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 2015年農林業普查及主要結果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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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日本自 1950 年起，每隔 5 年舉辦一次「農林業普查」，並將其結果

供做未來訂定政策的重要參考資料。 

二、 日本舉辦各種調查或普查時所顯示的主要特徵包括：(1)一般接受調

查或普查的對象願意配合的原因與日本稅賦的法規與制度、補貼政

策等有密切的關連性。(2)調查或普查時常常會使用到一些專有名

詞，且該專有名詞可能因時空背景的變遷而有所差異，所以會針對

該次調查或普查所使用的專有名詞予以定義，以符實情之需。 

三、 調查重要結果如下： 

1. 家庭類型的經營單位為 134.2 萬個，比 2010 年的 19.2 萬個減少

18.6%；經營組織類型的經營單位為 3.3 萬個，比 2010 年的 3.2

萬個增加 6.3%，其中，農業法人為 2.3 萬個，比 2010 年的 1.7

萬個增加 33.6%。 

2. 農業經營單位的耕地面積以在 1.5 至 1.0 公頃的農業經營單位最

多，達 43.5 萬個，約佔日本總體的 31.7%。 

3. 具有借地耕作的經營單位有 50.1 萬個，佔整體的 36.9%；且其借

地面積達 116.2 萬公頃，佔日本經營耕地總面積 344.1 萬公頃的

33.8%。 

4. 以販售農產品金額來看，全年沒有販售農產品紀錄與每年販售金

額在 50 萬日元以下的單位，合計達 60.2 萬個，約佔全體的 43.8%。 

5. 在農家戶數方面，2015 年有販售農產品紀錄的農家及自給自足行

農家的戶數，分別為 132.7萬及 82.6 萬戶，比 2010年減少 18.7%

及 7.9%。主業農家、準主業農家及副業農家的戶數分別為 29.3

萬戶、25.7萬戶及 77.7萬戶，分別比 2010年減少 18.6%、34%及

11.9%。但女性積極參與農業經營相關事宜的比例高達 47.1%。 

6. 2015 年日本具有農產品銷售紀錄的農業就業人口數為 209 萬人，

比 2010 年減少 19.8%。 

7. 農業就業人口平均年齡為 66.3 歲，比 2010 年的 65.8 歲及 2005

年的 63.2 歲更為老化，40歲以下屬於年輕世代的農業就業人口所

佔的比例只有 6.7%。 



                                                                            

 
 

 

 

 

 

 

 

 

  關鍵詞：日本 2015年農林業普查  

四、 2015年為日本舉辦二次大戰後的第 14次農林業普查，因 2011 年

日本曾發生 311 大地震，並且引發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事件；因

此，在此次的普查中，針對大震災之前後主要災區的農林業進行

詳細調查與分析，並將其結果供做研訂相關政策之重要參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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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15年農林業普查及主要結果之簡介 

