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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梨產業勞動力現況調查之研究

梁燕青　趙筱倩　陳世芳

摘　要
農業勞動力趨高齡化及勞動力缺乏是目前臺灣農業生產所面臨的重要問題。

本研究針對臺中區梨產業進行人力盤點調查，瞭解各階段之人力需求與現況，藉

以探討缺工問題，作為將來勞力媒合及農業勞動力運用規劃之參考。調查結果顯

示，梨產業非常缺工比例占43.1%，目前平均果園只有2位固定人手，其他人力皆

需與鄰居換工或聘僱臨時工，臨時人力占總需人力比例達75.1%。梨產業季節性

人力需求明顯，最需要人力工項主要有高接梨的套袋(4-6月)、高接(1月)、採收(7
月)，需求人力宜技術純熟。經常性需要人力之工項為除草作業。缺工問題希望

政府提供的協助及輔導方面，61.1%以上的農民希望透過農會成立人力仲介服務

平台，其次為引進外籍勞工及補助油資和保險費。由於果樹多屬於季節性勞力缺

工問題，改善方法可先持續建構各地區產業人力資源供需資料，並整合網路等資

訊平台，提供各地區農業缺工情況。評估各區域人力相互支援之可行性，並配合

薪資或其他補助，提高短期雇工與雇主媒合機會。對於開放外籍勞工方案需審慎

評估所有相關事宜，並規劃完整之配套措施。

關鍵字：人力、農業缺工、外籍勞工

前　言
我國農業屬於小農經濟的產業結構，不僅農場經營規模偏小，同時也面臨農

民高齡化與專業農戶比例偏低等發展困境。農事工作時間長且辛苦，新進人力流

動率高，人力嚴重不足，造成經營面積與生產規模無法擴大，嚴重影響經營績效

與農業收益。本場經常於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農民學院訓練班座談會，農場經

營者紛紛反映有普遍雇工不易與工資昂貴等農村人力供需不平衡之問題。

根據99年農林漁牧業普查報告，我國從事農林漁牧業之經營管理者，有愈趨

高齡化的現象。以780,388家農牧戶為例，其經營管理者平均年齡62歲，經營管

理者在65歲以上的比例高達44%，且小學以下教育程度的比例佔53.4%。農牧戶

自家不支薪資人力的比例最高占89.1%，臨時雇工次之占9.45%，長期雇工最少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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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由普查結果顯示，農村人口老化，農業勞動力結構反映出小農制家庭農

