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25 年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編譯 

 

 

 

 

 

 

 

 

 

 

 

 

 

 

 

 

 

 

 

 

 

摘要 

本文係摘譯並整理自 OECD 及 FAO 出版之 2016-2025 年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OECD-FAO,2016)。 

     回顧 2015 年，農產品價格均較 2014年低，主要原因為經濟成長趨

緩導致需求弱化及大量庫存所致，儘管產量下跌，但國際糧食價格仍無

法擺脫下跌趨勢。畜牧產品亦因飼料價格降低使得價格無法支撐，乳製

品除因需求減少外，其高生產量使價格持續下滑，最後，漁產方面，則

因特定魚種供應增加及主要市場消費減少，亦使得漁產價格普遍性降低。 

    本文從消費、生產、國際貿易及價格等面向進行分析，並借助世界

農業的部分均衡 Aglink-Cosimo 模型，針對穀物、油籽、糖類、肉類、乳

製品、魚類、生物燃料及棉花等產品進行定量預測(基期年為 2013-2015

年，預測至 2025 年)。本基礎預測假定背景為穩定之市場環境，並涵蓋

氣候變遷，但其影響層面則反映於生產趨勢及現有產量變化(不包含生產

地轉移或是更大的產量變化潛在影響) ，但未考慮動物疾病或政策變更。 

本展望報告預測農業面積將在未來十年擴大 42百萬公頃(4%)，擴展

面積高達 50%在巴西與阿根廷。開發中國家人口成長、人均收入成長及消

費習慣改變都將帶動糧食消費。農產品貿易量將在未來十年持續成長，

至 2025 年約四分之一全球人口的穀類糧食 25%以上將來自進口。各項產

品預測情況概述如下： 

一、 穀類：相較於 2013-15 年，預測全球穀類產量至 2025 年將成長

12%，消費預估將成長 14%，世界貿易量亦將上升 10%，預期穀類價

格持續低於過去十年，但中國需求變化及其釋出玉米庫存的時間

點，有可能影響國際穀價。 

二、 油籽：黃豆產量持續擴展，但預測期間內之年增長率低於過去 10

年，其他油籽產量也比過去 10 年的年增長率大幅降低；未來十年

的黃豆貿易將明顯放緩。氣候條件變化將是價格穩定與否之重要因

素，同時主要生產國之政策也是不確定性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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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糖類：若以美元計算，世界糖價上升有限，因產量應足以滿足全球

需求，新增產量將大多來源自於甘蔗產國的面積擴展。 

四、 肉類：因預測飼料價格將保持低價，肉品業將維持穩定，肉類市場

展望強勢。預期 2025 年生產將比基礎期(2013-15)高出 16%，其中

家禽肉將成為總肉類生產成長的主要動力，需求提高。至於肉類名

目價格預測將類似於 2010 年水準，多數將略為成長。但動物疾病

與貿易政策仍將影響全球肉類市場之變動。 

五、 乳製品：相較於 2013 年的價格高峰，低牛奶價格和收入成長使開

發中國家之乳製品需求預計持續成長，相較於 2013-15 年，2025

年的全球牛奶產量預計每年平均成長 1.8%，且產量擴充主要來自

供應國內市場之新鮮乳品。乳製品名目價格預期將在預測期間的中

期提高。 

六、 魚類：漁業前景樂觀。預測期間之世界漁業產量預計每年成長

1.5%，仍低於過去 10 年的年成長率。2025 年多數產量增長來自淡

水魚種水產養殖，預估 2025 年將占魚類消費 57%。供人為消費之

魚產品將維持高度貿易量，預測 2025 年供人為消費之魚肉魚油等

貿易產品平均價格將略低於基礎期。 

七、 生物燃料：屬於次要能源供應之生物燃料市場發展取決於有效的政

策支持和價格趨勢，使得各國前景各異，具不確定性。 

八、 棉花：世界棉花雖在 2015年產量減少 9%，但因高庫存量，及油價

大跌而降低合成纖維價格，但棉花價格自 2016 年下降後呈現相對

穩定狀態，預估 2016-2025年期間政府支持政策將會穩定市場，全

球棉花價格預估將比 2013-2015的平均值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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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5 年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本文係摘譯並整理自 OECD 及 FAO 出版之 2016-2025 年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OECD-FAO,2016)。 

 

壹、 2015 年之農作物與畜牧產品價格較 2014 年低 

有別於 2014 年農作物價格下滑與牲畜價格上漲之分歧；2015 年兩者

皆呈下跌趨勢。首先，農產品方面，相較於 2014 年超高產量，2015 年大

多數作物產量減少；雖產量減少，但低需求與高庫存使得價格下跌。畜牧

產品因為需求成長弱化與飼料價格降低，使得畜牧產品自 2014 年歷史高

價跌落。乳製品因進口需求減少和高生產量而延續 2014 年價格持續下滑。

最後，漁產方面，在特定魚種之供應增加與主要市場的消費需求降低，使

得漁產價格普遍性的降低。 

2015 年農產品價格下跌之主要因素為持續性高度供應、經濟成長衰弱

與大量庫存。且市場全球化、與總體經濟條件和政策發展將會影響中期的

農產品價格趨勢。平均預期經濟成長率約為 2%，新興經濟體之成長以印

度的 7.5%最高，俄羅斯聯邦的 1.2%最低、開發中和最低發展的國家普遍

預測成長範圍落在 5-7%之間。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將持續帶動人口成長，

然而預期未來十年的全球人口成長將每年減緩 1%。OECD 國家與中國維

持低度通貨膨脹，但數個新興經濟體(阿根廷、巴西及南非等國家)受到貨

幣嚴重貶值的影響導致通貨膨脹極高。2025 年之油價將自 2016 年每桶價

格美金 39.3 元上漲至每桶價格為美金 83.2 元，此油價上漲將會支撐農產

品之名目價格上漲。 

貳、 目前市場狀況 

相較於 2014 年創紀錄收成，小麥、玉米、稻米與其他粗糧，2015 年

的產量下降。儘管產量下跌，但高庫存與需求增長減緩，使得國際糧食價

格仍擺脫不了下跌的趨勢，其中小麥價格更是跌至 2009 年以來之最低點

且庫存量達到最高點。 

黃豆產量增加，其他油籽(油菜籽、葵花籽和花生)的產量卻比 2014 年

低。與油籽相比，因為東南亞的聖嬰現象造成棕櫚油產量減少，且黃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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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油籽市場的占比增加，使得蔬菜油之產量減少，且蔬菜油之需求亦因

為印尼生物燃料產量減少而下降。相較於粗糧及其他飼料原料，蛋白粉的

價格亦下跌。 

即使巴西與其他小型生產者的糖產量增加，但由於歐洲與數個主要亞

洲國家的產量均下降，使得 2015 年的全球糖類產量仍未提高。而糖的價

格也因為大量庫存、經濟成長疲乏、油價和穀價均低等種種因素，維持低

價。 

2015 年對肉類的需求成長緩慢，及反應飼料成本降低的生產作業，使

得價格跌至 2010 年時的低點。因俄羅斯的進口需求減少與北美的供應量

減少，抑制肉類的全球貿易量。產量成長主要受到開發中經濟體的驅動，

如巴西和中國。而肉類消費的增加主要來自家禽類，約占增加量的三分之

二。 

中國的進口需求下降與歐盟、美國及大洋洲的產量增加是造成 2015

年乳製品價格降低的主因。2015 年四月撤銷歐盟牛乳限額使其產量增加，

但各會員國的供應狀況不變。但俄羅斯持續實施進口禁令，則影響歐盟、

美國及澳洲的奶油和起司出口。 

開發中國家主導了 2015 年魚類消費及生產的持續成長。水產養殖依然

是擴展全球漁業供應的原動力。經濟衰退和匯率波動是引起漁業及漁產貿

易價格下跌的主要關鍵。不同魚種和市場之間存在價格的變動，但一般來

說，野生品種的價格較養殖水產來得高。  

2015 年原油和原料價格的走弱導致乙醇和生物柴油的價格下降。對生

物燃料的需求仍然受到國內政策與持續性全球燃料需求的高度影響。 

2015 前半年，因惡劣氣候、需求降低與政策不確定性等綜合性結果，

導致許多主要生產國的棉花產量都明顯減少，全球產量降低 9%。因應產

量暴跌，全球庫存下跌，許多生產大國為響應消除最低支持價格，使得國

產與進口棉花之價格差距縮小，特別是中國。因此棉花貿易更加低迷。 

為反映目前市場狀況，全新制定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包含許多農業

及糧食方面相通的目標。SDG 2 更是明確地著眼於糧食，以追求「終止飢

餓、保障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提倡永續農業」為主要目標，其他目標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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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糧食系統所面臨的挑戰有高度的相關。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農業相關

之項目如表 1。 

表 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計畫於 2030

年達成 169 項具體項目，2020 年時亦須完成部分細項。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二項目標－終止飢餓、保障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提倡永續農業。 

此目標針對飢餓、營養不良、生產力及收入、永續性及恢復力、生物

多樣性、投資、貿易及商品市場。然而，若考慮存在於全球飢餓、營養不

良、農業生產力與貧困之間的緊密連結，第一項目標－終結世界各地所有

形式的貧困－亦為高度相關。儘管糧食安全具有許多層面，世界上絕大多

數的飢餓屬於貧窮造就的慢性飢餓。由於世界上有 78%的窮人不僅因為糧

食，也為了生活而強烈地依賴農業，因此農業開發(包括農業生產力和收

入的成長)將是終結極端貧困及至 2050 年能夠養活 90 億人重要的方式之

一(世界銀行，2015)。 

除了前兩項目標，大部分 SDGs都與農業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SDG補

充和加強了聯合國先前提出於千禧年發展目標的理念，意即業務慣例不可

延續。 

目標標題摘要及其農業相關性* 

1. 免於貧困：根除極端貧窮(每日收入低於美金 1.25 元)，且至 2030

年需減少 50%以上貧窮情況。此目標亦提及所有權和土地及自然資源

的控制。由於此目標對於許多開發中國家的貧困改善有其重要性，故

與農業相關。 

2. 沒有飢餓：包括在 2030 年做到終止飢餓和營養不良；小規模糧

食生產者的農業生產力和收入加倍；修改國際貿易限制；增加

農業研究、延伸服務和技術的投資金額；與實施永續糧食生產

系統及常規等。  

3. 良好的健康與福利：減少有害的化學物質、空氣、水源及土壤汙

染所造成的死亡及傷害。此目標與農用化學品及肥料使用相

關。 

4. 有品質的教育：關乎於農業訓練及延伸，教導農夫能夠採取環境

永續的農作方式並且提升競爭力。 

5. 性別平等：根除性別歧視，包括土地所有權方面。縮小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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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男女農夫目前的產量差距，可以提高整體產量約 2.5-4%，

