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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發展與政策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為何要實施農業環境基本給付？（5 分）其內容為何？（10 分）是否只要在農地上有種作物

就可請領該項給付？（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 此題為最新時事考題 主要測驗考生可否寫出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概念與相

關計畫內容 

【擬答】： 

鑑於全球氣候變遷及國際糧食供應不穩定等趨勢，加上國內農產業結構仍有稻米供過於求，且

品質有待提升、轉作誘因不足，以及雜糧自給偏低、友善綠色環境連結性不強等問題，政府自

105 年底推出「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期扭轉過去消極補貼的舊思維，建立強本革新的新農

業。 

農地農耕就給予獎勵，達到保護農地之目標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針對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且維持農糧作

物生產使用者，每年每公頃給付 1 萬元，維護農地有限資源，彰顯農業多元價值。 

鼓勵稻田轉（契）作：獎勵農地種植具進口替代（如非基改黃豆、黑豆）、外銷潛力（如

毛豆）及地方特色性質之轉（契）作作物，引導農地合理使用，提升國產糧食供應。 

提升飼料用玉米供應量能：獎勵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種植硬質（或青割）

玉米，擴大農地範圍，倍增飼料用玉米種植面積，提升國產飼料用玉米自給率。 

基期年農地稻作四選三：110 年第 1 期作起實施，鼓勵稻農於連續 4 個期作中，至有少 1

個期作辦理轉（契）作、自行復耕（非稻作）或生產環境維護措施（即休耕），每年可調

減 1 萬公頃稻作面積，以建立水旱輪作制度及促進稻米供需平衡。 

水資源競用區推動大區輪作：於水資源競用區（石門、上坪堰、明德、鯉魚潭、部分石岡

壩及曾文烏山頭等 6 個水庫）內之灌區土地，兩年 1 輪，每年第 1 期作輪值不種水稻，輔

導農民因應氣候變遷調整耕作模式，減緩區域供水壓力。 

產銷履歷、友善及有機給付：推動有機友善耕作獎勵及產銷履歷環境補貼（每公頃 1.5 萬

至 3 萬元），促進友善環境耕作，確保農業永續經營。 

全力推動「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是希望藉由獎勵農地農耕的 6 大具體措施，引導農產業結

構調整，強化枯水期農業節水效能、整體產業供水穩定，並維持稻米供需平衡，不僅保護農

地合理使用，增加稻農收益，亦可提高國人食品安全及國家糧食安全，以確保我們農業的永

續經營。 

二、農產品流通政策是農業政策的核心部分，農產品流通政策的主要目標為何？（10 分）又其政

策手段有幾類？並敘述其政策措施。（1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先論述農產品流通的目的 再介紹政策相關內容  

【擬答】： 

每個人皆須要從食品消費中獲取適當營養，以求維持生命，此外為維持消費者的需求，市場每

天都要有適當數量以及適當品質食品供應，包含：米、麵、蔬菜、水果、雞鴨魚肉等，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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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許多副食品；這些食品皆需要依靠各種運銷職能，從產地輸送到消費地，因此我們可以瞭解

到食品消費與農產運銷兩者具備一體兩面互動關係，具體而言，此兩面向皆與公共政策範疇之

一，其政策目標主要有四：提升農產品運銷效率，嘉惠生產者與消費者；調節供應與穩定食品

價格；確保食品衛生與安全以及執行相關法令，同時兼顧產銷雙方公平交易。 

有關農產運銷政策可以分為以下五個層面，相關內容如下： 

農產品運銷合理化政策 

此對策主要是指運銷過程中各項職能執行與品質皆能被社會大眾肯定，而且索取成本與創造

效用兩者具有相關性，相關內涵如下： 

農產品批發市場功能發揮 

農產品批發市場主要指能均衡農產品中集中與分配場所，在整個運銷過程中，調節供給、

資訊發布以及價格形成上皆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政府對於批發市場設置、人員配置、拍賣

