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稻米政策改革相關措施概要 

陳建宏 

摘要：經過 2003 年的準備及不斷的檢討修正，日本的「稻米政策改革大綱」，

終將於 2004 年起付諸實施。而「稻米政策改革大綱」中，主要對策為「水

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制度、「核心農民經營安定對策」及「集貨圓滑

化對策」等三項。其中「水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制度，包括「產地再

造對策」及「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其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1.「水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制度 
（1）內容包括：（a）根據地域水田農業計畫，推行水田農業構造改革，及

根據消費者的期待，培育具有產地特色的「產地再造對策」。（b）由生
產者出資及政府的交付金，形成基金，再根據米價下跌之程度，補償

稻農一定金額之「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 
（2）實施期間：產地再造對策：2004~2006 年度；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

2004~2007 年度。 
（3）資金之融通：「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以全國階段之架構為基本原則，

都道府縣可根據實際情況，在一定條件下變更架構，亦即「產地再造

對策」及「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的交付金可互相融通使用。 

2. 產地再造對策 
（1）計畫之制定：地域協議會必須制定作物生產、販賣、核心農家培育、

水田活用等水田農業將來的發展方向。同時地域協議會與都道府縣等

相關單位配合，在市町村、農協等相關團體、核心農家、消費者等各

界的參與下，制定計畫，並努力推行。 
（2）各都道府縣交付金之計算（檢討中）：基本部分補助單價如下，麥、大

豆、飼料作物：每公頃 10萬日元；其他一般作物：每公頃 7萬日元；
長年性作物、特用作物：每公頃 5萬日元；調整水田：每公頃 2萬日
元；保全管理等：每公頃 1萬日元。核心農家部分補助單價為： 麥、
大豆、飼料作物：每公頃 40萬日元；其他一般作物：每公頃 20萬日
元。 

（3）2004 年度預算要求額：1508億日元。 

3. 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 
（1）對象：生產調整之實施者且為「集貨圓滑化對策」之出資者。 
（2）基本架構：在都道府縣階段，由生產者出資及政府之交付金形成基金，

根據米價下跌之程度，由基金補貼一定金額。（a）出資單價：生產者：
基準價格之 2.5%。政府：基準價格之 2.5%＋300日元／60kg。（b）補
填單價：固定部分：300日元／60kg（但當年產價格超過基準價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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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補填至基準價格+300日元之水準）。變動部分：當年產價格低於基準價格

時，補貼其差額之 50%。 
（3）基本架構之變更：欲變更基本架構，須在對策實施之初年度（2004 年

4月）之前，制定對策期間(2004-2006 年)之變更方針與「產地再造對

策」互相融通之方針（變更後之方針及融通方針，原則上在對策期間

中，不可再變更）。 
（4）2004 年預估所須預算：502億日元。 

4. 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 
（1）目的：以核心農家為對象，在參加「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為前提

下，為求稻作收入之安定，再加補助，是為「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 
（2）加入對象者：（a）認定農業者或滿足一定條件之集落營農組織（b）水

