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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綱要

一、前言一、前言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農業政策的演進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農業政策的演進

三、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三、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

四、結語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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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Ø日本農業的角色日本農業的角色

1.1.糧食安定供給糧食安定供給

2.2.自然環境保育與國土保安自然環境保育與國土保安

3.3.工業、商業與服務業等產業發展的基礎產業工業、商業與服務業等產業發展的基礎產業

ØØ農業政策農業政策－－雙重性格公共政策雙重性格公共政策

1.1.推動農業發展推動農業發展

2.2.實施農業保護與限制實施農業保護與限制

一、前言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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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農業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農業
政策的演進政策的演進

1. 農地改革至增產政策末期（1945至1960年）
2. 制定農業基本法至高度經濟成長末期（1961至

1977年）
3. 實施水田利用調整對策至制定食料、農業、農村
基本法（1978至1999 年）

4. 制定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1999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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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改革至增產政策末期（1945至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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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主軸「復興經濟與重返國際社會」施政主軸「復興經濟與重返國際社會」
－－逐步撤銷經濟管制逐步撤銷經濟管制、、進行美日和談進行美日和談、、簽訂美日安保簽訂美日安保
條約條約、、恢復日蘇邦交恢復日蘇邦交

19551955年之後，日本重化工業急速成長，農年之後，日本重化工業急速成長，農
業與其他產業間的生產力及生活水準差距業與其他產業間的生產力及生活水準差距
日益擴大，農村勞動力持續大量外移日益擴大，農村勞動力持續大量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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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農業基本法（制定農業基本法（19611961年）年）

基本理念基本理念
nn發展農業，提升發展農業，提升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
nn改善農工間的生產力與生活水準（改善農工間的生產力與生活水準（所得所得）差距）差距
nn生產政策生產政策、、價格及流通政策價格及流通政策、、結結構政策構政策

米、麥為中心米、麥為中心 擴大畜產品及水果等多元生產選擇擴大畜產品及水果等多元生產選擇

安定農產品價格，實施所得安定政策，農產品流通合理化安定農產品價格，實施所得安定政策，農產品流通合理化

發展家族經營並培育自立經營，促進合作經營發展家族經營並培育自立經營，促進合作經營

推動以保障稻米價格為中心推動以保障稻米價格為中心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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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每一成員每年所得
單位：千日元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1997   1998
年度

1,595.8

1,978.1

2,142.7 2,129.7

1,421.5

1,708.9

1,913.4

158.2
329.8

77.5

2,111.9

1,273.4

869.8

2,023.4

760.4

1,110.7

357.5

112.0
194.0

2,020.0

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農家 非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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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世界先進國家的農業保護率（1955至 1986年）
單位：﹪

國名       年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4 1986
日  本 18 41 69 74 76 85 102 210
歐  市 35 37 45 52 29 38 22 63
法國 33 26 30 47 29 30 12 46
西德 35 48 55 50 39 44 25 75
義大利 47 50 66 69 38 57 49 86
荷蘭 14 21 35 41 32 27 20 67
英國 40 37 20 27 6 35 15 58
丹麥 5 3 5 17 19 25 15 54

瑞      典 34 44 50 65 43 59 30 63
瑞      士 60 64 73 96 96 126 153 260
美      國 2 1 9 11 4 0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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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業預算占國家總預算的變遷 

年度 
國家總預算（A）（億日元） 農業預算（B）（億日元） （B）÷（A）（%）

1960                      17,652                   1,394 7.90%

1965                      37,447                   3,445 9.20%

1970                      82,131                   8,705 10.60%

1975                    208,302                 20,000 9.60%

1980                    436,814                 31,013 7.10%

1985                    532,229                 27,144 5.10%

1990                    696,512                 25,188 3.62%

1995                    780,340                 34,230 4.39%

1997                    785,332                 29,226 3.72%

1999 890,189 29,391 3.30%

2000 849,871 34,281 4.03%

2001 826,524 34,003 4.11%

2002 812,300 31,905 3.93%

2003 817,891 31,114 3.80%

2004 821,109 30,552 3.66%

2005 821,829 29,672 3.61%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食料、農業、農村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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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水田利用調整對策
（1978至1999 年）

一、「水旱田利用再編對策事業」（1978）
消弭稻米生產過剩為目的，允許農地休耕，推動
水田轉作其他高生產力作物，進行生產及消費結
構改革
二、「1980年代農業政策基本方向」（1980）
維持農業所得為目的，價格政策轉變為供需平衡
調整政策，推動農村改善計畫，改善食品產業，
開始提出關懷消費者的利益及明確邁向農業國際
化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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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基本法之成果與課題舊基本法之成果與課題
<成果>
○○勞動生產性與土地生產性均提升勞動生產性與土地生產性均提升
勞動時間︰ (稻米0.1ha)
173 h r (1960年) → 20 h r (1999年)    減少88% 
平均收穫量 (稻米0.1ha)︰
401 k g (1960年) →537 k g (1999年)    增加34% 

