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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社團法人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函

受文者：財團法人和諧有機農業基金會

發文字號：台農科(管)字第114010601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徵件宣傳單張」、附件2「說明會宣傳單張」、附件3「活動議程」、附
件4「第四屆永續善農獎IPM Award選拔表揚計畫評選辦法」(589520_文稿1_010
6017A00_ATTCH1.pdf、589520_文稿1_0106017A00_ATTCH2.pdf、589520_文稿
1_0106017A00_ATTCH3.pdf、589520_文稿1_0106017A00_ATTCH4.pdf)

本學會承辦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第四屆永續善農獎

IPM Award選拔表揚計畫」，訂於114年1月15日辦理線上
場次「永續善農奬徵件說明會」，邀請貴單位踴躍派員參

與或協助廣為周知、鼓勵農友及有關人員團體踴躍報名，

請查照。

「永續善農獎IPM Award」是農業部為推廣「作物有害生
物整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簡稱 IPM）」
之專門獎項，鼓勵國內優秀人才（團隊）投入現場操作、

技術創新及行銷推廣等領域，藉由選拔及表揚獲獎人員之

卓越成就與傑出事蹟，以作為學習標竿與典範，朝向友善

環境之永續農業。

表揚計畫參賽類別分為三組，包含「現場操作組」、「技

術創新組」及「行銷推廣組」。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4年3月1日止，分為線上受理及
實體報名（線上需於114年3月1日23時59分前完成檔案
寄送，實體以114年3月1日郵戳為憑）。
詳情請參考附件一「徵件文宣」、附件四「第四屆永續

地址：103632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67號8樓
承辦人：鄧翠怡 助理研究員
電話：02-25851775#32
傳真：02-25851770
電子信箱：cytang.tarm@gmail.com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1月6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一)

(二)

第1頁，共4頁

總部 114/01/06

1140000006



善農獎IPM Award選拔表揚計畫評選辦法」，或徵件網
站：https://ipm-award.mystrikingly.com/。

為協助有意申請單位及人員了解本選拔表揚計畫要點，與

申請書撰寫，本學會規劃辦理線上徵件說明會，邀請專家

簡介IPM基本概念，並由三組別得獎者分享實際參賽經
驗、得獎效益，敬邀有關人員團體踴躍參加。

辦理時間：114年1月15日（週三）10時至12時。
辦理地點：Google Meet視訊會議。
視訊連結：https://meet.google.com/fmu-baoe-wiv （9時40
分開放上線）。

詳細資訊請參考附件三「活動議程」。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Line官方帳號（請搜尋 ID：
@940rvuff），或與本學會鄧翠怡助理研究員聯繫（電話：
02-25851775分機32；E-mail: cytang.tarm@gmail.com）。

正本：
農業部、農業部農糧署、農業部農糧署北區分署、農業部農糧署中區分署、農
業部農糧署南區分署、農業部農糧署東區分署、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農
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農業部農業試驗所、農業部
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農業部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農
業部林業試驗所、農業部農業藥物試驗所、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農業部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農業部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農業部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農
業部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農業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農業部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農業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農業部種苗改良
繁殖場、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原住民族委
員會、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花
蓮縣動植物防疫所、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桃園市政府
農業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南市政府農業局、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基隆市
政府產業發展處、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嘉義市政府建設處、新竹縣政府農
業處、苗栗縣政府農業處、彰化縣政府農業處、南投縣政府農業處、雲林縣政
府農業處、嘉義縣政府農業處、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花蓮
縣政府農業處、臺東縣政府農業處、澎湖縣政府農漁局、金門縣政府建設處、
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
嘉義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宜蘭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東海大學、台
灣農業推廣學會、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和諧有機農業基金會、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臺灣植物
保護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農會、中華民國農會中壢辦事處、宜蘭縣農會、
頭城鎮農會、礁溪鄉農會、宜蘭市農會、壯圍鄉農會、員山鄉農會、羅東鎮農

三、

(一)
(二)
(三)

(四)
四、

第2頁，共4頁

總部 114/01/06

1140000006



會、五結鄉農會、冬山鄉農會、三星地區農會、蘇澳地區農會、花蓮縣農會、
花蓮市農會、富里鄉農會、吉安鄉農會、壽豐鄉農會、鳳榮地區農會、光豐地
區農會、瑞穗鄉農會、玉溪地區農會、新秀地區農會、金門縣農會、南投縣農
會、南投市農會、信義鄉農會、仁愛鄉農會、國姓鄉農會、魚池鄉農會、中寮
鄉農會、鹿谷鄉農會、草屯鎮農會、埔里鎮農會、水里鄉農會、名間鄉農會、
竹山鎮農會、集集鎮農會、屏東縣農會、屏東市農會、長治鄉農會、麟洛鄉農
會、九如鄉農會、萬丹鄉農會、高樹鄉農會、里港鄉農會、潮州鎮農會、萬巒
地區農會、內埔地區農會、竹田鄉農會、枋寮地區農會、東港鎮農會、新園鄉
農會、崁頂鄉農會、林邊鄉農會、南州地區農會、佳冬鄉農會、琉球鄉農會、
恆春鎮農會、車城地區農會、枋山地區農會、滿州鄉農會、苗栗縣農會、苗栗
市農會、竹南鎮農會、頭份市農會、後龍鎮農會、通霄鎮農會、南庄鄉農會、
造橋鄉農會、頭屋鄉農會、苑裡鎮農會、卓蘭鎮農會、三灣鄉農會、銅鑼鄉農
會、大湖地區農會、獅潭鄉農會、公館鄉農會、西湖鄉農會、三義鄉農會、桃
園市農會、桃園區農會、蘆竹區農會、大溪區農會、平鎮區農會、龜山區農
會、龍潭區農會、新屋區農會、復興區農會、大園區農會、八德區農會、觀音
區農會、楊梅區農會、高雄市農會、高雄地區農會、小港區農會、鳳山區農
會、林園區農會、大寮區農會、大樹區農會、仁武區農會、大社區農會、鳥松
區農會、岡山區農會、橋頭區農會、彌陀區農會、永安區農會、阿蓮區農會、
路竹區農會、湖內區農會、茄萣區農會、燕巢區農會、田寮區農會、梓官區農
會、旗山區農會、美濃區農會、六龜區農會、甲仙地區農會、杉林區農會、內
門區農會、基隆市農會、連江縣農會、雲林縣農會、斗六市農會、斗南鎮農
會、虎尾鎮農會、西螺鎮農會、土庫鎮農會、北港鎮農會、古坑鄉農會、大埤
鄉農會、莿桐鄉農會、林內鄉農會、二崙鄉農會、崙背鄉農會、麥寮鄉農會、
臺西鄉農會、東勢鄉農會、褒忠鄉農會、元長鄉農會、四湖鄉農會、口湖鄉農
會、水林鄉農會、新北市農會、板橋區農會、樹林區農會、鶯歌區農會、三峽
區農會、石門區農會、坪林區農會、三重區農會、中和地區農會、新店地區農
會、新莊區農會、蘆洲區農會、五股區農會、林口區農會、泰山區農會、汐止
區農會、淡水區農會、土城區農會、八里區農會、三芝區農會、瑞芳地區農
會、金山地區農會、深坑區農會、石碇區農會、平溪區農會、新竹市農會、新
竹縣農會、竹北市農會、新豐鄉農會、湖口鄉農會、新埔鎮農會、關西鎮農
會、竹東地區農會、橫山地區農會、峨眉鄉農會、北埔鄉農會、芎林鄉農會、
寶山鄉農會、嘉義市農會、嘉義縣農會、朴子市農會、大林鎮農會、布袋鎮農
會、水上鄉農會、太保市農會、民雄鄉農會、新港鄉農會、溪口鄉農會、梅山
鄉農會、竹崎地區農會、番路鄉農會、中埔鄉農會、六腳鄉農會、東石鄉農
會、鹿草鄉農會、義竹鄉農會、阿里山鄉農會、彰化縣農會、彰化市農會、鹿
港鎮農會、和美鎮農會、線西鄉農會、伸港鄉農會、福興鄉農會、秀水鄉農
會、花壇鄉農會、芬園鄉農會、員林市農會、溪湖鎮農會、永靖鄉農會、社頭
鄉農會、二水鄉農會、北斗鎮農會、田中鎮農會、大村鄉農會、埔鹽鄉農會、
埔心鄉農會、二林鎮農會、田尾鄉農會、埤頭鄉農會、芳苑鄉農會、大城鄉農
會、竹塘鄉農會、溪州鄉農會、臺中市農會、臺中地區農會、大里區農會、霧
峰區農會、太平區農會、烏日區農會、豐原區農會、后里區農會、神岡區農
會、潭子區農會、大雅區農會、梧棲區農會、大甲區農會、沙鹿區農會、外埔
區農會、龍井區農會、大肚區農會、和平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東勢區農會、
石岡區農會、新社區農會、臺中市大安區農會、臺北市農會、松山區農會、臺
北市大安區農會、中山區農會、士林區農會、南港區農會、內湖區農會、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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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農會、木柵區農會、景美區農會、臺東縣農會、臺東地區農會、太麻里地區
農會、鹿野地區農會、關山鎮農會、池上鄉農會、東河鄉農會、成功鎮農會、
長濱鄉農會、臺南市農會、臺南地區農會、新營區農會、鹽水區農會、白河區
農會、柳營區農會、後壁區農會、東山區農會、麻豆區農會、下營區農會、六
甲區農會、官田區農會、大內區農會、佳里區農會、學甲區農會、西港區農
會、七股區農會、將軍區農會、北門區農會、新化區農會、善化區農會、新市
區農會、安定區農會、山上區農會、玉井區農會、楠西區農會、南化區農會、
左鎮區農會、仁德區農會、歸仁區農會、關廟區農會、龍崎區農會、永康區農
會、澎湖縣農會、屏東縣九如鄉果菜批發市場、有限責任嘉義縣友善諸羅樹蛙
蔬果生產合作社、來來有機農場、黃國霖、鄧東海

副本：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含附件)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5/01/06
16: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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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善農獎 IPM Award」為推廣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