並藉此減少 12-17%的全球飢餓。 

6. 乾淨水源和衛生設施：關於農業生產用水效率、減少污染以改善水

質、以及保護水源生態系統。農作約占全球用水的 70%，過量抗生素、

殺蟲劑和其他汙染物質會造成水質汙染。 

7. 實惠和潔淨的能源：2030 年達到可再生能源的大幅增加並加倍全球

能源效率改善。此目標與農業能源利用效率和生物性能源的生產有

關。 

8. 合理的工作負擔與經濟成長：關於永續的人均經濟成長、改善資源利

用效率、享有金融服務及保險。 

9. 企業、創新及基礎建設：農業相關目標包括開發永續性與適應力強的

基礎建設、提高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與價值鏈融合、並鼓勵創新。 

10. 降低不平等：包括於 2030 年，使位於底層的 40%人口以高於整體國

家平均收入成長的速度，達到永續收入成長。此目標與農業之相關項

如第一項目標所述。 

12. 負責任的生產及消費：包含減少糧食損失及浪費、有效利用自然資

源、以無害環境的方式處理化學物質及廢棄物、減少化石燃料補助、

及永續生產消費的十年架構。 

13. 氣候行動：加強氣候相關災害的復原能力，至 2020 年，每年聯合調

動美金一千億元以幫助開發中國家減緩氣候變遷帶來的變化。氣候變

遷與農業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其具高度相關性。 

14. 水下生命：至 2025 年，預防且大量減少海洋汙染，尤其是營養素汙

染；有效監管捕魚作業，以確保漁業永續性；2020年起，禁止特定漁

業補助金。 

15. 陸上生命：至 2020年，保育和永續利用淡水生態系統及其幫助 – 如

濕地 – 並且提倡永續森林管理 – 包括停止森林砍伐，至 2030年，

防治沙漠化並修復退化的土地及土壤，及預防生物多樣性的損失。因

為農作在許多國家是佔據最大土地面積的人類活動，農業不僅會顯著

影響，同時也相當依賴生物多樣性。 

17. 夥伴關係：指與農業相關的國際貿易，包括提倡公開、非歧視、公平

的多邊貿易系統，以及世界貿易組織杜哈發展回合的結論。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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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消費 

一、 開發中國家的人口成長是全球糧食消費的主要驅動力 

未來十年全球農產品需求的主要驅動力將是開發中國家的人口增長。

世界人口預測將由 2016 年的 74 億成長至 2025 年的 81 億，而 95%的成長

比例來自於開發中國家。到 2025 年，生活在開發中國家的人口將有 67 億，

已開發國家人口為 14 億。這表示由 2005 年至 2025 年間，開發中國家的

人口成長數量就相當於已開發國家的所有人口。自 2016 年至 2025 年，預

期人口成長最快速的地方將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SSA)，總人口數由 9

億 6 千萬上升至 12 億 2 千萬，年成長率為 2.7%。 

人均收入成長為另一影響消費需求的重要因素，若人均收入增加，則

消費能力亦會提高。同樣的，預期開發中國家之人均收入成長較其他國家

來的高；且窮人傾向花較大比例收入於糧食(即表示，糧食需求的所得彈性

較大)。例如，2025 年，中國增加的收入花費在糧食的比例達 3.4%，而美

國僅有 1.1%。 

由人均收入成長衍伸出的消費習慣改變為第三個因素。隨著國家發展，

人民會經歷「營養變革」，較大部分的收入以購買較高卡路里的食物為主，

蛋白質(通常來自動物)與其他蔬果之營養消費則次之。這變革伴隨著糖、

油、脂肪和加工食物的大量消耗。許多開發中國家具有複雜的消費結構，

同時可見營養不良(卡路里不足)、營養過剩(卡路里過多)和營養失調(通常

因為飲食不健康)的情形。相較於開發中國家，已開發國家的飲食偏好相對

穩定，消費模式較不會因為收入變化而有所改變；但過度消費之程度較高，

且特別偏好消費較多的肉類、乳製品、蔬菜油與甜味劑。 

二、 開發中國家的人均糧食消費以穀類為主 

人均糧食消費的預測結合了人口成長、人均收入成長、和消費者習慣

改變等因素。圖 1 顯示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人均糧食需求差異，後者再

區分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其他開發中國家。 

圖 1 中，左圖預測 2025 年關於展望報告所涵蓋主要糧食品項的人均消

費，右圖則顯示 2013-15 年和 2025 年的個別成長率。數據僅考慮展望報告

所涵蓋的糧食消耗，因此排除大眾飲食中的重要成分，尤其是蔬菜、水果

和核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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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均方面來看，2025 年已開發國家的糧食消費仍為最大量。然而，

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除 SSA)的差距正在縮小，且某些開發中國家的

人均消費已經超越已開發國家的平均值。另一方面，SSA 的人均消費將維

持比其他開發中國家低 20%，約有一半的卡路里攝取自穀類。且不管哪一

經濟體，穀類為主要飲食成分，但由右圖的成長情況來看，已開發國家的

消費者將持續減少穀類攝取，並轉換至其他能量來源；開發中國家(除 SSA)

只會有些微成長；SSA 則預測將提升 4.9%。其中，SSA 的稻米消耗將是

所有穀類成長最多之種類 (8.3%)，自預測基礎期至 2025 年，稻米消耗將

由 25.8 公斤/人/年成長至 27.9 公斤/人/年。而根莖類，特別是木薯，仍然

是 SSA 重要的飲食成分，2025 年的人均消耗量為 53 公斤。 

註：2025 年，以公斤/人/年為單位 (左圖)； 2025 年相對於 2013-15 年的成長(右圖)。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圖 1 區域性人均糧食消耗 

 

2025 年已開發國家的人均肉類消耗估計是 69.7 公斤，此為零售重量

(rwt)；是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兩倍以上(32 公斤 rwt)，更幾乎是 SSA (11.3 公

斤 rwt)的七倍。已開發國家的肉類消費量成長強勁，主要是由於北美洲的

肉類需求強大。2025 年開發中國家的人均魚類消費估計量約為 21.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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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重量(lw)維持低於已開發國家的 23.3 公斤(lw)。然而，若排除 SSA，

2025 年開發中國家(除 SSA)的人均魚類消費將是 24.3 公斤 lw，並且超越

已開發國家的消耗量。 

相較於預測基礎期，開發中國家(除SSA)的人均乳製品消費將提升 21%，

且傾向新鮮乳製品，而非加工乳製品。其中，最大的新鮮乳製品人均消費

成長將出現於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和烏拉圭。而已開發國家的乳製品

人均消費預計在未來十年成長將比過去十年還要快速。需求成長主要來自

於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消費者，其進口禁令預計將於 2017 年解除。SSA 的

人均乳製品消費僅略微增加。  

整體來說，消耗更多的肉類、魚類和乳製品將帶來更多樣化的飲食和

較高的人均蛋白質攝取量。就全球來看，在高人均消費程度的國家，隨著

收入成長，人們傾向於消耗更多肉類，而非減少肉類消耗。 

三、 開發中國家對糖類及蔬菜油展現強烈的人均需求 

從人均方面來看，開發中國家的糖類消耗將提高 15%以上。這表示自

預測基礎期至 2025 年，開發中國家(除 SSA)的人均消耗量將由 20 公斤成

長至 23 公斤，而 SSA 則將由 11 公斤成長至 12 公斤。2025 年可以預見開

發中國家對於糖類消費的變化較大，變動範圍由最缺乏開發的大洋洲 2 公

斤，至 50 公斤以上的烏拉圭(52 公斤)、巴西(57 公斤)、泰國(56 公斤)和馬

來西亞(65 公斤)。為了幫助各國辨識符合健康飲食的糖類攝取量，世界衛

生組織(WHO)在 2015 年建議每日人均攝糖量不應超過總能量攝取的 10%，

代表糖類消耗與總攝入熱量成正比。實踐 WHO 指導方針不僅會對需求產

生衝擊，也會影響生產方面。  

至 2025 年，已開發國家的人均甜味劑消費將僅略微上升。某些歐盟國

家在廢止糖類與高果糖玉米糖漿(HFCS)的配額後，將以 HFCS 取代糖類。

因此，HFCS 在歐盟的甜味劑消耗比例預計將由預測基礎期的 3%，2025

年達到 11%。有些國家也開始藉由市場干預，視降低肥胖為目標。例如 2014

年墨西哥於含糖飲料徵收 8%稅金。 

在預測期間，開發中國家的蔬菜油消耗量將大量成長，但仍將低於已

開發國家。至 2025 年，開發中國家(除 SSA)的人均消耗量將為 23.5 公斤，

幾乎相當於已開發國家的25.5公斤，而 SSA消耗量亦將提升至12.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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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收入增加，蔬菜油的消費也提升，其中，印度和泰國在蔬菜油消費的

人均成長率最高，分別達 55%和 49%。 

糧食供應提升和人均糧食消費上升與一系列的營養變化有關，有些是

好的，有些則不然。提高熱量攝取將可減少開發中國家的營養不良。第二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 2)誓言要在 2030 年根除飢餓。表 2 呈現全球飢餓情

況之預測，並採用 FAO 的營養不良指標來進行說明。  

表 2 農業貿易和市場發展對糧食安全的影響 

減少飢餓與營養不良是全球優先的行動。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

之一是在 1990 年和 2015 年間，將營養不良的人口比例減半。FAO 估

計，從全球層面來看，這項目標幾乎已經達成，但是各國進展不均，

且當 MDGs 於 2015 年到期時，仍有近 8 億的營養不良人口。新的永續

發展目標(SDGs)取代了 MDGs，極具野心地希望在 2030 年根除飢餓。 

利用 Aglink-Cosimo 模型的分析預測至 2024 年營養不良情形，與

2015 年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的預測基準一致。它運用 FAO

的營養不良指標，評估哪些國家的趨勢可以符合 SDG 根除飢餓的目

標。它也包含這些預測數字對四種可能情況的影響：開發中國家的收

入成長更快，農業生產力的成長更強大，快速的收入成長結合強大的

生產力成長，以及更公平的糧食供應。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包含對生產、消費、及主要農產品

貿易的預測，並含蓄地預測出明確呈現於 Aglink-Cosimo 模型(OECD, 

2015)的 32 個開發中國家的熱量攝取。FAO 的營養不良指標是測量參

考群體中的個人所消耗的熱量，低於維持活躍健康生活所需最低熱量

的機率。營養不良發生率(PoU)根據人們取得熱量的預估分布，將各國

的熱量攝取轉換成營養不良的估計值。本篇報告採用展望報告對熱量

取得的評估 – 根據基礎案例 – 並維持熱量取得的分布不變。以此為

基礎，預測營養不良是可能的。 

  依照「現狀」，政策尚未改變且農業生產力的成長如趨勢般的延續，

全球 PoU 在十年內預測將由 11%降至 8%，拉丁美洲整體將降至 5%的

門檻以下，低於 5%，FAO 即視為飢餓已有效根除。亞太地區的 PoU

將由 12%降至 8%，印度和泰國將低於 5%門檻，撒哈拉以南非洲則由 

23%降至 19%。全球營養不良的人口總數將從 7 億 8 千 8 百萬人，降

低至 6 億 3 千 6 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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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4 年，來自穀類和牲畜的全球熱量攝取將分別比 2015 年高出

14%和 15%。開發中國家在榖類和牲畜產品的額外消耗各佔 96%和

88%。依人口成長調整後，榖類和牲畜的人均消費程度將分別提高 4%

和 5%。 

開發中國家在未來十年以 1%的速率累積的快速收入成長(年平均

成長率提升約四分之一)，意味著 2024 年時，人均收入會高出 10%，

且 PoU 可再降低 0.5%，而非洲比亞洲的影響稍大。開發中國家在未來

十年以 1%的速率累積的農業生產力成長(代表會比基準點多出 50%以

上的穀類產品)，PoU 將可再降低 0.8%，並且能使中國、奈及利亞和秘

魯有效地根除飢餓。然而在這方面，亞洲的平均影響程度將比非洲大。

以上兩種作用的結合實質上是附加的，由此孟加拉共和國便可成為脫

離飢餓的國家之一。 

不令人意外的是，透過全國人口更公平的收入及花費分布以改善熱

量取得，可以大大地影響營養不良的情況。這強調了食物取得和缺乏

是糧食安全的重要層面，因為比起每個人的最低熱量需求，全球目前

有 50%以上的多餘熱量。2024 年的變異係數若降低 10%，整體 PoU 可

降低 1.7 個百分點，使得列於收入和生產力情況下的所有國家，加上印

度和越南，都能夠根除營養不良的情形。 

結合收入成長、農業生產力提高和減緩收入不均將可在多數亞洲國

家達成根除飢餓的 SDG。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體 PoU 在所有情

況均居高不下，且在 2024 年，該區將構成全球營養不良總人口的三分

之一以上。最窮困的非洲國家需要更深刻的變革來提升貧困家庭的收

入並為他們取得食物－無論產自國內或進口。至於如何實現這些提

升，及其國內農業生產的角色，屬於更廣闊的發展問題，超出本報告

的範圍。 

糧食取得可以透過國內生產和進口，要將供應品由產量過剩國家運

輸至產量不足國家，貿易將扮演重要的角色。貿易的重要性取決於各

國情況。儘管在許多例子中，額外消耗量取自於當地，但是在很多開

發中國家，大量進口商品佔總熱量的比例仍會不斷地增加。若整體收

入成長是提高熱量取得的主要來源，這個趨勢將會加強，然而若主要

因素來自於國內農業生產力的成長，則這個趨勢將會衰弱。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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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發中國家的整體農產品消耗將快速成長 

