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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農業生產相關事業經營多角化狀況調查」乃針對日本國內農業生產

相關事業（包括直接販賣、農產加工、觀光農園、市民農園、農家餐廳、

農家民宿等），將其經營狀況及該事業體目前所從事相關事業種類之內

容，於 2003 年加以調查。主要調查結果概要如下： 
 

1. 從事農業生產相關事業之事業體經營狀況 
（1）從事農業生產之相關事業，若以農業經營組織區分，以準單一複合

經營之比例最高，佔 27.7％，其次為果樹類單一經營 21.5％。 
（2）事業體所從事之事業種類，以直接販賣 90.8％最高，其次為農產加
工 25.3％，觀光農園 12％。 

（3）事業體從事相關事業，過去 1 年之總營收，未滿 300萬日元者佔 39.3
％，其次為 500-1000萬日元者 19.9％，1000萬-2000萬日元者有 14.2
％。 

（4）從事相關事業之前與現在的農業所得相比較，農業所得增加 30％以
上者有 44.4％，增加但未滿 30％者有 12.8％，無改變者 31.7％，11.2
％則減少。 

 
2. 從事相關事業種類別之狀況 
（1）從事直接販賣之事業體 

a. 以時期區分，在 1993-1998 年間，從事直接販賣之比例 32.1％為最
高。而開始從事直接販賣之理由主要為，可確保更多的所得及擴大

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b. 直接販賣之農產品種類，以蔬菜之比例 44.5％最高，其次為米 37.2
％、水果 36.3％。而直接販賣的主要銷售對象為消費者，佔 59.2％，
其次為產地販賣所，佔 43.5％。 

c. 從事直接販賣所需要之支援政策主要為：提供消費者之需求等各種
情報及宣傳廣告之支援。 

 
（2）從事農產品加工之事業體 

a. 開始從事農產品加工之時期，以「1983 年以前」34.3％最多。而開
始從事農產品加工之主要理由為，可確保更多的所得及擴大自家農

產物之販賣通路。 
b. 加工所使用之農產品（原料）種類，主要為水果及蔬菜。而加工製

品的販賣對象主要為消費者及產地販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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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從事農產品加工所需之支援政策主要為，加工技術等之研修及機
械、設施等之整備、充實。 

 
（3）從事觀光農園之事業體 

a. 開始經營觀光農園之時期，以「1983 年之前」28.2％為最高。而開
始經營觀光農園之主要理由為，可確保更多所得、想與消費者交流

及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b. 每一事業體觀光農園的平均經營規模，耕地面積為 2.1公頃，設施面
積為 0.183公頃，年間利用者數為 6170人。而經營觀光農園之種類

主要為果樹及蔬菜類。 
c. 從事觀光農園所需之支援政策主要為，宣傳廣告之支援及融資制

度、稅制等優遇政策之充實。 
 
（4）從事市民農園之事業體 

a. 開始經營市民農園之時期，以「1983-1993 年」40％為最高。而開始
經營市民農園之主要理由為，想與消費者交流及振興地域經濟。 

b. 每一事業體市民農園之平均經營規模，耕地面積平均為 0.8公頃，年

間契約者數平均 46人。 
c. 從事市民農園經營所需之支援政策主要為，促進地區內外居民交流

之政策支援、融資制度、稅制優遇政策之充實及宣傳廣告之支援等。 
 
（5）經營農家餐廳之事業體 

a. 開始經營農家餐廳之時期，「1998 年以後」29％為最高。而開始經營
農家餐廳之主要理由為，可確保更多的所得及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

賣通路。 
b. 每一事業體農家餐廳的平均經營規模方面，年間利用者數為 27800
人，年間平均營業日數為 270日。 

c. 經營農家餐廳所需之支援政策主要為，融資制度、稅制優遇政策之

充實及宣傳廣告之支援。 
 
（6）從事農家民宿之事業體 

a. 開始經營農家民宿之時期，以「1983 年以前」30.6％為最多。而開
始經營農家民宿之理由主要為，想與消費者交流及確保更多的所得。 

b. 每一事業體農家民宿之平均經營規模，住宿人數為 33人，年間利用

者數 920人，平均房間數 8室。 
c. 經營農家民宿所需之支援政策主要為，融資制度、稅制優遇政策之

充實及宣傳廣告之支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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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多角化、直接販賣、農產加工、觀光農園、市民農園、農家餐廳、農家

