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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 》統計•調查

農糧統計調查精進作為與政策

應用
面對農糧資料需求日趨精緻，及調查環境日益惡化挑戰，唯有持續精進調查作業，才能確保資料品

質，本文將說明近期農糧統計調查之精進作為，及運用於農業相關政策之成果。

　林秀霙、林佩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統計室主任、視察）

壹、前言

政府各部門的統計資訊

大多由公務登記取得，不足部

分則透過調查補足，而農業統

計資訊卻恰恰相反，其資料來

源大多由調查取得，翻開農業

統計年報就可看出端倪。農業

是一個靠天吃飯又是農民可以

任意揮灑的產業，沒有脈絡可

循，完全是經驗法則，從農作

物面積、產量、價格、成本到

災害統計等，無一不是透過調

查取得，本文爰就調查業務現

況、精進作為及政策應用加以

說明。

貳、農糧統計調查面

臨的困境

近年全球暖化氣候異常，

對農業影響加劇，農產品價格

時有波動，影響國人民生消費

甚鉅，故面對愈來愈複雜的氣

候變遷，政府為提升農業防災

能力，穩定蔬果供應及價格，

保障農民所得，陸續規劃輔導

農民興設強固型溫網室設施及

啟動擴大農作物保險，加上食

安、友善環境等意識抬頭，農

業大環境已大不相同。

以往農糧資訊建構主要為

因應農產品產銷資訊、公糧保

價收購及農民災害救助等措施

所需，但隨著農業政策面向之

調整，對農糧資料的要求日趨

精緻，但農產品百百種，作物

栽培模式大相逕庭，有一次採

收、連續採收，是實生苗還是

嫁接苗，露天還是設施栽培，

是精耕還是粗放 ...，每項作物

特性與栽培模式均需要時間及

實務的接觸與內化，在面臨人、

事、物等調查環境日益惡化的

困境下，精進調查資料品質至

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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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農糧統計調查精進方向

調查名稱  以往調查方式 精進方式 精進後效益

農家戶口抽

樣調查

兩段式抽樣調查 1. 分層比例隨機抽樣

2. 農牧戶總數推估採

迴歸估計

3. 配合新農業政策增

加問項

1. 精進農牧戶及縣

市估計

2. 提升資料應用層

面

稻穀生產成

本調查

1. 記帳調查

2. 立意抽樣

（無母體推估）

1. 訪問調查

2. 以公糧申報檔為母

體

3. 採分層比例抽樣

1. 訪問調查較記帳

調查成本低

2. 資料較具代表性

農產品生產

成本調查

調查表單一化

（約 100 項作物共

用）

增加附帶調查，如寄

接梨、青梅、香蕉、

蒜頭及香水百合等

1. 降低人為非抽樣

誤差

2. 提高資料確度及

應用廣度

以肥料、農藥及人

工等農業費用項目

進行調查

建構各項農作物生育

週期及投入產出關聯

表

1. 經驗傳承與建檔

2. 降低人為非抽樣

誤差

3. 調查資料細緻化

4. 釐正歷史資料

以栽培模式區分

調查作物品項

檢討調查問項及統計

方式，同一作物合併

辦理（如手採梅及竿

採梅合併為青梅，春

夏蕉及秋冬蕉合併為

香蕉）

完整呈現農作物投

入產出資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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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精進作為

