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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自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

一、導入「收入保險」背景
導入「收入保險」之前﹐既有的

安全網（Safety Net）措施覆蓋有限﹐
補償對象（品目）有限定﹐且風險來
源亦受到限制（僅針對來自天然災害
之風險）﹐對農家的自主農業經營活
動﹐很難給予全面的支持。
（一）從2019年開始實施收入保險制度

為解決上述風險覆蓋有限問題﹐
規劃導入「收入保險」來應對﹐並自
2014年開始收集、分析資料﹐2016
年執行事業化調查﹐2017年法制化
及公告﹐2019年開始實施（圖1）。

日本推動「收入保險」概要及現況

（二）不分品項別﹐全面應對所有風險
收入保險係以個別農業者的整

體收入為基準﹐不分品項別、亦不限

註1：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圖1. 日本導入「收入保險」時程表。

圖2. 「收入保險」補償範圍不限品項，覆蓋全部作物；亦不受
限風險來源僅為天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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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導致收入降低的原因僅來自天然災
害﹐透過收入補償﹐使農業經營者的
努力獲得總合性的補償﹐全面覆蓋所
有風險（圖2）。
（三）與其他安全網措施併行

收入保險和其他安全網措施（補
償收穫量下降和價格減低）具有相似
的補償機能﹐且基於農業保險法﹐農
業從事者可以自行選擇想要加入的風
險補償方案。

二、 收入保險概要
（一）基於保險體系而構建之制度

收入保險提供針對意外風險造成
的損害的保護﹐集合多數人出資﹐並
就發生事故致使遭受損失的人獲得補
償的保險制度。該制度主要的規劃是
透過投保人按保險比率繳納之保費﹐
與遭受事故支付之保險金達成平衡。

另該保險的制度係保費不可退
還﹐故設立公積金制度﹐作為穩定
資金來源之保護措施（保費：投保
者和政府按1:1的比例出資；公積金
比例：投保者和政府按1:3的比例出
資﹐解約後投保者可領回公積金）。
（二）具體補償方式

以個別投保者的5年收入平均金
額為基準。當收入低於個人平均收入
基準九成時（補償限額）﹐最高補償
收入減少差額之九成（支付率）；保險
金之支付由保費及公積金共同組合而
成（保費支付八成﹐公積金支付一成）
（圖3）。

圖3. 「收入保險」具體補償內容示意圖。

圖4. 加入「收入保險」時程表及保險金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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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定使用青色申告者才可投保
（一）    把握收入的準確性是「收入保險」

的核心
相較於其他安全網措施﹐使用地區

數據作為基準來給予補償﹐「收入保險」
使用個人收入作為基準﹐依據收入減少
給予補償金。

另由於保費及公積金由政府稅收補
貼﹐係其他產業沒有的措施；為了讓日
本國民理解﹐正確掌握投保者收入﹐據
以辨別是否符合保險理賠基準﹐是該制
度的最重要精髓。

（二）應用信賴度高的青色申告系統
依據日本稅務申報系統﹐青色申告

必須每日簡單記帳﹐可以核對庫存量和賬
簿﹐對收入金額之準確性信賴度高。因
此﹐「農業保險法」規定﹐欲加入收入保
險者必須使用青色申告﹐且最少須具備2
年以上的申告實績。亦即﹐使用青色申告
的第3年﹐才能加入「收入保險」﹐對想
加入的農業者花費時間較長（圖4）。

四、「收入保險」加入狀況：加入收入保
險的農業經營體﹐數量增加到7.8
萬個
「收入保險」制度啟動以來﹐農民的

參與度逐年提高。該制度推動以來﹐農業
者關心度逐漸增加﹐投保者數也提高﹐至
2022年已達到7.8萬個經營體﹐約占青色
申告者22.8%（表1）。

另一方面﹐因各地區遭受天然災害等
風險狀況不一﹐收入保險的投保情況因都
道府縣而異。由於公積金負擔較大﹐部分
農業者有所猶豫﹐以收入1千萬日幣為基
準的個案為例﹐加入「收入保險」保費大
約8.5萬日幣﹐公積金22.5萬日幣﹐手續
費2.2萬日幣﹐合計33.2萬日幣。