方式與衛生檢查，並維護市場合理競爭環境等皆需要建立一套制度，方能使批發市場充分

發揮功效，例如採用拍賣制度批發市場，因為決策過程透明化且速度快，因此比採用議價

制的批發市場訂價效率較高。 

不斷提升食品運銷效率 

既有的運銷系統下，改善產品品質，減少浪費與非必要服務，期使產品品質與價格可以對

應，為提升產品運銷效率要件，舉例來說：農產品價格並無建立分級制度，消費者無法依

照產品用途別選擇適當品級的產品，導致無法滿足消費者慾望，又如蔬菜沒有在產地做好

分裝工作業務，許多不能吃的根莖也一起運送到批發市場，因此需要在消費地市場進行整

理，這會造成成本提升與運作效率低落。 

此外過度包裝也會造成資源浪費，一般來說包裝目的在於方面運銷與保護食品安全衛生，

但如果過度包裝會增加包裝成本進而造成資源浪費。 

零售現代化推動 

指透過食品零售方式，隨著社會經濟結構改變以及消費者習性演進，進行同步調適與提升

效率，目前食品零售現代化主要課題就是促進零售超市化及衛生化。 

零售超市化主要目的在於改善購物環境並擴大經營規模，降低零售成本並嘉惠銷售雙方，

主要係因為運銷是報酬遞增業務，只要每次有足夠進貨量與出貨量，每個單位營運成本就

會減輕。舉例來說：傳統市場的規模小，運銷成本就佔一半以上，假設改由超市販賣，營

業量可以提升數十倍，又因超市營業時間長，可以有效利用其設備與勞力，可以將成本降

低。 

零售規模大也可以帶頭精簡運銷通路作用，因為零售窗口增大後容易採取直銷通路，再不

需要經由批發市場進貨，所以可以減少批發與零售兩道程序，進一步減輕成本，此外零售

衛生化方面主要係指改善食品衛生及安全。 

生鮮食品流通合理化 

生鮮食品範圍廣泛，包含蔬菜、水果、畜禽肉類、魚貝類、蛋乳類等食品，一般來說生鮮

食品供給比較不穩定，價格起落頻繁，因此如何使這些食品流通合理化是農政單位的職

責，所謂流通合理化就是指運銷產品在時間與空間調配適當、品質與價格合理，以及運銷

商利潤額度及產銷業者間的分配合理。 

農產品秩序運銷對策 

主要指在適當時間提供適當品級的產品至適當市場，使各地市場供需達成最佳均衡狀態與滿

足最大消費者，舉例來說：台北地區居民所得水準高，每天所需要的高品級生鮮魚肉數量也

多，因此運銷時應配送較多的產品到台北，以求取最高價格。政府也要在必要時介入，以維

持市場穩定與合理化運作。 

運銷情報網對策 

運銷情報與資訊的收集與分析，主要係現代農產運銷事業重要職能，在資訊業發達今日，凡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2 地方特考) 

共 9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能快速收集國內外有關產業資訊的廠商，就愈能把握商機從而活絡運銷活動。 

農產品市場情報網建立應為農政單位重要職責，因為農民基於人力與財力限制，不可能自設

市場情報網搜集資訊，必須仰賴政府部門來完成此項任務。此外，情報網建立也可用於零售

階段銷售管理，例如：POS 系統就是一具體例子，所謂 POS 系統指銷售點資訊管理系統之

意，也就是零售店或超市對每一種商品都使用條碼價格，於結帳處統一刷條碼就可以得知該

商品已出售數量與庫存量資料。 

生鮮食品價格安定政策 

一般家庭每日消費食品中，除穀物類基本糧食外，其餘大部分皆屬於生鮮食品，例如：蔬

菜、水果、肉類等，因此生鮮食品價格安定對於日常家計影響很大，價格安定在生產層面來

看也相對重要，因為僅有價格穩定下，農民才可以獲得預期利益，政府才有辦法執行生產計

畫。舉例來說：我國對於豬肉價格暴漲抑制，曾採取短暫禁止出口措施，同時也曾以收購毛

豬屠宰冷凍方式，進一步緩和生產過剩、價格下滑壓力。 

共同運銷發展政策 

共同運銷主要指農民團體為其會員辦理農產品銷售及農用品採購行為，共同運銷就是合作運

銷，也就是指運銷合作社收集個別社員之零星農產品，進而成為一個適當數量後，在當地或

輸送到其他市場銷售的工作，主要目的在於擴大運銷規模，降低運銷成本並增加社員收入。 

採取共同運銷策略種類如下： 

政府補助運輸工具或包裝材料等，誘使農民團體主動參與。 

採取保價運銷方法，給予辦理共同運銷貨品最低價格的保證，在市場交易並未達到該價格

時，其價差由政府補助。 

發放共同運銷獎勵金。凡每年共同運銷數量到某一數量水準時，就可領取某一特定標準獎

勵金，至於獎勵金標準主要視實際情況而定。 

農民團體業務考評項目中，加重運銷業務所佔份量，以迫使農民團體主管重視共同運銷業

務。 

臺灣個案來說，政府輔導共同運銷開始於 1973 年，當時從果菜開始辦理，之後再推廣到毛

豬、魚貨以及蛋類產品，並由鄉鎮農會、農漁業產銷合作社及合作農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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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市場機能運作下，為何政府要有土地使用規劃管制？（10 分）又在此規劃管制下，會對土

