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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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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國 105 年為基期年，民國 100、105、110 年的農業總生產、農作物、林產、漁產、畜產

的農業生產指數及農業生產結構如下： 

項目 年別 農業總生產 農作物 林產 漁產 畜產 

農業生產指數

（基期：民國 105

年＝100） 

100 109.39 111.87 214.50 115.71 102.00 

10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10 02.59 101.71 102.17 93.89 108.54 

農業生產結構(%) 

100 100.00 44.11 0.08 22.35 33.46 

105 100.00 51.54 0.04 16.63 31.79 

110 100.00 50.77 0.04 14.53 34.66 

試問民國 100、105、110 年農業總生產、農作物、林產、漁產、畜產生產的增減變化及民國

100、105、110 年農作物、林產、漁產、畜產的相對生產之增減變化為何？在三年中，農作

物、林產、漁產、畜產在那一年生產相對比較有優勢？此產業發展的涵義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由農業生產指數意義來分析農業生產相關影響與涵義 

《命中特區》：農產經濟學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8。 

【擬答】： 

農業生產指數：為衡量農林漁牧各類農業產品生產消長情勢與生產結構變動概況，及農業生

產對整體經濟貢獻之指數。本指數以基期農場價格為權數，採拉氏（Laspeyres）定基加權總

值式編算；編算作物生產指數所採用產出量已扣除種子用部分，編算總指數時再扣除國產作

物供飼料用部分，以避免農業產出之重複計算。 

民國 100、105、110 年農業總生產、農作物、林產、漁產、畜產生產的增減變化 

農業生產指數增減變化 

年別 農業總生產 農作物 林產 漁產 畜產 

100→105 -9.39 -11.87 -114.5 -15.71 -2 

105→110 +2.59 +1.71 +2.17 -6.11 +8.54 

100 109.39 111.87 214.50 115.71 102.00 

10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10 102.59 101.71 102.17 93.89 1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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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指數相對生產之增減變化 

年別 農作物 林產 

100→105 
100-111.87

100% -10.61%
111.87


 100-214.5

100% -53.38%
214.5


 

105→110 
101.71-100

100%=1.71%
100


 102.17-100

100%=2.17%
100


 

 漁產 畜產 

100→105 
100-115.71

100% -13.58%
115.71


 100-102

100% -1.96%
102


 

105→110 
93.89-100

100%=-6.11%
100


 108.54-100

100%=8.54%
100


 

農作物、林產、漁產、畜產各產業間的相對生產優勢年別與涵義 

農作物：以民國 100 年較具生產優勢，生產結構卻逐漸上升，意味著農作物產業雖占農業

比重較高，但生產產值卻下降，隱含著農作物產業發展銷售面臨一定瓶頸。 

林產：以民國 100 年較具生產優勢，生產結構卻逐漸下降，且生產產值大幅下降，表示林

業在台灣發展式微，除非有創新思維與突破，否則難以提振生產優勢，而政府持續推動國

產竹材木材振興推廣工作。 

漁產：以民國 100 年較具生產優勢，生產結構卻逐漸下降，可能與近年遠洋漁業資源配置

不均，氣候變遷影響魚群生長與分布，補漁業產值下降，養殖漁業則維持穩定。 

畜產：以民國 110 年較具生產優勢，生產結構略微上升，雖有新冠肺炎疫情導致肉雞與肉

鴨產能略降，但其他品項則有提升，家禽與家畜產量生產持帄。 

 

二、A、B 二農場生產鳳梨的資料如下： 

項目 A農場 B農場 

生產面積（公頃） 1 15 

總成本（元） 45萬 600萬 

總產量（公噸） 45 700 

帄均銷售價格（元/公斤） 12 12 

試問 A、B 二農場每公頃的生產成本（production costs）各多少元？每公頃的利潤（profits）

各多少元？毛利率（gross margin）各多少？A、B 二農場是不是可以說明規模經濟

（economics of scale）的效果？（2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從規模經濟意義去分析題目 

《命中特區》：農產經濟學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137。 

【擬答】： 

規模經濟：當產能擴大時，企業內部產生有力生產環境，促使生產成本下降，至於原因有以

下數點 

藉由多角化經營，或垂直水帄整合相關生產廠商。 

利用現有技術與商譽進行相關產品生產。 

管理階層之發揮與擴及。 

專業分工。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 地方政府特考) 

共 6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分別計算 A、B 二農場各數值 

項目 A農場 B農場 

生產面積（公頃） 1 15 

總成本（元） 45萬 600萬 

總產量（公噸） 45 700 

帄均銷售價格（元/公斤） 12 12 

生產成本（元/公頃） 
45

=45 /
1

萬
萬公頃

公頃
 

600
=40 /

15

萬
萬公頃

公頃
 

總產量（公噸/公頃） 
45

=45 /
1

公噸
公噸 公頃

公頃
 

700 140
= /

15 3

公噸
公噸 公頃

公頃
 

總收入（元/公頃） 45 1000 12=54 /  萬元公頃  
140

1000 12=56 /
3

  萬元公頃  

利潤（元/公頃） 54 萬-45 萬=9 萬/公頃 56 萬-40 萬=16 萬/公頃 

毛利率 
9

100% 16.67%
54


萬

萬
 

16
100% 28.57%

56


萬

萬
 

規模經濟 

兩農場是否因規模經濟而產生不同的毛利率，則是無法確定，因為規模經濟會依據： 

  0  


   


具有規模經濟 economies of scale
LAC

LAC LMC
Q

 

