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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行政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文羿老師 
 
一、植物品種權與農業競爭力至為相關。依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簡稱 UPOV）公約，請說明何謂植物專利的基本標準，並

就植物品種權制度，列出申請品種權應具備條件。（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先介紹植物專利基本標準，再進一步說明相關條件，結論再說明實務上最新的  

論點 

【擬答】：【引用農業部/統計與出版品/農業出版品/農政與農情/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規範介紹】 

植物新品種保護亦屬於對個人智慧財產權成果之保護，其保護內容隨著育種者、國際團體之

需求及新技術之開發而演進。雖然植物新品種可採專利法加以保護，惟多數國家均採行植物育種

者權（Plant Breeders Right）之方式保護品種，並遵循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簡稱 UPOV)制定之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公約，

依國情定其植物品種保護法規。 

植物專利的基本標準 

獲准權利保護之新品種，其權利人享有該品種之種苗繁殖、調製、銷售、推廣、進出口及以前

述行為為目的之持有等專有權利，權利期限林木或果樹類至少為 25 年，其他植物至少為 20

年。任何人若未經品種權利人同意即從事上述種苗繁殖及銷售等行為時即被視為侵權，品種權

利人可依法請求賠償。值得注意的是，當一新品種自獲准申請權利保護開始，即受到臨時保護

，除非該申請品種無法通過審查，否則在獲得正式權利保護後，權利人仍可就臨時保護期間的

侵權行為進行求償。 

由於各國間對品種保護之態度可能不同，而種子種苗在國際間又具有高度流通性，為保障受保

護品種免於被第三人先在未接受該作物(品種)保護之國外繁殖後再以收穫物或收穫物加工產

品形式輸入國內所造成之原品種權利人損失，UPOV 公約特別規範當育種者所享之權利無法於

種苗繁殖階段行使時，得於種苗收穫物或收穫物加工產品階段申張。 

育種者專屬權利範圍之主體除該受保護之品種外，新公約亦將其擴及至相關從屬品種，包括

須重覆使用該品種始可生產之雜交品種、 不具明顯可區別性之品種及 實質衍生品種。其中

實質衍生品種係首次在公約中被引用並加以規範，該類品種是指一品種除了少數特定性狀外，

其他主要性狀均與受保護之品種相同者。由於近年來生物技術進展迅速，將特定外源基因轉入

現有商業品種已非難事。故實質衍生品種被列入受保護品種之權利保護主體，將可進一步保障

受保護品種之所有人，避免其品種被廣泛利用於生物技術基因轉殖標的品種而無適當之補償機

會。 

申請品種權應具備條件 

公約規定所有在分類上屬植物之品種，其品種相關性應符合「新穎性」、「可區別性」、「一

致性」及「穩定性」等四項保護要件並具有適當品種名稱者，即可申請新品種權利保護。以下

就此四概念論述之： 

新穎性：指於申請權利保護時，該品種在國內(境內)銷售未超過一年，或於國外 (境外) 銷

售未超過四年(其他植物)或六年(林木或果樹類) 

可區別性：指一品種至少有一個或一個以上重要性狀與現有眾所週知之品種有明顯不同 

一致性：是指品種性狀除可預期之自然變異外，在個體間表現一致; 

穩定性：則指品種經重複繁殖後其主要性狀能維持穩定不變。上述保護要件在審查過程中如

有任一要件與規範不符即無法獲得新品種權利保護。此外，申請權利保護之新品種亦必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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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適當之品種名稱，當名稱在審查階段被認為不當或未符合規定時須重新提供新的名稱。 

 

植物新品種保護除了透過植物種苗法外，尚有運用多元智財權、申請國際權利、使用邊境保

護、進行國際智財訴訟及善用ＷＴＯ爭端解決機制等多種途徑可達到保護效果，當然這些途徑各

有其困難性，有些成本亦相當高，看起來似乎沒那麼速效，但「亡羊補牢， 猶未晚矣」，若要

落實植物新品種保護，發展農業知識經濟，這些均是必走之路，政府實應及早採取行動。 

 

 

 

 

二、因應農村高齡化而推展的綠色照顧政策，請說明並予以比較依綠色照顧辦理單位不同，導致推

廣模式有何異同之處？（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先說明綠色照顧政策背景與定義，再說明綠色照顧政策差異性 