（IPM）之專門獎項，藉由建立「預防勝

於 治 療」概 念、運 用 多 元 防 治 方 法，     

降低化學農藥使用風險。廣邀各界好

手報名，與我們共同推動臺灣農業的

永續發展。

�.從事IPM推廣、輔導、教育、行銷或採購IPM產品之個人或團體

�.報名應以推廣、輔導、行銷等促進IPM發展事蹟為主

�.公告日起前�年具有辦理病蟲草害整合管理行銷或推廣活動之實績
行銷推廣組

技術創新組
�.從事IPM研究發展之個人或團體

�.報名應以技術研究創新（包含新技術、新資材、新應用策略等），改善
或解決產業問題等事蹟為主

�.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之農民或團體（團體成員限由經營者組成）

�.合法使用土地、設備（施）及經營農業

�.參賽者之參賽作物面積原則應大於該作物全國農戶平均耕作面積

�.參賽者需檢附最近�年之化學農藥殘留檢驗紀錄與檢驗結果或相關
佐證文件

現場操作組

參賽類別 甄選資格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https://ipm-award.mystriking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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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屆永續善農獎 IPM Award選拔表揚計畫 

徵件說明會 

一、 活動宗旨 

「永續善農獎 IPM Award」是農業部為推廣「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簡稱 IPM）」之專門獎項，藉由建立「預防

勝於治療」的概念，將作物病害、害蟲及雜草等影響控制在不損及經濟利

益之水準，並有效運用多元的防治方式，以降低化學農藥使用風險，兼顧

生產、生態及生活之平衡。為加速 IPM 方法之推廣及落實，鼓勵更多國內

優秀人才（團隊）投入現場操作、技術創新及行銷推廣等領域，選拔具體

貢獻之人員加以表揚，彰顯獲獎人員之卓越成就與傑出事蹟，以作為學習

標竿與典範，朝向友善環境之永續農業。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農業部 

主辦單位：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三、 報名表單：https://pse.is/6ta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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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資訊 

 時間：114年 1 月 15 日（週三）10:00 至 12:00 

 視訊連結：https://meet.google.com/fmu-baoe-wiv  

時間 主題 講者 

10:00-10:20 永續善農獎申請說明 運籌管理學會 

10:20-10:40 
IPM 基本概念介紹與 

永續善農奬評審重點 

農業藥物試驗所（退休） 

楊秀珠研究員 

10:40-11:00 

得獎者經驗分享 

第三屆現場操作組得奬者 

黃文慶先生 

11:00-11:20 

第三屆技術創新組得奬者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陳巧燕副研究員 

11:20-11:40 
第三屆行銷推廣組得奬者 

家樂福 蘇小真執行長 

11:40-12:00 
問答交流與 

參賽資料撰寫諮詢 
運籌管理學會 

 

https://meet.google.com/fmu-baoe-w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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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永續善農獎 IPM Award 選拔表揚計畫 

 

一、目的 

氣候變遷除了衝擊農業產值，也間接造成植物病蟲害危害情形加劇。聯合國

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強調各國在增加產出與效率的同時，應考慮環境與資源永

續，積極推動友善環境耕作。為符合國際降低化學農藥風險趨勢，兼顧產業發展

及農產品安全，農業部（改制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整合農產品標章及強化農

產品溯源管理，並於 106 年 9 月宣示「化學農藥風險十年減半」政策。 

為達成前述目標，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簡稱防檢署，改制前為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提出三大管理策略，包含：強化整合管理，鼓勵友

善農業；汰除高風險農藥，強化分級管理；訂定配套措施，逐步達成減半。其中，

藉由推廣「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簡稱 IPM）」，建

立「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將作物病害、害蟲及雜草等影響控制在不損及經濟利

益之水準，並有效運用多元的防治方式，以降低化學農藥使用風險，兼顧生產、生

態及生活之平衡。 

為加速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方法之推廣及落實，鼓勵更多國內優秀人才（團

隊）投入現場操作、技術創新及行銷推廣等領域，108 年由農業部指導、防檢署主

辦首屆「永續善農獎」，選拔具體貢獻之人員加以表揚。防檢署延續既定政策方針

與獎項辦理，於 113 年至 114 年辦理第四屆「永續善農奬」，表揚具體貢獻人員之

卓越成就與傑出事蹟，以作為學習標竿與典範，朝向友善環境之永續農業。 

 

二、申請甄選類別及範圍 

本選拔表揚計畫參賽類別分為三組，包含「現場操作組」、「技術創新組」、「行

銷推廣組」。各組甄選範圍與資格如下表所示。 

參賽類別 甄選範圍 甄選資格 

現場操作組 

 

凡中華民國國民，實際從事於農

業生產，具投入作物有害生物整

合管理操作之優良事實之自然

人、法人及非法人團體 

1. 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之農民或

團體（團體成員限由經營者組

成） 

2. 合法使用土地、設備（施）及

經營農業 

3. 參賽者之參賽作物面積原則

應大於該作物全國農戶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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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甄選範圍 甄選資格 

耕作面積 

4. 參賽者需檢附最近 1 年之化

學農藥殘留檢驗紀錄與檢驗

結果，或有機農產品/有機轉

型期農產品驗證/綠色保育標

章證書 

技術創新組 

 

凡中華民國國民，具投入作物有

害生物整合管理研究發展之優

良事實之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

團體 

1. 從事 IPM 研究發展之個人或

團體 

2. 報名應以技術研究創新（包含

新技術、新資材、新應用策略

等），改善或解決產業問題等

事蹟為主 

行銷推廣組 

 

凡中華民國國民，具投入作物有

害生物整合管理行銷或推廣之

優良事實之自然人、法人及非法

人團體 

1. 從事 IPM 推廣、輔導、教育、

行銷或採購 IPM 產品之個人

或團體 

2. 報名應以推廣、輔導、行銷等

促進 IPM 發展事蹟為主 

3. 公告日起前 2 年具有辦理作

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行銷或

推廣活動之實績 

 

三、辦理期間 

(一) 選拔：即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二) 表揚：預定於 114 年底擇期辦理公開頒獎表揚活動。 

 

四、報名日期與方式 

(一)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4 年 3 月 1 日止，分為線上受理及實體報名（線上需於

114 年 3 月 1 日 23 時 59 分前完成檔案寄送，實體以 114 年 3 月 1 日郵戳為憑）。 

(二) 報名資料：詳情請參見報名資料檢送格式說明（附件 1），依組別填妥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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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附件 2、3、4）、及 2 年內擔任農業親善大使同意書（附

件 5）。 

(三) 報名方式：符合參賽資格者，皆可於報名期間內自行送件報名。 

1. 線上受理：將申請文件以電子檔附件方式寄送至 cytang.tarm@gmail.com。 

2. 實體報名：以紙本掛號郵寄至 104 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28 號 3 樓 台灣農

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收（永續善農奬報名）。 

(四) 報名件數：每屆參賽者報名件數以 1 件為限。 

 

五、甄選方式 

(一) 現場操作組 

1. 評審方式概說：評審標準分為人力知識、社群組織、經濟效益及環境效益等

4 面向，由評審委員就 IPM 實際操作時之 27 項重點指標進行評分，並透過

田間實地查核，就實際 IPM 田間管理及操作情形進行評分。 

2. 第 1 階段書面審查辦法： 

(1) 由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以下簡稱承辦機關）受理報名並檢

視書面資料，將報名者分為 4 組，按比例提報各組推薦名額予防檢署，

並整理提供予各組評審委員進行書審。 

(2) 每案由該組所有委員進行審查。 

(3) 評審委員依據現場操作組審查評分表（附件 6）進行評分，辦理評選會議

推薦各組前 1/2 進入第 2 階段田間影像審查（以 40 件為限）。 

(4) 參賽者需檢附最近 1 年之化學農藥殘留檢驗紀錄與檢驗結果。 

(5) 報名者得檢附符合農產品第三方驗證標章（如產銷履歷升級版 TGAP 

PLUS、產銷履歷、有機或有機轉型期標章等）之認證文件，及推薦函、

特殊事蹟證明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作為初選有利條件之參考。 

3. 第 2 階段田間影像審查辦法： 

(1) 由承辦機關根據第 2 階段田間影像審查名單，事前彙整評審委員提問，

拍攝田區管理狀況予各組評審委員進行田間影像審查。 

(2) 每案由該組所有評審委員進行審查。 

(3) 評審委員依據現場操作組審查評分表（附件 6）進行評分，並於評選會議

推薦 12 名與至多 2 名備選進入第 3 階段田間審查。 

4. 第 3 階段田間審查辦法： 

mailto:cytang.tar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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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查辦法： 

A. 由全數評審委員進行第 3 階段田間審查，每案由至少 5 位評審委員

進行田間審查，針對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各項操作成果進行評分

（評分表請見附件 6）。 

B. 評審委員推薦 3 名得獎者及 7 名入圍者，將評分結果送交防檢署與

農業部。 

(2) 化學農藥殘留檢驗：原則上第 3 階段參賽者之當期參賽農產品須通過法

定公告化學檢驗方法之化學農藥殘留檢驗，不得檢出未推薦用藥並取得

合格。若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參賽者之事由，並經防

檢署認定者，可視同合格。 

(二) 技術創新組 

1. 評審方式概說：評審標準分為研究創新、社群組織、經濟效益及環境效益等

4 面向，由評審委員以 IPM 專業，就技術研究創新事實之重點指標進行評分，

並邀請報名者進行簡報說明，以對 IPM 技術研究不易標準化部分進行評分。 

2. 第 1 階段書面審查辦法： 

(1) 由承辦機關受理報名與檢視書面資料，提供評審委員進行審查。 

(2) 每案經由所有評審委員進行審查（評分表請見附件 7）。倘超過 20 案，

則按技術性質分組，共錄取 6 名進入第 2 階段。 

(3) 報名者得檢附與參賽技術相關之過去 5 年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研究發

展研究報告、出版品、得獎證明、專利證明、技術移轉、產業應用情形

報告等文件，及推薦函、特殊事蹟證明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作為初選

有利條件之參考。 

3. 第 2 階段實地審查辦法： 

(1) 由第 2 階段評審委員進行第 2 階段實地審查（評分表請見附件 7），並由

報名者簡報技術亮點。 

(2) 評審委員推薦 3 名得獎者並得增加 1 至 3 名入圍者，將評分結果送交防

檢署與農業部。 

(三) 行銷推廣組 

1. 評審方式概說：評審標準分為人力知識、社群組織、經濟效益及環境效益等

4 面向，由評審委員以 IPM、行銷及推廣等專業，就 IPM 行銷推廣事實之重

點指標進行評分，並邀請參賽者進行簡報說明，以對 IPM 行銷推廣不易標準

化部分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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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 階段書面審查辦法： 

