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新的「食料、農業、農村基本計畫」概要 
陳建宏 

摘要：1999 年 7月，日本制定「食料、農業、農村基本法」，2000 年 3月又制定
「食料、農業、農村基本計畫」。自 2000 年至今，食料、農業、農村已產

生極大的變化，有必要根據基本法之政策基本方向，推行食料、農業、農

村政策之全面改革。因此日本乃根據過去政策之實施效果，於 2005 年 3
月 25日公布新的基本計畫，本文摘錄出日本今後之重點政策或課題，以

供決策時之參考。 
 

第一、食料、農業、農村政策之基本方針，要求建構有效率、易於了解之

政策體系，以充分反映消費者的觀點、發揮農業者或地域的主體性及創意

工夫、重視環境保全，在農業、農村展開積極性的農政。 
 
第二、糧食自給率的目標，依熱量供給計算總合糧食自給率，在 2015 年

訂為 45%。以生產金額計算之總合糧食自給率，2015 年訂為 76%。為提
高糧食自給率，一方面展開飲食教育及當地生產，當地消費活動，以擴大

國產農產品之消費，並確保消費者對國產品的信賴。另一方面，生產面要

求配合實際需要而生產、加強食品產業與農業之關係、透過農地之集中利

用及飼料作物之生產，以有效利用農地。此外，為提高糧食自給率，除了

政府單位之外，地方公共團體、農業者、農業者團體、食品產業事業者、

消費者、消費者團體等應設立協議會，以適切分擔其責任。 
 
第三、推動總合計畫，包括：確保糧食安定供給之策略、農業持續發展之

策略、農村振興之策略、相關團體組織重整之策略等。 
 
第四、施行總合計畫之策略事項，要求政府一體、施策具體並明確化、有

效且重點運用財政支出、確保政策實行之透明性，以建立政策之體制。 
 
由於食料、農業、農村之政策與國民生活、經濟社會息息相關，政策改革

的必要性與施政方向，必須取得國民全體的共識，因此新的基本計畫，除

了政府、地方公共團體、農業者、農業團體等互相配合外，更要得到消費

者全體的支持，以促進豐裕的國民生活及經濟社會的繁榮。 
關鍵詞：基本法、基本計畫、糧食自給率、環境保全、核心農家 

一、前言 

    日本於 1999 年 7月制定「食料、農業、農村基本法（以下稱基本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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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1 世紀食料、農業、農村政策之基本指針。而為具體化及確切實施基本法中

所揭櫫之「確保食料的安定供給，多面性機能的發揮，農業的持續發展，農村的

振興」四大理念及施策的基本方向，在 2000 年 3月又制定「食料、農業、農村

基本計畫（以下稱基本計畫）」。 
 
自 2000 年至現在，食料、農業、農村的情勢已經產生極大的變化，包括國

民對飲食安全的信賴開始動搖、農業者減少及高齡化，以致於生產構造脆弱化。

而在國際上，隨著全球化的進展，國內農業、農村與國際經濟社會的動向更密不

可分。世界性的人口增加及亞洲諸國的經濟發展，導致糧食需要增加及地球溫暖

化急遽進行，使世界糧食需給不安定的因素明顯化，突發狀況時之糧食安全保障

成為重要的課題。 
 
在此情況之下，除了正視將來的食料、農業、農村問題外，必須根據基本法

所明定之政策基本方向，早日推行食料、農業、農村政策之全面改革。因此本文

乃根據過去政策之實施效果，以及 2005 年 3月 25日公布新的基本計畫，將日本
今後之重點政策或課題加以說明。 

二、食料、農業、農村政策之基本方針 

   （一）、主要之情勢變化 
1. BSE（狂牛病）及不當標示事件的發生，以致國民對於食品安全或健康之飲食

生活高度關心。 
2. 消費者對食品多樣化的需求日增，國內農業無法因應，導致食品產業對於進
口農產品之依存度過高。 

3. 農業者的減少及高齡化的進展，經營規模擴大進度緩慢，以致農業構造改革

遲緩。 
4. 為實現持續可能之社會，對農業多面性機能及農村的期待。 
5. WTO，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締結，及亞洲各國經濟的發
展，經濟社會進入全球化時代。 

 
（二）、農政改革之基本觀點 
1. 建構有效率、易於了解之政策體系。 
2. 政策須反映消費者的觀點。 
3. 發揮農業者或地域的主體性及創意工夫。 
4. 重視環境保全之政策。 
5. 在農業、農村展開積極性的農政。 

