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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業結構的變化及農業與農村金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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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農協主導的「政策依存型小農金融」逐漸轉為大宗的經營資金融資，日本農

業金融正大幅的變化之中。為了培育逐漸形成的多樣化經營事業體上，本文探討必

要的「農業與農村金融」的可能性。 

戰後 1950 年代到 60 年代之間形成的日本農業金融體制，隨著一些調整，維持

著基本的骨架，至今存續了 50年以上。組織的特徵如齋藤(1971)所確切描述的那樣，

是由政府和農協這樣政策及人為性的組織所操作的，但系統是由農業的核心主角卻

是以零星與多數的家族經營為前提。但近年農業的核心主角多轉變為「包含法人經

營的多樣化經營事業體」。在其變化之中，跨越了半世紀之久的農業金融體制（暫時

將它稱作「政策依存型小農金融」）已經出現危機，陷入非常嚴重的情況。本文將焦

點擺在農業結構的變化所帶來的農業金融的變質，針對變化的特徵及其原因來做深

入性探討，以及檢討農業與農村金融的課題。問題相當嚴重，而且問題的情況涉及

多方面，由於篇幅關係，盡可能集中探討在本質上的變化。另外，本篇的焦點是針

對農業經營體系的金融服務，而對農業建設的融資和負債整理等的「消極性資金」

在本文不做探討。 

 

關鍵詞：農業金融／農協／農業、農村金融／農業結構變化／政策金融／公庫／農業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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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舊體制＝「政策依存型小農金融」的特徵 

農業金融的舊體制在 1980 年左右迎接融資活動的高峰。因此，使用 1980 年時的

農業融資餘額來確認當時農業融資的特徵如表 1。 

由表 1可以看出以下四點特徵： 

一、農協系統的農業融資比重高。在表中農協系統資金佔了全部的 5 成左右，這

個數據可以說是相當高。表中是餘額資料，考慮到公庫資金擁有長期性的特

徵，如由「流量」的「融資額」來觀察，應可以發現農協系統的比重可能更

高。 

二、財政資金尤其是公庫（2004 年度為止，是農林漁業金融公庫。2005年度開始，

是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農林水產業事業）的比重有 42%。 

三、農協系統以外的民間金融機關的農業融資，連 10%都未達到。因此，以融資

機關別來看，日本的農業金融是由農協和公庫這樣人為的與政策的機關所主

導，農協系統以外的民間金融機關的參與是非常少的。 

四、政策金融的餘額超過 6 成比重，這反映出對於農業金融而言，政府提供相當

豐厚的補助。雖然並未以數字呈現，政策干預和資金的優遇性（低利與長期）

以及網羅性有很大相關。也就是，條件不錯的資金都是刻意準備安排給各種

用途上。為了使融資更圓滑進行，也備妥了農業信用保證與保險這樣的融資

互補制度。 

表 1 1980 年度末 農業目的的放款餘額（億日圓．％） 

 餘額 比率 

農協系統資金 33,041 48.1 

 其中之農業近代化資金 13,294 19.3 

財政資金 29,619 43.1 

 其中隻公庫 28,713 41.8 

 其中之農業改良資金 906 1.3 

一般民間資金 6,103 8.9 

總計 68,763 100.0 

 其中之政策融資 43,953 63.9 

關於實際上究竟有多少件數是貸給農業用的，或是平均的融資額大約有多少，雖

然沒有全部的資料，但以農協系統資金的代表－農業近代化資金（以下簡稱近代化資

金）來看，其融資件數，1980 年度為 15.3 萬件，平均融資額是 199萬日圓。可以看出

件數相當多，但金額相對小額1。 

當然，另一方面，公庫融資提供給經營事業體相對較少但大量的資金。1980 年度

的「對應農業投資的公庫農業資金」的借出有 2 萬 3000 件，一件的融資額是 592 萬日

                                                      
1
關於數據，參閱泉田洋一「農業近代化資金的融資額 1990年代以後為何大幅減少」、東京大學農業與資然資源

經濟學專攻 working paper, No.11-F-02, 2011。另外，荏開津典生與川村保「農業近代化資金的意義及角色」

(逸見謙三與加藤讓編著「基本農政的經濟分析」明文書房,1985)指出近代化資金不僅是小額且主要被稻作農

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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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這數據在農業金融上算是很高，但是在量上還是被限制的。在筆者的推估下，1980

年度對於「除了土地改良以外的農業投資」的公庫資金比重有 6.0％。另一方面近代化

資金的比重是 13.2%（數據與註 1相同）在這時，近代化資金方面比公庫資金還佔了

更多的比重。當然農協也提供近代化資金以外的融資，因此當時，和公庫農業融資相

比，農協的農業融資方面較為重要。 

在農業金融方面，關於公庫和農協的角色，具有政策性的調整這方面應該要做些

說明。公庫融資只限定於「無法於農林中央金庫以及其他民間金融機關融通者」（公庫

法第一條）。這被喻為民間企業的補足原則。1980 年時，針對經營體系的農業融資來

說，公庫融資是政策性挑選出針對某些經營事業體（自立經營農家）而限定的長期資

金，而週轉資金或是針對一般的農業經營體系的設備資金等等是由民間金融機關（多

半是農協）來因應。因此，從公庫的民間企業補足的這觀點來說，在當時，農協可以

被看做是農業金融體制的核心。農協一邊作為接受政策的支援（利息補給或藉由機關

保證的融資便捷等），也一邊提供針對農業的小額資金給農家，當時這是農業金融的主

要型態。 

貳、農業萎縮及農業經營的核心專業農戶變化 

以上的農業金融體制常以「政策依存型小農金融」來表現，但是其體制因為農業

萎縮及農業結構的改變而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首先針對農業萎縮來進行說明，農業總生產的名目金額在高峰期的 1986 年度約有

