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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經濟學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鐘 

王榕老師 

一、假設甘藍市場供需模型如下： 

{
𝑄𝐷 = 100 − 2𝑃
𝑄𝑆 = −20 + 4𝑃

 

試求: 

在市場均衡時的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分別為何?(10 分) 

若其中的需求方程式改寫為 ，I 為所得，假設原本的所得水準為 20，當所

得由 20 提高到 30 的時候，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分別為何?(10 分) 

若甘藍需求量因所得提高而增加，請問甘藍的財貨性質為何?(5 分) 
 

★★(最難 5 顆★) 

彈性計算與相關財貨性質是否明瞭 

農業經濟學講義 A1，志光出版，第二章頁 45。 

【擬答】： 

均衡時，市場供給等於市場需求 

 

20 4 100 2

20, 60 

 

   

  

S DQ Q

P P

P Q

 

利用點彈性公式計算需求彈性與供給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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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變動對均衡價格與數量之影響 

當所得 I=30 下之均衡價量 

 =40 2 3 40 2 3 30 130 2

= 20 4

20 4 130 2

25, 80 

       

 

 

   

  

D

S

S D

Q P I P P

Q P

Q Q

P P

P Q

 

依據所得彈性不同，可將財貨性質分為下列幾類 

 正常財 v.s劣等財 v.s中性財 

 正常財 劣等財 中性財 

基本定義 

所得彈性為正，表示

需求量隨所得增加而

增加 

所得彈性為負，表示

需求量隨所得增加而

減少 

所得彈性為零，表示

需求量不受所得變動

影響 

所得彈性 
必需品 奢侈品 

0XME
 

0XME
 

0 1 XME  1XME  

所以所得增加，甘藍需求量上升，代表甘藍屬於正常財。 

=40 2 3 DQ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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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糧食自給率與糧食安全，請問： 

依綜合糧食計算的熱量，我國糧食自給率在 109 年為何?(5 分) 

我國糧食自給率持續下降的原因為何?(10 分) 

政府實施那些政策或計畫以提高糧食自給(10 分) 

確保糧食安全的作法有哪些?(10 分) 
 

★★★(最難 5顆★) 

糧食自給率之補充與糧食安全之意義 

《命中特區》：農業經濟學講義 A1，志光出版，第一章頁 8。 

【擬答】： 

糧食自給率 

指台灣社會大眾所使用之糧食，生產於台灣本地之比率稱之。糧食自給率有兩種計算方式，一

種以價格為權數，一個是以熱量為權數，將國內糧食所產生的熱量除以國人一年所需的熱量，

數字越大，就表示該國國產糧食占整體糧食供應的比率愈高。2020 年台灣的糧食自給率是

31.75%。 

糧食自給率下跌原因 

貿易因素：因為我國於民國 77 年開放大宗物資進口自由化，使得國內雜糧面積大幅萎縮，

嚴重壓縮國內種植面積與生產意願，並且由於民國 91 年加入 WTO，依據相關規範與承諾

事項，如原本限制進口或課徵關稅之農產品，並須予以開放或降低進口關稅，同樣使得糧食

自給率遭受嚴重衝擊。 

稻米與小麥之消費替代：小麥進口量由於大宗物資開放進口下，相關進口量在 50 年間的進

口量增加 100 萬公噸，且麵粉製品的方便、多樣與即時性，使得國內消費者對其消費意願提

高，每人每年麵粉消費量逐年攀升。而稻米產銷卻逐步下降，同樣在 50 年間，稻米供應量

減少約 100 萬公噸，每人每年白米消費量呈現逐年下滑。兩者間的替代情況相當明顯，造成

國內稻米休耕嚴重，為國內糧食自給率低落之重要原因。 

民眾膳食內容改變：社會大眾食物的 PFC 熱能結構隨著經濟社會變遷而偏離正常理想結構，

且碳水化合物攝取量不足，但脂肪消費比重卻過高。 

國際穀類價格低廉：本國為小農經濟，使得生產成本高於歐美的大型機械耕作成本，又因全

球貿易自由化下，國內農民難以抵擋國外進口的便宜農產品，造成國內雜糧等相關農作的種

植意願低落，連帶拉低國內糧食自給率。 

政府針對糧食自給率下跌所實行的政策或措施 

稻作直接給付制 

為鼓勵生產高品質稻穀，或以友善環境方式生產，自行銷售的農民，農委會自 105 年第 2 

期作於全國 6 鄉(鎮、市、區)試辦直接給付與保價收購雙軌制，提供生產優質稻穀的農民，

多一個領取直接給付，不交公糧的選擇。 

停止休耕給付，輔導農民與降低農地利用之阻礙。 

農地活化政策，避免農地濫用與恢復正常農地租賃移轉行為。 

組織與協助農會擴展農產外銷市場。 

確保糧食安全的作法 

糧食安全：1996 年世界糧食高峰會(World Food Summit)定義糧食安全為「任何人在任何時

候均能實質且有效的獲得充分、安全且營養之糧食，以維持健康而有活力的生活」，故其意

義是指擁有質量兼具的食物供給。 

農民策略： 

加深差異化區別：稻農種植稻米之品質重視度不高，使稻米市場為完全競爭，因此稻農應

種植高品質水稻，藉此吸引國內消費者消費，使稻米市場利基擴大，讓稻米不只是飲食，

更是健康(如有機米)、休閒(如具地方特色之料理)之象徵。 

增加行銷：藉由政府引導與舉辦相關稻米競賽，使優質農戶能夠吸引全國目光，進而提升

稻米品牌知名度，促進稻農改良栽種技術，確立國產稻米高品質形象。 

產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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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稻米消費習慣：為提振國產米食消費，使農業向下紮根，藉由生活、活動與自然體驗