場的發展困境，在農業人力的運用上，多以無酬工作家屬為主，或於農忙時期僱

用農村臨時人力來因應繁重的農事工作，果樹產業的部分僱用臨時工的比率高出

一般5.55%，更占全部農耕業僱用總臨時雇工之48.0% (行政院主計總處，2012)。
近年來已有研究者關注茶與芒果之農業勞動力現況與缺工的工作項目。以

春茶為例，其較缺工的工作項目為除草、施肥、剪枝及採收等4項田間工作。茶

目前現有人力主要以具經驗、40~50歲之男工為主。芒果方面，生產作業人力部

分，以整枝疏果、套袋、噴藥及採收等工作項目較缺乏人力。芒果現有人力女工

約佔2/3，以具經驗40歲以上居多，於採收期易有缺工情形(林豐瑞，2013)。
為解決農業生產經常性缺工之問題，本研究針對中部地區梨產業進行調查分

析，瞭解目前的勞力需求、時節、區域性、需求工作類型及勞力需求量等現況調

查，藉以探討規劃農村現有勞力之輔導策略(現有人力包含高齡者、婦女、外配

及青年農民等)，了解各階段之勞力需求與現況，提供具體的參考資料，作為將

來勞力媒合及農業勞力發展策略規劃之參考。

內　容

一、 問卷設計：

針對調查之梨產業，依據參考文獻、專家訪問及共同研究小組討論進行基本

資料建立及問卷題項，並依此進行問卷設計與研究方法規劃。

問卷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受訪者基本資料；第二部分為季節性果樹

產業人力需求，包含需要人力的工作項目、該工項所需人力與聘用臨時工數量、

人力需求條件限制、計酬方式與金額；第三部分為受訪者解決缺工問題後之助

益；第四部分為僱用外籍勞工相關權利與義務之知識。

二、 調查樣本分配及調查資料分析方法：

藉由產銷班組織體系服務系統及訪問鄉鎮農會，蒐集與建立中部地區梨農戶

與產銷班農戶檔案，並依據農糧署農情報告資源網取得中部地區梨種植面積較大

的縣市及鄉鎮，再依各鄉鎮種植面積所佔比率換算各鄉鎮問卷發放數量。

臺中市種植面積達3742公頃，占全國總種植面積64.7%，產量佔66.6%，為

全臺種植面積最多之縣市。依臺中市主要種植鄉鎮將樣本數分配為臺中市和平區

55份、東勢區36份、新社區9份，共計100份，採取親自訪談、團體施測及郵寄問

卷方式調查。有效問卷回收共72份(表一)。資料分析採用統計軟體SPSS17.0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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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工具，以敘述性統計進行次數分配百分比、平均數及交叉表（Cross Table）瞭

解樣本變項分布情形。

表一、調查樣本數分配

縣　市 鄉　鎮
種植面積
( 公頃 )

種植面積
比例 (%)

調查數
( 份 )

問卷回收數
( 份 )

臺中市 和平區 1931.2 55.5 55 29
東勢區 1235.7 35.5 36 40
新社區 311.1 9.0 9 3
合　計 3478.0 100.0 100 72

三、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分析回收之問卷72份，受訪者以男性為主占93.0%，女性占7.0%。教

育程度方面，高中職最多占45.1%，其次為國中占19.7%，大學專科占14.1%，國小

含以下占21.1% 。受訪者年齡平均為55.5歲，年齡範圍分布分別為25-77歲之間。

梨屬於溫帶果樹，果園海拔平均高度為830.3公尺，受訪者中果園面積為1.4
公頃。固定人手平均於2.1人。水果價格常因市場波動，受訪者填寫最近之產品售

價，梨每斤均價為34.0元(約每公斤56.7元)。依據103年統計月報指出橫山梨每公

斤28.3元、新世紀梨51.7元、豐水梨98.8元、新興梨42.9元。

目前雇主多數供餐占81.9%，但不提供住宿占65.3%，加班需求則占52.8%，

依農場是否趕工而定是否加班。目前是否缺工情形， 43.0%雇主表示非常缺工，

全體表示不缺工之比例只占5.6%。未來相關人力需求程度表示非常需要及需要占

全體77.8%，表示不需要及非常不需要只占1.4%(表二)。

表二、目前缺工情形

項目 類別 次數 百分比

缺工狀態

非常缺 ( 工 ) 31 43.0
尚可 37 51.4

不缺 ( 工 ) 4 5.6

人力需求程度

非常需要 23 32.0
需要 33 45.8
普通 15 20.8
不需要 1 1.4

非常不需要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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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梨產業勞動力現況調查

每位受訪者皆調查兩項，包含最需要與第2需要人力的工項，合計後分別以

次數百分比分析，可發現受訪者認為梨產業最需要人力工項為套袋，占總問卷數

之33.3%，其次為高接、採收分別占問卷數之23.6%及16.7%，其餘需要人力各工

項依序為除草、疏果、病蟲害防治、整枝修剪等。

統計最需要工項及第二需要工項的各月份需求人數與聘請臨時工，得知梨產

業聘請臨時工數量占總需求人數的75.1%。其中，採收及套袋的人力主要為臨時

工，比例高達80%以上。而整枝修剪及高接作業採用臨時工比例較低，分別只占

61.8及68.8%(表三)。由於農家每隔1至2個月進行病蟲害防治，因此整年度累積需

要人力較多，每公頃需要144.5人力(天數*人數)。但由於時間長，不屬於短期間

大量人力投入之工項，受訪者勾選需要人力項目上並非第一選擇。

表三、各產業及工項整年每公頃需要人力及臨時工所占比例

工項 總需要人力 聘用臨時工數量 臨時工所占比例

套袋 78.5 64.1 81.5
高接 41.0 28.2 68.8
採收 94.9 81.6 86.1
除草 89.2 71.0 79.6
疏果 71.3 56.8 79.7
病蟲害防治 144.5 101.8 70.5
分級包裝 109.6 85.1 77.6
整枝修剪 110.7 68.5 61.8
施肥 31.3 22.0 70.2
合計 771.1 579.1 75.1

