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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係由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現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完全捐助，並於民國七十七年奉士林地方

法院准予法人登記在案。 

二、設立目的 

本法人以服務、推展協助有關台北市及新北市汐止區水利建設、農業發展，進而研究、

改進農業，提高農民所得，增進農民福祉為宗旨。 

本法人目的事業： 

(一)辦理或協助關於農田水利技術之研究與擴大發展其事業。

(二)辦理或協助關於農業生態環境之防護水土資源之保育與防災工作暨有關都市

農業觀光事業之經營。

(三)辦理或協助前二項事業之科技研習與交流活動暨有關文獻資訊之編纂及宣導。

(四)其他與本法人創立宗旨有關之贊助或獎勵事業。

三、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一)本法人設董事組成董事會，負責審定目的事業執行方針及督導，負責審議年度

計劃、預算與決算及財產之運用，審定秘書處所提(擬)之各項議案及細則。

(二)由監察人組成監察人會，監察人會職權為稽核會計事項及行使監察職權。

(三)董事會推選董事長 1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法人，並設置秘書處聘任執行長，

執行董事會決議並處理本法人一切事務及目的事業與財產保管之運用。秘書處

以下設有行政組與研發組，各組執掌如后

1、行政組：綜理本基金會總務、財務及人力資源等相關行政業務。

2、研發組：綜理本基金會目的事業相關業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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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計畫或方針：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計畫名稱 預期效益 

一、計畫方案 
(一) 合理灌溉用水量推估-以關渡灌 

區為例 

經由先進的作物葉面溫度量測技術，評估灌

溉用水之合理用水量，透過作物葉面溫度情

境模擬，探討水田灌溉用水量之合宜彈性範

圍，有助於七星管理處達到調整灌溉用水型

態與提升灌溉用水效率之精進目標，並進一

步研擬抗旱時期用水調控因應措施。 

(二)古圳巡禮-多媒體類直播深入探

索百年水圳風貌拍攝

以「類直播」結合多媒體影像風格的「Vlog」

(影音部落格)形式，為都市地區年輕人 3C使

用者呈現深度的水圳風貌。「類直播」能達到

深入探索景觀的效果，拉近都市人和水圳的

距離，內容以輕鬆易懂的方式，增加網路受

眾的接受度及點播率。以利農田水利事業之

永續經營發展。 

(三)田園城市綠屋頂農園之推廣研究 綠屋頂已成為國內外都市綠化之趨勢，且屋

頂綠化同時推動可食地景，讓市民親自體驗

耕耘、播種、栽培管理及收穫之喜悅，使都

市農耕生活不再只是空想。因此，如何建置

綠屋頂農園相關設計、生態環境、管理規劃

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四)都會區農業水域環境營造之探討 1.都會區農業水域環境之基本調查。

2.都會區農業水域環境之活化潛力評估。

3.都會區農業水域環境之活化方案。

(五)農業水資源環境研究發展及調查 務實農業水資源環境現地調查、分析及改進，

以利農田水利事業永續發展及多角化經營，

為整合農業水環境各項資源，期透過觀摩、

研習及參訪等實地踏勘方式，蒐集各方意見

以提升農水環境發展的需求。 

(六)｢人才培育」七星農田水利獎助學

金

本基金會自七十八年創辦獎學金至今 30 餘

載，得此鼓勵的學生亦多能回饋社會，並服務

貢獻於台灣農業及水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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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推廣 

(一) 特色優良農業水利文化之推廣 

(二) 農業產銷及水利永續發展業務推廣

(三) 配合相關單位業務推廣及國際合作交流

優良農業水利文化之推廣與傳承；

活化產銷管道，增加農民收益；促

進農業水利事業永續發展及國際

交流相關業務 

參、111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一) 111年預估收入總額 3,837萬 8,000 元，主要為財務收入，包含： 

1. 利息收入 874萬 1,000元，佔總收入 22.78% 。

2. 租賃收入 2,963 萬 7,000元，佔總收入 77.22%。

(二) 111年預估支出總額 3,759萬 2,000 元，包含:

1. 勞務成本 1,690 萬元，佔總支出 44.96%。

2. 議事費用 120萬元，佔總支出 3.19%。

3. 人事費用 738萬 4,000元，佔總支出 19.64%。

4. 辦公費用 1,205 萬 8,000元，佔總支出 32.08%。

5. 財務費用 5萬元，佔總支出 0.13%。

(三)總收支相抵後，預計稅前賸餘 78萬 6,000元。

(四) 預估所得稅費用 75 萬 6,000 元。 

(五) 總收支相抵後，預計稅後賸餘 3萬元。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440萬4,000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874萬1,000元。 