(3) 由承辦機關受理報名並檢視書面資料，提供評審委員進行審查。 

(4) 每案經由所有評審委員進行審查（倘超過 20 案，則按性質分組，評分表

請見附件 8），共錄取 6 名進入第 2 階段。 

(5) 報名者得檢附過去 2 年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行銷推廣之得獎證明、推

廣活動成果報告、農民輔導成果、採購行銷、出版品文宣等文件，及推

薦函、特殊事蹟證明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可作為初選有利條件之參考。 

3. 第 2 階段簡報審查辦法： 

(1) 由第 2 階段評審委員於 114 年 6 月前進行第 2 階段簡報審查（評分表請

見附件 8），必要時進行實地審查。 

(2) 評審委員推薦 3 名得獎者並得增加 1 至 3 名入圍者，將評分結果送交防

檢署、農業部。 

(四) 審查評選權衡比重如下表所示 

甄選類別 評選項目比重 說明 

現場操作組 

人力知識 45 分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原理認知及實際操作 

社群組織 10 分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資訊取得與推廣 

經濟效益 15 分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紀錄、經濟成本分析 

環境效益 30 分 化學農藥風險減量成效、經營管理符合環境永續 

技術創新組 

研究創新 45 分 

藉由創新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技術（新技術、新

資材，新的應用策略），實際解決產業關鍵問題；

結合既有管理模式，並有效提升病蟲害管理效能 

社群組織 10 分 
團隊協作研發，並藉由出版品、活動等方式推廣創

新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技術 

經濟效益 20 分 
所研發技術之產業應用落實程度，實際創造之產業

效益 

環境效益 25 分 
化學農藥風險減量效益、對高毒性高風險農藥之替

代效益，與對環境友善之效益 

自主研發 

加分 0-10 分 

所研發技術之資源（經費等）來源以非公部門領域

為主 

行銷推廣組 
人力知識 15 分 

基於對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原理正確認知，採用

多元推廣方式 

社會效益 45 分 提升農友、通路、消費者等目標對象對於作物有害



6 

甄選類別 評選項目比重 說明 

生物整合管理方法之認知及認同，進而採取行動 

經濟效益 15 分 
提升應用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方法之農產品產

值等產業效益 

環境效益 25 分 
化學農藥風險減量成效、擴大導入作物有害生物整

合管理方法之耕作面積 

自主推廣 

加分 0-10 分 

所行銷推廣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概念、產品之資

源（經費等）來源以非公部門領域為主 

 

六、評審委員 

(一) 評審委員組成：各組評審委員依各組性質不同，分別由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

等相關領域學研專家、試驗改良場專家、非營利組織及通路代表或民間團體代

表等，會同防檢署代表組成各組評審委員會。 

(二) 各階段評審委員組成方式：承辦機關提出各組推薦名單，由防檢署自專家名單

中決定各組評審委員名單次序，再由承辦機關依次序自專家名單中各邀請約 10

位專家擔任各組評審委員，並依各組報名件數增減評審委員人數，各組並由評

審委員推選評審團主席 1 位。 

(三) 本屆各組之報名者不得擔任該組評審委員。 

(四) 根據評審委員提供之迴避名單，由承辦機關分配審查件數。迴避對象包含：為五

年內具有利益關係人、五年內曾受其輔導、報名者推薦單位之負責人。 

1. 利益關係人或具有直接利益關係：參考公職人員關係人範疇，包含：配偶

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二等親以內親屬、本人或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擔

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直接利益關係意指具有經

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2. 五年內曾受其輔導：五年內報名者基於評審委員之直接輔導或指導，促使

報名者在田間管理技術、經濟效益具有重大突破。不包含非特定多數之情

形，如：參與評審委員辦理之講習會、購買評審委員撰寫之書籍等。 

3. 推薦單位之負責人：若僅任職於推薦單位，而非推薦單位之負責人，則無

須迴避。如：以試驗改良場名義推薦，但若評審委員未擔任場長一職，則

無須迴避。 

(五) 評選資料中將以切結書等形式確保評審委員之公平、公正性。 

(六) 各組報名者若有同分情形，由評審會議討論後決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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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頒獎及表揚 

(一) 各組經農業部評選得獎、入圍者，辦理公開頒獎表揚。 

(二) 各組前 3 名分別頒發獎金新台幣 10 萬元整，以資鼓勵，將代扣所得稅額（10%）

後匯至指定帳戶。依「農業發展有功人員獎勵辦法」，若公教人員團體報名技術

創新組獲選，頒發獎金新台幣 10 萬元整；若公教人員個人報名技術創新組獲選，

頒發獎金 5 萬元並得優先申請 2 年期計畫經費補助（上限以每年 100 萬元為限，

計畫申請審核須依照相關規定）。 

(三) 現場操作組 3 名得獎者與 7 名入圍者、技術創新組 3 名得獎者、行銷推廣組 3

名得獎者，得參與由承辦機關辦理之國內參訪乙次。 

(四) 為鼓勵各試驗改良場所、地方政府（含公所）、農會及學校舉薦成果斐然之人員

（團體），再由其自行報名，得獎、入圍者之推薦單位（試驗改良場所、地方政

府、農會、學校等）頒發獎狀乙式。 

 

八、其他事項 

(一) 獲頒本獎項之得獎者，若欲再報名，須提出其在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事蹟上

之差異性與突破性。 

1. 現場操作組：如為相同作物，應提出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操作方法之差異

性與突破性。 

2. 技術創新組：不可重複列入獲獎技術，並應提出報名技術與既有技術之差異

性與創新性。 

3. 行銷推廣組：不可重複列入獲奬之推廣策略，應提出業務項目、行銷推廣策

略之差異性與突破性。 

(二) 現場操作組織得獎者及入圍者之參賽農產品將安排當期化學農藥殘留檢驗，若

不符合國家檢驗規定，則取消其資格。 

(三) 各組前 3 名得獎者須於獲獎後 2 年內擔任農業親善大使，協助承辦機關宣傳及

推廣作物有害生物整合防治方法（同意書請見附件 2）。另為強化行銷推廣，行

銷推廣組得獎者需於獲獎後 2 年內辦理至少 2 場次 IPM 行銷推廣活動，並於辦

理前通知承辦機關。 

(四) 本計畫實施過程因公務需要蒐集之個人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五) 依本計畫受表揚或獎勵者，得獎者若經查證有違反本規定、不實陳述或違反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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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與工安衛生、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規情節重大者，或其他爭議事件致影響社

會大眾及本獎項形象者，得撤銷得獎資格，其證書及獎勵金應繳回，並自負法律

責任。 

(六) 防檢署得保留本計畫入圍表揚名額及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

活動之權利，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公布之。 



9 

 

附件 1 

報名資料檢送格式說明 

 

一、 承辦機關：社團法人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二、 報名方式（線上與郵寄請擇一）： 

1. 線上受理：將申請文件以電子檔附件方式寄送至 cytang.tarm@gmail.com。 

2. 郵寄受理：請以掛號將申請文件寄至 104 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28 號 3 樓 台

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收（永續善農奬報名）。 

三、 收件截止日：114 年 3 月 1 日（114 年 3 月 1 日 23 時 59 分前完成檔案寄送，實體

則以 114 年 3 月 1 日郵戳為憑）。 

四、 各組繳交資料：請參見下表 

甄選組別 必要資料 參考資料 

現場操作組 

1. 基本報名表 

2. 二年內擔任農業親善大

使同意書（選拔表揚計

畫附件 5） 

3.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

方法項目表（附件 2）及

相關佐證資料 

4. 過去近 1 年內化學農藥

殘留檢驗紀錄與檢驗結

果，或有機農產品/有機

轉型期農產品 /綠色保

育標章證書 

1. 符合農產品第三方驗證標章（如產銷

履歷升級版 TGAP PLUS、產銷履歷、

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標章，

或綠色保育標章等）之認證文件 

2. 各試驗改良場所、學研單位、農會等

專業輔導人員等之推薦函（附件 9） 

3.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 

技術創新組 

1. 基本報名表 

2. 二年內擔任農業親善大

使同意書（選拔表揚計

畫附件 5） 

3.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

技術成果資料表（附件

3）及相關佐證資料 

1. 與報名技術相關之過去 5 年作物有害

生物整合管理相關研發成果，如研究

報告、出版品等（3 件以內） 

2. 與報名技術相關之得獎證明文件、專

利證明、技轉資料、產業應用情形報

告 

3. 各試驗改良場所、學校相關科系及相

關學會等之推薦函（附件 9） 

mailto:cytang.tar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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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組別 必要資料 參考資料 

4. 其他有利佐證資料 

行銷推廣組 

1. 基本報名表 

2. 二年內擔任農業親善大

使同意書（選拔表揚計

畫附件 5） 

3.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

行銷推廣成果資料表

（附件 4）及相關佐證資

料 

1. 過去 2 年辦理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

行銷推廣活動與其成果之相關佐證資

料，如行銷推廣活動、輔導培訓課程

授課、田間現場示範、擔任農民和作

物有害生物防治顧問，以及出版品文

宣等（5 件以內） 

2. 過去 2 年採購或行銷作物有害生物整

合管理操作農產品之證明文件 

3. 各試驗改良場所、地方縣市政府及農

會等之推薦函（附件 9） 

4. 其他得獎證明文件等有利佐證資料 

備註：若採郵寄紙本報名，請以掛號寄送，建議以電腦打字，如書寫請使用正體字，

且需清晰、易辨識。 

 

五、 聯絡人：鄧翠怡 助理研究員 

官方 LINE：請於 LINE 搜尋好友：@940rvuff 

電話：(02) 2585-1775#32 

E-mail：cytang.tarm@gmail.com 

六、 活動網站：https://ipm-award.mystrikingly.com/ 

 

 

mailto:cytang.tar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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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方法項目表（現場操作組填寫） 

一、基本資料 

1. 報名者：□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體/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體參賽成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所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聯絡人姓名/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聯絡人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聯絡人電子郵件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聯絡人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若為團體報名，團隊成員僅限由經營人員組成，例如不同農場經營者組成團隊參賽，

或單一農場經營人員（負責人、聘僱人員）。 

 