一、調查方面（表 1）

 （一）農家戶口抽樣調查

自民國 70 年起，於非

普查年逐年以農牧戶為對象

辦理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多

年來，雖針對分層變數有所

修正，但一直維持兩段式抽

樣調查辦理，第一階段名冊

判定用於估計農牧戶總數之

變動，第二階段抽樣調查則

用於估計農業結構之變動；

其判定作業除以農林漁牧業

普查名冊所列之農牧戶為對

象外，對於村里內非名冊所

列者，則較難掌握，故非普

查年農牧戶數估計，與實際

普查年間農牧戶數變化趨勢

有所落差。為改進此一缺點，

經委外研究後改採分層比例

隨機抽樣，並以迴歸估計（耕

地面積→農牧戶數）推估農

牧戶總數，經以普查年試算

推計結果，顯示確能有效精

進整體農牧戶及縣市之估

計。 

（二）稻穀生產成本調查

稻穀生產成本調查自民

國 36 年辦理至今，採用立意

選樣方法，選擇配合度高且

記帳詳實之篤實稻作戶，自

該期耕犁整地開始至收割、

烘乾完成，依每日實際工作

情形及所支付之勞力與物資

等，一一詳細記錄。採用記

帳調查雖可獲得較穩定及細

緻之資料，但立意抽樣易受

人質疑且記帳成本較高，爰

自 105 年第 1 期作起，以公

糧申報檔為母體，採分層比

例機率抽樣（稻種別 * 縣市

別）及訪問調查辦理，其調

查方法較具代表性且調查成

本較低，有助於節省經費及

提高成本資料確度；亦可將

經費注力於稻作慣行與有機

栽培之投入產出專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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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香菇生育週期與投入產出關聯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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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

1. 強化調查員素質

於調查前舉辦行前訓

練，以演繹調查實境方式

詮釋調查應注意事項及訪

問技巧；並定期邀請資深

調查員分享調查經驗、過

程中遭遇之問題及解決方

式，提供新進調查員學習

觀摩。

2. 農業統計知識庫建置

由於農產品品項繁

多，易受地形、土壤、氣

候等影響，加上農民間栽

培模式各異（例如燈照與

否、露天或設施栽培、慣

行或有機等），增加調查

難度。因此，透過專案研

究將重要農產品調查作業

流程及制度標準化（圖

1），逐步將 23 項農產品

農業統計知識建檔及圖資

化，除提供相關人員可遵

循之 SOP 外，亦可確保調

查資料之穩定性。

3. 增加附帶調查

因應作物栽培模式不

斷演進，本署統計室定期

檢討調查問項、調查週期

及統計方式，以符合產業

現況，並針對栽培模式較

多元、價格易波動或品種

間差異較大者之作物增加

附帶調查，如寄接梨、青

梅、香蕉、蒜頭及香水百

合等，以強化資料確度及

廣度。

4. 釐正歷史資料

農糧統計調查屬長期

持續性業務，相關調查規

範因年代久遠而漸不符合

現況，爰於農業統計知識

庫建置過程中，同步釐正

32 個作物品項之歷史資

料。

二、智慧農業－農來記

APP（下頁圖 2）

本作業係運用雲端技科評

估簡化調查頻率之可行性，並

協助農民了解自家農場經營情

形，以培養運用數字觀察評估

營運狀況之能力，進一步解析

經營問題。農糧署開發智慧農

民經營管理系統，主要提供手

機 APP 及電腦網頁版服務，運

用資訊技術，將原枯燥且須耐

心、毅力之記錄作業，降低作

業門檻並增加使用之便利性，

讓農民無需再使用計算機或學

習其它工具軟體，僅需手機或

1.
2.

1.
2.
3.

1.
2.
3.
4.

1.
2.

1.
2.

1.
2.

1.
2.

1.
2.

3.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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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農來記宣導文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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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頁圖3）

