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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齡者在地域農業社會之角色」 

意向調查結果 
陳建宏 

 
摘要：為維持地域農業社會之發展，培育農業未來的新世代，瞭解高齡者的活動

對於新世代的培育及地域的活化之影響，本調查乃針對 65歲以下之農業
者，對 65歲以上具農業經驗高齡者在地域農業社會所扮演角色之意見加

以調查，主要調查結果如下： 
 

1. 高齡者所擁有之經驗、知識 
高齡者所擁有之經驗、知識主要為「農業技術之知識」佔 73.3％，其次為
「地域的習俗或慣例」及「從前的傳統文化、技術」。各年齡層對於高齡

者所擁有經驗、知識之認知稍有差異， 39歲以下受訪者對於高齡者所擁
有經驗、知識之認知，相對較注重「農業技術之知識」、「地域的習俗或慣

例」及「從前的傳統文化、技術」。而 60-64歲受訪者則相對較注重高齡
者之「整合地域之協調能力」、「農業經營之知識」及「行政或 JA（農協）
之協調能力」。 
 
2. 期待高齡者參與活化地域之事項 
受訪者期待高齡者參與活化地域之事項，主要為「地域問題之諮詢顧問及

協調者」、「傳統技能、祭典等地域文化、傳統之傳承」及「利用耕作放棄

地，栽培景觀作物等環境美化活動」。 
 
3. 期待高齡者對於新進就農者的培育及支援事項 
主要為「擔任農業經驗不足之新進就農者的諮詢顧問」、「豐富經驗及農業

技術之傳授」及「農忙期勞力不足時之輔助作業」。經營耕地面積規模較

大之受訪者，較需要高齡者「農忙期勞力不足時之輔助作業」，而經營耕

地面積規模較小之受訪者，則需要高齡者「擔任農業經驗不足之新進就農

者的諮詢顧問」、「傳授豐富之經驗及農業技術」及「對兒童及青年人實施

農業體驗活動」。 
 
4. 活用高齡者經驗、技能之方法 
主要為「提供高齡者發揮經驗、技能之機會」、「高齡者自身之意識改革」

及「由相關單位(推廣中心、JA等)向高齡者請教」。 
 
5. 為活用高齡者之經驗及技能，所需之行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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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地域之活化，對於新進就農者加以培育及支援，需活用高齡者之經

驗及技能。在所需行政支援上，主要為「建立高齡者易於活動之體制 (如
在市町村或 JA設置服務窗口)」、「對於高齡者所從事之農林水產物的生

產、加工、直接販賣等農業生產相關活動之支援」及「推行高齡者易於活

動之措施」。 
 
6. 在農忙期，雇用高齡者之意向 
想雇用高齡者之比例（含想雇用及有點想雇用）為 53％，不想雇用高齡

者之比例（含不想雇用及不太想雇用）為 46.3％。若從經營耕地面積規模

別觀之，規模越大者，可能會雇用高齡者之比例越高。至於想雇用高齡者

之理由方面，主要為「過去有農業經驗，適合農業作業」、「作業較細心」

及「配合地域之高齡者雇用政策」。而不想雇用高齡者之理由，主要為「需

注意其健康或受傷情形」及「對其體力不放心」。 
 
今後之主要政策措施： 
1. 活用高齡者之能力，利用地域資源，從事生產、加工，直接販賣或維

持繼承農村文化，促進世代間之交流，發揮高齡者之人生價值。 
2. 設計課程，邀請高齡者擔任講師，向新世代傳授高齡者之熟練技術或

生活智慧，以建造高齡者受人尊敬，足以自豪的地域社會。 
3. 對於退休歸農者，加強其生產、加工技術、經營管理等之指導、支援，

並活用退休歸農者在其他產業所習得之高度專門能力。 
4. 促進農業者年金制度之普及，充實農村高齡者可安心活動之體制。 
5. 健全高齡者易於工作之圃場或農業機械整備，促進新世代對於高齡者

