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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請定義糧食自給及糧食安全，並由糧食自給及糧食安全的角度說明保價收購與休耕

補貼兩種措施同時併存有何矛盾之處。（15 分）農政單位自 2013 年開始實施「調整

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積極推動休耕農地的活化。該計畫五大施行重點包括：調

整農田輔導耕作給付方式、推廣種植轉（契）作作物、大佃農輔導、地主輔導及配

套措施。請說明前述施行重點的具體做法（配套措施任選二例）及其對糧食自給率、

糧食安全及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是否有所助益。（15 分） 

二、請分就產品因素、市場因素與農場因素等三方面分述農業經營者在選擇運銷通路時

應該考慮那些因素。（10 分）過去有學者指出，由於農業科技進步、消費習慣改變及

貿易自由化、農企業化的趨勢，現今的農產運銷問題與傳統的農產運銷問題已然迥

異。請說明臺灣農產運銷問題在科技化時代下所發生的變化。（15 分） 

三、農產品價格季節性波動的成因主要來自農業生產受季節影響而導致的季節性供需失

調。請說明那些因素可能影響農產品價格季節性波動的幅度。（10 分）針對前述因素，

應如何建議農業經營者擬定因應的策略？（10 分） 

四、日本自 2010 年開始推動農山漁村六級產業化，參考日本的經驗，行政院選定花東地

區為示範地區，於 2014 年核定「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何謂農業六級產業化

及其預期效益？（10 分）請具體說明六級產業化的產業發展模式將有助於解決那些

我國農業長期存在的問題？（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