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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發展與政策 

考試時間：2小時 

一、面對農業產銷不穩定所引起的價格變化，政府可能採取政策干預措施予以對應。請由價格與

數量兩方面說明何謂「干預政策」及其優缺點。(25分) 

《考題難易》： ★★★(最難 5顆★) 

《解題關鍵》：政府為了穩定物價會有不同干預政策作為，此外本題也建議同學在論述上也要

針對政府干預市場不同學理內涵進行分析探討。 

【擬答】： 

農產品價格安定政策主要係為穩定糧食價格，使一般物價安定與社會運作安定，其次則是為促

進某一特定農企業發展，確保投資人所得，相關政策內涵分述如下： 

平準物價法 

利用農產豐收年與價格跌落時，儲存部分產品以備在高價格時作為拋售用的操作方法，也稱

為緩衝存貨法。通常是先設定價格的上限與下限，當價格低於下限時則收購產品，價格高於

上限則拋售存貨，以期價格能穩定在合理範圍內。 

此種方法要能發揮效用，其商品必須能耐久藏者，例如穀物、砂糖類或羊毛等，且平準物價

法之應用除受到商品本身耐藏限制外，尚須有充裕的基金提供收購穩定價格所需貨品之用，

並有足夠儲藏空間。 

平準基金法 

先規定價格波動合理範圍，假設價格在設定範圍內，政府就不會對於特定作物進行干涉，當

價格高於合理範圍上限時，則政府會抽取若干金額作為基金，並於價格低於下限時，提撥出

來補貼生產者，進而使價格回升到合理範圍內。 

進出口調節法 

為有效抑制農產品漲價，增加市場供給為最有效作法，此時可緊急從鄰國進口，供給量一旦

增加價格就會回升；又假設上漲的農產品是外銷農產品，則可以暫時停止出口以緩和國內市

場價格漲幅。 

此種措施雖可紓解國內價格上升壓力，不過對於出口業者與國外進口業者來說是一種傷害，

且有喪失國外市場可能性，除非必要不然不會採用此種方針。 

政府穩定農產品價格主要目的在於安定農業生產，主要是希望農業生產與投入的不確定性減

到最低，所以大家皆認為穩定農產價格對農民絕對有正面效益，不過不同學者有不同論點，

以下就相關論點介紹之： 

自由市場學派 

政府介入市場干預價格，將會使資源分配效率降低，對於整體社會運作效益不高，所以其

反對政府進行產品價格穩定與價格提升等措施。 

結構學派 

政府穩定價格非常重要，因為民以食為天，所以其贊成政府介入市場並採取穩定價格來對

於市場運作進行干預與管理。 

現實學派 

政府穩定農產品價格有多面向利益存在，不過政策代價太高且不容易做好，因此此派人士

也不反對政府介入市場干預。 

綜上而言，贊成政府干預農產市場的學者認為，農業生產與一般工業生產特性上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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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包含生產過程長、生產有季節性以及受到天候等不確定因素影響，加上農產品需求彈

性低，價格變動大，因此農業生產應該要由政府介入與干預。相關原因如下： 

農產品為人類不可或缺產物，而農產品過多或過小會引起價格上變動，不但會造成農民

所得不安，也會帶給一般消費者飲食生活的不安定。 

農業生產受到許多外在無法控制因素影響，並無法像工業一樣可以明確計算出多少產

值。 

農業係由無數農民所經營，每一農戶耕作面積有限，個別農民常受資訊不足影響，很難

做到正確市場預測，導致價格好時大家一起增產，價格差時大家一起減產，進而引起劇

烈價格變動。 

 

二、有些學者認為「推動地產地消可落實食農教育並活化鄉村發展」。請說明： 

「地產地消」的意義。(10分) 

前述觀點之策略意涵。(15分) 

《考題難易》： ★★★ (最難 5顆★) 

