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重建農業補貼制度之概要 
陳建宏 

前言 

農業具有國民糧食的安定供給，地域社會活力的維持，國土及自然環境的保

全等多面性機能，對於經濟社會的均衡發展，實現豐富的國民生活，有重要之貢

獻。但近年隨著消費流通結構變化，日本國產農產物已無法滿足外食產業、流通

業界之需要，導致進口農畜產物急速增加。加上農業從業人員朝向高齡化、兼業

化的方向發展，致使核心農家減少，廢耕地增加，進而突顯流通效率化的重要性。

在此情況之下，日本農林水產省於 2005 年制定「重建強大的農業補助金制度」。

茲將其內容概要說明如下： 

「重建強大的農業補助金制度」政策之目的與目標 

政策目的 政策目標  

1. 強化產地競爭力  

1. 依實情之需要，確保生產量。 
2. 提升生產力。 
3. 提升品質。 
4. 強化農畜產業環保。 
5. 確保農業機械化的安全相關事宜。  
6. 確保優良種苗。  
7. 在進口農產品急增之下，恢復國產農產品的市場佔有率。

2. 強化經營力  

1. 核心農民的培育及確保。  
2. 促進核心農家的農田能夠集中利用。 
3. 新進農業人員之培育及確保。  
4. 確立農山漁村能夠成為男女共同參與計畫的社會架構。

5. 促進活用高齡農業者的能力。 

3. 食品流通的合理

化以及促進出口  

1. 確立安全、安心且有效率的市場流通體系，促進批發市

場的重整。 
2. 促進出口之環境整建。  

「重建強大的農業補助金制度」的主要內容 

一 、主要內容 
1. 強化產地競爭力 
（1）內容：為確保農產品產量，宜依實情之需，朝提高生產力，提高品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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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各種設施及機械等方面努力，以期能確立高品質農畜產物之供給體制。 
（2）補貼率：都道府縣之補貼率為定額（對於事業所實施的主體而言，補貼率

為事業費之 1/2以內）。 
（3）事業獲得補貼的條件： 

a. 受益農家及事業參加者，原則上須 5戶以上。 
b. 符合成果目標之基準。 
c. 符合生產局長等相關單位及其首長所定之面積要件等條件。 
d. 若屬共同利用設施之整建事業，原則上，總事業經費須 5千萬日元以上。 
e. 設施整建所產生之效益，須具有能力償還所有借貸費用。 

 
2. 強化經營力 
（1）內容： 

a. 支援認定農業者1之培育、確保，集落營農之組織化、法人化，核心農家

之農地利用集中等相關業務，以及各種生產、加工、流通、販賣設施、土

地基盤等之整建。 
b. 支援集落營農組織化、法人化之農地利用調整，並防止閒置農地的發生，

努力消除閒置農地等。 
（2）補貼率：都道府縣之補貼率為定額（對於事業實施主體而言，補貼率為事

業費之 1/2以內）。 
（3）事業獲得補貼的條件： 

a. 符合成果目標之基準。 
b. 以成本效益分析方式，計算適當之投資金額，投資效率須達 1.0以上。 

 
3. 食品流通的合理化以及促進出口 
（1）內容：支援批發市場品質管理高度化相關設施，以及重整批發市場所必要

之設施整建。 
（2）補貼率：都道府縣之補貼率為定額（對於事業所實施的主體而言，補貼率

為事業費之 4/10以內）。 
（3）事業獲得補貼的條件： 

a. 符合成果目標之基準。 
b. 符合生產局長等相關單位及其首長所定之要件。 
c. 設施整建所產生之效益，須具有能力償還所有借貸費用。 

 
二、事業所實施的主體 

都道府縣，市町村，核心農家培育總合支援協議會，農業人員所組織之團體，

民間團體等。 
三、事業實施期間 
                                                 
1 日本所稱「農業認定者」的涵義，與我國所稱之「專業農」類似，惟前者有明確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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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至 2009 年。 
 
四、經費預算 

2006 年預算金額：40,506百萬日元。 
 

五、事業實施之流程 
重建農業事業實施之流程如下頁圖所示。 

 