田經營規模達一定之水準，認定農業者：北海道為 10公頃，都道府縣

為 4公頃。集落營農組織為 20公頃。（c）須加入「稻作所得基盤確保
對策」。 

（3）補填單價：每 0.1公頃的稻作收入低於該年度各都道府縣之基準收入

時，其差額的 90%，扣除「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補償金後之金額

為補填單價。 
（4）補填基金之出資：加入者之出資約為基準收入之 1%左右。 
（5）2004 年度預估之經費：102億日元。  

5. 集貨圓滑化對策 
（1）目的：對於豐收所產生之過剩米，可活用無息短期融資之制度，使農

業者於收穫時將過剩米按主食用米及加工用米區分出貨，以防止主食

用米價格下跌對農業經營之影響。 
（2）融資之對象米穀：根據農業者團體所制定之生產調整方針，實施生產

調整，且參加「集貨圓滑化對策」之出資的農業者米穀。 
（3）融資之實施：（a）由生產者之出資及政府之無息貸款，形成融資基金，

根據對象米穀數量，對農業者實施短期融資。（b）融資之償還以米為
之時，負責營運機構考慮混合飼料用或新用途加工用之販賣情況及可

能回收之狀況，融資之單價訂為 3000日元／60kg。 
（4）融資之償還：（a）農業者團體等將融資米穀，在翌年秋收以後以主食

用販賣時，須支付所融資之金額（金錢償還）。（b）經過融資期間 1 年

後，融資對象米穀仍無法販賣時，可將米作為融資之償還（現物償還）。 
（5）「集荷圓滑化對策」之生產者出資：（a）農業者根據水稻種植面積，對

機構每 0.1公頃出資 1500日元。（b）機構自基金中，在融資申請之 1
年間，根據實施區分保管之米穀及主食用以外處理之米穀數量，對農

業者 3000日元／60kg之融資於翌年度交付。 
 

關鍵字：水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產地再造對策、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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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農民經營安定對策、集貨圓滑化對策 

 

 

一、前言 

日本政府在 2002 年 12月 3日，公布「稻米政策改革大綱」，以期解決目前
水田農業政策及稻米政策之問題。此次改革，以 2010 年為目標年度，將實現「稻

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建立 21世紀的糧食供給體制。因此經過 2003 年的準

備期間及不斷檢討修正，終將於 2004 年起付諸實施。而「稻米政策改革大綱」

中，主要對策為「水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制度、「核心農民經營安定對策」

及「集貨圓滑化對策」等三項。其中「水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制度原名稱為

「產地再造推進交付金」制度，包括「產地再造對策」及「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

策（原名稱為「米價下跌影響緩和對策」），而「集貨圓滑化對策」原名稱則為「過

剩米短期融資制度」。今將其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二、「水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制度概要 

1. 目的： 
為加速水田農業構造之改革，建立具有地域特色之水田農業，確實實施稻米

生產調整政策，生產配合需要之作物，以維護良好的水田環境，同時確保生產者

基本之稻作所得。 
 
2. 內容： 
中央政府對於「都道府縣水田農業推進協議會」之基金形成，提供「水田農

業構造改革交付金」（以下稱交付金），以作為下列二對策之用。 
（1）根據地域水田農業計畫，推行水田農業構造改革，根據消費者的期待，培

育具有特色產地的「產地再造對策」。 
（2）由生產者出資及政府的交付金，形成基金，根據米價下跌之程度，補償稻

農一定金額之「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 
 
3. 實施主體：都道府縣水田農業推進協議會（由都道府縣，農協中央會等組成）。 
 
4. 實施期間：  
產地再造對策：2004~2006 年度。 
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2004~2007 年度。 

 
5. 資金之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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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以全國階段之架構為基本原則，都道府縣可根

據實際情況，在一定條件下變更架構，亦即「產地再造對策」及「稻作所

得基盤確保對策」的交付金可互相融通使用。其架構圖如圖 1所示。 
（2）對策之交付金互相融通時，「都道府縣水田農業推進協議會」在 2004 年 4

月前必須制定對策互相融通之方針，並得到中央之認可。 
（3）根據中央所認可之融通方針，計算融通部分所需金額，並將交付金交付給

「都道府縣水田農業推進協議會」所管理基金之融通對象。 
 
 

水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 
 
 
中央 

 
 
 
 
 
 
 

都道府縣階段 
之基金 

圖 1 「產地再造對策

三、「水田農業構造改

1. 目的： 
推展具有地域特色之

自己的構想、戰略，以及

維護良好的水田環境，促

有特色之產地。 
 
2. 實施主體： 
「都道府縣水田農業

地域水田農業推進協議會

 
3. 內容： 
（1）中央將「水田農業構

田農業推進協議會」

（2）縣協議會，根據地域
「稻作所得基盤確
保對策」部分 
融

「稻作所得基盤確

保對策」部分 

」及「稻作所得

 
 

革交付金」（產

水田農業，確實

水田農業將來的

進水田農業之構

推進協議會」（由

（由市町村，農

造改革交付金」

（以下稱縣協議會

水田農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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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產地再造對策」