【擬答】：【引用整理自：綠色照顧-守護農村高齡者健康/陳俊言/國家衛生研究院】 

隨著產業轉型，傳統農業式微、工作機會驟降，人口大量外移，嚴重衝擊的農村的經濟與社

會體制，更促使農村人口結構更早就面臨高齡化狀況。長期關注農村/業發展、主責農民照顧的

農業委員會自然責無旁貸，自 109 年起也開始著手推動「綠色照顧」(Green Care)，集結農會、

漁會、水土保持局等相關單位，透過在地農會長期組織民間的力量，結合各地特色，照顧農民到

終老。 

綠色照顧政策定義 

綠色照顧（Green Care）是指藉由接觸農業、園藝、動植物等元素或身處自然的空間中，進行

健康照顧行動，也是一種治療方式，進而促進人的生理、心理健康，也具社會教育意涵 ，間

接提升生活品質。 

綠色照顧政策差異性 

綠場域：運用農村社區空間，進行農村社區綠場域營造，優化高齡者從事生產、生活、生態

、文化、餐食及學習交流等公共環境場域，透過友善高齡者之場域設計，打造有益健康的綠

色場域。另得於計畫內提出需政府部門協助辦理綠色照顧社區之相關建設、環境改善或需其

他相關部會挹注之資源。 

綠飲食：為推動國產農產品地產地消與三章一 Q，並融入食農教育，推廣在地家鄉料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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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譜，透過飲食設計推出符合高齡者牙口健康及營養所需之菜單，且結合農作栽種，秉持從

土地到餐桌的食安理念，進行共食服務照顧社區高齡者，以落實實質推廣與服務。 

綠療育：利用農業及農漁村在地自然元素與地方特色，融合高齡者健康促進，以農業療育理

念為基礎，藉由園藝療育活動操作、種植植栽、手作體驗、簡易加工等課程設計，與農村文

化技藝、在地飲食烹飪、農村傳統樂曲、民俗文化、健康運動、休閒體驗等活動規劃，達到

高齡者健康促進的目標。 

綠陪伴：就計畫範圍內高齡者進行關懷陪伴服務，透過交流、電訪或到宅關懷，以滿足高齡

者精神陪伴的基本需求，提升高齡者人際關係及自然生產環境體驗與互動；依農村社區需求

，並得規劃編列人員協助辦理農村社區綠色照顧庶務與陪伴。 

 

面對國內各部會眾多分別推動的社區長照服務(原民會的健康文化站、客委會伯公照護站、

教育部樂齡學習中心，以及社區巷弄長照站、社區據點等)，期盼未來能與衛福部、長照司、國

健署、國衛院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等單位共同合作，進行資源整合、研究調查，也補充

綠色照顧對於健康醫療專面向的需求。 

 

 

三、以農業部政策對接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 SDGs）而言，

於「終結貧窮：消除各地一切形式貧窮」之目標，論述有何待強化的農業政策發展內涵？（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結合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進一步帶出農業政策發展內涵 

【擬答】：【引用整理自：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簡介/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

策研究中心另】 

糧食和農業為實現整套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注重農村發展和農業投資(包括作物、牲畜、

林業、漁業與水產養殖)是消除貧困和飢餓，並實現永續發展的有力工具。環境變遷，使得農業

在對抗氣候變遷方面至關重要。直至 2030 年之前，便能終結飢餓和貧困，2030 年議程為歷史

性承諾，將能讓全球擺脫貧困和飢餓的雙重災難。相互連結的目標意味著各國彼此瞭解與監測行

動結果，且各國間除了合作之外也分享知識。 

農業政策發展內涵 

2030 年前，消除飢餓並確保所有人能終年地獲得安全、營養和充足的食物，特別是窮人和

弱勢族群(包括嬰兒)。 

2030 年前，消除各種形式的營養不良，包括：2025 年之前實現 5 歲以下兒童發育遲緩和

消瘦的國際議定目標；解決少女、懷孕和哺乳婦女、及老年人的營養需要。 

2030 年前，透過安全且平等的獲取土地、其它生產資源和投入、知識、金融服務、市場和

增值機會和非農業就業機會，使小規模糧食生產者的農業生產力和收入增加一倍，特別是婦

女、原住民、家族式農民、牧民和漁夫。 

2030 年前，確保可永續發展之糧食生產系統，實施可增強生產力和較具彈性的農業做法，

幫助維持生態系統，加強適應氣候變化、極端天氣、乾旱、洪水和其它災害的能力，並逐步

改善土地和土壤品質。 

2030 年前，透過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層級的政策，妥善管理多樣化的種子和植物銀行，以

維持種子、栽培植物、家畜及其相關野生物種的基因多樣性；促進可取得性和公平性，並按

照國際協議公平地分享與利用遺傳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 

 

糧食安全與糧食自給率在臺灣相當重要，農委會設定 2020 年糧食自給率將達 40%，但 

2015 年臺灣糧食自給率僅有 31.37%(熱量計算)，極端天氣發生機率愈來愈頻繁，糧食自給率之

提升更為困難，活化耕地面積、鼓勵在地飲食等方式逐步提高糧食自給率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四、農業部配合「食安五環」政策，推動從源頭輔導農民安全用藥並導入驗證及追溯制度、宣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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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各種認驗證農產品內涵、鼓勵且協助媒合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等方案措施。請依決

