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世界銀行實現農業經營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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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編譯 

摘要 

實現農業經營是世界銀行的編撰的系列報告，2017年報告係屬於實現

農業經營系列的第三份報告，提供有關法律、法規如何影響農企業中私營

部門發展的見解。 

實現農業經營系列報告的目標在於促進農企業運作，並使其能夠以對

社會和環境負責的方式蓬勃發展，同時也能夠為農民提供必要的農業投入

和服務，從而提高生產力和利潤。在實現農業經營報告中，總計針對 62

個國家和 12 個主題(種子、肥料、機械、金融、市場、運輸、水、通訊技

術、土地、牲畜、環境永續性和性別)提供區域、收入群體和針對具體國家

的趨勢和數據之觀察。 

2017年報告主要重點在於衡量、監管影響農業和農企業運作的法規，

以及促進包容性和永續發展的作法分析。自 2013 年起，實現農業經營系

列報告開始收集影響農業業務的法規以及數據，其產出的分析已取得一些

重要成果，包括報告內數據已被使用於幾個國家政府(範圍遍及於撒哈拉以

南非洲和東亞)的監管改革、引發來自其他發展機構與世界銀行合作的意

願、參與一系列私營部門利益相關者及民間社會學術界的重要活動，並繼

續加強方法學。 

本文主要參考 2017年 2月份出版第三份的實現農業經營報告，其重點

在於指標衡量範疇、農業經營企業之良好監管作法，並以與我國鄰近的韓

國為例，作為分析結果之說明。 

關鍵詞：實現農業經營 (Enabling the Business of Agriculture)、可比較數據 (globally 

comparable data)、評分指標(scored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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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世界銀行實現農業經營之概述 

壹、 前言 

世界銀行注意到農業具有減少貧窮問題與促進共同繁榮之雙重核心

作用，自 2013年出版「實現農業經營」(Enabling the Business of Agriculture, 

EBA)報告，蒐集影響農業業務的法規以及數據，其產出的分析已取得一些

重要成果，包括報告內數據已被使用於數個國家政府，範圍遍及於撒哈拉

以南非洲和東亞的監管改革，引起來自其他發展機構與世界銀行合作的意

願，參與一系列私營部門利益相關者、民間社會學術界之重要活動，並持

續加強方法學。2015 年提出第二份報告，內容主軸以 10 個國家實驗扶持

農企業之評估報告進行整合分析，該報告明確建立指標系統，藉由指標衡

量與監管影響農業市場運作的政策法規。 

2017 年出版第三份 EBA 報告，報告內容提供有關法律、法規如何影

響農企業中私營部門發展之論述，報告數據蒐集至 2016年 6月 30日，總

計針對 62個國家和 12個主題(種子、肥料、機械、金融、市場、運輸、水、

通訊技術、土地、牲畜、環境永續性和性別)提供區域、收入群體和針對具

體國家的趨勢和數據之觀察，以全球可比較數據(Globally Comparable Data)

和評分指標(Scored Indicators)的分析，確保對農業投入、商品和服務的安

全和品質相關規定之發展。EBA系列報告的目標在於促進農企業運作，並

使其能夠以對社會和環境負責的方式蓬勃發展，同時也能夠為農民提供必

要的農業投入和服務，從而提高生產力和利潤。 

本文主要參考 2017 年 2 月份出版第三份的實現農業經營企業報告，

主要重點在於指標衡量範疇、農業經營之良好監管作法和藉與我國鄰近的

韓國為例，作為分析結果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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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指標衡量的範疇 