部分 

基盤確保對策」互相融通關係圖 

地再造對策）之概要 

實施稻米生產調整政策，各地域可根據

發展方向，生產符合需要的農作物，以

造改革，並滿足消費者的期待，創造具

都道府縣，農協中央會等所組成）及

協等所組成）。 

（以下稱交付金）交付給「都道府縣水

）。 
將助成金交付給推行產地再造之「地



 域水田農業推進協議會」（以下稱地域協議會）。 
（3）地域協議會除了根據計畫，推行各項活動外，並交付助成金給實施地域計

畫之農業者。 
 

4. 實施方針之制定：縣協議會須制定以下之實施方針： 
（1）「產地再造對策」之交付金如何分配給地域協議會之方針。 
（2）交付金（「產地再造對策」及「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的融通方針。 
（3）促進特別調整追加補助之活用方針。 
 
5. 計畫之制定： 
計畫之制定為「產地再造對策」交付金的交付要件，因此地域協議會必須制

定作物生產、販賣、核心農家培育、水田活用等水田農業將來的發展方向。同時

地域協議會與都道府縣等相關單位配合，在市町村、農協等相關團體、核心農家、

消費者等各界的參與下，制定計畫，並努力推行。計畫之內容如下： 
（1）地域水田農業改革之基本方向。 
（2）作物種植、販賣、核心農家之士地集中利用等具體的目標。 
（3）交付金的活用方法等實現計畫之各種手段。 
（4）核心農家之確定。 
 
6. 各都道府縣交付金之計算（檢討中）： 
中央政府對於各都道府縣的交付金以自給率的提高及構造改革的促進等為

重點，加以計算。 
（1）基本部分（面積×單價） 

a. 面積：以現行政策之相互補償制度交付面積為基本，生產調整面積可能

最大之 2006 年的面積加以試算。 
b. 單價：麥、大豆、飼料作物：每公頃 10萬日元。 

其他一般作物：每公頃 7萬日元。 
長年性作物、特例作物：每公頃 5萬日元。 
調整水田：每公頃 2萬日元。 
保全管理等：每公頃 1萬日元。。 

（2）核心農家部分（面積×核心農家比例×單價） 
a. 面積：與上述基本部分相同。 
b. 核心農家比例：縣別之核心農家比例，根據轉作田之團地化或核心農家

土地集中利用狀況等加以設定。 
c. 單價： 麥、大豆、飼料作物：每公頃 40萬日元。 

其他一般作物：每公頃 20萬日元。 
 
[參考]：全國平均核心農家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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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基準年（1999 年）的 26%，至 2010 年的目標為 60%。 

