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 年日本農政改革基本構想 

陳建宏  

摘要：2004年 5 月 24 日，日本龜井農林水產大臣提出農政改革基本構想，內容

包括農政改革的基本觀點及改革的方向。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農政改革的基本觀點 

(一)農政改革之目的：今後的食料、農業、農村政策，將根據國民的期待，

除提供糧食的安定供給外，同時實現多元化的農業及農村發展。其主

要目標如下： 

1.以合理的價格提供安定、安全、安心且良質的糧食。 

2.糧食自給率的提高。 

3.大部分的農業生產為有效率且安定的農業經營。 

4.提高糧食產業的國際競爭力。 

5.農地、農業用水等資源或環境的保全。 

6.創造具有魅力的農山漁村。 

7.都市與農山漁村雙向交流之生活形態的實現。 

(二)改革之基本觀點 

1.選擇與集中：重新檢討各種農業政策及對象，對於必要的支援予以

重點化。 

2.維護國民飲食的「糧食產業」之觀點：農產品必須從生產到消費的

過程加以重視，促進「糧食產業」的活性化及加強其競爭力，並提

高糧食自給率。 

3.支援有企圖心之生產者及地域：對於發揮生產者或地域自身的創意

工夫之活動，必須作積極且重點之支援。 

4.全球化的農業、農政：農業政策必須考慮國內支持之國際規範及亞

洲各國高品質農產品市場的擴大。 

 

二、政策改革的方向 

(一)重視消費者的糧食供給、消費體系的確立 

1.飲食的安全、安心之確保：（1）從產地階段到消費階段，徹底實施

風險管理。（2）確保消費者的安心及信賴。 

2.飲食教育的推行：（1）加強飲食情報之提供，支援地產地消，展開

「飲食教育」之國民運動。（2）編制國民易於了解之資料，刊載各

種食品的適當攝取量等，並向國民各階層積極的推廣及啟發。 

3.加強食品產業與生產者之合作，促進食品流通的效率化及合理化：

（1）建立食品產業與生產者間的網絡，並透過產地開發等，促進

農產品高附加價值商品化。（2）加強批發市場的改革與效率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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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有效率之物流管理系統。 

 

(二)加速農業構造改革，以確保糧食安定供給與多面性機能的發揮，維護

農業環境及資源的保全 

1.以核心農民為對象，導入非特定產品直接給付制度：（1）由品目別

之價格、經營安定政策，轉為支援核心農民的非特定產品直接給付

制度（日本型直接給付制度）。（2）參考各國的直接支付制度，推

動構造改革，建立日本型的農業政策。（3）從核心農民經營安定的

觀點，檢討蔬菜、果樹等之各項政策。 

2.環境、農地、農業用水等保全政策的確立：（1）在地域居民、都市

居民、NPO 等組織的參與籌劃下，建立地域全體之保全管理體系。（2）

為充分發揮農業的自然循環機能，必須減少環境負荷，充分利用有

機性資源，推動環境改善活動。（3）農業生產持續重視環境保全。 

3.核心農民、農地制度的改革：（1）重新檢討以廣泛農業者為對象之

政策，所施行政策必須集中化、重點化、加速化。（2）促進核心農

民農地利用的集中。（3）一般公司、NPO 等，以租借方式取得農地

權利，根據實施情況及調查結果，在無弊害之下，應迅速在全國推

展。（4）防止耕種放棄地的增加。（5）檢討都市分區規劃及農地轉

用規定。（6）檢討農地權利取得要件、農業生產法人資格等現行制

度。（7）檢討農林漁業金融之現行制度。 

 
(三)未來將積極支援之各項措施 

1.促進農產品、食品之出口：（1）促進高品質農產品、食品出口的擴

大。（2）加強相關部會、都道府縣、生產團體等之間的合作。同時

對於防礙出口之外國制度的狀況或動植物檢疫措施等，加以掌握及

改善。 

2.活用智慧財產權，提高糧食產業的競爭力：（1）加強智慧財產權的

保護（2）食品等地域品牌保護制度之檢討。 

3.戰勝國際競爭之新技術的開發與成果推廣：（1）促進國民、消費者

所關心之新技術的開發。（2）提高生產力之各項技術的確立與推

廣。（3）含大量健康機能性成分新品種的開發。 

4.提高國產農產品的市佔率：（1）根據消費者、實需者的需要，生產

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2）重新檢討 2001年度制定的「降

低農業生產資材費用的行動計劃」。（3）加速農協系統降低生產資

材價格之經濟事業改革。 

5.有機性資源總合戰略的強力推行：（1）能源或高附加價值製品等有

機性資源轉換技術之開發、實用化。（2）相關單位應互相合作，以

促進地域有機性資源的有效率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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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促進農山漁村之「地域自主思考行動」：（1）促進農山漁村之自立