五、保險金支付狀況
（一）約有30%～50%的加入者獲得保險

金理賠等
該制度推動後﹐第一年（2019年）

投保者三成獲得理賠（總金額169億日
元）；第二年（2020年）投保者四成獲
得理賠（總金額 350億日元）；第三年
（2021年）投保者五成獲得理賠（總金額
687億日元）。

圖5. 2019～2021年保險金理賠狀況。

表 1. 收入保險制度的參與度                                      （單位：萬）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農業經營體數 107.6 103.1 97.5

使用青色申告者數 35.3 35.5 34.2
「收入保險」投保數 3.6 5.9 7.8

圖6. 2019～2022年申請無息融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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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投保者問卷調查結果。

（二）給予無息融資貸款
一般保險金支付是在確認納稅申告

後給予﹐但倘保險期間遭受較大損失﹐
需要資金進行復耕等﹐可提前給與保險
金之最高八成﹐免利息融資貸款。第一
年（2019年）794位投保者（3.5%）申
請免息融資﹐總金額38.4億日幣；第二
年（2020年）1,640個投保者（4.5%）申
請免息融資﹐總金額76.5億日幣；第三
年（2021年）3,867個投保者（6.5%）申
請免息融資﹐總金額152億日幣；第四年
（2022年）675個加入者（0.9%）申請免
息融資﹐總金額24.6億日幣（圖6）。

六、投保者的問卷調查一
（一）對補償內容及收入基準等普遍 

滿意
依據實施機關（全國農業共濟組

合連合會）實施的問卷調查顯示﹐參加
「收入保險」者九成表達滿意（2020年
10月實施﹐調查對象3,500個農業經營
體﹐回答率42.8%）。

滿意的理由包括：補償內容可選
擇、依據經營型態可選擇適合的方案、
有不同保費負擔的選擇方案、依照青色
申告為基準較為客觀、有針對大規模及
收入提高設立特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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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完全沒有收入年也納入基準計算等 
（圖7）。
（二）從其他安全網補償系統轉換到收

入保險
從其他安全網補償措施轉換到收

入保險的理由﹐包括：補償內容較為優
渥、依據個人收入基準進行補償、其
他補償措施未納入的品項也可以獲得
理賠、保費較其他補償措施低以及因
為受傷或生病導致收入下降亦可補償
等（圖8）。

七、投保者的問卷調查二——投保者
要求改善的聲音
收入保險之投保者提出的改進意

見包括：希望簡化加入程序、期待可以
用平板電腦加入保險、仍有許多人不
知道收入保險應該更多宣傳周知、保
費太高希望調降、公積金太高、手續
費太高、希望把完全沒有收入年也納
入基準計算等。

八、持續改善點一
（一）不時滾動檢討﹐減輕加入者的 

負擔
從減輕加入者負擔的角度來看﹐

即使在系統啟動後﹐仍需持續滾動檢
討改進。
（二）提高加入手續之便利性﹐減輕文

書費用
為了隨時隨地可加入﹐應用

農林水產省共同電子帳號申請服務
（eMAFF）系統﹐受理線上申請。此
外﹐為了簡化持續加入保險者的手
續﹐增加設立「自動續約」制度。應用
上述電子化及便捷化系統﹐可獲得手

圖8. 從其他安全網補償系統轉換到收入保險之原因。

圖 9. 彈性設計不同補償範圍之方案，減低加入者負擔，並可選擇分
期付款繳納保費。

不滿意的理由包括：設計很複
雜、賠償率有上限（九成）、支付率
有上限（九成）、希望就5年內剔除最
高及最低後予以平均當作基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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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費之折扣。另﹐針對手續費超過15萬
日圓的大規模農業者﹐提供特別的手續
費折扣（自2020年起）。

九、持續改善點二
（一）減輕保險金負擔

關於賠償範圍﹐依據最高賠償上限
及支付率上限﹐設計不同方案﹐提供較
低保費的選項。例如倘最高賠償下限設
為70%﹐則保費由8.5萬日幣下降至4.7
萬日幣（仍需支付公積金及手續費﹐自
2020年起實施）（圖9）。
（二）靈活的分期付款

自2020年起﹐關於保費的繳納﹐可
以選擇分期付款﹐時間及次數均可自由
選擇。

十、「收入保險」之財政負擔課題——維
繫持續系統管理是重要課題
伴隨著投保人數增加﹐保費及公積

金補貼都會增加；倘事故率提高﹐保險
金理賠及公積金的支出﹐對政府財政負

擔亦將大幅提高（圖10）。為了收支平
衡﹐目前採取保險金每3年調整一次﹐
以維繫中長期經營。基於這些事實﹐在
嚴峻的財政情勢下﹐如何使「收入保險」
制度﹐從實際運作和規劃設計兩個方面
著手﹐如何確保長期可持續性﹐是重要
課題。

