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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經濟學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提高農業勞動的帄均生產收益（average revenue product），有助於增進農民的務農意願。 

請說明農業勞動帄均生產收益的概念，並根據農業生產及農產品市場的經濟學原理，分析

提高農業勞動帄均生產收益的方法。（15 分）  

承上，請列舉並說明那些相關農業政策措施有助於提高農業勞動帄均生產收益？（1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從帄均生產收益延伸至農業相關政策 

《命中特區》：農業經濟學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164。 

【擬答】： 

帄均生產收益(value of the average product, VAP) 

代表生產要素生產出產品市價與該生產要素之帄均產值的乘積，數學式為

 L LVAP P AP ，又被稱作帄均產量收入(average revenue product , ARP)，底標為 L，代表

為勞動帄均產值，若標記為 K，則為資本帄均產值，如  K KVAP P AP ，一般以勞動做代

表。 

提高農業勞動帄均生產收益 

提升勞動(農民)帄均產值：農民可藉由輪作種植、土壤施肥、機械化耕作、土壤檢測與改良，

大數據分析與監測種植情況等方式去提高帄均產值。 

產品品牌化：不僅有助於買方降低搜尋成本、提昇購物效率，而且便於賣方區隔市場，有利

品牌忠誠度的產生，進而達到擴大市場需求與提高收益的效果。產品品牌化的目的與效益與

其所屬市場有關，獨佔市場沒有競爭對手，銷路有高度的保障，產品品牌化的目的是在於讓

消費者瞭解其產品組合、個別產品特徵及其價位等；寡佔市場與獨佔性競爭市場，因為市場

競爭激烈，個別廠商希望其產品能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則產品品牌化就極為重要；完全競

爭市場因生產者多、產品差異性不大，個別生產者建立品牌效益不高，但是可採總體品牌。 

避免農產品產銷失衡 

建立早期預警系統，監控各地種植面積與預測可能產量，針對可能出現之供需不均

時，積極協調各地種植活動，並藉由管制種苗售出數量，來達到整體種植數量之控

制，以免農民搶種之風興起。 

調整各地栽種數量與產期，建立輪耕制度，鼓勵各地農民種植適宜之農作，減少市

場農產數量，以穩定農產價格。 

成立聯合生產專區，輔導農民組織策略聯盟成立，引導產品規格與建立行銷品牌，

將通路擴及實體與網路市場。 

加強農產運銷技術，如運送冷藏或運輸儲存，調整上市時段。 

強化與研發農產加工生產技術與開發，提高農產附加價值。 

農業政策措施與農民帄均生產收益 

農作物災害預警系統：本系統依據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進行農作物災害預警通報，並提

供手機 APP 功能，方便農民接收災害訊息。除農業災害預警與即時通報功能外，系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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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農業氣象活動訊息、農業氣象站即時觀測資料、專區氣象預報及災害資料等最新資

訊。 

大宗蔬菜種植登記與預警處理機制：透過產地蔬菜育苗場及農民團體辦理種植登記，做

好計畫生產，充分掌握產銷資訊，建立預警機制，以穩定大宗蔬菜產銷。 

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政府投資的相關冷鏈建設將優先與民間

冷鏈串聯互補，並結合中央與地方資源共同推動，期能藉此帶動民間進一步投資，進而

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推動智慧農業：鼓勵業者自主研發或導入符合應用端所需之核心技術與實際需求，促進

業界科技創新計畫、智慧農業業界參與計畫累計 133 案。 

推廣有機友善、產銷履歷：《有機農業促進法》於 107 年 5 月 30 日公布。至 109 年底

止，合計有機及友善面積 1 萬 5,754 公頃，在亞太地區名列前茅。 

 

二、農民銷售農產品的通路選擇，將影響農民的銷售收益。  

請說明農民選擇銷售通路的考量因素。（15 分）  

請以稻穀為例，說明農民銷售稻穀可能選擇的銷售通路型態，並說明其選擇的可能原因。

（10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 對於農產銷售管道與因素必須有所了解，才能分析稻穀銷售管道選擇之原因 