二、參賽作物相關資料（本項若為線上報名，請直接填寫線上表單） 

1. 參賽作物分類：□稻米 □果樹 □蔬菜 □雜糧及特作 □其他 

2. 參賽作物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參賽作物耕作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參賽作物之田區地號（請詳列縣市、鄉鎮、地段、地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參賽作物總面積（公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參賽作物 IPM 操作面積（公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參賽作物 IPM 操作田區面積至少需為總面積的 20%。 

7. 參賽作物之 IPM 操作田區之每期作單位面積產量（請註明鮮重或乾重）： 

每年_________________期，每期鮮重/乾重_________________（公斤/公頃） 

8. 參賽作物主要栽種方式：□露天 □設施 □網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參賽作物的採收月份：_____________月至_____________月 

10. 參賽作物已獲得之認證（需提供佐證資料）：□有機 □有機轉型期 □產銷履歷升級版

（TGAP PLUS）□產銷履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無 

11. 是否與試驗改良場所、學研單位、儲備植物醫師/植物診療師合作或接受輔導： 

□否 

□是，合作或輔導人員所任職之單位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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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PM 執行成果概述 

請簡述您將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方法的重點與特色（500 字內） 

 

 

四、操作重點說明 

1. 分為社群組織、經濟效益、環境效益，與人力知識四面向。請根據參賽作物之田區實際

管理情況勾選（V），並提供佐證資料，例如：田間管理紀錄、施藥紀錄、資材購買紀錄、

教育訓練證書，與田間照片等。 

2. 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3. 如需協助彙整資料，請洽官方 LINE：搜尋好友@940rvuff，或受理單位鄧翠怡助理研究

員電話(02) 2585-1775#32。 

 

（一）社群組織 

評估項目：資訊來源、組織參與、集體防治。 

指標：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請勾選您目前執行情形，並請提供佐證資料（上課證明、照片等） 

若未執行該項目，請留白 

資料收集與保存 

□ 書籍與參考資料 請勾選所參考的 IPM 相關資料，並提供照片或書名 

□ 作物營養需求 

□ 施肥手冊 

□ 病害發生與管理 

□ 蟲害發生與管理 

□ 雜草種類與防除 

□ 最新登記藥劑清單 

□ 農藥使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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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請勾選您目前執行情形，並請提供佐證資料（上課證明、照片等） 

若未執行該項目，請留白 

□ 作物栽培管理手冊 

□ 其他：＿＿＿＿＿＿＿＿＿＿ 

教育訓練與推廣 

1. 農民組織 請勾選參與組織，並提供名稱 

□ 產銷班：＿＿＿＿＿＿＿＿＿＿＿ 

□ 合作社：＿＿＿＿＿＿＿＿＿＿＿ 

□ 農民團體：＿＿＿＿＿＿＿＿＿＿ 

□ 其他：＿＿＿＿＿＿＿＿＿＿____ 

□ 無 

2. 參加講習會、研討會等 請列舉參與會議名稱： 

 

3. 網路社群 請列舉參與社群： 

 

4. 技術交流與經驗分享 請列舉交流情形： 

 

5. 與試驗研究單位合作 □ 試用新防治技術 

□ 設置試驗田區 

□ 辦理示範觀摩 

□ 辦理講習研討會 

□ 推廣新防治技術 

□ 其他：＿＿＿＿＿＿＿＿＿＿ 

6. 與儲備植物醫師/植物診

療師合作或接受輔導 

請寫明儲備植物醫師/植物診療師的單位、姓名： 

 

（二）經濟效益 

評估項目：防治紀錄、經濟效益評估。 

指標：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請勾選您目前執行情形，並請提供佐證資料（紀錄、照片等） 

若未執行該項目，請留白 

1. 有害生物經濟損害紀錄 請勾選有執行的項目，並提供相關紀錄、說明評估方法 

□ 評估與記錄有害生物造成的經濟損失 

□ 其他：＿＿＿＿＿＿＿＿＿＿ 

2. 保存施藥紀錄 □ 作物種類 

□ 害物種類 

□ 藥劑種類、施用量 

□ 施用地點 

□ 施藥時間 

□ 施用器械 

□ 氣象資料 

□ 安全採收期 

□ 廢棄物處理 

□ 氣象因子 

□ 施用人員 



14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請勾選您目前執行情形，並請提供佐證資料（紀錄、照片等） 

若未執行該項目，請留白 

□ 其他：＿＿＿＿＿＿＿＿＿＿ 

3. 效益評估 □ 藥效評估 

□ 藥害評估 

□ 環境影響評估 

□ 其他：＿＿＿＿＿＿＿＿＿＿ 

4. 成本評估 □ 藥劑成本 

□ 器械成本（包括器械折舊） 

□ 環境成本 

□ 人力成本 

□ 其他：＿＿＿＿＿＿＿＿＿＿ 

5. 收益紀錄 □ 記錄農產品總收入 

□ 記錄淨收益 

□ 其他：＿＿＿＿＿＿＿＿＿＿ 

 

（三）環境效益 

評估項目：植物保護資材使用、永續農業。 

指標：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請勾選您的執行情形，並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管理紀錄、照片等） 

若未執行該項目，請留白 

1. 對有益生物影響 請勾選考量哪些項目，並說明作法，或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 考量對天敵及授粉昆蟲之影響 

□ 對水生生物之影響 

□ 其他：＿＿＿＿＿＿＿＿＿＿ 

2. 對環境影響 □ 考量對水質之影響 

□ 考量對土壤之影響 

□ 其他：＿＿＿＿＿＿＿＿＿＿ 

植物保護資材施用時 

3. 覆蓋率 □ 精確藥液量 

□ 定量、均勻噴施 

□ 噴施方向與角度 

□ 檢測藥液霧粒是否均勻分布 

□ 其他：＿＿＿＿＿＿＿＿＿＿ 

4. 施用時機 □ 發生初期 

□ 作物生長期適合害物發生時 

□ 氣候適合發生時 

□ 其他：＿＿＿＿＿＿＿＿＿＿ 

5. 使用方法 □ 單劑使用 

□ 混合使用 

□ 輪流使用 

□ 依作用機制選用 

□ 依他人建議使用 

□ 依網路訊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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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請勾選您的執行情形，並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管理紀錄、照片等） 

若未執行該項目，請留白 

□ 其他：＿＿＿＿＿＿＿＿＿＿ 

6. 氣象因子 □ 風向、風速 

□ 溫度 

□ 濕度 

□ 光照 

□ 其他：＿＿＿＿＿＿＿＿＿＿ 

7. 藥液飄散防範 □ 調整前進方向 

□ 微風時施藥 

□ 設置隔離區 

□ 設置防護網 

□ 避免高溫時施藥 

□ 避免烈日下施藥 

□ 其他：＿＿＿＿＿＿＿＿＿＿ 

8. 妥善、安全貯存藥劑 □ 單獨貯放並加鎖 

□ 減少貯存量與貯存時間 

□ 貯存在安全、合適場所，避免交叉污染 

□ 包裝上有完整、牢固及清晰標籤 

□ 不隨意分裝藥劑 

□ 施用後徹底清洗施用器械 

□ 其他：＿＿＿＿＿＿＿＿＿＿ 

9. 廢棄物處理 □ 妥善處理廢棄物及廢容器 

□ 其他：＿＿＿＿＿＿＿＿＿＿ 

植保機施用植物保護資材之措施（如未使用植保機，請留白） 

10. 合格代噴業者 □ 登記在案之代噴業者（法人） 

□ 操作人員具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空中施作類別） 

□ 操作人員具遙控無人機專業操作證 

□ 其他：＿＿＿＿＿＿＿＿＿＿ 

11. 施藥作業核准 □ 向民航局註冊之無人機 

□ 向民航局申請投擲或噴灑作業核准 

□ 向空域主管機關申請投擲或噴灑作業核准 

□ 作業前至民航局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辦理報到 

□ 作業後至民航局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辦理報離 

□ 作業結束後至無人機代噴登記管理平台填報施藥紀錄及

上傳飛行軌跡 

□ 其他：＿＿＿＿＿＿＿＿＿＿ 

12. 飛行作業控管 □ 作業風速 3m/sec 以下 

□ 作業高度保持植冠上方 4 公尺以下 

□ 作業時應做好飄散防範措施 

□ 其他：＿＿＿＿＿＿＿＿＿＿ 

 

（四）人力知識 

評估項目：害物認知、防治原理認知與操作。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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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請勾選您的執行情形，並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管理紀錄、照片等） 

若未執行該項目，請留白 

1. 安全防護措施 請勾選所採取的措施，並提供照片或相關紀錄佐證 

□ 口鼻防護具 

□ 呼吸防護具 

□ 眼部防護具 

□ 橡膠鞋 

□ 手套 

□ 全套衣 

□ 圍裙 

□ 手袖 

□ 其他：＿＿＿＿＿＿＿＿＿＿ 

2. 正確診斷 □ 確認害物種類 

□ 確認發生生態 

□ 氣候環境條件 

□ 其他：＿＿＿＿＿＿＿＿＿＿ 

3. 對症用藥 □ 選用已登記藥劑 

□ 依照標籤使用農藥 

□ 選用較低毒性的農藥 

□ 安全採收期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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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力知識 

評估項目：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原理認知與實際操作情形。 

說明：請根據您田區管理的實際作業情形，勾選您所採取的防治策略，並補充說明作法、提供田區照片、用藥紀錄等佐證資料。 

害物種類

（病蟲草

害等） 

發生盛期 傳播途徑 

IPM 策略 

預防 
監測 

防治 

耕作管理 物理干預 天敵昆蟲 微生物製劑 免登資材 化學防治 其他 

 ◼ 生長階段：

_______ 

 

◼ 氣候條件： 

□ 高溫期 

□ 高溼期 

□ 陰濕期 

□ 乾旱期 

□ 風力強 

□ 日夜溫差大 

□ 其他：

_______ 

□ 風、雨水 

□ 昆蟲 

□ 機械 

□ 人、動物 

□ 其他：

_______ 

□ 耐病品種 

□ 健康的種苗(子) 

