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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振興法：促進過疏地域自立特別措施法、養蜂振興法、地域農業本計畫，再

生能源發電收購價格。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一、日本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通過離島振興法、促進過疏地域自立特別措施法及

養蜂振興法等 3 個法律修正案，其相關要點為： 

(一)離島振興法：因應實情之需，將此法適用期限延長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並

且新設「離島活性化支付金」，以期能對紓緩有人島居民人口漸減趨勢、提

高其他地區居民移居離島的意願、促進離島產業六級化等政策能順利推展。 

(二)促進過疏地域自立特別措施法：將此法適用期限延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以期能對日本國土保安及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等相關事宜有所助益。 

(三)養蜂振興法：此次修法，除了繼續辦理提高養蜂意願及提高蜂農所得等政策

外，更增加行政機關等確保蜜源的植物數量，加強掌握蜜蜂飼養數量及其衛

生管理等相關事宜。 

二、日本積極推展地域農業基本計畫：農林水產省將「推展地域農業基本計畫」，

列屬 2012 年施政的重點，希望採取經由各地域居民共同參與，以面對面溝

通的方式，辦理人與農地相關事宜、鼓勵成為新加入農業就業行列人員、加

速進行農地彙整等政策措施為主軸，希望以五年的時間，達到強化日本農業

體質等政策目標。 

三、日本訂定再生能源發電收購價格，使日本電力來源呈現多樣化趨勢，對振興

日本農山漁村、農林漁牧業六級產業化等事宜，可能帶來正面及反面等多重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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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日本修訂離島振興法日本修訂離島振興法日本修訂離島振興法日本修訂離島振興法，，，，促進過疏地域自立特別措施法及養蜂振興促進過疏地域自立特別措施法及養蜂振興促進過疏地域自立特別措施法及養蜂振興促進過疏地域自立特別措施法及養蜂振興

法等三法法等三法法等三法法等三法 

  日本國會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通過離島振興法，促進過疏地域自

立特別措施法及養蜂振興法等三個法律的修正案，其相關要點如下： 

(一一一一)離島振興法離島振興法離島振興法離島振興法 

1.立法的主要背景：1953 年日本有許多有人居住的小島，因南北韓

戰爭結束，致使其所擁有的戰略地理優勢漸減，小島的地理位置

偏遠地域等自然條件的限制，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響，進而

產生島上居民找工作困難、島上生活機能落後等趨勢，而使這些

小島人口減少，甚至無人居住。由於這些為數頗多的小島，在經

濟海域的保全、海洋資源的利用、自然生態的維護等方面，均肩

負相當重大的責任。無人島化將致使日本的國土保安等方面出現

相當大的漏洞。日本因此訂定「離島振興法」，以符實需。 

2. 立法宗旨及目的：明示離島的重要性，並且訂定離島振興基本方

針，以期能對小島交通體制整建、地域發展、改善居民生活條件

等方面有所助益。 

3.此次修法的主要內容：由於日本的小島所面臨的主要困境，常因

時空的變化而有所不同，進而促使離島振興法的主要施政內容及

適用期限亦有所變化。此次的主要修法內容為：(1)2008 年日本

修訂離島振興法時，曾明定此法適用期限延長到 2013 年 3 月 31

日；惟因應實需，將此法適應期再度延長到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

(2)新設「離島活性化支付金」，以期能對紓緩有人居住的小島居

民人口漸減趨勢，提高其他地區居民移居小島的意願，促進離島

產業六級化等政策能順利推展。 

(二二二二)促進過疏地促進過疏地促進過疏地促進過疏地域自立特別措施法域自立特別措施法域自立特別措施法域自立特別措施法  

1.立法的主要經過：1990 年日本政府鑑於部分地域因人口老化、人

口外移等因素影響，致使該地域的居民人數呈現下降趨勢，進而

促使該地域生產機能與生活環境愈來愈差，以及居民人口數持續

下降的惡性循環，因而訂定「過疏地域活性化特別措施法」，希

望能對改善此些過疏地域的生活條件等相關事宜有所助益。而

後，因「過疏地域活性化特別措施法」的適用期限到期，且過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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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的問題日益複雜；因此，在 2000 年新訂「促進過疏地域自