民宿 

一、 前言 

「日本農業生產相關事業經營多角化狀況調查」乃針對日本國內農業生產相

關事業之 83,700個事業體（包括直接販賣、農產加工、觀光農園、市民農園、
農家餐廳、農家民宿等），將其經營狀況及該事業體目前所從事相關事業種類之

內容，於 2003 年加以調查。主要調查結果概要如下： 

二、調查結果概要 

1. 從事農業生產相關事業之事業體經營狀況 
（1）從事農業生產之相關事業，若以農業經營組織區分，以準單一複合經營之

比例最高，佔 27.7％，其次為果樹類單一經營 21.5％，稻作單一經營則為
15.4％。（註：農產物販賣金額最高之部門佔總販賣金額之 80﹪以上者稱單
一經營農家；農產物販賣金額最高之部門佔總販賣金額之 60﹪~80﹪者稱準
單一複合經營農家。） 

（2）事業體所從事之事業種類（可複選），以直接販賣 90.8％最高，其次為農產
加工 25.3％，觀光農園 12％，農家餐廳 1.6％，從事市民農園及農家民宿皆
未滿 1％。 

（3）事業體從事相關事業，過去 1 年之總營收（包括農產品之販賣收入、農作

業受委託之收入及相關事業之收入），未滿 300萬日元者佔 39.3％，其次為
500-1,000萬日元者 19.9％，1,000萬-2,000萬日元者有 14.2％，2,000萬-5,000
萬者 8.1％，5,000萬以上者 5.2％。 

（4）從事相關事業之前與現在的農業所得相比較，農業所得增加 30％以上者有
44.4％，增加但未滿 30％者有 12.8％，無改變者 31.7％，11.2％則減少。可
見從事多角化經營，約半數之事業體，其農業所得均有所增加。 

 
2. 從事相關事業種類別之狀況 
（1）從事直接販賣之事業體 
a. 以時期區分，在 1993-1998 年間，從事直接販賣之比例 32.1％為最高，其次為

1983-1993 年間，只有 23.5％，1983 年之前僅 22.9％。而開始從事直接販賣之
理由，如表 1所示。由表 1可知，從事直接販賣之理由主要為，可確保更多的

所得及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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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開始從事直接販賣之理由 
開始從事直接販賣之理由（可複選） 比例（％） 

可確保更多的所得 60.3 
與一般出貨相較，價格較高 36.8 
可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46.3 
有多餘的勞動力 1.7 
有多餘之資金 0.2 
可振興地域經濟 14.1 
想與消費者交流 24.4 
參考電視、雜誌新聞之事例或朋友之介紹、建議 1.4 
市町村、農協等之建議 8.5 
其他 11.0 
 
b. 直接販賣之農產品種類（加工農產品除外），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知，以蔬
菜之比例 44.5％最高，其次為米 37.2％、水果 36.3％。而直接販賣的銷售對象，
如表 3所示。由表 3可知，主要銷售對象為消費者，佔 59.2％，其次為產地販
賣所，佔 43.5％。 

 
表 2  直接販賣農產品之種類（加工農產品除外） 

項目 米 雜穀、

芋、豆類 

茶 蔬菜 水果 花卉、

花木 

精肉 牛乳 雞蛋 其他

比例（％） 37.2 12.5 1.7 44.5 36.3 12.4 0.6 0.3 3.0 4.5 

 
表 3  直接販賣農產品之對象 

對象 消費者 零售店 生協 加工業者 外食業者 產地販賣所 

比例（％） 59.2 17.2 6.3 4.1 4.1 43.5 

 
c. 從事直接販賣所需要之支援政策如表 4所示。由表 4可知，直接販賣所需要
之支援政策主要為：提供消費者之需求等各種情報及宣傳廣告之支援。 

 
表 4  直接販賣所需要之支援政策 

直接販賣所需要之支援政策項目（可複選） 比例（％） 
經營指導、諮詢服務等之充實 15.1 
融資制度、稅制等優遇政策之充實 26.2 
機械、設施等之整備、充實 23 
加工技術等之研修 7.1 
新製品開發之支援 6.8 
人材確保之支援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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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地區內外居民交流之政策支援 22.1 
宣傳廣告之支援 29.7 
提供消費者之需求等各種情報 36.7 
其他 14.8 

 
（2）從事農產品加工之事業體 
a. 開始從事農產品加工之時期，以「1983 年以前」34.3％最多，其次為「1993
年-1998 年」24.8％，「1983 年-1993 年」為 22.4％。而開始從事農產品加工之
理由，如表 5所示。由表 5可知，開始從事農產品加工之主要理由為，可確保

更多的所得及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表 5  開始從事農產品加工之理由 
從事農產品加工之理由（可複選） 比例（％） 