及地域之再生。（2）創造有魅力之農山漁村。（3）加強都市與農山

漁村的共生交流。 

 
(四)政策改革之實行 

1.未來將根據 2005 年 3月所決定的新食料、農業、農村基本計劃，將

各項措施具體化，並在 2005 年度提出預算要求。 
2.關於必要之法律修訂，將於 2006 年日本國會定期常會召開之前提出

法案。 
 
由於農政改革範圍包括食料、農業、農村等各領域，與國民生活關

係密切，因此須得到國民的關心與理解。而現在相關部會，除了進行各

項議論外，為符合國民的期待，應加速實施農政改革，確立轉守為攻的

農業政策。 
 

關鍵詞：核心農民、日本型直接給付制度、糧食自給率、多面性機能、環境保全、

有機性資源 

一、前言 

2004 年 5月 24日，日本龜井農林水產大臣提出農政改革基本構想，內容包

括農政改革的基本觀點及改革的方向。而未來日本的農業政策將由守勢轉為攻

勢，並導入日本型直接給付制度。亦即重新評估對全體農家予以補助之政策，轉

為集中支援核心農民，培育大規模農家，以提高糧食自給率為目標。農政改革基

本構想的主要內容如下： 

二、農政改革的基本觀點 

(一)農政改革之目的  
    食料、農業、農村透過糧食的安定供給、環境國土的保全等多面性機能的

發揮，以維持國民生活及地域經濟社會。因此今後的食料、農業、農村政策，將

根據國民的期待，除提供糧食的安定供給外，同時實現多元化的農業及農村發

展。其主要目標如下： 
1.以合理的價格提供安定、安全、安心且良質的糧食。 
2.糧食自給率的提高。 
3.大部分的農業生產為有效率且安定的農業經營。 
4.提高糧食產業的國際競爭力。 
5.農地、農業用水等資源或環境的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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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創造具有魅力的農山漁村。 
7.都市與農山漁村雙向交流之生活形態的實現。 
 

為達成上述之目標，農業政策必須作全盤改革。而如此的改革，長期而言，

不僅對農業、農村有所助益，同時亦有利於都市之消費者。 
 

(二)改革之基本觀點  
  未來之政策改革，將根據國民的期待，由守勢的農業政策轉為攻勢的農業政

策，其主要基本觀點如下： 
 
1.選擇與集中：糧食的安定供給或多面性機能，是農業的重要貢獻。為使其有效

率且持續的發揮，必須重新檢討各種農業政策及對象，對於真正必要的支援予

以重點化。 
2.維護國民飲食的「糧食產業」之觀點：由於消費者的支持，農業、食品產業才

得以持續發展。因此農產品必須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加以重視，同時促進「糧

食產業」的活性化及加強其競爭力，以實現安全、安心且安定的糧食供給，並

提高糧食自給率。 
3.支援有企圖心之生產者及地域：為使農業、農村能符合消費者及國民多樣化 的
需要，必須發揮生產者或地域自身的創意工夫，因此農業政策對於此類活動必

須作積極且重點式之支援。 
4.全球化的農業、農政：農業政策必須考慮國內支持之國際規範及亞洲各國高品
質農產品市場的擴大。 

三、政策改革的方向 

(一)重視消費者的糧食供給、消費體系的確立－消費者真正得以安心的飲食生活

之實現 
1. 飲食的安全、安心之確保 
（1）從產地階段到消費階段，徹底實施風險管理 

a.防止 BSE或禽流感之蔓延，家畜傳染病預防法的修訂，加強家畜防疫體制等。 
b.制訂家畜傳染病防疫手冊或處理緊急事態規則，同時相關單位應互相配合，

加強共同處理及防止緊急事態發生之體制。 
c.由於 BSE的發生，目前暫停美國牛肉的進口，今後仍以國民、消費者的安全、
安心之確保為第一優先。 

d.加強農藥或飼料等生產資材的適當使用、管理，重視鎘等有害物質之對策，

以確保安全、安心的糧食供給。 
e.出口國家農產品的風險管理對策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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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保消費者的安心及信賴 
a.藉由消費者、生產者及業者的意見交換，並利用情報技術，導入食品的追蹤