立特別措施法」，取代「過疏地域活性化特別措施法」，以符實情

之需。 

2.此次修法的主要內容：(1)「促進過疏地域自立特別措施法」原訂

的適用期限為 2000 年 4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此次延長

適用期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2)此次修訂「促進過疏地域自立特

別措施法」，是針對 2011 年 3 月大地震引發複合式災難，進而可

能造成廣域性的過疏地域人口外移，對日本的國土保安及維護生

態環境等相關問題帶來危機；因此有必要進行政策調整，以期能

使災區復建相關事宜能順利推展。 

(三三三三)養蜂振興法養蜂振興法養蜂振興法養蜂振興法 

1.立法的主要背景：21 世紀初，日本及歐美等地均曾發生蜜蜂大量

死亡，進而對蔬果等的花卉授粉形成嚴重不足現象，影響農作物

等的收穫甚巨。因此，日本農林水產省研提促進養蜂相關事宜的

法案，送交國會審議後，通過「養蜂振興法」。 

2.此次修法的主要內容：當初制定「養蜂振興法」時，僅以如何提

高養蜂意願及提高蜂農所得為立法的主要目的。但因時空的變

化，使日本政府及相關人士認為有必要以更積極的態度增加蜜蜂

數量，以符實需。因此，此次的修法，增訂各地方行政機關須確

保及增加列屬蜜源的植物數量、加強掌握蜜蜂飼養數量及其衛生

管理相關事宜等規定。此外，增訂對關心蜜蜂及蜂農發展的民間

團體及相關人士的鼓勵規定，促進積極參與養蜂相關事務的推

展，以期能達到預期性的政策目標。 

二二二二、、、、日本積極推展地域農業基本計日本積極推展地域農業基本計日本積極推展地域農業基本計日本積極推展地域農業基本計畫畫畫畫 

    日本農林水產省為了處理人與農地間相關事宜，鼓勵新加入農業

行列人員、農地集聚(整合)等相關問題，自 2012 年度起特別成立「地

域農業基本計畫」(註：此基本計畫列屬「為使日本的食與農林漁業

再生之基本方針及行動計畫」之一部分，其相關資料，請參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網站中之「日本的食與農林漁業再生計畫」一文。)，並

將其列屬 2012 年度的施政重點，其相關動向要點如下： 

(一一一一)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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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農林水產省的調查及研究資料得知，受到日本人口呈現高

