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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基層農會對農村社會的服務工作

農會是結合經營農業人士而成的人民團體，依照「農會法」的規

定，應以「保障農民利益，提高農民知識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改

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村經濟。」為宗旨；由於農會組成份子的主體，

皆為經營農業的農民，而法律所定的農會宗旨，又與農民有極密切的

關係，那麼農會應如何實現宗旨，自應以服務農民為管理經營上的重

要課題。

「農會法」規定農會的任務很多，予以歸納，可概分為農業推廣

事業、經濟業務、金融業務、保險事業與社會事業等，其推進的綜合

目的，則針對農會宗旨，適應農民需要，為求解決生產或生活上所遭

遇的問題，完成服務農民的任務，茲舉其重要數端略述之。

關於農業推廣方面的服務：全面展開推廣教育的農事推廣，四健

推廣與家政推廣的工作，除了配合農時，推廣優良品種，傳授生

產新的知識，技能之外，農會的推廣工作人員，要不辭辛勞參加

各種班會的活動，及隨時實地訪問農民，以了解其實際需要和困

難，尋求解決。不僅在農業生產上予以指導，更應就農家農場經

營的決策上，提供妥善有利的意見，以免盲目生產，反受重大損

失。

關於經濟業務方面的服務：農會在舉辦直接供應農民生產上所需

要的種子、肥料、農藥、飼料、農機具與其他資材，及日常生活

必需品業務時，均須作最切實，最有效的規劃；並求三級農會的

充分合作，大量製造或採購，以求價廉物美，切合實用。一面舉

辦農產品的合作運銷，減輕中間剝削；方能減低消費負擔，增加

生產收益。

關於金融業務方面的服務：設於基層農會的信用部，是農民自己

的金融機構，負有調劑生產資金和活潑農業金融的業務。農民大

多缺乏生產資金，因此，農會信用部一方面應吸收農村游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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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農民儲蓄良俗，一方面應隨季節需要，融通農民生產資金，盡

量降低利息，簡化農貸手續，為求發揮貸款效果，並要配合推廣

工作，供應生產資材、生活用品，及運銷產品等，以促進生產，

增加收益，亦足以保障放款安全，提高服務效能。

關於保險業務方面的服務：農會應推進有關農業保險業務，已有

法律的依據，目前所辦的家畜保險，應視農戶飼畜的情況，盡力

配合綜合性養豬計畫，及豬隻生產貸款及運銷等有效推展，獸醫

人員應不計勞怨巡迴服務，藉以加強防疫及醫療，策進生產安全

。

關於社會事業方面的服務：農會任務中的社會性工作，多屬於農

村文化，福利及社會服務的範疇，農會應配合地方需要，衡量財

力，多多舉辦，例如農忙托兒所、農村急難救助、貧苦學童獎學

金、貧農輔導等，其他如服務臺的設置，農民代書工作等的便民

措施，均為服務農民的重要環節，都應盡力的舉辦，以促進農村

社會進步，與改善農民生活。

農會的任務廣泛，而一向被稱「貧」、「弱」、「愚」的農民，

又為農會的主體，應予幫助、服務之事極多，只要農民大眾需要，農

會能力所及，均應規劃舉辦，切實推進，才能實現農會的宗旨，完成

農會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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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 題

▲農會第4條第1項明定農會任務有21款，請列出五種係屬第21款經主

管機關特准辦理之事項，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何？〈103農七

升六〉

答：農會幼兒園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農會殯葬禮儀部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農會加油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農會農民診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農會農地銀行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會法第4條明列農會任務多達20多款，農會得依法定任務設置相關
部門或事業組織，請選五項除依法推展任務外配合執行農業政策之

部門或組織，簡述其名稱與農業政策內容。〈101農七升六、農工升

職〉

答：依農會法第4條規定農業倉庫（公糧收購）、信用部（政策專案
農業貸款）、推廣部（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保險部（老農津

貼申請作業）、供銷部（農漁會百大精品）、辦事處（農漁民

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請寫出五項農會的任務。〈96農七、八職等〉

答：依農會法第4條第1項規定，農會之任務如下：
保障農民權益、傳播農事法令及調解農事糾紛。

協助有關土地農田水利之改良、水土之保持及森林之培養。

優良種籽及肥料之推廣。

農業生產之指導、示範、優良品種之繁殖及促進農業專業區

之經營。

農業推廣、訓練及農業生產之獎助事項。

農業機械化及增進勞動效率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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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推行共同經營、委託經營、家庭農場發展及代耕業務。

