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際農政與農情國際農政與農情國際農政與農情國際農政與農情    (2012.07.11(2012.07.11(2012.07.11(2012.07.11～～～～00008888....10101010))))    

林文傑林文傑林文傑林文傑    編譯編譯編譯編譯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美國乾旱美國乾旱美國乾旱美國乾旱、、、、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CAPCAPCAPCAP、、、、日本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日本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日本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日本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一、美國乾旱對農產品收穫產生重大影響：2012 年美國遭逢

1956 年以來最嚴重的乾旱肆虐，對於美國的玉米、大豆等

農產品的收穫產生相當大負面影響，進而造成國際大宗穀

物的供需及其價格大幅波動。 

二、歐盟積極研擬新 CAP(共同農業政策)：由於現行的歐盟 CAP

適用期將於 2013 年底告一段落；因此有必要研擬 2014 至

2020 年適用的新 CAP，以符實需。目前已知新 CAP 將農業

所具有的環境保護等機能視為「公共財產」，並將維護生態

等相關措施視為取得農業直接給付的必要條件，以期能達

到作物多樣化、維持生態平衡、積極發展有機農業、確保

歐糧食安全等政策目的。 

三、日本於 2012 年 7 月完成「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政策修正

重點：充分活用地域的資源，鼓勵與非農業、旅遊之合作；

以日本飲食文化為主軸推廣美食、加工食品、觀光等發展，

並以「日本農產品輸出戰略」政策為基礎，促進農產品及

食品輸出；建構農業環保機能與全民對食育政策之重視，

以促進地域活性化、因應少子化時代及確保糧食安全等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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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美國乾旱對農產品收穫產生重大影響美國乾旱對農產品收穫產生重大影響美國乾旱對農產品收穫產生重大影響美國乾旱對農產品收穫產生重大影響    

    由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局(National Oceanic Atmosheric 

Adminestration，ＮOＡＡ)及美國農業部等單位所公布的資料得知，2012 年美

國遭逢 1956 年以來最嚴重的乾旱肆虐，對於美國玉米等農產品的的收穫產生相

當大的負面影響，進而造成國際糧食供需及其價格大幅波動；其相關要點如下： 

((((一一一一))))氣候概況氣候概況氣候概況氣候概況：：：：    

迄至今(2012)年 7 月上旬止,美國除夏威夷州及阿拉斯加州外的 48 個州,均

出現降雨量偏少的現象；其中有 55％的面積有中度以上的乾旱現象，僅次於 1956

年大乾旱(該年美國有 58％面積呈現嚴重的乾旱現象)。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

印地安那州等地區 5 月初至 7 月上旬止之降雨量，只有歷年平均的 10％以下的

慘狀。此外，更不妙的是，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美國許多地方的平均溫度均較歷

年平均高出一些，甚至有些地方的瞬間高溫創新高，而且此種現象可能持續數日

或更久；換句話說，持續性的艶陽高照，促使處於乾旱狀況下的美國缺水問題愈

來愈嚴重，且其所產生的各種負面影響也愈來愈大。 

((((二二二二))))主要影響主要影響主要影響主要影響：：：：    

今年美國乾旱所產生的影響層面相當廣泛，其中與農業相關的要點為： 

1.美國中西部的穀倉地區，是今年乾旱最嚴重的地區。以印地安那州為例，該

地區歷年來每英畝玉米平均產量約為 200 蒲士耳(1 蒲士耳的玉米重量約為

25 公斤)，今年則因玉米受粉期遭逢乾旱肆虐，7 月公布之每英畝預估收穫

量為 133 蒲士耳，比 6月預估量 166 蒲士耳減少約 20 ％，亦因此之故，美

國農業部於今年7月11日公告預估美國今年玉米產量為3億2,900萬公噸，

比六月所公布的預估產量減少 12％。此外，更因美國法律規定汽油裡需要

添加一定比率的生質能源，以及美國玉米盛產地區積極建設以玉米為原料的

生質能源工廠，形成對玉米需求殷切的現象等因素影響，致使芝加哥期貨市

場玉米交易價格在今年 7 月第二週已飇到每蒲士耳 7.61 美元，比 6 月同期

增加約 40％。(註：2012 年 7 月 20 日芝加哥期貨玉米每公噸 324.6 美元，

創歷史新高記錄。) 