2017 年度 EBA 報告中採用的指標是經過學術文獻回顧而選擇，各指

標的評分辦法則是藉由透過與主要利益相關者，包括民間社會組織、合作

機構、從業人員、公共和私營部門代表、研究人員和技術專家的協商討論

下產出。世界銀行的團隊替每項研究議題建立背景文件，以確定 EBA 報

告中每個主題領域所展現的重要成果，如農業產出等，以顯現採取法規相

關措施的重要性。EBA報告採取的方法論提供對每個選定主題下法規的定

量評估，這種方法論不僅是單純的分析檢視法規的數量，同時也不會促使

管制的放鬆，如在嚴格執行肥料和種子標籤和品質相關罰則下能確保健康

和食品安全，故能得到較高的評分；而使農民可負擔又即時的牽引機註冊

規定，因為其帶來的效益亦能獲得較高評分。換言而之，各 EBA 報告主

題中獲得評分表現良好的國家，是平衡且適當執行安全和品質控管的國

家，且在執行監管動作同時能避免可能阻礙私營部門發展的繁瑣和成本高

昂的要求。 

政府為協助確保農產品和服務之安全及品質的監管體系，且成本不過

於昂貴或造成負擔，同時防止監管體系對於企業進入市場過度管控，以致

企業轉向地下經濟造成高失業率。過去的經濟文獻強調企業相關法規對於

經濟績效的重大影響，可見制定能降低風險的法規之重要性，如此便能促

使農民根據預測決策結果，以運作相關業務。各國政府需要藉由法規糾正

市場失靈，並將法規對經濟主體產生的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今年 EBA報告提出共計衡量 12個主題領域農業經營企業相關法律障

礙的數據衡量範疇，包含定量指標的相關法規，共有：種子、肥料、機械、

金融、市場、運輸、水、通訊技術、土地和牲畜，以及延續過去研究基礎

的兩個總體主題，包含環境永續性和性別均納入報告中分析，每個主題領

域之衡量項目詳見表 1。 

定量指標方面產生兩種指標：法律指標和效率指標。法律指標來自於

法律、法規而產生，在少數情況下，數據還包括不在法律文本中，但涉及

實施良好監管作法的一些要素，例如在網路上提供肥料目錄等作法。效率

指標反映監管體系所施加的時間和成本，例如在國內市場上銷售種子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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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數量、完成流程的時間和成本，此類型數據建立於法律要求和成本

措施基礎之上。 

表 1  12個主題領域農業經營企業相關法律障礙的數據之定量指標 

主題領域 衡量項目 

種子 

 註冊新品種種子的時間、成本和要求 

 植物育種權的保護和許可 

 種子在市場上的品質控管 

肥料 

 肥料登記的時間、成本和規定 

 市場上肥料的品質控制 

 對進口肥料的要求 

機械 

 拖拉機(tractors)登記、檢查和維護的時間、成本和要求 

 拖拉機測試和規格的時間、成本和要求 

 進口拖拉機的要求 

金融 

 建立和經營存款小額信貸機構、和金融合作社的要求 

 第三方代理人提供金融服務、和非金融機構提供電子貨幣的要求 

 農業相關資產作為動產抵押品、小額貸款和非銀行機構信貸相關信息的
使用 

市場 

 生產組織的建立和運作 

 植物檢疫要求中對病蟲害的管理和控制 

 國內貿易和出口農產品的文件、時間、成本和要求 

運輸 
 營運商用卡車的時間、成本和要求 

 跨境運輸的時間、成本和要求 

水 
 用水許可證 

 水資源管理 

通訊技術  營運手機相關商務的許可 

土地 

(於 38個國家實驗性評分中) 

 土地記錄的覆蓋面和相關性 

 公共土地管理 

 土地記錄中的性別區隔(gender disaggregation) 

 私人間的租賃土地 

 徵收情況下的保障措施程序 

牲畜 

(未評分) 

 動物醫藥產品(Veterinary Medicinal Products, VMPs)的註冊要求 

 進口動物醫藥產品的要求 

 動物醫藥產品的標籤要求 

環境 

永續性 

(未評分) 

 保護植物遺傳資源 

 獲取和永續利用植物遺傳資源 

 水質管理 

 土壤健康管理 

性別 

(未評分) 

 提供按性別區分的數據 

 婦女就業和活動的相關限制 

 婦女在集體機構中的參與和領導 

 歧視預防(Non-discrimination)相關規定 
資料來源：Enabling the Business of Agricultur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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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指標首次使用「前沿距離」(Distance To Frontier, DTF)
1方法和依

