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農產品輸出策略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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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別、項目別輸出戰略 

 

 

摘要 

一、 日本為了促進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的輸出，成立由首相擔任召

集人、農林水產大臣為執行長的「促進農林水產物等輸出全國

協議會」，其下設置「輸出戰略實行委員會」，以「農林水產品、

食品的國別、項目別輸出戰略」為基礎，希望能達到「2020年

日本農產品及食品輸出金額達到 1兆日元」的政策目標。 

二、 其主要措施包括： 

(一) 取得全球性「食市場」計畫 

(二) 輸出戰略實行計畫 

(三) 建構以輸出建構以輸出為取向的廠商因應對策計畫 

(四) 輸出的綜合性支援計畫 

(五) 整建並且推展食品產業全球化計畫 

(六) 輸出環境整建計畫 

(七) 整建水產設施相關事宜計畫 

三、 日本為了實現拓展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政策目的，除了

以每年編列預算經費的方式執行各項促進輸出相關事宜外，更

選擇採取放寬學習日本料理的居留資格、機場免稅店販售附有

符合輸出檢疫證明文件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品、開放農產品批發

市場供做辦理農產品及加工品輸出相關的日本國內外業者進場

採購等配套措施，以符實情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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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產品輸出策略之簡介 

 

壹、 前言 

  日本農產品及食品的輸出金額由 2012 年 4497 億日元，而 2013 年至

2015年分別增加為 5,505億日元、6,117 億日元及 7,452 億日元，呈現快

速成長。而形成此趨勢的要因，與日本積極推展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策略有

密切的關連性。因此，本文試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立場，彙整及

概述近年來日本農產品輸出相關政策及其他的配套措施，以供國內相關人

士卓參。 

貳、 主要的背景 

  日本鑑於其一方面國內人口的結構呈少子化及老化趨勢，進而使日本

國內農產品及食品的消費出現萎縮現象。另一方面，農林水產省的研究預

估，2009年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農產品及食品的市場規模將由 340兆日元，

在未來的 10 年內倍增為 680 兆日元。因此，2013 年 8 月日本成立由首相

擔任召集人，農林水產大臣為執行長的「促進農林水產物等輸出全國協議

會」1，其下設置「輸出戰略實行委員會」，以「農林水產品、食品的國別、

項目別輸出戰略」(以下簡稱為 FBI戰略)為基礎，提出「2020 年日本農產

品及食品輸出金額達到 1兆日元」的政策目標，進而希望日本能夠實現農

業永續發展的願景。 

參、 輸出策略的主要架構及其運作方式 

一、FBI 戰略的主要內容 

    FBI 戰略是以日本的都道府縣2為主體。 

(一) 由這些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其境內的重要農產品及加工品項目，並

且明示這些產品目前主要輸出國家或地區，以及在日本國內生產

時所面臨的瓶頸、輸出時遭遇到的難題及建議，供做「促進農林

水產物等輸出全國協議會」研擬輸出戰略的重要參考資料。 

                                                      
1日本所稱之「協議會」，相當於我國俗稱之「專案小組」。 
2在習慣上，日本將第一層級的地方政府稱之為都道府縣，其實際上是指一都的東京都、

一道的北海道、二府的大阪府與京都府，以及 43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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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上述的資料予以彙整，並且針對世界各國可望購買或可能成為

購買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項目的國家或地區研擬輸出對策，以期

能達到擴大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政策目的。 

二、輸出策略的主要架構 

    為使 FBI 戰略能夠妥適運作，「輸出戰略實行委員會」的委員是

由農林水產省食料產業局長、農林水產省大臣官房(相當於我國「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辦公室」)主管國際事務的審議官、農林水

產省消費與安全局長、負責彙整農林水產省政策的官員、林野廳長官

3
、水產廳長官、內閣官房(相當於我國行政院院長辦公室)智慧財產

戰略推進事務局長、外務省經濟局長、國稅廳長官官房(國稅廳首長

辦公室)審議官、厚生勞動省醫藥生活衛生局中之生活衛生食品安全

部長4、經濟產業省通商政策局長、國土交通省大臣官房物流審議官、

觀光廳觀光地域振興部長、水產物與水產加工擴大輸出協議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日本稻米與稻米相關之食品促進輸出協議會理事長、社團法