《命中特區》：農業運銷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130。 

【擬答】： 

銷售通路 

農產品之運銷通路：因為生鮮農產品為便利品，故運銷通路較工業品或加工品來得長且

複雜，原因在於農民多為小額生產規模，若自行運送或設立自有零售通路，不僅無法達

到規模經濟且受限資本不足，只得在產地賣給集貨商或販運商；工業品或加工品則多為

特殊品或選購品，廠商可自行設立專店來販售相關產品或找代理商或零售商加以推銷，

所以通路較短些，如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自設門市販售產品，如香腸、酒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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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選擇銷售通路的考量因素 

產品因素 

粗重性：過於粗重或比值低之農產，應減少轉手次數以降低運銷成本，故較適合短

階通路者。 

腐敗性：容易腐敗或是畜漁類等需維持活體者，通路愈短愈能快速到達市場。 

一次訂購量：訂購量大者，能整車運輸則可採用直銷或短程通路。 

生產規模：生產規模愈大，愈能負擔較短運銷通路成本，甚可採一階通路。 

商品價值：若有特殊用途之高單價農產品如人參或鹿茸，則能選擇較短通路，藉由

專門店出售來獲取較高利潤。 

市場因素 

產品用途：農產若為食品，則需透過零售市場出售，若為加工用途者，則免經零售

店，兩者兼備者，則需經過兩種以上通路，例如鳳梨。 

潛在顧客群：顧客廣大者，需要多階層中間商服務，若顧客僅有數家時，則採直銷

通路亦可滿足消費需求。 

顧客分佈的區位：顧客群若分散於全國各處，則通路長，反之則短。若原料來自全

國各處，則勢必要經過多層中間商，通路則長，例如台灣菸酒公司於以往收購的煙

草加工原料。 

通路的競爭性：通路競爭大，則通路經濟效益勢必為生產者重要考量。 

廠商因素 

廠商經商經驗：經驗豐富廠商因為人脈資本豐沛，在通路選擇常以自身影響力可及

為主；市場新進廠商則因人配資本匱乏，必須以能打開市場之通路最首要選擇。 

售後服務：為了能加強售後服務以維持商譽，眾多廠商偏好可影響之通路，通常較

短。 

經濟考量：先考量各通路銷售能力，選擇能達到最大銷量與利潤之通路。 

法規因素：此為制度面因素，因法律規定，使得農產運銷通路受到限制，如「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中第二十一條規定：農產品第一次批發交易，應在交易當地農產品批發市場

為之，此規定使生鮮農產通路較長。 

稻穀銷售通路 

稻穀，是指沒有去除稻殼的子實，在植物學上屬禾本科稻屬普通栽培稻亞屬中的普通稻

亞種。 

稻穀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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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銷售管道有政府單位、產地販運商、碾米廠與農民團體等。 

價格影響：當稻米市場價格低落時，如生產過剩，導致市場白米價格低於農民生產成

本，此時農民在成本考量下會有誘因將稻穀賣給政府，若市價較好，則自行找販運商

或賣給碾米廠來獲取較高收益。 

相關資材投資成本貨上架費：台灣農民多數為小農規模，財務能力難以購置加工設

備，或是無法負擔量販店等相關銷售管道上架費，所以多數賣給合作的碾米廠或販運

商。 

契作：同區域農民可能組成農業產銷班或高品質稻米種植團體，與量販店或相關有機

通路健行合作或契作，此時農民藉由有機或更為仔細種植方式，取得較高販售價格，

進而提升利潤。

 