地利用產生何種影響？（1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此題主要從法規面角度論述土地管制相關規範內容 

【擬答】： 

農產品流通政策查非都市土地分區及使用地之編定，係依區域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依據前述法規性質，均屬內政部主管，因此，本說明並不涉及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訂定之內容

或執行之釋示事宜，而僅就農業主管機關主管法令與農業用地之土地變更使用說明。 

法規依據 

非都市土地之各種使用地之變更使用，係依據區域計畫法第十七條授權訂定之「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條等相關條文暨現行「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規定辦理。 

農業主管機關參與方式 

涉及之農業法令 

89 年 1 月 26 日修正前之農業發展條例第十三條，及現行農業發展條例第十條規定，農業

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應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 

參與方式 

依據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條規定，使用地之變更使用，應經變更前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亦即農業用地之變更使用，涉及農業主管機關方面，計有兩部

分。一是農業主管機關就農業經營之用地需求，提出用地變更之審查規定，即屬變更後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一角色，即屬變更前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說明如下： 

變更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角色方面 

申請變更案件，如申請變更使用之使用地別屬農業用地者（主要指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林業用地與水利用地），應徵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 

涉及之農業法令規定 

因非都市土地之申請變更使用項目及規定相當複雜，所涉及之變更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亦繁多，在省政府時代為配合縮短審查流程需要，於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目的事業計

畫審查要點中，配合增訂農業用地變更之同意條件（如不得使用特定農業區土地等），

而不另訂審查規定。惟為配合 84 年「農地釋出方案」之有計畫釋出農業用地之政策需

求，前由台灣省政府將各法規中之農業用地變更審查規定予以彙整修正，訂定「台灣省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乙種以為執行。精省後，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該要

點為基礎，以變更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場，配合訂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

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作為農業主管機關行使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同意權之依據。 

核定層級 

依據審查作業要點，配合事業性質與申請之土地使用分區之不同，分別由中央農業主管

機關與縣市政府分別核定。依據規定，除有大面積變更或使用特定區位農業用地等少數

特殊情形外，均由縣市政府審查同意。 

審查流程 

農業用地同意權之行使，採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變更同意前徵詢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之

方式辦理。審查流程主要配合事業計畫之審查，以會辦方式辦理。 

變更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角色方面 

如開發人有碾米廠、屠宰場、果菜市場等屬農業部門需求項目者，得申請變更農業用地

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涉及之農業法令規定 

為審查各項之變更申請案，由農業主管機關配合訂定各項之審查作業規定，計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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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作為糧食業者興建碾米設備及相關設

施使用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等各項之單行法規。 

核定層級 

依前述規定說明，應送請農業主管機關依法審查之事業項目，農業主管機關依據授權

之程度，分別由各級農業主管機關予以審查核定。目前業將大部分之審查，授權由縣

市政府辦理。 

審查流程 

除配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外，各種審查作業要點亦分別定有審

查程序，以明確審查作業。 

非都市土地之管制，依據現行規定係由土地主管機關內政部辦理，然在實際執行上，因

所牽涉之機關及管制規定甚多，因此在審查上由各單位共同參與。因非都市土地中屬農

業用地之範圍甚多，就其管理也涵蓋變更使用與容許使用等相關法規之規定，爰將其主

要原則及法令依據，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參與方式與扮演之角色作簡要之說明。土地管制

涉及層面甚廣，有諸多屬於細部執行之規定，仍需瞭解相關法規之內容及相互間之協調

或互補之關係，方能作更深入之實際審查獲得否同意之判斷。 

 

四、試述農業政策中的「發展性政策」（development policy）與「補償性政策」（Compensation 

policy）之差異。（8 分）又此兩類政策的政策目標有何不同？（12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此題分別論述發展性政策與補償性政策內容與特色 

農業發展與政策講義 30-34 

【擬答】： 

發展性政策主要目標在於促使農業產出，每年可以持續增加之政策領域，換言之，發展性政策

主要強調提升農業生產力，因某國或某一區農業產出增加，除單位面積產量增加外，也可以透

過土地開發來增加種植面積，或者增加畜牧場數來達成。農業性發展政策為開發中國家經濟發

展初期重要經濟政策，一般來說學者皆認為，一國農業發展如果順利，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也

會順利發展，所以現在我們先來探究一下農業發展性政策在價格導向與非價格導向有哪些相關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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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導向策略 