主題評分，這是 EBA 報告中的評分制度一大進展。DTF 方法下，藉由展

示國家在監管方面的最佳作法，顯示現況和最佳情形的絕對距離，以利在

未來朝達到最佳績效方向努力，各個指標有助於追蹤各國絕對距離的現

況，以及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改善。DTF分數衡量每個國家與最佳作法的

距離，最佳作法代表在種子、肥料、機械、金融、運輸、市場、水和通訊

技術等 8個農業主題中所觀察到的最佳表現。在法律指標上，目前雖沒有

國家展現最佳的情況，但指標的最佳作法會被設置為盡可能高的標準；而

效率指標最佳作法則採用了目前表現最好的國家。 

而 EBA 的數據來源是以各國專家完成的標準化調查問卷，以及世界

銀行團隊對相關法律、法規的分析為主。收集和分析數據後，進行電話會

議、書面信函討論、訪問等，以清除受訪者所提供答案中的差異。受訪者

範圍遍及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民間組織，包括公司、學術界、金融機構、

專業協會、農民組織、政府部門和機構等。受訪者的選擇標準為其對於該

國的法律、法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受訪者包含各種專家的情況下，能

透過平衡不同利益相關者之意見，以提高數據的準確性，同時瞭解私營和

公共部門意見，也有助於比較各方面的觀點。 

 

參、 農業經營企業之良好監管作法 

政府透過建立適當的方式，協助確保農產品和服務之安全及品質的監

管體系，且成本不過於昂貴或造成負擔，同時防止監管體系對於企業進入

市場過度管控，以致企業轉向地下經濟、造成高失業率，故制定正確的制

度和監管框架，提升農民和農企業的競爭力，使其能夠融入區域和全球市

場。以下針對 12個主題領域農業經營企業的良好監管作法詳加說明。 

 

                                                                 
1
 前沿距離有助於評估監管績效的絕對水準以及隨著時間推移的改進。其顯示當前每個經濟體離

「前沿水準」的差距，自 2005年以來，「經商環境報告」中的所有經濟體，每個指標曾達到的

最佳表現。可從報告中看到某個經濟體與最佳表現在任何時間點的差距，且能隨著時間，評估

經濟體監管環境的改進。前沿距離分數區間在 0到 100，其中 0代表最差表現，100代表前沿

水準，參酌網址 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distance-to-frontier。 

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distance-to-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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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子 

(一) 公私部門間的合作關係 

雖公部門在預先育種 (Pre-Breeding)、種原保存 (Germplasm 

Conservation)與作物和資源管理等研究作為領先者，但為提升國家雜

交種子(Hybrid Seed)品質規模，須鼓勵私部門一同參與。而品種審定

委員會(Variety Releasing Committee)為了確保雙方利益所制定的檢

測標準，職責是將商業生產與銷售品種進行註冊與認可。 

(二) 執行良好監管作法 

種子領域以明確的法律架構執行法律責任與有效程序，儘管部

分國家採行良好的檢測作法，但政府在種子認證過程上出現的疏

漏，阻礙種子供應的發展，其認證機制旨在允許各國種子公司或是

第三方公共認證種子機構。 

(三) 確保市場種子品質 

以制定條款的方式，保障農民生產雜交種子之品質，當適切的

使用雜交種子與投入肥料時，可使農民產量提高 12%至 15%。另外，

會透過標籤化闡明種子相關資訊(如生產者姓名、地址、作物名稱與

種類等)，若是標示資訊有錯誤，會藉以懲罰勸阻該行為，提高農民

購買種子的安全性。 

二、 肥料 

(一) 減少現場肥料註冊 

註冊新肥料產品可以確保國家管控肥料使用，註冊方法亦助於

農民檢視不良的肥料產品，或是重金屬殘留等導致污染環境，但因

冗長和昂貴的程序，致使不被視為有效的方法。 

(二) 簡化進口許可證規定 

由於部分國家需要持有進口許可證，但因其效期不超過 12個月

與受到貨運量等限制，其後續會迫使在一定期間內完成議價、採購

與出貨等程序，出現各種不便性。為此，有些國家提出「無限制的

空白許可證」，效期超過 1年，甚至長達 2年，且可以自行填寫貨運

量、裝運時間等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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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簡化肥料登記法與實行 