(三)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0元。

(四)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049萬 9,000 元，相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616 萬

2,000元，淨增加433萬7,000 元。

三､淨值變動概況 

 (一)111 年本期餘絀增加 3萬元。 

 (二)111 年累積賸餘增加 1 4 1萬8,000元。 

 (三)111年期初淨值為 14 億 6,828 萬 9,000 元。

 (四)111年期末淨值為 14億 9,966 萬 9,000元。 

肆、109年度及 110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109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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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決算結果 

1.109 年度總收入合計 4,118 萬 5,814 元，其中利息收入 1,035 萬 722 元，佔總收

入 25.13% ; 租賃收入 2,800 萬 9,629 元，佔總收入 68.01%; 兌換利益 282 萬

5,463元，佔總收入 6.86%。 

2.109 年度總支出合計 3,301 萬 1,628 元，其中勞務成本 1,386 萬 4,910 元，佔總

支出 42.00% ;議事費用 72萬 8,982 元，佔總支出 2.21% ;人事費用 631 萬 4,687

元，佔總支出 19.13 % ;辦公費用 1,205 萬 3,165 元，佔總支出 36.51% ; 財務

費用 4萬 9,884 元，佔總支出 0.15%。 

(二)109年度各項業務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計畫名稱 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1)「坪頂舊圳、新圳、

登峰圳後半段及金

合興圳」全段圳路

影像攝影記錄及展

示系統開發 

將依「坪頂舊圳、新圳、登峰圳後半段及金合興圳」圳路渠

道打設樁號名牌完成後，渠道現況 50公尺為標準單位，進

行現場 360度環景拍照及影像錄製。 

採用攝影方式記錄整條灌溉圳路影像紀錄檔,其錄製之影

像必須依每個樁號加以分割。 

建立影像資料庫，結合渠道樁號資料庫，開發灌溉圳路 GIS

地理資訊查詢系統。 

(2)關渡試驗田區水田

灌溉用水估算模式

建立 

完成以田間水平衡原理及系統動力模型之結合，建立水田

灌溉水量估算模式，完成探討試驗灌區水田灌溉用水量之

合宜範圍，透過灌溉入流量減供之情境模擬，探討水田灌溉

用水量之合宜範圍，以達到調整灌溉用水型態與提升灌溉

用水效率之精進目標。 

(3)以社區公益觀點探

討綠屋頂農園設計

策略研究 

探討一般綠屋頂農園經營社區公益之各種評估指標，運用

層級分析法（AHP)進行問卷調查，評估構面綜整為生態環

境、社區福利、教育課程及志工福祉等四主要構面，建構評

量指標成對比較矩陣，得到各層級指標之權重，可作為農園

建置時設計策略及政府單位評估農園成效的參考運用。 

(4)活化都會型農田水

利文化資產探討 

擇定平等古圳源頭的平等社區為農田水利文化資產活化示

範點，經過居民問卷訪談及工作坊，凝聚水梯田復育共識，

透過水梯田復育一系列活動，活化農田水利資產。 

(5)登峰圳(平等國小

段)結合三生功能

及圳路綠美化場域

規劃 

「坪頂水圳生活博物園區」概念以及迎賓入口、水語通學步

道等構想，期望能為坪頂水圳文化景觀活絡地方認同與環

境教育。 

(6)農業水資源環境研 務實農業水資源環境現地調查、分析及改進，以利農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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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展及調查 事業永續發展及多角化經營，為整合農業水環境各項資源，