價格補貼 

透過價格導向政策主要以提高農產品價格或降低農業生產資材價格為誘因，並進一步激勵

農民生產意願的作法，當農民認為有優厚利潤，則農民便會設法增產，包含投入更多資本

與勞力或採用更新的耕作技術。此外，農業因會受到氣候因素影響，導致每年產量不太穩

定，所以如何穩定農產品價格，使農民有穩定收入為農產品價格政策重要議題。例如：美

國採取等值價格、日本採取稻米收購價格及牛乳差額給付。 

生產材料價格補貼 

農業生產資材價格誘因也可以增進農民投資與生產意願，此種價格誘因包含政府提供廉價

的種子、肥料與農藥，或者補助農民購買農業機械、灌溉設施以及農畜場自動化設備等，

農民可以藉由這些補助來降低成本與提高經營利潤。 

產品穩定市場需求 

農產增加必須要有銷路，如此才能使產品維持合理價位，從而促使農民興起增產意念，反

之假設沒有足夠市場銷路，產品滯銷會使農民血本無歸，降低生產意願。一般來說，市場

需求分為國外市場需求與國內市場需求，而拓展一國產品內外銷市場也為一種價格導向策

略。 

非價格導向策略 

農業相關產品除了受到上述相關價格影響外，也會受到外部非價格因素影響，相關概念分述

如下： 

新技術引用 

作物或者畜牧產業產量增加，除天候因素外就是不斷採用新技術結果，這理所謂新技術就

是指透過改良方法、改良種子或者改良設備之意，假設農民使用這些方式必然可以提升原

本的產量。致於這些新技術來源，有些可能為新發現，例如培育成功新品種，例如：水稻

新品種研發推廣，對於水稻單位產量面積與品質也會顯著提高與改善。 

獲得生產用品與設備便利性 

增加農產量方式需要用到新設備與用品，包含種子、肥料、農業飼料與機具等，而這些設

備與用品必須配合季節性運作，舉例來說：肥料或者農業皆需要於特定季節使用，因此廠

商必須要認清各種用品季節性需求。此外，這些設備與產品價格上也要合理，農民才會有

購買意願。 

方便運輸網 

交通發達才能使各地產品可以互通有無，市場相關訊息才可以快速傳播到各地，有利於農

產品與農用品運銷，除此之外還可以達成穩定產品價格與促進教育文化交流。 

運輸對於農產品重要性主要是因為農業生產必須利用廣泛土地，散布到各地不同區域，並

利用陽光、土壤以及水和其它自然因素配合，加上為使農產品與設備方便運輸至每一個農

場，必須要有便捷的交通網路才可以使運費合理化。 

土地擴充與改良 

從國家角度觀之，假設能開墾出新土地，或者改良現有土地，皆可以達成增加農業生產量

目的，過去台灣除了開墾山坡地外，也以填海方式造出海埔新生地，提供給農漁業使用，

不過相較於開發新土地，不如改良現有土地來得更具有效果，例如改善灌溉與排水溝渠。 

農業生產補償政策 

所謂補償政策主要指限制農業過度生產，避免發生生產過剩政策，當一國之農業從自給自足

型態發展到市場導向的生產型態，除自給尚可外銷，然而此種情況有可能在農產品生產過剩

情況下，進而導致市場價格呈現不合理情形，農民無利可圖下其收入可能會降低，國家生產

資源因此會浪費。 

農業補償計畫通常與農業補償計畫政策同步推動，因要確保穩住農業所得於某一水準，則需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2 地方特考) 

共 9 頁 第 7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要進一步採取某種補償措施，以方便計畫推動，相關措施如下。 

