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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除草劑談
農藥管理規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中華民國109年8月18日

洪裕堂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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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農藥管理—我

二.農藥管理—他

三.農藥管理—你

四.除草劑使用原則

五.結語

農藥管理—我 (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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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藥工廠：51家

 農藥販賣業者：3,386家

 輸出入：242家

 批發：740家

 零售：3,172家

 農藥管理人員：7,757人

農藥管理現況及統計 (迄109.8.10)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登記有效成分：361種

525(混合劑)

 農藥原體許可證：689張

 成品農藥許可證：5,142張

5,749張(混合劑)

 輸入：2,822公噸

 生產：6,584公噸

 輸出： 423公噸

 內銷：8,983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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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7,757人

2020年8月10日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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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管理人員現況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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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管理法之沿革及概述

48.7
台灣省農藥管理規則

50.1
台灣省農藥暫行標準

50.12
台灣省農藥工廠設廠標準

52.3
台灣省內偽劣農藥取締辦法

54.6
農藥法草案

61.1.6
農藥管理法

72.75.77.91.91.9
6.

103.12.24 104.12.9

107.5.23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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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7章：

總則、登記、製造輸入及輸出、販賣及
使用、監督檢查取締及獎勵、罰則、附
則，計59條

授權訂定子法25項

103年12月24日修正其中15條

104年12月9日修正其中2條

107年5月23日修正其中2條

農藥管理法現行內容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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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藥使用及農產品殘留抽驗辦法
• 農藥許可證申請及核發辦法
• 農藥標示管理辦法
• 農藥管理規費收費標準
• 農藥標準規格準則
• 農藥管理法施行細則
• 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

/農藥販賣業執照收費標準
• 公告劇毒性成品農藥名稱及購買
者之資格條件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農藥技術諮議會設置要點

• 主管機關進行農藥田間試驗辦理
程序

農藥管理法 （授權訂定子法）25項

• 農藥理化性與毒理試驗準則
• 農藥田間試驗準則
• 農藥工廠設廠標準
• 成品農藥委託加工管理辦法
• 特定用途農藥申請審核辦法
• 沒入農藥器械原料物品處理辦法
• 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 農藥管理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
• 農藥廣告申請審核辦法
• 農藥檢查辦法
• 檢舉或協助查緝禁用農藥偽農藥
劣農藥獎勵辦法

• 農藥生產業及販賣業者評鑑獎勵
辦法

• 農藥運輸倉儲管理辦法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12

農藥管理法

立法意旨
(§1)

為保護農業生產及生態環境，防除有害生物，防止農藥
危害，加強農藥管理，健全農藥產業發展，並增進農產
品安全，特制定本法。

農藥定義
(§5)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農藥：指成品農藥及農藥原體。
二、成品農藥：指下列各目之藥品或生物製劑：
（一）用於防除農林作物或其產物之有害生物者。
（二）用於調節農林作物生長或影響其生理作用者。
（三）用於調節有益昆蟲生長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為保護植物之用者。
三、農藥原體：指用以加工前款各目成品農藥所需之有
效成分原料。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可直接供前款各目
使用者，視為成品農藥。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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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屬於農藥?

• 增效劑

• 展著劑

• 營養劑

• 可製成原體的

化學原料

• 植物生長調節劑

• 農藥原體

• 對植物有害生物(如
病原菌、老鼠、昆
蟲、雜草...等)有防
除功效的產品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14

中央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地方主管機關 直轄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或動植物防疫所

配合機關 法務部
勞動部
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

農藥管理主管機關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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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農藥管理業務分工架構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法規修訂、

農藥登記及證照管理、
農藥管理人員管理、
農藥業者管理與品質管制、
偽劣農藥查緝等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受理農藥申請登記窗口、
登記資料審查、
規格檢驗、殘留量測定、
農藥管理人員、代噴人員訓練等

農業試驗所、
各地區農業改良場

病蟲害防治工作推廣、
農藥田間試驗

農糧署 農藥安全使用宣導、
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及管制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16

定義(§6) 罰則(§45、46、53)

禁用農藥

指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禁止製造、加
工、分裝、輸入 、
輸出、販賣、使用
之農藥。

一.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禁用農
藥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上750
萬元以下罰金。

二. 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禁
用農藥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
上500萬元以下罰金。

三. 使用農藥者，應使用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之農藥。違反者，處新
臺幣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
鍰。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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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7) 罰則(§47、48、49-1、50-1、53)

偽農藥

指農藥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 未經核准擅自製造、

加工、輸入或仿冒
國內外產品。

二. 摻雜其他有效成分
之含量超過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之限量
基準。

三. 抽換國內外產品。
四. 塗改或變更有效期

間之標示。
五. 所含有效成分之名

稱與核准不符。

一.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第七條第一款
之偽農藥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
下罰金。