<課題>
○○農業結構改善停滯農業結構改善停滯
○○兼業所得增加為所得增加之要因兼業所得增加為所得增加之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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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烏拉圭回合農業協定有關農
業施政基本方針

一、 1986年烏拉圭回合談判後，日本農產品進口自由
化迅速發展，國內糧食自給率急遽下降

二、 1993年12月17日，設立「緊急農業農村對策總
部」，內閣總理親自擔任總部長

三、1994年10月25日，決定「烏拉圭回合農業協定
相關對策大綱」

1.建立「有效率、安定的經營體」
2.推動包括山地及偏遠地區的農山村活性化事業
3.至2000年，實施總事業費6兆100億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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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事業費6兆100億日元用途

3兆5,500億日元— 農業及農村公共事業改善。
8,900億日元— 農業結構改善事業。
8,000億日元— 促進農地利用調整、對新加入農業經

營青年的從農支援、補助土地改良負
擔金，以利集中農地利用、技術革
新、供需調整對策、推動山地及偏遠
地區引進新興作物。

7,700億日元— 提供專業農低利融資、降低山地及偏
遠地區農林漁業金融公庫資金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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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拉圭回合農業協定相關對
策」實施成果（至1999年12月）

公共事業施工期間：7.2年→6.0年
（縮短17﹪）

在擴大經營規模：2.9ha→ 7.2ha
（擴大2.5倍）

水稻勞動時間：0.1ha56hr→ 20hr
（降低率64﹪）

水稻乾燥成本：0.1ha13.6千日元→ 12.3千日元
（降低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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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10億日元

0.2%965.10.1%308.71.1%5,263.6500, 963.0

比率比率比率 水產業林業農業國內總生產

資料：農林水產省「農業及食料關連產業之經濟計算」、「生產林業所得統計」、內
閣府「國民經濟計算 」 。

（參考）1960年度農業總生產1.5兆日元占GDP16.7兆日元之9.0％。

◇日本農林水產業占GDP之比率(2001年度)

◇各主要國農業總生產占GDP比率(2002年)

2.2 9.9 1.5 3.5 2.0 4.3 3.1 1.0 0.9 
占GDP比率
（％）

英國義大利德國法國
澳州俄羅斯ＥＵ加拿大美國國名

註）俄羅斯為2001年資料。資料：FAO「FAOSTAT」、內閣府「海外經濟資料」等。

農林水產業占GDP之比率

○農業總生產為5.3兆日元、占日本GDP（501兆日元）之1.1％。
○大致上與美國及加拿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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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積

耕地利用率

約40年之間 擴張 約110萬ha
轉用 約240萬ha
合計 約減少130萬ha（約減少2成）

◇農地（耕地）及耕地利用率之演變

資料：農林水產省「耕地及耕作面積統計」

農地減少
○過去40年，農地面積擴張110萬ha，並轉用240萬ha，共減少130萬ha
（約2成）。耕地利用率大幅下降。

1960 65 70 75 80 90 9585 2000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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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積之各國比較

64.750.748.039.239.412.7※
占國土面積
之比率
（％）

（40）（25）（21）（11）（105）（１）

67.742.036.318.7178.41.7每戶農家之
耕地面積
（ha）

1,5802,7861,71512,67937,971474 
耕地面積
（萬ha）

英國法國德國
ＥＵ美國日本

資料：農林水產省「耕地及耕作面積統計」、「農業結構動態調查」
USDA “UNITED STATES – 2002 Census of Agriculture”
EU “Agriculture in the European Union Statistical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2003”

註：1）相關數據日本為2003年、美國為2002年、EU及其餘各國為2000年之數據。
2）（ ）內為對日本之倍數。
3）日本每戶農家之耕地面積為「販賣農家」。

※ 相對於剔除北方領土之國土面積比率。

耕地面積現狀
日本之日本之耕地面積耕地面積為為474474萬萬haha，，每戶每戶農家農家約為約為美國之美國之1/1/105105、、EUEU之之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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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9.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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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耕地 其中山地及偏遠地區 耕地面積

◇ 廢耕地之演變(累計)

資料：「農林業普查」、「耕地及耕作面積統計」

註： 1975年及80年缺山地及偏遠地區資料

萬ha 萬ha

廢耕地增加
○山地及偏遠地區之廢耕地增加。
○2000年廢耕地面積為21萬ha（其中山地及偏遠地區為11.5萬ha）。

廢

耕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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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水產業就業人口之變遷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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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326
313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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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35 40 45 50 55 60 平2 7 12 13 14 15

