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三年臺灣地區農家戶口抽樣調查結果提要分析 

一、農牧戶口數及其分布： 

(一)農牧戶口數之變動：九十三年底農牧戶計有 721,418戶，農牧戶

戶內人口計有3,225,165人。 

根據本次台灣地區農家戶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九十三年底台

灣地區農牧戶計有 721,418 戶，較去（九十二）年底 728,205 戶減

少 0.93% 。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人口計 3,225,165 人，較去（九十

二）年底 3,403,922 人減少 5.25%。 而農牧戶數占台灣地區總現住

戶數之比例，由去（九十二）年底之 10.36﹪降至九十三年底之 10.09

﹪，計減少 0.27 個百分點，農牧戶戶內人口數占台灣地區總人口數

之比例，則由九十二年底之 15.11%降至九十三年底之 14.26﹪，共

計減少 0.85 個百分點（見表一）。 

表一、台灣地區農牧戶口數之變動 

戶   數 人     口   數 

年 底 別 總戶數 

(戶) 

農牧戶數

(戶) 

農牧戶數

占總戶數

比率 

(％) 

總人口數 

(人) 

農牧戶戶 

內人口數 

(人) 

農牧戶戶內

人口占總人

口數比率

(％) 

八十四年  5,805,286  792,120 13.64 21,304,181 3,930,028 18.45  

八十五年 6,007,469 779,427 12.97 21,471,448 3,716,326 17.31 

八十六年 6,185,146  780,246 12.61 21,683,316  3,720,757 17.16  

八十七年 6,350,313 782,136 12.32 21,870,876 3,727,761 17.04 

八十八年 6,513,324 787,407 12.09 22,034,096 3,747,157 17.01 

八十九年 6,662,190 721,161 10.82 22,216,107 3,669,166 16.52 

九十  年 6,782,168  726,575 10.71 22,339,759  3,686,823 16.50 

九十一年 6,904,466 724,949 10.50 22,453,080 3,665,372 16.32 

九十二年 7,026,158 728,205 10.36 22,534,761 3,403,922 15.11 

九十三年 7,152,245 721,418 10.09 22,615,307 3,225,165 14.26 

 資料來源：農委會農糧署、內政部。    

註：八十四、八十九年農牧戶口數係農漁 (農林漁牧) 業普(調)查資料，其餘年別農牧戶口數

係台灣地區農家戶口抽樣調查資料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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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牧戶口之分布：台灣地區之農牧業主要集中於中、南部地區。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業之經營若依地區別劃分，主要集中於中、

南部地區。就農牧戶而言，以中部地區最多，占台灣地區總農牧戶之 42.74

﹪；南部地區次之，占 35.82﹪，兩者合計占 78.56﹪；北部地區占 17.04

﹪；東部地區最少占 4.40﹪，亦即台灣地區約有五分之四的農牧戶主要分

布於中、南部地區，係為台灣之農業重鎮。就農牧戶數變動情形觀之，與

去（九十二）年底相較，總農牧戶數減少 0.93﹪，其中，北部、中部、南

部地區分別減少 0.23﹪、0.85%及 0.98%，東部地區減少 3.95% 減幅較大。

（見表二） 

表二、台灣地區農牧戶分布之變動 

 九十三年底 九十二年底 
地  區 別 

戶數(戶) 結構比(%) 戶數(戶) 結構比(%) 

比較增減

(%) 

總     計 721,418 100.00 728,205 100.00 -0.93

北部地區 122,928 17.04 123,208 16.92 -0.23

中部地區 308,368 42.74 311,019 42.71 -0.85

南部地區 258,386 35.82 260,937 35.83 -0.98

東部地區 31,736 4.40 33,041 4.54 -3.95

 註：北部地區：台北市、基隆市、新竹市、台北縣、宜蘭縣、桃園縣、新竹縣。 

中部地區：台中市、苗栗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 

南部地區：高雄市、嘉義市、台南市、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澎湖縣。 

東部地區：台東縣、花蓮縣。 

就農牧戶戶內人口數之分布觀之，以中部地區最多，占台灣地區總農

牧戶戶內人口之 44.95﹪；南部地區次之占 33.02﹪；再其次為北部地區

占 18.11﹪；東部地區最少占 3.92﹪。 若與去（九十二）年底相較，北

部地區減幅最多為 6.18﹪；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各減少 4.79%、5.43%

及 4.67%。 （見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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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人口分布之變動 

 

九十三年底 九十二年底 
地  區 別 

口數 (人) 結構比(%) 口數 (人) 結構比(%) 
比較增減

(%) 
總     計 3,225,165 100.00 3,403,922 100.00 -5.25 

北部地區 584,106 18.11 622,593 18.29 -6.18 

中部地區 1,449,816 44.95 1,522,772 44.74 -4.79 

南部地區 1,064,882 33.02 1,126,009 33.08 -5.43 

東部地區 126,361 3.92 132,548 3.89 -4.67 

 

若按縣市別觀之，在農牧戶分布方面，以彰化縣 91,294 戶最多，占台灣地

區總農牧戶之 12.65﹪；台南縣 79,882 戶次之，占 11.07﹪；雲林縣 71,871

戶再次之，占 9.96﹪。而省（院）轄市，除了台南市之 6,747 戶占 0.94﹪稍多，

次為台中市 6,199 戶占 0.86﹪，其中以基隆市之 431 戶最少，僅佔 0.06﹪。若

與去（九十二）年底相較，以新竹市減少 5.35﹪減幅最大；其次為花蓮縣減少

4.67﹪；再次為澎湖縣減少 3.46﹪及台東縣減少 3.15%；其中除台北市、高雄市、

台北縣、宜蘭縣、苗栗縣、南投縣、台中市、嘉義市呈現增加外，其餘縣市皆呈

減少，農牧戶數呈現增加之縣市中，以高雄市增加 9.38% 增幅最大，台中市 6.29%

次之，嘉義市 5.75% 再次之。 

另就農牧戶戶內人口分布情形看，以彰化縣 464,696 人最多，占 14.41%、雲

林縣 321,914 人次之，占 9.98%，台南縣 305,490 人再次之，占 9.47%；省（院）

轄市農牧戶戶內人口分布情況與農牧戶分布情形類似，亦以基隆市 1,688 人最

少，占 0.05%。若與去（九十二）年底相較僅有台北市、高雄市各增加 2.38 %及

3.42 %，減少部份則以基隆市減少 9.05%減幅最大，次為花蓮縣減少 8.88%、嘉

義縣減少 7.69% ，再次為新竹縣、宜蘭縣及南投縣各減少 7.38%、7.35% 及 7.03%。

（見表四、五、圖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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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數 (戶) 結構比(％) 戶數 (戶) 結構比(％)

台灣地區 721,418 100.00 728,205 100.00 -0.93

台北市 5,686 0.79 5,548 0.76 2.49

高雄市 5,236 0.73 4,787 0.66 9.38

台灣省 710,496 98.48 717,870 98.58 -1.03

台北縣 22,547 3.12 21,775 2.99 3.55

宜蘭縣 28,012 3.88 27,942 3.84 0.25

桃園縣 37,640 5.22 38,058 5.23 -1.10

新竹縣 23,875 3.31 24,445 3.36 -2.33

苗栗縣 41,474 5.75 41,411 5.69 0.15

台中縣 54,025 7.49 54,976 7.55 -1.73

彰化縣 91,294 12.65 92,534 12.71 -1.34

南投縣 43,505 6.03 43,083 5.92 0.98

雲林縣 71,871 9.96 73,183 10.05 -1.79

嘉義縣 57,555 7.98 58,501 8.03 -1.62

台南縣 79,882 11.07 80,835 11.10 -1.18

高雄縣 49,751 6.90 49,857 6.85 -0.21

屏東縣 52,259 7.24 53,338 7.32 -2.02

台東縣 15,205 2.11 15,700 2.16 -3.15

花蓮縣 16,531 2.29 17,341 2.38 -4.67

澎湖縣 2,986 0.41 3,093 0.42 -3.46

基隆市 431 0.06 435 0.06 -0.92

新竹市 4,737 0.66 5,005 0.69 -5.35

台中市 6,199 0.86 5,832 0.80 6.29

嘉義市 3,970 0.55 3,754 0.52 5.75

台南市 6,747 0.94 6,772 0.93 -0.37

表四、台灣地區各縣市農牧戶分布之變動

比較增減

(％)

