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 高考三級) 

共 6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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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榕老師 

一、假設毛豬的供給方程式為 𝑄𝑡
𝑠 = −350 + 4𝑃𝑡−1、需求方程式為 𝑄𝑡

𝐷 = 100 − 5𝑃𝑡，其中 Pt 為本

期價格，Pt1為前一期價格，請問： 

市場價格變動會收斂嗎？試寫出判斷條件。(5 分) 

市場均衡價格為何？(10 分) 

試繪圖表示價格變動與最後均衡水準。(10 分 
 

(最難 5顆★) 

此題屬於蛛網理論範疇 

農業經濟學講義 A1，志光出版，第四章頁 143。 

【擬答】： 

蛛網理論要呈現收斂狀態，須符合 
|𝐷𝑆|

𝑆𝑆
< 1，即供給曲線斜率大於需求曲線斜率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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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需求方程式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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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得到供給曲線斜率(0.25)大於需求曲線斜率絕對值(0.2)，市場價格變動會收斂。 

 
市場均衡價格計算 

當均衡達成時， ,Q P   不再隨時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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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均衡價格繪製 

假設在第 0 期，市場價格為 0P ，豬農依據 0P 經 S 決定出 1Q ，此產量與需求又決定出當期價

格 1P 。 

豬農又依據
1P 經 S 決定出

2Q ，此產量與需求又決定出當期價格
2P ，一直不斷調整產量，市

場價格亦不斷波動此時長期價格會收斂至 50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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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在壟斷性競爭市場(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的某家農企業所面對的需求曲線為 P=602q，

成本函數為 TC=100+q2，在利潤極大化下，請問： 

這家農企業所決定的均衡產量為何？(5 分) 

這家農企業所決定的均衡價格為何？(5 分) 

這家農企業的利潤水準為何？(5 分) 

壟断性競争市場與完全競争市場在特性上之相同與相異分别為何？(10 分) 
 

(最難 5顆★) 

壟断性競争市場與完全競争市場之差異分析 

農業經濟學講義 B7，志光出版，第六章頁 43。 

【擬答】： 

先計算出廠商的 MR 與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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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性競爭市場廠商的均衡條件式為： 

 

60 4 2

10



  

 

MR MC

q q

q

 

 
廠商的均衡價格 

將均衡產量代入需求曲線 

60 2 10 40    P
 

廠商的利潤水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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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壟断性競爭市場 v.s完全競爭市場 

 壟断性競爭市場 完全競爭市場 

相 

同 

點 

廠商家數 眾多 眾多 

長期可賺利潤 正常利潤 正常利潤 

相 

異 

點 

產品性質 異質 同質 

面對之需求曲線 負斜率 水平線 

市場資訊 不完全 完全 

均衡價格 較高 較低 

均衡數量 較少 較多 

社會福利 有無謂損失 最大 

產能與最適規模 
產能<最適規模 

出現超額產能 
產能=最適規模 

規模報酬階段 規模報酬遞增 最適規模 

設備利用率 利用率不足 最佳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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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本國為小國，假設鳳梨的供給方程式為 QS = 400+20P、需求方程式為 QD=80020P，當政

府對於鳳梨採取每單位出口補貼 2 元時，請問：(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出口補貼之後的出口量為多少？ 

出口補貼之後的國內價格為何？ 

消費者剩餘變動為何？ 

生產者剩餘變動為何？ 

社會福利變動為何？ 
 

★(最難 5顆★) 

出口補貼與供需之間的影響與計算 

農業經濟學講義 B7，志光出版，第十章頁 178 

【擬答】： 

 

先計算本國供需均衡下的市場價格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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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假定鳳梨國際價格為每單位 32 元，此時該國出口量為 

廠商供給量為 400 20 32 400 640 240       SQ  

國內需求量為 800 20 32 800 640 160     DQ  

所以出口量為 240 160 80  SQ  

小國面對的是一條水平線的出口需求曲線( )f

mD ，代表出口品需求彈性無窮大，身為小國其

補貼無法影響國際價格，出口品的國際價格仍是 32 元，全部的出口補貼利得由國內生產者

獲得，而每單位出口品的實際收入價格為 32+2=34 元，且出口補貼後，國內價格將會與補

貼等額上漲，也就是國內價格上漲為 32+2=34 元，因此我們可計算出口補貼後的出口量為 

廠商供給量為 400 20 34 400 680 280       SQ  

國內需求量為 800 20 34 800 680 120     DQ  

所以出口量為 280 120 160  SQ  

出口補貼後的國內價格上漲額度等同補貼額度，故國內價格上漲至 34 元 

當國內價格為 32 元，此時消費者剩餘為 

CS=Ⓐ+Ⓑ+Ⓒ 

當國內價格為 34 元，此時消費者剩餘為 

CS=Ⓐ 

所以消費者剩餘變動為 

△CS=-(Ⓑ+Ⓒ)=
   120 160 34 32

280
2

  
    

