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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行政概要 

文羿老師 
 
一、請問農業部主管農村發展的三級機關為何？試述該組織的功能、掌理事項及重要性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這題難度不高，但太偏向組織實務運作考點，因應農委會升格成農業部，底下屬

機關討論度也提升不少，而農村社區發展也是最近幾年學術跟實務工作者討論度很高議題，

因本題要依據農業部網站去把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的功能與掌理事項說明清楚 

【擬答】： 

農業部所屬三級機關包括農糧署、漁業署、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農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署、農田水利署、農業金融署、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所屬三級機構包括農業試驗所、

林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獸醫研究所、農業藥物試驗所、生物多樣性研究所。以

下就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相關概念論述之： 

農業部主管農村發展的三級機關 

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功能、掌理事項 

農村發展、水土保持政策與法規之規劃、擬訂、執行及督導。 

農村土地利用與管理之規劃、協調、輔導及督導。 

農村再生與農村人力培育之規劃、輔導、協調、審議、評鑑、執行及督導。 

農村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生態與景觀之調查、規劃、設計、輔導、推動及督導。 

農村整體環境、農村基礎生產條件、生活機能改善與休閒農業等工程之規劃、設計、輔導、

推動及督導。 

集水區水土保持之調查、規劃、執行及督導。 

山坡地治山防災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與植生綠化工程之調查、規劃、設計、執行及督導。 

土石流、大規模崩塌與不安定土砂防災之策劃、調查、推動、協調及督導。 

水土保持管理與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之策劃、推動、執行、督導及考核。 

其他有關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事項。 

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重要性 

負責台灣的水土保持、農村再生、山坡地監督與管理、土石流警戒發布等工作。也是《水土保

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法規的主管機關，重要計畫包含整體性治山防災、氣候變遷

下大規模崩塌及不安定土砂防減災計畫、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農

村再生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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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試述農業人力資源如何永續利用？（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此題跟目前時事農村高齡化有關，希望同學可以貢獻一下自己見解，思考一下如

何讓我國農業人力資源可以永續利用，本題解析我是引用比較新的學術文章，此題並無標準

答案，同學只要言之有理就可以了 

【擬答】：【引用整理自：林嘉慧. (2022). 我國農業人力資源之現況與運用情形. 經濟前瞻, (203), 

57-61.】 

臺灣的農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但隨著工商業快速發展，經濟體系從原本以農業

生產為主轉變為以製造、服務業為主的型態，再加上農業所得偏低、工作環境條件不佳，導致農

村人口大量外移；隨著農村人口老化，從事農作人力愈來愈少，農業勞動力問題日益嚴峻，有必

要針對農業人力資源之現況與運用情形進行瞭解，以下論述農業人力資源運用方式： 

建置農業人力資源平臺 

為了解決農業勞動力不足問題，政府於 2016年建置「農業人力資源平臺」（https://ahr.coa.gov.tw）

及農業缺工好幫手 App，提供農務人員及農場主資訊化與行動化的求職求才管道 5。2017年 1

月成立「農業人力發展辦公室」，專責處理農業勞動力相關業務，以「增加人力供給」（農業人

力調度及多元人力發展）及「減省人力需求」（農機共享及農場自動化）為兩大推動策略，建

構農業勞動力因應機制與調度體系。 

推行「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措施」 

在善用本國勞動力方面，推行「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措施」，依各區域產業特性與實務需

求，自 2017年起陸續成立農業技術團、農業耕新團、外役監團、產業專業團及農業機械團等，

並與地方政府合作，成立人力活化團，活化農村既有勞動力。 

辦理假日農夫及鼓勵學生打工 

為因應短期大量勞動力補充，辦理假日農夫及鼓勵學生打工等措施，透過多管齊下來拓增新勞

動力，以提供各種農事服務，擴大服務能量。 

成立機械代耕團 

減省農業人力需求方面，則是成立機械代耕團，依地區別農機適用需求，來調整產業耕作模式

與習慣，另一方面則是推動自動化及機械化設備，優化農業生產流程、降低人力需求。 

政府針對解決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持續規劃相對應的措施並投入相當的資源，但唯有以「農