九十三年底 九十二年底
縣  市  別

圖一、台灣地區各縣市農牧戶分布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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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台灣地區各縣市農牧戶戶內人口分布之變動 

口數 (人) 結構比 (％) 口數 (人) 結構比 (％)

台灣地區 3,225,165 99.98 3,403,922 100.00 -5.25
台北市 22,505 0.70 21,981 0.65 2.38
高雄市 20,338 0.63 19,666 0.58 3.42
台灣省 3,182,322 98.65 3,362,275 98.78 -5.35

台北縣 101,045 3.13 106,042 3.12 -4.71
宜蘭縣 122,745 3.81 132,483 3.89 -7.35
桃園縣 189,455 5.87 202,732 5.96 -6.55
新竹縣 124,608 3.86 134,536 3.95 -7.38
苗栗縣 178,158 5.52 190,769 5.60 -6.61
台中縣 272,050 8.44 285,787 8.40 -4.81
彰化縣 464,696 14.41 487,291 14.32 -4.64

南投縣 182,646 5.66 196,457 5.77 -7.03
雲林縣 321,914 9.98 330,680 9.71 -2.65
嘉義縣 225,882 7.00 244,692 7.19 -7.69
台南縣 305,490 9.47 321,198 9.44 -4.89
高雄縣 201,617 6.25 216,170 6.35 -6.73
屏東縣 253,947 7.87 264,651 7.77 -4.04
台東縣 64,752 2.01 64,934 1.91 -0.28
花蓮縣 61,609 1.91 67,614 1.99 -8.88

澎湖縣 10,882 0.34 11,289 0.33 -3.61
基隆市 1,688 0.05 1,856 0.05 -9.05
新竹市 22,060 0.68 22,963 0.67 -3.93
台中市 30,352 0.94 31,788 0.93 -4.52
嘉義市 15,348 0.48 15,470 0.45 -0.79

台南市 31,378 0.97 32,873 0.97 -4.55

九十二年底 比較增減

(％)
縣   市   別 九十三年底

圖二、台灣地區各縣市農牧戶戶內人口分布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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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牧戶之專兼業：台灣地區農牧戶主要以兼業為主。 

台灣地區由於產業結構之變動，工商服務及科技資訊業蓬勃發展，創

造農牧業外之工作機會，藉以增加所得，故以兼業為主的經營型態是為趨

勢。而專業農牧戶是農業政策關注之對象，為瞭解形成專業農牧戶之原因，

本調查將專業農牧戶劃分成「非高齡農牧戶」，即為真正之專業農牧戶，

及「高齡農牧戶」，即為戶內十五歲以上人口皆為六十五歲以上之老農戶

二大類。而兼業農牧戶亦分為「以農牧業為主」及「以兼業為主」二類。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專業農牧戶計有177,449戶，占總農牧戶之 24.60

﹪，較去（九十二）年底減少 11.38﹪；其中高齡農牧戶計有 95,203 戶，

占總農牧戶之 13.20﹪;而其非高齡農牧戶計有 82,246 戶，占總農牧戶之 

11.40﹪，高齡及非高齡農牧戶均較上（九十二）年有減少的現象；而兼業

農牧戶計有 543,969 戶，占 75.40﹪，較去（九十二）年增加 3.03﹪；其

中以兼業為主者占 60.93﹪，而以農牧業為主者，占 14.48﹪。由以上資料

顯示台灣地區農牧戶之專兼業結構仍以兼業為主之經營型態，但由九十二

年與九十三年之比較增減中，亦可看出九十三年底以農牧業為主者較上年

增加 5.73%，而以兼業為主者亦增加 2.41%。 

由本調查顯現在專、兼業農牧戶之結構，其中兼業農牧戶相較於上年

有些微增加，專業農牧戶則有明顯的減少，而以非高齡農牧戶減少之幅度

較大（見表六、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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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六、台灣地區專兼業農牧戶之變動 

   九十三年底 九十二年底 
項   目 

戶數 (戶) 結構比 (％) 戶數 (戶) 結構比(％) 

比較增減

 (％) 

 

總   計 

 

721,418 100.00 728,205 

 

100.00 -0.93 

專業農牧戶 177,449 24.60 200,246 27.50 -11.38 

高齡農牧戶  95,203 13.20 98,686 13.55 -3.53 

非高齡農牧戶 82,246 11.40 101,560 13.95 -19.02 

兼業農牧戶 543,969 75.40 527,959 72.50 3.03 

以農牧業為主 104,437 14.48 98,776 13.56 5.73 

 以兼業為主 439,532 60.93 429,183 58.9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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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台灣地區專兼業農牧戶結構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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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牧戶之耕地所有權屬：農牧戶從事農牧業經營，有耕地者占 

99.35﹪，其中耕地全部自有者占 84.73﹪，顯見耕地大多屬自

有自用。 

農牧戶按其耕地之有無，可劃分為有耕地者 (耕種農) 與無耕地者

（非耕種農）兩大類別；而有耕地之農牧戶 (耕種農) ，再按其耕地之

所有權屬劃分為耕地全部自有 (自耕農) 、耕地部分自有 (半自耕農) 及

耕地全部非自有 (他人委託經營) 三項。其中耕地部分自有 (半自耕

農) ，再依其租借入耕地之比重劃分成自有 50﹪以上與自有 50﹪以下

兩部分。依序分析如下：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中，有耕地者計 

716,712 戶，占總農牧戶之 99.35﹪；無耕地者計 4,706 戶，占 0.65﹪。

若與去 (九十二) 年底相較，有耕地者減少 0.91%，無耕地者減少 3.47%。 

就有耕地之農牧戶部分，依耕地所有權屬之分配，九十三年底耕地

全部自有之農牧戶占台灣地區總農牧戶之 84.73﹪，耕地部份自有者占

10.66﹪，耕地全部非自有者占 3.95﹪，顯現農耕地仍多屬自有自用為

主。若與九十二年底相較，其中耕地全部自有者減少 1.32%，耕地部份自

有且自有 50﹪以上者及 50%以下者，各增加 5.71%及 5.42﹪；而耕地全

部非自有者減少 8.01﹪，無耕地者減少 3.47%。（見表七）。 

戶數 (戶) 結構比(％) 戶數(戶) 結構比(％)

總　　　計 721,418 100.00 728,205 100.00 -0.93

 有耕地者 716,712 99.35 723,330 99.33 -0.91

  耕地全部自有 611,280 84.73 619,468 85.07 -1.32

  耕地部份自有 76,909 10.66 72,854 10.00 5.57

   自有50％以上 38,685 5.36 36,595 5.03 5.71

   自有50％以下 38,224 5.30 36,259 4.98 5.42

  耕地全部非自有 28,523 3.95 31,008 4.26 -8.01

 無耕地者 4,706 0.65 4,875 0.67 -3.47

表七、台灣地區農牧戶之耕地所有權屬

項　　　目
九十三年底 九十二年底

比較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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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牧戶之經營行業:台灣地區農業最主要經營之行業，仍以稻作

栽培業為主，其他果樹居次；而畜牧業經營仍以猪飼育業為主要

經營行業。 

台灣地區農牧戶一向以經營農業耕作占大多數，九十三年台灣地區農

牧戶以經營農藝及園藝業為大宗，計 593,035 戶，占農牧戶總數之 82.20

﹪；其次休閒（耕）部分有逐年提高之趨勢，九十三年全年休閒(耕)者，

計 121,649 戶，占 16.86﹪，比九十二年增加 12.12%；畜牧業者計 6,734

戶，僅占 0.93﹪比九十二年增加 33.43%。 

若就各主要經營項目所占比例觀之，在農藝及園藝業方面，以稻作栽

培最多，占 33.88%；其他果樹栽培次之，占 11.05﹪；其次為葉菜類，占 

4.58﹪；再次之為種植檳榔，占 4.45﹪。在畜牧業方面，以猪飼育業為主，

占 0.34﹪；其次為養雞業，占 0.27﹪。此外，全年休閒（耕）之農牧戶

在戶數及所占比重方面均逐漸走高，九十三年所占比率為 16.86﹪（見表

八、九、圖四）。 

表八、台灣地區農牧戶主要經營之行業 

      

