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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區農業改良場數位化農民服務之效益評估臺中區農業改良場數位化農民服務之效益評估

許榮華

摘要摘要

本研究計畫係探討臺中區農業改良場數位化農民服務對農業推廣工作之效益

評估；首先以email發信調查，以建立調查對象資料，再依有效資料發出email問
卷56份，紙本問卷共372份，並回收有效問卷356份。受訪樣本中以男性居多，佔

74.2%，女性比例為25.8%，在年齡分佈上以介於40~49歲之間者較多為44.1%，60
歲以上較少為2.8%，此結果顯示利用此項數位化服務者以壯年者居多，老年者較

少。受訪者中採用數位化服務之理由，有51.7%受訪者認為輕鬆方便，30.0%認為

服務快速，符合發展本數位化服務之目標；然受訪對象對本場數位化農民服務之

瞭解程度並不高，以稍為瞭解者居多，為40.2%，不瞭解次之，有30.9%；在使用

此項服務之滿意程度上有80.1%的受訪者表示稍滿意、滿意及很滿意，有19.9%的

受訪者表示不滿意及很不滿意，這意謂著本場在此項數位化服務之宣導及服務質

上仍有需要加強及努力的空間。研究調查結果指出多數受訪者有意願使用本場之

數位化農民服務，往後亦會繼續使用此項服務，這是對本場在此項數位化服務上

之肯定與鼓勵；另值得欣慰的是，有64.9%的多數受訪者認為本場之數位化農民服

務對其從事農業經營工作上是有幫助及很有幫助的。

中英文關鍵字：農民服務farmers service、數位化digital、效益評估efficiency 
evaluation

前言前言

農業推廣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運用各種傳播媒介傳遞與管理農業上的各種

政策及訊息。先進國家從電腦的出現後，即積極推動電腦在農業推廣工作上之運

用，無論在管理資訊系統、專家系統、資料庫等方面，皆大量應用於農業推廣活

動及工作上；為配合政府知識經濟發展方案，加強發展資訊科技，開發數位化農

業資源，建立農業諮詢體系，發展農業數位化服務已成必然趨勢，目前許多農業

機關團體積極辦理電腦教學以及農委會亦推動漂鳥計畫鼓勵青年從農，農業服務

朝向數位化的定位已泰然成勢。並藉數位科技無遠弗屆、便利與快捷的優勢，經

由資訊科技帶動快速的農業服務體系之轉變，為農業服務注入新氣象，規劃農業

導入數位化服務，提升農業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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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目前農民主動尋求服務之管道，包括有親自來場、信件來函、電話諮

詢、傳真、網路服務（email問題諮詢、網頁瀏覽、線上即時診斷系統、Q&A查

詢）等方式，在網路服務方面，本場於網頁首頁http://tdares.coa.gov.tw設有「便民

服務窗口」，其內有諮詢服務信箱（首長信箱changcs@tdais.gov.tw、訪客留言、

SOS信箱、農民服務信箱tfc@tdais.gov.tw），以方便廣大民眾、農民及消費者進行

諮詢，提供數位化之服務方式。農民透過網路諮詢之數位化服務可因利用文字、

圖片傳達問題，達到傳送迅速，得以快速適時解決問題，另外無紙化以及免除舟

車勞頓，亦可有節能減碳之作用。

本研究計畫擬藉由數位化農民服務系統之使用，提供農業知識及問題解決，

追求快速及更有效率之服務，以提高服務品質與效率，並進行需求調查及評估數

位化服務效益，做為未來業務推展及服務改善之參考依據。

內容內容

本研究計畫以95~99年間曾經利用本場網路諮詢問題之使用者為調查對象，

採用email或紙本問卷之調查方式進行試驗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受訪者背景調查、

