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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

陳 武 雄 說

明，依據國

際經濟論壇等國際機構預估，未來糧食價格維

持高檔，所以國內庫存一定要增加，目前做法

是採取活化休耕農地利用等政策，估計可活化

連續休耕田6萬公頃、增加稻作面積2萬公頃，

將安全存糧由今年30萬公噸增加至40萬公噸。

除增加耕作面積外，也對稻米出口價格設

限，每公噸價格超過1,200美元才能外銷，在此

項管制措施下，出口對象將是日本等高消費國

家。

陳主委在今年 520就任之初即指出，確保

糧食安全是農委會的首要工作。台灣農業正處

在一個「不足中的過剩」窘境，農家每戶平均

只有1公頃耕地，卻有22萬公頃稻田休耕，幾乎

占可供種稻總面積51萬公頃的一半，在都市邊

緣很多農地違規使用，形成土地低度利用；糧

食自給率只有73.5％，卻常發生農產品生產過

剩，這是農業政策僵化所導致的矛盾現象。

農委會據此提出的「鬆綁與重建」策略，

以提高糧食庫存、減少化肥和建立老農退休機

制三方面為主要施政主軸，預計民國100年達到

目標。

提高糧食庫存：將持續活化連續休耕田面

積6萬公頃，包括增加稻作面積2萬公頃、飼料

玉米面積1.8萬公頃、輪作產銷無虞作物面積

1.04萬公頃、造林1萬公頃、推動有機農業專區

0.16萬公頃。

減少化肥用量：將以96年每公頃耕地化學

肥料用量1,377公斤為基準，每年減少5%；建

立合理化施肥示範農場，97年100處，98年300

處；規劃辦理各縣市實施合理化施肥競賽活

動；推廣有機質肥料，擴大有機農產品生產。

建立老農退休機制：推動「小地主大佃農」

計畫，鼓勵小地主出租農地，鼓勵大佃農承租

農地及企業化經營，強化農地銀行媒合功能，

以輔導老農或無意耕作的農民，將農地出租給

專業農民，藉現代化、企業化大規模經營方式

促使農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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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飲食型態
過剩中之營養不良

農
委會統計室發表「96年我國糧食供需情勢」一

文指出，96年平均每人每日可由食物中攝取之

熱量為 2,804大卡，較行政院衛生署建議中度勞動成

人每日熱量建議量之2,200大卡高出604大卡，惟已較

10年前減少245大卡。

綜合觀之，熱量攝取為建議量之1.3倍、PFC比率

較理想值之脂肪占比過高及碳水化合物占比過低，顯

示國人飲食型態呈現過剩中之營養不良，實應減少脂

肪攝取，而增加碳水化合物攝取，另宜多食用蔬菜與

水果類以補充微量元素。

糧食自給率方面，民國96年以熱量為權數之綜合糧

食自給率為30.6％，以價格為權數之綜合糧食自給率

則為72.5％。白米可供消費量長期趨降；國人蔬果消

費已趨穩定；肉類可供消費量及進口供應比率下降；

糧食自給率隨貿易自由化程度緩步下降；脂肪攝取明

顯過量，碳水化合物則有不足；國人可供攝取熱量過

多，且組成結構顯不均衡。

※相關資料查詢：農委會網站（www.coa.gov.tw）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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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

行政院於8月28日院會中核定糧食安全策略。

農委會將推動活化休耕農地利用、合理化施肥

及小地主大佃農等政策，

不僅是因應策略，展現政府充分供應糧食之決心，

也是實現總統馬英九的競選政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