三、臺灣生鮮水果品質優良，若能強化外銷供應鏈的效能，將有助於提高臺灣生鮮水果外銷的競

爭力。  

請就參與者及作業流程，說明臺灣生鮮水果外銷供應鏈的內涵。（10 分）  

為強化生鮮水果外銷供應鏈的效能，請說明農政單位宜採行那些輔導措施？（ 1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 需知悉外銷供應鏈與政府輔導措施 

【擬答】： 

水果外銷供應鏈的內涵 

供應鏈可分為五大階段:生產階段、加工與包裝階段，運輸與儲存階段、及分配與行銷階

段，各階段之情形申論如下： 

農場生產-農民：農民投入人力物力，並依據與外銷商簽訂契約內容來生產符合之特定水

果數量、品質，此時農民對水果生產有一定掌握能力與專精度，才能生產出高品質外銷

生鮮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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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與包裝-農家與加工廠：當生鮮水果採收後，可能要進行清潔加工與包裝，此時農家

投入人力外，也有可能送至外銷加工出口廠，並且直接進行冷鏈儲藏與運送。 

運輸與儲藏-物流運輸業者：農產品離開農場後之處理、運送、儲藏等階段糧食農業生產

及儲存，而生鮮水果外銷所需的運送時間與途徑較長，必須嚴格控制運送環節，例如採

收時間、溫度、濕度、包裝等要求皆高於一般國內市售，若控制不當，損耗與變質情況

有可能造成整批外銷生鮮水果被退回。 

分配與行銷-外銷廠商：廠商必須掌握與了解外銷國家之特性與生鮮水果需求，包含時節

需求，人民喜好，該國國內隱藏競爭對手、必要時還需做市場調查，消費者回饋統計資

料收集，才能針對市場需求做即時反應與修正。 

輔導水果外銷供應鏈 

國內果樹之生產涵蓋熱帶、亞熱帶及溫帶水果，栽培種類達 30 餘種，產區遍佈全國，栽培

面積為 185,296 公頃，產量 2,705,268 公噸，年產值新台幣 976 億元。為拓展外銷市場，穩

定農民收益，選定芒果、香蕉、荔枝、柑橘、木瓜、鳳梨、葡萄、番石榴、楊桃、鳳梨釋

迦、蜜棗、蓮霧、紅龍果、梨、甜柿等 15 種具競爭力之水果，設置外銷供果園，加強產銷

供應鏈管理，輔導外銷業者與農民契作生產，強化技術諮詢服務與田間管理技術指導，提

升果品品質以穩定外銷。主要輔導措施包括： 

加強外銷供果園供應鏈管理：輔導外銷業者與農民簽訂合作意願書，加強供應鏈管理，

改善供果園環境及產銷設施，提昇果品品質。針對重要外銷市場，導入安全管理體系，

全面實施外銷契作及登錄與條碼追溯管理制度，輔導果園管理及分級包裝貯運改進，訂

定標準化作業流程，建立由產至銷之完整供應鏈。 

建置「優質供果園登錄簽審系統及出口同意文件簽審系統」：為便利供果園之登錄、審

查與核發出口同意文件。開發「優質供果園登錄簽審系統.及出口同意文件簽審系統」，

推動香蕉、芒果、木瓜及荔枝等 4 種出口日本需出口同意文件之水果通關無紙化之措

施，自 97 年 12 月 17 日起業者填報出口報單後立即與本署核發之出口同意文件資料作單

證比對、確認即可出關，無須再持該出口同意文件辦理出口，完成無紙化通關作業。 

辦理田間管理技術指導及講習會：結合產業輔導之實際需求，配合農時辦理技術講習

會，改進栽培管理，宣導病蟲草害安全防治，並由技術服務團辦理供果園現場診斷與改

善輔導，追蹤外銷水果到貨品質。此外，編印水果良好作業規範、主要外銷果樹採後處

理專刊，輔導農民依相關規範落實全程品質管理，以生產質量俱佳之果品。 

加強外銷果品農藥殘留檢測：強化溯源管理，導入三級品管制度，強化自主管理與查核

監督，於採收前 7~15 日至供果園採樣進行農藥殘留檢驗；另芒果、荔枝及木瓜等，於

蒸熱處理場抽驗，符合規定者始核發出口同意文件，確保果品符合目標市場安全衛生基

準。 

建置外銷集貨包裝作業示範，輔導與國際接軌：遴選績效良好、行銷能力佳之農民團

體，輔導建置貫徹食品安全良好規範之現代化集貨分級包裝場，取得符合國際食品安全