2.美國大豆的部分主產地與玉米的部分主產地重疊。因此今年美國大豆生產亦

同樣受乾旱為害，美國農業部於 7 月 11 日公布今年美國大豆預估產量為

8,300 萬公噸，比 6 月時的預估量 8,715 公噸減少 5％，美國國內大豆期末

庫存率僅剩 4％(比 2011 年同期的 5％，減少 1％)，亦比大豆安全庫存率相

差甚大(註：依美國相關單位的建議，美國每項重要農產品的安全庫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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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該項農產品每年總消費量所需的一個月左右或約 8％的水準)。因此，

2012年7月10日芝加哥期貨市場大豆交易價格已漲至每浦士耳(1蒲士耳約

等於 27 公斤)16.49 美元，比 6 月同期的 14 美元，上升 17.8 ％。7 月 20

日芝加哥期貨交易市場大豆每公噸交易價格為 645.8 美元，創歷史新高。 

3.今年美國各地所盛產的各種蔬菜及水果等，因生產季節不同，以及受乾旱影

響程度差異等因素，呈現少數幾家歡樂，多數愁雲密佈的情形。其中值得關

注的是，我國進口頗多的加州李，今年果粒偏小，佛羅里達州所盛產的香吉

士柳橙等柑橘類，因果實肥育期缺水，導致果實偏小且果粒乾扁。此外，美

國的畜牧業因缺水及牧草生產狀況欠佳等因素，已有部分地區的畜牧業者開

始採取大量屠殺家畜的方式，以期能疏解乾旱所帶來的損失。此外，也有部

分地區的魚類因地表高溫使水的溫度亦高，進而引發暴斃現象。（例如愛荷

華州境內供做魚子醬用鏟魚有數萬隻因不耐水溫上升而暴斃。） 

4.由於目前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玉米及大豆的生產國與出口國，且ＮＯＡＡ等單

位預測美國今年高溫少雨的氣候可能持續到 10 月，使得此兩項農產品的產

量隨乾旱時間的增加而呈遞減的趨勢。在今年美國玉米及大豆的減產，而全

世界對玉米及大豆的需求量增加的情形下，2012 年世界穀物合計的期末庫

存率可能降至 19.3％，已接近ＦＡＯ所訂定的安全庫存水準 17～18％的下

限，將使今年下半年國際大宗穀物價格呈現持續走堅的現象。此外，值得關

注的是，NOAA 及期貨分析機構等認為受到聖嬰及反聖嬰所造成的極端氣候

變化愈來愈多，且愈來愈激烈等氣候異常常態化的影響，至 21 世紀中，美

國可能出現長期性的夏季缺雨現象，因此敦促世界各國對於其國內的糧食供

需、糧食庫存率等與糧食安全相關事宜進行深入研析，並積極研提因應對策。 

5.由ＦＡＯ及ＥＯＣＤ(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於 2012 年 7 月 11 日共同發表，2012 年