□ 田間衛生 

□ 土壤消毒 

□ 合理施肥 

□ 改善排水 

□ 改善通風 

□ 輪作 

□ 移除殘株 

□ 雜草管理 

□ 採收後移除殘株 

□ 其他：_______ 

□ 套袋 

□ 鋪設覆蓋

物 

□ 有色黏紙 

□ 燈光誘引 

□ 設施/網室 

□ 防蟲網 

□ 人工捕殺 

□ 其他：

_______ 

□ 有色黏

紙 

□ 性費洛

蒙誘引

劑 

□ 交配干

擾劑 

□ 誘蟲器 

□ 其他：

_______ 

請說明： □ 蘇力菌 

□ 液化澱

粉芽孢

桿菌 

□ 木黴菌 

□ 枯草桿

菌 

□ 白殭菌 

□ 其他：

_______ 

 

請說明名

稱及施用

方式(次

數、用

量)： 

請說明名

稱及施用

方式(次

數、用

量)： 

請說明： 

 ◼ 生長階段：

_______ 

 

◼ 氣候條件： 

□ 高溫期 

□ 高溼期 

□ 陰濕期 

□ 乾旱期 

□ 風力強 

□ 日夜溫差大 

□ 其他：

_______ 

□ 風、雨水 

□ 昆蟲 

□ 機械 

□ 人、動物 

□ 其他：

_______ 

□ 耐病品種 

□ 健康的種苗(子) 

□ 田間衛生 

□ 土壤消毒 

□ 合理施肥 

□ 改善排水 

□ 改善通風 

□ 輪作 

□ 移除殘株 

□ 雜草管理 

□ 採收後移除殘株 

□ 其他：_______ 

□ 套袋 

□ 鋪設覆蓋

物 

□ 有色黏紙 

□ 燈光誘引 

□ 設施/網室 

□ 防蟲網 

□ 人工捕殺 

□ 其他：

_______ 

□ 性費洛

蒙誘引

劑 

□ 交配干

擾劑 

□ 誘蟲器 

□ 其他：

_______ 

請說明： □ 蘇力菌 

□ 液化澱

粉芽孢

桿菌 

□ 木黴菌 

□ 枯草桿

菌 

□ 白殭菌 

□ 其他：

_______ 

 

請說明名

稱及施用

方式(次

數、用

量)： 

請說明名

稱及施用

方式(次

數、用

量)：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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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物種類

（病蟲草

害等） 

發生盛期 傳播途徑 

IPM 策略 

預防 
監測 

防治 

耕作管理 物理干預 天敵昆蟲 微生物製劑 免登資材 化學防治 其他 

 ◼ 生長階段：

_______ 

 

◼ 氣候條件： 

□ 高溫期 

□ 高溼期 

□ 陰濕期 

□ 乾旱期 

□ 風力強 

□ 日夜溫差大 

□ 其他：

_______ 

□ 風、雨水 

□ 昆蟲 

□ 機械 

□ 人、動物 

□ 其他：

_______ 

□ 耐病品種 

□ 健康的種苗(子) 

□ 田間衛生 

□ 土壤消毒 

□ 合理施肥 

□ 改善排水 

□ 改善通風 

□ 輪作 

□ 移除殘株 

□ 雜草管理 

□ 採收後移除殘株 

□ 其他：_______ 

□ 套袋 

□ 鋪設覆蓋

物 

□ 有色黏紙 

□ 燈光誘引 

□ 設施/網室 

□ 防蟲網 

□ 人工捕殺 

□ 其他：

_______ 

□ 性費洛

蒙誘引

劑 

□ 交配干

擾劑 

□ 誘蟲器 

□ 其他：

_______ 

請說明： □ 蘇力菌 

□ 液化澱

粉芽孢

桿菌 

□ 木黴菌 

□ 枯草桿

菌 

□ 白殭菌 

□ 其他：

_______ 

 

請說明名

稱及施用

方式： 

請說明名

稱及施用

方式： 

請說明： 

 ◼ 生長階段：

_______ 

 

◼ 氣候條件： 

□ 高溫期 

□ 高溼期 

□ 陰濕期 

□ 乾旱期 

□ 風力強 

□ 日夜溫差大 

□ 其他：

_______ 

□ 風、雨水 

□ 昆蟲 

□ 機械 

□ 人、動物 

□ 其他：

_______ 

□ 耐病品種 

□ 健康的種苗(子) 

□ 田間衛生 

□ 土壤消毒 

□ 合理施肥 

□ 改善排水 

□ 改善通風 

□ 輪作 

□ 移除殘株 

□ 雜草管理 

□ 採收後移除殘株 

□ 其他：_______ 

□ 套袋 

□ 鋪設覆蓋

物 

□ 有色黏紙 

□ 燈光誘引 

□ 設施/網室 

□ 防蟲網 

□ 人工捕殺 

□ 其他：

_______ 

□ 性費洛

蒙誘引

劑 

□ 交配干

擾劑 

□ 誘蟲器 

□ 其他：

_______ 

請說明： □ 蘇力菌 

□ 液化澱

粉芽孢

桿菌 

□ 木黴菌 

□ 枯草桿

菌 

□ 白殭菌 

□ 其他：

_______ 

 

請說明名

稱及施用

方式： 

請說明名

稱及施用

方式： 

請說明： 

 

（如欄位不足，請自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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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技術成果資料表（技術創新組填寫） 

填寫說明 

1. 請以 12pt 標楷體（中文）、Times New Roman（英文）、固定行高 18 之格式填寫。 

2. 每欄位內容請簡明扼要說明（1000 字以內），詳細資料請於附件提供。 

3. 請聚焦於「參賽技術」，勿羅列參賽團隊「所有成果」。 

4. 如需協助彙整資料，請洽官方 LINE：搜尋好友@940rvuff，或受理單位鄧翠怡助理研究

員電話(02) 2585-1775#32。 

 

一、基本資料 

1. 參賽者：□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體/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體參賽成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所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聯絡人姓名/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聯絡人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聯絡人電子郵件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聯絡人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若參賽技術與試驗改良場所、學研單位合作，請提供聯絡資訊： 

□否  

□是，合作單位名稱與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若為團體參賽，請於「參賽者姓名/單位」列出所有參賽人 

 

二、參賽技術簡介 

成果名稱  

（一） 

技術類型 

（可複選） 

□新技術  □新資材  □新應用策略（舊技術新用途）   

□其他：________ 

（二） 

技術階段 

技術成熟度階段 

□TRL1-4  □TRL5  □TRL6  □TRL7  □TRL8  □TRL9 

技術成熟度說明： 

TRL 4 - 在實際應用環境確定主要關鍵技術的可行性 

TRL 5 - 完成產品原型，並在實驗室等模擬環境檢證性能、機能、效益 

TRL 6 - 在實際應用環境中，檢證產品的性能、機能、效益，並導入成本試算 

TRL 7 - 開始示範、展示產品或技術，並完成最終產品之實際成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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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L 8 - 進入商業化階段，如技轉一家廠商，或已有少量農企業或農民實際使用 

TRL 9 - 達成持續生產，有足以證明產品普及化之數量的最終使用者在使用 

（三） 

成果摘要 

請簡明扼要說明本技術所解決的問題，執行重點與成果（約 500 字）。 

 

 

（三） 

研究方法與成

果之創新性 

1. 請說明與既有技術之差異，如何藉由創新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技

術（包含新技術、新資材，新的應用策略），以解決產業關鍵問題。 

2. 請說明如何整合至既有田間管理模式，並有效提升病蟲害管理效能，

即與原有之管理模式融合度及防治效率提升比率。 

 

（四） 

社群組織 

1. 請說明與本技術相關之出版、發表、推廣、獲獎等情形。 

2. 請說明與本技術相關之跨單位協作情形，及對於推廣本技術之助益。 

 

（五） 

產業應用及經

濟效益 

請說明所研發技術之產業導入應用程度，實際創造之產業價值，技術應用

者收益增加情形（如可降低多少比例田間管理成本）。 

 

 

（六） 

對環境永續之

效益與影響 

請說明： 

1. 化學農藥使用風險減量效益。 

2. 對高毒性高風險農藥之替代效益。 

3. 降低有害生物管理行動對於環境之不利影響程度。 

4. 如何有助於提升政府達成化學農藥使用風險減量、永續農業等施政目

標，例如如何有效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產地導入新技術之門檻等。 

5. 如何有助於實現淨零碳排（包括減少化學農藥與化學肥料、強化植物

保護資材的精準施用等）。 

 

 

（七） 

應用案例 

請說明至少一項實際應用本技術之實際案例，包含：技術應用者、技術應

用概況、已應用技術多久時間、應用場域及其規模、應用成效，及所獲得

的反饋，並請提供此案例技術應用者之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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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賽技術 

主要經費來源 

1. 投入於參賽技術之研發與推廣經費約_______元。 

2. 前述經費中，_______%來自公部門。 

 
三、附件資料 

1. 過去 5 年與參賽技術相關之研究報告或出版品、得獎證明文件、專利證明、技轉資料

等。研究出版品請依《植物醫學期刊》徵件格式列點說明。請依重要性及代表性篩選項

成果，詳細資料請於附件提供。 

2. 各試驗改良場所、學校相關科系及相關學會推薦函。 

3. 其他有利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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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行銷推廣成果資料表（行銷推廣組填寫） 

填寫說明 

1. 請以 12pt 標楷體（中文）、Times New Roman（英文）、固定行高 18 之格式填寫。 

2. 每欄位內容請簡明扼要說明（1000 字以內），詳細資料請於附件提供。 

3. 申請資料與附件均請明確標示與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之關連性。 

4. 如需協助彙整資料，請洽官方 LINE：搜尋好友@940rvuff，或受理單位鄧翠怡助理研究

員電話(02) 2585-1775#32。 

 

一、基本資料 

1. 參賽者：□個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團體/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體參賽成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所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聯絡人姓名/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聯絡人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聯絡人電子郵件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聯絡人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若與試驗改良場所、學研單位合作推廣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請提供聯絡資訊： 

□否  

□是，合作單位名稱與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行銷推廣成果簡介 

參賽者簡介 

請扼要說明參賽者主要業務項目，及其與行銷推廣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

理之關連性（500 字以內） 

 

 

 

 

 

 

主要應用 

推廣策略 

（請勾選「主要」

策略，至多 3 項） 

□ 辦理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之輔導培訓課程 

□ 辦理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之田間現場示範 

□ 擔任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之輔導顧問 

□ 出版或推廣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之相關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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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應用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之農產品 

