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稻米政策改革大綱」之意見調查結果概要 
陳建宏 

摘要：為開拓今後水田農業之未來，日本農林水產省在 2002 年 12月 3日決定
「稻米政策改革大綱」。同時為使「稻米政策改革大綱」有效率推行，確

實掌握農業者的意向，以作為今後訂定具體化政策之參考依據，乃就稻農

對於「稻米政策改革大綱」之評價及今後稻米生產之意向加以調查。主要

意見調查結果總結如下： 
（1）對於「稻米政策改革大綱」，肯定其決策過程者有 35.2％，但對於「稻

米政策改革大綱」不關心者仍有 20.3％。而經營規模面積較大者，肯
定其決策過程之比例較高，經營規模面積較小者，則較不關心。 

（2）認為「稻米政策改革大綱」決策過程值得肯定之理由，主要為：經過

稻米相關者熱烈之討論（28.2％），研究會所討論的內容，全部公開

（21.5％），研究會之情報迅速公開（18.8％）。 
（3）為促進稻農生產符合需要之稻米，政策轉為重視消費者、重視市場之

方式，不論經營規模面積及地區，大多持肯定看法。至於肯定的理由

方面，主要為：（a）可加強有機栽培、減農葯栽培之稻米生產：46.1
％（b）可確保稻米之正確標示，以取得消費者之信賴：44.7％（c）可
加強產地直銷：41.1％。 

（4）生產符合需要稻米之努力方向，主要為：加強有機栽培、減農葯栽培

之稻米生產：34.2％。但仍有 38.8％的稻農，欲維持目前的生產方式，
不作改變。而經營規模面積較大者，傾向加強有機栽培、減農葯栽培

之稻米生產，但經營規模面積較小者，則大部分欲維持目前的生產方

式，不作改變。 
（5）對於目前此稻米需給情報傳達方式之評價方面，認為米情報委員會之情

報傳達迅速者僅 10.2％，大部分稻農認為米情報委員會之情報幾乎未傳
達或. 不知道米情報委員會之情報。 

（6）實現「稻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的目標年度設定為 2010 年，認為妥

當者僅 9.6％，認為目標年度的設定應比 2010 年更為提早者有 36.2％，
而 29.4％的稻農則認為 2010 年的目標年度很難實現。 

（7）對於今後參加稻米生產調整之意向方面，不論經營規模面積及地區，若

以集落為主體之地域整體實施，大多願意參加。同時亦視生產調整獎勵

之具體措施再決定。 
（8）構築以農業者，農業者團體為主體之體系，必要之努力方面主要為：（a）

農協販賣能力之強化：63.2％（b）對於稻米水田農業之各項措施，行政

上須作確切之支援：60.1％（c）供需情報之傳達方式須作根本改進，並
建立即時傳達市場狀況之體系：33.3％（d）農業者自行開發顧客：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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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稻米政策改革大綱、生產調整 

一、前言 

日本稻米每人之年消費量從 1962 年之 118公斤，至 2001 年降至 64公斤。
隨著稻米消費的減少，生產調整規模逐漸擴大，至目前約佔水田面積之 40％，
已到極限的瓶頸。而稻作之新進就業者，萬戶中僅 4人，稻作之核心農家明顯高
齡化，此外隨著稻米消費量的減少及連年之豐收，稻米之庫存增加，形成米價下

跌，水田農業經營面臨困境。因此為開拓今後水田農業之未來，農林水產省在

2002 年 12月 3日決定「稻米政策改革大綱」。同時為使「稻米政策改革大綱」
有效率推行，確實掌握農業者的意向，以作為今後訂定具體化政策之參考依據，

在 2003 年 2月下旬至 3月中旬，針對稻農對於「稻米政策改革大綱」之評價及
今後稻米生產之意向加以調查。調查對象為經營耕地面積 0.3公頃以上或農產物
販賣金額 50萬日元以上之農家中，稻作部門農產物販賣金額為第 1位之農家。
從中抽出 3000戶，其中回答者數 2124戶，回收率為 70.8％，今將其意見調查結