人日本木材輸出振興協會會長、日本全國花卉擴大輸出協議會會長、

日本青果促進輸出協議會會長、日本畜產物促進輸出協議會理事長、

獨立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相當於我國的外貿協會)理事長、日本全

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常務理事5、社團法人日本貿易會會長、日本

造酒組合中央會會長、財團法人食品產業中心會長、日本農業協同組

合會專任理事代表、日本全國知事會
6
農林商工常任委員長等 28人組

成，以積極辦理促進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相關事宜為主要任務，

其中值得關注的要項為： 

(一) 為使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相關業務能夠順利推展，輸出戰略

的委員人數及行業別代表，得經由農林水產大臣認可後，隨時變

更。 

                                                      
3日本所稱之「長官」，係指該行政機關的首長。 
4此處所稱之「部長」，相當於我國中央部會之司長或處長。 
5日本的農協已於 2016年 4月 1日起實施新修訂的農協法，因此，使此單位代表的合法

性進入過渡期，將於近期內有所調整。 
6此組織，相當於我國俗稱的「縣市長聯誼會」，但在日本是屬於依法成立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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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的「促進農林水產物等輸出全國協議會」及「輸出戰略實行

委員會」的總部，均設置在農林水產省食料輸出促進課，並且由

此單位負責辦理協議會及委員會業務相關的行政及庶務等相關

作業。此外，在農林水產省所屬的北海道農政事務所、東北農政

局、關東農政局、北陸農政局、東海農政局、近畿農政局、中國

四國農政局、九州農政局、沖繩綜合事務局農林水產部等九個單

位設立協議會與委員會的對話窗口，以期日本全國各地方能夠透

過此些窗口的對話及意見溝通，達到促進日本產農林漁牧產品及

食品的輸出業務能夠順利推展的政策目的。 

(三) 為使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的輸出政策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委員會下設二類的專案小組，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並將其結

果採取公開、公正的原則，透過農林水產省所設的各種網站，告

知相關單位及人士。此二類的專案小組之一是以產品別為主的稻

米與稻米加工組、青果組、花卉組、茶組、畜產品組加工食品組、

林產組及水產品組等八組；其二是以解決問題為主的物流組、輸

出環境課題組、批發市場組、FSMA 組(以美國為主的強化食品安

全相關法規)及 HALA 組（回教食品及其認證相關事宜）等五組。 

(四) 實行委員會會議除了固定的年會外，得召開臨時會，其所討論的

事項，包括各企業的活動或販售戰略相關事宜等在內。在討論的

議事階段，不得公開議事內容，而於所有委員取得共識後才能公

開決議內容。 

三、促進輸出的主要運作理念 

    為使日本產農林漁牧產品及食品能夠順利外銷到全世界，日本當

局以 FBI 戰略為基礎，在下述的理念下，積極辦理日本農產品及食品

輸出相關事宜。 

(一) Made From Japan(從日本生產) 

1. 以日本產農林漁牧產品及食品具有高品質及高安全性為宣傳的

重要理由，向全球農產品市場及料理界進行直接性的宣傳，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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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積極推展活用日本的食材等相關事宜。 

2. 在日本國內外舉辦「和食」相關的論壇、演講及展售會，或者

經由世界各國的料理學校、補習班或與農產品品流通相關的業

者，辦理推廣日本飲食文化與活用日本食材等相關事宜。 

(二) Made By Japan(由日本生產) 

1. 成立「促進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支援機構股份有限會社」，以及

「開拓海外需求機構股份有限會社」7，並且積極辦理促進此二

會社合作相關事宜。 

2. 由於「和食」已取得聯合國認定的世界無形文化遺產的認定資

格，所以宜以創設保護日本「和食」的共同監視體制，以符實

情之需。 

3. 建構具有世界性基準的日本型飲食業務相關的架構。 

4. 為了培育並且確保全球所需的「和食料理人才」，宜針對外國人

在日本從事或學習日式料理所需的居留資格予以妥適放寬，並

且積極培育及推廣日式飲食人才相關事宜。 

5. 以充分活用各種媒體的方式，以及外交的機會等為基礎，對於

在國際上積極推展日本的「食文化及食產業」相關事宜，給予

經濟方面的協助(包括基礎的整建、人才的培育等)，以及對於

由民間投資及合作所建構的評鑑架構等，給予必要的支援。 

6. 充分活用日本在世界各地所設的大使館等單位，積極針對包括

日本產酒類在內的日本飲食文化所具有的魅力廣為宣傳。 

(三) Made In Japan(在日本生產) 