□ 行銷推廣應用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之農產品 

□ 其他：＿＿＿＿＿＿＿＿＿ 

（一） 

成果摘要 

請簡明扼要說明主要採取的病蟲害整合管理之行銷推廣策略、目標對象、

成果及效益。 

 

 

 

 

 

 

（二） 

人力知識 

（基本認知與

資訊來源） 

1. 請扼要說明，對於參賽者而言，什麼是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 

2. 請說明參賽者從哪些管道建立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相關知識。 

3. 請簡介參賽者曾辦理過行銷推廣成果與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之關

連性，或所辦理過的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之行銷推廣活動。 

4. 是否聘用儲備植物醫師/植物診療師協助推廣輔導作物有害生物整合

管理，請提供其單位、姓名。 

 

 

 

 

 

 

（三） 

社會效益 

（推廣策略與

對目標對象造

成的改變） 

1. 請說明運用哪些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之推廣行銷策略，例如：講習

會、文宣品、網站、展覽、食農教育活動等（詳細資訊請以附件提供）。 

2. 請說明透過行銷推廣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概念，對於目標對象（農

友、通路、消費者等），對於其認知、認同，及行為之改變程度，請

以案例介紹、問卷調查結果等方式提供佐證（問卷範例請參考附件 4-

1）。 

3. 請說明如何透過強化組織內部合作、跨單位協助，以提升行銷推廣之

效率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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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濟效益 

1. 請說明參賽者推廣、輔導 IPM 之產業成效，例如協助建立品牌、擴

大通路、提升產品品質、提高售價等。 

2. 若參賽者透過採購應用 IPM 方法之農產品，形成生產端導入此管理

方法之誘因，請說明目前採購規模與成效。 

3. 請說明參賽者輔導、推廣 IPM 概念後，對於通路、消費端願意採購

運用 IPM 產品之成效。 

 

 

 

 

 

（五） 

對環境永續之

效益與影響 

透過參賽者（團體）輔導推廣 IPM 後，所產生之環境效益，例如： 

1. 協作農友達成多少比例之化學農藥風險減量。 

2. 擴大 IPM 模式之應用面積。 

3. 降低對於環境之不利影響並建立生物（如猛禽、石虎等）友善環境。 

4. 透過與政府單位協作，導入 IPM 技術，提升相關單位擴大永續農業

應用面積。 

 

 

 

 

 

（六） 

應用案例 

請說明至少一項實際行銷推廣 IPM 方法之案例，例如：目標對象、推廣

情形、推廣成效等。 

 

 

 

 

 

（七） 

推廣 IPM 

主要經費來源 

1. 近 2 年投入於 IPM 行銷推廣經費約_______元。 

2. 前述經費中，_______%來自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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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獎後 IPM 行銷推廣活動規劃 

為強化行銷推廣，行銷推廣組得獎者需於獲獎後 2 年內辦理至少 2 場次 IPM 行銷推

廣活動，請概述活動辦理規劃。 

 

 

四、 行銷推廣成果自評表 

面向 評估指標 指標說明 得分 

人力知識 

15 分 

1. 組 織 成 員 對 於

IPM 原理認知程

度 

評估參賽者組織內成員對 IPM 的基本

概念和實際應用理解深度，例如組織內

有多少成員參加過 IPM 相關的培訓或

課程、是否能清楚解釋 IPM 的核心概念

等。 

 

2. 組織成員積極進

修、資訊獲取管道

多元性及可靠度 

評估參賽者從不同來源學習和獲取

IPM 相關資訊的多樣性及可靠性，例如

組織成員獲取 IPM 資訊的管道類型、

（不）定期參加相關的進修活動或會議

等。 

3. 充分利用公部門

和私部門的專業

知識 

評估參賽者是否善用來自公部門和私

部門的 IPM 技術與知識，例如聘用儲備

植物醫師/植物診療師提供輔導服務，並

將其融入推廣活動中。 

4. 推廣內容與 IPM

之直接相關程度 

評估參賽者的行銷推廣活動與 IPM 的

關聯性，包含推廣活動的應用比重、是

否傳達 IPM 對有害生物的實際效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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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估指標 指標說明 得分 

標受眾對推廣內容的理解和接受度（可

透過數據或案例評估）。 

社會效益 

45 分 

5. 運用多元且有效

之方式推廣 IPM

概念：講習會、文

宣品、網站、APP、

食農活動等 

評估參賽者是否使用多種行銷渠道和

工具，以推廣 IPM 概念，例如推廣工具

類型、各推廣工具的範圍與覆蓋率、推

廣成效。 

6. 透過主動行銷推

廣，提升目標對象

（農友、通路、消

費者等）對於 IPM

認識 

評估參賽者在推廣 IPM 過程中的主動

性，不依賴外部推動，主動引導農友、

通路商和消費者對 IPM 的關注和理解，

針對不同目標群體進行差異化推廣，並

獲得成效。 

 

7. 透過行銷推廣，提

升目標對象（農

友、通路、消費者

等）對於 IPM 之認

同，並促成行為改

變 

評估參賽者採用的 IPM 推廣策略對於

目標對象之認知或行為改變的比例，如

農戶施用化學農藥減少的比例，或消費

者對 IPM 產品的購買意願變化。 

8. 藉由組織內、外部

單位協作，有效執

行 IPM 行銷推廣：

資訊交流、執行、

合作推廣等 

評估參賽者進行 IPM 行銷推廣時，參與

合作單位的數量與類型、協作推廣活動

的次數和範圍，與其對 IPM 推廣的影響

力。 

經濟效益 

15 分 

9. 推廣輔導活動之

產業效益 

評估參賽者在推廣和輔導 IPM 過程中，

對於產業的具體成效，例如協助生產者

建立品牌、擴展銷售通路、提升產品品

質或價格。 

 
10. 採購或推廣 IPM

農產品之程度 

評估參賽者是否透過推廣或採購 IPM

農產品，形成生產者導入此管理方法的

誘因，例如採購應用 IPM 農產品的規模

和範圍、推動生產端導入 IPM 技術的具

體數據等。 

11. 提升消費端選購

IPM 農產品之程

度 

評估參賽者推廣 IPM 技術後，消費端對

IPM 農產品的接受度和選購意願是否

提高，可提供銷售數據、消費者回饋等

佐證。 

環境效益 

25 分 

12. 化學農藥風險減

量效益 

評估參賽者輔導 IPM 後，對化學農藥使

用風險減少的成效，例如參賽者輔導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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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估指標 指標說明 得分 

友後，化學農藥使用量或施藥頻率減少

的比例、高用量高風險農藥的減量比

例，導入低風險替代方案的應用成效。 

13. 降低有害生物管

理活動對環境的

不利影響程度 

評估參賽者如何透過更友善環境的管

理方式，減少對土壤、水源、生態系統

的負面影響，並促進生物多樣性，例如

促進生物多樣性或保護特定物種的案

例或數據。 

14. 擴大導入 IPM 方

法之耕作面積 

評估參賽者推廣多少耕地導入 IPM 技

術，例如導入 IPM 技術的耕作面積增長

比例、參與 IPM 技術導入的農戶數量或

農業單位增加情形。 

15. 提升政府施政

效能 

評估參賽者與政府單位合作推廣 IPM

技術後，對於政府施政效能的提升效

果，例如增加友善環境植保資材使用比

例、申請產銷履歷升級版（TGAP PLUS）

等。 

總分（滿分 100 分） _____分 

 

 

五、附件資料 

1. 請條列過去 2 年與 IPM 相關之行銷推廣活動證明資料，如：推廣活動成果報告、農民輔

導成果、文宣品等，請依辦理時間、主題、參與人數等資訊條列說明，並視重要性及代

表性篩選代表案例，詳細資料請於附件提供。 

2. 相關得獎證明文件。 

3. 過去 2 年採購或行銷 IPM 農產品之證明文件。 

4. 各試驗改良場所、地方縣市政府及農會等之推薦函。 

5. 其他有利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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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第四屆永續善農獎 IPM Award 參賽者行銷推廣效益評估問卷 

（行銷推廣組參考） 

 
本問卷旨在評估__________（參賽者名稱，以下以 OOO 代替）於 112 年至 113 年期間，

關於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IPM）行銷推廣的成效。本問卷約需 5 分鐘填寫，請根據您

真實的感受與經驗，分享您的寶貴見解！ 

 

一、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姓名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您的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問您屬於以下哪一類別？ 

 生產者（農友、生產合作社、農企業等）（請填答二、生產端） 

 通路端（超市等）（請填答三、通路端） 

 消費者（請填答四、消費端） 

 

二、 生產端 

1. 請問您的生產面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頃 

2. 請問您是否具有下列標章？□有機 □有機轉型期 □產銷履歷 □產銷履歷升級版（TGAP 

PLUS）□農糧產品溯源 □綠色保育 □其他 

3. 請勾選相對應欄位 

 完全沒有 較少 一般 經常 
非常頻繁

/非常多 

 1 2 3 4 5 

(1) 您是否參加過由 OOO 舉辦的 IPM 輔

導培訓課程？ 
□ □ □ □ □ 

(2) 您是否參加過由 OOO 舉辦的 IPM 田

間現場示範？ 
□ □ □ □ □ 

(3) 您是否使用過 OOO 提供的 IPM 輔導

和教育資源？ 
□ □ □ □ □ 

(4) 您是否閱讀過 OOO 出版或推廣的

IPM 相關文宣品？ 
□ □ □ □ □ 

(5) 接觸 OOO 後，您對 IPM 的認知是否

有所提升？ 
□ □ □ □ □ 

(6) 接觸 OOO 後，您對 IPM 的認同感是

否加深？ 
□ □ □ □ □ 

(7) 接觸 OOO 後，您是否選擇導入或改

善了 IPM 相關做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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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 較少 一般 經常 
非常頻繁

/非常多 

 1 2 3 4 5 

(8) 未來您是否計劃減少使用化學農

藥？ 
□ □ □ □ □ 

(9) 未來您是否計劃擴大 IPM 模式的應

用面積？ 
□ □ □ □ □ 

(10) 透過與 OOO 合作，目前您已營造有

利於生物多樣性之環境？  
□ □ □ □ □ 

 

4. 請問 OOO 對於您於田間管理導入 IPM 提供哪些協助？（若未提供協助，請答無） 

 