年度

萬人

總就業人口
6,316萬人之

4.6％。

總就業人口4,465萬人之
30.0％。

293萬人

◇各主要國家農林水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之比率（2002年）

4.410.01.74.82.33.04.02.22.0 占總就業人口
比率（％）

英國義大利德國法國
澳州俄羅斯EU加拿大美國國 名

資料：總務省「勞力調查」

資料：2002年、FAOSTAT

農業就業人口減少
○農業就業人口逐年減少，現在為293萬人。
○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之4.6％，約與澳洲?EU相同。

1960 65 70 75 80 90 9585 2000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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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00  01

日本食料自給率變遷趨勢

食料綜合自給率（以熱量計算）

穀物自給率（含飼料、以重量計算）

資料：農林水產省「食料需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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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英國 日本

日本與其他先進國家日本與其他先進國家食料食料自給率比較自給率比較

資料來源：日本國勢圖會2003年

100％

（以熱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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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貿易黑字年約10兆日元，食料貿易赤字7兆日元

10

8

(2002年：兆日元）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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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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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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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斯

▲4.5

▲7

資料來源：日本國勢圖會2003年

無法因應
FTA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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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功能降低

○由於人口過疏及高?化，致使聚落功能降低，而變成難以維持聚落之地區。
○參與地區共同活動有降低之傾向，廢耕地及難撫育的森林增加，傳統祭典衰退，景觀及住
宅等荒廢情形發生。

◇維持聚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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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聚落衰退而影響地區社會基礎

資料：總務省「因集落衰退而影響地區社會基礎之相關調查」(2001
年3月)

註：在2000年4月1日施行的促進過疏地區自立特別措置法公布的
過疏地區鄉鎮市(2002年4月1日共1,170鄉鎮市(三宅村除外))
的46,391集落中，針對回答集落的維持有困難的4,595集落之
代表，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可複數回答)答覆數較多的前11
項目。

資料：總務省「有關人口過疏地區的集落再造之新想理方式調查」(2000
年３月)

註：1)針對過疏地域活性化特別措置法規定?1999年4月1日之過疏地區
鄉鎮市(1,230團體）之集落（48,689集落）代表進行問卷調?。

2)回答難以維持之集落(4,962集落)及回答集落維持管理良好的集落
(39,746集落) ，按世代數規模別比率分析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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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地區（鄉鎮）與中都市之生活環境建設水準比較

（財）地方財務協會「2003年版 公共施設狀況調查」
註1：2003年3月31日資料（但道路改良率及道路舖設率為2003年4月1日資料）
註2：圖中的中都市指特別區、政令指定都市、核心都市除外，人口10萬人以上之都市。
註3：圖中的下水道等普及率指相對於居民基本台帳登記人口與外國人登記人口之合計，公共下水道、集落排水

設施、簡易排水設施、小規模集合排水處理施設之現在處理區域內之人口合計比率。

生活環境建設減少

○生活環境之整建比大都市等之整建水準低，但仍確實在推動。惟，下水道污水處
理設施之普及率僅大都市的4成左右，今後有必要因應地區狀況進行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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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對於農村之期待提高

○希望UI 遷移者增加，農村成為新生活型態場所之動向日益活潑。
○希望進行農業體驗及與農村交流之都市居民增加。

◇希望UI遷移者之動向 ◇都市居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關心

31.6
25.9

18.9

1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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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股）博報堂生活總合研究所「關於食品和農業的意識調查」
註1：以居住在首都圈之非農業者400名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
註2：※標示的調查項目為1999年新設之項目

資料：（股）人才召幕「工作人力調查」
（2000年、調查對象人數約13千人）等

回
流

移
入

72.8

68.5

81.3

57.0

63.0

63.3

54.0

45.0

45.5

59.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2

H11

想在自家附近的市民農園進行家庭菜園

若有體驗的機會，想從事水旱田作業

若可以的話，想輕鬆的幫忙農家

※想讓自己的孩子或孫子體驗農業

想更輕鬆的往返農村

※想更輕鬆地與農家進行交流

1999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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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三、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

19991999年年77月月1616日「食料日「食料••農業農業••農村基本法」農村基本法」
（新基本法）（新基本法）
實施目標：
1.1.提升食料提升食料自給率自給率、、安全安全••穩定穩定供給品質優良的糧供給品質優良的糧
食、關懷食、關懷農業的自然循環功能農業的自然循環功能、維持並增進生物、維持並增進生物
多樣性等多樣性等多元化功能多元化功能。。

2.2.建構建構全體國民全體國民生活及生命能生活及生命能安全、安心安全、安心，，農民農民對對
農業農業有信心並能引以為傲有信心並能引以為傲的新政策體系的新政策體系

20002000年年33月月2424日內閣會議通過日內閣會議通過「食料「食料••農業農業••農村基本計畫」農村基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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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法 之 目 標