（2）在麥、大豆、飼料作物方面，負責生產之集落營農或作業委託組織，在 2010 年經營體發展

為核心農家之比例約 75%（而其他一般作物在 2010 年，核心農家比例約為 35%，因此全體

核心農家之比例為 60%）。 

（3）若以 2010 年達成目標為前提，2006 年（「產地再造對策」的最終年度）預估核心農家之比

例，麥、大豆、飼料作物為 56%，其他作物為 32%，全體平均為 49%。 
 

7. 交付金之用途： 
交付金之用途及補助水準由地域協議會設定，但交付金用途必須符合中央政

府所指示之方針範圍。 
 
8. 交付要件等： 
（1）農業者須為生產調整實施者，且為集貨圓滑化對策之出資者。 
（2）在地域協議會之區域內，水稻種植面積超過生產調整目標面積時，根據超

過的程度，減少交付金。而中央將交付金交付給縣協議會時，須先將各地

域協議會合計之必須減少金額扣除，再交付之。須減少之交付金額，計算

公式如下： 

必須減少之交付金額＝分配預定額× ⎟
⎠
⎞

⎜
⎝
⎛ −
−
Β

ΒΑ1  

A：水稻實際種植面積合計 
B：水稻種植目標面積合計（從地域協議會接受水稻種植目標數量之分

配，並提出生產出貨實施計畫書之農業者的水稻種植目標面積之合

計） 
 
9. 促進特別調整追加補助： 
根據地域條件，積極實施生產調整者，給予追加補助。 

（1）中央根據一定條件計算追加補助額，分配給縣協議會（分配方法目前檢討
中）。 

（2）縣協議會，根據中央所定之方針，決定自己的活用方針（如用途、交付條
件、補助單價等）。 

（3）地域協議會，根據縣協議會所提示之內容，選擇實施方式（但地域特例作

物，在地域協議會只限定一種）。 
（4）農業者若根據地域協議會所選擇的內容加以實施，依其實績交付助成金。 
 
10. 實施期間：2004 年~2006 年度。 
 
11. 2004 年度預算要求額：1508億日元。 
本體部分（基本部分＋核心農家部分）：1395億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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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特別調整追加補助部分：50億日元。 
其他：63億日元。 

 
12. 「產地再造對策」交付金用途之方針（草案） 
（1）交付金用途的範圍： 

a. 稻米生產調整之推進。 
b. 活用水田，種植作物，促進產地再造。 
（2）農業者個人之交付條件為：生產調整實施者，且為「集貨圓滑化對策」之

出資者。 
（3）注意事項： 

a. 培育核心農家之支援：為促進水田農業之構造改革，使生產調整順利實施，

應以培育核心農家為實施重點。 
b. 交付金之受取者：對於實際上未從事農作業，而全部委託農作業之土地所

有者，原則上應以實際從事農作業者為交付金之受取人。 
 

13. 促進特別調整追加補助之方針（草案） 
促進特別調整追加補助乃根據地域條件，對於積極實施生產調整者之追加補

助。雖然助成單價由縣協議會設定，但所須金額超過中央之交付金額時，縣協議

會必須進行調整。促進特別調整追加補助之用途如下： 
（1）大幅超過達成目標之補助：對於符合縣協議會所定基準的農業者之補助（縣

協議會所定之基準，生產面積至少為生產目標面積之 90%）。 
（2）地域特例作物的振興之補助：對於麥、大豆、飼料作物以外之作物，且滿

足以下之條件，並為縣知事所認定之作物的補助。但地域特例作物，一地

域協議會只能選擇 1種。 
a. 有利於核心農家培育之作物。 
b. 適合地域條件之作物。 
c. 即使擴大生產亦不會影響需給之作物。 
（3）其他積極實施生產調整，而為縣知事所認可之情況：根據生產調整之實施

狀況、地域特性，縣知事認定有利於生產調整之實施，且為有效積極之措

施者，予以補助。 
 

四、水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之概要 

1. 目的： 
為支援稻農之配合需要生產稻米及生產者團體之自主性努力，由生產者的出

資及政府的交付金形成基金，以確保生產者之稻作所得，並作為獎勵生產調整之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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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對象者：生產調整之實施者且為「集貨圓滑化對策」之出資者。 
 
3. 對象米穀：對象米穀須符合下列 3要件，數量限定為 430萬公噸。 
（1）接受農產物檢查之米穀（但加工用米不為對象米穀）。 
（2）「米穀安定供給確保支援機構」所支援之對象米穀。 
（3）生產目標數量範圍內之米穀。 
 
4. 基本架構： 
在都道府縣階段，由生產者出資及政府之交付金形成基金，根據米價下跌之

程度，由基金補貼一定金額。 
（1）基準價格：最近 3 年之平均價格。 
（2）出資單價：生產者：基準價格之 2.5%。 

政府：基準價格之 2.5%＋300日元／60kg。 
（3）補填單價：固定部分：300日元／60kg（但當年產價格超過基準價格時，

最多補填至基準價格+300日元之水準）。 
變動部分：當年產價格低於基準價格時，補貼其差額之 50%。 

（4）架構圖：「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之架構圖如圖 2（置於頁尾）所示。 
 
5. 在都道府縣階段，對策之實施： 
（1）在都道府縣階段，基本架構之變更：在都道府縣階段，政府出資單價以外

之基本架構變更時，須根據以下之原則： 
a. 有利於生產調整之措施。 
b. 可確切傳達需給之狀況。 
c. 不會產生道德危機。 
欲變更基本架構，須在對策實施之初年度（2004 年 4月）之前，制定對策