三、糧食自給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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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糧食自給率無法提高之原因 
根據 2000 年所制定之基本計畫，2010 年供給熱量計算之總合糧食自給率為

45%。但 1999 年至 2003 年之自給率僅達 40%，其原因為： 
1. 消費面 
（1）雖然已制定「飲食生活指針」，但未具體落實。 
（2）稻米等之擴大消費對策，未考慮性別、世代別之消費動向及生活型態之變

化。 
（3）國民對於食品安全雖有高度關心，但並未有效促銷國產農產品。 
2. 生產面 
（1）農產品之生產，未能掌握消費者之實際需要。 
（2）核心農家的培育不足，飼料作物生產之進度緩慢，農地無法有效利用，耕

作放棄地增加。 
 
（二）、提高糧食自給率之重點事項 
1. 消費面 
（1）全面展開「飲食教育」及「地產地消（當地生產，當地消費）」活動。 
（2）擴大國產農產品之消費。 
（3）確保消費者對國產品的信賴。 
2. 生產面 
（1）配合實際需要而生產。 
（2）加強食品產業與農業之關係。 
（3）透過農地之集中利用及飼料作物之生產，以有效利用農地。 
3. 相關單位之責任 
  為提高糧食自給率，除了政府單位之外，地方公共團體、農業者、農業者團

體、食品產業事業者、消費者、消費者團體等應設立協議會，以適切分擔其責任。

而各團體所應分擔之任務如下： 
（1）地方公共團體：根據地域的條件或特色，將農業視為地域基幹產業而加以

振興。 
（2）農業者：積極掌握消費者之需要，以從事農業生產，並加強農地的集中利

用。 
（3）農業團體：擴大地域農產物的需要及生產，將核心農家明確化，促進以集

落為基礎之營農組織法人化，同時與地域公共團體配合，實現地域各種目

標。 
（4）食品產業事業者：提供適切的食品標示及正確的情報，將農業相關食品之

流通合理化，加強開發國產農產品市場。 
（5）消費者、消費者團體：與生產者積極交流，改善國民之營養均衡，減少廚

餘、食品廢棄物的產生，重新檢討飲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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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糧食自給率之目標 
    糧食自給率的目標，以供給熱量計算之總合糧食自給率，在 2015 年訂為

45%。以生產金額計算之總合糧食自給率，2015 年訂為 76%，如表 1所示。 
 

表 1  各種糧食自給率之目標 
糧食自給率 2003 年（％） 2015 年（％） 

供給熱量計算之總合糧食自給率 40 45 
生產金額計算之總合糧食自給率 70 76 

主食用穀物自給率 
含飼料用之穀物全體自給率 

飼料自給率 

60 
27 
24 

63 
30 
35 

四、食料、農業、農村之總合計畫施策 

（一）、確保糧食安定供給之施策 
1. 確保食品的安全及消費者的信賴：利用科學之風險管理，確保農場到食桌之

飲食安全，加強原產地標示，導入及擴大生產履歷制度，以確保消費者之信賴。 
2. 推行飲食教育，以實現理想的飲食生活：製作食物導覽，以記載適當的飲食

攝取量，同時根據不同之世代別，推行飲食教育，使之成為國民運動，並培養

國民對飲食的判斷能力。 
3. 促進地產地消：利用在產地購入農產品之機會，提供消費者與生產者之交流，

以促進地域農業與相關產業之發展。 
4. 確保進口糧食的安定及突發狀況之糧食安全保障：透過 EPA的締結，確保糧

食進口之安定化、多元化。確立適當有效率之糧食庫存，加強糧食安全保障，

並對開發中國家予以技術、資金及糧食之援助。 
 
（二）、農業持續發展之相關施策 
1. 確立理想的農業構造，加強培育核心農家：活用認定農業者制度，將地域之

核心農家明確化，並以核心農家為對象，實施集中、重點化之政策。而以集落

為基礎之營農組織，為使其發展為有效率且安定的農業經營體，應加強農地利

用之集中及推進營農組織之法人化。 
2. 人材的培育、確保：加強新進人材的培育，促進女性參與農業經營及地域社

會活動，並規畫高齡農業者適合參與之活動。 
3. 促進農地的有效利用：促進核心農家集中利用農地，防止耕作放棄地之發生，

鼓勵新進就農者，以發揮農地的利用效率，並計畫性的利用土地，以確保優良

農地。 
4. 經營安定對策的確立：為加速農業構造改革，因應嚴格的國際規範，將重新

檢討過去品目別之經營安定對策，將施政的對象集中在核心農家，以謀求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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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之安定。 
5. 推行多樣化之經營發展：加強農產物加工及直接販賣之經營多角化，實施契