具備相關電腦資訊設備及電腦操作使用技能，對數位化農民服務之認知及瞭解程

度，使用數位化農民服務的動機及滿意程度，數位化服務之需求及協助等項目，

進行問卷設計及調查。計畫之執行，先利用email發信於曾利用本場之email網路諮

詢之使用者姓名、住址及電話，以建立調查對象資料，再依有效資料發出email問
卷及紙本問卷進行調查，並提供emial傳回管道及回郵信封，供其寄回問卷；共發

出email問卷56份，紙本問卷共372份，進行問卷調查。問卷回收後，進行建檔及

資料分析統計等工作與報告撰寫。

本研究計畫之問卷調查，先利用email發信1348封，以建立調查對象資料，回

覆者為428位，此項結果說明，在email調查願意接受問卷調查者之意願達31.8%；

依有效資料共發出email問卷56份，回收有效問卷56份，發出紙本問卷共372份，

回收有效問卷為300份。以email方式調查之問卷回收率為100%，以紙本方式調查

之問卷回收率為80.6%。

一、受訪者個人資料一、受訪者個人資料

依回收之有效問卷，統計分析受訪者基本資料分佈如表一；其中男性264位，

佔74.2％，女性92位，佔25.8％；年齡分佈以介於40～49歲為最多，有157位，佔

44.1％，其次為30～39歲，有107位，佔30.1％；教育程度以專科畢業為最多，有

107位，佔30.1％；其次為高中職畢業，有103位，佔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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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訪者個人資料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264 74.2
女 92 25.8

年齡

小於20歲 0 0.0
20-29歲 45 12.6
30-39歲 107 30.1
40-49歲 157 44.1
50-59歲 37 10.4
60歲以上 10  2.8

教育程度

國中以下 17 4.8
高中職 103 28.9
專科 107 30.1
大學 89 25.0
研究所以上 40 11.2

調查受訪者目前主要從事相關農業產業或職業，統計如表二。依結果指出受

訪者以從事非農業者為最多，有116位，佔32.6 ％；其次為果樹產業，有55位，佔

15.5 ％；再其次為蔬菜產業，有46位，佔12.9 ％；從事家庭式農業，有42位，佔 
11.8 ％。

表二、受訪者目前主要從事相關農業產業或職業：

 人次 百分比（％）

非農業 116 32.6
家庭式農業 42 11.8

水稻 17 4.8
雜糧 11 3.1
果樹 55 15.5
蔬菜 46 12.9
花卉 30 8.4

保健植物 11 3.1
有機農業 15 4.2
休閒農業 8 2.2
農產運銷 5 1.4
合  計 3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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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受訪者每週平均使用電腦時數，結果統計如表三。依結果指出受訪者每

週平均使用電腦以36~48小時者為最多，有98位，佔27.5 ％；其次為24~36小時

者，有77位，佔21.6％；再其次為12~24小時，有65位，佔18.3％。

表三、每週平均使用電腦時數

時數
12小時
以下

12~24

小時

24~36

小時

36~48
小時

48~60
小時

60~72
小時

72小時
以上

合計

人數 41 65 77 98 30 28 17 356
百分比
（％）

11.5 18.3 21.6 27.5 8.4 7.9 4.8 100

調查受訪者使用電腦進行上網瀏覽或網路諮詢服務之工具及方式，統計結

果如表四。受訪者上網之工具以桌上型電腦最多，有284人次，佔79.8％，筆記

型電腦次之，有56人次，佔15.7%；上網方式以自行上網最多，有301人次，佔

84.6%，其次為家人協助，有30位，佔8.4％，以產銷班協助上網者最少，有6人，

佔1.7%。

表四、使用電腦進行上網瀏覽或網路諮詢服務之工具及方式

項   目 人次 百分比（％）

上網工具

桌上型電腦 284 79.8
筆記型電腦 56 15.7

PDA 7 2.0
手機 9 2.5
無上網設備 0 0

上網方式

自已上網 301 84.6 
家人協助 30 8.4
產銷班協助 6 1.7 
農會協助 8 2.2 
其他 11 3.1 

合  計 3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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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受訪者每週平均上網之時數，結果如表五。受訪者中以每週平均上網