壹、 前言 

  日本為了確實掌握農業1與林業的產業實況，依日本的統計法規定，自

1950 年起每隔 5 年舉辦一次「農林業普查」，並將其結果供做農林水產省

研擬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以符實情之需。因其內容頗具參考價值，故將

其要點概述如下，以供國內人士卓參。 

貳、 日本農林業普查的主要歷程 

  日本自 1950 年起至 2015 年止共實施 14 次的農林業普查，其歷程的

要點為： 

一、 為了研究與分析的需要，日本農林業普查的基準日，均以每次實施普

查基準年的 2月 1日為調查基準日，且在所使用的普查名稱方面，呈

現如下： 

(一) 每逢西元尾數為 5的年度 (例如 2015年)，其普查名稱定為「農林業

普查」，其所調查的主要內容，以日本國內的農林業相關事宜為主要

對象。 

(二) 為了配合聯合國每隔 10 年針對全世界各國農林業實況進行普查的需

要，每逢西元尾數為 0 的年度(例如 2010 年)，普查名稱定為「世界

農林業普查」，其普查的內容，除了針對日本國內農林業產業相關事

宜進行普查外，亦以聯合國所公布的資料為基礎，進行日本與世界農

林業普查相關事宜之對照與比較。 

二、 日本每次舉辦農林業普查時，常因普查當時日本國內外環境，與昔日

農林業普查時出現差異性；所以，為了讓普查的結果能夠充分反映日

本的農林業實況，所以在普查時如果有必要使用專有名詞的話，農林

水產省負責統計的單位，與使用該專有名詞的單位，以共同協商的方

式，針對該專有名詞的定義詳加規範，以符實際需要。值得關注的是，

                                                      
1
 農業調查範圍涵蓋農糧、畜牧業，但不含水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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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專有名詞曾經在以往各種普查或調查的過程中使用的話，農林

水產省會將歷年來出現過的相同的專有名詞的定義，依時間序列的先

後順序予以彙整成冊，以便供做日後查閱、檢視或比較該專有名詞，

在實質上的差異性使用。 

    就日本進行農林業普查時所採取的樣本數而言，因時空背景的差

異性頗大，所以在每次進行普查時所採取的樣本數方面有顯著的不同。

例如：(1)1950 年日本在美國的協助下開始著手進行第一次農林業普

查時，一方面因當時日本從事農林業的人口數相當多2，且缺乏電腦等

科技產品可以用來輔助統計與分析農林業普查所需之相關事宜；另一

方面日本著手進行首次的農林業普查時，正處於南北韓戰爭面臨開戰

的緊張狀況，且當時以美國為主的聯軍打算以日本為聯軍後勤補給站

的基地，以及當時沒有多餘的財力進行全面性的農林業普查，所以採

取抽樣的方式進行普查，其樣本數約為當時日本從事農林業人口數的

1/20。(2)2015 年日本農林業就業人口數僅剩 209 萬人，且目前的航

測、資訊等科技愈來愈完備，所以就從事農林業普查而言，日本可以

輕易針對農林業相關事宜採取全面性的普查。 

    就普查資料的可信度與準確度而言，由於受到大多數的日本人都

瞭解，調查與統計相關事宜是研擬各種政策措施的憑據與基礎，所以

一般的日本國民樂意配合日本當局所進行的各種調查或普查活動，以

期能達到日本國民應盡的責任。再者，日本的稅賦理念是「只要有所

得，就有稅賦」；此外包括農業政策在內的各種補貼政策或援助措施

而言，其所實施或訂定的標準，亦以調查的結果為基礎。基於沒有人

願意跟自己的鈔票開玩笑以及申報虛偽的資料須負法律責任等因素

影響，日本人對於日本官方所辦理的各種調查或普查資料，認為其可

信度頗高。 

參、 日本 2015 年農林業普查的概要 

  由農林省產省所公布的資料得知： 

                                                      
2由相關資料得知，當時日本屬於農林漁牧業的人口數，超過當時日本總人口數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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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調查的目的 