九十三年 九十二年 
經 營 行 業 

戶數(戶) 結構比(％) 戶數(戶) 結構比(％) 

比較增減

(％) 

總   計 721,418 100.00 728,205 100.00 -0.97

  農藝及園藝業 593,035 82.20 614,658 84.41 -3.52

畜   牧  業 6,734 0.93 5,047 0.69 33.43

  休  閒（耕） 121,649 16.86 108,500 14.90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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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數（戶） 結構比（％） 次　序

721,418 100.00

593,035 82.20

稻 244,446 33.88 1

飼料玉米 5,248 0.73 18

高梁 183 0.03 34

甘藷 6,093 0.84 17

紅豆 70 0.01 35

其他雜糧 4,222 0.59 21

花生 16,209 2.25 8

茶 14,270 1.98 9

菸草 560 0.08 28

檳榔 32,132 4.45 4

甘蔗 4,959 0.69 20

其他特用作物 7,587 1.05 15

根菜類 2,712 0.38 23

莖菜類 6,711 0.93 16

葉菜類 33,011 4.58 3

果菜類 17,706 2.45 7

蒜 9,240 1.28 13

竹筍 24,908 3.45 5

其他蔬菜 12,368 1.71 10

香蕉 9,432 1.31 12

柑桔類 23,946 3.32 6

葡萄 5,035 0.70 19

桃 2,563 0.36 24

梨 7,697 1.07 14

其他果樹 79,697 11.05 2

洋菇 508 0.07 29

香菇 504 0.07 30

其他食用菌 341 0.05 33

秧苗 373 0.05 32

其他種苗 2,183 0.30 25

切花類 3,600 0.50 22

球根類 434 0.06 31

盆花類 2,139 0.30 26

其他花卉 2,083 0.29 27

其他作物 9,865 1.37 11

6,734 0.93

乳肉牛 278 0.04 6

猪 2,449 0.34 1

其他家畜 1,040 0.14 3

雞 1,943 0.27 2

鴨 485 0.07 4

其他家禽 253 0.04 7

其他飼育業 286 0.04 5

121,649 16.86

表九、台  灣  地  區 農 牧 戶 主 要 經 營 項 目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

項　　　　　目

  休　閒 （耕）

  畜　牧　業

   總　　　　　　計

  農藝及園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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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台灣地區農藝及園藝業、畜牧業經營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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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營困難：農畜產品價格不穩定、工資負擔太重、農牧業勞力

不足、農藥成本、耕地面積太小，是當前農牧戶從事農牧業經

營最感困難問題。 

農牧戶從事農牧業經營，大多會因內、外在環境之影響，使經營遭遇

困難。根據本次調查顯示，就整體而言，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有 74.32﹪

之農牧戶認為經營農牧業有遭遇困難，而 25.68﹪之農牧戶認為經營無困

難。若以地區別觀之，以中部地區認為有遭遇困難最高，佔 78.25﹪；其

次為東部地區，佔 77.39﹪;再次之為南部地區，佔 76.50﹪；而北部地區

認為有遭遇困難最少，佔 59.10﹪。 

在面臨困難之農牧戶中，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有 32.00﹪認為

「農畜產品價格不穩定」為其經營上所遭遇之最主要困難；其次有 9.73

﹪認為「工資負擔太重」；8.60﹪認為「農牧業勞力不足」；而 6.07﹪則

認為「農藥成本負擔太重」；4.40%認為「耕地面積太小」；2.90%認為「天

然災害侵襲」；2.51%「灌溉水源不足」；2.17%「受進出口衝擊」；1.69%

「農牧業資金缺乏」；「病蟲害防治技術不足」占 1.31%。足見農畜產品

價格、工資、農牧業勞力、農藥成本、耕地面積及天然災害為當前農牧業

經營之主要困難問題。若就地區別觀之，僅中部地區以上述前六項為當前

農牧業經營之主要困難排序；北部地區則以農畜產品價格不穩定、工資負

擔太重、耕地面積太小、農牧業勞力不足、灌溉水源不足為其困難度排列

順序；南部地區則以農畜產品價格不穩定、農藥成本負擔太重、工資負擔

太重、農牧業勞力不足、耕地面積太小為其困難排序；而東部地區則以農

畜產品價格不穩定、農牧業勞力不足、耕地面積太小、農牧業資金缺乏、

工資負擔太重為其困難度排序（見表十、圖五）。 

農牧戶因經營農牧業種類的不同，其所需具備之條件亦有其差異，但

農業之收入卻是各類農牧業經營者所期盼的目標，依據本年本項調查困難

度最高仍為「農畜產品價格不穩定」，係為農牧戶經營困難之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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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台灣地區農牧戶之主要經營困難按地區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有           困            難 

地區別 總 計 無困難 
小計

農畜

產品

價格

不穩

定 

工資

負擔

太重 

農牧

業勞

力不

足

耕地

面積

太小

農牧

業資

金缺

乏

受進

出口

衝擊

灌溉

水源

不足

環境

或水

質污

染

農藥

成本

負擔

太重 

病蟲

害防

治技

術不

足 

農牧

業產

銷資

訊缺

乏 

天然

災害

侵襲

其他

總計 100.00 25.68 74.32 32.00 9.73 8.60 4.40 1.69 2.17 2.51 0.43 6.07 1.31 0.84 2.90 1.67 

   〈1〉 〈2〉 〈3〉 〈5〉 〈9〉 〈8〉 〈7〉 〈13〉 〈4〉 〈11〉 〈12〉 〈6〉 〈10〉

北部 100.00 40.90 59.10 16.04 11.52 6.49 7.01 0.97 1.84 5.41 1.36 2.07 2.35 0.67 2.25 1.12 

地區   〈1〉 〈2〉 〈4〉 〈3〉 〈12〉〈9〉 〈5〉 〈10〉 〈8〉 〈6〉 〈13〉 〈7〉 〈11〉

中部 100.00 21.75 78.25 35.42 10.84 9.91 3.91 1.80 1.62 2.00 0.20 6.05 0.30 0.93 2.99 2.28 

地區   〈1〉 〈2〉 〈3〉 〈5〉 〈9〉 〈10〉 〈8〉 〈13〉 〈4〉 〈12〉 〈11〉 〈6〉 〈7〉

南部 100.00 23.50 76.50 35.05 8.16 7.80 3.42 1.46 3.02 1.59 0.32 8.41 2.17 0.74 3.11 1.25 

地區   〈1〉 〈3〉 〈4〉 〈5〉 〈10〉〈7〉 〈9〉 〈13〉 〈2〉 〈8〉 〈12〉 〈6〉 〈11〉

東部 100.00 22.61 77.39 35.71 4.72 10.55 6.90 5.31 1.91 3.61 0.00 2.77 0.12 1.61 2.74 1.44 

地區   〈1〉 〈5〉 〈2〉 〈3〉 〈4〉 〈9〉 〈6〉 〈13〉 〈7〉 〈12〉 〈10〉 〈8〉 〈11〉

註：()係指農牧戶經營農牧業有遭遇困難之項目排行序 

 
圖五、台灣地區農牧戶之主要經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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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農牧戶勞動力：  

(一)滿十五歲以上人口概況： 

1.年齡：農牧戶勞動力人口中，以 45～64 歲者所占比例最高。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中，以 45～64 歲

者最多，占 28.59 ﹪；其次為 30～44 歲者，占 25.11 ﹪；再其次為 65 

歲以上者，占 23.21 ﹪。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主要集中於 30～

64 歲之間，占總數之 53.70 ﹪，係為台灣地區農牧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

口之主要分佈年齡結構。（見表十一、圖六）。 

表十一、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年齡結構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總　　　計 2,628,321 100.00

15-19歲 164,437 6.26

20-29歲 442,368 16.83

30-44歲 660,100 25.11

45-64歲 751,335 28.59

 65歲以上 610,081 23.21

 年　 齡　 別 戶數 (人) 結構比 (％)