至 2021 年之全球性農業預測得知，未來 10 年全球將因糧食、飼料、燃料等

的需求呈持續增加趨勢，而農業的生產則因土壤及水等可供利用的資源逐漸

惡化，且全球各地氣候變愈來愈極端等因素影響，所以到了 2021 年世界糧

食平均價格，將比 2000 年至 2010 年的平均價格上升 10～30％。換句話說，

未來全世界將買不到價廉物美的農產品，全球將因糧食需求大於供給而埋下

動盪不安的難題。 

二二二二、、、、歐盟積極研擬新共同農業政策歐盟積極研擬新共同農業政策歐盟積極研擬新共同農業政策歐盟積極研擬新共同農業政策    

  現行的歐盟ＣＡＰ(共同農業政策),將於 2013 年年底到期；因此，歐盟的Ｃ

ＡＰ開始著手研擬 2014 年至 2020 年適用的ＣＡＰ,其相關要點如下： 

(一)這幾年來歐盟ＣＡＰ的預算金額,約占歐盟總預算的 40％，而目前歐盟面臨

經濟嚴重衰退的壓力，如何確保ＣＡＰ所需要的預算，為ＣＡＰ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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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課題；因此，ＣＡＰ當局於 2011 年 10 月提出修訂ＣＡＰ未來一期的新

政策時，獲得 27 個會員國全數通過，並且希望 2013 年 3 月能於歐盟會議中，

完成新的法定程序。 

(二)長期以來ＣＡＰ以振興農業、確保歐盟糧食供需安全等為施政重點，但因歐

盟各國農業的生產條件及產銷水準不一，以及如何解決高爾夫球場等非農業

用地也可以獲得農業直接給付等問題，成為ＣＡＰ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尤

其是在歐盟以促進城鄉間之 Partnership(合作體制)為基礎的情況下，如何

在提高農業生產及維護生態的兩大施政方針間取得妥適的平衡，亦成為值得

關注的焦點。 

(三)目前歐盟希望 2014 至 2020 年的新ＣＡＰ，能將農業所具有的環境保護等機

能視為「公共財產」，並將維護生態等相關措施，視為取得農業直接給付的

必要條件，而後努力宣導新ＣＡＰ所需預算的政策目的。具體而言，目前Ｃ

ＡＰ希望將農家所得中，屬於符合綠色措施的直接給付，予以獨立成「公共

財產」，而農民申請符合綠色措施直接給付條件的建議案為： 

1.作物的多樣化：耕地面積在 3 公頃以上的農地中，每年其所栽培的農作物最

少應有三種以上，且各項農作物所占的耕地面積，不得低於該耕地的 5％，

也不得高於該耕地面積的 70％。 

2.維持生態平衡：列屬直接給付的農地中有 7％以上的面積不可用來從事農業

生產，應該拿來供做休耕地、景觀用地，以及形狀呈細長形態，且具有區隔

作用的緩衝地等用途使用，以期能達維持生態平衡等政策目標。 

3.確保永久性的牧草用地：由於歐盟的農業中，畜牧產銷占有相當重要的地

位；因此，確保家畜所需之牧草地能永續發展，為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4.積極發展有機農業：ＣＡＰ為防止生態環境遭到農藥等化學物質的污染，以

及確保歐盟境內居民的健康，ＣＡＰ除了現行發展有機農業政策外，擬將辦

理有機農業生產的農地及農民等，不論其農地面積範圍的大小或所投資金額

的多寡，均能列為新ＣＡＰ中之直接給付對象。 

(四)新ＣＡＰ的其他施政重點為： 

1.積極辦理提高競爭力相關事宜：處於歐盟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歐盟當局認為

現階段的歐盟政策，應以強化整體性的競爭力為主軸，以期能達到化解當前

政經的困境。因此之故，新ＣＡＰ除了積極爭取確保預算金額外，宜增加研

發所需的預算經費，以符實需。 

2.強化農民組織功能：目前的物流產業，正朝大規模企業化及國際化、銷售貨

品多元化等方向快速展；而歐盟境內的許多農民組織，在物流方面的運作仍

然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況，其農產品銷售能力，無法與物流產業競爭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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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ＣＡＰ有必要積極辦理強化農民組織功能相關事宜，以及鼓勵從事農

業生產的農民團體朝共同運銷等方向發展，以期能達到政策目標。 

三三三三、、、、日本修訂日本修訂日本修訂日本修訂「「「「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    

日本於 2012 年 7 月 19 日完成「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政策的修訂方針，其