當國內價格為 32元，此時生產者剩餘為 

PS=Ⓕ(即整塊灰色面積) 

當國內價格為 34元，此時生產者剩餘為 

PS=Ⓑ+Ⓒ+Ⓓ+Ⓕ 

所以生產者剩餘變動為 

△PS=+(Ⓑ+Ⓒ+Ⓓ)=
   280 240 34 32

520
2

  
  

當國內價格為 32元，此時社會福利為 

CS+PS=Ⓐ+Ⓑ+Ⓒ+Ⓕ 

當國內價格為 34元，此時社會福利為 

CS+PS-Subsidy=Ⓐ+Ⓑ+Ⓒ+Ⓓ+Ⓕ-(Ⓒ+Ⓓ+Ⓔ) 

所以社會福利變動為 

△SW=-(Ⓒ+Ⓔ)=
       160 120 34 32 280 240 34 32

8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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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問價格支持與直接給付有何異同？（10 分） 

近來政府實施「農業環境基本給付」之內容與政策目的為何？  

實施「農業環境基本給付」主要面臨的挑戰為何？（5 分） 
 

★(最難 5顆★) 

須了解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政策之內容與優劣 

農業經濟學講義 B7，志光出版，第九章頁 152 

【擬答】： 

價格支持：在 1974 年所提出的保價收購政策，係基於稻米產量遞減、政府庫存糧源下降，

以及米價因石油危機而波動等直接因素；加上農民與非農民所得差距擴大、稻作仍為農民的

主要作物等客觀事實。因此，政府乃透過高於市場價格的保證價格進行收購，以達鼓勵生產

、增加政府庫存、提高農民所得的目的，同時希望以平準基金方式操作，來穩定糧價。 

直接給付：農民種植稻穀自行銷售市場，選擇不繳交公糧，高品質可賣到好價格，政府將另

發給一筆給付金，此即直接給付的重點。補償(彰顯)農民從事稻作所創造的環境生態價值：

農地環境給付政策定義是指「凡農地被使用在非糧食生產以外的用途，且此用途具有正面的

環境外部效果時，應給予這些提供者一些財政的給付」。亦即稻田所產生正面外部性效益，

須給予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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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內容與目的 

政策內容： 

給付對象：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 

給付金額：每期作每公頃 5,000 元，每年合計以兩個期作為上限。 

給付條件： 

①辦理種植登記(即申報交公糧、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之轉契作、稻作直接給付或自行

復耕)且種植農糧作物，並經勘(抽)查合格有案。 

②農地上不可耕之面積均扣除，不予納入給付範圍。 

③申辦生產環境維護措施(即休耕)者，當期作不予基本給付。 

④公告辦理缺水停灌補償地區：不另予基本給付。 

⑤林木、庭園景觀栽植或零星點綴花木造景：不予基本給付。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政策目的：為維護國內有限農業生產環境資源，彰顯農地多功能價值，並呼應第 6 次全國農

業會議「擴大對地綠色環境給付實施對象，納入適宜農業生產之非基期年農地」之結論，自

109 年起，優先針對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的農牧用地，且維持農糧作物生產

使用者，核予農業環境基本給付，以鼓勵落實農地農耕，突顯政府維護農地之政策目的，並

有助銜接未來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區域劃設。109 年參與農業環境基本給付之農地面積達 22.6

萬公頃。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之挑戰 

環境基本給付能有益於農地農用政策目的，但對於生態效益的幫助則較小，因為休耕復耕要

使用永續農法，才能讓其生態效益較高。 

環境基本給付除了有農地農用之政策目的外，也希望能調整國內農作物種植結構，以及水資

源節水獎勵的目的，因實施年度仍少，故後續效應與影響則有待研究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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