圖六、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年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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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程度：農牧戶人口教育程度以小學及自修所占比例最高，

高中（職）者次之，而不識字者最少。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中，以小學及自修

程度者所占比例最高，達 29.45﹪，其次為高中(職)程度者，占 27.54﹪，

再其次為國(初)中程度者，占 18.74﹪，而以不識字者最少，占 6.77﹪。 

若依年齡別來觀察，65 歲以上者的教育程度以小學及自修、不識字者

占大部份，分別為 64.01﹪及 21.62﹪；45～64 歲者的教育程度，則主要

集中在小學及自修占 46.49 %，而高中（職）、國（初）中及不識字者分

占 17.78﹪、24.68﹪及 5.62%；30～44 歲者的教育程度主要集中在高中

（職）、國（初）中及大專以上，分別占 44.74﹪、27.20﹪及 23.74﹪；

20～29 歲者的教育程度主要集中在大專以上、高中（職）及國（初）中，

分別占 51.02%、38.12%及 8.75﹪；15～19 歲者的教育程度主要集中在高

中（職）占 66.72﹪（見表十二）。 

表十二、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度按年齡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年  齡  別 總  計 大專以上 高中(職) 國(初)中 小學及自修 不識字

總　　計 100.00 17.50 27.54 18.74 29.45 6.77

 15-19歲 100.00 17.42 66.72 15.75 0.11 0.00

 20-29歲 100.00 51.02 38.12 8.75 1.59 0.51

 30-44歲 100.00 23.74 44.74 27.20 4.08 0.24

45-64歲 100.00 5.43 17.78 24.68 46.49 5.62

  65歲以上 100.00 1.32 2.73 10.32 64.01 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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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婚姻狀況：農牧戶人口之婚姻狀況以有配偶、同居者最多，而

離婚、分居者最少。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之婚姻狀況以有

配偶、同居者占 64.67﹪最多；其次為未婚者占 25.91﹪；再其次為配偶

死亡者，占 7.62﹪，而以離婚、分居者最少占 1.80﹪。 

若按年齡別來觀察， 15～19 歲者以未婚居大多數占 99.40﹪，主要

為其尚未達適婚年齡；20～29 歲者亦以未婚者占 76.58﹪最多，其次為有

配偶、同居者占 22.83﹪； 30～44 歲及 45～64 歲年齡組以有配偶、同

居者占大多數，分別是 72.94﹪及 89.23﹪，而 30～44 歲中未婚者則占

23.13%；而 65 歲以上者，仍以有配偶、同居者占 73.08%最多，其次為配

偶死亡，占 26.01 ﹪（見表十三）。 

 

表十三、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之婚姻狀況按年齡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年 齡 別 總   計 未  婚 有配偶、同居離婚、分居 配偶死亡

總　　計 100.00 25.91 64.67 1.80 7.62

15-19歲 100.00 99.40 0.60 0.00 0.00

20-29歲 100.00 76.58 22.83 0.48 0.11

30-44歲 100.00 23.13 72.94 3.42 0.50

45-64歲 100.00 3.30 89.23 2.43 5.04

65歲以上 100.00 0.22 73.08 0.69 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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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滿十五歲以上農牧戶人口之從業狀況： 

1.一般概況：農牧戶勞動力人口中，以有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者

占大部份。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中，以有從事自

家農牧業工作者 1,511 ,017 人較多，占 57.49﹪；其他無從事自家農牧

業工作者 1,117,304 人，占 42.51﹪；而有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者中，

專辦自家農牧業工作者占 36.33%，計 954,848 人，兼辦其他工作者計

556,169 人，占 21.16%。若與去（九十二）年底相較，有從事自家農牧

業工作者減少 10.19%，專辦自家農牧業工作者與兼辦其他工作者分別減

少 7.64%及 14.26%；而無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者中，專辦其他工作者占

21.11%，而其他人口占 21.40%，若與去（九十二）年底相較，則專辦其

他工作減少 5.11%，而其他人口增加 5.96%。（見表十四、圖七）。 

表十四、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之工作種類結構 

九十三年底 九十二年底 
 種   類   別 

戶數(人) 結構比(％) 戶數(人) 結構比(％) 

比較增減

(％) 

     總    計 2,628,321 100.00  2,798,039 100.00  -6.07 

有從事自家農牧

業工作者 1,511,017 57.49  1,682,450 60.13  -10.19 

    專辦自家農牧業

工作      954,848 36.33  1,033,816 36.95  -7.64 

     兼辦其他工作 556,169 21.16  648,634 23.18  -14.26 

       

無從事自家農牧

業工作者 1,117,304 42.51  1,115,589 39.87  0.15  

     專辦其他工作 554,792 21.11  584,692 20.90  -5.11 

     其他人口 562,512 21.40  530,897 18.97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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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之工作種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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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者之年齡概況：有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者，

以 45～64 歲者最多，其次為 65 歲以上者。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有從事自家農牧業工

作者，以 45～64 歲者最多，占 40.99﹪；其次為 65 歲以上者占 30.61﹪；

再其次為 30～44 歲者，占 20.93﹪；而以 15～19 歲者最少，僅占 0.99﹪。若

依工作種類觀察，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中專門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

者，以 65 歲以上者，占 44.68﹪居首，其次為 45～64 歲者，占 39.46﹪；而

以 15～19 歲者所占比例最低，僅占 1.31﹪，顯示專門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者，

以 45 歲以上人口為主。而兼辦其他工作者，以 30～44 歲及 45~64 歲者最多，

各占 38.10%及 43.63%；20~29 歲者占 11.38%；以 15～19 歲者占 0.44﹪比例最

低（見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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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有從事 

  自家農牧業工作者之年齡按工作種類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工 作  種 類 總計 15-19歲 20-29歲 30-44歲 45-64歲 65歲以上

總     計 100.00 0.99 6.48 20.93 40.99 30.61

專門從事自家農

牧業工作者 100.00 1.31 3.63 10.92 39.46 44.68

兼辦其他工作者 100.00 0.44 11.38 38.10 43.63 6.45

 

3.從事自家農牧業外工作人口之行業、職業：農牧戶從事自家農牧業

外工作者之行業以從事製造業者最多，其次為從事其他服務業者；

而其所從事之職業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與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

員比例居高。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從事自家農牧業外工作人口之行業，以從事製

造業者最多，占 31.18﹪；其次為從事其他服務業者，占 12.34﹪；再其次為營

造業者，占 9.89﹪；而以從事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者所占比例最低，僅占 0.31﹪。

若依教育程度別觀察，不識字程度者以從事農林漁牧業、製造業比例較高，分

別占 52.09﹪及 17.41﹪；而小學及自修程度者亦以農林漁牧業及製造業所占比

例較高，分別是 24.49﹪及 23.70﹪;國(初)中教育程度者以從事製造業占

33.25%較高，而營造業、其他服務業及農林漁牧業分占 16.25%、13.05%及 11.24%

不相上下；高中（職）程度者以從事製造業及其他服務業比例較高，分占 36.91

﹪及 13.63﹪；大專以上程度者以從事製造業、其他服務業、公共行政業比例較

高，分占 24.89﹪、11.13%及 10.51﹪（見表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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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六、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從事 

        自家農牧業外工作之從事行業按教育程度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行　　業　　別 總  計 大專以上 高中(職) 國(初)中 小學及自修 不識字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農林漁牧業 9.03 1.25 5.87 11.24 24.49 52.09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31 0.18 0.21 0.53 0.52 0.00

  製造業 31.18 24.89 36.91 33.25 23.70 17.41

  水電燃氣業 2.40 2.09 3.11 2.37 1.14 0.00

  營造業 9.89 3.57 8.55 16.25 14.93 6.94

  批發及零售業 9.39 6.45 9.74 9.17 13.93 9.16

  住宿及餐飲業 3.89 2.11 4.34 4.47 5.08 0.52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3.73 4.37 3.85 4.02 2.06 1.10