可確保更多的所得 62.6 
與一般出貨相較，價格較高 26.2 
可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36.3 
有多餘的勞動力 2.6 
有多餘之資金 0.4 
可振興地域經濟 17.1 
想與消費者交流 14.9 
參考電視、雜誌新聞之事例或朋友之介紹、建議 0.9 
市町村、農協等之建議 7.3 
其他 11.5 
 
b. 加工所使用之農產品（原料）種類，如表 6所示。由表 6可知，加工所使用
之農產品（原料）種類，主要為水果及蔬菜。而加工製品的販賣對象如表 7
所示。由表 7可知，加工製品的販賣對象主要為消費者及產地販賣所。 

 
表 6  加工所使用之農產品（原料）種類 

項目 米 雜穀、

芋、豆類 

茶 蔬菜 水果 花卉、

花木 

精肉 牛乳 雞蛋 其他

比例（％） 19.2 11.9 15.2 27.3 30.3 3.2 2.4 1.0 1.1 10.2 

 
表 7  加工製品的販賣對象 

對象 消費者 零售店 生協 加工業者 外食業者 產地販賣所 

比例（％） 51.5 28.1 6.2 14.3 4.0 40.5 

 
c. 從事農產品加工所需之支援政策，如表 8所示。由表 8可知，從事農產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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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所需之支援政策主要為，加工技術等之研修及機械、設施等之整備、充實。 
 

表 8  從事農產品加工所需之支援政策 
從事農產品加工所需之支援政策（可複選） 比例（％） 

經營指導、諮詢服務等之充實 9.5 
融資制度、稅制等優遇政策之充實 27.2 
機械、設施等之整備、充實 31.4 
加工技術等之研修 38.7 
新製品開發之支援 20.6 
人材確保之支援 9.2 
促進地區內外居民交流之政策支援 10.4 
宣傳廣告之支援 19.6 
提供消費者之需求等各種情報 20.8 
其他 12 
 
（3）從事觀光農園之事業體 
a. 開始經營觀光農園之時期，以「1983 年之前」28.2％為最高，其次為「1993
年-1998 年」26.4％，「1983-1993 年」為 24.6％。而開始經營觀光農園之理由

如表 9所示。由表 9可知，開始經營觀光農園之主要理由為，可確保更多所得、

想與消費者交流及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表 9  開始經營觀光農園之理由 
開始經營觀光農園之理由（可複選） 比例（％） 

可確保更多的所得 50.5 
與一般出貨相較，價格較高 31.9 
可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36.2 
有多餘的勞動力 1.3 
可振興地域經濟 31.7 
想與消費者交流 38.6 
參考電視、雜誌新聞之事例或朋友之介紹、建議 1.6 
市町村、農協等之建議 13.6 
其他 7.4 
 
b. 每一事業體觀光農園的平均經營規模，耕地面積為 2.1公頃，設施面積為 0.183
公頃，年間利用者數為 6170人。而經營觀光農園之種類，如表 10所示。由表
10可知，經營觀光農園之種類主要為果樹及蔬菜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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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經營觀光農園之種類 
種類 水稻 果樹 蔬菜 芋類 花卉 畜產 

比例（%） 2.5 72.8 16.5 7.2 8.1 2.9 
 
c. 從事觀光農園所需之支援政策如表 11所示。由表 11可知，從事觀光農園所
需之支援政策主要為，宣傳廣告之支援及融資制度、稅制等優遇政策之充實。 

 
表 11  從事觀光農園所需之支援政策 

從事觀光農園所需之支援政策（可複選） 比例（％） 
經營指導、諮詢服務等之充實 16.6 
融資制度、稅制等優遇政策之充實 31.4 
機械、設施等之整備、充實 22.8 
加工技術等之研修 4.3 
新製品開發之支援 4.8 
人材確保之支援 15 
促進地區內外居民交流之政策支援 28.1 
宣傳廣告之支援 50.8 
提供消費者之需求等各種情報 25.8 
其他 8.8 
 
（4）從事市民農園之事業體 
a. 開始經營市民農園之時期，以「1983-1993 年」40％為最高，其次為「1993-1998

年」35.2％，「1983 年以前」僅 14.4％。而開始經營市民農園之理由如表 12
所示。由表 12可知，開始經營市民農園之主要理由為，想與消費者交流及振

興地域經濟。 
 

表 12  開始經營市民農園之理由 
開始經營市民農園之理由（可複選） 比例（％） 

可確保更多的所得 4.6 
可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20.1 
可振興地域經濟 26.3 
想與消費者交流 51.4 
市町村、農協等之建議 15.5 
其他 18.8 
 
b. 每一事業體市民農園之平均經營規模，耕地面積平均為 0.8公頃，年間契約者

數平均 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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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從事市民農園經營所需之支援政策，如表 13所示。由表 13可知，從事市民
農園經營所需之支援政策主要為，促進地區內外居民交流之政策支援、融資制

