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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於97年12月16日，假桃園縣新屋鄉石磊

村楊光富農友處，辦理花卉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

觀摩會，是日轄區內新竹市、新屋鄉、大溪鎮、

觀音鄉、蘆竹鄉、桃園市、龜山鄉、復興鄉、竹

北市等農會花卉產銷班農友100多人參加。由本

場廖秘書乾華主持，承辦人莊浚釗副研究員說明

觀摩會的目的及成果。

　　合理化施肥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委武雄

上任後，農委會全力推行的農業政策之一。政策

目標係以應用土壤與作物需肥診斷技術推薦合理

施肥量，減少肥料之浪費，期以挹注民營化後肥

價上漲所增加之肥料成本，並維護農業環境。 

　　本次觀摩會除安排參觀試驗農戶新屋鄉楊光

富及賴事寶農友田間成果，並播放本場拍攝之合

理化施肥宣導短片。本次觀摩會田間示範作物為

聖誕紅等盆花。栽培介質係以牛糞、粗糠（木屑

）、土壤及泥炭土調配，並送至改良場分析，酸

鹼度為7.7，電導度3.5dS/m，有機質含量46％，

其餘大量元素含量氮1.1％、磷酐0.1％、氧化鉀

0.2％，氧化鈣4.6％及氧化鎂0.7％，其餘重金

屬含量均符合規定。

　　示範區及對照區施肥量比較，示範區為楊光

富農友花卉農場1.3公頃肥料施用量，益能有機

質肥料800公斤（40包）、好康多750公斤（50包

）、尿素1,600公斤（40包）、氯化鉀600公斤（

15包）、台肥43號複合肥料800公斤（20包）及

台肥39號複合肥料400公斤（10包），施肥量經

換算後為每年每公頃施用氮素776公斤、磷酐217

公斤及氧化鉀482公斤。

掌握直航契機積極拓銷農
產品出口，並持續管制中
國大陸農產品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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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為吸收企業經營理念，引進企業服務品

質及新觀念，前往國立交通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參

訪學習，當日由該創新育成中心邱麗容及林柏恒

兩位經理接待。該中心係於1997年成立，有二個

培育區，分別為位於交大博愛校區旁的博愛培育

區及位於科學園區的矽導研發中心培育區，主要

發展目標為建構完善的培育環境，促進產界與學

界合作蓬勃發展，引進法人、創投及國際資金，

協助中小企業強化資金連結及協助校園創業等。

　　目前育成中心的培育範圍包括資訊電子(軟

體、硬體)、生技、醫療及其他與交通大學系所

相關的技術領域均含括其中。

　　本場同仁與邱經理及林經理進行實務經驗分

享座談時，兩位經理表示育成中心主要扮演媒合

產界與學界合作的角色，不僅媒合技術，人才與

資金亦是媒合的對象。交大創新育成中心因具有

鄰近國家級實驗室、豐富的師資及校內研究資源

、多元的策略聯盟團體、便捷的交通網絡等優勢

，現有的二個育成中心培育區內，廠商進駐率均

已超過70%。

　　有興趣了解該育成中心概況的農友可上網

http://iic.nctu.edu.tw查詢。

企業參訪心得分享 花卉合理化施肥田間
成果觀摩會

本場辦理花卉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觀摩會

於示範區農友楊光富花卉農場說明試驗的成果

邱經理介紹交大創新育成中心之特色 

　　示範區及對照區施肥成本比較得知，示範區

每年每公頃施肥成本為57,411元，對照區則為

71,543元，示範區施肥成本較對照區節省14,132

元。

　　由花卉田間示範成果顯示，北部地區農民施

肥確有過量情形，不僅造成施肥成本每公頃增加

14,132元，且因過量施用氮肥，植株容易徒長及

枝條斷裂、罹患病蟲害及品質不佳等現象，因此

，建議農民採取土壤及介質樣品送改良場進行肥

力分析，並依據肥力分析結果及參照作物施肥手

冊花卉推薦量合理施肥，以減少化學肥料的施用

及降低施肥成本。

2 3

兩岸直航可望開啟台灣農產品行銷中國大陸的新契機

　　有關報載在三通直航後，兩岸依存關係加深

結果將不利農業部門發展，未來中國農產品傾銷

的問題恐將加劇，農委會於今12月17日指出，目

前兩岸農業貿易結構屬互利型態，我國自中國大

陸進口農產品種類以木材、羽毛、高粱等原物料

為主，其中進口生鮮蔬果比例不大，為避免我國

農業遭受低價競爭，政府將繼續管制830項農產

品進口，以維護農民權益。 

　　農委會表示，兩岸直航後，臺灣已為供應中

國大陸熱帶農產品距離最近之國家。

　　在兩岸海空直航協議下，航點及港口增加，

農產品運輸時間可縮短且成本降低，臺灣農產品

未來在中國大陸市場除沿海地區重要城市外，更

可深入成都、重慶、大連等華中及東北地區，競

爭力增加且市場擴大，可望開啟台灣農產品行銷

中國大陸的新契機，該會將加強辦理各類農產品

宣傳促銷活動，建構長期穩定之行銷通路，積極

開拓中國大陸農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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