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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產運銷 

考試時間：2 小時 

王榕老師 

一、請分別說明造成農產品需求與供給變動的主要原因。其次，請繪圖說明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

可能對農產品需求或供給產生之影響，以及導致價格變動的方向。(25 分) 
 

 

藉由影響農產品供需原因來分析俄烏戰爭之影響 

農產運銷講義 A1，志光出版，第二章頁 55。 

【擬答】： 

造成農產品需求與供給變動的主要原因 

造成農產品需求變動之原因 

當消費者所得變動 

①正常財：當本身價格不變下，當所得增加，會提高人們對該財貨之需求量。 

②中性財：當本身價格不變下，當所得增加，人們對該財貨之需求量不變。 

③劣等財：當本身價格不變下，當所得增加，會降低人們對該財貨之需求量。 

其他相關財貨價格 

①替代品。 

②無關品。 

③互補品。 

偏好：當流行風潮或社會風俗民情皆會影響偏好，而偏好會左右需求，當偏好上升，意味

消費者消費意願增加，故需求增加，反之則需求下降。 

對未來之預期： 

①對未來所得之預期：當預期未來所得增加時，消費者將先提高現行消費，此行為使需求

曲線右移；反之則使得需求曲線左移。 

②對未來價格之預期：當預期未來價格上升時，消費者則預先會提高現行需求，使消費右

移；反之預期未來價格下跌，則現行需求將減少(減少現行需求以留待消費未來價格下

跌後之財貨)，使得需求曲線左移。 

需求者人數：需求者(如市場開拓或人口增加)增加，則會使需求增加，需求曲線右移；反

之則為需求減少，需求左移。 

造成農產品供給變動之原因 

生產技術：技術進步(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可分為 

①中性技術進步 

②某財貨之技術進步 

政府對生產者課徵從量稅：課稅將使供給曲線左移，且上移幅度為課徵從量稅幅度(t)。 

生產要素價格：假定其他情況不變下，當生產要素價格上漲，會使生產者成本上升，因此

減少供給(供給曲線左移)；反之則為右移。 

預期價格 e

XP ：當預期未來商品價格上升，則生產者會有惜售心態，因此減少目前供給

以備未來供給做準備；反之則供給增加。 

供給人數：因為個別生產者生產量加總即為市場產量，因此當供給人數增加，將使供給增

加，使供給曲線右移；反之則為左移。 

相關商品價格 

俄烏戰爭對農產品供需之影響 

俄烏戰爭對農產品供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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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與烏克蘭兩者皆為世界重要糧食生產國，雙方占全球大麥供應 19％、小麥供應 14

％、玉米 4％，加總占全球穀物出口的三分之一，當戰事爆發，民眾流離失所，導致耕地

無人耕種，又黑海海運因航路受限，農產品難以出口，烏克蘭也針對重要農產品進行出口

管制，以及美國歐盟限制俄羅斯貨物的港口使用等措施，於是全球農產、油價、通膨產生

連鎖效應，導致國際食品與飼料價格飆漲。 

過去幾年，俄國對於農業不可或缺的化肥與其製造元素(如維持玉米、大豆、小麥、稻米

高產量的關鍵元素鉀鹽、氨氣、尿素等土壤肥料)，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國，意味著當俄

烏戰爭持續開打下，不僅是農產品本身的供給減少，連農產生產的重要生產要素(如肥料)

也出現短缺，讓全球農產價格供給受影響程度與種類更為擴大。 

俄烏戰爭對農產品需求之影響 

當俄烏戰爭導致全球糧食與化肥價格大幅上漲之際，使得國際主要的糧食需求國家，為避免

遭受更大的糧食價格上漲之害，即預期心理的影響，大肆搶購各國的相關糧食與化肥，此一

作法同樣推升本已高漲的農產品糧食價格。 

二、假設某農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為 0.45，請說明其意義。另以數學式

證明農產品三級市場中，需求彈性最小者為產地市場。(20 分) 
 