食
料
與
多
元
功
能

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舊農業基本法

確保食料安定供給
○以合理的價格，安定供給品質
優良的糧食
○以擴大國內生產為主軸，適地
調整進口與安全存糧比率
○緊急狀況時的糧食安全保障等
措施

充分發揮多元功能

○國土保安、水源涵養、自然環境
保育、良好景觀形成、文化傳承
等措施

農業永續發展
○確保農地、水、專業農民等生產因素，建
立可期望的農業結構

○維持並增進自然循環功能

農村振興

作為農業發展之基礎
○改善農業生產條件
○改善生活環境等提升福利相關措施

農

村

展
業
昇
民
會
濟
位

發
農
提
農
社
經
地

改善農工間的生產力與生
活水準(所得)差距

○生產政策
○價格、流通政策
○結構政策

國
民
生
活
之
安
定
提
升
及
國
民
經
濟
之
健
全
發
展

農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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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料「食料‧‧農業農業‧‧農村基本法」基本理念農村基本法」基本理念

1.確保食料安定供給：充實食料消費、健全食品產業發展、農
產品進出口措施、緊急狀態之糧食安全保障、推動國際合作

2.充分發揮多元功能：適切並充分發揮國土保安、水源涵養、
自然環境保育、良好景觀形成、文化傳承等多元化功能

3.農業永續發展：確保必要的農地、農業用水、其他農業資源及
專業農業經營者，並應配合地區特性，建立有效率並符合當地需要
的農業結構，維持並增進農業的自然循環功能，促進其永續發展

4.農村振興：農村綜合發展、山地及偏遠地區發展、都市農村交流



30

食料食料、、農業農業、、農村基本法農村基本法之重點之重點

○○制制定基本計定基本計畫畫－設定自給率目標－設定自給率目標（（每5年修正））

○○推動重視推動重視消費者消費者之之食料政策食料政策（（安全、安心安全、安心））

○○建立可期待之農業結建立可期待之農業結構構與推動經營政策與推動經營政策
○○適切反映適切反映市市場場價價格格形成及經營安形成及經營安定定對對策策
○○增進增進自然循環自然循環功功能能之之維持維持
○○彌補山地及偏遠彌補山地及偏遠地地區區等等不利的生產條件不利的生產條件
（（直接給付直接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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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計畫所定食料自給率目標基本計畫所定食料自給率目標

 1997年度 1998年度 

 

2010年度 
（趨勢） 

2010年度 
（目標） 

綜合食料自給率（熱量） 41 40 38 45 
主食用穀物自給率 62 59 59 62 
含飼料用全體穀物自給率 28 27 27 30 
飼料自給率 25 25 27 35 

 
每每55年年斟酌情勢變化及政策執行情形評估，進行必要修正斟酌情勢變化及政策執行情形評估，進行必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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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生產履歷制度義務

2003

2004

推動重視推動重視消費者消費者之之食料政策食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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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6日

國際間使用農藥數714種(241)

日本國內登記農藥350種(194)

日本預定自2006年5月1日起實施藥物殘留正面表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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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永續發展相關政策內容農業永續發展相關政策內容

1.建立可期待的農業結構 2.由專業農業經營者推動農業經營
3.確保農地及其有效利用 4.改善農業基礎生產設施
5.人才培育與確保 6.促進女性參與
7.促進高齡農民活動 8.促進農業生產組織活動
9.技術研發與推廣 10.農產品的價格形成與安定經營

11.農業災害損失補償 12.自然循環功能的維持與增進
13.農業資材生產與流通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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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建立可期待的農業結構建立可期待的農業結構

1.培育及確保認定農業者等有效率、能安定從事
農業經營之專業農業經營者
（1）加強支援認定農業者：集中支助及輔導資源
（2）促進農地集中利用
（3）實施安定經營之負債對策：利息補貼措施
2.創設經營結構對策事業
（1）引進各種農企業
（2）支援地區內之新進從農者
（3）以租賃方式培育經營體
（4）促進女性及高齡者之營農活動

專業農業經
營者

農企業

新進從農者

女性及
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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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專業農業經營者推動農業經營

1.活化家族農業經營相關措施
（1）整合補助設施、機械設備與農地保有合理化事業
（2）推動締結家族經營協定，家族成員參與經營決策，舉

開檢討地區活動之協議會與夫婦研究會等。
B家族經營協定優點：
A.明確家庭成員個人的角色與地位。
B.順遂經營繼承。
C.現代化經營管理（報酬、休假、福利確保、家計與經營分離）。
D.女性農業從事者可取得農業年金被保險人資格。
E.實際參與經營主體決策的配偶，具經營資金貸款資格者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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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專業農業經營者推動農業經營（續）

2. 推動農業經營法人化相關措施
（1）推動農業經營法人化
（2）修正農業生產法人制度：引進股份公司型態農業生產法人
法人化的優點：
B經營面：

A.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家計與經營分離、記帳義務等）。
B.提升對外信用（資金調度力與交易信用度的提升）。
C.經營的發展性（經營的多角化等）。