二. 明知為第七條第一款之偽農藥，以販賣
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三.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第七條第二款、
第三款或第五款偽農藥者，處新臺幣30
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四. 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儲藏第七條第
二款至第五款之偽農藥者，處新臺幣5萬
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五. 明知為偽農藥，不得使用。違反者，處
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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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8) 罰則(§50、51、52、53)

劣農藥

指經核准登記之農藥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

一. 有效成分之含量與
標準規格不符。

二. 超過有效期間。

三. 第一款所定有效成
分含量以外之品質
與標準規格不符。

一.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第八條第
一款劣農藥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
60萬元以下罰鍰。

二.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第八條第
三款劣農藥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三. 明知為劣農藥，以販賣或意圖販賣
而陳列、儲藏，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
20萬元以下罰鍰。

四. 明知為劣農藥，不得使用。違反者，
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
罰鍰。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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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以下危害風險者不得作為農藥使用
致癌性屬於GHS致癌物質第1A級與第1B級

致變異性屬於GHS致突變性物質第1A級與第1B級

生殖毒性屬於GHS生殖毒性物質第1A級與第1B級

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 附件A、
附件B或符合附件D第1節判斷標準之持久性汙染物

列入鹿特丹公約 (Rotterdam Convention) 附件III之危
害性化學物質

列入蒙特婁議定書 (Montreal Protocol) 破壞臭氧層之
化學物質

對人類健康或環境生態造成經常或嚴重之不可恢復之危
害者

其他經評估有風險者，採取公告禁用或限用措施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20

 依據農藥管理法第18條規定，即
時檢討國內農藥使用現況，並參
考國際間最新毒理資訊及先進國
家禁、限用情形，辦理相關管制
措施。

 自102年迄今，因致癌性、劇毒
性、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原因已
陸續禁用30種農藥產品。

 自102年迄今，因被國際權威機
構分類為「對人類可能致癌」、
「具內分泌干擾疑慮」及「具生
物累積性」等之農藥，以及呼吸
毒性高之粉劑藥劑等原因，已限
用87種農藥產品。

落實高風險農藥退場機制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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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02年迄今已禁用30種農藥，限用87種農藥

103.12.17
禁用40.64%加
保扶水懸劑等4
種劇毒農藥

102.7.12
限用4%雙必
蝨粉劑等39
種粉劑農藥

107.7.23
禁用大克蟎等2種有
機污染物及甲基砷
酸鈣等9種含砷農藥

107.7.23
限用毆殺松
等6種農藥

102.8.15
限用0.5%巴
賽松粉劑等3
種粉劑農藥

106.8.23
限用高蜜蜂毒性
益達胺、賽速安
、可尼丁等7種農
藥

106.9.6
禁用低ADI高風
險4.95%芬普
尼水懸劑農藥

107.7.17
限用芬保扶
等8種農藥

106.10.5
禁用24%巴拉刈溶
液及33.6巴達刈水
懸2種劇毒農藥

107.8.7
禁用高風險
普硫松農藥

108.1.19
限用陶斯松等
15種混合農藥

108.8.27
限用高蜜蜂毒性益達胺、
賽速安、可尼丁等7種農藥

108.2.1
24%巴拉刈溶
液延後1年禁
止販賣使用

歷年農藥禁限用情形

一. 農藥管理—政府機關

109.2.1
24%巴拉刈
溶液禁止販
賣使用

農藥管理—他
(農藥製造業者、農藥販賣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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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23

備註：
1.成品農藥應依其成品急性毒性值分類。
2.本項農藥急性毒性分類係參考 WHO 農藥急性毒性分類，
危害級別係參考GHS危害級別分類編制。(試驗動物為大鼠)

急性毒性
分類

危害級別
口服 LD50

(mg/kg body 
weight)

皮膚 LD50

(mg/kg body 
weight)

極劇毒 第一級 ≦5 ≦50

劇毒 第二級 ＞5～≦ 50 ＞50～≦ 200

中等毒
第三級
第四級

＞50～≦ 300 
＞300  ≦ 2,000 

＞200～≦ 1,000
＞1,000 ≦ 2,000

輕毒 第五級 ＞2,000 ≦ 5,000 ＞2,000 ≦ 5,000

低毒 未分級 ＞5,000 ＞5,000

農藥毒性分類
農藥標示管理辦法

24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農藥標示 危害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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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農藥標示 危害防範圖示

26

農藥標示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附表二 農藥對蜜蜂急性毒性分類

危害級別
分類標準

（蜜蜂成蟲接觸急性毒性）
危害圖式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第一級 LD50≦ 2 μg/bee 警告 對蜜蜂有劇毒

