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11月1日起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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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農家平均每戶所得總額呈逐年增加趨勢，平均年增率為3.6%，
其中農業所得平均年增1.7%，低於非農業所得之4.8%。 

與103年相比，106年平均每戶所得總額增加13.8萬元，主係非農業
所得增11.3萬元所致，農業所得則微增2.5萬元 。 

平均每戶 

所得總額 

(萬元) 
農業所得 

(萬元) 

非農業所得 

(萬元) 

103年 121.4 47.2 74.2 

104年 125.5 49.6 75.9 

105年 131.6 47.1 84.5 

106年 135.2 49.7 85.4 

106年較103年增
幅(萬元) 

+13.8 +2.5 +11.3 

平均年增率(%) 3.6 1.7 4.8 

主力農家所得綜合結果 

主力農家所得綜合結果 



農業就業人口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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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平均農業就業人口56萬人，較上年微增3,000人，較102年則
增1.6萬人。 

就年齡別觀察，各年齡層農業就業人口均較102年增加。近兩年因
國內景氣復甦，吸引青壯年人口投入工業及服務業，加以今年農

產品價格表現疲軟，15-44歲青農反較106年減少5千多人，農業勞

動力仍存隱憂。 

農業就業人口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年度 

農業就
業人口
(萬人) 

占總就業人
口比重(%) 15-44歲 45-64歲 65歲以上 

102年 54.4  14.3  30.7  9.4  5.0  

103年 54.8  13.8  31.4  9.6  4.9  

104年 55.5  14.1  31.7  9.6  5.0  

105年 55.7  15.3  30.9  9.5  4.9  

106年 55.7 15.0  30.9  9.7  4.9  

107年1-9月 56.0 14.5 31.4 10.1 4.9 

平均年增(%) +0.6  +0.2  +0.5 +1.4 - 



我國主力果品輸出概況 

資料來源：我國農產貿易統計資料查詢 

較去年同期

增減率%

輸中

占比%

較去年同期

增減率%

生鮮冷藏水果 62,133      26.8            50,814       81.8  24.2        

香蕉 1,593         69.7            53               3.3     270.8      

鳳梨 30,826      15.3            29,966      97.2   15.0       

芒果 5,201         9.2              2,101         40.4   15.6       

柑橘類 4,997         86.3            2,931        58.7   51.5       

葡萄柚 421            27.5            389            92.4   26.0        

柚子 3,006         29.1            2,846         94.7   24.1       

釋迦 9,144         87.8            9,037        98.8   87.7       

番石榴 2,523         22.0            556            22.1   1.2          

107年1~9月

出口量

(公噸)

品   項
107年1~9月

輸中量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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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07)年1-9月我國水果外銷達6萬2千公噸，相較近5年(102~106年)

同期平均出口量成長2成6，其中輸銷中國占比達81.8%，較近5年同期

增長4成，以鳳梨、釋迦、柑橘類、柚子及芒果輸中量較高。 

今年累計截至9月，我國外銷水果以主力輸出中國之釋迦擴增4.2千公

噸(+87.7%)、鳳梨3.9千公噸(+15.0%)及柑橘類1.0千公噸(+51.5%)

較為顯著；柚子及芒果外銷增額雖較小，成長亦有1~2成。 

 



屏東縣 南投縣 嘉義縣 雲林縣 彰化縣 高雄市 臺南市 臺中市 

103年 366 648 966 1,276 1,319 1,498 1,516 1,776

104年 398 682 1,001 1,333 1,368 1,519 1,561 1,790

105年 441 708 1,045 1,425 1,435 1,532 1,586 1,814

106年 474 714 1,055 1,474 1,470 1,547 1,617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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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元 

八大農業縣市的農會存款增加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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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信用部存款增加情形-按月份統計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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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信用部存款增加情形-按月份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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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蒜、紅豆及落花生進口概況 

 本(107)年1-9月大蒜、紅豆及落花生進口量皆較去年同期減4~6成。 
 紅豆及花生關稅配額期間為每年1月1日至9月1日，107年市場供應多已

反應；紅豆1~9月累計進口量已較106年同期進口量低，甚至未達半
數，而落花生進口量已恢復至102~104年間水平。 

 大蒜關稅配額期間雖為每年10~12月，關稅配額進口量尚未完整呈現，
自107年1~9月累計進口量9,523公噸，較去年同期減57.4%。 

資料來源：我國農產貿易統計資料查詢 

近5年大蒜、紅豆及落花生進口量 單位：公噸

較去年

同期增減%

大蒜 4,703       5,907       2,932       19,738    28,395     22,335  9,523  -57.4

紅豆 2,855       2,126       2,761       3,450       5,647       5,599    2,710  -51.6

