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度農業振興方案計畫申請審查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1年12月30日(星期五)下午1時30分 

二、開會地點：本府市政大樓北區2樓 N210會議室 

三、主持人：王副局長三中                              紀錄：林其臻 

四、討論事項： 

  案由：審查112年度第1次農業振興方案計畫申請(項目及預算內容)暨檢討

111年度執行成果。 

  說明：請申請單位依序入場報告112年度第1次農業振興方案計畫申請(項目

及預算內容)暨檢討111年度執行成果，由審查小組委員進行綜合詢問，

申請單位再進行綜合答覆。 

委員審查意見：  

（一） 北投區桶柑輔導計畫（北投區農會)： 

          委員1：有關認養活動的果樹生產成本應有更精細的估計，認養者負

擔費用2/3，但為何農會還要負擔60萬元的經費？建議寫明

由認養者負擔之費用。 

          委員2： 

1. 計畫投入共110萬元，但經濟效益為100萬元似乎較少一些？ 

2. 請問認養桶柑樹一棵補助1500元，認養者還需再繳費嗎？ 

          委員3： 

1. 申請書 p.3.p.4文字重複，請重整。 

2. 請說明桶柑展銷及認養活動可增加農民收益金額如何估算？去年認

養活動有何檢討，認養制度請說明。可否改採「採果體驗」方式進

行？ 

業務科：往年健行活動為何未續辦，請說明。 

（二） 2023年竹子湖海芋季及繡球花季活動計畫 (北投區農會)： 

          委員1： 

1. 增加農民收入平均37.5萬元，對整體社區的發展為何？ 

2. 相關資訊的露出，儘量與台北有農或休區的網站結合，紙本的印刷

減少，增加 EDM。 



3. 經費的運用有些細項要有更清楚的說明。 

          委員2： 

1. 在活動不夠豐富的問題下，提出深度海芋生態體驗活動，此活動的

內容為何？跟目前的海芋體驗有何不同？ 

2. 「一個人的旅行」的獨旅風格如何操作與執行？何謂技術比賽？ 

          委員3： 

1. 預期效益項下：體驗活動10場，技術比賽2梯次內容為何？預算編列

請說明清楚。 

2. 以「一個人的旅行」為主軸是否恰當。有外帶輕食可搭配？ 

（三） 2023建國花市春節暨日本松江大根島牡丹展 (財團法人中華花卉園

藝文教基金會)： 

          委員1： 

1. 日方的展覽是否會與台灣的兔年花卉主題進行呼應？ 

2. 兔年的主題是否已經有突出的 slogan，吸引民眾。 

3. 預期效益中場次為5場或6場，民眾人次是1萬人次或70萬人次？ 

          委員2： 

1. 牡丹的富貴氣勢是否會搶掉台灣花卉的風采？如何互補相成？ 

2. 計畫中提到去年冷氣團影響牡丹花期，雖然日方有應允改善，若明

年仍會有冷氣團此問題是否能妥善解決。 

          委員3：去年牡丹來不及於開幕式當天綻放，是否有把握的方案克服？ 

          業務科：注意花況，注意活動相關流程務必順暢。 

（四） 臺北市農業諮詢多元化服務計畫 (臺北市農會)： 

          委員1： 

1. 雖然是持續性工作，但可以有更創新的作法。 

2. 城市農園教學課程的系列性課程，如何安排？主題為何？ 

          委員2：城市農園教學舉辦12次，請問其大致內容為何？一年只舉辦

12場，是否有考慮增加?另可考慮使用農學講堂上課。 



          委員3：辦理10個農業技術諮詢中心可否改為線上？與平台相結合。 

（五） 竹子湖農村及社區產業推廣活動 (台北市北投區湖田社區發展協

會)： 

          委員1： 

1. 配合地下街的活動，但協會本身是否有特別的想法？ 

2. 全部費用卻採委託勞務費，其中社區組織運作及研習課程為何也外

包？ 

3. 效益是否能依工作項目分別說明更為清楚。 

          委員2： 

1. 社區組織運作教育學習及花田地景與餐桌兩大項活動的經費各佔多

少百分比？ 

2. 中部地區的參訪點以有舉辦過田邊餐桌的地區為觀摩地點。 

          委員3： 

1. 社區組織運作教育學習之計畫及預算請說明。 

2. 如獲補助，但三個商家活動規劃仍收費888-1200元是否有當。 

3. 可否規劃外帶輕食？ 

  決議：請申請單位依以上委員及本局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內容，並儘速依本

局核定金額調整提送修正計畫至局核定。 

五、散會時間：下午3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