民利益」為思考主軸，鏈結各部會的資源，透過跨部會的力量，從農地流失、生產、銷售、人力

的培育、人力缺口的掌握等逐一解決，才能真正走出農業面臨的困境，引領更多人投入農業的行

列，政府的政策才能有所落實並發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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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謂循環農業？其核心概念與推動策略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這題在我高考班農業發展與政策講義有提到，嚴格來說此題算三題裡面難度最

高等級，但也跟最近討論的議題農業發展環境永續性有關，此題要先介紹一下循環經濟概

念，再進一步論述循環農業定義以及相關推動策略 

【擬答】：【引用整理自：台灣經濟研究院；循環經濟與臺灣廢棄物法規之現況探討；楊舜堯助理研究員；
2020-05-2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與出版品>農業出版品>農政與農情> 106 年(第 295期-306 期) > 106

年 7 月(第 301期) >簡介中國大陸的循環農業】 

循環經濟的思維包含源頭製造之重新設計、延長產品壽命以及回收再利用等概念，由於涉及廢棄

物再利用議題，執行上必須考慮到廢棄物處理與汙染防治等問題，因此除了政策推動，亦須有相

關法令依據，以促使廢棄物能有效轉換為有價值資源達到循環之目標。有鑑於此，本文參考德國、

日本法規架構，並與我國廢棄物處理與資源回收相關法規進行比較及探討。 

循環經濟為近年的熱門議題，其強調由過去「開採、製造、使用、丟棄」的線性模式，轉變為「資

源可持續回復與再生」之循環模式，目前推動循環經濟較活躍的國家包含：荷蘭、德國、丹麥、

中國及日本等。臺灣 90%以上之能源、肥料、飼料與 60%以上之食物由進口輸入（黃育徵，2017），

為高度仰賴進口國家，若發展循環經濟將廢棄物轉換為可利用資源，能減少臺灣對進口原物料之

需求、產生經濟價值，同時降低環境危害。因此，蔡英文總統於 2016 年的就職演說中，表示將

循環經濟列為「五加二產業創新」政策之一正式推動，各政府單位也陸續提出發展循環經濟政策，

如經濟部成立「循環經濟推動辦公室」與農委會推動「農業循環經濟」等，推動我國發展循環經

濟。 

循環農業定義 

「循環農業是一種全新的理念和策略，是針對人口、資源、環境相互協調發展的農業經濟增長

新方式，運用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循環的經濟理論與產業鏈延伸的理念；經由農業技術創新和

組織方式的變革，調整和優化農業生態系統內部結構及產業結構，延長產業鏈條，提高農業系

統物質能量的多層級循環利用，並且以充分利用的方式，針對農業生物質能資源進行每一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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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環節的生產；倡導清潔生產和節約消費，嚴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質的投入和農業廢棄物的生產，

以及努力減輕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同時實現農業生產各個環節的價值增值和生活環境優美，

使農業生產和生活真正納到農業生態系統循環中，實現生態的良性循環與農業建設的和諧發

展。」 

循環農業政策內容 

以多樣化的方式，建構循環農業模式：由於中國大陸的自然條件擁有亞寒帶至熱帶等不同類

型的氣候型態，且有高山、平原、河流、湖泊、沙漠等多樣化的地貌，所以在農業產銷方面

呈現多彩多姿的現象。 

採取多重管道積極推展循環農業：中國大陸當局為使促進循環農業成為未來農業發展的主流

，所以採取多重管道的方式，積極推展循環農業相關事宜。 

由於 1991年 FAO所提的「農業可以永續發展」概念，並沒有強制性的約束力，且世界各國或地

區在針對其境內的實況需求，採取符合該國或地區的因應對策。因此之故，在推展「農業可以永

續發展」所採用的名詞，並沒有世界性的專有名詞；亦即，目前世界較著名的案例是，中國大陸

使用「循環農業」，歐盟為「綠色農業」，日本為「環境保全型農業」，南韓為「親環境農業」。值

得關注的是，美國雖無相關的專有名詞，但以各項法案及計畫的方式，辦理「循環農業」相關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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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試述行政溝通過程中的噪音所指為何？又如何排除？（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此題屬於基本題，主要測驗同學對於溝通的定義以及運作模式，並要同學論述噪

