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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稻米政策改革推進對策」概要 
陳建宏 

一、前言 

日本在 2005 年 3月內閣議會制定「新食料‧農業‧農村基本計畫」即「新基本計畫」，

其中重要施策之一即是在 2007 年實施「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故於 2005 年 10月公佈「經
營所得安定對策等大綱」，並將於 2007 年開始實施。「經營所得安定對策」主要將價格政策

轉換為所得政策，亦即將過去以全體農家及個別產品價格為對象之政策，轉為重視核心農

家及經營全體的對策，此將是日本戰後農業政策的根本變革。其內容包括：「跨品目經營安

定對策」、「稻米政策改革推進對策」以及「農地、水、環境保護對策」。而為配合「跨品目

經營安定對策」的導入，目前的「產地再造對策」、「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核心農家

經營安定對策」，以及「集貨圓滑化對策」，必須與「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進行整合，同

時實施「新的供需調整體系」。茲將「稻米政策改革推進對策」主要內容說明如下： 

二、稻米政策改革推進對策 

1. 2002 年 2月，日本政府制定以 2010 年度為目標的「稻米政策改革大綱」。其主要目的乃

為因應稻米環境的變化，必須站在重視消費者及市場機制的立場上，根據需要生產稻米，

以謀求水田農業經營的安定與發展，同時整合供需調整對策、流通制度、相關施策等改

革項目。因此為早日實現理想中的水田農業生產結構，確實執行「稻米政策改革大綱」

中所制定之相關內容步驟，將是十分重要的。 
2. 2007 年，日本將「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導入稻米產業，因此 2004 年至 2006 年所進行

的「產地再造對策」、「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以及「集貨

圓滑化對策」，必須與「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進行整合，並遵循「稻米政策改革大綱」

之主旨，加以修正。 
3. 由於「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的導入，稻米的「供需調整對策」，自 2007 年開始，將轉

為以農業者、農業者團體為主體的供需調整體系。此供需調整體系，將活用稻米政策改

革等之相關對策，農業者、農業者團體必須以中央及都道府縣提供的供需情報或市場訊

息等為基礎，結合自行設定的銷售戰略，執行其預定之生產計畫。 
4. 2006 年檢驗各項準備條件後，自 2007 年開始，將轉為「新的供需調整體系」。 
5. 為使稻米政策改革確實進行，順利轉移為「新的供需調整體系」，應繼續與核心農家確

保運動配合，並在生產現場加以推行。 

三、2007 年度起中央之支援政策 

  為推行稻米政策改革，將導入「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因此自 2007 年開始，現行稻

米供需調整體系將轉為新的供需調整體系，根據需要生產稻米，以促進水田農業的構造改

革。而為推展具地域特色之水田農業，需因應地域之實際狀況，根據地域自行制定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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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產地再造對策，並發揮地域創意工夫。 
1. 由於「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的導入，「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及「稻作所得基盤確
保對策」，將予以廢止，以避免功能重覆，並促進構造改革。因此「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

策」和「產地再造對策」整合，成為「新的產地再造對策」，根據產地品種需求生產稻米。

而為促進核心農家之培育，依據都道府縣的規劃，對於非核心農家採取「緩和米價下跌

影響之對策」。將根據面積予以固定金額給付，至於交付之單價，將視核心農家之培育及

核心農家增加的情況，補助逐漸降低，以誘導農家成為核心農家，俾將非核心農家之「稻

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轉為「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 
2. 關於「新的產地再造對策」，將依據地域之實際狀況，實現地域水田農業之願景，並確

實執行因應需要而生產農產品。同時檢討近年稻米、小麥、大豆、飼料作物之現況，以

及現行對策之實施狀況。另外，關於產地再造補助金在都道府縣之分配，從發揮其最大

效益之觀點，需考量現行對策期間中的小麥、大豆、飼料穀物之種植狀況，供需調整之

實施狀況，核心農家之培育、確保狀況，以及近年稻米需求之預測等相關訊息。 
3. 「新的產地再造對策」之構想（檢討中） 
（1）中央每年對地域（都道府縣協議會）給予補助金，對於計算補助金基礎之水稻面積，