B人才及勞力僱用面：
A.人才的確保與培育（經營的持續性、承受新進者）。
B.增進僱用勞動者福利。

B制度面：稅制（適用法人稅、理監事酬勞金等列入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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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保農地及其有效利用
1.確保農地確為農業使用：以1999年修正之「農振法」為基
礎，2000年3月訂定「確保優良農地基本措施方針 」。農地所有
權移轉及借貸權設定，採取許可制，在指定區域內，不允許農地
作為指定用途以外之轉用。

2.將農地有效集結於有營運效率且能安定從事農業經營者
俾利使用：依據「強化農業經營基礎促進法」及各種預算制度
促進農地流動、作業委託與受託及以借貸為中心的農地流動

3.促進農地效率使用：閒置農地實態調查、規劃推動鄉鎮階段
之活用計畫及相關對策。

經營規模
縮小農家
等

農地
買賣借貸

鄉鎮公所
農業委員會

（買賣、借貸斡旋）

農事作業委託 農協
（受託、委託斡旋）

農地保有合
理化法人

認

定

農

業

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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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農業基礎生產設施

1.因應地區特性充實農業產銷基礎條件

（1）充實平原地區基礎產銷條件：

（2）充實偏遠地區之基礎產銷條件：

（3）旱地與牧草地之綜合改善：

（4）為促進農產品物流效率化之農路改善：

2.土地改良設施之管理與保全

（1）農地等之綜合防災對策：

（2）土地改良設施之管理與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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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培育與確保

1.促使新從農者研習農業技術與經營管理知能

（1）提供從農相關資訊及諮詢活動

（2）提供新進從農者順利研習相關技術

（3）新從農者必要資金之融通

（4）使新從農者順利繼承經營

2.振興農業教育有關措施

（1）增進中小學生對農業之理解

（2）培育青年農民之相關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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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攻擊型農業? ? ?

? ? : ? ? ? ? ?

? ? : ? 中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川?

盆栽→台灣

? ? ? : ? ?

? ? ? : ? ?

? ? ? ? : ? ?

山形? :

櫻桃? ? ?

大分? :

梨? ? ?

新潟? :

梨? ? ?

山口? :

水產? ? ?

島根? :

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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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水產品出口實績    (2004年) 

項  目 出口額 與 2000年比較 

蘋果 29億日圓 482% 

梨 7億日圓 77% 

橘子 5億日圓 105% 

綠茶 17億日圓 146% 

山藥 13億日圓 205% 

鮭魚 89億日圓 1,299% 

貝類 62億日圓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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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促進女性參與

1.支援形成男女共同決策之社會：各縣及各鄉鎮創設
推動體制，訂定促進女性農業從業者參與決策之中程
願景、目標及年度計畫，設置女性農業活動設施。

2.展開促進女性參與決策之推廣活動：制定促成男
女共同決策社會推廣活動操作手冊

3.促進女性參與農產加工等活動：將女性納入農業改
良資金貸款對象，貸放所需資金

4.其他促進女性參與決策之做法：為減輕女性照顧高
齡者之工作負擔，推動培育家庭幫手及支援高齡者自
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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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促進高齡農民活動促進高齡農民活動

1.高齡農民角色的明確化相關措施：創設推動體
制，訂定實施高齡者對策之中程願景、目標及年度活
動計畫，充實高齡者農業活動支援設施，辦理相關資
金貸放，並建構支援高齡者自立活動體制，俾利高齡
者從事當地農產品生產、加工及農業技術指導。訂定
每年10月為「農山漁村生氣蓬勃之高齡者月」，辦理
農山漁村高齡者對策有關之啟發活動及提升推廣人員
指導能力之研習。

2.透過關照高齡者之環境改善提升福利：實施高
齡者緊急通報系統，高齡者福祉對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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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高齡者
增加收益與生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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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產 者

消 費 者

J A 農 協 集 貨 場

經 濟 聯 ． 全 農

批 發 市 場

中 盤 商

零 售 店

量 販 店

配 送 中 心

量 販 店

農 民 市 場

農家實收額
130日元

150日元
零售價格

農家實收額
100日元

120日元

140日元

170日元

250日元
零售價格

在農民市場，即使零售價格下跌，農家實收額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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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緊急通報系統

JA全中、 JA全農、日本瓦斯資訊中心略聯盟，針對高齡者提供
緊急資訊、火災警報、健康管理服務，100萬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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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高齡者（支援自立）

推動活動
高齡者指導農業振興及新從農者

生活設計活動
年金、共濟、土地、住宅、繼承

生活自立活動
健康管理、預防、家事、照護力

文化運動活動
運動、文化旅行

住宅對策活動
改建、換屋

由農協予以組織化

高齡者
班會

志工 其他

要照護的高齡者（照護事業）

農協互助組織

啟發活動
照護教室、學習運
動、訪問調查

用餐服務
配食型、會食型

一聲運動
諮詢活動
設施志工
載送服務
白天服務
生活價值對策
型服務
其他

探訪照護服務
支援家事

居家照護服務三大支柱
探訪照護業務
照護所照護業務
飲食服務業務

設施照護服務

高齡者福祉對策內涵

互
助
組
織
活
動

農
協
福
祉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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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促進農業生產組織活動促進農業生產組織活動