    以 FBI 戰略所述的政策為基礎，積極推展下述之政策措施。 

                                                      
7日本當局在財政預算有限的情況下，為了提升日本農林漁牧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以及

達到促進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之實際需要，以股份有限會社的方式，設置「促進農

林漁業成長產業化支援機構股份有限會社」及「開拓海外需求機構股份有限會社」二個

單位，以符實情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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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林水產省、JETOR(日本貿易振興會，相當於我國的外貿協會)、

經濟產業、外務省等單位，應帶頭攜手合作，積極爭取參與國

外舉辦農產品及食品相關的樣品展、或展售會、或洽談商機等

相關事宜，以期能夠達到促進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政策

目的。 

2. 強化有關項目別市場交易團體等屬於國家層級的市場體制之整

建，以及對於相關業者的支援體制。 

3. 積極推展提供以輸出為導向的輸出檢疫相關的資訊並提升其方

便性；以及實施檢疫協議會所訂應的戰略。對於配合輸出所結

合的業者在申請取得世界性的 GAP(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良好的農業規範)的過程給予必要支援；以及對於配

合輸出所結合的食品業者在取得 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危機分析重要管制點)認定的過程中，

給予必要的支援。 

4. 就因應世界各國因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事件而採取輸入限制的

規範而言，日本應以科學依據為基礎，採取積極的行動，向世

界各國提出緩和或撤消限制日本產品輸入的要求。 

5. 為了促進日本農產品及食品的輸出，宜採取經由活用工商業的

技術、智慧等與工商界合作(包括活用 IT 建構農業經營體系的

高度化等在內)的方式，建構與農業的生產、加工、流通、販售

等相關的體系，以及對於在國外市場建構商標相關事宜時，給

予必要的支援。 

6. 就希望對於沖繩產的農林漁牧產品輸往亞洲地區有所資助相關

事宜而言，宜積極推展並且活用以沖繩為國際物流產業的集散

中心相關事宜。 

四、促進輸出的主要政策措施 

    為使日本產農林漁牧產品及食品的輸出能夠在 2020 年達到一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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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的政策目標，農林水產省以每年編列預算經費的方式，辦理與農

產品輸出相關事宜，其中 2016年度(2016 年 4月 1 日至 2017 年 3月

31 日)與 2015 年度的大項計畫名稱一樣，其中將水產類除外的預算

金額，分別為 7,450 百萬日元及 6,486 百萬日元(2016 年度比 2015

年度增加 14.9%)；而水產類的 2016 年度預算金額為 11,057 百萬日

元，比 2015 年度的 11,759百萬日元，減少 6%，以下為 2016 年度的

施政計畫要點： 

(一) 以擴大輸出等方式取得全球性「食市場」計畫：一方面由於日本

人口結構呈現少子化及高年齡化等趨勢，進而使得日本產農林漁

牧產品及食品的市場呈現萎縮現象。另一方面，世界農產品及食

品市場的規模將大幅成長，其原因包括全球人口逐年增加、許多

新興國家的國民所得增加致使購買高價位農產品及食品的購買

力增加、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的品質與安全性頗獲多數人的肯定

等因素影響。所以日本當局認為：宜採取官方與民間充分合作的

方式，訂定 FBI 戰略，以期能達到「2020 年日本農產品及食品

輸出金額達到一兆日元」的政策目標，以及日本的農業能夠永續

發展的願景。因此，本計畫以輸出戰略實行委員會為執行推動發

號中心，在日本貿易振興機構、項目別農產品與食品相關的職業

公會等單位的合作下，於 2016年度編列 4,578百萬日元(比 2015

年度的 3,943 百萬日元增加 16.5%)，積極辦理下述的子計畫，

以期能實現擴大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在全球食市場的佔有率。 

1. 輸出戰略實行計畫：為使 FBI 所訂定的輸出計畫能夠朝向「確實

執行」的方向發展，希望能夠以輸出戰略實行委員會為本項計畫

的執行單位，統籌官方與民間相關單位及人員共同訂定本年度重

要項目別擴大輸出的施政方針，並且積極辦理協調產地或廠商能

夠順利供貨等相關事宜。 

2. 強化促進輸出戰略的實行體制計畫：為使本年度擬強化的輸出項

目計畫能夠順利推展，宜採取以補貼的方式，委託民間相關單位



 