  金融及保險業 3.00 7.34 2.51 0.77 0.55 0.41

  不動產及租賃業 0.45 0.95 0.39 0.29 0.06 0.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78 9.45 2.88 1.28 0.67 0.00

  教育服務業 3.13 10.15 1.60 0.12 0.23 0.00

  醫療保健社會福利服務業 2.21 4.53 1.97 1.13 0.70 0.33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0.75 1.03 0.75 0.52 0.61 1.20

  其他服務業 12.34 11.13 13.63 13.05 9.90 9.39

  公共行政業 4.52 10.51 3.69 1.54 1.43 1.45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從事自家農牧業外工作人口之職業，以服務工作

人員及售貨員最多，占 19.96﹪；其次是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占 18.43﹪；

再其次是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占 13.21﹪；而以軍人最少，僅占 0.73﹪。若

依教育程度別觀察，不識字程度者以擔任農林漁牧工作人員、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居多，分占 45.91﹪及 22.98﹪；而小學及自修程度者，以擔任農林漁牧工作人

員、非技術工及體力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比例居高，分占 23.70﹪、21.13%

及 20.93﹪；國（初）中程度者以擔任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服務工作人員及

售貨員、非技術工及體力工居多，分別占 26.40﹪、20.43%及 18.27﹪；高中（職）

程度者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比例居高，分別是 

21.94﹪及 20.24﹪；大專以上程度者則以專業人員、事務工作人員、技術員及

助理專業人員比例居高，分別占 23.63﹪、19.88%及 19.54﹪（見表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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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台灣地區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從事 

自家農牧業外工作之從事職業按教育程度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職　　業　　別 總計 大專以上高中(職)國(初)中小學及自修 不識字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

業主管及經理人員 2.13 3.90 1.79 1.24 1.50 1.61

專業人員 9.01 23.63 6.21 2.80 1.94 0.40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3.21 19.54 15.42 8.78 3.74 3.07

事務工作人員 10.57 19.88 11.42 3.83 3.11 3.33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9.96 16.36 21.94 20.43 20.93 7.78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8.56 1.14 5.49 10.74 23.70 45.91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8.43 8.46 20.24 26.40 18.82 9.83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5.60 2.16 6.83 7.49 5.13 5.09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11.80 3.21 9.86 18.27 21.13 22.98

軍人 0.73 1.72 0.80 0.02 0.00 0.00

 

(三)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概況： 

1.年齡：農牧戶之農牧業工作指揮者以 65 歲以上者居多，其次為 

45～64 歲者，顯現以經驗較豐富之中老年人居多。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以 65 歲以上者 335,225 人

最多，占 46.47﹪；其次為 45～64 歲者 333,449 人，占 46.22﹪；再其

次為 30～44 歲者 51,198 人，占 7.10﹪；而 20～29 歲者 1,546 人，僅占

0.21﹪，若與去（九十二）年底相較 20~29 歲者減少 44.17%，30~44 歲者

減少 26.99%，45～64 歲者減少 5.62%，而 65 歲以上者則增加 11.00%，由

以上顯示出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之年齡集中於 45～64 歲以上，農事之經

營策略由較具實務經驗者主導（見表十八、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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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台灣地區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之年齡結構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2 0 - 2 9 歲 3 0 - 4 4 歲 4 5 - 6 4 歲 6 5 歲 以 上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底

口數(人) 結構比(％) 口數(人) 結構比(％)

總　　　計 721,418 100.00 728,205 100.00 -0.93

20-29歲 1,546 0.21 2,769 0.38 -44.17

30-44歲 51,198 7.10 70,122 9.63 -26.99

45-64歲 333,449 46.22 353,317 48.52 -5.62

  65歲以上 335,225 46.47 301,997 41.47 11.00

比較增減

(％)

九十三年底 九十二年底
年 齡 別

圖八、台灣地區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之年齡結構 

 

 

 

 

 

2.婚姻狀況：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婚姻狀況以有配偶、同居者最多。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之婚姻狀況以有配偶、同居者所

占比例最高，達 77.48﹪；其次為配偶死亡者，占 18.33﹪；離婚、分居者占

2.13%；未婚者僅占 2.06%。 

若依年齡別觀察，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在 20～29 歲，其婚姻狀況以有配

偶、同居者最多占 55.89%，其次為未婚者占 44.11%；而 30～44 歲及 45～64 歲

年齡組均以有配偶、同居者占大多數，分別是 82.56﹪及 84.77﹪；65 歲以

上者，以有配偶、同居者最多，占 69.54﹪，其次為配偶死亡，占 29.25﹪（見

表十九）。 

 

 

 

 - 22 -  



表十九、台灣地區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之婚姻狀況按年齡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年 齡 別 總    計 未  婚 有配偶、同居 離婚、分居 配偶死亡

總　　　計 100.00 2.06 77.48 2.13 18.33

20-29歲 100.00 44.11 55.89 -         -        

30-44歲 100.00 10.19 82.56 5.10 2.15

45-64歲 100.00 2.42 84.77 2.88 9.93

  65歲以上 100.00 0.27 69.54 0.94 29.25

 

3.教育程度：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的教育程度以小學及自修者最多，

其次為國（初）中，主要源於農牧戶農業指揮者其年齡

層較集中於中高年齡之故。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之教育程度，以小學及自修者最

多，占 52.91﹪；其次為國(初)中者，占 16.23﹪；再其次為高中(職)占 13.94

﹪；不識字者占 12.62%；而大專以上僅占 4.30﹪。 

若依年齡別觀察，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在 20～29 歲者的教育程度主要集

結在高中(職)及國（初）中，分別占 70.50﹪及 21.41﹪，大專以上占 8.09% ;30

～44 歲者的教育程度主要集結在高中（職）、國（初）中，分占 44.50﹪、

39.80﹪，大專以上占 11.69﹪，小學及自修占 3.76﹪；45～64 歲者的教育程

度以小學及自修程度占大多數，達 48.08﹪，次為國（初）中占 21.15%，高

中(職)占 19.47% ，大專以上占 5.73﹪，不識字者占 5.57%；65 歲以上者之教

育程度則以小學及自修、不識字占大多數，分別是 65.47﹪及 21.59﹪，國（初）

中占 7.71%，高中(職)占 3.49%。（見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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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台灣地區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之教育程度按年齡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年 齡 別 總計 大專以上 高中(職) 國(初)中 小學及自修 不識字

 總  　計 100.00 4.30 13.94 16.23 52.91 12.62

  20-29歲 100.00 8.09 70.50 21.41 -       -      

  30-44歲 100.00 11.69 44.50 39.80 3.76 0.25

  45-64歲 100.00 5.73 19.47 21.15 48.08 5.57

   65歲以上 100.00 1.74 3.49 7.71 65.47 21.59

4.工作性質：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的工作性質以指揮者兼主要工作

者所占比例最高，其次是指揮者兼經常及農忙幫助者。 

九十三年底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性質，以指揮者兼主

要工作者最多占 89.39﹪；其次是指揮者兼經常及農忙幫助者占 6.70﹪；純粹

指揮者所占比例最低，僅占 3.91﹪。若依年齡別觀察，20～29 歲、30～44 歲

及 45～64 歲者的工作性質均以指揮者兼主要工作者占大多數，分別占 93.40

﹪、96.25﹪及 94.04﹪；而 65 歲以上農業指揮者仍以指揮者兼主要工作者最

多占 83.69%，而其中純粹指揮者、指揮者兼經常及農忙幫助者比例均較其他

各年齡組高，分別占 7.16﹪及 9.15﹪（見表二十一 ）。 

表二十一、台灣地區農牧戶農牧業指揮者之工作性質按年齡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年    齡    別 總　　計
純粹農業指

揮者

指揮者兼主要

工作者

指揮者兼經常

及農忙幫助者

 總　　計 100.00 3.91 89.39 6.70

20-29歲 100.00 0.00 93.40 6.60

30-44歲 100.00 0.47 96.25 3.28

45-64歲 100.00 1.18 94.04 4.78

 65歲以上 100.00 7.16 83.69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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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十三年最後一週就業狀況：勞動參與率為 69.69%，就