將各產業前五名需要人力的工項，分別統計各月份每公頃所需聘用臨時工數

量。梨產業之套袋主要集中在4-7月，單月每公頃需9.5-13.2人力(人數*天數)。高

接集中在12及1月，其中1月為最大月每公頃需15.4人力。採收集中於5-7月，7月
為最大月每公頃需32.4人力，5-6月則需要14.4-15.8人。除草為全年性作業，平均

每月每公頃需5.9人力。疏果集中於4-6月，4月為最大月需24.0人力。累計以上人

力，梨產業最需聘用臨時工月份，集中於4-7月 (圖一)。目前和平區的人力支援，

多來自於東勢區之人力以5-6人為基準。

將梨產業最需工項依各鄉鎮統計其作業的月份(表四)，和平區及東勢區的高

接、套袋、採收作業期間有所不同，可以互相支援調度。藉由各地區作業曆模式

圖，可作為整合各地區人力調度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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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梨產業前五名最需人力工項各月份每公頃聘用臨時工數量

平地梨主要使用橫山梨，正常結果於2至3月開花，8-9月間採收，但產期集

中，因此發展「倒頭梨」栽培方法，於5-7月採收，以分散產期。但橫山梨品質

欠佳，因此發展高接梨栽培法。台灣高接梨最早以新世紀品種為主。目前則以豐

水、新興為大宗(廖，2005)。梨良好農業規範(TGAP，2011)中的梨栽培管理作業

曆，指出高接梨於12月底至2月初進行高接，2月底至4月初疏果，3月中至4月初

套袋，6月中到八月初採收。東勢區多種植高接梨，其需工月份表(表四)與作業曆

相符。由於和平區面積廣大，範圍從海拔1000公尺至3000公尺的高山，統計結果

與梨栽培管理作業曆中，高海拔的作業排程相符，於2月進行高接，5月初至6月
初疏果，5月中至6月底套袋，而8月底到10月中進行採收(梨TGAP，2011)。高海

拔地區主要栽培品種為新世紀梨，但生產成本高，且受到高接梨的競爭，因此亦

利用高接方式嫁接新雪梨及福壽梨等品種，以提高產值(廖，2005)。由於8月至12
月採收期分散，因此在問卷統計上，所需工數量少(圖1)。

表四、各鄉鎮主要需工月份表

鄉鎮
最需人
力工項

最需人
力月份

月份 單月需聘用臨時
工 ( 人 / 公頃 )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和平 高接 1 月 ▲ 13.8
套袋 5-6 月 ▲ ▲ 20.9
採收 5-7 月 ▲ ▲ ▲ 42.7 
疏果 4-6 月 　 ▲ ▲ ▲ 18.2

東勢 高接 12-1 月 ▲ ▲ 13.3
套袋 3-4 月 ▲ ▲ 19.9
採收 7 月 ▲ 29.4
疏果 3-4 月 ▲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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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在人力需求選擇上以技術純熟度為第一考量，國籍及性別並非主要選擇

因素。在各工項對於人力之技術純熟度要求中，高接對於82.3%農民需要技術純

熟之人力。由於梨穗成本高，若嫁接失敗，除了損失一筆梨接穗的花費，也增加

嫁接的人事成本。而套袋、採收對於六成農民需要技術純熟之人力。除草及病蟲

害防治作業則五成農民認為只需提供勞力及對於技術純熟度無限制(表五)。
而在性別方面，79.9%農民對於各工項人力之性別沒有特別限制，但20.8%農

民對於「套袋」作業較偏好僱用女性，36.4%農民對於「除草」作業則偏好僱用

男性(表六)。這與一般認知中認為女性手巧，而男性較強壯而可使用除草機較長時

間相關。在國籍的偏好方面，73.6%農民對於人力國籍來源無特別限制，但偏好本

籍勞工之農民占22.2%，偏好外籍勞工占2.1%，偏好女性配偶占2.1% (表七)。

表五、人力需求對於技術純熟度之要求

產業別 工項
技術需純熟 只需提供勞力 不限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梨 套袋 31 64.6 12 25.0 5 10.4
高接 28 82.3 4 11.8 2 5.9
採收 16 66.6 4 16.7 4 16.7
除草 5 45.4 4 36.4 2 18.2