第二級 2 μg/bee ＜ LD50≦ 11 μg/bee 警告 對蜜蜂有毒

第三級 LD50＞ 11 μg/bee 無 無 相對無毒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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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標示背景帶(顏色依毒性區分)

高

低

毒
性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28

農藥標示管理辦法

圖三 農藥作用機制形式新增

單劑表示法 混合劑表示法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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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中毒及解毒方法

製造日期、批號及有效期間

許可證字號

成品農藥應註明農用藥劑字樣

產品條碼權利人資訊

農藥普通名稱

提醒作用機制避免抗藥性

警示語

危害防範圖式及背景帶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30

農藥管理法第26條

農藥販賣業者，應置專任管理人員，並應向當地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農藥販賣業執照後，

始得營業。

前項申請審查之相關自治法規，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定管理人員之訓練、資格條件及其證明文件

取得、廢止、重新申請之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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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管理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
條次 內容

第4條 1.農藥管理人員之訓練總時數至少120小時。
2.具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大陸、香港或澳門地區專科以上學校昆蟲、植物
保護、植物醫學、植物病理、植物病理與微生物、植物病
蟲害等植物保護相關各院、系、科、組、所、學位學程畢
業，或於學歷證明文件載為輔系者，得於參加農藥管理人
員訓練時，申請抵免前項訓練時數；以40小時為上限。

3.參加農藥管理人員訓練者，應自行負擔訓練費用。

第5條 參加農藥管理人員訓練者，應具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陸、香港或澳門地區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之資格條件。

第12條 申請農藥管理人員證書展延者，應於五年內參加60小時以上
之在職訓練、相關植物保護學術活動或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
其總時數應含每年參加主管機關辦理之在職訓練4小時以上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32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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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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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高中職

農藥管理人員資格訓練學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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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管理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
第14條

農藥管理人員執行下列業務，應於所登錄之農藥販賣
業者營業處所為之：

一、提供農藥管理、販賣、使用規定及注意事項之諮
詢。

二、管理農藥販賣場所之安全及防護。
三、確認本法第二十九條第六款所定備置簿冊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方式登記之內容無誤。
四、確認本法第三十五條定期陳報農藥生產、輸入、

購入、銷售之數量及交易對象資料無誤。
五、有關農藥販賣之管理事項。

農藥管理人員證書應懸掛於前項執行業務處所明顯處。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34

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

第3條

使用農藥者應按農藥標示記載之使用方法及其
範圍施藥。但農藥使用方法及其範圍經中央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公告者，不在此
限。
農藥管理人員提供農藥之諮詢，應於前項所定
使用方法及其範圍內為之。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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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販賣業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五、兼營其他業務，應將農藥隔離陳列貯存。
六、備置簿冊或採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登記購買者姓名、住址、年齡、聯絡方式、購買農
藥之名稱及數量，並保存三年。

七、不得販賣予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
八、詢問購買者之用途，非為核准登記之使用方法或範

圍者，不得販賣。
九、開具載明農藥之名稱、數量與其使用範圍、購買者

及販賣業者資訊之販售證明予購買者。
十、回收農藥廢容器並依環保法規交付清除處理。

違反第5款至第9款者，依第53條第1項第2款處新臺幣
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農藥管理法第29條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36

二. 農藥管理—農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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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管理—你
(農藥使用者、消費者)

38

違反者，可處以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應按農藥標示記載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施藥!
應按農藥標示記載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施藥!
應按農藥標示記載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施藥!

☆劑型、含量
☆作物名稱、病蟲名稱
☆每公頃每次用量、稀釋倍數
☆施藥方法、使用時期、施藥間隔、施用次數
☆安全採收期
☆注意事項

三. 農藥管理—使用者及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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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三. 農藥管理—使用者及消費者

依照標示危害防範
事項，做好防護措
施，無使用風險。

40

檢舉或協助查緝禁偽劣農藥獎勵辦法

禁用農藥 偽農藥 劣農藥

檢舉製造、加
工或輸入

發給獎金新臺
幣40萬元至50
萬元

新臺幣30萬元
至40萬元

新臺幣2萬5千
元至5萬元

檢舉批發販賣 新臺幣30萬元
至40萬元

新臺幣20萬元
至30萬元

檢舉分裝、零
售販賣或意圖
販賣而陳列、
儲藏

新臺幣20萬元
至30萬元

新臺幣10萬元
至20萬元

新臺幣1萬元

三. 農藥管理—使用者及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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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實報導或假新聞，怎麼辦

三. 農藥管理—使用者及消費者

42

不實報導或假新聞，怎麼辦

三. 農藥管理—使用者及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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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藥管理—使用者及消費者

44

三. 農藥管理—使用者及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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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藥管理—使用者及消費者