人均糧食消耗提升結合人口成長，將帶來整體消費增高。一部分的穀

類和油籽需要供給動物飼料和生物燃料的生產，因此整體消費成長超過人

口成長未必意味著人均糧食消耗的提升。 

在已開發國家中，美國和歐盟是驅動生物燃料需求的主導者。低廉的

石油價格刺激著汽油的使用，在展望報告的首兩年，生物燃料法令也提高

了美國的生物燃料用量。有鑒於汽油用量在其餘的預測期間會降低，且混

合物的限制含量超過了 10%添加總量，以玉米為原料的乙醇法令預計將在

2018 年後調低。高級法令(包含除玉米之外，來自其他來源的生物燃料)則

將調高，使美國整體法令維持接近 2017 年的水平。這表示在預測期間內，

乙醇用量將減少，而生物燃料的使用將會擴大。歐盟的乙醇和生物燃料用

量預測將持續上升至 2020 年，等到必須達到再生能源指令的目標時，它

們和汽油、柴油的使用量將一齊降低。 

對於各類產品，開發中國家(除 SSA)均展現出強大的消費成長率。它

們包括了人口最多的國家，以及將擁有最大經濟和收入成長的新興經濟體。

對糖類的強烈需求成長來自於人口稠密的亞太國家，它們造成約 67%的用

量成長。印度、中國和印尼都將大量增加糖類使用。在預測期間，巴西將

增加以甘蔗為原料的乙醇用量，並持續為開發中國家乙醇用量最高者。生

物燃料的使用將穩定成長，因其國內法令，印尼、巴西和阿根廷將顯著地

提高需求量。原棉需求將維持集中在亞太地區國家。2025 年，印度將超越

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原棉消費者。預計有孟加拉共和國(每年 3.7%)、

印尼(每年 3.2%)和越南(每年 3.1%)為棉花消耗成長率較高的國家。 

SSA 多數產品的消耗成長比其他開發中國家要高。然而，由於 SSA 目

前的消耗水平較低，這些成長率指的是未來情勢。此外，SSA 大多數農產

品的消費成長僅輕微領先於其人口成長。更確切地說，在 2013-15 年至 

2025 年期間，SSA 的人口成長預估為 33.6%，比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平均人

口成長 10.5%高得多。 

 

 

 



13 

 

肆、 生產 

一、 生產成長加劇 

全球需求高和低庫存量造就近年的高農產價格，伴隨著許多國家的政

策改革，帶來了經濟動機並促進全球農業生產量的提高。整體來說，生產

行為在過去十年以每年 2.5%成長。 

未來十年，農業生產將面臨許多不同的挑戰。自 2013 年起，產品價格

開始下滑，庫存量因而提高，多數生產國家的經濟成長也將緩慢下來。如

前所述，不同產品的全球需求成長有別，但整體情況仍將比過去十年遲緩。

弱化的農業市場缺少投資吸引力，使預測期間的總農業生產成長限制在每

年平均 1.6%。近年強勁的漲勢之後，農作生產量預測將在未來十年將以每

年約 1.5%成長。 

全球需求成長主要可以透過提升改善效率來滿足，只需透過小幅拓展

生產基地、農作面積和牲畜數量等方式。農作物之成長，高達 80%的總產

量成長來自於產量提升，面積擴展貢獻亦達 20%。展望報告預測農業面積

將在未來十年擴大 42 百萬公頃(4%)，面積擴展的地方高達近 50%在巴西

與阿根廷。 

持續的需求和低廉的飼料價格支持牲畜產量每年穩定成長 1.4%，意即

每年將增加約 450 萬噸的肉和 1600 萬噸的牛奶。由於水產養殖占漁業整

體供應量的比例穩定提升，世界漁業產量在預測期間將增多 17%。低廉的

能源價格抑制需求成長，加上多數生產國家採取更為保守的政策，導致全

球生物燃料產量蕭條。 

圖 2 說明了不同地理區域的面積成長和產量成長之演變，並指出各地

區於2025年占全球農業面積的比例(地理區域分類，請看講述方法之章節)。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產作業來自於產量改善和面積擴大、東南亞和東歐主

要藉由提升產量來維持其中度發展。相反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

成長主動力是面積擴展，主因是巴西和阿根廷的黃豆面積成長。 北非、

中東及西歐的產量成長彌補了面積的縮減。大洋洲的自給自足率將透過產

量和面積成長而提高。以下將針對各區域的農業生產預測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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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區域性面積和產量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二、 東南亞：儘管資源受限，產量仍然提高  

東南亞地區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生產者。在 2013-15 年，該地區大

約生產了全球穀類和肉類的 40%以及將近 60%的蔬菜油，以棕櫚油為大宗。

但是該區的農業部分面臨面積和水資源逐漸受限，以及勞力短缺的問題。

未來十年主要透過強化和改善效率，農業產量預計將成長近 20%。牲畜將

為此發展貢獻約 40%，農作物和漁業則各貢獻約 33%和 27%。 

因為優越的位置和強大的生產提升，全球稻米產量提升的 89%將源於

東南亞國家，絕大多數來自印度、印尼和孟加拉共和國。東南亞地區第二

重要的作物－玉米的產量成長以中國最多。身為目前世界第三大的小麥生

產國的印度，將在東南亞東區的小麥生產發展扮演重要角色。但因為印度

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農夫沒有充足的動機來擴展小麥的耕地，所以所有的

額外產量均來自於預期的產量改善。 

東南亞的黃豆生產將由原先的小規模至將會達成約 30%的成長，以中

國、印度和印尼為主要的生產國家。而該地區，尤以中國為主，將持續進

口並生產更多的黃豆。中國不僅是主要進口國，也是其他油籽(主要是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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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和花生)的最大生產者之一，預期產量將不會有明顯成長。除了以油籽生

產蛋白粉和蔬菜油，東南亞國家也主導全球棕櫚油的生產。最近中國的棉

花生產減速，使得印度成為世界最大的生產者；加上面積擴展和新技術的

應用，至 2025 年印度將可生產全球產量的 30%左右。儘管歐洲生物柴油

將減少使用棕櫚油做為原料，為了符合國內法令，棕櫚油的生產成長預計

將較油籽產出的油更為快速。 

滿足國內對肉類、乳製品及魚類的快速成長需求對該地區的畜牧業來

說仍是個挑戰。肉類產量至 2025 年前將每年成長 180 萬噸，比 2013-15

年多出 17%，其中豬肉和家禽肉將是大宗。中國將維持該區最重要的牲畜

生產者地位，尤其是豬肉類。東南亞預測會繼續主導水產養殖的整體生產，

由中國、印度、印尼和越南負責未來十年的成長趨勢。 

快速的都市化和收入成長帶來需求，讓東南亞的乳製品類有所發展。

至 2025 年，牛奶產量預估將成長 20%。挾帶著 47%的增長氣勢，印度將

在 2020 年成為世界最大的牛奶生產者。該地區的液體牛奶產量大大超過

加工乳品，因為新鮮消費的牛奶生產比例增加。 

三、 美洲：出口導向，成長快速 

目前世界油籽的生產由北美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主導，合計

幾乎佔有 90%的比例，在穀類、肉類和乳製品方面，也佔有約 30%的產量。

穀類較集中於北部，特別是玉米，南部則著重於油籽，尤其是黃豆。 

北美洲的作物產量增多 10%，主要來自玉米和黃豆。美國的稻米生產

正在恢復期；小麥仍是重要作物，但種植面積持續縮減，產量改善的程度

也微不足道。 

拉丁美洲保持是全球農業面積擴展最顯著的地區，總作物面積增加

24%，大部分來自於黃豆面積的成長。巴西將在 2025 年成為最重要的黃豆

生產國，產量可達 1 億 3,500 萬噸。榨取黃豆不僅將提供蔬菜油出口，也

會產生蛋白粉供牲畜類擴展。透過產量改善和面積擴展，甘蔗和棉花將繼

續成為巴西農業成長的來源。水產養殖的前景看好，自 2013-15 年至 2025

年，預測成長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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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巴西維持兩大乙醇生產者的地位。然而，它們的發展前景有別，

巴西將因國內需求提高，產量將提升25%，美國則因國內與國際需求下降，

導致產量降低。 

四、 撒哈拉以南非洲：潛力無窮，但嚴重受限 

雖然過去是藉著擴展面積來達到生產成長，未來十年的面積成長將會

減慢，產量成長將會較為依賴生產力改善方面。 

整體來說，未來十年的總農業產量預測將每年成長 2.6%。在許多情況

下，生產作業跟不上國內需求，導致很多主食品的進口依賴性提升。同時，

很多國家是生產競爭者又是水果和飲料作物的出口商，便形成外幣存底。 

五、 東歐和中亞：穀類的全球玩家 

東歐和中亞在過去十年經歷了農業產量的快速成長，作物生產提升

42%。該地區在 2013-15 年生產的穀類占全球 10%，大多數是小麥。然而，

該地區多變的天氣條件與隨之而來的產量不穩定，為全球穀類市場引入易

變性。 

預測期間內，總農業產量將提升 13%。自然條件有利於穀類的產量，

其次是葵花籽。過去十年快速的面積擴展將無法持續，相對收益預期改變

的結果是作物替代。糖類作物的產量增加主要基於面積擴展，穀類和油籽

的成長則來自於產量提升。一般來說，產量仍低於全球平均，其中該區相

對較新的作物－黃豆的產量增幅將是最高。 

與作物類相似，雖然速率較慢，牲畜類在預測期間將繼續成長。總肉

類產量將增加 3 百萬噸，家禽肉約占一半。牛奶產量提高將支持乳品加工

的發展。 

乙醇燃料和生物柴油在該區將維持極小比例，因為這些國家若非油和

瓦斯的生產者就是商品出口國，欠缺生物燃料生產者的鼓勵政策或是消費

者的混合法令。 

六、 西歐：穩定的生產結構 

目前，西歐的工業化國家在全球生產占有極大比重，包括乳製品生產

(36%)、生物燃料(30%)、肉類(15%)及穀類(13%)。因應高價而強勁地發展

數年之後，因為生物燃料的原料需求持平或走低、國內飼料和糧食需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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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全球市場的穀類競爭更為激烈，尤以東歐及中亞為最，導致作物生產