音概念，當然結論段要論述如何去解決在組織內部溝通過程遇到噪音方式 

【擬答】： 

溝通必須具有四項必要條件：溝通至少有兩個行動者以上的互動，意即傳訊者與受訊者之間的互

動；溝通必須為有意義內容的傳送過程；溝通的內容相當廣泛，包含各種資料的交換、各種觀點

與意見的談論；溝通的目的在於尋求共識與信任。而有關溝通基本模式與要件如下： 

 

傳訊者（Sender）： 

溝通過程中，必須有一個發起者或傳送者，傳送者可能有一訊息或觀念，期望能夠傳遞給他人。 

編碼（Encoding）： 

傳送者將一個觀念或訊息傳遞給他人，則必須將此觀念或訊息變成具體的符號，稱為觀念的具

體化；換言之，編碼是透過理念的轉化，讓受訊者得以認知的過程。 

溝通網絡（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網絡為訊息的流通媒介，網絡型態可能為口頭溝通或者手寫方式傳送，換言之，溝通網絡就是

訊息者得以傳送之通路。 

解碼（Decoding）： 

受訊者將傳來訊息轉譯為可以理解符號，受訊者收到訊息後，經過主觀解釋後理解訊息意義過

程。 

反饋（Feedback）： 

訊息被解碼之後，接收者可將新的訊息回傳給原先的傳訊者，有反饋機制，傳送者才能得知其

訊息是否被正確瞭解。 

噪音（Noise）： 

為阻礙訊息無法有效傳達因素總稱。 

排除溝通噪音方式 

溝通的障礙固然很多，但如何克服這些障礙以期達到有效的溝通呢？最主要的方法如下所述： 

使用可理解與簡單扼要的語言或文字： 

無論選擇何種媒介，應以簡單扼要和易於瞭解的語言或文字來表達訊息。 

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 

又稱為移情作用（Empathy）。移情作用就是傳訊者能夠感受到對方的觀點與情緒，所以管理者

須於傳遞訊息之前，最好先就部屬的價值觀、經驗和參考架構作一考量，俾使下屬對認訊息能

充分瞭解並克服溝通的障礙。 

鼓勵反饋： 

在面對面的溝通過程中，傳訊者須不時徵詢對方對溝通內容是否瞭解，以改善溝通的效果。然

而，反覆溝通僅適用於較為單純的溝通活動，如果溝通的內容過於複雜，反覆溝通將使內容更

為複雜而難以瞭解。 

有效的傾聽： 

傾聽指主動地尋搜對方話中的意義，此時雙方都在思考，因此傾聽須全神貫注。 

敏於感知部屬心境： 

在進行溝通時，溝通的雙方除借助於語言外，亦往往會借助非語言訊息以產生加強的效果，以

傳遞所欲表達的訊息。 

避免壞的聽訊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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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主管都是不善於聽訊，其原因有下列數端： 注意力不集中； 聽得太快； 過於激

動； 欠缺耐心； 欠缺宏觀的理解； 因人廢言； 易受外物影響而分心。如果能避免上述

壞的聽訊習慣，將有助於主管與部屬間的溝通。 

保持自己的信譽： 

溝通者必須使自己成為可信賴的人，每一次的承諾或指示，皆是建立自身的信譽，但若習於言

不及義或毫無誠信，則會破壞自己言行的信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