期間(2004-2006 年)之變更方針與「產地再造對策」互相融通之方針（變更後之

方針及融通方針，原則上在對策期間中，不可再變更）。 
（2）適當且安定之基金管理：在都道府縣階段，須管理加入者之個別資金收支，

但對加入者之補填金額，不得超過加入者之資金餘額範圍。 
 
6. 都道府縣階段之支付額 
（1）都道府縣階段交付額之計算：都道府縣階段之交付額，根據都道府縣之實

施架構，計算方法如下： 
a. 架構未變更或架構變更，但不影響最終契約數量之都道府縣： 

交付額＝政府的出資單價×對策加入者之最終契約數量 
若架構變更，使「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之交付額減少之都道府縣，減少

之金額須移作「產地再造對策」之用。 
b. 架構變更且影響最終契約數量，或不實施「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之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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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府縣： 
交付額＝政府之出資單價×過去稻作經營安定對策加入者之最終契約數量 
若架構變更，「實際最終契約數量」低於「過去稻作經營安定對策加入者之

最終契約數量」之都道府縣，其差額移作「產地再造對策」之用。 
（2）反映過剩米處理程度之交付金：都道府縣階段之實際交付額，根據加入對

策之生產者「集貨圓滑化對策」的過剩米處理達成程度而減少交付金額。 
減少之交付金額＝原來之交付額×（1-達成程度） 
其中，原來之交付額為（1）之公式所計算之交付額減去移作「產地再造對

策」之部分。達成程度＝過剩米處理數量／過剩米數量。 
 
7. 實施主體：都道府縣水田農業推進協議會 
 
8. 實施期間：2004-2007 年度 
 
9. 2004 年預估所須預算：502億日元 
 
10. 都道府縣階段基本架構之變更 
實施「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之都道府縣，以全國階段之架構為基本原則，

可作以下之設計變更。但對策之政府出資單價，全國階段之架構（固定部分為每

60kg加 300日元，變動部分為基本價格之 2.5%）不可改變。 
（1）補填單價：可提高生產者出資額，並以「產地再造對策」之財源融通，以

提高補償率。亦可降低補償率，或減少固定部分，而移作「產地再造對策」

之融通。但考慮與「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補填率之整合性，固定部分

與變動部分合計之實質補填率不可超過 90%。固定部分亦不可增加，以避

免防礙需給狀況的確實傳達。 
（2）基準價格：可將前年產價格定為基準價格或最近 2 年平均價格定為基準價

格。基準價格及當年產價格，可根據都道府縣之主要品種而個別訂定。但

為避免道德危機的發生及考慮需給狀況的確實傳達，基準價格不可使用長

於最近 3 年之長期間價格平均值，以避免基準價格固定化。 
（3）生產者之出資比例：為增加或減少生產者之出資額，可增加或減少生產者

之出資比例。 
（4）對象者及對象米穀：為獎勵生產調整，設計變更不可放寬對象者及對象米

穀之要件，但對象者之要件可作更嚴格之限制。 
 
 
 
 

五、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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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的： 
米價下跌，對於核心農家而言，稻作收入減少之影響較大，因此以核心農家

為對象，在參加「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為前提下，為求稻作收入之安定，另

行再加補助，是為「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 
 
2. 架構： 
（1）加入對象者：加入之對象者須滿足下列之 3條件。 

a. 認定農業者或滿足以下條件之集落營農組織 
（a）關於集落營農組織代表者之事項有契約明文規定者。 
（b）訂定滿足以下基準之計畫，其實施確實可能者。 

i. 預定在 5 年內法人化，並已訂定實施法人化之事項及期間。 
ii.主要之從事者或後繼者將來之目標農業所得，須高於一定水準之目標

所得。該組織將來之經營規模目標，亦高於一定之經營規模目標。 
（c）資材之購入、販賣、收益分配等，有組織且統一之管理經營者。 
（d）有地緣聚集關係之地區，將來該組織所能集中利用之農用地目標面積