「重建農業補助金制度」之主要措施 

事業所實施的主體，為整建農業，對於有關各地區的（1）強化產地競爭力。

（2）培育及確保核心農家以及核心農家之農地利用集中化等有關地區農業結構

改造。（3）安全、安心且有效率之流通體系的建立等課題之解決，應訂定並選擇

可達成的目標。為達成目標，在必要時，都道府縣得單獨制定符合該地域需求的

事業內容。有關解決上述地域問題之主要措施如下： 
 

一、強化產地競爭力 
推展事業： 
（1）強化產地競爭力的總合措施  

包括：擴大土地利用型作物、旱作、地區特產物、果樹、蔬菜、花卉等

農產品銷路，重新規劃環境保全、甜味資源作物、澱粉原料、芋類產地，

及強化畜產生產基礎、增產飼料、改良及增產家畜、研發畜產新技術及

整建食肉等流通體制；增產耕種作物活用型飼料、培育多角化農作業機

械操作員等。  
（2）推展進口急增類之農產品（包括進口量急增之各種蔬菜、藺草、藺草蓆等）

產地結構改革。 
（3）促進飼料生產基盤之靈活運用。  
 
整建事業：  
（1）耕種類作物小規模土地基盤之整建  

＊圃場之整建  
＊園地之改良  
＊農道之整建  
＊改種或高接優良品種等 
＊暗渠之施工 
＊土壤改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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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種植飼料作物以及家畜放牧等條件之整建  
＊種植飼料作物條件之整建 
＊放牧利用條件之整建 
＊種植水田飼料作物條件之整建  

（3）飼料生產基盤條件之整建  
＊草地之整建改良  
＊野草地再生之改良  
＊野草地之整建  
＊放牧用林地之整備  
＊進行上述相關設施之整體性重建 
＊土地利用流暢化 

（4）耕種作物共同利用設施整建 
＊共同育苗設施之整建 
＊乾燥調製設施之整建 
＊穀類乾燥調製儲藏設施之整建  
＊農產品處理加工設施之整建  
＊產地管理設施之整建  
＊農業用土等供給設施之整建  
＊農作物被害防止設施之整建  
＊農業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整建  
＊生產技術高度化設施之整建  
＊種子種苗生產相關設施之整建  
＊有機物處理、利用設施之整建  

（5）畜產物共同利用設施之整建 
＊畜產物處理加工設施之整建 
＊家畜市場設施之整建 
＊家畜飼養管理設施之整建 
＊畜產新進人員研修設施之整建 
＊飼料作物相關設施之整建  
＊家畜改良增產相關設施  
＊離農且無後繼者之農地經營設施的整建 

（6）共同利用機械之整建 
（7）附屬事業相關設施之整建：為使以上整建事業能有效且順利推展，宜對

相關活動進行必要之調整及技術指導等。 
 
二、強化經營力 
1. 積極培育認定農業者等核心農家 
推展事業：  



（1）支援核心農家順利取得經營資源 
在「都道府縣培育核心農家綜合支援協議會」下，設置「農業重建委員

會」，為使經營困難的農業者擁有優良的農地和設施等經營資源能有效

利用，對於該農業者的經營重建，或經營資源之整理與繼承等，給予支

援。而都道府縣在「都道府縣培育核心農家綜合支援協議會」的指導以

及監督下，當該協議會進行上述支援時，辦理聯絡及協調工作等相關事

宜。  
 
（2）積極辦理防止農藥擴散相關事宜  
＊推廣防止農藥擴散技術相關事宜  
＊資訊收集活動之實施  
＊研習會之召開  

 
整建事業：  
（1）經營結構對策 

a. 經營結構設施等之整建  
為使有效率且安定的農業經營，能成為地區農業結構的重心，有必要

實施認定農業者等核心農家的培育及確保，促進核心農家之農地利

用，以及將生產設施、加工設施、流通販賣設施、土地基盤等予以整

建，以加速地域農業結構改革。 
b. 經營結構及其附屬事業相關設施之整建 
為使「經營結構等之整建」能有效且順利推展，有必要進行調整活動內

容並予以妥善指導與管理，努力學習新知識與新科技，以及經由設施

等之整建，以達成成果目標。  
 
（2）支援新的農企業經營者 

a. 支援農企業設施等之整建  
以實現認定農業者等之經營多角化以及農畜產物高附加價值化為經

營發展的目標。因此，有必要實施以促進農業生產為中心之加工、流

通、銷售、交流等農業企業必要之生產設施、加工設施、流通銷售設

施以及土地基盤等之整建。  
b. 支援農企業相關設施所屬之附屬事業的整建 
為使「支援農企業設施等之整建」能有效且順利推展，需進行必要的新

市場開拓，實踐知識、技術的學習活動等。 
 
（3）支援培育並且確保集落農業的應急措施 
＊訂定農業用機械的整理及合理化計畫 
＊農業用機械的檢查及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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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農業用機械的收購與租賃 
＊引進高生產力的新農業用機械 
＊小型的基礎設施或簡易型設施之整建 