根據核心農家的培育，增加之情況，期間逐漸降低補助。 
（2）地域之創意工夫 
在地域之指導方針下，根據各地域之情況，新的補助金，下列 2用途，地域可自行決

定用途。 
a. 米價下跌，稻作收入減少時之支援。 
b. 作為產地再造，使用於轉作部分或核心農家培育之支援。 

（3）對於米價下跌時之支出 
a. 生產者不需出資。 
b. 對於稻作收入減少，根據面積定額補填。（但減少收入在定額以下，只補填減少收
入之 90％）。 

c. 補填之單價，各地域可自行設定，以獎勵一般農家轉為核心農家（對於核心農家之

培育，可提高補填單價）。 
（4）轉作部分及核心農家培育之協助 
可活用產地再造對策之補助金，以振興轉作作物，培育核心農家，或對加工用米之支

援等。 
4. 配合「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之導入，「稻米政策改革推進對策」之因應措施如表 1所
示。其中，對生產者補助擴大，主要內容如下： 

（1）米、大豆、麥等皆為對象。 
（2）基準收入為過去 5 年，扣除最高及最低收入年之中間 3 年平均收入。 
（3）補填比例為與基準收入差額之 90％。 
（4）政府與生產者之出資比例為 3：1。 
（5）出資率約為平均收入的 10％。 
5. 繼續實施「集貨圓滑化對策」，並確保其實效性。 

四、新的供需調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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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架構 
（1）中央不再以行政方式分配生產目標數量，而是依據中央所提供之供需相關情報，由農

業者、農業者團體為主體，實施供需調整。 
（2）JA等生產調整方針制定者為體系之中心。依地域協議會等提供之相關資料，JA等方

針制定者自行決定生產目標數量，同時對於參加 JA等生產調整方針之農業者，分配
其生產目標數量。 

（3）地域協議會乃地域全體的調整機關，亦即地域協議會在行政、相關單位以及 JA等方
針制定者的參與籌劃下，根據方針制定者間的協調及一般分配規則的設定，對於方針

制定者所制定之供需調整加以支援。 
2. 體系概要 
「新的供需調整體系」概要如圖 1所示。 

3. 現行供需調整體系與「新的供需調整體系」之比較 
現行供需調整體系與「新的供需調整體系」之差異在於，生產目標數量的設定、分配

等，不再由中央以行政方式決定，而是根據客觀之需求預測等情報，由農業者、農業者團

體自主性實施。現行需給調整體系與「新的供需調整體系」之比較，如表 2所示。 
其中，在「新的供需調整體系」支援對策中，「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與「產地再造

對策」整合為「新的產地再造對策」，而對於米價下跌之對策方面，則廢除生產者出資部分，

根據面積定額補助。亦即並非以價格變動方式，而在經營安定對策補填範圍內，以固定方

式支付。 

五、結語 

為配合「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的實施，在「新的供需調整體系」，農業者、農業者團

體根據需要，主體性進行生產。亦即以地域水田農業推進協議會（地域階段之第三者機關

組織）為中心，JA等生產調整方針作成者（農業者、農業者團體）實施主體性之需給調整
為基本。在行政方面，則需提供農業者、農業者團體主體調整所需之需要量情報。因此，

為使 2006 年產之需給調整順利實施，行政及農業者團體等須互相配合，加強核心農家的培

育、確保，檢討地域水田農業之未來發展方向，活用產地再造對策補助金，宣導「新的供

需調整體系」，在 2006 年齊備各項條件，以利於 2007 年轉換為「新的供需調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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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配合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之導入，稻米政策改革推進對策之因應措施 
現行米政策改革相關措施 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導入後之因應措施 

1. 緩和米價下跌之影響 
 
 
 
 
 
 
 
 
 
 
 
 
 
 
 
 
 
 
 
2. 支援「根據需求，生產稻米之計劃」 
（產地再造對策） 

（1）根據轉作作物之種植面積及核心農家之
情況，在對策期間中每年交付予地域一

定之金額。 
（2）各地域補助金之用途或水準，在所定範

圍內由地域主體性判斷，自行決定。 
 
 
3. 支援豐收之過剩米的處理 
（集貨圓滑化對策） 

1. 以核心農家為對象之經營安定對策（收
入變動緩和對策）。 

 
 
 
 
 
 
 
 
 
 
 
 
 
 