活動之支援，使高齡者可安心從事農業生產。 
6. 健全市民農園或體驗農園之整備，建造都市高齡者在農村可適應生活

之環境。 
7. 開設農業技術或農村生活之高齡者講座，以促進高齡者之生涯學習活
動。 

關鍵詞：高齡者、地域活化、新進就農者 

一、 前言 

由於日本目前農業就業人口之過半數為 65歲以上，今後農業從事者銳減及
高齡化問題將更加嚴重。為維持地域農業社會之發展，培育農業未來的新世代，

瞭解高齡者的活動對於新世代的培育及地域的活化之影響，本調查乃針對 65歲
以下之農業者，對 65歲以上具農業經驗高齡者在地域農業社會所扮演角色之意
見加以調查，調查實施期間為 2004 年 11月，對象為 65歲以下農業者 3000名，
有效回答者 1589名，問卷回收率為 53%，本文旨在分析其調查結果及涵意。 

 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版權所有 © 2005 COA All Rights Reserved 

二、 調查結果概要 

1. 高齡者所擁有之經驗、知識 
表 1為受訪者對於高齡者所擁有經驗、知識之認知，由表 1可知，高齡者所

擁有之經驗、知識主要為「農業技術之知識」佔 73.3％，其次為「地域的習俗或
慣例」及「從前的傳統文化、技術」。表 2則為不同年齡別對高齡者所擁有之經

驗、知識之認知，由表 2可知，各年齡層對於高齡者所擁有經驗、知識之認知，

主要為「農業技術之知識」、「地域的習俗或慣例」及「從前的傳統文化、技術」。

而 39歲以下受訪者對於高齡者所擁有經驗、知識之認知，相對較注重「農業技

術之知識」、「地域的習俗或慣例」及「從前的傳統文化、技術」。而 60-64歲受
訪者則相對較注重高齡者之「整合地域之協調能力」、「農業經營之知識」及「行

政或 JA（農協）之協調能力」。 
 
表 1  高齡者所擁有之經驗、知識（可複選） 
                                                             單位：% 

項目 百分比 
農業技術之知識 73.3 
地域的習俗或慣例 70.7 
從前的傳統文化、技術 67.2 
整合地域之協調能力 55.1 
農業經營之知識 49.4 
行政或 JA（農協）之協調能力 36.9 
其他 9.8 
無回答 0.9 
 
表 2  高齡者所擁有之經驗、知識（年齡別） 

單位：% 
項目 39歲以下 40-49歲 50-59歲 60-64歲 

農業技術之知識 79.6 73.6 68 76.8 
地域的習俗或慣例 75.7 69.4 71.2 69.2 
從前的傳統文化、技術 72.9 70.4 65.8 65.1 
整合地域之協調能力 45.9 52.7 55.1 59.4 
農業經營之知識 47.5 45.6 42.1 60.2 
行政或 JA（農協）之協調能力 34.3 30.3 32.4 46.4 
 
2. 期待高齡者參與活化地域之事項 
表 3為期待高齡者參與活化地域之事項。由表 3可知，受訪者期待高齡者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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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活化地域之事項，主要為「地域問題之諮詢顧問及協調者」、「傳統技能、祭典

等地域文化、傳統之傳承」及「利用耕作放棄地，栽培景觀作物等環境美化活動」。 
 
表 3  期待高齡者參與活化地域之事項（可複選） 

                                                                        單位：% 

項目 百分比 
地域問題之諮詢顧問及協調者 65.5 
傳統技能、祭典等地域文化、傳統之傳承 62.4 
利用耕作放棄地，栽培景觀作物等環境美化活動 53.6 
利用當地農作物，進行農產加工及直接販賣 42.8 
市民農園等之農業技術指導 42.4 
對於兒童實施地域傳統料理之飲食教育指導 34.6 
使用當地農產物，對學校營養午餐提供食材 33.7 
透過各項活動與地域內外之非農家住民或消費者交流 32.6 
對獨居老人提供當地農產物之配食活動 26.7 
其他 2.1 
無回答 0.8 
 
