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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概論 

維哲老師解題 

 

一、有機質是維持健康土壤的重要因子，請詳述土壤有機質的來源及其重要作用。(25 分) 
 

(最高 5顆星) 

理解土壤之性質與功用 

【擬答】： 

來源 

土壤中的有機物質是土壤固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耕育層中，土壤有機質一般只佔

土壤土重的 0.5%-3%，只有黑土可達 10%左右。土壤有機質因其分解、生成階段不同，分

為如下類型：新鮮有機質，指未被微生物分解的動植物殘體；半分解的是有機殘體在缺氧

條件下，經微生物作用後形成的黑褐色物質，如泥炭、腐植質及簡單的有機化合物，是由

有機殘體帶來的和由有機質分解所產生的化合物。土壤有機質不僅是養分的主要來源，而

且對土壤的理化、生物學性狀以及各種肥力因素均有全面深刻的影響。 

作用 

供應植物養分。為氮、磷、鉀均衡的養分。 

改善土壤的物理性，增加保水保肥力。 

改善土壤的化學性，提高陽離子交換力。 

供給微生物所需養料，有利於微生物的活動。 

促進土壤團粒構造，改善土壞物理性。 

緩衝各種土壤特性的缺點，如砂土、酸性土的缺點，都可藉施用有機質而獲得改善。 

減輕或消除土壤中農藥的殘毒和重金屬污染，土壤腐植物質膠體具有結合和吸附的作用，

因而能減輕或消除農藥的殘毒和重金屬的污染。 

 

二、何謂生態旅遊？試論述現階段推廣森林生態旅遊的具體措施。(25 分) 
 

(最高 5顆星) 

瞭解生態旅遊及政策之措施 

【擬答】： 

生態旅遊為：「一種在自然地區所進行的旅遊形式，強調生態保育的觀念，並以永續發展為

最終目標」。以兼顧國家公園的保育與發展的前提下，教育遊客秉持著尊重自然、尊重當地

居民的態度，並且提供遊客直接參與環境保育行動的機會，在積極貢獻的過程中，得以從大

自然獲得喜悅、知識、與啟發。 

檢討修正相關法令規定 

為遵循依法行政之最高行政準則及森林生態旅遊推展需求，檢討修正「森林遊樂區設置管

理辦法」部分條文，增列與生態旅遊相關之條文，訂定「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生態旅遊

遊客守則」 13 條、「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生態旅遊經營管理守則」 12 條、「林務局

國家森林遊樂區生態旅遊策略聯盟守則」等生態旅遊規範，作為經營管理準則 

生態旅遊遊程規劃與生態旅遊地評鑑 

以國家森林遊樂區為主軸，結合鄰近公、民營遊憩據點及社區地方特色，設計與森林生態

相關之 DIY 活動，規劃完成 16 條生態旅遊遊程，並委託專業團隊進行遊程評鑑。  

辦理生態旅遊教育訓練 

推動初時為提昇本局同仁與社區伙伴對生態旅遊的認知，積極辦理生態旅遊相關研討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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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推動生態旅遊環境監測，維護環境品質 

為落實環境管理，培訓同仁具有環境監測能力，每年皆辦理森林遊樂區環境 監測相關課程

及實務講習班，並定環境監測規範， 持續進行 57 條步道巡視調查與監測工作，監測結果

列為生態旅遊經營管理重要參據資料。 

充實森林遊樂區公共設施及服務設施，提昇服務品質 

依「森林法」及「遊樂區設置及管理辦法」各項規定，執行森林資源保護工作與遊樂經營

管理事宜。配合導入 ISO9001 品質管理系統，提昇為民服務品質及組織管理績效。訂定

國家森林遊樂區生態旅遊遊客守則、服務守則，改善票務、解說設施、服務中心等軟硬體

改善及安全維護工作。 

規劃設置全國步道系統，改善山村經濟 

修整及串聯既有之各式步道，使形成網狀聯繫，作為生態旅遊區域內之基礎動線系統，藉

由不同的步道連結，提供不同遊程及資源帶動民眾走向自然區域，也帶動村落福利（農、

漁、牧、美食、文化、表演），啟發民眾對自然的尊重，強化自然生態旅憩之體驗；配合

步道系統發展，協助沿線山村部落培訓解說員，並提供住宿及旅遊補給服務，增加當地就

業機會，改善山村經濟。 

建立查核制度，落實遊樂區督導考核 

為落實森林遊樂區安全管理，每年年終考核 1 次，以有效維持森林遊樂區旅遊安全。 

建置自然教育中心，深化生態旅遊內涵 

委託國立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進行「林務局環境教育之整體規劃與策略發展」之研究，

委託「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協助進行「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自然教育中心發展計畫」