策矩陣分析法說明上列方案的相對評比，據以提供資源配置優先順序的對策建議。（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此題難度比較高，先論述食安五環政策，再進一步論述農委會配合「食安五環」

政策把關校園營養午餐之食材安全，最後再提出決策矩陣分析法 

【擬答】：【引用整理自：農業部/新聞與公報/農業新聞/農委會將落實「食安五環」 從生產源頭與

增加抽驗次數 協助校園把關營養午餐食材安全】 

為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能，建立消費信心，政府提出「食安五環」政策，由行政院食品安全

辦公室督導協調農業部、環境部、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教育部等部會共同執行；就「源頭控管

」、「重建生產管理」、「加強查驗」、「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及「全民監督食安」等五大

面向，作為我國食安升級之推動方針，確保從農場到餐桌之每一環節皆符合環保、安全標準。 

農委會配合「食安五環」政策把關校園營養午餐之食材安全。 

只有 「 CAS 產品 」 沒有 「 CAS 工廠 」 

報載抽驗苗栗縣公館鄉仁愛國小營養午餐使用雞肉檢出動物用藥殘留，該國小校長宣稱雞肉

供應商具有 CAS 資格，經農委會 連繫採樣單位提供前揭產品照片，確認產品包裝上未有 

CAS 標章，該校採購產品並非 CAS 產品。 此外，農委會第一時間立即派員會同驗證機構

於 6 月 16 日上午前往該校協助 確認其產品驗收流程及相關紀錄 ， 以確保學童午餐安全

及維護 CAS 公信力。 

已強化 CAS 產品藥物殘留監測並加強食材驗收教育宣導 

農委會說明，為強化團膳食材藥物殘留之監測，確保 CAS 公信力，自 100 年起持續協助

教育單位辦理團膳食材聯合稽查， 5 年來已執行 150 場次以上之聯合稽查，稽查結果及建

議事項均發函相關單位參考，若有不合格產品亦依法函請各縣市政府裁處，並公告於台灣優

良農產品發展協會網站。另外，為協助各級學校採購單位確認採購食材是否確為 CAS 產品

， CAS 驗證機構已於 102 年開始推動「使用 CAS 產品證明文件」制度，協助各申請單

位比對採購產品清單是否確為 CAS 產品，後續亦不定期赴申請單位進行 CAS 產品驗收及

使用情形查核，以維護共同之權益。 

農委會重申， CAS 制度為產品驗證，並非生產廠（場）驗證， CAS 驗證產品之包裝完整

標示清楚，通過驗證之產品品質值得信賴。因此只有 CAS 標章驗證產品，並無所謂 CAS 工

廠。 

沒有經過驗證，只是公開來源、產製過程、檢驗報告，都不算產銷履歷 

根據報載，某學校表示校內營養午餐材料有產銷履歷，但經農委會審慎求證，確認該學校並

未使用產銷履歷食材，而是誤以為只要供應商能夠提供生產者資訊即可稱之為產銷履歷。農

委會嚴正聲明，包含產銷履歷、生產履歷、履歷驗證、履歷認證、 TGAP 、 TAP 等，都

是要通過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而且依規定編碼、標示的農產品，才能夠於標示、展示或廣

告上使用的用詞，農產品經營業者違規使用將處 6~30 萬元罰緩。 

賡續輔導農民安全用藥，並落實食安五環政策提高抽驗頻率 

根據食藥署公布團膳食材及校園午餐食材蔬果農藥殘留與肉品隻動物用藥殘留檢驗不合格

資料，農委會除已函請相關地方政府進行查核與依法裁處，賡續加強農民田間用藥管理及遵

守安全採收期教育，對於市售抽驗不合格農產品，將配合衛生單位之查訪結果，溯源追蹤管

理，以確保農產品安全，農委會也將落實新政府所提之「食安五環」政策，提高抽驗數。 

以蔬果為例，為強化風險管理，本會農糧署已建立蔬果農藥殘留監測機制，每年監測管制 7 

千件以上；為使養畜禽業者重視藥物殘留問題、正確使用動物用藥品及遵守動物用藥品管理

法等相關規定，本會防檢局持續成立計畫進行畜牧場用藥安全監測工作，對於違規用藥之養

畜禽業者則依法查處及進行輔導改善。針對農漁畜產品高風險的案主，本會所屬單位均會加

強教育宣導及監測，提高抽驗頻率與次數。 

鼓勵營養午餐食材採用產銷履歷與 CAS 農產品 

另外，農委會也協調教育部，鼓勵學校營養午餐食材多多採用產銷履歷農產品，並且到產銷

履歷加工系統登錄身分，要求供應者逐批於產銷履歷資訊系統上出貨及編定追溯碼，確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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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買到有驗證把關的產銷履歷農產品。同時農委會也持續輔導營養午餐 採購團體驗收及抽

驗時，務必認明包裝上之 CAS 標章及相關進貨資料，以確認食材供應來源安全。 

決策矩陣分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