　 疏果 5 50.0 1 10.0 4 40.0
病蟲害防治 4 57.1 2 28.6 1 14.3
其餘工項 6 60.0 2 20.0 2 20.0

合計 95 66.0 29 20.1 20 13.9 
備註：其餘工項為整枝修剪、分級包裝及施肥

表六、人力需求之性別偏好

產業別 工項
限男性 限女性 不限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梨 套袋 2 4.2 10 20.8 36 75.0
高接 2 5.9 3 8.8 29 85.3
採收 1 4.2 3 12.5 20 83.3
除草 4 36.4 0 0.0 7 63.6
疏果 1 10.0 1 10.0 8 80.0
病蟲害防治 1 14.3 0 0.0 6 85.7
其餘工項 0 0.0 1 10.0 9 90.0

合計 11 7.6 18 12.5 115 79.9 
備註：其餘工項為整枝修剪、分級包裝及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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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人力來源之偏好

產業別 工　項
本籍勞工 外籍女性配偶 外籍勞工 不限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梨 套袋 10 20.8 0 0.0 0 0.0 38 79.2
高接 7 20.6 1 2.9 2 5.9 24 70.6
採收 7 29.2 2 8.3 0 0.0 15 62.5
除草 3 27.3 0 0.0 0 0.0 8 72.7
疏果 2 20.0 0 0.0 0 0.0 8 80.0
病蟲害防治 2 28.6 0 0.0 0 0.0 5 71.4
其餘工項 1 10.0 0 0.0 1 10.0 8 80.0

合計 32 22.2 3 2.1 3 2.1 106 73.6 
備註：其餘工項為整枝修剪、分級包裝及施肥

尋找人力方面是採用複選方式，統計結果以自己雇工為主占55.2%為大多

數，其餘22.2%來自自家人手，19.8%則是與鄰居換工(表八)，人力來源多以居住

於附近地區的婦女或民眾為主，便於支援臨時人力之需求。而梨產業透過代耕隊

等工頭找尋臨時工比率低只占0.9 %。梨產業各工項普遍以日薪計算，梨產業平

均日薪為1194.8元，每日工時8.1小時。若以時薪計算，平均每小時125.3元。比

較各工項間，以除草作業具有較高之日薪達1390元，其次為高接平均日薪為1228
元。以量計價中，套袋平均一個0.7至0.8元(表九)。103年8月29日勞動部公布自

104年7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由19,273元調漲至20,008元，每小時基本工資則比照

每月基本工資之調幅，由115元調整至120元。雖然梨產業給薪情形比勞動部規定

之基本薪資高，但由於梨產業季節性缺工情形對於臨時性勞工每月薪資收入不穩

定，因此為農業人力招募受限主要因素之一。

表八、人力找尋方式

工項 自家人手 自己雇工 跟鄰居換工
透過代耕隊
等工頭

其他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套袋 14 20.3 40 58.0 12 17.4 1 1.4 2 2.9
高接 14 28.0 24 48.0 12 24.0 0 0.0 0 0.0
採收 9 24.3 21 56.8 7 18.9 0 0.0 0 0.0
除草 2 16.7 9 75.0 1 8.3 0 0.0 0 0.0
疏果 4 22.2 9 50.0 3 16.7 0 0.0 2 11.1
病蟲害防治 1 10.0 5 50.0 4 40.0 0 0.0 0 0.0
其餘工項 z 3 18.8 9 56.3 3 18.7 1 6.2 0 0.0
合計 47 22.2 117 55.2 42 19.8 2 0.9 4 1.9
z 備註：其餘工項為整枝修剪、分級包裝及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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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各工項平均薪資