研究標的 62 個國家中，有 48 個之法律規範要求肥料產品在進

出口前需要進行登記，若肥料產品標示良好，即具有法律效力且為

低成本的代表，但實際上仍因登記程序過於繁瑣，且在較為落後的

國家是不能有全面性的登記新肥料產品，甚至只允許該國公部門才

可以進行登記等狀況，紛紛導致公司企業的不便利，進而影響收入

所得。 

三、 機械 

(一) 透過簡化進口程序，保障農業拖拉機使用的可行性與交貨即時性 

由於進口拖拉機是需要經過申請進口許可證才可以引進該機

械，是為保護當地製造業以及限制進口數量，但複雜的進口程序，

使成本的上升且進而影響國際貿易的發展，故為簡化程序，在進口

許可證制度進行調整，例如：效期的變更(3 個月改成 12 個月)、數

量的限制、許可證的更新(半年或是數年後)或者是每次進行全面性的

延續登記。然而在高收入國家、歐洲中亞國家以及拖拉機製造商不

需要持進口許可證，即可引進拖拉機。 

(二) 藉由駕駛性能檢驗及配件售後服務，延長拖拉機耐久度 

大多數國家要求道路車輛的安全性，且鑒於農業拖拉機逐漸替

代原有道路運輸工具(如卡車)，故應定期為拖拉機進行檢測，並適時

的給予售後服務(如零件的維護與整修)。 

(三) 以型號認可與定期標準檢測拖拉機，保障拖拉機的高品質 

雖然拖拉機設計經過檢測，但因機械來自各國，可能發生機械

不適應當地氣候的差異，導致產生問題。因此需要針對拖拉機之駕

駛性能、品質、耐久度與安全性進行全面性的測試及評估，故有一

套既定的國家標準機制實施檢測並為機械制定標準型號，且拖拉機

檢測員還會將機械與消費者意見反映給製造商，改善拖拉機問題或

是強化拖拉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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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融 

(一) 採用分層規範，訂定金融機構之存款規章 

微型金融機構(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MFIs) 具有實現農企業

運作之潛力，當 MFIs 具有法律效力時，可以活絡農企業活動(如圖

1)。因此將存款機構與金融機構風險組合相對應的分層作法，如資

本需求、資本適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 CAR)以及貸款損失準

備提列，前述條件限制存款機構的風險承擔能力，確保金融機構在

發生金融衝擊時資本的充足性。 

資料來源：Enabling the Business of Agriculture 2017. 

圖 1 微型存款機構能活絡農企業活動 

(二) 透過存款保險計畫和透明定價，增加消費者保護 

為確保金融消費者了解產品與服務正確的資訊，以透明的訂價

機制使消費者對金融體系產生信任，研究顯示有 76%的國家有要求

金融體系向客戶透明公開貸款業務的成本。 

(三) 提供多元無實體銀行之金融服務 

強化無實體銀行的業務(如電子貨幣和代理銀行業務的管理)，可

促進多元金融程序的包容性，並可藉以廣泛的金融服務，鼓勵競爭

性，降低客戶的交易成本，使交易模式變的無遠弗屆。不過，要以

法律規範限制部分行為，抵制違規者破壞規定。在 2015年西非貨幣

聯盟(West African Monetary Union)國家通過電子貨幣發行人的法

規，規定須取得電子貨幣發行人的許可證，才可進行使用，以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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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此金融服務的消費者權利並嚴謹管理消費者資金的動向。 

