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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區農業改良場106年農業研究成果發表

臺南地區推動農業人力活化與運
用輔導之研究-以明德外役監為例

106農科-5.7.3-南-N1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李郁淳助理研究員

107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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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南市農業概況：

＊104年度農牧業可耕作地面積為69,827公頃。

＊105年農業年產總值約為571.3億元。

＊農牧業八大類作物種植家數佔全國的12%，為全國之冠

＊臺南市為全國蔬菜主要產地之一。

 依據2015年農林漁牧業普查結果顯示，從事農林
漁牧業之經營管理者愈趨高齡 平均年齡為漁牧業之經營管理者愈趨高齡，平均年齡為63.2
歲，較 99年底增加1.5歲。

2015農林漁牧普查

圖1.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庭人口年齡結構比

(主計總處，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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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調查外役監人力投入農業工作之現況 調查外役監人力投入農業工作之現況。

 調查外役監管理人員對於農業工作之戒護情形。

 調查農會、外役監同學、外役監管理員、僱主四
方後續參與之意願。

 評估外役監人力用於補充農業人力之適用性。

三、計畫執行過程

設計半結構式問卷

選定對象 深入訪談

農場主1人 農會主辦2人 監所管理員1人 外役同學3人

設計半結構式問卷

雇主版 農會主辦版 監所管理員版 外役同學版

質性分析研究

經描述、解釋、歸納等過程 建構外役人力填補農業之可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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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結構式問卷內容(1/2)

題綱 雇主版 農會主辦版 監所管理員版 外役同學版

A.基本
資料

性別、年齡、從
農年資、農產業
別、農業栽培面
積

性別、年齡、服
務年資、輔導產
業別、服務區域

性別、年齡、服
務年資、監管產
業別、監管區域

年齡、外役年資、
農產業別、外役
區域

B 農業

主要農業缺工季
節月份、人數需
求、外役監同學
的農事工作類型、

缺工季節月份、
可調派人數、外
役監同學人口屬
性、合適性、如

農業派工季節月
份、可調派人數、
如何擇定農業外
役人選、農業外

對農業外役選拔、
工作分配看法、
工作內容、同儕
分工、勞作金及

B.農業
人力調
度之運
用現況

內容、福利、如
何訓練及指導、
外役同學之穩定
度及態度、素質
與效率是否能滿
足生產需求。

何管理及調配外
役人力。

役之戒護內容、
勞作金、福利、
工作類型、時間、
穩定度、意願、
控管、評核及退
場機制。

福利、農事技術
之學習、工作及
環境之滿意度、
工作效能是否足
夠、對農業外役
之意願。

半結構式問卷內容(2/2)

題綱 雇主版 農會主辦版 監所管理員版 外役同學版

C.人力
調度之
限制與
相關評
估

雇用疑慮、優缺
點、周遭之看法、
同業是否跟進、
延續雇用可行性

農業外役之優缺
點、未來可行性、
農忙及農閒之調
度機制、其他農
會之支持度、其
他農場跟進率

農業外役之優缺
點、疑慮及成效
性、對矯正教化
之益處、管理人
員是否足夠、工
作績效評估

農業外役之優缺
點、對未來更生
之助益、親友之
支持性

D 人力

較佳之人力媒合
模式、農業外役

較佳之人力媒合
模式、農業外役

目前所接觸過的
勞務人力媒合管

目前所接觸過的
勞務人力媒合管

D.人力
調度之
後續改
善與建
議

對缺工之改善度、
對政策建議

對缺工之改善度、
與外勞相較之合
宜性、對政策建
議

道有哪些？何種
模式較有成效？

道有哪些？何種
模式較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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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執行情形

 106年度質性研究，以深入訪談方式，訪問台南市參 106年度質性研究 以深入訪談方式 訪問台南市參
與農業外役之台南市農會與明德外役監之相關人員
，共計7份有效問卷。

問卷類型 發出份數 實際回收 回收率（%)

雇主版 1 1 100

農會主辦版 2 2 100農會主辦版 2 2 100

監所管理員版 1 1 100

外役同學版 3 3 100

總計 7 7 100

大綱

一 前言一、前言

二、計畫目標

三、計畫執行過程

四、106年度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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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受訪者基本資料（雇主）

受訪對象 性別 年齡 年資

雇主 男 46 14

農會主辦A 男 41 10

農會主辦B 女 60 33

監所管理員 男 58 36

外役同學A 男 46 未滿1年

外役同學B 男 49 未滿1年

外役同學C 男 49 未滿1年

第二部分：農業人力調度之運用現況

 農業外役執行進程

調度單位

(台南市農會)

配合單位

台南明德外役監

調派15位同學

106年5月1日起至台南
市新市區、安南區、善
化區、官田區等由陳啟
豐先生帶領之有機農場配合單位

(新市區農會)
(106年3月新進人員) 豐先生帶領之有機農場

工作(15人集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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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農業人力調度之運用現況

