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簡介 

壹、前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主管全國農、林、漁、牧及糧食行政事務，每年

都會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編訂施政計畫，運用產、官、學、研各界的農業研發

能量與專業人力執行計畫，藉由農業計畫的落實來達成施政目標。並利用適當的管考制度來

管理計畫的執行及其成果，除可整合並了解計畫執行的成效之外，更可作為未來施政決策的

參考，其作業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農委會計畫作業流程 

這些計畫作業以往都以書面方式進行，利用電腦科技資訊系統建檔、彙整與列印報表，

再藉由郵寄方式進行資料的溝通，資料整合的時效性稍嫌緩慢。為了配合電子化政府的目標，

農委會從民國 90 年開始進行農業計畫作業流程網路化的規劃，依據計畫作業的生命週期設

計，利用 JAVA 技術並配合線上可攜式文件產生引擎，建置一個全面網路化的「農委會計畫

作業系統」（Agriculture Project Management Integration, APMI）資訊平台，期望透過網路化和無

紙化的作業模式，進一步落實農業計畫E化管理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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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農委會計畫作業的特性 

農委會計畫作業包含預算先期作業、構想提審、計畫提審、管考、結案和成果評估等作

業，管理範圍包括農委會所屬試驗改良場所自行辦理及委託或補助各機構的研究、發展及推

廣計畫，管理內容包括計畫名稱、編號、經費、執行機構及人員、計畫目標、重要工作項目、

預定進度、季報、期中、期末摘要以及結束報告、研究報告與成果產出等項目。綜合農委會

計畫作業的流程與屬性，網路化系統的設計必須滿足下列幾項特性： 

一、服務對象廣泛 

「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服務對象不但包含農委會及所屬機關，更包括全國地方政

府機關、各級農漁會、合作社場、農業相關團體、財團法人、大專院校、研究機構等學

者、專家以及農業從業人員等。這些使用者的資訊設備與資訊能力不一並遍佈全國，大

多數為本國籍，少數為外國籍。少部份使用者在計畫研提及季報填報期間可能因公出

國，有在國外填寫報告的需求。因此系統的設計必須兼顧使用者的特性以及後續維護的

方便性。 

二、作業有尖峰時期 

配合農委會計畫管考作業，使用者與作業系統接觸的頻率明顯有淡旺季之分，因此

系統的設計必須克服尖峰時期的伺服器負荷以及網路擁塞問題。 

三、文件的一致性 

農業計畫文件通常需要在執行者與管理者之間多次的往來修改確定，因此系統需要

提供維持文件一致性、權限控管與無紙化的功能。 

四、罕見字的使用 

農業計畫文件常會使用到一些罕見字，使用者必須以自訂外字的方式呈現。由於使

用者自訂的外字字碼繁多且無統一規範，這些檔案經過傳送後常常造成其他使用者的閱

讀困難。因此系統的設計應提供一套可以在網際網路上輸入統一規範的罕見字輸入介

面。 

五、圖說資料的匯入 

有些使用者在計畫文件中需要以圖形來呈現資訊內容，如：流程圖、設計圖以及統

計圖表等。這種圖形資料在傳統文件編輯器中是很容易編輯的，但如何應用到網際網路

的環境中，是系統設計時必須考量的。 

參、系統特色 

在比較各種資訊技術後，由於 JAVA 技術具有跨平台以及使用者端存取速度較快的特



性，雖然在設計報表上較為不便，但文件安全性、字碼、罕見字以及價格上都極具競爭力。

「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為考量系統未來的延展性及系統執行的效率，最後以高彈性、跨

平台的JAVA技術建立成三層式架構的網路系統(如圖2所示)，其具有下列幾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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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APMI的三層式架構網路系統 