 

價格彈性之基本概念，並延伸至三級市場 

農產運銷講義 A1，志光出版，第三章頁 109。 

【擬答】： 

需求彈性(Price Elasticity) 

意義：其他情況不變，當財貨價格變動百分之一時，會使得消費量變動百分之幾，又稱價格

彈性、需求價格彈性。需求彈性可用來衡量當產品本身價格發生變動時需求量的變化幅度。

藉此概念，可知市場消費者對於產品價格波動的反應程度。所以需求價格彈性為 0.45，表示

當財貨價格變動百分之一，消費量將變動百分之 0.45。 

. 1 0d dTR
E

dP
   P 與 TR 成同向關係，也就是所謂的榖賤傷農，榖貴傷民。 

產地市場與需求彈性 

我們設定以下符號 
 

符號 意義 符號 意義 

Q  為農產品三級市場裡的需求量   
rP
 產地市場價格 d

fE
 產地市場需求彈性 

wP
 批發市場價格 d

wE
 批發市場需求彈性 

fP
 

零售市場價格 d

rE
 零售市場需求彈性 

 
求算當價格由

0 1P P，並且限制各三級市場下的P 都相同，即令價格變動都維持一致，且

都符合需求法則，則依據需求之弧彈性公式，可分別得到三級市場個別的需求彈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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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市場需求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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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三級市場中的
 2 1





d

d d

Q

Q Q
與P 都相同，且因為三級市場特性，在相同需求量下，

 d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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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上所述代入三級市場需求彈性公式，並可簡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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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得到產地市場需求彈性  d

rE 為三級市場當中最小 

 

 

 

三、請說明運銷成本(marketing costs)並列舉 5 項重要決定因素。另繪圖討論提高運費對產地價格與

零售價格的影響。(30 分) 
 

 

運銷成本與農產價格之關聯性 

農產運銷講義 A1，志光出版，第五章頁 175。 

【擬答】： 

運銷成本之決定因素 

易腐性：通常易腐性較大之產品，在運銷過程中之損耗較高，為了保持與維護產品品質，勢

必要特別保護措施，而增加運銷成本，如冷藏車或特殊包裝，以及維持活體之鰻魚運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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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加工程度：加工程度或程序愈深或複雜者，連帶提升運銷成本，如棉衣與罐頭；反之則