期透過觀摩、研習及參訪等實地踏勘方式，蒐集各方意見以

提升農水環境發展的需求。 

探討磺港溪中上游之水質與水量是否堪為北關渡農業區之

輔助水源。晴天流量下(7 日累積量 0 mm)，各處水質均能

符合灌溉水質標準，而預定取水點之中游主流流量為 0.18 

cms。雨後(7 日累積量 240 mm)同一點位之流量無明顯增

加，但可為輔助水源之小溪則有，故磺港溪之潛能補注量約

為 0.2 cms。 

(7)｢人才培育」七星

農田水利獎助學金

申請期程因今年疫情影響，延後至 7月 10 日截止，進行資

格審後於 8月 14日複審，總計錄取 28 名得獎者,分別是大

學部 6 名、碩士生 21 名及博士生 1 位，9 月 8 日已於農田

水利署七星管理處 7 樓會議室公開頒獎。 

(8)南港地區耕作水資

源潛力調查計畫

蒐集土地利用及當地作物等耕作型態資料作為現地調查之

分區規劃資料，現地調查以衛星影像及基本圖資分為五區，

已完成區位 1~區位 5 之現地調查；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

含中央氣象局南港站水文資料、作物需水量(含茶樹、短期

葉菜類、竹筍等)；灌溉系統初步規劃設計(茶樹管路灌溉分

析比較)。 

(9)八仙圳替代供水路

線(立農段)之可行

性探討

1.套匯公私有土地地籍 2.評估施工方式(地下管線、現地狀

況)方案 3.評估施工成本效益。本案經評估八仙圳改道段周

遭地理環境(含公私有土地狀況)及地下管線分布狀況，建

議工程措施仍建議維持現況方案，而非工程措施則可加強

民宅排污查處，減少灌溉水質被污染。 

(10) SRI 直播與移植

方式在農藝性狀

之差異性分析

完成 0.6 分地梯田以無人機直播及 0.24 公頃水田移植試，

組成綠、黃、白、紫共四個不同葉色水梯田，進行水稻種植

試驗與管理，直播區之抽穗與稻株生長較不均勻，直播區稻

穗有倒伏情形。收割前之農藝性狀比較顯示，直播生長稍遜

於插秧移植，梯田以無人機直播之播種時間機動性大，若撒

播種子密度適宜，植株生長因而健壯減少倒伏，將更具可行

性。 

(11)探討臺北都市農

園在水-糧食-能

源鏈結之效益分

析

完成建構都市屋頂農園水-糧食-能源資源鏈結之系統動態

模型，分析氣候與資源間之潛在投入與產出效益間的關聯

性，以供相關部門因應潛在都市安全糧食供應風險時，提

前部署策略時之參考。 

(12)磺溪灌溉水源水

環境調查與改善

旨在進行磺溪水環境生態調查，以期恢復河川生命力與生

態健康度。研究溪流酸化對上/中/下游河段生物食物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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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之具體連結關係、評估磺溪水體環境涵容能力及研擬磺

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本年度於 1-12 月間，完成磺溪水環

境基礎調查初勘、生態採樣及分析，並針對調查計畫提出

建議與方針。 

(13)2020 內湖草莓季

活動

與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台北市內湖區農會共同主辦，

於 2月 15日假內湖碧山巖舉辦草莓季活動，於草莓產季

計辦理相關行銷活動，藉以吸引民眾前往觀光採果，增進

農民收益。於 12月 12日假清香農場辦理小公主小王子選

拔賽」活動，讓民眾在臺北近郊就能輕鬆享受好吃好玩又

知性的莓好時光。 

(14)2020 關渡平原稻

田彩繪、辦理愛

「水」台北-彩繪

水稻田全國攝影

比賽

與臺北市政府產發局共同主辦 2020「關渡平原稻田彩繪」

創作，在大臺北地區第一次的彩繪水稻田就要呈現給市民

朋友們！今年首次打造小型亮點藝術「關渡平原稻田彩

繪」運用彩繪圖騰藝術，創造關渡平原農業、人文及生態

遊憩亮點，觀賞稻田彩繪總人次共計 6708 人次，並與農

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等單位共同辦理愛「水」台北-彩繪

水稻田全國攝影比賽。透過攝影比賽活動，邀請攝影同

好，為關渡平原的彩繪稻田，留下影像紀錄；並透過網路

投票活動，擴大市民的參與，讓社會各界能夠認識關渡平

原水稻耕作的文化景觀。 

(15)鵝尾新生漾彩水

田活動

於陽明山平等里鵝尾山的水梯田旁，於 8 月 13日配合梯

田的收割活動，公開舉辦愛水台北攝影比賽的頒獎典禮，

除了各獎項的得獎者之外，活動現場並邀請多位關心臺灣

水稻產業以及文化傳承的各界熱心人士共同參與，並頒發

獎狀與獎金給優秀的得獎攝影師，也為整個關渡彩繪稻田

的活動增加曝光度。 

(16)夏日護水利輕騎

好活力「水利騎

跡」邀您一同漫

遊河濱

與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等相關單位共同辦理「2020水利騎跡」活動，於 8 月 29