業率為 66.72%。 

根據本調查，農牧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九十三年最後一週勞動參與情

形，經交叉分析，其農業勞動參與率為 69.69%。而農業勞動參與率按年齡組分析，

以 30-44 歲組參與率占 88.96%最高，次為 45-64 歲組占 82.51%，20-29 歲組占

64.95%，65 歲以上組占 53.49%，15-19 歲組占 6.56%；若依性別分，男性占 78.38%，

女性占 59.96%；若以工作性質分，則專辦其他工作者占 99.16%最高，主要工作

者占 86.04%次之，經常幫助者占 84.14%，農忙幫助者占 76.59%，而純粹指揮者

及其他人口各占 38.38%及 6.98%勞動參與率較低。 

針對九十三年最後一週農牧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就業狀況，依與年齡、性

別、工作性質交叉分析，則其結果如下： 

（一）按年齡組分：在就業方面，以 30-44 歲人口參與就業者占 84.31%最高，其

次依序是 45-64 歲者占 79.36%，20-29 歲占 60.56%，65 歲以上占 53.08%，

而以 15-19 歲人口參與就業者僅占 5.55%最少。另失業方面，則以 30-44 歲者

占 4.65%最高，其次是 20-29 歲者占 4.39%，45-64 歲占 3.16%再次之，而以

15-19 歲者及 65 歲以上者各占 1.01%及 0.41%最低；在非勞動力中以 15-19

歲者占 93.44%最高，主要為該年紀者大多為求學階段，另 65 歲以上者占

46.51%次高，20-29 歲者占 35.05%，45-64 歲者占 17.49%，30-44 歲者占 11.04%

最少。 

（二）按性別分：男性方面就業占 75.76%，非勞動力占 21.62%，失業占 2.62%。

女性則就業占 56.61%，非勞動力占 40.04%，失業占 3.35%。 

（三）按工作性質分：在就業方面，以專辦其他工作者、主要工作者及經常幫助

者分占 97.87%、84.52%及 82.11%最高，農忙幫助者占 73.32%，純粹指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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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7.25%。另失業方面以農忙幫助者占 3.28%最高，經常幫助者占 2.03%，

主要工作者占 1.51%，純粹指揮者占 1.13%最少。在非勞動力方面以其他人

口占 93.02%最高，純粹指揮者占 61.62%次之，專辦其他者占 0.84% 最少

（見表二十二）。 

      表二十二、農牧戶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九十三年最後一週就業狀況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勞   動   力 
按年齡、性別、工作性質 勞動參與率

就 業 失 業
非勞動力 

   按  年  齡  組     

 總       計 69.69 66.72 2.97 30.31

      15   -   19 6.56 5.55 1.01 93.44

      20   -   29 64.95 60.56 4.39 35.05

      30   -   44 88.96 84.31 4.65 11.04

      45   -   64 82.51 79.36 3.16 17.49

      65 歲以上 53.49 53.08 0.41 46.51

      

   按    性    別       

 總       計 69.69 66.72 2.97 30.31

          男 78.38 75.76 2.62 21.62

          女 59.96 56.61 3.35 40.04

      

   按 工 作 性 質     

 總      計 69.69 66.72 2.97 30.31

      主要工作者 86.04 84.52 1.51 13.96

      經常幫助者 84.14 82.11 2.03 15.86

      農忙幫助者 76.59 73.32 3.28 23.41

      純粹指揮者 38.38 37.25 1.13 61.62

      專辦其他者 99.16 97.87 1.29 0.84

      其他人口 6.98        - 6.98 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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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來三（94-96）年工作意願： 
農牧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未來三年工作意願，以從事非農牧業工作者占

42.57%最高，其中受僱非農牧業者占 34.16%，自營非農牧業者占 8.41%；次為從

事農牧業工作者占 31.16%，其中自營農牧業工作者占 30.11%，受僱農牧業工作者

占 1.05%；不從事工作及其他者占 26.27%。 

由地區別觀之，北部地區農牧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未來三年工作意願，以從

事非農牧業工作者占 46.75%最高，其中自營及受僱分占 9.69%及 37.06%，另擬從

事農牧業工作者占 24.04%，其中自營及受僱分占 23.44%及 0.60%；中部地區亦以

從事非農牧業工作者占 43.10%最高，其中自營及受僱分占 8.13%及 34.97%，擬從

事農牧業工作者占 30.45%；南部地區亦以從事非農牧業工作占 40.20%較高；東部

地區亦以從事非農牧業工作占 38.26%較高，另不從事工作及其他者以北部地區占

29.21%最高，東部地區占 28.82%次之，南部地區占 24.18%最低（見表二十三）。 

表二十三、農牧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未來三(94-96)年之工作意願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從事農牧業工作 從事非農牧業工作 
地 區 別 總 計

合 計 自 營 受  僱 合 計 自 營 受 僱 

不從事工

作及其他

 總  計 100.00 31.16 30.11 1.05 42.57 8.41 34.16 26.27 

          

北部地區 100.00 24.04 23.44 0.60 46.75 9.69 37.06 29.21 

          

中部地區 100.00 30.45 29.41 1.04 43.10 8.13 34.97 26.45 

          

南部地區 100.00 35.62 34.38 1.24 40.20 7.98 32.23 24.18 

          

東部地區 100.00 32.92 31.32 1.60 38.26 9.68 28.58 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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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農民對農業及轉業訓練與進修意向：（戶內滿 15 歲以上人口有

從事自家農牧業主要工作及經常幫助者） 

近年來貿易自由化、國際化的趨勢，以及國內社經結構的變化，都對臺

灣農業的變動有顯著的影響，政府為輔導農民因應環境的變遷及加入 WTO

後農業策略環境之改變及促進農業人力資源有效移轉應用，及為培育具備國

際觀及現代化農業專業經營能力之優秀農民，提昇農業競爭力，特別規劃配

合當前農業發展重點之專業訓練，以協助農民運用農業知識能力，提昇農業

經營效力、開拓行銷通路及儲備轉業能力，並透過媒體，提供最新農業訊息。 

其中農業專業訓練，以農業專業技術及產銷企業經營管理並重，參加對

象以凡直接從事農畜業生產之農民或農學院校畢業生，並符合各種類班別訓

練資格者均可報名參訓。第二專長訓練係為協助培養農漁業人力農業外職業

技能，以儲備轉業能力，利其轉業或就業，其訓練項目有中餐烹調、食品烘

焙、咖啡經營管理、地方小吃、飲料調配、保健膳食、米麵食加工、美容、

褓姆等。 

（一）參加農業推廣訓練與進修及轉業訓練狀況：未曾參加者占

90.49%，有參加過者占 9.51%，其中以參加農業產銷班訓練

者占 7.20%最多，農村青年農業專業訓練次之。 

農牧戶內滿 15 歲以上人口有從事自家農牧業主要工作及經常幫

助者中，未曾參加過農業推廣訓練與進修及轉業訓練者占 90.49%，曾

參加過之項目中以參加農業產銷班訓練占 7.20%最多，次為農村青年農

業專業訓練占 1.11%，再其次為其他占 0.56%，以參加農漁民全時日

中長期轉業訓練者最少僅占 0.05% 。 （見表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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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參加農業推廣訓練與進修及轉業訓練狀況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項     目     別 結  構  比 

     總      計         100.00 

未曾參加          90.49 

有參加           9.51 

  農業產銷班訓練           7.20 

  農村青年農業專業訓練           1.11 

  嘉義技術學院二年制農場經營科           0.10 

  農漁民第二專長訓練           0.25 

  高級農校農場經營科           0.25 

  農漁民全時日中長期轉業訓練           0.05 

  其他           0.56 

 

（二）參加農業推廣訓練與進修及轉業訓練之助益程度及其助益

項目：認為有幫助者占 97.22%，完全沒幫助者占 2.78%。 

農牧戶內滿 15 歲以上人口有從事自家農牧業主要工作及

經常幫助者對參加農業推廣訓練與進修及轉業訓練之助益，認

為略有幫助者占 64.75%最高，認為很有幫助者占 32.47%，而

認為完全沒幫助者則占 2.78%。 

在認為有幫助者之助益項目，以增加農場經營管理能力占

24.24%為最高，次為提高農產品競爭力占 20.71%，再次為增加

農業收入及解決疑難問題各占 18.89% 及 18.51%，其中以培養

家庭農場繼承人及順利轉業分占 0.76%及 0.67%為較少。（見

表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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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參加推廣訓練、進修及轉業訓練助益程度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項     目      別 結   構   比 