等方式，透過國小教育著手，讓學童親身參與稻作農事體驗過程，瞭解稻作生產、生活及

生態等三生的功能與價值，建立糧食安全及米食營養等概念，並養成以米飯為主食之膳食

習慣，推廣在地消費，提昇糧食自給率。 

提升國產稻米競爭力：現行稻穀保價收購政策「重量不重質」，農友過度施肥只重視產量，

以爭取政府補助。近年來台灣有越來越多農民，捨棄傳統追逐高產的做法，以「重質也重

量」的理念來種稻，不依賴稻穀保價收購制度，直接給付提供生產優質稻穀的農民多一個

選擇，以提升產業競爭力。 

政府策略 

積極參與 APEC 行動計畫 

我國於 APEC 倡議之「強化公私夥伴關係降低供應鏈糧食損失計畫」於 2013 年 6 月獲得

APEC 的認可與經費補助，為 APEC 首次通過農業多年期計畫，並列入該年度部長宣言第

72 段，肯定我國推動糧食安全之努力。 

鼓勵地產地消 

推展特色食材料理及優質米食，研發米穀粉多元應用，行銷地區性農產品，加強國產農產

品加值研究，強化農產品安全管理，擴大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加強農藥、動物用藥

殘留及輻射檢測，推動屠宰衛生檢查，強化市售食米標示及品質檢驗，推動合理化施肥。 

三、颱風來襲往往造成蔬菜價格上漲，但也不一定要等到生產受到颱風摧毀後才漲價，為何反而

是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之後菜價就率先反應了?請繪圖分析之。(20 分) 
 

★★(最難 5 顆★) 

須將需求變動與需求量變動兩者造成之影響予以分析 

農業經濟學講義 A1，志光出版，第二章頁 61 

【擬答】： 

當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 

當颱風警報發布，會造成民眾預期在颱風過後，菜價將會飆漲，此時的預期心理會使得蔬菜需

求增加，如下圖，需求曲線由 D 右移至 D’，造成市場價格上升以及交易量增加。 

 

當颱風來襲造成國內蔬菜生產短缺 

颱風侵襲損害國內蔬菜農耕地區後，將導致蔬果到貨減少，此時造成供給減少，如下圖，供給

曲線由 S 左移至 S’，造成市場價格上升以及交易量減少。 

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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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近年來積極推動農業保險，在不同險種中，請問：(每小題 10 分，共 20 分) 

何謂氣象參數型保險?有何優缺點? 

目前推動農業保險的挑戰為何?有何建議? 
 

★★★★(最難 5顆★) 

了解農業保險之分類，以及分析不同險種之優缺點 

農業經濟學講義 B7，志光出版，第八章頁 122 

【擬答】： 

氣象參數型保險 

這種保險是以氣候狀況數值如氣溫、降水、風速等作為保險給付條件，與傳統保險以保戶實

際損失金額作為理賠基礎不同。保險公司依據雨量指數所對應的農作物損害進行理賠，不需

要逐戶勘查實際損失。 

優點：對保險公司而言，此種保險可以節省高額的勘估成本，容易處理且能加速理賠速度，

提高市場透明度，可消除資訊不對稱與逆選擇問題，對於消費者而言是另一種消費選擇。 

缺點：因為此種保險不需提出實際損失證明，只要相關參數到達標準，就能理賠，所以若沒

有嚴密規範，有可能成為有心人的賭博投機管道。且相關指數與實際損失沒有絕對的對應關

係，表示指數保險不是充分效率的風險管理工具，較適合給風險較低之農民作自我保險或為

供給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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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保險之配套產品。 

推動農業保險的挑戰 

農業保險為以農業生產者之身體、職業或財產等為保險標的之相關保險業務。農業生產者包

含農、林、漁、牧等事業，以及經營農業的法人組織。農業乃多風險事業，起因於受自然力

影響甚鉅，農民多為經濟地位較弱勢之族群，終年所得常僅能溫飽，若遭受重大損失，常使

生活難以為繼，因此農業保險功用乃保障其經濟收益，避免其生活陷入困頓，安定農民生活，

鼓勵生產全心投入，促進農業發展與進步。 

推動農業保險的困難 

危險事故不規則：農業災害最主要因自然力而起，可能招致的有乾旱、颶風、豪雨、病蟲

害等，又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導致災害統計預測不易與缺乏秩序，增加保費精算之困

難。 

損害普遍：一般保險以多數人保費來支應少數人損失賠償，因此保費較為低廉被接受，但

農業災害常為大範圍與多數農民受害，即使以全體來分擔風險，但每人保費負擔加重，會

削弱農家參與保險意願，不易發展農村保險事業。 

難以估計：農作物因災害而受損時，損失實際價值不易估計，如收成因土壤及栽培方式差

異有所不同，若受豪雨侵襲而損失時，對於該損失之評估乃取決個人主觀，並無精確科學

方法計算，亦有可能因土壤貧瘠導致收成不佳，而不同時期損失價值又具差異性，造成賠

償金額之不確定與爭論。 

保險管理不易：農村居民較無分散，對於保險標的之調查管理困難，將多耗費人力成本，

尤其是道德風險，即農民因保險後，對保險標的之疏忽而導致發生意外之機率提高，此即

稱之，即使加強審核監督，收效甚微。 

政府推動農業保險之措施 

農業保險法在朝野高度共識下，於 109 年 5 月 12 日完成三讀程序，為我國農業保險發展樹

立重要的里程碑。「農業保險法」計 8 章 30 條，將農業保險的保障範圍、運作制度、補助

及獎勵措施等，均予以法制化，其擴大保障範圍，採取雙軌保險人運作機制，並成立財團法

人農業保險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