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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對象及輔導主軸

對象
凡符合下述受輔導對象資格之科技農企業，或具科技能量之
農民團體及農業產業團體，皆具申請資格。

1.依法登記成立，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為主之公司，

其公司淨值應為正值(依前年度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或營

利事業所得結算申報書為準)，且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受

輔導單位每家僅能申請1案為限。
2.曾執行本部智慧農業業界參與計畫、智農擴散計畫、冷鏈
體系導入產業建立加值示範體系計畫及雲世代農業數位轉
型業界參與計畫等之科技農企業。

3.曾參與農業部其他計畫或符合本計畫輔導案推動方向之潛
在業者。

輔
導
主
軸

• 產銷決策支援

• 數據可視化及決策分析

• 生產科技導入應用

• 行銷科技應用

中衛發展中心+策略夥伴

• 永續精實輔導

• 供應鏈再造

• 低碳產品輔導

• ESG採購媒合

策略夥伴 中衛、策略夥伴

目
標

整合相關單位資源，協助拓展臺灣農產品之海外市場，發揮
科技農企業領頭羊角色，落實照顧農民。

從「提升農業生產力」觀點，轉化為「提升經營競爭力」之

發展策略，塑造產業共同競爭優勢。藉由科技量能結合創新

思維，促進國際化跨域整合綜效，提高農業國際競爭力，並

促進企業化經營及厚實產業體系發展，以提升資源整合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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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類型 農企創值型輔導 產業課題解決型輔導 產業旗艦型輔導

案數 5案 5案 1案

資格條件

• 由成長期(產品上市)邁向成熟期

(經營規模穩定成長)，未來發展

面臨體質強化及經營績效提升課

題之農企業

• 已導入農業技術應用、智慧應用，未

來發展面臨產品品質、生產、銷售、

營運等產業共通課題之農企業/體系

• 屬於外銷潛力或進口替代潛力產業[註1]

• 具備農業體系經營、國際銷售或供應實

績，未來發展面臨價值鏈業者合作整合

課題之農企業

• 屬於外銷潛力或進口替代潛力產業[註1]

• 單一業者提案 • 單一業者提案 • 單一業者或多家業者提案

輔導內容

• 針對農企業「經營管理」或「數

位轉型」單一主軸之需求(聚焦

單一課題)

• 進行體質強化及經營績效提升整

體規劃，以建立農企創值方案，

提升農企業經營績效。

• 針對農企業/體系之產業共通課題，建

立經營管理、數位轉型或淨零轉型之

整合方案

• 進行農企業商業模式分析，並研擬問

題解決對策，以建立產業課題解決方

案，提升產業整體競爭力。

• 針對農企業及其產業價值鏈，進行產業

鏈整體規劃整合方案

• 進行農企業商業模式分析、永續精實管

理、數位轉型科技應用及淨零轉型等，

以提升其農企業產品或品牌地位，並成

為產業學習標竿。

計畫支付每案
輔導經費上限

30萬元 70萬元 180萬元

每案受輔導單
位自籌款金額

15萬元 35萬元 90萬元

每案合計經費 45萬元 105萬元 270萬元

註1：外銷潛力產業（蔬菜類、水果類、花卉類、水產類…）；進口替代潛力產業（雜糧、畜產類…）

二、輔導類型資格條件及輔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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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月5月-11月
3月15日截止
申請收件

3月底前
4月下旬/
5月上旬

訪視
診斷
與

2P簡報
與
提案
溝通

提案
審查

輔導
執行
(搭配
技服廠
商輔導)

期中實
地審查

期末
審查

簽約
及
繳交
自籌款

聯合/
計畫
說明會

單位機
構推薦

2月, 3月初 4月中旬

諮詢
訪視
申請

11月下旬-
12月上旬

三、申請及審查流程(1/2)

1.凡符合前述申請資格者，得填具「科技農企業諮詢訪視申請表」及負責人、聯絡人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

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於受理期限內採取紙本或電子檔寄送予本計畫執行單位，表達受輔導意願，

列入待訪視名單，由執行單位安排諮詢訪視之評估、現訪、電訪。

2.經訪視釐清申請單位之輔導需求，確認輔導需求是否與本計畫目標契合，篩選適合農企業進行現地診斷，

據以判斷是否進行輔導提案審查階段。

3.進入計畫提案之廠商，由執行單位輔導共同撰寫輔導計畫書(視需要，預先整合農業技服業者)，召開農企

業創新加值產業輔導提案審查會議，由農業與經營管理相關專業領域產官學代表擔任委員進行審查，由執

行單位與提案業者共同進行簡報，透過提案審查，由委員共識選出本年度輔導標的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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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及審查流程(2/2)
訪視申請表