    合       計           100.00 
增加農場經營管理能力            24.24 
提高農產品競爭力              20.71 
增加農業收入            18.89 
順利轉業 
解決疑難問題 
增加農業外兼業機會 
增加農業外收入 
培養家庭農場繼承人 
建立人際關係 
取得農業貸款資格 
其他 

          0.67 
         18.51 
          2.67 
          5.25 
          0.76 
          6.20 

1.24 
0.86 

 
（三）未來有否轉業計畫，其沒有轉業計畫之原因何在：有轉業

計畫者占 4.14%，無計畫者占 95.86%，而無轉業計畫者，

其中原因以年紀太大占 39.12% 最高。 

依據本調查，農牧戶內滿 15 歲以上人口其有從事自家農牧業主

要工作及經常幫助者中，有轉業計畫者占 4.14%，無轉業計畫者以年

紀太大占 39.12%最高，次為固守祖產占 25.82%，再次為收入還可以

維持生活占 23.12%，其中以對農業有特殊情感、農場無適當繼承人

及其他者較低，分別占 3.54%、2.50%及 1.76%。（見表二十六） 

另就未來無轉業計畫之原因，如依年齡別分析，15-19 歲中，以

其他占 66.67%最高；20-29 歲中，以收入還可以維持生活占 46.74%，

固守祖產占 34.35%分占前二位；30-44 歲中，亦以收入還可以維持

生活占 46.98%最高，固守祖產占 39.00%次之；在 45-64 歲中，以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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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祖產占 33.54%比率最高，次為收入還可以維持生活占 30.39%，年

紀太大占 25.86%；65 歲以上者，則以年紀太大占 75.87%最高，固守

祖產占 14.59%次之，其他占 0.37%最低。（見表二十七） 

 

表二十六、未來有無轉業計畫及其原因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轉 業 意 願 及 原 因    結   構   比 

     總           計           100.00 

有轉業計畫             4.14 

無轉業計畫            95.86 

      收入還可以維持生活            23.12 

      年紀太大            39.12 

      固守祖產            25.82 

      對農業有特殊情感             3.54 

      農場無適當繼承人             2.50 

      其他             1.76 

 

       表二十七、未來無轉業計畫者其原因按年齡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年  齡  別 總 計 

收入還

可以維

持生活

年紀太

大 

固守祖

產 

對農業

有特殊

情感

農場無

適當繼

承人 

其他

  總    計 100.00 24.11 40.81 26.94 3.69 2.61 1.83

 15  -  19 100.00 0.00 0.00 16.67 0.00 16.67 66.67

 20  -  29 100.00 46.74 1.63 34.35 6.74 4.67 5.87

 30  -  44 100.00 46.98 3.35 39.00 4.38 3.47 2.83

 45  -  64 100.00 30.39 25.86 33.54 4.74 3.42 2.04

 65 歲以上 100.00 6.68 75.87 14.59 1.55 0.94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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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希望參加何種農業專業訓練：農牧戶內滿 15 歲以上人口

有從事自家農牧業主要工作及經常幫助者中，針對農業專業

訓練不想參加者占 64.23%，希望參加農業專業訓練者占

35.77%，其中以農業生產技術及農場經營管理為其最希望參

加之訓練項目。 

最希望參加之農業專業訓練項目以農業生產技術占 15.19%最高，

農場經營管理占 7.32%次之，農產品市場行銷規劃占 5.74% 再次之，

農產品加工占 4.89%，農業資訊蒐集與分析僅占 1.83%。(見表二十八) 

表二十八、最希望參加農業專業訓練之種類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專 業 訓 練 之 種 類 結   構   比 

     總      計           100.00 

不想參加            64.23 

想參加            35.77 

  農業生產技術            15.19 

  農場經營管理             7.32 

  農產品市場行銷規劃 

  農業資訊蒐集與分析 

            5.74 

            1.83 

  農產品加工             4.89 

  其他             0.80 

（五）最希望參加之農業外第二專長訓練：以保健膳食及地方小吃

為最希望參加之第二專長訓練項目。 

依據本調查，農牧戶內滿 15 歲以上人口有從事自家農牧業主要

工作及經常幫助者中，針對參加農業外第二專長訓練，不想參加者占

72.63%，希望參加者以參加保健膳食占 8.19%最高，次為地方小吃占

5.53%，再次為中餐烹調占 3.55%，再其次咖啡經營管理與食品烘焙占

3.24%與 2.60%，其他占 2.14%，飲料調配占 1.46%。(見表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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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九、最希望參加農業外第二專長訓練之種類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第 二 專 長 訓 練 項 目    結   構   比 

     總      計           100.00 

不想參加            72.63 

想參加            27.37 

  中餐烹調             3.55 

  食品烘焙             2.60 

  咖啡經營管理             3.24 

  地方小吃 

  飲料調配 

保健膳食 

            5.53 

1.46 

8.19 

  褓姆             0.67 

  其他             2.14 

在政府積極規劃辦理各項農業專長訓練及第二專長訓練中，農牧戶

內滿 15 歲以上人口有從事自家農牧業主要工作及經常幫助者中，最希望

參加之訓練種類，經按教育程度分析，其中： 

1.農業專業訓練：大專以上者除不想參加者占 47.24%外，以農業生產技術

占 16.41% 最高，農場經營管理及農產品市場行銷規劃分占 13.80% 及

12.42%；高中(職) 除不想參加者占 44.69%外，以農業生產技術及農場

經營管理分占 21.11%及 12.59%；國（初）中除不想參加者占 53.23%外，

以農業生產技術及農場經營管理分占 19.25%及 9.25% ；小學及自修與

不識字者，亦以不想參加占 73.70%及 86.25%最高，農業生產技術各占

12.68% 及 7.56%次之。 

2.農業外第二專長訓練：大專以上除不想參加者占 58.90%外，保健膳食占

12.42%及咖啡經營管理占 10.74% ；高中(職) 除不想參加者占 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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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保健膳食占 9.62%及地方小吃占 8.77%次之；國（初）中除不想參

加者占 65.39%外，保健膳食占 9.20%及地方小吃占 7.72%次之；小學及

自修與不識字者，亦以不想參加占 79.60%及 87.62%最高，保健膳食各

占 7.41%及 4.72%次之。(見表三十) 

表三十、最希望參加農業專業及第二專長訓練種類按教育程度分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總 計
大專以

上 
高中(職)

國(初)

中 

小學及

自修 
不識字

依農業專業訓練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農業生產技術 15.19 16.41 21.11 19.25 12.68 7.56

農場經營管理 7.32 13.80 12.59 9.25 4.85 2.06

農產品市場行銷規劃 5.74 12.42 10.98 7.94 3.06 0.88

農業資訊蒐集與分析 1.83 3.83 3.63 2.29 0.97 0.69

農產品加工 4.89 5.37 5.74 7.18 4.15 1.87

不想參加 64.23 47.24 44.69 53.23 73.70 86.25

其    他 0.80 0.92 1.26 0.85 0.60 0.69

       

依第二專長訓練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中餐烹調 3.55 3.99 4.63 4.85 2.99 1.38

食品烘焙 2.60 2.91 4.38 3.77 1.73 1.08

咖啡經營管理 3.24 10.74 7.76 3.64 1.04 0.69

地方小吃 5.53 5.37 8.77 7.72 4.06 2.46

飲料調配 1.46 1.84 2.22 2.42 0.97 0.29

保健膳食 8.19 12.42 9.62 9.20 7.41 4.72

褓    姆 0.67 0.31 0.81 0.90 0.66 0.20

不想參加 72.63 58.90 58.29 65.39 79.60 87.62

其    他 2.14 3.53 3.53 2.11 1.55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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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最希望接受農業專業及農業外第二專長訓練之方式：以短期農