相關要點如下： 

((((一一一一))))主要的背景主要的背景主要的背景主要的背景    

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常把「食」視為人生的縮影，且在「醫食同源」的理

念下，飲食生活環境及品質的好壞，影響層面相當廣大且深遠。此外，也有人說

「食」是農業的代名詞；因此如何將與「食」相關事宜予以妥適運用，除了能够

確保日本國民所需糧食之安全且安定供給外，更能將與「食」有密切關連的農業

建構成具有永續發展潛力的產業，進而達到提高農民所得、促進城鄉交流、確保

自然生態等政策目的。因此之故，日本農林水產省主動邀請相關部會進行研商「與

食相關的未來願景」的政策規劃，供做施政方針。而後，為了因應 2011 年 311

大地震等的變化需求，進行檢討並研提修訂此政策施政的施政重點，以符實需。 

((((二二二二))))主要的基本理念主要的基本理念主要的基本理念主要的基本理念    

「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的基本理念有四: 

1.以充分活用地域所擁有的資源促進地域活性化：提供日本國民所需的「食」

的農林漁村擁有生產農林漁牧產品、生質能源、風力、太陽能、自然景觀等

資源；如果能予以妥善利用，可以達到促進農山漁村等地域活性化、減輕環

境負擔、確保生物多樣化、提高農民所得等政策目標。因此，宜採以地域居

民能共同參與的理念為主軸，積極建構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 

2.因應包括亞洲經濟快速成長在內的全球化需求：日本的飲食文化具有相當豐

富的內涵，但因長期以來未能在全球各地努力宣傳，以致於在國際上缺乏知

名度；尤其隨著位居亞洲的中國、印度及東協諸國等的經濟快速成長，進而

促使此些國家對於具有高品質且安全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需求趨勢，隨著

所得增加而增加的情況下，日本宜採取全方面的促銷政策，一方面積極將日

本高品質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外銷到世界各地；另一面廣邀渠等到日本觀光

旅遊，體驗日本各地的景觀及飲食文化，以期能達到促進國際交流及提高人

民所得等政策目標。 

3.因應少子化時代的需求：長期以來，日本呈現國民平均壽命增加，但人口出

生率逐年下降的趨勢，尤其在農山漁村所突顯出來的現象，更較日本整體平

均來得嚴重，以致於農山漁村等面臨廢村的問題愈來愈嚴重，進而為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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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安帶來相當大的隱憂。因此之故，除了應訂定獎勵生育、振興農山村