(四) 透過倉庫儲存憑證(Warehouse Receipts)履約保證以降低風險 

擁有倉庫儲存憑證者可確保營運商之義務有三種，1.向管理機構

提交債券；2.給付賠償基金；3.避免倉儲貨物的災害，包含：火災、

盜竊或自然災害。 

五、 市場 

(一) 簡化植物檢疫認證程序 

由於進口農產品之衛生和植物檢疫規定、技術標準與產品法規

程序往往複雜繁瑣，導致成本的高昂，為提高流程執行效率，現場

採用電子形式進行檢疫與發放檢疫證書(如 ePhyto)，減少相關運輸和

物流成本。 

(二) 開放農業市場 

政府對於經濟作物進行貿易干預，不外乎是成本面、風險面或

是關稅壁壘面等因素，進而影響國家政策方向與價格波動幅度。在

大多數國家中，雖未明確制定水果、穀物或是其他傳統經濟作物(如

可可，咖啡和茶)之價格，但隱藏強制性的價格控管制度，故部分國

家透過法規在農業貿易模式制定新的條件(如拍賣機制)，以開放市

場，減少受到中間人為因素影響市場機制。 

(三) 成立生產者組織 

生產者組織是整合會員國市場的工具，在農村經濟中建構生產

者組織是受到阻礙的，且各會員國欲以最低資本解決農業合作社資

金缺乏的問題，進而阻礙農企業的成長。因此，透過法律框架約束

生產者組織，建立合作治制原則，使農企業有蓬勃的發展。 

六、 運輸 

(一) 提升公司級執照之品質標準 

一般來說，多數國家的運營商須符合卡車級執照為基準，但為

能使運輸品質提升，以條件較為嚴苛的公司級執照為目標，代表運

營商有著更具良好信譽和專業能力，也被視為促進市場和運輸部門

品質為基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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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善跨境運輸與國外競爭 

非洲國家因內部市場缺乏競爭力，導致運輸價格高昂與服務品

質低劣之狀況，使運輸成本比進口成本高出 26%。然而跨境運輸則

會受到營運限制，或是不屬於雙邊協定之第三國服務等因素受到阻

礙。不過，國外的運輸與物流服務可提升農業競爭力，並提高服務

品質，並開放國外營運的權利(如沿海航行權)，區域貿易整合動態亦

可透過調和市場進入標準與建立最惠國待遇條款，以活絡跨境運輸。 

(三) 強化運輸條款，促進食品安全並減少浪費食物 

在開發中國家，有 40%的糧食因運輸條件較差或被掠奪造成損

失，需要強大的農業運輸法規架構，以具體規範農產品運輸規則，

包括強制性清潔、冷藏規定及特殊標籤要求等，旨在防止食物受到

污染與確保運輸貨物品質。 

七、 水 

(一) 情資機構與水管理計畫 

約有 75%的國家已確立建置水管理機構之法規。為能做出良好

的水管理決策，水資源管理人員必需對現有資源之現狀，以及現有

潛在用水戶的未來需求等資訊有充分的瞭解與熟悉，有助於農民掌

握較多資訊以衡量灌溉面的發展。 

(二) 藉由用水許可制度保護農民投資 

由於面對潛在競爭需求和有限資源，可藉由強化用水許可制

度，使農民受益，確保獲得水資源。在廣義面，農業水需求量占全

球的 70%，部分國家甚至是 90%，故透過用水許可制度分配水資源，

可增加效率。 

(三) 以資源定價提高效率與管理 

因水資源的短缺及需求的攀升，許多國家建立有關個人用水手

續費之法律，以收取手續費作為管理水資源之工具，促進有效用水

與節約用水。每個國家注重其背景因素，如社會經濟、小農需求等

情況，根據背景因素明確規範手續費收取、計算與相關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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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通訊技術 