達地域內農用地之 3分之 2以上者。 
b. 水田經營規模達以下之水準者 
（a）基本原則 

i. 認定農業者：北海道為 10公頃，都道府縣為 4公頃。 
ii. 集落營農組織為 20公頃。 

（b）縣知事特別認定（經中央之協議而設定） 
i. 由於物理上之限制，規模擴大困難之地域，可放寬至基本原則的 80%
範圍內。若為中山間地域之集落營農組織，則可放寬至基本原則的

50%以內。 
ii. 農地利用上受限制之地域，由於有機栽培或複合經營等，已可確保

相當水準之所得的地域核心農家，根據實際情況可個別認可。 
c. 須加入「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 
（2）基準收入：以各都道府縣最近 3 年平均每 0.1公頃之稻作收入為基準收入

（各年度的稻作收入，以各都道府縣前三高價之品種的加權平均價格乘以

各都道府縣的平均收穫量計算之）。 
（3）補填單價：每 0.1公頃的稻作收入低於該年度各都道府縣之基準收入時，

其差額的 90%，扣除「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補償金後之金額為補填單

價。「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與「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之關係，則如

圖 3（置於頁尾）所示。 
（4）補填金額：補填單價乘以各加入者的加入契約面積為補填金額。 
（5）補填基金之出資：考慮價格變動及過去平均單位產量變動之影響，稻作收

入之變動約為 12%，以此計算之基金規模加上「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

之基金，形成「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之補填基金。而本對策之出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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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加入者與政府比為 1:3，若以此比例加以換算，本對策加入者之出資約為

基準收入之 1%左右。 
（6）實施主體：都道府縣水田農業推進協議會（預定） 
（7）實施期間：2004 年~2007 年度 
（8）2004 年度預估之經費：102億日元 
 

六、集貨圓滑化對策 

1. 目的： 
對於豐收所產生之過剩米的處理，其基本原則乃將豐收部分自翌年之生產目

標數量扣除，並加強自己責任，促進稻農生產符合需要，易於販賣之稻米，同時

亦必須防止主食用米價格下跌對農業經營之影響。因此須活用無息短期融資之制

度，使農業者於收穫時將過剩米區分出貨，農業者團體亦主動實施販賣環境之整

備。而融資之償還若以米為之時，須開發米之新用途或作為飼料用之販賣。 
 
2. 具體之內容 
（1）收穫時，需給情報適切的傳達及過剩米區分出貨之促進。 

a. 制定生產調整方針之農業者團體等，須將需給狀況之情報或豐收之過剩

米處理方針適切傳達給農業者。 
b. 在收穫狀況公布前集貨時，農業者團體根據縣階段之第三者機關所提供

之收穫情報，將過剩米之大概數量傳達給農業者，以進行主食用米之區分

集貨。 
c. 在收穫狀況公布後，利用收穫狀況計算過剩米之數量，以傳達予農業者，

並與主食用米加以區分集貨。 
（2）過剩米短期融資：過剩米短期融資由「米穀安定供給確保支援機構」（以下

稱機構）營運之。 
a. 融資之對象米穀： 
（a）以 10月 15日各地區作況指數所計算各農業者之過剩米數量為限度，

將主食用米及加工用米區分。而作為庫存所保管之對象米穀，若農業

者申請時，則以予以短期融資。惟該米穀須接受農產物檢查。 
（b）根據農業者團體所制定之生產調整方針，實施生產調整，且參加「集

貨圓滑化對策」之出資的農業者米穀。 
b. 融資之申請： 
（a）申請融資時，為方便農業者團體之實施販賣環境之整備，由制定生產

調整方針之農業者團體代理農業者申請。若自行制定生產調整方針之

農業者，則可直接向機構申請。 
（b）申請期間為 10月 15日收穫狀況公布之後至翌年 3月止。 
c. 融資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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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機構由生產者之出資及政府之無息貸款，形成融資基金，根據對象米穀