電腦即可輕易完成記錄及了解

自身營運情形。該系統於 105

年 10 月上線使用，截至 106 年

6 月底申請帳號人數已達 364

人。透過智慧農民經營管理系

統持續推廣運用，除能激勵農

民主動使用，提升自我競爭力

外，並期邁向智能農業統計願

景，創造雙贏局面。

肆、政策應用情形

一、公糧保價收購

稻米為國人重要主食，我

國水稻全年種植累計面積約 27

萬公頃，稻作農家計 21 萬家，

稻穀價格是否穩定，影響農民

生活及國家糧食安全層面甚廣；

我國稻穀價格能維持平穩，係

因公糧保價收購價格所支撐，

而稻穀生產成本調查結果，係

訂定稻穀收購價格之計算依

據。

二、補助（償）基準

黃金廊道計畫轉作節水作

物、乾旱停灌補償及活化休耕

農地鼓勵種植進口替代、外銷

潛力、地區特產等作物，以農

產品生產成本及農家賺款等相

關統計結果，作為評估轉作節

水作物對農民收益之影響、停

灌區發放補償金及訂定推廣獎

勵措施等計算補助基準。

三、輔導再生稻田區轉作

具競爭力作物

為提升國產稻米品質，

迎合國人消費需求，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自

103 年第 2 期作起，種植再生

稻或落粒栽培水稻者，不再收

購為公糧稻穀，並針對再生稻

及落粒栽培之田區，輔導適地

適種進口替代、外銷潛力或地

區特產作物，政府給予轉（契）

作補貼；為增加政策說服力，

另透過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資

料，分析移植稻與再生稻及種

植進口替代、外銷潛力等作物

收益比較之論述。

四、保障農民生計

（一）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臺灣受限於地理環境，

易受天災影響造成農業嚴重

損失，為協助農民快速從災

害中恢復生產力，本會爰依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

定，辦理災害救助，以利農

民再次投入農業生產，保障

農民生計。為掌握農產品投

入產出最新資訊，農業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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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估算及現金救助額度，

每年均透過農產品生產成本

調查結果更新資料。 

（二）推動農業保險

近年天然災害發生之強

度及頻率不斷增加，農業生

產風險提高，依賴政府預算

支應的天然災害救助已不足

以保障農民的收益及財產安

全，本會爰自 104 年起推動

試辦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

期藉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

分散農民農業經營風險。目

前已開辦「農業保險」有高

接梨、芒果及釋迦等 3 項；

另水稻產量保險、農業設施

保險亦陸續開發中；然一張

保單規劃到設計，從作物種

植面積、集中度、農戶數、

產量、價格、成本等背景資

料均需詳細掌握。為因應

保險業者保費精算所需，農

產品生產成本調查亦配合作

物生育週期呈現成本投入資

訊。 

（三）穩定農用資材價格

肥料是作物生產過程

中重要農用資材，占總投入

比重甚高，故肥料價格波動

或缺肥將直接影響農民投入

成本，農政單位爰運用農產

品生產成本調查，分析歷年

各項作物用肥數量，評估全

年度臺灣地區化學肥料需求

量，並依農民用肥時機機動

調配釋出。

（四）產銷調節

本會針對易發生產銷失

衡之重要農產品訂定產地及

批發市場監控價格，作為政

府預警通報機制之基準，農

產品監控價格係以農產品生

產成本調查統計結果，依前 5

年作物精耕程度及自家工投

入比率，修正該項產品的直

接成本剔除最高最低值後平

均值之 95％計列。當農產品

價格接近監控價格，且評估

可能有產銷失衡之虞時，即

視產品特性採取加強外銷、

多元行銷、冷藏及加工等各

項產銷調節措施，穩定農產

品價格，以維護農民收益。

伍、結語

農業統計調查結果在政策

規劃及應用層面甚廣，亦攸關

農民福利，其規劃設計及執行

嚴謹確實，以確保資料品質與

公信力。隨著農業 4.0 時代來

臨，資通訊科技進步，大型農

機（耕犁整地收穫）、無人機

UAV、機器人等農業自動化發

展取代人工指日可待，未來農

業生產過程透過智慧農業技術

形成大數據，農業統計資訊取

得將更便捷，故資料判讀與分

析能力相對重要，對農業部門

而言又是一個新挑戰，爰應持

續精進農業統計，以發揮支援

農業相關政策之功能。

圖 3　農糧統計調查政策應用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