日「雙溪橋下」（兒童新樂園對岸），活動響應低碳生活，

並邀請農業、環境保育及水資源相關產官單位齊聚一堂與

市民朋友一同歡聚河濱慢遊輕騎！ 

(17)台北市休閒農業

整合行銷計畫

1.邀請旅遊記者進行「臺北市休閒農業業者採訪」文案撰

寫及照片拍攝，共完成 36家。

2.編撰臺北農遊電子書中英日韓文版及印製臺北市休閒農

業旅遊 A2聯合摺頁中英文版。

3.拍攝臺北好 FARM 宣傳影片(3分鐘、30秒各一支)，並

放置中、英、日、韓文版字幕。



8 

4.設計規劃 8條農遊行程，並納入 A2宣傳文宣，於國內

推廣活動時進行發送及宣傳。

5.規劃創新遊程 2條，並藉由 2020 台北國際旅展進推

廣，強化能見度。

6.12 月 2 日辦理「臺北市休閒農業旅遊同業媒合會」，共

90 個單位 137 人出席，媒體報導共有三立新聞、聯合新

聞網、PChome 新聞、sina 新浪新聞旅報等 10 篇報導露

出。配合農委會發行農遊券，輔導業者參與，共辦理區域

說明會 1 場次，臺北市加開說明會 2 場次(竹子湖、貓

空)，現有 150 家以上適用場家。 

(18)士林區菁山新興

產業振興計畫

辦理山葵及芝麻葉種苗等農業生產資材補助，鼓勵農民種

植臺北市新興作物期能促進菁山農村社區發展精緻農業，

建立地方產業特色，為能提升農民栽培管理技術邀請專家

親至農園輔導農友及進行田間診斷，辦理研習栽培管理課

程，並輔導農民安全農業及宣導活動等，以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品質，增加農民收益。 

(19)梯田花海種植綠

肥作物試驗

規劃與評估適合於梯田地域可種植花卉綠肥植物，增加土

壤之有機質，改善土壤之理化性質。梯田綠肥試驗進行可行

性評估，以做未來梯田種植之作物參考。評估適合台北市士

林區平等里梯田試驗地之相關綠肥作物之研究，並建議此

梯田種植綠化。 

(20)邊坡雜草抑制試

作

為了解適合抑制雜草等相關園藝研究，並應用於邊坡的穩

定。特殊複雜的水梯田地形造成機械化耕作不易，耕作大多

需要依靠人工種植及除草，極耗體力；復育期間不斷地與雜

草賽跑，雜草的成長速度遠高於水稻栽培，尤其梯田邊坡的

雜草生長更是快，邊坡雜草抑制試作以馬纓丹做為跟雜草

抗衡的植物。 

(21)鵝尾山農田水利

梯田復育花海裝

置藝術製作

裝置藝術製作分為 3 子題：子題 1「百花之森」大型鋼構竹

編地景裝置藝術設計、製作、子題 2梯田階梯「竹編花廊」

大型地景裝置藝術設計製作、子題 3 鋼購稻草編織「水牛」

裝置藝術設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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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討會主協辦事

項

與中華水資源管理學會等單位共同辦理第八屆第三次年會

暨研討會，於 1月 17 日假新莊區農會金融文教大樓大會堂

舉開。主辦委辦計畫工作研討會議，於 9 月 22日假台大校

友會館 3B會議室舉開。與國際灌溉排水協會中華民國國家

委員會等單位於 9 月 24 日辦理 2020 年國際灌溉排水技術

成果發表，假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會議室舉開。與農業工

程學會等單位於 10 月 28 日假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開年會

暨農業工程研討會，與台灣農學會等單位於 12 月 11 日假

臺灣大學應用力學館國際會議廳舉開聯合年會論壇-「5G農

業時代」。 

二、110年度已過期間(110年 1月至 5月)預算執行情形 

(一)預算執行情形

1. 110 年度預計總收入 3,744 萬 8,000 元，實際執行數 1,889 萬 9,601 元，佔預

算數 50.47%。

2. 110年度預計總支出 3,676萬 3,440 元，本期稅前賸餘 68萬 4,560元，實際執

行數 783 萬 9,612 元，佔預算數 21.32%。

(二)110年度 1-5月各項業務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計畫名稱 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1)悠活台北-都會區