工項
日薪 每日工時 以量計價 以小時計價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套袋 1023.7 191.3 8.0 0.6 0.8 0.1 128.0 41.5 
高接 1228.8 309.5 7.9 1.1 133.3 57.7 
採收 1049.1 240.4 8.1 0.8 140.0 54.2 
除草 1390.9 602.4 7.5 1.2 
疏果 1171.4 236.0 9.0 1.0 100.0 0.0 
病蟲害防治 1300.0 577.4 8.1 2.5 
其餘工項 z 1200.0 213.8 7.9 0.1 
平均 1194.8 338.7 8.1 1.0 125.3 38.3 
z 備註：其餘工項為整枝修剪、分級包裝及施肥

五、希望政府提供之協助及輔導

面對缺工問題時，受訪者希望政府提供的協助及輔導，以61.1%農民希望

「透過農會成立人力仲介服務平臺」比例最高，顯示農會在農民心中占有一席

之地，在地方上扮演重要角色。藉由農會調節農業人力供需雙方，為未來人力

調節之優先考量。另外，由於梨產業地理位置多屬於山區，43.1%農民表示聘僱

本地勞工不易，希望能「引進外籍勞工」，33.3%農民表示希望「補助油資保險

費」，26.4%農民希望「進行雇工人力培訓」(圖二)，由於技術純熟度為人力挑選

的主要限制因素，因此人力培訓之重要性也不容輕忽。而在其他部分，農民建議

可建立辦法與制度，使果園或農場與學校產學合作，進行校外農場暑期實習，提

高農業相關學生與產業接觸機會及實務能力。在人力調度方面，為配合季節性缺

工之臨時性與即時性，減少交通往來時間，期望能在鄰近地區互相調度。

解決缺工問題後，對農民的受益方面，56.9%農民認為可以「增進生產管理

技術」，其次48.6%農民為「可安排休閒活動、放鬆心情」。另外解決缺工問題

後，也有助於農民獲利能力提升，及有時間去幫助其他農民進行即時性之栽培作

業(表十)。在其他類別方面，主要是認為可以提早或按時進行栽培作業，避免延

誤作業時間。例如催芽、高接等作業能在預計時間內完成，使收穫期可配合出貨

排程；或是能提早套袋，以減少病蟲害發生，穩定產量與維持果實品質。



207

第四節　花卉栽培與管理第四節　花卉栽培與管理

農會成立人

力仲介服務

平臺

農業人力銀

行仲介服務

平臺

補助油資及

保險費

進行雇工人

力培訓

引進外籍

勞工

百
分

比

70
60
50
40
30
20
10
0

61.1%

26.4%

43.1%
33.3%

26.4%

　　　　圖二、希望政府提供之協助(複選)

表十、解決缺工問題後，對農民的受益(複選)
類別 ( 複選 ) 次數 百分比

擴大經營規模 17 23.6
賺更多錢 9 12.5
增進生產管理技術 41 56.9
可安排休閒活動、放鬆心情 35 48.6
有時間去幫助其他農友 17 23.6
其他 3 4.2

六、僱用外籍勞工相關知識

瞭解僱用外籍勞工相關知識之民眾只占五成(圖三)，題項「僱用外勞的期

限」、「僱用外勞的成本」分別75.5%和64.5%農民還算瞭解及非常瞭解，「非法

僱用外勞的罰鍰」、「不可多人聘僱同一位外勞」、「外勞工作時間的限制」、

「外勞工作時間的限制」有6成民眾還算瞭解及非常瞭解，其中「非法僱用外勞

的罰鍰」、「不可多人聘僱同一位外勞」皆有20%以上農民屬於非常瞭解。

但是「僱用外勞的勞資爭議」、「外勞犯罪或逃逸的雇主責任」、「更換

外勞的手續」及「招募外勞人數限制」則有53.4%、55.6%、71.1%及77.8%農民

不瞭解及非常不瞭解，其中「招募外勞人數限制」更達31.1%農民非常不瞭解(表
十一)。

在農民不瞭解的提項中，「更換外勞的手續」的內容為雇主更換外勞不易，

一般須為該外勞提前離境，再辦理遞補手續，且雇主需負擔遞補的規費。另遞

補聘僱時間，需與前任外勞合併計算，最長為3年。「招募外勞人數限制」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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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為勞動部對特定製程和特殊工作時程的行業，訂有5級制的外勞核配比率（含