業專業訓練班占 34.58%最高，次為其他，再次為請專家就專題

講授。 

農業專業及農業外第二專長訓練，係政府為因應農漁業策略環境之

改變，委託縣市政府、農會及公私立職業學校辦理專案性之農業專業及

農業外職業技能訓練，以利其轉業或就業。 

依據本次調查，農牧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有從事自家農牧業工

作主要及經常幫助者，最希望接受之農業專業及第二專長訓練方式以短

期農業專業訓練班占 34.58% 最高，次為其他占 32.64% ，再次為請專

家就專題講授占 28.47%，網路教學占 1.83% ，全時日中長期訓練班占

1.78% ，遠距教學占 0.70%最低。（見表三十一） 

 

 

 

 

 

 

 

 

表三十一、最希望接受農業專業及農業外第二專長訓練方式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項    目    別 結    構    比 

   合      計             100.00 

全時日中長期訓練班               1.78 

短期農業專業訓練班              34.58 

請專家就專題講授              28.47 

網路教學               1.83 

遠距教學               0.70 

其 他               32.64 

 

（七）最希望政府透過何種管道發布農業專業及農業外第二專長

訓練訊息：以透過地方農會占 36.88% 最高，電視次之，鄉

鎮公所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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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次調查，農民最希望政府透過發佈農業專業及農業外

第二專長訓練訊息之管道，最高者為地方農會占 36.88%，次為電

視占 31.24%，再次為由鄉鎮公所占 10.03%及其他占 7.26% ，產銷

班占 6.02%，報紙占 3.12% ，農業雜誌占 1.33% ，最低為網際網

路僅占 1.27%。（見表三十二） 

 

 

 表三十二、最希望政府發佈農業及轉業訓練訊息方式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項    目    別 
 

 

 

 

 

 

 

 

 

 

 

結    構    比 

   合      計             100.00 

產 銷 班               6.02 

地 方 農 會              36.88 

鄉 鎮 公 所              10.03 

電 視              31.24 

廣 播 電 台               2.86 

農 業 雜 誌               1.33 

報 紙               3.12 

網 際 網 路               1.27 

其 他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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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從事農牧業經營之原因：依序為（1）繼承或承受土地、

設備（2）志願務農（3）轉業困難（4）認為經營種類具發

展潛力（5）其他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從事農牧業經營之原因以「繼承或承受土

地、設備」居首，占總農牧戶數之 75.40﹪；其次為「志願務農」占 18.27﹪；

再其次為「轉業困難」占 5.04﹪；「認為經營種類具發展潛力」占 1.27﹪；

「其他」僅占 0.02%。九十三年本項調查進行判定時，係依據八十九年台閩地

區農林漁牧業普查母體提供名冊，而在判定時為保留母體資料之完整性，凡經

調查員前往農牧戶進行判定調查工作之同時，適該農牧戶已遷離，或經多次前

往且屢訪未遇確實無從查明其動向者，則本次調查判定將之列屬空戶處理，未

將其列入有經營農業之農牧戶，亦未將之視為離農戶，以保留母體資料之周延

完整。 

由整體觀之，台灣地區農牧戶從事農牧業經營多以繼承或承受土地、設

備為主，此顯示從事農牧業經營多有繼承之傳統概念，屬於被動經營之原因，

而志願務農者與認為轉業困難者，係屬於主動經營之原因雖居第二及第三

位，但較之於繼承或承受土地、設備者乃相對偏低。 

另就地區別觀之，不論是北、中、南、東區，其從事農牧業經營之原因

排序皆與台灣地區完全一致。在繼承或承受土地、設備方面，以北部地區所

占比例最高，占 79.56﹪；而志願務農則以東部地區最高，占 24.66﹪；顯示

東部地區從事農牧業經營之因素較偏向積極面，由於北部地區從農原因大多

以傳統繼承為主，或由於其非農牧業之工作機會相對偏高，反觀東部地區，

地屬偏離都會區， 

加上該地區耕種規模亦較北部地區為大，較易於從事農牧業經營，此

亦為其志願務農意願較高之因素（見表三十三、圖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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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三、 台灣地區農牧戶從事農牧業經營之原因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地 區 別 總    計 
繼承或承受

土地、設備
志願務農

認為經營種類

具發展潛力 
轉業困難 其 他

總   計 100.00  75.40  18.27 1.27  5.04  0.02 

   (1) (2) (4) (3) (5) 

北部地區 100.00  79.56  14.86 1.06  4.43  0.09 

   (1) (2) (4) (3) (5) 

中部地區 100.00  75.23  18.43 1.15  5.18  0.01 

   (1) (2) (4) (3) (5) 

南部地區 100.00  74.39  18.87 1.60  5.13  0.01 

   (1) (2) (4) (3) (5) 

東部地區 100.00  69.89  24.66 0.27  5.18  0.00 

    (1) (2) (4) (3) (5) 

 

圖九、台灣地區農牧戶從事農牧業經營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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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台灣地區農牧戶從事農牧業經營之原因按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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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轉離農牧業經營之原因：以務農所得偏低、有其他行

業就業機會、年齡太大，為農牧戶離農轉業之重要原因。 

九十三年底台灣地區農牧戶轉離農牧業經營之原因前三項依序為務農

所得偏低居首位，占 27.92﹪；第二為有其他行業就業機會，占 25.93﹪；

第三為年齡太大，占 19.59﹪。近年來經濟全球化的態勢越來越明顯，工

商及服務業發達，產業結構轉型，農業產值比重相對偏低，加入世界貿易

組織後全球競爭的壓力也越來越大，這對以小農經濟為主要形態的我國農

業生產模式帶來了不小的衝擊，也對我國農業的生存與發展帶來了前所未

有的挑戰，貿易自由化、市場開放、低價位農產品大量進口，導致農民收

益減少，再加上農業人口高齡化之影響，農村勞動力不足，由於上述各項

的原因，促使從農人口轉離農牧業。 

在離農原因中，死亡（無繼承者）因素占總農牧戶之比例達 9.83﹪，

另勞力不足亦占 4.87%。此二項因素之離農，其有關農業資源之流向，是

否造成農業資源閒置，亦值得加以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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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地區別觀之，在務農所得偏低方面，北部地區占 30.33﹪最高，

南部地區占 30.10%次之，中部地區占 25.04%，而以東部地區占 24.69﹪最

少；在有其他行業就業機會方面，以東部地區所占比例較其它地區為高，為

39.84﹪，次為中部地區占 26.50%，再次之為南部地區占 25.38%，北部地區

占 22.01%最低；在年齡太大方面，則以北、東部地區較多皆占 20.46﹪，次

為南部地區占 19.76﹪，再次為中部地區占 18.89﹪；死亡(無繼承者)以中

部及南部地區，占11.96%及10.14%較高，北部及東部地區分占6.45%及3.55%

較低；勞力不足者以東部及南部地區，占 6.55%及 5.11%較高，而北部地區

占 3.85%最低；資金不足以東部地區最高，占 1.91%，北部地區最低僅占

0.76%。（見表三十四、圖十一、十二 ）。 

 

表三十四、台灣地區農牧戶轉離農牧業經營之原因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底                           單位：%    

地區別 總計 
務農
所得
偏低 

年齡
太大 

勞力
不足

資金
不足

地目
變更

政府
徵收

農地
受災
或受
污染 

承租
(委託)
解約 

有其他
行業就
業機會 

死亡
(無繼
承者)

其他

總 計 100.00 27.92 19.59 4.87 1.23 1.34 1.39 0.16 1.54 25.93 9.83 6.21

北部 

地區 
100.00 30.33 20.46 3.85 0.76 2.25 3.97 0.53 0.80 22.01 6.45 8.58

中部 

地區 
100.00 25.04 18.89 4.89 1.30 1.28 0.83 0.07 2.07 26.50 11.96 7.18

南部 

地區 
100.00 30.10 19.76 5.11 1.29 1.09 0.87 0.09 1.56 25.38 10.14 4.62

東部 

地區 
100.00 24.69 20.46 6.55 1.91 0.41 0.27   -   - 39.84 3.55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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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台灣地區農牧戶轉離農牧業經營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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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台灣地區農牧戶轉離農牧業經營之原因按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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