果概要說明如下： 

二、意見調查結果概要 

1. 2002 年 1月農林水產省成立「生產調整研究會（簡稱研究會）」，經過 46次討
論，決定「稻米政策改革大綱」，此研究會之討論一切公開，並透過網頁或電

子雜誌等之開設，以確保政策決定過程之透明化。對於此「稻米政策改革大

綱」決策過程之評價： 
（1）對於「稻米政策改革大綱」決策過程之評價： 

a. 值得肯定：35.2％ 
b. 不值得肯定：4.2％ 
c. 知道「稻米政策改革大綱」在「研究會」中討論過，但不關心：20.3％ 
d. 不知道「稻米政策改革大綱」在「研究會」中討論過：38.8％ 
e. 未回答：1.5％ 

 
（2）對於「稻米政策改革大綱」決策過程之評價（面積規模別，單位：﹪）： 
規模別 值得肯定 不值得肯定 知道稻米政策改革

大綱在研究會中討

論過，但不關心 

不知道稻米政策改

革大綱在研究會中

討論過 

未回答 

0.5公頃未滿 29.7 2.7 23.1 42.5 2 

0.5-1.0公頃 35.3 5.4 20.3 38 1 

1.0-3.0公頃 43.8 4.5 16.1 33.8 1.8 

3公頃以上 47.5 12.1 14.2 25.5 0.7 

 
（3）對於「稻米政策改革大綱」決策過程之評價（地區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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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值得肯定 不值得肯定 知道稻米政策改革大

綱在研究會中討論

過，但不關心 

不知道稻米政策改

革大綱在研究會中

討論過 

未回答 

北海道 44.1 14 18.3 19.4 4.3 

東北 40.3 4.6 19.2 34 1.9 

關東 29.8 3.6 21.8 43 1.9 

北陸 43.7 5.6 17.2 33.2 0.4 

東海 27.7 2.5 20.8 46.5 2.5 

近畿 29 5.1 22.1 41.9 1.8 

中國、四國 30.4 3 21.7 44 0.9 

九州 40.8 3.7 19.7 35.3 0.5 

 
（4）認為「稻米政策改革大綱」決策過程值得肯定之理由： 

a. 經過稻米相關者熱烈之討論：28.2％ 
b. 「生產調整研究會（研究會）」所討論的內容，全部公開：21.5％ 
c. 「生產調整研究會（研究會）」之情報迅速公開：18.8％ 
d. 其他：3.9％ 

 
（5）認為「稻米政策改革大綱」決策過程值得肯定之內容（地區別，單位：﹪）： 
地區別 經過稻米相關者熱烈之

討論 

生產調整研究會（研究會）所

討論的內容，全部公開 

生產調整研究會（研究會）

之情報迅速公開 

北海道 30.1 31.2 24.7 

東北 30.8 25.5 20.5 

關東 27 20.4 17.4 

北陸 36.9 23.5 22.8 

東海 22 15.1 11.9 

近畿 21.2 16.1 18 

中國、四國 24.1 17.8 16 

九州 31.7 26.6 22 

 
2. 為促進稻農生產符合需要之稻米，政策轉為重視消費者、重視市場之評價： 
（1）為促進稻農生產符合需要之稻米，政策轉為重視消費者、重視市場之評價： 

a. 值得肯定：73.7％ 
b. 不值得肯定：4.4％ 
c. 不知道：20.4％ 
d. 未回答：1.6％ 

 
（2）為促進稻農生產符合需要之稻米，政策轉為重視消費者、重視市場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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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規模別，單位：﹪）： 
規模別 值得肯定 不值得肯定 不知道 未回答 

0.5公頃未滿 69.8 3.2 24.5 2.5 

0.5-1.0公頃 72.6 5.4 21.6 0.5 

1.0-3.0公頃 81.9 4.1 12.5 1.6 

3公頃以上 79.4 12.1 7.8 0.7 

 
（3）為促進稻農生產符合需要之稻米，政策轉為重視消費者、重視市場之評價

（地區別，單位：﹪）： 
地區別 值得肯定 不值得肯定 不知道 未回答 

北海道 76.3 12.9 8.6 2.2 

東北 77.8 4.2 16.2 1.7 

關東 69.1 4.4 23.7 2.8 

北陸 76.1 5.2 18.3 0.4 

東海 71.7 3.1 22.6 2.5 

近畿 74.2 5.5 17.5 2.8 

中國、四國 71.7 3.6 23.8 0.9 

九州 72.9 3.2 23.9 0 

 
（4）為促進稻農生產符合需要之稻米，政策轉為重視消費者、重視市場之方式，

值得肯定之內容（複選）： 
a. 可加強消費者所希求之有機栽培、減農葯栽培之稻米生產：46.1％ 
b. 可確保稻米之正確標示，並導入追蹤體系，以取得消費者之信賴：44.7
％ 