(一) 一般授權制度培養競爭力 

一般授權制度准許任何電信商提供電子信用服務，因技術的快

速發展，使網路和服務融合，減少進入障礙並簡化監控流程(降低行

政成本)，但由於一般授權制度會有效期問題，個人授權容易受到不

確定性和許可費用的條件變動而出現挑戰性。 

(二) 透過有效的頻譜管理(Spectrum Management)，覆蓋農村地區 

為鼓勵私部門投資農村偏遠地區建置網路區域提供行動業務，

但因電信網路商須獲得政府許可才能在網路內使用射頻 (Radio 

Frequencies)或電磁波譜(Electromagnetic Spectrum)，故政府准許電信

網路商以數位紅利頻段(Digital Dividend Bands)對農村人口密度較低

地區進行良好的頻譜管理。此外，良好的頻譜管理還可以自行進行

頻譜交易，以有效的分配促進新的服務。 

九、 土地 

(一) 土地註冊與資料資訊化 

2004/2005 年度土地政策與有機土地法通過後，於 2007 年至

2010年間，約有 15,000筆土地進行為期 3年的實驗計畫，可降低成

本及減少參與過程，銀行或當地員工透過手機進行線上註冊，結合

現代技術和參與相關土地註冊之利益。 

(二) 秘魯和巴西的公共土地管理 

秘魯表明透明的公共國土拍賣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的透明度和效

率。拍賣開始，將招標至少 90天，而投標者須透過至少 60%最低投

標價格與加上預期投資債券資格進行審核。過去 15年間，祕魯沿海

地區投資將近 5,000萬美元，創造出大量的就業機會，將其高價值農

產品作為主要出口。另外，為限制擴大森林砍伐面積，巴西森林法

規明定環境敏感地區下須保留一部分森林資產，降低森林被砍伐。 

(三) 藉由性別平等紀錄2和徵收條列，達成公平性與包容性 

2015年規定聯合頒發 70%以上的認證證書，克服性別歧視，並

                                                                 
2
 記載對於不同性別者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家庭中應受到平等對待之觀念，而不應基於性別而

歧視某一方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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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婦女的議價能力與提升子女受教育程度。在印度租金上限或非

法租賃，使貧困婦女更加脆弱，並降低其生產力和投資力，為此政

府擬具幾項法令，以解決弱勢一方被壓榨的問題。 

十、 牲畜 

(一) 確保動物醫藥產品(VMPs)註冊系統之預測性 

VMPs 註冊系統之法定授權的過程決定私部門對市場的供需，

故為瞭解 VMPs 註冊系統預測性之相關資訊，會將必要的文件資料

(含應用套裝程式)與預計註冊完成之時程。由於各國註冊時間不同，

當比較預期和實際註冊的時間，監管機構會利用時間差異評估註冊

過程的效率和品質。 

(二) 透過動物醫藥產品標示販售，以保護動物與人類健康 

藉由產品的標示可確保使用正確的藥物，如產品劑量或重量、

產品正確處理方法與儲存條件與管理通路資訊，保護消費者之健康。 

(三) 採用國家動物疾病資訊系統，促進動物醫藥產品之市場分配 

動物疾病會直接影響人類健康，故各國必須建立有效動物疾病

監管與資訊系統，以降低疾病爆發風險。該系統可作為國家監管與

追蹤的數據資料庫，私部門也可利用數據做為分配決策，並瞭解

VMPs市場的潛在規模。 

十一、環境永續性 

(一) 植物遺傳資源 

改良種子品種可為農民提供良好收益，如：產量更高、對某些

疾病的抵抗和更穩定的生產。而現代品種的發展有賴於遺傳變異性

的使用，以國家基因庫保護遺傳多樣性發展關鍵，履行重要功能(如

培育遺傳物質來開發新植物品種或是受自然災害後重建的農業生

產)，不僅可以保存植物遺傳資源，還可發布基因庫保存植物資源相

關資訊，以利潛在用戶的使用。 

(二) 水質管理 

利用森林緩衝區對土地利用的限制，其可減少沉積物、過量營

養物、農藥和其他影響水質的化學污染之作用，藉以解決過多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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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農藥所造成的污染，研究顯示有 57個國家制定出限制危險農業產