 
2. 促進核心農家農田能夠集中利用 
推展事業：  
（1）集落農地利用之調整  
＊召開企畫研討會  
＊實施優良事例、活動事例等之調查 
＊召開優良事例介紹、研究會 
＊製作、分發優良事例集 
＊辦理農業委員會指導活動相關事宜  
＊實施推廣活動  
＊辦理經由集落協議會決議的相關活動 
＊實施稅制指導、諮商活動 

    ＊辦理活動調整相關事宜 

  
（2）支援特定法人農地利用調整的應急措施 
＊召開企劃研討會  
＊實施優良事例的調查 
＊製作、分發優良事例集 
＊辦理農業委員會指導活動相關事宜  
＊辦理特定法人意見調查 

    ＊進行農地相關事宜的調查  
＊提供相關資訊  
＊召開聯合說明會 
＊辦理農地利用調整相關之活動 
 

（3）支援確保優良農地之對策 
a. 辦理消減閒置農地相關事宜 
＊推展農地有效率利用 
＊辦理農地有效利用相關活動 

b.對於優良農地有效利用者提供新技術等支援 
  
（4）強化合作推展體制之整建 
＊召開強化合作推展協議會  
＊召開資訊共有化研討會 
＊召開其他相關議題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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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等相關資訊的交換  
整建事業：  
（1）確立水田農業經營結構的緊急對策 

a. 重整水田農業結構等之整建 
為促進稻米政策改革，實現理想的生產結構，對於核心農家之農地能

夠集中利用，部份訂定高生產目標，並對其所需之機械及設施整建等，

給予必要的支援。 
 

b. 改革水田農業結構相關設施所屬附屬事業之整建  
為使改革水田農業結構相關設施之整建能有效且順利推展，宜對相關

活動進行必要之調整，及辦理學習新知識、新科技等活動。 

 
3. 新進農業人員之培育及確保  
整建事業： 
（1）農業研習教育、農業綜合支援中心等設施之整建  

a. 研習教育基礎設施 
＊研習教育場所、住宿場所等設施  
＊農業生產實習、食品加工實習等設施  
＊新技術、環保型農業研習設施  
＊公開講座、體驗交流等設施  
＊離職者等職業訓練用之研習設施及機械  
＊調查研究或實驗用設施及機械材料 

b. 加強現地指導  
＊以農業者為對象之研習教育設施  
＊以新進農業人員為對象之研習教育設施  

c. 符合上述法規之相關措施  
 
（2）農業研習教育、農業綜合支援中心所屬附屬事業之整建 

為使「農業研習教育、農業綜合支援中心之整建」有效且順利推展，宜對

相關活動進行必要的調查，辦理學習新知識、新技術等活動，及資訊之

收集等。 
 
三、食品流通的合理化以及促進出口 

批發市場設施建，包括中央批發市場設施整建、重整批發市場設施、批發

市場活性化等事業，以及地方市場設施之整建。 
 
整建事業：  
（1）賣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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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於大賣場的溫度管理機制，進行改良、改造、或整建。 
b. 上述設施除外的改良、改造、取得或整建。  

（2）儲藏、保管設施(應朝向強化相關設施的功能方面努力) 
（3）停車設施  
（4）場內地面鋪設  
（5）運搬設施(應朝向強化相關設施的功能方面努力) 
（6）衛生設施(應朝向強化相關設施的功能方面努力) 
（7）肉類相關設施(應朝向強化相關設施的功能方面努力) 
（8）資訊處理設施 
（9）市場管理中心  
（10）防災設施  
（11）加工處理高度化設施  
（12）與綜合食品中心功能相關之附屬設施  
（13）附屬設施  
（14）與（1）至（13）內容類似的設施  
（15）共同集貨、發貨設施 

結語 

依「食料、農業、農村基本法」所制定的「食料、農業、農村基本計畫」所

示，農產品的生產宜朝多樣化、高品質化方向發展，以期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地域農業的發展，應以培育並且確保核心農家的農業經營能夠安定且高效率化為

努力方向，以期能擔當地域農業發展的重責；此外，建立安心、安定且有效率的

市場流通體制亦屬重要課題。因此，藉由重建農業補貼制度之實施，宜將地域農

業的每一環節，自生產經營至流通，有關提升農畜產品的高品質化、高附加價值

化、低成本化等相關事宜；培育認定農業者等核心農家並確保其之發展；促進核

心農家所持有的農地能夠集中利用；與食品流通有關的效率化及合理化等相關政

策，給予整體性的支援，以期能重建強而有力的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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