預測將減緩。 

2025 年的總收穫面積將減少 3%。大多數作物的產量居全球之首，但

是改善程度很小(平均 4%)。到了 2025 年，西歐的生產行為預計將更加集

中於穀類。各種作物的預測結果參差不齊；玉米和甜菜將會成長，其他粗

糧、油籽和根莖類(主要是馬鈴薯)的收穫則有可能下降。肉類的成長速度

將是作物類的兩倍，因此 2025 年的肉類產量將增加 170 萬噸，家禽肉和

豬肉是產量成長的主因。歐盟乳製品類的強化和調整將使牛奶產量全面成

長，充足的生乳供應量支持其乳品加工類顯著擴大。由於多數的額外產量

將會出口，因此歐洲乳品和肉品業的進一步成長將由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

力而定。 

七、 北非和中東：艱難的情況造就波動 

不利的自然條件和不穩定的政治情勢限制了許多北非和中東國家的農

業生產。因為缺乏水源灌溉，該地區占全球產量的比例相當低。小麥是主

要作物，約占 60%的種植面積。伊朗和摩洛哥等國的地方當局利用各種政

策，試圖提高小麥產量，努力自給自足。進步需要付出代價，由於有限的

資源必須定量分配，小麥產量的增加意味著其他穀類，例如玉米和其他粗

糧的生產便停滯不前。因為糖是熱量的重要來源，糖類作物在該地區的產

量也有所提升。稻米和根莖類也預測會出現正向趨勢，但是它們仍屬於利

基產品。 

肉類和魚類將不會保持過去十年的成長率，每年產量僅成長約 1%，

絕大多數來自家禽肉和羊肉。乳製品類將維持傳統，低投入、低產量，利

用母牛、駱駝和山羊。大多數牛乳以新鮮乳製品的形式消耗，起司、奶油

和奶粉的生產仍然有限。生物燃料的生產和此區無關，因為它的石油資源

豐富，且原料作物需仰賴進口。 

八、 大洋洲：成功的利基生產者 

大洋洲在全球農業的突出之處並非實際的生產比例，而是強大的人均

產量所產生的高度出口盈餘。即便身為卓越的乳製品出口國，大洋洲的生

產量僅占全球 9%；其他重要的出口商品，如肉類(2%)和穀類(2%)所占的

產量比例甚至更少。大洋洲預期將自生產低潮期復原，預測期間的產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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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11%。此額外產量的主要來源是甘蔗和穀類，產量改善則是成長的主

要功臣。 

全球肉品進口的需求成長緩慢，大洋洲的牲畜類也跟著緩速成長。家

禽肉雖然有功於產量成長，但幾乎完全集中在國內市場；牛肉和小牛肉的

生產預計將持平。乳牛群的擴展將持續刺激牛奶產量，以放牧為主的生產

系統卻造成產量成長減速。捕撈漁業將繼續作為大洋洲的領先產業，對

2025 年的漁產總量貢獻高達 83%。 

 

伍、 國際貿易 

一、 農業貿易的增長速率將比過去緩慢： 

隨著全球的供需情況，未來十年的貿易成長將不比過去(圖 4-22)。穀

類和乳製品的下降趨勢尤為劇烈，肉類(除了羊肉)和魚類也明顯退步。非

糧食產品類，乙醇和生物柴油的貿易量預計收縮，棉花貿易量則將回升自

2005 年至 2008 年間的暴跌期。多數糧食產品的成長率雖有降低，但必須

考慮的事實是，相較於過去十年，基礎期的貿易水平較高。例如，2025 年

的全球肉品貿易預期將比基礎期高出 22%，而未來十年的額外貿易量將與

過去十年大致相同。 

成長減速的主因是由於新興經濟體的成長速率降低，因新興經濟體對

於多數糧食產品需求具有相對較高的收入彈性。中國作為數項產品的主要

進口國，意味著中國的成長放緩將具有特別重大的影響。 

成長減緩的另一個原因是有些大型進口國採取保護主義政策。雖然多

數 OECD 國家的農業貿易保護已經鬆綁，但有數個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

印度及印尼)追求自給自足的目標，並實施相關的進口保護。某種程度上，

提高保護的趨勢可能經由新的區域性和複邊貿易協定抵銷，儘管這些協議

也可能將貿易導向會員國。預測內容僅包含已獲批准的貿易協定，因此世

界貿易組織奈洛比協議的具體規定包含在內，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則無。

奈洛比套案的內容概述於表 3。預測基礎也納入中國在 2016 年三月中止玉

米儲備作業的決定，預計於未來幾年釋出多餘的玉米庫存。 

近期美元升值削弱了美國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也減少貨幣

掛鉤美元國家的出口流量。另一方面，美元升值可為貨幣相對貶值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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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口機會。例如：巴西和阿根廷預計提高其占全球肉品市場的比例，

澳洲和紐西蘭則將維持乳品市場的高市占率。 

貿易放緩將不會造成農產品貿易比例的重大改變。圖 3 比較 2013-15

年和 2025 年的出口產量比例。產品排名在未來十年內預計將不會有太大

的變化。全脂奶粉(WMP)和脫脂奶粉(SMP) 將持續是交易量最大的農產品，

新鮮乳品(未顯示於圖內)則將維持最低交易量，不到生產貿易的 1%，此與

新鮮乳品的運送和儲存難度有直接相關。蔬菜油和黃豆交易也是大宗，40%

以上產量會進入國際市場。2025 年約 31%的漁業總產量將進行貿易。至於

不同種類的肉品，牛肉和家禽肉仍將維持最大交易量，並預計占 2025 年

額外肉品交易的 80%。 

 

 

註：年增長率以數量表示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圖 3 各種產品的貿易成長 

 

表 3 奈洛比套案(Nairobi package) 

    2015 年 12 月 19 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十屆部長級會議於肯亞首都奈

洛比通過的部長決策套案中，有部分為農業相關。「奈洛比套案」包括承諾

廢除農產品出口補貼，及其他考量為達糧食安全進行公共儲糧的農業相

關決策；開發中國家的特別防衛機制(SSM)；棉花相關措施；及 優 惠 性

原 產 地 規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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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競爭：奈洛比套案的一個重點是關於出口競爭的部長決策，基於

此決策，已開發國家承諾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乳製品、加工產品和豬肉

除外。後者的出口補貼措施延長，可延用至 2020 年底。開發中國家則

須於 2018 年底前撤銷出口補貼，但直到 2023 年底前仍可繼續負擔農產

品出口的營銷和運輸成本。最窮困國家和糧食進口國將可延長至 2030 年

底履行承諾。 

除了上述之外，該決議也包含一些限制或“規範”，避免其他出口

政策作為補貼手段。這些規範包含限制農業出口國的融資支持，例如

出口信用、出口信用保證或保險；國有農產品出口企業的規則；以及

確保國際糧食援助負面影響國內市場的規範。 

公共儲糧未達糧食安全：關於公共儲糧未達糧食安全的決策重申

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的承諾，欲協商及付出所有共同努力以同意並通

過此議題的“永久解決方案”，此亦為 2013 年峇里島部長級會議的討論

重點。 

棉花：棉花決議號召已開發國家 – 和自稱有能力的開發中國家 –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開始，依其個別訂立支持 LDCs 之優惠性貿易協定，

透過 LDCs 的免稅及免配額途徑，提供所列出的“棉花相關”出口產

品。已開發國家亦須立即中止棉花出口補貼，開發中國家則必須在

2017 年 1 月 1 日前履行。此決議也認可某些國家對其國內棉花政策的

改革，可能有助於降低國內補助，同時強調仍需進一步努力。 

特別防衛機制(SSM)：會員國同意維護開發中國家的權利，使其

在進口數量和價格上得以求助於 SSM，按照香港部長宣言第 7 段來設

想，則需要進一步定義出精確的安排。SSM 協商將由世界貿易組織委

員會執行。 

於奈洛比舉辦、世界貿易組織第十屆部長級會議的其他農業相關

決議包括對未開發國家的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此決議聲明，當會員國

對農業產品實施處理標準時，應依照其優惠性計畫之規定，允許農產

品原料轉換成為加工產品以賦予原產地。會員國亦須針對含有非 LDC 

原產材料比例為產品最終價值 75%以下的產品，考慮延長其優惠性協

定。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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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生產貿易比例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二、 農業出口維持集中於少數關鍵供應國 

傳統上，農業出口集中於少數擁有生產所需的自然資源、又具備能以

競爭性價格進行生產及出口的基礎建設之國家。未來十年將維持此集中情

形，但在特定商品也將出現變化。 

圖 5 說明關於所選取產品，五大出口國在 2025 年各自的出口比例，也

指出五大出口國於基礎期間(2013-15年)所累計的出口份額。到了 2025年，

每樣產品的總出口量有 70%以上將僅來自於五個國家。在 2025 年出口最

集中的預計仍是黃豆貿易，95%總出口量幾乎由五大出口國包辦。對多數

產品而言，五大出口國的累計份額類似於基礎期間，部分略為下降(例如小

麥和棉花)，部分上升(例如起司、糖和 SMP)。 

由少數出口國供應數種產品，意味著若因生產衝擊或政策變動而導致

出口中斷，將有可能對市場造成顯著影響。僅由一或兩個國家掌握大量的

出口比例時，這類風險特別嚴重，至少在短期內，其他國家必須拼命填補

差額。下列幾種產品在 2025 年的全球出口量有 40%以上便僅源自單一國

家，例如根莖類(泰國)、WMP(紐西蘭)、奶油(紐西蘭)、其他油籽(加拿大)、

羊肉(澳洲)、糖和黃豆(巴西)。 

基礎期至 2025 年間，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產品的前三大出口國家和

排序維持不變。美國將保持玉米主要輸出國的地位，但讓出部分市占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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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基礎期間稻米的前三大出口國– 印度、泰國及越南 – 負責 65%以

上的總出口量。到 2025 年，越南將與印度對換地位，成為最大出口國，

且因為柬埔寨和緬甸的興起，三大出口國的出口比例將低於 60%。巴西預

測將取代美國成為黃豆的主要出口國，而印度將是主要的牛肉出口國。這

些變化背後的原因之一是巴西幣持續走貶，使其出口更具競爭力。 

三、 農業進口更為分散，中國是數種產品的重要市場 

由於許多國家的消費成長超過生產成長，因此相較於出口貿易，各國

進口將持續分散(圖 6)。然而對於某些產品，黃豆和根莖類最為明顯，相對

大量的進口需求僅來自於少數國家。中國就是數種產品的重要進口國家，

在黃豆、其他油籽、根莖類、其他粗糧、棉花和奶粉市場佔有不小的份額。 

 

 

圖 5  2025 年五大出口國對不同產品的出口比例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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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25 年五大進口國對不同產品的進口比例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籽和棉花的進口高度集中來自於少數國家對其進行大規模加工。至

2025 年，中國的黃豆進口量預計將占全球進口量 65%以上，比 2013-15 年

多了 1 億 500 萬噸。2025 年棉花進口需求最大的國家也是中國，孟加拉共

和國預計將緊隨其後，由越南和印尼殿後。相較於基礎期，後面三國的棉

花進口量將大幅提高。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羊肉和豬肉生產國，同時也進口了大量的羊肉和豬

肉。未來十年內，中國預計將更加擴展肉類的國內生產及進口。中國對飼

料需求量最多的牛肉和羊肉進口甚至將超越其國內產量。2025 年 SMP 和

WMP 的最大進口國仍將是中國，然而中國進口 WMP 的比例預計自

2013-15 年時的 25%降低至 21%。越南、阿爾及利亞和奈及利亞預測將成

為新興的 WMP 主要進口國。 

四、 貿易對於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由於消費行為和生產行為持續演變，全球農產品貿易將在未來十年繼

續成長。貿易將影響世界各地糧食安全的程度與性質。至 2025 年，約四

分之一全球人口的穀類糧食 25%以上將來自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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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及北非(MENA)資源受限的國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國家，特