1.村里單位營農體系之發展與安定化：建構以村里為
單位之「集落營農組織」

2.公法人參與農業經營：修正「農地法」，使地方公共
團體能以農業生產法人成員之身分出資，實際執行各種
支援活動

3.培育農作業受託組織：在專業農家不足地區，推動鄉
鎮農業公社之農作業受託活動，統合既有幫手組織及飼
料生產受託組織，建立有效率的策略聯盟支援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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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術研發與推廣
1.技術研發目標明確化相關措施
（1）強化支援現場之技術開發
（2）強化基礎與先端研究
（3）強化環境研究

2.強化中央及各縣試驗研究機關與大學及民間合作相關措施
（1）強化研究成果移轉及促進民間研究
（2）推動國際間共同研究
（3）強化研究基礎條件
（4）強化與推廣組織之聯繫合作

3.因應地區特性推動農業推廣事業
（1）制定各縣農業合作推廣事業之實施方針
（2）推廣事業之對象與課題之重點化
（3）改善推廣高品質化與效率化之活動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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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農產品價格形成與安定經營農產品價格形成與安定經營

1.價格安定政策 稻米

2.安定價格帶制度 豬肉、牛肉、蠶絲等

3. 最低價格保證制度 小麥、原料用甘藷粉及馬鈴薯粉、甜菜、
甘蔗等

4. 補貼制度 加工原料乳、大豆、油菜子等

5. 安定指標價格制度 指定乳製品

6. 安定基金制度 蔬菜、雞蛋等

7. 補貼制度＋安定基金
制度

指定肉用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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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安定經營對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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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農
業
新
聞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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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所得安定對策－經營所得安定對策－

日本型直接給付日本型直接給付

2005年10月27日決定「經營所得安定對策等大綱」
1.創設政策集中至農業經營者之跨品項經營所得安定對策。
2.檢討與跨產品經營所得安定對策一體兩面的稻米生產調整
支援對策。

3.創設為提升農地、水等資源及環境保育對策。

「價格政策」轉型為「所得政策」「價格政策」轉型為「所得政策」
2007年度開始導入
2006年度進行相關法規修訂
2005年秋季前決定制度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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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規則削減對象 國際規則削減對象外

影響生產之措施 不影響生產之措施

國民直接負擔

任意組織個別經營、法人經營

麥麥 大豆大豆

符合一定條件之村落營農組織認定農業者

為獲得國民的理解必須限定以農業經營者為對象

販賣收入 販賣收入 販賣收入 販賣收入

按過去的生產實績支付麥作經營
安定基金

大豆

補助款
轉型



63

跨品項經營所得安定對策示意圖跨品項經營所得安定對策示意圖

收入及價格之變動 收入之變動

基準收入、價格 基準收入

所有的農家 認定農業者

9
成

9
成

稻作
收入

支付當年減收的9成

麥作經
營安定
基金

大豆
補助款

以過去生產實
績為基礎支付

以當年生產品
質為基礎支付

為修正與各輸入國
生產條件差距的相
關策略

為緩和因收入變動
所造成影響之相關
對策

售貨款售貨款 其他其他

一定村
落營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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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導入

跨品項經營定定對象

加速農業
構造改革

強化國際
競爭力

政策轉換之效果

支援對象
限定有意願及有能力的經營者

具有意願及能力者及經鄉鎮公所認定之農
家、法人(認定農業者)及具一定條件之村落
營農擁有下列經營規模以上條件者

1.認定農業者

2.村 落 營 農

：4ha以上
(北海道10公頃以上)

：20ha以上

在條件不利的山地及偏達地區或複合經營
等，其經營規模得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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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農業災害損失補償

農業災害補償制度組織架構圖

農

家

共
濟
組
合

組
合
聯
合
會

共濟
關係

共濟金

共濟費 保險費

保險
關係

保險金
再保險金

再保險
關係

再保險費
中
央
政
府

保費補助

事務費負擔

融資機關
系統金融機關

中央及縣政府
鄉鎮公所

申請 損失補償
補助損害認定

貸 款 者
農林漁業者/JA等

遭受天然災害之農林漁業者紓困貸款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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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自然循環功能的維持與增進
1.確保農藥及肥料適當使用相關對策
（1）促進農業永續生產

（2）推動減低環境負荷之施肥與防治等

（3）研發及推廣減低環境負荷之技術

2.藉由家畜排泄物等有效利用增進地利有關措施

3.促進有機資源回收再利用相關措施

4.充實農業部門之地球環境保全對策相關措施
（1）充實農業部門之地球環境保全： CO²排放、省能源、臭氧層保護

（2）推動使用過之園藝用塑膠品等產業廢棄物處理適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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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農業資材生產與流通合理化