齡化趨勢，且農業勞動力面臨後繼無人、棄耕地愈來愈多等現象的影

響，日本目前有許多聚落之當地居民不敢針對未來 5 年或 10 年描述

該地域的願景；尤其是 311 大地震引發複合式災難後，如何重整日本

農業經營環境，進而達到永續發展的課題，為農林水產省不容忽視的

重責大任。 

(二二二二)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 

日本的「地域農業基本計畫」，採取經由各地域居民共同參與，

並經由各地域相關單位及人員主動訂定辦理人與農相關事宜、鼓勵新

加入農業行列人員、加速進行農地彙整政策措施為主軸，希望能以五

年的時間，達到促進日本強而有力的農業永續發展，其相關要點如下： 

1.解決人與農地相關事宜：由日本農林水產省的統計資料得知，2010

年日本的販賣農家(註：日本以販售農家自己所生產的農產品為

主要農業所得者，稱之為『販賣農家』。)約有 163 萬戶，比 1990

年約有 320 萬戶減少一半。換句話說，如未能妥善處理此趨勢，

2030 年日本的販賣農家只剩 58 萬戶(或僅剩 2010 年的 1/3)，耕

地棄耕面積將呈快速增加現象，進而為日本的糧食供給及國土保

安等方面，來相當重大的危機。因此之故，農林水產省希望在實

施「地域農業基本計畫」的第一年度(2012 年度)，由都道府縣等

地方一級行政單位，在其所管轄的市町村等二級行政單位中，選

擇適當的聚落，採取產官學界共聚一堂，以面對面澈底溝通的方

式，將該聚落包括個人及法人在內的農業經營者，透過超額借貸

所需金無利息化等方式，培育該地域的主要經營體，以期能達到

擴大經營規模等政策目的。 

2.鼓勵新加入農業人員：由 2010 年日本國城調查資料得知，2010

年日本販賣農家的經營主平均年齡為 64.5 歲，如果新加入農業就

業人員的人數無法快速成長的話，2030 年販賣農家經營主的平均

年齡將超過 71.7 歲，持續成為世界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最老的國

家，進而迫使日本的農業生產力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因此之

故，農林水產省希望能以下述的政策措施，達到鼓勵年輕人新加

入農業行列等政策目標。 

(1)對於年齡在 45 歲以下，且打算加入農業就業人員，在學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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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農業的過程中，每人每年給予 150 萬日元的補助款，且每

人接受補助款的最高期限為五年。 

(2)農業法人等，如果雇用新加入農業行列人員的話，每人每年得

給予 120 萬日元的補助款，且每人接受補助款的最高期限為

兩年。此外，農業法人如果辦理栽培技術等研習活動時，得

給予必要的補助。 

(3)新加入農業行列人員務農後，因無法安定經營等理由，而使其

之所得受到影響時，應給予必要的補助款。 

(4)為積極培育各地域的領導人才，自 2012 年度起，針對培育地

域領導人才相關的農業經營教育單位，給予必要的支援。 

(5)就畜牧業而言，對於已經離農者所留下的農場及其相關設施

等，宜加以修膳，並將其借貸給新加入農業生產行列人員；

而後於適當時機，將該農場及其相關設施渡讓給原借貸者，

以期能達到鼓勵非務農者成為新加入農業生產行列人員的政

策目標。 

3.加速進行農地彙整(整合)：「日本食與農林漁再生計畫」，期望在

2016 年度能將日本土地利用型農業經營規模擴增到 20～30 公頃

(註：由日本所做的實驗結果得知，在日本最符合土地利用型農

業的經營規模為 20～30 公頃；因此，日本在農業政策方面，將

土地利用型農業最適合擴大經營的規模，訂為 20～30 公頃。)所

占的比例達 80％(2010 年為 30％)，以期能實現農地集聚(整合)

加速化等政策目標；而其所採行的主要政策措施為： 

(1)以日本的農地法為基礎，澈底活用可以用來消除遊休農地的相

關措施。(註：日本將做『遊憩』使用的農地及『休耕地』，合

稱為『遊休農地』。) 

(2)將農地借貸給土地利用型農業者，給予協助性的補助款(其所

提供借貸的農地面積在 0.5 公頃下者，每戶的協助性補助款為

30 萬日元，面積在 0.5 至 2 公頃者每戶為 50 萬日元，面積在

2 公頃以上者每戶為 70 萬日元)。此外，對於協助消除耕地分

散相關者，每 0.1 公頃給予 0.5 萬日元的補助款。 

(3)就辦理擴大經營規模者而言，其經營規模每擴增 0.1 公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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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 2 萬日元補款，以確保農地能够安定利用等政策目的。 