7 
 

及人員辦理促進輸出架構與環境整合、強化產地與廠商間的合作，

以及積極辦理收集各國對於放寬或取消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入

限制等相關資訊，以符實情之需。值得關注的是，此計畫對於給

予補助的補貼率，以執行此項計畫相關業務的難易程度、需要性

及迫切性等為判斷基礎，給予其所需經費的 3/4或 1/2的補貼。 

3. 輸出綜合性計畫：比照 2015 年度的慣例，委託日本貿易振興會積

極辦理國外農產品及食品展等之展售會或樣品之參展、支援項目

別輸出團體辦理國外促銷活動、支援輸出相關的公聽會等活動，

以期能達到強化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政策目的。 

4. 推展全球化食品輸出戰略計畫：為了擴大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的

輸出，宜針對可望成為日本產品輸出的對象國、項目別等相關事

宜，進行妥適的調查與分析，對於其所需之經費給予必要的支援。 

5. 整建食品產業全球化網路：為了充分了解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在

國外所遭遇到的難題，並且希望能夠順利解決其所遭遇到的困境，

宜將日本官方及民間所設的網路予以充分活用，並且將其彙整成

具有強化食品產業全球化網路的功能，以符實情之需。 

6. 建構並且推展國際農產品市場計畫：以日本國內鄰近每一個國際

機場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為輸出的重要據點，針對可供外銷的蔬果、

花卉等的品質保存、輸出方法等相關事宜詳加規範，以期能將此

些農產品批發市場開拓並且建構成為日本農產品輸出的重要據

點。 

7. 整建有利輸出的動植物防疫體制計畫：為使擴大日本產農產品及

食品輸出政策能夠順利推展，有必要積極辦理加強日本國內畜產

品疾病及植物病蟲害相關資訊的收集及其檢疫措施，並將相關資

訊供做旅遊或參訪日本的外國人採購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時的參

考資料。 

8. 推展日式食品安全管理規格及認證組織等相關事宜計畫：此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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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為 2016 年度新增計畫，希望以辦理建構日式食品安全管理規範、

對於研擬並且推展新的生產系統的計畫給予必要的支援等二項子

計畫的方式，達到建構並且對外積極宣傳日式輸出用 GAP(良好的

農業規範)的政策目的。 

9. 以日式飲食文化為基礎積極開拓國外有所需求的市場計畫：為使

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能夠擴大輸出，宜以日式飲食文化為基礎，

積極拓透過日本駐外的大使館等外交與經貿單位，積極宣傳日式

飲食文化、充分利用世界各國與飲食相關的網路積極宣傳日式飲

食文化，以期能夠達到將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行銷到世界各地的

政策目的。 

(二) 輸出戰略實行計畫 

    為使輸出戰略實行委員會所訂定的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

策略能夠切實執行，實行委員會應採取每年度訂定「擴大輸出方針」，

並且編列妥適的經費預算的方式，努力辦理擴大日本產農產品及食

品輸出相關事宜。因此，實行委員會在 2016 年度辦理下述 3 個子

計畫的方式，為此大項計畫的施政重點。 

1. 召開輸出戰略實行委員會會議計畫：以召開輸出戰略實行委員會

會議所需之預算經費為執行本項子計畫的主要目的，希望能以訂

定擴大輸出方針為基礎，針對項目別輸出團體所訂定的輸出相關

事宜進行評估與檢測，並且將世界各國所訂定的輸入規範等相關

資料予以彙整，供做研訂輸出戰略時的重要參考資料。 

2. 訂定並且檢討主要項目別的輸出方針計畫：採取邀請項目別輸出

團體及其相關廠商共同參與訂定項目別的輸出方針，並且針對所

遭遇到的難題研商因應對策，以符實情之需。 

3. 廣邀世界各國辦理該國農產品及食品輸入相關事宜的官員赴日

參訪計畫：希望能夠借由此種國際交流的方式，達到可以促進該

國放寬或廢除對於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入該國的限制，進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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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促進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機會。 