1.活用網際網路提供資材資訊，促進跨縣農業機械租
賃方式

2.降低農業生產資材費對策

（1）導入一貫化托盤式技術，促進肥料物流合理化

（2）開發農作業受託調整系統，強化「農業機械銀行」功能

（3）建構地區資訊提供系統，促進中古農業機械之流通

（4）考量各地區之實際狀況，推動農業機械效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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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之綜合振興

○山地及偏遠地區之振興

○都市與農村之交流等

農村振興基本農村振興基本計畫相關內容計畫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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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質
活化地區特性與地區資源，在地區居民等

多元主體參與之下，制定綜合農村振興目
標，並廣泛納入為實現這些目標之農村振興
計畫

（2）定位
以新基本法為基礎之食料、農業、農村基

本計畫之「農村綜合振興相關措施」自2001
年度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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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料及其他農產品
之安定供給

食料及其他農產品
之安定供給

多元功能之
發揮

多元功能之
發揮 農業永續發展農業永續發展

農村振興農村振興

農村之任務農村之任務

農村振興農村振興

農村振興基本計畫
∥

農村振興之主計畫

農村振興基本計畫
∥

農村振興之主計畫

做為農業能持續發展
基礎之任務

做為農業能持續發展
基礎之任務

涵蓋農民之地區
農民生活之場所
涵蓋農民之地區
農民生活之場所

推動地區農業之健全發展推動地區農業之健全發展
因應地區特性整建農業生產
之基礎條件及生活環境，並

提升其他福祉

因應地區特性整建農業生產
之基礎條件及生活環境，並

提升其他福祉

地區居民之多元主
體參與

地區居民之多元主
體參與

設定農村綜合振興
目標

設定農村綜合振興
目標 推動跨領域措施推動跨領域措施 整建社會共同

基礎
整建社會共同
基礎

提升農漁村之魅力，營造富裕且優良的居住地區環境，充實富有特色之農
業生產基礎建設，並綜合推動生活環境整建，提升其他福祉

提升農漁村之魅力，營造富裕且優良的居住地區環境，充實富有特色之農
業生產基礎建設，並綜合推動生活環境整建，提升其他福祉

l可安心閒適生活的地區
l有魅力及資源豐富之農村
l人、物、資訊往來活絡之地區
l人們可以生氣蓬勃生活，並學習之地區
l有可以活化地區特色的工作之地區

l可安心閒適生活的地區
l有魅力及資源豐富之農村
l人、物、資訊往來活絡之地區
l人們可以生氣蓬勃生活，並學習之地區
l有可以活化地區特色的工作之地區

邁向21世紀農村
應有的未來願景
邁向21世紀農村
應有的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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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架構
○計畫對象地區
想定為推動農村振興的數個鄉鎮合作之跨區域

範圍。
但，跨鄉鎮區域之計畫若有難以推動之情

形，以單一鄉鎮為對象範圍制定計畫，亦屬適當。
○計畫制定主體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等

○計畫期間
制定大約10年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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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
?事業作法
?措施時程表
?事業推動體制

推動計畫
?事業作法
?措施時程表
?事業推動體制

地區之未來形象地區之未來形象

農村振興主題農村振興主題

農村振興目標農村振興目標

必要施策（軟硬體）必要施策（軟硬體）

地區居民參加方針
?基本方針
?配套措施
?任務分攤

地區居民參加方針
?基本方針
?配套措施
?任務分攤

診斷地區情勢診斷地區情勢

實
現
由
地
區
自
行
思
考
行
動
之
理
想

實
現
由
地
區
自
行
思
考
行
動
之
理
想

農村振興基本計畫農村振興基本計畫
制定主體
縣及鄉鎮市等
制定主體
縣及鄉鎮市等

居民參加
?教學研究會
?問卷調查
?懇談會等

居民參加
?教學研究會
?問卷調查
?懇談會等

相關部會、
地方支分部局
間之合作
（向制定主體
建議及勸告）
?農林水產省
?國土交通省
?經濟產業省
?環境省
?厚生勞動省

相關部會、
地方支分部局
間之合作
（向制定主體
建議及勸告）
?農林水產省
?國土交通省
?經濟產業省
?環境省
?厚生勞動省

軟
硬
體
事
業

軟
硬
體
事
業

（（44））內容及流程內容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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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省環境省厚生勞動省厚生勞動省 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省