相關政策外，亦宜針對確保日本國民日常生活所需之糧食能够安全且安定供

給相關事宜盡最大努力，以符實需。 

4.努力確保糧食安全及消費者的信賴：日本訂定「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政策

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日本所需的糧食產銷，自農場至餐桌的末端消費，均能以

科學的方法，訂定安全且符合日本國民健康需求的基準。此外，為了確保生

產者、食品產業相關人員、消費者等，對於彼此間所提供的糧食安全能够產

生信任感，宜採加強彼此間合作與交流等方式，努力推展與食相關的各項政

策，以符實需。 

((((三三三三))))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    

日本於 2010 年 12 月所訂定的「與食相關的未來願景」政策，為內閣府(註：

日本為內閣制的政體，其所稱之內閣府，相當於我國的行政院。)、總務省、法

務省、文科省、環境省、國交省、厚勞省及農林水產省等機關共同辦理，並以農

林水產省為主管機關的綜合性政策，希望能以下述的 10 個未來願景所描述的內

涵，為日本建構未來社稷發展的方針。 

1.充分活用地域資源的六級產業化：由日本的政策金融公庫所調查的研究結果

得知，迄至 2009 年止日本已有約 50％的農民及農業法人已經辦理六級產業

化相關事宜，且有 30％則準備著手規劃辦理六級產業化相關事宜，充分顯

示日本的農業界及其相關產業對於辦理六級產業化相關事且充滿期待。因

此，如果未來能夠結合產官學界的力量，共同協助各地域積極推展六級產業

化政策，並且充分活用地域資源，鼓勵農業與非農業進行交流及合作，則日

本未來能够實現鄉村城市化的願景。 

2.以日本的飲食文化為主軸，積極推展與觀光、文化等相關的政策：由日本辦

理觀光旅遊等單位所做的調查資料得知，到日本參訪的外藉觀光客中，有許

多人是為了欣賞日本各地美景，體驗日本民俗及品嚐道地的日式美食；換句

話說，日本各地的民俗及飲食文化，在國際上具有相當高的評價。因此之故，

如果能將日本各界的財力及人力予以彙整，努力辦理發掘並且充分活用日本

各地域的傳統美食及自然美景，研發並推展新的加工食品等事宜，則未來日

本可以達到振興農業、促進地域繁榮、發展觀光、提升經濟活力等政策目的。 

3.積極辦理推展日本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相關事宜：由相關的研究資料得知，歷

年來日本所外銷的農產品及食品，在國際市場上擁有相當高的評價。以香港

為例，有 60％以上的受訪者對於日本的農產品及食品的品質等方面，給予

贊譽。因此之故，宜以「日本農產品輸出戰略」政策(註：2010 年日本曾訂

定，至 2020 年止日本農產品及其加工品輸出金額達到一兆日元的農產品輸

出戰略，供做促進日本農產品輸出政策的施政方針。)為基礎，對外積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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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收集各國對於農產品及食品等的輸入規範、廣邀世界各國的旅遊業者於其