24~36小時者為最多，有95位，佔26.6 ％；其次以12~24小時次之，有79位，佔

22.2％，再其次為36~48小時，有68位，佔19.1％。

表五、每週平均上網時數？

時數
12小時
以下

12~24
小時

24~36
小時

36~48
小時

48~60
小時

60~72
小時

72小時
以上

合計

人數 48 79 95 68 28 23 15 356
百分比
（％）

13.5 22.2 26.6 19.1 7.9 6.5 4.2 100

調查受訪者對所需要之農業資訊或知識常查詢或獲得的管道，統計結果如表

六；受訪者最常查詢或獲得農業知識資訊的管道以利用網際網路者為最多，有307
位，佔28.7%，透過農業試驗改良場所次之，有185位，佔17.3%，再其次為專業書

藉及期刋雜誌，各有112位，各佔10.5%。

表六、對所需要之農業資訊或知識常查詢或獲得的管道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網際網路 307 28.7
專業書籍 112 10.5
期刋雜誌 112 10.5
電視媒體 49 4.6
報紙 34 3.2
農政單位 38 3.6
大專院校 19 1.8
農業改良場 185 17.3
農會 51 4.8
產銷班 40 3.7
觀摩會 51 4.8
親朋好友 62 5.8
其他 8 0.7
合計 106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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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調查受訪者對所查詢或獲得的農業資訊或知識之滿意程度，資料統計

如表七。在調查結果上表示受訪者對查詢或獲得的農業資訊或知識之滿意程度以

稍滿意者居多，有184位，佔51.7%，滿意次之，有101位，佔28.4%，再其次為不

滿意，有29位，佔8.1%。

表七、對所查詢或獲得的農業資訊或知識之滿意程度為何？

滿意程度 很滿意 滿意 稍滿意 不滿意 很不滿意 合計

人數 25 101 184 29 17 356

百分比 (%) 7.0 28.4 51.7 8.1 4.8 100.0

調查受訪者對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網站內容中最喜歡之農業項目，結果統計如

表八。其中以受訪者最喜歡項目為栽培技術最多，有199人次，佔20.7%，便民服

務窗口次之，有152位，佔15.8%，再其次為Q&A，有138位，佔14.4%。

表八、對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網站內容中最喜歡之農業項目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便民服務窗口 152 15.8
重要研究成果 60 6.2
農業園地 50 5.2
出版刋物 114 11.9
栽培技術 199 20.7
Q&A 138 14.4
植物保護 80 8.3
農業政策政令 6 0.6
農情資源查報 24 2.5
資料庫查詢 36 3.8
農業技術線上諮詢交流平台 27 2.8
土壤肥力診斷服務 71 7.4
相關網路資源連結 4 0.4

合計 9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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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受訪者得知可利用本場網路進行數位化農民諮詢服務之傳播管道，結果

統計如表九。由結果表示受訪者得知可利用本場網路進行數位化農民諮詢服務之

傳播管道以透過網際網路者居多，有218位，佔46.1%，經由農業試驗改良場所為

得知管道者次之，有119位，佔25.2%。

表九、得知可利用本場網路進行數位化農民諮詢服務之傳播管道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農業試驗改良場所 119 25.2
基層農會 13 2.7
產銷班 5 1.1
推廣活動 31 6.6
網際網路 218 46.1
親朋好友 29 6.1
報紙 2 0.4
雜誌 18 3.8
電視 0 0.0
廣播電台 0 0.0
農委會 13 2.7
縣市政府 0 0.0
鄉鎮公所 0 0.0
大專院校 11 2.3
其它 14 3.0

合計 473 100.0

調查受訪者對本場推動「數位化農民服務」之瞭解程度，結果統計如表十。

由結果表示受訪者對本場推動「數位化農民服務」的瞭解程度以稍為瞭解者居

多，有143位，佔40.2%，不瞭解者次之，有110位，佔30.9%，再其次為瞭解，有

61位，佔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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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對本場推動「數位化農民服務」之瞭解程度