農畜產品之運銷、倉儲、加工、製造、輸出入及批發、零售

市場之經營。

農業生產資材之進出口、加工、製造、配售及會員生活用品

之供銷。

農業倉庫及會員共同利用事業。

會員金融事業。

接受委託辦理農業保險事業。

接受委託協助農民保險事業及農舍輔建。

農村合作及社會服務事業。

農村副業及農村工業之倡導。

農村文化、醫療衛生、福利及救濟事業。

農地利用之改善。

農業災害之防治及救濟。

代理公庫及接受政府或公私團體之委託事項。

農業旅遊及農村休閒事業。

經主管機關特准辦理之事項。

（請讀者自行選列其中五項）

▲請說明農會出資發起設立股份有限公司，不受公司法第128條第3項
限制之要件為何？〈95農七升六〉

答：依農會法第5條第8項規定，各級農會為辦理同法第4條規定事業
，得由五個以上農會共同投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而該項投資

為重大投資事項者，不受公司法第128條第3項之限制，其出資
或投資審核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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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農村之發展與特性

是非 題

（○）▲農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產業，具有經濟性、社會性、文化性

等功能。

（╳）▲農業或鄉村發展是一項靜態的過程。

農業或鄉村發展是一項動態的過程。

（○）▲推廣是市場、研究、教育或行政體系與生產或消費之間的橋

樑。

（╳）▲一則好的農業推廣新聞，其報導內容應包括何人、何事、何

時、何地及何故等五項。

好的農業推廣新聞其報導內容應包括六何？即何人、何事

、何時、何地、何故及如何。

選擇 題

（Ｄ）▲一個國家要農業發展、繁榮農村，常採用下列哪三種配合措

施？（Ａ）農業試驗、研究、推廣（Ｂ）農業研究、教育、

運銷（Ｃ）農業訓練、研究、教育（Ｄ）農業研究、推廣、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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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我國的農業推廣工作深受：（Ａ）日本（Ｂ）英國（Ｃ）美

國（Ｄ）德國　影響。

（Ａ）▲ 鄉村中能對多數人產生影響，傳播觀念的人，稱為：（Ａ）
輿論領袖（Ｂ）地方仕紳（Ｃ）菁英份子（Ｄ）地方椿腳。

（Ｄ）▲吳聰賢教授認為，農業和鄉村發展應包含（Ａ）三個（Ｂ）

四個（Ｃ）五個（Ｄ）六個　主要副體系。

吳聰賢教授認為，農業和鄉村發展應包含生產、研究、供

應、市場、行政和教育等六個主要副體系。

填充 題

▲農業和鄉村發展體系應包含六項主要副體系，指：【】、研究、供

應、【】、行政及【】，依賴其相互連結的作用力加以運作。

答：生產、市場、教育（推廣）。

▲農民輔導是一種經營【】的產業，農業生產者、農企業、【】

及消費者均是此一產業的客戶或目標。

答：改變、農民團體。

▲農業具有生產、【】、【】等三項主要功能，是人類社會的基

本產業。

答：生活、生態。

此三項即所謂的三生。

▲過去常有批評中國農民有四大病根，即窮、【】、弱、【】。

答：愚、私。

▲農業現代化的特性是：【】、【】、【】。

答：商品化農業、技術化農業、資本密集化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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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消息的來源通常有四種：鄰居朋友、【】、【】、【】。

答：商業機構、農業推廣機構、大眾媒介。

▲吳聰賢認為農業推廣基本上即具有【】、【】、【】的工作

目標。〈95農七、八職等〉

答：教育性、經濟性、社會性。

▲農業推廣被認定是屬於成人教育的活動，首在激發引導鄉村民眾或

農民去進行學習經驗的累積，並協助他們獲致【】、【】和【

】等方面的改變提升。〈95農九職等〉

答：知識、技能、行為。

問答 題

▲試就重要的「鄉村產業文化」發展內涵及「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

途徑，分別論述之。

答：「鄉村產業文化」的發展內涵：重要的鄉村「產業文化」發展

的內涵，主要是建立在鄉村的重要產業基礎上。在臺灣傳統的

鄉村中，重要的產業是農、林、漁、牧、礦業等初級產業。因

此，欲營造鄉村的產業文化也通常以農、林、漁、牧、礦業及

手工業等產業上賦予文化的意義及色彩著手。其中，臺灣鄉村

的產業應以農業最為重要，故重要的產業文化發展內涵也須以

農產業文化的發展為主。

近來各農政單位為了響應文建會所提出之「社區總體營造」的

構思與呼籲，其在休閒農業發展的架構下，亦相當努力地推動

「農產業文化」的發展。其主要的內涵是將農業的相關活動及

事項加入文化色彩，並以有系統與有趣的方式予以呈現與表達

（發展），使能吸引遊客（消費者）去體會並欣賞其中的內涵

，藉以發揮農產業的休閒遊樂用途，亦增添農業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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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農業基礎概念