《解題關鍵》：先針對地產地銷的定義說明，再從地產地銷的概念論述政府實務面政策運作情

形。 

【擬答】： 

地產地銷定義 

主要為日本當地生產當地消費的省略語，主要指消費者消費本地生產的農作物和相關產品。

日本推行地產地消運動，主要提倡農產品以「當地生產、當地消費」為目標，將運輸距離縮

短，藉此確保農產品新鮮以及保證食品安全。 

地產地銷策略 

為因應國內加入 TPP 國際組織之壓力與衝擊，在前揭既有推動項目外，未來 農糧產品地產

地消策略 將 以「支持在地農產品」為核心價值，針對不同消費族群強化溝通機制，分別從

建立採購交流平台、建構安全農產品電子商務體系、開發創新包裝設計、建立國產農產品專

賣中心、連結在地食材供應鏈及普及食農教育等六大面向規劃，俾能減少食物哩程，縮短運

銷通路，提高優質國產農產品直銷量。六大面向分別說明如下： 

建立採購交流平台 

消費市場趨勢瞬息萬變，掌握行銷趨勢為行銷成功關鍵，未來除透過專家研究掌握未來趨

勢及商機外，將參酌農業技術服務團作法，成立行銷服務團隊，即時提供農業經營者行銷

輔導、教育訓練及產、官、學行銷交流平台，並辦理採購交流會，將業者需求直接傳遞生

產者，增加產銷媒合機會。 

建構安全農產品電子商務體系 

為提供消費者最佳品質，輔導具合作供貨能力或共同品牌之農民團體，導入行動化科技，

將冷藏、貯藏、運送、行銷、顧客服務等工作系統化管理，共同管控品質及合作行銷，並 

建置安全農產品電子商務網，及時提供當季農產品銷售資訊，強化消費者認知 。 

開發創新包裝設計 

個人經濟時代已帶動宅配成為新消費型態，農產品以往多以大包裝型態銷售，將鼓勵農業

經營者逐步調整為符合直銷或團購的包裝型態，提升農產品直銷包裝水準，另為達到節能

減碳目標，未來亦將輔導農民團體重複使用包裝，降低消費地垃圾處理成本。 

建立國產農產品專賣中心 

為提供消費者即時當季農產品消費資訊與實物體驗，將輔導農民團體設置國產農產品專賣

中心，以國產農產品專賣為訴求，創造與進口農產品之差異化，作為在地行銷及觀光旅遊

時在地農產品購買據點，增加與消費者面對面互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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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在地食材供應鏈 

食材運送距離短，食物哩程就越短，對環境越友善，將輔導在地食材供應中小學營養午

餐、餐廳及團膳，連結在地食材供應鏈，從小教育學童及在地消費者認識食物哩程，深化

愛用國產農產品觀念。 

強化各界食農教育 

水果、蔬菜、花卉及雜糧產品的消費需求各有不同，為讓食用蔬果、使用花卉及消費雜糧

變成生活常規，將於展覽或展售場合規劃農產品體驗區，並結合營養師、觀光業者、各級

學校、農村社區等辦理食農講堂及校園傳情活動，讓消費者在潛移默化中對農業有更深的

體驗與認識，並依時令傳遞產季活動，加強宣導國產農產品「食在地、享當季」新鮮、安

全形象。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配合國家政策推動智慧農業計畫。請說明： 

何謂「智慧農業」？(10分) 

現階段農業數位科技推廣所面臨的優勢與挑戰，並舉例分析之。(15分) 

《考題難易》： ★★★★(最難 5顆★) 

《解題關鍵》：智慧農業主題是最近幾年熱門討論議題 

【擬答】： 

全球 2050年人口預估達 75-105億人，糧食需求將面臨倍增的壓力。臺灣為糧食淨進口國，以

熱量為基礎的糧食自給率相對偏低，同時在氣候變遷趨勢所致極端氣候日趨嚴重的困境下，糧

食供應短缺及糧價上升無可避免，再加上近年來農村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的影響，從事農業人力

大幅短缺，農業生產力受到相當衝擊；且受限於我國自然環境限制，農業生產成本偏高，較難

與國際競爭，若擬提升農業生產力，就必須強化產業結構調整及科技研發創新。 

農業 4.0時代的情境 

無人飛機穿梭於農田上空，一邊監控作物生長狀況，一邊將資料傳送雲端，透過雲端運算，

進行符合成本與對環境傷害最少的農藥與化肥施用分析及對水資源最有效的管理，而農民只

要透過一只手機或平板電腦連上雲端，即能輕鬆完成「巡田」任務。利用大數據的分析，農

民可瞭解作物特性，以適時調整土壤類型微量元素與養分、灌溉行程、作物輪作以及其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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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條件；使用葉片感應器測量植物含水量的壓力，用土壤感應器蒐集水移動方式並追蹤土壤