別依賴基本和高價值的進口糧食產品。目前 MENA 地區的主食－小麥有一

半以上來自進口，糖類進口比例為 70%，蔬菜油為 80%。未來十年對小麥

進口的依賴性預計將稍微減輕，其他產品則反而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對

蔬菜油(50%)、家禽肉(36%)和糖(23%)的進口需求特別大，且未來趨勢均

為上升。 

糧食進口進一步提高，使許多國家越來越關注全球市場作為可負擔食

物來源的可靠程度。開放貿易增加了進口國家的糧食供應，並壓低消費者

價格。整體來說，雖然較為依賴國際市場的國家易受貿易夥伴的行動與外

部市場的衝擊所影響，但是因為全球市場的波動幅度傾向小於國內市場，

貿易因而降低了風險。 

陸、 價格 

一、至 2025 年的名目價格將提高，但仍低於近期高點 

本展望報告利用各種產品於主要市場(例如美國的海灣港口、曼谷)的

價格作為國際參考價格，以歷史觀察描述過去的發展並預測出反映未來市

場趨勢的價格。近期的價格預測仍然受到最近的市場情況(例如乾旱、政策

變更)影響，然而在預測期間之外的年份，便僅由基本供需條件來決定。 

由產品預期的名目價格變化來看(如圖 7)，在短期方面，全球庫存重建

和需求低迷導致稻米、小麥及其他粗糧價格下跌；然而，經過 2015 年的

大幅下跌，玉米價格於 2016 年預計將不會再低。中期來看，所有穀類的

價格預計將適度上升，以其他粗糧的成長幅度最大，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對

動物飼料的高度需求，以及主產地的生產擴充可能性受限。 

糖類價格維持穩定，全球產量預期可以滿足開發中國家的成長需求。

預測期間初期，隨著進口需求成長，白糖(white sugar)溢價預計將會提高。

然而，由於 2017 年歐盟廢止糖類配額將降低粗糖(raw sugar)進口量並提高

白糖出口量，此情況將有所改變，因此至預測期間末期，因為生產國出口

的原糖數量多於白糖，溢價將再次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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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農產品名目價格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蛋白粉價格的成長幅度比蔬菜油高。蔬菜油的消耗主要來自開發中國

家對糧食的需求提高，蛋白粉的需求成長則主要源於開發中國家的非反芻

動物和牛奶產量提升，以及蛋白粉在飼料配方的摻入比例更高。除此之外，

棕櫚油產量的持續發展抑制了蔬菜油的價格。因此，含有較多蛋白粉成分

的黃豆價格也比其他油籽的價格成長更快。 

生產國因應較低的穀類飼料價格，使得短期的肉類價格下降。因為採

取飼料集約化生產，豬肉和家禽肉生產國因穀類飼料價格低廉而獲益更多，

特別是生產週期較短的家禽肉，對於飼料價格的反應更為快速。因為飼料

轉換率和效率增益率高，儘管需求穩定成長，家禽肉仍然是最便宜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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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來源。生產週期最長的牛肉價格在 2019 年前走低，2025 年將會適度回

升。因為開發中和已開發經濟體均有強烈需求，起司價格相對於其他乳製

品將有較明顯成長。 

魚類價格預測將於短期跌幅後穩定。相較於大肆擴展的水產養殖，捕

撈漁業的限制緊縮使得其預測價格呈成長。野生捕撈魚類的平均價格將比

養殖漁類高，其預測價格呈成長。野生捕撈魚類的平均價格將比養殖漁類

高。 

二、多數農產品的實際價格將適度調整 

農產品的國際參考價格會引領全球市場，傳送給各國生產者及消費者，

並影響其市場決策。此傳送過程依賴的是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結合的程度。

最後，國內市場對國內實際價格做出反應。因為真實的匯率變動、國內市

場條件及政策，產品的價格趨勢可能有別於全球的價格信號。 

以美金做持續評估時，未來十年的國際參考價格與現在差異不大。全

球的生產行為和需求成長預測將放緩，意味著多數價格居中。整體預測為

實際價格將仍較 2007-08 年價格飆升前稍高。 

各類產品的實際價格走勢取決於其供需情況。圖 8 顯示預測期間實際

國際參考價格的平均年度變化。全球糧食價格低落的因素眾多，首先在供

給方，對高產量的國家而言，向外拓展新技術領域的難度日益提升，雖然

開發中國家透過提升更作效率可有效提升產量，其中亞洲與拉丁美洲的耕

種技術進步對擴充全球糧食供應相當重要。供給方，由於成口成長趨緩，

開發中國家的收入成長情況亦是如此，使得消費者降低糧食支出。 

除了其他粗糧以外的穀類預期價格降低外。在需求成長緩慢和生產作

業快速工業化，肉品價格亦將適度下修。在乳製品需求不斷提升，將透過

提升生產效率來滿足需求增加，故未來十年的乳製品價格亦呈上漲趨勢。

且在進口需求提高，特別是亞洲與非洲，促使奶粉價格自近期的低價回升。

生物燃料之價格則是按原油和原料價格之走勢。 

農業價格的長期趨勢可能難以分辨，也取決於歷史觀點。例如，預測

價格在結構上可能比 2007-08 年價格飆升的前十年來得高，但不與實際價

格長期走低的趨勢相抵觸。過去 100 年，小麥的實際價格每年平均降低

1.5%。儘管過去百年的大方向是價格普遍走低，但因市場經歷衝擊(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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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危機和天然災害)，仍造成某些時期的價格高漲與高度波動。由於生產

恢復力的改善與貿易全球化，這些衝擊的強度隨著時間減弱。其他產品也

可明顯發現相似的模式。 

 

圖 8 農產品年度價格變化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本展望報告的基礎預測假定背景為穩定的市場環境。為了檢視預測結

果對於總體經濟條件和產量波動變異的敏感性，本報告補充進行了一項不

確定性分析。此分析說明經濟成長、匯率、產量及油價的潛在可變性，並

假設這些項目在未來的變動和過去相同。其他變異性的來源，例如動物疾

病或政策變更，則未加考慮。此分析涵蓋氣候變遷，其影響層面反映於生

產趨勢及現有的產量變化。這表示此分析不包含氣候變遷對於生產地轉移

或是更大的產量變化的潛在影響。表 4 為 COP21 協議對農業的潛在影響。 

玉米與豬肉的不確定性分析結果呈現於圖 9，圖上顯示出玉米和豬肉的名

目價格變化，以及基礎線附近的變異情況。隨時間過去，產量不穩定性將

保持固定，而總體經濟不確定性則會持續累積，提高預測末期的整體不確

定性。產量不穩定性和總體經濟不確定性的影響因產品而異，但大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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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不確定性對價格的影響力較產量不穩定，以肉品與乳製品為例，

相較於產量不穩定，總體經濟不確定對全球市場價格的影響相對高。 

 

表 4  COP21 協議對農業之影響 

2015 年底在巴黎舉行的 COP 21 會議通過 UNFCCC 巴黎氣候條約。巴黎協

定訂下一個長期目標，力保全球均溫相較於工業革命前上升幅度不超過 2°C，並

且誓言“繼續努力”以控制在 1.5°C 以內。為達此目標，各方皆同意全球溫室氣

體排放須儘快開始降低，並承諾運用最佳的科學技術快速降低排放量。 

此協定並未直接提及農業。然而，概述於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的內文與國家級減碳策略均

承認氣候變遷對永續性糧食生產造成威脅，並提議農業可能會是積極的

解決方法。 

巴黎氣候協定與糧食和農業的相關性 

氣候協定的序言明確地提及糧食安全與生產，並承認 “保障糧食安全

和消除飢餓的基本優先，以及糧食生產系統特別易受氣候變化的不利影

響”。此外，協議的第 2 條款強調糧食生產的重要性，清楚聲明“此協議(…)

的目的是以未 危 及 糧 食 生 產 的 方 式 (…)加強全球對氣候變遷的

反應”。 

該協定允許政府自由決定應該處理何種排放來源，且未排除農業方面的

減緩。例如條款 4.1 聲明政府的目標為 “在本世紀下半葉，於各種來源的人

為排放和消除溫室氣體之間取得平衡”。條款 5.1 提到應該保護和加強碳匯。 

適應方面，該協議概述多項政府行動，以增強社會關於氣候變

遷影響的應對能力，並為開發中國家提供持續且強化的國際性適應援助。

這包含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支持，進行中的集體目標如至 2025 年前，每年

調動美金一千億元，幫助開發中地區的適應與減緩，於 2025 年後金額應

得提升。 

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INDCs) 

除了協議本身，多項 INDCs 提及農業與糧食生產。2015 年 11 月下旬，

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onsultative Group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CGIAR)分析的 133 項 INDCs 中，有 102 項涉及農業適應(其中

94 項包含至少一種適應措施)、103 項包含與農業減緩有關的主題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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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項具體說明至少一種減緩措施)(CGIAR,2015)。農業用水管理包含在

83 項提案，而有 153 項 INDCs 以林業為重點。 

利馬-巴黎行動議程(Lima-Paris Action Agenda, LPAA)將支持 INDCs

的應用。LPAA 提出五大農業倡議，包括千分之四倡議：糧食安全與氣候所

需的土壤，獲得各國與各類團體聯合支持發起，目的是保護和提高土壤碳

儲量；以及適應小農農業計畫(ASAP)，意欲提升小農對氣候的承受能力

與糧食安全。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圖 9 玉米和豬肉的名目價格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三、糧食的消費者價格可能比農業生產者價格的波動程度低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預測主要農產品的生產者價格與最終

消費者價格的中期變化。本展望報告所呈現的消費者價格已經過修改，以

順著食物鏈和各種產品與各國生產者及消費者價格之間的利潤差異，更加

反映出糧食價格形成過程。最終消費者價格考量到農業價格的變化、利潤

(以勞工和運輸成本的形式)和消費者糧食取代能力的決定因素。整體而論，

預測期間多數國家及商品的利潤預計提升，代表生產者價格對消費者價格

的比值下降。這是由於其他成本(燃料和運輸)比生產者價格成長地更為快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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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說明，圖 10 呈現出所選國家和地區合計 PPI(生產者物價指數)及

CPI(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歷史與預期演變。在 2005 年至 2015 年，除了歐

盟，其他地區的 PPI 成長超過 CPI 成長。過去十年 PPI 的變異性比 CPI

高，且經隨機分析，結果亦顯示未來十年，PPI 之成長幅度亦大於 CPI 成

長。往後，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將更加詳盡地探討生產者與消費

者價格間的關係。 

圖 10 各國家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四、小結 

隨著時間，零售食品的原產品價值份額會降低，未來十年預測將持續

此趨勢。同時，由於多種因素，包括氣候依賴性(作物)和生產週期長(牲畜)，

農產品價格將比消費者價格維持更大的波動。 

持續的農產品需求預計將因生產效率提高而獲得滿足，使實際農產價

格相對持平。然而，由於供需限制的組成變化，價格將相對變動。因此相

對於作物價格，牲畜價格預計上升，而粗糧和油籽的價格相對於主食價格

也將提高。目前各類產品的低價，這些結構性趨勢可能會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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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產品介紹 