7 兆 5000 億日圓，但是 2009 年度時減少到 4兆 3000 億日圓，減少了 32％（「農業與

糧食產業的經濟計算」2009 年度版）。隨著農業總生產的減少，除了土地改良外的農

業總固定資本形成（名目額）在同期少了一半。 

關於農業結構的變化，首先論及農家數的變化。根據農林水產省「平成 23 年版食

料．農業．農村白書參考統計表」來看，農家數量從 1980 年時的 466 萬戶大幅減少到

2010 年的 253萬戶。農業就業者數量在同期，由 506萬人減少到 231 萬人，減少了 54

％。如果把農家限定於「主業農家」來看，其數量由 1990 年的 82萬戶減少到 2010

年的 36 萬戶。農業融資對象的主要母集顯著地正逐漸縮小。 

以上的數值，只顯現出負面的訊息。另一方面，代表在農業逐漸出現了新的經營

事業體。根據農林水產省(2012)，負責地方農業充滿誘因的經營事業體，即「認定農

業者」，數量由 1994 年度末的 1萬 9000 大幅增加到 2010 年 3月底的 25萬。法人農業

經營事業體，雖然在全體經營上佔的比率偏少，到 2010 年度時卻增加到 2萬 2000 經

營事業體。門間(2003)指出大規模的專業農家數，雖然因地區而有差異，但可預測的

是今後會有增加的跡象。在新的經營事業體中，如同「6 級產業化」、「網路型經營」

或是「農商工合作」等最新的詞彙所呈現一般，也逐漸有跨越農業生產的框架到從事

加工及末端行銷物流服務的經營事業體。 

雖是關於平均的農家資料數據，農家所保有的金融資產額，1980 年度開始到 2003

年度為止，已增加了 3.5 倍。由金融資產水準來看，代表農家已變得較富裕。由此可

知，對於小額度的農業投資，農業者可以充分使用自己的儲蓄來當做資金。這也是農

業融資減少的原因之一。實際上，2000 年度和 2005 年度「除土地改良外的農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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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佔的政策資金比重下降（數據與註 2 相同），可以推測農業投資的一大部分是使用農

家自己的資金。 

 