系統，以促進產地與消費者的關係。 
b.與厚生勞動省合作，加強加工食品標示原料原產地之義務，同時重新檢討食

品標示基準。 
c.徹底實施食品標示的監視、指導，使消費者得以安心選購食品。 
d.公布生產情報 JAS規格或有機畜產物 JAS規格等，並根據國民的需要，陸續

制定新的規格。 
 
2.飲食教育的推行 
（1）根據飲食生活指針，米、畜產物、蔬菜、水果、豆類、魚類等互相配合，

以實現均衡的飲食生活。因此必須加強飲食情報之提供，舉辦專題討論會，

支援地產地消，展開「飲食教育」之國民運動。 
（2）編制國民易於了解之資料，內容刊載各種食品的適當攝取量等，並向國民

各階層積極的推廣及啟發。 
  
3.加強食品產業與生產者之合作，促進食品流通的效率化及合理化 
（1）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創造健康、安心的飲食生活，須建立食品產業與生產

者間的網絡，如利用契約交易等的推行，加強食品產業與國內農業之合作。

並透過產地開發等，培育產地品牌，促進農產品高附加價值商品化。 
（2）為建立生產者與消費者所期待的食品流通系統，須加強批發市場的改革與

效率化，同時推行產地生產者向消費者直接銷售的販賣方式，無線 IC標籤
等新技術的活用，開發及推廣有效率之物流管理系統，以促進食品流通的

構造改革。 
 

(二)加速農業構造改革，以確保糧食安定供給與多面性機能的發揮，維護農業環

境及資源的保全－以提高糧食自給率為前提，確保農業經營所需之人才及農

地、農業用水等資源。 
1.以核心農民為對象，導入非特定產品直接給付制度（non-product-specific）。 
（1）水稻及旱作，由品目別之價格、經營安定政策，轉為支援核心農民的非特

定產品直接給付制度（日本型直接給付制度），以加速農業構造改革，因

應日益嚴苛之國際規範（符合WTO「綠」的政策）。 
（2）參考各國的直接支付制度，推動構造改革，生產符合需要之農產品，擴大

經營規模等，以建立日本型的農業政策。 
（3）從核心農民經營安定的觀點，檢討蔬菜、果樹、畜產等之各項政策。 
 
2. 環境、農地、農業用水等保全政策的確立 
（1）農地、農業用水等資源是社會共同資本，未來必須將這些資源的保全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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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策重要之一環。在地域居民、都市居民、NPO等組織的參與籌劃下，

建立地域全體之保全管理體系。 
（2）為充分發揮農業的自然循環機能，必須減少環境負荷，充分利用有機性資

源，推動環境改善活動。 
（3）為使農業生產持續重視環境保全，除了制定農業生產活動之規範外，尚須

配合相關措施。 
 
3. 核心農民、農地制度的改革 
（1）為提高政策的效果，重新檢討以廣泛農業者為對象之政策。而政策對象之

核心農民必須明確化，所施行政策必須集中化、重點化、加速化，亦即導

入日本型直接給付制度。 
（2）促進核心農民農地利用的集中。 
（3）一般公司、NPO等，以租借方式取得農地權利，或容許市民農園擴大的構

造改革特別地區，根據實施情況及調查結果，在無弊害之下，應迅速在全

國推展。 
（4）確保糧食的安定供給，除了維持必要的農地外，須防止耕種放棄地的增加。 
（5）為促進優良農地的保全，因應都市居民農地利用等的多樣需求，應檢討都

市分區規劃及農地轉用規定。 
（6）檢討農地權利取得要件、農業生產法人資格等現行制度。 
（7）因應核心農民的經營改善等政策課題，檢討農林漁業金融之現行制度。 
 
(三)未來將積極支援之各項措施－支援農業者、農村創意工夫之發揮 
1.促進農產品、食品之出口 
（1）隨著亞洲各國經濟發展與所得的增加，而對日本食品喜好程度提高，因此

應藉由商談、宣傳會或積極的發佈情報，以促進高品質農產品、食品出口

的擴大。同時為促進出口，對國內的生產體制，產地再造，缺乏出口經驗

的生產者提供支援。 
（2）設置「農林水產物、食品的輸出促進聯絡協議會」，加強相關部會、都道

府縣、日本貿易振興會、生產團體等之間的合作。同時對於防礙出口之外

國制度的狀況或動植物檢疫措施等，加以掌握及改善。 
 
2.活用智慧財產權，提高糧食產業的競爭力 
（1）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a.為保護植物的新品種，除了加強國內制度外，並向亞洲各國推動智慧財產權