10%、15%、20%、25%、35%）。如農藥/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總員工數10
人，最高可僱用2位外勞。但是調查統計結果平均果園固定員工數為2人，依法大

多數果園並不符合申請條件，無法僱用外勞，因此在此部分相關的配套措施還需

要調整，才得以配合。

在美國、丹麥等已發展國家農業部門經歷外勞明顯流入的時候，農業也進行

結構性的轉變，農場數量變少，但規模變大，生產效率似乎也較高(Buccola and 
Reimer,2011；Fisher and Knutson, 2012；Hertz and Steven, 2012；Martin,2013)。
雖然引進外籍勞工對於東歐等國家，使農場僱用人數及收入增加，有利於農場的

發展。但外籍勞工在語言和工作態度與本國不同時，較適合具規模的農場僱用，

便於分配工作。但臺灣果園規模偏小，引進外籍勞工對於本國的衝擊及影響，還

有許多相關事宜需深入探討，並需事先進行開放外籍勞工之準備工作。

關於法令相關知識，建議可以發行相關知識之刊物或小冊子傳播資訊，並放

置於相關地方，如農會或產銷班，讓農民詳細清楚法條細則及規則，提高農民對

於聘用外籍勞工之認知，及加強雇主對於外勞犯罪或逃逸的責任感歸屬，如雇主

應於外勞連續曠職三日失聯時，需書面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理機關、警

察機關。並且瞭解外籍勞工僱用之工時計算及休假計算等勞工權益，避免未來開

放外籍勞工後，僱用外勞的勞資爭議及安全等問題發生。

由於農民對於僱用外籍勞工相關法規知識瞭解程度不透澈，加上缺工問題嚴

重，因此68.9%農民表示非常願意及願意僱用外籍勞工，但24.4%農民依然不願意

及非常不願意僱用外籍勞工(圖四)，其考慮因素有三，其一為果樹之栽培管理具

高技術性，部分工項例如套袋、催芽等，因操作技巧與熟練度都會影響栽培作業

的時程及成效，並影響後續病蟲害危害情況、果實品質及產量。部分農民表示並

非請不到人，而是具備熟練操作技巧之工人有限，若非技術純熟之工人，擔心需

花費更多的心力，填補因作業疏失而造成的損耗率。再者，農民也擔心與外籍勞

工間之溝通問題，無法準確的讓外籍勞工瞭解需要工作的項目及工作技巧等。其

三為果園耕作面積小，不需要長期僱用，否則人力成本太高，不符合收益支出。

農民建議未來若開放農業外籍勞工，應該根據農業需求，法令應該保障農民，而

非增加人民的負擔，希望能由多人團隊或由產銷班等組織共同聘任外籍勞工，再

由產銷班內部自行分配勞工之工作位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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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農民對僱用外籍勞工之相關知識次數表

僱用勞工相關知識 (N=45)
非常瞭解 還算瞭解 不瞭解 非常不瞭解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1. 招募外勞人數限制 1 2.2 9 20.0 21 46.7 14 31.1 
2. 非法僱用外勞的罰鍰 9 20.0 18 40.0 16 35.6 2 4.4 
3. 僱用外勞的成本 8 17.8 21 46.7 14 31.1 2 4.4 
4. 僱用外勞的期限 6 13.3 28 62.2 8 17.8 3 6.7 
5. 更換外勞的手續 4 8.9 9 20.0 26 57.8 6 13.3 
6. 不可多人聘僱同一位外勞 12 26.7 14 31.1 14 31.1 5 11.1 
7. 外勞工作地點的限制 6 13.3 21 46.7 12 26.7 6 13.3 
8. 外勞工作時間的限制 4 8.9 23 51.1 15 33.3 3 6.7 
9. 僱用外勞的勞資爭議 2 4.4 19 42.2 21 46.7 3 6.7 
10. 外勞犯罪或逃逸的雇主責任 2 4.4 18 40.0 18 40.0 7 15.6 