葉寶玉 2

參考自韓國農民日報

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65歲以上人
口比例超過20%﹐即屬超高齡社會﹐按
此一標準﹐韓國畜牧業在2005年早已進
入超高齡社會﹐老化現象日益嚴重﹐飼
養戶與畜牧場減少的趨勢趨於一致。

韓國畜牧業後繼無人，每2農戶中就有1
人是65歲以上老人

根據韓國國家統計局畜牧業動態調
查數據顯示：2005年65歲以上畜牧農戶
所占比例為25.2%（約四分之一）﹐2010
年65歲以上的畜牧農戶比例為29.6%﹐
而2019年之比例則飆升至43.6%﹐在10
年內增長了14%；僅僅14年間﹐全國大
約二分之一畜牧農戶年齡已超過65歲。
又該局2020年公布之「畜牧業結構變化

註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

圖10. 伴隨投保人數增加，政府財政負擔亦增加，如何
永續維持系統運作，是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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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1985～2019年﹐畜牧場數量
每年也以平均每年1.4%之速度遞減。

2019 年韓國飼養牛、豬、雞、
鴨等主要畜牧場有104,138個﹐但至
2022年下降至100,718個﹐短短3年
時間就減少了3,420個。在韓國許多畜
牧場都沒有經營者繼承人﹐需引進新農
戶﹐以維持畜牧產業的永續發展；但由
於跨足畜牧業門檻很高﹐對於決定入行
的年輕農民來說﹐受到各種因素的阻
擾﹐這第一步並不容易。此趨勢若長持
以往﹐畜牧飼養基地將可能動搖﹐國內
畜產品自給率也將隨之下降﹐是業界憂
心之問題。

在韓國﹐畜牧業收入高於其他農作
物﹐但近年來收入有下滑趨勢：2015
年為7,964萬韓元﹐2018年為7,824萬
韓元﹐2019年為7,546萬韓元。由於
包括飼料價格在內的所有成本都上漲﹐
根據韓國國家統計局2022年公布之畜
牧業生產成本調查結果顯示﹐與2020
年相比﹐2021年飼養牛、豬、雞之管
理成本﹐分別增加 10.3%、8.6%及
8.2%﹐成了助長畜牧農戶經營狀況惡
化的因素。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韓國
環境部於2015年向各地方政府建議畜
牧飼養距離﹐導致相仿飼養規模﹐需投
資設置更大的畜牧場；各種監管政策導
致生產成本及設施投資成本飆升；投入
畜牧業﹐初始成本至少需10億韓元的
龐大投資﹐是阻礙新進畜牧產業的重要
因素；當地居民投訴畜牧場影響居住品
質﹐也成了產業發展障礙之一。

基於以上種種進入畜牧產業的門
檻及障礙﹐要引進新的畜牧農戶﹐實
屬難事﹐必須韓國政府提出相關因應
措施﹐以維持畜牧產業之永續發展。

參考自韓國農民日報

韓國今（2023）年4月2～4日連
續3天共發生53起森林火災﹐造成房
屋、工廠、倉庫、溫室等毀損﹐這是
韓國山林廳自1986年有森林火災統
計以來﹐短時間內釀災次數最多的一
次。特別是忠清南道洪城、錦山、大
田；全羅南道咸平、順天以及慶尚北
道榮州等地所發生的森林火災﹐規模
超過100萬公頃。尹錫悅總統下令林
業和消防部門必須全力撲滅及清理火
災現場。

今年1～3月韓國氣候乾燥﹐全
國平均降水量（85.2毫米）偏少﹐遠
低於去（2022）年（120.6毫米）﹐再
加以全國刮起大風﹐更助長此次森林
火災之迅速蔓延。韓國林業局、國防
部及消防總局等單位共出動直升機
313架、消防裝備車3,402台、消防
人員28,501人﹐以救援本次森林大
火。此外﹐更在人口稠密地區部署森