品分銷與管理之規定，雖然規定會因義務而有所差異，不過農業也

受到控制，且可防止水土污染。 

(三) 土壤管理 

政府透過土地使用計畫進行評估，並採取最符合用戶需求的土

地利用結構，同時維護寶貴的資源。土壤品質數據提供政府、農民

與其他利益相關者，透過土地管理決策和農業實踐的訊息監管農業

活動之影響性。 

十二、性別 

(一) 提供按性別區隔之資料 

確保銀行與小額信貸機構透過條件的要求，將性別區隔資料納

入報告義務中。 

(二) 限制婦女就業與活動 

為能確保婦女參與就業和活動，在部分部門中設立法律制定婦

女就業條件，如農業部門與建築部門等。 

(三) 婦女成員參與生產者組織 

雖婦女為農業合作社組織成員的一部分，但權力上受到限制，

其將損害農產品資本化與商業化的能力，故建立具有強制性的法

律，規範合作社所有成員之標準，以保護婦女參與合作社之權力。

鼓勵婦女在地方組織擔任領導職務，藉由制定婦女參與活動、合作

社之配比，實現政策和文化的變革，進而促進兩性平等發展之重要

關鍵。 

(四) 非歧視 

EBA蒐集有關生產者組織、金融合作社和用水組織之具體法律

要求遵守非歧視原則與性別保護的數據，在直接適用於生產者組織

的法律中，有 28 個國家提出反歧視法律，其中 22 個具體規定禁止

基本性別之歧視，例如墨西哥合作法規定，合作社必須保證成員間

權利和義務之平等以及婦女的平等。 

 



                                                                            

13 

肆、 結果分析與結論 

本文共分析 62 國家，然而未包含臺灣，因此以與我國鄰近的韓國為

例，作為分析結果之說明。韓國指標分數如表 2，韓國在 8 個面向主要分

布在 62個國家中的 10-20名，名次最前者為種子面向，排名第 8；運輸部

分排名最差為第 39名，顯示未來韓國應強化運輸面向。 

表 2  韓國指標分數 

種子 77.46(第 8名) 

植物育種指數(0-10) 9.0 

品種登記指數(0-8) 5.0 

註冊新品種天數 298 

註冊新品種成本(%) 2.0 

種子品質控制指標(0-12) 5.3 

肥料 74.05(第 14名) 

登記指數(0-7) 4.5 

註冊新肥料產品天數 459 

註冊新肥料產品成本(%) 25.0 

肥料品質控制指數(0-7) 4.0 

進口和分配肥料指數(0-7) 7.0 

機械 59.88(第 19名) 

拖拉機操作指標（0-5） 1.0 

時間註冊拖拉機（天） N/A 

成本註冊拖拉機（人均％的所得稅） N/A 

拖拉機檢測和標準指數（0-8） 7.0 

時間獲得型式認證（天） 45 

成本獲得型號核准（％人均收入） 8.0 

金融 67.88(第 12名) 

無分行金融模式  

代理銀行指數(0-5) N/A 

電子貨幣指數(0-4) 2.2 

移動抵押品  

倉儲收料指數(0-5) 3.3 

獲得信貸指數(0-8) 5.0 

非銀行貸款機構  

小額信貸機構指數(0-7) N/A 

金融合作社指數(0-7) 6.0 



                                                                            

14 

市場 75.40(第 10名) 

生產者組織指數(0-13) 7.9 

植物保護指數(0-8) 5.8 

農產品貿易指數(0-9) 7.5 

農產品出口文件 1 

農產品出口天數 2 

農產品出口成本(%) 0.0 

運輸 47.48(第 39名) 

卡車運輸許可證和運營指數(0-11) 6.0 

獲得貨運許可證天數 20 

貨運牌照獲取成本(%) 0.1 

跨境運輸指數(0-9) 0.0 

跨境許可證取得天數 N/A 

跨境許可證取得成本(%) N/A 

水 74.83(第 9名) 

水資源綜合管理指數(0-29) 26.0 

個別灌溉用水指數(0-20) 12.0 

通訊技術 83.33(第 11名)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指數(0-9) 7.5 
資料來源：Enabling the Business of Agriculture 2017，本文綜整。 

世界銀行於 2017年提出 EBA第三份報告中，論述 12個主題領域(種

子、肥料、機械、金融、市場、運輸、水、通訊技術、土地、牲畜、環境

永續性和性別)以建構法規、註冊系統以及成立組織，衡量指標及監管體制

進行說明，並透過有效率的行政程序，簡化繁雜的認證、授權及管理流程，

亦可有效降低成本、達成創新機會以及提供資訊服務，進而秉持永續理

念、提升農業生產力以及維護性別平等之觀點。本文希望以世界銀行提出

論述實現農業經營報告之概述，可適時鼓勵臺灣農企業對農業投入、商品

和服務的安全和質量相關規定之發展，使之延展農企業對經營的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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