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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這樣也不錯啊！不過對於到底要遷到哪裡，本席並沒有意見。本席必須要誠實的跟

曹主委講，面對問題就要提出解決方案，而不是誇誇其詞的說你們是怎麼樣讓資訊透明。 

曹主任委員啟鴻：好，謝謝。 

主席：現在開始處理臨時提案。 

1、 

請農委會盡速釐清檢討現狀政府、農藥商與農民三方之間的農藥管理關係，並於一個月內（

105 年 12 月 2 日週五前）提出檢討報告，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林岱樺  黃偉哲  邱志偉  廖國棟  蘇震清  

王惠美 

2、 

畜牧廢水富含植物所需氮、磷、鉀元素，亦含有未經消化吸收的金屬元素，尤其以銅元素最

多。國外土地大，灌溉後有稀釋作用，國內土地小則有濃縮作用，沒有好的配套措施，將來恐

衍生其他的危害。農委會應調查，畜牧廢水有那些成分，其中那些成分將來可能會影響土壤或

隨著食物鏈影響生態？政府因應措施為何？以書面報告於兩週內（105 年 11 月 17 日週四前）送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林岱樺  黃偉哲  邱志偉  廖國棟  蘇震清  

王惠美 

3、 

農委會 104 年 7 月的缺工統計，茶、果樹、菌菇、蘭花、飼育及屠宰行業總共是 6,870 人，而

勞動部今年 1 到 9 月媒合從事農業勞動力，總共是 320 人，所以整體人力缺口還有 6,550 人。農

委會應就補充農業缺工問題，提供「科技研發替代役」及外役監從事農務推動進度，並研究運

用「微罪」易服「社會勞動」人力從事農業的可行性，提出解決農業缺工計畫書，並於一個月

內（105 年 12 月 2 日週五前）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林岱樺  黃偉哲  邱志偉  廖國棟  蘇震清  

王惠美 

4、 

為因應氣候變遷、颱風、寒害等天然災害，以及農藥殘留食安問題層出不窮。政府為穩定蔬

菜供應穩定，避免外在因素造成菜價飆漲，建就目前「植物工廠」產業擬定完整的輔導方案，

以及未來「植物工廠」產能佔國內生產總額之比例擬定計畫書，並將計畫書於一個月內（105 年

12 月 2 日週五前）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林岱樺  黃偉哲  邱志偉  廖國棟  蘇震清  

王惠美 

5、 

目前台灣允許農藥只有 310 項，不到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允許 700 多項一半，請農委會於一

個月內（105 年 12 月 2 日週五前）針對此一現象做出分析報告，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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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林岱樺  黃偉哲  邱志偉  廖國棟  蘇震清  

王惠美 

6、 

農委會設立多家財團法人有其時空背景，惟部份法人之年度收支金額不到千萬元或員工數少

於 5 人，顯已無法達成法人設立功能，農委會應依民法第 65 條規定以及本院決議，訂定明確退

場時程。另外家法人之高階主管為退休官員轉任，支領月薪高達 10 萬元以上，屢遭外界質疑為

酬庸組織，農委會也應一併檢討及改進人事任用與薪資制度，並於一個月之內針對退場機制、

時程、人事任用與薪資制度提出專案報告於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  林岱樺  黃偉哲  蘇震清  王惠美 

7、 

今年初的大寒害，造成養殖漁業如石斑、虱目魚皆大量死亡，造成漁民重大損失，另有多項

水果也因寒害造成農民損失，農委會研擬農漁業保障專法，目前執行進度為何？預定何時立法

完成？有無配套措施？請農委會於一個月之內針對農漁業保險專法的立法進度以及相關配套提

出專案報告於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  林岱樺  黃偉哲  蘇震清  王惠美 

8、 

有鑑於今年 9、10 月接連受到颱風侵襲影響，導致國內菜價自 9 月起即居高不下，惟農委會

於風災前並無抑制受預期心理導致漲價之相關作為，於風災後亦未採取必要調節措施，顯見農

委會在相關管理上明顯有所缺失。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並避免農民承受哄抬菜價之不白之冤，

爰提案要求農委會一週內提出風災來臨前後如何抑止菜價飆漲之檢討、改善報告，並送交經濟

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 

連署人：張麗善  廖國棟 

9、 

有鑑於漁季將至，往常我國漁民都會前往沖之鳥海域捕撈鬼頭刀、旗魚和鯊魚等，以作為生

財來源；然而，根據台日漁業對話結論，必須等日本針對沖之鳥周邊海域捕魚等漁業合作成立

工作小組，到明年春天漁季來臨再作協議，屆時不僅漁期已過，亦讓漁民出海捕魚安全堪慮。

為保障漁民權益，爰提案要求農委會應確保漁民於沖之鳥礁公海範圍進行捕撈業務時，不受日

本片面宣示主權之干擾，並提供必要協助。 

提案人：王惠美 

連署人：張麗善  廖國棟  黃偉哲 

10、 

有鑑於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台、日積極磋商解除日本核災區食品輸台禁令；即便福島核災區

農產品是否已經全然安全仍有待釐清，且國內多數民眾對於開放核災農產品尚有疑慮，惟政府

亟欲開放相關農產品，其考量點竟是為了避免與日本貿易協定卡關，而非已確保相關農產品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