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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家經營型態特性之研析 
結果摘要 

研究人員：蔡靜瑩  陳惠欣  許忠義 
服務機關：行政院主計處 

一、 緣起與目的 
農業為國家建設的根本，農民生活的命脈，生態維護的基礎。值臺灣農業

面臨主客觀環境改變而受到威脅之際，農業施政須因應時勢潮流，調整角色及

功能，進行結構改革，提升產業競爭力，兼顧糧食安全與生態保育，讓農業更

切合現代生活的需要，才能維護我國農業的永續發展。 
當前工商部門快速發展，吸引著農家青壯年人口外移就業，造成農家戶內

人口及就業結構改變，農家兼業化成為普遍現象。另專業農家存有高齡弱勢族

群，存在不合經濟效益之隱憂，現行普查定義之專業農家，已不足以作為農政

機關研擬政策或輔導對象之依據。據此將專兼業農家定義，依實務上致力農業

經營者，視為未來農業發展之主力，而找出真正的核心農家，本文將此稱為「主

力農家」。爰以八十九年農林漁牧業普查結果，針對農業經營結構，從農農家之

質與量探討分析，了解專兼業、主力及高齡專業農家之特質及差異，供為農政

機關未來施政決策之參考。 
二、 研究發現與結論 
（一）專兼業農家 

1.專業農家高齡人口比率高，教育程度低及從農勞動力婦化高，相較

於兼業農家，年齡及教育程度結構均低，為農業經營之隱憂。  
2.專業農家為擴大經營規模，租借入及受人委託經營之非自有自用比

率較整體農家高。  
3.北部地區因都市化之影響，專業農家比率最低；而中南部仍為整體

農業之發展重鎮。  
（二）主力農家 

1.主力農家從農勞動力於質量上均較原專業農優，故將有利於日後農

政單位推動專業培育及政策輔導之參考。  
2.主力農家顯已脫離傳統糧食作物經營方式，栽培高經濟價值作物比

率增大。  
3.主力農家銷售收入結構優於原專業農家，其中食用菇菌業及乳肉牛

飼育業為主力農家增加較明顯。  
（三）高齡專業農家 

1.高齡專業農家實際從農工作者比率較全體農家高。  
2.高齡專業農家多以小規模經營方式為主，經營情形不佳，且存有許

多耕地資源休耕及自飼自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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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統計圖 

 

 

 

 

 

 

 

 

 

 

 

 

 

 

 

 

 

 

 

 

 

 

 

 

 

 

 

 

 

 

 

 

 

 

圖一、每一農家從事自家農業工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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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圖二、農業指揮者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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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農業指揮者小學以下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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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每一農家經營耕地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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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稻作栽培業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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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農產品銷售收入20萬元以下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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