作物轉作計畫 

減少某種作物生產面積，而將其轉移至其他作物的生產計畫，早期的日本與 1980 年代後期臺

灣稻米轉作計畫，就是把水田轉種其他作物，例如蔬菜與水果等，目的在於減輕稻米生產過

剩之壓力。同時作物轉作也有相關補償措施： 

轉作給付 

對於轉作農民給與現金補償，藉此來誘導農民轉作，有關給付標準則由政府財政情形與預

期轉作面積多少而定。 

轉作實物給付 

對農民轉作獎勵也可以透過實物上給付，一般指的實物主要為農產品，例如：稻穀、小麥

與大豆等，利用實物給付優點為： 

減輕政府農產品的庫存量以及紓解倉儲設備不足缺點。 

倉庫中產品有推陳換新機會，減少耗損。 

緩和生產過剩農產品價格滑落問題。 

使作物與土地利用可以更合理分配。 

不過實物給付也有缺點： 

農民拿到實物後，會將這些實物繼續在市場販售，價格會繼續滑落。 

實物給付因為論斤補償，所以行政管理流程會過於繁雜，增加人力與物力管理費用。 

轉作計劃不周延可能也會造成另一種作物的生產過剩。 

減少生產面積 

減產最有效方式就是減少生產面積，但實際上政府為確保某一產品有合理價格，規定每一農

場必須休耕百分之十面間，則農民會選擇地力較為貧瘠土地進行休耕，結果全國生產面積雖

然減少百分之十，但總產量反而沒有減少還增加，原因為各農民為追求利潤，將更多人力物

力投注在土地耕耘上，運作過程更為集約，因而使產量反而提升。 

減少生產面積計畫必須全國統一推行，可以採取自由選擇或者強制執行，當然也可規定超過

一定面積才強制執行，端看各國運作情況而定。 

土地擱置計畫 

主要指農地擱置在一旁不利用於生產，實際上就是休耕之意。例如美國於 1960 年代於農產品

過剩時候，會推動土壤銀行（soilbank）計畫，其實就是讓土地休耕意思。一般來說休耕採行

部分休耕比較常見，而如果要讓農民休耕，勢必要有補貼等相關手段。 

休耕與減少面積不同，後者是強制性，而前者是自願性，一般來說休耕可以按自身意願提出

申請，按照面積求償，所以休耕者以老農或缺乏勞動力農場居多，休耕對於生產影響與減少

面積並無明顯差異性。歐盟各國對休耕有分為三種方式：輪流休耕、不輪流休耕以及混合休

耕等三種方式。 

降低保證價格水準 

保證價格就是政府為確保農家獲益而針對某一特定農產品給付最低保證價格，其和許多國家

所稱干預價格相同，也就是說，當市場價格高於干預價格時，政府不會干預，反之政府就會

加以干預，歐美國家在農產品生產過剩時候會推動降低保證價格。 

推動粗耕獎勵給付 

為水土保持與景觀維護，對於農民採取粗耕經營法進行補貼，此為減少生產量方法之一，歐

洲坡地農業地區或草原地區常被採用，主要在適當限制放牧之牲畜頭數，保持綠的視野，並

同時推動觀光產業。 

綜上而言，生產政策包含增產政策與維持與減產政策，經濟發展初期或經濟起飛階段，大部分

國家之糧食不是很充足，所以會採用增產制度；到經濟已經高度起飛階段，糧食需求已經無須

增產，此時就採用減產政策，維持農產合理價格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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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降低天災對農民造成的衝擊，使農民能安心從農，農業部提出「三保一金」農民福利政

策，何謂「三保一金」政策，並論述政策之內涵。（2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此題也是最新時事題 論述三保一金相關概念與特色 

【擬答】： 

三保內容包含「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及「農業保險」： 

農民健康保險  

俗稱農保，以往參加農業保險者只有自耕農與佃農才可納保，面對時代變遷，有鑑於耕作形

式多元化，現在增加加入農保的條件，針對「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者」、「養蜂農民」及

持有「河川公地種植許可書」的農民，皆可洽農會投保，養蜂農民另須檢具鄉鎮區公所核發

之養蜂申報證明文件，實際耕作者也應檢具農業改良場核發之實際從農證明文件。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為了給予從農者在工作期間發生意外 傷害，導致不能工作，身心障礙或死亡的保障，連前往

園區或返回家中的路途皆屬於承保範圍，途中發生意外事件，符合審定標準也可獲得補償

金。只要是「農保被保險人」、「全民健保第三類被保險人」與「區域性從事農業生產

者」，皆可以向戶籍所在地的農會提出投保申請。本項保險的利多之處，除了身心障礙給付

與喪葬津貼也較農保的給 付額度更高外，較農保保單多出傷害給 付與就醫津貼。 

農業保險  

為因應農業多樣化的營運模式，且協助農、林、漁、牧業者分散經營風險，規劃與農事生產

風險相關的保單就此誕生，農委會並於 109 年制定農業保險法，110 年 1 月 1 日正式開辦上

路，目前規劃的保單已有 36 張，仍持續擴大保險品項，保單種類涵蓋農糧類、漁類及畜牧

類，另外農委會補助一半的投保保額，以減 輕投保農民的負擔及提高農友投保的意願。 

一金為「農民退休儲金」 

為照顧從農者退休後的生活，只要符合「農保 被保險人、未年滿 65 歲且未領取相關社 會保

險老年給付」這三項條件者，即可向農會提出加入「農民退休儲金」的申請，投保後由投保

者自行決定每月提繳金額，提繳金額為最低基本薪資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除了投保者每

月提繳金額外，農委會也每月提撥相同額度進入投保者帳戶中，將農業預算資源落實在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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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者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