一、操作簡單 

「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不但可跨平台使用，使用者也不需安裝任何元件，只要有

瀏覽器與免費的可攜式文件閱讀程式(Acrobat Reader)，連上網路就可以在線上輸入計畫

管理的所有資料。計畫主持人無需經過特殊訓練，即可操作，隨時隨地可以享有安全、

快速、便利的全方位整合服務。 

二、版本一致 

所有計畫資料均由線上輸入，再透過嚴格的權限控管機制，由線上產生具有辨識能

力的各種計畫報表。由於資料統一匯集到資料庫中，無論使用者在任何角落，只要透過

網路就可以達到計畫即時彙總、瀏覽、簽核與管考等功能。 

三、罕見字處理 



「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與行政院主計處合作，建立線上罕見字的輸出入模組，藉

由輸入控制碼的方式，即時在線上產生具罕見字的報表；並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傳達訊

息，以達到無紙化的境界。 

四、附加文件的合併 

「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以附加檔的方式上傳圖說資訊，並利用伺服器後端運算將

其與報表合併成單一文件，以解決圖說資訊的匯入需求。 

五、單一客服窗口 

資訊系統要運作得有效率除了要有完善的系統設計之外，還需配合適當的營運機

制。「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由於系統使用者人數不少，再加上各機關（構）人員調動

頻繁以及管考稽催的需要，系統客戶服務的需求量不小。因此單一、專責的客服窗口設

計，除了可以加強系統的操作服務以及問題的追蹤解決之外，更可以確實掌握需求並提

高系統的營運效率，這也是「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讓使用者滿意的原因之一。 

肆、系統效益 

「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的開發過程中，將系統分析、技術研發、安控、客戶服務等

業務，整合為單一客服的管理體系，藉由專業與專責的組織與作法，推動兼具技術性、業

務性與營運性的資訊服務，使系統能夠達到預期目標並讓使用者滿意。上線以來，截至2005

年10月已擁有8,000多個帳號的用戶，平日瞬間線上人數為47人，最大瞬間線上人數為373

人，最高單日登入人次為7,827人次，尖峰期間每日資料庫處理量為122萬筆，所承接的計

畫數從每年平均2,200筆的計畫成長到目前有4,000多筆計畫。 

對於計畫研提人而言，由於線上作業有統一的格式及即時修正資料的功能，一致的版

本，並藉由系統統計經費與自動偵錯等功能，不但可以減少計畫內容的錯誤更可以達到橫

向整合而降低彙整計畫的時間。對於業務主辦人員而言，在審核計畫時，可先查詢歷年來

的計畫資訊，藉以瞭解該計畫是否有執行之必要，預估其效益，並透過定期產生的季報表

確實瞭解執行進度，以達到滾動管理的目的。對於管理者而言，系統管理員可依需求設定

條件，定期搜尋資料，email 各式報表並提示計畫作業相關訊息，因而大幅節省作業成本及

縮短研提人及業務主辦人的作業時間，使計畫管理的流程更為精簡、快速。 

伍、未來努力方向 

「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所設計的結構化資料庫，除了可以縮短文件處理所需耗費的

人工與時間成本的縱向溝通之外，未來更可以利用這些資訊而達到橫向溝通的整合。如制

訂計畫資料的交換標準作為與其他系統進行資訊整合的基礎，以進一步提高電子化政府的

運作效能。另一方面，也可以應用支援決策的分析，讓決策者進行管理流程的改造、研究

人力資源調度及各個管理層面的改善工作。不過，E化的作業雖然帶來不少方便，但未來仍

需在智財權以及資訊安全的控管上再做深入的研發。 



陸、結論 

「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的建置已將農委會計畫作業流程導入E化管理的階段，除改

善傳統的計畫管理模式之外，更使農委會業務主辦人員在整體行政作業上，可以降低行政

管理成本、促進農業資訊的快速流通、強化農委會與使用者之間的溝通與互動。期待未來

「農委會計畫作業系統」能夠發揮資訊聚落效應，以加速我國農業的發展。 

（本文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