(4)就農地適用緩課繼承稅、贈與稅等方面而言，如果有貸情節發

生時，其課稅原則亦得予以緩課。 

4.其他：日本積極推展地域農業基本計畫的過程中，除了以上述政

策措施外，其他相關政策包括： 

(1)鼓勵女性積參與地域農業相關事宜：農村人口約有一半是女

性，所以在辦理地域農業基本計畫等與促進農業永續發展及

振興農村相關事宜的過程中，如何積極活用女性所具有的能

力，不容忽視。因此，農林水產省將此方面相關事宜，亦列

屬 2012 年度施政重點，另外成立專案計畫，辦理鼓勵女性積

極參與農業農村相關事宜外，僅在「地域農業基本計畫」中，

規定召開包括檢討會在內的各種會議時，應有 30％以上的女

性代表，以符實需。 

(2)強化農協等農民組織功能：在辦理推展「地域農業基本計畫」

等與糧食、農業、農村相關事宜時，在日本各地域的農協等

農民組織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為了實現地域農業

基本計畫等政策相關目標，宜以隨時檢討及改進的方式，努

力強化農協等農民組織的功能，以符實需。 

(3)強化農業委員會組織功能：2009 年度日本為了解決遊休農地所

帶來的困擾，曾澈底修訂農地法的運作模式；在此狀況下，

與農業委員會(註：日本的農業委員會，為日本各地方行政機

關所附設之組織，以協調解決該地區農業相關事宜為主要設

置目的。)組織功能相關事宜，宜予以加強檢討及改進，以期

能達到農地法等相關法規所賦予之重責大任，及實現地域農

業基本計畫的政策目標。 

(三三三三)現階段檢討後的主要得失現階段檢討後的主要得失現階段檢討後的主要得失現階段檢討後的主要得失 

日本農林水產省積極推展的日本農林水產省積極推展的「地域農

業基本計畫」，係採宣導、執行及檢討等同時進行的方式辦理。因此，

迄今所引發的相關事宜頗多，其中之要點為： 

1.現行的地域農業基本計畫中之補助款，無論針對將農地借貸給土地

利用型農業人員之補助款及辦理擴大經營規模者補助款等，均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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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為獎勵對象。但就實情而言，現今日本各地域有許多處於廢耕狀

況的茶園、果園等並非屬地域農業基本計畫中之獎勵對象，對於消

除遊休農地的政策目標，可能無法達到效果。 

2.由於日本目前正處於經濟不景氣且就業困難的低潮期，因此對於年

輕人，尤其是農家子弟成為新加入農業就業行列者(註：由農林水

產省調查資料得知，日本年青人想成為新加入農業行列人員中，約

有 90％為農家子弟。)，每人每年可以取得 150 萬元的補助款，且

可以連續領取五年的獎勵措施頗具吸引力。因此，迄至 2012 年 3

月底的累計申請人數已達 150,000 人次，比農林水產預估一年申請

人數約 8,300 人次，多出甚多；進而產生各地方政府如何確保預算？

農林水產省如何爭取必須追加的預算？以及此種獎勵措施的申請

條件是否會變更？等新課題。 

3.由於 311 地震所引發的海嘯、核電廠核能外洩等複合式災難所帶來

的影響相當廣泛且深遠。因此，想以五年的時間達到「地域農業基

本計畫」所訂的政策目標，對受災地域而言，似乎是櫞木求魚；換

句話說，有必要進行更周詳的規劃，才能將政策推展時的阻力，降

至最低。 

由於日本的「地域農業基本計畫」，有待進一步研商或修訂事項

頗多；因此，其未來的動向，尚待進一步觀察，以期能供做我國農政

參考。 

三三三三、、、、日本訂定再生能源發電收購價格日本訂定再生能源發電收購價格日本訂定再生能源發電收購價格日本訂定再生能源發電收購價格 

日本是一個積極鼓勵使用再生能源發電的國家，尤其是 311 震災

引發福島核電廠核能外洩後，日本有許多老百姓產生「寧可缺電，不

要核電」的念頭。因此，日本政府廣邀產官學界及消費者代表等共聚

一堂，經多次研商使用再生能源發電相關事宜後，於 2012 年 6 月 29

日完成再生能源收購價格及其收購期限(詳如附表)、電力公司賣電價

格等相關事宜，其訊息要點及未來的主要影響如下： 

(一)由於潮汐、藻類等再生能源，供做發電使用的構想，現念仍屬研

發階段，且此些再生能源與國土保安、自然生態維護等有密切的

關連性。因此，在現階段日本再生能源發電方面的政策中，尚未

將潮汐、藻類等供做發電問題，列入此次訂定再生能源發電的收

購價格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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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山漁村利用再生能源發電，可能同時產生正、反兩面的不同影