水圳與生活之探索

微電影拍攝計畫

已完成包括登峰圳、坪頂新舊圳，以及金合興圳的場勘，

並且進行拍攝地點和文史材料之收集。近期亦將完成包含

關渡平原、北投十八份、北投十八挖及半嶺圳等取景場地

之走訪勘查。在此基礎上，製作團隊依托上述水圳之景觀

標的物及遊憩特性，進行腳本發想和內容建構。腳本初稿

和角色設定等基礎工作，將進一步完善並進行演員甄選。 

(2)田園城市政策友善

耕作技術之研究

探討一般綠屋頂農園為小面積農園且屬非專業社區農工，如

何讓一般社區民眾可以有效簡易的友善環境耕種，生產安

全、營養、健康的糧食蔬菜為主要的研究方向。參考有機及

友善耕作相關文獻，蒐集綠屋頂農園耕作方式及施行農法，

進行符合社區農園相關栽培技術的探討，讓市民親自體驗耕

耘、播種、栽培、採收，營造有利的田園城市推展環境。 

(3)鵝尾山梯田灌溉

用水模式建立

現階段已完成就水梯田灌溉方法、用水模式、作物需水量及

影響因子、系統動力模式等，彙整與本研究相關之國內外文

獻，進行水梯田灌溉文獻探討及建立模式基礎架構，期於後

續完成建立水梯田以灌溉用水模式，提升七星管理處山坡地

灌區灌溉用水的精準調配，並於氣候變遷環境影響下，更加

妥適利用取之不易的灌溉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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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都會型農田水利灌

區發展綠色旅遊之

探討

都市化過程中農田水利資產生產功能的比重逐漸降低，取而

代之是對社區環境的生態及生活機能。以平等古圳灌區為

例，透過遊憩資源的調查與規劃，結合水圳導覽與環境教育

的主題，營造日本「水土里」的社區水圳文化，藉此活化地

方農田水利資產。計畫目前成果包含灌區發展綠色旅遊之評

估、水域遊憩空間的清點、灌排設施的活化構想及水圳社區

的培力建構。 

(5)農業水資源環境研

究發展及調查

務實農業水資源環境現地調查、分析及改進，以利農田水利

事業永續發展及多角化經營，為整合農業水環境各項資源，

期透過觀摩、研習及參訪等實地踏勘方式，蒐集各方意見以

提升農水環境發展的需求。 

(6)｢人才培育」七星農

田水利獎助學金

獎學金申請已自 4 月起已提供相關農田水利灌溉排水科系

學生申請，依往年進度將於 6 月底截止報名，預訂於 8 月中

旬辦理審查會議，於開學前完成頒獎。 

(7) 2021 內湖草莓季 與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台北市內湖區農會共同合作推

廣，已於 3 月 6 日官網及媒體宣傳正式開跑、小公主、小王

子選拔活動展延至 12 月中旬舉辦。 

(8)臺北市內湖區休閒

農業暨食農教育推

廣

與台北市內湖區農會共同主辦，預計辦理 20 個梯次，因疫

情影響，5 月 12 日以後之場次全數取消，僅舉辦 12 場次，

共計 9 所國小(內湖、麗山、潭美、碧湖、東湖、西湖、文湖、

新湖、康寧)，1077 位學生及老師參加。 

(9)2021 關渡平原彩

繪稻田設計創作

推廣

與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與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共同主

辦「2021 台北市關渡平原彩繪稻田設計創作」推廣，於 3 月

5 日假北投區承德路 7 段 401 巷 551 號舉辦「2021 關渡平原

彩繪稻田插秧啟動儀式」，目前已進入最佳觀賞期，希望運

用彩繪圖騰藝術，創造民眾對關渡平原土地及農業的關懷，

在這疫情嚴峻及缺水情形下，希望民眾能在家安心配合防

疫，為了讓民眾在家也能欣賞彩繪稻田之美，特別拍攝影片

希望用這片彩繪稻田一同與民眾守護台灣! 

(10)「平等里鵝尾山水 

    田」百人插秧體驗 

    活動 

與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維謙基金會、醒吾科技大學等單位於 3 月 28 日共同辦理「平

等里鵝尾山水田」百人插秧體驗活動。 

(11)台北市休閒農業

整合行銷計畫

與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共同辦

理，延續 109 年，本案將繼續與臺北市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一

同執行，持續培育臺北市休閒農業推廣人員與幹部，規劃分

工由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進行規劃，與臺北市休閒農業發

展協會組成執行團隊，藉由計畫執行整合業者、培育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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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組織，奠定臺北市休閒農業發展根基。 

