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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概論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何謂碳匯？試說明自然碳匯的藍、綠、黃碳。並請評析有效推動農業碳匯的策略。（25 分） 

 ★★★ 

綜合題,涵蓋範圍廣,對於探排碳匯及農業需全面聊解 

《命中特區》：第一本第一二三章綜合 

【擬答】： 

碳匯(carbonsink)是儲存二氧化碳的天然或人工「倉庫」，也有點像外匯存底，通常不動用。天

然的二氧化碳倉庫意味者大自然靠著生態系統中原有的運作方式，就可以處理二氧化碳，這就

是為什麼大家很喜歡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透過生態保護、生態復育、改善土地管理，達到

溫室氣體減量的效果。 

自然碳匯的藍、綠、黃碳 

自然方式減量方法一：綠碳，也就是森林碳匯 

地球最會儲存二氧化碳的天然倉庫就是森林，植物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行光合作用，樹木

可以把空氣中四公斤的二氧化碳轉成一公斤的木材放到肚子裡，一棵樹木有生之年大概可以

吸收 900 公斤的二氧化碳，這就是森林碳匯，也就是綠碳。 

自然方式減量方法二：藍碳，也就是海洋碳匯 

碳以各種形式儲藏在海洋生態系中，例如紅樹林、濕地、海草床、沼澤地、深海底泥、海底

沉積物等，稱為藍碳，也就是海洋碳匯。 

自然方式減量方法三：黃碳，也就是土壤碳匯 

算在土壤碳匯的包含農田、泥炭地、黑土、草原、山地土壤、永凍土、旱地及科技土與都市

土壤。黃碳代表著與農業相關的方法學，尤其是肥料、地力改善等方法。 

有效推動農業碳匯的策略 

4 大主軸包含「減量」、「增匯」、「循環」及「綠趨勢」，重要策略措施包括全面建立農

業生產碳排資訊，建立低碳農漁畜的生產模式，有效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增加森林碳匯面

積、加強森林經營管理、提高國產材利用、強化海洋及濕地碳匯管理，透過建構負碳農法，

強化碳匯效益；農業剩餘資源能源化、資源化、材料化與加值再利用，並推動農業跨域循環

場域，加強農業循環技術研發，創造農業加值再利用；建構能源自主農漁村，推動農業部門

有效碳定價及碳權交易制度，以及農業綠色金融及綠色消費，達到農村自主發電，用電自給

自足等。 

 

二、試論述我國農業剩餘資源永續循環利用的現況與發展。（25 分） 

 ★★★★ 

需熟讀該內容才能融會貫通寫答案 

《命中特區》：第二本 p142,143,144,145 

【擬答】： 

臺灣農業因生產過程產出的農業剩餘物質主要有： 

農業生產未利用殘體，包括作物生產未食用部分，及動物毛皮、鱗片及骨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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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過程使用之剩餘資材，包括生物性資材如菇包、水苔等栽培介質、飼料及支架等，非

生物性資材則包括農地膜、栽培盆、人造介質及固定支架（夾、繩）等； 

畜禽動物排遺物，係指養殖動物進食後未能吸收之消化殘餘物。這些農業剩餘物質因富含

大量的磷、氮、鉀等元素，傳統上以製成堆肥方式使用回歸生態系，然而這種方式在目前

以循環利用的角度來看，並未有效運用該等資源，且在農業集約化及規模化的生產制度下，

這些以傳統方式無法及時處理的農業生產剩餘物質經常變成嫌惡物質。 

農業剩餘資源再利用現況 

農糧部分 

菇類培植廢棄包：協助菇農回收菇類培植廢棄包。該等培植廢棄包之生物性資材可重新

回收再製成栽培介質、有機質堆肥、燃料或作為生質能源之原料等再利用用途。 

果菜殘渣：輔導批發市場，將其轉製成有機質肥料、直接供畜禽食用或作為飼料原料，

或再利用於再生能源之原料或燃料。 

花卉殘株及栽培介質：花卉生產老殘植株或栽培介質，目前多就地翻耕為農作物栽培介

質、堆肥及地面覆蓋資材，以循環利用。 

稻草及稻殼：全國約有 8 成農地收穫時併行斬草及整地作業，將收穫後稻草切碎拌入土

中，回歸農地可增加土壤有機質。 

林業部分 

開發臺灣主要造林樹種及竹全株利用技術：已開發柳杉、臺灣杉、臺灣肖楠、臺灣相思

木、土肉桂及竹材等植物的多元用途。 

開發木竹材料轉換為生質能技術：包括木質材料高溫氣化技術，可供鍋爐及發電機組之

燃料；木質材料溶劑液化技術，可生產高分子樹脂製備原料，藉以取代石化原料 

開發木竹材料改質技術：透過熱處理、友善環境之耐久性防腐等技術開發，可提升木竹

材料尺寸穩定性、耐候性與抗生物劣化性等應用價值，提高木竹材利用效率，及強化木

竹材產品取代其他高耗能材料。 

漁業部分 

魚類副產物利用：為提高整體魚類副產物利用率，目前市場上已有針對各種副產物進行

加工再利用之相關研究，且已有成果商品化於市場流通。 

貝類廢棄物利用：目前牡蠣殼市場去化順利，其中 90%以上應用於育苗栽培介質、堆肥

或作為飼料添加物使用，已有妥善循環利用機制。 

下雜魚再利用：其來源主要為拖網漁業漁船所捕撈漁獲物中之非目標物種，因賣相較差，

經濟價值低，但經處理後可作餵食肉食性養殖物種之餌料使用；加工製成魚粉、魚油等

作為飼料原料使用；或製成魚溶漿作為農漁業資材運用（肥料、培養液生菌等）。 

廢棄漁網具再利用：針對廢棄漁網具後續處理，可回收部分則交由回收廠商，再透過各

廠商技術開發，現已完成有廢棄漁網具回收再製太陽眼鏡、帆布包、衣服及鋼筆等產品。 

漁船（筏）收購搗毀再利用：由各地方政府予廢棄物清理廠商依據「廢棄物清理法」執

行去化及循環回收利用。 

畜產部分 

畜牧場糞尿水資源化再利用推動情。 

養豬場沼氣再利用（發電）之推動。 

雞糞再利用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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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述導入智慧科技對農業經營的影響。（25 分） 