  農林水產省為確實了解日本的農林業生產結構，以及農山村地域

的實況，進而能將所得到的資料供做整建農林業統計調查之基礎；因

此，在配合 FAO 所提倡的世界農林業普查的情況下，也希望能借此機

會，達到比較日本的農林業實況與世界各國間之差異性。 

二、 調查的對象、方法、項目及所使用的專有名詞 

(一) 調查的對象：分成農林業經營單位及農山村地域調查二類；前者是以

生產農林業產品或接受委託進行農林業作業之「從事農林業生產活動

人員」(如果是以法人組織方式進行農林業生產活動的話，則以法人

代表為對象)；後者則以日本全國的市町村或農業集落(已列屬市區化

的所有農業集落除外)為對象。 

(二) 調查的方法 

1. 農林業經營單位的調查方法，是透過「農林水產省→都道府縣第一

層級地方政府→市町村第二層級地方政府→調查人員→調查對象」

的調查體制進行調查，並由調查人員針對調查對象所收到的調查通

知書內容進行調查。 

2. 在農山村地域的調查方法方面，則分成二種方式，其一是在市町村

方面是經由「農林水產省→各地方統計組織→調查對象」的調查體

制，以郵寄方式將資料寄給調查對象，由調查對象填寫調查資料後，

寄回給調查單位。其二是，在農業集落的調查方面，則採取經由「農

林水產省→各地方統計組織→調查人員→調查對象」的調查體制，

由調查人員親自到農業集落，依調查通知的調查項目進行調查。 

(三) 調查項目：分成農林業經營單位調查及農山村地域調查等二大類，前

者包括農林業經營單位、農業經營單位、總農家數等、販賣農家及林

業經營單位等五項；後者包括農業集落及林野面積等二大項。 

(四) 所使用的專有名詞：此次調查所使用的專有名詞頗多，為了節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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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相關之定義，在本文中，僅針對認為有必要解釋的專有名詞以註

釋的方式予以敘述。 

三、 普查的主要結果 

(一) 農業的經營單位：2015年日本農業的經營單位有 137.7萬個，比 2010

年的 163.3 萬個減少 18.6%，其中(1)家庭類型的經營單位為 134.2

萬個，比 2010 年的 159.2萬個減少 18.6%。(2)組織經營類型的經營

單位
3
為 3.3萬個，比 2010年的 3.1萬個增加 6.3%；在此類型的經營

單位中，以 2015 年農業法人為 2.3萬個，比 2010 年的 1.7 萬個增加

33.6%的成長最受注目。形成這些趨勢的要因，與日本農業就業人口

老化而離農、日本當局鼓勵農業經營單位法人化等有密切的關係。 

(二) 從農業經營單位的立場觀看經營規模別的變化，得知(1)北海道4的農

業經營單位只有 40,283 個，僅占日本全國農業經營單位數的 2.9%，

但其農業經營耕地面積在 100公頃以上的農業經營單位則有 1,153個，

佔日本農業經營單位的耕地面積 100 公頃以上(1,590 個)的 72.5%。

(2)都府縣層級地方行政區的農業經營單位中，以茨城縣的 57,533個

為最多，東京都只有 6,020 個最少。(3)就農業經營單位的耕地面積

別而言，以耕地面積在 0.5至 1.0公頃的農業經營單位最多，達 43.5

萬個，約佔日本整體的 31.7%。 

(三) 就經營耕地面積的集積相關事宜而言，由(1)2015 年日本農業經營單

位的耕地面積規模別得知，有 57.8%的農業經營單位的經營耕地面積

在 5公頃以上，比 2010年的 51.4增加 6.4%。(2)2015 年日本農業經

營單位中，屬於耕地面積經營的單位為 135.8萬個，其中具有借地耕

作的經營單位有 50.1萬個，佔整體的 36.9%；且其借地面積達 116.2

萬公頃，佔日本經營耕地總面積344.1萬公頃33.8%等調查資料得知，

                                                      
3日本所稱的經營單位，包括依日本農業協同組合法成立的農事組合法人；依日本會社

法成立的股份有限會社、合名或合資股份有限會社；依日本保險法成立的互助會社等在

內。 
4就日本的立場而言，由於面積廣達 8.3萬平方公里的北海道，是日本最晚開發的地區，

所以在農業的統計及補貼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在習慣上常將北海道的基準，採取異都府

縣等同一層級行政區的標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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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農林水產省主導，都道府縣層級地方政府積極辦理的「農地中間管