 農業外役調度方式

有機農場

農業訓練

明德外役監
提供人力資
源15名

台南市農會

研提計畫，雇
請交通車

支付工資

第二部分：農業人力調度之運用現況-工作及人力背景

受訪對象 派工種類及月份 人力挑選原則

雇主

設施搭建、有機蔬果栽培管理
主要供應校園營養午餐之有機

食材

自 月 月底

1.刑期不能太短
2.健康狀態及體力佳
3.去除太年輕者
4.家人對其接納度高
5.家族或前工作背景
6.訪談其意願

農會A

農會B

監管

自5月~12月底
(共計8個月)

同學A
106年3月剛從各看守(監)所

調至明德外役監，
遵從監所指派，認同無異議

同學B

同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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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農業人力調度之運用現況-人力管理

 管理者角度

受訪對象 角色 人力管理原則

雇主 訓練及管理

1.先從觀念及各自從農的志向作為引導。
2.分析目前的環境現況及需求。
3.實際完成種植周期的循環。

農會A 訪視輔導
平均1~2星期訪視一次平均1 2星期訪視一次

農會B 訪視輔導

監管 每日看管維護安全
（團進團出）

分3組，權力下放予組長自主管理，嚴禁抽
菸、喝酒、檳榔、3C通訊、賭博、刺青等
帶人著重帶心

第二部分：農業人力調度之運用現況-人力管理

 同學角度：對農業外役工作分配看法

受訪
對象 農業背景 專長 看法 適應

同學
A

農二代，
景觀苗木

警察，
小時曾幫農過，
少接觸農業

學到基礎的設施搭建及有機農業技術，
希望農場主能持續傳授更多農業技術及
經驗，有助於同學日後更生從農。

可
適應

同學
B

無
廢五金，
農業生手

剛來感覺荒涼酷熱，一同打拼參與農場
草創工作，很有成就感

倒吃
甘蔗B 農業生手 草創工作 很有成就感 甘蔗

同學
C 在屏東種

過香蕉、
青辣椒等

大哥，
具農業專長
現為小組長

觀察及了解各個同學之專長及適量之工
作強度，分配同學各司其職，協力完成
工作。
藉農業外役，有助於同學日後更生從農。

可
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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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農業人力調度之運用現況-勞作金與福利

受訪對象 勞作金 福利

雇主 700元/人/天
茶水、浴廁設備、會議室、休息
室

農會A
經手勞作金予監所 無

農會B

監管 全所當月收入－支出=盈餘
40%：全所飲食補助
40% 就業奬勵金 囚糧1800元/人/月40%：就業奬勵金
10%：工作獎勵金
10%：監管獎勵金

同學實領50%，需再個別扣繳
被害人補償金

(實領約3~4千元/月)

囚糧1800元/人/月
依工作表現評核，給予縮短刑期、
返家探親、在監懇親等福利，具
吸引力及規範力

第二部分：農業人力調度之運用現況-工作態樣

受訪
對象 工作時間 工作內容 穩定度 工作態度

雇主
4:30起床
7:00出發
8:00工作
11:30-13:00
中餐 休息

設施搭建、
有機蔬果
種植、肥
培 病蟲

作息固定，
團進團出，
穩定度高。

1.初期需適應農事操作的環
境及工作量
2.中期調整個別的興趣及工
作內容，以期完成工作目標
3.後期採責任獎勵制度，分
組各自管理，充分授權及給
予尊重。

農會 中餐、休息
4:30返監
共計7小時

培、病蟲
害、採收。

農會
A

透過訪視，正面回饋
農會

B

監管 尊重農場主對學員態度之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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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農業人力調度之運用現況-工作知能

受訪
對象 農業知能 農事分工 從農意願 滿意

度

同學
A

農業知識吸收佳，學
習及認同有機栽培，
對生產者及消費者之
健康及環境較有益，
且售價亦相對提高。

農場主交辦予組長，
由組長分配，各項農
務皆可輪流做到。

因農二代，從農意願頗
高，更生後先從自有土
地開始，並轉型有機，
將應用所學之技能重新

開始。

70

同學
B

學習觀察及防治病蟲
害，以及農機具操作。

大家各司其職，若先
完成，也會互相幫忙
完成工作。

體驗務農之辛苦，但
亦農作物生長過程中

獲得成就感。
80

完成工作。 獲得成就感。

同學
C

因具務農經驗，故吸
收效果佳，在實務上
遇問題時，大家會互
相討論或是尋求農場
主協助。

組長壓力較大，需觀
察每人每天身體狀況
而調整工作分配，大
家會互相支援，氣氛
和諧。

意願很高，尤其學會
搭建設施之技能，未
來想籌組搭建溫室工

作。

85

第二部分：農業人力調度之運用現況－小結

 農場主、農會及監所管理員三方協力提供外役同學適
宜之工作環境、評核制度、福利獎勵。

 外役同學參與農場草創，習得農業技能，各司其職，
團結合作，氣氛和諧，獲得成就感。

 農場主傳授農業技術及經驗，有助更生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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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人力調度之限制與相關評估-管理單位