本章描述 2016-2025 之十年間的市場情況，與全球和各國農產品市場

之最新中期定量預測的重點，並提供有關價格、生產、消費、貿易的資訊，

說明穀類、油籽、糖類、肉類、乳製品、魚類、生物燃料及棉花的主要不

確定性。此定量預測借助世界農業的部分均衡 Aglink-Cosimo 模型。 

一、穀類 

(一)市場情勢 

過去幾年，全球穀類市場的特點為供應量充足、需求成長減速。因此，

全球庫存量增加，所有穀類的國際價格較過去十年相對降低。繼 2014 年

的創紀錄收成，即便 2015 年世界穀類產量降低，也無法逆轉價格下跌，

造成 2015 市場年度的國際價格進一步下滑。有鑒於世界穀類產量於本季

初期的前景，及 2016 年的低需求和大量存貨, 全球市場可能經歷相對低價。

在此背景下，只有需求或供應的劇變或驟變可能改變短期展望。 

(二)預測重點 

由於基礎期(2013-15 年)的價格相對較低，普遍低迷的經濟增長條件、

大量庫存、低油價與強勢美元在短期內可能對價格施壓。以中期來看，小

麥和粗糧的名目價格預計主要受成本驅動，但是名目價格的漲幅跟不上通

膨程度，意味著實際價格將略為下降。然而，即使以名目價格計算，所有

穀類的價格雖比過去十年的水準高出許多，平均值卻是較低。世界穀類價

格趨勢如圖 11。 

圖 11 世界穀類價格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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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 2013-15 年，全球穀類產量預測在 2025 年將會成長 12%，主要

源於耕地產量提高，與面積擴展。相較於基礎期，2025 年的小麥產量預計

將增加 10% (7100 萬噸)，產量增加的國家分別有為印度(1000 萬公噸)、中

國(790 萬公噸)、阿根廷(560 萬公噸)、烏克蘭(500 萬公噸)、伊朗(470 萬公

噸)、土耳其(420 萬公噸)、歐盟(350 萬公噸)、俄羅斯(310 萬公噸)、加拿

大(190 萬公噸)、美國(170 萬公噸)。稻米產量估計將會增加 14%(6900 萬

公噸)，高達 5900 萬公噸集中於亞洲地區，以印度的 2000 萬公噸最多，其

次分別為印尼(810 萬公噸)、越南(600 萬公噸)、孟加拉(400 萬公噸)、中國

(400 萬公噸)、以及泰國(280 萬公噸)。玉米產量預期之成長幅度為 13%(1

億 3100 萬公噸)，以美國(2700 萬公噸)、巴西(2150 萬公噸)、中國(2100 萬

公噸)、阿根廷(600 萬公噸)、歐盟(560 萬公噸)與印尼(400 萬公噸)。粗糧

產量亦預期將提升 8%，約為 2500 萬公噸，最大增量來自於衣索比亞的 550

萬公噸，其次為阿根廷(310 萬公噸)、印度(290 萬公噸)與奈及利亞(190 萬

公噸)。 

穀類之消費情形，相較於 2013-15 年，2025 年穀類消耗估計將會成長

14%。其中小麥消費量預期將會成長 11%，且有高達 69%為人為消費，主

要在中國、俄羅斯和歐盟；小麥作為飼料的用量亦預期會成長；用於生物

燃料之小麥比例在 2025 年僅占全球用量的 1.2%。玉米因開發中國家快速

擴展畜牧業，使其作為動物飼料之需求大增，玉米用於動物飼料之占比由

2013-15 年的 56%，至 2025 年將達 60%(127 百萬公噸)；玉米的人為消費

預計成長 21%(2,800 萬噸)，主要由於開發中國家，特別是數個以白玉米為

主食的非洲國家。其他粗糧的用量亦將增加 11% (3,100 萬噸)，主因為糧

食需求(1,600 萬噸)和飼料需求(1,400 萬噸)。糧食用量的擴展主要來自撒哈

拉以南非洲(1,300 萬噸)，中國則為主要的飼料用量擴展地區。稻米主要的

最終用途仍是直接的人民食用，因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

區絕大多數是以稻米作為主食，故在人口增長下，2025 年的總消費量預計

成長至 5 億 6,300 萬噸。有鑒於預期的人口結構變化，亞洲國家將貢獻全

球稻米消耗量預期成長的 80%以上。  

2025 年穀類的世界貿易量預計將上升至 4 億 1700 萬噸，自基礎期成

長 10%。依此預測，全球貿易擴展的速率將比生產作業稍快(每年 1.6%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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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每年 1.2%)，保持貿易量為全球產量的 15%。2025 年小麥的貿易量預

計達到 22%，玉米為 12%，其他粗糧為 15%。延續歷史趨勢，小麥及其他

粗糧主要仍由已開發國家出口至開發中國家，稻米則主要交易於開發中國

家之間，儘管柬埔寨和緬甸等出口國預計提高未來十年在國際市場的市占

率，國際稻米市場的參與者將保持不變。 

穀類價格預計持續低於過去十年，這將影響種植決策及供應情況。因

此未來十年內，與其他作物(如油籽)的相對價格便是可能導致作物重新分

配的重要因素。需求方面，快速成長的經濟體發展將對貿易有較深遠的影

響，其中中國的需求變化及其釋出玉米庫存的時間點，是預測期間的主要

不確定性。 

二、油籽及其產品 

(一)市場情勢 

2015 市場年度，全球黃豆產量持續增加，但其他油籽(油菜籽、葵花

籽和花生)的產量相較於 2014 年則呈降低現象，且原油和穀類的低價促使

油籽價格成長。 

蔬菜油產量比油籽產量成長得慢，原因有二，一為為聖嬰現象造成東

南亞的棕櫚油產量減少，另一為黃豆(比其他油籽的含油量低)在油籽市場

的市占率提高，造成油籽製油的產量增長緩慢。然而，2015 年數個已開發

及開發中國家縮減蔬菜油製造的生物柴油產量，導致近期蔬菜油的需求成

長放緩。由於目前生產作業停滯不前，蔬菜油價格預計先於油籽類回升。 

持續增長的蛋白粉需求是近年擴充油籽產量的主要驅動力。這使得蛋

白粉占壓榨油籽所得的利潤比例提高，黃豆亦然，因其比起其他油籽含有

較高的蛋白質含量。相較於粗糧和其他飼料成分，蛋白粉價格最近降至歷

史平均值，蛋白粉價格約為玉米的 1.5 至 2 倍。 

(二)預測重點 

按名目價值計算，所有油籽及其產品的價格預期將於展望期間提高。

此類別的價格關係將稍微傾向於對粉類成分有利。因為很多新興經濟體的

人均糧食需求飽和，以及蔬菜油製成的生物柴油產量下降，在預測期間內，

蔬菜油的價格將會下跌，而蛋白粉的實際價格將略微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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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期間內的全球黃豆產量將持續擴展，年增長率為 2.4%，低於過去

十年的 4.2%年增長率。其他油籽產量將在未來十年每年增加 1.2%，比過

去十年 3.6%年增長率，大為降低。全球方面，壓榨黃豆和其他油籽成為粉

狀(塊狀)及油類為其總用量的主要用途，也比其他用途的成長略快，尤其

是黃豆、花生和葵花籽的直接糧食消耗。整體來說，2025 年 91%的世界黃

豆產量和全球其他油籽產量的 84%將用於壓榨作業。 

蔬菜油包括壓榨黃豆及其他油籽所產生的油(約占 55%產量)、棕櫚油

(36%)、棕櫚仁油、椰油和棉籽油。未來十年的蔬菜油生產仍是集中於少

數國家。儘管面積擴展速度減慢，但主要的棕櫚油產國之產量將會有顯著

的成長：印尼(每年 2.5%相較於過去十年為每年 8.1%)和馬來西亞(每年

2.1%相較於過去十年為每年 2.4%)。另一個成長來源是產量增加和壓榨黃

豆所產生的黃豆油。未來十年的蔬菜油需求成長預計減緩，原因為：a)開

發中國家的人均糧食消耗成長降低至每年 1.5%較過去十年每年的 3.0%降

低了 1.5%；b)由於生物柴油法令逐步兌現，蔬菜油製成的生物柴油僅以每

年 1.5%成長。 

蛋白粉的生產及消費由黃豆粉主導。相較於過去十年，蛋白粉的消費

成長變慢(每年 2.2%相對於每年 3.9%)，反映出全球牲畜產量成長及蛋白粉

在中國飼料配額的飽和度成長均放緩。中國的蛋白粉消耗量預計將每年成

長 2.7%，雖相較於過去十年的 7.9%為低，但仍然超出動物產量的成長率。 

相較於過去十年，未來十年的世界黃豆貿易成長將明顯放緩，此與中

國預期的黃豆壓榨成長減速有直接相關。 因為牲畜產量成長將集中在蛋

白粉主產國，未來十年的境內蛋白粉消費有所成長，貿易量將僅略微上升，

因而降低貿易量占世界產量的比例。黃豆、其他油籽和蛋白粉的出口皆由

美洲主導，蔬菜油出口則將以印尼和馬來西亞為大出口國(圖 12)。蔬菜油

是貿易量占產量比例最高的農產品之一，其貿易比例為 42%。預測期間將

維持此穩定比例。 

除了多數產品常見的問題與不確定性(例如總體經濟環境、原油價格和

氣候狀況)，油籽類具有其特殊的供需敏感性。其中黃豆和棕櫚油產量的預

期擴展主要依賴耕作面積之擴張，但這可能受限於保護環境的新法令。另

一方面，在預測末期黃豆的庫存量與利用量之比較低，因此氣候條件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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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穩定與否之重要因素。且美國、歐盟和印尼的生物燃料政策也是蔬菜

油主要的不確定性來源，因為政策將影響這些國家大量的需求比例。 

 

圖 12 區域性油籽及其產品之出口情形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三、糖類 

(一)市場情勢 

2014 年國際糖價下跌超過 30%。全球糖類產量缺口造成本季初的價格

漲勢，但由於庫存充足，使 2015 市場年度的價格預計僅平均上升 2%。產

量成長自 2013 年起便開始減速，2015 年全球糖類產量減少將近 5 百萬噸。

有鑑於全球消費的穩定成長，過剩期應將結束。糖類生產的增加將發生在

巴西(主要生產國和出口國)、澳洲、俄羅斯和泰國。但有兩大生產者－印

度和歐盟的產量將會下降。在補充全球庫存四年之後，庫存量與利用量之

比應在 2016-25 年的展望初期開始下滑。 

(二)預測重點 

境內現行政策的延續和巴西的甘蔗產量將持續顯著影響糖類市場的中

期發展。若以美元計算，世界糖價將不會上升太多，因為產量應該足以滿

足全球需求成長，儘管 WHO 建議降低糖類每日糖攝取量不超過總能量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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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支持本展望報告的總體經濟假設而論，匯率是影響糖類市場的重要

因素。預測期間假設美元升值，便將提升主要糖類出口國在全球市場的競

爭力，特別是巴西。相反地，少數主要位於亞洲的產量不足國家(中國、韓

國、日本、馬來西亞)，將受惠於美元走貶，以當地貨幣計算，進口商品將

較為平價。  

因為高庫存量和低油價，回復到赤字階段的全球糖價預計在幾年內僅

將微升，接著便適度成長。按名目價格計算，2025 年的國際原糖價格(洲

際交易所第 11 號最近期貨合約，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No.11 contract 

nearby futures) 預計每噸可達美金 342 元 (相當於每磅為美金 15.5 分)。同

樣地，2025 年的世界白糖價格指標 (Euronet, Liffe 期貨交易第 407 號，倫

敦) 預計每噸可達美金 425元(相當於每磅為美金 19.2分)。因廢除配額後，

歐盟的原糖進口量減少，白糖溢價(白糖和原糖的價差)在 2017 年應暫時降

低，預測末期則回升至每噸約美金 83 元。各國家之原糖名目價格變動如

圖 13。 

圖 13 以各國貨幣計算的全球原糖名目價格變動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在許多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糖類產業將持續受惠於國內政策支持措

施，例如高進口關稅、關稅配額、及最低價格支持。這些政策將持續扭曲

市場並相對提升市場波動的水平。然而，新政策將促成糖類市場某種程度



37 

 