理機構」相關事宜，已達初步的績效。在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為期

長達 10年的「2015年食料農業農村基本計畫」5的施政方針的主導下，

日本未來的農業經營耕地面積的集積比率可望持續增加，且其耕地面

積的大小也可望進一步擴增。 

(四) 從販售農產品金額的觀點來看，由於受到(1)2015 年日本全國農業經

營單位有 137.4 萬個，其中全年沒有販售農產品紀錄與每年販售金額

在 50萬日元以下的單位，合計達 60.2 萬個，約佔全體的 43.8%，充

分反映目前日本的農業經營單位仍然呈現零細化現象；以及(2)2015

年呈現年度販售金額在3,000萬日元以下的農業經營單位數目減少的

趨勢，而在 3,000 萬日元以上的農業經營單位則呈現增加現象等趨勢

得知，處於市場競爭激烈的狀況下，農業經營單位每年販售金額愈少

者，其市場競爭力愈薄弱，且愈容易遭受到市場的淘汰。 

(五) 2015年日本的販售農產品的單位有 124.2 萬個，其中值得關注的重點

是：2015 年有販售農產品紀錄的農協相關單位達 82.2 萬個，佔整體

的 66.2%，但比 2010年的 67.2%及 2005年的 72.1%，均呈減少的傾向，

顯示農協販售農產品的處境有愈來愈多的挑戰。由 2015 年直接以消

費者為販售對象的網購、零售業、外食產業等單位呈現增加的現象，

充分反映日本農產品販售通路愈來愈多元化。 

(六) 2015年日本有販售農產品紀錄的經營單位有 124.2 萬個，其中僅販售

單項農產品的單位有 98.7萬個，佔整體的 79.5%；值得關注的是，這

些販售單項產品的項目，以稻米 62萬個(全體的 50.2%)位居首位，其

次是果樹類 12.3 萬個(全體的 9.9%)；充分反映日本農政機關特別重

視主糧稻米及主要外銷農產品-水果等品項的產銷動向。 

(七) 在農家戶數方面， 2015 年日本農家總戶數為 215.3 萬戶，比 2010

年的 252.8萬戶減少 37.5萬戶(減幅為 14.8%)。在農家總戶數中，2015

年有販售農產品紀錄的農家及自給自足型農家的戶數，分別為 132.7

                                                      
5此基本計畫的中文譯註資料，請參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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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戶及 82.6萬戶，比 2010 年減少 18.7%及 7.9%。如果以有販售農產

品紀錄的農家為計算基準，2015 年主業農家(相當於臺灣俗稱的專業

農家)、準主業農家(相當於臺灣俗稱的第一類兼業農家)及副業農家

(相當於臺灣第二類兼業農家)的戶數分別為 29.3 萬戶、25.7 萬戶及

77.7萬戶，分別比 2010年減少 6.7萬戶(減幅為 18.6%)、減少 13.2

萬戶(減幅為 34%)及減少 10.5萬戶(減幅為 11.9%)。如果以具有販售

農產品紀錄的農家為基準，2015 年具有經營決定權的男性佔 93.3%，

但是女性積極參與農業經營相關事宜的比例高達 47.1%；充分顯示日

本農家在農業經營方面，以男性握有絕大多數的決定權，但農家婦女

對於農家的農業相關事宜則採取積極參與的態度，提供女性所具有的

獨特卓見，為日本的農業帶來許多卓越的貢獻。 

(八) 2015 年日本具有農產品銷售紀錄的農業就業人口數為 209 萬人，比

2010 年的 260.6 萬人減少 51.6 萬人(減幅為 19.8%)，並出現如下之

趨勢： 

1. 就性別而言，2015年農業就業人數中之男性與女性，分別為 108.3

萬人(佔整體比例的 51.8%)與 100.7 萬人(佔整體比例的 48.2%)，

充分顯示男性與女性在農業方面的貢獻均具有相當重要的份量。 

2. 2015 年日本農業就業人口平均年齡為 66.3 歲，比 2010 年的 65.8

歲及 2005 年的 63.2 歲，均呈現老化的現象。 

3. 就年齡層別而言，2015年日本 40歲以下屬於年青世代的農業就業

人口所佔的比例只有 6.7%(14.1萬人)，而 80歲以上屬於超高年齡

的農業就業人口所佔比例高達 16.7%(34.8萬人)，充分顯示日本農

業就業人口老化的現象，已成為日本當局不得不重視的嚴峻難題。 

4. 此外，如果與農地棄耕相關事宜進行交叉比對，更能凸顯出日本農

地棄耕現象無法消除，特別是山區等偏遠地區耕地棄耕現象呈現更

為惡化的趨勢。 

(九) 2015 年日本持有山林經營的單位為 86,712 個，每一個經營單位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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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經營面積為 50.5 公頃，比 2010年的 37.3公頃增加 35.4%，其中值