約栽培或環境保全型之經營複合化，以展開多樣化之農業經營。 
6. 促進農業與食品產業之配合：因應今後日益增大之加工用及外食用之需要，

藉由地域之食品相關產業的產官學合作，或振興產地品牌等，將農業與食品產

業緊密結合。 
7. 促進農產物、食品之出口：為促進高品質農產品之出口，相關單位應實施農
產品促銷及因應出口需要之產地調整，並透過 EPA改善出口對象國之市場機
制。 

8. 健全經營發展之基礎條件：根據生產現場的需要，開發新的農業技術，活用
及保護新品種等之智慧財產權，以促進農業生產資材的生產、流通、利用之合

理化。 
9. 農業生產基盤之整備：加強農地、農業水利設施之適當更新及保全管理，推

行利於農業構造改革之各種基盤整備。 
10.農業生產環境政策之導入：將農業政策轉換為重視環境保全之觀點，制定農
業者之生產規範，並對於遵守規範之農業者予以各項支援，以減輕農業對環境

之負荷。並活用生物能源（biomass），以維持自然循環機能。 
 
（三）、農村振興之施策 
1. 地域資源保全管理政策：制定農地、農業用水等資源保全管理政策，並促進

良好農村景觀之形成。 
2. 農村經濟的活化：活用地域之特色以培育多樣化之產業，同時繼續實施中山
間地域等直接給付制度，對農業生產條件不利之地域加以補正，以促進農村經

濟之活化。 
3. 都市與農村之共生、對流：促進都市與農村之交流，振興都市及其周邊地域

之農業，藉由多樣化之參與，以維持集落機能。 
4. 實現快適安全之農村生活：道路、污水處理設施、情報通訊等生活環境之整

備，因應高齡化等醫療服務的充實，治山治水對策、土石流災害對策、道路防

災對策、農地防災對策等之加強，以確保安全的農村生活。 
 
（四）、相關團體組織重整之施策 
    除了重新檢討相關制度外，相關團體（農協系統組織、農業委員會系統組織、

農業共濟團體、土地改良區等）需做有效率之組織重整，同時相關團體單位對於

核心農家培育的各種支援方式應加以整合成單一窗口。而森林組合、漁會等團體

亦應檢討其各項合作對策。 

五、食料、農業、農村總合計畫之施策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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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食料、農業、農村政策推進本部為中心，推行政府一體之施策。 
2. 施策具體化之流程加以明確化，並活用政策之評價，以有計畫推行政策。 
3. 透過政策的選擇與集中，有效且重點運用財政支出。 
4. 藉由情報公開及國民之意見交換，確保政策實行之透明性。 
5. 建立政策有效推行之體制。 

六、「食料、農業、農村基本計畫」之修正 

新的基本計畫乃根據未來 10 年食料、農業、農村之發展而加以制定，是食

料、農業、農村相關政策之基本。但隨著食料、農業、農村的情勢變化及政策之

實施成效等，大約每 5 年將重新檢討，加以修正。 

七、小結 

新的「食料、農業、農村基本計畫」，乃將目前的農業政策加以重新檢討，

以確立新的農政。同時以消費者的觀點作為政策推行之基本，除了確保飲食安全

外，並重新檢討農業者全體一律平等之支援政策，轉換為支援積極有能力的經營

農業者，以推行構造改革。同時加強高附加價值型的農業生產，促進高品質且安

全之農產品出口，活用生物科技，並積極支援各地創意工夫之努力，以開拓農業、

農村之未來。而在新的基本計畫，提高糧食自給率是主要的努力方向，為提高糧

食自給率，在農業生產面，應根據需要，計畫生產。在食料消費上，消費者應重

新檢視自身的飲食生活型態，而政府方面須繼續推行飲食教育等，並發起提高自

給率之國民運動。 
 
由於食料、農業、農村之政策與國民生活、經濟社會息息相關，政策改革的

必要性與施政的方向，必須取得國民全體的共識，而採取適切的行動。因此新的

基本計畫，除了政府、地方公共團體、農業者、農業團體等互相配合外，更應得

到消費者等國民全體的支持，以推行食料、農業、農村之相關政策，發揮食料、

農業、農村之重要性，促進豐裕的國民生活及經濟社會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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