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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7 年 8月 30日 

優化天然災害救助程序 確保農產品供應無虞 

本（107）年 8月 23日受熱帶性低壓侵襲影響，瞬間強大豪雨造成部分縣

市嚴重災情，截至 29日下午 5時為止，農林漁牧業總損失超過 7億元，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已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主動公告嘉義縣、臺南市、雲林縣、

高雄市及屏東縣為災區，並優化相關程序，讓受災農民得以即時申請現金救助

及低利貸款。 

農委會表示，本次雨害對蔬菜主要產區包括桃園、西螺、二崙等（供應量

約占 7成）影響相對較小，整體蔬菜未來供貨充裕無虞，該會將持續監控各項

蔬果農產價格、品質與供應數量，維持農產品正常交易，兼顧農民及消費者權

益；另畜禽產品適逢中元節後，消費需求漸減，目前推估各主要品項供貨量均

維持穩定，惟各級學校開學在即，該會仍將密切關注市場動向，協調產業團體

穩定供貨；漁產部分，主要流失受損產物近 2週價格變動尚稱平穩，整體價格

受災損影響不大，其他魚種因損失有限，加以漁產品替代性高，本會將持續關

注各地漁產受災及魚價波動情形，適時協調釋出未災損養殖及冷凍魚貨增裕供

應。 

農委會指出，本次災損救助本「從簡、從速、從寛、從優」原則辦理，期

於 9月底前完成撥付，全力協助受災農漁民災後復耕、復養。對於災損認定部

分，該會放寬公所勘災人力運用範圍，期加速勘災作業進行；經由公所於現地

現勘採綜合性判斷，同意將從寬認定為區域性災損地區，該會人力也會支援公

所或縣市政府進行專業協助；另漁業勘災流程亦將簡化，已認定為整區淹水之

區域，如於當季有放養紀錄者，則毋須進行個別魚塭勘災，以節省勘災之作業

時間。該會強調，本次救助申請期間自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受災農漁戶如確

因道路交通或通信中斷等不可抗力事由，得由公所覈實認定後，逕予同意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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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期限；已公告受災的縣市政府則可向該會申請預撥救助款，以加速救助金

核撥流程。 

農委會表示，除加速辦理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外，所屬機關亦即刻啟動災後

復耕技術服務團，協助農民儘速復耕，設置專線服務電話，加強技術輔導，整

枝修剪、肥培管理及病蟲害防治等；另輔導農民加強田間排水工作，並利用抽

水機抽水，俾使積水迅速排除，避免持續浸水，阻礙農作物生長。為加強災後

農作物復建恢復生育，每公頃輔導使用有機肥最高 6公噸，補助 1.2萬元，不

受一年申請 1次之限制。 

關於受災禽畜屍體，該會強調，包括台南市、高雄市、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及嘉義市等主要受災 6縣市在內，該會均已掌握全數受災戶及畜禽屍體

數量，並已全力於 29日前協同地方政府完成清運，相關消毒工作亦陸續完成；

受災禽畜屍體皆以化製、焚化（含堆肥）或掩埋處理，絕無不當流用，消費者

可放心食用畜禽產品。對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水利署、國防部及基層

國軍弟兄在清除動物屍體過程中所提供之積極協助，該會特表謝忱。 

農委會強調，為因應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事件發生頻率增加，以及提升農產

業者風險意識與分散農業經營風險，已致力推動釋迦、水稻、雞禽流感、養殖

水產、石斑魚及芒果區域產量型保險等多張保單，本次災害預計將有 19張養殖

水產保單，計 31.37公頃之魚塭可獲理賠，對於受災養殖戶復養工作意義重大，

顯見農業保險之重要性。該會後續將持續完善相關保險法規並加速推動不同產

物保險，提高保險覆蓋率，以期穩定廣大農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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