(12)開發改善北關渡

農業用水資源之

先期探討(II)：

磺港溪中游水資

源情況深入調查

提供研究地區水質與潛能水量數據，供後續北關渡農業用水

資源改善開發詳細規劃上之參考應用。 

1.完成評估硫磺谷溫泉取供事業與硫磺谷泡腳池之營運對

取水點水質之影響。

2.提供可能引水點潛能水量之可靠度評估與取水建議方案。

3.完成可能引水點灌溉水質檢測，提供引水點灌溉水質條件

之評估建議。

(13)磺溪生物多樣性

調查與評估微生

物淨化水質之可

行性

旨在進行磺溪生態調查，並評析利用微生物進行磺溪酸性水

體復育之可行性，以恢復原有河川生命力。以磺溪為研究區

域，初步的調查結果顯示，接收溫泉排放廢水之河段，多項

生態指標皆較鄰近未受汙染之八仙圳明顯下降。下半階段的

工作重點除了將繼續針對晚春初夏的溪流生態進行全面性

的調查外，另將著手進行微生物水質淨化可行性之室內實

驗。 

(14)以系統動態模型

探討台北市都市

農園之資源使用

效益

收集整理國際間重要都市農業發展之政策目標及執行內容，

包括新加坡、多倫多、紐約等城市，作為制定台北市鮮蔬自

給供應策略之參考；並收集臺北冬季常見之葉菜產量與資源

用量，以建構台北都市農園結合雨水綠電資源使用效益之系

統動態模型，提供未來整合全年都市農園栽植時，資源投入

與作物產出關係效益之參考依據。 

(15)推動關渡平原探

究式食農教育

廣蒐台灣及日本以環境教育為主題之探究式學習研究、教案

等資料，彙整出可運用於本計畫之教學方針，以利後續課程

推廣之用。選定台北市關渡平原特殊的濕地農業資源，做為

實施食農教育課程之場域；同時，著手撰寫徵選簡章，以公

開徵選的方式，擇選 3場次活動之對象學校。因新冠疫情影

響，預計於下半年度(9、10月)辦理課程。 

(16)第九屆第三次年

會暨研討會

與中華水資源管理學會等單位共同辦理，於 1 月 12 日假國

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中山堂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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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41,186 100.00 38,378 100.00 37,448 100.00 930 2.48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41,186 100.00 38,378 100.00 37,448 100.00 930 2.48

41,186 100.00 38,378 100.00 37,448 100.00 930 2.48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33,012 80.15 37,592 97.95 36,764 98.18 828 2.25

32,962 80.03 37,542 97.82 36,714 98.05 828 2.26

13,865 33.67 16,900 44.04 14,900 39.79 2,000 13.42

729 1.77 1,200 3.12 1,200 3.21 0 0.00

6,315 15.33 7,384 19.24 8,679 23.18 -1,295 -14.92

   12,053 29.26     12,058 31.42    11,935 31.87 123 1.03

          50 0.12 50 0.13 50 0.13 0 0.00

          50 0.12 50 0.13 50 0.13 0 0.00

     8,174 19.85 786 2.05         684 1.82 102 14.91

     1,221 2.97 756 1.97 586 1.56 170 29.01

6,953 16.88 30 0.08 98 0.26 -68 -69.39

財團法人台北市七星農田水利研究發展基金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科 目

收入

支出

前年度決算數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比較增(減-)數

 其他業務外收入

議事費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期賸餘(短絀)

財務收入

業務外收入

業務收入

業務支出

勞務成本

人事費用

辦公費用

業務外支出

所得稅費用

財務費用

稅前賸餘(短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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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數 說 明

786
-8,741 活存及定存利息收入

折舊費用 2,932 房屋及建築等折舊之攤提

900
收取利息    305
支付所得稅 -586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4,404

8,741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0

4,337
76,162
80,499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淨減）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項 目

現金流量預計表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調整非現金項目:

財團法人台北市七星農田水利研究發展基金會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利息收入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稅前賸餘(短絀)
利息之調整

  應付費用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13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8,741



本 年 度 期 初

餘 額

1,468,289 31,380 1,499,669

1,461,737 29,932 1,491,669

創立基金 200,000 0 200,000

捐贈基金 963,911 0 963,911

其他基金 297,826 29,932 327,758

6,552 1,448 8,000

累積賸餘 6,552 1,418 7,970

本期餘絀 30 30

註:(1)累積賸餘變動數1,418千元係因原定購地準備計畫取銷,及調整109年度折舊費用82千元,並將前列兩項金額

 調整入累積餘絀。

(2)其他基金變動數29,932千元係因於本年度辦理財產登記而轉入基金。

合    計

科 目

基金

累積餘絀

財團法人台北市七星農田水利研究發展基金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年度增 ( 減 -) 數 本年度期末餘額 說    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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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年 度 決 算 數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說 明