之制度。 
b.在技術轉移機關（TLO）之建議和指導下，創造開發優良品種或技術，並將

成果轉移民間，以取得智慧財產權，並防止智慧財產權受侵害。 
（2）食品等地域品牌保護制度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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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立地域品牌，提高附加價值，須加強及檢討食品等的產地標示保護制

度。 
 
3.戰勝國際競爭之新技術的開發與成果推廣 
（1）促進國民、消費者所關心之新技術的開發，如：各種食品所具有多樣健康

機能成分等的解明與商品化，水果等 DNA品種之標示，產地判別技術的
開發等。 

（2）提高生產力之各項技術的確立與推廣，如：在夏季高溫時，亦能安定生產

之大規模溫室生產技術等。在小麥、大豆方面，開發強抗病性的小麥、適

合機械化生產之大豆等的新品種，建立高品質且安定多收之栽培技術。 
（3）含大量健康機能性成分新品種的開發，或大幅縮短育種期間之技術開發等，

並促進稻作染色體組解讀成果等的早期實用化、產業化。 
 
4.生產面的強化，以提高國產農產品的市佔率 
（1）引進顧客所期待的栽培方法或新品種，出貨時根據品質（如水果的糖度等）

加以區分、加工、包裝等。同時根據消費者、實需者的需要，生產、供給

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 
（2）為降低農業經營成本中佔相當比例之生產資材費用，重新檢討 2001 年度制

定的「降低農業生產資材費用的行動計劃」。同時使用新的施工方法，促

進低成本溫室等技術的開發及推廣。 
（3）由於農協法的修訂，使農協系統之經濟事業改革指針在法律上之定位，更

為明確化。因此應加速農協系統降低生產資材價格之經濟事業改革。 
 
5.有機性資源總合戰略的強力推行 
（1）能源或高附加價值製品等有機性資源轉換技術之開發、實用化。並促進有

機性資源塑膠的充分利用。 
（2）相關單位應互相合作，以促進地域有機性資源的有效率利用，實現有機性

資源城市之構想（2010 年的目標為 500地區）。 
 
6.促進農山漁村之「地域自主思考行動」 
（1）促進農山漁村之自立及地域之再生 

a. 根據地域的特性，發揮自發、獨創的經營精神，以農林水產業為核心，致

力於地域經濟的活化與地域雇用的創造之地區，將推選為「自立之農山漁

村」。經相關單位現地視察、意見交換後，向全國公佈並予以獎勵。 
b. 有效利用「地域再生推進計畫」所規定之補助對象的閒置化設施，提供農

業法人融資，森林的整備，漁場環境的改善等政策之一體性、總合性的實施，

以促進農山漁村地域的再生。 
（2）創造有魅力之農山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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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活用「農村再造交付金」，創造具有個性之農村。同時重點支援「景觀法」

所規定之農山漁村地域特有景觀的形成。 
b. 藉由地域居民、NPO等的參與，創造自然與農業生產互相調和之田園自然

環境，並促進學校之環境教育等。 
（3）加強都市與農山漁村的共生、交流 
實現都市與農山漁村雙向交流之生活型態，並與民間組織互相配合，藉由自

然或農山漁村之生活體驗，展開全國性之運動。同時重點支援活用 IT 之地
域活動。 
 

(四)政策改革之實行 
1. 以上的政策改革方向，將作更深入檢討，並於 2004 年度之食料、農業、農村

政策審議會中作論點整理。同時未來將根據 2005 年 3月所決定的新食料、農

業、農村基本計劃，將各項措施具體化，並在 2005 年度提出預算要求。 
2. 關於必要之法律修訂，將於 2006 年日本國會定期常會召開之前提出法案。 

四、小結 

由於日本國民對於安全、安心的糧食逐漸缺乏信賴，加上農業構造改革遲

緩，以及WTO體制下國際規範的限制，因此影響未來農業、農村的持續發展。

而 2005 年 3月將制定新的食料、農業、農村基本計畫，重要課題將包括：確保

食料之安定供給及重視環境保全等。由於農政改革範圍包括食料、農業、農村等

各領域，與國民生活關係密切，因此須得到國民的關心與理解。而現在相關部會，

除了進行各項議論外，為符合國民的期待，應加速實施農政改革，確立轉守為攻

的農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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