得關注的是：(1)2015年經營面積在10公頃以下的經營單位佔57.8%，

比 2010 年的 60.6%呈現減少傾向。(2)2015 年經營面積在 100 公頃以

上的經營單位佔 4.1%，比 2010年的 3.2%及 2005年的 2.6%均呈現逐

漸增加的趨勢。 

(十) 2015 年日本的國土面積為 3,779.7 萬公頃(包括與鄰近諸國具有爭議

性的島嶼等在內)，其中(1)2015年林野面積為 2,481萬公頃，佔日本

全國國土面積的 66.5%，與 2010年的 2,485萬公頃及 2005年的 2,486

萬公頃進行比較，只呈現些微變化。(2)2015 年林野面積中，包括各

地方政府公有面積及獨立行政法人持有面積在內的私有林野面積，與

屬於農林水產林野廳管理的國有林野面積，分別為 1,761 萬公頃及

720萬公頃，如果與 2010年民有林野面積 1,763萬公頃及國有林野面

積 722萬公頃進行比較，均呈現減少的傾向。 

(十一) 2015 年日本具有集落機能
6
的農業集落數目為 13.4 萬個，佔日本

所有集落數目(13.8 萬個)的 97.2%，其中值得關注的重點為： 

1. 2015 年日本具有集落機能的集落數目，比 2010 年增加 670 個(增

加 0.5%)；之所以呈現此現象的主因是，日本執政當局將位居偏遠

地區的農山漁村等的集落，視為具有確保日本國土安全、水資源的

涵養、確保生物多樣化等多功能的國土守護者。因此，長期以來均

以積極的態度辦理集落的各種公共設施相關事宜，以及針對農山漁

村等偏遠地域實施日本型直接給付政策所致。 

2. 由調查的結果得知，在接受普查的農業集落中，最近一年裡曾經召

開過屬於全體集落居民所有的集落會議7有 13 萬個(佔整體接受普

查的集落數目 93.9%)；其中一年裡召開 5 次以下集落會議的集落

                                                      
6本次普查所稱之「集落機能」，是指農業集落在農地或山林等地域資源的維持、管理機

能、收穫期的共同作業等農業生產方面能夠有完全互補的機能；在婚喪喜慶及地方上的

祭典活動等相關事宜方面能夠互相支助的情況下，可以努力維持並且提升生活品質的機

能，稱之為「集落機能」。 
7
 集落會議與我國的村民或里民會議的性質與功能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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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為 31.6%，充分反映集落會議的政策設計及其用意頗佳，但在