響，其中： 

1.正面方面：農山漁村的農林漁牧業就業人員及該地域的居民，以

及擁有再生能源等資材的所有權者(包括地方政府、人民團體等

在內)，可經由自己獨立出資或提供物權中之所有權給企業界等

相關單位及人員進行開發，對於提高農林漁村的就業、農家所得

等方面，頗有助益，進而達到振興農山漁村等的政策目標。 

2.反面方面： 

(1)由於太陽能板、風力發電相關設施等的設置地點，均無任何限

制。因此，如果利用優良的農地供做再生能源的設置場所，

不但將使農林水產省積極推展的地域農業基本計畫中之農地

集聚(整合)相關事宜可能無法順利推展，且該地域的景觀及自

然生態等均可能被破壞外，也可能在電力公司以更優惠的條

件吸引優良農地投入生產再生能源發電的行列，進而迫使農

林水產省提高日本糧食自給率的政策目標落空。 

(2)如果利用再生能源提供發電者，因天災等因素影響而無法順利

提供電力給電力公司或用電者，其所產生的困擾及損失，該

如何處理將成棘手課題。此外，電力公司供電系統，可能因

收購再生能源發電之需要，而變更供電系統相關設施，進而

產生增加經營成本等相關事宜，尚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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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再生能源發電收購價格日本再生能源發電收購價格日本再生能源發電收購價格日本再生能源發電收購價格  

                                                                    (Kw=千瓦千瓦千瓦千瓦)                      

                                    收購價格收購價格收購價格收購價格(日元日元日元日元)(註註註註 1) 收購期限收購期限收購期限收購期限 (年年年年) 

太太太太

陽陽陽陽

能能能能 

10kw 以上 42.00 20 

10 kw 以下 42.00 10 

10 kw 以下(註註註註 2) 34.00 10 

風風風風

力力力力 

20 kw 以上 23.10 20 

20 kw 以下 57.75 20 

水水水水  

 

力力力力 

1,000 kw以上 3,000 kw以下 25.20 20 

200 kw以上 1,000 kw以下 30.45 20 

200 kw 以下 35.70 20 

地地地地

熱熱熱熱 

15,000 kw以上 27.30 15 

15,000 kw以下 42.00 15 

生生生生

質質質質

能能能能

源源源源 

沼氣發電 40.95 20 

未利用木材燃燒發電(註註註註 3) 33.60 20 

一般木材燃燒發電(註4) 25.20 20 

廢棄物(木材除外)燃燒發電(註註註註 5) 17.85 20 

木材廢料再利用燃燒發電(註註註註 6) 13.65 2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農業新聞(2012 年 6 月 30 日) 

註註註註 1：收購價格起訖日期為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自 2013 年度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起，採取每年公布收購價格的方式

辦理。此外，此收購價格包括應繳交的消費稅在內。 

註註註註 2：一個家庭所能提供的太陽能，由兩個以上發電設備供電時之收購價格。 

註註註註 3：林間代木或主要伐木所砍下來的木材，經確認無法供做其他用途使用，且

可經由生質能源方式發電的木質材料。 

註註註註 4：以未利用的木材，以及屬廢棄的木材。(例如以原木方式供做栽培香菇使用

後,打算廢棄的木材。)除外的木材（例如製材所剩的廢料）、椰子殼、稻草、

稻殼等材料，可經由生質能源方式發電者屬之。 

註註註註 5：以一般廢棄物、排水溝等下水道污泥、食品廢棄物等廢棄物，經由生質能

源方式發電者屬之。 

註註註註 6：以建用之廢棄物，經由生質能源方式發電者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