評審項目 評審內容說明 配分

計畫完整性
計畫書之策略構想、目標設定、內容
完整性。

30

推動可行性
受輔導單位之執行能力、達成專案目
標之作法、期程、預算之合理性及可
能性。

20

專案效益性
執行本專案對於企業及對產業產生效
益。

30

參與配合度
受輔導單位投入之人力資源、其他可
供參考資料及受輔導單位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為計畫參與度參考重點)。

20

提案遴選審查評核標準



農企創值型
由成長期邁向成熟期，希望強化體質及經營效能之農企業

針對農企業「經營管理」或「數位轉型」單一主軸之需求，
聚焦單一課題。

預計
輔導
需求

•導入科技工具應用，提升訂單處理效率
及準確性。
•導入CRM系統，建立顧客資料庫。
•商情分析數據化，協助訂單拓銷到計畫
性生產。

• 規劃CRM應用解決方案

• 建立CRM管理與應用系統

建置農企業CRM管理

• CRM營銷數據串接處理

• CRM營銷數據BI決策支援

推動農業營銷數位應用

輔導
課題

農企業待改善
關鍵課題

 大量訂單短時間內集中湧入，客服人員難

以快速處理消化。

 眾多團購客製化需求，人工處理費時又易

遺漏，易造成客訴。

 客服團隊每年更換，重新訓練費時費力。

 尚未建立顧客關係管理機制。

四、輔導類型介紹-農企創值型-以某果菜合作社為例



產業課題解決型
具備成熟農企業經營型態，有農業體系經營之實績或具
發展潛力，希望改善產業共通課題之農企業或體系

針對農企業/體系之產業共通課題，建立經營管理、數位
轉型或淨零轉型之整合方案

香菇為我國菇類產業中產值、產

量與栽培戶數最高的菇種，但因
菌種弱化與氣候暖化之影響，導

致產量下跌。

產業問題

引進水簾立體化香菇栽培設施

2 立體化&周年栽培

3 養菌與出菇分流

1 夏涼冬暖

產業問題
改善成果

•建構智慧化管理
系統
•建立自動化生產
模式

預計
輔導
需求

•建立香菇冷鏈運銷
體系
•選育耐高溫香菇品
系

提升香菇單包產量
30%以上，由175 g
提升至300 g以上。

• 生產運銷流程精實改善

• 智慧化生產模式規劃

精實生產輔導

• 營運數據彙集與可視化

• 營運數據BI決策支援

農業營運數位應用

• 建立香菇冷鏈運銷體系

• 推動香菇行銷網絡

產品行銷推廣

輔導
課題

四、輔導類型介紹-產業課題解決型輔導–以某農場為例



產業旗艦型
具備成熟農企業經營型態，有農業體系經營、國際銷售或
供應之實績；希望整合及凝聚所屬產業價值鏈業者合作發
展共識之核心農企業。

針對農企業及其產業價值鏈進行產業鏈整體規劃整合方案

• 完備茶場產業鏈營運整合策略藍圖

• 完備茶場產業鏈營運整合推動模式

茶場產業鏈營運整合策略規劃

• 規劃茶園生產與茶葉精製數位化應用模式

• 導入茶園生產與茶葉精製數位化應用

茶場產業鏈數位應用

• 建立茶場永續精實之整線規劃模式

• 建立茶場整廠輸出服務體系

茶場整線規劃/整廠輸出服務

輔導
課題

預計
輔導
需求

•運用一貫化自動化、智慧化生產線
生產中高品質、品質均一的商用茶，
供應國內手搖飲、商用飯店、餐廳；
並能透過貿易商通路出口。
•雲端生產管理軟體服務
•整線規劃、整廠輸出的服務協助

農企業現況

 生產流程簡化與規模經濟擴大：自有茶園xx

公頃及xx公頃的代耕茶園持續進行流程簡化

優化，集結全國跨縣市機耕茶園規模。

四、輔導類型介紹-產業旗艦型輔導–以某農企業(茶產業)為例



五、聯繫資訊

中衛發展中心前瞻服務部農業創新組

★農企業輔導資源
游小姐
c1604@csd.org.tw
02-2391-1368#1604

黃小姐
c1414@csd.org.tw
02-2391-1368#1414

科技農企業資訊網

https://reurl.cc/orbzZM

mailto:c1604@csd.org.tw
mailto:c1414@cs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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