非常瞭解 頗瞭解 瞭解 稍為瞭解 不瞭解 合計

人數 8 34 61 143 110 356
百分比 (%) 2.2 9.6 17.1 40.2 30.9 100.0 

調查受訪者對本場的數位化農民服務系統的使用，結果統計如表十一。由結

果表示受訪者對本場的數位化農民服務系統的使用意願以有意願居多，有137位，

佔38.5%，很有意願者次之，有105位，佔29.5%，再其次為頗有意願，有94位，佔

26.4%，有20位未表示意見，佔5.6%。

表十一、對本場的數位化農民服務系統的使用意願

很有意願 頗有意願 有意願 無意願 無意見 合計

人數 105 94 137 0 20 356
百分比 (%) 29.5 26.4 38.5 0.0 5.6 100.0 

受訪者採用本場數位化農民服務之原因為何？進行調查結果統計如表十二。

表示受訪者採用本場數位化農民服務之原因以輕鬆方便居多，有276位，佔

51.7%，而服務快速次之，有160位，佔30.0%，而有98位受訪者認為提供資料完

整，佔18.3%。

表十二、採用本場數位化農民服務之原因為何？

服務快速 資料完整 輕鬆方便 合計

人數 160 98 276 534
百分比 (%) 30.0 18.3 51.7 100.0

調查受訪者對本場提供之農業相關資訊及諮詢回答內容之滿意程度，結果

統計如表十三。由資料結果表示受訪者對本場提供之農業相關資訊及諮詢回答內

容之滿意程度以稍滿意者居多，有134位，佔37.6%，以滿意者次之，有106位，

佔29.8%，很滿意者有45位，佔12.7%，認為不滿意及很不滿意者共有71位，佔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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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對本場提供之農業相關資訊及諮詢回答內容之滿意程度

很滿意 滿意 稍滿意 不滿意 很不滿意 合計

人數 45 106 134 36 35 356
百分比 (%) 12.7 29.8 37.6 10.1 9.8 100.0

調查受訪者對本場提供的數位化農民服務整體上之滿意程度，結果統計如表

十四。由資料結果表示受訪者對本場提供的數位化農民服務整體上之滿意程度以

稍滿意者居多，有127位，佔35.7%，以滿意者次之，有110位，佔30.9%，很滿意

者有48位，佔13.5%，認為不滿意者有47位，佔13.2%，很不滿意者有24位，佔

6.7%。

表十四、對本場提供的數位化農民服務整體上之滿意程度

很滿意 滿意 稍滿意 不滿意 很不滿意 合計

人數 48 110 127 47 24 356
百分比 (%) 13.5 30.9 35.7 13.2 6.7 100.0

調查受訪者對從本場數位化農民服務所獲得的知識或解決方法，對從事農業

經營工作上的幫助程度，結果統計如表十五。由結果表示受訪者對從本場數位化

農民服務所獲得的知識或解決方法，對從事農業經營工作上的幫助程度上以有幫

助者居多，有136位，佔38.2%，認為稍有幫助者次之，有108位，佔30.3%，再其

次則認為很有幫助者，有95人，佔26.7%，僅17人認為沒有幫助，佔4.8%。

表十五、從本場數位化農民服務所獲得的知識或解決方法，對從事農業經營工作

上之幫助程度

很有幫助 有幫助 稍有幫助 沒有幫助 合計

人數 95 136 108 17 356
百分比 (%) 26.7 38.2 30.3 4.8 100.0

調查受訪者對從本場email諮詢服務時，所詢問之問題類型，結果統計如表

十六。由結果表示受訪者所詢問之問題類型大都以病蟲害防治、土壤肥料、果

樹、蔬菜、書藉資料及品種索取等類型較多，其中詢問病蟲害防治者居多，有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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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佔17.7%，詢問土壤肥料者次之，有181位，佔15.3%，再其次則詢問果樹者，

