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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似箭，轉瞬之間又是一年，本基金

會自成立以來，已進入第二十二個年頭。

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曾因銀行利息降低，

而使年度收入預算十分拮据，不得不設法

開源節流，並改變工作方式，仍能按照原

有計畫目標發展下去。首先應該感謝董事

會的支持和工作同仁的努力。

民國九十五年仍舊是我們忙碌的一年：

在農業科技方面，我們補助了十一項研究

計畫，並已公開發表了研究成果；在社會公益方面，則因限於經費，但也能在

偏遠地區，協助弱勢團體的醫療及生活上的改進。在這本報告中都有詳細的記

敘，在此不再贅言。

所謂工作方法的改型，主要是自民國八十九年開始，本會自行選擇主題，由

農業科技及社會公益兩組同仁通力合作，先後完成了兩個研討會及十四個專案

小組的研究工作，均已出刊了研究報告，其中專案小組多以農業產業為主題，

諸為香蕉、稻米、柑桔、花卉、毛豬及香精植物等，都是以產銷為研究主軸，

並考察國外先進的做法，已得到若干立竿見影的效果。

台灣稻米外銷日本，是本會稻米小組努力的成果，不但得到日本農林水產

省、厚生省及外務省的同意，並且對稻米農藥及重金屬殘留檢驗的能力也得到

國際上的認證，打開稻米外銷之門，現已由政府有關單位陸續辦理。其他為香

蕉生產，引進澳洲寬窄行種植方法，已在南台灣大面積實施；柑桔生產方法則

參照日本輔導政策，由政府編列年度預算，協助農民改進柑桔生產；在花卉方

面，則已拓展蝴蝶蘭外銷美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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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都是本會成立各項專案小組的直接成果，另有兩項研究項目：則是

「土壤微生物利用」及「平地造林樹種研究」，在報告出刊後，已成為大專院校

有關科系的指定參考書籍，確能在教育上發揮功能，這是本會始料所未及的。

但如整體檢討本會各個專業小組，則會發現仍有許多項目，雖已出版內容豐

富的研究報告，對產業發展上並未發生任何作用，諸如「農產品低溫物流」、

「毛豬產銷」、「台糖小組」及「植物香精」等。本會有鑑於此，乃自民國九十

五年開始，策劃推行實際的調查及規劃工作。

目前著手進行的計有四項計畫：「冷鮮蔬菜及漁產品低溫物流系統規劃」、

「肉品工業發展規劃─大型肉牛繁殖肥育及屠宰加工計畫、專業區養豬經營模式

之規劃」、「糖業合作生產之規劃」及「台灣香精產業推廣發展之規劃」。就本

會而言，這是另一次的工作型態的改變，企望仍能藉由專家的協助，針對農業

上現階段的需求，進行永續農業的規劃，在初期仍以個別產業為切入點，汲取

經驗，建立基礎，再逐步接受外界委託，作為專家與投資者間的媒介，希望能

實際有益於農業的長期發展。

本會多年來，得到各界專家的鼎力協助及台北市　公農田水利會的支援，方

能有些許成果提供於農業及社會，今後更是任重道遠，也更需要各界的支持與

協助，在此，僅代表本會致最大的敬意與謝意。

董事長



本基金會成立已逾21年，在董事長暨全

體董事、監察人、顧問督導下，排除基金

孳息收入減少的困境，全體工作同仁兢兢

業業努力於農業科技研究推展及促進社會

公益文化慈善事業，發揚我　公先賢造福

桑梓的精神，年來的成果相當豐碩，頗獲

各界的好評。

定期的第六屆第四次及第五次董事暨監

察人會議分別於95年3月24日與11月9日召

開，先後通過94年業務成果報告及94年業務決算，以及96度業務計畫及預算，

供作今年本基金會會務依據。

本基金會95年度業務，仍以有限的財力及人力，秉承原有宗旨，推行預定計

畫並達成目標。在農業科技研究計畫已獲得結果成效有13項，研究計畫包括紅

豆基因轉殖研究與教學應用、香草於美白抗老化之化妝品開發、健康林苗制度

建立與推廣、台灣新特色紅茶之研製、有機蔬菜養液栽培技術之研究、蓮子剝

殼機之研製、蘆筍老根盤處理機具之研製、台灣瓜果活性成份研究與應用、柳

橙長期貯藏方法之研發、農田水利會轄區風力潛勢分析及其在枯水期進行地下

水抽取以輔助水資源調配之評估、氣象因子對寄接梨蜜症之發生與預防對策、

圖控式語言在農業設施環境管理的應用例研究等項目。「國際農業科技新知」

季刊，仍按期發行，至年底已出刊32期，其內容新穎豐富而頗為好評。另外95

年度專案計畫進行「台北近郊地區農田土壤改善之研究(第二年)」、「提昇台灣

水果外銷競爭力先驅計畫」、「台東縣池上鄉加強好米外銷計畫」、「香精樹種

育苗繁殖技術之探討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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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公益方面總計完成31項計畫，包括捐送喜樂保育院「復康巴士」、濟助

台北市社子地區罹患腦瘤病童醫療急難救助、恆春大地震災後救援工作及協辦

2006台灣國際分子真菌研討會、編印「台灣柑桔產銷改進研究報告」、「稻米外

銷生產先驅計畫研究報告」等，並幫助青年學子教育工作、照顧偏遠地區弱勢

團體、對各地育幼院、老人院提供適當協助。

我國從91年1月1日起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國，必須履行入會

承諾，逐年調降農產品關稅，並取消部分農產品之限制進口措施，同時要削減

農業補貼，並自94年起則全面開放各項農產品進口，對我國農業將有一定程度

的衝擊。本基金會自89年起，在葛董事長的先知卓見領導之下，至今年止共計

進行13項專題研究計畫及先驅計畫，研究的領域包括「農漁產品收穫後處理」、

「香蕉」、「柑桔」及「養豬」產銷改進、「外銷花卉」、「良質米外銷」、「土

壤微生物」、「台糖農業綜合發展」、「平地造林」、「香精植物」、「台灣漁

業」、「稻米外銷生產先驅計畫」及「外銷蔬果檢驗及檢疫」等等。為落實各項

專題研究成果，除進行相關先驅計畫外，本基金會將推動多項促進農業發展之

規劃研究，聘請專家辦理初步調查、規劃及評估等工作，期能發揮研究功效，

逐步進行「冷鮮蔬菜及漁產品低溫物流系統規劃」、「台灣香精產業推廣發展之

規劃」、「肉品工業發展規劃」及「糖業合作生產之規劃」。

今後，本基金會仍秉承「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　公精神，克服基金

孳息收入遽減及有限人力的困境，繼續為農業科技研究發展及社會公益的促進

推動而努力，祈望社會各界多予指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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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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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00,000

35,700,000

200,000

600,000

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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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79,627

37,145,746

86

609,850

3,200,000

12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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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00,000

15,680,000

7,100,000

3,420,000

10,000

15,990,000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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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42,605

16,425,468

6,379,175

1,625,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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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9,783

13,71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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