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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經濟學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農產品批發市場是供商人從事批發業務的市場，在農產品運銷上，兼具集中與分配的重要地

位。 
請說明農產品批發市場的特質及主要功能。(10 分) 
農產品批發市場的供给與需求皆屬引申(derived)性質，因此不論是農產品的原始供給或原

始需求發生變動，對於批發市場的價格與交易量皆會造成影響。請搭配圖形說明前述觀點

之經濟理論依據。(1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須了解引申需求與原始需求的關係，以及供需變動對市場價量的影響   

《命中特區》：農業經濟學講義 A1，第四章頁 131。 

【擬答】： 
批發市場(wholesale market) 
此市場為提供給商人之間交易使用，僅做批發轉為販售，而非當最終消費使用之場所。通常

位在重要集散地點或人口稠密區，介於集中與分配間之地位，因此能掌握與洞悉農產品行情

價格。 
通常具有以下特色 
買賣雙方皆為商家或採購者，屬於販運者與零售者之中介。 
買賣規模大且迅速，因此農產迴轉率高而導致利潤率較低。 
通常處在較寬廣之場所，因為交易量大且快速。 
其供給是由產地市場引導而來，需求則為零售市場而生，所以為引申供給與引伸需求。 
角色功能 
集中：我國農場普遍生產規模小、單位多，產品零星分散，須在產地市場蒐集農場產品，

構成具經濟效率的運銷規模，故批發市場具有集中的功能。 
均衡：批發市場調節農產品由產地進入(批發市場)的時間、數量，並迎合消費市場的需求

趨勢。此過程對於供需調節與穩定價格居於關鍵地位。 
分散：批發市場集中的大量貨物，透過零批、零售市場供給消費者，即為分散階段的基本

任務。 
原始供給與原始需求變動對批發市場的影響 
假定單位運輸成本固定下，市場處於完全競爭狀態，可繪出產地市場與批發的供給及需求曲

線。 
假定 fD 為零售市場需求(原始需求)， wD 為批發市場需求(引申需求)，而 wS 為批發市場供給(
引申供給)； 

在 wD 與
wS 下決定出的批發市場價格為 0P 與 0Q 。 

若 fD 因某因素左移至 '
fD  (例如發生食安問題而導致消費者對農產品需求減少)，此時 wD 為

引申需求的緣故，同樣左移至 '
wD ，此時批發市場在 '

wD 與 wS 下決定出新的均衡價量為
1P 與

1Q 。 
從圖形上看出，農產品的原始需求若減少，會導致引申需求也下降，造成批發市場的價格與

數量同時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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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調適策略之一是透過雜異化農作(diversified farming)來分散風險。假

設 YNW 及 YAW為正常及異常氣候下之每單位面積收入。下個作物生長期為正常或異常氣候條

件的機率各為 50%，農民的效用函数為 U(Y)=InY。請利用下表之兩種作物在不同氣候條件

下之單位面積收入，說明採用何種比例的雜異化農作方式對農民最為有利。(25 分) 

作物 YNW YAW 
稻米 28,000 10,000 
小麥 19,000 15,000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須了解期望收入的意義與計算，以及此效用函數之性質 

《命中特區》：農業經濟學講義 B7，第六章頁 9。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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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定 
當農場專營一種業務時，稱作專業化農作(specialized farming)，若業務雜亂者，稱為雜異化

農作(diversified farming)。 
期望報償指的是在各種可能報償下，依據發生機率加權計算的平均報償，表示在一定的風險

條件下，期望得到的平均報酬。 
假定稻米的種植比例為 p，則小麥的種植比例為 1-p，而 p 介於 0 到 1 之間。 
求解 
依據題目資訊，可列出雜異化農作的期望收入(EY)為 

( ) ( )
( ) ( )

0.5 28,000 1 19,000 0.5 10,000 1 15,000   = × × + − × + × + − ×    
a b

EY p p p p  

其中(a)式代表為在正常氣候下，其機率(0.5)×(作物種植比例×單位面積收入之加總) 
    (b)式代表為在異常氣候下，其機率(0.5)×(作物種植比例×單位面積收入之加總) 

[ ] [ ]0.5 9,000 19,000 0.5 5,000 15,000
    4,500 9,500 2,500 7,500
    2,000 17,000

 × + + × − +
= + − +
= +

p p
p p
p

 

因為農民效用函數為 ( ) ln=U Y Y ，代表當 Y(收入)越大，則 U(效用)越大，所以在 p=1 的時

候，農民效用值為最大，即  

當正常與異常氣候機率各為 0.5，兩種作物單位面積收入為此題目資訊下，依據期望收入，

仍以全部種植稻米最能極大化農民效用。 

 

三、影響農產品價格季節性變動幅度之因素有那些?請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育成的「台

農 13 號一雪麗」成功輸往國外市場的實例，說明前述因素如何影響農產品價格之季節變動幅

度。(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需要了解農產品特性與價格變動之影響因素 

《命中特區》：農業經濟學講義 A1，第二章頁 61。 

【擬答】： 
 
影響農產品價格季節性變動之原因 
需求面：農產品價格需求會隨國民所得增加，也會因國民消費習慣改變而波動，且許多農產

品有季節性需求，例如產季需求(夏季芒果)，或是節慶需求(中秋節的文旦)，都會使農產價

格出現季節波動。 
供給面：因農產品之生產季節性、易腐敗性、產品異質性、體積龐大不易儲存與農產需求調

節不易等特性，或農業生產則不易由人為控制；工業產品供需較具彈性，於是農產品供給難

以跟隨需求步調調節，使農產運銷具有更大之風險(如價格變異與農產品腐敗等風險)。 
運銷面：農產品多數體積較為龐大與不易儲藏，導致不利長途運輸或運輸成本過高；工業產

