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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2007年起，依據加入WTO入會承諾及臺美雙邊協議，每年政府自美國進口64,634公噸等
量糙米。為促進稻米貿易順暢，自2016年起每年召開「臺美稻米技術諮商會議」作為雙方溝通聯繫平
台。本（2022）年第7屆臺美稻米技術諮商會議輪由我方主辦，考量國際間新冠肺炎疫情仍處於解封過
渡期，經雙方確認後比照去年以視訊方式進行，並於2022年11月3日召開完竣，雙方就稻米產銷資
訊、我國進口美國米採購情形、稻米農藥殘留最大容許量、進口米採購底價訂定等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Since	2007	Taiwan	has	each	year	 imported	64,634	metric	 tons	of	brown	rice	 from	the	U.S.	 in	
compliance	with	its	WTO	accession	commitments	and	a	bilateral	agreement	with	the	U.S.	To	facilitate	
bilateral	rice	trade,	a	yearly	Taiwan–U.S.	rice	technical	consultation	meeting	has	been	held	since	2016	to	
ensure	close	communication.	The	2022	meeting	was	virtually	hosted	by	the	Taiwan	side	on	November	3	
on	such	topics	as	rice	yields,	Taiwan's	rice	imports	from	the	U.S.,	rice	pesticide	residues	and	bottom	prices	
for	rice	imports.

摘要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22年第 7屆臺美
稻米技術諮商會議」紀要

2022 Rice Technical Consultation with the U.S.

農糧署蘇茂祥副署長偕同農糧署業
務相關同仁及國內業者共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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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臺灣自2002年元月正式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承諾部分開放稻米
市場﹐每年應進口稻米關稅配額數量
為144,720公噸等量糙米﹐其中94,068
公噸（65%）由政府進口﹐50,652公
噸（35%）由民間部門進口。政府進
口米部分﹐依對外協議採國家配額制
度﹐自2007年起分配美國、澳大利
亞、泰國、埃及等4個國家﹐其中美國
配額64,634公噸占政府進口米總配額
69%﹐數量最多。

為促進稻米貿易順暢﹐於2015年
第9屆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
會議中﹐決議自2016年起每年召開
「臺美稻米技術諮商會議」作為雙方溝
通聯繫平台﹐由臺方負責稻米政府配額
採購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簡稱農糧署）﹐與美國米產業界代表單
位（USA Rice﹐美國稻米協會）輪流辦
理﹐進行稻米相關產銷資訊、交貨程
序、品質檢驗等議題之技術諮商。

本（2022）年第7屆臺美稻米技術
諮商會議輪由我方主辦﹐考量國際間新

冠肺炎疫情仍處於解封過渡期﹐經雙方
確認後比照去年以視訊方式進行﹐並於
111年11月3日召開完竣﹐雙方就稻米
產銷資訊、我國進口美國米採購情形、
稻米農藥殘留最大容許量、進口米採購
底價訂定等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二、臺美稻米技術諮商會議重要成果

本次視訊會議由農糧署蘇茂祥
副署長擔任我方主席﹐偕同農糧署業
務相關同仁、我國駐美國代表處農業
組同仁及國內稻米產業界代表﹐共計
22人代表我方與會﹐美國稻米協會援
例由Western Foods執行副總裁Alex 
Balafoutis擔任美方主席﹐共計12位分
別來自加州、南方州及華盛頓特區等
地成員異地與會﹐另有美國在台協會
（AIT）農業組副組長Erik Syngle及林嶽
專員列席觀察﹐會議內容包括：（一）
臺灣稻米生產、進出口及消費情形；
（二）美國稻米生產、進出口及消費情
形；（三）臺灣進口美國米執行情形與
採購規劃；（四）探討稻米採購底價訂
定；（五）農藥最大殘留容許量之核准
狀況及取樣協議；（六）美國稻米保險
及產量調查；（七）美國稻米領導力發
展計畫；（八）我國稻米出口行銷推廣
計畫等議題﹐經過雙方詳盡溝通討論
後﹐獲致成果與資訊歸納如下：
（一） 美國加州今年因乾旱而大幅減

產﹐南方州因農民轉作玉米及
大豆等雜糧而減少稻作面積﹐第7屆臺美稻米技術諮商視訊會議現況。

93



導致今年美國糧價大漲﹐加上
美元匯率走強﹐進口米採購不
易﹐臺美雙方皆期盼明年水資
源及國際情勢好轉﹐讓雙方稻
米貿易保持順暢。

（二） 美國船運問題尚未緩解﹐加上
南方州密西西比河水位下降及
鐵路運輸量短缺等因素﹐造成
部分美國米標案履約困難﹐我
方政府已依據履約廠商所提供
之相關證明給予適當履約期限
展延。

（三） 美方持續關切我國採購底價議
題﹐要求底價訂定機制應該更
加透明﹐避免造成貿易壁壘﹐
我方表示採購底價訂定一向依
據「臺美就我稻米關稅化雙邊
協議」辦理﹐並同意就本議題
持續與美方溝通。

（四） 美方理解邊境查驗及農藥殘留
容許議題係由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簡稱食藥署）主
政﹐仍請我方就本議題盡量給
予協助﹐促進稻米貿易順暢﹐
我方駐美國代表處表示可協助
美方將本議題轉知食藥署。

（五） 美國農業部（USDA）以問卷方
式調查農民種植種類、面積及
產量等資訊﹐並經常性公布調
查結果。農民通常會購買預防
性保單或強風災害保單﹐以因
應環境條件不佳而無法種植﹐
或稻米生長期間受強風吹襲而

倒伏減產﹐稻米相關保險制度
涉及政府政策﹐美方建議直接
向USDA獲取相關資訊。

（六） 美國稻米協會之「稻米領導力
發展計畫」旨在培訓稻米業界
優秀領導人才﹐其課程包含來
臺參訪 2天﹐屆時雙方可以合
作思考如何設計課程﹐讓雙 
方得利。

（七） 臺灣稻米消費量逐年下降﹐我
國積極辦理米食製品研發及恢
復米食文化等相關推廣計畫﹐
並輔導出口業者積極辦理海外
行銷及推廣等活動﹐藉以打開
國際市場知名度。美國稻米今
年大幅減產﹐我方期盼雙方業
者可以合作﹐讓臺灣米有機會
外銷至美國。

三、結語

稻米為臺美農產品貿易的重要項
目﹐臺美雙方皆認定技術諮商會議為稻
米貿易溝通之重要平台﹐對稻米資訊交
流極有助益。目前國際間
新冠肺炎疫情處於解封
過渡期﹐明（2023）年
第 8屆臺美稻米技術
諮商會議輪由美方主
辦﹐預計將召開實體會
議﹐透過面對面方式維
繫臺美雙方在稻米議題
之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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