有162人，佔13.7%，詢問蔬菜者，有141人，佔11.9%，詢問書藉資料及品種索取

者，有125人，佔10.6%。

表十六、對本場email諮詢服務，所詢問之問題類型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病蟲害防治 209 17.7
土壤肥料 181 15.3
農業機械 22 1.9
果樹 162 13.7
蔬菜 141 11.9
花卉 76 6.4
水稻 70 5.9
雜糧 61 5.2
保健植物 54 4.6
有機農業 38 3.2
休閒農業 26 2.2
書藉資料及品種索取 125 10.6
其他 17 1.4
合計 1182 100.0

調查受訪者將來是否會繼續使用本場的數位化農民服務來解決問題及獲取資

訊，結果統計如表十七。受訪者表示有願意繼續使用居多，有127位，佔35.7%，

很有意願繼續使用者有111位，佔31.2%，稍有意願繼續使用者有103位，佔

28.9%，僅有15位不願意繼續使用，佔4.2%，原因是這些受訪者認為對此服務並不

滿意，且認為對其從事農業經營工作上並無幫助。

表十七、將來是否有意願繼續使用本場數位化農民服務來解決問題及獲取資訊

很有意願 有意願 稍有意願 無意願 合計

人數 111 127 103 15 356
百分比 (%) 31.2 35.7 28.9 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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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

隨著網際網路的普遍，導致數位化服務的時代來臨，在未來農業推廣業務

上，數位化農民服務將是必然之趨勢。依據政府知識經濟發展方案，公部門必須

善用及加強發展資訊科技，開發數位化農業資源，建立農業諮詢體系，加強農業

數位化服務系統之研發，營造不受時空限制之優質數位化服務環境與機制，提供

農民及廣大消費者良好且完整之數位化農業服務，有效提升數位化農民服務之成

效。

本研究計畫之執行中，先利用email發信1348封，調查曾利用本場之email網路

諮詢之使用者姓名、住址及電話，以建立調查對象資料，回覆者為428位，依有效

資料共發出email問卷56份，回收有效問卷56份，發出紙本問卷共372份，回收有效

問卷為300份。此項結果說明，在email調查願接受問卷調查者之意願，僅31.8%願

意接受調查，實際問卷調查以email方式調查之問卷回收率為100%，以紙本方式調

查之問卷回收率為80.6%。

結果顯示受訪對象對本場數位化農民服務之瞭解程度並不高，以稍為瞭解者

居多，占40.2%，不瞭解次之，有30.9%，本場在此項數位化服務之宣導上仍有需

要繼續加強努力的空間。在服務之滿意程度上有37.6%的受訪者對本場提供之農業

相關資訊及諮詢回答內容表示稍滿意，29.8%的受訪者表示滿意，有12.7%的受訪

者表示很滿意，而有19.9%的受訪者表示不滿意及很不滿意，因此在服務之品質上

本場仍有加強空間。受訪者中採用數位化服務之理由，有47.6%受訪者認為較輕鬆

方便，32.4%認為服務快速，而僅有20%的受訪者認為資料完整，因此在資料提供

的完整性上需加強建置。在本項研究中可提出對本場數位化服務之建議，包括加

強本場數位化服務系統之宣導與服務品質上的強化，並加強在資料提供上的完整

性。

農業推廣工作人員推展數位化農民服務之工作要有正確的認知，並與實際執

行服務之工作者進行良好的溝通。以提供最佳的服務資源。數位化服務要有完善

的流程管理。而接受數位化服務者本身亦需具備資訊化素質與高度參與意願，此

與本計畫調查結果及結論符合。農業相關機構在發展數位化服務時，亦應考慮如

何將服務資源轉置成資料平台或資料庫，同時必須考慮未來數位化服務體系可結

合之相關教材或課程，於將來進行農業數位服務或學習之時能與之相輔相成，以

提高數位化服務效率，及提昇農業上之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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