41,185,814 38,378,000 37,448,000

0 0 0

41,185,814 38,378,000 37,448,000

41,185,814 38,378,000 37,448,000

10,350,722 利息收入 8,741,000 8,752,000 定期存款及活期存款利

息收入

28,009,629 租賃收入 29,637,000 28,696,000 出租屋租金收入

2,825,463 兌換利益 0 0

註:因應會計科目調整,將收入新劃規,隨同調整「兌換利益」及「其他業務外收入」前年度決算數,俾有相同比較基礎。

財團法人台北市七星農田水利研究發展基金會
收 入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財務收入

總計

業務收入

業務外收入

科 目 名 稱

15



前年度決算數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

33,011,628 37,592,000 36,763,440

32,961,744 37,542,000 36,713,440 凡從事主要業務之服務或活動相關費用

13,864,910 16,900,000 14,900,000 提供勞務或補助執行專案計畫所產生相關費用

3,826,699 計畫方案 4,430,000 4,230,000 1. 合理灌溉用水推估-以關渡灌區為例50萬

2. 古圳巡禮-多媒體類直播深入探索百年水圳風貌拍攝

55萬

3. 田園城市綠屋頂農園之推廣研究45萬

4. 都會區農業水域環境營造之探討55萬

5. 農業水資源環境研究發展及調查180萬

6. ｢人才培育」七星農田水利獎助學金58萬

6,809,541 業務推廣 7,930,000 6,100,000 1. 特色優良農業水利文化之推廣295萬

2. 農業產銷及水利永續發展業務推廣308萬

3. 配合相關單位業務推廣及國際合作交流190

萬

3,228,670 研究發展 4,540,000 4,570,000 1. 電腦週邊及應用軟體與資料收集等事項90萬

2. 專家學者研討及各項水利活動業務研議139

萬

3. 協助農業水利業務範疇及刊物發行225萬

728,982 1,200,000 1,200,000

728,982 議事費用 1,200,000 1,200,000 董、監事及顧問出席費、會議事務費及其他事

務費用等

6,314,687 7,384,000 8,678,635

4,276,678 員工薪津 5,096,313 6,351,465 員工薪資及獎金。

560,948 福利費 826,000 880,000 董、監事、顧問及員工健檢費、國旅費用、生

日金、制服費及節慶費用等。

962,538 員工退休(職)金 709,687 716,382 員工退休(職)準備提撥率6%及提補退休金缺

口。

415,343 勞健保險費 572,000 550,788 勞保費、健保費、二代健保費及意外險等。

99,180 旅運費 150,000 150,000 住宿費、交通費及雜支等。

0 值班及誤餐費 30,000 30,000 酌列。

12,053,165 12,058,000 11,934,805

126,481 文具印刷費 180,000 150,000 影印機(含養護)租賃費、文具用品及報費等。

106,224 郵電費 150,000 140,000 郵資匯費、電話費等。

49,772 水電費 100,000 100,000 水費、電費等。

人事費用

辦公費用

財團法人台北市七星農田水利研究發展基金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議事費用

科目名稱

總    計

業務支出

勞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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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決算數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

1,972,057 特別費 952,800 952,800 公共關係費等。

380,442 車輛維護費 400,000 497,000 油料、保險費、維修費、車位租金、稅金、過

路費停車費等。

49,155 維護修繕費 160,000 200,000 電梯養護、發電機養護消防安檢、電腦養護耗

材、其他設備修繕養護。

140,488 購置費 200,000 150,000 辦公用品設備購置、其他事務用品購置。

671,423 房地管理費 1,200,000 1,100,000 建物修繕費、清潔費、火災保險、保全費用

等。

3,013,792 折舊費用            2,932,209 2,932,209 提列房屋折舊費用等。

4,830,607 稅捐            4,900,000 4,800,000 地價稅及房屋稅等。

335,000 勞務費               384,000 380,000 會計師稅務簽證財務簽證及相關顧問費、律師

顧問費等。

377,724 雜費               498,991 532,796 節慶祭典費、公關消耗、規費及沖印費、購置

零星消耗品、保管箱、運費及其他費用等。

49,884 50,000 50,000

49,884 50,000 50,000

49,884 利息費用 50,000 50,000 出租屋押金利息支出。

註:為應會計科目調整需要,將費用重新劃歸,隨同調整「業務推廣」、「業務宣導」、「研究發展」

 「勞健保險費」、「福利費」、「郵電費」、「水電費」、「車輛維護費」、「房地管理費」及

 「雜費」前年度決算數, 俾有相同比較基礎。

業務外支出

財務費用

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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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109年(前年) 111年12月31日 110年(上年)