三、 通路端 

1. 請勾選相對應欄位。 

 完全沒有/ 

非常不滿意 

較少/ 

不滿意 

一般/ 

可能 

經常/ 

滿意 

非常頻繁/ 

非常滿意 

 1 2 3 4 5 

(1) 您是否參加過 OOO 舉辦的 IPM 講

習會或其他課程？ 
□ □ □ □ □ 

(2) 您是否參加過 OOO 舉辦的 IPM 相

關展覽或推廣活動？ 
□ □ □ □ □ 

(3) 您是否閱讀並協助廣發 OOO 出版

或推廣的 IPM 相關文宣品？ 
□ □ □ □ □ 

(4) 您如何評價 OOO 推薦的 IPM 產品

在市場上的銷售表現？ 
□ □ □ □ □ 

(5) 您認為 OOO 對 IPM 產品在市場上

的可見度有多大影響？ 
□ □ □ □ □ 

(6) 未來您是否計劃持續採購 IPM 產

品？ 
□ □ □ □ □ 

(7) 您對 IPM 產品的信心程度如何？ □ □ □ □ □ 

(8) 您是否願意為 IPM 製作文宣品？ □ □ □ □ □ 

(9) 您是否願意為 IPM 製品設置專門

的販售區域？ 
□ □ □ □ □ 

(10) 您如何評價 OOO 在「IPM 相關行

銷或推廣」方面對通路端的助益？ 
□ □ □ □ □ 

 

2. 請問 OOO 對於您於通路銷售販售或推廣 IPM 商品，提供哪些協助？（若未提供協助，

請答無） 

 

四、 消費端 

1. 請問您平均每個月購買________元 IPM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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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勾選相對應欄位。 

 完全沒有/

從未 

較少/ 

偶而 

一般/ 

有時 

明顯/ 

經常 

極大影響

/總是 

 1 2 3 4 5 

(1) 您閱讀過OOO出版或推廣的 IPM相

關文宣品的頻率是？ 
□ □ □ □ □ 

(2) 您參加過 OOO 舉辦的 IPM 相關活

動的頻率是？） 
□ □ □ □ □ 

(3) 接觸 OOO 後，您對 IPM 相關知識的

了解程度是？ 
□ □ □ □ □ 

(4) OOO 的 IPM 推廣方式（如包裝、行

銷活動等）對您的吸引力程度如何？ 
□ □ □ □ □ 

(5) 您認為 OOO 提供的 IPM 資訊是否

充足且易懂？ 
□ □ □ □ □ 

(6) 接觸 OOO 後，您對 IPM 產品的信任

程度提升了多少？ 
□ □ □ □ □ 

(7) 您透過 OOO 採購 IPM 產品的頻率

是？ 
□ □ □ □ □ 

(8) 您未來購買 IPM 產品的意願是？ □ □ □ □ □ 

(9) 您是否會推薦親友購買 IPM 產品？ □ □ □ □ □ 

(10) 總體而言，您如何評價 OOO 在

「IPM 行銷推廣」對於消費者的助益 
□ □ □ □ □ 

 

3. 請問 OOO 如何促進您選購 IPM 產品？（若不具影響力，請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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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農業親善大使同意書 

本人（團隊/單位）參與「第 4 屆永續善農獎 IPM Award 選拔表揚計畫」競賽，

並獲頒傑出獎項，同意於頒獎典禮後 2 年內，擔任農業部之農業親善大使，並於

擔任期間擇期配合 2 場次以上示範觀摩會，協助主管機關推動國內作物有害生

物整合管理方法之操作與應用，以期帶動周邊農民及社區，持續投入友善環境之

耕作方法。 

 

 

 

（獲獎者為自然人）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或 

（獲獎者為法人） 

立同意書人：（法人名稱）              簽章（法人印章） 

代表人： 

公司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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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現場操作組—審查評分表 

※ 評估分為 4 面向、27 項指標，請參考評估指標，分為 4 面向予以評分。 

審查日期：114 年         月         日 

審查對象：                   

審查作物：                   

評審委員簽章：                   

 

面

向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指標說明 得分 

一 

、 

人 

力 

知 

識 

 

45

分 

（一）  

害物鑑別 

1. 參賽者具備分辨關

鍵有害生物種類的

能力 

可辨識關鍵有害生物種類，能夠

準確區分不同的病蟲草害，並在

防治過程中針對性地採取適當的

措施。 

 

2. 參賽者有自主監測

田間害物的作為與

能力 

說明田間管理中使用的監測工

具、方法，與如何將這些監測數據

應用於防治決策，例如提供田間

監測紀錄、照片等。 

（二）  

害物認知 

3. 參賽者了解有害生

物發生時機及其傳

播方式 

說明如何根據有害生物的生活習

性、氣候條件和田間環境，採取預

防措施與防治規劃，例如提供相

關課程證書或紀錄。 

（三）  

防治原理 

認知 

4. 參賽者了解該作物

於 IPM 操作應包含

的項目 

了解 IPM 核心精神在於利用整合

防治方法管理有害生物，例如採

用健康種苗、田間衛生管理、監測

等 IPM 重要操作面向，例如提供

相關課程證書或紀錄、防治計畫。 

5. 參賽者能夠根據有

害生物的危害情形，

正確操作相應的

IPM 防治方法 

根據有害生物的實際危害情形，

合適、正確地選擇和應用 IPM 方

法，並有效控制有害生物的影響，

例如提供防治紀錄。 

6. 參賽者瞭解 IPM 防

治方法的原理及效

益 

清楚了解 IPM 的核心原理，如生

態系統平衡、預防為主、多元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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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指標說明 得分 

手段等，並可解釋 IPM 方法中各

個步驟的作用。 

（四）  

防治決策 

與操作 

7. 參賽者會參考天氣

預測、田間有害生物

監測、病蟲害預警等

資訊，來決定採取何

種防治措施 

提供氣象數據紀錄與防治計畫」

監測報告等具體案例，說明如何

根據天氣預測，調整施藥或防治

操作的時間，避免天氣不利因素。 

8. 參賽者有進行有害

生物源頭管理並採

取預防性防治措施 

提供有害生物源頭管理的具體計

畫、操作流程及數據紀錄。 

9. 參賽者能分辨化學

農藥的毒性分類，並

能分辨化學農藥與

生物性防治資材之

差異 

可根據有害生物特性、作物需求

及環境條件，合理使用化學農藥

和生物性防治資材，提供相關課

程上課證書、說明採取不同防治

資材的原因。 

10. 參賽者在施用防治

資材時有穿戴適合

之防護裝備 

防護裝備穿戴照片或紀錄，展示

其在施用過程中的安全防護措

施，或相關培訓或講習證書或參

與紀錄。 

二 

、 

社 

群 

組 

織 

 

10

分 

（一）  

資訊來源 

11. 參賽者執行 IPM 操

作前，會向專業人員

諮詢 

是否有從正確的管道取得整合防

治相關資訊，例如向試驗改良場

所、儲備植物醫師/植物診療師等

諮詢。 

 

12. 參賽者會利用不同

管道自主學習，取得

IPM 操作方法及防

治資材 

例如參與 IPM 相關觀摩會、培訓，

與閱讀技術手冊等，提供參加培

訓課程的證書、參與研討會的報

告或學習筆記等佐證資料。 

（二）  

組織參與 

13. 參賽者有參與為共

同執行防治而建立

的組織 

例如參與農會、產銷班、合作社等

農民團體之 IPM 相關課程或防治

活動，說明知識分享紀錄、組織內

角色描述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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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指標說明 得分 

14. 該組織中，農民的資

訊交流程度 

定期舉行會議、討論會或線上交

流，以分享病蟲害防治經驗和

IPM 技術，提供交流照片、紀錄

等佐證資料。 

（三）  

共同防治 

15. 參賽者為了防治有

害生物，會與其他農

民共同協作 

說明如何與其他農民在病蟲草害

的監測、防治措施的執行、防治資

材的選擇等方面協作，提供共同

防治流程、防治紀錄等佐證資料

或照片。 

三 

、
經 

濟 

效 

益 

 

15

分 

（一）  

防治紀錄 

16. 參賽者有詳實記錄

藥種類、施用頻率、

購買價格及其他防

治資材等操作 IPM

防治方法的成本 

施用紀錄與日誌、成本明細表、成

稟效益評估等相關紀錄或佐證資

料的完整度。 

 

（二）  

經濟效益 

評估 

17. 參賽者有農產品總

收入、淨收益等紀錄 

持續進行收入和收益分析，並將

這些數據應用於未來的生產決策

中。收入收益報告、淨收益計算紀

錄、成本與收益分析報告之資料

完整度。 

18. 參賽者有針對有害

生物造成的經濟損

失進行評估與記錄 

提供如病蟲害發生時的照片、監

測報告、經濟損失評估等參考資

料。 

四 

、
環 

境 

效 

益 

 

30

分 

（一）  

植物保護

資材使用 

（請自編

號 19-26，

擇優選擇

6 項評等

並整合評

分） 

19. 參賽者優先採用非

化學性防治資材，若

非必要，盡量不使用

化學農藥進行防治 

優先選擇天然資材、免登資材等

友善環境的防治方法，提供防治

資材施用紀錄、說明防治策略等

佐證資料。 

 
20. 參賽者正確診斷不

同有害生物，評估並

選用合適的防治手

段 

評估有害生物對作物的實際威

脅，並根據其發生規模、發展階段

及對作物的影響，確定防治的必

要性並選擇合適的防治手段，提

供監測與用藥紀錄、防治案例作

為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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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指標說明 得分 