B 農場有高於 A 農場的毛利率，可能是因為具有較好的農場管理機制，或是經營模式與農

產品組合不同，所以 B 農場毛利率高於 A 農場，當然 B 農場規模與產能較大，藉由大量

生產來壓低成本，形成規模經濟的可能性也存在，但仍需其他相關資訊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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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麼是「產銷履歷」標章？產銷履歷標章有什麼作用？政府推動產銷履歷有什麼困難？該怎

麼解決困難？試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介紹產銷履歷概念，延伸到相關困難與應對政策 

農產經濟學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143。 

【擬答】： 

產銷履歷 

產銷履歷是自願性農產品驗證制度，通過驗證的產品才可使用產銷履歷標章及宣稱「產銷履

歷」，並受法律保障並履行相關義務。認識產銷履歷，可從制度面的三個方向瞭解：「資訊

公開可追溯」、「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第三方驗證制度」。 

產銷履歷作用 

提高產品辨識性，培養消費者認同 

農產品品質及安全儼然成為現今消費市場與通路採購重點。過去生產者提供之農產品在市

場上缺少辨識性，產銷履歷制度可讓產品產製資訊更加透明，消費者更容易在商品貨架上

找到優質農產品。 

提高生產品質，增加產品競爭力  

綜觀國際間對於食品安全監控原則，產品的產製銷過程之追蹤追溯與風險控管已成為重要

趨勢。產銷履歷驗證制度，除了關注農產品經營者的產製過程及品質監控，更須由第三方

驗證機構，依據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基準驗證產品、管理標章使用及持續追蹤查驗。 

加強風險控管與責任釐清 

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制度相當重視產品批次控管，當發生食安風險，主管機關及驗證機構

可由違規批次之追溯碼鑑別需要回收的產品，立即啟動產品移動管制及下架回收，保障消

費者權益。另因產銷履歷農產品可追溯產品生產位置及作業流程，驗證機構及農產品經營

者更可透過生產紀錄，有效釐清問題發生原因，改進生產作業。 

資料來源：農委會 

產銷履歷推動所面臨之困難與對應方式 

國內目前實施之「農產品產銷履歷」為自願性質之農產安全品質分級制度，對農漁民缺乏

誘因將農漁畜產品進行認證，而吉園圃標章於 2019/06/15 正式退場，農委會推接軌配套，

從生產到通路協助農友升級產銷履歷驗證，參與產銷履歷驗證除了補助驗證費用 3 分之 2

外，還加碼推出環境獎勵每年每公頃 1 萬 5 千元，以及批發市場設置專區優先拍賣等措

施，讓消費者更安全有保障，農民收入還能因此增加。 

認驗證品質是維持驗證制度公信力的重要關鍵，農委會參考國際趨勢，為產銷履歷驗證制

度導入第三方驗證制度，要求驗證機構必須符合國際上對於產品驗證機構的一般要求

(ISO/IEC 17065)及農委會對於人員與檢測實驗室的特定條件等認證基準，並須在向農委會

申請認證的同時，也向經農委會審查通過、在國際認證論壇(IAF)帄台簽署多邊相互承認協

議的特定評鑑機構，申請相同領域的符合性評鑑。在此機制下，可以確保驗證機構有能力

提供公正且專業的驗證服務，並受國際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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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傳統的農業勞力來源為何？如今農村農業生產缺工的問題為何？面對農業生產缺工的問

題，該如何解決？試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由整體農業人力資源來分析現今問題與相關政策 

《命中特區》：農產經濟學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161。 

【擬答】： 

我國農業人力資源問題 

農業勞動高齡化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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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就業人口缺乏：臺灣整體工作年齡人口減少之下，農業除了面臨人口高齡化之外，另

外衍生的是缺乏就業人口的問題。 

農家均屬小農制：此一農業結構，使得農業經營人力規模偏低(帄均每家僅 2.2 人/2010 年 

主計處)，主要人力來源以家庭人力不支薪人員最高，造成當家庭成員逐步退出農場經營

後，農場經營主若往外尋求常雇員工或臨時員工時，人力成本大幅提高。 

農村農業生產缺工問題 

農業缺工原因有大部為報償低下，難以吸引勞動者從事，唯有高報酬產業才能吸引年輕勞

動者加入，因此若讓農產品價格回歸市場機制，不刻意壓低農產價格，則有利勞動力補

充。 

農業勞力調度困難處主要有季節性人力需求匱乏與長期缺工問題，且不同農畜漁牧產業缺

工時間與工時亦不盡相同。 

農村農業生產缺工問題解決方式 

訓練現有農村人力，調配季節性農業缺工問題 

農委會已於 2014 年補助 48 家基層農會試辦國內季節性農業人力調度計畫，先行盤點與招

募地區內可從事農業之潛在人力，繼而協同專業農民、產銷班及改良場所辦理農業專業技

術實務職前訓練，再由農會媒介有缺工問題的農場主與有就業需求的學員，以協助解決當

地季節性缺工問題，活化利用農村社區現有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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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人力資源帄臺 

台灣農業缺工問題嚴重，造成大專業農經營問題，唯政府設立農業人力資源帄臺來媒介勞

動供需雙方，有助於農業缺工問題。為解決國內農業勞動力常態性缺工 1.5 萬人次，季節

性缺工高達 26.5 萬人次，行政院農委會從 107 年開始推動人力調度措施，大量投入資源協

助訓練、招募人力，並建置農業人力資源帄臺，目前已成功媒合約 1 千 8 百多人常態性投

入農業工作。 

加速農業勞動世代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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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