3. 期待高齡者對於新進就農者的培育及支援事項 
期待高齡者對於新進就農者的培育及支援事項方面，由表 4可知，主要為「擔

任農業經驗不足之新進就農者的諮詢顧問」、「傳授豐富之經驗及農業技術」及「農

忙期勞力不足時之輔助作業」。表 5為經營耕地面積規模別之期待高齡者對於新
進就農者的培育及支援事項，由表 5可知，經營耕地面積規模較大之受訪者，較
需要高齡者「農忙期勞力不足時之輔助作業」，而經營耕地面積規模較小之受訪

者，則需要高齡者「擔任農業經驗不足之新進就農者的諮詢顧問」、「傳授豐富之

經驗及農業技術」及「對兒童及青年人實施農業體驗活動」。 
 
表 4  期待高齡者對於新進就農者的培育及支援事項（可複選） 

                                                                       單位：% 
項目 百分比 

擔任農業經驗不足之新進就農者的諮詢顧問 62.2 
傳授豐富之經驗及農業技術 55 
農忙期勞力不足時之輔助作業 52 
對兒童及青年人實施農業體驗活動 46.6 
共同使用之農業設施的管理或水路等之除草或清掃工作 37.4 
相關單位(JA或推廣中心等)之協調者 14.6 
其他 1.4 
無回答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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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期待高齡者對於新進就農者的培育及支援事項（經營耕地面積規模別） 

單位：% 
項目 1公頃未滿 1-3公頃 3公頃以上 

擔任農業經驗不足之新進就農者的諮詢

顧問 
61.9 62.8 61.3 

傳授豐富之經驗及農業技術 58.3 54.4 47.6 
農忙期勞力不足時之輔助作業 43.3 56.5 63.3 
對兒童及青年人實施農業體驗活動 50.1 45.0 41.5 
共同使用之農業設施的管理或水路等之

除草或清掃工作 
35.3 38.3 40.7 

相關單位(JA或推廣中心等)之協調者 15.9 13.6 13.7 
 
4. 活用高齡者經驗、技能之方法 
為促進地域之活化，對於新進就農者加以培育及支援，需活用高齡者之經驗

及技能。在方法上，由表 6可知，主要為「提供高齡者發揮經驗、技能之機會」、
「高齡者自身之意識改革」及「由相關單位(推廣中心、JA等)向高齡者請教」。 

 
表 6  活用高齡者經驗、技能之方法（可複選） 

單位：% 
項目 百分比 

提供高齡者發揮經驗、技能之機會 71.9 
高齡者自身之意識改革 52.1 
由相關單位(推廣中心、JA等)向高齡者請教 45.4 
地域農家或非農家住民之理解 35.2 
由年輕世代向高齡者請教 34.4 
建造高齡者易於活動之環境(如在各項設施設置高齡者
使用之扶手、欄杆等) 

23 

其他 1.2 
無回答 0.8 
 
5. 為活用高齡者之經驗及技能，所需之行政支援 

為促進地域之活化，對於新進就農者加以培育及支援，需活用高齡者之經

驗及技能。在所需行政支援上，由表 7可知，主要為「建立高齡者易於活動之體

制 (如在市町村或 JA設置服務窗口)」、「對於高齡者所從事之農林水產物的生

產、加工、直接販賣等農業生產相關活動之支援」及「推行高齡者易於活動之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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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為活用高齡者之經驗及技能，所需之行政支援（可複選） 

單位：% 
項目 百分比 

建立高齡者易於活動之體制 (如在市町村或 JA設置服
務窗口) 

63.7 

對於高齡者所從事之農林水產物的生產、加工、直接販

賣等農業生產相關活動之支援 
44.3 

推行高齡者易於活動之措施 41 
對於高齡者所從事之與消費者交流、對兒童飲食教育等

地域社會相關活動之支援 
32.3 

其他 2.4 
無回答 1.7 
 
6. 在農忙期，雇用高齡者之意向 
在農忙期，雇用高齡者之意向，如表 8所示。由表 8可知，想雇用高齡者之

比例（含想雇用及有點想雇用）為 53％，不想雇用高齡者之比例（含不想雇用

及不太想雇用）為 46.3％。亦即在農忙期，受訪者可能會雇用高齡者之比例超過

半數以上。若從經營耕地面積規模別觀之，由表 9可知，規模越大者，可能會雇
用高齡者之比例越高。至於想雇用高齡者之理由方面，由表 10可知，主要為「過
去有農業經驗，適合農業作業」、「作業較細心」及「配合地域之高齡者雇用政策」。