受訪
對象

限制因子
缺點（疑慮） 優點 延續性缺點（疑慮）

雇主 無

人力穩定且集中管
理，可以提高計畫
生產的執行力，亦
可安排完整專業訓
練，三方互惠。

持正面態度，
以培訓人力
為前提，協
助農務為輔。

農會
A

1.外役監需要集體行動，因此一天只
能配合一個農場
2 農場規模不大者 難以吸收15人 同學表現佳

視雇主之看
2.農場規模不大者，難以吸收15人
3.上下班時間與務農作時間不能配合。
4.硬體設備成本高，如浴廁設備

同學表現佳
視雇主之看
法農會

B

監管 與工廠的設備有差異，
較簡陋且風吹日曬。

幫助同學習得謀生
技能

從書信中得
知同學們是
很喜歡這裡
的工作

第三部分：人力調度之限制與相關評估-同學

受訪 限制因子 優 點 未 來 性受訪
對象

限制因子
缺點（疑慮） 優 點 未 來 性

同學
A 無

可以學習到不同領域的事
情，並且以後可以應用在
實際生活當中。

能夠將在這農場所學的當作
自己的專長，對於自己往後
的路可以有多一項選擇。

同學
B

害怕會受傷，
像是操作農機
具時的風險。

看到自己蓋出的溫室以及
種植的農作物漸漸成長，
很欣慰，且外出工作較快
樂 在監所內較乏味

藉此了解農會之輔導機制，
提高從農意願，未來知道尋
求幫助之管道。

樂，在監所內較乏味。
求幫助之管道

同學
C

無

有機會出來學習新東西很
棒，在農場與在工廠工作
不一樣，其他同學也都想
出來嘗試在農場工作看看

以後想回屏東搭溫室，將習得之
技能實際應用，並想轉型有機栽
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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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人力調度之限制與相關評估－小結

 農會：認為團進團出及上下班時間不適用於大部分農場， 農會：認為團進團出及上下班時間不適用於大部分農場

媒介困難度高。

 農場主、農會及監所管理員三方肯定外役同學工作表現。

 外役同學藉農事外役機會習得農務技術，有助日後從農。

第四部分：人力調度之後續改善與建議

受訪
對象

對農業人力改善有
效性 較佳農業人力媒合管道 建議事項效性

雇主

改善效果明顯，但需
要有前置的訓練養成
及工作內容輔導。

換工模式，由地區性特用作物的
工班轉介而來的比較有組織，工

作上也較能勝任。

上下班時間可以微調，希望本計畫
能持續辦理。

農會
A

因前述限制因子，故
全面改善效果有限

農業師傅調度上較靈敏，較適合
改善缺工，但其知識、技術、心
態、薪水、年紀、責任感等，仍

不符合農場主的需求與期待

農業缺工應由私人仲介公司執行，
較能有效解決。因公部門之限制與
約束較多，層面較廣，施行不易。
技術團也是不錯，但投入補助費用
過高。

農會
B 對該農場改善效果明

顯

外役監最有成效，因有監所管理，
較好掌控

得依僱主屬性及需求來進行調度，
除了要有人性化外也須注重原則，
這樣這計畫才能持久。

監管 無見解 未接觸其他管道
希望計畫能永續下去，對同學的未
來有幫助，且心態上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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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人力調度之後續改善與建議

受訪對象 建議事項

同學A 希望計畫可以持續辦理，這樣的計畫很棒，很有幫助。

同學B 希望計畫可以持續辦理，這樣的計畫很棒，很有幫助。

希望計畫可以繼續，這樣的計畫很棒，很有幫助。

同學C
外役監的心態與農業師傅不同，因科員需要對農場主交代，
所以不能讓科員難做人，我們就需要責任感來完成工作，
並且也要真的實際有做出成績來，對自己付出的勞力也才
能有所交待。

大綱

一 前言一、前言

二、計畫目標

三、計畫執行過程

四、106年度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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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及建議

 外役監人力較適宜大型農場之人力補充，小型
農場因規模及設備不足 難以一次容納大批同農場因規模及設備不足，難以一次容納大批同
學及依監方規定提供相關硬體設備。

 農業外役提供同學更生後另一謀生技能，且有
助於農業人力之補充。

 建議與監方協調農業外役之上班時間，能與農
務工作相符。

 農場主、農會、監所管理員及同學四方皆希望
本計畫能持續辦理。

報 告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