 ★★★★ 

近年來重要的農業智慧科技與周邊環境之大數據為解題重點 

《命中特區》：第一本 p63,64,65 

【擬答】： 

智慧科技其來源及作用機制主要可分為三類，即自然資訊、社會資訊和知識資訊。 

「自然資訊」是指自然界中的各種與農業生產活動相關的資訊，包括作物生長資訊、氣象資訊

及土壤資訊等； 

「社會資訊」則是指人類各種活動所產生、傳遞和利用的資訊，包括農村社會和經濟資訊、農

業市場資訊、農業推廣與教育活動等； 

「知識資訊」則涵蓋農業生產技術、農業科技、農業經營管理等各種由專家、學者所研究出來

的成果或經驗。作物在生產過程中，為了進行科學的田間管理及獲得較高的產量與品質，需要

持續且及時的了解作物在生育期間，其氣候與土壤環境的變化狀況。因而不同於一般的資訊特

點，農業資訊具有以下的特性： 

即時性：農業資訊如氣象資訊、市場資訊、作物或禽畜疫情資訊等，往往是農民所必頇即時

獲得的，因此，其資訊價值要大於其他領域的資訊，將資訊有效、迅速及時地傳輸出去是這

種資訊的特點。 

地域性：作物的產量，會因為地形地貌、氣候類型、土壤類型、土地利用類型、作物種類、

水資源狀況等會因地域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因此，這些資訊對於農業生產及農業管理

決策極具重要性。 

周期性與時效性：農業資訊大都是以生物的一個生育期為一周期，每一個生育期又可分為多

個生長階段，不同的生長階段會有不同的生長特性，這些屬於動態性的農業資訊，超過時效

不僅降低價值性，而且有可能是完全錯誤的訊息。 

綜合性：農業生產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生物性系統，因此，所需的農業資訊很多都是屬於多種

資料綜合處理過後的資訊，同時，一種資訊也可能是多種資訊組合的結果。例如，土壤資訊

包括土壤類型、土壤物理資訊(質地、水分、結構等〉、土壤化學資訊(pH 值、有機質含量、

氮磷鉀含量等)。 

關聯性：農業資訊的關聯性極強，一種資訊往往直接或間接地與多個資訊相關，例如，作物

生長資訊實際上是作物、土壤、氣候、栽培管理等資訊的相關表現。又如農產品市場價格變

化趨勢資訊，是從每個時期多個市場的大量數據，並經一定的資料統計方法相關分析的結果。 

準確性：農業是群體生命的科學，而資訊、資料的準確性對生命科學而言，是一項極為重要

的特性。如作物葉面溫度超過正常值 0.2℃，就屬於異常；土壤 pH 值超過適宜值 0.4，作物

就難以生存。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地方特考） 

共 5頁 第 4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四、請說明提升我國農業經營人力的具體有效措施。（25 分） 

《考題難易》： ★★★★ (最難 5顆★) 

《解題關鍵》：因近年來農村人口老化，年輕人不願回鄉，造成農村人口有斷層，而產生之問

題。題目不難，但需全盤瞭解整個政策之過程。 

《命中特區》：第一本 p3,4 

【擬答】： 

培育優質農業人力 

為強化農民經營管理技能，培育具國際觀及現代化專業經營能力的優質農業人力，設立農民

學院，整合農業研究、推廣與訓練資源，規劃辦理系統性訓練及農業見習，並媒介學員至農

場見習，透過實地操作學習，強化其生產技術及經營管理實務能力。 

推動百大青農輔導計畫 

另辦理創新加值經營暨創新合作計畫，計遴選並輔導，辦理青農海外研習團(以色列、荷蘭、

德奧、日本、澳洲)。 

青農交流服務 

輔導直轄市、縣（市）農會成立在地青農交流服務帄臺，辦理青年農民座談會、訓練、觀摩、

工作會議、共識營等活動、農產品行銷活動;鼓勵大學生農業職涯探索學生農業打工。 

改善農業缺工 

農委會以「增加人力供給」與「減省人力需求」為推動策略，辦理改善農業缺工相關措施。

並同步辦理減省人力需求措施，輔導桃園、臺南及屏東等地農民團體成立機械代耕團，搭配

農機使用擴散服務面積。 

外國人力多元運用 

農委會另以補充性原則推動「外國人力多元運用方案」，增加多元人力運用管道補充人力，

協助農場工作，開放外國人從事外展農務服務及乳牛飼育工作，並持續擴大適用對象，除原

乳牛飼育及外展農務外，可自行聘僱移工擴大至蘭花、菇蕈、蔬菜、畜牧、養殖漁業等業別。

此外，辦理外國人在臺農業實習，印尼部分青農已於 108 年 9 月起來臺實習，並於 109 年 9

月返回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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