21. 參賽者優先選用低

毒性藥劑進行防治，

提升使用者與環境

安全 

具備不同藥劑毒性之認知，並優

先選用低毒性藥劑，提供相關培

訓課程證書、用藥紀錄等佐證資

料。 

22. 參賽者在選用資材

時，充分評估對有益

生物之影響 

具備相關概念，並在施藥前考量

對天敵、蜜蜂及授粉昆蟲、水生生

物等有益生物之影響，提供保護

措施佐證照片、用藥紀錄、環境監

測紀錄等佐證資料。 

23. 參賽者以輪用多種

藥劑來進行抗藥性

管理 

具備不同藥劑機制與抗藥性管理

之概念，提供相關培訓課程證書、

筆記、用藥紀錄等佐證資料。 

24. 參賽者落實精準使

用資材，並以正確方

式操作 

例如使用合適的施藥器械、剔除

相同機制的資材等，提供噴藥器

械照片、施藥流程、施藥效果紀錄

等佐證資料。 

25. 參賽者落實營造優

良農作環境 

施用資材時，充分評估水源污染、

土壤汙染等風險。 

26. 參賽者降低環境污

染風險，善盡友善環

境之個人責任等 

例如以正確方式存放資材，並落

實空瓶回收，確實避免影響環境，

例如提供存放照片作為參考資

料。 

（二）  

永續農業 

27. 參賽者妥善處理廢

棄物，善盡友善環境

之個人責任等 

針對農業生產剩餘資材及藥劑廢

棄物進行妥善處置，並將殘株回

田利用，作為敷蓋材料，改善栽培

環境，善盡物質循環利用責任。 

                                           總分 =         

 

評分說明：針對上述評估指標觀察重點，簡述其得分重要依據，與建議精進措施（約 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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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技術創新組—審查評分表 

※ 評估分為 4 面向、15 項指標，請參考評估指標，分為 4 面向予以評分。 

基本資料 

審查日期：114 年         月         日 

審查對象：                          

評審委員簽章：                        

面向 評估指標 指標說明 得分 

研究創新 

45 分 

1. 研發重點與 IPM 之相

關性 

參賽技術需針對具體病蟲草害問

題，並符合整合管理的原則。 

 

2. 研究方法或研發成果

之創新性 

評估參賽技術的創新程度，包含

在新資材、新方法或新策略上的

突破，並與既有方法有所區別。 

3. 研發成果對於解決產

業關鍵問題之重要性 

具體說明產業關鍵問題為何，與

參賽技術對前述問題的解決方

法、解決成效。技術應有效應對

田間挑戰，並提升生產效能或減

少化學農藥的依賴。 

4. 研發成果整合運用至

田間管理模式之程度 

評估參賽技術在既有田間管理模

式中的應用性，需可與 IPM 模式

整合，並提升管理效率。 

5. 研發成果對於提升

IPM 效能之助益 

評估參賽技術對有害生物管理防

治效率提升比率，需展示具體數

據，並對照既有管理方法。 

社群組織 

10 分 

6. 研發成果之出版、發

表、推廣、獲獎等情

形 

評估參賽技術研發成果的公開與

推廣情況，包括出版、發表及獲

獎等，反映技術的影響力。 
 

7. 研發成果藉由跨單位

協作之推廣程度 

評估參賽技術如何透過不同合作

夥伴的協助，提升推廣範圍及應

用效果。 

經濟效益 

20 分 

8. 研發成果之產業普及

度 

參賽技術是否已被多數企業或農

戶採用，並具備一定的普及率。 

 
9. 研發成果實際創造之

產業價值 

評估參賽技術對產業的實際貢

獻，包括提升生產效能、降低成

本或促進外銷出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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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研發成果應用者之收

益增加比率 

參賽技術使用者的經濟收益提升

情況，例如降低田間管理成本、

提高售價，或提升產量等數據。 

環境效益 

25 分 

11. 研發成果對降低化學

農藥使用風險之效益 

評估參賽技術減少化學農藥使用

風險之具體成效，例如降低使用

頻率、減少用量、促進安全資材

替代、減少化學農藥殘留，降低

對環境或人體的影響等。 

 

12. 研發成果對高毒性高

風險農藥之替代效益 

評估參賽技術取代高毒性、高風

險農藥上的效果，包含替代項目、

替代用量等。 

13. 降低有害生物管理措

施對環境產生不利影

響之程度 

評估參賽技術如何減少對土壤、

水源和生物多樣性等環境因素的

不利影響，與減少的程度。 

14. 研發成果對達成永續

農業等施政目標之助

益 

評估參賽技術對於提升農業經營

效率、降低產地落實化學農藥風

險減量之成效，促進永續農業發

展。 

15. 研發成果符合淨零碳

排指標之趨勢 

評估參賽技術對於減少碳排放的

貢獻，例如提高精準施用化學農

藥與化學肥料，進而降低化學防

治資材使用量；優化土壤管理，

減少農業活動的土壤碳損耗等。 

 

總分（滿分 100 分） _____分 

自主研發 

加分 0-10 分 

自行投入資源研發 IPM 創

新技術 

 
_____分 

                                       總分（滿分 110 分） =  

評分說明：針對上述評估指標觀察重點，簡述其得分重要依據，與建議精進措施

（500 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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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行銷推廣組—審查評分表 

※ 評估分為 4 面向、15 項指標，請參考評估指標，分為 4 面向予以評分。 

基本資料 

審查日期：114 年         月         日 

審查對象：                          

評審委員簽章：                        

面向 評估指標 指標說明 得分 

人力知識 

15 分 

1. 組織成員對於 IPM

原理認知程度 

評估參賽者組織內成員對 IPM的基本

概念和實際應用理解深度，例如組織

內有多少成員參加過 IPM相關的培訓

或課程、是否能清楚解釋 IPM 的核心

概念等。 

 

2. 組織成員積極進

修、資訊獲取管道

多元性及可靠度 

評估參賽者從不同來源學習和獲取

IPM 相關資訊的多樣性及可靠性，例

如組織成員獲取 IPM 資訊的管道類

型、（不）定期參加相關的進修活動或

會議等。 

3. 充分利用公部門和

私部門的專業知識 

評估參賽者是否善用來自公部門和私

部門的 IPM 技術與知識，例如聘用儲

備植物醫師/植物診療師提供輔導服

務，並將其融入推廣活動中。 

4. 推廣內容與 IPM 之

直接相關程度 

評估參賽者的行銷推廣活動與 IPM 的

關聯性，包含推廣活動的應用比重、

是否傳達 IPM對有害生物管理的實際

效益，目標受眾對推廣內容的理解和

接受度（可透過數據或案例評估）。 

社會效益 

45 分 

5. 運用多元且有效之

方式推廣 IPM 概

念：講習會、文宣

品、網站、APP、食

農活動等 

評估參賽者是否使用多種行銷渠道和

工具，以推廣 IPM 概念，例如推廣工

具類型、各推廣工具的範圍與覆蓋率、

推廣成效。 

6. 透過主動行銷推

廣，提升目標對象

（農友、通路、消費

評估參賽者在推廣 IPM過程中的主動

性，不依賴外部推動，主動引導農友、

通路商和消費者對 IPM 的關注和理

 



39 

 

者等）對於 IPM 的

認識 

解，針對不同目標群體進行差異化推

廣，並獲得成效。 

7. 透過行銷推廣，提

升目標對象（農友、

通路、消費者等）對

於 IPM 之認同，並

促成行為改變 

評估參賽者採用的 IPM推廣策略對於

目標對象之認知或行為改變的比例，

如農戶施用化學農藥減少的比例，或

消費者對 IPM 產品的購買意願變化。 

8. 藉由組織內、外部

單位協作，有效執

行 IPM 行銷推廣：

資訊交流、執行、合

作推廣等 

評估參賽者進行 IPM 行銷推廣時，參

與合作單位的數量與類型、協作推廣

活動的次數和範圍，與其對 IPM 推廣

的影響力。 

經濟效益 

15 分 

9. 推廣輔導活動之產

業效益 

評估參賽者在推廣和輔導 IPM 過程

中，對於產業的具體成效，例如協助

生產者建立品牌、擴展銷售通路、提

升產品品質或價格。 

 
10. 採購或推廣 IPM 農

產品之程度 

評估參賽者是否透過推廣或採購 IPM

農產品，形成生產者導入此管理方法

的誘因，例如採購應用 IPM 農產品的

規模和範圍、推動生產端導入 IPM 技

術的具體數據等。 

11. 提升消費端選購

IPM 農產品之程度 

評估參賽者推廣 IPM 技術後，消費端

對 IPM 農產品的接受度和選購意願是

否提高，可提供銷售數據、消費者回

饋等佐證。 

環境效益 

25 分 

12. 化學農藥風險減量

效益 

評估參賽者輔導 IPM 後，對化學農藥

使用風險減少的成效，例如參賽者輔

導農友後，化學農藥使用量或施藥頻

率減少的比例、高用量高風險農藥的

減量比例，導入低風險替代方案的應

用成效。 

 
13. 降低有害生物管理

活動對環境的不利

影響程度 

評估參賽者如何透過更友善環境的管

理方式，減少對土壤、水源、生態系統

的負面影響，並促進生物多樣性，例

如促進生物多樣性或保護特定物種的

案例或數據。 

14. 擴大導入 IPM 方法

之耕作面積 

評估參賽者推廣多少耕地導入 IPM 技

術，例如導入 IPM 技術的耕作面積增

長比例、參與 IPM 技術導入的農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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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農業單位增加情形。 

15. 提升政府施政效

能 

評估參賽者與政府單位合作推廣 IPM

技術後，對於政府施政效能的提升效

果，例如增加友善環境植保資材使用

比例、申請產銷履歷升級版（TGAP 

PLUS）等。 

總分（滿分 100 分） _____分 

自主推廣 

加分 0-10 分 

1. 自行投入資源行銷

推廣 IPM 

2. 未來長期 IPM 行銷

推廣策略 

 _____分 

 

                                    總分（滿分 110 分） = 

評分說明：針對上述評估指標觀察重點，簡述其得分重要依據，與建議精進措施（500 字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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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推薦函 

推薦人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單位  電子郵件  

職稱  通訊地址  

被推薦人姓名  

報名組別 □現場操作組    □技術創新組    □行銷推廣組 

 

推薦理由 

請參考下列撰寫方向： 

1. 請說明與被推薦人的合作、輔導等關係。 

2. 請說明具體貢獻與成就： 

(1) 符合評選標準：請參考附件 6（現場操作組）、附件 7（技術創新組）、附件 8（行銷

推廣組）之審查評分表，說明報名者在人力知識/研究創新、社群組織/社會效益、經

濟效益、環境效益之突出表現。 

(2) 具體成果：請說明報名者在作物有害生物整合管理（IPM）中的突出貢獻，並描述參

賽者在現場操作、技術創新或行銷推廣中的具體成果，如成功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風

險，或提升消費者對於 IPM 的採購意願數據或案例。 

3. 持續推廣與影響力：請評估報名者未來在 IPM 領域之發展潛力，並敘明原因。 

 

 

 

推薦人簽名：  （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