韓國今年4月發生全國史上最多森林
火災，3,091公頃的森林被燒毀

由於韓國政府各種監管政策，導致養豬的生產成本和設
施投資成本飆升，負債累累的韓國養豬場抱怨經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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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滅火直升機﹐以防止損失﹐並保護
順天松光寺及洪城高山寺等重要文化
遺產。據估計﹐此次森林大火受災森
林面積共3,091公頃。

韓國山林廳表示：在行政安全
部、消防廳、國防部、警察廳等多個
相關部門和組織合作下﹐森林大火得
以撲滅﹐惟仍須防止受火災影響地區
因大雨而致土壤流失等二次破壞之風
險﹐並採取維護及安裝排水管道等應
變措施。另規劃利用人工智能（AI）
及資通訊技術（ICT）﹐以加強森林火
災監測；大幅增加滅火林、擴充超大
型直升機、高性能滅火車輛及森林火
災專項救災隊伍等﹐以防止未來森林
火災發生。現正值春季農耕季節﹐尹
總統更下令﹐將盡一切努力來復原受
災地區﹐迅速落實對村民之行政及財
政支持措施。

韓國農業部本年4月中旬公布之
森林火災緊急支持措施﹐包括：一、
提供水稻種子及災區可種植之苗木及
鋤頭、鐮刀等農具；二、免費發放災
民救助糧；三、延長農畜資金貸款之
還款期限並降低利息；四、針對已投
保災害保險之受損農家﹐於申報後立
即快速計算保險金額﹐預先支付保險
金之50%﹐以救助近期因全國森林火

災而遭受損失之農民﹐使他們早日恢
復正常生活。

參考自韓國農民日報

本（2023）年3月30日﹐韓國農
民黨宣布成立﹐建黨籌備委員會在
大田儒城區拉多姆斯藝術中心召開
會議﹐計有農民團體、事業單位負責
人等約100人參加﹐除宣讀發起人宣
言﹐另選舉代表及確定黨名等事項。
該委員會於宣言中指出：「每次政府更
迭時﹐農業政策都會發生變化﹐為了
糧食安全及農漁畜產業制定農村友好
政策﹐迫切需要成立農民黨」。

韓國農民黨秘書長金鎮範（김진
범）在本年4月22日會見農業相關記
者時宣布創黨願景及目標﹐宣稱自己
為盛載農民黨農民願望之容器﹐自
2015年以來﹐持續透過召開正式會議
為建黨做準備；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無法啟動任何建黨事宜﹐就從
本年3月30日韓國農民黨成立儀式開
始﹐為實踐農民願望而採取實際行動。

本年4月18日﹐農民黨在全羅南
道順天市舉行第一屆縣市建黨競賽﹐
宣布將以廣泛的大規模活動﹐期待走

韓國農民黨成立，將實現農業政策

的大轉變

韓國山林廳正在使用超大型直升機撲滅森林大火。
照片提供：韓國山林廳。

韓國農民黨創黨之發起人大會於 2023 年 3 月 30 日在大田儒城
區拉多姆斯藝術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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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目前大兩黨之困境。作為實地走訪
之政黨﹐韓國農民黨將為農業及農村
發展而努力﹐並將與各階層交流﹐解
決政治及經濟方面之結構性問題﹐並
強調為贏得國民信任﹐韓國農民黨將
實現誠實公正的政治﹐克服氣候危
機、糧食危機及農村消失之危機﹐以
振興農業及農村社區﹐提升農民生活
品質。

參考自韓國農民日報

隨著韓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及人
口減少﹐農村勞動力短缺問題日益嚴
重﹐因而爆出需要專為農村地區核發
「農業簽證」之主張。

韓國全羅北道農業研究所近日透
過「全羅北道區域專業農業簽證引進
計畫」報告﹐提議設立農業簽證﹐以
利從事農業部門之外國工人可長期留
在該農村地區﹐並由韓國法務部提供
「地方專項簽證」試點項目﹐為外籍務
農工人在農村地區提供長期居留簽證。

去（2022）年韓國法務部展開農
村區域專業簽證試點﹐以因應農村人
口下降問題。被選為人口下降農村地
區之地方政府﹐必須分析當地產業結
構及就業狀況﹐並提交該地區所需及
外國人數量﹐由法務部頒發簽證﹐允
許符合條件的外國人於某段期間在該
地區生活及工作。