是非 題

（○）▲「農」是耕耘土地以栽培五榖的意思。

（╳）▲依農會法規定，農業指利用自然資源、農用資材及科技，從事農作

、森林、水產、畜牧等產製銷及休閒之事業。

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規定。
（╳）▲農業的廣義範圍內不包括漁撈及水產養殖。

農業廣義的範圍係「農業是人類利用土地以培養動植物的生產

事業。」因此，植樹造林的林業，養殖漁撈的漁業，栽桑育蠶

的蠶桑業，養蜂業等都可以包括在廣義的農業範圍內。

（○）▲農業是「三生」一體的事業，兼具生產性、生活性及生態性。〈105
農九職等〉

（○）▲農業具有生物性及地域性，無法在短期內大量生產。

（○）▲農業生產的週期性很長是農業生產的經濟特質。

（○）▲政府實行土地改革，不僅有助於農業生產，更有助於工業發展。

（╳）▲人類最早開始施用人力配合自然力，以從事農業生產的時期為農耕

時期。

遊牧時期。

（╳）▲農業經濟的發展，演進至以金錢作媒介的商業貿易稱為都會經濟時

期。

城市經濟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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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實施三七五減租，是在民國39年4月。

民國40年6月7日公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佃農向業主所繳佃租最高不得超過正產物全年收

穫量7%。

依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耕地地租租額，不得
超過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

（╳）▲臺灣土地改革，依序是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及公地放領。

三七五減租（民國38年起）→公地放領（民國39年起至65年止）→
耕者有其田（民國42年1月26日公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GATT」是世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簡稱。

世界貿易組織簡稱為「WTO」。
（╳）▲農產品的供需彈性很大。

農產品的供需彈性很小。

（○）▲現代農業已演進至世界性之計畫生產、計畫運銷與計畫消費之境地。

（○）▲農家係指共同生活戶內，有一人以上從事農耕或飼養禽畜，而達規定

標準之一者。

（╳）▲農家認定標準，經營之耕地面積需達0.5公頃以上，農畜產品當年產
值達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經營之耕地面積達0.05公頃以上即可。
（○）▲臺灣平地面積約占26%，山坡地約占27%、高山林地約占47%。
（○）▲一般作物氣溫高比氣溫低時作物需水量多。

（○）▲臺灣氣候特徵是高溫、多雨、強風。

（○）▲臺灣本島中央部分與東部山地區域，其面積占臺灣總面積的三分之二。

（○）▲近年來臺灣農村勞力不足，耕地利用程度有漸趨粗放之現象，作物複

種指數也日益降低。

（╳）▲臺灣平均降雨量約在100公釐到400公釐之間。

臺灣平均降雨量約2500公釐。
（○）▲臺灣地面水雨季五月至十月約占78%，旱季十一月至次年四月約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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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夏季吹東北季風，常常造成颱風。

臺灣冬季各月（十月至次年三月）東北季風盛行。吹東北季風時

，颱風極少。

（○）▲臺灣每年平均受颱風侵襲3.5次，其中七月至九月颱風最多。
（○）▲臺灣南部日照充足，適合農作物生長。

（○）▲依考古學家發掘的古代遺跡中，認為人類最先栽培的作物為小麥。

（╳）▲以地理位置而言，緯度愈高，溫度也隨著愈高。

緯度愈高，溫度應隨著愈低。

（○）▲日照較長的時期，作物耗用水量也較多。

（○）▲臺灣水資源之地理環境，是山高流短，可耕地少，地震頻繁，地質脆

弱。

（○）▲臺灣最北及最南產茶區分別為新北市石門區及屏東縣滿州鄉。〈91農
九職等〉

選擇 題

（Ｃ）▲目前臺灣農家戶數占全部戶數之：（Ａ）8%（Ｂ）14%（Ｃ）9%
（Ｄ）20%。〈91農九職等〉

（Ａ）▲我國農業總產值中何者最大？（Ａ）農作物產品（Ｂ）畜產品（Ｃ）

水產品（Ｄ）林產品。〈101農九職等〉
（Ｃ）▲廣義的農業包括農作物、畜牧、水產和：（Ａ）食品化學（Ｂ）紡織

業（Ｃ）林業。〈99農九職等〉
（Ａ）▲下列哪一項事實是溫度影響農業的例子？（Ａ）我國北部農民不種植

芒果（Ｂ）濁水溪流域農民種西瓜（Ｃ）花農冬季種植菊花以電燈照

明。〈99農九職等〉
（Ｃ）▲我國雖然也有高山農業，但主要農業區屬於：（Ａ）熱帶（Ｂ）溫帶

（Ｃ）亞熱帶。〈99農九職等〉
（Ｃ）▲下列哪一種溫室氣體每單位質量所導致的溫室效應最大？（Ａ） 二

氧化碳（Ｂ）甲烷（Ｃ）氟氯碳化物（Ｄ）氧化亞氮。〈101農九職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