而不想雇用高齡者之理由，由表 11可知，主要為「需注意其健康或受傷情形」
及「對其體力不放心」。 
 
表 8  在農忙期，雇用高齡者之意向 

單位：% 
項目 百分比 合計 

想雇用高齡者 28.2 
有點想雇用高齡者 24.8 

53 

不想雇用高齡者 21.8 
不太想雇用高齡者 24.5 

46.3 

無回答 0.8 0.8 
 
表 9  在農忙期，雇用高齡者之意向（經營耕地面積規模別） 

單位：% 
項目 1公頃未滿 1-3公頃 3公頃以上 

想雇用高齡者 22.2 31.2 36.3 
有點想雇用高齡者 21.9 26.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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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想雇用高齡者 28.1 22.6 19.8 
不太想雇用高齡者 27.2 18.5 15.7 
無回答 0.6 0.7 1.2 
 
表 10  想雇用高齡者之理由（可複選） 

單位：% 
理由 百分比 

過去有農業經驗，適合農業作業 93.9 
作業較細心 59.5 
配合地域之高齡者雇用政策 58.2 
工資較低 35.7 
其他 11.5 
無回答 0.4 
 
表 11  不想雇用高齡者之理由（可複選） 

單位：% 
理由 百分比 

需注意其健康或受傷情形 74.6 
對其體力不放心 55.2 
雇用非高齡者較妥當 35.5 
作業較慢 23.7 
其他 24.2 
無回答 1.0 

三、 今後之主要政策措施 

為維持農業農村的發展，高齡者應扮演積極的角色。因此今後之主要政策

目標乃根據高齡者之能力及意願，活用農村之地域資源，展開多樣化之活動，使

高齡者深感生命價值，以建造充滿活力之農村。而主要措施如下： 
1. 活用高齡者之能力，利用地域資源，從事生產、加工，直接販賣或維持繼承

農村文化，促進世代間之交流，發揮高齡者之人生價值。 
2. 設計課程，邀請高齡者擔任講師，向新世代傳授高齡者之熟練技術或生活智

慧，以建造高齡者受人尊敬，足以自豪的地域社會。 
3. 對於退休歸農者，加強其生產、加工技術、經營管理等之指導、支援，並活

用退休歸農者在其他產業所習得之高度專門能力。 
4. 促進農業者年金制度之普及，充實農村高齡者可安心活動之體制。 
5. 健全高齡者易於工作之圃場或農業機械整備，促進新世代對於高齡者活動之

支援，使高齡者可安心從事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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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健全市民農園或體驗農園之整備，建造都市高齡者在農村可適應生活之環境。 
7. 開設農業技術或農村生活之高齡者講座，以促進高齡者之生涯學習活動。 

四、 小結 

高齡化是目前日本農業的重要問題之ㄧ，而急速高齡化，主要由於（1）年

輕勞動力流向其他產業（2）農業機械的普及，使高齡者可繼續從事農作業（3）
平均壽命的延長（4）少子化的趨勢。在此情況下，隨著高齡化的進展，對於農
業勞動力不足的農村，高齡者可分擔地域某種程度的農作業，促進地域農業生產

之活動，有助於農業、農村之活化。因此高齡者在地域農業或農業經營上，可藉

由適當的角色扮演，以發揮其貢獻。 
 
根據 2000 年農林業普查，65歲以上之高齡者佔日本農業就業人口之 52.5%，

亦即日本農業勞動力的半數以上是高齡者。而食料、農業、農村基本法第 27條
亦規定：「政府應促進環境整備，使地域農業之高齡者，可根據其所扮演的角色

及所擁有的技術能力，以從事相關之農業活動」。因此如何支援佔農業就業人口

多數之高齡者，以建造高齡者能充分發揮其能力的環境，使其得以繼續經營農

業，乃 21世紀日本農業的重要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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