品則多數較容易運輸與存放，使得利於運輸流程。 
台農 13 號一雪麗 
簡介：蜜棗「台農 13 號-雪麗」果肉細緻、多汁、甜中帶酸、澀味低、風味佳，品質穩定

，果皮表面具臘質，果皮光亮，無褐斑，平均果重 135-145g(3.5-4 兩)；產期早，果實成熟

後掛樹期較不會因高溫導致黃熟過快，少異味，產量穩定，著果量適當，可減少疏果工作。

樹勢強健枝條柔韌不易斷裂，刺少且短，近於無，方便工作；果實貯藏壽命與中葉品種相當

，可望成為優質早生新品種。 

農產品價格之季節變動-以雪麗為例 
需求面：雪麗在選育過程當中，有針對消費者做以下考量-吸引消費者的新口感：果皮澀

味低、果肉口感細緻。風味佳，適合消費市場。果實異味少，果型吸睛扁圓可愛，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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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所以更能有效打入消費市場，不僅為國內消費者接受，也能行銷國外，有助於蜜棗市

場價格穩定。 
供給面：雪麗具早生早熟、結果穩定、省工、採收期長、大果率與產量高；果實甜中帶

酸、風味佳、口感細緻等優勢，扭轉消費者對於提早上市的蜜棗品質不佳印象。還能搶攻

國外聖誕假期或是新年假期的送禮銷售熱潮，能夠彌補國內傳統蜜棗市場的淡旺季與產量

不均之情況，同樣有助於價格穩定。 
運銷面：雪麗雖果皮薄，但有耐貯運的特性。經試驗，雪麗外銷海運過程中，可在海運攝

氏 5 度冷藏條件下貯藏約 3 周，不影響其品質，上架還有 4、5 天的櫥架壽命；若銷往日

本，在冰儲 1 度以下 14 天，經日方檢疫通過後，再經過 5 天運輸到日本，品質仍舊完

好，上架能保持 4、5 天的儲架壽命，克服農產外銷儲運不易的缺點，因此外銷競爭力

高，有益於果農獲取更高價格與收益。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四、乾早是臺灣重要的天然災害之一，1960 年代之後，異常乾期的發生頻率有逐年增多的趨勢。

面對乾旱發生頻率及強度皆在增加的嚴峻挑戰，農業主管機關近年有規劃或施行那些農地利

用或水資源利用的相關政策來加以因應?請分別說明這些相關政策的具體措施及政策目標。

(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水資源政策了解程度與闡述 

《命中特區》：農業經濟學講義 B7，第七章頁 109。 

【擬答】： 
水資源：農業生產過程耗費許多能源，以生產 1 公斤牛肉為例，其飼養過程需耗費 1.5 萬公

升的水資源；生產 1 公斤芒果則間接用水 1,800 公斤。總體而言，農業用水占全球水資源近七

成，減少浪費珍貴的水資源，有助環境永續。 
水資源競用區耕作制度轉型方案 
政策目標：鑑於近來氣候異常頻仍，一期稻作時常面臨供水不穩定風險，經綜合考量維持糧

食安全、糧價穩定與農民收益等，透過政策引導農民及早因應氣候變遷調整耕作模式。 
具體措施 
針對水資源競用區（石門水庫、新竹上坪堰、明德水庫、鯉魚潭水庫下游及曾文-烏山頭

水庫等 5 個水庫灌區）建立每年輪值之灌溉系統及順序。 
給付項目與標準： 

 
給 付 項 目 給付金額（萬元/公頃） 

轉作獎勵 節水獎勵 合計 
不種稻，種植「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綠 
肥、景觀作物或辦理翻耕 

3.4～4.5 4.2 7.6～8.7

不種稻，種植其他作物(排除易產銷失衡作物) 0～6 3 3～9 
不種稻，種植大宗蔬菜或其他易產銷失衡作物 0 0 0 

 
農田水利事業相關政策 

2017 年以來，行政院陸續提出「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農田水利會改制升格」及「全國國

土計畫」等農田水利事業重大政策，對於農業灌溉用水調配利用之政策方向影響重大。在前述

政策之導引下，農業部門一方面必須節約灌溉用水，又需增加灌區外用水服務，且農業耕地之

區位受到國土計畫法之拘束，原本農田水利會灌區內之更新改善投資可能須通盤檢討因應。 
農業灌溉用水節水措施 
智慧管理 
農年水利會在特定區域進行自動測報整合平台遠端遙控水門，在灌溉供灌階段掌握各區域

有效雨量，即時調控灌區間之配水量，提升灌溉用水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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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辦理圳路更新改善工程，減少輸水滲漏損失 
平均每年更新改善約 300 公里(每公里預期可減少 7 萬噸輸水滲漏損失)，年節水量 2,100
萬噸。 
輔導農民採用現代化省水噴滴灌溉設施（旱作管路灌溉）。 
農業灌溉用水開源措施 
透過掌水工加強田間管理並實施輪灌，延長水庫整體供水時程，減少停灌面積並支援其他

標的用水。 
輔導農田水利會建置調蓄池，增加調蓄空間以提升供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