較低，如蔬菜或蛋類。 

生產規模：若生產規模宏大，則可直接叫送整車載運至市場銷售，減少集貨費用或交易次數

，進而降低運銷成本；若規模不足，則勢必由運銷商執行集貨動作，因而有集貨成本，且各

家農場品質不一，還需花費額外的分類成本。 

單位價值：單位價值高之產品，負擔運銷費用較強，其運銷成本佔產品價格比率低。 

運銷時間性：在運銷時間有特殊限制者，因須採取特定交通班次與保護產品之設施，勢必提

高運銷成本，如運送活鰻魚採取之定期空運與低溫裝袋。 

秩序運銷：指為滿足各地區在某時間之產品需求，運銷適當質量產品之活動，因為考量各供

需因素與市場情況，故能減輕運銷成本與風險。 

制度與法規障礙：若運銷需要繳交交易稅與規費，或需有執照下，皆會增加運銷成本，或市

場具備進入障礙，使得市場價格具壟斷性與超額利潤，皆會導致運銷成本增加。 

提高運費對產地價格與零售價格的影響 

當運銷成本變動時，產地價格與零售價格變化，主要端視產品供需彈性而定，以下表整理說

明之，當中產品的需求彈性與供給彈性分別以 dE 與 sE 表示，從下表可知，當供需雙方彈性

愈大者，若運銷成本變動，則彈性愈大者負擔比例愈小，而另一方則負擔比例愈大。 

若運銷成本增加是因為運銷服務提升或是促銷費用，即需求面導致，則會使需求曲線右移，

如此零售價格上升程度高於下表討論情況而產地價格不受影響；若運銷成本起因於生產面，

即運銷成本上升且生產成本亦上漲，此時原始供給減少，產地價格變動小而零售價格變動較

大。 

運銷成本與供需彈性-當運銷成本上升時 

需求彈性 dE  供給彈性 sE  零售與產地價格變動幅度 供需雙方負擔成本程度 

極小 極大 
產地價格變動極小 

零售價格提高 

消費者負擔絕大部分 

供給者負擔極小部分 

極大 極小 
產地價格變動下降 

零售價格變動極小 

消費者負擔極小部分 

供給者負擔絕大部分 

d sE E  
按產品原本產地與零售價

格比例分配之 
同左 

  >1
d

d s

s

E
E E or

E
  

供需彈性比愈高，產地價

格壓縮幅度愈大，零售價

格上漲程度愈小 

供給者負擔比例大於消

費者 

  <1
d

d s

s

E
E E or

E
  

供需彈性比愈小，產地價

格壓縮幅度愈小，零售價

格上漲程度愈大 

消費者負擔比例大於供

給者 

四、111 年 5 月 4 日總統公布施行「食農教育法」，請說明其立法精神與推動方針，並討論可能對

農產運銷體系的影響。(25 分) 
 

★ 

食農教育法與農產運銷之連結 

農業推廣 A1，志光出版，第七章頁 220。 

【擬答】： 

食農教育法之立法精神與推動方針 

食農教育法之立法精神，為推動全民食農教育，強化飲食、環境與農業之連結，以增進國民

健康，傳承與發揚飲食及農業文化，促進農漁村、農業及環境之永續發展，健全國家食農教

育體系及人才培育；改善糧食消費、減少糧食浪費及有效利用農業資源，強化飲食與農業之

連結，促進全民參與及支持農業發展，。 

推動方針：將以「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培養均衡飲食觀念、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傳承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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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文化、深化飲食連結農業、地產地消永續農業」等六大目標為核心。除了農委會，教育

、文化、原住民族等多個部會都需共同參與執行。依據食農教育法第四條，其推動方針為 

支持認同在地農業：發展食農教育體系，推動全民食農教育運動，強化國民對於我國農業

及農產品之認同、信賴及支持。 

培養均衡飲食觀念：培養國民食農素養，建立均衡飲食消費觀念及習慣，落實健康、符合

生態永續的飲食生活，增進國民健康。 

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實踐在地農產品消費、減少食物浪費、食材減量及減少剩食；並確保

食品安全、糧食安全，促進農地、農業用水與其他資源合理及循環利用，致力於國民穩定

取得糧食。 

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鼓勵在地飲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創造生產者與消費者交流環境，

促使國民理解在地飲食文化、農漁村特色及農業文化、維護農漁村永續發展，推行健康、

符合生態永續的飲食生活。 

深化飲食連結農業：鼓勵國民參與農林漁牧業生產至飲食消費過程之各種食農教育活動，

瞭解農業生產方法、農業科技與研發、農業知識、農業生態環境、友善生產育養及畜牧等

農法基本知識，及慣行農業與友善生產方式之差異。 

地產地消永續農業：結合農產品、農產加工品之生產、加工與交易等過程，有益於在地生

產、在地消費、整體經濟發展及促進就業，強化農產品生產安全之管理，增加農漁村就業

機會，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食農教育法對農產運銷體系的影響 

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鎖定在地農產並進行有系統的規劃促銷計畫，不僅能降低運銷成本，

也能讓民眾認識在地農作耕作者與農產品，加強大眾與在地耕作事業之認識與情感。 

地產地消的食農教育理念，藉由如農夫市集等相關活動，可以縮短運輸層次，以及運輸成本

之損耗，還能讓民眾了解農產生產與運輸過程。 

當民眾經由在地農產獲取新鮮食材，或是因食農教育而建立均衡飲食概念，就能減少農產品

須加工為耐儲放型態之可能性，改變運銷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