，選取東眼山森林遊樂區為先驅示範地點進行「行動研究」，確定建置自然教育中心核心

價值與工作內容，以環境教育作為達成自然資源管理機構目標的策略，透過互動溝通與教

育，改變或形成民眾於生態保育及資源利用的觀念，達成本局經營管理與保育自然資之目

標。 

辦理專案研究，充實生態旅遊素材 

為深入探究與拓展生態旅遊視野，本局透過委託研究之方式，委請 專業團隊辦理「國家森

林遊樂區生態旅遊策略聯盟績效評估之研究」、「建構山村參與生態旅遊操作模式之研究」

、「森林負離子健康效益」、「國家森林遊樂區生態旅遊主題特色之規劃」、「國家森林

遊樂區鍬形蟲資源調查計畫」 … 等專案研究計畫，充實森林生態旅遊推展基礎素材。 

行銷推廣 

配合森林生態旅遊推動策略，近幾年來森林育樂宣導不再僅於景點之介紹，更提倡原生物

種之美，並融入旅遊安全、環境責任等生態環境教育觀念。施政宣導重點以森林防火、植

樹造林、林產利用、治山防災、生態旅遊及自然生態保育為主軸，並延伸至民眾切身相關

之議題，舉如國家步道、旅遊安全、環境教育、竹炭利用或社區綠美化等。各項宣導業務

均配合季節時令適時辦理，並透過不同媒體全面宣傳，擴大民眾接觸機會，以達最高宣導

效益。 

 

三、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加入產銷履歷生產，有何益處？試申論之。(25 分) 
 

(最高 5顆星) 

 理解歸納產銷履歷優缺點 

【擬答】： 

生產產銷履歷農產品，能夠強化自己產品在市場上的辨識性，對於建立品牌、培養消費者認

同會更有幫助。 

提高產品辨識性，培養消費者認同 

農產品品質及安全儼然成為現今消費市場與通路採購重點。過去生產者提供之農產品在市

場上缺少辨識性，產銷履歷制度可讓產品產製資訊更加透明，消費者更容易在商品貨架上

找到優質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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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官方網站建置的農產品營養資訊、料理食譜、產品碳足跡資訊，與政府單位持續

推廣產銷履歷農產品辦理之各項活動，能夠幫助生產者和消費者建立溝通管道，增進對產

銷履歷農產品的認同感。 

生產品質，增加產品競爭力 

綜觀國際間對於食品安全監控原則，產品的產製銷過程之追蹤追溯與風險控管已成為重要

趨勢。 

產銷履歷驗證制度，除了關注農產品經營者的產製過程及品質監控，更須由第三方驗證機

構，依據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基準驗證產品、管理標章使用及持續追蹤查驗。第三方驗證

機構之稽核範圍除了生產場域、用藥安全以外，更包含資材使用、場地設施清潔、機具器

械保養維修、作業人員衛生及健康狀態等內容。從各方面把關產品產製過程中可能的風險，

並維繫產品品質。 

加強風險控管與責任釐清 

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制度相當重視產品批次控管，當發生食安風險，主管機關及驗證機構

可由違規批次之追溯碼鑑別需要回收的產品，立即啟動產品移動管制及下架回收，保障消

費者權益。 

另因產銷履歷農產品可追溯產品生產位置及作業流程，驗證機構及農產品經營者更可透過

生產紀錄，有效釐清問題發生原因，改進生產作業。 

 

 

四、臺灣農業生產及加工的技術精良，政府鼓勵創造特色農產品牌，以提升附加價值，請詳述現

階段「農業精品」發展的重點目標為何？(25 分) 
 

(最高 5顆星) 

國家近年來之農業施政目標之理解 

【擬答】： 

具地方特色、易攜帶、價格合理旅遊伴手。於國道三號清水服務區農情好禮館、日月潭 

OTOP 館等通路販售各地農業好禮。結合文創與美學素養，協助業者開發農業伴手及農業精

品，建立區域特色農產品牌。 

臺灣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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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茶葉 產銷履歷驗證及產地證明標章 ，輔導茶區農民團體，結合茶藝文化與創意包裝，

宣傳臺灣名茶。 

農村美酒 

成功協助農村轉型，輔導農業組織設立酒莊。 

經典好米 

輔導具品牌之糧食業者如稻米產銷專業區、 CAS 驗證工廠、有機米產銷班等，結合文創、

地方特色及獨創性等概念，開發適合多種贈禮需求之各式包裝產品，推展「送好米、上好

禮」觀念，開拓多元行銷通路及市場。 

竹製精品 

結合國內外時尚設計品牌，創新竹材設計，打造共同品牌形象，並整合上中下游業者，成

立竹產業聚落。 

金鑽水產 

舉辦「水產精品」選拔，從符合參選條件商品嚴選出優質產品、廠商，賦予使用「海宴」

水產精品標章，以展現臺灣水產品頂級優質形象。 

優質畜產 

辦理臺灣生鮮豬肉（ TFP ）肉攤品質監測，成立國產牛肉示範專賣店、輔導羊肉店取得

國產羊肉標章認證；另輔導具市場潛力之「御鳳正港閹雞」品牌，研擬 CAS 羽絨類驗證

規範及國產羽絨識別標識，推動國產羽絨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