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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今（22）日三讀通過「農民退休
儲金條例」草案，農委會主任委員陳吉仲對
立法過程中，立法委員與各界對於提升農民
退休保障水準的支持，表達感謝。為健全農
民社會安全制度，提高農民老年經濟生活保
障，在現行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 下稱老農津貼 )
每月 7,550 元的基礎上，進一步建構農民退
休金制度，讓有意願儲蓄退休儲金的農民，
能與其他行業同樣享有適當生活水準保障，
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
　　農委會說明，推動農民退休金制度，可
提升農民退休生活保障。農民退休生活保障
水準由「老農津貼」提升為「老農津貼」加
上「農民退休儲金」( 下稱退休儲金 )。政府
建構「老農津貼」及「退休儲金」雙層式老
年農民經濟安全保障制度，將可使農民年老
後能與其他行業退休人員一樣享有適當的生
活水準保障，並對鼓勵年輕人投入農業生產、
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間接促使老農安心退
休離農及活絡農地利用，將有重大助益。
　　農民退休儲金是參仿「勞工退休金」制
度，設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 ( 下稱個人專
戶 )，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按月提繳至該個人專
戶。農民於年滿 65 歲時，可依個人專戶累積
的本金及收益，按月請領退休儲金。依目前
老農津貼每月 7,550 元，每 4 年依消費者物
價指數 ( 約 4%) 調整 1 次；勞工每月基本工
資 23,800 元，每年平均調升 2%；基金收益
3%；平均餘命 20 年；及農民提繳 10% 的條
件設算，40 歲提繳 25 年的農民，「老農津貼」
加上「退休儲金」可月領 2.4 萬元；30 歲提
繳 35 年的農民可月領 3.7 萬元。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內容，說明如下：

1. 未滿 65 歲且未領取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
　付之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可自願提繳
　退休儲金。
2. 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中央主管機關按月共同
　提繳，並儲存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
　個人專戶。
3. 提繳金額依勞工基本工資 (109 年 1 月 1 日
　起月薪為 23,800 元 ) 乘上提繳比率計算；
　提繳比率由農民於 1% 至 10% 內依意願決
　定。
4. 農民依規定提繳退休儲金後，政府依農民
　提繳之退休儲金，按月提繳相同金額至個
　人專戶。
5. 農民年滿 65 歲時得請領個人專戶之本金及
　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
　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
　發給。
6. 農民已領退休儲金後死亡，個人專戶賸
　餘金額由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表示推動農民退休金制 
    度，可提升農民退休生活保障。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 5 月 22 日第 8539 號新聞稿刊登

立法院三讀通過「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提升農民退休生活保障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 5 月 19 日第 8535 號新聞稿刊登

首發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
啟動農產加工新紀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農產品初級加
工場管理制度自本 (109) 年 3 月完成相關法

規發布後，在該會組成專業輔導團隊協助下，
新北市農民李昌峻君已於本年 5 月 6 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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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農民李昌峻君於 5 月 6 日取得新北
　市政府核發全國第一張之農產品初級加工
　場登記證，正式宣告農產加工邁入新紀元
　。

新北市政府核發全國第一張之農產品初級加
工場登記證，正式宣告農產加工邁入新紀元。

完整建立農產品初級加工管理制度
　　農委會說明，為推動農產品初級加工管
理制度，該會自 107 年起與行政院食安辦公
室、經濟部及衛生福利部等召開 4 次跨部會
協商會議，另合計辦理 27 場次農民、專家、
地方政府座談會及公民會議，以凝聚執行共
識。去 (108) 年 12 月 25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增訂第 18 條作為
推動該制度之法源依據後，該會即於本年 3
月 26 日發布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並
於同年月 31 日公告農產品初級加工場適用之
特定品項加工產品及其加工方式，建立完整
管理制度，以利拓展初級加工產品上架販售
通路，提高農民收益。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及其產品　安全衛生管理
比照食品廠等級
　　農委會表示，農產品初級加工場之衛生
安全管理比照食品廠等級，其作業場所需符
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規定。爰該會為
輔導農民及農民團體之加工場所及其產品符
合相關規定，除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開設教
育訓練課程，並於該會各農業改良試驗場所
建置農產品加值打樣中心，及設置農產加工
整合服務中心，提供一站式諮詢服務窗口，
同時組成專家輔導團隊，經由現場訪視、協
助改善場區動線、作業環境及建立品保制度，
提供全方位輔導措施，確保初級加工產品安
全衛生，以協助農民及農民團體搶占多元銷
售通路商機。

已核發全國第一張登記證　農產加工前景可
期
　　農委會進一步說明，該會自去年即超前
部署辦理各項輔導措施，截至目前已輔導
760 人取得申請登記所需之 40 小時教育訓練
及格證書，並設立 7 處農產品加值打樣中心，
協助產品打樣逾 500 件，整合服務中心提供
諮詢服務逾 1,500 件，已輔導 16 場完成場區

之軟硬體改善。全國第一張農產品初級加工
場登記證，已於本年 5 月 6 日由新北市政府
核發予農民李昌峻君，促使農產加工向前邁
進一大步，顯示該會的前瞻輔導已發揮成效。
該會表示，未來全國預計將納管 500 家以上
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加工量每年可達 7 萬
5,000 公噸，年產值預估增加約 20 億元，有
助於穩定農產品產銷、提升農業競爭力及農
民收益，帶動農業轉型。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親自主持「農產品初級　
　加工場登記證 啟動農產加工新紀元」記者　
　會。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 5 月 12 日第 8532 號新聞稿刊登

立法院三讀通過「農業保險法」，
奠定農業保險長期發展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