2. 支援「根據需求，生產稻米之計劃」（「新

的產地再造對策」，對於非核心農家，米

價下跌時予以補填，並促進農家轉為核

心農家）。 

 
 
 
 
 
 
 
 
 
 
 
 
 
 
3. 支援豐收之過剩米的處理 
（確保集貨圓滑化對策之實效性） 

 

基準價格‧收入 

核心農家經

營安定對策

稻作所得基盤確

保對策 

 
當年產價格‧收入

補填 50％
＋300日元

補
填
90
％ 

核心農家 其他 

 
跨品目經營安定

對策 

 
當年產收入 

基準收入 

經營安定對策加入者 

 
 
對生產者

補助擴大 
 

同過去

之產地

再造對

策 

核心農

家追加

補助  

一般部分 

轉作部份

的面積 
水稻部分面積

（經營安定對策

加入者以外） 

新
的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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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地域協議會之情
報，JA等方針制定者自
行決定生產目標數量。 

業(B) 分配給參加方針之農

者 

提
供

情
報

 

縣中、全農

縣本部、縣

集連等  

集貨、販賣

等需要情報

第三者機關

組織（都道

府縣協議

會） 

市町村別

（地域別）

之米需要情

報 

提
供

情
報

 
全中、全農、

全集連等 

集貨、販賣等

需要情報 

米穀機構 

1. 全國需要
之預測 

2. 都道府縣
別之米需要

情報 

第三者機關組織（地域協議會） 
（市町村、JA等方針制定者） 

支援生產調整方針制

定者主體性之需給調

整 

農業者
生產調整方針制定

者（JA等）：(A) 

(B) 

來自市場之情報 

市町村別（地域

別）之米需要情報

農
業
者
、
農
業
者
團
體
主
體
性
實
施
需
給
調
整 

都道府縣 中央  5市町村 
圖 1  「新的供需調整體系」概要



表 2 現行需給調整體系與新的需給調整體系之比較 
現行需給調整體系 新的需給調整體系 

中央： 
設定並通知全國及各都道府縣的生產目標數量。

中央： 
計算全國及各都道府縣之需要量，並提供情報。

都道府縣： 
（1）參與都道府縣協議會，並檢討及建議各

市町村之生產目標數量設定方針。 
（2）設定並通知各市町村之生產目標數量。

都道府縣： 
（1）參與都道府縣協議會，對於市町村之需

要量的情報，加以檢討及建議。 
（2）計算各市町村之需要量，並提供情報。

市町村： 
（1）參與地域協議會，並檢討及建議農業者
個別之生產目標數量設定方針。 

（2）設定並通知個別農業者之生產目標數

量。 

市町村： 
（1）參與地域協議會，並檢討及建議各方針
制定者的需要量之情報。 

（2）計算各地域之需要量，並提供給地域協

議會。 
地域協議會： 
檢討及建議個別農業者之生產目標數量。 

地域協議會： 
制定地域生產調整之基本方針，計算轄區內

方針制定者之需要量，負責方針制定者間的

協調，及設定參加方針農業者之分配規則，

並支援 JA等方針制定者。 
JA： 
（1）參與地域協議會，檢討並建議生產目標

數量設定方針。 
（2）配合行政單位，訂定並通知生產目標數

量。 

JA等方針制定者： 
（1）參與地域協議會，檢討並建議各方針制
定者需要量之情報。 

（2）根據地域協議會所計算及提供各方針制
定者的需要量之情報，決定各方針制定

者的生產目標數量。 
（3）參加方針農業者生產目標數量之分配。

支援對策： 
（1）核心農家 
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 
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 
產地再造對策 
集貨圓滑化對策 
（2）核心農家以外 
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 
產地再造對策 
 
 
集貨圓滑化對策 

支援對策： 
（1）核心農家 
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核心農家經營安定對策」

與「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整合） 
產地再造對策（轉為「新的產地再造對策」） 
集貨圓滑化對策（繼續實施，並確保其實效性。）

（2）核心農家以外 
產地再造對策（「稻作所得基盤確保對策」與「產

地再造對策」一體化，並強化地域協議會之功

能，使產地再造更為圓滑化，同時促進非核心農

家轉為核心農家。） 
集貨圓滑化對策（繼續實施，並確保其實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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