數量，對農業者實施短期融資。而農業者團體代理農民申請時，則透

過農業者團體予以融資。 
（b）融資之償還以米為之時，機構考慮混合飼料用或新用途加工用之販賣

情況及可能回收之狀況，融資之單價訂為 3000日元／60kg。而融資之
單價，根據資金的營運狀況，機構於必要時可重新檢討。 

d. 融資之償還： 
（a）農業者團體等將融資對象米穀，以新加工用途販賣時，或減少翌年之

生產目標，在翌年秋收以後以主食用販賣時，須對機構支付所融資之

金額（金錢償還）。 
（b）經過融資期間 1 年後，融資對象米穀仍無法販賣時，可將米交由機構

以作為融資之償還（現物償還）。融資之償還以現物為之時，機構將米

穀作為新加工用途、混合飼料用途等，以回收融資金額，同時並開拓

米的新用途需要。 
e. 融資圓滑實施之支援： 
（a）機構可活用中央之保管費等經費補助(1000日元/60kg)，對於融資期間

內，農業者團體區分保管必要之經費，補助 500日元／60kg。機構對
於以現物償還之稻米，可收取保管費用以作為報酬。 

（b）此項補助，自融資申請 1 年間，根據實施區分保管之米穀及主食用以

外所處理之米穀數量，在融資的翌年度交付之。 
（3）集貨圓滑實施之措施： 

a. 集貨獎勵補助： 
（a）豐收所產生之過剩米，為促進農業者對農業者團體區分出貨，政府透

過全國出貨團體，對農業者團體，交付 1000日元／60kg之集貨獎勵

助成金。 
（b）此項助成，由農業者對農業者團體區分出貨之豐收過剩米中，自融資

申請 1 年間，根據實施區分保管之米穀及主食用以外處理之米穀數

量，在融資之翌年度交付之。 
b. 與「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之關連：為促進過剩米之區分出貨及採取

市場隔離之措施，「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在都道府縣階段之交付額，

將根據加入該對策之農業者的過剩米處理達成狀況，而予以減少補助。 
 
 
 
 
 
（4）「集荷圓滑化對策」之生產者出資： 

a. 為使本對策圓滑實施，由農業者根據水稻種植面積，對機構每 0.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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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資 1500日元。 
b. 機構自基金中，在融資申請之 1 年間，根據實施區分保管之米穀及主食

用以外處理之米穀數量，對農業者 3000日元／60kg之融資於翌年度交

付。 
 
 

七、小結 

日本由於稻米消費日益減少，稻米價格低迷，以致稻作農家收入減少，同時

生產調整已達瓶頸，農民不公平感日增，水田農業正面臨前所未有之困境。為防

止此狀況之惡化，日本政府在 2002 年 12月 3日，公布「稻米政策改革大綱」，
以期解決目前水田農業政策及稻米政策之問題。經過 2003 年的準備期間及不斷

檢討修正，日本的「稻米政策改革大綱」，終將於 2004 年起付諸實施。而「稻米

政策改革大綱」中，主要對策為「水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制度、「核心農民

經營安定對策」及「集貨圓滑化對策」等三項。其中「水田農業構造改革交付金」

制度，包括「產地再造對策」及「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此次稻米政策改革，

是開拓未來日本水田農業的歷史關鍵，亦是根據「食料、農業、農村基本法」，

實現 2010 年農業構造的展望及「稻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的第一步。由於改

革並非一朝一夕可完成，因此地域的農業者、農業者團體、行政關係者、流通業

者、消費者及全國國民，應充分理解改革之目的，共同努力，才能解決日益困窘

的水田農業問題。 
 

 
 
 
 

資料來源： 

1. http://www.syokuryo.maff.go.jp/notice/data/sonota/pannhuretto.pdf
2. http://www.syokuryo.maff.go.jp/system/komet14.htm
3. 農林水產省，「米政策改革相關措施概要」，2003 年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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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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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填金交付之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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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之補填 

 
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之補填 

 
 
 

當年產價格．收入 

核心農家 

生產調整實施者（與經營規模大小無關） 

300日元+50﹪ 

價格 

圖 3  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與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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