國內努力宣導日本美景及美食、透過外交手段使日本農產品輸出阻力降至最

低等活動。對內則以鼓勵日本生產農產品及食品相關業者積極前往世界各地

參加食品展，積極輔導具有外銷潛力的業者經辦輸出相關業務，廣泛收集世

界各地農產品及食品產銷相關訊，並提供給日本國內相關業者等為主要政策

措施。換句話說，以積極推展日本農產品及食品的輸出政策，供做提高日本

國內農業及食品產業產銷的手段，進而成為促進日本經貿成長的主要動力。 

4.以促進城鄉交流為主軸，建構農山漁村的地域活性化：由農林水產省的調查

資料得知，2008 年日本經由城鄉交流等政策的推展，促進城市居民主動前

往農山漁村進行宿泊之旅的人數達 850 萬人次，且渠等再度前往農山漁村進

行宿泊之旅的意願頗高外，更有許多城市居民也打算到農山漁村進行宿泊之

旅。因此，為了能够達到促進農山村的活性化、提高偏遠地區的就業機會、

改善偏遠地區生活條件、充分利用地域資源等政策目標，宜以積極辦理城鄉

交流相關事宜為主軸，鼓勵居住在城市裡的非農業人員積極參與農山漁村的

各種活動，達到建構農山漁村活性化的政策目標。 

5.引進並且擴增再生能源的利用績效：目前日本每年約有 800 萬公噸因疏伐森

林裡的林木等所殘留下來的木質類再生能源尚未能妥善利用，且有 60％的

農業用水可供小型發電使用的水利尚未能妥善規劃。此外，更值得關注的是

農山漁村擁有豐富的太陽能、風力、潮汐、地熱等再生能源，因缺乏有利的

發展誘因，而使其研發呈現停滯的狀況，就日本整體性的資源利用來說，是

一種相當浪費的行為。因此，宜從訂定利用各種再生能源所生產的電力收購

價格等交易制度、研訂適合發展各種再生能源的政策措施、集合產官學界的

人力及財力研發提升再生能源利用績效等方面努力，以期未來日本所需的總

能源量之 10％得由再生能源取代，進而達到每年減少碳排放量 2,600 萬公

噸，促進地域經濟活性化等的理想目標。 

6.建構農業相關的環保機能：2010 年 10 月國際生物多樣化條約（ＣＯＰ）在

名古屋召開會員國大會時，對農林漁牧業及農山漁村在確保生物多樣化方面

的貢獻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同時對於農林漁牧的生產在減輕環保負擔方面給

予高度的關注。因此之故，為了促進農林漁牧業及農山漁村在防止地球暖

化、建構可供循環利用的社會、維持生物多樣化等方面，能充分發揮其所具

有的環保機能，宜採城鄉互助、農業與非農業共同合作的方式，努力推展與

環保相關事宜，以期未來的日本能成為山川秀麗、物產豐饒的國家。 

7.促進醫療、看護等社會福祉相關事宜，積極與食、農進行合作：食與人體的

健康有非常密切的關連性，為眾所悉知，尤其是在「醫食同源」的理念下，

符合人體需求的食物是維持人體健康的必要條件。此外，由相關的研究資料

得知，鼓勵養老院的長者從事種花等輕便型的農業活動，對於確保長者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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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有所助益。換句話說積極辦理醫療、看護等社會福祉相關事宜，與食、

農進行全方位的合作，可以達到開創藥膳類飲食、可使身體較虛弱者實現改

善並且強化體質的願景，年長者因從事種花等農業活動，達到提高生活樂趣

及降低醫療費用的支出，農業與各種產業間的全方位合作，可以實現農業永

續發展等政策目的。 

8.建構日本全體國民共同參與的「生涯食育社會」：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進食

的食物是何物？可能對我們的生命產生重大的威脅。從而言之，如果我們可

以充分了解自己所攝取食物的來源、製作及保存方法、與其相關的飲食文化

等知識，我們就可以活得更充實、更健康。因此之故，宜從建構「生涯食育

社會」著手，辦理鼓勵日本全體國民體驗農林漁牧業產銷活動、重視家飲食

生活習慣、積極參與學校食育相關活動、開發並宣導各地美食，經由料理教

育提升飲食水準等計畫，以期日本未來的食育能朝口感俱佳且符合日本國民

健康需求的方向邁進。 

9.積極推展「與食相關未來願景」運動：自古以來，人們常將「食」視為農業

的代名詞；因此，為了使與食物相關的願景能朝欣欣向榮的方向邁進，除了

積極辦理強化飲食文化相關事宜、鼓勵日本的老百姓養成吃早餐習慣、重視

飲食與健康的關連性，也應彙集日本全體國民的力量，積極辦理促進日本農

業能够永續發展相關事宜，以期符合能使日本國民健康需求的日本農產品能

不虞匱乏。 

10.建構整體性的糧食安全體制：提供國民所需的糧食能够安定且安全供給，

為政府應盡的責任。尤其處於世界各地天災頻傳及有害人體健康的黑心食品

事件時有所聞的情況下，日本當局各部會應本著「行政一體」的理念，加強

彼此間的分工合作，隨時掌握日本國內的糧食自生產至末端消費的每一個環

節供需狀況，以及國際糧食供趨勢，並研擬因應對策，同時應該彙集日本各

界的力量，努力建構體性的糧食安全體制，以符實需。 

((((四四四四))))修訂要點修訂要點修訂要點修訂要點    

1.為了因應日本 311 地震引發複合式災難後之復原需要，在相關的願景中，增

列與復原相關計畫，以期於 2013 年度裡能夠爭取到足够的預算經費，繼續

辦理復原相關事宜。 

2.為了能够使「食」充分發揮其所具有的健康、教育、觀光等多樣化機能，以

及檢視農業與健康間之關連性，並且積極推展藥材產銷事宜等業務，宜以重

新調整「與食相關未來願景」政策中之施政計畫的方式進行，以符實需。 

3.積極辦理：(1)研擬保護農產品及食品產地標示制度之可行性，(2)研擬並且

推展活用農產品新品種的育種權及商標權等相關事宜，(3)檢討 311 地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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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複合式災難後之現行糧食安全體制是否符合實情之需等新政策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