的自由化，例如歐盟在 2017 年廢除糖類配額與印度的開放市場解除糖類

銷售管制。 

巴西糖業已面臨數年的經濟問題，但巴西雷亞爾的弱勢將對其有所幫

助。政府政策持續支持甘蔗用於乙醇生產，但在展望期間，實際貢獻在生

產乙醇的甘蔗比例將略為下降至 57%。這將轉移國內市場和出口市場的糖

類銷售。從全球角度，用於生產乙醇的甘蔗比例將會提高，自基礎期的

20.7%上升至 2025 年的 22.3%。 

儘管某些生產國的產量預期下跌，因需求成長和庫存減量，未來十年

的全球糖類產量應會上升。在這十年期間，生產成長預計每年平均 2.1%，

2025 年產量可達 2 億 1000 萬噸，比基礎期(2013-15)增加約 3,900 萬噸。

此額外產量大多將源自於甘蔗產國，而非甜菜產國，而即使某些其他生產

國(印度和泰國)可預見其糖類作物和糖類加工的產量改善，面積擴展將是

此生產成長的原動力，尤以巴西最為顯著。 

未來十年的全球糖類需求成長預計將較為穩定，每年增加 2%，使庫存

量與利用量之比自基礎期的 45%降至 2025 年為 39%。然而，此需求成長

綜合了已開發國家幾乎掛零的發展，和開發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和亞洲的

強大前景。因為糖是可取得的廉價能量來源，又易於運送和儲存，在高糖

類攝取量的開發中國家，消費者習慣將不會出現明顯的變化。  

面對全世界的需求成長，糖類出口在近年經歷糖業現代化的國家(例如

澳洲、歐盟和泰國)可能有所擴展。 巴西將維持全球的主要生產國和出口

國，但預測初期的市占率降低，短期將選擇較有獲利的乙醇生產方式。 

有利的貨幣計算應會鼓勵投資。整體來說，巴西在預測初期占全球糖

類出口的比例預期下降，而後才回升至基礎期(41%)的水準。另一方面，

進口維持多樣化，多數受到非洲及亞洲的需求驅使。  

中期來看，糖類市場和其他像是飼料、生物燃料及其他熱量甜味劑(例

如代糖)的互動將產生回饋效應。現有政策和高固定成本亦將保持糖業的波

動。此外，任何相關市場或外因性假設的外部衝擊均可能影響此報告討論

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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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肉類 

(一)市場情勢 

2015 年新興經濟體和石油輸出國的肉類需求較少，致使價格大幅下跌。

根據 FAO 肉價指數，2015 年肉價降至 2010 年初的水準。這與 2002 年以

來，肉價雖然時有波動仍持續上漲的情形形成對比。在此成長延續期，肉

價唯有一次 – 正值 2007-08 金融危機餘波時期 – 以此降幅下跌。 

從數量上看，2015 年的世界貿易失速。2015 年主要供應區域－美洲的

肉品出口量下跌，反映出世界各地的供應量縮小。俄羅斯進口量下降和北

美洲估計近一百萬噸的淨貿易損失，大大減少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供應量。 

(二)預測重點 

肉類市場的展望報告維持強勢。相對於過去十年的飼料成本極高又富

波動性，預測期間的飼料價格預計將保持低價並維持肉品業的穩定。這對

於飼料用量較大的美洲、澳洲及歐洲而言，影響尤其巨大。 

2025 年的全球肉類生產預計將比基礎期(2013-15)高出 16%，過去十年

的成長則幾乎為 20%。開發中國家預計透過提高蛋白粉於飼料配額的比例，

支配大多數肉類產量的增長。相較於紅肉，家禽肉是較實惠的動物蛋白質

來源，而家禽肉的全球需求提升使其成為總肉類生產成長的主要動力。低

生產成本和低生產價格讓家禽肉成為開發中國家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肉類

選擇。關於牛肉方面，主要產區歷經數年的牛群清算，使得 2015 年的牛

肉產量低。然而，產量預計自 2016 年起成長，增加的屠體重可以彌補牛

隻宰殺數目的減少。豬肉產量亦將在 2016 年後增加，因為經過數年的大

幅降低(2012 至 2015 年間豬隻數量減少了 2 千 5 百萬隻)，中國的牲畜規模

預計將逐漸穩定。另一個幫助中國未來產量擴展的因素是更加穩固的豬肉

業。羊肉產量也預期提升，全球每年成長將達 2.1%，比過去十年成長得快，

主要的產量增加來自於中國、巴基斯坦、蘇丹和澳洲。 

2015 年全球肉類生產的貿易量為 9%，2025 年貿易量達到 10%，大部

分是來自於家禽肉的成長。由於俄羅斯進口禁令和中國成長放緩使得進口

量下降，導致展望初期的進口需求減弱，但預測後半期的進口貿易量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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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的進口成長而有所改善。其中進口需求成長最大的是越南，為

所有肉類附加進口量的大宗。  

雖然非洲的基礎水平較低，但非洲是肉類進口成長次之的區域。雖然

已開發國家在 2025 年仍將負責全球肉類出口的一半以上，但相較於基礎

期，其出口比例持續下降。另一方面，巴西在預測期間的世界出口份額預

計將增加至 26%，將近全球肉類附加出口量的一半。 

肉類的名目價格預測將類似於 2010 年的水準，大多數將略為成長。至

2025 年，牛肉和豬肉的屠體重價格(c.w.e.)每噸將分別提高至美金 4,497 元

和美金 1,580 元。而羊肉和家禽肉的產品重量價格每噸將分別上升至美金

3,857 元和美金 1,571 元。肉類的實際價格預計將自近期的高水準回落(圖

4-33)。 

全球年度人均肉類消費預計將在 2025年達到零售重量35.3公斤(r.w.e.)，

比基礎期提高了 1.3 公斤。此額外消費的主要來源為家禽肉。以絕對價值

計算，預測期間已開發國家的總消費成長比開發中國家來得小，而開發中

國家成長的主要動力仍然是快速的人口成長和都市化。總消費成長高於任

何其他區域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更印證了上述事實。在其獨特的成長組合

中，牛肉與家禽肉的增量幾乎相等。 

在全球方面，動物疾病爆發和貿易政策仍是影響全球肉類市場演進與

變動的主因。展望期間多項貿易協定的實施，例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可能增加肉類貿易並使之多元化。2015 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癌症研究

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ARC)宣布將加工肉品 2 列為致癌物質，引起全球消費者的關

注，並可能影響高人均肉類消費國家的預測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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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世界肉品價格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五、牛奶及乳製品 

(一)市場情勢 

所有乳製品的國際價格自 2013 年的高峰之後便持續下降，特別是脫脂

奶粉(SMP)和全脂奶粉(WMP)。此下降的主因是中國的進口需求降低，對

WMP 的需求更自 2014 年下跌了 34%。而中國乳製品需求減少的原因來自

於 2014 至 2015 年間，主要出口市場的產量持續成長，牛乳總產量在澳洲

(4%)、歐盟(2%)、紐西蘭(5%)和美國(1%)皆有提升。 

俄羅斯的進口禁令持續限制乳製品貿易。2013 年至 2015 年俄國的起

司進口量下降 62%，主要影響了歐盟、美國和澳洲的出口。相反地，白俄

羅斯出口至俄國的起司貿易量則大幅增高，以補充當地需求。該項禁令預

計將持續至 2017 年初；起司進口量預計在貿易恢復之後大漲，主要供應

自歐盟和美國，但仍將稍低於設置禁令前的水準。 

大洋洲的產量面臨挑戰，牛奶價格低使得總奶牛數量降低，在 2015

年降低了 2.7%。此外，聖嬰現象造成的乾旱和惡劣氣候限制了 2016 年大

洋洲的放牧系統產量；使紐西蘭的產量降低 6.8%，並使得澳洲成長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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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良好的利潤結合歐盟在 2015 年四月廢除的牛奶配額，促進了歐盟

的總牛奶產量成長。然而，會員國之間的增量不均。例如，考慮 2014 至

2015市場年度(四月-三月)的牛奶輸出，愛爾蘭成長18.5%、德國成長3.7%、

英國為 2.9%、荷蘭則為 11.9%。由於牛奶產量增加和有限的國內消費成長，

自 2013-15 基礎期至 2025 年，歐盟所有主要乳製品的出口量預計將成長 

58.5%。 

(二)預測重點 

相對於 2013 年的高峰，低牛奶價格和收入成長使開發中國家的中期人

均乳製品需求預計持續成長。如同過去數年的飲食變化，飲食模式將持續

偏離主食並傾向動物產品。中東及亞洲的數個市場將出現強烈的消費成長，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埃及、伊朗和印尼。開發中國家的人均乳製品消費每

年成長將介於 0.8%至 1.7%，成長率最低和最高品項分別為起司和新鮮乳

品。此外，已開發國家的每年人均消費成長將介於新鮮乳品的 0.5%至 SMP

的 1.1%。 

相較於基礎期(2013-15)，2025 年的全球牛奶產量預計將成長 1 億 7700

萬噸(23%)，相當於每年平均成長 1.8%，比過去十年的 2.0%稍低。此成長

大部分(73%)預期來自開發中國家，特別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且產量擴充

主要來自於新鮮乳品，在開發中國家每年成長約 2.9%，並主要供應國內市

場。全球方面，主要乳製品(奶油、起司、SMP 和 WMP)與牛奶產量增加

的速度相似，但比新鮮乳品來得慢。 

由於這些供需因素，所有乳製品的名目價格以及自目前低價回升的奶

粉實際價格，預期將在中期提高。雖然奶油和起司比奶粉的基礎水平高，

但未來十年奶油和起司的實際價格預期會稍微下降。 

美元和歐元的增強將使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下降，

對出口成長造成壓力。相反地，貨幣相對弱勢的阿根廷、澳洲及紐西蘭的

出口商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則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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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2014-15 年的不景氣之後，未來十年預計將持續出口成長。奶油、起司、

SMP 和乳清平均皆達超過 2%的強烈成長。WMP 的出口成長則較為溫和，

每年為 1.8%。由於牛奶低價對非傳統出口國的市場進入形成阻礙，出口成

長將集中於為數不多的主要出口國。歐盟將是 SMP 和起司的主要出口國，

而紐西蘭主要負責奶油和 WMP 的出口，如圖 15 所示。 

 

 

圖 15 區域性乳製品出口國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全球乳製品市場易受氣候變異、政策變化和關鍵國家的貿易開放或關

閉擾亂。乳品市場的多數發展將來自於中國的進口需求以及生產國對價格

下滑的回應速度。本展望報告預測開發中國家的需求將加強，而中國對

WMP 和奶油的需求雖改由國內生產供應，使其進口量不如 2014 年，然而

SMP 和起司的進口量在展望期間有望提高。 

六、漁類與海鮮 

(一)市場情勢 

2015 年的全球漁業和水產養殖業在生產及消費方面均呈現持續成長。

水產養殖在 2014 年首度超越野生捕撈占總漁業供應的比例，此趨勢延續

至 2015 年。由於主要市場經濟萎縮、匯率發展和魚價下滑，使得魚類和

漁業產品貿易的價格下跌。作為魚類和漁業產品的主要生產國、加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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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國，以及第三大進口國的中國，進入了一段嚴重不穩定期，甚至因其

