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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稻米產量供應國內需求安全無虞，但每年仍需自國外進口雜糧特作原料

800萬噸，農委會農糧署為提升國內糧食自給率，將大豆、小麥等作物，列為活

化休耕地轉作品項；並積極推動非基因改造雜糧栽培，提供國人新鮮、健康、養

生的雜糧。 

  台灣雜糧特作產業因作物種類多，栽培規模小，致國內所需雜糧特作加工原

料，主要由國外進口，每年進口量約 800萬噸，國內生產數量明顯不足。 

  農糧署為提高國產雜糧產量，朝向建置規模化、自動化、機械化栽培管理，

及加工生產模式，建立國產雜糧特作產品在地、新鮮、非基改等健康取向優勢，

供應內需市場。 

  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放稻米進口，及需削減農業境內支持20％的規範，

農糧署調整作物生產結構，輔導農民轉作、種植綠肥作物等符合 WTO規範措施，

確保糧源及糧食安全。 

  鑑於全球氣候變遷及國際糧食供應不穩定，自 2013年起推動「調整耕作制

度活化農地計畫」，鼓勵農民種植國內進口需求量大的糧作物，如硬質玉米、大

豆、小麥、牧草及青割玉米等，並輔導契作生產，以穩定產銷及農民收益，促進

農地多元利用及農業永續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