46

三. 農藥管理—使用者及消費者

農藥是「藥」還是「毒」？ 農藥殘留真的
很可怕嗎？

LOAELNOAELADIMRL

人體對某項物質即使每天攝取
也不會對健康造成影響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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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藥管理—使用者及消費者

四、除草劑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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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四、除草劑使用原則

除草劑使用原則

過馬路？

50

為落實除草劑農用政策，農委會於106及107年多次函
請各縣市政府及相關部會，落實執行非屬核准登記使用
範圍，不得使用除草劑之規定，並請各機關向所屬機關、
業務承包業者及轄內除草劑使用者加強宣導，應依照農
藥標示記載或農委會公告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施藥。

行政院於106年12月14日邀集各相關部會召開「行政院
食品安全會報」106年度第3次及第4次會議，案經院長
裁示，請農委會加強源頭管制，並落實農藥產銷申報及
流向管理，避免非法使用；另農地以外之環境雜草管理
等事項，請環保署協助地方政府制定相關管理辦法。

除草劑使用原則

四、除草劑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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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登記之除草劑使用範圍

除草劑使用原則

作物分類 使用範圍

糧食作物 水稻
雜糧（如玉米園、大豆園、落花生園、紅豆園、甘藷園等）

園藝作物 蔬菜園（如白菜園、甘藍園、青蔥園、茄科作物園…等）
果樹園（如柑桔園、鳳梨園、木瓜園、葡萄園、蓮霧園等…）

特用作物 茶園、蔗園、菸草園、亞麻園及風茹園

森林 造林地

花卉 玫瑰盆花

草皮 限用於百慕達草及地毯草草皮

其他 非耕作農地雜草
註：非耕作農地係指非耕作期間（含休耕）之農業用土地

四、除草劑使用原則

52

非屬前述除草劑
使用範圍，如公園、
學校、公墓、高速公
路邊坡、道路兩側、
鐵路沿線等非農業用
途場域之除草作業，
依規定均不得使用除
草劑。

除草劑使用原則

四、除草劑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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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以外之環境雜草管理，環保署於107年多次邀集
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召開研商會議，分別於107年6月
29日訂定「非農地之雜草管理指引」及10月29日訂
定「非農地雜草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參考版」提供各地
方政府參考應用。目前已有臺北市、高雄市、宜蘭縣
及花蓮縣政府訂定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以強化轄區
內環境雜草之管理。

函請環保署規劃檢舉非農地使用除草劑之獎勵措施。

環保署推動「非農地環境雜草管理教育宣導活動」及
「非農地環境雜草管理教育推廣專案計畫」，補助地
方政府辦理宣導會及非農地環境除草作業。

除草劑使用原則

四、除草劑使用原則

54

各類農藥使用量

四、除草劑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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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非選擇性除草劑使用量

四、除草劑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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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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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58

五. 結語

未來農藥管理政策—降低風險

• 抗藥性、傷害天敵、對植物藥害農業生產

• 對農藥使用者、周圍民眾及消費者的

意外急性及慢性傷害
人體健康

• 汙染水質、土壤及對農業生產環境中

的負面影響
環境

• 農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障礙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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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60

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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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我們的策略 : 降低風險

Step 1 : 使用之必要
性

• 設定減量目標

• 導入害蟲綜合防治
(IPM) 良良好農業
規範 (GAP)

• 強化非化學農藥之
供應

• 教育農民

Step 2 : 如有必要，
使用低風險藥劑

• 設定農藥登記門檻

• 制定農藥風險評估
及高風險農藥退場
機制

• 教育農民

• 補助措施、引入稅
制

Step 3 : 正確使用農
藥

• 法規修正

• 建立農藥諮詢服務
施藥者個人防護設
備

• 教育農民

62

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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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強化綜合管理
鼓勵友善農業

汰除風險農藥
強化分級管理

制訂配套措施
逐步達成減半

擴
大
普
及
非
化
學
防
治
技
術

盤
點
高
用
量
高
危
害
化
學
農
藥

推
動
農
藥
代
噴
制
度

開
發
替
代
性
生
物
資
材
與

非
化
學
防
治
管
理
技
術

辦
理
生
物
性
防
治
資
材

制
訂
有
機
農
業
促
進
法

提
高
學
名
藥
上
市
門
檻

依
農
藥
安
全
性
建
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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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推
動
非
農
業
用
地
禁
用
除
草
劑

提
升
農
藥
販
賣
業
者
素
質

推
動
植
物
醫
師
制
度

研
究
調
整
農
藥
稅
制
可
行
性

管
理
策
略

措

施

管理策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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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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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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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2020/8/17

34

67

五. 結語

 農藥資訊服務網
(https://pesticide.baphiq.gov.tw/)

68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