執行方面則有待進一步的努力。 

3. 在集落會議召開時，其所討論的主要議題，以集落舉辦例行性的祭

典等相關事宜及其推展位居首位；其次分別為自然環境的保全與美

化、農用道路與灌排水等設施之管理、集落共有財產的管理、與集

落內相關的福祉及厚生、農業生產相關事宜等為主要議題。 

(十二) 由日本農業集落居民到 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 人口集

中地區，日本於 1960 年進行國勢調查時開始使用的統計名詞)及日常

生活相關設施所需要的時間得知，以農業集落居民自己常使用的交通

工具為基準，由集落居民的住家到達警察局或派出所、農協、醫院或

診所、超商或小型商店、市町村級的區公所或該所的分所、公民館8、

小學等公共場所或設施所需要的時間，平均在 30 分鐘以內所佔的比

例，約為整體的 65.4%，一方面充分反映日本當局對於農業集落所需

的公共設施的重視，另一方面呈現農業集落居民對於日常生活所需的

公共設施的依賴程度不容忽視。 

(十三) 從 2015 年調查，日本 13.8 萬個農業集落為了活化集落而舉辦各

種活動之理由，包括：有 10.5 萬個農業集落為了美化環境及促進自

然環境的保全，佔全體調查的 81.2%，位居首位；其次以保存傳統的

祭典、文化及藝能等為目的，佔全體調查的 76%；其三是各種共有資

材及其相關資產的盤點與調度；其四是辦理促進高年齡者社會福祉相

關事宜；至於農林水產省積極推動的政策項目，如：積極建構農村集

落六級產業化相關事宜、辦理推展非農村集落居民移居農村集落相關

事宜、辦理促進再生能源相關事宜等，就現今居住在農業集落的居民

立場來說，並非熱衷參與的事項，這些理由的選項比例，均僅佔全體

調查比例的 8.5%至 1.3%。根據調查結果的趨勢得知，良好的生活空

間及能夠安養生活品質，是農業集落居民所追求的願景。 

                                                      
8日本各集落地域所設的公民館，與我國各地方所設的居民活動中心類似；唯日本的公

民館具有平時為當地居民集會或舉辦各種活動的主要場所，遇到颱風、暴風雪等各種天

災時為居民的臨時避難中心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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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2011年日本發生 311 大地震，為岩手縣、宮城縣及福島縣等東北

地區帶來相關嚴重的災難，尤其是福島核電廠幅射外洩事件，更為日

本農林漁牧業的國內外產銷帶來重大損失；因此，2015年的農林業普

查，針對大地震的主要災區進行震災發生之前後及重建相關事宜進行

詳細的調查與分析，主要結果如下：  

1. 震災主要的三縣災區於 2010年的農林業經營單位合計有 18.3萬個，

2015年只剩下 14.1 萬個，減幅為 23.1%。就經營單位的變化而言，

家族經營單位及林業經營單位均呈現大幅度減少的趨勢，惟有法人

經營單位呈現增加的現象，充分反映農林水產省積極鼓勵以農業生

產大區化的法人經營理念為重建日本新東北地區的重要政策措施，

頗受災區農業相關單位及人員的肯定。此外，值得關注的是，震災

後的農林業經營單位(特別是屬於家族經營的單位)，處於所生產的

農林業產品可能被貼上含有輻射污染疑慮的情況下，仍然有 74.3%

的單位持續從事農林業經營，充分顯示從事農林業者的轉業具有高

度的難度及無奈。 

2. 就農業用地受到地震引發海嘯產生海水倒灌的面積而言，岩手縣為

730 公頃、宮城縣為 14,340 公頃、福島縣為 5,460 公頃，三縣合

計為 20,530 公頃；在日本執政當局以東日本大震災農業生產對策

支付款、災害被害地域農業復興綜合支援計畫、農地及農用設施災

害復舊等計畫、被害農家重新經營支援計畫、農山漁村地域復興基

礎綜合性整建計畫等政策措施大力協助的情況下，迄至 2015 年度

止，岩手縣包括預定可以完成復舊作業的農業用地面積9為 670 公

頃、宮城縣為 13,710 公頃、福島縣為 2,760公頃10，此三縣合計為

17,140公頃的農業用地已達到可以復耕的水準。由於至 2015年度

                                                      
9由於此次的農林業普查是以 2015年 2月 1日為普查的基準日，而普查內容中，係以 2016

年 3月 31日之 2015年度終止日可能實現之目標為預估數據，所以以預定完成復舊的作

業方式陳述此項業務的推展進度。 
10福島縣因為有核電廠輻射外洩的人禍問題，所以有 2,020公頃的農業用地轉為供做避

難指示區使用，已無法繼續列屬農業用地使用。換句話說，扣除已變更為非農業用地的

面積，此三縣受到海嘯影響的農業用地面積為 18,41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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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已有 93.1%的農業用地可望復耕，所以自 2016 年度起農林水產

省為了節省預算經費，該省的農業施政計畫不再將震災復舊與復興

相關事宜列屬專案辦理的要務，而是採取將其後續相關業務併入相

關計畫裡辦理，以符合實際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