參、小農金融的瓦解 

如上述的農業萎縮和農業結構的改變，不難想像對於農業融資來說產生了相當大

的影響。尤其是過去定位小農金融核心的農協的農業融資受到很大的打擊。 

先來看看農協的農業融資中，佔相當大比重的近代化資金的動向。農協的近代化

資金的年度融資額在 1980 年度時有 2,081 億日圓，但到 2010 年度時只有 295 億日圓

（只含農協，不包括信農連、中金和一般的金融機關）。根據農協同資金的年度借出件

數，1980 年度時有 14萬 2,609 件，但之後急速減少，2010 年度只剩下 4,352件。代表

1980 年度到 2010 年度這 30 年之間，由農協提供的近代化資金融資，金額大幅減少到

剩 14%，件數減少到 3%
2。2005年近代化資金轉給地方的權限轉讓，由結果來看，即

加速了近代化資金的融資減少。 

包含近代化資金的農協的農業借出額整體也呈現低迷的狀態。農協的農業融資額

結餘（包含近代化資金），1980 年代初期超過 3 兆日圓（參照表 1）。農業借出餘額佔

農協的借出餘額總額的比率有 30%左右。但是 2010 年度末，農協的農業資金借出餘

額約有 1 兆 6,000 億日圓，佔總借出額結餘的農業資金比例是 6.7%。這些數據表現出

農協農業融資的減少情況是相當嚴重的3。 

另一方面，公庫針對經營事業體的農業融資（融資額度不穩定的自耕農維持資金

除外）是什麼樣的情形呢？公庫針對經營體系的農業融資，1980 年度金額約達到 3,800

億日圓的高峰，之後開始逐步下降，2005 年時為高峰時 37%的 1,418 億元。同樣的年

度貸款件數（同上）在 1980 年度約有 4 萬 2,000 件，但最近只剩 1萬件左右的程度（數

據與註 2 相同）。融資金額不像件數一般減少的原因是，融資案件的金額正逐漸增大。

公庫的農業融資雖然也在減少，但不同於農協的農業融資。公庫擴大針對被挑選的經

營事業體的融資（尤其是 1994 年開始針對「認定農業者」的「超級Ｌ資金」），避免了

農業融資大幅減少的事態。 

另外，除了農業近代化資金、公庫農業資金，也擔任農業政策金融一環的「農業

改良資金」也受到融資量大幅減少的影響。農業改良資金的融資額的高峰是 1978 年度

大約有 300 億日圓，1980 年度是為 275 億日圓，2005 年度時只剩下 26 億日圓，380

億日圓貸款額的大半數未被消化。換句話說，農業改良資金已經不是相關推廣組織能

夠掌握了。農業改良資金在 2010 年 10月終於移交由公庫管理。 

如上述農業融資的大幅減少，反映出針對零星多數的家族經營為對象的傳統型農

業金融體制，已無法發揮原本機能。農家數減少以及農業就業人口的減少，也降低了

需要農業資金的經營者數。即使農家想小額投資到農業方面，平均的農家能更使用自

己的資金來因應。因此，小額的農業資金需求大幅減少，融資減少幅度超過農業投資

                                                      
2
 依據農林林中央金庫「農林漁業金融統計」各年版 

3
 依據農林中央金庫「農林漁業金融統計」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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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少幅度。另一方面，使用額度較大資金的經營事業體在政策的支援下，利用公庫

所提供的融資制度。如表 2所示，公庫資金所提供農業經營事業體的融資，儘管原本

已輔助民間金融為原則，竟然已成為了農業金融的主要型態。 

 

表 2 2010年度末 針對農林業的放款餘額內容（億日圓．％） 

 餘額 比率 

農協金融機關 16,827 35.6 

 其中之農業近代化資金 2,058 4.4 

政府系統金融機關 23,404 49.6 

 其中之公庫 21,896 46.4 

民間金融機關 6,896 14.8 

總計 47,217 100.0 

 其中之政策資金 30,253 64.1 

 

更進一步來說，日本過去「政策依存型小農金融」體制，已無法提供符合需求面

的新要求之高品質的金融服務。需要額度高的農業資金往往為新類型的經營事業體，

其大部分的資金需求為多元性，且大都使用高度技術，有時與傳統的農業生產型態有

所不同。融資時，雖必須適當評斷及評價經營事業體的資金計畫，但由於多元且高度

化的資金需求而無法審查及判定的案例也有許多。 

可能是由於轉型期間，銀行等民間金融機關的農業融資結餘比率竟在擴大之之中4。

雖然不是顯著的金額增加，但民間金融機關在農業融資的需求在穩定增加之中。 

肆、結論與政策含意 

首先，農業金融體制的重建是必要的。以往的「政策依存型小農金融體制」因為

需求的大幅減少，呈現供給過剩的狀態，產生資源的浪費，而需調整過剩的供給。也

就是說，與其將農業改良資金交給移公庫管理，應該要廢除才是。相關的農業金融支

援組織應提昇品質之外，在量上面的管理整合也是必要的。 

關於農業金融體制品質的部份，應著眼於兼顧肩負農業的經營事業體之長期的願

景來重新檢討。對象的農業經營事業體，不僅與農業生產為要件外，也應該包含產生

農業生產以外「附加價值」創造的經營事業體。農業金融應擺脫過往的刻版印象，對

於經營事業體及針對其資金用途也應提供較有彈性的因應。本文含有這樣的涵義，所

以才使用限定於生產活動的農業金融以及廣義的農業與農村金融這樣的專有名詞。簡

單來說，將來因應貿易自由化及相關 FTA、TPP 上農業與農村金融的需求會增大。 

另外，需要配置能夠評價多樣化且高度的經營事業體融資申請的專業金融經理人

員。此點，對於傑出的經營事業體提供服務上呈現弱勢的農協系統尤其特別須在這方

面好好下功夫。 

                                                      
4
 表１表２雖然在統計上沒有相連，林業融資減少這點來看，民間金融機關的農業融資結餘所佔  

  比率的擴大應 該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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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農業與農村金融的組織，公庫和農協仍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農業結構的轉換

正進行中，暫時會需要兼顧零星的家族經營和相對來說大規模且多樣化的經營事業體

兩方面的融資體制。就算如此，農業與農村金融中，應意識到導入競爭資金的要素。

如果仍停留在由兩個人為性的與政策性的機關獨佔，這樣封閉式的結構，將無法充分

因應貿易自由化下逐漸形成多樣化的農業經營事業體的資金需求。提供多樣化經營體

的金融服務必須要下不斷的努力功夫。因此導入「選別」和「競爭」機制是不可避免

的。其中之一必須促進地方銀行等的農業與農村金融服務的新加入，已在萌芽階段。 

然而，對於農業與農村金融政策的干預今後還是會持續。筆者雖然認為日本的農

業與農村金融應該導入競爭機制的政策建議，但從日本農業的現狀來看，只由民間金

融機關來提供金融服務是不夠充分的。今後必須仰賴透過複數管道提供的政府支援。

另外在日本農業的政策金融，不僅提供資金不足者的資金供給之機能，也應該是培育

經營事業體的一種政策手段。 

 只是關於農業與農村金融的政策發展，除了應具體呈現政策根據及政策效果外，

強力的政府統治（資訊公開、組織的規律）確立地定位也很重要。這些觀點對於日本

的農業與農村金融的研究，將成為今後檢討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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