12月31日決算數 預計數 12月31日預計數

1,510,269 1,506,423 1,505,405 1,018

1,510,269 1,506,423 1,505,405 1,018

89,304 88,389 84,357 4,032

82,767 80,499 76,162 4,337

82,767 銀行存款 80,499 76,162 4,337

6,537 7,890 8,195 -305

6,537 其他應收款 7,890 8,195 -305

1,420,965 1,418,034 1,421,048 -3,014

1,050,878 1,050,878 1,050,878 0

370,084 367,153 370,167 -3,014

261,980 土地 261,980 261,980 0

149,542 房屋及建築 149,542 149,542 0

-41,438 累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44,370 -41,438 -2,932

979 運輸設備 979 979 0

-979 累計折舊-運輸設備 -979 -897 -82*

1,598 其他設備 1,599 1,599 0

-1,598 累計折舊-其他設備 -1,598 -1,598 0

3 3 3 0

3 存出保證金 3 3 0

1,510,269 1,506,423 1,505,405 1,018

37,943 6,754 37,116 -30,362

3,213 1,956 886 1,070

1,992 1,200 300 900

1,992 應付費用 1,200 300 900

1,221 756 586 170

1,221 本期所得稅負債 756 586 170

34,730 4,798 36,230 -31,432

29,932 0 31,432 -31,432

29,932 負債準備-非流動 0 31,432 -31,432

4,798 4,798 4,798 0

註: * 折舊變動數82千元於109年度決算已實際提列並轉入累積餘絀。

其他非流動資產

資產合計

資產

 流動資產

現金及約當現金

應收款項

 非流動資產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基金-定期存款

比較增

(減－)數

財團法人台北市七星農田水利研究發展基金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年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非流動負債

負債準備-非流動

其他非流動負債

負債及淨值合計

負債

 流動負債

應付款項

本期所得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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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前年) 111年12月31日 110年(上年)

12月31日決算數 預計數 12月31日預計數

4,798 存入保證金 4,798 4,798 0

1,472,326 1,499,669 1,468,289 31,380

1,461,737 1,491,669 1,461,737 29,932

1,461,737 1,491,669 1,461,737 29,932

200,000 創立基金 200,000 200,000 0

963,911 捐贈基金 963,911 963,911 0

297,826 其他基金 327,758 297,826 29,932

10,589 8,000 6,552 1,448

10,589 8,000 6,552 1,448

10,589 累計餘絀 8,000 6,552 1,448

註:因應會計科目調整新劃規,隨同調整「現金及約當現金」及「基金-定期存款」前年度決算數, 俾有相同比較基礎。

 餘絀

餘絀

科　　目
比較增

(減－)數

淨值

 基金

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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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發組：

專員

1

8

約聘

行政組：

專員

總　計

2

財團法人台北市七星農田水利研究發展基金會

員工人數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人

說 明

1. 董事長對外代表本法人，並設置秘書處聘任執行

長， 執行董事會決議並處理本法人一切事務及目的

事業與財產保管運用之責。

2. 秘書處以下設有行政組與研發組，各組執掌如后：

(1)行政組：綜理本基金會總務、財務及人力資源

等相關行政業務。

(2)研發組：綜理本基金會目的事業相關業務。

本年度員額預計數

1

1

職   稱

董事長

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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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50,000 30,000

依台北市政府勞工局99年2月8日來函(北市勞一字第09930869900號) 貴單位未設立勞工退

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按月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存儲於台灣銀行信託部,違反勞工退休金條

例第13條第1項規定¸依據第六屆99年度第一次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決議，每年編列預算

逐年提撥不足額至台灣銀行信託部專戶。

總計 7,384,000 5,096,313 826,000 709,687 572,000

0 0

董監事顧問 480,000 0 480,000 0 0 0 0

執行長 31,000 0 31,000 0 0

0 0 0

約  聘 691,303 558,563 34,000 30,240 68,500

董事長 31,000 0 31,000 0

503,500 150,000 30,000

0 0

專  員 6,150,697 4,537,750 250,000 679,447

財團法人台北市七星農田水利研究發展基金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元

科目

 職稱

合計
員工薪津

(含獎金)
福利費

員工退休

(職)金

勞健保險

費
旅運費

值班及

誤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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