地方農政局地方農政局

農林水產省農林水產省

地方整備局地方整備局

國土交通省國土交通省

計畫制定主體計畫制定主體

都道府縣都道府縣

相關部會
連繫會議

l把握最新政策動向、新制度

l掌握先進地區之配套措施狀況

l確認推動合作措施之法規手續及事業申請手續等

建言、勸告（整理制

定計畫之問題點）

地方支分部局

建言

建言

建言

建言 建言建言

向相關部會
徵詢建言

提出農村振興基本計畫

提出農村振興基本計畫

（5）相關部會之合作
○由相關部會聯繫會議提供建議與勸告

向相關部會
徵詢建言

向相關部會
徵詢建言

向相關部會
徵詢建言



74

（6）制定之實際績效
○2001∼2004年度制定計畫地區合計462地區、809鄉鎮市
（占全體鄉鎮市（2004年11月）之28％）。

808461455108353年度累計

8757388492004年度

150937619742003年度

270139168371022002年度

301172173441282001年度

鄉鎮市數地區數鄉鎮市數地區數地區數(鄉鎮市數)

合 計由數個鄉鎮市制定由單一鄉鎮市制定

◇農村振興基本計畫作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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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優點
? 在計畫段階促進居民參加
＜優點＞

○在制定計畫階段，由地區居民參與，可促使居民對於地區
資源的再認識，培育地區營造相關意識。

○在計畫制定後之事業實施時，可順利形成共識並利維護管
理。

? 相關部會之合作
＜優點＞

○能有效且效率地實施橫向合作的農村振興措施。

○可以促使相關部會間的農村振興措施及課題等資訊共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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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2年，年，首相辦公室及農業首相辦公室及農業、 教育教育、 國土交通國土交通、衛生衛生、 經經
濟濟、環境環境、總務等總務等77個中央相關部會個中央相關部會組成計畫推動小組，與組成計畫推動小組，與
JAJA團體聯合推動全民運動，開設「支援回歸故鄉中心」團體聯合推動全民運動，開設「支援回歸故鄉中心」

都市與農山漁村共生及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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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與農山漁村對流共生的經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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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u我國94年1至8月農產品出口值23.4億美元，較93年同期
增加1.2％；進口值62.6億美元，較93年同期增加3.5
％，顯示加入WTO後，農產品進口多，出口少。
u稻米生產配合執行入會承諾，3年來國內休耕農地面積
兩期合計增加近10萬公頃，農地休耕除造成國家資源浪
費，也直接影響擬大規模、高效率經營之專業區之生產
成果與經營成本。
u持續保價收購、休耕補貼及擴大福利政策？⋯
u制定我國農業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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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報告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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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2004年

1990年 2004年

農家人口變遷

各年齡層主要農業從事者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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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年齡層分布之日本基層農業從事者變遷

200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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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創意
工夫的發揮
及促進因應
需求之生產

轉換為符合
WTO協定
之綠色措
施，建立可
強化因應國
際規範之政
策體系

不只是各品項之價格政策，亦著重
全體經營政策一元化
實施以下補貼

支援內容

1.為修正與各輸入國生產條件差距的相關策略
[對象品目]
麥、大豆、甜菜及澱粉原料用馬鈴薯

2.為緩和因收入變動所造成影響之相關對策
[對象品目]
麥、大豆、甜菜及澱粉原料用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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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特定農業團體相同要件>

制訂成員之組織規約

訂定集中地區農地2/3以
上接受委託經營之目
標。

但目前受託地區之生產
調整面積達1/2以上之組
織，亦可。

制定成為農業法人之
計畫

設定核心份子之農業
所得目標

由全體成員共同分擔
費用並分配利益

具備一定條件之村落營農

訂定農業生產法人化計畫

主要從事者之所得目標

會計事務一元化

農用地利用集中目標

製作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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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算入經營規模之面積

成
員
Ｃ

成
員
Ｄ

甜
菜

麥

成
員
Ａ

成
員
Ｂ

補助對象

可算入經營
規模之面積

補助對
象面積

會計事務
一元化

對象外

地目
樹園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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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人帳戶分
開，生活資金不
必集中處理

＜補 助 款＞
經營安定對之補助款等

＜農產品之銷售額＞
米等販賣收入

村
落
營
農
組
織
帳
戶

<由各村落營農組織決定>

肥料費、農機具費

勞務費

盈餘．分配金

等

村落營農會計業務一元化(例)

個
人
帳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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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料安定供應 農村振興 健全發揮多元功能

農 業 永 續 發 展

農地．水及提升環境保育對策

農地、水及環境的良好保育及品質提升
維持及增進農業的自然循環功能

§確保農業生產基礎建設並提高品質
§一元化支援地區共同活動及營農活動,發揮相乘效果

轉型為重視全
體農業生產之
環境保育
維持及形成全
體國民可以享
受的農村自然
生態與景觀

．效率的農業生產

．對經營者集中化、
重點化支援

車的兩輪

保育地區環境的先進營農活動

防衛農地水
促進共同活動

多元主體之決策參與

農村環境之形成

經 濟 性
效 率 性

國民的要求

因應國民豐裕、悠閒、心靈富裕的價值觀變化
國民對安全、安心及環境問題之關心提升

食 料 安 定 供 應

經營安定對策
建立強而有力的農業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