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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農遊元素特色化及優化計畫-生態休閒農業之推動與建置 

生態休閒農業示範場域評選作業及申請須知 

壹、計畫緣起 

「109年農遊元素特色化及優化計畫」目的是以永續觀光為目標，輔導休

閒農業旅遊開發兼具環境保護之體驗產品及服務，開發個案農場特色，增加

來客數，希望輔導發掘個案農場特殊生態亮點，讓農場不僅是「農」場，而

是兼具「生態永續」等相關元素，創造生態資源多元利用價值。 

貳、辦理方式 

預計今(109)年度遴選五個已具生態保育概念或生態特色之休閒農場或

休閒農業區，透過專家輔導，進行生態資源調查監測，盤整具有市場價值的

明星物種，並轉換運用監測技術、監測成果等轉換創新體驗服務、研發周邊

商品，建立經營管理模式，成為具獨特性、永續性的生態農遊示範藍本，使

休閒農場、休閒農業區之業者能自行運用、創造兼具環境保護之經營特色等。 

參、對象及申請方式說明 

一、申請資格 

取得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及休閒農業區。 

二、徵選名額： 5個休閒農場/休閒農業區，候補 3個。 

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 109年 11月 13日止(收件時間:以郵戳為憑) 

(二)申請表提交方式 

申請單位應檢附生態休閒農業示範場域評選申請表，並以書面

方式郵寄或親送至林業試驗所(地址: 100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60

號 技術服務組 收)，信封請註記「參加農遊計畫評選」。(申請表

電子檔案置於雲端網址: https://reurl.cc/0OWj1A。) 

※僅以書面郵寄或親自送件報名，恕不接受其他方式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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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絡窗口 

林業試驗所 楊小姐，(02)2303-9978#3876 

林業試驗所 黃小姐，(02)2303-9978#3863 

肆、評選方式 

一、評選方式 

評選共分為書面審查及專家評選，共兩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二)第二階段-評選小組審查 

邀請專家學者成立評選小組，進行第二階段審查作業，選出 5

個獲選單位及 3個候補單位。 

(三)評選結果通知 

評選結果將於 109 年 12 月 4 日於林業試驗所官網公告訊息 

(網址：https://www.tfri.gov.tw/)，並電話及函文通知獲選單位

與候補單位。 

伍、預計輔導項目內容 

獲選單位，將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進行初步訪談，詳細瞭解農場、

農業區場內資源及希望發展方向、特色，於 110年開始提供重點輔導工作(初

期規劃一年)。 

邀請專家學者依場域特性，協助發展生態特色場域，提供建議及相關輔

導措施，包含： 

一、依場域特性協助開發生態監測體驗活動及監測結果運用，共同討

論挑選代表場域之特色物種。 

二、特色物種監測或調查技術、監測調查記錄等技術輔導。 

三、特色物種生態監測納入遊客體驗遊程、課程開發規劃。 

四、營造及維護特色物種棲地環境並融入場區經營之輔導。 

五、其他有關特色物種維護、保存、多元利用等技術指導。 

六、綜合各項輔導內容，營造場區特色生態，未來作為示範地點。 

※視場域實際情況，調整輔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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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示範輔導單位預計產出項目 

本計畫希望輔導業者產出具獨特性、永續性的生態監測農遊示範藍本，

而產出的項目將視各場域輔導進行期程、狀況及特色物種而定。 

預計可提供輔導產出項目如下：  

一、依據該場域特色，協助規劃遊客生態體驗活動或遊程至少 1套(如：生

態監測體驗、相關手工 DIY課程、特色物種與在地連結情感等遊程設

計)。 

二、業者能夠自主監測環境生態，甚至找出特色物種，紀錄相關資料，增

加對特色物種的認識及情感，維護特色物種永續經營。 

三、營造特色物種優質生態棲地。 

四、挖掘特色物種於在地的故事性、生態特性等，作為解說導覽及場域經

營的特色。 

五、特色物種文創商品 1套。 

六、環境生態監測或調查解說劇本 1套。 

七、其他(視輔導情形、其他特色物種監測，發展其他創意產出)。 

※第一至三項為必定產出，第四至七項為視輔導情形產出項目。 

柒、受輔導單位須配合事項 

申請本個案輔導計畫者，需積極參與本計畫提供之輔導內容，包含場域

現勘、定期生態調查、生態棲地營造、紀錄新生態產品、輔導項目的效益紀

錄等，各項其他計畫相關配合需求，妥適運用輔導資源建立場域生態特色，

並協助提供相關資料。 

未來作為示範場域，協助推廣至更多欲發展特色生態農場及農業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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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評選及後續輔導流程 

 

109 年度 

休閒農場/休閒農業區提交申請書 

評選結果公告通知 

入選場域現勘、初步訪談 

共同討論，列出輔導項目 

進行持續性輔導工作 

輔導成果產出 

做為示範場域 

經驗分享 

110 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