種品質優於一般的採種田(例如稻種的純度高，發

芽率高)，價格亦好，而且其生產成本因農民組織的共同作業、共同採購，而大大低於

一般的採種田，讓參與本計畫的採種稻農產品在市場上有競爭力，可以賣到比一般採種

田的價格要好，其成本又比一般採種田的稻農成本要低，可以大大提高採種田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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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增加了參與本示範計畫的誘因，再加上掛上哈大 COE 與 ICDF 的稻種品牌，增加了

市場的競爭力。3 年 300 公頃的採種田目標不難達成，甚至希望更吸引其他農民的加入，

此時 COE 就可與農民議價，由其所獲的利潤中分配部分給 COE 成立基金，做為繼續推

廣的經費。即便未來 ICDF 不再補助此計畫，COE 亦能永續的經營。 

（二）針對未來的營運內容建議 

除了優良稻種，未來 COE 也可以考慮哈大現有的執行能量，將可可、咖啡及樹薯納入

未來發展項目。 

1. 可可：從品種選擇栽培技術病蟲害防治及加工技術等已有一定基礎，尤其哈大已建

立可可豆發酵、萃取、可可粉製造、可可脂製造、巧克力加工及包裝等加工技術，

未來可進一步發展具地方特色的高級伴手禮，鎖定雅加達高端市場；也可以結合印

尼糕點文化，辦理或參加國內及國際級競賽，強化產品商業化、行銷及推廣。 

以臺灣為例，種可可的農民藉由參加國際比賽，提高知名度，從口味包裝學習，而

打開市場。倘哈大可以協助加工業者，配合印尼的糕點特色，將可可配合糕點、伴

手禮研發，成為高價值的應用。 

2. 咖啡：哈大已開發咖啡豆發酵、洗滌及烘焙技術，建議可以與知名企業合作開發在

地高品質產品，也可考量以咖啡豆頂級原豆配合新科技包裝，新鮮滿足高端烘焙市

場自行烘焙自有特色產品之需求，並開發複合商品。 

3. 木薯：哈大已可利用木薯澱粉轉化技術生產木薯糖漿，未來可與知名加工企業合作，

繼續朝高品質發展。從原料的生產產品均要留意消費市場的需求。例如高端的消費

者要求少油低糖的趨勢。 

（三）針對未來營運方式建議 

 導入公司等營運制度加以運作，有助於體質健全，並重視營運績效，透過內

部分工快速展開各項工作，配合當地產業資源及環境特色，導入ＳＷＯＴ分析機會、

威脅、優勢、劣勢後，決定發展的優先次序，據以釐定各年度量化目標、執行內容、

並靈活應用推廣、示範及宣傳等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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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相片 

  

拜會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陳忠大使 赴哈大聽取農民組織及優良稻種生產計畫 

  

3/21 課程講授前會場確認 3/21 課程講授前，哈大教授致歡迎詞 

  

3/21 課程講授前，莫團長國中致詞 周參事若男講授「臺灣農民組織的發展與運作」 

  

3/21 課程講授講師及參與人員合影 3/22 林組長鈴娜講授「臺灣農產運銷與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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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南蘇省 Pinrang 縣了解稻農生產與組織運作 周參事若男回應稻農生產與組織運作問題 

  

Pinrang 縣農民座談會成員合影 與 Ir. Yunus 教授及傑出農民 Anas Tika 合影 

  

Pinrang 縣農民日曬稻穀情形 Pinrang 縣農民稻穀貯存情形 

  

Sidrap 縣稻穀採收後以機車載運情形-1 Sidrap 縣稻穀採收後以機車載運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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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rap 縣稻種繁殖田區 於 Sidrap 縣稻種繁殖田區與農民組織合影 

  

與稻種繁殖田區生產者及 Ir. Yunus 教授討論 與 Ir. Yunus 教授討論計畫執行情形 

  
繁殖田區稻種採收情形 繁殖田區四周稻種採收品質 

  

稻種及供食用稻穀裝袋標示區隔/加稻草束 稻種及供食用稻穀裝袋標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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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哈大農學院相關成員座談，檢討本次任務 

 



15 
駐印尼技術團印尼南蘇拉威西優良稻種發展計畫 

柒、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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