韓國全羅北道農業研究所提出「農

業簽證」計畫，為外國農業工人爭

取長期居留權

據全羅北道農業研究所指出﹐
全北農戶人口從2018年之20.86萬
戶﹐減少為2021年之18.86萬戶﹐3
年間減少近10%﹐亟需制定相關因應
措施。因現有外國勞動者就業簽證忽
視農業而重視製造業﹐全北農業研究
所乃提出此項「農業簽證」計畫﹐為
持有農業簽證之外國工人子女提供保
育、學習及食品與護理之支持﹐使其
長期安心在農村地區生活﹐並建議允
許配偶或直系親屬持季節性工人簽證
參與經濟活動﹐共同為振興當地經濟
做出貢獻。

參考自韓國農民日報

韓國農業部與法務部合作﹐迅
速發放簽證﹐並從今年開始﹐通過農
協﹐支援各縣市所引進之外國季節農
業工人相關文件﹐並提供相關農業技
術及生活適應之培訓。

韓國農業部於今（2023）年4月
13日發布第一季引進8,666名外國
農業工人訊息﹐與去（2022）年同期
之1,373人相比﹐增加531%﹐預估
足以供應農忙季節農業勞動力需求﹐
也使原本大幅上漲之勞動力成本呈現
下降趨勢。此外﹐外籍農業工人派遣
期﹐從前一年12月～次年2月﹐提前
至前一年之10～12月。

由於新冠疫情緩解﹐日常工作
逐漸步入軌道﹐韓國國內勞動供應力

新冠肺炎疫情緩解，韓國政府引進

外國農業工人，使勞動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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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增加。根據農業部數據顯示﹐今
年第一季國內農業勞動力數量為10
萬人﹐比去年同期之8.7萬人﹐成長
15%。農村勞務中介中心則由去年之
154家﹐擴大至170家﹐除與勞動部
共同推動城鄉閒散人員進城外﹐並透
過城鄉勞務中介所提供之就業訊息平
台（https://www.agriwork.kr）﹐以加
強農業勞動力資源供需調節。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外籍農業勞工成本﹐從疫情前之每
天8～9萬韓元﹐飆升至13～15萬韓
元﹐為農場經營帶來無比壓力﹐隨著
農村勞動力供給需求狀況改善﹐使韓
國農業人工成本呈現明顯下降趨勢；
在農業大縣全羅北道張貼「外國農業
工人日支工資11萬韓元」的標語催化
之下﹐未屆農忙季節之現今﹐即有多
於往年之外國農業工人進入﹐預計可
使今年農業勞動力成本下降﹐將降低
農民之營運成本。

依 據 韓 國 農 村 經 濟 研 究 院
（KREI）「農業就業趨勢時事分析」報
告顯示﹐2023年農林水產業就業供
需形勢將優於去年。2022年農林漁
業從業人員11.9萬人﹐比2021年減
少1.8萬人﹐主要是因新冠肺炎疫情
發生﹐季節性短期農業工人未得以及
時供應﹐導致日工減少39.4%所致﹐
因而農業工資大幅上漲；在2010～

2020年期間﹐每年增長5%；疫情爆
發後﹐則飆升至2021年之 8.9%及
2022年之13%。

韓國農村發展研究所表示﹐政
策因素是農林漁業人力供給之重要變
數；今年開始正式實施公共季節性工
作制度後﹐使得之前因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飆升之農業部門工資略有下降。
今年2月制定之「農漁業就業支援特
別法」﹐預估將可透過定期農業就業
調查﹐實施穩定的農業勞動力系統性
支援政策﹐以主要農業生產區域為
主﹐於農忙季節提供人力供需管理﹐
不斷健全人力供需監控系統﹐以避免
人力短缺及工資上
漲。此外﹐韓
國農業部與勞
動部已簽署協
議﹐從今年開
始﹐在慶尚北道
和全羅北道等農業大
縣推展一項試點計
畫﹐針對居住城市移
居農村之農業工人﹐
支持住宿、食品及意外
保險等相關費用﹐加強
農業勞動力供需之穩定。

另對於長期勞動力短缺之農村地
區而言﹐外國農業工人不可或缺﹐但
他們常擅離職守﹐成了農業單位頭痛
的一項問題﹐因而韓國各地方政府對
即將入境之季節性外籍勞工祭出韓語
培訓﹐亦為定居韓國之已婚移民婦女
家庭提供工作機會﹐以確保人力之穩
定供應﹐這是韓國政府引進外國勞工
所需面對之管理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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