(三) 建構以輸出為取向的廠商因應對策計畫 

    為使有意願從事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廠商能夠順利辦

理輸出相關事宜，宜以下述的子計畫為本年度的施政重點，希望協

調產地彼此間能夠互助合作，以期能夠建構全年均可供貨的輸出體

制。 

1. 建立以日本商標為取向的輸出體制計畫：就稻米、稻米加工品、

蔬果、花卉、茶、畜產品、以木材加工為主的林產品及水產品等

類別而言，為使相關產品輸出有共同的商標，以期該些產品能獲

得國外消費者的認同，宜採取建立共同的日本商標的方式，積極

推展輸出相關事宜。此外，為了能夠增加輸出的機會，宜積極辦

理國外市場的調查及促銷相關活動，以符實情之需。 

2. 建構以產地彼此間合作為基礎的振興輸出體制計畫；以舉辦農產

品原料產地及其業務相關人員，可以與多樣化食品加工業者互動

的檢討會等方式為基礎，加強彼此間的合作，以期能夠建構全年

可以順利供給農產品原料的輸出體制。 

3. 為因應輸出戰略實際上需要的產地整建計畫：以產官學分工合作

的方式，積極辦理建構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產地整建、加強以因

應輸出戰略實際需要的國外促銷活動相關事宜、積極開發新的運

銷相關科技，並且努力建構最妥適的輸出體制等相關事宜，以期

能夠達到擴大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政策目的。 

(四) 輸出的綜合性支援計畫： 

    希望以經由加強對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等以對外輸出為主要業

務單位的補貼及援助、強化並且支援輸出單位及其體制等方式，為

執行綜合性計畫的基礎，積極辦理下述各項子計畫，以期 2016 年

度日本農產品及食品輸出金額最少達到 7,000 億日元，2020 年達

到 1兆日元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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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化事業人員的支援體制計畫：以越南、印尼、中東地區等日本

視為值得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新興市場為努力拓展的目

標，針對這些國家與地區積極結合當地的日僑及學者專家成立與

促銷農產品及食品相關的社團，並且希望其能提供寶貴的卓見，

供做日本擴展此些國家與地區市場時的重要參考資料；針對日本

國內有意願從事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廠商舉辦各種與輸出相關

的研討會或說明會；鼓勵日本輸出業者參與世界各地所舉辦的食

品展或展售會等相關事宜，對於從事此些活動所需的經費，給予

必要的補助，以符實情之需。 

2. 輸出協商單一窗口計畫：為使日本農產品及食品的輸出業者能夠

快速且充分了解輸出對象國有關當地的法規與市場實況，以及針

對輸出業者所提出的各種問題能夠有妥適的溝通管道，宜設置官

方與民間溝通的窗口，並且為了能夠充分發揮此窗口的功效，宜

採取單一窗口化的方式辦理。 

3. 積極參與列屬 FBI戰略國家與地區所舉辦的食品展計畫：就名列

日本 FBI 戰略的國家與地區而言，日本宜採取官方與民間合作的

方式，於當地成立供做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連絡單位，一

方面提供日本廠商前往該國與地區參加其所舉辦的食品展機會，

另一方面對於日本廠商將農產品品輸往該國家與地區時，能給予

必要的協助，以期能達到逐漸擴增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政

策目的。 

4. 廣邀名列日本 FBI 戰略的國家或地區的重要廠商到日本舉辦協

商會議計畫：為使日本廠商能夠順利將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往

FBI戰略的國家與地區，宜採取廣邀這些國家或地區具有進口日

本產農產品及食品實績的重要廠商到日本，與日本辦理農產品及

食品輸出業務相關的業者，以面對面直接溝通的方式，進行研討

會、說明會等活動，以期能提升日本輸出業者的國際競爭能力。 

5. 舉辦對於有意願前往國外辦理促銷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相關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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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舉辦說明會等活動計畫：針對有意願前往列屬 FBI戰略計畫的