c. 積極加強產地直銷（直接販賣給消費者）：41.1％ 
d. 接受市場之評價，可以培養經營感覺敏銳之稻作農家：36.4％ 
e. 同時考慮業務用（外食產業或加工食品用等）之需要，加強各項稻米生
產：28.7％ 

f. 其他：3％ 
 
3. 生產符合需要稻米之努力方向： 
（1）生產符合需要稻米之努力方向： 

a. 加強消費者所希求之有機栽培、減農葯栽培之稻米生產：34.2％ 
b. 擴大規模或採用直播栽培以降低成本，並加強業務用（外食產業或加工

食品用等）之稻米生產：4.5％ 
c. 維持目前的生產方式，不作改變：38.8％ 
d. 隨著稻米消費量的減少，想生產稻米以外之農作物：10.1％ 
e. 其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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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不知道：9.5％ 
g. 未回答：0.9％ 

 
（2）生產符合需要稻米之努力方向（面積規模別，單位：﹪）： 
規模別 加強消費者所

希求之有機栽

培、減農葯栽

培之稻米生產 

擴大規模或採用直播

栽培以降低成本，並

加強業務用（外食產

業或加工食品用等）

之稻米生產 

維持目前

的生產方

式，不作改

變 

隨著稻米消費

量的減少，想

生產稻米以外

之農作物 

其

他 

不

知

道 

未

回

答 

0.5公頃未滿 29.8 2.8 44 8.8 2.4 10.9 1.2 

0.5-1.0公頃 35.5 3.4 37.7 10.6 1.7 10.9 0.3 

1.0-3.0公頃 38.8 7.8 32.9 12.3 1.4 6.1 0.7 

3公頃以上 45.2 12.9 21.8 12.9 2.4 3.2 1.6 

 
（3）生產符合需要稻米之努力方向（地區別，單位：﹪）： 
地區別 加強消費者

所希求之有

機栽培、減

農葯栽培之

稻米生產 

擴大規模或採用直播栽

培以降低成本，並加強

業務用（外食產業或加

工食品用等）之稻米生

產 

維持目前

的生產方

式，不作改

變 

隨著稻米消

費量的減

少，想生產

稻米以外之

農作物 

其

他 

不知道 未

回

答 

北海道 38.3 11.1 24.7 17.3 0 7.4 1.2 

東北 36.8 5.3 35.2 9.5 1.5 10.8 0.9 

關東 33.1 3.5 44.4 6.9 2.9 8.9 0.3 

北陸 33.9 6.7 39.4 8.3 1.2 9.8 0.8 

東海 29.2 3.9 40.3 9.7 4.5 10.4 1.9 

近畿 32.2 2.4 39 15.1 1.0 8.3 2 

中國、四國 32.8 4.1 40.6 10.9 2.2 8.4 0.9 

九州 37.9 3.8 34.6 12.3 1.9 9.5 0 

 
4. 對於目前稻米需給情報傳達之評價： 
（1）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全中）或全國農業協同組合連合會（全農）等

生產者團體，每月召開米情報委員會。米情報委員會乃由生產者團體（全

中、全農等）所召開之檢討稻米需給、價格動向之委員會，此委員會之檢

討結果或稻米之需給情報透過農協等傳達給生產者。對於目前此稻米需給

情報傳達方式之評價： 
a. 米情報委員會之情報傳達迅速：10.2％ 
b. 米情報委員會之情報幾乎未傳達：28.7％ 
c. 不知道米情報委員會之情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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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獨自收集新聞等之情報即足夠，不需要米情報委員會之情報：9.3％ 
e. 其他：2％ 
f. 不知道：14.6％ 
g. 未回答：4.2％ 

