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豐年第58卷　第18期

近年來原油價格攀升，導致各種物價上

漲，農業經營所需的各種資材費用亦無倖

免，為此，政府採行多項措施，要紓緩農民

因付出更多成本，使得收益縮少的窘境。

國際石油價格持續攀高，對各國經濟發

展及國民生計均造成極大影響。農業生產投

入所需之化學肥料、農機用油等資材係以進

口石油為原料，生產成本即因國際油價走

揚而持續飛漲，也促使農民生產成本隨之增

加。由於農產品供需市場及農業生產資材市

場在產銷結構上之特殊性，使得農民在市場

上無法依成本定價出售，反而因不具議價能

力，而成為市場價格接受者，不管成本增加

多少，仍需依市場機制決定之價格出售產

品，難以將其所增加之生產成本，適度轉移

在其產品售價上。

農產品為人民生活所必需，其價格之調

漲必將影響社會經濟之穩定，但農產品售價

若不能適時且合理反映農民生產成本，則將

加重農民的負擔，為維持農民所得水準又

為穩定民生經濟，由政府補貼農民因生產資

材調漲而增加的成本，似為最直接而有效的

措施，但為求農業長期且永續之健全發展，

實應改善農業經營結構，提升農民的議價能

力，才是根本之計。本文擬探討國內農產品

價格未能有效反映生產成本之可能原因，並

進而探討可行之因應對策。

專題報導

紓緩資材成本上漲衝擊
維持台灣農業永續發展

文｜廖安定  農委會企劃處處長․溫祖康  企劃處技正

─「農產品價格常未能有效反映生產資材成本上漲」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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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漲價而增加的生產成本，因而造成農

產品價格未能與生產資材價格同步反映

的現象。尤其，加入	WTO	之後，國內農

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在國際肥料價格

上漲之趨勢下，一方面又面臨進口農產

品之競爭，更壓抑國內同質農產品價格

上漲之空間，更加重國內農民在生產資

材市場及農產品市場之不利地位。

(二)		農產品之生產供應調節費時，使市

場價格產生落遲性

農產品需求相對穩定，但因屬生物

產業，生產需要時間且富有季節性、不

耐久儲等，使其市場價格在反映生產成

本之變動上具有時間落遲性而產

生漲跌循環的不穩定現象。

當期價格之漲跌將影響

下期供給量之高低，

故當農業生產成本因

資材價格調漲而提

高，若部分農民因不

耐虧損而離農，則下

期供給量將減少，此

時市場均衡價格便會上

漲，以反映生產成本之調

漲。就如同日前國內毛豬飼料

因反映成本上漲而調高售價，毛豬價

格並未立即反映調漲，而是豬農在經過

一段時間的供給調整後，才開始將成本

上漲的部分反映在毛豬售價上。

此外，稻米為國內最重要之農作

物，其價格及產量之穩定有助於維持人

民生活及農民所得之穩定。惟近年來，

肥料等生產資材價格持續調漲，增加稻

農生產成本，農委會自	97	年第一期作起

調高保證價格，每公斤稻榖提高	 2	元，

預期保證價格之調高將誘導農民增產，

一.	無法適時反映成本兩大主因
一般來說，產品的價格受到市場結

構、產品供需、通路長短、品質高低及預

期心理等因素所影響，而影響農產品價格

之因素尤為複雜，農民出售農產品價格未

能反映生產成本之上漲或下跌，可概分成

以下兩點：

(一)		農產品市場結構特殊，農民為價格

接受者而不是決定者

我國農業結構係屬小農經營型態，農

民人數眾多，且多屬兼業農，由於個別農

民生產供給量所占比例微小，在農產品產

地市場上面對少數具價格控制力的販運

商、承銷商、行口及批發商等，

農民在議價上相對弱勢，成

為市場價格接受者，無法

因肥料、農藥、工資、

飼料等生產成本之提

高而調高售價，故即

使賠本往往也只有接

受。

在農業生產資材市

場方面，生產資材如肥

料、農藥等均為從事農業

生產所必需之生產要素，且甚

少替代產品，國內目前各項生產資材之供

應商均為數不多，對於各項資材售價甚具

控制力，而農民為數眾多，力量分散，在

採購農業資材時，議價能力居於不利之地

位，仍為市場價格接受者，故當資材價格

調漲，農民也只能接受。

國內農民人數眾多而生產規模較小，

不論在農產品市場或農業生產資材市

場，農民均為價格接受者而無力影響價

格。故若市場供需不變，農產品批發商定

價亦不變，則農民只能自行吸收因生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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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面的調節費時，使得市場合理價格

無法立即形成，於是國內農民便面臨了

「農業生產資材成本調漲，農產品價格

卻無法反映上漲」的窘境。

二.	政府部門應提出整體因應對策
短期內，欲改善當前農民所面對的

不利情況，可透過政府補貼價差的方式

及推動合理化施肥，一方面減輕農民負

擔，另一方面改善農民施肥習慣，降低

生產成本，協助農民渡過難關，但長

期而言，為求農業永續發展，應採合作

經濟之經營模式，強化農民組織產銷整

合，加強農民議價能力著手，並調整改

善農業經營政策，期使市場機制能正常

有效發揮。

(一)	短期價差補貼，輔導合理施肥

化學肥料係以石油為原料所製成，

估計國內稻米種植面積將增加約	 8,000	

公頃，達	 266,000	公頃，而稻榖產量增

加約	4	萬公噸，達	124	萬公噸，加上稻

米進口量約	14	萬公噸，年總供給量超過

國內稻米需求量	 (約	 132	萬公噸)，使國

內稻米市場似有供過於求之現象。故若再

提高稻榖保證收購價格，則預期稻農將更

增產，在需求無法短期增加之情況下，將

會造成市場價格下跌，政府庫存及財政負

擔的增加，未必真有利於稻農所得之提

高。

綜言之，由於農產品供需市場及農業

生產資材市場在市場結構之特殊性，使

得小農民均為價格接受者，故生產資材

的調漲極易從供應商轉嫁到農民的生產成

本上，但農民在農產品市場上亦無定價能

力，無法將此漲價幅度透過價格機制轉嫁

給消費者，因而只能自行吸收。加以農產

品生產期較長及價格反映具有落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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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效提升農民議價能力，再將農產品