度、稅制優遇政策之充實及宣傳廣告之支援等。 
 

表 13  市民農園經營所需之支援政策 
市民農園經營所需之支援政策（可複選） 比例（％） 

經營指導、諮詢服務等之充實 21 
融資制度、稅制等優遇政策之充實 25.6 
機械、設施等之整備、充實 13.1 
新製品開發之支援 6.6 
人材確保之支援 7.7 
促進地區內外居民交流之政策支援 35.5 
宣傳廣告之支援 25.3 
提供消費者之需求等各種情報 17.4 
其他 4.2 
 
（5）經營農家餐廳之事業體 
a. 開始經營農家餐廳之時期，「1998 年以後」29％為最高，其次為「1993-1998
年」26.8％，「1983 年以前」僅 23.6％。而開始經營農家餐廳之理由，如表 14
所示。由表 14可知，開始經營農家餐廳之主要理由為，可確保更多的所得及

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表 14  開始經營農家餐廳之理由 
開始經營農家餐廳之理由（可複選） 比例（％） 

可確保更多的所得 65.1 
與一般出貨相較，價格較高 10.6 
可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29.1 
可振興地域經濟 33 
想與消費者交流 24.4 
參考電視、雜誌新聞之事例或朋友之介紹、建議 2.6 
市町村、農協等之建議 6.6 
其他 4.1 
 
b. 每一事業體農家餐廳的平均經營規模方面，年間利用者數為 27800人，年間

平均營業日數為 270日。 
 
c. 經營農家餐廳所需之支援政策如表 15所示。由表 15可知，經營農家餐廳所
需之支援政策主要為，融資制度、稅制優遇政策之充實及宣傳廣告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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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經營農家餐廳所需之支援政策 

經營農家餐廳所需之支援政策（可複選） 比例（％） 
經營指導、諮詢服務等之充實 22.5 
融資制度、稅制等優遇政策之充實 42.2 
機械、設施等之整備、充實 14.8 
加工技術等之研修 8.9 
新製品開發之支援 13.6 
人材確保之支援 16.9 
促進地區內外居民交流之政策支援 18.5 
宣傳廣告之支援 32.7 
提供消費者之需求等各種情報 18.3 
其他 3.9 
 
（6）從事農家民宿之事業體 
a. 開始經營農家民宿之時期，以「1983 年以前」30.6％為最多，其次為「1983-1993
年」29.8％，「1998 年以後」為 23.3％。而開始經營農家民宿之理由如表 16
所示。由表 16可知，開始經營農家民宿之理由主要為，想與消費者交流及確

保更多的所得。 
 

表 16  經營農家民宿之理由 
經營農家民宿之理由（可複選） 比例（％） 

可確保更多的所得 35 
與一般出貨相較，價格較高 19.8 
可擴大自家農產物之販賣通路 23.1 
可振興地域經濟 19.3 
想與消費者交流 58.5 
市町村、農協等之建議 3.2 
其他 6.9 
 
b. 每一事業體農家民宿之平均經營規模，住宿人數為 33人，年間利用者數 920
人，平均房間數 8室。 

 
c. 經營農家民宿所需之支援政策如表 17所示。由表 17可知，經營農家民宿所
需之支援政策主要為，融資制度、稅制優遇政策之充實及宣傳廣告之支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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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經營農家民宿所需之支援政策 
經營農家民宿所需之支援政策（可複選） 比例（％） 

經營指導、諮詢服務等之充實 29 
融資制度、稅制之優遇政策之充實 49.3 
機械、設施等之整備、充實 16.2 
加工技術等之研修 10.3 
新製品開發之支援 3.2 
人材確保之支援 9.8 
促進地區內外居民交流之政策支援 30.2 
宣傳廣告之支援 39.1 
提供消費者之需求等各種情報 17.9 
 

三、小結 

近年來，由於生產調整面積增加、米價低迷、進口農產品的競爭，使日本農

業經營日益困難。因此今後的農業經營，生產與販賣不僅要互相結合，同時藉由

複合化、多角化，以強化經營體質，並展開環境保全型農業。而為振興農村及農

業，將農業生產、加工、販賣及各項服務加以組合的農企業經營頗受重視。尤其

在農業生產之外，配合加工、流通或都市農村交流等之農企業經營的展開，藉由

地域內發性之發展，可振興地域農業經濟。而為發展農業多角化企業，除了提供

具有特色之商品外，並應致力於農產品之品牌化，重視景觀設計、自然環境保全

及各項情報之收集。因此透過經營多角化，除可提高其附加價值及農業所得外，

並有助於地域農業的維持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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