落花生 6,658      7,142      6,099      7,996       10,762     10,048  6,318  -37.1

107年

1~9月

106年

1~9月
品項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資料來源：我國業統計年報 

近5年大蒜、紅豆及落花生國內生產量 單位：公噸

品項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5年平均

大蒜 43,894     59,496     49,716     34,667     36,543     44,863  

紅豆 11,858     11,769     12,765     11,992     11,641     12,005  

落花生 46,809     68,513     62,083     61,832     63,287     6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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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水災後台北一市菜價走勢圖 

• 自107年8月23日水災起至9月底，共32個交易日，當中僅
有9個交易日菜價未達35元。 



重大政策調整方向說明 

1. 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三年之補助政策，後續會持續補助。 

2.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政策在明年會滾動式調整，除配合輪作制度，

良質米產銷專區之對地給付金額補助適度提高，以提升稻米品

質。 

3. 為解決農業缺工以及擴大農機共享體系，農機具補助在十一及十

二月份將持續辦理，預計金額兩億元。 

4. 農產品價格完全由市場機制決定，沒有外界所稱之天花板。只有

針對重要農產品之監控價格，亦即監控產地或批發價格要高於生

產成本，以保障農民收益。 

5. 農產品初級加工品生產管理將由農委會負責，提升農產品二級產

業及其附加價值。 

6. 針對稻米、紅豆、洋蔥等產品啟動價格穩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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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綠色環境給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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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直接給付及公糧保價收購雙軌併行，提升稻米品質。 

非 
契 
作 

稻作直接給付金 

1期13,500元 

2期10,000元 

契作獎勵1,500元 

依是否與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契作，分級核發給付金。 

一般農民：每公頃1期1.35萬元，2期1萬元。 

參加契作：每公頃1期1.5萬元，2期1.15萬元。 

與
營
運
主
體
契
作 



作物項目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一般農友 大專業農 

（契作） 
進口替代作物 

非基改大豆(黃豆、黑豆)、硬質玉米 60,000 70,000 

小麥、蕎麥、胡麻、薏苡、仙草 45,000 55,000 

短期經濟林(6年) 45,000 55,000 

牧草及青割玉米 35,000 45,000 

原料甘蔗 30,000 40,000 

高粱 30,000 40,000 

油茶 
第1-6期45,000 第1-6期55,000 

第7-8期22,500 第7-8期32,500 

（契作） 
外銷主力作物 

毛豆 40,000 50,000 

重點發展作物 
(原地區特產) 

中央明定40項全國一體適用作物 25,000 
中央全額負擔 

35,000 
中央全額負擔 地方得另加最多5項 

生產環境維護 綠肥、景觀作物、翻耕、蓄水 34,000〜45,000 
（每年限1次） 

45,000 
(僅限申辦綠肥) 

各種對地直接給付獎勵 
單位：元/公頃/期作 

註：作物項目及獎勵標準將視產業發展與輔導需要滾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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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農產品生產到初級加工一元化管理制度 

落實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決議。 

強化農產初級加工品衛生安全，協助推廣上架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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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食品工
廠區隔 

取得法源依據並
制定相關法規 

成立專責單位 
 

商請經濟部修正
「工廠從事物品製
造加工範圍及面積
電力容量熱能規模
認定標準」，使農
產品初級加工場不
適用工廠管理輔導
法之規定 
 

 修正「農產品生產及

驗證管理法」，納入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

理之法源 
 研訂「農產品初級

加工場管理辦法」
草案 

 研訂「農產品初級
加工場良好衛生標
準」草案 

未來於農業部成立
「農產品安全及行銷
司」，由該司統籌管
理，發給登記證明文
件及編號 
 



申請資格 適用加工品項/正面表列 作法 

原料 
需採用國產溯源農產
品 

申請人 
須為從事農業生產之
自然人 

建築 
須為農業用地許可加
工使用之農業設施 

乾燥、粉碎、碾製及焙炒

等加工品 

取得產銷履歷加工驗證或

有機加工驗證者 

其他經主管機關評估通過

風險危害者 

發給初級加工場登
記證明文件，等同
於工廠登記證，公
開資訊、追蹤追溯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 

辦法(草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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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農產品價格穩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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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10％ 