圖三、農民對僱用外籍勞工之相關

知識統計圖

圖四、農民對僱用外籍勞工之意

願統計圖

結　語
中部地區梨產業存在缺工問題，在受訪者中有43%表示目前非常缺工，並且

在未來的人力需求上32%受訪者表示非常需要。梨產業缺工的主要因素，是因為

配合栽培管理作業，控制產期與產量，短時間內需要大量人力完成栽培工作，如

高接作業平均於1至7天內完成作業。並且在4-7月農忙期因產期調節及不同品種

的栽種作業，同時需忙於疏果、套袋及採收，以及例行性的除草及病蟲害作業，

因而有季節性缺工問題。加上梨產業栽培地理位置多位於海拔較高的地區，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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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調度上更加困難。另外農業人力支援上，目前栽培熟手多為年紀較大的老

農，技術純熟的農工越來越少，若是需要技術純熟之作業，如高接，都需要與技

術純熟之老農預約並且與附近果園輪流排工。因此除了招募更多農業就業人力

外，還需要在人力訓練進行一番工夫。

目前農業人力短缺問題嚴重，除了政策因素及經濟發展，使就業人口都偏向

工業與服務業，還有大家對於農業的印象，都偏向辛苦又不一定能得到回報，畢

竟是靠天吃飯的行業。因此農業相關工作需提高民眾的信心，加強對農民專業度

的觀感，並穩定其收入來源，才能提高青年投入農業的機會。在人力供給調查顯

示核心系所之應屆畢業生流向蘭花產業之人數約占所有應屆畢業生之17%，學生

畢業後投入蝴蝶蘭產業之意願度為54.59%。願意投入蝴蝶蘭產業之學生其背後因

素主要為對該產業前景看好，以及自身能力勝任與成就感等考量。並且有意願投

入蝴蝶蘭產業之人才，主要欲應徵的工作性質以技術管理類為主，其次為經營管

理類與駐外技術人員(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理學會，2012)。由此可見，產業

前景與專業度等觀感是人力投入的主要因素，將其改善會是改變臺灣農業結構的

契機。

另外莊宏啟(2007)指出農業勞動力的移動受總體經濟及失業率的影響甚鉅，

當非農部門失業率愈高，或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之相對所得比率愈高時，農業

部門勞動者之淨移出會減少。因此解決農業勞動力缺乏之問題，第一步需訂定產

銷平衡制度，穩定農產品市場售價，使農民收入有所保障，提高農家第二代繼承

家業之意願。第二步則是臨時工薪資之調整，由於農業臨時工除了需要耗費大量

勞力，及在炎熱環境下工作，還需具備專業技術，動作技巧與熟練度，這些都會

影響農產品產量與品質。若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臨時工薪資相近，聘請農業臨

時工之困難度非常高，因此薪資所得及工作內容之改善與補助，則為第二課題。

第三步則是提高農業缺工資訊之傳播與流通，雖然農業缺工問題嚴重，但目

前國內失業率依然居高不下，是因勞資雙方無法媒合，除了雇主給予薪資、工作

環境，勞工專業技術等影響外，雙方資訊流通不良，也是一大問題。往往農家缺

工時，大多只尋找附近農婦，或鄰居互相換工，並無透露訊息給外界，農業季節

性缺工資訊難以查詢，因此未來應持續建構各鄉鎮地區產業人力資源供需資料，

並建立農業勞資資訊平台，如104和1111人力銀行，除了雇主可以刊登資訊，勞

方也可以刊登自己的時間與履歷表。並且透過農會或人力調度公司與勞動部門互

相配合，提高勞資媒合機會及人力運用之效率。

最後，若國內人力調度整合依然無法改善農業缺工的問題，再來審慎評估開

放外籍勞工的方案，以及完整配套措施。畢竟臺灣地小人稠，一昧的開放外籍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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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不但擠壓國人就業機會，也影響台灣生活空間。另外，聘請外籍勞工也有許

多問題待制度上之建立，由於果樹多屬於季節性勞力缺工問題，若全年由單一雇

主聘用外籍勞工，對於雇主負擔太大，建議可由農會或人力公司，進行人力聘用

及技術訓練，再進行各地區人力之調度，以求改善國內果樹產業季節性缺工之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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