國家與地區，進行拓展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日本廠商，舉

辦說明會等活動，以期渠等在辦理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時的

障礙能夠降至最低。 

6. 舉辦國外連絡協商會議計畫：為了協助在世界各地從事投資農產

品及食品相關的日本廠商實際上的需要，宜將渠等所遭遇到的各

種難題予以彙整，並且邀請日本廠商及當地辦理進口日本產農產

品及食品相關人員，於當地進行意見交換與協商，以期能達到支

援日本廠商拓展業務的需要。 

7. 於新興市場建立促銷活動據點計畫：宜以可望成為日本產農產品

及食品輸出的國家及其重要城市為目標，針對渠等可能採購的日

本產品的項目舉辦促銷活動，並且建構舉辦促銷活動的據點，以

期能夠在當地建構對於日本產品輸出有所助益的銷售體制。 

(五) 整建並且推展食品產業全球化計畫 

    為使日本的中小型食品產業相關的業者能夠有機會前往世界

各地拓展業務，宜以人口眾多、經濟成長速度卓越的亞洲地區諸國

為日本食品產業全球化的重要據點，積極辦理下述各項子計畫，以

期能夠經由充實渠等的支援體制的方式，達到擴增日本食品產業在

全球市場的佔有率等政策目的。 

1. 支援解決有礙日本推展食品產業全球化計畫：為使日本食品產業

能夠順利朝向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宜針對日本廠商在國外的生產

地所發生的難題，由日本官方以協助或支援的方式，與當地的官

方與民間進行協商意見交換，以期能使其所遭遇到的阻力降至最

低，以符實情之需。 

2. 培育並且確保全球化所需的人才計畫：為了並且確保日本食品產

業全球化所需的人才，宜採取邀請具有實務經驗的學者專家以舉

辦研討會等方式，傳授擴展國外食品市場所需的相關事宜；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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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意願拓展國外市場的廠商，宜採取自計畫投資階段起，至

在國外的當地成立股份有限會社止，所需辦理的相關事宜給予必

要的支援，以符實情之需。 

3. 在國外建構以相關產業為基礎的食品體制計畫：為使在國外單獨

奮戰的中小型食品相關產業能夠順利拓展業務，宜鼓勵與其相關

的同業或製造、流通、外食等產業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建構在

國外當地的食品產銷體制，對於其所需的資訊及整合架構等相關

事宜，給予必要的協助與支援。 

(六) 輸出環境整建計畫 

    為了能夠達到「2020 年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金額達到 1

兆日元」的政策目標，本年度宜以下述各項的子計畫為施政重點，

希望能將世界各國有害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相關的問題及阻

力降至最低，以符實情之需。 

1. 因應官方交涉所需的資訊收集與分析計畫：福島核災事件引發世

界各國對於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的輸出帶來許多障礙；因此之故，

日本官方及民間有必要隨時收集與分析此些障礙相關事宜，並且

以科學的資料為依據，積極透過外交等途徑，努力將這些障礙降

至最低。 

2. 以解決輸出環境為取向的計畫：為使美國及歐盟諸國對於日本產

食品所使用的各種添加物安全性能夠產生信任感，對於民間積極

辦理收集與分析各種添加物安全性相關事宜，給予必要的支援；

此外，對於日本食品產業因應美國的「強化食品安全法」(FSMA)

相關事宜，有必要給予支援，以符實情之需。 

(七) 整建水產設施相關事宜計畫 

    歷年來日本水產品及其加工品的輸出，在日本農產品及食品的

輸出佔有相當重要的比例8；因此之故，有必要積極辦理整建水產

                                                      
8以 2015年為例，該年日本產水產品及其加工品輸出金額為 2,757億日元，佔該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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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相關事宜，以期所生產的水產品及其加工品的輸出能夠符合輸

出對象國的需求。從而言之，本年度宜以辦理下述 2項子計畫為施

政重點，以符實情之需。 

1. 水產品輸出倍增之環境整建計畫：為了促進 HACCP(危機分析重

點管制點)的認定，宜以舉辦研討會、聘請學者專家到現場進行

指導等方式，為本年度計畫執行的重點，對於其所需經費給予必

要的支援。此外，以水產廳為執行單位，積極辦理與歐盟所認定

的 HACCP 體制相關事宜。 

2. 推展以供做流通、輸出為據點的高水準衛生對策計畫：為了擴大

日本產水產品及其加工品的輸出，宜積極辦理日本國內整建自漁

撈作業起至抵達輸出目的地的 HACCP 相關事宜。 

五、主要的配套措施 

日本為了拓展農產品及食品的輸出，除了積極辦理上述各項政策

措施外，尚有許多的配套措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一) 放寬外國人到日本學習日式料理的限制： 