加工10％ 

直銷促銷10％ 

GOAL 

以該項作物 
總產量： 

1 2 

3 

4 

5 

6 

7 8 

1、完善產銷資訊平臺 

3、關稅配額制度調整 

4、多元加工研發利用 

5、建立旗艦物流中
心及區域冷鏈系統 

6、運用民間資源，建立 
  農糧產品產銷穩定機制 

7、提升外銷競爭力 

8、調整市場結構及通路 

2、新政策研擬及相關  
   政策措施調整 

三大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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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糧處理量能，穩定糧價 

折算糙米，公噸 

去(106)年公糧去化計37.4萬公噸，今(107)年積極開拓公糧外銷及
拓展加工用米管道等，今年處理47.1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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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糙米，公噸

時間

107年 飼料用米
加工用糧

(含酒糧)

其他

(援外、國內救助

及經常糧等)

合計

1-9月小計(實際) 126,747 30,787 35,869 72,389 265,792

去(106)年同期(1-9月) 154,486 170 37,231 88,380 280,267

107全年(1-12月)預估目標合計 205,800 100,000 51,155 114,225 471,180

去(106)年同期(1-12月) 205,495 170 50,704 117,487 373,856

107年公糧配撥預估情形表

糧别

外銷糧

備註:

1.外銷糧於10月18日開標售出6萬公噸白米(折糙約70,588公噸)，預計自107年11月底起陸續出口，

  於108年6月底前全數出口完畢。

2.另評估庫存量及加工量能，預計11月中下旬再開標5萬公噸，亦將要求於108年6月底前出口。

3.為研議利用陳米製作果糖(年需求量6萬公噸)之可行性，業輔導環泰公司申請糧商登記並提供樣品米申

  購書，該公司將進行內部試驗，以評估產率、廢水處理及生產線設備改建等所需成本，如整體評估可

  行，配合設備改建，最快約俟6個月後可向本署採購公糧食米。

4.為評估陳舊公糧發展生質塑膠(PLA，年需求潛力10萬公噸)之可行性，業於本年10月核定台灣能資源永

  續與低碳經濟學會研提「倉儲稻米綠色加值循利用技術示範驗證計畫」。

5.與畜試所洽談銷售公糧陳米作為飼料用事宜，雙方就供貨品質、規格及米的類型、價格、交貨方式等

  交換意見，並提供台糖契約供其辦理採購參考，如評估可行，規劃以年採購500公噸為目標，年底前完

  成簽約，明年開始向本署採購。

折算糙米，公噸

時間

107年 飼料用米
加工用糧

(含酒糧)

其他

(援外、國內救助

及經常糧等)

合計

1-9月小計(實際) 126,747 30,787 35,869 72,389 265,792

去(106)年同期(1-9月) 154,486 170 37,231 88,380 280,267

107全年(1-12月)預估目標合計 205,800 100,000 51,155 114,225 471,180

去(106)年同期(1-12月) 205,495 170 50,704 117,487 373,856

107年公糧配撥預估情形表

糧别

外銷糧

備註:

1.外銷糧於10月18日開標售出6萬公噸白米(折糙約70,588公噸)，預計自107年11月底起陸續出口，

  於108年6月底前全數出口完畢。

2.另評估庫存量及加工量能，預計11月中下旬再開標5萬公噸，亦將要求於108年6月底前出口。

3.為研議利用陳米製作果糖(年需求量6萬公噸)之可行性，業輔導環泰公司申請糧商登記並提供樣品米申

  購書，該公司將進行內部試驗，以評估產率、廢水處理及生產線設備改建等所需成本，如整體評估可

  行，配合設備改建，最快約俟6個月後可向本署採購公糧食米。

4.為評估陳舊公糧發展生質塑膠(PLA，年需求潛力10萬公噸)之可行性，業於本年10月核定台灣能資源永

  續與低碳經濟學會研提「倉儲稻米綠色加值循利用技術示範驗證計畫」。

5.與畜試所洽談銷售公糧陳米作為飼料用事宜，雙方就供貨品質、規格及米的類型、價格、交貨方式等

  交換意見，並提供台糖契約供其辦理採購參考，如評估可行，規劃以年採購500公噸為目標，年底前完

  成簽約，明年開始向本署採購。

年度 



財政部關務署已於本(107)年9月3日公告，自108年起實施 

落花生及紅豆產期、關稅配額內 
數量進口期調整一覽表 

落花生 

收穫季節 

原配額進口期 

調整後配額進口期 

6~7月 11~12月 

1/1~9/1 

1/1~5/31 8/1~10/31 

收穫季節 

原配額進口期 

調整後配額進口期 

  ~3月 12月~ 

1/1~9/1 

4/1~12/1 

紅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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