加工業放緩而降低漁業出口量。俄羅斯對特定國家持續實施魚類貿易禁令，

影響其海鮮消費量。挪威創下總出口值的紀錄，而泰國和其他蝦類供應大

國則因價格降低，導致總出口價值大幅下跌。因為鯷魚(主要用於生產魚肉

和魚油)的魚獲量比預期樂觀，魚肉和魚油價格的短期壓力便得以稍微緩

解。 

依照 FAO 魚價指數(基礎期 2002-04 = 100)，2015 年野生漁獲比養殖

水產的價格成長幅度更大。自 2014 年三月達到魚價高峰，指數為 164，而

後由於主要市場的消費者需求降低和特定魚種的供應量提高，整體魚價呈

現下降趨勢，2015 年七月指數降至 135。2015 年底至 2016 年初，價格開

始略升。 

(二)預測重點 

漁業的前景主要仍為樂觀。按名目價值計算，預測前期平均魚價將下

跌，直到展望期間的後五年才回升。2025 年的平均生產者價格預計將稍高

於 2013-15 基礎期，因為需求成長將超越供應量成長。然而，2025 年的人

為消費、魚肉和魚油的貿易產品平均價格預計將略低於基礎期。而未來十

年的實際價格預測將自 2014 年的高價紀錄下降。 

展望期間的世界漁業產量預計每年成長 1.5%，相較於過去十年的 2.5%

較為減速。由基礎期至 2025 年，產量預計增加 2900 萬噸達到 1 億 9600

萬噸，整體漲幅相當於 17%。大多數魚類產量成長發生於開發中國家，特

別在亞洲。由於捕撈漁業的產量預計僅將成長 1%，2025 年絕大多數的產

量增長將來自於水產養殖，水產養殖並將於 2021 年超越總捕撈魚獲量(如

圖 16)。儘管水產養殖在總漁業供應方面有所成長，許多魚種仍將由捕撈

漁業主導，且捕撈業對國內和國際糧食安全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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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水產養殖產量及捕撈漁業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雖然 2016-25 的年平均成長率將由過去十年的 5.4%降低至 3.0%，水產

養殖業將持續屬於最快速成長的糧食產業之一。此減速的原因來自於高成

本，以及與替代生產系統的土地、水源和勞力競爭。而淡水魚種預計將是

水產養殖業成長的主因。 

相較於基礎期，2025 年全球魚類作為糧食的消費量預計成長 21%(相

當於 3100 萬噸活體重量(lw))，比起過去十年的每年成長率為 3.1%，未來

十年將每年成長 1.8%。2025 年的魚類消費將有 57%來自水產養殖。由於

已開發國家的整體消費成長放緩，開發中國家的魚類消費將持續大量擴展。

世界各地的人均魚類消費預計成長，尤以大洋洲和亞洲的成長速率最快。 

魚類和漁業產品(供人為消費的魚類和魚肉)將維持高度貿易量，2025

年預計出口約 36%總漁業產量(去除歐盟內部貿易量為 31%)。供人為消費

的魚類貿易量預計將在 2025 年成長 18%(或相當於 7 百萬噸 lw)。然而，

由於生產和需求放緩，未來十年的年成長率預計將自過去十年的 2.3%下降

至 1.9%。開發中國家持續是供人為消費魚類的主要出口國，但占世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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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將由 2013-15 年的 67%降低至 2025 年為 66%。於此同時，已開發

國家將減少世界進口比例由 54%至 53%。 

許多的不確定性和挑戰會影響魚類預測。捕撈漁業、魚肉和魚油的前

景依賴魚群和生態系統無常的自然生產力，以及多變的天氣條件。水產養

殖業的相關因素包括場地、水源、技術和財務的可取性和可用性；魚類種

子(例如魚卵、幼苗、後代、魚苗、幼體)和飼料的持續性、可用性和成本；

抗生素使用；環境影響評估(包括污染、魚類疾病和逃脫情形)；糧食安全

和可追溯性問題。除此之外，貿易政策、貿易協定和市場進入仍然是影響

全球漁業市場整體動態的重要因素。 

七、生物燃料 

(一)市場情勢 

數項與生物燃料市場有關的政治變化已在 2015 年間定案。巴西的稅制

改以支持水合乙醇而非酒精汽油，規定的無水乙醇混合比例也由 25%提高

至 27%。歐盟修訂再生能源指令(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RED)和燃料

品質指令，規定至 2020 年前運輸業使用來自糧食和飼料作物的再生能源

不得超過 7%上限。經過長時間的延遲，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ortection Agency’s, EPA)針對 2014-16 年度的最終規定於 2015 年十一月發

布。指定法令雖然明顯低於 2007 年的初始水準，仍較同年前些時候所提

的高。 

由於原油和生物燃料的原料價格低廉，2015 年全球乙醇和生物柴油的

名目價格持續走低。運輸業對生物能源的需求大多來自主要經濟體的混合

法令，以及世界各地持續的燃料使用。 

(二)預測重點 

有鑑於原油市場的發展和生物燃料的原料價格回升，乙醇和生物柴油

的國際名目價格在展望期間亦將回升(圖 4-36)。全球乙醇產量預計由 2015

年 1160 億升適度成長至 2025 年 1284 億升。此成長有一半來自於巴西。 

全球生物柴油產量的擴展將受到美國、阿根廷、巴西和印尼現有政策

的驅使，有少部分影響來自歐盟 RED 目標的實施，而產量預計將由 2015

年 310 億升成長至 2025 年 414 億升。高級生物燃料在預測期間將不會出

現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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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方面，本展望報告假設 10% 乙醇添加總量將持續限制乙醇用量成

長，生物柴油用量將因較強的高級法令而上升，植物纖維乙醇則無法大規

模取得。纖維素指令將主要由再生壓縮天然氣和再生液化天然氣滿足。歐

盟方面，生物燃料占總運輸能源的比例，包含可持續性生物燃料的重複計

算，預計將在 2020 年達到 6.3%。10% RED 的其餘目標將由其他再生能源

的來源滿足，例如電動車。 

 

 

圖 17 世界生物燃料價格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巴西方面，價格仍將支持水合乙醇而非酒精汽油，因此展望期間乙醇

的需求將普遍持續，多數由國內生產來滿足。印尼的生物柴油產量將主要

用於滿足國內法令的需求。印度推行以較高糖價來彌補糖廠的新政策，將

鼓勵使用糖蜜來生產乙醇。 

在世界其他地方，相對次要的生物燃料市場發展取決於有效的政策支

持和價格趨勢，使得各國的前景各異。 

生物燃料貿易仍將有限。乙醇出口量預計將主要來自美國，因為添加

總量的限制進一步提高其國內需求，而多數的生物柴油貿易將由阿根廷運

往美國，以滿足其生物柴油與高級法令之規定。由於進口國家設置高關稅，

印尼的生物柴油出口預計維持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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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場的未來發展和可能的政策變化是本展望報告預測未來十年生

物燃料市場的主要不確定性。然而，有鑑於最近的政策決定，關於生物燃

料市場的未來不確定性，至少在短期內應稍有緩解。 

八、棉花 

(一)市場情勢 

全世界的棉花市場在 2015 市場年度前半段出現戲劇性的發展，因為主

要生產國的產量劇降 – 大約 9%。自 2008 年以來，世界棉花產量未曾經

歷如此嚴重的下滑。這個令人意外的產量縮減導致庫存釋出；然而，全球

總庫存量仍維持在高度水準(2000 萬噸，自 2014 年減少 5%). 

幾乎所有主要棉花生產國的產量均減少，例如巴基斯坦、美國和中國

的生產量分別下降了 5%、19%和 17%。惡劣氣候、全球市場需求低和政

策不穩定都是造成此驟降的原因。因應油價大跌而降低價格的合成纖維，

對世界棉花市場施加巨大的競爭壓力。然而，2015 市場年度的棉花工廠消

費估計自 2014 年的水準上升 1%，達到約 2430 萬噸(Mt)。中國和印度的工

廠消耗估計維持穩定，分別為 770 萬噸和 530 萬噸，而巴基斯坦、孟加拉

和越南的成長漲幅分別超過 2%、 4%、及高達 6%，這是因為中國在後兩

國工廠的直接投資金額持續提升。 

全球棉花進口量連續三季下跌，從 2014年降低 2%至 7500萬噸。印尼、

土耳其和越南的進口量雖有成長，卻不足以抵銷因為新棉花支持政策縮小

了國內和進口棉花的價格差距，而自 2014 年減少 12%的中國進口需求。

因為產量下滑，美國出口量預估會降至 220 萬噸，比去年低約 11%。印度

的出口量反而略微上升。 

(二)預測重點 

儘管世界棉花價格受到來自高庫存量和合成纖維強烈競爭的壓力，棉

花的名目價格預計在 2016 年再降之後呈現相對穩定，因為主要棉花生產

國於 2016-25 年期間的政府支持政策將會穩定市場。然而，全球棉花實際

價格與名目價格皆將比 2013-15 年的平均值為低。 

展望前期的全球生產成長速度將比消費成長慢，反映出 2010 年至 2014

年累積的大量庫存，導致價格降低。2025 年庫存量與利用量之比預計超過

40%，比例雖然算高，卻仍遠低於 2014 年創下 87%的歷史高峰。預測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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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世界棉花產地應為穩定，2020年後便開始擴展。世界各地的產量提升，

隨著生產作業由相對高產量國家，尤其是中國，轉移至相對低產量的南亞

國家，全球平均產量緩慢成長。各區域棉花消費量如圖 18 所示。 

 

圖 18 區域性棉花消費 

資料來源：2016-2025 OECD-FAO 全球農業展望報告。 

 

經濟和人口成長使得世界棉花用量預計每年成長 1.5%，達到 2830 萬

噸。依循 2010 年開始的下降趨勢，中國消費預計降低至 690 萬噸，而印

度將於 2025 年成為全球棉花工廠消耗量最大的國家(8 百萬噸)。孟加拉、

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尼和越南也將於 2025 年達到更高的棉花工廠消費。  

全球棉花貿易量將比過去成長得慢，特別是在中國進口暴漲的 2011-13

年。為了從工廠獲得附加價值，過去幾年開始轉以紗線和棉織物取代原棉

的貿易，並將持續此趨勢。然而，2025 年全球原棉貿易量將達到 870 萬噸，

比 2013-15 年的平均值高出將近 7%。美國仍是世界最大出口國，占 28%

全球貿易量。巴西的出口量預計幾乎成長一倍，由 70 萬噸增加至 150 萬

噸，位居全球第二大出口國。產量較高的澳洲將提高棉花出口量達 110 萬

噸，自基礎期成長 70%以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所有棉花生產國家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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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增加出口量至 140 萬噸。進口方面，2025 年中國預計進口 160 萬

噸，勉強保住世界第一進口市場的寶座。隨著其他進口國家的興起，中國

在世界棉花市場的主導地位將明顯受到挑戰。預計在 2025 年，孟加拉、

印尼和越南各自的進口量將超過 1 百萬噸。 

雖然不斷增加的農場勞動力成本和其他作物的資源競爭明顯限制全球

棉花生產的成長，然而科技的進步提高了生產力，包括大量採用轉基因棉

花，使棉花產量的提升在未來十年具有極大的潛力。儘管中期前景看似持

續成長，本展望報告可能含有短期的不確定性，會對供需與價格造成短期

波動。全球經濟忽突然放緩、全球紡織品和服裝貿易量大跌、合成纖維的

品質與價格競爭和政府政策的變動，都是影響棉花市場的重要因素。而前

所未有的高庫存量是全球棉花價格的變動關鍵。 

 

捌、 對國內的政策意涵 

我國大宗穀物(玉米、黃豆)除稻米外，主要仰賴國外進口，以供應民

眾食用及畜牧養殖飼料使用，國際農產貿易活動對我國糧食安全及農產業

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聯合國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未來 10

年農產品市場、生產面、消費面、貿易等面向的預測，將可做為我國農業

部會在進行相關決策之重要參考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