系統之驗證，並結合現代化物流服務體系，提升為外銷導向之供貨結構功能。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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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察臺灣農業發展趨勢，農業勞動力有「高齡化」的現象，另農場經營面積有「細小化」的

現象。  

請說明此兩種現象的可能緣由及其關聯。（15 分）  

為促進農業正向發展，請說明農政單位宜採行那些輔導措施以改善此兩種現象？（ 10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 了解高齡化與細小化之原因，並分析兩者之關聯性 

《命中特區》：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224。 

【擬答】： 

高齡化與細小化 

農業勞動力「高齡化」：根據 2010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結果顯示，我國從事農林漁牧業之

經營管理者，有愈趨高齡化的現象。以 720,345 家農牧戶為例，其經營管理者帄均年齡

62.04 歲，超過 65 歲以上的比例高達 44%，且小學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則超過 54%（主

計總處，2010）。 

農戶經營面積小，土地零碎分散，產銷不容易達成標準化，產品品質差異性大，不僅產

品規格化、商品化不易，且供應數量與產品品質不穩定，競爭力不足，市場開發不易。 

台灣耕地狹小，不利機械化耕作，使得農業生產成本難以降低，再因 WTO 使農產面臨

國際化競爭與市場開放衝擊，於是轉作高經濟價值產業，如園藝與畜牧等；而高齡化農

村農業人口與勞力外流，導致農場經營困難，而農產面積小也造成規模經濟難以達到，

經營績效低落，使得農場經營吸引年輕人誘因不足。 

政府輔導改善措施 

農民退休儲金：農退儲金制度是仿效勞工退休金制度，為農民開設農退儲金個人專戶，

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按月提繳，鼓勵農民儲蓄養老；農民每月提撥金額，是以勞工基本工

資（目前為 2萬 4,000元）為計算基礎，在 1%至 10%範圍內，自己決定提繳比率，政府

對等提繳，「農民存一塊錢，政府也幫你存一塊錢」。到了 65歲退休，農民就可以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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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領取農退儲金，原本的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制度不變，提供農民雙層式老年經濟安全

保障。農退除了保障現在農民的權益之外，還能吸引年輕人投入農業，透過這項制度，

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讓農地利用更為永續而長久；且保障農民退休生活下，才能避免

農民為了利益而將農地轉作為給他人作為農舍、工廠或是假種電，真出租的情況。 

辦理農民學院系統化訓練，提供從農所需專業知能、技術及實習場域；依據產業發展及

農民需求，設計多元及系統化訓練，辦理入門、初階、進階、高階訓練，包含農業通

識、生產技術、專業技術改進、品質提升及經營管理等課程，培育優質農業經營人才。 

辦理百大青年農民個案陪伴式輔導，整合產官學研輔導資源，提供每位青農為期 2 年生

產技術與經營管理之個案陪伴式輔導，並依其發展情形給予產製儲銷、設施設備、貸款

資金、行銷輔導等必要協助，以克服經營初期困境，提升企業化經營管理能力與創新整

合思維。 

協助青年農民跨越土地、資金、設施設備及行銷管理等從農門檻，辦理青年從農優惠創

業貸款，提供從農所需經營資金；推動農地銀行及小地主大專業農，協助取得經營農

地；輔導加入產銷班、合作社場、農民市集，協助開拓行銷通路；建置「青年農民創業

入口網」，便利青年農民取得資訊與諮詢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