鼓勵外國人到日本學習日本料理，對於符合居留身分者，於其

學習期滿(一般正常的情況下，其學習的居留期限為 3年)，且願意

或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學習者，得取得新創的 2年技能實習的制度，

以符實情之需。此外，並訂有獎勵措施： 

1. 對於學習日本料理成績優良的外國人，規定學習的補習班、料理

學校等場所應頒發獎狀等證明文件，以資鼓勵。 

2. 每年在日本國內舉辦以外國人為對象的日本料理比賽，優勝者可

以獲得日本或舉辦單位所核發的獎狀等鼓勵性的文件，以資鼓

勵。 

3. 值得重視的是，日本所核發的各種與日本料理相關的獎狀等資料，

                                                                                                                                                        
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總金額 7,452億日元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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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成為外國人學習日本料理返國從事與日本料理相關業務時，

被懸掛在工作場所裡醒目地方，做為提高業者知名度的重要宣傳

資產，更是日本宣傳日本料理相關事宜的最佳策略。 

(二) 開放外國人可以進入日本的農產品批發市場進行交易： 

    長期以來，日本的農產品批發市場是禁止外國人進入批發市場

辦理交易相關活動；但為了拓展日本產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輸出，

日本當局採取修訂農產品批發市場法的方式，讓有意參與日本農產

品及食品輸出的外國人及其相關法人，以及想從事日本產農產品及

食品輸出的日系廠商，得進入批發市場進行交易。此外，為使此項

新措施能夠順利運作，除了積極辦理改善批發市場倉儲設施相關事

宜外，更在批發市場內增設辦理農產品及其加工品輸出相關且屬必

要的動植物檢疫相關單位，進行現場檢驗及檢疫相關事宜，並且現

場核發合格的證明文件，以符實情之需。 

(三) 與觀光業者積極合作，推展參訪農山漁村相關事宜： 

    本著「請客人到自己的家裡消費，是最佳的行銷策略」的理念，

將日本農山漁村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貴重的民俗文化資產、深厚

的鄉土風情等特徵做為賣點，積極與觀光業者合作，鼓勵日本國內

外的觀光客到日本的農山漁村，以觀光採果、夜宿農家、欣賞風景、

體驗民情等方式進行參訪，以期能達到促進農山漁村活性化、提升

農業所得等政策目的。值得關注的是： 

1. 這些政策措施，除了能夠達到預定的政策目的外，更能使外國得

觀光客經由親身體驗的方式深入了解日本的文化，對於促銷日本

產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相關事宜帶來深遠的正面效果。 

2. 為使外國的觀光客在農山漁村所採購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品能夠

順利帶回家，在日本各地的主要國際機場設立動植物檢疫窗口，

專門為外國的觀光客辦理動植物檢疫及核發檢疫證明文件等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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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使外國的觀光客在返國時，或日本人離開日本前往世界各地旅

遊時能將日本產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供做伴手禮，在日本的國際機

場免除店設置專櫃，販售附有檢疫合格證明文件的日本產農產品

及其加工品，供旅客選購。 

4. 為了提高日本產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供做禮品使用的機會，日官方

採取與流通業者合作，同意辦理快速檢疫、協助通關、給予必要

經費的支援(例如降低檢疫費用)等相關事宜，以期能達到促進日

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的政策目的。 

肆、 結語及建議 

一、由上述所述的資料得知：近幾年來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的輸出能夠快

速成長的要因是，日本結合全國產官學界的力量，以「促進農林水產

物等輸出全國協議會」及其下所設「輸出戰略實行委員會」為推動的

中樞，確實執行各項政策計畫所致。 

二、日本所訂定的「2020 年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輸出金額達到 1 兆日元」

的政策目標，在世界人口年年持續增加、全球糧食增產與供給問題因

氣候異常呈現瓶頸現象、新興國家國民所得增加致使其所需的高品質

且具安全性的糧食需求呈現需求殷切趨勢、日本產農產品及食品的安

全性頗受世人好評、日本採取弱勢貨幣政策等因素影響下，可望達成

此項的政策目標。 

三、就我國的立場而言，我國得以日本的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策略為借鏡，

積極辦理促進我國農產品及食品輸出相關事宜，以期能夠成為我國提

高農民所得及提高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政策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