濕度、碳及土壤溫度的改變，可優化灌溉工作，避免作物受損；拍攝作物，然後上傳資料

庫，提供每日參考價格，作物售出時系統即時提供資訊，讓農民不需離開農場就能參與全球

經濟活動。在消費端，消費者經由掃描包裝上的 QR Code，可在家輕鬆看到植物工場內栽種

的杏鮑菇於潔淨的自動化環控廠房生產及採收過程；遠在國外的通路商則可藉由農業雲供應

鏈系統將臺灣外銷的農產品迅速在國際連鎖超市鋪貨；而經由雲端下單訂購 7 個月後的鮮香

菇，農場工作人員同時正藉由 RFID 系統準備這批要外銷的香菇菌種。這些都是未來農業 4.0

達成後的情境。 

「智慧農業 4.0」推動配套措施 

技術層次之外，推動方案亦規劃進行國際鏈結。透過與國外研究機構建立合作交流，持續導

入國外研究量能與創新機組，以縮短研發時程外，另將結合國內外業界，發展具臺灣優勢及

產品輸出之技術與設備，並發展標準化及異業整合實用性之平臺及知識庫，同時建立國際跨

域產學研合作，強化整廠輸出能量。 

人才培育方面，以新世代農業工作者培育策略為基礎，扣合智慧農業 4.0 之發展架構及重要

工作，並針對領航產業所需，培育產業在職人才及國際實務人才，並延攬國際專業人才。為

加速導入農業 4.0 能量及技術諮詢，已由產官學研聯盟等專家學者組成 10 大領航產業之

「4.0產業服務團」，以及「智慧生產與人機輔具開發」、「農業技術專家系統建置」、「數

位服務與溯源資料交換應用」共 3個專業技術促進小組，以及「經營管理與營運支援」支援

性技術促進小組。 

為強化服務團隊以不同思維面對產業運用 4.0時可利用之決策能量，將落實產業服務團之機

能，各領航產業藉由產業服務團之跨領域專家確認各產業之目標方向後，聚焦重點投入資源

項目及技術範疇，並培植規劃項目之研發量能蓄積，挑選基礎建設合適之合作廠商成為示範

場域對象，並運用計畫資源，提供各示範場域諮詢診斷訪視，藉由專屬產業服務團隊之技術

輔導及經營管理建議進行領航產業的客製化服務，並利用示範點的觀摩與交流，提供諮詢與

研發規劃、技術盤點，客製化服務及輔導，期能達到智慧農業 4.0 產業擴散之目的，為我國

農業發展注入新動力，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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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國際貿易拓展，身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我國也同步積極申請加入各類區域濟整合組

織，例如「跟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請說明我國加入此類多邊區域貿易組織

對於社會與農業所產生的衝擊與政府的因應策略。(25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本題主要是實務運作題，要同學針對台灣加入區域貿易組織後，台灣農業政策

相關運作思維，結論再簡單論述一下相關成效 

【擬答】： 

1993 年農委會並無專責單位負責國際貿易事務，僅有一科負責農產貿易，由企劃處負責，透過

實務學習、累積談判經驗。當時主要談判使命有三項： 儘速完成談判，早日加入 WTO； 農

產品談判減讓水準介於日本和韓國之間；以及 力保關鍵性產品，如稻米、牛乳、雞肉、豬

肉、花生等社會政治敏感性較高的產品，避免減讓幅度過大，以減少對產業造成的衝擊。 

對於我國加入區域貿易組織，農業有四大主要因應策略： 盡力爭取對我國較有利的談判結

果； 預先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善用各種防衛措施；以及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當時主要談

判結果如下：  

農產品適度關稅減讓：我國農產品平均名目關稅為 20.02%，加入WTO後，第一年稅率降至

15.2%，其後分年調降至 12.9%，稅率介於日本平均稅率 10.3%與韓國均稅率 15.8%之間。 

農產品適度市場開放：我國原有稻米、糖、花生等 41 種管制進口或限地區進口之產品，於入會

後，除稻米採取限量進口之特殊處理方式外，其餘 40 種產品中，22項產品採取關稅配額，18

項產品於入會後開放自由進口。 

自由化起始期程：依據《農業協定》（Agreement on Agriculture），已開發國家承諾稅率必須於

2000 年執行完畢。我國採取關稅配額的 22項產品中，只有雞肉及豬五花肉於 2004 年結束關稅

配額，已自 2005年起自由化，其餘產品執行期程將視 WTO新回合農業談判而定。 

適用特別防衛措施：爭取到花生、東方梨、大蒜、雞肉等 14項敏感農產品，可採行特別防衛措

施，相較之下比中國大陸多。 

我國加入區域貿易組織以來，實踐結果比預期好，例如：農業名目 GDP 持續成長，實質 GDP

也持平，並未因為加入 WTO 而下降；糧食自給率僅微幅下降，仍維持在 30%以上；農產品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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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逆差額度大幅增加了一倍；農業產值結構產生顯著變化，其中，農產增加 8%，漁產因為近

海資源枯竭而顯著減少約 10%，畜產仍維持在三成左右。同時，我國穩健地維持關鍵性敏感產

品產量，包括：稻米產量維持在 140萬，沒有因為加入 WTO而崩跌；蔬菜類進口量成長最

多，約 50%，但產量只略減 5%；水果類進口量及產量分別約增減 10%；畜產品僅減少約 12萬

公噸（7%），但肉雞和毛豬產量維持原有水準，鮮乳產量從 38萬噸增加到 42 萬噸（10%）。

但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在高度對抗的國際政治環境下，我國將會面臨許多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