價格提高的好處透過契作定價方式直接

回饋給從事生產之農民，提高農民所得

水準，以達國內農業健全且穩定的永續

發展。

(三)	調整農業政策，尊重市場機制

政府為了照顧農民，常採取市場價

格干預政策，如對於稻米等農產品實施

保證價格收購及稻田休耕補貼，以及在

生產資材面，長期對肥料價格採取凍漲

式補貼。就肥料凍漲而言，造成農民

過度施肥，不符效益，更甚者國內低價

肥料因而出口或走私到鄰近國家，形成

以政府資源補貼外國生產者之現象；而

肥料凍漲另一方面則使得廠商供應意願

減少，反而造成市場缺肥，報載肥料凍

漲末期，有些地方農民須以三倍價格才

能買到肥料，支付成本比不凍漲還貴。

長期凍漲肥料價格，立意雖善，但效果

適得其反。另一方面，稻米保價收購政

策，雖保障了一部分稻穀產量之價格，

但卻形成稻穀市場價格的壓抑因素，糧

商的市場壟斷力量，長期把市場流通米

的價格壓抑在輔導收購價上下，無法有

效反映稻穀成本或供需。

休耕補貼政策的實施，雖有效將開

放稻米進口對國內稻米產業之衝擊降至

最低，但國內	 20	 餘萬公頃良田辦理休

耕或轉作，不僅造成政府財政沉重的負

故國際油價上漲，化學肥料價格隨之調

漲亦屬必然，惟農民本身即屬經濟相對弱

勢族群，面對生產成本調高，農民的負擔

能力有限，基於農業生產為經濟發展之基

礎，有穩定的糧食供應才有穩定的社會經

濟發展可言，故短期內為維持農業穩定生

產，政府應可針對漲價部分提供適度的補

貼，並由農民負擔部分漲價額度，鼓勵農

民調節施肥量，以達合理化施肥，且減

少農民肥料施用量，可降低農民生產成

本，並有助於環境資源之維護。

(二)		長期改善農業經營結構，提升農民

議價能力

為有效提升農民議價能力，應持續推

動創新性整合經營，建立農業中衛體系

等，透過以農會、合作社等農民團體或

農企業為中心經營體，其周邊之農民團體

或產銷班、專業農民為衛星農場，運用垂

直整合、水平擴張、同業與異業結盟等方

式，將原本零細的小農整合組織成為大

農，透過產銷之分工達到經營規模之提

升，以降低經營成本、改進產品品質、穩

定產品供需、提高產銷效率及精準掌握市

場需求，共同塑造競爭優勢。

經由建立以消費者為主軸，以市場為

導向之產業價值鏈，透過整合、創新及改

革之作法，強調農業資源及組織之水平及

垂直整合，讓農民從「價格接受者」轉變

成中衛體系「價格領導者」之受益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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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日本製造，第一領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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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認明												字樣，以免買到相似仿冒品及水貨		下列商品全部日本原裝進口

因為堅持
所以最好

格或生產資材價格均為不具議價能力的

「價格接受者」，又農產品生產及價格

反映之落遲性，使農民無法或未能及時

將成本調漲的部分，合理反映在其產品

之售價上。

為求此現象之解決，短期內，政府

雖可透過補貼方式及輔導合理化施肥，

協助農民渡過難關，減輕負擔，但為求

國內農業長期穩定成長，仍應以改善農

業經營產銷結構，提升農民議價能力

為佳，透過中衛體系之建立，使小農結

合成大農，藉由經營規模之提升，來改

善農民議價能力，進而提升農民所得水

準。此外，肥料長期凍漲、稻穀保價收

購及休耕補貼等政策，立意雖善，對國

內農業發展亦貢獻良多，惟長期造成市

場價格機制及資源配置受到扭曲，對農

業之永續發展而言，未必利多於弊，亦

應考慮檢討調整。

擔，更使得有心擴大經營規模之農民無田

可用，不利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之進行，

且休耕田區常因疏於照顧而蟲害頻生，

影響鄰近未休耕田區之收穫，亦為人所詬

病。因此，應檢討調整農業補貼政策，將

以價格為核心的補貼政策改為以所得為核

心的直接給付政策，減少市場干預，尊重

市場機制，期使農產品及農用品市場價格

能合理而適時的反映生產成本。此外，休

耕補貼政策之施行，雖有其政策意涵，惟

弊病叢生且不符國際趨勢，亦應有所調

整。

三.	結語
國內農業生產資材成本調漲，但農產

品價格卻無法反映上漲，概係農產品市

場及生產資材市場在市場結構上之特殊

性，加以國內農民生產規模較小且數量相

對龐大，使得農民不論在面對農產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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