 
5. 實現「稻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的目標年度設定： 
（1）實現「稻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的目標年度設定為 2010 年： 

a. 目標年度設定為 2010 年，妥當：9.6％ 
b. 考慮核心農家的高齡化問題，目標年度的設定應比 2010 年更為提早：36.2
％ 

c. 目標年度雖然設定為 2010 年，但考慮目前的狀況，很難實現：29.4％ 
d. 不知道：23.7％ 
e. 未回答：1％ 

 
（2）「稻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目標年度設定之意見（面積規模別，單位：﹪）： 
規模別 目標年度設

定為 2010

年，妥當 

考慮核心農家的

高齡化問題，目標

年度的設定應比

2010 年更為提早 

目標年度雖然設定

為 2010 年，但考慮

目前的狀況，很難

實現 

不知道 未回答 

0.5公頃未滿 7.5 34.4 28.8 27.8 1.6 

0.5-1.0公頃 10.3 37.9 28.7 22.7 0.5 

1.0-3.0公頃 12.5 37.6 30.8 18.4 0.7 

3公頃以上 9.9 36.2 39 13.5 1.4 

 
6. 今後參加稻米生產調整之意向： 
（1）對於今後參加稻米生產調整之意向： 

a. 若以集落為主體之地域整體實施，願意參加：31.4％ 
b. 願意參加生產調整，同時亦根據自己的顧客需要進行生產：13.1％ 
c. 從自己經營安定之觀點，願意參加：8.2％ 
d. 其他理由，願意參加：2.1％ 
e. 視生產調整獎勵之具體措施再決定：24.4％ 
f. 不願參加：9.2％ 
g. 不知道：9.6％ 
h. 未回答：2％ 

 
（2）對於今後參加稻米生產調整之意向（面積規模別，單位：﹪）： 

項目 0.5公頃未滿 0.5-1.0公頃 1.0-3.0公頃 3公頃以上 

若以集落為主體之地域整體實施，願 30.5 31.7 34.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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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參加 

願意參加生產調整，同時亦根據自己

的顧客需要進行生產 

12.2 14.3 12.9 15.6 

從自己經營安定之觀點，願意參加 7.4 8.9 9.5 5.7 

其他理由，願意參加 2.5 1.9 1.6 0.7 

視生產調整獎勵之具體措施再決定 21.5 23.8 28.1 41.1 

不願參加 11.9 7.6 6.1 5.7 

不知道 11.7 9.8 5.9 5 

未回答 2.3 2.1 1.4 0.7 

 
（3）對於今後參加稻米生產調整之意向（地區別，單位：﹪）： 

項目 北海

道 

東北 關東 北陸 東海 近畿 中國、

四國 

九州 

若以集落為主體之地域整體實施，

願意參加 

30.1 30.4 23.4 40.7 32.7 30.9 32.5 33.5 

願意參加生產調整，同時亦根據自

己的顧客需要進行生產 

15.1 11.2 14.9 8.6 15.1 13.4 13.0 18.3 

從自己經營安定之觀點，願意參加 6.5 10.1 7.2 9.7 6.9 8.3 6.6 7.3 

其他理由，願意參加 0 0.8 2.8 2.2 1.3 4.6 2.4 1.4 

視生產調整獎勵之具體措施再決定 39.8 30 21.2 23.9 18.9 26.3 24.7 17.9 

不願參加 3.2 7 15.7 6.0 10.7 8.8 8.1 8.7 

不知道 5.4 8 12.1 8.6 11.3 6.0 10.8 11.5 

未回答 0 2.5 2.8 0.4 3.1 1.8 1.8 1.4 

 

7. 根據「稻米政策改革大綱」，目前所實施生產調整目標面積之分配方式，自 2004
年將改為根據都道府縣別的需要量，制定生產目標數量之分配方式，而政府

則實施補助措施，農家或農協成為生產調整之主體。對此以農業者，農業者

團體為主體之體系，必要之努力： 
（1）構築以農業者，農業者團體為主體之體系，必要之努力（複選）： 

a. 農協販賣能力之強化：63.2％ 
b. 為使農業者能作主體性之判斷，對於稻米水田農業之各項措施，行政上

須作確切之支援：60.1％ 
c. 為使農業者能作主體性之判斷，供需情報之傳達方式須作根本改進，建
立即時傳達市場狀況之體系：33.3％ 

d. 農業者自行開發顧客：33.2％ 
 
（2）構築以農業者，農業者團體為主體之體系，必要之努力（地區別，複選，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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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北海

道 

東北 關東 北陸 東海 近畿 中國、

四國 

九州 

農協販賣能力之強化 74.2 64.3 57.6 69.8 54.7 68.7 60.8 65.1 

為使農業者能作主體性之判

斷，對於稻米水田農業之各項措

施，行政上須作確切之支援 

74.2 59.3 54.5 65.3 56 60.8 57.5 68.8 

為使農業者能作主體性之判

斷，供需情報之傳達方式須作根

本改進，建立即時傳達市場狀況

之體系 

47.3 35 32 34.7 27 34.1 29.8 36.7 

農業者自行開發顧客 40.9 28.9 38.6 30.6 30.2 3.5 31.3 39 

 

三、小結 

為開拓今後水田農業之未來，日本農林水產省在 2002 年 12月 3日決定「稻
米政策改革大綱」。同時為使「稻米政策改革大綱」有效率推行，確實掌握農業

者的意向，以作為今後訂定具體化政策之參考依據，乃就稻農對於「稻米政策改

革大綱」之評價及今後稻米生產之意向加以調查。主要意見調查結果總結如下： 
（1）對於「稻米政策改革大綱」，肯定其決策過程者有 35.2％，但對於「稻米政

策改革大綱」不關心者仍有 20.3％。而經營規模面積較大者，肯定其決策
過程之比例較高，經營規模面積較小者，則較不關心。 

（2）認為「稻米政策改革大綱」決策過程值得肯定之理由，主要為：經過稻米

相關者熱烈之討論（28.2％），研究會所討論的內容，全部公開（21.5％），
研究會之情報迅速公開（18.8％）。 

（3）為促進稻農生產符合需要之稻米，政策轉為重視消費者、重視市場之方式，
不論經營規模面積及地區，大多持肯定看法。至於肯定的理由方面，主要

為：（a）可加強有機栽培、減農葯栽培之稻米生產：46.1％（b）可確保稻
米之正確標示，以取得消費者之信賴：44.7％（c）可加強產地直銷：41.1
％。 

（4）生產符合需要稻米之努力方向，主要為：加強有機栽培、減農葯栽培之稻

米生產：34.2％。但仍有 38.8％的稻農，欲維持目前的生產方式，不作改變。
而經營規模面積較大者，傾向加強有機栽培、減農葯栽培之稻米生產，但

經營規模面積較小者，則大部分欲維持目前的生產方式，不作改變。 
（5）對於目前此稻米需給情報傳達方式之評價方面，認為米情報委員會之情報

傳達迅速者僅 10.2％，大部分稻農認為米情報委員會之情報幾乎未傳達或. 
不知道米情報委員會之情報。 

（6）實現「稻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的目標年度設定為 2010 年，認為妥當者

僅 9.6％，認為目標年度的設定應比 2010 年更為提早者有 36.2％，而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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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稻農則認為 2010 年的目標年度很難實現。 
（7）對於今後參加稻米生產調整之意向方面，不論經營規模面積及地區，若以

集落為主體之地域整體實施，大多願意參加。同時亦視生產調整獎勵之具

體措施再決定。 
（8）構築以農業者，農業者團體為主體之體系，必要之努力方面主要為：（a）

農協販賣能力之強化：63.2％（b）對於稻米水田農業之各項措施，行政上

須作確切之支援：60.1％（c）供需情報之傳達方式須作根本改進，並建立

即時傳達市場狀況之體系：33.3％（d）農業者自行開發顧客：33.2％。 
 

資料來源： 

1.農林水產省，「水田農業政策‧米政策再構築の基本方向」，2002年 11 月。 

2.農林水產省，「米政策改革大綱」，2002年 12 月。 

3.農林水產省，「平成 14年度食料‧農林水產業‧農山漁村に関すゐ意向調查：

米政策改革に関すゐ意向調查結果」，2003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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